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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執行長的話

沃草夥伴是一群關注社會、熱衷參與、不滿現狀、想要改變的人，我們來自台灣各個角落。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而實際的夢想：相信台灣可以更好。
從 2014 年二月推出「國會無雙」與「市長給問嗎」開始，沃草成立已超過四年、度過兩
次大選，推出許多專案與行動。這四年來讓我們相信，更多公民主動參與及關注公共事務，
是讓台灣更好的力量，所以我們不間斷地致力於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並且謀求自給
自足，希望沃草成為解決社會問題並且能永續經營的社會企業。

讓公民更容易了解立法院的「國會無雙」
不間斷的每日運作，產出國會直播、國會
影音、國會新聞、國會漫畫等，並且利用
角色模擬、線上測驗、互動圖表等創新模
式呈現想要帶給讀者的資訊，從 2 月份首
次推出《黑心慣老闆》角色模擬，到 11
月《你唸過三民主義嗎 ?》互動測驗，其
中包含《【互動地圖】重返二二八起點》、
《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屢屢在網路社群
獲得廣大迴響，擁有千萬以上觸及人次。

「公民學院」無條件支持「沃草烙哲學」
的運作，讓國內有穩定的哲學社群投稿平
台，並隨之出版了《現代草民哲學讀本》，
於博客來網路書城「人文史地類」蟬聯多
月新書暢銷榜榜首，並獲得博客來 2018 
年度人文社科類暢銷榜第 35 名。2017 年 
9 月，公民學院舉辦首場哲學普及年會，
邀集臺港知名哲學推廣者分享觀點，吸引
超過百名參與者共襄盛舉，在哲學普及
上，更往前踏進一步。

以直接、公開、對話等原則，建構政治人
物與公民直接對話的「給問擂台」，以「給
問」的方式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同
時向下紮根，觸及青年與學生族群， 在 
13 位跨黨派立委的響應參與下，網路直
播累積的觸及人次達 85 萬，影音累積觀
看人次近 50 萬。我們認為，透過給問機
制，選舉不再只是單方面接收候選人訊
息，而能真正累積討論公共議題的深度，
促使民眾理解代議政治的內涵。

為促使民眾透過議題了解立委候選人，沃
草投入大量人力研發「議題實驗室」，爬
梳大量的立法院公報後進而彙整、設計成
簡單易懂的資訊圖表，讓全臺民眾更容易
了解國會各政黨、立委對各議題的表態，
2017 年 9 月「議題實驗室」正式上線，
希望讓公民能更容易了解相關議題在立法
院的攻防，並提供真正能辨識立委立場的
資訊，輔助公民在未來的立委選舉，選出
好立委，淘汰爛立委。

2017 年沃草經過文化部公開招標等程
序，承辦「中正紀念堂轉型之社會討論計
畫」。協助打造「中正紀念堂轉型給問
嗎？」網站，舉辦「願景工作坊」等實體
活動，凝聚臺灣社會對中正紀念堂轉型的
看法，在其中擔任搜集民意的角色，讓民
眾可在平台上表達對於中正紀念堂轉型的
意見。在文化部正式提出《國立中正紀念
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法草案前， 沃草協
助彙整民眾意見交付文化部，讓民眾有公
開的管道，共同推進轉型正義。

回顧 2017 年，沃草過去的專案穩定且持
續產出，邀請大家觀看本份「沃草 2017
年影響力報告」，裡面有沃草於 2017 年
的努力軌跡。展望 2018 年，沃草在既有
的專案不會停止腳步，並且預定舉辦「六
都市長給問嗎」，將與 LINE、蘋果日報
合作，試圖讓公民在智慧型手機隨時向六
都市長候選人提問，此舉將再次衝擊選舉
文化，拉近民眾對候選人的了解與溝通。

沃草會持續朝「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
檻」的願景奮鬥，也希望您能夠以每月
100 元，支持沃草繼續打造讓民眾更容易
參與政治的平台。

2017 年，我們達成以下的目標：

〈國會無雙〉 〈公民學院〉

〈給問擂台〉

〈議題實驗室〉

〈中正紀念堂轉型給問嗎〉執行長的話



每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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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互動地圖─重返二二八起點」，臉書觸及人數突破百萬！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2 月

