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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 2000 年中央政黨輪替後，新的政治與政黨局勢對台

中市地方派系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中市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與政治能

量轉變之情形。此外，並藉由 2001年第十四屆市長暨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與

2002年第十五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台中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

變化，以觀察台中市政黨輪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政黨競爭體系的改變，

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政黨輪替前後派系與政黨對候選人的影響，

遂進而分析兩屆基層市議員選舉過程中，派系色彩與政黨背景對候選人得票

率的影響力，透過多元迴歸量化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派系與政黨間

的新關係。經上述幾章的研究所得，本文提出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 台中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 

台中市地方派系的形成主要為政治資源取得過程中所產生的人際網

絡，尤其在地方首長與市議會議長之激烈競逐下，所累積的政治、社經等人

際網絡，再加上派系領袖個人的獨特魅力號召，漸產生派系的群組關係與凝

聚力。台中市由於是消費型態的都會型城市，其派系成員色彩較鄰近縣市為

淡薄，亦無尖銳對立的現象；派系之間的界線並不明顯，故成員間的流動率

亦普遍。 

各派系彼此勢力的轉變，主要有三個階段：（一）1950、1960 年代派系

萌芽起步與相互對峙時期。在此一時期派系的組合類型是一種以血緣、地緣、

親緣、學緣等初級關係而形成的地方派系，派系成員所背負的主要社會支持

來源大多是個人的初級關係，成員之間的互相結合及派系運作常是聯合地方

共同政治利益勢力，打擊另一不同政冶利益勢力。（二）1970 年代派系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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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消長時期。因賴派創始人逝世與張派創始人退出地方政壇，張、賴兩派第

二代領導人皆尚未成氣候，除國民黨運作轉變為強勢並取代派系力量外，此

時亦產生了第三勢力的存在空間。但地方政壇在新舊勢力的錯綜交結下，仍

舊維持以國民黨為主要領導的形勢。此時派系領導人的社會支持來源已明顯

增加了職業團體與社會團體，主要關鍵是台中市因都市開發，使得外來人口

增多，原有的親緣、地緣關係已不足讓派系維持或擴充社會支持，派系領導

人為求開拓社會支持開始朝向多元化發展。（三）1980 年代至今乃是派系激

烈對抗轉變成派系弱化時期。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金融風暴的衝擊下，地

方派系運用政治動員的籌碼大不如前，派系的力量相形衰落，加上民主政治

的資源透明化，派系亦失去固有利益的基礎；目前台中市已非傳統上以血緣、

地緣、親緣、學緣等初級關係所形成的地方派系，而是以經濟利益來維持對

內團結與對外擴張所存在的都會型地方派系。2000年政黨輪替後，地方派系

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派系成員出走，加上經濟不景氣的衝擊下，目前仍擁有

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張派，為台中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 

二、 地方派系對各級選情之影響皆有不同 

地方派系對於各級選舉的影響，可從三方面探討：（一）1986 年民進黨

成立後，派系在市長選戰中逐漸轉化為政黨間的對立。在相對多數的市長選

舉中，派系的整合仍具有關鍵少數的效果，在無任何政黨可獲得過半票源的

情形下，未來的市長候選人除本身形象與政黨奧援外，仍須要派系整合支持。

至於派系直接參選市長的情況，以歷屆統計資料而言，只佔有 26.19％，平

均派系的當選率甚至不到百分之十，可見派系直接投身台中市市長選舉的能

力有限。（二）在立法委員部分，台中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兩

個主要特徵：第一、地方派系影響力逐年下降。第二、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

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

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擁有，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

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的壓

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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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戰漸為稀釋。（三）在市議員部分，地方派系在參選爆炸的都會型選情中，

