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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台灣過去四十年來，在政權與地方派系相伴相生下，屢

見派系透過選舉買票而當選。因此，民間流傳：「選舉無師

傅，用錢買就有」的選舉俗諺，卻也道出選舉政治與黑金政

治的關聯，在地方派系與黑金勢力緊密的結合下，經由長期

的經營，壟斷瓜分地方公共資源，使整個社會付出慘痛的代

價。政府雖曾多次執行掃黑查賄行動，表面上似乎有成效，

但隨社會之發展變遷，黑道常透過政治資源，以合法公司為

掩護，以幫派勢力為後盾，使得犯罪狀況，有集團化、幫派

化、甚至組織化的趨向，已經成為妨害民主政治健全發展的

惡瘤。 

 

台灣地區的選舉運作以地方派系為主，而選戰的勝選，

並非全靠候選人的形象與文宣，也需仰賴地方樁脚與賄選。

為了確保賄選之成功報酬率，援引進幫派勢力進行護盤，確

為一相當有效之手段，使得基層政權逐漸出現黑社會化，在

黑道勾結政客甚至介入各項選舉，企圖藉政治權位，干預司

法，以利其逃避治安單位取締及從事特定經濟活動的保護

傘，此種共生關係的發展，使地方派系與幫派組合間之界線

逐漸模糊，而達到「權」、「錢」、「拳」三者相互共生的關係，

嚴重影響民主政治之正常運作，所以要如何根絕賄選及黑金

政治，乃當務之急。 

 

【關鍵詞】：地方派系、黑道、黑金政治、選舉、樁脚、賄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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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過去四十年來，在政權與地方派系相伴相生下，屢見派

系透過選舉買票而當選。因此，民間流傳：「選舉無師傅，用錢

買就有」的選舉俗諺，卻也道出選舉政治與黑金政治的關聯，在

地方派系與黑金勢力緊密的結合下，經由長期的經營，壟斷瓜分

地方公共資源，使整個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政府雖曾多次執行

掃黑查賄行動，表面上似乎有成效，但隨社會之發展變遷，黑道

常透過政治資源，以合法公司為掩護，以幫派勢力為後盾，使得

犯罪狀況，有集團化、幫派化、甚至組織化的趨向，已經成為妨

害民主政治健全發展的惡瘤。 

 

法務部於民國八十三年，在台灣省各縣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

後發布：全省 858 名新科縣市議員中，有參加過幫派、管訓紀錄

及一般刑案前科者共 300 人，占 35﹪，其中曾參加過幫派、有過

管訓等紀錄者共 63 人，占 7.3﹪，包括有 28 人曾被提報流氓及

22 人有暴力型犯罪紀錄，黑道滲入地方政治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1臺灣在過去十年中，如何掃除黑金政治已被認定為最重要的事務

之一，有關黑金政治指的是組織犯罪及金錢影響政治的正常運

作，乃黑道及派系影響政治的運作，妨害政府為全民服務的機

會，使政治成為組織犯罪或派系的利益工具。世界各國都有黑

                                        
1趙永茂，《台灣地區黑道與選舉之關係》。台北：革命實踐研究院，民 83，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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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有以財富影響政治的現象，但是像台灣這般黑金堂堂進入

國會擔任立委，或把鄉鎮市長、縣市議員當作漂白身份的利器，

普遍危害社會治安，影響國家發展，卻是世界少有的現象。 

 

環顧國內政經環境從民國七十五年解嚴及開放報禁、黨禁，

八十七年凍省，八十九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九十三年第十一屆

總統大選，藍、綠兩大陣營的對決，造成台灣地方派系、政黨政

治，有相當的洗牌及結構性重組。台灣的政治在七０年代之後，

地方金牛及黑道參與政治和介入選舉，賄選風氣日益嚴重，造成

選舉經費逐年增加，黑道橫行暴力介入，金權政治瀰漫，使人民

深惡痛絕，而思改革之心，長久以來，地方派系成員的結合，即

以追求「利益」為目的，而為了鞏固「利益分配」的參與權，選

舉已成為派系成員最重要的活動。研究者服務於台中巿警察局，

目賭台中市地方派系造成政治生態的改變，在這塊鄉土含情的土

地上自將關注著未來台中巿的政治發展，乃興起對台中巿地方派

系與黑金政治發展關係之研究，並以台中市為案例分析。本研究

動機欲藉由探討台中巿現存環境中的地方派系及其運作，擬從過

去地方派系的形成與發展，有無結合財團、黑道介入市政，並對

其與各項選舉的結果做一關聯性探討。 

 

