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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 年 12 月 25 日，原台中县和原台中市合并升格为台中“直辖市”。原

台中县、原台中市地方派系是台湾地方派系的典型：2010 年以前原台中县地方

派系势力强劲，左右着原台中县的地方选举；而原台中市地方派系却随着政党政

治的运作及都市化进程加快而消亡；一盛一衰正是乡村地方派系与都市型地方派

系真实的发展写照。台中县市合并改制涉及到地方选举制度的变迁，势必对台中

市地方派系产生影响。本文将从地方选举与派系动员、地方派系与政党关系、地

方派系势力重组变迁与地方派系未来发展方向这四个角度来探讨台中县市合并

改制给地方派系带来的影响。 

本文首先探讨了地方派系的定义及相关理论，回顾了原台中县、原台中市地

方派系的历史发展变迁及特性，并对台中县市合并改制所涉及的制度变革进行了

分析。其次,通过分析 2010 年、2014 年两次地方选举数据资料，辅之以相关的

派系访谈资料，论证了台中县市合并改制后地方派系选举动员、派系与政党关系

的新变化。 后，本文分析了台中市地方派系势力的重组变迁与转型发展的新方

向。 

通过研究发现，台中县市合并改制影响了地方选举的派系动员，国民党在台

中市长、市议员、里长选举的派系动员效果不如以往，地方派系的势力也得到了

削弱。地方派系在市长及议员选举上越来越重视政党提名，台中市的蓝绿板块亦

开始松动。经过地方选举后的派系大洗牌，台中市地方派系势力进行了重组，台

中市地方派系在面对选举制度变迁、派系桩脚老化、获取资源渠道日渐萎缩、缺

乏现代形象等困境下，以县市合并改制为契机，加快了自身的转型发展。台中市

地方派系将更加注重选区服务、派系形象的行销与新媒体工具的运用、更加向政

党方向靠拢。但台中市地方派系转型的效果如何，仍待检验。 

 

 

关键词：台中市；地方派系；县市合并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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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2010-12-25, Taichung City and County of Taiwan Province merged into a 

new special municipality of Taichung. The local factions in Taichung City and County 

might be the most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local factions in Taiwan. Before 2010, it 

was easy to win the local election for local factions in Taichung county, Whi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party politics, local factions died away in 

Taichung Cit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ural local factions and urban local factions 

are significant. As the Merger of Taichung City and County involved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y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local faction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local election mobilization by local faction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es and local factions、local factions’ restructuring and 

transformation. 

Firstly,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definition of local factions and the related 

theory, review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factions in Taichung County 

and Taichung City , analyze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caused by the Merger of 

Taichung City and County. Secondl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local election data in 

2010 and 2014 to demonstrate the new changes of local election mobilization by local 

fac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es and local factions. Finally, by virtue of 

the interviews with local faction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local factions’ restructuring 

and transformation in Taichung special municipalit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merger of Taichung City and County affected the local 

elections through local faction mobilization, Taichung Mayor, City Council,Village 

elections for Kuomintang are not smoothly as before. Local factional forces have also 

been weakened. The local factions star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arty nominees by 

Kuomintang, Taichung political landscape began to change. Faced with Electoral 

System Changes, Factions aging, Shrinking resources, Lack of modern image and 

other difficulties, local factions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own. Local 

factions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ituency service，factions image and the 

use of new media tools, party politics. But the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s remain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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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n. 

 

    

Keywords: Special municipality of Taichung; Local Factions; The Merger of 

Taichung City and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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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在台湾的地方选举中，地方派系因为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而成为外界关注

