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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我國第七屆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在區域立委部分，由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改變為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决制後，由選舉結果進行初步的觀察，的確發現在許多方面與過去有相當

程度的影響差異。對於從事選舉與地方派系的研究者而言，選制的改變對於政黨及黨內地方

派系生態所帶來的影響為何，無疑是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本研究計畫嘗詴從整合的面向

思考，以台中縣作為研究標的，首先，就制度層面而言，意欲觀察新的選制變革對於政黨內

地方生態的影響，新制度主義可能可以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觀察依循。透過對於制度的變動

影響研究，以及採取訪談相關重要人士的質性研究途徑，以觀察瞭解實際形成的非正式制度

規範，應當是觀察切入的一個適宜方向。因此，對於此次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過程中，地方

派系的相對應選制作法（例如紅黑派互換樁腳）等進行深度訪談，以求對於派系實際應對選

舉制度變革的作法有一個初步全貌的瞭解。其次，對於推論與質性訪談的結果，如何可能作

為派系區辨以及得票和動員能力估算的區劃基礎，進一步使吾人得以嘗詴從整體或個體的選

舉得票變化面向上，以量化數據來進行推論輔證，進而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觀察研究結果，

這亦是本文將所要嘗詴探討的目標。於此，擬透過對於過去「動員能量」的選票票櫃分析法

再修正後來嘗詴印證訪談結果，以及學界選前的相關選制影響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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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內容 

（一）前言 

民主制度的多元化特質，會使得國家內部政治運作過程呈現動態化與多元的豐富面貌。

而政治體系中所存在的政治生態樣貌，會隨著時間的遞延、外環境的改變或內部行為者的變

動而產生改變。台灣的地方政治生態，因為解嚴的政治大環境變動，而經歷過了相當程度的

改變，也使得地方政治的研究興起。在當代台灣地方政治生態的發展與沿革之研究中，自然

成為台灣地方政治生態研究者所關注的重要對象之一。 

 

從我國第七屆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在區域立委部分，由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with multimember-district system；SNTV-MMD）改變為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决制（plurality with single-member district system；plurality-SMD）

後，透過選舉結果進行初步的觀察，的確發現在許多方面與過去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差異。對

於從事選舉與地方派系的研究者而言，選制的改變對於政黨及黨內地方派系生態所帶來的影

響為何、地方派系的相對應選制作法（例如派系互換樁腳）等，無疑是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議

題。 

 

（二）研究目的 

我國第七屆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在區域立委部分，由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改變為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加上立委總席次縮減為 113 席，從選舉結果來看，初步的觀察的確

可以發現在許多方面與過去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差異。 

 

對於從事選舉與地方派系的研究者而言，選制的改變對於政黨及黨內地方派系生態所帶

來的影響為何，無疑是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而台中縣作為一個具有明顯地方派系的縣市，

選舉的制度改變，對於現存的紅黑兩大派系甚至民進黨內派系所產生的影響如何？從選舉結

果來看，立委席次減半之後的五席中，泛藍大獲全勝，民進黨全數落選。嚴格來說如果要將

單一選區選舉結果單純的歸因為選制本身不利於小黨，似乎太過單純化，因為這其中既有派

系的重新整合1，候選人投入參選區域調整（離開自己主要選票區），也有政間的對壘整合與

提名策略互動，才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因此，本研究嘗詴從整合的面向思考，以台中縣作為

觀察標的，常識針對選制影響相關議題進行研究觀察，希望能夠從嘗詴中觀察出第七屆立委

選舉中，派系候選人選票變動以及整合交換的軌跡，或許能夠得到寶貴資料，來對於學界相

關推論有所印證，並提出相關研究建議以供學界參考；並且，作為新選制下派系實力評估的

嘗詴，對於研究過程實際遭遇的困難與研究限制，亦提出說明，冀望獲得重視以尋求解決之

道。 

 

 

