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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論 

 
當同一政黨於選舉中同時有兩位以上的參選人時，此時將可能發生選票分散

的狀況，致使鷸蚌相爭，漁翁得利之局面，而將最終勝利拱手讓予他黨，為避免

此種情境上演，現任者（或黨內高層）對新進參選人進行勸退之情形屢見不鮮，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集中選票，達到最後勝選的目標。然而，勸退是否能夠成功，

牽涉到許多因素，在此前提設定下，本文藉由一連串的賽局模型分析，了解到在

雙方具有資訊不對稱的特性下，可採取勸退策略者對於新進參選人所知資訊是非

常有限的，僅能依據其與外在競爭的勝選機率、強弱型態比例與各選舉成本等，

去評估其實力堅強與否，以進行勸退策略的選擇。可是新進參選人接受勸退的意

願為何又是另外一回事，這主要是因為新進參選人將會考量到勝選機率的高低以

及若順利當選後，當選利益為何或是退選後能換來怎樣的補償等因素，在在都顯

示出勸退行為的多元化結果。 

不過，實際上，隨著現今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不論是勸退者或是被勸退者

彼此之間透過媒體報導的資訊傳輸，已將資訊不對稱所造成的影響減到最低，不

僅如此，參選人對於本身與外在競爭的勝選機率也能更加確定，另外伴隨著退選

好處的給予，我們可預測到勸退行為的發生將趨於攀高。 

文中我們也經由文獻探討得知，外部勞動市場的存在會使得內部勞動市場的

晉升機會有所減低，同時也會削弱內部員工的工作誘因，但若藉由提供獎勵或增

加工資則可幫助維持其誘因。其實這在選舉上也是一樣的，當模型加入與外界競

爭之因素，並與單純黨內選舉比較後，我們發現到參選人的當選利益隨著勝選機

率高低而有不同，當選利益因此有所降低，也由於政治利益吸引力下降的緣故，

使得現任者（或黨內高層）具有較大的空間可進行套利，加速了勸退行為的發生。

而政黨利益的給予，也讓現任者減少了參選的意願，更刺激了新進參選人的參選

意願。由此可知，本文中勸退關鍵取決於當選利益的高低。 

相較於未考慮到政黨利益模型之王智賢（2007）一文，我們可明確地發現到

兩者同樣得出當黨內初選的職位愈高即當選利益愈大時，或者是他黨參選的實力

愈低時，愈不容易產生勸退成功之現象。而由於本文有額外考慮到參選人與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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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之勝選機率此一因素，使得勸退門檻因此降低，進而導致勸退行為發生頻率

的提高。 

相信只要有選舉的存在，就會有勸退的發生，基於此，我們期望能夠藉由本

文賽局模型的理論分析，針對目前的勸退現象提出具有指標性的論點依據，但不

論是本文或是實際上選舉所用的參考資料，多屬於評估性資料，在此基礎上所進

行的勸退行為，很有可能隨著局勢的改變或是民意的不穩定等等，導致意想不到

的結果，因此勸退行為所決定之參選人，是否能真正發揮政黨實力所在，尚有待

此後實證結果評估。除此之外，由於 Nash Bargaining Solution 之求解方法適用於

僅有兩位參賽者之賽局模型，因此未來在進行相關研究時，可以嘗試使用此方法

求解，或許會有更深一層之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