2018

2017

體育署長給問嗎：開了體育改革在輿論上的第一槍！

司改給問嗎第一場：
司法改革向下紮根，引發大量高中生、大學生熱烈討論

年金改革給問嗎：段宜康獨家揭露年改修法前後秘辛

《現代草民哲學讀本》正式上架發行

議題實驗室網站上線

「中正紀念堂轉型給問嗎」上線

街頭訪問反對年金改革軍公教團體成員，創造 #hen（很）成為
年度流行用語！

體育改革 / 立委給問嗎：
促使立委公開承諾修法進度，為體育改革劃下階段性里程碑！

參考紐約時報數位作品，推出「畫畫看─蔡總統的第一年」

司改給問嗎第二場：司改國是會議行不行？第一線法律實務工作者怎麼看？

舉辦首場「烙哲學年會」，聚集百位參與者共同烙哲學

「中正紀念堂轉型給問嗎」透過審議式民主精神，辦理 4 場願景工作坊

「毆熊看社會」圖文企劃上線

推出「中華民國人小測驗」，超過五萬人一同檢視中華民國憲法的荒謬

台南立委給問嗎：台南區域立委首度同台接受公民提問，線上線下超過千人互動！

推出體育改革懶人包，超過千人臉書分享

無時差推出「未保障同性婚姻釋憲」釋憲結果，超過萬人分享

推出「同志結婚會滅國？醒醒吧，你沒有ˍˍ」數位專題，突顯台灣國家定位問題

桃園立委給問嗎：爸媽牽著孩子的手一起關心政治！首見親子同時登台質詢立委！

議題實驗室已分析 61 個法律提案，立委發言 745 則，完成 13 份分析互動圖表

黃國昌 / 罷免給問嗎：力推罷免修法，
同時也是第一個修法後被罷免的立委，高人氣立委黃國昌暢談心境！

推出「角色模擬─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 」，頁面瀏覽人次近百萬！

每月工作重點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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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無雙

影響力成果
各專案簡要報告

議題實驗室

公民學院

給問擂台

中正紀念堂
轉型給問嗎

全台唯一圖像式法案比較分析，
看懂法案很簡單

用互動新聞降低
參與政治的門檻

哲學討論社群突破 1400 人，
持續擴大哲學普及

跨越台灣南北的 8 場給問，
結合網路及實體，創造社會溝通、
凝聚共識的創新模式

舉辦 4 場願景工作坊，
搭建光譜兩端意見的對話平台	

WATCHOUT

各專案簡要報告



國會報導

136 篇
系列專題評論

16 篇
議題懶人包

6 份

影音報導

35 篇
立院漫畫

84 篇
立院直播

134 場
互動式新聞

觸及人次
300 萬以上

1110

作為沃草最早推出的專案，國會無雙團隊不斷思考如何求新求變，發揮原生線上
媒體優勢。2017 年，國會無雙利用角色模擬、線上測驗、互動圖表等創新模式
呈現想要帶給讀者的資訊，從 2 月份首次推出《黑心慣老闆》角色模擬，到 11 
月《你唸過三民主義嗎？》互動測驗，屢屢在網路社群獲得廣大迴響。

2017

影響力成果
國會無雙報告
WATCHOUT

除此之外，國會無雙持續發布每日立法院大小新聞、提供更多沃草獨家觀點，並
於陳抗現場訪問參與民眾，呈現第一手來自街頭的聲音。

專案報告 | 國會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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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內人數最多的職務是立委嗎？不，其實是一千多位的立委助理。這些立委背後的
無名氏，從撰寫法案和質詢稿，到研究預算和抓找政府施政弊端，甚至連立委上節目、
地方跑攤都是他們的工作。

系列專題
〈立委背後那群人〉

國會無雙透過視覺化，將年金改革議題原先繁雜的法條文字，以數據圖表呈現。
讓讀者了解不同世代軍公教年金制度的差異，同時輕鬆比較各黨立委提出的法案影響。

懶人包
〈退休軍公教年金改多少〉

但這些人是誰？待遇如何？又有多少空缺被人事請託塞滿而讓其他助理更忙更窮？在立
委助理聘用資訊尚未透明的情況下都無從得知。於是國會無雙特別推出《立委背後那群
人》系列專題，讓大家了解現行制度和立委助理們的心酸血淚。

