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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內容簡介top
本書就臺灣現行選舉制度進行分析，關注不同選舉制度之間相互影響，以及選舉制度、政黨體制與政
黨體系之間「三位一體」的聯繫。
是中國大陸迄今為止，對臺灣政治選舉研究較為深入的研究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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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選舉制度即便不是民主政體的基石，至少也是支撐這座大廈的最重要的柱石之一。
它是人民主權價值理念的具體體現，是對君權神授、皇權世襲思想的徹底否定。
正是由於這種否定，種種封建、專制、獨裁政權完全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從而使政治資源的基礎性
配置實現了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根本性歷史轉變。

在民主政治中，一個政黨或政治人物如果長時間不能贏得選舉，就會逐漸在政治舞臺上消失，更遑論
掌握公器治理一方。
所以，要考察民主政體下的政治生態，最佳的切入點之一就是——選舉和選舉制度。

這裡所說的「選舉」，是指符合法定資格的社會成員以平等的方式自由挑選自己的代表或領導人的行
為。
而「選舉制度」，則指在產生公職人員的選舉活動中，選票轉化成席位的方式。
相對於廣義的「選舉制度」而言，這是一個狹義的概念界定，因為它摒除了諸如選舉機構的產生、選
民資格及候選人資格的認定、競選活動、選舉結果的認定與公佈、選舉爭議的解決等種種法律規定。
它所關注的只是那一張張反映選民個體偏好的選票如何經由不同方式的加總而彙集成集體偏好。
易言之，本書所研究的「選舉制度」是個體偏好與集體偏好之間的橋樑。
而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統一關係，歷來是所有政治生活的焦點。

半個世紀以來，政治學不斷地遭受其他學科，尤其是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侵蝕」與「進犯」。
政治學似乎只剩下政治哲學這一子領域還保持著自身方法論的獨特與完整。
而實證性的政治研究，不是冠以「政治經濟學」之名，就是以「政治社會學」或「政治心理學」相稱
。
政治學如果要自稱為一門科學，出路在哪裡？

依稀記得偉人馬克思曾經說過：「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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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驕橫跋扈」，或者說它的實力與魅力，主要就源自於自身成功的數學化。
這絕非偶然。
正是由於市場經濟的完善，商品的價格普通以統一的貨幣作為計量單位，才使得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個
體偏好得以量化。
如此一來，對經濟生活中的種種現象的研究就能夠以數學為工具，對個體和集體的經濟偏好進行量化
分析，從而使得最終的定性結論更具說服力。
而社會學的「自信」，也緣於它成功地發明和應用了一系列對個體及社會偏好進行量化的方法和手段
。
幸好，政治領域還有選票，還有與統一的市場體系迥然不同的五花八門的選舉制度！
經濟學或社會學要想染指它，就必須先冠以「政治學」之名！

也許有人會說，數字也是一種建構。
當然，所有人類文明都是主體的建構，數學語言也無法例外。
然而，各種符號的建構程度有高有低。
如果一種符號在不同人類個體頭腦中引起的反應不同，那麼這種符號的建構程度就高。
譬如說「中國」這個符號，一些人的腦海裡可能會浮現萬裡長城和天安門，另一些人則可能會想起唐
太宗和毛澤東。
而如果一種符號在不同人類個體頭腦中都引起相同或雷同的反應，那麼這種符號的建構程度就低。
數學語言就屬於後者，1就是1，2就是2。
正是由於數學語言的低建構程度，所以它更能真實地反映客體，由此得出的結論也更具確定性、客觀
性和普遍性。

筆者之所以選擇臺灣選舉制度這個研究課題，便是基於上述考慮，同時也基於以下文獻綜述所觸及的
三大問題——（1）在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的關係中，前者是否為引數，後者是否為因變數？
（2）選舉制度本身的三大變數——換算公式、選區規模和選票結構的作用是否已經得到確認？
（3）如果同一政治體系記憶體在不同類型的選舉制度，它們之間是否會相互作用？
如果會，作用的機理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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