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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擬答】 

 內閣制是十七至十九世紀間政制演進的結果，而一直到十九世紀前後兩黨制的確立，才有明確之責任內閣制。目

前採行的國家以大英國協、歐陸國家及日本為主。本文首先概述內閣制的基本特徵，並由此延伸探討內閣解散議

會權的設計目的及其影響。 

內閣制的基本特徵： 

行政與立法的融合（fusion of power） 

閣揆、閣員都由議員中產生，故內閣對國會有提案權，但是內閣也須接受議員的質詢，向議會負責。 

行政首長由國會同意產生 

行政首長為國會多數黨黨揆或是聯合內閣中的多數聯盟領袖，內閣能否在位以其可否得到國會多數議員支持

為準。 

內閣與國會抗衡 

國會可提出不信任案要求內閣解散，此時內閣也可以宣佈解散國會，訴諸於民意。 

副署與集體責任制 

國會通過的法律須先經閣揆或相關閣員的副署，再由元首簽署公布，但政策如有錯誤，則由內閣負集體責任。 

 由內閣制的四項基本特徵，可以瞭解到內閣制的制度設計核心為「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透過行政與立

法權的融合來達到民意賦權的一致性；但也透過不信任案、議會解散及集體責任制等制度來確保內閣為其施政

負起完全責任，不脫離於當下的主流民意。就本文而言，必須先瞭解內閣制的兩項核心理念，才能有效的探討

「議會解散」的實質意義與目的。 

議會解散的意義： 

議會解散（dissolve parliament）指議會的全部議員喪失議員資格，即議會暫時消滅之意。可分為下列二種，一

為議員任期屆滿，自應解散，而另行選舉。二為議會任期未滿，而中途由政府（內閣）依憲政程序提請解散之。

本文探討的是第二種「內閣解散議會」，其具有下列的制度性目的： 

政府解散議會，是基因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當內閣與議會間針對議案不能有效協調，從而面臨

民意與責任之權衡僵局時，「解散議會」即是內閣的主動性手段，目的不在於懲戒議會或違抗民意，而在於

探求「最新」民意的支持。 

運用解散權之時機與影響： 

在議會對內閣已作不信任投票時，內閣為挽救其地位時。 

當內閣更換之後，新換上的內閣為了探求民意。 

在內閣仍保有多數議席時，可運用有利時機解散議會，藉選舉的新勝利，以民意增強內閣聲望而擴展政府

的支持度，使政策能順利通過。 

透過解散議會的機制，可藉以避免行政與立法的僵局，並有效的遂行責任政治，無論朝野政黨皆須為議會

運作的成敗負起相應的政治責任，有助於政策制定與執行的一貫，也易於釐清政治責任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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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答】 

 我國曾經施行過的「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在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時正式改變為「單一選區兩票制」，

並實行立委減半。「單一選區兩票制」係指立委選舉有部分名額由單一名額的小選區產生，其他名額由政黨比例

方式產生。每一選民可投兩張票，一票投小選區的候選人，一票投政黨。以下將概述現行的立法委員選制，其次

探討選制改革所造成的政治效應，最後綜述新選制對於我國政黨體系的影響。 

現行選制概述： 

在立委選舉新制下，我國現行立委席次總額共 113 席，其中 73 席為區域立委，6 席為原住民立委（平地原住民

立委與山地原住民立委各 3 名），34 席為僑選與全國不分區立委。其中區域立委以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產生，

僑選與全國不分立委則由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產生（至於原住民立委部分的選舉方式則為 SNTV），僑選與全

國不分區立委並設有全國得票率 5%的政黨可分配席次門檻。 

選制改革的政治效應： 

選區界線劃分的影響： 

單一選區界線的劃分，直接關係到現任者能否連任，及黨派利益的重分配，在美國有所謂黨派的「傑利蠑螈」

（Gerrymandering）不當劃分情事。選區劃分過程可能造成政黨、地方派系與現任立委之間利益的衝突。 

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 

單一選區，以得最高票者當選，通常會導致兩強競爭。選民為避免浪費選票，會有「棄保效應」，放棄沒

當選希望的候選人，故不利第三黨。 

兩票制無論日式或德式，均導致部分選民採取「分裂投票」行為，一票投甲黨，另一票投乙黨。以德國為

例，小黨如自由民主黨（Free Democrats）與綠黨在小選區無法當選，為求在政黨票能跨越 5%得票率的法

定門檻，提出「向大黨借選票」的策略，鼓勵選民在小選區票投大黨候選人，政黨票則投小黨，以免浪費

選票。 

對我國政黨體系的影響： 

綜合前述的政治效應，新的單一選區兩票分立制在選區的劃分及選民的投票行為上分別造成的效應，深深的

影響了之後我國政黨體系的變遷，綜述如下： 

對大黨或小黨有利的影響：德式聯立制基本上是一種比例代表制，以各黨在「政黨票」之得票比例分配議席，

除未跨越法定門檻的小黨被犧牲外，對各黨應較能依得票比例分配議席。而日式並立制，小選區與比例區分

別計算，小選區以領先者當選，屬零和賽局，通常對大黨有利；比例區則依政黨得票比例分配。我國最後採

日式並立制，對大黨較有利，結果也反應在當前國、民二黨為主的政黨體系上。 

對政黨制度的影響：根據外國的經驗顯示，採兩票制的國家，無論聯立制或並立制，長久以往皆會走向多黨

制而非兩黨制。當然政黨的分合，端視各黨領袖權衡本身或該黨利益後，所採合縱連橫策略而定，選舉制度

只能扮演剎車器或加速器的作用。 

對政府組成的影響：民主政治依選舉結果組成政府，最重要的指標是，有無政黨得過半數議席。採兩票制的

國家，選舉結果很少產生一黨得過半數議席的情況。我國採日式並立制，某黨在小選區當選議席數如夠多，

仍有得過半數議席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