圖 / 用圖像呈現不同職業別所領年金，並和勞工薪資中位數比較，以凸顯現行制度的困境。

圖 / 以常見的公務員退休職等為例，呈現各種修法草案對退休金在金額和時程上的不同影響。

圖 / 立委助理雖然是真正撰寫
法案、監督政府預算的人，但
他們的待遇和工作量卻往往
不成比例的低。

現行規定

親民黨版
考試院版

民進黨團
段宜康版

時代力量

專案報告 | 國會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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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中仍有不少人懷念戒嚴時代，
認為當時治安好、經濟好，反批評現在
社會已太過自由。

《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在臉書獲得
廣大迴響，突破百萬觸及人數。同時，
亦於中國網路社群瘋傳，約有一半頁面
瀏覽人次來自於中國。

對於政府施政批評是公民的權利，但要如何有效有效打擊執政者
缺失，避免只是情緒性的漫談，掌握各種具體數據相當重要。
國會無雙整理蔡英文執政一週年數據，參考紐約時報互動新聞做
法，以「畫畫看」的方式讓讀者猜測各項施政成果，並透過與真
實數據的落差評分，以增加讀者對真實數據的熟悉程度。

透過互動圖表，讓讀者了解在中國旅客下降同時，
其他國家旅客來台人數的增加幅度。

互動式新聞

互動式新聞

〈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 ?〉

〈蔡英文的第一年〉

但那個年代真的如此美好嗎？國會無雙
透過角色模擬遊戲「你是戒嚴時代的誰
呢？」，讓讀者回到戒嚴時代，以真實
案例帶大家體驗，怎樣的人才能成為戒
嚴的倖存者。

專案報告 | 國會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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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詼諧的漫畫，以阿草、黑熊和萌萌等
沃草獨創角色之間的日常互動，呈現立法
院各種法規、動態和小故事。除了降低讀
者對政治議題的排斥，讀者也可以獲得更
多知識，增加監督政府的武器。

系列漫畫

紀錄街頭衝突現場，並採訪街頭參與抗議民眾對陳抗議題的看法。

拍攝立法院衝突最前線影片，傳遞國會議事轉播影像外的另一種角度。

除了透過立法院轉播影片剪輯，國會無雙
在立法院衝突的最前線也從未缺席。立法
院審理前瞻條例和預算時，多次在會議中
發生衝突，國會無雙團隊也在現場拍攝最
前線影片。同時，國會無雙團隊也在街頭
陳抗中採訪參與民眾，讓讀者聽到來自街
頭的聲音。

系列影片

專案報告 | 國會無雙



影響力成果
公民學院報告
WATCHOUT

哲學普及合輯
1 本

烙哲學聚會
7 場

哲學思辨文章
51 篇

康德散步
20 篇

毆熊看社會
2 篇

公民學會年會
1 場

1918

沃草在 2014 年 10 月發起「公民學院」專案，以「共同撰寫的公民教科書」為主要口號，
希望透過平台的營運，提供公民教育素材及更多可能性。在實務上，公民學院以「烙哲學」
社群作為最早的立足點，將哲學普及看做公民教育的重要環節，除了補足台灣教育下公
民並不熟悉的批判思考能力，也透過哲學思辨開啟對議題更深入的觀點與看法。

目前公民學院的營運平台網址是 http://citizenedu.tw/ ，截至 2018 年 1 月為止，有超
過 5,300 則文章在上面被討論與閱讀， 1,400 多名註冊用戶，包括哲學人以及對哲學有
興趣的使用者，他們提供了 620,000 以上的總瀏覽量，並持續地增長中。烙哲學是一個
哲學普及寫作社群，它透過公開審查、收稿的獨特模式，營運了三個穩定產出的專案：
每月固定於里山咖啡舉辦的「烙哲學聚會」、在 UDN 鳴人堂的哲學普及專欄「烙哲學」，
以及在沃草臉書專頁上發佈的哲學漫畫「康德散步」。

