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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主題：民間團體辦理兩岸文教交流現況 

訪談時間：2005/4/14/10:00(整理日期：2006/2/11) 

訪談地點：OO 大學附近簡餐餐廳 

訪談對象：OOOOOO 會 O 前會長 

*為維護資料之安全與保護資料相關人士之匿名性，此資料之人名、地名、單位名等方式均以匿名方式呈現，故與原始資料有所出入。 

 原 始 資 料 重 點 摘 錄 編 碼 特 質 分 析 

問題   許多文教交流活動同時兼具文化與經濟層次的效用，也因此有些單位在辦理文教交流時，會有一

些類似營利的行為(例如：收團費、表演收入、展覽收入)等，請問貴單位對於政府要求文教交流活動

不得有任何商業行為的規定有何看法?是否合理?這樣的規定會產生什麼正負面效果? 

   

回答 當然你說經貿活動就是木馬(屠城)，我也不能說政府的考量是沒有依據，(但)或(許)是太過嚴

苛，應該能夠在適當的管理條件下，開放有效的管理，當然開放經貿之後，就會商業歸商業、文教歸

文教了，其實現在文教活動會那麼頻繁，主要就是因為他是唯一一個管道，當商業活動歸商業活動之

後，他沒有利益可圖了，他自然會回歸到文教。 

*開放經貿交流就

可以避免滲透到

文化當中來，不需

要過於擔憂 

*認知到某些組織

有商業目標時遵

守法令規範的效

用會降低 

 

問題 請問貴單位的財源來源有哪些?比例如何?政府的財源對貴單位來說是否重要?這些財源對於您和政府

互動時產生什麼作用? 

   

回答 (至於政府影響大不大，)其實這部分要分幾個部分來講，第一個部分當然就是拿人手短嘛，可能

跟政府單位爭取贊助募款，可能一些政府單位的要求，就要尊重跟配合，那前提還是在維持組織的認

定的自主性的範圍，我們在辦理的過程當中，可能到今年 15年，所以我們一直很努力的在維持，不

會變成一個白手套的角色。但其實在我們辦活動的過程當中，邀請這些大陸朋友來，有時候(他們)就

會感覺說是不是政府在支持，或是 OOO 在支持，但是我們很清楚的知道我們是拿著這個提案跟政府機

關(爭取補助)的關係，是拿人錢，(但是)爭取補助的這種，像是募款，要不要贊助我們，當然是政府

可以決定的，但是要辦這個活動，或是怎麼樣辦這個活動，其實我們還是願意去堅持相對自主的權力，

我們會去堅持包括人、包括了活動的形式、包括了活動所要傳達的台灣文化的這種台灣文化的印象，

其實我們有在做，一直有在做，我們這個組織對兩岸關係的認同，我們做怎麼樣的事情，那當然對於

政府單位來講，那麼也有些困擾，就是他們會習慣，不管是 OOO(機關名)，還是像贊助單位 OOO(機關

名)還是最大的贊助單位，其他的單位還是都比較少，變成都是 OOO(機關名)在協調，也是變成最大的

贊助單位，每年大概贊助的比例大概占三分之一，其他的都由其他部會來承擔，那像 OOO(機關名)他

的比例也蠻大的，大概逼近 OOO 的數字了)，通常比較奇怪的狀況就是錢給的多的人聲音就會大聲一

*補助方式的自由

度比較大，委託辦

理的自由度比較

小 

 

 

 

 

 

 

 

 

 

*組織的財源不足

vs 爭取政府經費

挹注的效用提高 

 

*非營利組織的自

由價值 vs 遵守法

令規範的效用降

低 

 

 

 

 

 

*希望政府採取吸

納的模式 

 

 

 

 

 

 

 

 

 

 

 



案例四訪談紀錄 

 2

點，但他們的差別就是在像，在 OOO(機關名)裡面他們有分委辦的、也有分補助的，補助跟委辦的狀

況就差很多，那像我們會承辦 OOO 團，他就比較像是委辦性質的，那委辦性質的我們就會比較清楚說，

如果是承接這種委辦性質的這種活動的話，那我們會在整個活動的行程，我們對於政府的配合度就必

須要高一點，那像 OO 團這樣子的活動，在我們發展的過程當中，是因勢利導出來的一個活動，一方

面覺得需要這樣的一個活動，讓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可以多一點 ，讓更多的大陸學生或者是高知識份

