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第11屆立法委員 (雲林縣第1選舉區) 丁學忠罷免案公告內容
（麥寮鄉、臺西鄉、東勢鄉、褒忠鄉、土庫鎭、虎尾鎭、四湖鄉、 元長鄉、口湖鄉、水林鄉、北港鎭）

第 11 屆立法委員（雲林縣第 1 選舉區）丁學忠罷免案，經定於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26 日（ 星期六  ）上午 8 時起
至下午 4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14 年 7 月 3 日中選務字第11400001436號公告，將罷免理由書及
答辯書刊登如下：

提議人之領銜人王國維先生提出之罷免理由書如下：

      提出罷免第 11 屆立法委員雲林縣第一選區立委丁學忠一案，茲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6條之規定，列舉罷免理由如下：

（一）丁學忠委員違背了競選政見第一條：「拒當『黨意』立委」，儼然成為所屬政黨的橡皮圖章，奉黨的命令為聖旨，連各種毀憲亂政、侵害

人民權益的法案都唯黨意馬首是瞻。

1.閹割人民罷免權

    憲法第 17 條明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丁學忠委員卻參與連署法案，企圖提高罷免門檻，閹割人民罷免權。

罷免是憲法賦予的公民權，用來汰除不適任的代議士，人民選出的代議士卻企圖反過來剝奪人民的權利，甚至不斷將公民自發性的行動抹

黑成動員洗腦，輕視訕笑公民運動。明知大眾會有個資疑慮，還強行通過全球唯一的連署檢附身分證影本規定，想把人民的罷免案直接扼

殺在源頭的心思昭然若揭。若是立法委員都不敢記名表決，就沒有立場要求人民連署罷免要附身分證。

2.國會擴權

    民主國家有意見表達自由，立場觀念衝突在所難免，因此在推行法案前更需要充分溝通來達到共識。正常人想的國會改革是提升法案

品質、建立監督立委的機制、增加行事效率，丁學忠委員與黨團端出來的要人民硬吞的卻是定義不明確的反質詢、侵害行政權與監察權、

罰則涉及民間公司與一般人士的胡鬧提案。沒有一項是限縮國會議員的權力，每一條都是讓立法委員的權力無限擴張。

   法案審查過程更是荒腔走板，不僅屢次沒收討論，頻頻提出臨時修正動議，甚至到了三讀當天還不斷出現新版本，實在令人懷疑舉手

表示同意的丁學忠委員是否真的了解自己投的是哪個版本。此外，更讓暌違多年的舉手表決重現立法院，過程中多次人數不符重算，公信

力蕩然無存。

     而後修正案中的許多條文理所當然被判定違憲，相關政黨卻開始大肆攻擊憲法法庭，散布威權民粹主義，帶風向嘲弄大法官，試圖加

深人民的不信任，激化社會對立，種種作為都是在傷害國家的憲政體制。

3.癱瘓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身為司法釋憲機關，是憲政體制的守護者，更是憲政國家立國的根本。除了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免受國家侵害之外，也是憲法

權力分立制度的守門人。

    在國會改革法案多數條文被宣告違憲之後，新任大法官提名案開始遭受報復，除刻意擱置拖延之外，還以剛通過判決的單一議題質詢

大法官被提名人，而最後被提名人還是全數遭到封殺。搭配甫通過的憲訴法修正案提高評議門檻與違憲宣告門檻，憲法法庭形同癱瘓。

    根據司法院統計，民眾聲請案佔釋憲比例99%以上，可見憲法法庭若停止運作，將會影響人民救濟權益、破壞憲法權力分立。立法權侵奪司

法權，企圖箝制憲法法庭運作，絲毫不顧人民救濟的權利。立法權獨大，破壞權力分立的平衡，將會造成憲政危機，動搖國本。聽從黨意

行事的投票機器丁學忠委員儼然就是毀滅國家民主的加害者。

（二）忽視長遠發展，支持錢坑法案，破壞國家財政紀律，損害全民利益。

1.財劃法

    治理國家需仰賴各級政府部門擔負龐雜業務，除提供公共服務，還有為彌補市場失靈所制定的各種政策、國防與社會福利。其中就包

含了長照 2.0、各項農漁業及天然災損補助，以及前瞻計畫中的多項基礎建設。財政劃分就像在幫國家做生涯規劃，要確保這些任務永續

執行，預算分配即是關鍵。

    113年12月20日強硬通過財劃法修正案，未來中央必須釋出3753億給中央政府。114年度到了當年度都尚未通過，反而在年底急著通過

爭議極大，共識極為分歧的財劃法。審查過程中依舊是荒腔走板，召集 22 縣市的官員開會，卻在開會三分鐘後就把法案送出委員會。尤

其多個縣市的預算執行率原本就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如今卻在尚未有實際規畫的情況下就挖走了龐大預算，如何能說服人民相信地方政府

