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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大 公 共 論 壇 

「單一選區與國會減半對政黨與立法院的影響」 

 

單一選區制對於台灣地方政治生態的衝擊與因應對策單一選區制對於台灣地方政治生態的衝擊與因應對策單一選區制對於台灣地方政治生態的衝擊與因應對策單一選區制對於台灣地方政治生態的衝擊與因應對策 

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趙永茂 

臺大政治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一、單一選區制對於地方政治生態的可能衝擊 

1、在單一選區制及國會議員人數減半的壓力下，將有可能會帶來地方政治勢

力與政治生態的重組。尤其北部部分立委名額一至二名的縣市，可能會造

成都市型鄉鎮市長與縣市議員，甚至與議長、副議長等地方勢力結盟，挑

戰現任立委；南部同類型縣市更有可能造成由現任立委，或過去強勢的縣

市長與派系領導人，結合鄉鎮市長、縣議員，爭奪立委席次。其結果將造

成未來立委更鄉鎮市長化及縣市議員化。換句話說，現有佔百分之二十九

由縣市議員及鄉鎮長出身之立委比例，有可能更為提高。由於現有鄉鎮市

長、縣市議員水準普遍較為偏低，未來立委不但將遭受來自地方更大的壓

力，其素質也有可能會更為下降。 

2、由於小選區選舉競爭更為激烈的結果，不但會造成國會議員更為縣市議員

化（或鄉鎮市長化），更有可能造成未來國會議員不但選區的利益壓力更

大，紅白帖及個別利益服務化的壓力也將更為增多。換言之，選民服務的

壓力將大於國家政策、法律及預算評估工作，造成國會議員更無心於全國

性議題的關注，及國會問政品質的提升，此項發展與國會原先改造的目標

不相符。 

3、在單一選區制下，許多縣市不但選前黨內初選過程同黨人士競爭激烈，立

委選舉期間各政黨間的競爭更是激烈，不但會造成許多脫黨競選者，競選

經費也將有增無減，甚至會造成地方政黨、派系政治與山頭政治的重組，

以及無黨籍聯盟政團的重新盤整。部分地區甚至在短期內會產生政黨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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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政黨忠誠的新裂解。甚至還會造成地方原有政治勢力對主要政黨中

央不分區名額的擠壓，產生全國政黨不分區名額的地方派系化（地方勢力

化）。此項發展將不利國會需要各專業領域人才進駐的需求，也將使國會

期待政策、預算及法律品質提升的希望更為落空。 

 

二、因應之道與政策建議： 

1、為因應現有地方政治生態對單一選區制選舉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各政黨

應負起提升國會專業能力及增強國會社會多元功能的責任。積極徵召社會

各類弱勢團體代表及各領域專業代表性人才成為不分區立委，以充實國會

在法律制訂、預算編列及施政監督上的代表性及專業能力，使得國會更能

關照社會各階層弱勢議題，及減輕國會議員更為地方化以及政商結合化的

衝擊。 

2、單一選區制及國會人數減半的改造案，事實上是一個不完整改造案，缺乏

建立功能性國會的配套。尤其國會功能的改造，依照先進民主國家的經

驗，不但需要政黨發展政策、法案與預算評估能力，國會更需要大量引進

政策、法案及預算評估專業人才，讓他們進駐國會相關部門及各委員會。

也就是說，未來立法院應有計畫改變其人力結構，大量增強專業研究分析

人才，減少各立法委員選區服務助理名額。使未來國會更有專業能力監督

各部會的施政、預算與相關法律。如此也可以彌補國會議員過度重視選區

服務的缺失。 

3、長期而言，各政黨應積極在各縣市主動培育地區性的政策專家與法律人

才，使其及早參與地方相關事務，甚至提早規劃讓他們參與各縣市鄉鎮長

與縣市議員選舉，提高其知名度，讓這一批地方政治菁英能在未來有更多

的機會，培育成為國會議員。此一政策如果能夠落實，也必將有助於提升

各縣市、甚至鄉鎮市的政治水準，有利於地方政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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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選區與國會席次減半對各政黨與立法院之可能影響單一選區與國會席次減半對各政黨與立法院之可能影響單一選區與國會席次減半對各政黨與立法院之可能影響單一選區與國會席次減半對各政黨與立法院之可能影響』』』』 