                                                 
1
 此次地方間盛傳紅黑派系整合順利，並且進行派系間樁腳互換成功，而得以大獲全勝。 



（三）文獻探討 

在台中縣的地方政治特色上，早期的地方派系是依附在國民黨下生存發展，但是到了解

嚴之後，國民黨對地方派系的控制力減弱，派系在李登輝總統執政之後，派系的合作與發展

更逐漸擺脫國民黨的控制，並且在 1999 年，民進黨廖永來打破長期紅黑對立輪政的競爭態勢

當選第十四屆台中縣長後，逐漸不再單一支持國民黨，而是轉變為以派系為勝選考量下的與

政黨非正式結盟型態，甚至是派內山頭有各自運作空間，各自依議題相互間或與對外結盟的

情形。因此，對於台中縣地方派系的描述說明，主要重點對以紅黑派系實際發展（選舉公職

政治版圖）及結盟狀況為主軸說明。 

 

至於民進黨派系部分，由於民進黨自身的發展軌跡之故，所以，對民進黨而言，派系是

中央型派系，有別於一般適用於傳統地方派系的定義，故在此並不詴圖說明民進黨派系的淵

源發展，2而僅說明相關民進黨全國型派系在台中縣的實力分佈情形。雖然各派系在台中縣縣

長選舉時，通常多能協調達成統一支持民進黨候選人的情況，但是，在牽涉更時在的派系版

圖的立委選舉或縣議員選舉時，則派系間相爭衝突情形變會明顯。由於在新選制下，每個區

域立委選區只能有一人當選，所以，也有必要觀察民進黨各派系實力的消長以作為本文研究

主題的輔助。3
 

 

1.紅派與黑派 

台中縣地方政治，長期由紅黑兩派輪流執政，如果紅派擔任議長、黑派擔任縣長，反之

亦然；1997 年民進黨新潮流系的廖永來取得第十三屆縣長寶座，改變了派系原本的默契。在

此之前，其它政黨甚至是在取得省議會副議長的楊文欣，楊家的勢力還不足以拿下紅黑兩派

政治版圖，只得選擇與其結盟。 

 

自林鶴年創始紅派後，雖然曾經與當時同樣屬紅派省議員蔡鴻文，形成為大紅(蔡)與小

紅(林)，但最後是由蔡鴻文取得實質領導權。劉松藩為蔡鴻文之後的接班人，紅派聲勢，在

劉松藩當選立法院長後達到顛峰；而在爆發廣三超貸案、劉松藩二度競選立院龍頭寶座失利

後，劉松藩轉向支持甚至最後加入親民黨，也形成紅派分成國民黨體系與親民黨體系，雖然

實質上紅派有不同領導核心，但遇上選舉，紅派派系動員還是具有一定的整合效果。官司纏

身的劉松藩淡出政治，第十二屆縣長紅派的廖了以，儼成為派系新一代領導者。紅派聲勢在

第十三屆縣長選舉，民進黨新潮流系立委廖永來當選縣長後大大受挫，廖了以聲勢大弱，近

年來立法委員劉銓忠相當活躍，頗有接班之勢。然而紅派還是掌握台中縣金融體系，農會至

                                                 
2
 相關民進黨派系的起源與發展討論可參見鄭明德，2003，《民進黨派系政治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

術研究所博士論文。 
3
 以下相關台中縣地方派系的描述與討論參見王業立、黃信達，1997，〈地方派系動員效果之研究：以台中縣市

為例〉，「台灣地方自治實施之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由東海大學政治系地方自治研究中心與台中市議會主

辦），頁 18-20；游光明，1993，《台中縣地方派系權力結構轉變與運作》，台北：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蔡春木，1992，《地方派系對府會關係影響之研究：以台中縣為例》，台中：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頁 58-75。楊英杰，1996，《從聯盟理論看地方派系的互動：以八十三年議長選舉為例》，台中：東海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7-80。廖忠俊，1997，《台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台北：允晨文化，頁

