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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投是道」是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指導，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

促進聯盟 、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承辦，並由全國 68 所高級中等學校共

同協辦的「模擬公投曁選民教育系列活動」。

《公民投票法》自 2018 年公布修正後，除了降低提案、連署門檻外，也

將公投年齡從 20 歲下修至 18 歲。在 2018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中，超過 60

萬的年輕世代得以透過第一次投票的機會，共同參與 10 項重大議題的決

定。但因為《憲法》規定「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使得現

在的公民投票、選舉投票的年齡出現落差，而環顧同樣少子、高齡化的

日本、韓國，則也分別已經進行下修投票年齡門檻。

「投投是道」將有 68 所高級中等學校，結合各校學生會長選舉，一同進

行「你是否同意我國選舉年齡應下修至十八歲？」的模擬公投，並透過

專家講師入校培力，帶同學們一同了解透過選票參與政事的重要性。

投投是道：高級中等學校選民教育計畫緣起

這本選民教育手冊提供關於本

次「我國選舉權年齡是否應下

修至 18 歲」模擬公投相關議

題的背景資料，幫助你對公投

議題做出更充足的判斷，邀請

您花點時間翻閱，投下你未來

的第一票！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

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

者」，分為三大面向：「自主行

動」、「溝通互動」、「社會參

與」，本案「投投是道：高級中

等學校選民教育計畫」，充分且

完全落實體驗並彰顯 12 年國教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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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投投是道：高級中等學校選民教育系列活動

效法國際選民教育經驗，讓未成年的準公民參與/辦理模擬投票活

動，提早熟悉選舉流程，帶動學生了解並提早民主選舉流程，並

提升關心公眾事務。提早參與政治、了解政治，政治人物也藉此

了解潛在選舉人的需求。

● 模擬全國性公民投票

協助青年學子理解相關法規政策與國際經驗，培養學生能形塑公

民審議、彰顯主張的能力，藉實踐表意與參與權利，增進學生在

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更為行使公民權利做好充足準備。

● 選民教育專家講座

學生以戲劇、辯論、舞蹈、小演講、海報…等方式進行推廣活

動，宣傳正或反論述是否支持 18 歲擁有選舉權。

● 推廣活動

協助各校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

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高

級中等教育法》第 53 條），並提

供其必要協助。

● 學生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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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什麼票，有這麼重要嗎？

　　透過下修投票年齡，這不只是為了投票，也讓更多年輕人及政治

人物思考日常生活各種社會現實存在的問題，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核

電、同性婚姻、奧運正名、稅制、年金等，可能有什麼解決方法？也有

助於讓青年了解各種觀點，及擴大多元意見的討論。

　　來自約旦、32 歲的聯合國秘書長青年特使 Alhendawi 對於日本社會

朝野上下齊心推動下修投票年齡以及首投族選民教育行動表示肯定與讚

許，他甚至呼籲「不要只將年輕人當作選民，更需要看作是合作夥伴，

以及能制定政策的人」。

　　聯合國一再強調「參與作為政治和民間合作手段」的重要性，並建

議世界各國應採用政策增加青少年政治參與的機會，下修投票年齡已是

世界公民與政治人權的普世價値，並非單純只是國情差異問題。年輕人

需要發聲，需要面對社會的問題，需要改變「政治是骯髒的，不要接觸

最好」這種想法。因此，降低投票年齡，不只是十八歲、十九歲能不能

投票的問題而已，而是許多問題解決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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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修選舉權年齡，需要經過哪些程序？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與《公民投票法》：

交付人民公投複決
有效同意票數超過選舉人總額半數（約需 939 萬票）。

交付院會二讀、三讀
立法委員總額3/4出席，出席委員3/4決議通過憲法修正案。

籌組修憲委員會
修憲委員會人數為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加一人，由各政
黨（政團）依其院會席次比例分配，並依保障少數參與原
則組成，由互選五名召集委員輪流主持。

院會一讀
第九屆立法院截至目前，已經有 8 個涉及選舉權之修憲提
案已完成一讀，交付修憲委員會審査。

由四分之一立法委員提案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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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角的青年參與政事權利

　　我國人民享有的參與政事的權利，包括：選舉、被選舉、創制、複

決、應考試服公職等，在我國《憲法》及 1967 年簽署（2008 年內國法

化）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皆有明定，各個基本人權的門檻限

制，規定於不同的法律中，除了明定於《憲法》第 130 條的選舉權、被

選舉權外，其他參政權利皆隨著時代進步，陸續調整放寬年齡門檻，如

《公民投票法》已於2018年下修公投年齡至18歲，導致依現行法令 18 歲

公民只有創制、複決及應考及服公職的權利，無選舉/罷免、被選舉等參

政權利，仍是缺角且不完整的公民權。

創制
權

複
決
權

應考試服公職權利

被
選
舉
權

選舉權

憲法 17、18 條 
保障的基本人權

規定於《公民投票法》，2003年制定， 
2018年修正下降公投年齡及公投門檻

規定於《憲法》，1947年
修正迄今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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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快了嗎？台灣開始討論18歲參政權利已經 88 年了...

