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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台憲政體制導論-第4次視訊授課
Introduction to Constitutional Models of UK, USA, France, and ROC(Taiwan)

賴維堯、楊瑞宗、席代麟老師視訊授課
ZZZ001、002、003班第4次授課日：民國11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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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台憲政體制導論

P.2

◆110.9.7 

第一次視訊授課 課程簡介、英國內閣制

◆110.9.21 

第二次視訊授課 英國內閣制(續)、美國總統制

◆110.10.5

第三次視訊授課 法國雙首長制

◆110.10.26

第四次視訊授課 我國憲政體制與變革選項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題目
一、美國國會彈劾總統之規定及過程為何？我國立法院提

案彈劾、罷免總統之規定及過程為何？相較之下，你
認為那種制度作法較合宜？(25分)

二、德國剛於2021年9月26日舉行國會大選，結果仍維持
無一政黨席次過半之長期傳統。請蒐集媒體報導，說
明各黨得票率，以及迄今組閣進展。(25分)

三、你認為我國修憲應朝向那類體制(內閣、總統、雙首
長制三者之一)，較能合乎權責相符憲政原則以及本
國國情，並應實行那些修憲配套措施？(50分)

●繳交期限：即日起至2021/11/5(週五)晚上12:00

●繳交方式：Mail標題統一格式【期末報告—同學姓名】
ZZZ001班同學→賴維堯老師信箱lwy@gapps.nou.edu.tw

ZZZ002班同學→楊瑞宗老師信箱920761@gapps.nou.edu.tw

ZZZ003班同學→席代麟老師信箱110029@gapps.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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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政體制原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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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國會)
立法院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履行如同歐美國會

之三項功能：①代表民意、②制定法律、③監督政府
1.職權：
⑴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
、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⑵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⑶質詢權：質詢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
⑷詢問權：立法院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
員到會備詢

⑸提出憲法修正案，送國民大會複決
2.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不得兼任官吏
3.會期：每年兩次會期(2至5月、9至12月)，得延長之；

另得開臨時會



我國憲政體制原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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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政機關、執政系統核心)
行政院為國家最家行政機關

1.人事提名任命：
⑴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⑵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
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2.職權：
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

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
案及其他重要事項，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提出
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



我國憲政體制原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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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行政院依下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⑴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
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⑵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
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
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2/3

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⑶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
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
行政院10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
法委員2/3維持原案，行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我國憲政體制原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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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權重責輕、少與立法院(國會)制度性互動
1.產生：由國民大會選舉，亦由國民大會罷免；

任期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2.地位：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
3.職權：
⑴人事提名權：提名
①行政院院長，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②審計長(隸屬監察院)，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③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④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⑵統率全國陸海空軍
⑶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或行政院院
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



我國憲政體制原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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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權重責輕、少與立法院(國會)制度性互動
3.總統職權：
⑶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或行政院院
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

⑷行使締結條約及宣戰、媾和之權
⑸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
⑹任免文武官員
⑺授與榮典
★
註：總統⑷～⑺四項職權最終需以發布命令或公布法律為之，例

如特赦令、任命令、授與勳章令、與邦交國締約，故而應為
法律或命令之特定方式，並同⑶職權之行使，仍須行政院長
(或院長及部會首長)之副署，總統不得單方為之



我國憲政體制原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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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權重責輕、少與立法院(國會)制度性互動
3.總統職權：
⑻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
⑼發布緊急命令
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
，須為急速處分時，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間，得經行政院
會議之決議，依緊急命令法，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
置。但須於發布命令後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
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⑽宣布戒嚴(得經行政院會議之議決或行政院之呈請)，但須
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立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決議移請
總統解嚴

(11)總統概為執政黨(或執政聯盟)領導人，有政治實權



我國憲政體制原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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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與國民大會(國民大會代表)形成權責機制
國民大會由人民選舉之國民大會代表(國大代表)組織之

