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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臺灣半總統制下有關黨政關係兩個並存而相關的

重要現象：總統的黨政運作機制，以及執政黨出現總統化的現象，

並以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為例。本研究指出，同時影響總統黨政

運作和政黨總統化的變項，在於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這項因素。

本文並以三個主要指標觀察政黨的總統化：黨主席與總統職位的

關係、總統對執政黨所施加的政策影響、總統對執政黨公職候選

人提名的影響。研究顯示，蔡英文執政時期多數時候由總統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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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黨主席，黨政運作機制以總統為核心，並形成政黨的

總統化現象。然而，無論蔡總統兼黨主席與否，民進黨的總統化

現象都存在，但兼任又比未兼任時程度高。本研究並以一個輔助

性指標：「政府的黨性」，作為觀察政黨總統化的另一種參照。

結果顯示，政黨越從屬於總統，在受到總統影響的內閣組成上，

其中無黨籍閣員的比例越高。最後，比較憲政體制因素與基因起

源因素對於政黨總統化現象的解釋力，本研究關於民進黨個案經

驗的顯示，憲政體制因素則明顯扮演更決定性的作用。  

關鍵詞：  半總統制、黨政運作、政黨的總統化、黨主席、蔡英文  

 

  



半總統制下總統的黨政運作與執政黨的總統化：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的研究 3 

 

 

壹、前言 

在當代政黨政治下，政府的籌組多是建立在政黨的基礎上，政

黨政府（party government）因此普遍存在於民主政府的運作中。

政府和執政黨的關係，構成憲政運作的重要層面之一（ Blondel, 

1996, 2000）。放在屬於總統權力優勢的 臺灣半總統制（ semi-

presidentialism）之下，總統基於治理的順暢，需面對政府與政黨間

關係的處理、以及政策的協調、溝通與整合。1 其中，總統是否同時

為執政黨的黨魁，位居黨政關係金字塔體系的頂端，具有牽引次級體

系的作用（陳宏銘，2009b）。尤其，在憲法設計下，總統與作為中

央政府最高行政機關的行政院（暨院長）之間，並無正式的常態性政

策形成的連結關係。 2 總統亦無出席形同內閣會議的行政院會議的

機會，因此其更有現實的需要，尋求在正式的政府體制外，建立黨政

互動與溝通渠道。  

關於臺灣半總統制下總統黨政運作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兩位總

統陳水扁和馬英九執政時的經驗，至於蔡英文執政期，未見系統性研

究。與蔡英文執政相關的是，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其組織特性所受到

總統角色的影響，也同樣值得觀察，但同樣在學術研究上仍相當罕

見。爰此，本文擬同時探討兩個並存而相關的重要議題，即蔡英文總

統執政時期，以總統為核心的黨政運作機制，以及民進黨是否出現總

                                                        

1. 於半總統制的學術界定和討論非常多，以當前國際政治學界普遍適用的定義（Elgie, 1999; 

Duverger, 1980）來看，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均屬於半總統制。 

2. 至於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得召開國家安全會

議，但該會議為諮詢機關，且限於國防、外交、兩岸關係及國家重大變故之相關事項，並

非一般常態政策決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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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化的現象。其中，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是影響總統黨政運作的關

鍵因素，而當黨主席即是總統本人時，即是政黨總統化的其中一項

核心表徵。在於所謂政黨的總統化（ presidentia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是在總統具有實質權力的政府體制下，所出現政黨從屬於

總統的現象，政黨成為總統權力運作的機制（Bell, 2000; Clift, 2005; 

Poguntke & Webb, 2005; Samuels, 2002），也可視為政黨領導權集中

的過程（Passarelli, 2015a, p. 8）。  

「政黨組織」、「政黨與選民」以及「政黨與政府」，是當代政

黨研究主要的三大議題（Key, 1964, pp. 180-182），本研究同時觸及

「政黨與政府」（黨政運作）與「政黨組織」（政黨總統化）兩個層

面。本研究主要將蔡總統的黨政運作及民進黨所出現的總統化情況，

放置在臺灣的半總統制下來觀察。本研究並借助既有兩種關於政黨

組織理論解析本文的研究個案，它們分別是著重憲政體制因素的理

論（Samuels & Shugart, 2010）與著重政黨基因（genetic model）因

素的理論（Panebianco, 1988），分析二者在關於解釋民進黨總統化

的相對解釋力（Passarelli, 2015a, 2015b, 2019）。前者鑑於傳統上有

關政黨與政府關係的研究，著眼於政黨對政府制度與其運作的影響

（Blondel & Cotta, 1996, p. 1; Blondel, 2000, p. 1），忽略政府體制對

於政黨的影響，因此揭示憲政體制對政黨組織和行為的型塑作用

（Samuels & Shugart, 2010；陳宏銘，2009a，頁 166）。政黨總統化

的形成，即受到憲政體制的影響。後者則強調，政黨創建和起源基

因，對後續政黨組織性格扮演奠基性的作用，對於政黨是否出現總統

化亦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具體來看，本文的核心問題是，蔡英文政府執政時期如何建構其

政黨與政府間的關係？且鑑於陳水扁政府時期首度出現民進黨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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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化現象（陳宏銘，2009a），蔡英文執政時期是否也出現這樣的現

象？本文嘗試援引兩個理論觀點，一是政黨基因和起源特性的理論，

另一是著重憲政體制因素的理論，比較兩者在政黨總統化的解釋。本

文在理論上的預期是，政黨基因理論對政黨總統化雖有其影響力，但

隨著臺灣歷次公民直選總統的運作及實權總統的鞏固，憲政體制更

扮演關鍵的影響力。再者，另一個理論上的預期是，如果本文關於蔡

英文執政時期的政黨總統化現象也獲得證實，則不論一致政府

（unified government）或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同樣都可

出現執政黨的總統化現象。整體而言，本文具有兩個層次的理論意

涵，一是關於政黨與政府關係的理論，強調半總統制之憲政體制對政

黨組織的作用；二是呼應既有關於政黨總統化的理論關懷，累積及豐

富臺灣相關政黨經驗個案的研究。  

貳、文獻與理論的探討 

有關憲政體制對黨政運作的影響，在政治學理論上與政治實務

上歷來是重要的一項議題，既有研究主要建立在陳水扁或是馬英九

兩位前總統執政時的經驗（陳宏銘，2009a，2009b，2016，2019）。

由於在臺灣半總統制下，總統的角色在黨政關係中居於最高且核心

之地位，總統的黨政運作自然成為既有研究的重心。而其中，總統兼

任黨主席這項因素也被認為扮演關鍵作用，以及其對憲政運作的一

連串影響（陳宏銘，2016，2019）。  

既有研究指出，無論是陳水扁或是馬英九之執政，半總統制的制

度因素對於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以及黨政運作型態，扮演重要而關

鍵的影響，架構了其中基本的發展軸線。臺灣半總統制的設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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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釋為何兩位不同黨籍的總統任期內多數時候均兼任黨主席，

也可以相當程度解釋為何他們都不約而同建構了多層次的非體制內

之黨政互動平台和機制。至於對於蔡英文個案的研究，主要見於陳宏

銘（2019）對蔡總統任期前三年的局部觀察。  

上述現有研究，一方面對總統黨政運作和互動平台的內涵有相

當掌握，但對於總統在政黨內部中常會中以及在非例行性的與黨政

人士會談的層面，仍有強化空間，尤其對蔡英文總統任期迄今為止，

未見有長期和較完整的探討。在另一方面，既有研究觸及政府與政黨

的關係之研究，雖不乏延伸到對政黨所受到總統角色和權力的影響，

但對於政黨總統化現象的實證探討，也較為有限。  

有關政黨總統化現象的研究，是在本世紀初興起，如 Bell（2000）、

Samuels（2002）、Poguntke 與 Webb（2005）、Clift（2005）等作品，

並主要基於法國第五共和的經驗。所謂「政黨的總統化」，多是在總

統具有實質權力的政府體制下，所出現政黨從屬於總統的現象，政黨

成為總統權力運作的機制，且其自主性相對弱化（Bell, 2000; Clift, 

2005; Samuels, 2002）。Clift（2005）基於法國第五共和的經驗，發

現總統職位成為第五共和政治競爭的主要焦點，從而形塑政黨的性

格和憲政發展。法國第五共和的政黨主要執行兩項任務，一是作為總

統候選人贏得大位的跳板；二是候選人當選後，另挑黨魁作為總統的

助手和代理人，這個政黨成為「總統黨」。總統黨的名義上領導人，

是直接由總統決定。  

相關研究也指出，越來越多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舉程式，這往往

會使當事人感到他們已經從選民那裡獲得了個人授權，並反過來又

賦予他們更大的自治權，以及取得更高的行政管理權。隨之而來的

是，政府決策更多與個人領導決策有關，而不是與黨本身所擬定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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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有關（Webb et al., 2012）。  

政黨總統化與政治總統化（presidentialisation of politics）或政治

領導的總統化（presidentialis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hip）、政府體制

的總統化是不同而容易混淆的概念，兩者的區別在於研究單位的不

同，前者以政黨為主要分析單位，擴及政黨與政府（總統）的關係；

後者以政治體系、政治領導及政府體制為分析單位；前者範圍較限縮

而聚焦，後者較將總統化涵蓋多層面，容易失之寬鬆。最明顯的例

子，是將議會制總理或首相趨向單一權力集中的個人性領導，也稱為

總統化現象（Elmelund-Præ stekæ r & Kjaer, 2013）。本文採取前者較

狹義、聚焦的界定，指涉政黨和黨政關係為單位的，回應政黨總統化

的原初意涵。  

政黨總統化現象的階段性代表作品如 Samuels 與 Shugart（2010）

的《總統、政黨、總理：分權如何影響政黨組織與行為》（Presidents, 

parties, prime ministers: How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ffects party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專書。他們的研究指出，在總統由公民選

舉產生的政府體制下，由於憲政結構是行政和立法機關在形成和存

續上的分離，因而促使政黨的總統化。3 尤其甚者，總統候選人於當

選後對內閣成員的挑選以及在政策上的決定，其所屬的政黨也不易

介入和置喙。從另一種角度來看，總統有其相對於政黨的高度自主

性，政黨的組織和性格，便呼應了所處的總統優勢的憲政制度特性

（陳宏銘，2019，頁 249-250）。Samuels 與 Shugart 揭櫫憲政體制對

政黨組織和行為之形塑作用的探討，他們提出了以下相當令人信服

的觀點：政黨組織「模仿」了憲法中規定的權力分工的程度（Deller, 

                                                        