派系人物參選比例就全部的候選人而言不算太高，平均為 27.87％，但是具

有派系色彩的候選人當選比例卻相當高，平均為 82.96％。探究其背景可發

現由於大環境的變遷，使得地方派系在面臨當選成效評估時，會以有限的資

源支持較易當選之候選人。 

另從地方派系的得票率觀察，具有地方派系色彩的候選人在 2002 年選

舉得票率較上一屆為低，顯示政黨輪替後，台中市地方派系在基層選舉的選

票動員能力上發生相當危機。 

三、 市議會已成為兩黨競爭體系 

以歷屆市議員的當選名單中發現，大多數的無黨籍議員傾向國民黨，是

故雖台中市議會已邁入兩黨競爭體系，國民黨席次率也大幅下降，但始終能

掌握台中市議會的主控權；不過昔日一黨獨大的國民黨基層政治生態，依舊

在新政黨的成立衝擊中，有逐漸弱化的現象。第十二屆市議會的有效政黨數

目是 1.28，第十三屆市議會則漸增為 1.52，這反應了民進黨席次增強與新黨

的出現，但仍然是屬於一黨制的範疇。第十四屆市議會的有效政黨數目為

1.89，這顯示民進黨與新黨仍維持基本席次。第十五屆為 2.63，顯示雖新黨

式微但轉而是親民黨的出現，因此視為兩黨制。在泛藍的反對黨聯盟成形之

後，如果將國親新三黨加在一起，則有效政黨數是 2.33個，這幾乎已到了兩

黨制的典型。 

四、 國民黨之組織動員能力逐漸減弱 

即使張溫鷹已執政四年，民間社團的政黨支持並無太大改變，但國民黨

在台中市的組織動員能力卻逐漸減弱，主要因中央與地方行政都易主、行政

資源無法挹注，黨工無法接觸一些新黨友所參加組織的活動，自然會跟社會

網絡脫離，加上選舉時民進黨執政團隊善用嚴格查賄等手段，國民黨與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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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及社團自身內部幾乎已無法維繫凝聚力。尤其在民進黨開始吸納因無資

源而沒落的舊有組織與親民黨接收某些社團的些許力量後，國民黨更顯得欲

振乏力。 

五、 政黨競爭激烈導致地方派系擁有影響選情之關鍵選票 

在市長選舉的角逐中，原本一直維持過半得票率的國民黨，自 1997 年

以後只能獲得四成多的支持度，得票率呈現下滑的趨勢；民進黨則保持緩慢

上升的態勢，甚至在 1997年時首度超越國民黨八個百分點，但大體上仍是國

民黨與民進黨兩黨對決的局面。數十年來，台中市的政治版圖，一向是由國

民黨與派系共治，第十三屆市長選舉顯示，國民黨倚重的地方人脈已出現若

干崩離的現象。雖然地方派系的勢力已隨都市化的衝擊漸趨淡薄，但在大量

獨立選民的台中市而言，兩大政黨五五波的對峙時，地方派系則擁有少數決

定性的關鍵選票。 

六、 選民呈現跨黨派支持取向 

從 2000 年政黨輪替前後台中市議員的選舉得票率觀察，1998 年派系得

票率為 47.86％，2002年派系得票率下滑至 33.13％，除了候選人本身派系色

彩逐年模糊化並難以界定外，經濟環境的困境也使得具有明顯派系色彩的候

選人，考量到競選必須大量動員與投入所費不貲的財力，而自然減弱參與政

治場域的企圖。政黨在選舉時，也為了將基層版圖極大化，更習於提名現任

者，現任議員因擁有服務績效與選區知名度而佔有較大的優勢。可見在高都

市化的台中市，各政黨、派系與候選人在既有的人際網絡上，為了爭取大量

中間選民的支持，政黨與派系的影響差異漸漸縮小，政黨間意識型態的界線

逐漸模糊，選民投票之關鍵已開始從政黨與派系選項轉而傾向個人特質、形

象、口碑或政見議題，因此基層選民受到不同黨派候選者的吸引而跨越黨派

認同的界線也愈顯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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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地方派系現未產生恩主之轉換 

