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章　民主治理與公民參與

第 3節 選舉參與（對應課本 P.78∼ 87）

一、公民如何透過選舉參與政治？

1 公民作為選民或候選人

選舉

參與

重要

性

在民主國家，公民可藉由選舉來決定政府的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其重要性在於：

人民以自由意志，集體決定國家統治權力的分配與歸屬，賦予政府統治的合法性

與正當性。

主權在民的觀念，政府基於人民的同意而存在，因此人民有權利決定政府人員、

公共政策等。

方式

作為候選人

（參選）

透過加入立場相近的政黨參選，或以無黨籍身分獨立參選，在參選

過程中宣揚自身政治理念，若順利當選則能進一步將理念落實。

作為選民

（投票）

經資訊整理、理性判斷，形成投票決策。而投票決策的集體結果，

便決定了政府組成、政黨勝敗及民主政治的發展。

2 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

法律限制
對某些公民群體而言，並非不願意參與，而是政府透過法律限制其政治參與。

例如  美國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非裔族群。

成本效益

考量

在經濟面上，當參與的成本大於效益時，選民參與的意願將大幅降低。

例如  假設投票日當天要上班，沒上班就沒有薪水，此時選民就會考慮是否請假投票，
再加上「不差我這一票」的心態，選民會選擇放棄投票。

選民自身

因素

社會

條件

選民自身的「社會」條件，如教育程度、經濟收入、職業位階等，會影響其

投票意願。

例如  選民經濟條件佳，是否請假投票對經濟收入影響不大，則選民選擇請假
投票的機會較大；若經濟條件不佳，則機會較小。

心理

狀態

6【　 　】亦稱為「政治效能感」，指人民如何看待政治事務

的一種心理狀態。包括是否認為自己有了解政治運作及參與政治的能力，及

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影響政府運作、影響政府回應民意的能力。

例如  當選民有「不差我這一票」或「參與也沒用」的消極心態，即有很高的
機會選擇放棄參與。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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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落實民主選舉，必須設計一套有關選舉如何進行、選民如何投票、選後如何計票、得票如何

轉換成席次等的詳細規範，即為「選舉制度」，而各國會因憲政體制、政治文化、社會結構、選舉

類型等因素的考量而有不同的設計。

常見的選舉制度

多數決制

相對

多數決

參選者最終得票數較多者當選，沒有當選門檻。

單一選區

相對多數決

1 即該選區應當選名額為 1人，由最終得票數最高者當
選，計算單純，有利政局穩定。

2 另一方面，若能贏得愈多人支持愈容易當選，對於大
黨較有利，對小黨比較不利。

複數選區

相對多數決

1 即該選區應當選名額為 2人以上，參選者之最終得票
由高至低排序，依應當選人數依序當選。

2 只要掌握一定比例的群眾支持，即較有機會當選，對
小黨或無黨籍較有利，但也容易出現激進政黨。

絕對

多數決

當選者最終得票率需超過 50％，勝負明顯，爭議較少，但因第一輪投
票即有當選者的難度大，故常需有第二輪投票，較勞民傷財，也不利於

小黨。

比例

代表制

1 各政黨於選舉前提出候選人名單→選民於選票上圈選「政黨」（政黨票）→ 
將各政黨得票率轉換為應當選席次→名單上的候選人依各政黨應分配席次依

序當選。

2 此制度強調「代表性」，希望各政黨在議會中所擁有的席位比例，盡量符合政
黨在選舉中的得票率（即「等比例性」），因此小黨亦能依其所獲得的少數選

票分配席次，能使社會多元意見獲得表達，但也有促成小黨林立的傾向。

混合

投票制

1 結合了多數決制和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在應選名額中，一部分採多數決制
（通常為區域席次），一部分以比例代表制產生。

2 選民通常會拿到兩張選票，一張選人，一張選黨，因此又稱單一選區兩票制。
3 根據計票方式不同，又可分為下列兩種：

並立制

1 ẍ日本眾議院選舉為代表（共 465席）。
2 席次計算方⺷烉⋨➇⍲㭼ἳẋ堐ⷕ㫉↮攳妰䬿

 區域席次＋比例代表席次＝國會總席次
 即（各選區當選人加總）＋（政黨得票率＊比例代表總席次）
 由於以比例代表制選出的席次僅有一部分，仍存在比例性偏差，且
以日本為例，以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的當選席次較多（289席），
故對大黨比較有利，小黨能得到的席次不多ˤ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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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民主治理與公民參與

