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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aiwan has undergon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or half a century. During the fifty years, not only be the government

devoted to promoting democratization, but the function of legislation also played an influential role in the process. As far as counties

are concerned, since the change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the enactment of local institution law,

the local self-government system goes into a new age. County or city assemblies become the highest public organization in local

self-governments. Due to assemblymen’ powers over legislation and budget, the role of assemblies on monitoring administration

seem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Consequently, the quality of assemblymen (in other words, local representatives) directly affects the

result of the ope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s. Assemblies are the symbol of democratic and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The function of

assemblies is intended to express the will and interest of each class. As time went by, the public has shifted its focus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democracy to the performance of assemblymen. Through assemblymen’ proposals, petitions and interrogation,

the will of the public was presented. Among these methods, proposals are the most critical and representative one.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the public will, the performance of assembly members and the quality of local legislation. Also, it

discusses the attitude and influence of the public toward the enforcement of resolutions of proposals. Based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and through content analyses and informal discussions, the paper uses proposals of the 13th and 14th terms assemblymen to

make an analysis and a comparison. Meanwhile, through informal discussions it realizes public ideas and expectations. Finally, the

paper is hoped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posals and the public will, and the result will be used as ref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assembly operation. Key words: the public will, local representatives,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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