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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民進黨區域立委協調小組等幹部估計，立委不分區可拿16席，加上區域選出的總計可得
45，最高50；近年來無黨人士在基層選舉大有斬獲，但在高層單一席次選舉則幾乎完全沒空間，
因此民進黨如只得45~50席等於國民黨席次仍將比綠營多了3成之多，國民黨方面則透露自己可得
60到70席而繼續鞏固國會多數。這兩項估計藍雖都比2008得3/4少得非常多。卻和09年以來選舉
，不論立委、地方選舉、縣市長總票數綠大於藍的現實不能相應。

  

      國民黨方面認為三合一選舉將使南部遭更大壓力，而難獲席次，北部則將比過去更有利。
這評估其實有問題，因在藍綠實力懸殊的地區不管合不合一，立委勝負都不會受到影響,如藍在南
部合不合都拿不到什麼席次,而北部如台北大安、新北中永和等地合不合都穩贏。但是像新北市、
台中市，民進黨在08年雖只得2席，在五都選舉時，如以立委選區劃分，市長選票綠大於藍的，
合計有9區，立委選票若受到總統選票牽引作用，藍綠將從20比2的懸殊差距，拉到平手，甚至可
能一舉變成綠多於藍。合併選舉,國民黨期望的是立委運用椿腳優勢發揮撐高總統選票作用,但那也
意味著在前述地區,總統侯選人會產生向下壓垮的效應。 

      民、國兩黨中央人士都評估12年立委藍仍遠大於綠，根據大抵都是「基本盤」的傳統思維
。但近年來選票波動幅度很大，依傳統基本盤估計經常失準。 

      如01年立委泛綠輸泛藍7.6%到04年追到只差3.3%到08年大幅拉大為14.7%，09年後動輒
以60%比40%大贏。再如縣市長01年綠只輸2.1%到05年擴大為10.1%，10年五都市長大幅跳升倒
贏5.3%之多，再如總統選舉藍綠比是60%比39%，2004成49.99%比50.01%，到了2008則為58%
比42%，選票的擺盪都非常劇烈。 

      基本上這些波動的根源是受到制度、趨勢、結構、大環境和議題五因素衝擊的結果。其中
制度、結構、趨勢是長期效應, 大環境是中期效應,議題是短期效應。

一、 制度方面

      1、立委選區在修憲前本來票票極不等值, 對綠已經不利。金、馬、原住民才50多萬人，卻
有10席藍幾可統贏，對綠已不利，縱使未升格150萬人口的高雄市綠統拿,也不過剛好抵銷金、馬
、原住民的席次而已。 

      修憲後國會減半對綠更大不利，金馬原住民才50多萬人，卻有8席，只比合併而人口達27
6萬人口的新高雄市少一席，這藍將全拿，高雄市綠全拿也只能正好抵消拿了原住民區的劣勢而
已。

      2.但另一方面,修成單一選區後，總票數若贏將獲超高比率的席次紅利，2008藍因此以55%
的選票囊括3/4席次，09後補選11席，綠也以同樣理由囊括了9席。如今綠只要總票數維持優勢，
獲得的席次紅利有可能抵消金馬等8席的不利。

二、趨勢方面
   
      從1992迄今20年間，除08年外，立委選票呈現藍消綠長的大趨勢。尤其以南部最明顯。1
992雲嘉以南縣市到2004藍營得票從50%~72%一路下滑到32%~46%。極為驚人。綠營則由28%~
50%一路上升到45%~54%同樣驚人。這差距在09年後還進一步擴大。在中北部也大體呈現藍消綠
長，只是趨勢較緩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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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998台北市藍綠得票率結構

三、結構方面有三點

      1.由於兩岸經濟整合，導致貧富差距拉大，以 致1990年代支持藍營的農工，中下階層、
中小企業，在2000後，大幅轉向支持綠營，09年後各項選舉總票數被綠超越。

      2.國家認同方面，統消獨長的趨勢持續不變，如今在結構上獨遠大於統。

      3.過去國民黨基層堅實，里長、議員、立委、縣市長選票大抵是70%；60%；55%；50%
，呈金字塔型。在五都選後完全翻轉成倒金字塔。里長、議員、市長為33%；41%；45%。基層
嚴重鬆動。(圖2)

圖二2o1o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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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台北市國民黨里長
   