52。洪春木，1996，〈台中縣：林陳恩怨如過往，第三勢力成氣候〉，收錄於張昆山、黃政雄主編，《地方派系與

台灣政治》，台北：聯合報社，頁 145-147。 



今大半為紅派天下。4
 

黑派自陳水潭創立後，領導權經過省議員的陳林雪霞、李卿雲遞嬗後，派系原則上是由

其子李子駸繼任，唯李子駸與第三勢力楊天生接近後，黑派領導系統產生了混亂。陳庚金雖

自封為黑派大老，然而疏於經營地方，影響有限。至於另一黑派領導人物張文儀，熱衷經商

甚於政治，在牽扯廣三案後更是低調。黑派另一重要人物顏清標，當選第十、第十一屆省議

員，及第十四屆台中縣議員旋即坐上議長寶座。從沙鹿地區的埔子里長、縣議員、省議員到

台中縣議會議長，崛起迅速。87 年底大甲鎮瀾宮董事長改選之爭，被兩路人馬共推出任董事

長，頗有黑派領導人之姿，黑派縣長黃仲生從梧棲鎮農會總幹事躍上縣長寶座，顏清標的支

持亦是關鍵。因案羈押的顏清標獄中參選立委成功，黑派勢力是否會因黃顏二人而重振，仍

是值得觀察的。 

 

台中縣紅黑兩派的起落，無異是一部地方自治史。在派系領導人上，一般地方上有所謂

「紅派傳賢不傳子，黑派傳子不傳賢」的說法，但是如果從後期派系的運作與變遷上來看，

顯然紅派、黑派均已經沒有一個明確且為派系內成員共同承認的領導人，取而代之的是派系

內各山頭林立，各山頭領導人對整個派系相對影響力的變化，則依其在政壇上的「成就」起

伏變化，與其說現在派系有領導人，倒不如說，該派系在某一時期名義上的「共主」是誰。 

 

在派系間運作互動上，雖然從 1951 年第一屆縣長選舉開始，紅、黑兩派系在地方上的

對抗制衡從來沒有停過，然而依侍的卻都是國民黨，因此在國民黨刻意安排下，在縣長職務

上，紅黑輪流執政。輪流執政在紅派廖了以擔任縣長時依靠強大實力打破慣例，紅派、黑派

產生衝突對抗。因此，民進黨廖永來得以趁隙擊敗十三屆紅派或黑派的候選人而打破國民黨

壟斷縣長的情況。第十四屆紅黑派在體認現實後，達成再度合作，重新取回縣長寶座，並且

第十五屆延續著紅黑合作，黃仲生再度連任縣長職位。因此，從這樣的歷程可以明顯的看出

來，過去紅黑派系互動是因為恩庇主（國民黨）的安排下，平和的互動，在近年則是基於現

實實力無法獨立贏得縣長選舉考量下「和平共榮」。政治上紅黑的互動過程中的衝突分合，以

及過去在經濟上依侍政治實力分配資源，在國民黨一黨獨大不再與政治大環境轉變後有了轉

變，這些都讓第三勢力楊天生挾其豐沛資金，有了左右逢源的介入空間。5而廣三集團總裁曾

正仁，更是同時挹注資金於紅黑之間，與劉松藩(紅)、張文儀(黑)生意上互有往來，更成為台

中縣地方派系的大金脈。因此，派系不再單純依賴恩庇主所提供資源維持給養，原有的資源

來源也因為時空環境變化而不在能提供足夠資源，派系山頭因而在資源上必頇自行開拓財

源，因此先是財團的挹注結合，在財團實力不再時，則尋求其他資源來源，例如地區發展協

會等。 

 

                                                 
4
 蔡春木在其論文中，對於 92 年台中縣地方派系在農會中的席次與角色有詳盡分析。蔡春木，1992，《地方派

系對府會關係影響之研究：以台中縣為例》，台中：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頁 63-66。 
5
 楊天生第三勢力應可視為財團介入政治的標準範例。長億集團與紅派關係，因劉松藩而密切。從 1984 年楊家

