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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結論與建議 

 隨者台灣民主化的腳步與選舉的全面開放，選舉研究已成為學者極度

關注的領域。但過去文獻多從政治面切入，僅有少數學者從政治景氣循環

及經濟投票的面向探討選舉與經濟間的關係。而有關台灣 21 個縣市是否

出現經濟投票現象的研究，更是付之闕如。從現實的角度觀察近來之縣市

長選舉，經濟議題往往成為候選人的競選主軸。在野黨紛紛藉由攻擊現任

執政黨經濟表現不佳的弱點，希冀達成政黨輪替的目的。因此，為了要進

一步探索經濟表現是否和縣市長選舉結果有關，本文以台灣21縣市在1989

年至 2001 年 4 屆之縣市長選舉為研究對象，探究台灣的地方首長選舉中

是否出現經濟投票行為，並進一步成為影響政黨輪替的關鍵因素。期能藉

此彌補相關文獻，多從政治層面及中央層級選舉考量之不足。 

 經由實證研究後發現，這 4 屆縣市長選舉中的確有出現經濟投票傾

向。但此投票行為是受全國經濟表現之影響，即全國失業率於選舉年惡化

時，現任執政者原本因與總統同黨所享有的連任優勢會下降。然而，不論

中央政府經濟表現如何，與總統同黨仍具有相對優渥條件。其被政黨輪替

的機率，依舊低於由非總統政黨執政的縣市。另外，並非所有的全國總體

經濟指標皆對縣市長之選舉結果有所影響，通貨膨脹率與政黨輪替之發生

便無顯著關係。至於地方經濟情況之優劣，估計結果反而不顯著，即縣市

現任執政黨遭致替換的機率，並無明顯隨著地方經濟變化而波動的趨勢。 

 除了全國經濟變數會透過執政者之政黨影響縣市長選舉結果外，現任

者競選連任與否、以及現任執政政黨連任之屆數，更與選戰的勝敗息息相

關。就前者而言，競選連任者因具有現任之優勢而較易於選戰中勝出，故

其發生政黨輪替之機率較低；而後者則符合「邊際效用遞減」法則之假設，



經濟投票與政黨輪替—以台灣縣市長選舉為例 

 

 63

長期掌控縣市政府之政黨的敗選機率果真會相對提升。至於導致此現象之

原因是否如同原先假設，即某一政黨執政的期間越長，選民容易對其產生

厭倦，而抱持著「換人做做看」的心態投票給在野黨，則仍需進一步對選

民進行個體訪問調查才可驗證。而在單一政府變數部分則無顯著影響。 

 最後，再分別以 1997 年第 13屆縣市長選舉、以及宜蘭縣、雲林縣、

高雄縣、台東縣、花蓮縣及嘉義市等 6縣市作為對照，區分屆別及縣市別

來看政黨輪替情況，則有以下發現：首先，就屆別而言，2001 年出現縣市

長政黨輪替的機率高於 1997 年，其中可能的解釋原因為，中央政府在 2000

年選舉中政黨輪替的積極示範作用，以及認同投票的結果。再從縣市別來

觀察可得知，嘉義縣、屏東縣、新竹市、台中市、台中縣及基隆市，為最

近 4屆縣市長選舉中變天機率名列前矛的縣市，作為對照組的 6個縣市呈

現一黨長期執政的型態，而其他 9個縣市出現政黨輪替的機率則介於兩者

之間。至於，致使 21縣市有如此差異的因素，已超出本文可解釋的範圍，

而此課題亦將留待後續加以研究。 

 由以上所得結論，本文對於未來縣市長選舉時的競選策略歸結出幾項

建議：第一，在野黨候選人欲藉由提出地方失業率攀升的現象，證明現任

執政黨無能，以達成政黨輪替的如意算盤是失算的。因為，地方景氣波動

與縣市長選舉結果發生政黨輪替的機率並無顯著相關。第二，由於無論中

央政府之經濟表現如何，總統政黨執政之縣市皆較其他地區還不易發生政

黨輪替。故選戰期間，總統政黨執政之縣市若能獲得總統的背書，則能使

同黨候選人的選情加分，大打“總統牌”應屬正確的競選策略。第三，針對

總統政黨執政之縣市而言，在野黨候選人若提出全國失業率惡化的證據，

並以此作為打擊現任地方首長的主軸，則總統政黨之地方政權，極可能因

此而降低其因與總統同黨，而擁有較不易被政黨輪替的優勢。相對地，在

野黨可因此而減少其無法入主縣市政府的相對劣勢。第四，由該縣市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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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者競選連任，便較不易出現政黨輪替的結果可知，各政黨指派該黨現

任之縣市長再度參選確為明智之舉。但總的來說，連任越久，被輪替的機

率越高。故在一黨長期執政的縣市，其在野黨應“提醒”選民，縣市政府已

被執政黨掌控過久，該當「換人做做看，易黨管管看」！透過此訴求可望

能提升在野黨反敗為勝的可能性。 

 至於本文對中央政府於縣市長選舉中可有的作為亦有以下看法：從選

舉年全國失業率攀升會干擾縣市長選舉結果，而通貨膨脹率於選舉年惡化

卻對選情無顯著影響的現象得知，在失業率與通貨膨脹率存在相互抵換

（trade off）關係的基調下，掌控中央政府的執政黨若欲保住其地方政治版

圖，使原執政的縣市再度贏得政權，可於縣市長選舉年運用其行政優勢，

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降低失業率以營造經濟榮景。如此一

來，預期與總統同黨的現任地方首長（或其接班人）遭在野黨取代的可能

性將隨之下降。反之，若中央政府採用緊縮性政策以降低通貨膨脹率，意

欲藉此贏取選民青睞，增加其執政縣市蟬聯的機會，則恐未能如預期達到

降低政權易幟機率的效果。故就中央執政者於縣市長選舉年所應採行的選

舉策略而言，擴張性政策遠優於緊縮性政策。但若從全民福祉的角度觀

之，中央政府如果事先未經周詳地考慮，僅以勝選為目的而採取投機性擴

張政策，其結果除造成景氣波動加劇，而使大眾福利受損外，甚至可能不

利於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是故，每當縣市長選舉時，中央執政者是否應

選擇以經濟代價換取政治利益，致生政治景氣循環現象，仍需三思而後行。 

 最後，綜合本文對台灣縣市長選舉經濟投票的研究，雖然發現全國經

濟表現與縣市長選舉結果之間有顯著相關。但整個研究僅探討總體經濟情

況與政黨輪替間的直線關係，其他像荷包假設及社會經濟假設、或選民經

濟評估背後的隱藏因素等，都是將來值得再加以研究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