貳、研究問題與目的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地區的選舉運作以地方派系為主，

而選戰的勝選，並非全靠候選人的形象與文宣，也需仰賴地方樁

脚與賄選。為了確保賄選之成功報酬率，援引進幫派勢力進行護

盤，確為一相當有效之手段，使得基層政權逐漸出現黑社會化，

黑白兩道正式成為利益共同體，黑道藉由地方派系所掌握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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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以合法掩護非法產生一種「黑色經濟」，從事走私槍械、販

賣毒品、經營色情行業、地下錢莊、大型賭場或簽注站、工程圍

標、房地產業等以牟取暴利。另黑道勾結政客甚至介入各項選舉，

企圖藉政治權位，干預司法，以利其逃避治安單位取締及從事特

定經濟活動的保護傘，此種共生關係的發展，使地方派系與幫派

組合間之界線逐漸模糊，而達到「權」、「錢」、「拳」三者相互共

生的關係，嚴重影響民主政治之正常發展。2 

 

台灣社會日趨多元化，國內政治與經濟局勢正在急速變動

中，其中「樁腳政治」或「仲介政治」及在地方選舉經費高漲之

情形下，造成黑道及財團有機可乘，使得黑金介入政治。而政客

與財團、黑道的結合，則可透過財團獲得賄款運作買票，影響選

舉，左右地方政治，藉由民選民意代表及地方行政首長的關係，

壓迫及收買相關行政官員，終致達到保護自己特權和利益的目

的。
3 

 

因此，本文試圖以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之關係為主題，並以

台中巿為例，期能作深入之探討研究以下問題： 

一、 地方派系與黑金關係如何發展？ 

二、 地方派系與黑金在選舉如何進行合作？ 

三、 地方派系與黑金如何介入政府機關並影響政治運作？  
「掃除黑金」係陳水扁 2000 年得以當選總統的重要政見，

2004 年總統選舉綠陣營再度打出不能讓黑金復辟的口號，在其邏

輯中，藍陣營似乎就是所謂「黑金的代表」；然其競選對手連戰則

質疑黑金係「現在進行式」，且既然扁已經執政四年，就應為目前

                                        
2許福生，〈鄭太吉殺人案之省思〉，向陽基全會網頁，

(http://www.tosun.org.tw/Database/Data/%BEG%A4%D3%A6N%B1%FE%A4H%AE%D7.htm)。 
3趙永茂，《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台北：翰蘆，民 91.12，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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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猖獗負完全責任。雙方唇槍舌戰，選民看得目瞪口呆。4另在

九十三年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黑金賄選企圖影響選舉結果的

案件，在檢警調單位持續而嚴格的查察賄選下，最高檢察署表示，

迄競選活動日止，檢察機關分案偵辦的賄選相關案件已達五千五

百六十八件，其中一百廿三件是選舉暴力案，被告近五千五百人，

已起訴卅七件賄選案、一百四十九人，對照九十年第五屆立委選

舉，共受理檢舉案三千四百零五件，及選前起訴三十六件賄選案，

都創歷來立委選舉新高；唯一被起訴的候選人是尋求連任的嘉義

縣立委何金松，被起訴者有五十二人是樁腳。如此嚴重的賄聲賄

影，也引發社會大眾對於民進黨要消滅黑金政治的政策產生懷

疑。
5 

 

綜上所述，本研究試圖從地方派系是否有結合黑道、財團進

行政治分贓的角度來分析探討，思考如何根絕賄選及黑金政治，

並試圖找尋有效的方法，研提具體的對策。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如

下： 

 

一、 地方派系、黑金、選舉三者之間的關係為何。 

二、派系在政治運作上有無介入政府機關；其介入程度為何。 

三、 地方派系與黑金有無在選舉時進行合作，選舉與政治如何

擺脫地方派系的陰影，改進選舉制度，以杜絕黑金政治。 

 
 
 
 

                                        
4
謝立功，〈擺脫黑金陰影，迎接陽光政治〉，《中華日報》，民 93.02.07，版 3。 

5蘇永耀、楊國文，〈起訴 149 人，賄選案創新高〉，自由時報電子新聞網，93.12.11，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dec/11/today-file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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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質化研究法(qualitative method)，質化研究