子(針對海外沒有錯)，能夠更了解包括台灣的民主化，跟台灣的土地發展、跟台灣的文化變遷這些狀

況，那麼另一方面其實也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機會，讓我們有機會跟我們台灣內部的社會網絡做一個更

緊密的聯繫，那話說回來，做一個 OO 團，我們其實配合度會比較高，像人選啦都是政府在決定，然

後我們就是承辦一個這樣的案子。 

那麼我們一直在堅持這樣的自主性，我們當然是比較傾向贊助的方式，那當然是有關技術上的原

因，也有策略上的原因。技術上的原因當然就是用委辦的方式辦活動的話，報帳上面會變的非常的困

難，對我們來講，他不算是一個障礙啦，但其實也造成我們的一些困擾，那我們寧願錢拿少一點這樣，

然後就是在辦活動的過程當中，就會依照實際的狀況去花錢，依照一定的法規去花錢，他中間還是有

一些差別的。那一方面發現政府給的錢，越來越少，錢給的少還要報帳抓的那麼緊，實在是..。那策

略上，長期以來啦，我們自己在做兩岸交流，我們是針對兩岸的這種留學生做這樣的活動，我們也一

直在思考，我們的一個活動方式是最有效率的，所謂的效率就是能夠讓更多的海外留學生很深的認識

到台灣，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台灣給人有一個很正面的印象，把這個印象回去傳播給他們身邊的人，這

才是最有效的，而不是憑個人過來看，就可以立刻看到，我們會去評估，他可以影響他身邊十個人二

十個人的，事實上在這個整體的大目標上面，就會開始去思考更具目標的方向，去尋找活動最新的方

式，譬如說，找哪些人來，那麼就是找來之後跟她們彼此的互動，怎樣的活動的過程，包括去哪些地

方看，包括陪訪的過程當中訂的哪些活動，我們用怎樣的心態去互動，其實對於這些環節的設計是由

我們的設計的，當然是跟 OOO(機關名)很有差距的，那 OO 團來講，反正我們也知道說，政府是有很多

其他的壓力的，譬如說，OO 團在這幾年遭遇了很多的政治立場困難，早期 OO 會的一個聯繫的對象，

大概也是在 1998年,97,98年那個階段，比較的清楚的一個分野，以前是專門以 OO 作為聯繫的對象，

那就是 OO 會的組織在某種程度上，與其他各國的中國大陸的 OO 組織，認知為台灣的一個分會，那麼

團結會對於這樣一個關係，也蠻曖昧的，我們當然希望中國大陸可以更開發更民主，我們在台灣其實

其他有中國大陸的海外留學生組成的 OO 組織是不一樣的可能是台灣學生組成的這樣的團體，那麼另

外一方面可能因為政治環境的轉變，OO 會這樣的參與者，對於中國的認知對於一些方向其實有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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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所以我們開始不再那麼努力的做 OO 的工作，而是把他擴大成為整個中國大陸海外留學生這

個群體來進行所謂的聯繫，我們還是覺得這樣的活動非常的有意義，但是我們不認為侷限在 OO 這一

塊，因為其實 OO 跟民主化是兩回事，搞 OO 就是一(小)群組織裡面的人，那麼為什麼會這樣的想，是

因為整個大環境的轉變，中國大陸在六四之後，當然就是有段時間，全世界都很同情中國大陸的民主

運動，但是隨著時間的轉移，碰到他也用其他的方式向世界宣揚他的實力，另外一方面就是 OO 在海

外的發展，其實發展的並不理想，環境的因素有，也因為 OO 的一些個人的心態、努力等等也都是很

重要的因素，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在接待一群已經喪失戰鬥能量的人，去推動一些週遭的民主

化，其實並不期待是用一種命令式的方式去推動民主化，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OOOO 他的意義跟價值