2017 年 9 月，公民學院舉辦首場哲學普及年會，邀集臺港多位知名的哲學推廣及研究者
分享觀點，吸引超過百名參與者共襄盛舉，在哲學普及上，更往前踏進一步。

2017 年 12 月，站在長期推廣哲學思辨的基礎上，公民學院接續朝向人文社會科學知識、
公共議題、公民行動等領域拓展，並藉由沃草記者觀察社會的視角推出「毆熊看社會」
圖文企劃，期望能在知識與現實事件間激發更多的思辨及對話，也希望能與更多公民產
生實質的連結，共同尋找更多行動及改變的可能。

2017

專案報告 | 公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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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草烙哲學在鳴人堂的專欄以一周一篇的頻率，刊出哲學普及和哲學評論的文章，作者
是烙哲學社群的參與者。特別的是，沃草烙哲學採取「公開審稿」的形式來產生文章，
由知名哲學普及工作者朱家安擔任主編，進行稿件的最終確認以保障文章品質。
截至 2018 年 1 月，沃草烙哲學專欄的文章已經超過 160 篇。

UDN 鳴人堂

〈天下有白吃的午餐 ? 談「無條件基本收入」〉

〈第一次「仇女」就上手〉

想像一下，不管你幾歲、住哪、家中收入
如何，只要你是台灣國民，政府每個月就
會給你一筆錢。這筆錢的數字依照社會可
以負擔的情況而定，可能是三百塊，也可
能是一萬元，不過不管這個數字是多少，
每個人拿到的錢都一樣多，這筆錢會给一
輩子，直到你死掉的那天為止。

父權、仇女幾乎是無所不在。但男性也不
是「必然」仇女。只要捨棄父權社會毫無
根據的性別刻板印象、拒絕父權預言自我
實現、停止雙重標準的性別規範與期待，
男性自然不會因為性別去制裁任何人，自
然不會仇女。

賴天恆 /

朱家安 /

至 2018 年 1 月，康德散步已經有近 40 篇漫畫及哲學小專欄，每篇至少有
20,000 人次以上的點閱量。

康德散步
2016 年 9 月，公民學院專案經理洪偉於烙哲學聚會提出《康德散步》專案，
將沃草吉祥物的故事與哲學專欄結合，為一個固定產出的哲學漫畫專案。

在康德散步中，沃草以哲學家「康德」為出發點，康德極為規律的散步方式在
哲學圈相當知名。據傳，他唯一一次遲到，是因為閱讀盧梭的新書《愛彌兒 :
論教育 (Émile: ou Del'éducation)》，因此創造了兩個由哲學而生的吉祥物：
嚴肅但可愛的白狗「康德」以及傲嬌而明智的花貓「愛彌兒」。

專案報告 | 公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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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哲學是一個哲學普及寫作社群，透過寫
手在社群合作中獲得的稿費維持營運。
寫手在每月一次的固定聚會中交流感情以
及近期的哲學話題。

烙哲學聚會
為了經費性質以及聚會順利進行，只有烙
哲學的專案貢獻者能夠參加烙哲學聚會。

這樣的聚會不同於學院中的學術討論會，
而更注重社會中的跨專案合作，舉例來說，
烙哲學社群曾經在聚會中嘗試「桌上遊戲
教育」，也曾經有專案策劃者來社群報告，
讓參與者理解到其他公民團體、社會企業
正在進行的專案。

任何關於烙哲學的營運意見，都會在此聚
會中進行討論。目前我們已經進行了 22
場烙哲學聚會。

2017 年，公民學院與「圓神出版社」合作，
出版第一本「烙哲學」哲學普及合輯《現代
草民哲學讀本》，收錄 2 年來烙哲學社群的
工作成果，以及為此書專門撰寫的普及文章。

哲學普及合輯
2017 年 9 月 17 日，公民學院在華山文創舉辦第一場哲學普及社群年會，
邀請 9 個來自臺港的哲普團體，一同分享他們的普及路與哲學思維。

公民學院年會

活動當天，一共有 121 名哲學愛好者共襄盛舉， 96 % 的參與者表達了對
活動的高度評價，有 86% 的參與者在智識上獲得滿足，並有 34% 的參與
者同意在活動中獲得了對哲學新的興趣。 在這場活動中，我們看到了台灣
哲學普及社群的潛在能量以及更多多元合作的可能性。

