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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籍投票 藍促修法

政黨另類標誌
戰
袍 說聞解字A6

【記者周志豪、蔡晉宇／台北報導】不在

籍投票爭議再起，朝野力推公民權下修至18

歲，但對青年參與的不在籍投票修法卻立場

各異。國民黨青年部門近日串聯，要促成「

不在籍投票」修法。民進黨立委鍾佳濱說，

不在籍投票有其價值與理想性都很好，可在

全國性的正副總統選舉、公投優先試辦，再

循序漸進來處理。

國民黨青年部主任蕭敬嚴表示，不在籍投

票除可鼓勵外漂青年關注原鄉公共事務，降

低偏鄉居民與旅外僑民、台商返鄉投票成本

，擴大公民參及青年參政。根據相關統計，

光是離島民眾的投票成本一票也要超過10萬

元，不在籍投票在技術上已不是問題，應該

嘗試推動。

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田方倫認為，不是只

有投票年齡下修至18歲，不在籍投票才可以

讓學子與外地工作青年就近投票，這才是真

的鼓勵青年參與。目前國內40歲以下青年絕

大多數都支持民進黨，推不在籍投票對國民

黨選情「當然不好」，但落實公民權的大是

大非，不應迴避。

對於大陸恐影響台商或台生投票的質疑，

蕭敬嚴表示，美國擔心俄羅斯介入選舉，但

也推動通訊投票，相關疑慮只是有沒有心推

動的問題。田方倫則說，民進黨政府不推不

在籍投票，是擔心多挺藍的台商與外僑投票

影響選情，愧對民主進步四個字。

鍾佳濱說，不在籍投票有其價值與理想性

都很好，但技術層面仍有關卡待解決，若區

域立委開放跨區投票，那一個投票所恐將準

備全國73張不同選票以因應各選區選民，對

選票印製及準備工作都是負擔。在全國性的

正副總統選舉及全國性公投，是最有可能優

先試辦不在籍投票，再循序漸進來處理。

時代力量總召邱顯智指出，時力在2016年

就曾推動過不在籍投票，對此議題支持；但

呼籲國民黨，勿藉由要納入此議題來綁架修

憲委員會，還是要回歸理性討論來促成實質

改革。

藍：技術不是問題 鼓勵青年參與

綠：正副總統選舉、公投優先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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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籍投票爭議再起，國民黨青年部門近日串聯，要促成「不在籍投票」修法。民進黨立委表

示，可在全國性的正副總統選舉、公投優先試辦。 本報資料照片

WHO首公開讚台防疫

【國際組／綜合報導】世界

衛生組織（WHO）17日新冠

肺炎例行記者會中，媒體詢問

有關台灣在疫情中遭到排除的

批評以及WHO對台灣可以向

全球提供防疫經驗的看法，

WHO官員再度表示，與台灣

有定期對話，更首次讚揚台灣

防疫表現，至於台灣參與世界

衛生大會的問題，則說要由會

員國決定。

世衛祕書長譚德塞面對政治

敏感問題，並未直接回應，而

是由三位專家代表回答，包括

研究冠狀病毒部門的范科霍芙

、法律顧問索羅門及公共衛生

緊急事件計畫執行主任萊恩。

中央社報導，萊恩公開讚揚

說，必須讚揚台灣和台灣疾病

管制署，公共衛生處置非常好

，WHO在香港和中國也看到

了類似方法。而WHO正觀察

把台灣納入技術網絡系統，分

享知識之外，也能從WHO尋

獲新知識。他也指出，台灣的

衛生專家曾與香港專家共同前

往中國大陸訪問，這種科學合

作極為重要。

范科霍芙重申，疫情期間

WHO不斷與台灣在技術層面

合作，向全球抗疫國家學習

很重要，此外，也定期透過

WHO平台與台灣專家交換意

見。

她還說，WHO和台灣透過

電話召開定期會議，交流病患

如何發病、治療及預防傳播等

第一手極具價值的資訊 。

至於台灣是否能夠參與世

界衛生大會（WHA），索羅

門表示，這是組織會員國的

決定，WHO工作人員無權決

定。他說，在台灣疾病管制署

有聯絡點，台灣能夠訪問國際

衛生條例的關鍵平台得到相關

訊息。

索羅門表示，目前台灣專家

參與WHO的兩個主要網絡，

包括臨床管理及感染預防控制

，這些網絡每周至少開一次會

，強調WHO與台灣在技術層

面上有直接聯繫。

美國總統川普17日在推特上

表示，「為何WHO忽略台灣

在12月底警告新冠肺炎有可能

人傳人的電郵？為何WHO做

出數個不正確或誤導性的主張

？」然而，譚德塞在記者會中

未對此回應。

川普再嗆WHO
忽略台灣示警

譚德塞未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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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組織首次讚揚台灣防疫表現，至於台灣能否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則說要由會員國決定。左圖為世衛祕書長譚德塞。小圖為我國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中）與防疫官員。 歐新社、指揮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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