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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總統及立委選舉前夕，利用中央選舉委員會辦了幾場恭聽後，草率宣佈合併投票，縱使
大家認為這都是國民黨機關算盡的結果也難以改變決策。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很簡單，降低投票的
經濟成本又可以縮短選舉所耗費的社會成本，很自然的不會反對；但這樣的結果卻對各黨的選舉
操作產生重大的變化，普遍而言，一般都認同合併選舉對國民黨的優勢較民進黨來得大，分別從
以下幾點論述之。

      首先，就投票率觀點而言，一般學者普遍認為合併投票會使得投票率增加，而投票率的增
加意味著國民黨處於有利之基礎下，因為從過去幾次補選結果看來，低投票率對國民黨都不利，
因此提昇投票率是執政黨的首要目標；個人認為，投票率的差距也同樣必須觀察投票族群的組成
問題，本次因合併選舉之緣故，投票時間定在元月十四日-過年前的最後一個星期，相對降低首投
族與外地工作者的投票意願，而這正好與民進黨的獲票族群相交疊，故比起觀察投票率增加的問
題，年齡層投票率分佈同樣不可忽視，而這點可能是在許多民調訪談過程中無法獲得資訊的。過
去民調內容的問法通常為「若明天就是投票日，會選擇誰？」這樣的問題自然在沒有投票成本的
考量下，選民可以更輕易的表達偏好，這如同許多人認為投票當日天氣晴朗有助於國民黨的選情
，因為國民黨的支持者較不如民進黨的支持者來得有政治參與感，因此觀察選舉情勢決定是否投
票的情形在偏藍選民行為中較為明顯。 

      而本次合併選舉時間設定在農曆過年的前一個星期，根據調查，多數大專院校為期末考剛
結束或是期末考周，而外地就職者也正處於總結算準備過年的忙碌時刻，在隔一週就預備回家過
年的考量下，是否會再刻意回鄉一次做投票的動作結果可想而知。偏偏這樣的族群多數是從南部
北上就業、求學的人，正是民進黨票源的主要族群，個人認為，年輕族群無法返鄉投票是民進黨
在本次合併選舉中非常不利的情形。雖然過去返鄉投票的狀態每年都在產生，但返鄉投票都被出
外者視為返鄉的一個機會，再
加上偏綠選民有較高的政治參與感，1

因此可以在投票行為中與藍營拉開差距，這也是因為偏藍選民對於返鄉投票意願較低的緣故。從
多次的民意調查顯示20～35歲之間的選民對民進黨的支持度較高，根據台灣民意學會發表的民意
調查顯示出，「首投族」在20～29歲的年輕族群中，民進黨所推派的蔡英文支持度為50.9％，領
先馬英九總統的33.6％。2但該族群的選民是否會出來投票是未來得持續關切的議題之一。 

      另外，對於台商返鄉投票的可能性，此次合併選舉時間定在過年前一週，台商號稱連同家
眷有百萬人投票
，國民黨也預估此次合併選舉可
以招集30～45萬台商返鄉投票，3

以投票7成5計算，根據國民黨預估之40萬人約佔投票比例的百分之三，在現階段民調結果部份都
在誤差範圍內的狀況，台商投票意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從投票率來看，合併投票對投票率影響一定可以至少達到總統大選的投票率數字，而加上
選舉時間的安排，根據投票族群的預測走向，顯示出對民進黨較處不利現象，不過實際上投票率
的增長是否表示多出來的都會流向藍營，個人認為並非如此，則利用下述說明討論之。 

有許多人依舊在討論分裂投票的可能性，認為選民會因為過去分立的公民訓練產生制衡的觀念，
使得立委與總統人選形成平衡投票，也有許多人思考對民進黨來說至少可以二取一。但本人認為
，分裂投票在過去幾年的選舉過程中早已不再出現。就歷史脈絡而言，2000年陳水扁先生當選總
統，得票率為39.3％；隔年立委選舉，綠營4

獲得約100席，政黨得票比例約41.2％；藍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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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獲得約115席，政黨得票比例約49.8％。到了2004年陳水扁先生連任總統時，得票率為50.11％
；數月後的第六屆立委選舉，綠營獲得89席，政黨得票比例為35.72％；藍營則獲得114席，政黨
得票比例46.87％。其中不論選舉過程的變動因素，兩次的選舉結果分裂投票的狀態確實產生，但
經過8年的制衡政府，多數選民體會到這樣的分裂情況對國家政策推動造成影響，加上過去8年立
法院的監督過程在媒體上表現普遍觀感不佳，故2008年總統大選得票率與立委政黨票之得票率差
距不到0.5個百分點，分別是謝長廷先生獲得41.55％、馬英九先生獲得58.45％；而政黨票得票比
例為民進黨41.88％、國民黨58.12％。透過上述數字也可觀察出雖相隔兩個月，但立委的選舉還
是對總統選舉形成影響。 