開始投入政治，楊文欣為參選副省議長，不惜違紀；爾後因為財團利益上的考量，楊家在地方上與紅黑關係密

切，左右逢源，而且楊文欣在精省後，更是成功轉戰立委。然而隨著精省權勢大失，昔日省議長劉炳偉因案走

避國外，身為省議會副議長的楊文欣，2001 年底的立委選舉，更是低空掠過安全門檻，第三勢力楊家，隨著長

億集團的資金營運狀況不良，在台中縣影響力愈來愈不明顯，而楊天生第六屆重新投入選舉失利，也使得台中

縣所謂的第三勢力成為昨日黃花。 



至此，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後，政治新形勢已對傳統地方派系產生一定衝擊。

在面對新政治社會與社會政治經濟關係大為變異的環境下，傳統地方派系已產生若干解構性

的變化。（趙永茂與黃瓊文，2000，頁 166）台中縣地方派系，作為台灣地方派系的一環，也

不例外，在解嚴前，地方派系可說是與國民黨的「一黨威權政體」（One-Party Authoritarian 

Regime）共生：國民黨透過體制內恩庇系統(Patronage System)的政治、經濟利益、交換地方

派系的忠誠與支持、（謝敏捷、吳芳銘、劉兆隆，1994，頁 73）經由地方選舉與地方自治制

度的設計，建立菁英正式分享政治權力的制度化管道，以強化國民黨政權統治的正當性。（黃

德福，1990，頁 84；吳乃德，1993，頁 33；趙永茂，1997，頁 239；王業立，1998，頁 78。）

但在解嚴以後這十幾年來，隨著威權體制的解構與民主轉型，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之間的結盟

關係型態，由原來垂直式的「恩庇－侍從關係」(Patronage Client Relationship)，（陳明通，1995，

頁 4-10）逐漸轉變為 「擬似水平二元結盟關係」，（吳芳銘，1996，頁 103-110）而國民黨刻

意在地方建立的雙派系平衡關係也因新政黨的形成促使各地方派系紛紛向各政黨靠攏而形成

派系政黨化的傾斜。第十二屆到第十五屆台中縣長的選舉、便是一個良好例證，國民黨從「下

轄」紅黑派轉變為「協調」紅黑派維持在台中縣的「執政黨」地位；同時立委第五屆到第六

屆的選舉，也看出此期間的派系內變化，紅派派系內成員間地位開始出現水平化，而黑派則

在顏清標的影響下出現「少康中興」的情形，其實力從國民黨在第七屆立委第二選區「禮讓」

便可以看出其實力。 

 

2.民進黨派系在台中縣 

民進黨內的派系，因為屬於全國性，所以台中縣也沿襲了原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素來不

合的「傳統」，6而在台中縣，原美麗島系主要支柱僅林豐喜一人，其由潭子鄉代表到縣議員，

其後連任 1995、1998、2001 三屆立委，憑藉的不僅是派系力量，而更主要是個人的基層經營，

可以視為原美麗島系在台中縣重要的領導人。就民進黨的角度，除縣長職務，立委席次的佔

有率是觀察派系版圖的最主要場域。民進黨在台中縣一般而言約有四席的佔有率，其中新潮

流系多數時候佔三席，原美麗島系佔有一席，例如第五屆立委分別是新系邱太三、郭俊銘和

簡肇棟，另一席為林豐喜，故一般有「弱美系強新系」的印象。2004 年第六屆立委林豐喜由

於規劃參選縣長，放棄參選立委轉而支持吳富貴參選，吳富貴的順利當選，算是穩住林豐喜

系統的原有勢力版圖。7但是 2005 年的縣長黨內初選，林豐喜與新系邱太三競爭激烈，因在

有爭議的民調中林豐喜落敗，8喪失參選縣長機會，也引起他及其服務處主任雙雙辭去任務型

國代職務，林豐喜現擔任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執行長，原有掌握的行政資源也因新系入

主民進黨台中縣黨部而進一步衰減。 

                                                 
6
 A.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的衝突可以追溯到黨外時期，參見鄭明德論文，同註 23，頁 52-56。而地方上則是除了理

念路線爭議外，還有選舉恩怨的積累。B.就民進黨的全國性派系而言，美麗島系約在 1998 年左右，因第七屆黨

主席爭議使張俊宏與許信良決裂，從此美麗島系分成張俊宏為首的新動力與親許信良的新動力二支，而後因雙

方人員在後續選舉中多未能當選，也使新動力與新世紀勢衰，原美麗島系形同「消滅」。以現在觀點相對將之稱

為「原美麗島系」或「舊美麗島系」。參見鄭明德論文，2003，頁 62-63。 
7
 吳富貴原系出台中縣新潮流系但是與新系漸遠，2004 年總統大選前後，轉而與原美系新動力的林豐喜等所組

