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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從「威權政治」朝向「民主政治」發展，目前台灣已是主權

獨立的民主國家。過去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促使台灣在三大方面產生重大政治變

革：一為政治發展，二為憲政發展，三為政黨發展。 

壹、政治發展：從「威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台灣民選總統成

為華人的「政治典範」 

  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從「威權政治」轉為「民主政治」，台灣人民所推動的政治

民主化運動是重要關鍵，這種「由下而上」、「從地方到中央」的民主運動，早期是由

許多所謂「黨外人士」所推動的「草根民主」，逐漸累積而成的，進而在李登輝政權時

期，大力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進行政治改造，並推動多次修憲，使得台灣漸漸從

「威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在李登輝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當中，有關總統、副總統的選舉制度，特別是

由原本的經由國民大會代表間接選舉總統、副總統，改為由全民普選的民選總統、副總

統。這是台灣的國家領導人產生方式的一大政治變革，在台灣政治史上是一重大突破，

在全世界的華人國家中，堪稱「政治典範」。 

  1996年，李登輝成為首任台灣民選總統，連戰為副總統；2000至2008年，台灣首度

發生政黨輪替，陳水扁為台灣民選總統，呂秀蓮為副總統，民主進步黨執政八年；2008

至2016年，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由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馬英九為台灣民選總統，蕭

萬長、吳敦義先後為副總統；2016年，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蔡英文為台灣民選總統，

陳建仁為副總統，民主進步黨再度執政。 

  一、「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台灣推動「民主政治」就必須重視「民意政

治」，特別是台灣民選總統、副總統，使得台灣的國家元首、副元首的產生，來自於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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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台灣選民代表之「民意」，台灣的國家領導人經由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副總統全民

直接普選，這種有多數「民意」基礎的國家領導人，與只有「黨意」支持，或只是少數

所謂「國民大會代表」所間接選舉出來的國家領導人，當然是更具有正當性、合理性、

合法性及政治影響力。 

  二、李登輝總統對「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具有重大貢獻：蔣經國總統在其晚年被

動消極地開始實施台灣政治自由化，例如：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嚴，逐步推動開放黨

禁、報禁、台灣人民可赴中國大陸探親……等。這些政治措施皆多少有助於讓台灣漸漸

朝向「民主政治」發展。特別是到了李登輝總統掌理台灣國政之後，結合朝野人士共同

大力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更是功不可沒，且做出了重大貢獻，對戰後台灣的

政治發展，從「威權政治」朝向「民主政治」發展，產生了劃時代的重大影響力，成為

戰後台灣的重大政治變革。 

  三、陳水扁總統是在台灣政治史上第一個民主進步黨籍的台灣總統：陳水扁在台灣

政治史上，是第一個民主進步黨籍的台灣總統，亦是第一個打敗中國國民黨的台灣總

統，造成台灣政治首次出現「政黨輪替」，這在台灣政治發展上是走向「民主政治」的

重要紀錄，是一個極重要的里程碑，使得台灣政治「大翻轉」，使得中國國民黨在台灣

長期執政之後，首度變成在野黨，怪不得陳水扁總統成為中國國民黨的眼中釘，成為中

國國民黨的頭號死敵。 

貳、憲政發展：採「修憲」方式，使得台灣的政府體制已調整為修正

式的「雙首長制」 

  在李登輝政權時期，曾進行多次修憲，並將我國的政府體制，參考法國第五共和的

「雙首長制」，調整為修正式的「雙首長制」。雙首長制又稱為半總統制，或混合制，

它有兩個次類型，一為傾向於總統制的雙首長制，二為傾向於內閣制的雙首長制。多年

來，台灣各相關政黨，對於現階段台灣政府體制方面仍有爭論，主要是針對這兩個次類

型的選擇問題。另外，以中國國民黨為主的政黨，經常主張我國的政府體制宜改採內閣

制，這種論點其實相當有爭議，主要是：在「三權分立」的前提下，始有所謂「內閣

制」，而中國國民黨方面又一直堅持續採「五權分立」架構之憲法，這種矛盾不解決、

不排除，我國就不可能有內閣制的出現。 

  所謂「五權憲法」體制，是孫中山所創的，古今中外只有在中華民國憲法中存在，

且長期在台灣的政府體制中出現。本人認為：所謂「五權憲法制」，有「五權憲法制之

原型」（A型）與「五權憲法制之變型」（B型）之分別；前者五權憲法制之原型（A

型）是孫中山的發明，由孫中山負責；後者，五權憲法制之變型（B型），例如歷經多

次修憲的各種版本之中華民國憲法和增修條文，有多種（B1、B2、B3、B4…），使得

「五權分立」架構下的政府體制，變成多種多樣且相互矛盾，令人無所適從。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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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五權憲法制」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告一段落，未來台灣修憲，應改採三權分立原