，任期六年，但一般情況下，六年任期只開會90日(每屆
總統任滿前90日由總統召集新任國大代表集會，選舉下任
總統副總統)
1.國民大會職權：⑴選舉總統、副總統

⑵罷免總統、副總統
⑶修改憲法
⑷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⑸複決監察院所提之總統彈劾案

2.國大代表人事限制：
現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所在地之選舉區當選為國大代表



我國憲政體制原貌(八)

P.11

◆評論
1.總統間接民選、幾無負責機制、位高權重而責輕
⑴國民大會選舉(人民間接選舉)之實權總統，但國民大會平時不
開會，總統任內幾無與之制度性互動機制

⑵提名行政院長，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⑶提名司法院長、考試院長、審計長等重要政務首長，經監察院
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⑷行政院移請立法院覆議案，得先經總統核可

2.行政院長享間接民意聲望、率執政團隊對立法院負責
⑴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並備質詢
⑵行政院議決法律、預算、戒嚴、大赦、宣戰、媾和、條約議案
及其他重要事項，並向立法院提出

⑶移請立法院之覆議案，經出席立法委員2/3維持原案，行政院
長應接受或辭職



我國修憲後現行體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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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增修條文
1991至2005共七次修憲，憲法增修條文凍結憲法條文達40

條以上(超過1/5憲法條文被凍結)，現行憲政體制重要規定：

1.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
2.縮減行政院長副署權的範圍→總統發布行政院長與依憲法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無須行政院長之副署

3.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不須先經立法院同意
4.立法院得向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經全體立委1/2贊成通
過後10日內，行政院長應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經諮詢
立法院長後，解散立法院作為反制措施

5.行政院對於立法院議決之法律、預算、條約案，認為窒礙
難行時，得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案經全體
立委1/2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長應接受(免辭職)



我國修憲後現行體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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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增修條文規定(1991至2005共七次修憲)
6.立法院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7.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
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國安會及國安局之法制化法源)。國
家安全會議以總統為主席，行政院長為13名成員之一

8.總統發布緊急命令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
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
要之處置。但須於發布命令後10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
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9.總統提名大法官(其中二人並任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監
察委員(其中二人並任監察院院長副院長)、考試院院長
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之人事同意權，改由立法院行使之



我國修憲後現行體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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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增修條文規定(1991至2005共七次修憲)
10.廢除國民大會
11.立法院(全體立委1/4提議、3/4出席、出席委員3/4決議)提

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公告半年後，交由公民複決
：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修憲通過、領土變更
→修憲門檻非常高

12.立法院(全體立委1/4提議、2/3同意)提出總統、副總統罷免
案，交由公民複決：選舉人總額過半數投票，有效票過半
數同意罷免(雙二分之一條款)，罷免通過
→罷免總統門檻很高

13.立法院(全體立委1/2提議、2/3決議)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
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大法官2/3參與
評議(出席之意)、2/3同意(憲法訴訟法規定)，彈劾成立
→彈劾總統門檻比美國高



我國修憲後現行體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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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1.總統直接民選、職權擴大、政治光環增亮
⑴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⑵總統直接任免行政院長，任命前毋須立法院同意
⑶總統發布行政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
命令、解散立法院之命令，無須行政院長之副署→行政院
長副署權範圍減縮，不再全部法令皆須副署

⑷總統得核可覆議案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議決之法律、預算、條約案，認為窒礙
難行，得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

⑸總統被動性解散立法院→尚未發生
行政院長遭立法院通過不信任案，應辭職，但得呈請總統
諮詢立法院長後，解散立法院，重新改選立法委員
注：立法院改選後，在野黨縱使掌握過半席次，未必連動行政院長人選

，故立委對行政院長不信任案興趣不大



立法院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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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立委1/3連署提出、1/2贊成通過。不信任案通過後，
行政院長應於10日內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諮詢立法院
長後解散立法院；如未獲通過，1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長
再提不信任案
立法院提出行政院長不信任案，歷年來累計三案，均未