高育仁高育仁高育仁高育仁 

前臺灣省議會議長、前立法委員 

 

一、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並將國

會席次減半。即由第六屆立法委員 225席減為第七屆之 113席。除平地

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各 3人及全國不分區、僑居國外國民 34人外，直轄

市、縣市 73人，每縣市至少 1人，將全國劃分 73個選區，每選區選出

1人，平均 31.9萬人選出立委 1人。 

二、 在上開單一選區及選區劃分下，第七屆立委選舉很可能成為兩大政黨

－國民黨與民進黨之強烈競爭。小黨如親民黨、台聯黨或無黨籍之個人

獲勝機會似乎不高。而國民黨在離島或小縣市本已佔有優勢，似已可穩

獲 10席左右，加上北部大縣市之台北市（8席）、台北縣（12席）、桃

園縣（6席）共 26席，國民黨佔優勢之情況下，第七屆立委選舉，預料

國民黨可能獲 60席以上，已成穩定過半數之政黨。小黨與無黨籍個人至

多可能在 10席以下，而民進黨席次似難超過 50席。 

三、 第七屆立法院，倘國民黨確獲 60席以上，成為穩定過半數之政黨，

則第七屆立法院必為國民黨所主導。立法院院長、副院長必為國民黨所

推舉之立委擔任。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很可能主導立法院議事運作。因此

第七屆立法院院長及國民黨黨團負責人如能有民主雅量與精神；如能有

智慧與魄力；如能遵循「尊重少數，服從多數」之民主大原則；如能遵

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與「立法院議事規則」貫徹執行；則第七屆立

法院之議事運作，料可順利進行，而立法效率與品質必可提昇。 

四、 針對第七屆立法院之變革，應妥為修訂「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立法委員行為法」、「立法院議事規則」等。尤其因

席次減半，立委人數僅 113人，立法院委員會組織應合理精簡或修正為

一委員可參加二委員會等。此外，立委人數 113人，負責中央總預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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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之審議等，權責極為重大，如何防止立委個人發生不正當之干預或

作為，不僅有賴立委本身之自愛、自律，亟需強化立法院之倫理規範與

紀律及政黨之約制與考核，更應加強立法院議事運作之透明化及媒體輿

論之有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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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 

陳景峻陳景峻陳景峻陳景峻 

現任立法委員 

 

國會減半的立論是來自台灣雖已逐步民主化，但國會亂象卻越演越烈，

使多數人民認為，減少立法委員人數是一種有效改革國會的手段。但國會減

半也引來立委角色膨脹、立法院可能遭少數人把持的疑慮。譬如以立法院常

設委員會為例，如以現在有十二個委員會來計算，立委減半後，每個委員會

只有十個不到的委員，五人出席即可開會，三人即可達成決議。簡言之，單

一立委的影響力大大提升，深深影響國家未來走向。 

    立委席次減半的改革隨之而來對立法院方面的影響，其一，就立法院黨

團協商而言，除立委減半，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選制改革將更催化兩黨制的浮

現，因此立院黨團協商可能兩大黨勢力更增強（現在為民、國、親、無盟、

台聯五黨團）；但如上述提及單一立委權力大幅提升的變化，可能使得黨團

協商的成本不降反升，以往可能黨團三長或加上少數幾個立委就達成協商結

論，在立委減半後使立委參與議案協商、討論的機會大幅提昇，每位立委的

「參與感」、「使命感」提高，因此未來要達成任何協商結論可能不是很快

能達到的事，但正面的是可能有更充分的討論。也因此，對黨團協商的透明

化、建制化是接下來立院需要關注的工作。其二，就政商關係而言，未來因

為少數立委即把持國家立法大權，政商勾結、利益團體的遊說情形可能加

劇，再加上單一選區的因素，立委間沒有選區衝突問題，不同黨派立委間往

往有默契的共謀政商資源以利經營各自選區，將造成行政機關難以招架。加

上，現行立委行使職權的「利益迴避問題」（例如多項司法案件纏身的邱毅

立委這會期竟然登記參加司法委員會）規定籠統，包括＜遊說法＞等在內的

陽光法案雖列為優先法案，但立法效率奇差，雷聲大雨點小，如這屆立法院

無法通過陽光法案的諸多立法，未來減半後的立院如何期待其「自廢武

功」？其三，就議事運作而言，譬如上述提及委員會人數的問題，在立委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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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後針對立院內委員會設置的數目、委員參與的方式等應如何變革的諸多立

