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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進黨要承擔選舉制度偏差的後果

      民主進步黨於2008年中華民國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和第十二任總統相繼失利，由於席次不
足立法院總席次四分之一，在國會中幾乎完全失去制衡的能力；當然，它也喪失了臺灣中央政府
的執政權。中國國民黨同時掌握了立法權與行政權，加以在縣市地方本即擁有的優勢，從此乃具
有完全執政的地位，換言之，國民黨新政府所要推動的政策，只要經由黨政協調，要求黨籍立委
配合，則必然會在立法院得到支持，這意味著這一個經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民主政府，它的施政代
表最新民意，具有民主的正當性，復可基於此創造政策的合法性。在此一格局下，於全國大選中
接續失利的民進黨，根本沒有制度上可資援引的政策工具，也毫無民意基礎可對國民黨進行有效
的監督。

        

      國民黨的一黨完全執政，事實上是制度偏差下形成過度代表的結果。民進黨在第七屆立委
選舉的區域席次投票中，共獲得37%的選票，卻只贏得79席中的13席，席次率僅有16%，國民黨
得票率51%，卻贏得61席，席次率77%。決定選民在區域選舉中的投票因素，兼有候選人取向和
政黨取向的因素，而全國不分區席次投票，則純粹為政黨取向投票，民進黨得票率42%，國民黨5
8%，這才真正反映兩黨的支持度，但將區域和不分區席次合併計算後，兩黨的席次卻各佔全部11
3席的24%和72%，民進黨大約四成的得票率，卻只能換來兩成四的席次。 

      這一制度偏差的起因，基本上出於區域席次選舉制度在設計上採用了單一選區制，也就是
一個選區只有一個當選席次，這使得未贏得該一選區席次的選票，全部成為死票（Wasted vote
），完全無法換為席次，但孰令致之？這一選舉新制是緣自民進黨主催的第七次修憲，影響選票
與席次比例性最大的單一選區制，至少是民進黨在1996年參與國家發展會議時即已提出的主張，
席次減半則是民進黨在第六屆立委選舉提出的主張，所以民進黨必須承擔後果。事實上，對於此
一結果民進黨並非沒有預見，但民進黨於當年仍然勇於面對，原因出在民進黨的理想主義，相信
這一制度的改革，會有助於改善臺灣的政治文化，特別是讓中間選民成為選舉成敗的左右者，使
過去在複數席次下少數候選人切割激進選民而遭到放大、擴散的選舉亂象能得到根本的解決。 

      非但如此，民進黨當年也相信，在制度引導行為改變的情況下，長此以往，制度的理性會
最終發揮主導的力量，讓民進黨在與選舉制度的辯證影響中，逐步調整體質，重新贏回多數。因
此，民進黨並不需要對於一時的受挫感到悲觀，也不見得選舉新制下的勝選者，必然就會在日後
的選舉中憑藉在任者的選區經營優勢而得以長期維持其席次。 

      問題是，民進黨日後要如何贏回國會多數，甚至是執政權？

貳、臺灣認同者未必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在2008年的兩次大選中挫敗，依本文之見，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一是民心向背
，一是錯估形勢。臺灣固然存在統獨認同分歧的選民結構，同時在民進黨執政期間臺灣認同急速
上升，在執政後期達到七成，但臺灣認同的潛在政治社會支持基礎則未必會直接轉化為民進黨的
選票。民進黨的傳統支持者對於民進黨的貪腐問題深惡痛絕，使他們不願積極投票，再者，國民
黨的本土化，模糊了中間選民和臺灣認同者對於其政治立場的質疑，這一來一往便種下了民進黨
的敗因，因此，主導選局的不完全是屬於民族主義立場的國家認同問題，而是臺灣人民基於民主
價值信念而來的制衡要求，這一點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成長的年輕選民身上尤其明顯。民進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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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認識到選局基本上對其不利，但因應之道則卻只能轉向基本教義派尋求心理慰藉，這是民進
黨的戰略選擇，因為民進黨對於爭取淺綠和中間選民信心不足，但又過於自信深綠會毫無條件地
支持民進黨。游錫堃擔任黨主席期間，民進黨將黨內初選制度中的民意調查納入排藍條件，即於
有效問卷中排除在近期選舉中曾經投票支持泛藍政黨者不計，使得民調抽樣範圍只剩下18%的深
綠選民，民進黨黨員結構原本即與選民結構不同，民調則有平衡黨員投票偏差的作用，卻因排藍
設計而破功，反而加大了民進黨與民意結構的落差。而由於單一選區選舉會突出政黨對決的特點
，使得獲得政黨提名者基本上可以囊括政黨支持者的選票，所以政黨內部爭取成為黨提名候選人
的初選投票，遂成為零合遊戲，過去大選中經常出現的黨員同室操戈，全部提前在初選上演出現
，而且戰況因為近身搏鬥而慘烈更甚以往，民進黨的黨員結構，使初選成為臺獨忠誠度的交心或
檢驗比賽，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人才阻塞，民進黨路線復向激進臺獨全面傾斜。謝長廷親自主導
總統選舉時，雖有意扭轉此一走向，改打民主制衡牌，以阻擋國民黨完全執政，但畢竟已是強弩
之末。