年份  1998  2oo3  2oo6  2o1o  
席數  321  267  237  166  
%  71.3%  59.3%  52.6%  36.9%  

四、大環境

      影響大環境整體氣勢最大的是社會對執政者的評價和政黨的評價。

      1、08年社會對扁執政的負面評價，使民進黨立委大敗；09年後馬英九的執政評價長期陷
入低迷。

      依遠見雜誌的調查，08年底以來對馬總統的不滿意度長期維持在5成以上，滿意度則在4成
以下，而信任度和不信任度則都膠著在4成上下。

     
對國民黨立委滿意度更長期在3成以下，不滿意度則在5成5以上。這對國民黨顯然極不利。

      2、政黨傾向方面，在2003到2005年間民進黨認同傾向一直高於國民黨，所04年總立委都
勝並不意外。值得警惕的是05年之後到現在泛綠認同傾向一直低於泛藍。迄今仍低3.5%。(圖3)

      對馬政府的失望已導致民眾對蔡英文、蘇貞昌的支持度都已和馬英九相當，但對馬的不滿
為何沒有充分轉移對國民黨的支持到民進黨？

      也許大家對民進黨能不能擺脫扁的影響仍不放心，不論如何，這或許不會影響到民眾對民
進黨區域立委的支持，但肯定會使兩票制中民進黨的政黨不會太好看，因此不分區有可能真的如
黨中央評估的不能拿到半數席次。因此必須推出社會支持度超強的人選進入名單領銜參選。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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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遠見民調 (2011.5)

五、議題方面
   

     民進黨優勢一直在創造議題上，二合一選舉將使絕大多數議題被總統侯選人吸收,這對民進
黨不利。如何突圍創造總統不能吸收的議題無疑是民進黨當務之急。 

      如以五都和縣市長選舉和08立委選舉立委選區的要做基礎的話，則在區域79席中綠營得票
超過50%有30席，(蘆洲、三重、新莊、樹林、板橋A、大同、大甲、潭子、太平、豐原、全台南
市共5區、高雄市共7區、全屏東共3區、宜蘭、全雲林共2區、全嘉縣共2區), 

超過47.5%的有11席，(板橋B、土城、北投、烏日、台中市中區、澎湖、蘆竹、觀音、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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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達這標準，但在立委補選中勝出的有3席，(中壢、新竹縣、台東)加上鳳山綠營明顯優勢
但楊秋興參選而市長選舉降低的1席， 

民進黨最樂觀，但有基礎的評估，單單區域立委最高就可以高達45超過過半的40還多5席,比中央
黨部幹部評估的多了約15席,如合計不分區,甚至有跨越60席的空間。 

     大趨勢的衝擊之下，「基本結構」已大不同於過去印象中的「基本盤」，而大環境造成選
票波動又非常巨大,這些因素加上單一選區超額紅利的制度的效應。台灣事實上已第一次出現了國
會全面輪替的機會,因此藍營的評估未免太樂觀，綠營又不免過度保守了。

 

      如果國會真出現多數黨輪替,在台灣民主憲政發展上的意義其實遠遠超過朝野誰勝誰負之上
。他將有兩個更重要的意義:

     1.依據哈佛教授韓汀頓的理論,政治是否民主，指標並不在於選舉而已，更在是否曾透過選
舉進行了和平的政黨輪替。那麼什麼是「政黨輪替」? 總統制的國家，如美國，經由總統選舉完
成政黨輪替；內閣制的國家，如日本，則是透過國會改選來完成,很容易辦認。但雙首長制的國家
如台灣，恐怕得總統和國會都曾經政黨輪替，才算完成。因此年底的立委選舉，意義重大。

     2.由於藍營主導國會多數的局面一直沒有改變,因此我國國會全面改選雖已快20年，但國會
組織及職權行使，卻一直保留民主化前「立法院是行政院立法局」體制，社會再怎樣批評就是改
不了。結果就是國會正常功能無法發揮，社會對國會評價也因此每下愈況，依群我倫理促進會調
查，在21個類別中，立委社會信任席排名18和僅高於外勞、名嘴、相命師。現在國會多數黨一旦
輪替,國會再造的機會將終於出現。

     因此說現在「憲法時刻」即可能來臨不為過。而怎樣讓這樣的時刻順利出現並有所作為，
歷史重擔看來就擺在民進黨肩上了。能不能恢弘有力地承擔這樣的重責大任,
歷史正考驗著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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