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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選後新局 
 

●徐永明╱時代力量立法委員 

 
 
 

  總統大選後，開啟台灣政治新局。民進黨再次拿回行政權，並首度取得立法院過半

席次。台灣，下一步的契機與發展，我會先從總統選舉的結果來分析，但主要著重在這

一次國會選舉後的立法院變化。 

壹、低迷不振的國民黨：換柱風波、新北市「做好做滿」、軍宅爭議 

  2016總統大選，蔡英文得到六百八十九萬多票大勝朱立倫三百零八萬票。從蔡英文

正式宣布參選以來，無論是洪秀柱參選，或是換柱後的朱立倫，國民黨陣營的民調都沒

有太明顯的起色。只有在換柱之後，有一波成長，但就在王如玄的軍宅爭議之後，國民

黨陣營的民調就一路低迷。 

  換人做總統，是2016選後很清楚的共識。民調一直沒有明顯起色的國民黨，深知總

統勝選的機會渺茫，所以在2015年中之前，黨內各個要角都不願意明顯表態，從王金

平、吳敦義與朱立倫，都沒有明確表達參選總統，甚至朱立倫還說了許多次要把新北市

長「做好做滿」，最後卻食言了！ 

  所以，洪秀柱在黨內異軍突起，甚至通過國民黨內「防磚條款」的民調，獲得國民

黨全代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當洪秀柱成為提名候選人之後，面對黨內各派之間的角力、

黨中央在輔選上的不積極、地方立委的不配合，使得洪秀柱一點都不像是一位國民黨的

總統候選人。黨內無論在提名前後，都一直有要「換柱」的聲音傳出，最後藉由「兩岸

議題」的藉口，黨主席朱立倫主導了接下一系列的換柱行動，臨時全代會後，朱立倫拉

下洪秀柱，成為總統候選人。 

  換柱風波，引發國民黨的政治誠信風暴，接著朱立倫成為總統候選人，也違背自己

對於新北市民做好做滿的承諾，不守「誠信」，成了國民黨這次總統選舉的失去選民信

任感的關鍵因素。當王如玄獲得副總統提名後，引爆的軍宅爭議。雖然捐出所得以及淚

灑記者會或現場鄭重道歉，依然挽不回深藍選民的支持。國民黨低迷情勢、無力回天。 

貳、蔡英文當選的主因：選民對於國民黨執政的不滿意並且期望政黨輪替 

  根據台灣智庫在大選後的評估民調，從表1可以觀察出，2016總統大選蔡英文當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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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主要因素有：對執政黨表現不滿意的結果、希望政黨輪替、政見優於其他對手、個

人形象佳、認同民進黨政策。 

 

表1、蔡英文當選的前五項主因 

題目 百分比 

對執政黨表現不滿意的結果 33.6％ 

希望政黨輪替 17.4％ 

政見優於其他對手 11.7％ 

個人形象佳 8.4％ 

認同民進黨政策 7.2％ 

 

  對執政黨表現不滿意的結果與希望政黨輪替這兩項因素，總和超過50％。由此可

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背負著馬英九執政八年來的包袱壓力，在選戰中也無法切

割或移轉馬英九執政不彰的負面力道。面對馬政府的執政不力，也形塑選民對於「政黨

輪替」的期待。反之，其他三項因素在這一次選戰中，沒有扮演太多的角色。 

參、蔡英文包袱：完全執政、完全負責 

  從表2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台灣選民期待新總統上任後，應優先可處理的前五大議

題（題目可複選），選民主要關心經濟發展、促進就業、食品安全、老人長照、兩岸關

係。多聚焦於台灣內政問題，可見馬政府執政八年來對於台灣內政的處理，讓許多選民

感到失望與無奈。 

 

表2、新總統應優先處理之公共議題 

題目 百分比 

經濟發展 49.1％ 

促進就業 26.9％ 

食品安全 25.2％ 

老人長照 21.0％ 

兩岸關係 19.4％ 

 

