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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篇》 

第一單元：投票與集體選擇 

十一、 案例七：選區重劃 (「傑利蠑螈法則」) 

「傑利蠑螈法則」起初是美國學界用來分析美國選舉政治中，政治人

物如何以選區重劃促成政黨利益的現象。而回到臺灣的脈絡，「單一選區兩

票制」於 2008 年開始實施，全臺灣一共被劃分為七十三個選區，若該區

達三十五萬人即應選一席立委，以此類推。而法律明定，每十年進行人口

普查，人口消長將影響各個選區的應選名額增減。因此，每逢選區重劃之

時必會產生爭議，畢竟該如何劃分往往訴諸各個政黨自身的偏好。而下方

以某城市的選區重劃為例，而該市兩大政黨 (海賊黨、火影黨) 整體實力

相當 (400-400)，如下圖所示： 
 

A: 40-60 B: 70-30 C: 40-60 D: 60-40 
E: 40-60 F: 70-30 G: 40-60 H: 30-70 

 
從上圖可以發現，當選區如何劃分將影響兩大黨各自所擁有的席次，

例如：當 AE 合併、BF 合併、CG 合併、DH 合併，則火影黨擁有三

席、海賊黨擁有一席。但若改成 AB 合併、CD 合併、EF 合併、GH 合
併，則火影黨擁有一席、海賊黨擁有三席。從而，無論如何劃分選區，始

終與各政黨的利益相牽連，也無法完全擺平。 
 

《選舉篇》 

第二單元：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 

一、 選舉制度的分類 

世界各國的選舉制度往往反映該國的歷史遺緒、國際社會化、政治文

化與當時國內政黨或政治菁英個人的意識型態、偏好及理性抉擇後的均衡

結果。這些因素可能來自制度因素與非制度因素。即便是同一國家，也可

能因著政治環境變遷而採取不同選舉制度。因此，學界往往有不同分類方

式，而本文將選舉制度分為三大類：「多數決制」、「比例代表制」、「混合

制」。我國的立法委員選舉就涵蓋以上三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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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決制」(Plurality and Majority Systems) 

「多數決制」的基本原則，是以候選人為對象，得票數多者勝。而多

數決制又可分為兩大子類型：相對多數、絕對多數。「相對多數決制」又依

照當選人數多寡分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SMD) 及「複數選區相對

多數決制」(MMD)。通常而言，單一選區又被稱作小選區，因為僅應選出

一席；複數選區為應選名額大於一席者，而又可依應選人數多寡而分為：

中選區 (兩到五席) 及大選區 (大於等於六席)。因此，選區規模通常是以

應選名額為準，而非選區人口或是土地面積等因素。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下，視應選名額多寡，候選人以票數高低依次

當選。複數選區因選民可圈選候選人數目不同，又可再分為「限制連記」 
(Limited Vote)、「全額連記」(Block Vote)、「單記非讓渡投票」(SNTV)。
「單記非讓渡投票」指，無論圈選名額為何，僅能圈選一位；「限制連記」

指，圈選名額少於應選名額；「全額連記制」則為，圈選名額等於應選名

額。以地方農會選舉為例，大派系通常傾向「全額連記制」，而小派系通常

傾向比例愈高的「限制連記制」，尤其是「單記非讓渡投票」。以上皆涉及

配票、換票，以及計算「安全票數」(Droop Quota) 的問題，即 𝑣𝑣
𝑛𝑛 + 1

 + 1  

(v = 應選名額；n = 選舉人數)。而「安全票數」的計算通常在於，當政黨

達到試算的安全票數，即可推估至少得到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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