會善用這筆錢。更遑論這將會衝擊到各項國防預算、民生補助、公共建設，以及與雲林縣農民息息相關的農業補助、農損基金。

    丁學忠委員在此等爭議法案中，永遠都不會有自己的論述，每次都是跟著黨團走。國家的財政紀律和長遠發展從來都不在他的考量之

中。

2.環島高鐵/國六東延

    丁學忠委員的政見第二條寫著：「反對巧立名目編列『特別預算』，拒絕債留子孫。」但他卻參與了花東三法聯署，其中的環島高鐵

與國六東延預估經費高達兩兆。除了一上任就打臉了自己的政見，參與提出天價特別預算之外，憲法第70條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

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由立法院主導提出預算案，無疑是侵害了行政權。

   國道六號東延必須打穿中央山脈，有著地熱、斷層、湧水、岩爆等不確定因素。評估需打通 18座隧道，最長一段達 17.4公里，最高

點岩覆至少是雪山隧道的兩倍。東部地區地形脆弱，斷層密集，興建東部高鐵更是窒礙難行。如此艱難的工程竟還限定含環評 12 年內完

工，丁學忠委員簡直是把工程人員與用路人的性命當兒戲。

3.65 歲以上長者免健保費

     健保的本質是社會保險而非社會福利，必須堅守「量能負擔」及「使用者付費」的原則，才能達到永續發展。因此不能以齊頭式的平

等來免除特定年齡層以上的健保費。健保的收入來自70%的青壯年人口，隨著逐步邁入高齡化社會，未來勞動人口將會逐步減少，在老年

人口持續增加的狀況下，此項政策將會加速健保崩潰。

    而以城鄉醫療資源不均的現象來作為補助的理由更是牛頭不對馬嘴，免除健保費對於增加偏鄉醫療資源並無幫助，反而可能因此排擠

其他預算，更無餘力投注在偏鄉醫療。現行已有補助中低收入長者健保費的制度，貿然擴大適用族群，只會造成深化社會對立，造成健保

財務衝擊，健保永續發展一旦被破壞，受害的將是全國人民。丁學忠委員的 65 歲以上長者免健保費政見沒有考量風險，也未對選民揭露

負面影響，可見其只懂用大撒錢政策來拉攏選民的不負責任態度

（三）身為農業大縣立委，口口聲聲為農民著想，卻頻頻以政治凌駕專業，無視前車之鑑與專家建議，未能真正守護農民權益。

1.公糧收購價

丁學忠委員認為因應通膨應提高公糧收購價，但實際上已繳交公糧為主的農民僅占約30%，一旦公糧價格上漲，將會導致農民搶種，

稻作面積擴大。當稻作產量提高，民糧就會開始壓低價格，種得越多價格越低，即使用公糧價格支撐也沒用，因為公糧數量只占三成。

公糧最後一次調漲是在2011年，當時雖短暫帶動穀價上揚，但後續隨著稻作面積增加，穀價先是緩降，而後劇烈跌價，水稻也因此

供需失衡。政策獨厚水稻，短期雖能提高農民收益，長期卻可能導致民糧價格下跌，壓縮種植意願。此舉將致使國內更需要的高梁、大豆

、紅豆等雜糧面積難以提升，影響產業平衡及國家糧食自給率。

政策需要全面性、整體性的規畫，而不是一直推出短視近利的綁票政策，利用民眾的資訊落差來提升自己的好感度。

2.提議檢驗豬隻DNA

2024年2月台中台糖梅花豬肉片驗出禁用的瘦肉精。在2月27日的立法院質詢中，丁學忠委員提議對豬肉樣本進行DNA檢測，以證明驗

出問題的豬肉不是美國進口的。然而，此一提議不僅草率，更是漏洞百出，凸顯了丁學忠委員作為立委在政策與實際執行層面的理解不足。

首先，西布特羅在台灣和國際上均屬禁用藥物，其高昂的價格與養豬的經濟效益並不相符，連在美國都未核准動物使用，這意味著

