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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投不投　民主新觀點十八投不投　民主新觀點

2014-12-12  記者 林霈楨 報導

二○一四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激起臺灣社會對民主政治的高度關注，前來立法院周邊聲援的除了

大學生與社會人士，還有不少穿著制服的高中生，連無法北上到場的彰化高中學生，也自行邀請

教授與各校同學，在彰化火車站前進行露天民主講堂，展現對於參與公共議題的熱情。

雖然這些行動已打破高中生「只重升學，不關心時事」的刻板印象，然而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條

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換言之未滿二十歲的高中生無權用選票

影響政策，讓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臺少盟）和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推行十年的「投

票年齡下修至十八歲」法案重新受到重視，只是社會對修憲仍有不同聲音，修憲案在立法院內也

僅緩步進行中。

 

下修投票年齡　民意分歧下修投票年齡　民意分歧

根據二○一四年五月國家發展委員會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半數的受訪者不支持投票年齡下修至十

八歲，因此中國國民黨發言人陳以信於記者會中表示，多數民眾不贊成此案，不宜勉強修憲。不

過世新大學在十一月所做的民調卻呈現贊成與反對人數各半的情況，使此案更受爭議。

國家發展委員會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半民眾不支持投票年齡下修。

（圖片來源／林霈楨製圖）

世新大學做的最新民調呈現贊成與反對人數幾乎各半的情況。

（圖片來源／林霈楨製圖）

任職於臺少盟的吳政哲提到，聯盟推動修憲的十年間發現民意大幅度轉變，支持投票年齡下降的

比率持續增加。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舉辦的全國青少年投票日開票結果也發現，十六到二十歲

的青少年超過八成都認為投票年齡應該降到十八歲。他們認為政府不應只參考已有投票權的民眾

意見，更該聆聽真正受影響的青少年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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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凜冽時雨　熾熱搖滾凜冽時雨　熾熱搖滾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侯怡安侯怡安

本期為喀報二○四

期，共有十六篇稿

件。此期喀報與廣袤

的社會下所發生的事

物息息相關，由多面向去探討各種

不同的議題。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張凱翔張凱翔

台南人，處女座，喜

歡拍照、電影、書

籍、單純的東西。

不喜歡海鮮、虧心

事。 台南人，但台語很爛，和計
程車司機聊天總是有聽沒有懂，

處女座，但不潔癖，對於生活卻有

自己的堅持。 思想很老派，老...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陳亞柔陳亞柔

我叫陳亞柔，典型水

瓶座，熱愛跳躍式思

考，以及不按牌理出

牌的個性總是令人摸

不著頭緒。自認是條大懶蟲，大多

數的時候可以說是超級懶惰，但是

哪天發神經，勤奮起來卻可以沒日

沒夜的enjoy著。與其張著嘴巴說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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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青少年投票日中，超過八成的青少年都同意下修投票年齡。

（圖片來源／全國青少年投票日）

 

三項主因　爭十八歲投票權三項主因　爭十八歲投票權

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認為投票年齡應當下修的主要理由有三項，第一是「權利義務不平等」。