講題共分為三部份，分別為後設、樂透、自主 3 大主題，包括 9 場陣容堅
強的當日短講，以及兩場在青鳥書店舉辦的系列演講。

本書在出版初期便受到社會各界關注，在學
界、文化界得到許多讀者、哲學專家以及閱
讀推廣者推薦，於博客來網路書城「人文史
地類」蟬聯多月新書暢銷榜榜首，並獲得博
客來 2017 年度人文社科類暢銷榜第 35 名。

專案報告 | 公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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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熊看社會
2017 年 12 月，公民學院開始嘗試在以哲學討論為主題的
圖文企劃外，開展結合社會學視角、公共議題、社會運動的
新圖文企劃「毆熊看社會」。

主角「毆熊」，靈感主要來自沃草記者穿梭在國會「政治現
場」及充滿各種公民故事及訴求的「社運現場」，所發現的
結構性問題、在走跳社會過程中產生的感受，或是想拋出並
引發廣大公民更深入思考的提問。

在毆熊四處走跳、採訪、觀察社會的過程中，也結識了許多
記者，他們不只將記者當成「工作」，而是當成投入一種實
踐社會理念的行動。除了深入社會各階層和角落，他們也會
出現在各種激烈抗爭的衝突現場，就算可能會被當成抗爭者
被警方一併抓捕、驅離，過程中甚至百般遭到刁難，他們仍
堅持用影像及文字說出人民的遭遇及聲音。這些記者散發出
的行動精神，也是形塑毆熊的一項重要元素。

毆熊看社會希望透過圖文，讓許多重要的議題能被公民更加
了解，也希望在其中承載反思與行動的精神，激發公民形成
廣泛的討論及連結，進而產生更多對社會的想像，並共同尋
找行動與改變的可能。

專案報告 | 公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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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成果
給問擂台報告
WATCHOUT

橫跨多種媒體合作
包含報紙、雜誌、

電視、網路

媒體曝光報導
近百則

網路直播累積觸及人數
近百萬

跨黨派立委參與

許智傑、黃國書、吳志揚
柯志恩、林昶佐、段宜康
王定宇、陳亭妃、黃偉哲
葉宜津、鄭運鵬、陳學聖
黃國昌

13 位

影音累積觀看人次
近 50 萬

2726

「給問擂台」以「直接、公開、對話」等原則，建構政治人物與公民直接對話的溝通平
台，以「給問」的方式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同時向下紮根，觸及青年與學生族群，
累積討論公共議題的深度，也理解代議政治的內涵。

專案報告 | 給問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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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育改革 . 立委給問嗎」活動中，
現場除了一般民眾外，也不乏目前在線
上的運動員、教練到場一起參與討論，
說明自身所碰到的困境。

體育改革，
立委給問嗎 ?

活動現場參與者直接質詢立委，砲火四
射，在現場壓力下，兩位召委民進黨立
委許智傑、國民黨立委柯志恩都承諾同
意排審法案，並儘速審查完畢送出委員
會，相隔兩週後，國體法順利出委。

誰說年輕人不關心司法改革！「司改給問嗎」活動現場，有近百位
的參與者，超過八成是學生，其中甚至有 1/3 是高中生，現場民眾
透過分組討論司改相關議題，並且在活動中直接向法律人提問。

司法改革給問嗎 ?

到場的法律人包括律師、檢察官、法官以及司改國是會議委員，分
別從不同面向來討論目前司改所碰到的問題。

圖 / 立委與參與者們一起怒吃鍋貼

圖 / 參與者分組討論提問問題

專案報告 | 給問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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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天現場超過 200 名參與者，並
推派代表質詢立委；此外台南在地公
民團體也在本次活動中，成功在一些
在地議題上獲得現場四位立委（ 王定
宇、 陳亭妃、 葉宜津、黃偉哲）的
實質表態；網路直播線上同步在線也
有 600 名的網友針對立委們的表現熱
烈討論，以及提出相關的議題發問！