台中市地方派系因 2000 年總統選舉，國民黨內的分裂而導致張、賴兩

個地方派系的部分成員政黨位移與各自獨立。不過從 2002年市議員選舉中觀

察，除無黨籍外，國民黨籍市議員仍鮮少發生政黨轉移，頂多為私底下支持

親民黨，其偏向支持原因大多是選區內的選民多為外省族群或支持宋楚瑜，

候選人必須為選票考量而改變色彩或屬性，但是具有派系背景的國民黨籍市

議員台面上則並未發生轉向親民黨的現象，國民黨是台中市地方派系最大恩

主的地位並未動搖。正如學者高永光所研究，因政黨輪替的時間僅兩年，且

頻率不高，「恩主轉換」現象僅是初期的反應，致未明顯的「位移」。 

八、 目前親民黨對地方勢力影響有限 

2000年以來造成台中市選民與地方派系對政黨支持變遷的原因，主要是

「宋楚瑜效應」衝擊了長期為國民黨、民進黨所控制的地方政黨勢力。在選

區內較多支持宋楚瑜的群眾下，候選人基於獲取選票的考量，其色彩亦較偏

向親民黨，形成台中市地方山頭與派系人物發生政黨變動的主要原因。不過，

台中市在既有地方派系兩黨化的現象中，隨著親民黨的成立，卻尚無邁向三

黨化的可能，因為現階段的選民結構，親民黨雖然支持者眾多，但黨員人數

依舊未大幅成長；再加上目前加入親民黨的地方政治人物皆非地方派系重要

領袖，所以目前台中市傳統地方派系並未轉變成三黨化的現象，仍維持國民

黨張、賴兩派與民進黨何派兩黨化的局面。 

九、 政黨與地方派系對得票率有顯著影響，然呈現下滑趨勢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台中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

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多元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

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迴歸分析結果呈現：（一）1998 年政黨輪替前，派

系與政黨兩個變數與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的得票率，均呈現正相關，且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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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的信心水準。派系與政黨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具有百分之三十七左

右的解釋變異的能力；即在 2000 年的政黨輪替前，市議員候選人具有派系與

政黨背景者，對於候選人得票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且呈現正向相關。換言

之，候選人具有派系或政黨背景者，得票率越高。 

（二）2002年政黨輪替後，派系與政黨兩變數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

仍達到 99％的信心水準，顯見政黨輪替後，派系與政黨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依

舊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且呈現正相關。不過，對於政黨輪替後的 2002年第十

五屆台中市市議員選舉而言，派系與政黨解釋候選人得票率之變異的能力降

低（僅剩百分之廿六）。（三）以 1998 年、2002 年兩次選舉，派系與政黨未

標準化迴歸係數Ｂ之估計值加以比較，可觀察出隨著 2000 年的政黨輪替，候

選人是否具有派系背景，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呈現下降的趨勢。換句話

說，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

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

釋力下降。至於政黨變項，從兩次選舉統計結果可得知，候選人是否具有政

黨背景，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程度已逐漸減弱。顯見縱然 2000 年大選後有

多個新興政黨成立並投入選戰，但是在基層選舉上所強調的個人領導特質、

政策主張、競選策略、棄保效應、個人式的基層經營與中央或地方的執政黨

施政表現，甚至政黨內外的整合程度等，諸多因素之影響力有逐漸增強的趨

勢。（四）再比較政黨輪替前後兩次選舉統計資料，觀察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得知，不論是政黨輪替前後，政黨對於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皆大於派系

的影響力。 

國民黨與地方派系間的利益資源系統分配了台灣地方資源數十年，因為

政經環境的改變，此系統產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

邏輯重新調整，中央民意代表的參選開放，打破過去縣市長為地方派系爭奪

最高據點的狀況。其次是政治環境逐步透明化，反對黨的監督效力增加，以

及政治理念的大量宣傳，舊有的樁腳系統卻相對地日漸疲弱。第三是國民黨

本身內部鬥爭不斷，多次主流與非主流的衝擊內耗，使得地方黨部組織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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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服務社系統都面臨分裂危機，昔日能有效操作選舉票源的能力自然每況愈

下。第四是特許行業競爭力下滑，在開放的自由市場環境裡，農會信用部與

信合社迅速失去優勢，連帶使依附其中的派系實力隨而下降。第五是民進黨

籍縣市長很多出身非派系，因此採取刻意與派系保持距離的做法，派系無法

再從行政體系取得豐沛資源，導致政經力量式微。 

從台中市的個案研究可以發現，經過派系替代政策及兩次地方政權翻轉

後，政黨政治的觀念已為大多選民所認知，派系影響力趨於淡薄，故現今地

方派系重要角力是以市議會為主體，再搭配中央級民意代表的合作夥伴關

係。然而隨著派系日漸式微，政黨影響力大於派系，政黨為獲取最大利益時，

依舊會使用策略性投票，進而導致台中市逐步形成泛藍與泛綠對決的兩股力

量，與以往不同的政黨競爭型態，必然將影響未來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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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筆者對於政治環境變遷、地方派系影響、政黨政治發展與選舉制度的處