院內規，都有待立院在下屆國會產出前要好好討論定案通過。但是目前立法

院朝野黨團幾乎都忙於政治性法案的互相杯葛對抗，空轉議事，再加上立委

選戰逼近，立法委員紛紛將問政重心轉回地方經營，以求鞏固自己的工作

權，未來單一選區的立院運作規則變成無人聞問之狀態。其四，立委減半後

立委的素質攸關未來立法的品質，但是單一選區（多數是小選區）造成地方

經營型、地方派系型政治人物往往享有選舉優勢，在加上不分區立委僧多粥

少，各主要政黨的不分區提名面臨不得不提名黨內大老、黨員大戶或資深立

委的情形、未來弱勢族群代表與學者專家將難以取得各黨不分區立委提名，

未來立委素質勢必下降，地方型及老人型立委充斥立法院，將進一步衝擊未

來的立法品質及議事運作！  

    國會減半只是國會改革的手段之一，但如果相關配套無法完成，則國會

減半帶來的將可能不是改革而是災難，試想這屆立委如果無法完成相關法制

的立法，如何期待未來的減半立委自廢武功呢？目前立法院的表現不讓外界

認同，但我也對未來減半後的立院形象感到悲觀，本席期待民間社會、媒

體、學界監督的力量持續提昇，監督各政黨及立法院對單一選區諸多法制的

建立及各政黨的不分區立委提名素質，如此才能轉化立委減半所帶來的負面

衝擊為社會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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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    

丁守中丁守中丁守中丁守中    

現任立法委員 

一一一一、、、、    黨團協商方面黨團協商方面黨團協商方面黨團協商方面︱︱︱︱    

１．目前黨團協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權力過大，經常少數

參與協商者改變委員會審查之決議，黨團協商的設計也使得立法院

議案審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章第九條）第二讀會的程序實質

上停擺，剝奪了不同委員會委員就該法案廣泛參酌意見與論辯的機

會。依現行黨團協商（前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只要任一黨團或

二十位委員提案，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國會減半後，只要任一黨

團或十人提案即交黨團協商，且黨團協商逾四個月無共識（前法七

十一條之一），才可由院會定期處理，容易造成少數人即可杯葛或

延宕立法，並有立法粗糙之虞。目前黨團協商的機制一定要改，應

回歸正常第二讀會機制。 

２．如仍要維持黨團協商機制，則至少目前黨團協商的相關規定，亦應

修正。除現行將協商結論刊於公報外，應修法將協商過程重點記

錄，並全程錄影、錄音，以遵守立法院院會及委員會開會階段審查

議案需公開舉行之規定（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九條及立法院會

議錄影錄音管理規則第二條），更可體現立法委員議事公開負責與

受大眾監督，減少密室政治之精神。至於現行四個月黨團協商之規

定，亦應大幅縮短，以提升立法與議事效率。 

二二二二、、、、政商關係政商關係政商關係政商關係︱︱︱︱    

個人認為政商關係的規範應在「立法委員行為法」、「公職人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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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衝突迴避法」、「政治獻金法」及「遊說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甚至「選罷法」及「政府採購法」中加強規範，並嚴加落實。加上

前述委員議事公開負責與受大眾監督的議事規範，應可大幅減少不當政

商掛勾情事。個人認為不必太過擔心國會減半對政商關係的負面影響，

畢竟單一選區只選一位立委情況下，政敵及選民大眾更會睜大眼，全力

監督。 

三、議事運作方面議事運作方面議事運作方面議事運作方面︱︱︱︱    

１． 單一選區制對議事運作的影響，會讓立委問政傾向中庸溫和，不敢

走偏鋒極端，更會多關心公共政策與民生法案，甚至地方選區議

題，減少意識型態統獨的抗爭，如此才可爭取選區內多數及中間選

民，贏得當選與連任。 

２． 立法委員人數減半，每個委員會的人數不到十個人，立法委員審法

議事及決定預算的權力相對大增，因此更要強化議事紀律、黨團運

作與黨紀約束，及議事透明化，媒體及大眾的監督，以降低少數人

把持或杯葛抵制立法及預算的議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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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國會減半對立法院黨團協商、、、、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政商關係及議事運作生態的衝擊 