  蔡英文就任之後，這些過去馬政府執政的沉痾議題，選民都期盼這些議題能在新總

統上任之後，有一系列的解決方案。但對於蔡英文最大的挑戰在於「兩岸關係」，馬英

九過去跟中國建立的「九二共識」互動模式，蔡英文是否可能延續這樣的路線？對蔡英

文來說，是一項必須審慎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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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3來看，面對台灣日漸成長的「台灣意識」，對於中國態度已經不像馬政府過去

般的軟弱。在兩岸互動上，有54.4％的選民表示蔡英文不應該接受「一中原則」作為兩

岸互動基礎。所以蔡英文要開始尋找兩岸互動的新模式與可能，才能走出馬英九強調的

「九二共識」與一中路線。 

 

表3、中國大陸強調兩岸關係應該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發展，請問

您認為新任總統蔡英文應不應該接受一中原則？ 

題目 百分比 

不應該 54.4％ 

應該 19.3％ 

 

肆、新興政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萬宗歸一？ 

  2016國會選舉，相較於區域立委的部分多屬於「藍綠兩黨」的競逐，但在全國不分

區的部分，竟有多達十八個政黨參與這一次的政黨票競逐。所以，我這一次將選後情勢

放在「政黨票」的分析。 

  百家爭鳴？ 

  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公民運動以及政黨票補助門檻下修至總得票3.5％等因素，都刺激

了許多新興政黨的成立。除了國民黨、民進黨，還有幾個老牌的小黨，親民黨、台聯、

新黨之外，另有較具知名度的時代力量、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等十八個政黨。 

  其中的時代力量、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乘載著近年來累積的公民運動能量所組成

的新興政黨，這也是本屆立委選舉中的亮點。也讓2016年的國會選舉增添許多不同意見

的色彩，呈現一種百家爭鳴的狀態。 

  從表4中選會的得票資料來觀察，得票依序是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親民黨、時

代力量、新黨、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表4、政黨票得票率前六名的政黨 

題目 百分比 

民主進步黨 44％ 

中國國民黨 26.9％ 

親民黨 6.9％ 

時代力量 6.1％ 

新黨 4.1％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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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能在2016國會中取得不分區席次分配的僅有四個政黨，其中時代力量卻是一

個成立尚未滿一年的新興政黨，能獲得6.1％的得票支持度，也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較具歷史的新黨雖沒有衝過5％的門檻，卻也達到3.5％的政黨補助款門檻，對於一個小

黨發展，是相當重要的來源。 

  其中「新黨」的政黨票竟高達4.1％，雖然沒辦法在立法院擁有席次，但仍可以在往

後四年拿到不少的政黨補助款，可以繼續經營組織。  

  「新黨」的再次崛起證明一件事情，有一批深藍選民面對新政治、進步價值的到

來，似乎還一時無法接受。這一批深藍選民雖然對中國國民黨失望透頂，但他們卻不會

去尋找較無明顯國家主張卻有進步價值的新政黨，作為新的政治信仰。這一批深藍選民

放棄一次讓國家進步向前的機會，轉而去支持比國民黨更加保守的新黨。 

  萬宗歸一？ 

  雖然2016選舉，有十八個政黨參與競逐，最後除了兩大黨之外只有二個政黨突破5％

的得票門檻，其中只有時代力量是新興政黨。而新興政黨的得票成長，也是我們可以探

討的現象。從表5的選民對於政黨票的投票行為傾向，來分析這一次政黨票從百家爭鳴，

最後卻走向了「萬宗歸一」的結果。 

 

表5、政黨票投票動機 

題目 百分比 

認同政黨理念 41％ 

喜歡政黨形象 22.1％ 

爭取國會過半 10.5％ 

政黨輪替 9.4％ 

 