通過，故而立法院從未解散：
⑴第一次88(1999)年，張俊雄等82名立委(民進黨及新黨)
提出蕭萬長院長(1939~)不信任案，主訴蕭院長
領導受質疑、金融風暴、部會政策難協調、
行政院淪為總統執行長

3月2日表決結果贊成83票(立委總數225名)
↹反對142票，不信任案不通過



立法院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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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不信任提案累計三案，均未通過：
⑴第一次88(1999)年，提出蕭萬長院長(1939~)不信任案
⑵第二次101(2012)年，民進黨、台聯提出陳 冲院長
(1949~)不信任案，主訴外銷停滯、失業率攀升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貪汚案

9月18日表決結果贊成46票(立委總數113名)
↹反對66票

⑶第三次102(2013)年，民進黨、台聯提出江宜樺院長
(1960~)不信任案，主訴該年「馬王九月政爭」
(立法院長王金平涉為立法委員柯建銘官司案關
說)江宜樺院長為違憲共犯

10月15日表決結果贊成45票(立委總數113名)
↹反對67票



我國修憲後現行體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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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1.總統直接民選、職權擴大、政治光環增亮
⑹總統在立法院提出國情報告→尚未發生
①立法院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②全體立委1/4提議，院會決議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
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③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得咨請立法院同意後
，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並應於國情報告日前3天，將
書面報告印送全體委員

④立委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得就報告不明瞭處，提出問
題；委員發言，經總統同意時，總統得綜合再做補充報告

★109.10.27立法院在野黨提案要求蔡英文總統為開放美豬(含萊克多巴胺)
進口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民進黨表決封殺成功

★此憲政大事「總統到立法院國情報告」除尚未發生外，立法院得否決議邀
請總統口頭報告或書面報告？總統報告後可否與立委理性溝通或辯論？



我國修憲後現行體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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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1.總統直接民選、職權擴大、政治光環增亮
⑺立法院提案罷免總統副總統(不適用公民連署罷免機制)

全體立委1/4提議、2/3同意後提出，交付公投複決(經選舉人
總額過半數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者，即雙二分之一
條款，罷免案通過)。歷年發生二案均未通過：

①第一次95(2006)年6月27日，陳水扁總統因家人「海島七億
」不法獻金案，國民黨及親民黨提議罷免，表決結
果同意119票、廢票14票、缺席88人(缺席投票者絕
大多數為民進黨立委)，同意119票未達2/3通過門

檻票數(立委總數221名之2/3為148票、尚差29票)
②第二次101(2012)年5月14日，馬英九總統第一任期尚餘數日
，民進黨及台聯43名立委以開放美牛進口及油電雙漲為
由，連署提議罷免，惟程序委員會議決前退席不投票而
致委員會決議未過，且不列入院會議程討論，失敗收場



我國修憲後現行體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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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1.總統直接民選、職權擴大、政治光環增亮
⑻立法院提案彈劾總統副總統→尚未發生
全體立委1/2提議、2/3同意後提出，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經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判決成立者，被彈劾
人(總統、副總統)應即解職

⑼立法院審理國家安全會議及國家安全局預算及法律案
時，總統(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免到立法院備詢，由總
統府秘書長、國安會秘書長暨行政院長、國防部長等
人備詢



我國修憲後現行體制(八)

P.21

◆評論
2.行政院長成為執行長(總統治理國政執行長CEO)
⑴行政院長人事案免經立法院同意、徑由總統直接任免
→院長人事更迭快，任期較舊制(立法院同意任命)縮短
1997上任之蕭萬長院長為現制第一位行政院長，迄2019上

任之蘇貞昌院長(現任)：1997.9～2021.10，共24年多期間、
16位行政院長(蕭萬長、唐飛、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
蘇貞昌、張俊雄、劉兆玄、吳敦義、陳冲、江宜樺、毛治國
、張善政、林全、賴清德、蘇貞昌)，在任最久者3年(游錫
堃院長)、最短者不及4個月(張善政院長)，平均任期一年半
，即約每一年半就更換行政院長

