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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下棋者？還是別人的棋子？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報告大綱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台灣實施地方自治的經驗


台灣實施地方自治民主選舉最大的問題


法治不彰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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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下棋者？

要學習領導別人

還是別人的棋子？

也要學習被人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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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會自動掉下來的

自動掉下來的可能都不是你想要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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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公職取得公務員資格；

應考專業證照取得執行業務資格是，如醫
師、會計師、律師、建築師、專利師等；

攻讀碩博士取得在學術界發展的地位；

投入私人企業任職或自行創業；

參與公職人員的選舉也是一條路。

是要去爭取的位置



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

管理眾人之事便是政治

以服務代替管理，所以服
務眾人之事便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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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才智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

聰明才智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

全無聰明才智之人也當盡其一己之力以服一己之

務。

國父孫中山先生：

服務的人生觀，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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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服務，提供較社會所

要求更有價值的服務

追求服務利潤，以適

當的利潤來鞏固企業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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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

我修改「修齊治平」為修身、齊家、事業、
社團、治地方事、治國家事、治天下事

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

代表什麼？



12

服務自己

服務自己的家人

服務自己企業內的同仁

服務自己社團的會員

服務自己地方人民

服務全台人民

服務全球華人

服務世界人民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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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設計出來的法定職務與職位是

任何人均可去爭取擔任的，因為不是

你擔任就是他人來擔任。

沒有你不能擔任的職務與職位。也沒

有任何一個位置是非誰不可的。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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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在2014/6/9日接
見「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
與會外賓時，引述美國已故
衆議院議長歐尼爾（Tip 
O'Neil）所言，「所有的政
治都是地方政治」，強調地
方政府是幫助國家經濟發展
的重要著力點。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All politics is local.

美國已故衆議院議長歐
尼爾（Tip O'N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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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人民

地方
政府

地方民
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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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Freeman Clarke 

(1810-1888)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olitician and 

a statesman is that a politician thinks 

about the next election while the 

statesman think about the next 

generation.”

19世紀美國克拉克牧師說：

「政客與政治家的區別，

就是政客看下一屆的選舉，

政治家看下一代的福祉」



摘自星雲大師之「佛教對政治人權的看法」

政治家 政客

一心做事 一心做官

利人 利己

公而忘私 私而忘公

以福國利民為立場 以個己之私為立場

為正義而服務 為利益而服務

高瞻遠矚 短視近利

有黨派，和而不流 有黨派，以黨伐異

上台容易，下台洒脫 上台不易，下台不肯

有道德勇氣 泯滅良知

肯為理想犧牲 只有貪欲的企圖



台灣實施地方自治的經驗

臺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
方案

民國34年12月26日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

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
治綱要

民國39年4月29日至民國
56年7月台北市改制為行

政院直轄市為止

臺北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
方自綱要

民國56年6月22日行政院
訂頒自治綱要至民國83年
7月8日直轄市自治法立法

院通過為止

地方制度法 民國88年1月25日至今

參成都論壇我的發言 參地方議會議員之定位－依歷來各項相關法規探討

http://www.tcforum.org.tw/hd/LinSpeech/SichuanChengdu.pdf
http://www.tcforum.org.tw/hd/LinSpeech/LocalCouncilPosition.pdf


台灣實施地方自治民主選舉最大的問題

自由

民主

法治

民主
政治 香港有自由、法治沒民主

新加坡有民主、法治沒

有自由

台灣是有民主、自由沒有

法治



台灣實施地方自治民主選舉最大的問題

立法

預算

質詢

民代
職權

但不少民代不專心在議會開會審議法案，而將重心
放在選區經營或私利之上。不重視立法權，當議會
通過的自治條例，地方政府開始要執行，地方民代
又受選民之託，要求地方政府不要執法，導致立法
要寬、執法要嚴淪為口號，形成立法嚴執法寛的不
良現象，這就是台灣民主法治不彰之處。

民代
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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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不彰之例
1. 馬王政爭：關說？遊說？請託？為民服務？

2. 核定、備查、核備

3. 太陽花學運：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服貿協議是
需經立法院備查？還是審議？

4. 年金改革與信賴保護原則

5. 一中原則？One China Policy？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6. 菲律賓ACF談汽車安全帶例及電玩例

http://www.tcforum.org.tw/hd/lobbyist.pdf
http://www.tcforum.org.tw/hd/LinSpeech/PeopleParade1.pdf
http://www.tcforum.org.tw/hd/LinSpeech/ServiceFram.pdf
http://www.tcforum.org.tw/hd/LinSpeech/OneChinaPolicy.pdf
http://www.tcforum.org.tw/hd/LinSpeech/Ca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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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後會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