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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方派系在台湾社会政治结构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作用，掌控着地方政治、经济资源，具有重要
的社会动员功能，是国民党过去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党外及后来的民进党也有地方派系势力。
民进党当政后，地方派系生态出现新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地方权力结构的重组。
本书一方面探讨台湾地方派系形成与发展背景、类型、势力范围、社会动员及其与主要政党的互动关
系及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介绍分析台湾各县市社会政治结构、地方派系的历史沿革、地方权力争夺、
地方派系与政党力量的分布及对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等，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介绍与探讨，为研究
台湾微观领域，特别是进一步深入探讨台湾地方派系、地方社会政治结构与地方权力分配等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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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民，1960年出生于陕西渭北高原。
中山大学经济学学士，法学（社会学）硕士。
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台湾经济及两岸经贸关系研究，同时涉
及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等领域。
在大陆及港台地区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200余篇，先后出版《台湾社会生活幕》（中国卓越出版公
司，1989年）、《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投资大全》（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台湾何处
去》（合著）（华文出版社，1996年）、《海峡季风--多棱镜下两岸关系透视》（主编）（北京文化
艺术出版社，1996年）、《台湾政商家族》（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塑胶霸主--王永庆》（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台湾军力》（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台湾的“黑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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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内幕》（新华出版社，2002年）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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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7年第十三届县长选举，只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洪玉钦与民进党的陈唐山两位候选人参与
选举，因此是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一次大对决。
国民党为了夺回台南县执政权，十分重视这次选举，提前半年便展开宣传活动。
尽管洪玉钦对民进党执政者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施政不佳的攻击，包括水灾责任、兑现老人年金、陈唐
山“国籍”等问题，但收获不大。
民进党的优势在于拥有行政系统优势，又争取到建立台南科学园区与工业研究院台南分院的政绩，加
上陈唐山任内清廉，颇受民众肯定。
因此选举结果，民进党大胜，陈唐山取得32.7万张选票；国民党的洪玉钦只得17.1万张选票。
特别是在31个乡镇中，洪玉钦只有北门乡票数超过陈唐山，其余30个乡镇全输。
在台南县，国民党有9万多党员，而民进党只有几千党员，国民党却输给了民进党，值得国民党反思
。
国民党失败的关键不仅在于地方派系不团结，而且在于整体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
　　在2001年第十四届县长选举中，国民党提名前“教育部政务次长”吴清基，民进党提名苏焕智，
加上退出民进党的魏耀乾，共3人参选，但主要是国民党的吴清基与民进党的黄焕智两人对抗。
尽管同属泛蓝阵营的亲民党未推荐人选，国民党提出团结的国民党.对抗分裂的民进党”，要“光复台
南县”，但因台南县是陈水扁的故乡，大力支持苏焕智，加上苏焕智在基层实力雄厚，苏焕智如愿当
选，民进党继续维持台南县的执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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