注：現任蘇貞昌院長係2019.1.14上任，若在職至2022.1.14，屆時任期過
三年，破院長任期紀錄，成為在任最久行政院長



我國修憲後現行體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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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2.行政院長成為執行長(總統治理國政執行長CEO)
⑵對立法院負責者仍為行政院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報告，取爭立法院支持

通過法律、預算等議案，進行議事攻防，接受立法委員質
詢及不信任案考驗



我國體制—雙首長制評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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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增修條文轉向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
民國80~94(1991~2005)年累計七次憲法修正任務之憲法

增修條文，使中華民國在台灣之政府體制轉向雙首長制：
1.一方面總統改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連選得
連任一次，且增加總統直接任命行政院長權力，毋須立
法院同意後任命，使行政院長不再具備民意基礎

2.另方面酌減行政院長副署權範圍：總統頒布法律命令需
經行政院長副署；但總統發布行政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
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無須
行政院長副署
但需對立法院(國會)負責者仍為行政院(包括閣揆及

閣員)，反觀總統享有實權，仍然不需對國會負責，亦
無類似美國總統與國會之互動機制(制衡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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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轉向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之實踐檢討
1.就法制而言，憲法原定制度得稱為修正式內閣制，修憲
後轉為雙首長制(偏總統制之雙首長制、或稱半總統制)

2.就實務政治運作而言，89(2000)年第一次政權和平轉移
之政黨輪替前，我國實務長期為強人領袖之威權統治；
政黨輪替後，陳水扁總統(1950~,在位2000~2008)缺乏

強人政治條件，但又不依多數治理民主原則，面
對國民黨仍為立法院多數黨，仍然堅持成立以民
進黨為骨幹的少數政府，以致朝小野大，政府施
政頻生障礙之憲政弱化(退化)困局，亦使法國之

左右共治在我國成為不可能偶發的憲政空話

我國體制—雙首長制評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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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轉向雙首長制之台法整體比較
我國總統與行政院長皆享有行政權，但與法國相比，仍有相

當差異如下：
1.法國總統任命總理(國會支持人選)，並得主持部長會議
我國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需立法院同意，不參加行政院會議

2.法國總統可主動解散國會，我國總統必須在立法院通過對行
政院長不信任案、行政院長辭職時得呈請解散立法院條件下
，被動解散國會

3.法國總統有決定交付公民投票之主動權力，我國總統只在國
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時，得經行政院會
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即當主權改
變之虞時，總統可發動防禦性公投(公民投票法第16條)

我國體制—雙首長制評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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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轉向雙首長制-總統具體職權之台法比較Ａ

我國體制—雙首長制評價？(四)

中華民國 法國

1.總統選舉方
式與任期

1996起由人民直選產生，任期4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

1962起由人民直選
產生，任期原7年、
2002起改5年，原連
選連任、2008起連
選得連任一次

2.總統權力：
無須行政首
長副署之權
力

任命行政院長、核可行政院提請
立法院之覆議、召集五院院長會
商院間爭議、提名⑴司法院大法
官(其中一人並任院長、另一人並
任副院長)；⑵監察院監察委員
(其中一人並任院長、另一人並任
副院長)及審計長；⑶考試院院長
副院長及考試委員；⑷檢察總長

任命總理(國會支持
)、依總理所請任免
內閣閣員、緊急處
分、解散國會、交
付公民複決、任命
憲法委員會主席及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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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轉向雙首長制-總統具體職權之台法比較Ｂ

我國體制—雙首長制評價？(五)

中華民國 法國

3.總統權力：
須經行政首長
副署(或經國
會議決或依法
行使之權力)

