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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答題（每題20分）： 
 
（1） 我國地方民意代表選舉所使用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

transferable vote with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 SNTV-MMD）是一種非常特

殊的選舉制度。請分別說明此種選舉制度在候選人的競選策略、政黨提名策

略、選民的投票行為等幾方面的重要特色。 
 
（2） 在討論政黨體系（party system）的分類時，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認

為，除了政黨數目之外，還應該考量所謂的「相關性」（relevance）的概

念，以及「意識形態相容性」的概念。其意為何？試說明之。  
 

（3） 下圖是 2021 年 9 月 26 日德國眾議院（Bundestag）選舉各政黨的當選席次

（有 1 席小黨未標出），其中 Left、Green、SPD 是左派政黨，FDP 是中間派

政黨，而 CDU、CSU、AfD 是右派政黨，各政黨的意識型態光譜如下圖所

示。擁有過半數的席次（至少 368 席），是籌組聯合政府的先決條件。經過

冗長的政黨間談判後，最後由 SPD、Green、FDP 成功組成了「紅綠燈」聯合

政府，而取代了原本由梅克爾領導，執政長達 16 年的右派聯盟政府。（一）

請解釋「紅綠燈」聯盟形成的可能原因為何？（二）2024 年 11 月 7 日，由於

對於財政政策看法上的重大歧異，FDP 退出了聯合政府，此時右派政黨有可

能在國會中重新奪回多數，進而發動「建設性不信任投票」（constructive 
vote of no-confidence）而取得執政權嗎？為什麼？試提出你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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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詞解釋（每題10分） 
 
（4）心理性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 
 
（5）超量聯合政府（oversized coalition government） 
 
（6）一黨優勢政黨體系（predominant party system） 
 
（7）信任供給（confidence and supply） 
 
 
 

   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