即使從美國進口的豬肉也不應檢測出西布特羅。其次，台糖豬的飼養、屠宰和分切過程均有嚴格產銷履歷系統，能夠追溯每一塊豬肉的來

源。在台中西布特羅事件中，就證實問題豬肉是台糖南靖畜殖場出貨的台灣豬肉，而非進口豬。

丁學忠委員身為養豬大縣立委，卻輕易地聞風起舞，絲毫不顧若是打擊了民眾對豬肉的信心，將會對雲林豬農帶來多大的衝擊。提

議驗豬隻DNA，暴露了他在政策理解與實施上的草率與不負責任。

（四）問政表現乏善可陳，暴力場面從不缺席，嚴重破壞雲林形象。

1.三無船

    2024年初海巡署在金門海域查緝了「三無」黑船，即為無船名、無船舶證書和無船籍港登記的船隻。這種連在中國境內都屬違法的黑

船，試圖利用非法越界踩紅線試探，本質上就是海上強盜，海巡署依法驅離，該船隻卻因躲避查緝高速轉彎而翻覆。本應定義為擦撞意外

，卻被中國惡意曲解為撞船。

    內政委員會在排案中也將此事件定調為「撞船案」，丁學忠委員浪費整段質詢時間，跳針式堅持海委會主委要為改掉撞船名稱而道

歉，忽視三無船對於台灣的危害，甚至敵我不分支持入侵領海的海上強盜。海巡署為守護國家海域安全、維護漁民權益，肩負著極大風險

執法。在事件發生時，立法委員不但不力挺海巡執法，反而與中國遙相呼應，用「撞船」這個名詞暗示惡意撞擊是事故發生的原因。此舉

嚴重打擊海巡的信心，更破壞大眾對他們的信任，顯現出對於捍衛國家主權的輕蔑。

2.質詢品質低落/暴力

     丁學忠委員質詢時，經常發生邏輯紊亂、抓不到重點，不做功課的狀況。身為農業大縣立委，連農業保險的範圍都不知道。並時常搶

話，不讓官員解釋，或是根本不聽回應，只是一味跳針輸出自己想說的話，非常浪費寶貴的質詢時間。嘴巴上說相信農水署修水路不用靠

關係，不但不協助澄清，竟還拿謠言去質詢官員。如此表現實讓雲林蒙羞。

    問政存在感低落的丁學忠委員，只要一到衝突場面就不缺席，在鏡頭前放送給全世界看，代表雲林的丁學忠委員打架不輸人。一開始

還會低頭遮遮掩掩，到後來看到女性委員被圍毆會拍手叫好看熱鬧，甚至還邊笑邊出手拉扯女性委員。不到一年就進化得這麼油條，讓人

擔憂以後會變得多蠻橫霸道。丁學忠委員在神聖的國會殿堂施暴，平常開直播出口成髒，各種行為都嚴重破壞雲林縣的形象。

（五）漠視國家長期遭受中國霸凌，不但不挺身捍衛國民權益，甚至一味要求國家應友善對待敵國的欺凌與汙辱。

1.不在乎國家對等交流

丁學忠委員相當關心中國交流議題，曾說兩岸要用國家與國家對談的方式交流，但卻多次不顧對等交流原則，在質詢中單方面要求

陸委會要放寬心胸、善意交流、拋開政治色彩，不要總是用政治角力的方式處理兩岸關係，此舉完全是在檢討受害者。中國沿海布署幾

千枚飛彈瞄準臺灣，共機與共艦照三餐侵擾空海域，中國公民擁有的船隻惡意切斷海底電纜。更不用說長久以來在國際上大大小小場合

的打壓霸凌，連學生交流都可以踏在臺灣的土地上發表祖國言論，丁學忠委員面對各種傷害臺灣人民情感的作為，從未挺身捍衛臺灣，

充分顯示出其對國民情感與主權的漠不關心。

中國政府控制宗教人盡皆知，2024 年也發生了三名年長的一貫道信徒在中國被捕，丁學忠委員只會大力鼓吹宗教交流，沒有揭露實

際風險，放任民眾暴露在危險之中還不自知。銷往中國的農產品說禁就禁，旅遊團說斷就斷，樣樣都是建立在政治考量之上。丁學忠委

員口口聲聲說要為了農民與旅行業者的生計著想，卻極力要把經濟命脈放在根本不遵守合約精神的敵國手上。不能單單為了完成丁學忠

委員想看兵馬俑跟紫禁城的願望，就犧牲了人民的性命安全，其政治敏感度與判斷力低落到令人擔憂。

2.魚叉飛彈基地製造恐慌