聯立制

1 以德國聯邦議會選舉為代表（共 598席）。
2 席次計算方式：區域及比例代表席次合起來算
 總席次－區域席次＝ 比例代表席次
 即（政黨得票率 *國會總席次）－（各選區當選人加總）
3 其精神在於「等比例性」，故總席次以比例代表制決定，為了符合
各政黨在國會的比例，扣除已當選的區域席次數後，若有不足額再

以比例代表席次補足。

4 超額當選：若某政黨區域當選席次已超過其應分配的總席次，則超
過的區域席次保留，但不再分配政黨比例代表，故最後國會總席次

可能超過 598席，而超過的席次稱為「超額席次」。
5 依政黨票得票率分配各政黨總席次，對小黨較有利，但也容易造成
小黨林立，若在內閣制國家常需組成聯合政府。

三、我國公民如何選出行政首長？

1 行政首長選制

行政首長
中央 總統、副總統。

地方 直轄市長、直轄市原住民區區長、縣市長、鄉鎮市長。

選舉制度 7【　 　】相對多數決制。

特性 最高票者當選，且無門檻限制，故具有8【　 　】的特性。

2 選制特性的影響
　　在「贏者全拿」的特性下，對選民及政黨來說將帶來哪些影響？

贏者全拿
代表性

不足

若當選者得票率未過半，等同有超過半數選民不願投給他，或另有更支

持的人選，這時可能被質疑其民意代表性不足，甚至引發後續的爭議與

訴訟。

策略投票
小黨

邊緣化

1 因為贏者全拿、最高票者當選，對缺乏財力資源與支持度的小黨十分
不利。

對選民

而言

一旦選民認為小黨候選人的勝選機會不夠高，就可能於選

舉時採取「策略投票」，使得該小黨被邊緣化。

對大黨

而言

為提高勝選機會，選前需向相近立場的小黨尋求合作，而在

選戰末期出現「棄保效應」，訴求民眾放棄不可能當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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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略投票：意指在選舉中，選民為了避免自己最不願意見到的選舉結
果發生，或者希望造成一個更理想的選舉結果，因而在投票時隱藏自

己的真實偏好，而將選票轉移給其他政黨或候選人。

選區劃分
影響

選舉結果

1 基於贏者全拿的特性，使選區的劃分可能影響選舉結果。

 例如  在美國歷史上的州長與國會議員選舉，曾
發生執政者試圖操縱選區劃分，以9【　

　】現象創造對自己有利的選舉結果。

2 傑利蠑螈：曾任美國麻州州長的傑利，曾藉由
將選區劃分成不規則、類似「蠑螈」的形狀，

使他的政黨在選舉中獲得更多席次，此手法被

戲稱為傑利蠑螈（Gerrymander），用來影射為照顧黨派利益，不公平
劃分選區。

最高票勝 政治溫和 補  候選人需爭取多數人支持，競選方式會趨向溫和。

四、我國公民如何選出民意代表？

1 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員

選舉制度
1 學理上稱為「混合投票制」，或者「單一選區兩票制」。
2 總席次計算上採用「並立制」，也就是區域及不分區立委分開計算。

目的 藉由不同選制來凸顯並發揮立委的多元功能。

影響

1 選區的區域席次比例超過 6成、比例代表席次僅 3成，且有 5％分席門檻。
2 較偏向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選舉結果，有利大黨、較不利小黨，並存在得票數
與席次不成比例的民意代表性問題。

立法委員的選制

區域立委

0【　 　】相對多數決制

1 將全國劃分為 73個選區，每一選區應當選 1人。
2 由選民直接投票選出，區域立委較能代表地方選民的利益。

全國

不分區

及

僑選立委

q【　 　】制

1 為能考量國家整體發展的需求而設置，由各政黨列出名單，共選出 34人。 
2 反映多元民意：比例代表制能將選票反映在席次分配比例上（等比例性），具充
分反映多元民意的特性。

3 政黨分席門檻：為避免小黨林立，導致議事效能不佳，我國設有 5％的分配席次
門檻，政黨得票率未達 5％者，不予分配席次。

4 婦女保障名額：為保障婦女參政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各政黨不分區及僑
選立委（簡稱不分區立委）當選名單中，女性不得低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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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民主治理與公民參與