的優點是在自然情境下進行，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直接接

觸，以瞭解研究對象且掌握研究的脈絡，而非量化想控制現

象，易造成人為主觀的誤差；就研究者分析的技巧上，係著重

於蒐集資料內容的分析，較量化的研究者更能融入研究的環

境。有關研究地方派系的結果，我們很難用數字來充分解釋觀

察到的現象。因之，質化研究的表達方式更能呈現研究的真

質；但為彌補質化研究的不足，在資料蒐集方法上，本研究將

採多方面的蒐集資料方式；也將量化資料納入研究觀察，俾使

研究解釋不致造成主觀的迷失。 

 

本研究探討之問題，藉由蒐集文獻資料及現狀分析，擬定

研究範圍及方向，將採用下列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是利用既有官方文獻、專書論文、期刋、相關法令

規章、報章、回憶錄等資料，深入分析探討，以印證事實。 

 

二、次級資料分析法 
 

社會科學的研究法中，有關次級資料的分析多數是運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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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蒐集資料而得的研究發現，蓋經由設計不同研究目的而加以

分析，而該次級資料(secondary data)又稱為第二手資料。在社

會科學中，次級資料有著豐富的知識傳統。韋伯(Max Webet)
研究早期基督新教的正式意識型態和其他歷史文件，來駁斥馬

克思的分析，並指出社會政治行為的影響力來源，是由宗教而

非經濟因素來決定。因此，社會學家常採用其他研究者或機構

所蒐集的資料，用在與原先蒐集資料不同意圖的研究目的上。6 

 

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的結合主要的場域在選舉，因此 2004
年第六屆立法委員選後台中巿政治生態是否有變遷？本研究

將運用中央選舉委員會所提供之官方選舉統計資料作為分析

之依據，並且以圖表歸納整理之各項選舉，包括立法委員、市

長、巿議員中各政黨、派系得票率。 

 

三、深度訪談法(depth interview） 

 

有關深度訪談最主要的功能是在彌補文獻分析所無法補足

的資料，透過深度訪談法進行長時間和深入的探討研究問題，

使研究者較能掌握問題的面向，也可以藉由其豐富的論述內容

推敲受訪者的邏輯思考，以及背後隱含言語或行動的意義，並

且判斷其談話的可靠性。
7針對研究題目深入剖析設計問題，專

訪較具代表性的地方派系人物（包含領導、重要幹部、基層樁

腳），媒體記者及警察保防系統人員。 

 

訪 談 基 本 上 採 取 標 準 化 開 放 式 訪 談 (standardized 
                                        
6潘明宏、陳志瑋譯，C.Frankfort-Nachmias、David Nachmias 著《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

韋伯，民 93.2，頁 375 
7 吳芳銘，〈地方派系的結盟與分化變遷之研究：以嘉義縣和高雄縣為例〉，碩士論文，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民 85，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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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ended interview)，其特性是，訪問者或研究者於訪問前，

先行擬定訪問問題，並排定順序及說明詞句意義，使每一受訪

者基本上都被詢問相同問題，問卷詞語以圓轉緩和為原則，而

受訪者回答問題係以開放式的空間呈現，此法的優點為可精確

掌握問題的可靠性和比較性，所蒐集到的資料較完整，並可降

低訪談者效應及偏差。  

 

在訪談的實際執行上，會採行較為彈性的作法。基本上有

相同的或標準化的問題或議題，並輔以該受訪人士的特質或其

所處環境(如地方派系)而增減相關問題，以增強訪問的效率和

效果，也可減低受訪者的排斥感。此外，有一些寶貴的資料在

閒聊中，非正式的會話中流露出來，也密切注意。每次訪談前

先和受訪者聯絡好，確定行程、人物，安排好各項拜訪中注意

應有的訪問技巧，回去後整理資料、歸納解讀訪談內容，並檢

討訪談的進度和內容，而且將訪問的時間、地點、對象、特殊

的觀察印象、重要過程記錄下來，以作為輔助研判及下一階段

訪問的重要參考。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係針對台中巿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之相互關係，提出

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如何結合影響政府政策之假設，研究地方派

系起源與現況，深入了解派系在選舉中如何運用黑金動員能力與

影響；研究地方派系與政府推動政策之關係；另在政黨政治運作

之下，研究地方派系之未來及其發展。 

 

本研究是依據派系等相關文獻之理論為分析架構之立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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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針對台中巿地方派系之演進，探討政黨與地方派系的運作如

何利用黑金介入選舉，漸而影響政府政策進而奪取政治、經濟利

益。透過以上資料蒐集與分析，設計本研究架構如圖 1-1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說明：  

