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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政党互动”的定义及其研究价值　　“政党互动”是近年来有关政治学著作或研究文章中
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但迄今尚未有学者对这一概念给出完整的定义，而多见于对“政党体系”或“
政党体制”概念的描述或解释。
如台湾学者吴文程认为，“政党体系”所指涉的乃是以政党之间彼此的互动关系作为分析的基础①。
又如台湾政治大学高永光教授2003年4月16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台湾政党政治及其走向》的
演讲，当中也提到“政治学里面所说的政党体系就是指各政党之间互动所形成的一个系统”。
在现代汉语中，“互动”也是近年来产生的一个新词，《现代汉语字典》中的词义解释是：互相作用
；互相影响②。
因此，根据汉语造词的一般规律，“政党互动”就字面可直观地理解为：政党间的互相作用和互相影
响。
由于政党政治活动的核心乃是社会公共权力，因而结合政治学学者的相关描述及现代汉语的词义，或
许可以将“政党互动”定义为：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或地区中的各政党围绕社会公共权力进行活动时
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党政治运作的方式。
亦即政党政治这一政治现象基本内涵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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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台湾政党互动分析》对民进党成立后至新党成立前、新党成立后至“政党轮替”前、“政
党轮替”以来的这三个时期的政党互动进行了阐述，并对2005年底“三合一”选举后台湾政党互动格
局进行了分析，还介绍了台湾政党互动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台湾政党之间的互动是推动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探讨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对全面把握台湾政治发展脉络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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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进党成立后至新党　成立前的政党互动　　1986年9月28日，汇集各路反国民党势力的
“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集会，拟推荐参与年底公职选举候选人，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成立
政党。
在当时尚未解除“党禁”的情况下，突然宣告“民主进步党”成立，台湾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
由此诞生。
民进党成立，是台湾政治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宣告国民党统治台湾不受其他政党挑
战的时代从此结束，也宣告台湾政党政治时代的来临。
民进党的崛起，恰逢国民党开始推动“政治革新”、蒋经国去世、国民党高层权力核心加速“本土化
”之际，在这充满变革与动荡的历史交汇点上，崛起的民进党与走向“本土化”的国民党之间的碰撞
与互动构成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台湾政治发展的主线，并对后来台湾的政治发展产生直
接而深刻的影响。
　　在政党政治运作中，在野党与执政党的关系不仅仅是党际关系，同时也是党派和政府的关系。
民进党成立初期与国民党的关系，既是反对党与执政党的关系，同时还是新兴政党与旧有政治体系的
关系。
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民进党对国民党执政地位及其主导的现行政治体制的挑战，以及国民党对此做出
的因应。
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因应，必然反映为台湾政治的发展变化。
这种互动关系，如果简约为一个模式，就是“刺激一反应一结果”。
本章将在阐述民进党成立后至新党成立前民进党与国民党互动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分析两党互动的
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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