活動超過百人參加，更有許多小朋友跟著爸媽一起到現場，體驗代議政治的精神。針對
各種在地議題， 陳學聖、 鄭運鵬兩位立委，也一一耐心回應，甚至現場做出表態或承諾。

六都立委給問嗎 @ 台南 六都立委給問嗎 @ 桃園

透過給問機制，選舉不再只是單方面接收
候選人訊息。

沃草給問擂台
遍地開花

2017 年底，台大學生會為了 2018 年 1
月新任校長改選製作「台大校長給問嗎」
網站，也效法沃草「給問」降低公民參與
門檻的精神，沃草也樂見「給問精神」進
入校園，擴大社會影響力。

圖 / 現場民眾可以直接用「推噓扇」給立委評分 圖 / 現場民眾質詢立委

圖 / 台南立委給問嗎活動合照

圖 / 桃園立委給問嗎活動合照

網路截圖 / 台大學生會學生說明網站起源

專案報告 | 給問擂台



影響力成果
議題實驗室報告
WATCHOUT

議題上線
6 項

法律提案已分析
61 份

互動圖表
13 份

深度分析文
4 篇

立委發言已分析
745 則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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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記得你選的立委，在國會說過什麼，提過哪些法案嗎？哪些提案比較好？又好在哪
呢？ 2017 年 9 月《沃草議題實驗室》網站（https://lab.watchout.tw/）正式上線，我
們嘗試拆解議題相關法案，讓法案變得簡單，變得好讀。

我們透過分析立委提案與發言的實質內容，轉化為容易解讀的資訊圖表，希望讓公民能
更容易了解相關議題在立法院的攻防，並提供真正能辨識立委立場的資訊，輔助公民在
未來的立委選舉，選出好立委淘汰爛立委。

專案報告 | 議題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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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議題作為分類，讓公民可以挑選自己有興趣的議題深入了解。
用時間軸呈現目前已整理歸納的分析圖表報告。

2018/1/23
週休二日落實了嗎 ?

2018/1/16
勞基法修惡修了什麼 ?

2017/10/23
刪除七天假，
第九屆立委說了什麼 ?

2016/12/6
一例一休 ? 週休二日 ?

議題縱覽時間軸

以「勞工休假與工時」為例，時間軸上清楚呈現勞基法的在 2016 與 2017 年提案修法
比較，以及第八屆第九屆立委針對週休二日修法方向的發言。版面設計上兼顧手機與
平板的可閱讀性。

專案報告 | 議題實驗室



3736

以「修法方向」作為提案分析的切入角度，找出針對此方向修法的法律提案，
針對此修法方向的比較項目做交叉分析。本互動式圖表包含以下項目：

法律提案內容分析

用「比較項目」作分類單位，對每個提案細項評分。
以勞基法加班費計算此修法方向為例，比較項目包
含「工作日加班費」「天災加班費」「休息日加班費」
以及 3~9 小時的加班費計算。

〈提案成份比較〉

將「比較項目」用「立委」為單位做戰力分析圖，
可一眼透過圖表的面積分佈，了解此立委在此修法
方向的整體修法評比。

〈提案戰力分析〉

讓公民用更簡單的方式理解修法在這些小項上造成的
實際影響，並看出不同立委在這些項目上的修法立場。  

提供所有提案濃縮過的比較表，可以一眼
了解所有立委的提案內容重點。  

提供並整理所有提案的原文，讓想對法案
內容進一步閱讀的讀者可一次看完所有提
案的原始提案文字。

〈提案簡單比較〉

〈提案完整比較〉

專案報告 | 議題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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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個爭點問題，爬梳立委發言資料並歸納立委每次發言的立場，
本互動式圖表包含以下項目：

發言立場分析

計算每個政黨的發言次數，呈現屬於贊成、模糊、反對的次數分佈。

計算政黨發言比例，呈現每個政黨有幾個人針對此爭點發言過，以
及發言次數佔總發言的比例分佈。

〈發言計數器〉

〈政黨發言百分比〉

以立委個人為單位，呈現立委的發言立場圓餅圖，可清
楚看出立委針對該議題的立場是否堅定或是搖擺不定。

呈現發言在整個屆其中的時間分佈，可知道此議題在此
爭點上，立委主要在什麼會期有比較多的發言。

〈委員立場甜甜圈〉

〈發言遊戲區〉

專案報告 | 議題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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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統計法律提案的提案人與連署人是哪些立委。並呈現他們的人際關係。
本互動式圖表包含以下項目：