一、 政黨提名候選人或推派地方派系要員參加各項選舉。 

二、 政黨為取得勝選，結合地方派系全力輔選。 

三、 派系的運作結合企業財團提供資金助選，再利用黑道進

行票源鞏固及保護候選人安全，以取得勝選。 

四、 候選人當選後，成為財團代言人、成為保護黑道的後盾。 

五、 候選人當選巿長或議員可在政策規劃上及議會表決中影

響政府各項利己政策，進而回饋政黨奪取政治利益；直

接奪取政治、經濟利益回饋地方派系，例如包攬工程等。 

六、 政策一經執行，將轉化為政治、經濟利益回饋派系，派

系所結合的政商集團，就可以擁有政經上的特權。 

地方派系推派

候 選 人 選 舉

派系候選人當

選（成為黑金

代 言 人 ）

財團提供資

金及黑道介

入選舉助選 

奪 取
政治、經濟
利 益

影 響
政 府
政 策

圖 1-1 研究架構 

 

政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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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台灣自從實施地方自治，經過四十餘年來，地方的政治生態，

參雜太多的組成因素，地方的派系林立，而這些派系與政府間關

係更是盤根錯節，各項衝突常在政策上及選舉時發生，且在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形成所謂的「台灣經驗」。但政治在過

度社會化後的今日，台灣政治的發展，以往執政者為了政權鞏固，

常提供「特權」使派系有發展的空間，甚至利用派系間的矛盾來

掌控派系，解嚴後，地方派系也隨政權轉移變的較無法掌控，再

加上地方派系政治充斥，黑道、暴力與財團不斷介入，賄選風氣

日益惡化，派系利用黑社會的武力組織來處理一些不為人知的事

務，因此，在派系結合黑金影響地方政壇的情況下，自治效能也

無從發揮。 

 

本研究主要係針對地方派系與黑金如何在選舉時進行合作，

研究範圍僅限於臺中巿，其範圍如下： 

 

一、臺中巿地方派系之形成與政黨之關係。 

二、 臺中巿地方派系之結構。 

三、 臺中巿地方派系之運作與主要領導人。 

四、 臺中巿地方派系與政府推動政策之關係。 

五、 臺中巿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之發展生態。 

六、 臺中巿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之權力分配與資源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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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以臺中巿地方派系為背景，分析其與黑金政治之關

係，在研究過程中，所感受到的研究限制如下：  

一、 台灣各縣市或鄉鎮市中普遍有地方派系存在，因此研究地

方派系的相關著作不少，不過有關黑金政治的研究，目前

並無有系統的研究者，因此在資料蒐集，必須花費大量的

時間加以整理，在訪談地方派系人物時加以驗證，以瞭解

台中巿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的運作與變遷，盡量求得其精

確性。 

二、 地方派系的運作會隨著時空因素而有變遷，因此與黑金之

關係並非一成不變。在深入訪談中可能無法一窺全貌有其

限制存在。在深入訪談因限於田野調查時間的短促，接觸

的派系人物有限，所蒐集的資料尚不足以精準分析。本研

究未實際與地方派系幹部、樁腳和選民等共同參與選舉活

動，內部運作未能深入探究。 

三、 本研究因受限於個人學經歷及時間經費等客觀條件的限

制，或許無法全面性的檢閱，且地方派系主要以私人關係

運作，因此難以瞭解派系內部實際運作方式，這也牽涉到

地方派系的實際運作有許多不為人知的非法面，例如黑金

及賄選問題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可能難以據實以告；近

年來因嚴格查察賄選，受訪者為避免困擾均不願告知相關

特定問題，且要求不得在論文中公佈姓名，為信守諾言，

因此本研究資料均未公佈取自何人。另本研究所涉問題敏

感，所以在訪談中唯有從交叉比對及側訪印證方式彌補，

以增強其效度及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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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探討 
 
壹、 地方派系相關文獻與理論探討 

 

一、 地方派系相關文獻 

 

國內地方派系的學術著作，多數係以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為

主題，在文獻上可歸納如下： 

 

(一) 針對台灣地區地方派系為研究焦點，在探討地方派系的

組織與運作方式、以及地方派系對選舉的影響，相關文

獻如表 1-1 

 