丁學忠委員2023年11月8號在Facebook粉專洋洋灑灑列了一堆虎尾高鐵區的建設，慷慨激昂地表示因擔心成為首要攻擊目標，強力

反對在虎尾設置飛彈基地。巧合的是，雲林縣民眾的手機也不約而同收到了與飛彈基地相關的恐嚇性簡訊，事後檢方查出門號的購買者

來自上海。雖然國防部方面已表示飛彈車戰時會機動移防，但澄清總是比散布不正確資訊難，在有意的操弄之下，已引起了民眾的恐慌。

虎尾營區歷史悠久，肩負著保家衛國的責任，況且海軍原規劃虎尾基地只是指揮部本部各單位及官兵宿舍，僅單純作行政中心，反

艦飛彈庫會設在適當地區，不會設在指揮部本部內並無彈藥庫等設施，如今飛彈基地計畫竟被汙名化成嫌惡設施。在如好事者所願，修

改計畫後，雲林無疑是成為了任人宰割的一大防衛漏洞。以資訊落差引起民眾恐慌是相當惡劣的手法，丁學忠委員更表示過：「交朋友

比製造敵人重要更好」，在共機共艦動不動侵擾的情況下還能有如此發言，更能看出他絲毫不具國家防衛意識。

雲林綠能弊案頻傳，父母官還能公開迎接涉案人士。在派系全面掌控的狀態下，人民不敢公開發聲，這並不是民主社會該有的常態

，一個民主國家不該發生這樣的狀況。必須汰除不把國家長遠發展作為首要考量的不適任立委，雲林才能真正地上場。

被罷免人第 11 屆立法委員（雲林縣第 1選舉區）丁學忠提出之答辯書如下：

    為王國維提出罷免本人第 11 屆立法委員職務一案，茲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84條之規定，提出答辯書如下：

我是丁學忠，是土生土長的雲林囝仔。

    2024年，我透過公開、公正的選舉程序，雲林第一選區的鄉親經過思考，用一張張選票選出的區域立委。這個職務，是雲林人民親手授

予的民主託付。

    這份職責，來自民主制度最根本的價值－－人民授權，民代服務。立委這個職位不是榮耀，是責任。學忠堅持用行動說話，用政績證明

，我不只做立法委員，更要做農民的喉舌、鄉親的靠山、青年與弱勢的後盾。

    因為我知道，海口是偏鄉，長期被中央忽略；因為我知道，我若不講話，很多在地的聲音就會被壓下去；我若不堅持爭取，很多該屬於

雲林的建設、資源與機會，就可能流向其他地方。所以學忠自擔任立委的第一天，就全力以赴，不管地方建設經費、民生法案、監督中央政

府都是據理力爭，我無愧於立委這個職務。

（一）爭經費，學忠拚出56億元建設經費

身為雲林海線唯一的區域立委，學忠配合雲林縣政府、各鄉鎮公所等地方行政機關提出的地方建設案，來回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認真

協商溝通，持續追蹤，將地方計畫變成真正落實推動的建設方案。

這一年多來，學忠與不分區立委張嘉郡、許宇甄爭取超過56億元經費，建設海口11鄉基礎建設。補強農路、改善農漁業給排水系統、

加強河川及區域排水防洪工程，興辦交通設施，讓基層建設真正到位。這些不是口號，而是實際一筆筆經費到位，讓海口成為宜居樂業韌

性家園。

（二）推動《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讓雲林財源進得來、福利做得下去

過去，雲林一年繳交給中央四、五百億元的稅收，但回到地方的分配卻不到4%。地方要拚福利、拚建設，卻長年面對財政捉襟見肘的

困境。這是不公的制度，更是對雲林的長期剝奪。

我與國民黨團主張從根本制度面改革，積極推動《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我與國民黨團多位委員通力合作，最終讓這項修法在 2024

