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政黨與選舉制度教學大綱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99學年上學期）

教師：張佑宗副教授                           會談時間：星期二(2:00~4:00)

上課時間：一(5、6)                           會談地點：東亞計畫會議室

上課地點：社科 7                             E-mail: yutzung@ntu.edu.tw

電話：02-23517217                     

助教：徐嘉璘（碩二）、賴家賢（碩一）

電話：02-23570427   

壹、課程內容

台大開授的「政黨與選舉制度」（或政黨與選舉）這門課，經查詢後發現在

美國幾乎沒有學校把「政黨」和「選舉」或「選舉制度」結合起來上，而是各自

拆開來上一個學期（甚至一學年），因為這兩門課非常重要。基於本系課程

規劃的原則，本課程決定以「政黨」相關研究為課程的主軸，再擴及到「政

黨」與「選舉」或「選舉制度」的相關議題。基於此原則，本課程第一部份將從

政黨的單元談起，包括政黨的定義、角色功能、基本類型等，然後分析形成

當代政黨或政黨體系背後的各種因素，例如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後物

質主義(post-materialism)、政治菁英與選舉制度等因素。其次，如何進行政黨

相關研究？學者大都採用V. O. Key(1958)的分析，Key主張可以從選民中的

政黨（parties in the electorate）、政黨組織（parties as organization）與政府中

的政黨（parties in government）這三個角度切入。本課程第三部份將探究政

黨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選民的投票抉擇如何影響政黨的發展？包括對

選民政治知識的假設、選民的投票抉擇、中間選民定律、政黨解組與重構等。

第四部分將探究政黨與選舉制度（含行政首長與國會議員的選舉）的因果關

係，包含政黨如何選擇選舉制度？選舉制度如何影響政黨等。本課程最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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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將回到政黨的議題，分別討論先進民主國家，以及第三波民主化國家，

它們的政黨或政黨體系目前所遭遇的困難與挑戰，例如政黨是否逐漸在式微

（先進民主國家）？新的政治議題如何形成新的政黨（先進民主國家）？族

群動員與政黨政治（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政黨制度化程度（第三波民主化

國家）等。

貳、課程要求與評分標準

所有選課同學均需準時上課、關掉手機，並積極參與課堂的討論。本課程的

授課大綱與授課內容，將公佈在教師個人的教學網站上，同學可自由前往下載，

密碼請恰助教。每單元的授課方式，由老師介紹該單元的基本背景、理論爭議，

以及此議題的最新發展等。另外，本課程將要求每位同學撰寫一份研究報告，主

題需與本課程相關，並以台灣為個案，撰寫格式需依據本系出版的「政治科學論

叢」之格式，字數大約 5000字左右。助教將先審閱各位同學的撰寫格式，通過後

再交給老師評定依內容評定報告成績。研究報告寫作的進度規定如下：開學後第

五週前完成題目的申報，助教認可後開始蒐集資料與撰寫，第十二週前完成研

究報告的「初稿」，之後助教開始審查同學的寫作格式，未通過者退回重改，通

過者則交給老師就研究內容加以評分，越早通過者分數將被加分。凡遲交題目、

研究報告初稿者一律嚴格扣分。

本課程的評分方式如下：在期末時舉行一次考試（筆試），考試範圍以授

課內容為主，筆試佔總成績的 50%，研究報告佔總成績的 40%，上課出席與參

與課堂討論狀況佔總成績的 10%。

參、建議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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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shey, Marjorie Randon. 2007, 12th ed. 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n. New York: 

Pearson and Longman.

Leighley, Jan E. 2010,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isel, L. Sandy and Jeffrey M. Berry. 2010,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terest Grou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lton, Russell J.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2007, eds. The Oxford of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hodes, R. A., Sarah A.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2006,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王業立，2008（五版）。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出版社。

吳文程，2005。政黨與選舉概論。台北：五南出版社。

吳重禮，2008。政黨與選舉：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出版社。

林水波，2006。政黨與選舉。台北：五南出版社。

肆、課程內容

1. 課程簡介

2. 何謂政黨？

政黨的定義

政黨的類型與特徵

政黨的角色與功能

政黨與政黨體系

3. 影響政黨形成與發展的因素

社會/文化解釋途徑

政治菁英解釋途徑

制度因素解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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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分析：英國與美國的政黨

4. 選民中的政黨

政黨與選民的連結機制:

政黨黨綱

意識型態

侍從主義

領袖魅力

政黨全國化程度

5. 政黨組織

全國黨部

地方黨部

政黨提名方式

政黨競選策略

6. 政府中的政黨

國會中的政黨

政黨與政府組成

政黨與政策制訂

7. 投票行為的研究

選民的政治知識

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

中間選民定律

策略性投票、分裂與一致性投票

政黨解組與重構

8. 選舉制度的類型

多數決

比例代表制

混和制

9. 選舉制度的政治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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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verger’s law的爭議與後續經驗研究

選舉課責/代表性

第三黨的發展空間

10.目前最新的研究議題與爭議

政黨是否在式微？（民主先進國家）

新政黨的崛起（民主先進國家）

極右派政黨的擴張（歐洲國家）

族群性政黨的興起（第三波民主化國家）

政黨的制度化程度（第三波民主化國家）

選舉制度的選擇與民主鞏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

11.台灣個案研究：研究報告綜合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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