3. 當然，相對於總統化政黨，在行政和立法兩權融合的體系中，也有「議會化政黨」

（parliamentarized parties）的形成（Samuels & Shugart, 2010, pp.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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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因此，與議會制中的政黨相比，總統制中的政黨則易出現總

統化現象。   

相對於憲政體制的作用，Panebianco（1988）關於政黨基因源起

對政黨組織性格的影響，則是另一種理論取向。Panebianco 觀察到，

政黨的基因特性，如其肇建初始的組織性格，將影響其後續的組織發

展。這項觀點的援引用來探討政黨總統化，則要到二十幾年後 2015 年

由 Passarelli 等人所編纂的《政黨的總統化：組織、制度與領導人》一

書（The presidentia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s,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以下簡稱「政黨的總統化」專書），以及 2019 年他再與

多人編纂的《西巴爾幹地區政黨的總統化》（The presidentialis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Western Balkans）新書所援引運用。Passarelli

循 Panebianco 的觀點，揭露政黨的起源特徵，可視為影響政黨組織

的中介變數。  

該系列研究將政黨的總統化理解為領導權集中的過程，觀察指

標涉及：公職候選人挑選、決策權和領導人競選等層面（Passarelli, 

2015a, p. 8）。Passarelli（2019）在以克羅埃西亞的研究發現，儘管

該國在民主國初階中從總統權力較大的總統議會制，轉為總統權力

相對較小的總理總統制，但並未阻礙政黨的總統化的增進，足見其主

要原因不在於制度的變化，而在於其凝聚的、權力集中化的政黨特

性，以及政黨領導人於組織內部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基因源起特性。

以斯洛維尼亞的研究為例，Passarelli（2015b）指出，政黨內部權力

的集中化，確實表明了政黨總統化的某種趨勢，因此政黨的基因特

徵，可能更好地解釋了政黨領導人在政黨組織發展早期階段的中心

地位以及後來的情況。此外，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馬其頓等案

例來看，儘管相關政黨處於同一憲政體制下，但其政黨總統化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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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在於基因特徵扮演中介的因素。  

雖然政黨的基因特質是影響政黨總統化的重要變項，但政府體

制仍份演作用。以科索沃為例，政黨常由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者統

治，而民主化進程的緩慢也增加對政黨領導人的崇拜機會，且總統的

角色也有其重要性，不過由於採取議會制體系，也限制了政黨總統化

的確立（Passarelli, 2019）。  

Passarelli（2019）等人的研究顯示，憲政體制型態與政黨的基因

特性同時為影響政黨總統化的關鍵變數，其中政黨的基因特性可視

為中介變數。再者，當權力集中型的政黨基因特性夠強時，即使是總

統權力較小的憲政體制，仍有可能掙脫制度的影響而出現政黨的總

統化現象。但 Passarelli（2019）等人的研究刻意強調政黨基因特性，

他們隱而未談的是，當憲政體制下總統權力夠強大時，即使政黨權力

集中化的基因特質不明顯，甚至不存在，政黨在執政時仍有相當大的

機會出現總統化現象。因此，在特定個案中雖然採取總統權力較小的

總理總統制，並未阻礙政黨的總統化，但這無法反推若採總統權力較

大的制度，政黨總統化會趨弱，因為這在邏輯上不通，經驗上也難以

想像。因此，本文認為在總統權力優勢的憲政體制下，政黨基因特性

相對於憲政體制對於政黨總統化的作用較不明顯。  

在臺灣首度於學術研究中引進政黨總統化概念和進行實證研究

者，應是陳宏銘（2009a，2009b）的研究，這兩篇相關作品揭露了民

進黨在陳水扁執政時期出現政黨總統化現象，並指出這是源於臺灣

半總統制的憲政體制之作用。該早期研究雖對政黨總統化進行了分

析，但屬於初步嘗試性，探討層面仍有補充之空間。不只對臺灣政黨

的研究如此，前述國外 Passarelli（2019）等人的理論雖然補強 Samuels

與 Shugart（2010）的觀點，但欲以此分析臺灣個案，不論是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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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依變項，都較未觸及總統與執政黨關係這項因數。所謂總統與執政

黨關係至少涵蓋兩個層面，一是執政黨的黨主席是否由總統兼任，二

是黨主席雖非總統本人擔任，但黨主席可能具有潛在參與總統選舉

的可能性。如 Clift（2005）等既有文獻指出，黨主席的角色和競爭

型態，可能屬於黨內領導權範疇，但也常擴延至爭取總統職位之爭的

意義。同樣的，陳宏銘（2019，頁 254）對政黨總統化的界定，除了

總統是否為黨的領導人這項指標外，也包括黨內主要菁英意圖取得

政黨主席職位，掌握黨權，並進一步累積參選總統的資本。4 譬如，

民進黨除了其在執政期間外，於 2008 年重回在野黨時，黨主席職位

的產生過程仍兼有總統職位競逐的屬性，亦即黨主席的參選者，被普

遍視為黨內總統候選人的前哨戰，黨主席職位是進一步問鼎總統職

位的重要歷程（陳宏銘，2015，2019）。  

換言之，就影響政黨總統化的自變數來看，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

這項因素，是在憲政體制與政黨基因之外的中介變數，也影響這個政

黨在執政時的黨政運作型態；但其本身即是政黨總統化的內涵之一，

並與「黨主席可能具有潛在參與總統的可能性」，構成依變項政黨總

統化中「總統與執政黨關係」的兩個主要層面（同樣見分析架構）。 

基於上述，本文以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的黨政關係和民進黨屬

性作為分析對象是，並預設政黨總統化最明顯的階段是在政黨的執

政時期。至於對於一個數次無法取得總統大位的政黨、或小黨而言，

理論上應難以總統化。確實，學者 Kawamura（2013）受到 Samuels

與 Shugart（2010）的啟發，其對印尼公民直選下憲政體制的研究也

證實了這個現象。該研究發現指出：「當政黨擁有堅實的組織結構並

有可能贏得總統選舉時，它們就會被總統化。另一方面，中小政黨在

                                                        

4. 該研究也觸及總統和黨內派系相對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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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選舉中獲勝的希望渺茫，不積極參與選舉過程，因此政黨組織並

未總統化。」同樣的，本文認為，在臺灣半總統制下，當政黨脫離總

統執政時期，總統化的歷程應會有衰退現象，而構成起伏的狀態。但

如前述，即使民進黨重回在野黨時，黨主席職位的產生過程仍兼有

總統職位競逐的屬性，又或者黨內很快出現一位強而有力、富民意

聲望的領導人，並成為潛在的總統候選人，且有機會贏得總統職位，

這也形同政黨總統化的在野黨型態。但即使這種情況，作為在野黨，

畢竟未掌握總統職位和執政大權，與執政時期執政黨的「總統化」

仍然有別。  

參、分析架構 

本研究循 Passarelli（2019）的觀點，將憲政體制型態與政黨基

因特性視為影響政黨總統化的兩大因素，如圖 1 所示。臺灣採行的

憲政體制是半總統制，且屬於總統權力優勢的半總統制（陳宏銘，

2019）。5 在憲政體制與總統黨政運作平台及政黨的總統化之間，加

入一項中介變項，即總統兼任黨主席，這是總統與政黨關係的核心，

是執政黨的黨政關係之樞紐。  

受到總統由公民直選產生的憲政體制影響，臺灣主要大黨，不論

是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時期黨主席傾向由總統兼任。在一方面，民

進黨在 2002 年進行「黨政同步」的改造，黨章規定執政時總統為黨

主席。國民黨也在 2013 年 11 月通過黨章修正案，規定國民黨黨員

                                                        

5. 同樣的，對於我國憲政體制是偏總統制還是議會制（內閣制）的半總統制，儘管在憲政法

理上雙方各有論據，但學者亦認為在憲政實際運作上，則是偏向總統制的半總統制（蘇

子喬，2018，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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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統時，自其就任總統之日起即兼任黨主席。兩大政黨執政時，不

論是在分立（或少數）政府時期，或是一致（或多數）政府時期，

顯示處於同樣的憲政體制下所出現的趨同現象。雖然，總統可能因

故辭去黨主席的情況，但如果臺灣並非總統權力相對於行政院院長

優勢的半總統制，或者是虛位元首的議會制，那麼應該不會是總統

兼任黨主席。反而，在制度規範上或實務上，更多的可能是由行政

院院長兼任。  

 

圖１ 

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Panebianco (1988)、Passarelli (2019) 

說明：虛線條部分並非本研究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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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統的黨政運作平台部分，涵蓋總統主持的例行性機制和非

例行性會談，兩者均是總統在正式的政府體制外，和黨政人士進行政

策討論及溝通的場合。總統有無兼任黨主席，則影響部分黨政平台的

直接參與。本研究嘗試系統性的掌握其實務運作案例。  

關於政黨總統化的觀察，參考 Passarelli（2019）的三個層面：

領導人競選、公職候選人挑選、決策權等，著重在政黨作為總統權力

運作的機制，轉化為本研究三個指標，一是關於執政黨領導人（黨主

席）與總統職位的關係；二是總統對執政黨所施加的政策影響；三是

總統對執政黨公職候選人提名的影響。  

第一個指標，關於黨主席與總統職位的關係，包括兩個次指標，

一是黨主席是否為總統本人，另一是黨主席是否進一步參選總統，則

如前面文獻和理論探討時所述。就前者而言，黨主席是否由總統擔

任，關鍵的影響黨政運作和政黨的總統化。更細究來看，當黨主席即

是總統本人時，即是政黨總統化的其中一項核心表徵（陳宏銘，2019，

頁 252）。換言之，「黨主席與總統職位的關係」是觀察政黨總統化

的重要層面，但其內涵並不僅限於黨主席是否由總統擔任，還可以觀

察黨主席並非由總統兼任時，是否高比例的在當時及後來試圖參選

總統。後者這種情況也顯示政黨領導人具有競逐總統職位的潛在性，

而這若非是在總統制或像臺灣這種總統權力優於行政院院長的憲政

體制下，很難出現這種情況。這項分析架構和變項的設定，是本文的

特色和創意，似未見於其他著作。  

第二個層面，是觀察總統兼任黨主席與否時，在引領政黨推動政

府政策的情形，亦即政黨在總統（黨主席）領導下配合政府政策的情

形；前述總統的黨政運作平台，也關係到這部分政策的作成和推動。

第三個層面，是關於總統藉公職候選人提名權和影響力，尤其是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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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主席時更利於這項權力的發揮。 6 以上三者是本研究核心觀察對

象。無論兼黨主席與否，執政黨的總統化現象都存在，只是程度上的

不同。兼任時總統直接掌握黨權，總統化程度最高，總統直接領導

黨，加上具黨主席身份的黨政運作平台輔助，在政府和黨的政策上、

公職人員的提名上發揮最高的影響力。未兼任時，黨主席多由受委託

者擔任，但總統仍居於國家領導人的憲政地位，對黨的制約能力仍

在，也有黨政平台的運作機制，對黨的決策和公職人選影響力猶存。 

此外，本文引入第四個輔助觀察層面，作者援用 Katz（1986, pp. 

