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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篇》 

第一單元：政黨體系與「有效政黨數」 

五、 有效政黨數指標 (ENPP) 

Laakso & Taagepera 的「國會有效政黨數指標」(ENPP) 將所有政黨席

次率的平方除 1 將得到有效政黨數。而這個數字若介於 0.75 至 1.25 
時，則屬一黨優勢；若介於 1.25 至 1.75 時，則屬一大一小的政黨體系；

若介於 1.75 至 2.25 時，則屬兩黨制；若介於 2.25 至 2.75 時，則屬兩

大一小的政黨體系。而 2024 年臺灣的國會選舉落在 2.37，由中國國民

黨、民主進步黨兩大黨加上台灣民眾黨，屬於兩大一小的政黨體系。 
 

《政黨篇》 

第二單元：政黨體系與政府組成 

政黨體系影響著政府組成。在不同政府組成之下，也有不同分類。舉

例而言，在總統制下，若行政與立法各自由不同政黨所掌握，則稱為「分

立政府」；若行政與立法均由相同政黨所掌握，則稱為「一致政府」。在半

總統制或議會內閣制下，是由內閣與國會的角度而言。若行政由少數黨所

掌握，則稱為「少數政府」；若行政由多數黨所掌握，則稱為「多數政

府」。而最新一次的總統及國會選舉結果下，臺灣目前的政府組成可說是

「分立政府」亦可稱作為「少數政府」。若總統與總理由不同政黨擔任，稱

作「共治政府」，而法國有三次組成共治政府的歷史。 
 

一、 議會內閣制的政府組成 (一) 

議會內閣制的政府組成大致可分為六種類型：單一政黨的多數政府、

單一政黨的少數政府、少數聯合政府、最小獲勝聯合內閣、超量聯合內

閣、大聯合內閣政府。單一政黨的多數政府並非西方民主國家的常態，反

而更常組成單一政黨的少數政府。少數聯合政府是在反對黨能容忍的前提

下組成的少數政府，且由於反對黨之間的意識形態難以團結，導致少數組

成的政府得以運作。而單一政黨的少數政府與少數聯合政府通常合稱少數

政府，並且亦是作為西方民主國家常見的政府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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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會內閣制的政府組成 (二) 

William Riker (1962) 的「政治聯盟理論」中提到「最小獲勝聯合內

閣」(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s) 的概念，認為進入聯合內閣的政黨須符

合「規模原則」(Size Principle)，且無任何多餘的成員。此種情況是最合乎

理性的狀態。 
 

三、 少數政府為何是常見的政府組成型態？ 

在討論規模原則之前，回到少數政府。少數政府之所以是西方民主國

家運作的常態，主要原因在於：反對陣營難以合作、北歐國家的「統合主

義」(Corporatism)、擔心失去選民支持、「信任供給」1。所謂「信任供

給」，是指某些政黨基於種種原因不願加入聯合政府，卻與執政聯盟達成某

些協議以表達對於執政聯盟的支持。不過，這些政黨仍有權自主投票。 
 

四、 議會內閣制的政府組成 (三) 

Riker (1962) 的「政治聯盟理論」中提到政治聯盟的組成通常涵蓋

「所有可能的集合」(All Possible Coalitions)，而「獲勝聯盟」是限縮所有

可能後的選擇。其中，在符合無多餘的成員 (No Surplus Members)、每個

成員都是關鍵成員的前提下，即構成「最小獲勝聯合聯盟」。學界後續有針

對 Riker (1962) 的理論加以修正，不過，將「意識形態相近性」的因素納

入，或許最合乎實際運作的邏輯，也較能預測實際的政府組成。 
至於超量聯合內閣政府則常出現在倒閣頻仍的國家中，往往是大黨為

了防範無法與其他政黨達成協議，而預先將小黨拉攏進執政聯盟的一種組

成形式。而大聯合內閣政府，往往組成在重大政治與經濟危機發生時，而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稱為「戰時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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