的焦点，在观察某些县市选举时，很多学者判断国民党选举胜负的依据是看国民

党是否整合好地方派系。县市合并改制前的原台中县、原台中市
①
地方派系是台

湾地方派系的典型。原台中市地方派因都市化进程和政党政治的发展而派系力量

式微甚至逐渐消亡，是台湾地方派系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原台中县的地方派系却

因为深入农村基层而仍有强劲的影响力。以原台中县为例，在 2010 年以前，国

民党依靠原台中县红黑派维持住了政权。只要红黑派系没有出现明显的大分裂，

民进党根本没有机会取得原台中县长的宝座，但有一例外，1997 年因红黑派系

大分裂，出现派系候选人三人竞争参选，导致民进党籍候选人廖永来仅以 37%的

得票率胜选。在县议员方面，原台中县是民进党势力一直难以有突破性成长的县

市，因为红黑派系势力强大并没有为民进党留下多少空间，红黑派系的议员占据

超过三分之二的席次。在乡镇市长方面，没有地方派系奥援的民进党更是难以涉

足，原台中县全部乡镇市长均有派系色彩，自 1986 民进党成立到 2010 年期间，

民进党在原台中县 21 个乡镇市长选举中，仅曾获得过 1 个席次。红黑派系左右

着村里长选举，村里长也扮演着派系基层桩脚的角色，为红黑派系所重视。除此

之外，原台中县红黑派系还深入到各乡镇市农会、水利会等组织，影响着农会、

水利会干事的选举。由此可见，原台中县地方派系力量在 2010 年前非常强大，

这在台湾地方政治发展史上所罕见。 

2008 年马英九上台后，原台中县、原台中市当地民意倾向支持“台中县市

合并升格”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落实马英九“台中县市合并升格直辖市”的竞

选政见，2009 年 4 月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地方制度法修正案》，赋予了

县市单独或合并升格的法源依据。 终，经台湾“内政部”审核批准后，原台中

                                                        
① 原台中县和原台中市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县市合并升格为“直辖市”，合并后的新名称为“台中市”。

为了便于区分，2010 年 12 月 25 日之前的“台中县”统称为“原台中县”，2010 年 12 月 25 日之前的“台

中市”统称为“原台中市”，2010 年 12 月 25 日合并升格后的大台中市称为“台中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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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原台中市 后在 2010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实现县市合并改制升格。合并升格

后台中市比照台湾《地方制度法》，将取消原台中市长、原台中县长选举，压缩

议员席次，取消乡镇市地方自治等，这些措施势必会对地方派系产生影响。县市

合并改制后的首届台中市选举（2010），选举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国民党籍市长

候选人胡志强在一路形势被看好的情况下仅以 3万多票的微弱优势赢得“空降”

的民进党籍候选人苏嘉全，而国民党在原台中县选区有强大地方派系背景的情况

下，胡志强还输给苏嘉全 1 万多票；到了 2014 年，胡志强在原台中县选区更是

输了对手林佳龙约 15 万票，比四年前胡志强在原县区的得票少了 6 万多票。台

湾媒体评论到：红黑派恐走入历史！派系不敌民心思变！
①
 

2014 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国名党大败，媒体普遍认为国名党传统铁票

区早已“生锈”，作为国民党传统铁票的地方派系也无力动员派系选票。地方派

系政治的核心是选举与派系动员，县市合并改制后台中市地方派系的动员模式是

否发生改变？派系动员能力是否下降？地方派系与政党关系如何变化？地方派

系在2010和2014年地方选举后是否出现权力的重组变迁？未来台中市地方派系

将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探究。因此，本文的研究目标有以下三点： 

1、探究原台中县红黑派系的历史发展变迁以及派系运作的特点。 

2、探究原台中市地方派系的历史发展变迁以及派系运作的特点。 

3、探究县市合并改制对台中市地方派系动员、地方派系与政党关系、地方

派系势力的影响，揭示台中市地方派系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及未来可能的走向。 

 

 

 

 

 

 

 

                                                        
① 陈世宗：《红黑派恐走入历史》，《中时电子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3000 
1234-260102，2014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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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资料述评 

 

台湾学界有关“地方派系”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地方派系”的研究更是

成为一门显学，涌现出许多知名学者以及作品。“地方派系”也是台湾硕博士论

文常见的研究主题，根据“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查询关键词“地方派系”

