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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的选举，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中央”层级的选举，包括“总统”、“副总统”、“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
监察委员”等的选举。
第二类是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包括台湾省省长、台湾省议会议员、台北市市长、台北市议会议员、高
雄市市长、高雄市议会议员以及各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会代表、村里长
选举；其中的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会代表、村里长选举，由于层级在乡镇以下，又被称为基层选
举。
本书是对台湾选举制度的研究，希望对有兴趣观察和了解台湾选举的读者能够有一点帮助。
　　台湾的选举，可以分为两类，“中央”层级的选举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本书主要介绍了台湾选举的演进、台湾政党诸生态、选民的价值取向、“蓝绿对峙”的政治版图、选
举的策略与技术要素、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立法委员”选举的技术性比较、县市长、直辖市长选
举策略比较、台湾选举的未来走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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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卫民，1952年生，湖南新化人。
内蒙古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硕士。
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1994年）、《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1996年）、《魂散丁洲》（1996年）、《元代军事史》（1998年）、《刘秉忠与忽必烈》（1998年）
等专著，主持翻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1998年），发表元史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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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台湾选举的演进第一节 初办“地方自治”的密集选举（1950～1954年）（一）直接选举范围的
扩大（二）选举制度的变化（三）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的首次“总统”、“副总统”选举第二节 选举走
向简约合并（1954～1968年）（一）50年代中后期的选举（二）第三任“总统”、“副总统”选举（
三）被压制的党外助选活动（四）第四任“总统”、“副总统”选举（五）确立“公费选举”制度第
三节 增加“中央民意代表”选举（1969～1974年）（一）1969年的“中央”和直辖市“民意代表”选
举（二）第五任“总统”、“副总统”选举（三）“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第四节 蒋经国时代的选
举（1975～1988年）（一）党外助选再起波澜（二）第六任“总统”、“副总统”选举（三）《选罢
法》的颁行（四）“美丽岛事件”对选举的影响（五）第七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六）政党
竞争登上舞台第五节 选举的全面变化（1989～1995年）（一）解除戒严后的两次直接选举（二）第八
任“总统”、“副总统”选举（三）“中央民意代表”全面直选第六节 “总统”直接选举的冲击
（1996～2000年）（一）第九任“总统”、“副总统”和　第三届“国大代表”选举（二）国民党渐
失选举优势（三）第十任“总统”、“副总统”选举第七节 台湾选举的新局（2001～2006年）（一）
“北蓝南绿”的格局（二）民进党继续执政下的选举第二章 台湾政党诸生态第一节 国民党--“老店换
新颜”的艰难步履（一）两蒋时期建立和维系稳定的派系结构（二）“非主流派”与“主流派”之争
（三）党内改造与建立政党合作关系（四）马英九带来的新气象（五）百年老党面临更严峻的选举形
势第二节 青年党、民社党--淡出政坛的“老党”（一）不断分裂的青年党（二）民社党的没落第三节 
民进党--“选举怪物”的历史变迁（一）民进党早期的派系结构（二）彰显“台独”与“派系共治”
（三）由“派系共治”走向“一人独治”（四）“解散派系”的真正意图第四节 新党、亲民党--“深
蓝”政党面临选择（一）新党的盛衰（二）亲民党的走向第五节 “建国党”、“台联党”--“深绿”
