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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一、事發背景 

 

大埔事件，是一起發生在臺灣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居民反對政府區段徵收與強制拆除房

屋的抗爭事件。肇因苗栗縣政府執行「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都市

計劃，以區段徵收方式，進行徵收。2010 年 6 月 9 日，苗栗縣政府在 98%當地地主同意

區段徵收並完成抵價地申請後，進行整地工程，同時對於在區內尚未同意徵收農戶但已

被強制徵收的農地上，在即將收成的稻田中開怪手直接執行整地施作公共設施工程，破

壞了徵收範圍的稻田，引發抗爭，經媒體報導與批判，引發後續一連串公民團體的抗爭

與全國性的聲援，要求修改法令。事後內政部和苗栗縣政府依照行政院時任院長吳敦義

指示，和自救會達成共識，劃定專區配農地給自救會。2013 年則因為都市計畫變更致生

計劃道路上建築的拆除事件。爭議延續至今仍未平息。 

 

 二、事發影響 

圖 1無視相思寮居民高呼反徵收 

冠蓋雲集 聽不見老農呼喊憂滅村 

等到馬英九上台致詞的那一刻，阿公阿嬤拿出前一晚學生們在相思寮三合院前大廣

場上，熬夜幫忙寫好的白布條，試圖衝上前，希望總統看到他們的陳情，傾聽他們

不願意家園被強制徵收的心聲。但保全人員不斷阻止他們組成人牆，遮蓋住陳情布

條。馬英九笑著拿起鏟子，破土、合照、離開會場，一路笑容可掬，彷彿什麼事也

不曾發生，他們的世界依舊因為有了科技、有了建設、有了政績而美好。不管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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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何賣力呼喊「我們不要滅村」，官員們的頭髮完全沒被吹亂一根，筆挺的西裝

永遠光鮮亮麗。 

徵收公告 看不見官員「再溝通」誠意 

副局長陳銘煌說，土地徵收和安置，是由縣政府負責，且現在工程還不會進行到相

思寮所在位置，之後會再繼續協調。但彰化縣地政處副處長蔡和昌面對記者詢問，

卻表示這是中科管理局的責任。相思寮的居民，早已接到強制徵收公告，明年 1 月

18 日，徵收土地的價金，就會撥入政府所設立的徵收專用帳戶。待錢撥下之後，居

民若沒有表示異議，便視為同意徵收，政府隨時可以來拆房子，而這就是楊文科口

中所謂的「溝通」。居民也搞不清楚究竟政府是怎麼估價的。當大家知道政府只打

算用每分 120 萬左右的價格徵收農地，紛紛大罵官員根本是打算賤價收購，再用來

炒地皮。就算政府開出再好的安置、徵收條件，一旦放下鋤頭、脫離依附著節氣循

環的作息後，將會是什麼樣的生活，老人們無法想像。 

 三、被害人們 

(一)四戶之ㄧ：張藥房 

張藥房位於住宅區，

與園區營運無關。過

去沒發生過任何車禍

卻因稱交通疑慮而遭

拆遷。淡江交通運輸

系教授張勝雄指責縣

府：假交通安全之名，

行無理拆遷之實！ 

圖 2苗栗縣府派出警

力強拆大埔張藥等住

戶房屋 

(二)四戶之二：朱樹（朱老婦人家） 

朱樹家位於住宅區，與園區營運無關。基於影響交通安全考量，說要拆除鐵皮屋

及一根柱子。朱樹家同意甚至自費拆除鐵皮屋一部份，但那根柱子拆除後房子變

成危樓，但那根柱子的有無並不會引響到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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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戶之三：柯成福 

依行政院九十九年「原屋保留」方案，的確可依土徵法直接由行政院核定辦理「專

案讓售」，但縣府堅持要拆。 

(四) 四戶之四：黃福記 

縣府為提供更方整的土地給建商，欲拆除黃福記部分土地三角形區塊，如此一來

房屋整間就不正了，汽車也難以出入。縣府要拆黃家大門，事前完全沒告知黃家。

律師和黃家掉閱相關圖檔資料時才驚然發現，黃家的門是被縣政府「偷偷」挖掉

的！    

 四戶不影響交通安全、不影響原區營運 苗栗縣政府抹黑他們妨礙公共利益、意圖強

拆，而強拆目的無非是為炒地皮！ 

 四、抗議活動 

 

 (一)717 凱道守夜行動： 

 

多個民間團體發起「台灣人民挺農村 717 凱道守夜行動」。爭議經過網友一再

披露，終於從被消音而至引起主流媒體注意並開始報導，劉政鴻縣長的強硬處

置引發社會輿論各界批評，中央政府也感受到輿論壓力，最後迫使行政院長吳

敦義介入協調。 

(二)818 拆政府、把國家還給人民： 

2013 年 8 月 18 日，由台灣農村陣線發起的「大埔強拆民宅事件滿月重返凱道」

行動，超過兩萬民眾走上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提出「道歉賠償、地歸原主、

徹查弊案、立即修法」等訴求。「八一八把國家還給人民」晚會結束後，約兩

千人佔領內政部，和平靜坐，籲內政部及行政院承諾再修《土地徵收條例》，

強制拆除政府帶頭炒地皮的惡法。       

圖 3八一八拆政府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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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正文 

