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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5年台灣省舉辦地方自治史上第一次的基層三合一選舉〈省轄─縣市長、縣市議員及縣轄鄉、鎮、市長〉，可說是一場

非常特殊的選戰。本文主要是探討台中縣議員選舉中地方派系的背景、輔選歷程、事實變遷及勢力消長的情形，藉以瞭解

是否沒有派系的支撐，候選人如何將零散的單一選票，組織成有系統的選舉動員力量；對於有派系奧援的候選人如何佈樁

、守樁、鞏樁、搶樁及發揮樁腳力量、對於政黨推薦的候選人如何協助建立樁腳、對於地方家族推出候選人如何運作及建

立樁腳..等等，是否能夠對於此三層選舉的樁腳能否互相支援並建立支援網絡或互相牽制及由於利益衝突而互相殘殺的可

能發生；並發展樁腳之「點→線→面」的全面性作戰，來促成候選人勝選或製造最有利的選情作戰網絡，做最有效分析，

以供政黨或有意參選人參考。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選舉事件變數、九十年各層次分離選舉與九十四年基

層三合一選舉的結果及數據，予以縱向比較，再加上深度訪談之資料，做成對於2005年台灣省首次基層三合一選舉的台中

縣縣議員第七選區〈大里市、霧峰鄉〉進行描述性分析；同時：應用人口區為資料、前次投票結果、派系分佈、人文地理

環境、賄選行為影響、族群變數、政治明星言行影響等對於樁腳建立及組織之影響。 為了能夠更完整的分析樁腳建立及組

織；本研究以分析人口、社會經濟變數、選舉事件變數、投票取向變數與政黨認同變數等對於樁腳組織、建立及固樁的影

響。其實、地方派系對於台灣的影響甚深，而派系實質上就是候選人最大的樁腳，多次的各層級選舉，都應證了有派系的

奧援，當選機率就非常高。所以派系就像一個綿密的蜘蛛網層層相連。透過上述的分析，本研究的貢獻有四： 第一是對於

台灣省首次基層三合一選舉對於候選人建立網狀互相支援的樁腳進行描述性分析及比較和對於文獻回顧的驗證；讓實際上

樁腳的變化，做為未來政黨與有意參選的候選人作為參考。 第二是簡證未來即將舉行的2006年北、高兩市市長暨市議員選

舉、2007年立法委員選舉、2008年總統大選，對於台灣省首次基層三合一選舉中建立互相支援樁腳理論，讓2010年即將舉

行的五合一選舉〈台北市高雄市長、市議員、省轄縣市長、縣議員、村里長選舉〉對於組織樁腳的適用性及優劣點。 第三

則是提供政黨、派系或是有意參選的候選人，針對未來各階層選舉及合併選舉，對於選戰的過程中做好樁腳佈線、組織的

工作，以達到勝選、當選的目的，來鞏固各個單位的基層實力。 第四則是對於未來即將形成政黨對決的選戰，針對各類型

的「樁腳」組織，提供研究看法，以達到各政黨堅壁清野的去做好自己內圍黨員的忠貞度調查及訓練，讓政黨整體作戰發

揮，並讓所轄提名的候選人更容易當選。

關鍵詞 : 三合一選舉、政黨認同、樁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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