所得结果，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有关台湾地方派系研究的硕博士论文达 108

篇，数量众多。台湾知名的学者和著作有陈明通的《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

赵永茂的《台湾地方政治的变迁与特质》、王振寰的《谁统治台湾？：转型中的

国家机器与权力结构》、廖忠俊的《台湾地方派系的形成发展与质变》、丁仁方

的《威权统合主义：理论、发展、与转型》、陈东升的《金权城市：地方派系、

财团与台北都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析》、郭正亮的《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转化、一

九四五年-一九八八年》、王业立的《选举、民主化与地方派系》等。从地方派

系的研究面向来讲，可以分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面向。首先，政治面向主要

探讨地方派系与选举的关系、地方派系与政党的关系、地方派系内部权力结构等，

地方派系的相关研究面向以政治面向 为多见。这类研究既有研究全台湾地方派

系的论文，也有具体到某一个县甚至某一个乡镇地方派系的个案分析论文，如王

金寿的《重返凤芒县：国民党选举机器的成功与失败》（2004）、东海大学沈国

屏的硕士论文《派系、反对势力与地方政权的转型：高雄县的个案研究》（1993）

等。其次，经济面向主要探讨地方派系的经济基础、地方派系与地方建设、地方

派系与财团、黑金的关系等，如陈明通的《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研究国民

党通过“恩庇侍从”来拉拢地方派系，给予其享有寡占经济等。 后，社会研究

面向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派系的形成、派系的社会基础以及社会意义，侧

重研究“人际关系”在地方派系的运作，如东海大学涂一卿博士论文《台湾地方

派系之社会基础：以嘉义县地方派系为例》（1994）。 

台湾学界对地方派系的研究起步早（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研究数量众

多，相比之下，大陆学界对这个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旬），

研究的议题较为宏观，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稍显不够。大

陆的相关著作比较少，有王建民的《当代台湾观察丛书：台湾地方派系与权力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台中县市合并改制对地方派系的影响研究 

