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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地點原本在樓下會議室，但希望主題可以深化，讓同學參與討論所以改到樓上

教室方便分組。 

 

簡介 

這是本人的碩論改編。封面三旗五色旗是青年黨，另一則是青年黨黨旗。本書以

戰後中國憲政的發展為主題，探討國民黨、民社黨與青年黨三黨合作對制憲國民大會

的召開、政府改組、國代選舉、立委選舉等重要政治事件的影響。這時候國民黨為了

擺脫一黨訓政的形象，積極尋求民社黨與青年黨的合作，以營造多黨政治的民主表相。

乍看書名很嚴肅，其實是希望大家可以輕鬆一點理解，其實就是在談國家利益時，台

下的政治談判內部狀況，藉此評估當年行憲的歷史意義。 

本書的寫作源起碩班時發現中國青年黨的資料，該黨在一九二零年代後期逐漸沒

落，而後在 1946 年因為國民黨的「提拔」又重新興起。但筆者注意到青年黨的中常會

會議紀錄，裡面提到該黨在跟國民黨談判時，黨魁曾琦認為：「民社黨與我們黨的情形

不同，一般同志積了二十餘年之奮鬥當有政治慾望，我們是否應有通電計畫而免受外

之拖累」，這份會議紀錄顯示他們要跟國民黨合作行憲，但是要求國民黨吐出一些部會

給他們管，感覺「魔鬼藏在細節內」。 

利用黨史資料，筆者發現從訓政到行憲國民黨為主的寫法可再議。三黨為了表面

合作，私下有嚴重的「討價還價」，這可以從憲政實施前先追溯起。 

 

一、中華民國的訓政發展 

戰後中國憲政發展的速度遲緩，這跟國共之間的鬥爭有直接關係。中華民國明明

1911 年出現，但是到 1946 年才開始認真規劃憲政，長年以來民眾無法過問政府政治。

在 1928 年以前，國民黨尚無法控制全中國的政治，之後才開始實施訓政，定期六年，

應該在 1934/35 就要開始憲政，也公布了〈五五憲草〉，但此時中國內憂外患嚴重，到

1937 年，國民黨的「還政於民」承諾跳票，以「國民參政會」擔任「戰時國會」。 

到 1944 年，日本的一號作戰，當時盟軍節節勝利，但在中國戰場卻相反，不斷慘

敗，於是中共藉此提出「聯合政府」的主張，要求國民黨在此危急存亡之時先開放權

利，拉攏各方勢力提前憲政。 



因為中共的提出，此主張逐漸熱門。抗戰勝利後中共在中國壯大，為解決中國政

治走向，於是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這是國民黨由軍政走向民政民主化，而且同時也要

軍隊國家化。 

國共之間對於以上要點是有相當大意見差異，特別是針對國民大會的組織與國府

委員名額，原規劃為國共相等，但是中共要求要 13 席，總之就是要求否決權，讓國民

黨不能以民主之名來繼續訓政。 

另一個爭議是要求政府改組，中共要求要先改組政府讓各黨派參加再來改選，而

國民黨剛好相反，這主要是因為對停戰、整編原則談不攏，並且確保自己在各地的權

利；特別是共產黨，國民黨特別想制約中共在各地已有的「地盤」。 

結果當然是談判破裂，國民黨利用國軍攻佔張家口，蔣中正宣佈召開制憲國大，

中共與民主同盟當然不參加，於是國民黨改拉攏民主黨與青年黨，與中共、民盟對抗。 

制憲國大召開後政府改組，國民黨繼續拉攏民社黨與青年黨，但兩黨黨內都有意

見，參加速度慢，於是國民黨將改組分為兩階段，先把立法院、監察院、參政會、憲

促會等機構擴大名額，先把餅做大讓大家參加，最後再動最核心的國民政府與行政院。 

民、社兩黨此時的路線之爭嚴重，一派人認為只要參加中央高級部會即可，但是

另一派則認為必須深入民間；最後青年黨重視人事開放，民社黨重視法治。 

 

二、國民黨的反應 

國民黨對於這些友黨的行動一開始不是全部知道，是到後來三中全會時才知道，

特別是青年黨，利用美國希望政府迅速改組的時機趁機獅子大開口，蔣中正感覺被勒

索，對此也相當不滿意，甚至不惜要找別人來合作。 

國民黨的政治代表因此被罵到臭頭，可是國民黨自己的代表卻提不出自己的路線，

這樣反而也讓人詬病。最終民主基礎擴大，但是輿論兩極，總之就是聽其言觀其行，

結果變成行憲與戡亂並行，這讓國民黨黨內出現討論，一派認為即使無法真正讓全國

參與，選舉還是勢在必行。 

可是另一派認為這樣會變成國民黨一黨獨大，國際也不看好，認為這樣是國民黨

刻意操弄沒有行憲誠意。最後爭議難解由蔣中正批示，蔣決定選舉照辦。 

蔣決定選舉照辦，這與美援、剿共與控制選舉有關。美國政府只援助「民主化」

政府，這樣應該就可取得美國支持，這樣有利國內經濟復甦，並可消滅共產黨，並且

利用行憲的民意基礎來消滅共產黨。 

 