蕭全政蕭全政蕭全政蕭全政 

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國會減半這種量上的變化，固然可能為國會的運作和政商關係帶來量上

和質上的影響；而更重要的是，國會減半同時伴隨著「單一選區兩票制」和

國會減半中各功能結構配額不等比例的調整，故必然帶來複雜的影響。 

首先，立委名額從 225名降為 113名；其功能性的結構，也從區域立委

168名，原住民 8名，僑居代表 8名，及全國不分區代表 41名，調整為區域

立委 73名，原住民 6名，僑居代表 4名，及全國不分區代表 30名。其中，

區域代表的縮減，顯然多於一半，而達 56.5%；相對的，採政黨比例方式選

出的僑居代表和全國不分區代表，卻只縮減了 30.6%。若單從數量看，政黨

相對於區域代表，其相對影響力就增加了將近 60%（69.4%/43.5%＝

1.595）。 

其次，從「單一選區兩票制」看，「兩票制」本身就凸顯政黨的重要

性，而「單一選區」更讓大黨在選舉動員上，要比小黨或無黨占盡便宜。 

因此，無論從區域代表的部分或從政黨比例代表的部分看，政黨的重要

性都將比以前更提升，尤其在於大黨又比小黨有利的情況下，將來台灣的國

會非常可能會逐漸趨向於兩大黨的結構發展。這樣的趨勢，看來將強化黨團

的力量，而有利於政黨協商和議事運作；但是，若此兩大黨是目前民進黨和

國民黨的延伸，而且是以統獨和南北作為政綱的主軸，卻可能強化藍綠對抗

而出現相反的結果，至少在涉及統獨或南北議題上會是如此。 

第三，「單一選區兩票制」，從日本的經驗看，在減少政商掛鉤的作用

上，似乎沒有明顯的效果。然而，在台灣的情況，由於加上國會減半，卻可

能更強化政商之間的連結，因為立委席次少了，各相關委員會中的成員亦將

減少，而增加各委員影響政策制定的能力。 

另外，和現行的制度相比，以「單一選區兩票制」選出的委員，需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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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而言較高的票數才能當選；他們不須要進行黨內同志的相互攻訐以突顯自

己的惡性競爭，或以賄選等方式鞏固少數的鐵票。一般而言，他們必須以整

個選區為基礎，而照顧整個選區的利益；他們因而比較能照顧政策導向的訴

求，而減少譁眾取寵式的作秀，並因而更有助於黨團的協商和議事的運作。

另外，尤其在排除黨內競爭之餘，他們將來獲得連任的可能性亦將提高，而

有助於國會資深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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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2007年）開始，台灣將採行兩項重要的制度上

的變革：第一，是將立法院原有的 225席次減為 113席；第二，是將原來的

單記非讓渡投票（SNTV）的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的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

區兩票制。這兩項制度上的變革，究竟對我國的政黨政治會產生何種影響？

這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一般而言，單一選區制可能造成的影響為：首先，現任者（連任）的優

勢（incumbent advantage）可能會日趨明顯。換言之，現任者容易獲得連

任，這對國會結構和運作的穩定，會產生明顯的助益。由於多數連任者都是

現任者，他（她）們對國會議事的運作、國會的文化與規範，都非常熟悉，

這對國會有效率和有秩序的運作，都會產生正面的助益。 

    其次，現任者連任的多，容易在國會中建立起資深制（seniority）。資深

制是國會運作順利的基礎，也是國會政黨領袖產生的重要依據。 

    第三、由於資深制的重要性建立後，會鼓勵立法委員選擇停留在固定的

委員會，因此，也會幫助建立國會議員的專業性，不但是國會的業務，同時

對法案和相關行政部門的業務，都可建立其專業性。國會議員愈專業、愈資

深，一方面有助於國會議員轉任內閣首長，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國會議員在其

黨內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後者而言，加上國會減半的影響，個別委員的影響

力將比從前加倍增加，使國會議員在政黨內部的決策和政治影響力會相對增

加，而有助於政黨（尤其是在野黨）轉型成為「內造政黨」。 

    第四，根據杜佛傑法則（Duverger’s Law），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容易產