表 1-1：地方派系的組織與運作方式及對選舉的影響 

地 方 派 系 的 組 織 與 運 作 方 式 及 對 選 舉 的 影 響

作 者 發表時間 篇 名

苗 慧 敏 1991 
〈台灣地區地方選舉中派系所扮演

的角色及其影響－七十八年屏東縣

長選舉個案研究〉8 

沈 國 屏 1992 
〈派系、反對勢力與地方政權的轉

型高雄縣的個案研究〉9 

                                        
8苗慧敏，〈台灣地區地方選舉中派系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七十八年屏東縣長選舉個案研

究〉，碩士論文，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民 79，頁 1。 
9沈國屏，〈派系、反對勢力與地方政權的轉型高雄縣的個案研究〉，碩士論文，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民 8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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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華 昇 1993 
〈威權轉型期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

係: 臺中縣地方派系之分析〉10 

丁 彥 致 1993 
〈台灣地區選舉與地方派系之關

係：一九八一至一九九二年雲林縣個

案之研究〉11 

程 俊 1993 
〈臺灣地方派系與政黨聯盟關係之

研究：屏東縣個案分析〉12 

賴 秀 真 1994 
〈臺灣都市型地方派系之研究:臺中

市議會派系之分析〉13 

涂 一 卿 1994 
〈台灣地方派系之社會基礎－以嘉

義縣地方派系為例〉14 

王 靜 儀 1994 
〈臺中縣地方派系發展史:以縣長及

省議員選舉分析為例(1951-1987)〉15

黃 德 福 1994 
〈現代化、選舉競爭與地方派系:一

九九二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16 

張 茂 桂 、 

蔡 明 惠 
1994 

〈地方派系的形成與變遷河口鎮的

個案研究〉17 

                                        
10陳華昇，〈威權轉型期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 臺中縣地方派系之分析〉，碩士論文，台灣大學

政治研究所，民 82，頁 177-178。 
11丁彥致，〈台灣地區選舉與地方派系之關係：一九八一至一九九二年雲林縣個案之研究〉，碩士

論文，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民 82，頁 1。 
12程  俊，〈臺灣地方派系與政黨聯盟關係之研究：屏東縣個案分析〉，碩士論文，東吳大學政治

研究所，民 83，頁 1。 
13賴秀真，〈臺灣都市型地方派系之研究:臺中市議會派系之分析〉，碩士論文，台灣大學三民主義

研究所，民 82，頁 105。 
14涂一卿，〈台灣地方派系之社會基礎－以嘉義縣地方派系為例〉，博士論文，東海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民 83，頁 108。 
15王靜儀，〈臺中縣地方派系發展史:以縣長及省議員選舉分析為例(1951-1987)〉，碩士論文，臺

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民 83，頁 35-43。 
16黃德福，〈現代化、選舉競爭與地方派系:一九九二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第一

卷第一期，民 83.5，頁 75-91。 
17張茂桂、蔡明惠，〈地方派系的形成與變遷河口鎮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

刊》，第七十七期，民 83.6，頁 12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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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英 杰 1995 
〈從聯盟理論看台中縣地方派系之

互動：以八十三年議長選舉為例〉18

王 振 寰 、 
沈 國 屏 

1995 
〈地方派系, 反對勢力, 與地方政

治的轉型: 高雄縣個案研究〉19 

張 昆 山 、 
黃 政 雄 

1996 
《地方派系與臺灣政治》20 

吳 芳 銘 1996 
〈地方派系的結盟與分化變遷之研

究：以嘉義縣和高雄縣為例〉21 

趙 永 茂 1996 
〈臺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政治民主

化的關係〉22 

陳 陽 德 1996 
〈民主轉型與地方政治生態的轉變〉
23 

謝 志 得 1996 
〈地方派系的動員基礎：以宜蘭許派

為例〉24 

潘 茹 雄 1997 
〈臺灣的地方派系與政黨:高雄縣個

案研究〉25 

廖 忠 俊 1997 
《臺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
26 

                                        
18楊英杰，〈從聯盟理論看台中縣地方派系之互動：以八十三年議長選舉為例〉，碩士論文，東海

大學政治研究所，民 84，頁 11-12。 
19王振寰、沈國屏，〈地方派系, 反對勢力, 與地方政治的轉型: 高雄縣個案研究〉，《東海學報》，

第三十六卷，民 84.7，頁 1-34。 
20張昆山、黃政雄主編，《地方派系與臺灣政治》。台北：聯經，民 85，初版。 
21同註 8，頁 1。 
22趙永茂，〈臺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政治科學論叢》，第七期，民 85.6，頁