政党的困局（一）未成气候的“建国党”（二）以“精神领袖”为中心的“台联党”第六节 非盟或无
盟--无党籍人士的合作模式（一）三大联盟鼎立（二）无党团结联盟与“第三种势力”的生存空间第
三章 选民的价值取向第一节 台湾选民数量的变化（一）人口数与选民数的关系（二）选民人数的“
权重”排序第二节 选民投票率的差距（一）投票率由高到低的走势（二）高投票率与低投票率县市的
划分（三）台湾最主要选举中的投票率排序第三节 影响投票率的主要因素（一）选举重要程度的影响
（二）选举频率的影响（三）选民的投票动机（四）选民不投票的主要原因第四节 选民的投票取向（
一）日益淡化的政见取向（二）被严重扭曲的候选人取向（三）部分选民存在的关系取向（四）不断
强化的政党取向第五节 “中间选民”的走向（一）对“中间选民”的不同解释（二）“中间选民”标
准的澄清（三）“中间选民”的作用第四章 “蓝绿对峙”的政治版图第一节 “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显示的各政党选民基础（一）国民党、民进党得票率的变化（二）新党、亲民党、“台联党”的得票
率（三）三次“立法委员”选举显示的两大阵营选民基础变化第二节 各政党在地方主要“民意代表”
选举中的得票率（一）各政党在台北市、高雄市议员选举中得票率的变化（二）各政党在县市议员选
举中得票率的变化（三）各政党和两大阵营在“民意代表”选举中得票率的综合走势第三节 单一席次
选举呈现的“蓝”、“绿”支持率（一）县市长选举两大阵营得票率的变化（二）台湾省长与直辖市
长选举两大阵营的得票率（三）“总统”选举两大阵营在各县市的得票率第四节 “北蓝南绿”政治版
图的解读（一）台湾政治版图的变化（二）不同选举选民支持取向能否保持一致（三）地方执政者的
影响（四）省籍对选民的影响第五章 选举的策略与技术要素第一节 候选人的选择（一）政党提名候
选人制度的变化（二）候选人提名权限划分与“中央决定”的影响（三）协商提名机制的作用（四）
“封闭式初选”与“开放式初选”（五）干部评鉴与民意调查（六）不分区、侨选等“立法委员”候
选人提名方式的不同（七）政党协商提名候选人的发展（八）候选人提名的策略要素第二节 选举的攻
防方略（一）选举的总体目标（二）文宣策略及其成效（三）“天王”辅选的变化（四）应对“抹黑
”、“抹黄”的成功范例第三节 选举的技术操作（一）竞选机构和人员（二）选举经费的筹措（三）
竞选技巧的应用（四）民意调查的作用（五）“配票”与“弃保”第六章 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第一节
选举议题的主导性功能（一）持续发酵的“统独”议题（二）常流于空谈的“安定”与“改革”议题
（三）愈演愈烈的“蓝绿之争”第二节 选举中的“行政中立”问题（一）政务官辅选问题（二）选举
机构能否保持中立（三）选择性办案和“调查局”收集选情第三节 “黑金”与“查贿”组成的政治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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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一）民进党主导的大规模“查贿”行动（二）“查贿”效果的综合评估（三）“查贿”的双面刃
功能第四节 选举中媒体的作用（一）台湾的主要媒体及其政治倾向（二）媒体介入选举的方式（三）
媒体的“守法”和“中立”问题（四）媒体的可信度第五节 地方派系的变局（一）台湾的主要地方派
系（二）地方派系在选举中作用的变化第七章 “立法委员”选举的技术性比较第一节 各政党得票数
的变化（一）2001年和2004年“立委”选举各政党的得票（二）两大阵营得票数的变化第二节 候选人
人数与当选席次的关系（一）候选人“蓝多绿少”的结果（二）“总量控制”与“扩张性提名”对决
（三）“超额提名”与“满额提名”的分析第三节 “配票”的作用（一）2001年的“配票”奇迹（二
）2004年的“配票”平局第四节 民调结果的应用与比较（一）2001年政党民调大比拼（二）2001年《
联合报》与《中国时报》民意调查结果比较（三）2004年各政党与学者对席位分布的预测（四）2004
年四大媒体民意调查结果比较第五节 “席次红利”分析（一）国民党的进步（二）民进党的退步（三
）亲民党、“台联党”的稳定状态（四）“席次红利”的综合比较第六节 新选区划分对“立法委员”
选举的影响（一）台北市与高雄市“北蓝南绿”（二）北部六县市“蓝强绿弱”（三）中部七县市“
蓝弱绿强”（四）南部七县市凸显“南绿”（五）第七届“立法委员”席次分布的各种预测第八章 县
市长、直辖市长选举策略比较第一节 2001～2006年县市长、直辖市长选举情况（一）北部六县市（二
）中部七县市（三）南部七县市（四）澎湖、金门、连江三县（五）台北市和高雄市第二节 县市长选
举与直辖市市长选举的综合比较（一）“两党竞争”的影响（二）两大阵营整合的效果评估（三）“
弃保”的作用（四）其他选举策略的比较（五）“换党执政”分析结语：台湾选举的未来走势（一）
向“两党政治”生态过渡（二）选举议题的走向（三）候选人提名策略的调整（四）竞选策略的延续
（五）创新选举技术（六）争夺“中间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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