則，進而採用憲法學、政治學上政府體制之通說（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雙首長

制），而廢棄所謂「五權憲法制」。 

  一、「修憲」後台灣總統民選對台灣朝向民主憲政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李登輝政

權時期，台灣的憲法曾有過多次「修憲」，有關台灣總統、副總統的選舉制度，前後有

重大變革，李登輝在蔣經國總統逝世後，以副總統的身分依憲法之規定繼任為總統，成

為後來首位台灣人總統，後來再依當時的憲政慣例，經由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成為第

一位經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出來的台灣籍總統。後來，台灣省省長、台北市市長、高雄

市市長皆為民選，進而台灣總統也由全民直接普選，這種台灣總統民選的「破天荒」舉

措，對整個台灣的憲政發展產生重要且關鍵的深遠影響。因此，李登輝政權時期主導

「修憲」，將整體憲政體制「由下而上」逐級朝向民選（普選）方向轉變，讓它逐級脫

胎換骨，讓台灣走上民主憲政發展之路。此種李登輝的建國方略，頗值得吾人予以高度

肯定。 

  二、台灣的「政府體制」與台灣民選總統的政治運作兩者關係密切：戰後台灣的政

府體制，在蔣氏（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政權所掌控的「黨國體制」（黨在國之上）

下，中國國民黨凌駕在國家之上，以黨領政，這種俄國模式的黨國體制，《中華民國憲

法》成為具文，只有形式意義，沒有實質意義。《中華民國憲法》和《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只是當時台灣統治者的統治工具，台灣的政府體制，無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

政府，蔣氏父子全面掌控黨政軍警特，權力一把抓，縱使當年陳誠在台灣是擔任中華民

國副總統兼行政院長，他亦無實權，蔣介石總統才是唯一的擁有政治實權的台灣領導

人。同樣的情況，後來蔣介石總統逝世，依憲法之規定，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為總統，

當時蔣經國成為中國國民黨主席，擔任行政院院長，但是他確實是當時唯一具有政治實

權的台灣領導人。由此可知，蔣氏政權時期，蔣氏父子先後是台灣的真正領導人。直至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依憲法之規定，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為總統，台灣才首度有「台

灣人總統」的出現，這種歷史機遇實屬難能可貴，也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這種「天

賜良機」奇蹟式的政治變化，跌破許多人的眼鏡，後來李登輝總統巧妙地由「虛位總

統」轉成為「實權總統」，實與中國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和「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

有關，在國內外的民主潮流衝擊下，當年許許多多的所謂「黨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推

波助瀾下，台灣總統民選後，台灣民選總統獲得了台灣民意的強大支持，有廣大的台灣

民意為基礎、為後盾，使得台灣民選總統較能大刀闊斧地逐步推進政治改造工程。透過

「修憲」方式，由執政黨主導，在野黨也適度配合，共同「修憲」，使得台灣的「政府

體制」已調整為修正式的「雙首長制」，這種政府體制類似於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

制」，但兩者有所不同。在台灣所實施的「雙首長制」，當然有自己的特色，各國的政

治狀況不同，我國只需要參酌外國的政府體制，我們不需要照單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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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灣特有的「五權分立」架構的「政府體制」應改為「三權分立」原則下的

「政府體制」：現今世界各民主憲政國家，其「政府體制」多是採「三權分立」原則的

權力分立論，行政、立法、司法權各自獨立且相互制衡。現今在憲法學、政治學上有關

「政府體制」之通說，實是以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關係作為分類之標準，分為總統制、內

閣制、委員制、雙首長制四種類型。各民主國家選擇「政府體制」之類型時，只需要四

選一即可，簡單明瞭。所謂「五權憲法制」，它不是憲法學、政治學上之通說或主流學

說，它只是一種學說，而且只是一種政治思想或憲法思想而已，它不能、不可與該四類

型的「政府體制」並存。今後台灣應與世界民主國家接軌，必須改採「三權分立」原則

下的「政府體制」，然後就四種類型中選擇其中一種即可，例如：「雙首長制」。 

參、政黨發展：台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促使台灣政黨發展產生

新氣象 

  2000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改由民主進步黨執政八年；2008年，台灣第二次政黨輪

替，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八年；2016年，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民主進步黨再度執政，