 

 一、我國案例 

 

  (一)二二八事件 

     圖 4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歌詞    圖 5「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改革政治制度 

 

 1、事件背景：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佈向美國、中華民國、蘇聯等同盟國無條

件投降，並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內的所有日本統治區域的管理權。 

於是將臺、澎等地區交由同盟國成員中華民國代表同盟國暫時接管。而政治上的

壓迫與經濟上的搾取造成許多台灣人民不滿，而這種不滿的情緒便開始轉化為對

中國的熱烈期待，並在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來台接受日本投降時達

到高潮。美國於 1946 年 1 月開始派遣馬歇爾上將介入調解，但終歸失敗收場，並

自同年 6 月起展開全面性的國共內戰。受此影響，中國大陸當時通行的法幣一再

貶值，民生物資飛漲，又加以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政府貪污腐敗問題嚴重，使得

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中國國民黨，轉向支持宣揚工

農利益的中國共產黨。 

 2、事件導火線： 

 「二二八事件」源自緝私員與憲警單位因緝私煙處理失當，始導致二月二十八日

部分台北市民之請願示威，並罷工、罷市。又因當日發生公署衛兵槍擊請願民眾

事件，紛亂益發不可收拾，乃由請願懲兇一變而為對抗公署，進而激化為省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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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變質為政治運動，地方領袖乘機要求全面改革，部分地

區並因接收軍警武器，以致發生武裝衝突。 

 

 3、背後影響： 

(1)台灣社會菁英及無辜民眾傷亡者眾，不知凡幾，使得受難者家屬痛恨國民政府，

出走海外。 

(2)持續白色恐怖時期約四十年(1949-1987） 

(3)造成台灣民主政治史上大斷層 

(4)對台灣政治發展、社會融洽產生不良影響 

 4、政府的態度： 

二二八事件直到 1980 年代中期的台灣依舊為禁忌話題，政府絕口不談，還以

「不要挑起族群衝突」為理由不得去揭露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直到解嚴後， 台灣

各界才開始有明顯的檢討與大規模公開研究。1990 年 2 月，立法院首次為二二八

事件受難者起立默哀一分鐘，新版高中歷史科教科書第三冊首度列入二二八 事件。

1994 年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5 年將台北市的新公園改

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並建立「二二八紀念碑」，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親臨落

成典禮並公開正式向受難家屬道歉。1995 年公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行政院並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二二八事件的補償申請、

核發補償金。 

  (三)二林蔗農事件，簡稱二林事件 

1.事件背景：日本對台的殖民，採取

的是所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

政策，其中因為台灣氣候適合種植甘

蔗，訂定各種辦法，操縱蔗農，實施

「採收區域制度」和「產糖獎勵法」，

以榨取蔗農血汗。蔗農所受的約制主

要如下： 

 

圖 6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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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蔗農所種植甘蔗只能賣給規定的糖廠，不得越區販賣。  

(2) 甘蔗收購價由廠方於每季甘蔗收成，製成糖於市場銷售後，才制定甘蔗收購價，

蔗農不得有異議。 

(3) 秤量甘蔗由廠方進行，蔗農無權參與。 

(4) 種植甘蔗所需的肥料需向所屬糖廠購買，購買金額於收購價中扣除。 

(5) 甘蔗採收由廠方僱工進行，工資由收購價中扣除。 

2.事件導火線： 

在這種奴隸式的合約下，蔗價完全由糖廠片面決定，不能有異議，鄰近糖廠

收購價比較高，也不得越區轉賣，肥料還要向糖廠購買，價格也完全由糖廠決定，

秤量甘蔗時糖廠總是偷工減兩，蔗農也不得有異議！蔗農在長期的壓迫下，不滿

情緒早就漫延，出現激烈的反抗只是時間的問題，二林這個地方的特殊情況，正

提供事件爆發的觸媒。 

3.事件過程： 

林糖在日警戒護下，強行採收甘蔗，二林地區 100 多位蔗農群起反抗，與警

方和臨時收割工人發生衝突，蔗農奪下日本巡察的配刀，只有 9 名警察輕傷。但

事後警方藉機逮捕蔗農及文協成員，原本包括旁觀者在內不過 200 多人，後來竟

逮捕 400 多人，並移送 47 人到法院審判。日本「勞動農民黨」十分同情二林蔗農，

派了 2 名律師來台幫忙辯護，而文化協會亦派 2 位律師擔任辯護人出庭，最終 25

人被判刑。這個事件影響日後台灣的農民運動，許多蔗農乾脆故意不下田，採取

消極的不合作態度。 

4.背後影響： 

受此事件的影響，鳳山、麻豆等地也於同年成立地方性農民組合。1926 年 6

月，在農民運動的活躍份子，如簡吉等人的奔走之下，組成了全島性的「台灣農

民組合」。從日本殖民官方的統計數據來看，蔗農抗爭事件於 1925 年達於頂峰，

當年共發生 12 件爭議，人數達 5290 人，而 1926 年蔗田耕作面積是十年來最少

的。；佃農的抗爭事件也自是年起，逐年增加，人數規模也大為擴增。1931 年之

後抗爭趨於平息，原因不在於農民所受的壓迫減少，而是因為農民組合幹部大部

份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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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外抗爭事件 