越來越小了，那麼在 2000年之後隨著政府的改組，那麼像 OO 團就一直集中在 OO 份子身上，那對於

我們來講，在我們的認知上面，他對於兩岸的交流是很小的，我可不可以有自己多說法，OO 團這一個

部分，OO 會這個活動是海內外邀請大陸人來的最早的一個單位，那不管是我們做的最早，其實在我們

發想這個活動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在社會上看過類似的活動，或是聽過類似的活動，所以其實我們在

開始辦 OO 團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們在做一件新的事情，那其實是在 1997年左右，我記得那個時候我

們在辦的時候，好像是在 OOOO(事件)的時候，那麼 97年,98年,99年都有在辦，那麼這幾年我們剛開

始在辦的時候，我們所針對的主要對象是在海外讀書或是研究的一些學者，譬如說他在一個大學做研

究，就是博士生，或者是已經取得學位在比較好的學校任教職的進行學術的研究者，尤其是做黨政相

關科系的，那我們當初在做這樣的設定，是因為這一群人，就是在最大的程度，對海外的或國內外對

岸的大陸人，希望他們也比較能用不一樣的角度來了解台灣的發展，而不是走馬看花的去台灣現在的

這個樣子，台灣人講話的方式等等，這並不是我們想要傳達的這樣的東西，所以就我們認知的這群人，

就是將來可能是未來大陸社會當中的的知識精英，當然通常我們將精英分成「知識精英」和「政治精

英」跟「經濟精英」，政治跟經濟這兩方面，政治不方便，經濟沒管道，那麼知識精英對我們來說，(就

是)想要去聯繫傳達(對象)，我們想要傳達的一個這樣的方式。那另一方面，這幾年的主張的操作模

式就針對這樣的族群，二方面是在這樣的族群裡面去建立我們的人際網絡，也就是這次我們邀請這十

五個來，下次就請這十五個幫我們推薦，當然他們的推薦，我們還是會做篩選，譬如說我們會去看推

薦人的學經歷，背後的網際關係，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讓這個人際網絡，能夠擴大也聯繫的更佳地緊

密，那我們會覺得透過這樣的交往方式，其實是就長期以來最有效的，即便拉開距離之後，就是在這

幾年過程當中，我們聯繫了一些朋友，其實這些朋友會推薦他們的朋友來，一直跟我們保持很密切的

聯繫，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作為一個台灣的朋友，對大陸朋友來說相當的緊密，那種並不是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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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跟邀訪者的那種關係，而是很實際的朋友那種關係，我們要做的並不是一個專業的陪訪者，跟一個

導遊的工作，那個從來都不是我們想做的，我們一開始的設定就是在交朋友。 

 

 

問題 請問貴單位什麼時候開始進行兩岸交流活動?最初是由什麼人際網絡開始的?貴單位幹部(包括理

監事)是由哪些重要的社會人士所組成?人力資源是否豐沛?您認為貴單位之所以業務欣欣向榮，是因

為哪些資源所導致?專業性質扮演什麼角色?而這些資源使得貴單位和政府互動時產生什麼作用? 

   

回答 OO 會，全名就是中華 OOOO 會，我做個簡單的背景介紹，00 會是從 65 活動開始的，OO 會正式成

立應該是在 1991年，他成立的因緣是 1989年由大量大陸的學生到海外去，不管說是合法的還非法的，

指的就是 OOO(人名)這一群，在全世界當時的一個風潮，就是聲援這些大陸的海外學生，尤其是民運

的，那麼當時台灣就有參與這樣的一個組織的活動，開始的時候是由幾個台大的學生開始做的，他們

一開始是在國內跟國民黨政府申請了一筆經費，然後到海外去參加民運活動，開始辦的時候在 90年

的時候，那個時候回來講，台灣可以在這個民主上做些什麼，後來想的就是作一個 OOOO(活動名)的活

動，主要是邀請中國大陸海外留學生到台灣來參訪，透過這樣子的方式，把台灣的民主經驗，傳播給

這些大陸的、對民主發展非常有興趣的學生，那麼，(就開始)辦理第一屆 OOOO(活動)，第一屆 OOOO

在辦的過程當中，從配合法令的規定(得知)，要辦這樣的活動，必須辦理一個團體，來進行一些申請、

協調的，所以中華 OOOO 會是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下順應而生，其實一開始並不是想要設立一個團體，