      而2008年所產生的結果經過三年多的觀察，立法院的衝突降低是對選民最直接的感受，加
上許多政策在發表後執行的效率增加都成為選民降低分裂投票的考量，部份對政黨無特別偏好的
選民也就不會刻意做出分裂投票的行為，就連五都選舉都有四都形成同樣效果，高雄市則是藍綠
議員各半，雖然像是台南市第一次議會由民進黨多數席次，但都可持續觀察選民投票行為是否正
在轉變，畢竟選民投票並非一致性的行為，其還受到許多因素及大環境的影響。 

      上述的說明並不是否定分裂投票的產生，只是過去觀察家所期待的合併選舉會形成分裂投
票的可能性並不大，而台灣現階段選舉制度的發展也降低選民有意識的進行分裂投票。台灣當前
狀態藍綠壁壘分明，因為選民對政黨的認知直接性的投射到候選人身上，政黨的形象對候選人的
支持度產生重大影響，也因此未來的選舉上政黨所塑造的印象可謂重要，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會將
參眾議院的選舉視為該屆總統的期中考，就是因為對政黨認同變項的擴大，選民對該參眾議員的
支持意味著對政黨偏好的投射，也最直接影響到該黨總統參選人的選舉結果。台灣同樣走向這樣
的發展
，故與其期待
分裂投票的合併投票並不會
讓此次選舉產生鐘擺效應，只有花車效應6

，選民會評估對國家未來發展的影響，依據當前政黨與候選人的聲勢，多數走向西瓜偎大邊投票
模式。但這項前提並不完全適用於台灣的派系生態，台灣的派系生態是台灣政治特有的產物，以
下觀察國民黨在此次選舉運作中派系所處的地位，以及對選舉的影響。 

有政治觀察家從在地經營程度觀察之，認為國民黨的人脈遠比民進黨強大，選區越小，人脈容易
發揮。區域立委選舉中國民黨的樁腳可以發揮很大的功能，較可彌補因多數選民對執政不滿的選
情。試圖利用區域立委的樁腳順便為該黨總統參選人拉票，形成「小雞抬母雞」的效應，有利國
民黨選戰；7

但民進黨方面則與國民黨相反，支持者多為政治意識的結合，比較關心總統大選，大多數支持民
進黨總統候選人的選民也會支持該黨的立委候選人，形成「母雞帶小雞」的效應，有利於民進黨
。8

若沒有合併選舉的情形出現，馬英九近年來的執政風格被認定會降低地方代表動員的意願，尤其
若是沒有合併選舉，立委選舉在1月結束後，落選的立委將不會有意願在固有的地方為馬英九輔
選；在加上立委席次在此次已達高峰，大家都了解到2012年的選舉結果席次只會減少不可能增加
，不論減多減少對國民黨氣勢都是傷害，連帶直接影響到3月的總統大選。所以在這樣的考量下
，國民黨當然選擇利用合併選舉的形式促使立委不得不幫馬英九抬轎，我們都相信合併投票對國
民黨一定有影響，但影響的效果如何還有待選舉策略的操作。 

      或許，原本國民黨的規劃是利用馬英九的個人魅力拉抬立委選舉熱度，在運用立委動員的
實力鞏固自身政權，但透過此次合併選舉中國民黨內部的黨內初選結果，派系抬頭的狀態逐漸明
朗化，可能與國民黨起初預期的結果有所不同，對於此次合併選舉的初選結果，國民黨或許想利
用黨內初選消除派系候選人，維持清新、高素質的形象，讓國民黨與派系的印象切割趁機扭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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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的傳統形象，但結果卻不如中央所想，接二連三非派系人馬中箭落馬，讓國民黨面對此次選
戰策略重新規劃改變。 

      過去馬英九的執政作為極力與派系切割，與派系的相處狀況不佳，如果要像有些觀察家所
說的形成小雞抬母雞的結果還需要更強而有力的結合，因為派系的影響，過高的投票率反而對原
本固定票數便會獲選的派系候選人而言，在打選戰上執行更加困難，這對以意識形態作為投票意
向的候選人或政黨而言反而有機會成功，所以已有許多研究派系的學者提出合併選舉並不完全對
國民黨有利，相信也是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以台灣的派系生態，對候選人的取向不受政黨束縛的
影響，當然不等同於對同黨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度。故雖然上述從分裂投票的數據計算之，發現到
此次五都選舉造成花車效應的影響、上屆總統大選的政黨票得票比例與總統大選相近，但這都不
代表立委選舉對國民黨可以確切產生小雞抬母雞的功能，尤其在初選結果現況派系得到較多支持
的結果，更使得馬英九的合併選舉出現第一個難題，馬英九總統的行事風格在地方上普遍不討喜
，在2008年選後對派系的打壓也讓派系候選人尚存芥蒂，故在重視派系的選區上，大有存在著投
給自己偏好的派系，卻未投給同黨的總統候選人。9 

      然而，前面幾次補選國民黨之所以失去席次的理由，有部分人士認為是投票率的影響，但
實際上觀察前面幾次補選，大多是由於現任具有派系背景的立法委員離開，而派系資源原本就難
以繼承，在無人繼承使得投票率催不出來的情形下，民進黨藉此獲得席次，而當國民黨部分派系
回到該選區內參選，對於馬英九2012總統大選的影響是否全然是有利，許多學者持保留態度。 