年通過，為全國各縣市創造公平的新起點。

修法後，雲林每年將增加 149 億元的中央補助，其中三成將專款專用於社會福利，剩餘財源也可用於校園改善、基礎建設等地方所需。

這筆新增財源，是孩子吃得更好、老人看病更安心、青年創業有後盾的關鍵力量。

（三）為農民發聲，捍衛農業尊嚴與糧食安全

雲林是農業大縣，農民就是我們的骨幹。身為立委，我不只站在田埂邊聽聲音，更要站在立法院大聲為農民講話。

公糧收購價格13年來未調，農民每一分辛苦卻被制度漠視。我與張嘉郡委員不畏壓力、堅持提案，終於在2024年7月成功通過決議，

每公斤調漲5元，讓農民的付出不再被低估。

然而，即使立法院已決議通過，行政院卻仍未確實執行，漠視民意，民進黨政府做了最壞的示範，讓廣大的農民心寒。我會繼續監督政

府，確保政策落實，守住農民的權益與尊嚴。

（四）實質照顧農民：爭取老農津貼、養豬基金、農漁用電凍漲

農民不是只在選舉時才該被記得，我一直主張要用制度與預算來照顧長期奉獻土地的農業工作者。

我爭取提高老農津貼提升至1萬2000元，並每年隨著物價指數調整，讓為台灣打拚一輩子的長輩，晚年能有更穩定的生活；爭取延續

養豬基金，保障養豬戶的防疫、重建與轉型需求；也多次在經濟部、農業部召開會議，堅持農漁業用電價格不調漲，讓農民能安心種田、

養殖、維持基本生計。

這些政策沒一點一滴改善農民生活，真正做到「看得見的照顧」。

（五）推動65歲以上長者免繳健保費，實現醫療平權

雲林老年人口比例高，許多長輩因收入微薄、生活困難，連基本健保費都成為負擔。醫療應是基本人權，不應因為經濟弱勢而遭剝奪。

我推動65歲以上長輩免繳健保費政策，主張中央應負責支應費用，讓縣市財政不再苦撐，消弭台灣醫療平權一國多制的不公平現況，

讓每位長者都能安心看病、健康老化。

    這不只是福利，更是對長輩一生貢獻的回報，是建構世代尊重、代間支持的具體行動。

（六）《殯葬管理條例》修正案－－照顧人生最後一哩路

「艱苦人條款」不只是一項法案，更是一份對基層民眾的人性關懷。我推動修法，讓中低收入家庭在家屬往生後，可免除火化與納骨設

施的費用，減輕家庭沉重負擔。

這項制度，預計可新增10.7萬戶、 28.6萬人受惠，加上原本制度，全台將有近30萬戶、56萬人受到保障。對許多基層家庭來說，

這筆費用可能是壓垮家庭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希望用制度替他們擋下這一關。

艱苦人條款，從不是政治光環，而是為無聲者發聲、為辛苦人打拼的實際政策。

（七）高鐵雲林站每週新增20班次，返鄉更便捷

過去，雲林高鐵站班次偏少、時間不便，造成許多鄉親返鄉困難，也影響產業投資與觀光發展。我多次與張嘉郡委員聯合拜會交通部與

高鐵公司，據理力爭、據情陳述，終於成功爭取從2025年7月起，每週新增20班次列車停靠雲林站。

    這不只是提升交通便利，更是讓在外遊子返鄉探親更有溫度，也讓外地旅客更容易認識雲林的美好。

   交通是城鄉差距的分水嶺，更是經濟發展的命脈。我會繼續推動班次提升、接駁完善，讓雲林不再只是「經過的地方」，而是願意停下

腳步、深耕扎根的土地。

（八）這場罷免，沒有正當性

民主是我們共同珍惜的機制，我尊重每一位鄉親的選擇。

但民主，不應該是仇恨的工具；它應該是理性對話，是為了讓社會更加和諧進步。這一場罷免，可能讓鄉親的感情撕裂，讓我們失去對

未來的希望，我們要向他說不。

   我相信民主制度，我也不怕監督。因為我自己也在國會嚴格監督行政院，讓政府所有施政都是人民的需求，每一分納稅人的錢都花在促

進人民幸福生活上，所以我在國會據理力爭，捍衛人民權益。我在這裡，不逃避、不退縮，也不妥協。

學忠可以拍胸脯說：「我沒有辜負這份工作，也沒有辜負所有鄉親的信任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