然後再開始組織他的活動，是先有活動，那再來辦這個團體，其實那團體在剛剛成立之初，並沒有很

清楚的規劃，發展的方向，所以整體來說有一點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覺，然後(至於)從什麼人際網絡開

始的，其實那個時候還是國民黨政府嘛，那從實際在做跟操作的一些早期的學長姐，跟當時的國民黨

的一些黨員淵源比較深一點，那剛開始成立的時候，像曾經當過立法委員的 OOO(人名)，在台大當老

師，那其實是透過他的關係喔，來找到一些社會資源，來成立這個團體，那後來在過程當中，譬如說

台大的 OOO老師或者是那時候的 OOO(國民黨官員名)有做一些行政上的協助，我不清楚那個時候他是

在 OOO(機關名)還 OOO(機關名)，畢竟也蠻久以前，在那個時候，有幫我們找到一些資源，那最主要

的 OO 會主要的一些辦活動的經費，是從政府提供，這邊來的，比例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其實當

初透過這種剛剛講的一些老師，那其實影響蠻大的，那後來變成一個慣例，那就是發展到了今天，那

其實像(因為)OO 會的我們沒有經費嘛，其實(所以)OO 會的經費怎麼來，說穿了就是辦活動，每年一

次的 OOOO 的活動，這個活動規模還算不小，在當年。那麼辦這樣的活動經費，其實一開始是從 OOO(機

關名)的 OOOO(單位名)，那這個 OOOO(單位名)除了提供活動的經費之外，也會協調各部會，譬如說，

當時 OOO(單位名)剛開始並沒有那麼多的資源，還有一些像 OOO(單位名)阿，OOO(單位名)等等，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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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去協調來共同一同贊助這樣的活動，公家單位有些五萬、十萬，多一點的就二十萬、三十萬，每年

我們就把這個活動撐起來，除了這個活動之外，OO 會這個組織是屬於休眠的狀態，因為 OO 會的組成

成員是以學生為主，那尤其是研究生在北部的研究生比較多，那他的特色就是集中在法政或與大陸事

務學歷的這一群人身上，所以其實他不是一個很常態，是一個以功能導向的團體，所謂的功能導向就

是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發展出，我們要講人際網絡，其實這些建立的人

際網絡慢慢的跟 OO 會的運作有疏遠，那後來在運作的過程當中，我們也開始去建立其他的人際網絡，

譬如說政府機關間的關係 ，那像跟 OOO(機關名)之間的關係就是在整個演變的過程當中所演變出來

的，那我們跟 OOO(機關名)的 OOO(單位名)，其實一開始 OOO(機關名)只是被找來當一個贊助單位，那

麼後來隨著大陸事務的這種(發展)，以前 OO 小組或是其他部會，集中到 OOO(機關名)，那麼我們跟

OOO(機關名)的關係也越來越密切，那麼現在已經變成 OO 處來主導，或是協助 OO 會的一些其他活動

的一些狀況，那麼這些過程當中，這層關係就變得更綿密了，那大概也是在 1996,1997年的時候就開

始比較緊密了，那像剛剛我說過我們的團體成員多半是學生，那說是比較有社會背景，可能就是到了

博士班，因為通常擔任會長或監事，都是博士班的學生，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當過重要幹部的學

長姐，他們在出社會開始工作以後，他們就有了他們的人際網絡，他們的網絡跟資源對整個的運作也

都很關注，那也形成 OO 會的一種人際網絡，一些有形或無形的一些資源，那麼譬如說，我們跟每個

人都有自己的關係--學術這一方面的。 

政府是絕大多數的財源來源，那其實，當時以 OOOO(活動名)作為標的，還是有一些私人的贊助會

進來，他們是透過學長姐的一些關係，或者是政府單位的推薦，其中有一間叫 OO 公司，OO 的 OOO(人

名)，但是慢慢的也變的比較少，主要也是以政府的補助為主，但 OO 會不在辦活動的時候是屬於休眠

狀態，所以在不辦活動的時候所需要的資金並不多。 

 

 

 

 

 

*演變出與政府建

立關係 

 

 

 

 

 

*學術網絡的建立 

 

 

 

 

 

 

 *人力資源不足 

 

 

 

 

問題 對於這方面的政策您覺得政黨輪替的影響大不大?    