1931 1994 ~ 1997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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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6

2014

2015

2015

2016

台少盟與降低投
票年齡運動聯盟
舉行「投年輕人
一張信任票」記
者會。

台少盟號召民間　
團體推動「降低　
投票年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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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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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的青年和成年人一樣有繳稅、服兵役、負刑責等義務，但因

為手中沒有代表自己聲音的選票，導致許多與青年、未來相關的

政策，青年的想法難以獲得重視，也無法參與實際決定。

因青年沒有投票權，政治人物容易漠視

政策的制定，將直接對青年的生存發展

環境產生影響，讓青年只能落入被決定

的命運。而為討好其他選票族群，政治

人物不惜制定買票式的政策，留下龐大

債務赤字由後代子孫承擔，債留子孫嚴

重違反世代正義。依據媒體報導，2018

年每人（包含該年出生的新生兒）背負

的國債高達104萬元。

2000 年開始，許多國家認為 65 歲以上老人超過 15 歲以下青少年人

口時，就必須下修投票年齡，以維持不同世代發聲的平衡，避免

帶來「世代不正義」問題，第二波下修至 16 歲運動也隨之展開。

包括蘇格蘭於 2014 年舉行的獨立公投也下修到 16 歲有公投權。

台灣青年的權責失衡

選票 = 資源分配

人口結構改變，為了世代平衡降投票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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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ETNEWS 民調雲

降低投票年齡社會共識逐漸提升

不同意下修擴大選舉權至 18 歲的民意較過去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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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民主潮流

目前世界上，有超過 168 個國家投票年齡皆在 18 歲以下，甚至有

約超過九成的國家，都將公民投票年齡訂為 18 歲 ；而鄰國日本，

也在 2015 年通過「公職選舉法」修正案，將投票年齡下修，並從 

2016 年舉行的參議院期中選舉開始適用，顯見投票年齡門檻下修

與擴大青年公民參政權已是世界趨勢。

從國際民主政治發展潮流來看，世界

各國考慮下修投票年齡的原因，主

要基於「權利義務對等」，1946 年

捷克斯洛伐克最早把投票年齡從 

21 歲下調至 18 歲，而 1960 年代

從英國、加拿大、美國開始，基

於權利義務應對等的公民權利思

潮，啓動第一波降低投票年齡至 

18 歲的運動陸續擴延至全世界。如

今，基於高齡少子化人口變化，以及

擴大青年參政權的思潮，世界各國更陸

續推動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台灣，真的要持續原地踏步？　堅守民主後段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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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及《高級中等教育法》學生權利專

章，教育部國教署以建構完整校園民主環境為目標，期待能逐步提供一種

使學生在自由表達觀點時感覺安全和受尊重的環境：

●　協助各高級中等學校應輔導學生成立全校學生選舉產生的學生自治組

織，頒布《高級中等學校輔導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運作注意事項》

●　必須有選舉產生的學生代表出席相關會議，包括服裝儀容、作息時間

等涉及生活、規範及各項權利等，都應依循民主參與之程序，讓學生的意

見能與教師及家長充分溝通。

●　函文各高級中等學校，要求確實落實依法應有學生代表參加及校務會

議決議規範得有學生代表出（列）席之相關會議。

為落實青年參與教育公共事務及廣徵青年教

育公共事務之建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於108年籌備「青少年諮詢會」，並於

同年函頒「設置要點」後成立本署青少年諮

詢會，並依公平、公正、公開原則遴選出青

少年代表，於 108 年 4 月召開第 1 次定期會

議，盼透過民主教育實踐深化學生自治發展，達到鼓勵學生參與及保障

其表意權的目標。青少年代表帶著校園中的生活體會、提供學生權益的

相關建言，共同凝聚意見向署長提案，國教署針對提案內容進行研議，

規劃未來工作事項，共同發表「協助學生自治組織健全發展」、「鼓勵

學生代表參與校園事務」、「保障兒童發表意見的權利」等共同宣言作

為公開具體承諾，邁向我國校園民主自治和人權教育的新里程碑。

時代在走，參與要有

＞＞ 想一想：選舉流程符合普通、平等、直接及秘密投票等重要原則嗎？

暢通教育部與學生意見溝通管道：

成立教育部國教署
「青少年諮詢會」

「與署長有約」
活動常態化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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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搭乘全球選民教育列車

他們都在辦模擬投票，就是要讓政治進入校園

德國 U18 選舉在每次選舉日前 9 天舉行，是一場給所有未滿 18 歲孩童與

青少年的模擬選舉，在籌備活動中的每個環節，都是帶動學生對民主選

舉流程的了解，邀請不同政黨理念的政治人物來參談討論與交換意見，

讓模擬選民有機會了解候選人的意見，並與他們做直接的交流。整個 

U18 選舉的選務籌備工作，由一般學校或青少年有關的機構主責策劃成

為 3 天活動，並由選務部門撥預算來負擔相關的費用。

        

日本政府和教育機關作為先鋒，在許多高中校園舉辦「模擬投票選民教

育」，日本模擬投票有各種不同的投票形式：真的模擬投票（選舉）、

社區議題投票、或仿造真的選舉形式，但假的候選人。

「Kids Voting Osaka」由 12 名高中生組成，他們在大

阪 Minami 的戎橋，向來往行人推薦參加模擬投票，學

生們更準備由早稻田大學競選公約研究所（早稲田大

マニフェスト研究所）製作的各候選人政策主張。從 

2015 年 1 月至 11 月，單是政府主動出擊的相關活動在

一千多所高中展開，超過 31 萬名高中生參與，以及六

百多所高中舉辦不同議題的模擬投票選民教育活動。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半個月，全美青少年群體最大的社交網絡 After 

School，發起模擬選舉，共有來自 50 個州，超過 10 萬名 13 歲到 19 歲

之間的青少年參加，當時川普以 47.1% 的得票率獲勝，同時也調査什麼

是學生認為最重要的議題，有 19% 的學生認為是恐怖主義，其次是教育

（12%）和槍枝管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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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完這本手冊後，
你是否慶幸自己有機會跟上

國際潮流，參與了次「投投是道：
高級中等學校選民教育系列活動」呢？

恭喜你已經預備好成為一個合格的選
民！對於本手冊相關資訊有任何問題 ，

請洽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
聯盟（02）2369-5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