45-46）具有啟發性的「政府的黨性」（partyness of government）概

念，以內閣的黨籍比例層面和黨政關係中「政黨的政府性」（party 

governmentness）（在本文相當於「政黨的總統化」）作參照。本文

預期當總統權力越強（兼任黨主席，加上有立院多數支持的一致政

府），越有獨立於任命同黨人士之外（無黨籍）閣員的自主性，政府

的黨性較不明顯。換言之，政黨越從屬於總統，總統在介入內閣成員

的安排時，越不受制於任命同黨人士的壓力。這部分留待後續再進一

步討論。  

影響政黨總統化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政黨的基因特性，在本研究

中，關於民進黨則屬於黨內權力分散的組織源起，黨內各山頭在民進

黨成立前就存在，並體現在政黨後續演化出的派系共治。因此，論者

也指出，過去複數選區的選舉制度、黨內落實派系共治與換票習慣，

使得派系成為民進黨的深層基因（鄭明德，2020）。循此，本文嘗試

證實，即使民進黨的基因特質傾向是一權力分散而非集中的型態，仍

無法阻擋公元兩千年後政黨走向總統化的現象。在臺灣的憲政發展

                                                        

6. 另有從政黨領導人或政府領導人的選舉競爭層面來觀察政黨總統化，請見陳宏銘（2015）的

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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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隨著歷屆公民直選總統的進行，派系共治的政黨基因雖然對政黨

總統化仍有其影響，但總統權力相對行政院院長優勢的制度運作受

到鞏固，因此憲政體制因素的作用扮演關鍵的作用。爰上述觀點，在

分析架構圖中，關於政黨基因（派系共治）的部分，非本文探討之重

點，因此以虛線框和虛線條呈現。  

依據此一分析架構，本文以下首先於第肆部分探討「總統與政黨

的關係與運作」，包括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總統所主持例行性非例

行性黨政平台；再於第伍部分解析「政黨總統化的觀察面向」，包括

黨主席與總統職位的關聯性、政策層面和公職候選人提名等層面中

總統（兼黨主席時）權力的增強、以及政府的黨性特質等等。  

肆、總統與政黨的關係與運作  

以下首先分析蔡英文總統任期中兼任黨主席與否的各個階段，

其次分析其主持的黨政運作平台，這關係到總統對黨權的掌控，包括

在政策影響、公職提名上的權力和影響力：  

一、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 

在我國半總統制下，總統同時擔任執政黨黨主席，是長久以來憲

政運作的常態。 7 蔡英文執政期間其兼任黨主席與否存在以下四個

階段：  

                                                        

7. 早期國民黨執政時黨政關係為「以黨領政」，必須是國民黨黨魁（總裁、主席），才可能

擔任總統（陳宏銘，2013，頁 42）。嚴格來說，這不是兼任的問題，而是事務本質之必

然。隨著政治民主化，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總統與政黨的關係，以及是否同時擔任黨

主席，始成為議論和探討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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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兼任黨主席（2016.5.20~2018.11.24）：  

與陳水扁和馬英九首度當選總統時未兼任黨主席的情況不同，

蔡英文參選時本人仍兼民進黨黨主席，加上民進黨黨章（第十五條之

一）規定：「現任總統為本黨黨員時，自其就任之日起，為本黨主席，

至其卸任之日止，其任期以憲法規定之總統任期為一任」。因此，蔡

英文就職總統後順理成章的繼續擔任黨主席職務。根據民進黨重要

人士林濁水（2009，頁 40）的觀察：「當時將黨主席由黨員直選改

為總統兼任，其目的並不在於以黨領政，因政已在掌握中。主要是以

主席領黨，再以黨領導國會，讓黨團總召以指定中常委的身分而成為

黨主席的部屬，然後控制國會黨團」。此一分析相當程度吻合實務的

發展和本文的觀點。  

(二) 未兼任黨主席（2018.11.25~2020.05.19）：  

在 2018 年 11 月 24 日民進黨於九合一地方選舉失利，蔡英文立

即辭去黨主席職務，黨主席的補選由卓榮泰與游盈隆兩人競爭，最後

卓榮泰當選新任黨主席。卓榮泰在 2019 年 1 月 9 日就任蔡英文所留

遺缺，擔任黨主席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止。  

(三) 兼任黨主席（2020.5.20~2022.11.26）：  

依民進黨黨章規定，總統兼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於 2020 年 5 月

20 日就任其第二任總統職位，並重新兼任黨主席。  

(四) 未兼任黨主席（2022.11.27~2024.5.19）：  

2022 年 11 月 26 日民進黨重蹈四年前的覆轍，於「九合一」地

方選舉失利，當晚蔡英文旋即辭去黨主席職務，由任擔高雄市市長的

陳其邁暫代職務。其後，黨主席的補選由賴清德一人參選後當選，於

2023 年 1 月間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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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蔡英文總統任期內兼任黨主席情形 

時間 2016.5.20~ 

2018.11.24 

2018.11.25~ 

2020.5.19 

2020.05.20~ 

2022.11.26 

2022.11.27~ 

2024.5.19 

兼黨主席 

與否 

兼任 未兼任 

（九合一選

後請辭） 

兼任 未兼任 

（九合一選

後請辭）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自製。  

綜上，蔡總統任期中，有近三年時間未兼任黨主席，其餘五年時

間處於兼任的狀態，且第一任和第二任就職之始均是兼任。顯見從民

進黨的黨章或實務運作需求而言，蔡總統以兼任黨主席為常軌，未兼

任則是迫於情勢的選擇。根據一項全球半總統制國國家的研究，在其

次類型中總統議會制國家較總理總統制國家，易出現總統兼任黨主

席情形（陳宏銘，2019，頁 217）。因為在前者中，總理除向議會外

也須向總統負責，總統掌有對總理去留權力，由總統而非總理擔任同

黨的黨主席，更為合理。而臺灣半總統制被政治學界廣泛歸類為總統

議會制，因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憲政實務上行政院院長亦幾乎多

向總統負責。8 

由此來看，蔡英文是否兼任黨主席可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憲政

體制的作用，另一是選舉結果的影響。根據一項跨國多案例的研究

（陳宏銘，2019，頁 215-218），在 13 個總統議會制國家中，總統

                                                        

8. 至於規範上，按《中華民國憲法》含《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但是

否須向總統負責，或總統是否當然有解職行政院院長職位之憲法權力，學者則有不同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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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黨主席的案例次數約達到六成（59.46%），未兼任反而是少數情

況，這也符合預期：在總統議會制下，通常總統權力要大於總理的權

力，故總統兼任黨魁的可能性較高。再觀察所有 78 位總理的情況，

最常出現的情況是「總理與總統同黨、總理非黨主席」，達到

46.15%；「總理與總統同黨、總理是黨主席」，僅佔 7.7%。相對的，

在 19 個總理總統制國家的所有個案中，總統兼任黨主席僅有 8 個案

例，佔 14.81%，換言之，絕大部分均未兼任。再觀察所有 126 位總

理的情況，最常出現的情況是「總理與總統不同黨、總理是黨主席」，

達到 46.15%。  

臺灣憲政體制所具有總統議會制特性，可以相當程度解釋了民

進黨黨章何什麼規定「執政時總統為黨主席」，而不是執政時黨籍行

政院院長為黨主席。如果臺灣並非總統權力優勢的半總統制，而是議

會制，那麼民進黨黨章可能就不會如此規定。至於蔡英文總統兩次辭

去黨主席期間，憲政體制並未變動，維持半總統制型態，因此促成其

未兼任黨主席的直接原因，即是民進黨在兩次九合一地方選舉民進

黨敗選的結果所致。  

值得留意的是，民進黨內部派系因素對於總統與執政黨關係與

是否兼任黨主席的影響。回溯在陳水扁任內，民進黨雖在形式上解散

了黨內派系，試圖降低其影響力，但外界咸認為派系仍實質在檯面下

運作。相對在陳水扁時期以其嫡系正義連線與新潮流形成合作，成為

領導民進黨最堅強的基礎（楊毅周，2006，頁 200），蔡英文所重用

的人員則橫跨黨內各派系以及社會各界，她本人宣稱：「從現在開

始，我們都是英派」（邱珮文，2015）。雖然蔡英文本人強調：「『英

派』，不是屬於一個人、一個派系、或一個政黨」，但主要是源自她

擔任黨主席及不斷參與公職選舉的過程中，向其靠攏並聚集形成一

支嫡系或親信人馬（曾建豐，2018）。在蔡英文任內，雖然派系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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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體的趨勢，但各派系之間的競爭還是成為外界和研究者關注的

對象。根據鄭明德（2018）對蔡英文第一任的觀察，任內黨內執政派

是英派加「正國會」，加上少部分「福利國」等，黨內反對派較明顯

的是新潮流加上蘇系；其後，至第二任時，「英系」（英派）與「新

系」合作共治的局面已然形成（曾建豐，2018）。  

不過，總統（黨主席）固然需要平衡派系權力和利益，而非完全

強勢貫徹己意。綜觀幾任行政院院長的異動，林全內閣時期因為黨內

外壓力與施政疏失，之後以賴清德為閣揆，至 2018 年地方選舉大敗

後，蔡英文請辭黨主席並任命蘇貞昌作為閣揆；2022 年地方選舉失

利後，蔡英文又再度請辭黨主席，並由陳健仁組閣。持平而論，我們

很難確認，這些政治運作背後沒有民進黨內部派系的角力。當然，個

別派系力量面對民選總統的地位和龐大黨政權力，也很難不予尊重

和配合。  

二、總統主持的例行性黨政平台 

在總統優勢的半總統制下，執政黨與政府關係以及彼此間的政

策協調，總統位居金字塔頂端，總統無論是否兼任黨主席，均有構建

黨政運作機制的需求。如表 2 和表 3，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的黨政協

調與互動平台，可分為例行性和非例行性（非正式）兩類。  

例行性的黨政平台包括總統主持和參與者，以及總統未參與的，

屬於次層級行政和立法部門為主以及與執政黨間的協調機制。在蔡

總統主持和參與的部分，主要有總統與行政院院長每週三上午見面，

針對國政議題交換意見。9 例如，2023 年 1 月 11 日上午，行政院院

長蘇貞昌於總統府與蔡總統單獨會談，蘇向蔡總統報告普發六千元

                                                        

