
政府需要面對民間的質疑和要求 

16535人連署＜實踐民主審議 重啟服貿談判＞ 

 

學術界、藝文界於 7月底在臺大校友會館召開「知識界、藝文界的共同聲明呼

籲朝野政黨－實踐民主審議、誠實評估衝擊、重啟服貿談判」記者會，提出 3

點具體訴求。並發起網路連署，截至 8月 14日為止，已有超過 16,000人連

署。新加入的連署人有包括：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瞿海源、中研院張俊

彥院士(前交大校長)、廖運範院士、特聘研究員陳恭平、清大榮退教授彭明輝、

交大資工系教授林盈達、台科大資工系教授鄧惟中、台大國發所教授劉靜怡

等。 

 

 

8月 15日，連署人再由瞿海源、林盈達、鄧惟中、劉靜怡，以及作家小野、台

大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鄭秀玲、台灣記者協會會長陳曉宜等為代表，共同出席

第二次記者會，要求政府面對民間對服貿協議的質疑和要求，向社會報告目前

服貿協議的立法院進度及他們的想法，並邀請各界繼續關心這個議題，支持連

署以形成更大的力量。 

以下為記者會內容： 

  

立法院在 8月 5日進行朝野協商，服貿協議之結論內容為：「海峽兩岸服貿協

議」同意由內政委員會再召開 16場公聽會(每場 4個服貿協議附件項目)，並邀

集各產業公會及工會代表參加後，方可進行實質審查。 

 

  

對於這一點，我們仍然感到嚴重不足。 

 

第一，完全沒有提到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就這次黑箱作業的始末，『到底

是基於什麼理由？由誰做的決策？中間的談判經過？』正式出面做完整的說

明，以示負責，也好讓社會討論日後可以如何避免類似事件重演。」 

 

第二，雖然要加開十六場公聽會，但是和我們要求的「立法院應就開放之每一

產業，個別依法定程序召開公聽會」相去甚遠。 

 

第三，按立院國民黨團書記長賴士葆 8月 5日的強調：「公聽會將趕在下會期一

開始即召開，預計以 1天 2場形式舉行，8天議程舉行完畢，進入實質審查」；

再參照 7/31及 8/1立法院公聽會立委出席嚴重不足、內容虛應故事的情況，我



們強烈憂慮這 16場公聽會將成為執政黨搪塞民意的樣板。 

 

第四，政府對我們訴求的「在行政院綜合公聽會意見，提出產業衝擊評估報

告、社會衝擊評估報告及國安衝擊評估報告前，立法院不得進行實質審查與表

決」、「行政部門應依立法院逐條逐項之修改結論，重啟談判」這兩點也沒有任

何回應。 

 

因應此一情勢，我們要求政府面對民間的質疑與要求，不要再迴避問題，更不

要企圖用表決部隊闖關。我們也向社會各界呼籲，請大家加入更多的連署人，

以升高對政府的壓力，達成我們在共同聲明中的訴求。 

 

連署網址： 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30729011657 

 

此外，為了補充政府應做而未做的產業衝擊評估、社會衝擊評估、國家安全衝

擊評估，也為了對即將召開的公聽會進行嚴格的提問與監督，由台大公共經濟

中心和台大經濟系邀請學界與民間定於下周五開始連續舉行六場研討會，結合

學界、前任政府相關人士、社會 NGO，以及產業界可能參加各場公聽會的人

士，共同以公開討論的方式，徹底審視目前政府版本《兩岸服貿協議》不合理

之處及對產業、社會、國家安全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幫政府規劃出一個重啟談

判修正協議的方向和重點。 

 

《如何簽定服貿協議，共創兩岸雙贏??》研討會訊息 

 

時間：8月 23日起，每周五下午兩點，，持續 6周。 

 

地點：  台大社科院 國際會議廳(徐州路 21號) 

 

第一場 (8/23)：簽這個協議到底應該避免什麼壞處，創造什麼好處? 

 

第二場(8/30)：如何防護民主自由：言論自由與網路安全隱私與中立性 

 

第三場(9/6) 如何防護國家安全：金融隱私、交通運輸、基礎建設 

 

第四場(9/13) 如何防護社會安全(一) ：對各產業及青年就業之衝擊 

 

第五場(9/20) 如何防護社會安全 (二)：對醫療產業及照護體系影響 

 

第六場(9/27) 如何創造兩岸的雙贏：以互重互信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