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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立法委員選舉自 1992 年全面定期改選以來，一直是採用以「複數選區

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為主的特殊選舉制度，直到 2005 年第七次修憲始變革為「並

立式混合制」，並已於 2008 年 1 月 12 日第七屆立委選舉中首度實施。 

由於台灣與日本均位居東亞關鍵位置，並同為該區民主發展之典範，類似的

政經發展脈絡，於是經常成為學界探討比較的對象。除了近似的經濟發展模式

外，於政治層面上，兩國亦皆由「一黨獨大」的政體開始演變。尤其，兩國更先

後於 1994 年及 2005 年修改國會選舉制度，且不約而同從「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

投票制」改採「並立式混合制」。 

任一國家選舉制度之變革，往往都會對其政黨體系、甚至政治運作造成相當

程度之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此次選舉所採取的新選制，從理論、制度及實際

各層面，參照日本選制改革與施行之經驗，進行新選制對我國政黨體系影響之初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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