9. 其中副總統也常在場。如蘇貞昌院長時，賴清德多也會以副總統身分在場（蔡晉宇，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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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別條例草案。  

此外，蔡總統在其第一任執政初期，定期於總統府召開執政決策

協調會議，是總統、行政院與民進黨間重大決策討論常態化之機制，

出席人士包括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民進黨立

法院黨團總召集人、幹事長、民進黨秘書長、智庫執行長及執政縣市

代表。這項黨政機制於 2016 年 10 月 3 日起運作，但外界對於這項

機制是否合於憲政體制存在爭議，因此於 2017 年 2 月 7 日停止運

作。其後，由每星期三中午的府院黨高層會議替代，出席人員不再涵

蓋智庫和執政縣市代表。固定的府院黨高層會議於總統官邸舉行，成

員包括：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秘書長、立法

院院長、副院長、民進黨黨主席、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總統府秘書

長、民進黨秘書長等人（蘇貞昌、謝其濬，2023，頁 32）。  

還有民進黨中常會，這是黨內的權力機關，形式上並非黨政互動的

場域，但蔡英文兼任黨主席時，不僅通常親自主持，且行政院院會有代

表列席。譬如在 2022 年 5 月 4 日，因頻頻出現民眾不易購買到快篩劑

的情況，蔡總統在中常會中指示列席會議的行政院政務委員黃致達將意

見帶回行政院加以研究（顏振凱、黃信維，2022）。10 因此，就實質而

言，亦可視為黨政運作機制的一部分。 

整體歸納，無論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均建置黨政運作平台，主

要差異在於總統兼任時可親自主持中常會和中執會，未兼任時則無

法直接領導政黨機器。  

                                                        

10. 除上述外，民進黨執政團隊尚有其它例行性的黨政平台，它們雖非總統主持或總統參

與其中，但屬於行政和立法政策協調和互動的重要機制，包括有行政立法協調會報

（主要由行政院副院長與立法院黨團總召負責）、立法院八個常設委員會對應的政策

小組（由擔任各小組召集人的民進黨立委，與相關部會首長開會）、行政院院長與立委

進行會談（所謂的「便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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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蔡英文總統主持的例行性黨政平台 

總統主持 

平台名稱 其他參與者 召開時間 

總統與行政院院長會談  

（例行會議，就各項國政

議題進行討論）  

總統與行政院院長每周三舉

行 

 

星期三上午 

執政決策協調會議 

（總統府、行政院與民進黨

重大決策討論常態化之機

制） 

（2016 年 10 月 3 日起運

作，2017 年 2 月 7 日後停

止運作） 

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民進黨立法

院黨團總召集人、幹事長、民

進黨秘書長、智庫執行長及

執政縣市代表。 

星期一晚上 

府院黨高層會議（執政決

策協調會議停開後舉行） 

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秘書長、立

法院院長、副院長、民進黨

黨主席、立法院黨團總召集

人、總統府秘書長、民進黨

秘書長等人。  

星期三中午 

中常會  黨主席（總統兼任時）、中

常委、黨籍縣市長  

星期三下午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陳宏銘（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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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統主持的非例行性黨政平台 

除了例性行的黨政平台外，蔡總統也會不定期、非正式的邀集黨

政人士會談。根據作者可以蒐集到的、具有代表性的 26 次活動報導，

以下予以分析：  

(一) 總體分析 

就場合而言，以在總統官邸進行最多，共有 12 次，這可能是蔡

英文有別於其他總統在黨政運作場合上的差異。總統官邸並非總統

正式上班的地方，這個場域對於總統在和非政府以及公職以外的人

士進行政治性的會談，無疑具有其便利性。其次常見的場合，則是在

總統府的會談，也有 10 次，在所有筆數中佔了相當大的部分。  

以受邀談的人士來看，參與非例行性的平台以民進黨立委（含黨

團幹部）居多數，此外也包括縣市長等公職人員。至於行政院院長和

內閣成員，則因例行性平台中已有相關互動機會，因而此處反而較

少。不過，表 4 資料並不包括總統透過電話和黨政人士講話的情況，

而這種情況一方面不易掌握；另一方面這是總統治理過程中必然會

有的行為，也未必有特別納入研究的需要。  

再從談話主題來看，廣泛涉及政府政策、選舉事務以及政治議

題。其中一旦觸及選舉事務，幾乎都是在總統官邸，而非在總統府或

它處舉行。另無論在官邸或總統府的談話，常以簡單餐敘（「便當

會」）的形式進行。另細究來看，第一任任期相較第二任任期，則出

現較多邀集民進黨立委的個案，主題也多與重要法案的推動有關，可

能與第一任任期開始推動重大政策所需的黨政運作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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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蔡英文總統主持的非例行性（非正式）討論會 

日期 受邀人士 場合 談話主題 

兼任黨主席（2016.05.20~2018.11.24） 

2016-06-11 行政院各部會內閣成

員 

總統官邸 食安政策 

2016-07-28 行政院院長林全、副

院長林錫耀、立院黨

團三長 

總統府 國營事業預算案 

2016-06-23 民進黨立委 總統府 立委對新內閣的監督 

2016-09-04 行政立法首長及直轄

市長 

總統官邸 政策、法案及地方

議題 

2017-03-06 民進黨立委 總統府 立委所提議題 

2017-06-05 民進黨立委 總統府 治水議題 

2017-06-12 民進黨立委 總統府 前瞻計畫、年金改革 

2017-06-22 民進黨立委 總統府 年金改革法案 

2018-02-02 黨內各派系領袖 總統官邸 新北市市長黨內選情 

2018-07-05 高屏地區立委 總統官邸 高雄產業與重大建設 

2018-09-01 台中市長林佳龍競選

團隊 

競選總部 巿長選舉 

未兼任黨主席（2018.11.25~2020.05.19） 

2018-11-27 黨內縣市長敗選候選

人 

總統官邸 了解基層反應 

2018-11-30 民進黨立委 總統官邸 檢討2018九合一敗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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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9 民進黨立委 總統府 政治局勢、2020大選 

2019-07-08 民進黨議員 新北市議會 中央政策與地方需

求 

2019-09-05 民進黨中央黨部主管 總統官邸 2020總統大選 

2019-11-16 黨內重要人士 總統官邸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提名 

兼任黨主席（2020.05.20~2022.11.26） 

2020-08-28 蘇貞昌院長、民進黨

立委 

台北賓館 修憲議題以及紓困

3.0 特別預算等 

2020-12-16 黨公職人員 宜蘭「便當會」 宜蘭縣2022縣長選舉 

2021-12-20 黨政高層、各派系領袖 總統府 大新竹合併升格 

未兼任黨主席（2022.11.27~2024.5.19） 

2022-11-30 陳時中競選團隊 總統官邸 九合一選舉 

2022-12-02 林佳龍新北競選總部

幹部  

總統府 九合一選舉 

2022-12-04 賴清德、蘇貞昌、顧立

雄、柯建銘、陳其邁 

總統官邸 九合一選舉檢討以

及府院與各部會 

2022-12-27 民進黨立委 總統府 兵役延長政策 

2023-02-01 賴清德、陳建仁、鄭文

燦、林佳龍、許立明、

柯建銘 

總統官邸 相關工作及進度報告 

2023-05-06 全國各縣市小英之友

會會長 

總統官邸 2024大選挺賴清德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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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兼任黨主席 vs.未兼任黨主席  

根據表 4，兼任黨主席與否與蔡總統召集非例性會談在場合呈現

明顯差異；兼任時蔡總統以在總統府進行會談最多（50%），其次是

總統官邸（29%），兩者合佔近八成；再來是其它場合（21%）。未

兼任黨主席時期，具大量出現總統官邸會談（67%），其次才是總統

府進行會談（25%），兩者合佔超過九成；再來是其它場合（8%）。

本文推測，蔡總統無論兼任黨主席與否，其黨政協調均常運用總統府

場合和總統官邸，前者是其正式工作場合，最具方便性；後者非正式

公務處理地點，更具彈性，特別是在未具黨主席身份，而較不便直接

領導政黨時，更具隱密性。相較於之前的總統，蔡總統官邸內並無其

他家人，這個處所邀集黨政人士見面有其便利之處，在其第二任時似

更常見。  
 

表 4  

蔡英文總統主持的非例行性（非正式）討論會統計 

場合 總統府 總統官邸 其它 合計 

兼任 7（50%） 4（29%） 3（21%） 14（100%） 

未兼任 3（25%） 8（67%） 1（8%） 12（100%） 

資料來源：表 3。  

伍、政黨總統化的觀察面向  

蔡總統執政時期黨政運作型態，也可能進一步影響民進黨的組

織特性和運作，而有政黨是否出現總統化現象的探究必要。以下分別

就民進黨黨主席與總統職位的關係、黨內政策影響及公職候選人提

名等三個層面加以探討，再納入內閣的黨籍比例所反映的「政府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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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第四個對照層面，來觀察政黨總統化現象。  

