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实践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实践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0815362

10位ISBN编号：7510815363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九州出版社

作者：沈惠平

页数：228

字数：23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实践研究>>

前言

　　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或治理艺术，审议式民主的基本含义是公民在平等与互惠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话
、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上多个国家或地区纷纷加入审议式民主的实践热潮，中国台湾地区亦在
其中。
自2002年首开&ldquo;全民健保给付范围&rdquo;公民会议以来，一方面，根据探讨议题的影响范围，
可把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分为全台性（涉及全台湾的公共议题）与地方性（涉及县、市甚至是
社区性的公共事务）两个层次来分析；另一方面，鉴于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之运作以公民会议为主，
可将其实践分为公民会议与其他操作形式两大类型来分析，其中公民会议又可细分为理性论辩
与&ldquo;说故事&rdquo;两种对话方式。
通过两个层次（纵向）、两大类型（横向）的划分，当前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状况基本上能够
得以全景式的比较、分析与描述。
　　迄今为止，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历程大致可分为试验期、推广期以及成长期三个阶段，主
要采取的实践形式包括公民会议、审议式民调、公民陪审团、愿景工作坊等，主要特征包括形式多样
、层次广泛以及议题丰富等。
这些实践有助于公民提升了解复杂的政策议题的兴趣与能力，有助于消解台湾地区的社会分裂与族群
对立等。
虽然如此，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公民对政策影响有限，过度强调共
识导致弱势群体的观点和利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决策背书的工具，甚
至沦落为政客们选举操作与打击对手的工具。
总之，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已取得较大的成效，足以使人们有理由和信心继续推动和深化之。
但鉴于目前还存在这种那样的问题与不足，台湾社会需要更多的相互尊重，使公民之间的相互沟通更
加顺畅和理性，以提升台湾地区整体的治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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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实践研究》以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层次、类型的划
分，以实际案例对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比较、分析和描述。
总结了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阶段、特点及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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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新的民主治理工具，欧美国家发展了多达20余种审议式民主操作方式，其共同的特点：并非
取代代议民主，而是补强代议民主中一般公民&ldquo;审议参与&rdquo;不足之处；更关注公共事务的
讨论质量，因此对于操作流程有清晰、严格的规范，以确保参与者得到充分的信息以及平等与理性对
话的机会。
台湾地区于2002年由&ldquo;行政院二代健保公民参与小组&rdquo;开始引入审议式民主公民参与模式
讨论公共政策以来，曾经实验过的公民参与模式包括公民会议、审议式民调、愿景工作坊等，而曾经
讨论过的公共政策包括全台性议题与区域性议题，如&ldquo;二代健保&rdquo;、&ldquo;税制改
革&rdquo;、&ldquo;代理孕母&rdquo;、&ldquo;新竹科学园区宜兰基地&rdquo;、&ldquo;台北市汽机车
总量管制&rdquo;、&ldquo;北投温泉博物馆何去何从&rdquo;、&ldquo;八斗子生活圈如何与海科馆共存
共荣&rdquo;等&hellip;&hellip;　　相对于过去以投票程序所达成的多数决议式民主，审议式民主更强
调多数决议的运作过程，乃是建立在理性沟通、理性说服、理性论辩上。
即审议式民主虽然同意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平等权利来决议集体的行动，但同时主张民主
不应仅仅是这平等的投票程序而已，而应同时是平等的发言讨论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的论辩
；唯有让大家各自以最好的理由、论据来提出意见，并在理性论辩过程中得出最佳答案，作为共识。
也就是说，这最后的共识不仅仅是透过平等的投票程序得出的，更重要的是，它是经过每位参与者的
理性论辩与检验下的结果。
因此，如果每位参与者都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参与讨论，并以理性和互惠这一审议式民主核心价值作
为最高标准来决定大家的争议，那么最后达成的共识，就不会沦为&ldquo;多数暴力&rdquo;，而这是
以往以投票结束争议的形式民主最让人诟病之处。
当然，审议式民主的实践远比一般投票民主要花更多时间，也要求参与者具备更深厚的理性素养。
纵虽如此，审议式民主却是真正化解争议的较佳方法。
&ldquo;审议民主的可贵，并不仅仅只是在结果而已，更可贵的是在审议民主的过程中，群众借由不断
彼此的对话、说服与相互理解，共同地、同时也是自觉地跟自我与他人的反动性对抗，并且迈向进步
的道路前进。
&rdquo;　　迄今为止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一方面次数已居全球之冠，另一方面取得较大的成
效，足以使人们有理由和信心继续推动和深化之。
但鉴于目前还存在这种那样的问题与不足，台湾社会需要更多的相互尊重，以及自我谦逊的民主精神
，使公民之间的相互沟通更加顺畅和理性，以提升台湾地区整体的民主治理品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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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直到19世纪中叶，&ldquo;民主&rdquo;在西方世界一直是贬义的意味，与暴民政治相连，
而&ldquo;审议&rdquo;所代表的&ldquo;深思熟虑&rdquo;正是对民主之弊端的良药。
台湾地区为弥补其民主制度的缺陷，也加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ldquo;审议式民主&rdquo;实
践中，本书此为研究内容，通过实际案例，解析了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实践各形式的成效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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