公布法律、發布命令、統率軍
隊、締結條約、宣戰媾和、宣
布戒嚴、行使大赦特赦減刑、
任免文武官員、授予榮典

公布法律、發布
命令、統率軍隊
、派遣使節、赦
免權

4.行政首長權力
及其與國會之
關係

⑴總統任免行政院長
⑵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提出施
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⑶立法院決議之法律、預算、條
約案，行政院得經總統核可，
移回覆議

⑷立法院通過不信任案(1/2委員
同意)，行政院長應辭職，並
得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⑴總統任命總理
依其辭呈免職

⑵政府(內閣)決
定並執行國家
政策、指揮機
關及部隊

⑶政府(內閣)對
國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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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政治人物的修憲主張(一)

⑴前行政院長賴清德(1959~)108.1.14卸任致詞指出，台灣
內部有3個問題必須誠實面對：一是憲政改革、二
是建立國家利益優先文化、三是團結面對中國。憲
改部分，未來不管要走向總統制、雙首長制或內閣
制，即使要維護雙首長制，國會議員也要擔任閣員
，減少民意落差

⑵前總統陳水扁(1950~)108.1.13在其「新勇哥物語」臉書
，表示目前憲政體制是世界罕見的「憲政怪胎」：
台灣總統最難做，但最有權力又不用負責任，就是
所謂權責不符。總統民選，不用面對國會的監督與
制衡；要向立法院施政報告及接受質詢的是行政院
長，但閣揆由總統提名任命且沒有保障(總統逕予
任命及免職、免經立法院同意)；並向蔡英文總統
建言推動修憲，改行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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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政治人物的修憲主張(二)

⑶前新北市長朱立倫(1961~)108.1.14對賴清德院長卸任致
詞提出憲改議題、國會議員應兼內閣部會首長之意
見，透過幕僚表示與其103年參選國民黨主席時所
提出的內閣制主張「多年憲政僵局以及失能政治體
系無法解決問題，唯有重建權責相符制度，讓人民
力量進入體制內運作」，並無二致

⑷台北市長柯文哲(1959~)108.1.15受訪表示目前雙首長制
有點怪，因為總統有權無責；世界使用內閣制的國
家很多，使用總統制的國家反而不多，我們的問題
是中華文化，也就是華人歷史，我們比較傾向總統
制；台灣較合適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這沒有對錯，
只有適不適合，而適合要看時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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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政治人物的修憲主張(三)

⑸前總統馬英九(1950~)108.1.16對賴清德院長卸任致詞建議
立委擔任閣員之修憲議題，另提不同見解：人民選出
來的總統難道不應該面對國會？台灣地方制度行之數
十年的縣市首長對議會負責，可考慮套用到中央，如
果這樣作，行政院、總統府可以合併。108.5.4馬前總
統在台大社科院「第十屆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
」，建議未來將現行半總統制改成總統制，行政院直
接併入總統府，總統即行政院長。如此一來，總統就
必須直接對國會負責，並直接「直球對決」回應民意

⑹前高雄市長韓國瑜(1957~)108.5.15接受TVBS《新聞大白
話》專訪，關於如何解決總統有權無責的現象？拋
出「未來修憲有沒有可能一個方向，由總統本人兼
行政院長，直接對立法院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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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相符憲政原則
民主國家立法部門之國會代表人民，制定法律與監督政府

施政，與其對應之行政部門最高權力首長，理應與國會形成
制度性權責互動機制
在內閣制國家，立法行政兩權合一，內閣首相(總理)獲得

國會議員多數支持者繼續執政，內閣與國會有所衝突時，主
要依循不信任案倒閣或解散國會化解僵局
在總統制國家，總統不能只向人民負責(人民選舉並罷免

總統)，仍需與國會形成合作與制衡機制
在我國，君(總統)權民授、相(行政院長)權君授，但只規

範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即立法院(國會)制衡行政院，但不
重視(或甚少規範)總統與立法院之權責互動的制度性設計，
亦即總統4年(或8年)任期內，幾無與立法院之權責互動機制