回答 在政策方面其實國民黨在(的時候)，比較官僚一點，後來的民進黨官(難道就)不官僚啊?這不是

我們討論的重點，哈哈，那政策方面其實是有差，我自己講我自己的看法，其實民進黨在政策方面的

做法十分不成熟，不成熟代表著他很粗糙，他沒有很嚴密的思考，而且他在做的過程當中，很多非專

業的考量牽涉在裡面，譬如說什麼叫做非專業的考量，後來幾次 OO 團的活動所邀請來的⋯(人都是私

相授受來的)，(非專業跟思考粗糙)這也是互相連結拉，思考粗糙涉入不深也好，(非專業也罷)其實

是互相相關的。其實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民進黨的這個相關專業能力專業水準的人並不多，然後交流

上在 OO 發展深入了解的人並不多，那麼能夠深入台灣跟整個中國大陸民主化的過程當中，應該扮演

*對民進黨執政後

的認知： 

1.批評政策不專

業 

2.批評政治性掛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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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角色的人也不多，很多的時候反映在現實上，會實際去邀請 OOOO來參與，那 OOOO 他對於台灣

的民主運動也抱著興趣，那麼其實比較物色(到)的，(都是)民進黨裡面對於民進黨政府裡頭比較有參

與決策(的人所認識的)，可是(這些人也不過就)在政府裡頭他就掛一個名(，對實際的民主化幫助有

限)，這是與絕對參與與決策的人會有比較深的關係，所以我們覺得，對於大陸的民主化並沒有幫助。

但是我們會看到在很多時候，大量的台灣資源放在這一批人身上，那這一批人很多人在海外已經

都不再做民主活動了，那他不在做民主活動，他就是靠政府的這個頭銜，在世界各地騙取資源，呵~

應該說是爭取資源，尤其是台灣，我們在實際的狀況上，我們會看到有一批 OOOO 幾乎每年來台灣，

而且都是透過非正式的管道，譬如說他們打電話去給某某人，某某人要講出來嗎?~呵呵~，那某些人

本身沒有什麼價值，卻不斷的來訪，就造成了所謂的資源的浪費，依照我的理解，我還是蠻欣賞 OOO(官

員名)，我說的是以我的觀察啦，民進黨的決策者對於這一塊的認識都不夠深，那麼他們能夠依賴的

海外大陸社群網絡，也實在是很片面。其中也有幾個人發揮作用，譬如說 OO 長，在做海外聯繫工作

的很重要的中介人，他們中介的管道通常都是大陸的 OO領袖，譬如說 OOO(人名)，那他們其實他們的

成長過程當中，在海外求學時都有聯繫，那他們的聯繫可能也只有這個管道，另外一方面，這個網絡

是可以同時被利用的，在我們來看，我是覺得浪費，總會想有什麼辦法可以做的更好，我也不可以說

是他們完全沒有去思考啦，因為彼此在做一個詮釋，比較沒有 OO 背景的大陸知識精英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你站在一個國際的角度來想，一群台灣的 OO 份子說台灣有多好，他們跟大陸人講不見得好，在

我們做聯繫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認為他們會成為知識精英的，現在很多都已經進入，好幾位都已經

進入中國大陸的國家體系裡面，做一些中間比較有決策層級的工作，那麼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相信的

事情，為什麼不可以讓大陸十三億的人了解台灣，但是我們希望能夠透過精緻的，去挑選比較好的對

象，精緻的去設計活動的內容，讓這群人，未來能夠進入學術體系的時候，或是在決策者旁邊的人，

希望他們能夠在決策的過程當中，在腦袋裡幫台灣留一個位子，譬如說，不要來打台灣，那麼在他們

在討論這個問題的時候，當這些中南海的人做決策的人，沒有台灣經驗，沒有來過台灣，但是我們希

望他們能夠從這些身邊來過 OOOO(活動名)的人，來過十幾二十個大陸的朋友，能夠告訴他們，台灣不

一樣的地方，能夠在這樣的關係當中，發揮其影響力。 

所以，你問我政黨輪替之後有什麼不一樣，對我來說，我覺得國民黨政府在的時候，大家合作的

比較愉快，交流的目標相同，還有官員裡面都是自己人，講起話來也比較容易，後來政黨輪替了，方

向慢慢有些不同，也不夠專業，我就會比較偏好用補助的方式，我們來規劃活動，政府看能夠補助多

少就補助多少。 

 