 4

构》（2003），王建民在书中探讨了台湾地方派系形成与发展背景、类型、势力

范围、社会动员及其与主要政党的互动关系及发展前景，介绍了台湾各个县市地

方派系的相关概况，属通俗介绍类的书籍。大陆关于台湾地方派系的论文，期刊

类的有赵印香、胡石青和金奕的《台湾地方派系的分布、结构及其政治功能》

（1997）、王建民《简析台湾权力结构与地方派系关系之演变》（2001）、张凤

山《台湾地方派系论文初探》（2004）、李勰、丁仁芳《论台湾地方派系的社会

基础与运作机制》（2010）、李密《权力框架内的互惠—台湾政党与地方派系的

关系研究》（2014）等。大陆硕博士论文有张万昆《台湾地方派系的发展与变迁

史--以台中县为例》、刘芳建《台湾地方派系研究》、党艳东《台湾乡村治理中

的地方派系研究》、朱伟《从“依侍主义”到“新合作主义”：台湾地方派系的

嬗变研究》、周煜路《地方派系、农会与选举动员 —台湾地方政治的解读》、

李睿《台湾地方选举中的派系研究》。 

有关原台中县、原台中市地方派系的论文，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历

史的角度分析原台中县、市地方派系的历史变迁，多为历史学者所写，如中兴大

学的王静仪所写的《战后台中县的地方派系与县政发展（1951～2005）》（2007），

这篇论文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原台中县红黑派系的发展变迁史。第二类是分析原台

中县、市地方派系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如何鸿明、王业立《地方派系如何操控寺

庙的管理权？以大甲镇澜宫的人事选举为例》分析了原台中县红黑派如何通过财

团法人董事会控制宗教寺庙。第三类是分析原台中县、市地方派系在选举中的作

用、选举制度变革（“冻省”、“立委”单一选区制度）对原台中县、市地方派

系的影响、地方派系在议会中的运作等。第三类的论文数量也较多，对本文的影

响较大，这类的论文有陈华升《威权转型期地方派系与选举之关系：台中县地方

派系分析之》（1993）、赖秀真《台湾都市型地方派系之研究:台中市议会派系

之分析》（1993）、游光明《台中县地方派系的权力结构转变与运作》（1993）、

蔡春木《地方派系对府会关系影响之研究：以台中县为例》（1992）、柯佳淳《2008

年第七届立委选举单一选区两票制对地方派系发展之研究—以台中县为例》

（2008）等。其中，柯佳淳在《2008 年第七届立委选举单一选区两票制对地方

派系发展之研究—以台中县为例》中指出，在单一选区两票制的情况下，原台中

县地方派系向政党靠拢且处于配角的角色，地方派系有山头化倾向，并强调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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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县、市将在 2010 年合并改制，改制后对地方派系的影响值得研究，这一问题，

正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县市合并改制对地方派系的影响，较多的出现于报纸报道、网络评论等。福

建海峡导报刊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张文生教授的评论观点，认为县市合并改制

将导致地方派系遭洗牌，“直辖市长成老大”，并预测台湾“北蓝南绿的格局会

更加稳固”，传统地方派系的实力会受到很大影响
①
；高雄市前国民党籍“立委”

林国正认为，县市合并一定会弱化派系对政治的影响，传统地方派系要推出议员

候选人不再容易
②
。除了报纸评论等文章，也有少量期刊或多或少涉及到了县市

合并改制对地方派系的影响，比如张传贤、黄信达在《2010 年台中市长选举中

泛蓝选票的流失之分析》中认为，2010 年台中市长选举泛蓝选票流失主要是由

“中央”与地方施政不彰、胡志强不依赖传统派系动员机制以及县市合并改制后

派系力量受挫所致
③
；东海大学黄信达助理教授的论文《台中县市合并升格对地

方政治生态影响初探》认为：县市合并影响台中市尤其是原台中县地方派系内部

权力分布，使得市议员更加关注选区经营，似乎有利于政党提升党纪促进政党政

治健全发展，但是，这些有待长期观察
④
。 

综上，关于县市合并改制对台中市地方派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虽多见于报

纸评论，但缺乏深入和系统的数据支撑；在论述县市合并改制对地方派系的影响

时，也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检验；目前现有关于台中市地方派系的相关期刊资料，

写作时间都较早，难以掌握 2010 年以来台中市地方派系的发展动向。本文选题

时间刚好在 2014 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距离台中县市合并升格已有 4年，

借助 2010 年、2014 年两次台中市地方选举的数据，加之本人在台湾的访谈资料，

相信能更进一步深入探究县市合并改制给台中市地方派系所带来的影响，把握台

中市地方派系未来的发展方向。

                                                        
① 薛洋：《台湾县市合并升格将是把双刃剑》，海峡导报 A01 版，2009 年 7 月 6 日。 
② 中评社：《县市合并对高雄政治生态的影响》，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10 年第 5 期。 
③ 张传贤、黄信达：《2010 年台中市长选举中泛蓝选票的流失之分析》，《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卷第一期，

2013 年 3 月，第 45 页。 
④ 黄信达：《台中县市合并升格对地方政治生态影响初探》，收录于，宋兴洲、陈建仁编，《公共政策与

地方治理：地方自治论文集》，台北：华艺数位，2010 年第 221-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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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方派系的定义与相关理论 

 

一、派系与地方派系的定义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这个经典的政治学命题揭示了人类参