成的綠色友誼連線的配合，因此，參選立委獲得林豐喜大力支持，現任綠色友誼連線會長。其屬於地方政治家

族型，其弟現任縣議員。 
8民進黨黨內初選到最後階段的三家民調訪問過程中，因其中一家發生電腦當機事件，林豐喜要求三家重做，中

央卻僅同意只做一家，爭執不下，民進黨最後決定只重做一家民調，結果林豐喜敗陣，演變成林豐喜率數百支

持者到中央黨部靜坐抗議並其服務處主任林純美雙雙辭去任務型國代。 



在 1997 年後原本以廖永來為首的台中縣新潮流系，在 2001 年縣長選舉失利後一時群龍

無首，組織似乎出現鬆動的情形，新潮流系在 2001 年底的立委選舉後期，票源重疊情形下各

行其事，利錦祥為邱太三輔選，9郭俊銘單打獨鬥，悲情訴求衝出最高票。然而卻也種下新潮

流系大選結束後選將之間的心結。呈現分裂之勢的新系人馬，部份轉至彰化翁金珠旗下；而

縣內三位五屆新系立委則各自有各自的系統，邱太三與廖永來仍為一脈，郭俊銘立委則屬於

中央系統，而簡肇棟立委則與台中縣第三勢力為一脈。相對於原美系的勢力變動，新潮流系

在邱太三於第五屆立委任期內轉任陸委會主委後，在第六屆立委新系的蔡其昌雖然接下邱太

三的棒子而當選，但簡肇棟卻告落選，使新系整體勢力在台中縣明顯受挫；相對的屬於福利

國中謝長廷系統的謝欣霓也攻占一席；新系由原來的一派獨大，變成和其他派系平分秋色的

局面。 

 

（四）研究方法 

面對我國第七屆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在區域立委部分（占總席次的 64.6%），由 SNTV-MMD

改變為 plurality-SMD後，對於地方政治生態的影響此一研究課題上，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制

度面上所造成的新舊制度差異改變，以及面對這些變動，制度中的行為者（政黨、派系、候

選人）有哪些可能的選擇與因應方式，又這些相應策略哪些被選擇了，以及效果如何？例如

我們都知道選制可能存在政黨超額分紅（seats bonus）這種選票與席次不一定同步的現象存

在，又例如因為選區重劃後，面臨單一選區條件下，同黨派系間是否會協調？甚至同黨不同

派系間交換樁腳的情形是否發生？ 

 

首先，藉由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進行初步的觀察，我們的確可以發現新的立委選制

對於地方政治生態與過去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差異。回顧在相關被論及可能的影響面向上，諸

如政黨為因應新選制所採取提名策略的改變、地方黨部組織未來是否應朝向立委選區化調

整、立委是否可能兼任地區黨部主委、派系因應選制改變可能的生態改變影響，例如派系結

構的重組、派系立委形成「選區諸侯」、甚至派系就此式微或更形坐大、派系轉型成山頭化等

等，都曾經被不同的研究者所提及。接下來，便是透過實際選舉結果來印證何種策略事實上

被選擇，使吾人得以嘗詴從整體或個體的選舉得票變化面向上，以量化數據來進行推論輔證，

進而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觀察研究結果。10 

 

我們嘗詴先初步釐清哪些人為派系候選人，以及哪些村里是那個派系或派系候選人的

「地盤」，其次，以歷年選舉資料（原則上取 2-3 屆，第四屆以前環境變項差異太大），取村

里作為基本分析單位（由於投票所實際涵蓋範圍在每次選舉中，其分劃方式變動過大，以村

里為分析單位則相對較為穩定），針對歷次立委選舉進行得票百分比變動分析，則可以得到該

候選人得票的變動情形。這些村里，依照第七屆選舉區可再分為選區內與選區外，原則上依

照第七屆選區來劃分即可。以此種資料呈現可以容許我們觀察候選人以新選區而言，選票是

                                                 
9
 利錦祥曾任第三屆國代，有中縣新系教父級的操盤手之稱。 

10
 在此，對於面臨可能頇運用村里或投開票所為單位之開票結果，來推論選民之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