 

 

 

 

 

 

 

 

 

 

 

 

 

 

 

 

 

 

 

 

 

 

 

 

 

 

 

 

 

 

 

 

 

 

 

 

 

 

 

 

 

 

 

 

 

 

 

*民進黨執政時選

擇吸納模式，國民

黨執政時，選擇合

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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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您認為目前兩岸文教交流的速度以及策略，是否有受到兩岸政治關係的影響?以您的立場，是否

認同文教交流活動也應是政府的政治策略的一環?或您認為文化交流應該有他自己的原則，超越於政

治之外?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政治與文化相互影響的問題? 

   

回答 當然有受到政治的影響，這是必然的，我覺得可以不需要，當然我也不否認有很多的文教交流並

不是那麼的文教，他可能不是我們所看到的，他可能有很多的功能。譬如說，學術的交流、人員的往

來，不像我們單純法規上看的到這樣，那既然是這樣的話那變成一個信息溝通的管道，既然是溝通的

話，你也很難去苛責說不去用政治去牽涉到文化交流，那當然怎麼樣的去管制文化交流又是另外一回

事，重要的是哪些活動是值得辦，應該辦。要鼓勵辦的，哪些活動是不應該開放交流，那很多的所謂

文化交流失去了原來的意義，很多人可能都是去招商的一個外殼，我有講好幾個面向，其實就文化交

流的立場，我覺得應該全面開放，那現在會變成文教活動交流來包裝商業的情況，是因為現在的法規

規範的緣故，社會上是有這個需要的，雖然我贊成政府的狀況，但是我也不否認政府在做這樣決定的

立場，就是會批判說政府在做類似的決策的時候，抱持一種將中國妖魔化這種立場的預設，譬如說每

個進來的人，都有可能危害到國家安全，那這樣感覺會像木馬屠城記一樣，實際上，我也不否認政府

這樣的狀況不斷有，像我們本身在辦海外的活動，我們有幾年都可以感覺的出來，不是每個團員都是

以交流的目的來的，總會有一些特例的團員，當然我們透過深入的交往跟了解之後來做的判斷，而不

是很膚淺的一種斷言，我會覺得他們的目的就是為了來探查，當然(除了)探查跟交流也會互相監視其

他的團員，雖然我們是用的申請方式來台，也是比較公開的，而且我們也會有一定的標準在，我們也

很難完全去註解說他們的背景，因為他們不會告訴你他們的背景，他們有很好的學經歷，也有人推薦，

當然對我們來講我們是用比較開放的態度，我們給大陸看的都是社會當中大家都看的到的。 

*政治必然影響文

化 

 

*因此如何管制是

個重點 

 

*開放經貿交流就

可以避免滲透到

文化當中來，不需

要過於擔憂 

 

*活動當中大陸的

敏感人員，但民間

團體都是採取開

放的態度 

 

 

 

 

 

 

 

*組織沒有商業目

標 vs 遵守法令規

範的效用提高 

 

問題   有一些團體在辦理接待的時候，並無法完全符合政府的要求(例如：無法全程陪同、大陸人士發

表不適當言論、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相符的活動、併團)，您認為這些情況是否可以理解?為什麼?政府

若嚴格管制對兩岸交流活動產生什麼影響? 