一、黨主席與總統職位的連結性 

政黨黨主席職位與總統職位的連結性，是政黨總統化的一個重

要觀察層面，它包括黨主席是否為總統本人，或黨主席並非總統，但

在任時或卸任後進一步競逐總統職位的情況。前一種情況本文前面

討論很多，它關係到總統的黨政運作建置，以及反映了總統對政黨的

掌握；後面一種情況，反映出政黨領導人具有競逐總統職位的高可能

性、甚至黨主席一職也是進一步參選總統的重要跳板。無論是上述哪

種情況，憲政體制因素相當程度解釋了臺灣半總統制下政黨黨主席

職位與總統職位的連結性，特別是對於民進黨黨章什麼規定「執政時

總統為黨主席」，而不是執政時黨籍行政院院長為黨主席，可以有效

的解釋。如前面的分析可知，儘管蔡總統因選舉失利而兩次辭去黨主

席，但其總統任期內仍有過半的時間具有兼任的情況。  

民進黨成立初始，便在黨章中確立合議制精神，明定：「組織決

議以多數決為原則，但重大事項經出席人數三分之二通過」（第 8

條）、「執行委員會及常務執行委員會，均採合議制」（第 17 條），

所以早期黨主席除任命中央黨部的秘書長和一級主管外，與中常會

其他成員的權力並無太大區別（陳宏銘，2019，頁 255）。但隨著政

黨的發展和取得中央執政權時，黨主席因為多數時間具有總統身份，

因而在實際運作和制度上，黨主席的權力有逐步增強的趨勢。  

當總統兼任黨主席時，總統可更直接統領政黨，從而兼顧對政府

和執政黨兩個部門的領導，黨政權力也更加集中。而當黨主席不具有

總統身份時，根據對法國政黨的研究顯示，政黨容易成為總統候選人

贏得大位的跳板，同樣在民進黨，黨主席職位也有相當的機會成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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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菁英參選總統的階段性職務（陳宏銘，2019）。換言之，總統兼任

黨主席本身既是政黨總統化的一種內涵；而未兼任時，黨主席職位也

與競逐總統職位高度相關，也是政黨總統化的另一種表徵。從表 5 來

看，在蔡總統執政時期，扣除卓榮泰擔任黨主席以及短期代理黨主席

階段，絕大部分時期黨主席職位若非總統本人擔任，即是由競逐總統

職位的賴清德擔任。如果再回溯看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扣除短期的

代理主席外，大部分亦是如此。雖然陳水扁執政時期和 2008 至 2016

年間民進黨在野時期並非本文的研究焦點，但表 5 將其一併納入，

可以呈現長期的、宏觀的發展趨勢。  

 

表 5 

民進黨中央執政後歷任黨主席與總統職位的關係一覽表 

黨  主  席  任職原因  
離職原因  

（屆滿、辭職）  

擔任總統或

任職主席後

競逐總統 

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  

林義雄  (1998.07-2000.06) 改選 屆滿  否 

謝長廷  (2000.06-2002.07) 改選 屆滿  否 

陳水扁  (2002.07-2004.12) 總統兼任 立委選舉敗選辭職  是 

柯建銘  (2004.12-2005.01) 代理 屆滿  否 

蘇貞昌  (2005.01-2005.12) 改選 
民進黨縣市長選舉

敗選辭職  
是 

呂秀蓮  (2005.12-2006.01) 代理 屆滿  是 

游錫堃  (2006.01-2007.09) 改選 
首長特別費被起訴，

辭職負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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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主  席  任職原因  
離職原因  

（屆滿、辭職）  

擔任總統或

任職主席後

競逐總統 

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  

林義雄  (1998.07-2000.06) 改選 屆滿  否 

陳水扁  (2007.10-2008.01) 總統兼任 
民進黨立委、總統

選舉敗選辭職  
是 

謝長廷  (2008.01-2008.05) 代理 屆滿  是 

在野時期  

蔡英文  (2008.05-2010.05) 改選 屆滿  否 

蔡英文(2010.05-2012.02)11 改選 
總統選舉落敗，辭

職負責  
是 

陳 菊  (2012.02-2012.05) 代理 屆滿  否 

蘇貞昌  (2012.05-2014.05) 改選 屆滿  否 

蔡英文  (2014.05-2016.05) 改選 屆滿  是 

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  

蔡英文  (2016.05-2018.11) 總統兼任 
2018 九合一地方選

舉敗選辭職  
是 

林右昌  (2018.11-2019.01) 代理 屆滿  否 

卓榮泰  (2019.01~2020.05) 改選 總統兼任後  否 

陳其邁  (2022.11~2023.01) 代理 屆滿  否 

                                                        

11. 蔡英文因參加黨內 2011年總統初選，為避免黨務不公之爭議，請假並依民進黨《中央黨

部組織規程》規定，指定黨團總召柯建銘代行黨主席職務（2011.03.17-2011.04.27）。由

於係非常短暫的代行職務，故表 5中未明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1%E5%B9%B4%E6%B0%91%E4%B8%BB%E9%80%B2%E6%AD%A5%E9%BB%A8%E7%B8%BD%E7%B5%B1%E6%8F%90%E5%90%8D%E9%81%B8%E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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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主  席  任職原因  
離職原因  

（屆滿、辭職）  

擔任總統或

任職主席後

競逐總統 

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  

林義雄  (1998.07-2000.06) 改選 屆滿  否 

蔡英文  (2020.05~2022.11) 總統兼任 
2022 九合一地方選

舉敗選辭職  
是 

賴清德  (2023.01~) 改選 無  是 

資料來源：陳宏銘（2019）、民主進步黨（未註明）。  

二、政策影響層面：總統於中常會的政策指示 

總統兼任黨主席時，在黨內可直接推動和下達有關政府政策和

法案的指示，研究上以每週開一次的中常會為主要觀察場域，以每三

個月才開一次的中執會為次要場域，藉此觀察政黨配合總統（黨主

席）的政府政策立場。但鑑於如果沒有進行與其他黨主席的經驗比

較，難以釐清蔡英文的個案情況是民進黨黨主席的普遍模式，還是因

其同時具有總統身份所致。因此，以下分析也會就卓榮泰和賴清德兩

位黨主席任內的情況略做比對。  

(一) 蔡英文主席：廣泛的政策指示下達  

蔡總統任內，當其身兼黨主席時，主持中常會是觀察其在黨內政

策權的重要層面。此外，民進黨中常會向來有行政院政務委員列席的

慣例，不僅會中要報告近期施政要點，在蔡總統兼任黨主席時代，中

常委若對政策有建言，在常會和蔡總統反映後，蔡英文也多是轉交給

政委將意見帶回研議（蔡晉宇，2022）。  

表 6 是蔡英文主席於民進黨中常會的指示，本研究透過主要新

聞資料庫全面檢索 2016 年 5 月蔡英文就任總統後迄 2022 年 10 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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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請辭黨主席）的報導，區分政策法案、政黨事務、選舉事務、

政治事務等類型；以下便於行文，分別簡稱政策、黨務、選務、政務。

其中選務從某種意義來講也是黨務之一環，但鑑於其主要涉及選舉

事項（含罷免案、公民投票案）的特定性和重要性，將其獨立出來則

有助於更細緻的了解黨主席的指示類型。扣除掉較不具重要性報導

者外，在 116 筆蔡英文具有明確指示和發言議題中，政策議題佔了

66%，其次是選務議題佔了 25%，黨務和政政務相對較少。  

蔡總統任內於中常會中裁示的議題，大量的出現在政策議題，涵

蓋內政、國防、外交、國際、兩岸關係與香港議題、交通、經濟、教

育與文化、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它議題，幾乎觸及國政各方面政策領

域，而非只是國防、外交和兩岸關係。再者，蔡英文的裁示並非用以

形成政策，但也單純儀式性的發言，而常是具有下達貫徹政府政策的

訊息；且當時推動的許多重要法案，在會中也傳達了推動的指示，尤

其是經濟、社會福利、環境、新冠疫情等法案。如此，黨則成為總統

推動政府政策的一個機制，而非主動創發政策的部門。  

 

表 6  

蔡英文主席於民進黨中常會的指示（2016.06-2022-10） 

日期 議題 日期 議題 

政策-內政 

2016-10-13 澎湖博奕公投  2021-12-22 新竹合併  

2017-05-10 公民投票法  2022-02-09 新春四大目標  

2017-06-28 食安事件  2022-08-24 台南殺警案  

2017-07-19 外傳政府要封爐滅香  2022-08-24 柬埔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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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3 警消基層加薪案  2022-08-24 中介法草案  

2018-07-04 香蕉鳳梨等產銷失衡  2021-03-03 「珍愛藻礁公投」連署 

政策-國防、外交與國際  

2017-05-03 法總統大選變化 2022-03-09 俄烏戰爭  

2020-09-02 台歐洽簽投資協定、美

豬議題 

2022-03-16 軍民資源整合  

2020-10-28 美國大選 2022-03-23 俄烏戰爭與國際情勢  

2020-11-04 美國總統選舉戰況膠著 2022-06-01 美中台三邊關係  

2020-11-11 拜登勝選但有爭議 2022-06-15 臺灣無人機產業戰略

發展 

2020-11-25 美環保署長取消訪台 2022-06-29 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 

2021-08-18 阿富汗情勢的變化  2022-08-31 提高軍事投資預算  

政策-兩岸關係與香港議題 

2020-07-01 香港情勢 2021-10-06 共機近日擾台架次創

紀錄 

2020-08-13 香港反送中情勢惡化  2021-11-24 遠東集團遭陸制裁  

2021-01-20 兩岸經濟關係  2022-08-24 中國政經情勢  

2021-05-05 嚇阻中共對臺灣的冒進

作為 

2022-10-26 中共二十大的人事佈

局 

政策-經濟 

2016-08-03 勞工「7 休 1」爭議勞動

法規 

2017-08-02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等 

2016-10-19 新南向政策  2017-08-16 有機農業發展 

2016-11-23 解決偏遠地區用水  2017-08-30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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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 亞洲．矽谷計畫  2018-03-21 產業缺地問題  

2017-04-27 前瞻建設宣傳  2018-05-16 產業創新環境  

2017-05-24 綠能計畫  2021-04-21 綠電問題  

2017-06-14 年金改革和前瞻基礎建

設法案  

      

政策-交通 

2016-11-23 復興航空解散  2021-03-10 「重啟核四公投」已

成案 

2016-12-01 嘉市鐵路高架化工期  2021-04-07 台鐵太魯閣號出軌事故 

2017-02-16 遊覽車翻覆        

政策-教育與文化 

2016-06-08 六都與非六都縣市教育

預算 

2017-07-19 技職教育 

2016-11-03 台中將辦東亞青奧 2017-07-27 托育資源 

政策-社會福利與衛生環境 

2016-06-02 社會住宅 2017-04-20 空污問題 

2016-07-13 長照總體規劃 2017-12-13 空污問題 

2016-08-24 長照體系 2018-08-01 新制托育政策 

2016-09-01 年金改革 2020-12-09 社宅租金不計自償率 

政策-新冠肺炎疫情 

2021-01-27 桃園醫院感染事件  2022-04-20 疫苗採購  

2021-02-03 防疫表現  2022-05-04 快篩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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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2 本土疫情嚴峻  2022-05-11 後疫情時刻因應  