由蔡英文當選總統、陳建仁當選副總統。2016年5月20日之後，台灣的民主發展，將重新

改寫，台灣政黨發展，也將產生新的局面。由於新國會、新政府的產生，未來台灣政黨

發展將有新的氣象。 

  一、「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台灣出現多次「政黨輪替」，為台灣政黨發

展產生新氣象：戰後台灣政治，從「威權政治」轉型為「民主政治」，從中國國民黨長

期掌控台灣政治，到改為民主進步黨成為執政黨，中國國民黨成為在野黨，首次出現

「政黨輪替」，雖然2008～2016年中國國民黨再度在台灣執政八年，但是2016年，台灣

又再度出現第三次「政黨輪替」，不但有蔡英文總統、陳建仁副總統所領導的台灣新政

府，及民主進步黨成為國會最大黨的新國會，這種以民主進步黨為主的台灣「新政府」

和「新國會」，使得台灣政黨發展，由於民主進步黨再度成為執政黨的台灣政黨發展產

生了新氣象。 

  二、台灣民選總統蔡英文是台灣本土政黨和台灣的第一位女性國家領導人：民主進

步黨蔡英文主席，當選台灣民選總統後，不但是女性的執政黨黨主席，且是台灣的第一

位女性總統，成為亞洲著名的華人國家領導人，這不但是台灣政治史上第一位女性國家

領導人，且是華人國家的女性國家領導人。 

  三、台灣民選總統二十年帶動了台灣各主要政黨每逢四年就共同投入「總統選

戰」：「政黨」的定義，簡言之，就是長期研究公共政策、選舉時推出優秀人才、努力

奪取政權的政治團體。台灣各主要政黨，在台灣的中央政治與地方政治有選舉時，紛紛

推出優秀人才參選，特別是台灣民選總統、副總統，最受台灣人民的重視，受到國際的

關懷，同時也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度重視與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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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台灣總統民選每次皆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每逢四年的台灣總統民選，

至少有五個重要因素：政黨、財團、媒體、中國打壓及國際政治，影響了台灣民選總統

的產生。自從1996年台灣首次推動總統民選，中華人民共和國總是展現其大國、強國的

強勢作風，每次皆對台灣民選總統選舉進行一系列的政治打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領導人，對台灣總統民選的每次打壓之主要對象為李登輝和民主進步黨所推出的總統候

選人。 

  五、「政黨輪替」和「台灣新舊政權交接」的問題：每逢台灣在總統民選之後，新

舊政權要如何交接，特別是不同政黨的「政黨輪替」時，新舊政權要如何順利地進行政

權交接？皆是大家所矚目的問題。在2016年1月16日台灣總統大選後，看守政府期間太

長，應如何縮短？總統、副總統的選舉與立法委員（國會議員）的選舉，未來是合併舉

辦或先後分別舉辦？這些都是以後要多所思考與改進者。 

  六、新公民運動（例如：「太陽花學運」），公民意識覺醒：台灣新世代進一步關

懷與投入台灣政治參與，促使台灣政黨發展蓬勃發展，產生質與量的大變化。 

結語 

  戰後台灣曾經有過四十三年的動員戡亂時期，三十八年多的戒嚴時期，及四十七年

的白色恐怖統治時期，三者的交集長達三十八年多。由於過去有許多黨外人士和民主人

士的共同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使得台灣產生三大方面的政治變革（政治發

展、憲政發展和政黨發展），有關台灣民選總統最為重要關鍵且影響深遠，最值得吾人

多加回顧與檢討。茲簡要建議如下： 

  一、台灣宜採「修憲」和「制憲」兩條路線並行的國家發展策略。 

  二、台灣的憲政發展與「政府體制」，應改採「三權分立」原則的憲政架構。 

  三、台灣的政黨發展，來自不公不義的「中國國民黨的黨產」應歸公，以利台灣各

政黨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公平競爭，使台灣政黨發展，符合民主國家的政黨發展常規。 

  四、台灣已是相當不錯的民主國家，今後應大力走向國際，推動國與國之間的政經

文化交流。 

  總而言之，台灣民選總統二十年後，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已逐步由「自由化」、

「民主化」而進入「民主鞏固」階段，今後我們要如何在台灣進一步推進「民主深

化」？我們可以採「修憲」和「制憲」兩條路線並行的國家發展策略，在台灣學術界和

實務界共同討論有關台灣政治發展、憲政發展、政黨發展時，皆應重視到台灣民選總統

要如何更有效能地進行政治運作，及新政府、新國會要如何對台灣人民謀更多之幸福與

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