在臺灣，十八歲的人民需要繳稅、服兵役、負完全刑事責任，卻無法享有選舉的權利，高中公民

老師賴柷宏也說到，他覺得刑事責任的負擔遠比投票來得重。若一個人有能力保家衛國、成家立

業、在刑事上承擔自己的罪刑，就足以獲得投票權。

第二項理由是促使候選人更加注重青少年相關政策。吳政哲提到，無論今年或過往的選舉，大部

分候選人鮮少把政見重點放在青少年身上，正是因為他們沒有選票，所以聲音不受重視，甚至和

青少年息息相關的十二年國教他們都無權影響。北一女中公民論壇「綠覺醒」的高中生們也認為

，開放十八歲投票能使政府聽見更廣年齡層的意見，保障更多公民權。

臺少盟強調，隨著臺灣少子化與高齡社會來臨，若不增加年輕世代的投票人數，候選人將為了爭

取年長者選票加碼福利津貼，導致有勞動力的青年必須承擔留下的債務，違反世代正義。以今年

蘇格蘭獨立公投為例，其政府將投票年齡下修至十六歲，就是希望少子化社會中的青少年也有權

決定自己的未來。

臺灣即將邁入高齡化社會，年輕世代的選票比率也將隨之降低。

（圖片來源／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

第三個原因則是相較世界各國，臺灣是少數堅持二十歲才有投票權的民主國家。從一九六○年代

開始，美德英法等國相繼將投票年齡下降至十八歲，阿根廷、巴西等甚至調降到十六歲。在亞洲

，港澳對其特首的投票年齡為十八歲，日本也在二○一四年下修到相同年紀，其原因都是因應高

齡化社會，維持世代正義。身為高中生家長的侯先生認同這種社會變遷，他認為法律本來就會隨

時代修改，現在的十八歲孩子透過網路獲得的民主知識，說不定比以前的二十歲青年還多。

 

判斷力不足　實際學習民主判斷力不足　實際學習民主

縱使今日的青少年能取得較多政治資訊，還是有高中生認為自己未有足夠判斷力投票，現年十七

歲的黃柏鈞就覺得自己甚少接觸政治議題，容易受旁人影響，就算真的開放十八歲投票也不會去

投。家長陳小姐同樣認為高中生多數時間都花在課業上，無論政見發表會或社會運動皆少有時間

參與，政治立場還是容易被師長或媒體左右。

面對這樣的反對聲浪，吳政哲提出另一種觀點：「即使你認為自己不需要投票，或者自己沒有理

性的能力投票，那也不應該去阻擋其他認為自己有能力或機會的人。」且年紀和成熟理性並無直

接關係，支持修憲的侯先生以假設鄰居參選為例，此時他投票給鄰居就不是因為政見，而是基於

人情，這完全無關乎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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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痴人生不迷路路痴人生不迷路

關於一個路痴不斷迷路，也不斷覓得新體悟的
故事。

一生的「性」福　如何教育一生的「性」福　如何教育

根據調查，臺灣學生在性方面的知識明顯不
足，性教育在臺灣究竟面臨何種問題？該如何
改善？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賴柷宏覺得隨著投票年齡下降，高中生自然會去關心政治，並且能帶動校園

的民主氛圍，引領他們主動關注公共議題。另一名高中公民老師楊玲悅表示：「公民課就是要把

外面的世界帶進教室，如果他們有投票權，就更願意，也更能夠提早理解與實踐公民社會。了解

當民主已成事實，投票就是義務，要善盡自己的責任才能享有民主的果實。」

教師們期待藉由投票年齡的下修，改善臺灣學生為了升學與社會脫節的情況，「綠覺醒」的高中

生們也認為透過實際行動，能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不只是一味依從課本的教條，「如果十

八歲能投票，我們當然樂意去投票。」

 

修憲進行式　走入校園對談修憲進行式　走入校園對談

目前投票年齡調降的修憲案已在五月底完成立委提案，然而半年過去卻遲遲未交付修憲委員會，

十二月五日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同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國民黨立委盧秀燕等人召開記者會，呼

籲王金平院長實踐「有案付委就一定要成立修憲委員會」的承諾。就在十一日，組成修憲委員會

的提案已通過，最快十六日就會排案，而下修投票年齡被列為五大重點提案之一。

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希望能趕上二○一六總統大選時一併交付公投，通過修憲案，然而修憲的

門檻相當高，且所需時間長，就算在立法院內通過也得公告半年才能交付公投。因此另一方面由

立委丁守中提出釋憲案，期盼透過大法官釋憲讓十八歲的公民取得投票權。

修憲程序複雜，因此同時提出釋憲案，希望能盡速取得十八歲的投票權。

（圖片來源／全國青少年投票日）

面對民間不同的意見，吳政哲希望政府不要只是靜待民意達成共識，而是主動走入人群，和公眾

討論這項議題，校方和家長也應該用更開放的心態看待，如果一味地認為不該在校園裡談論政治

，對學生是沒有幫助的。明年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也將深入校園，面對面和大眾討論下修投票

年齡的重要性，聆聽臺灣十八歲青少年的見解。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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