立委提案連署＆人際關係分析

用連線圖呈現立委提案時，
都找誰作為共同提案人與連署人。

呈現有參與提案連署的各政黨名單。

〈提案連署人際網絡〉

〈提案與連署名單〉

參與提案連署的立委佔全體立委的比例。 提供最多人連署的提案是哪個立委的
提案，與連署最多次的委員是誰。

各政黨有參與提案連署的立委，佔該政黨內總立委人數的比例。

〈委員參與度甜甜圈〉 〈提案連署之最〉

〈政黨參與度甜甜圈〉

專案報告 | 議題實驗室



影響力成果
中正紀念堂轉型
給問嗎
WATCHOUT

專案報告 | 中正紀念堂轉型給問嗎 4342

臺灣歷經威權統治，轉型為今日的民主社會後，社會不斷倡議必須落實轉型正義，包括
調查與揭露過去威權統治時期的真相、釐清加害責任、賠償與回復受害者名譽；而為了
撫平過去受難者的歷史傷痕，社會也不斷呼籲政府必須去除威權象徵。 

2017 年 9 月，沃草協助文化部辦理「中正紀念堂轉型之社會討論計畫」，並建置「中正
紀念堂轉型給問嗎？」網站、舉辦「願景工作坊」等實體活動，凝聚臺灣社會對中正紀
念堂轉型的看法。

針對轉型正義，沃草不帶有任何的主觀立場。我們唯一的目標是：「希望讓很多民眾都
可以參與這個議題」。在文化部正式提出《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法草案前，
沃草則協助將民眾意見彙整交付文化部，虛實整合，共同推進轉型正義。

舉辦願景工作坊
4 場

官方臉書粉專觸及
40 萬人次

2017



專案報告 | 中正紀念堂轉型給問嗎 4544

提及臺灣未來的民主、法治與人權價值等議題，「中正
紀念堂轉型」成為臺灣社會需要共同思考的課題。

文化部於 2017 年 7 月 26 日正式宣布，啟動中正紀念堂轉
型的社會討論計畫，將以「審議式民主公民討論」的方式
進行，委託「沃草」團隊籌辦。

先讀這些

出來講

本站提供社會大眾有關威權統治時期、歷史傷痕與轉型
正義的基礎資訊，包含過去威權統治時期的制度與事
件、國家不當暴力的受害者、中正紀念堂的介紹，以及
其他國家如何進行轉型正義、處理獨裁者象徵等案例。 

透過充分的資訊提供，建構多元的討論方式，蒐集民眾對
中正紀念堂轉型的反思與發想，從中凝聚社會共識，提煉
可行的轉型方案，形成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的重要參考。 

文化部長鄭麗君於今年 228 事件 70 週年、解嚴 30 週年時表示，
基於「面對歷史、正視傷痛、尊重人權」，政府及社會有必要重
新思考，以法律與組織來紀念威權統治者的適當性，中正紀念堂
亦有必要進行轉型。

鍵盤開戰

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涉及其設置法源《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
織法》的修正，文化部期許透過本站的「線上討論」區收集社會
討論意見，凝聚中正紀念堂轉型的方向後，將成為未來「中正紀
念堂轉型」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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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營
定期定額支持沃草
WATC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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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公民監督政府意識抬頭，沃草 
Watchout 因而成立，組織願景是「致力降低
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我們期許更多公民夥
伴因為沃草在各委員會、院會、議場、重大事
件不缺席的身影而更進一步的想要了解「究竟
發生什麼事」。

這些年來沃草累積 16 萬 Facebook 粉絲，每
一位都曾經閱讀過沃草出品的內容，每一位都
曾透過網路的力量，將沃草自產的國會訊息散
佈給更多人。沃草嘗試改善過往政治與民眾間
的對話方式，期盼讓與公民息息相關的民生議
題透過網路發酵，進而把聲音傳進體制內。

為了走更長遠的路，我們需要更多的公民參與
力量，透過定期定額的方式支持沃草，與沃草
一起走下去。謝謝每一位支持沃草的人，謝謝
我們彼此願意投入心力，關心政治。接下來的
未來，沃草團隊將繼續監督國會、監督政府。 
(http://watchout.tw/#support)

永續經營 | 定期定額支持沃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