与政治生活的必然天性。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在参与政治生活过

程中，逐渐形成派系。派系理论的发展源自于二战前政治学者对西欧各国、美国、

日本等国政党内部不同团体对权力争夺的研究，但并没有建构普遍的通则。直到

二战以后，一些政治学者、文化学者在对非洲、中南美洲、亚洲等地区进行政治

文化比较研究后，才逐步建立起有关派系的理论，西方学者对派系的定义有： 

1、亨廷顿认为派系是“一个没有持续性，也没有明确结构的少数人联盟，

通常派系是具有政治野心的个人或家庭，缺乏社会的支持”。“派系基本要点包

括（1）基于某些利益；（2）与他人对抗；（3）以人或家族为中心”。
①
 

2、白鲁恂（Lucian W．Pye）认为“派系是一群彼此之间有着私人关系的不

特定成员，为了对付相同的敌人而组成。派系成员交换忠臣、相互依赖，但组织

起来的结构确实相当松散，派系的界线也相当模糊”。
②
 

3、文化人类学者尼古拉（RalphW．Nicholas）认为派系是一种政治组织的

特殊形态，具有以下五种特征：（1）派系是种冲突团体：冲突是派系产生和持

续存在的理由，因此在政治领域至少存在两个以上的派系；（2）派系是政治团

体；（3）派系不是法人组织的群体：派系只因共同利益而短暂结合，不具持续

性，而和其他法人政治团体存在的持续性不同，这是两者的基本差异；（4）派

系的成员系由领导者增补选拔。
③
 

地方派系是台湾地方政治生态的重要特色，因此研究台湾地方派系的学者对

派系的定义多种多样，比较知名的定义有： 

1、陈明通对派系的定义如下：（1）派系基本的构成因素为“二元联盟”，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84 页。   
② [美]白鲁恂（Lucian Pye）：《中国政治的变与常》，胡祖庆译，台北：五南书局，1988 年，第 45 页。 
③ Nicholas，（Fac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1972)，原注转引自陈素卿：《派系动员效果之研究—以台中

县为例》，东海大学硕士论文，2005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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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联盟”指的是存在于两个联盟之间，以提供所需（needs）及交换恩惠

(favors)为目的的自愿性协议。两个联盟之间 重要的行为就是交换。（2）派

系是这“二元联盟”所建构成的一套人际关系网络的总称，是一种准团体。（3）

派系是种非正式的团体。（4）派系的目标与行动具有集体性。总之，派系是基

于“二元联盟”网络所形成的一种非正式团体，附着于既有的政治社会体制，却

具有独立的动员及控制能力，虽无公开及一视同仁的吸收成员管道与标准，也无

会员大会等集体协商。
①
 

陈明通对地方派系的定义为：活动范围场域在地方、行为者皆以当地的人事

为参与对象，以争取地方级公共部门或准公共部门资源为目标的一种非正式团

体，且主要活动是在选举，透过选举来达成目标。
②
 

2、赵永茂教授以“关系取向”对派系进行定义，他认为派系是“为了争取

及维护其政治权力，发展出以同盟或结盟行为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并且以关系

取向为主，产生出相当大的影响力”。“地方派系是地方政治人物以地缘、血缘、

宗族或社会关系为基础，相互联合以争取地方政治权力的组合；并且无固定之正

式组织与制度，其领导方式依赖个人政治、社会、经济关系，其活动则采半公开

方式，而以选举、议会等为主要活动场域，并在此等政治场域中扩展其政治或社

会关系权力，具有在地方政治上决定选票、推荐人才、影响选举与决策的功能”。

③
 

3、日本学者若林正丈把地方派系定义为“是由血缘、婚姻关系、地缘、学

缘（同窗关系、师生关系）等传统的人际关系维系，但未更进一步组织化的准政

治团体”。
④
 

西方学者在派系的定义上与研究台湾地方派系的学者在定义形式上虽有不

同，但在实质内容上殊途同归。笔者结合阿尔蒙德对利益集团的划分
⑤
，认为地

方派系是建立在地缘、血缘、宗族等社会关系基础上，通过选举动员方式争取地

方公职，进而影响地方公共政策的非社团性利益集团。第一、地方派系是非社团

                                                        
① 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 年，第 13-21 页。 
② 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 年，第 20 页。 
③ 赵永茂：《台湾地方政治的变迁与特质》，台北：翰芦出版社，1997 年，第 238 页。 
④ [日]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洪金珠、许佩贤译，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 年，第 131
页。 
⑤ 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把利益集团划分为四种类型：（1）非正规的利益

集团；（2）非社团性利益集团；（3）机构性利益集团；（4）社团性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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