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學位論文 

 

 

指導教授：盛杏湲博士 

 

 

 

國會小黨的行動策略與運作 

 

 

 

 

 

研究生：蔡韻竹 撰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 



 2

目  次 

表  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第一章 緒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第一節 問題意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第二節 研究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第二章 文獻檢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第一節 政黨體系中的小黨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第二節 政黨在國會的影響力與政黨間互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第三節 我國立法院的政黨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第四節 小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 

第三章 小黨的目的與行動策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第四章 小黨興起的政治背景與其政治影響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 

第一節 第 3 屆至第 6 屆立法院內的政黨政治運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 

第二節 新黨、親民黨與台灣團結聯盟的成立、政黨立場及決策方式 ______________ 54 

第三節 新黨、親民黨與台聯的政黨團結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3 

第四節 第 3 至第 6 屆立法院的各黨實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2 

第五章 議事規則的政黨化過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7 

第一節 法制化的黨團權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7 

第二節 政黨角力與黨團門檻的變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3 

第六章  小黨在立法院的策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9 

第一節 小黨的行動策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0 

第二節 小黨的立法提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2 

第三節 黨團協商及程序委員會的小黨行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1 

第四節 小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6 

第七章 小黨的表決行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18 

第一節 地位、表決立場與表決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9 

第二節 不同屆期下的小黨關鍵性、表決立場與表決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8 

第三節 不同議題下的小黨關鍵性、表決立場與表決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9 



 3

第四節 大黨對立程度與小黨關鍵性、表決立場與表決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 158 

第五節 小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2 

第八章  結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4 

第一節 研究發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4 

第二節 台灣小黨的未來空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9 

參考書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2 

中文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2 

英文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7 

附錄一 受訪者背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3 

附錄二  深入訪談大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4 

附錄三  邀訪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6 

附錄四  記名表決的議題內容分類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7 
 



表  次 
                                 

表 4-1 第 3-6 屆立法議事概況   54

表 4-2 第 3-4 屆期間新黨全委會召集人 56

表 4-3 第 4-6 屆親民黨中央黨部組織  60

表 4-4 第 5-6 屆台灣團結聯盟歷任黨主席 62

表 4-5 第 3-6 屆政黨記名表決的凝聚力指數 64

表 4-6 第 3-6 屆政黨凝聚力分佈 66

表 4-7 第 3-6 屆各黨記名表決凝聚力（議題別） 69

表 4-8 第 3-6 屆小黨凝聚力（不同大黨對立程度） 71

表 4-9 第 3-6 屆各政黨平均議席數（1995-2008 年） 73

表 4-10 第 3-6 屆各政黨影響力（1995-2008 年） 73

表 5-1 第 3-6 屆立法院政黨規則修法歷程 88

表 6-1 第 4-6 屆各黨黨團提案分佈 106

表 6-2 第 3-6 屆立法院程序議事概況 110

表 7-1 第 3-6 屆立法院記名表決議題分佈 125

表 7-2 第 3-6 屆立法院記名表決政黨對立的程度 128

表 7-3 第 3-6 屆立法院記名表決小黨關鍵性比例 129

表 7-4 新黨各屆記名表決的立場 131

表 7-5 第 3 屆各會期新黨在記名表決的立場 132

表 7-6 親民黨各屆記名表決立場 134

表 7-7 台聯黨各屆記名表決立場 137

表 7-8 第 3-6 屆小黨記名表決多數比例 139

表 7-9 小黨在不同議題表決的關鍵性比例 142

表 7-10 新黨各屆議題表決立場 148

表 7-11 第 3 屆新黨在政黨競爭議題的表決立場 149

表 7-12 親民黨各屆議題表決立場 152

表 7-13 台聯黨各屆議題表決立場 154

表 7-14 第 3-6 屆小黨記名表決結果（議題別） 156

表 7-15 第 3-6 屆不同大黨對立程度的表決下的小黨關鍵性比例 160

表 7-16 新黨在不同大黨對立程度下的表決立場 164

表 7-17 親民黨在不同大黨對立程度下的表決立場 166

表 7-18 台聯黨在不同大黨對立程度下的表決立場 167

表 7-19 第 3-6 屆小黨的記名表決結果（大黨對立程度） 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