2021-06-09 新冠肺炎疫苗施打  2022-05-18 病毒變異株出現應變 

2021-07-07 新冠疫苗接種  2022-05-25 防疫指引與接種疫苗 

2022-01-05 疫情變化因應   

政策-其他 

2017-01-25 反毒工作 2021-09-15 各項政策推動 

黨務 

2020-10-14 民進黨修內規強化原民

服務 

2022-01-26 黨公職春節禁止跑攤 

2021-05-05 民進黨黑道入黨風波延燒   

選務 

2018.5.16 選對會決議台北市長採

以徵召產生。 

2018.11.7 南投縣縣長選舉 

2018.7.4 桃園市市長政績與選舉 2021-01-20 罷免高雄市市議員黃

捷案 

2018.7.18 彰化縣縣長政績與選舉 2021-04-14 公投案 

2018.7.25 台中市市長政績與選舉 2021-10-13 罷免立法委員陳柏惟

案 

2018.8.8 嘉義市市長政績與選舉 2021-10-27 公投案 

2018.9.5 基隆市市長政績與選舉 2022-8-10 表達力挺林智堅論文

學倫爭議 

2018.9.19 新竹市市長政績與選舉 2022-9-14 表 達 力 挺 嘉 義 縣 市

長、雲林縣長候選人 

2018.9.26 宜蘭縣縣長選舉 2022-9-28 針對年底選戰喊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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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3 花蓮縣縣長選舉 2022-10-05 表達力挺苗栗縣、彰

化縣、南投縣、台中市

長等候選人 

2018.10.17 台東縣縣長選舉 2022-10-12 針對年底選戰喊話 

2018.10.31 南投縣縣長選舉 2022-11-02 針對年底選戰喊話 

政務 

2018.9.12 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言

的論爭議 

2020-08-19 國名爭議 

2020-06-04 裁示通過罷韓聲明 2020-11-25 江啟臣邀請蔡英文辦

論 

2020-06-25 監委名單  2021-09-22 假訊息處理 

2020-08-06 甩開貪腐標籤   

發言議題（次數/比例）：政策-77（66.4%）黨務-3 (2.6%) 選務-29（25.0%）

政務-7（6.0%）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陳宏銘（2019）。  

 

為了論證上述情形並非蔡英文個人因素，而是只要總統兼任黨

主席，總統的政務領導角色和影響便會帶入黨內，並可由中常會的指

示中看得出來，因此這裡進一步也全面性蒐集、以及系統性分析民

進黨另一位總統陳水扁的會議發言，並與蔡英文做比較（表 7、表

A-1）。扣除掉較不具重要性報導者外，在 125 筆陳水扁主席（總統）

有明確指示和發言議題中，佔比由高而低依序是：政策 52%、選務

和政務均為 18.4%，黨務 11.2%。相較於蔡英文，同樣以政策議題為

最多，雖然也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但低於蔡英文時期的六成六。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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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則明顯高於蔡英文時期，主要有多筆在於當時陳水扁在推動公

投和憲改議題的發言。  

在政策議題中，陳水扁時期也同樣觸及國政各方面政策領域，同

樣並非單純儀式性的發言，許多重要法案，在會中也傳達了推動的指

示，尤其是當時首次政黨輪替執政，陳水扁著力於推動改革性法案。

在各政策議題中，一般內政、經濟和兩岸關係等領域又居多。但在國

防、外交與國際方面的議題，相較於蔡英文時期則較少，與後者時國

際情勢如美國大選和戰爭爆發等有關。  
 

表 7  

陳水扁、蔡英文擔任黨主席期間於民進黨中常會指示的議題比較 

總統 

中常會指示的議題性質 

政策 黨務 選務 政務 合計 

陳水扁 65 

（52%） 

14 

（11.2%） 

23 

（18.4%） 

23 

（18.4%） 

125 

（100.0%） 

蔡英文 77 

（66.4%） 

3 

(2.6%) 

29 

（25.0%） 

7 

（6.0%） 

116 

（100.0%）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  

 

除中常會外，本文亦就蔡英文在至少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的中執

會的發言裁示情形加以整理（如表 8）。扣除掉較不具重要性和媒體

未報導者外，中執會發言議題多屬黨內公職候選人提名有關選舉事

務，有時也觸及政策和相關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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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蔡英文主席於民進黨中執會的指示（2018.05-2022-11） 

日期  發言議題  

2018-05-30 通過提名立委姚文智參選台北市長  

中執會修改初選辦法  

2019-06-19 2020 總統大選  

2020-12-23 本土新冠狀肺炎疫情   

2022-01-12 開放日本核食  

2022-03-02 援助烏克蘭  

2022-06-22 相關市長提名確認  

2022-07-06 縣市長提名  

2022-08-10 

 

林智堅論文案  

中共對台認知作戰  

2022-11-23 九合一選舉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  

 

僅從蔡英文主席個人在中常會和中執會的裁示與發言，未必能

完整說明這是源自於黨主席具有總統身份所致，因此以下進一步分

析卓榮泰和賴清德兩位主席的情況。  

(二) 卓榮泰：集中在選務推動  

卓榮泰主席發言議題，同樣區分政策、黨務、選務、政務（表 9 暨

表 A-2）。其中選務從某種意義來講也是黨務之一環，但鑑於其主要涉

及選舉項的特定性和重要性，將其獨立出來則有助於更細緻的了解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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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的指示類型。12 

歸納表 8 中的發言和裁示，研究顯示，在卓榮泰擔任主席期間，

其於中常會中的發言和裁示主要集中在選務方面，尤其 2019 上半年，

黨中央忙著處理黨內總統候選人選舉蔡英文和賴清德之爭。再至

2019 年 8 月起，又適逢因應次年 2020 總統和立法委員全國選舉，因

此民進黨也有許多心力用在進行跨黨派合作。  

與蔡英文任主席相較，卓榮泰主席的權力非常少觸及政府政策

議題。研究顯示，只有居住正義、陸配子女入境規定兩項，或與行政

院推動的政策和法案有關，且卓榮泰並未有關於政策內容的具體裁

示，傾向以黨的立場對政府政策提出監督性的意見，與蔡英文擔任主

席時，常直接對黨政部門下達政策定調和法案推動指示的角色截然

不同。由此來看，卓榮泰在黨內的政策權明顯無法與蔡英文相提並

論。某種程度而言，卓榮泰傾向是總統在黨中的代理人，因此政黨的

總統化情況仍在。  

(三) 賴清德：集中在黨務改革  

賴清德擔任主席階段中，表 9（暨表 A-3）是其於中常會與中執

會（含會後）的重要發言，一樣區分政策、黨務、選務、政務。目

前相對較多的議題是關於黨務改革和選務事項。其中，外界普遍關

注於賴清德在學術倫理、排黑條款以及候選人提名等事務上的處理

和改革。13 在這幾方面，觀察者多認為賴清德有意展現其對民進黨

的改革行動。  

                                                        

12. 表 7中涵蓋部分會前的發言，係因黨主席在此場合有時會接受媒體訪問，就與黨的重要議

題或與該次中常會有關事項表達意見。 

13. 所謂排黑條款係指 2023 年 2 月 15 日中執會通過「黨職人員選舉辦法」第九條條文

修正案及「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案，涉及黑金、槍毒或曾遭受感

訓者，將無法擔任黨職或代表黨參選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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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2024 黨內立委提名的展開，選務議題也佔據其黨主席事務

的重心。賴清德擔任主席期間，面對 2024 年立委選舉，提出「民主

大聯盟」，宣示以跨黨派、跨世代、跨領域三原則提名立委參選人。

身兼黨主席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試圖在一些艱困選區，提名非民進

黨擔任候選人，以因應在野陣營的挑戰。包括臺北市第六選區與社會

民主黨合作，由臺北市議員苗博雅參選；彰化縣第三選區徵召前臺北

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吳音寧參選，新竹市及相關選區的提

名等等（民主進步黨新聞中心，2023）。期間，雖有若干個案引起黨

內爭議，14 但也間接證實了賴清德擔任主席，掌握影響提名的權力。 

在賴清德擔任黨主席後，蔡總統不再直接領導民進黨，且從學術

倫理問題、排黑條款以及候選人提名權等三方面來看，賴主席表現出

自主性，也一定程度顯示其取得黨的實質領導。如果上述觀察是成立

的，是否顯示民進黨的總統化開始弱化？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賴清德

是身兼民進黨 2024 年總統選舉候選人身份，而且是黨內定於一尊之

下產生。他是以參選總統為目標，並藉由擔任黨主席，改革黨務，扭

轉民進黨 2022 年九合一敗選的頹勢。其在民進黨中確立的領導地位，

與後面討論到的卓榮泰擔任黨主席情況不同，其權力自然較後者為

大。換言之，賴清德的黨權，本質上仍受總統職位和憲政體制因素所

決定，作為總統參選人，其在黨權方面的掌握和行使，也反映了政黨

總統化的另一種體現。2024 年 1 月總統選舉結果賴清德當選下屆總

統，在就任總統前，「準總統」身份進一步鞏固其黨主席實權地位。 

  

                                                        

14. 譬如尋黨外人士投身艱困選區，除北市中正萬華徵召鄭家純的傳聞引發議論，政治評論員

李正皓合作以無黨籍身份參選新北永和也掀起黨內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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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卓榮泰、賴清德擔任主席於中常會與中執會（含會前會後）的重要發言

議題 

黨主席  
中常會指示的議題性質 

政策  黨務  選務  政務  合計  

卓榮泰  
2 

（6.5%） 

3  

（9.7%） 

16 

（51.6%） 

10 

（32.2%） 

31 

（100%） 

賴清德  
4 

（29.1%） 

5 

（23.8%） 

7 

（33.3%） 

5 

（23.8%） 

21 

（100%）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陳宏銘（2019）。  

 

對照卓榮泰與賴清德擔任黨主席期間，也即總統非兼任黨主席

的時候，這期間主要推動選舉事務，一部分原因恰好也是正值競選期

間，這時候政黨本就會以選務為優先事務。以本文研究的蔡英文總統

任內，其兩次不兼任黨主席，原因都在於地方大選的失利，以辭去黨

主席作為負責的象徵。然而，我國地方大選結束後，離總統與立委的

中央層級選舉不過一年有餘，即地方大選結束後便進入中央大選準

備期。在 2018 年地方選舉後，蔡英文於 11 月 24 日辭去黨主席一

職，此時距離 2020 中央選舉還剩下 413 天；在 2022 年地方選舉後，

其於 11 月 26 日辭職，也同樣距離 2024 中央選舉 413 天。使用立法

院議事及發言系統檢索第九屆及第十屆的立法資料，也可以觀察到，

在選舉前一年的法案三讀數都有明顯的下降（表 10）。儘管單從法

案通過數來看，只能呈現量而不能呈現質，使得無法關注重要法案的

通過情況，但仍能看出總體情況。  

因此，從蔡英文總統在非兼任黨主席期間的表現來看，仍能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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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黨務實際運作上的權力。即使在這段期間，政黨可能更關注於選

