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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論題及計算題（每題20分）： 
 
（1）2021年10月31日，日本舉行了第49屆眾議院議員選舉。在北海道選區應選出8

名政黨比例代表，各政黨的得票數與得票率如下表所示。（A）依日本的「頓

特最高平均數法」（d’Hondt highest average method），並且沒有政黨門檻來分

配席次，則各政黨可分得幾席？（B）以台灣的「嘿爾最大餘數法」（Hare 
largest remainder method）來分配各政黨的席次，並且有5%的政黨門檻（party 
threshold），則各政黨又各可分得幾席？（請寫出計算過程，不能夠只寫答

案） 
 

政黨名稱 得票數 得票率（%） 
自由民主黨 863,300 33.60 
立憲民主黨 682,912 26.58 
公明黨 294,371 11.46 
日本維新會 215,344 8.38 
日本共產黨 207,189 8.06 
令和新選組 102,086 3.97 
國民民主黨 73,621 2.87 
支持政黨なし 46,142 1.80 
NHK黨 42,916 1.67 
社會民主黨 41,248 1.61 
得票總數 2,569,129 100 

 
（2）某國國會總共有160席，使用「混合制」的選舉方式選出國會議員。其中80席

由單一選區中選出，另外80席依政黨比例代表方式產生（無政黨門檻，採最

大餘數法）。該國5個政黨在某一次國會選舉中贏得的選區席次與政黨得票率

如下表所示。請問在「聯立制」與「並立制」下，這5個政黨各可以分配多少

席次？我國目前的立委選制比較接近何種制度？如果我國未來有機會進行選

制改革 你會主張如何改革？或者維持現狀即可？為什麼？試簡述你的論點。

（請寫出計算過程，不能夠只寫答案） 
 

 A黨 B黨 C黨 D黨 E黨 
贏得選區數 30席 13席 20席 7席 10席 
政黨得票率 40% 15% 30% 10% 5% 

 
（3）許多實施混合式選舉制度的國家，都有所謂的「雙重候選制」（dual 

candidacy）（或稱「重複登記制」），其意為何？「雙重候選制」有何優點

與缺點？你贊成台灣也實施「雙重候選制」嗎？為什麼？試說明你的論點。 
 

※※ 翻 面 還 有 題 目※※ 



 
二、名詞解釋（每題10分） 
 
（4）簡單多數（simple majority） 
 
（5）限制連記投票制（limited vote） 
 
（6）封閉式政黨名單（colsed-party list） 

 
（7）惜敗率（first loser marg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