39-55。 
23陳陽德，〈民主轉型與地方政治生態的轉變〉，《東海學報》，第三十七卷，民 85.7，頁 175-190。 
24謝志得，〈地方派系的動員基礎：以宜蘭許派為例〉，《宜蘭文獻雜誌》，第二十四期，85.11，頁

39-67。 
25潘茹雄，〈臺灣的地方派系與政黨:高雄縣個案研究〉，碩士論文，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民

86，頁 24。 
26廖忠俊，《臺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台北：允晨文化，民 86，頁 1。 



 14

王 業 立 1998 〈選舉、民主化與地方派系〉27 

丁 仁 方 1999 
〈統合化、半侍從結構與臺灣地方派

系的轉型〉28 

紀 俊 臣 1999 《精省與新地方制度》29 

蔡 明 惠 1998 
《臺灣鄉鎮派系與政治變遷：河口鎮

「山頂」與「街仔」的爭鬥》3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 地方派系掠奪經濟資源文獻上，學者陳東升即指出地方

派系如何在建築業、金融、總體經濟發展及都巿計畫體

系等制度性條件的配合下，由房地產炒作獲得龐大的利

益。另學者王振寰亦道明地方派系如何透過對都巿計畫

的影響，進而謀取經濟上的暴利，相關文獻如表 1-2 

 

 

 

 

 

 

 

 

 

 

                                        
27王業立，〈選舉、民主化與地方派系〉，《選舉研究》，第五卷第一期，民 87.5，頁 77-94。 
28丁仁方，〈統合化、半侍從結構與臺灣地方派系的轉型〉，《政治科學論叢》，第十期，民 88.6， 

頁 59-82。 
29紀俊臣，《精省與新地方制度》。台北：時英出版社，民 88.9，頁 307-312。 
30蔡明惠，《臺灣鄉鎮派系與政治變遷：河口鎮「山頂」與「街仔」的爭鬥》。台北：洪葉文化，

民 87，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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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地方派系掠奪經濟資源 

地 方 派 系 掠 奪 經 濟 資 源

作 者 發表時間 篇 名

陳 東 升 1995 
〈金權城巿：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

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31 

王 振 寰 1996 
〈地方派系與政黨正式結盟型態與

程度的變化：以 1983-2001 區域立委

選舉為例〉32 

林 鑑 棋 2001 〈黑金政治影響公共工程之研究〉3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 地方派系在政治參與上的文獻，學者陳明通研究指出在

台灣地區全島八十九個縣級地方派系中，就有五十六個

派系出過縣巿長，另學者王振寰研究在立法委員方面，

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間，由區域所產生立法委員

中，國民黨籍立委就有四成六具有地方派系背景，相關

文獻如表 1-3 

 

 

 

 

 

 

                                        
31陳東升，〈金權城巿：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民 84，頁 135-175。 
32徐永明、陳鴻章，〈地方派系與政黨正式結盟型態與程度的變化：以 1983-2001 區域立委選舉為

例〉，2003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世局變動中的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政治

學系，民 92，頁 4。 
33林鑑棋，〈黑金政治影響公共工程之研究〉，碩士論文，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民

90，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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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地方派系參與政治 

地 方 派 系 參 與 政 治
作 者 發表時間 篇 名

陳 明 通 1995 《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34 

王 振 寰 1996 
〈地方派系與政黨正式結盟型態與程度
的變化：以1983-2001區域立委選舉為例〉
3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四) 地方派系和全國政商財團、黑道勢力結合等政經結構的

變化，相關文獻如表 1-4 

表 1-4：地方派系和全國政商財團、黑道勢力結合 

地 方 派 系 和 全 國 政 商 財 團 、 黑 道 勢 力 結 合
作 者 發表時間 篇 名

朱 漢 雲 1992 〈如何面對民主時代政商關係的挑
戰〉36 

陳 明 通 1995 《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37 

王 振 寰 1996 
〈地方派系與政黨正式結盟型態與
程度的變化：以 1983-2001 區域立委
選舉為例〉38 

陳 東 升 1995 
《金權城巿：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
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39 

王 業 立 1998 〈選舉、民主化與地方派系〉40 
趙 永 茂 2002 《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41 
陳 國 霖 2004 《黑金:台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密》4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34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民 84，頁 13。 
35同註 32，頁 4。 
36朱漢雲，〈如何面對民主時代政商關係的挑戰〉，《國家政策雙週刊》，第七期，民 81，頁 6-7。 
37同註 34，頁 152-153。 
38同註 3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