  (一)中國─烏坎村事件 

        

 

                          

圖 7中國烏坎村

人民抗議景況 

 

 

1.事發背景： 

近年來，村民委員會在當地居民不知情的情況下陸續轉讓 3,200 畝農用土地，賣

地款項達七億多元人民幣，而補助款每戶只有 550 元。其中村民委員會此前已經

轉讓給豐田畜牧場的一塊土地，存在跟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洽談合作以及轉讓土

地的問題。事件凸顯社會深層次矛盾，農民、投資者、政府三方都存在不滿和利

益衝突。據調查顯示，中國每年民眾集體維權的群體性事件多達十餘萬起，其中

強行徵地與補償不足引發的群體事件佔到了 6 成左右。學者於建嶸 2010 年 11 月

在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土地問題已佔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 65%。並表示土

地糾紛有以下幾種：一是不經農民同意強迫徵地，二是補償過低，三是即使補償

低還發不到農民手中，四是補償款被貪污挪用。因土地產生的還有其他糾紛，但

主要還是因徵地和佔地引發。 

 2.事發動機： 

 

由於土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問題，村民代表過去兩年十數次之上訪仍絲毫沒

有解決之下，村民與地方（汕尾市與其下之陸豐市）政府發生矛盾，在 2011 年

9 月 21 日東海街道烏坎村有三四千人聚集在陸豐市政府大樓與派出所，不久獲

政府答覆，可問題沒有實質解決。 

 

 3.事發影響： 

 

廣州一部分人進行了聲援烏坎村民的集會，18 日在廣東省省會廣州市發起示威

活動，大約有 12 人在廣州市內的廣場上發放傳單，後來傳單被警方沒收，這也

成為烏坎村抗議行動開花的首例，而三名聲援烏坎村民之抗議人士遭廣州警方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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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拘留。 陸豐龍頭村 12 月 15 日有村民示威。此外，汕頭澄海溪南鎮也爆農民

示威，逾千村民星期日上街遊行，高呼「我們覺醒了」，抗議官員出讓土地。而

龍光村、白籃村及崎砂村等村民，亦相繼醞釀維權活動。龍光村不滿政府暴力鎮

壓，村民已表決聲援烏坎村。 

 

4.抗議活動： 

 

據陸豐市宣傳部稱，11 月 21 日約 10 時半有 400 名左右的烏坎村民聚集到陸豐

市政府辦公大樓前上訪，打出「打倒貪官」、「還我耕地」、「懲治腐敗」、「官商勾

結‧扼殺民主」的七彩標語、橫幅等等，至 11 時半左右村民自行離去，但莊烈

宏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表示當天有 4,000 人遊行，莊烈宏父親莊松坤表示在該次

上訪後，陸豐市政府有人前來村內散發「陸豐市委書記楊來發回覆村民代表的講

話要點」傳單，並派匿名人員（不配工作證）前來讓老婦孩童簽名確認，當天下

午及翌日，村內幾次數百人集會，並在市內發起數天的罷市、罷漁。 

 

 5.事情結果： 

 

12 月 20 日，政府官員先派代表進村內與村民代表臨時理事會談判，成為事件和

平發展的轉機，同時由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牽頭成立工作組處理，承認民

選之「烏坎代表臨時理事會」地位，對村民過激行為不追究，並稱釋放被拘留村

民與盡快再對薛錦波進行驗屍確定死因，翌日晚上雙方撤除路障，結束每天舉行

之集會，其後兩天村民歡迎朱明國進村，並把被捕之其中三人釋放，雙方對峙局

面結束。  

  

 參●結論 

 

從這些抗爭事件中就看得出「政府無信，人民無權！」。人民被政府壓榨卻無能為力，

政府本應該是人民的保障，政府無視人民的怨嘆聲，人民卻只能默默的承受。這就是

民主政治嗎？難道政府只是為了獲得利益、滿足自己才存在的嗎？為什麼人民會起身

抗議政府呢？人民都是為了自己的權益和自由而挺身而出的，甚至有人不惜一切的犧

牲自己的性命。政府也應該更多的傾聽人民的心聲，才不會導致更多的悲劇發生。既

然人權是指人類生活中基本且不可剝奪的權利，那政府是不是應該更重視人民們的人

權呢？而不能只是用暴力或利用老百姓的無知來壓制與壓榨百姓們，這樣只會導致雙

方死傷慘重。人民也試圖用溝通和請願的方式向政府表達他們的意見，卻遭到政府的

無視，由上述可知，抗議並不一定能改變結果，但一定能改變大家的想法甚至改變了

政策，而讓大家有所成長有所不同，然後塑造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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