務而非法案推動上，但總統仍在選務上掌握大局、協調各方，本文也

確實觀察到了蔡英文就算非兼任黨主席，在立委人選上（無論是地方

還是中央排定的不分區名單）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與干涉事蹟。下一節

進一步討論關於公職候選人黨內提名。  

 

表 10  

全國性大選前三年之立法院法案三讀通過數 

 第九屆國會  第十屆國會  

總統兼任  

黨主席  

年份  法案三讀數 年份  法案三讀數 

2017 570 2021 891 

2018 440 2022 927 

總統未兼任

黨主席  

2019 

(大選前一年) 

249 2023 

(大選前一年) 

591 

資料來源：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綜合上述，正是因為蔡英文具有總統的身份，以致於她在擔任黨

主席時，黨的政策決定機關不僅是討論黨務和選務等議題之場域，而

是大量的觸及政府重要政策的事項。亦即，這是總統政策推動在政黨

延伸的寫照。未具總統身份的黨主席，雖然也有貫徹總統政策推動的

責任，但並不具有這樣的主動發言和指示的角色及權勢。  

三、公職候選人提名：黨主席權力的增強 

總統對於執政黨所掌握的黨權，一項觀察的核心重點，在於身兼

黨主席時對政黨內部主要職位的人事權以及對公職人員的提名權。  

(一) 民進黨未執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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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在早期尚未執政時，黨主席角色受到合議制與派系共治

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約制，在「集體領導」的結構下其職權相當有限，

如前所述，除了任命中央黨部的秘書長和一級主管外，與中常委並沒

有太大的不同。即使黨主席選舉方式由中執委改成黨代表選出，直到

後來由黨員普選產生，而使得黨主席的黨內民意基礎不斷提高，但有

關擴增黨主席職權的提案，仍遭到全代會否決。黨主席的角色較被期

待為扮演協調與溝通談判者，而非領導者，其在黨內公職候選人提名

方面的影響力相對有限。  

(二) 首次政黨輪替後 

2000 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後，黨主席首度由總統兼任，其實質權

力和影響力並非以往非執政時期能相提並論。雖然民進黨派系共治

的本質不變，以及總統在任期中聲望會有起伏，但總統（黨主席）的

政黨領導權凌駕於黨內各派系山頭和任何菁英之上，則是不爭之論。

根據相關規定，黨主席具有指定不分區立委的名額權、提名其他公職

候選人的權力，並且可以提名特定職位的候選人，例如直轄市長、縣

市長等，黨主席權力的提升可見一斑。  

2004 年修改立法委員不分區提名辦法，將原不分區立委提名的

三個分組中的弱勢團體併入專家學者組中，專家學者組和另外的僑

選立委均由提名委員會決定人選，再送中執會決議。而提名委員會係

由黨主席提名，因此黨主席間接發揮影響力。2008 年第七屆立委選

舉制度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後，增加了黨主席指定席，在 34 席

不分區立委中有三分之一的名額由黨主席直接指定。  

再至 2011 年，進一步修改提名辦法，提名委員會由黨主席提名

七至九人，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後組成，由黨主席主持委員會議。

提名委員會包裹提出所有不分區立委名單，該名單經三分之二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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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後生效。名單若未通過，黨主席再修正重提即可。

此外，根據《民進黨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規定：「第二、三類公職

出缺補選之候選人，由黨主席依徵召辦法提名，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同

意後徵召……」，「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及準直轄市市議員、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候選人由本黨主席推薦，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同

意後提名之。  

從公元兩千年執政起，民進黨黨主席在不分區立委的提名過程中是

逐漸增加影響力的。黨主席在提名過程中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提名委員

會的組成和提名程序上。提名委員會的成員由黨主席選擇，並且委員會

有決定提名名單的權力，黨主席的角色和影響力在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

決策過程中得到體現。 

(三) 蔡英文執政時期 

由上述制度變遷來看，政黨總統化現象的出現並非在蔡英文時

期開始，而是始自陳水扁擔任總統時（陳宏銘，2009a）。然而，蔡

英文執政時期，黨主席在地方選舉的提名權力有增無減，如兩次地方

選舉都使用《特別條例》進行提名，而非依照黨內既有的《公職候選

人提名條例》。且提名方式由黨主席提名、中執會通過的模式，原有

全民調逐漸退場（呂翔禾，2023）。15 

在蔡英文任黨主席的 2018 年九合一選舉時，民進黨於前一年通

過中執會提案的《2018 年直轄市長暨縣市長提名特別條例》、《2018

年直轄市議員提名特別條例》，並成立《選舉對策委員會》。在縣市

長部分分成三種情況：尋求連任的執政縣市、連任兩屆屆滿縣市、非

執政縣市。在第一種尋求連任的縣市情況，依《2018 年直轄市長暨

                                                        

15. 據呂翔禾（2023）對民進黨地方選舉提名條例的研究，也證實黨主席在決定提名人選上的

權力有集中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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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長提名特別條例》第三條規定：「本黨執政任期尚未屆滿之直轄

市長、縣市長徵召提名人選，由主席提名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

亦即由主席提請中執會通過徵召，即完成提名程序。至於連任兩屆屆

滿縣市，則辦理初選，並依照民調決定人選。非執政縣市，則依一定

的程序採徵召提名。  

在該次九合一選舉提名，2017 年選對會提供建議名單予主席。

以涉及 9 個尋求連任的縣市長提名為例，選對會的名單後續並未變

動，但這並不表示蔡英文與中執會對之沒意見，因為可能是早已談

好。不過，時任嘉義市長候選人的涂醒哲則透露，蔡英文早在兩週前

便說道「就決定是你了」（丁偉杰，2017）。這至少顯示，蔡英文

就算不在選對會內，也能對人選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同樣在新北市

長人選的部分，該次選舉也相當激烈，最後是由蔡英文整合新北各

方勢力，才徵召其所屬意的人選蘇貞昌（王鼎鈞，2018；楊淳卉、

葉冠妤，2018）。  

此次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蔡英文辭去黨主席後，在 2020 年

的立委選舉上，蔡英文雖無法直接掌握提名權力，但仍具有相關的影

響力。當時民進黨在不分區名單上進行了激烈的競爭、遲遲無法定案

（王超群，2019a）。蔡英文呼籲啟動黨內溝通機制，聯繫黨中央要

員、派系要角（王超群，2019b）；其間游錫堃也表示，蔡英文曾就

不分區名單一事登門造訪（黃福其等，2019）。甚至，她直接邀請黨

內核心人士前往總統官邸討論。另外，蔡英文亦與蘇貞昌溝通，蘇表

明尊重總統決定後，拍板洪簡廷卉退出名單。至於要加入前嘉義縣長

張花冠，海派要議員何博文換主播林楚茵，蔡英文則未接受。可見就

算非任黨主席，蔡英文作為總統，仍發揮樞紐、橋樑作用；同時就算

「制度上」無法定奪名單，但實際上也仍有著影響力。此外，游錫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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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蔡英文的邀請之下，才進入不分區名單（鍾榮峰，2019）。  

到了面對 2022 年九合一選舉，當時蔡英文是黨主席，民進黨在

2021 年又通過《2022 年直轄市與縣市長提名特別條例》，與 2018 九

合一不同之處在於，六個直轄市不分是否執政地區或爭取連任否，直

接由黨主席依徵召辦法提名，經中執會通過後徵召。非直轄市縣市長

提名候選人的產生方式再區分三種情況，分別是執政任期尚未屆滿

縣市，由黨主席提名經中執會通過後徵召；非執政縣市，經徵詢、協

調後產生單一適當人選，由黨主席提名經中執會通過後徵召；執政

任期兩屆屆滿縣市，其縣市長提名候選人，依規定辦理提名初選。16 

整體而言，相較於 2018 年，蔡英文主席（總統）的提名權力更具主

導性。  

民進黨向來有「選舉對策委員會」（選對會）的組成，「選對會」

對候選人有協調、建議權，總統兼黨主席時該委員會的組成構成另一

個觀察面向。在 2022 年之前，「選對會」都是由祕書長或輩分較高

的中常委擔任召集人，入列的大老或黨內重要人士通常只擔任顧問，

並非真的有實權，黨主席不會站在第一線。譬如 2009 年至 2016 年

民進黨非執政時期的幾次選舉，也同樣是蔡英文擔任黨主席的時候，

「選對會」主席是由蘇嘉全擔任。至 2018 年時，係由陳明文擔任選

對會主席，他們均非黨主席，也多非以黨秘書長身份擔任。但至 2022

年，蔡英文總統以黨主席身分親任「選對會」召集人，對年底縣市長

提名親自操盤、督軍。此外，並由「選對會」成員林錫耀、洪耀福召

集協調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由中常委、各派系代表組成（溫貴香等，

                                                        

16. 上述黨主席的提名權力引起黨內外不同的意見，譬如針對 2022年的提名，曾有過半數的

民進黨縣市黨部主委連署，認同縣市長黨內提名應該「全面回歸初選機制」（曾薏蘋，

2021）。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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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曾薏蘋、崔慈悌，2021）。在該次候選人提名中，僅有民進黨