投票穩定度（electoral stability）、族群投票（ethnic voting）、黨派之票源地盤（geographical voting base）等等投

票行為的研究時，另外一個常用的可行方法是區位推論分析（Ecological Inference Analysis）或稱「跨層次推論」

（cross-level inference），相關理論與應用可以參考黃紀 2005，黃紀、吳重禮(2000,2003)；黃信豪(2007)；Heinz Eulau 

(1996), Michael T. Hannan (1991), Gary King, Ori Rosen, and Martin Tanner, eds. (2004) 



否集中未來投身的選區中或分散在各選區，而觀察候選人的新選區抉擇以及交換樁腳的能力。 

 

最後，比較各屆間的某村里得票變化量，如果變動並不顯著，則顯示該候選人或派系在

該村里得票是穩定的，因此，理論上篩選出這些得票穩定的村里，相對的對照第七屆該村里

的得票情形，便可以一定程度的知道選票是否移轉成功。如果是，則地方黨部組織未來是否

應朝向立委選區化調整、立委是否可能兼任地區黨部主委、派系因應選制改變可能的生態改

變影響，例如派系結構的重組、派系立委形成「選區諸侯」、甚至派系就此式微或更形坐大、

派系轉型成山頭化等等問題，就更有可能發生，而一旦第八屆立委也仍然穩定，可能就能夠

進一步的被更加證實。 

 

（五）結果與討論 

透過對於台中縣既有地方派系的粗略檢視，以及第 7 屆立委選舉對現有政治生態的影響

的討論後，新的選制可能對於現存台中縣地方派系的產生影響。基本上我們可以發現，新的

選制在第七屆立法委員對台中縣地方派系的影響，在政黨政治的層面上，透過票櫃分析結果，

我們可以發現所有選區的選票主要都是集中在兩個主要候選人身上，且多形成國民黨與民進

黨競爭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將可能有助於形成兩黨政治的形成。另外，我們可以觀察到

在台中縣，參選的候選人幾乎都傾向是政黨提名。但是仍有第二選區候選人並使不使用或參

與政黨提名，維持無黨籍身份，與其選票背景接近的政黨（國親）亦基於其派系合作關係，

在該選區未提名候選人，以表示「禮讓」，這也顯示政黨在地方基層選舉中，仍然需要和地方

派系取得一定「平衡」，選制變革對政黨政治的提升效果，未必全然馬上全部就能實現，這也

應屬正常。 

 

其次，在未來，我們也不排除未來候選人的競爭，將會是在黨內初選。但是，對於國民

黨而言，在台中縣立委提名的部分，究竟是政黨主導還是派系實際擁有決定權，國民黨只是

被迫提名仍有待觀察。第三，從地方派系生存的角度來看，地方派系能否持續生存發展，新

的選制影響應該是很關鍵的。透過票櫃分析比較歷年與第七屆選舉的結果，從第七屆立委選

舉看來，新的選制對於擁有地方派系支持或身份的候選人是相對有優勢的，在趨向兩黨政治

的情況下，以台中縣現有紅黑派系而言，如果派系自身能夠有效整合，並處理因為鄉、鎮、

市民代表與鄉、鎮、市長舞台失去後的派系基層出路問題，則便能在未來的選舉上握有「交

換資源」。 

 

但不論地方派系未來如何發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新的選制下立法委員、市議員應

該也不得不更加的重視選區服務與回應選民的需求，選區重劃與派系地盤勢必會受到縣市合

併後出現迴然不同的發展趨勢。大台中的地方政治生態在經歷立委選制變革與縣市合併改制

所激起的漣漪現象，這些現象及其後續的影響，也都值的學界投注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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