而民進黨的選舉模式大多非打組織戰，在這次五都選舉的結果都可以發現到，利用政黨的光環結
合候選人的形象，造就許多勝選的契機，究竟地方性的動員可以為馬英九聲勢形成何種關係，在
多次選舉下來，動員的困難度從村里長選舉到總統大選都見其困境。 

反而從這裡可以觀察到，過去多次民進黨的勝選關鍵是利用國民黨的分裂，而面對這次國民黨內
部初選結果的紛擾，再加上馬英九團隊過去在地方遺留下的後遺症，難保不會產生合併選舉的反
效果，也就是部分派系候選人顧著自己的選情而對總統輔選興致缺缺。這也就是為什麼馬英九急
徵廖了以接任國民黨秘書長，國民黨也理解到其危機的產生，並試圖修補與地方派系過去所形成
的分裂，由近日來馬英九與吳敦義的互動也可窺一二。現階段合併選舉的發展觀察，在派系與馬
英九的競合下，國民黨是否依舊走回過去的派系老路，妥協於地方派系；抑或拉抬形象，這其中
的落差關係著此次總統大選的結果。 

      綜觀投票率、分裂投票可能性、與地方派系型立委的結果，首先觀察投票率之時，單就數
據看來，選舉時間的設定的確對民進黨造成不利，從首投族與外地工作選民的投票比例到返台投
票的台商比例，使得民進黨在票源的取得上略為縮小，但究竟影響數字為何？因為尚未有相關數
據研究可供印證，故仍舊需要討論。但從首投族的選舉票計算約莫1、2百萬人而言，是選舉結果
的關鍵因素，觀察家及學者普遍同意國民黨與民進黨基本盤均已穩固，各持500多萬的基本選票
，這1、2百萬票也就成為勝選的關鍵因素，而首投族在過去的投票意願是偏低的，又如何確實獲
得該部份的選票？屆時成為選戰策略的一大目標。 

      原本從歷史脈絡推論分裂投票的情形發生可能率降低，如此民進黨難以用最低2取1的底線
作為選戰考量，可是在國民黨地方派系與中央的代溝下，民進黨重要的是未來8個月的策略運作
。如何利用國民黨的派系效應從中獲利，地方立委同樣了解到，派系型的選舉重點在於自己票源
的穩固，而同樣的，這類型候選人的票基本上是固定的，過去原本6成的投票率獲得超過三成即
可得到勝利，但上升的投票率卻未必對地方派系型的國民黨候選人有利，反而中間多出的比例成
為民進黨在派系型選舉中取勝的機會；而在總統候選人的影響上，中研院研究員吳重禮博士曾在
中選會的會議上發表過，馬英九政府雖有執政的優勢，卻也有執政的包袱。雖然部份觀察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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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依舊可能會產生：「雖然我不喜歡國民黨執政，但我更怕民進黨執政。」這是因為國民黨
執政以來雖然稱不上好，但沒有比過去更遭，在理性抉擇下，選民是否願意背負政黨輪替所帶來
未知的風險，端看民進黨在總統選舉過程中給人民怎樣的願景，人民或許不需要在野黨來提醒他
們執政黨做得多爛，他們更需要知道的是在野黨可以比當前執政黨更好。而個人也認為所謂吳博
士所提到的執政包袱同樣具有派系這個論點，過去沒有給派系方便的地方，如今是否會妥協轉而
運用執政優勢讓派系型立委願意共同輔選，也將是國民黨在此次選舉必須抉擇的，就算是想利用
廖了以填補派系困境的黑洞，沒有修正2008年開始所走的路線是無法產生效果的，像是許舒博也
曾公開表示：「不知為誰而戰？」廖了以也多次與張碩文接觸都碰壁，從這些部份都可以觀察到
國民黨要整合地方派系的資源還有更多的策略必須運用。 

      一般觀察此次合併顯然有利於國民黨，這也是國民黨千方百計想要合併選舉的原因，但根
據上述論述，民進黨如果利用從中的矛盾跟差異點，一定可以好好打贏這場選戰。

作者陳世凱為台中市議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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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第五卷第三期。

2.參考至聯合新聞網，＜首投族愛小英
隻持杜馬領先5.9％＞，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2/6334587.shtml 

3.參考至自由時報，＜搶攻台商票 藍選舉算計
綠正面迎戰＞，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08/78/2r58q.html 

4.包含民主進步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合計為綠營立委席次及政黨得票比例，數據參考至中選會2
00年與2001年投票結果，http://117.56.211.222/pdf/B2001005.pdf、
http://117.56.211.222/pdf/B2001006.pdf 

5.包含中國國民黨、親民黨、新黨、建國黨，合計為藍營立委席次及政黨得票比例，數據參考同
上。 

6.俗稱「西瓜偎大邊」 

7.參考至自立晚報新聞網，＜總統
與立委合併選舉的算計＞，
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catid=1&catsid=2&catdid=0&artid=20110323
abcd007。 

8.同上 

9.台灣派系相關學術研究請參考王業立、吳重禮、黃信達等相關學者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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