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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台灣地區經歷了五十年來政治形態的轉變，除了政府推動民主憲政的決心以外，立法功能也適時扮演了功不可沒的

角色。就縣（市）而言，歷經憲法增修條文對於省政府組織的變革，以及地方制度法的訂頒，我國地方自治正進入一個新

的時代；縣（市）議會已儼然成為地方自治下最高的民意機構，縣（市）議會的立法權、預算權及其所扮演的行政監督角

色也更形重要，縣（市）議員素質的良窳，直接影響到地方自治的成敗。 議會是民主憲政的表徵，議會的功能就在於反映

各階層民意，折衝不同利益的衝突。而隨著時代的推移，民眾及輿論對縣（市）議會的聚焦，早已不在民主的突破上，而

更在意其是否能充分反映民意、代表民意、與民眾在一起的問政表現。而透過議員提案、及人民請願案、質詢等方式最能

反映重的心聲；其中尤以議員提案最具代表性。 本研究為了解民意的真正來源及地方民意代表問政風格與議事品質之合理

性，同時探討民眾對地方民意代表提案決議執行情形的態度與影響，以彰化縣議會第十三、十四屆議會議員提案作為研究

對象，依據系統理論的觀點，透過內容分析法及焦點座談的方式，針對與基層民眾息息相關的地方民意代表提案內容進行

分析比較；同時經由焦點座談的方式，以了解民眾的意見與期望；並藉由分析研究的結果，期能發現彼此之間的關係，以

提供作為民意代表及立法、行政部門作為提升問政品質及了解民意、反映民意之參考及改進。 關鍵字：地方民意代表、民

意、政治系統理論、政治社會化。

關鍵詞 : 地方民意代表 ; 政治系統理論 ; 政治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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