  影響政黨票投票行為最主要的因素，最後還是「政黨認同」來決定，這個因素造就

了兩大黨在全國不分區政黨票的競逐優勢。新興政黨難以在短時間之內，塑造全台選民

足夠的政黨認同共識，只能依靠政黨形象的曝光策略，來爭取選民的認同，這一點條

件，也造成許多新興政黨在爭取政黨票上的不利因素。 

  因為，要在短期內建立具有全國知名度的政黨正面形象，除了社會能量的累積，很

重要的關鍵，就是媒體曝光。媒體新聞的曝光可以爭取到關注政治與社會議題的選民，

才能藉此提升討論率，知名度才有機會上升。有正面知名度，才有支持度的產生。接下

來，我們來分析新興政黨「時代力量」如何透過政黨形象的塑造，來爭取政黨票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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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時代力量的興起：黃國昌、林昶佐、洪慈庸現象 

  2016國會選舉，最具矚目的政黨就屬「時代力量」，其中黃國昌從反旺中媒體壟

斷、三一八學運至今參與許多公民運動，在台灣社會已是多數人知曉的意見領袖。林昶

佐，則是閃靈樂團主唱，長期關注台灣人權與轉型正義等議題，搖滾主唱從政，也吸引

國內外媒體的諸多關注。洪慈庸，弟弟洪仲丘遭國軍虐死的悲傷案例，引爆了二十五萬

人上凱道挺仲丘運動。台北市長柯文哲說道：「沒有洪仲丘、就沒有太陽花、沒有太陽

花就沒有柯文哲。」 

  洪慈庸代表著近年來台灣公民運動的起點，時代力量這三位新科立委，都自自己的

選區打敗資深的國民黨立委。不僅是象徵著公民意識的覺醒，也意味著公民素人參政的

起點。 

  時代力量，因為有黃國昌、林昶佐、洪慈庸等人的從政故事與歷程，塑造了與其他

政黨不同的政黨形象，藉此吸引較不受政黨認同因素影響的選民。這是一股社會力量的

累積，未來時代力量要守住這份力量，就要在未來建立足夠的政黨認同意識，讓支持者

固著化，才能在比較穩固的根基上，持續來發展。 

陸、時代力量的支持者在哪裡？青壯年、高教育與第三勢力認同者 

  這一次國會大選引人注目的新面孔「時代力量」，成軍不到一年的就取得了三席區

域立委以及跨越政黨5％得票門檻，分配到兩席不分區立委席次。總共得到五席立委，進

軍立法院。受到媒體許多關注眼神的時代力量，這次的支持者是從哪裡來？我們透過台

灣智庫的選後評估民調，來做進一步的分析。 

  從區域來看（表6），時代力量在北北基、中南部地區的支持度較高，桃竹苗區則較

弱。主要還是在這北北基與中彰投區域中，有時代力量的區域立委候選人來帶動政黨票

整體知名度與支持度。 

  而時代力量的支持者也很明顯多群聚於20～49歲的青壯年族群，可能也是因為時代

力量的代表人物黃國昌、林昶佐與洪慈庸，除了在公民運動場域上是意見領袖之外，林

昶佐還具有搖滾歌手的身分，都是吸引青壯年族群注意的目光。在不同性別的支持者當

中，時代力量男性支持者明顯高於女性。 

  在教育程度的部分，則多集中於專科與大學以上的知識分子，至於在政黨認同的部

分，我們可以看見台灣有部分選民的政黨認同在開始移轉，時代力量的支持者當中竟然

有19.5％的支持者認同所謂「第三勢力」。所以，除了藍綠之外，時代力量若能將這些

認同者固著化為政黨認同，那麼這股新興的政治能量，是一股不容藍綠兩大陣營忽視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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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時代力量的支持者 

地區 百分比 

北北基 9.3％ 

桃竹苗 6.6％ 

中彰投 10.2％ 

雲嘉南 10.2％ 

高屏澎 8.6％ 

年齡 百分比 

20～29 12.1％ 

30～39 12.7％ 

40～49 10.3％ 

50～59 5.9％ 

60～69 6.3％ 

70以上 0.7％ 

性別 百分比 

男 11.3％ 

女 6.1％ 

教育程度 百分比 

小學以下 1.9％ 

國、初中 4.9％ 

高中、職 9.0％ 

專科 13.2％ 

大學以上 13.7％ 

政黨認同 百分比 

泛綠 6.9％ 

泛藍 3.0％ 

第三勢力 19.5％ 

不偏任何政黨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