原住民

立委

w【　 　】相對多數決制

1 複數選區：以全國為選區，分別選出 3名平地原住民立委、3名山地原住民立委。
2 相對多數決：選民在選票上單記，以得票數由高至低排序，取前 3名為當選者。
3 為保障屬社會少數的原住民族在國會中能為其利益發聲而設置，須符合《原住民

身分法》的原住民籍選民，始能具有選舉與被選舉資格。

補  單記：無論當選者為幾名，選民皆只能在選票上圈選 1名候選人。

5

10

15

20

25

 要選哪些？

一人有

2張選票

全國不分區及

僑選立委

原住民立委

區域立委

當選條件

混
合
投
票
制

比例代表制

‧  得票 5％以上政黨依得票比例分配
‧  1/2婦女保障名額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

‧  各區選出 1位最高票者當選

1張選政黨

1張選候選人

我國立委選舉制度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

‧  依應選名額由最高票依序當選

2 地方民意代表

地方民代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直轄市原住民區區民代表。

選舉制度 e【　 　】相對多數決制。

目的
1 地方民代需更了解與反映地方需求，服務選民並監督地方政府施政。
2 為使地方內各種不同群體與利益皆能有所代表，採取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

規定
婦女保障名額：為保障婦女參政權，應當選名額 4人以上的選區，每 4名應有 1名
婦女當選席次。

地方民代選制的特性

優點

1 相較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更能反映多元民意。
2 小黨或無黨籍參選人只要能掌握一定比例群眾的支持即可當選，相較於在單一選
區中，有較高贏得席次的機會。

缺點
賄選買票

黑金掛勾

1 因只要能夠掌握一定比例的票源，即有機會在複數選區中當選，派系人
物因具備地方人脈關係，再藉由買票擴大支持基礎，往往能順利當選。

2 當選後為獲取金援或綁樁，常與黑道勢力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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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

投票

1 同一政黨可能會提名若干位參選人，被選民認為太強（必然可當選）
或太弱（當選機會低）的候選人，都可能成為策略投票的犧牲者。

2 政黨因應這種選制，常運用結合同黨候選人團體作戰的「聯合競選策
略」，目的在使政黨席次能極大化，避免明星級候選人高度吸納選票，

卻導致同黨其他候選人落選。

3 總結
1 不同選制特性左右著選民的投票行為、政黨的競選策略，進而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2 學者便發現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型態，除了受其歷史文化、社會結構影響之外，與選制設計更
有著密切關係。其中，法國政治學者杜佛傑所提出的「杜佛傑法則」最具代表性，歸納出選舉

制度與政黨體系間的關係：

五、選舉參與的反思

1  投票參與率愈高代表愈民主？

投票率高

不一定愈民主，一個國家是否民主，需多元指標判斷，選舉參與只是民主國家人民

政治參與的途徑之一。

例如  2019 年北韓舉行選舉，投票率高達 99.99％，遠高於美、英、法、德等民主國
家的投票率，可見選舉參與程度無法與民主直接劃上等號。

投票率低 若人民對選舉參與抱持冷漠，是否對民主體制的存續與運作形成隱憂？

2 是否存在「最佳」的選舉制度？
1 各國採取的選舉制度與其歷史傳統、社會文化、憲政體制、政治競爭等因素有關，若完全仿照
他國制度，常會衍生預料之外的問題。

2 制度選擇須考量國家特色與需求，並在政治運作中因應需要不斷調整，因此，沒有普世通用的
「最佳」選制。

 3 2018 年年底我國舉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全國性公投，某一社會團體發起「青年
民主返鄉列車」活動，募資包車載青年返鄉投票。該社會團體表示，從統計資料發

現，22∼ 35歲的青年投票率普遍偏低，遠不及於中壯年及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
據此推論青年大多「離鄉」就學及就業，相較於其他年齡層多了「返鄉」的過程。

綜上所述，對青年而言，主要是哪一個因素而影響其參與？

A政治功效的意識偏低 B參與投票的成本較高

C權利行使受政府限制 D屬社會處境不利群體

杜佛傑

法則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 易傾向形成兩黨體系。

絕對多數兩輪投票制 易形成溫和的多黨體系。

比例代表制 易形成不穩定的多黨體系。

80

69211B-04【學用】.indd   80 2021/6/15   下午 02:5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