我國憲政體制變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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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為最高權力掌理者
憲法原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意指行政

院長為最高行政首長)，但修憲後，「行政院長實為總統
執行長(CEO)」
⑴制度主因為總統直接民選暨直接任免行政院長，不必

如昔先提名送請立法院同意後任命行政院長
⑵非憲政體制之環境因素為總統在位(李登輝12年多、

陳水扁8年、馬英九8年、蔡英文迄今5年多)大多數期間，
總統亦是所屬政黨之領導人，並兼執政黨主席，從而形成
總統就是政治治理系統黨政軍三方面之最高最大權力者

我國憲政體制變革之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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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擬採英國議會內閣制之思索議題(一)

https://www.facebook.com/whogovernstw/photos/pb.1416083738670500.-2207520000.1424532015./1554964281449111/?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whogovernstw/photos/pb.1416083738670500.-2207520000.1424532015./1554964281449111/?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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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擬採英國議會內閣制之思索議題(二)

▲擬修憲採行英國內閣制、變革如下
1.總統無實權，為虛位國家元首
←我國人民(政治文化)能接受之？

2.取消總統直選，留存立法委員選舉(國會選舉)；
虛位總統不應公民直選，改行間接選舉(例如由立法
委員及縣市議員選舉之)

3.國會過半席次政黨(或政黨聯盟)組閣，最大黨黨主席
除為立法委員，並任內閣閣揆(行政院長)

4.執政黨(或執政聯盟政黨)立法委員優先入閣，兼任閣
員及其他政務官(例如行政院秘書長)

5.內閣(執政黨政府)任期不定，有長有短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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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擬採美國總統制之思索議題(一)

https://www.facebook.com/whogovernstw/photos/pb.1416083738670500.-2207520000.1424531609./1554964228115783/?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whogovernstw/photos/pb.1416083738670500.-2207520000.1424531609./1554964228115783/?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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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擬採美國總統制之思索議題(二)

▲擬修憲採行美國總統制、變革如下
1.總統實權，身兼國家元首暨行政首長
2.總統及立法委員二項大選應間隔舉行
3.不設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統率行政院執政團隊；
若留設行政院長，憲定總統兼任行政院長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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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擬採法國雙首長制之思索議題(一)

支持
＼＼

https://www.facebook.com/whogovernstw/photos/pb.1416083738670500.-2207520000.1424532015./1554964234782449/?type=3&src=https://scontent.xx.fbcdn.net/hphotos-xpf1/v/t1.0-9/10014622_1554964234782449_8024962919560078201_n.jpg?oh%3De2916e144a308924d786f1d82c5fa0d9%26oe%3D5582C025&size=960,720&fbid=1554964234782449
https://www.facebook.com/whogovernstw/photos/pb.1416083738670500.-2207520000.1424532015./1554964234782449/?type=3&src=https://scontent.xx.fbcdn.net/hphotos-xpf1/v/t1.0-9/10014622_1554964234782449_8024962919560078201_n.jpg?oh%3De2916e144a308924d786f1d82c5fa0d9%26oe%3D5582C025&size=960,720&fbid=155496423478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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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擬採法國雙首長制之思索議題(二)

https://www.facebook.com/whogovernstw/photos/pb.1416083738670500.-2207520000.1424532071./1554964231449116/?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whogovernstw/photos/pb.1416083738670500.-2207520000.1424532071./1554964231449116/?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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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擬採法國雙首長制之思索議題(三)

▲擬修憲採行法國雙首長制、變革如下
1.立法院過半席次政黨(或政黨聯盟)負責組閣，
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2.總統及立法委員二項大選應間隔舉行
3.總統與行政院長及內閣二者職權應予規範
4.總統與立法院(國會)之權責制衡機制應予規範，
例如總統得主動解散立法院、交付公民投票案、
在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5.內閣閣員得由立法委員兼任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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