生兩黨制，因為每一選區只選出一位立法委員，有利於兩大黨的競爭。小黨

的支持者，在自知其支持的候選人當選無望的情形下，會採取「詭譎投票」

(sophisticated voting)的策略，支持兩大黨的候選人。不過由於受到兩票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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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小黨存在的空間仍在。但是，由於不分區名額只有 34席，僅佔總額

（113席）的三分之一，又是使用日本式的「並立制」，即使小黨能跨過 5％

的門檻，能分配的名額也有限。因此，未來台灣政黨制度的模式，大約是維

持兩大黨 2-3小黨的制度。 

    第五，受到選區制度改變和國會減半的影響，目前國會中未有任何單一

政黨過半的情形，可能會在年底的選舉中改變。換言之，目前制度的變革，

應該有利於國會產生一個穩定的多數黨。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國中央政府

制度仍照現行方式運作，過去幾年少數政府出現，行政—立法對峙僵局的情

形仍將難以解決。改革的方法，最好仍是按照「雙首長制」的精神運作，依

據國會的多數，建立內閣換軌的機制。 

    總之，國會改革對政黨政治的影響能否如學者預測所發展，仍有待觀

察，但是，希望透過學術的分析，能將我國政制發展帶向一個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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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即將在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中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相對多數決」新

制，以取代採行已久的「單記不可讓渡複數選區」制，一般來說，針對選制

變革所帶來的政治效應，許多專家學者以及輿論有下面的看法： 

 

一、新選制有利於大黨，會加速政黨的整併或淘汰而朝向兩黨制發展。 

二、由於小選區制的本質，使得當選的立法委員在重要政治主張上會趨向中

間民意，進而減低走極端路線的立法委員數量，進而提升整體立法委員

的素質。 

三、由於兩票制計算採並立制，允許選民進行分裂投票，因此政黨比例代表

名單和區域候選人的民選基礎可以完全分割，意味著政黨得票不必仰賴

區域候選人，又不分區名額的百分比由原先的 21.8%上昇到 30%左右，

新選制提供了政黨強化黨紀和其自主性的契機。 

四、然而在立委席次減半的狀況下，加上選區重劃使得現任立委在地方長久

經營的民意支持不必然在新選制中反映出來，使得各黨內部競爭激烈，

因此選情遠比預期來得複雜。 

五、由於小選區制的特色，特別是離島以及偏遠地區席次所需的當選票數較

少，選情較為單純，未來可能有長期連任，甚至是世襲現象的發生，這

些地區出身的委員也可能在各政黨內部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上述看法都有其立論基礎，不過本文要指出另一種政治效應，也就是「立委

選舉的鄉鎮市長化」，將使得新選制採行後原先大家所期待的正面效應落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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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選舉的鄉鎮市長化」指的是在新選制底下，由於選區劃分細密，加上

政黨與區域選票分離，使得地方的政治生態更趨向以選區經營，甚至是綁樁

和地方利益糾結為主，如此一來，在新選制下當選機會較大的不是那些具備

全國知名度的政治明星，反倒是長期以地方服務、甚至是以政策或直接賄選

為手段的參選人。一旦如此，那麼就算是新選制有利促成兩黨制，兩黨的委

員素質不見得會顯著提升，選風也不一定會改善，政黨形象和黨紀也恐怕無

法樹立，更糟糕的是，如果兩黨的決策由這類型的委員主導，不但黨團的議

事協商、立法過程的進行都將淪為政治利益的交換而不見公共政策的專業討

論，進而連不分區立委的提名都以擺平黨內競爭或酬庸為主要考量時，新選

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恐怕比既有的選制還來得嚴重。 

 

上面的擔憂或許顯得杞人憂天，但根據許多學者私下評估，在新選區劃分之

下，約有四分之一屬地方經營型立委選區、四分之一屬於全國知名型立委選

區、另二分之一則是兼有兩種特質的選區，由於這還是非常粗略的推估，尚

且看不出確切各選區參選人，以及最後的選舉結果，因此還難以論斷「立委

選舉的鄉鎮市長化」的情形嚴不嚴重。不過從近來兩黨在各地黨內初選所引

發的紛爭，特別是現任立委和地方參選人士的矛盾，以及兩黨在不分區提名

作業上仍然處處受到各方政治利益左右而不見理想性來看，恐怕「立委選舉

的鄉鎮市長化」的效應已經或多或少正在發生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