參、重建自決與包容精神 

      蔡英文在民進黨潰敗後上臺，如何重整隊伍，恢復民氣，蓄積重回執政的能量，是她的
重要任務。對於臺獨問題，在3月發表的〈以新本土觀捍衛臺灣〉一文中，蔡英文試圖超越國族
認同，反對用統獨去劃分誰是臺灣人、誰不是臺灣人，而要把所有新舊臺灣人都視為一個生命共
同體，要維護所有臺灣人要統要獨的選擇權。這一新本土觀其實是向民進黨創黨精神的民主自決
論和〈臺灣前途決議文〉維持現狀論的復歸，確認臺獨是現狀，也是未來的選項之一，而不是民
進黨的終極價值。換言之，在自我認定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基礎上，臺灣不存在有建國的
問題，至於國號是否要變更為臺灣或其他，依〈正常國家決議文〉之精神，則是基於「體認『中
華民國』這個國號已很難在國際社會使用」此一前提，由臺灣人民經由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同意正
名為臺灣，故而國號之於民進黨，已經質變為一個政治符號的工具性價值選擇問題。對於民進黨
國家認同問題的此一認識，必須就〈臺獨公投黨綱〉、〈臺灣前途決議文〉和〈正常國家決議文
〉三者，依特別法優位於普通法和後法優位於前法的法理來做整體的判斷。就此而論，「臺灣共
和國」已經不再成為民進黨的主張是毋庸置疑的，以存在〈臺獨公投黨綱〉來認定或要求民進黨
領導臺灣建國，是對民進黨的錯誤期待。 

      2006年1月，國民黨曾就馬英九競選總統期間於媒體刊登廣告提出「統一是選項」的主張
一事，發出新聞稿表示，國民黨主張統一，但尊重臺灣人民在自決的問題上以統一為選項的權利
。與國民黨相較，民進黨無論如何在政治符號的使用、或民族主義立場的選擇上，都更具有臺灣
意識，也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理論上，更應當在政治市場上受到歡迎，這是民進黨的利基，但
為什麼民進黨總是似乎無力將七成的臺灣認同度轉換為選票？ 

      第一，從李登輝推動憲政改革和民主化後，中華民國不再是外來政權，體認中華民國國號
難在國際社會使用和反對使用中華民國國號是兩回事，但民進黨的主事者卻常常讓多數民眾誤認
民進黨是敵視中華民國的，從而對民進黨的盲動感到憂慮。 

      其次，國民黨儘管在連戰出任黨主席後迅速向中國傾斜，但在馬英九成功的本土化操作下
，又重新贏回政權。馬英九在第十二任總統選舉的76.33％得票率，以及第七屆立委選舉國民黨5
8％的得票率，足以說明國民黨已獲得臺灣多數民眾的認同，在此一情況下，如果還一直批評國
民黨是中國黨，而不從具體的政策去進行批判，則豈不是低估了臺灣人民的智慧。 

      第三，民進黨作為守護臺灣本土價值的民主政黨，最重要的任務是贏得選舉重回執政，讓
本土價值在國家資源的分配上能受到重視，那麼就應當設法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單一選區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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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政黨不可能通過切割部份選民而獲得多數選票，特別是在傳統上國民黨基層政治版圖一向大
於民進黨的情況之下。無論如何，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是一個更加本土化的政黨，在容易形成兩
大黨對決的單一選區制之下，由於第三黨基本上並無空間，所以在大選時，獨派選民不投票則已
，要投票則基於棄保效應或策略性投票的考慮，十之八九會把票投給民進黨，否則就等於支持國
民黨，因此，民進黨應當要大膽拓展中間選票，只要能提出好的政策、好的人選，以及有好的施
政表現，不必擔心獨派不予支持。