三、選舉實施的狀況 

狀況為提名自由變統制，這是因為國民黨擔心行憲會影響戡亂（東北動不了），且

民、青兩黨也要求保證當選若干名額，這導致選舉風氣大變，想當選的人去爭取黨的

支持而不是爭取民眾支持，且之後政高於黨，許多黨員為維持利益而投入選舉，變成

黨團內派系的競爭，地方黨員無法獲得中央支持時，他就會改成用簽署或跨黨方式參



選，讓國民黨中央的控制難以落實。 

即使綁定當選名額也是頗有爭議，國民黨與民、社兩黨的希望名額落差頗大，而

且蔣認為即使綁定但是民眾難以控制，所以無法真正達成。 

最後決定是用聯合提名的方式，但這也是一場災難。跨黨、選區就已經難以決定，

內定提名、投票產生的方式也讓黨內與友黨出現矛盾。 

選舉結果當然是一團亂，出現許多選舉舞弊，國民黨一黨獨大，選前協議落空，

加上又有不少簽署提名、候補候選人當選，造成混亂。 

面對此形勢，三黨黨中央居然採取「以黨讓黨」，並調整參選資格來因應，用「國

務會議」來強制通過，出現「黨紀」與「國法」的爭議，這讓國民黨又陷入爭論，黨

內高層與從政黨員之間就出現落差。蔣認為可以再調整，可是孫科、居正等人認為木

已成舟，就必須服從選舉結果。 

選舉糾紛因此越來越大，甚至在國民大會出現抗議事件（當選人因黨干涉不能拿

當選證書），蔣認為用以黨讓黨原則解決政治問題，黨內互讓則回歸法律。最後國務會

議通過，乾脆直接增額，可是此決議在立法院被封殺。 

最後調解方式，三黨不修憲，增修〈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可是民、青兩黨反

而要求政府吐出中央部會名額，甚至威脅退出政府；此舉被國民黨用行憲手段封殺，

接受國民黨已有的安排。國共內戰此時越烈，這時國民大會也開始出現「修憲」的聲

音，要求總統擴權來剿滅共黨，這也讓另外兩黨更沒有說話的空間。 

 

三、戰後中國憲政的省思 

國共戰後撤退來台，此舉變成「自

由中國」的民主「法統」，且塑造了政府

有民意基礎的形象，可是三黨政治利益

與民主憲政衝突，這讓政壇政治博弈的

狀況太嚴重，太重視黨派參加，而忽略

真正民意的參加以及憲法的規範。 

國民黨也因此事出現「黨紀」與「國

法」的糾紛，這造成國民黨的內部危機，

因為這與國民黨的領導特質有關，國民

黨一開始希望成立西方式的議會政治，

但是政治一連串的挫敗讓國民黨開始接

受蘇聯式的軍事政治，讓黨內本身對於

黨政的分界仍然難以切割，使行憲後的

國民黨仍然不能全面釋放權力，最後這

也成為失掉大陸的一個重要理由。 

 



四、問題與討論 

Q1：老師今年沒講到憲法第一條其實兩黨有意見？ 

A1：那條提到「基於三民主義」，兩黨就很有意見了，因為三民主義字樣存在就是國

民黨的存在，而不是真正的全民參與。於是加入「基於」，可以解讀為林肯的說

法民有、民治、民享。 

 

Q2：老師提到青年黨是二十年代沒落，可以多講一些？ 

A2：在 1925/26 年當時北伐，國共合作，青年黨用「國家主義」興起，希望建立一個

真正獨立民主的國家，不受軍閥控制。於是青年黨積極勸服軍閥，而軍閥也希望

有民主之名，於是拉攏青年黨。沒落之因就是北伐統一，國民黨訓政，於是領導

人轉向與國民黨合作，承認共產黨，於是國民黨對青年黨改給予資助，可是因為

其反共立場明確，於是要到之後國共分裂後才有被進一步提拔的理由。可惜這也

是依附在國民黨一黨當權的時期，青年黨的地位不是真正的獲得提升。來到台灣

後，黨組織已經是依附於國民黨生存，於是逐漸泡沫化。兩黨雖然都被說是政治

花瓶，可是等於宣告民主的存在，讓之後的民主化仍有一線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