   

回答 以 OOO(本組織)的情況來講，帶活動都是全程陪同，其實所謂的自由活動時間是相當少的一個(狀

況)，(至於)跟一個要去住在親戚家裡，他們會有親戚，也或許他們的配偶，就是台灣人，那很難我

們去做(要求)到這個程度，沒有辦法保證他會離開到哪裡，但我們會留下他的聯絡電話，到哪裡，什

麼時候回來，會做到這樣子的程度。 

那發表不當的言論，這個並不是我們能管制到的，難道講到一半，我過去掌嘴嗎。而且話說回來，

台灣既然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本來就應該能容忍這些，什麼叫做不當言論，對我們來講，大陸人

*探親是無可避免

的人情之常 

 

 

*不當言論則以民

主社會為背景基

*人情因素 

 

 

 

*言論自由價值 vs

遵守法令規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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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民進黨裡面坐，高喊毛澤東萬歲，這樣的行為，台灣應該能夠按耐住這樣的東西，我們很難去做

進一步的要求，我們也不願意這麼做，這樣跟我們認知的民主社會不一樣。 

那當然(至於)從事與實際不相符的活動，那大部分的時候我們不做這樣的活動，那待會再來討

論，我覺得的其他團體或其他活動要怎麼做，我們自己沒有併過團，但是 OOO(政府機關)有要求我們

併過團。 

但是我覺得嚴格管制是一個，你要真的管的到，譬如說自由活動，有沒有太多自由活動的時間，

沒有從事跟行程表活動不相關的活動(，其實很難)，所以以現在交流的頻率跟政府單位的容納來講，

其實(政府)對他們(的管制)來說，都很能夠(讓他們)接受了。那(有些)根本是將錯就錯，(民間單位)

他根本不會跟你講，然後就會出現那種，講病患(態)，是好聽的，其實現在社會上有些團體根本就是

在賣牌，那就是借一個活動多少錢這樣子，已經超出政府認知的違法很多，可是又回歸到一樣的問題，

(因為)文教活動必須拓展商業經貿的活動，那其實就是社會的訣竅，如果你又不去回應的話，他自己

會去找出路，如果政府又管不住的話，那就變成現在社會上的狀況。 

礎 

 

*併團反而是政府

的要求 

 

 

*目前的病態狀態

來自於： 

1.交流目標太緊

縮 

2.政府管理能力

不足 

效用降低 

 

 

 

 

*在非營利組織沒

有商業目標and政

府管理能力充足

vs 選擇合作模式 

問題 此外，國安人員針對非營利組織是否違反上述行為，會對非營利組織進行追蹤，您認為這樣的追

蹤調查行為是否有其必要?您都如何面對這樣的措施?對於這樣的措施感受如何?應如何改進? 

   

回答 國安局的還是會來電話，我覺得可以分為兩個層次，一個就是互相活動的部分，那麼就會有一個

簡單的互動關係，因為我們的背景的關係，我們不會對國安人員調查人員有太多的排斥，第一個我們

會去合作，是因為對他們來講也是一個工作，他們也要就是要一點東西這樣，有沒有意願去對這樣的

內容，去做這樣的一個分析，其實是沒有問題的。這幾年兩岸的交流越來越頻繁，每一個人都要去監

控每一個活動，都已經到了一個操作飽和的程度，我們很期望國安人員真的能達到一個管制的效果，

而不是每一團進來都要去做了解，現在光是每一團進來他們都知道，可是有些人常來他們根本不知

道，那這樣的狀況其實對我們來講，我們會去建議公開一些及時重要的訊息，譬如說行程表，老實說

不要牽涉到內部的事情，東西並不一定要從我們這邊拿，因為例如我們跟 OOO 委辦的活動，會要我們

附上行程表，但是我們並不是很在意這些東西，或者是一些場合發生的一些狀況，這些老實說，我們

之後的報告，都會列出來的東西，對我們來講，這些訊息是公開的，但也沒有正式的找我們去問，在

另外一方面，有些是狀況外的事情發生，例如說要來跟監啦，那種搶業績的心態，在中南部的窮鄉僻

壤，你就會看到。他們跑來，大多數的狀態我們是不怕啦，我覺得對這些人也不要去對他們妖魔化，

其實就還好。 

*考量國安局人員

的辛苦 

 

 

*但是應該有效的

管理，不是形式化

 

 

*政府之間爭取績

效使得管理出現

問題 

 

 

 

 

*管理能力不足

(形式化、搶績

效)，政府執行法

令規範的機率降

低 

 

 

 

 

符號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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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上底線者表示為行文順暢，所予刪除之字句。 

2. 加上括弧者表示為行為順暢，所予加入之字句。 

3. 星號表示該段文章之重點，或者經筆者編碼或賦予組織特徵之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