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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政治可能陷入膠著停滯 
─1998年選舉的展望 
 

■瞿海源／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在1997年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掌握了多

數縣市的執政權，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上重

大的轉折。今年年底的三項選舉，攸關立法

院的政治生態變化及北高兩市執政權的爭

奪，對於台灣政黨消長有著莫大的影響。如

果民進黨掌握住北高大都會區的執政權，而

國民黨又在立法院的席次不過半，則台灣的

民主政治就會有一個全新的局面。但如果民

進黨未能贏得高雄市長的選舉，又失掉在台

北市的執政權，國民黨能掌握立法院的多數

席次，則國民黨將止跌回升，穩住局勢，維

持長期執政的優勢。而民進黨在挫敗之餘，

本身元氣大傷，也很可能面臨更大的生存問

題。在兩大政黨之外，年底也將是新黨存亡

的關鍵，建國黨興衰的考驗。至於新國家陣

線、民主政治聯盟、無黨籍聯盟等之輸贏也

會對國會生態產生微妙的影響。 

 年底的選舉很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民進

黨勉強維持住台北市的執政權，不太可能獲

得高雄市長的勝利；國民黨在立法院可過

半，民進黨仍然在立法院維持第二大黨的地

位，新黨在立委席次上會減少，至少在比例

上會下降，建國黨即使有宰獲，也極為有

限，反倒是無黨籍聯盟會很可能成為國會內

微妙的有實力的少數。果真如此，台灣的民

主政治雖不會倒退得很厲害，但很可能會陷

入膠著停滯。 

 簡單來講，民進黨這次排出的陣容，就不

可能直接控制政權。這是因為力有未逮的緣

故。簡言之，民進黨雖然有執政的野心，但

卻沒有在過去十多年做好執政的準備，雖然

在好幾個縣市有執政的經驗，人才的培育和

累積並沒有什麼積極的成果。去年年底縣市

長的選舉多少有些意外，也是拜國民黨內鬨

之賜，並非在實力上真的有什麼顯著的增

加。整體而論，民進黨仍然未有足夠的人才

來擔任公職。 

 在直轄市長方面，陳水扁四年前脫穎而

出，有些特別的條件。四年執政帶動了聲望

的持續上升，大體上還佔了相當的優勢。然

而做為執政者，在民主社會裡，當然會隨時

為在野黨監督，甚至嚴厲的抨擊。台北市市

政當然不會沒有問題，雖然有些問題是國民

黨長期執政所釀成的，但當政者並不能這樣

推卸，就像接收以前的建設成果一樣。再加

上，陳水扁的施政也一定有一些問題，在在

野黨手裡就更被渲染得嚴重得不得了。距離

年底選舉不到兩個月，瑞伯這個秋颱也讓陳

水扁臉色沉重，後續若還有什麼天災人禍，

陳水扁競選連任就多一分艱鉅。國民黨奪回 

台北市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政治目標，即使內

部有矛盾，但一致對外的可能性很大。民進

黨若要寄望國民黨內部矛盾乃至馬英九總部

的混亂獲得勝利，恐怕不是很實際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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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基本上有相當的優勢存在，除了外

表以外，也還是有一些市民容易接受的特

點。雖說是競選團隊有些雜，但以在野地位

來攻擊，聲勢很凌厲。同時，集結了新的右

翼看似開明實則保守的勢力，不但鞏固國民

黨原有票源，更很輕鬆就吸納接收支持新黨

的大量選票。馬英九有不小的機會把陳水扁

趕下台。 

 在高雄市的選舉方面，吳敦義經營高雄那

麼久，得罪了當地地方勢力，而又和李登輝

有微妙而矛盾的關係，但當王志雄被逼退

後，吳敦義大體上穩住了情勢。謝長廷在和

彭明敏搭檔競選副總統失敗後，政治情勢並

不很好，又捲進宋七力案，受了內傷而且不

時會復發。南下經營也是一個政治的新起

點。只是聲勢一直很難有實質的進展，在實

力上的增長也有限。若無特殊情況發生，吳

敦義要擊敗謝長廷可能性很大。謝長廷本來

的勝算也還是建立在國民黨在高雄市的分裂

上乃至吳李關係的矛盾上，但這個國民黨內

部的因素演變至今，大約對民進黨已經沒什

麼利可圖了。 

 其實，立委選舉應該有對未來的政治發展

有更大的影響力，然而在這一方面就顯示出

國民黨還是有壟斷的實力，而民進黨並無實

力在立法院席次上成為多數黨。在總共二百

二十五席立法委員中，區域立委共一百六十

八席、原住民八席、僑選八席、不分區有四

十一席。民進黨提名區域立委等七十九席，

如果全勝，則不分區可得十七席，則總共可

獲九十六席，差立法院全部委員總數的一

半，有十七席之多。何況這種全勝的結果幾

乎是不可能的，於是民進黨下屆立委席次離

半數至少在二十席以上，差三十席的可能很

大。如寄望建國黨或新國家陣線能在選後連

手掌控立法院，則獨派政治實力也不見得能

有如意的宰獲，同時兩者在選舉中還會對

立，甚至相互拉低勝出的機會。從簡單的數

字和實際局勢來看，民進黨在選前就已經確

定不可能掌控立法院。 

 不過，民進黨還有一線希望，那就是要靠

國民黨在立法院勢力的分裂和對峙。其間，

宋楚瑜因素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省議員及

宋的勢力很可能藉立委選舉而佔有具實質作

用的席次。一時還無法精確估計這個勢力的

大小，但是以台東縣長現任省政委員鄭烈宣

布退黨而言，就足以顯示第四屆國民黨立委

有分裂的可能。只不過，在精省中與國民黨

通力合作的民進黨似乎只能繼續和國民黨主

流合作，民進黨可能陷入國民黨的吸星大法

而難以脫身。 

 不論是新黨、建國黨或是新國家陣線，要

想在這次立委選舉中有所得，甚至建立灘頭

堡恐怕都不是容易的事。倒是無黨籍聯盟結

合了黑金及地方勢力，很可能成為立法院的

第三勢力，成為關鍵少數。在政治上和一些

國民黨籍立委因利益而結合，對國會政治產

生實質的影響。試想羅福助父子檔同時進入

立法院，我們就可以想像其威力了。 

 台北和高雄兩直轄市長改為民選以來不過

是第二屆，選舉結果不論是那個政黨獲勝，

都還是其次，重要的是民主制度的確立。在

實質上，要使市政更能為市民謀福利建設更

合乎市民的需求，透過選舉各政黨仍需繼續

努力。國會的真正的改選也只是第三屆而

已，國會政治要健全，各政黨和當選的立委

要致力精進的地方還很多，選舉勝敗事小，

國會政治的健全更為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