理是以台灣獨特生態為本，以歷史觀察的立場來從事研究，因此在撰寫的過

程，積極收集相關資訊，企圖以廣闊之視野來看待研究主題的整體性，然而

由於台灣目前媒體多為片段不全之載述，在缺乏充裕詳實的資料提供下，以

致無法用多面向之角度來處理，使得這份研究計劃在單一研究方法的限制之

下，未能達到完全的多元化水準，而有未竟全功之感嘆。雖然台灣各縣市地

方派系已存在多年，相關研究著作亦不勝枚舉，然而針對台中市地方派系個

案研究的學術專著，卻不如其他派系鮮明之縣市，有著大規模地深入分析與

研究。因此，本研究在撰寫的過程中，除了文獻蒐集的考驗外，也面臨研究

方法與理論架構等諸多挑戰，分別依述如下： 

一、文獻資料蒐集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上，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與官方統計資料，雖然對於資

料的處理務求完整性，但實際所面臨的困境是，因年代久遠或無法訪問派系

耆老的情形下，難以尋求當時的背景資料，而有資料缺失之憾。尤其在台中

市地方派系的專著與可資參考的相關文獻有限之情況下，解決方式有賴深度

訪談與時事觀察方可獲致寶貴的資料，以彌補了部分缺憾。 

二、個案研究 

本研究是以台中市為個案研究對象，企圖探究在 2000 年中央政黨輪替

前後，政黨與派系兩項變數對選舉投票之間的因果關係。然而在個案研究的

方法上，最為人所詬病的通常是對於此研究法是否具有通則化的問題；由於

個案分析著重於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結論的代表性就可能受到質疑。

此外，研究者是否具備主觀偏差（ subjective biases）問題，也是深受質疑的，

因為從個案的選擇開始，到資料蒐集與處理，均可能有主觀價值的涉入，而

影響資料的蒐集及判斷。所以本研究為求較客觀的派系、政黨生態，而採取

深度訪問法，在研究問卷的設計、訪談對象上務求公平與客觀，盡可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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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效果。 

三、深度訪問 

 本研究在深度訪問上，由於政治的敏感性，因而有兩項問題是較無法解

決的。一則是受訪者為求表達自身的意見，有可能會於訪談時加入訪問者當

時的對話與環境因素，甚至受到訪問者的技巧等干擾，而有偏頗。二則由於

受訪者不是研究者能力所可控制的，因此有些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是必須訪

問，但卻可能因當事人不願接受訪問或是沒時間等因素，而無法達成訪問。

故上述的問題在尚未克服前，本研究在訪問之過程，仍有缺漏之憾。 

四、實地觀察 

    由於寫作論文時間有限，而有不能長期從事田野調查之憾，此外尚有現

實的困難。例如，受訪者與研究者各有不同政治背景，若只進行一般觀察，

則難免造成浮光掠影，但要深入政黨或派系最核心的決策地域觀察，不僅困

於政治現實之難成，又恐其他當事者知悉而心生畏懼，此為本研究之難處。 

五、理論建構 

一個學術上的理論建構，是眾多學者經驗的累積，加上花費諸多光陰的

考驗。因此本研究在派系、政黨與選舉三者間之問題的假設分析上，並不一

定能經的起時間之考驗；而資料邏輯推演的不周全、研究者的學識侷限等，

都是本研究必須儘量克服的問題。 

綜合上述諸多個人與後天環境條件不足的因素，以致本論文無法達到高

度的完整性，心中頗有遺珠之憾。而研究方法和技術的限制，在其他研究方

法和技術的補充下，筆者儘量維持研究的客觀。至於無法解決的部分，皆找

尋可能的替代，而無法替代的，則有待日後的補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