肆、走出陳水扁的影子 

      但陳水扁的貪污案，就正好成為民進黨有無勇氣和智慧擺脫對臺獨意識型態的依賴，而
以優質的政見及人選重新出發的試金石。 

      陳水扁的司法抗爭策略，基本上是訴求政治迫害、爭取獨派民意同情，迫使民進黨選邊聲
援，來對政府及檢方施壓。陳水扁收受不當政治捐獻並且匯錢國外私人帳戶的行為，不論其動機
如何，都已違反了民進黨的黨紀，並且確實應當受到司法的公正調查。民進黨應當堅持目前的作
法，不以切割的方式迴避掉民進黨作為共犯結構所應承擔的政治與道德責任，並且應時刻提醒政
府在偵辦本案時應尊重人權，而另一方面，民進黨自也應當要對陳水扁的貪污有所是非判斷。獨
派只要求民進黨作為反對黨，應當對於國民黨藉司法整肅異己的作法予以監督、注意，但不可能
要求民進黨包庇陳水扁的貪瀆行為，或是要求民進黨杯葛司法，民進黨對於獨派的主張不要有所
誤判，要明辨其中的人情與義理。雖然陳水扁已經退黨，民進黨基於道義，必須給予一定的關懷
和照顧，但仍應力勸陳水扁及其家人早日認罪。民進黨不必擔心陳水扁組織臺灣獨立黨作政治脫
困，臺灣已沒有第三黨的發展空間，臺灣團結聯盟是前車之鑑，陳水扁縱使有能力籌組，也絕對
無法通過選舉的考驗，而在單一選區制之下，選民更不容許臺灣獨立黨分裂民進黨票源，使國民
黨漁翁得利，而就算第三黨可能攪局，民進黨為了長久的打算，還是應當站穩道德的高度，毋需
在乎一時的輸贏。前臺灣教授協會會長蔡丁貴已指出，臺灣獨立黨是一個運動的黨，不是要跟民
進黨在選舉上競爭的黨。故而民進黨要認清自己的優勢和責任，才能有自信地走出陳水扁的影子
，走自己的路。

伍、民進黨要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崛起，以及轉而以和平發展作為其基本國策之後，兩岸關係開始
和緩，使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成為臺灣生存發展的機會，特別是在美國經濟出現衰退之後。但當
前民進黨的中國大陸政策卻始終顯得消極被動，在積極開放積極管理、獨立與統合間搖擺不定。
以往民進黨政府在兩岸經濟貿易的積極管理上未見成效，主因在於難以抗拒客觀的經濟規律，又
未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建立雙邊的管制與規範機制。在兩岸關係日益密切，中華人民共和
國事實上又為我國的重要經濟夥伴的今天，民進黨必須在中國大陸政策上有更積極的作為，在無
損於臺灣主權與尊嚴的前提下，創造兩岸的和解與和平，尋找出互利與雙贏之道，否則那些與日
俱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所關聯的就業人口以及中國大陸新移民，都不會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民進黨的自決立場有所誤會與疑慮，因而始終要求民進黨廢除〈臺獨
黨綱〉。胥知，今天對於臺灣事實獨立現狀以及臺灣人民自決權利最大的威脅，不是國民黨和中
華民國，而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進黨應當要區辨國民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差異
，與國民黨的政權鬥爭，乃屬於臺灣人民內部矛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鬥爭，才屬於敵我矛盾
。國民黨傾中媚共的兩岸政策，並不足以代表臺灣人民的利益，因而民進黨必須主動扛起責任，
因勢利導，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提出主張，並且實是求是地進行研究與瞭解，其作法包括從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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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黨外交和智庫二軌外交，而其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
人民正確認識民進黨主張的人民自決，是兩岸關係終局決定的必由程序，而在終局決定的末日來
臨之前，民進黨還必須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於同理心地理解到現狀下臺灣追求兩岸關係正常化和
國家正常化的必要性，所以民進黨還應當和中國大陸民間社會廣泛交往、對話，不能像國民黨一
樣只與共產黨權貴官商杯觥交錯。最後，民進黨還應當為臺灣在東亞、兩岸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峽西岸區域經濟整合中所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溝通和提出質疑，以防
止臺灣人民和企業主的利益遭到犧牲。以上這些，我們坦承對國民黨政府不抱期待，民進黨必須
自己來發聲。

陸、期許開出新局

      年底地方選舉，是蔡英文就任民進黨主席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選戰，在基本盤勢不被看
好的情況下，民進黨能否臥薪嘗膽，浴火重生，是眾所矚目的大事。民進黨有一個傳統，平常吵
吵鬧鬧，臨到選舉，便槍口一致對外，所以地方選舉反而是一個促成民進黨團結的轉機，而這也
是以蔡英文為中心的黨中央樹立領導威望的時機。 

      無論如何，國民黨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放門戶，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政策方向，爭
取中國大陸人民旅遊、投資，乃成為兩岸關係改善後臺灣各地方政府最費盡心思的地方。民進黨
過去在兩岸關係上的種種堅持與努力，不是正受到國民黨的破壞，就是由國民黨所收割，因而極
易形成民進黨只會反對，而沒有就兩岸關係提出興革意見或政策論述能力的印象。所以民進黨因
應年底選舉，在兩岸議題上，一定要擺脫廉價的意識型態立場表態，用具體的事實或明確的立場
表達，向人民證明，民進黨是一個有能力創造和平、維護尊嚴，以及值得人民信任的政黨。

作者曾建元為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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