執政屆滿的基隆市、新竹市、屏東縣須辦理初選，其餘非直轄市的眾

多縣市長提名均由「選對會」負責。17「選對會」主席既是蔡英文主

席，由此可見其在當中可發揮的影響力。  

具體來看，在 2022 年的選舉中，蔡英文總統在黨內的權威顯現，

從提名的候選人到競選策略，都深深體現出其個人風格和政策理念。

以此推論，此一強勢黨主席顯然與其具有總統身份息息相關，並非具

有總統身份的黨主席可相比擬。雖然外界觀察，會擔憂蔡英文獲得太

大權力，但黨內會強調「遊戲規則」較制度化、「因地制宜」，還有

透過民主程序完成等面向（呂翔禾，2023，頁 60）。  

上述不論是徵召或提名過程，並不是黨主席個人偏好可以決定，

當中免不了存在派系之間的權力互動和妥協。換言之，黨主席提名、

提議制定規則的時候，已經是派系協調的結果；或是儘管黨內可能有

異議，但黨主席在提名、提議前，可能就已經考量過黨內意見分布如

何。換言之，一方面派系協商的部分是在達成黨主席的要求後的結

果，但黨主席在制定《提名特別條例》時，也是在派系默許下獲得的

成果。具有總統身份的黨主席，具有相當的權力和資源的動用，以折

服黨內異議。  

進一步來看，民進黨相較於國民黨，從其政黨的起源開始即具

有選舉專業型政黨（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ies）以及派系共治的

特性。18 黨內各山頭在民進黨成立前就存在。在選舉起家之下，黨

                                                        

17. 「選對會」針對特地縣市有時會再成立個別「徵詢協調小組」，在完成報告後，由選對會

提報中執會進行徵召提名程序（民主進步黨新聞中心，2022）。 

18. 另方面是，民進黨草創之時，使命型政黨的性格也濃厚，訴求自由、民主、住民自決以及

國家認同的追求；政黨不只是為選舉存在，宣揚政黨理念更是黨的使命。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817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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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選公職人員在黨內的地位甚高，加以派系共治和山頭菁英的群

雄並起，更容易弱化黨中央和黨領導人的權威（陳宏銘，2019，頁

233-234）。然而，即使民進黨的基因特質傾向是一權力分散而非集

中的型態，但仍無法阻擋公元兩千年後政黨走向總統化的現象，尤其

具體表現在總統兼任黨主席時期，蔡總統的政策和法案推動伸展至

黨內，以及在公職候選人提名影響力上，並能藉此掌握國會黨團。學

者也指出，中央執政時期，派系功能弱化是整體趨勢；特別是在蔡英

文連任後及新冠疫情脈絡下，過度強調派系，也會失焦（鄭明德，

2020）。  

四、政府的黨性：政黨總統化（政黨的政府性）的一  

種對照 

對於政黨政府，Katz（1986, pp. 45-46）區分了「政府的黨性」

（partyness of government）與「政黨的政府性」（party governmentness）

兩個概念。前者是狹義的政黨政府，指政黨對正式的政府機構的控

制；後者是廣義的具有普遍社會特徵的政黨政府。本文前面關於政黨

總統化的觀察重點，偏向於後者，尤其是關於政府中總統角色所形成

的黨政運作以及其對政黨性質的影響，包括政策影響和公職提名兩

個層面。  

接下來，嘗試藉用「政府的黨性」這個概念，將政黨的總統化進

行主體換位，做另一種對照比較，分析政黨在政府機構中所佔據的角

色。19 具體而言，在本研究中可觀察行政院院長暨各部會首長的政

黨身份，特別是其中無黨籍閣員的比例，這個視為政黨總統化和總統

權力的一種內涵，或一種參照對比。相關的研究可以加以討論。例

                                                        

19. 關於「政府的黨性」的討論，另請參考 Moury（2009, p. 127）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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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Neto 與 Strøm（2006）針對 12 個半總統制和 12 個純議會政體

的 134 個歐洲內閣樣本的研究，探討了總統權力與無黨派內閣任命

發生率之間的關係，並建立了博弈論模型。在這種模式下，總理對內

閣任命擁有提案權，而總統則擁有事後否決權。該模型產生了有關無

黨派內閣任命的預測。研究顯示此類任命的發生率應與總統的權力

呈正相關，與總理的選舉前景呈負相關。此外，根據 Schleiter 與

Morgan-Jones（2010）對半總統制國家的研究指出，關於內閣的組

成，無黨派的成員越多，顯示總統對於內閣的影響力越大。最新

Kaltenegger（2023）關於奧地利部長任命的開創性研究也顯示，選民

向政府授權的邏輯要求政黨控制政府行為，透過黨組織選拔政府人

員，是政黨維持對政府主導地位的主要機制。成功的政黨領導人，可

以透過最大限度地減少政黨菁英成員的任命，來放鬆政黨對其之控

制，而相對不成功的領導人則必須用政府職位來補償政黨菁英。  

進一步的，沈有忠（2021）藉由  Camerlo 與 Pérez-Liñán （2015, 

p.316）的研究觀點指出，在過去關於內閣成員的研究中，歐洲的民

主  政治研究，集中在將無黨籍閣員定義為「局外人（outsiders）」

或是「獨立部長（ independent ministers）」，並表明無黨籍閣員的任

用不同於政黨政治的傳統，凸顯在多層級治理以及政黨組織退化的

當下，政府對這些無黨籍  閣員專業技術的依賴，甚至也和憲政運作

「總統化」（presidentialization）的趨勢有關。總統權力越大、人事

權越獨立的半總統制，無黨籍的任命機率越高。  

上述相關研究觀點與本文的預期有異曲同工之妙：當內閣的組

成中無黨派的成員越多，意味總統任用同黨人士擔任閣員的需求和

背負的壓力愈小，顯示總統的人事自主權愈大，以下進一步探討。  

(一) 行政院院長的黨籍  

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共有四位行政院院長，分別是林全、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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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蘇貞昌、陳建仁。其中首任閣揆林全是無黨籍，其餘三位為民進

黨黨籍（表 11）。  
 

表 11 

蔡英文總統任內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  在職期間  所屬政黨  

林  全  2016/05/20~2017/09/07 無黨籍  

賴清德  2017/09/08~2019/01/13 民主進步黨  

蘇貞昌  2019/01/14~2023/01/30 民主進步黨  

陳建仁  2023/01/31~2024/05/19 民主進步黨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自製。  

(二) 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的政黨身份  

在判定內閣成員黨籍身份上，本研究採取嚴格界定方法，主要以

內閣籌組之時的正式黨籍狀況來認定，至於其後黨籍可能變動，則不

在討論之列。譬如某人被任命為某部會首長時是國民黨籍身份，其後

因故退出該黨，那麼我們仍應以被任命時的國民黨籍身份來認定，而

非無黨籍；亦即正是因為其具有非民進黨籍的身份，而卻能被民進黨

執政時所任用，才能顯示此內閣成員不同的政黨屬性，謂之為政府的

「黨性」觀察。相對的，某位閣員雖然在政治立場上具政黨傾向，而

被視為該政黨之陣營，但若未具正式黨籍身份，或退出政黨，也被歸

無黨籍或黨籍身份不明。理由是，此處所欲觀察者，正是內閣組成時

的原初狀態，惟其如此，這才能顯示當時閣員被挑選的政治背景；同

時，具有正式黨籍者為政黨成員，受黨紀的正式約束。  

如表 12 所示，在四個內閣中屬於民進黨黨籍的比例分別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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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內閣 26%、賴清德內閣 34%、蘇貞昌內閣 32%、陳建仁內閣 36%。

陳建仁內閣中民進黨黨員相對略高於其它內閣，林全內閣最低，且有

3 位閣員具有國民黨籍，包括外交部長李大維、國防部長馮世寬和退

輔會主委李翔宙。在國民黨要求下，他們後來自行辦理停權或退黨。

儘管如此，內閣的籌組之始，共挑選了三位國民黨籍人士擔任閣員，

因此表中宜歸類在國民黨籍，如此才能與組閣初始即為無黨籍者有

所區別。至於上述人士在後來不同的內閣中繼續擔任職位，依新內閣

籌組之始的身份，不宜再歸類為國民黨籍，而是無黨籍。  

此外，在無黨籍閣員部分，林全、賴清德和蘇貞昌三個內閣差異

不大，陳建仁的部分則相對較低。  

 

表 12 

蔡英文總統執政時內閣閣員黨籍情形 

行政院院長  

內閣成員黨籍（人數、百分比）  

民進黨 其他政黨  
無黨 

（含黨籍不明者）  

林   全  12（26%） 3（7%）國民黨 31（67%） 

賴清德  15（34%） 0（0%） 29（66%） 

蘇貞昌  14（32%） 0（0%） 30（68%） 

陳建仁  16（36%） 0（0%） 28（64%） 

平均  14（32%） 0.8（2%） 30（66%）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  

本表由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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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蔡英文執政時期內閣黨籍閣員不僅全未

過半，而且均低於四成，相對的無黨籍和難以確定黨籍的閣員，比例

高達六成。相對於陳水扁執政期，由於首次政黨輪替，前兩位閣揆唐

飛和張俊雄內閣的民進黨黨員偏低外，其後幾個內閣則尚有四成以

上的比例。嚴格而言，若以行政院為主的中央政府來判定某一政黨執

政或「政黨政府」，則蔡英文執政的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

時期所謂「民進黨政府」或「民進黨內閣」，所代表的政黨政府意

義，是異於同樣是一致政府時期馬英九總統執政時期「國民黨政

府」的情況。在馬英九執政時期的六個內閣，國民黨黨籍閣員達

53%（表 12），即超過一半以上的閣員是國民黨黨員。 20 因此，

一致政府無法解釋馬、蔡之間政府組成的差異。  

綜上，將蔡英文和陳水扁、馬英九執政時期做比較（表 13），

並以行政院所代表的中央政府為觀察主體，蔡英文執政時期至目前

為止，政府的「黨性」（執政黨黨籍人員比例）相對較低。這個結果

與此一時期政黨的總統化構成一種邏輯上相應和的參照：政黨的主

體性弱化，總統對內閣的人事佈局影響力更具有獨立於執政黨之外

的可能性。因為在政黨政府下，內閣職位的分配是競爭性政黨行為的

核心目標之一（Strom, 1990），黨籍閣員佔整體內閣的比例應愈高

時，顯示總統愈有循政黨政治的常軌，任用同黨人士擔任閣員的需求

和責任；相對的，當黨籍閣員佔整體內閣的比例愈低時，顯示總統人

                                                        

20. 本文關於蔡英文、陳水扁、馬英九三位總統整體內閣閣員執政黨黨籍、無黨籍和其他黨籍

人數和比例，與沈有忠（2021，頁 109）的相關研究略有差異，但以執政黨黨籍閣員比例

的相對性來看，兩項研究中三人之間的相對數字高低基本上是相似的，亦即蔡英文任內

低於四成，馬英九任內高於五成，陳水扁次之。至於無黨籍閣員比例部分，兩項研究中亦

都是蔡英文任內最高；至於不同的是，在本研究中陳水扁任內的無黨籍閣員比例高於馬

英九時期，而在沈有忠研究中則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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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導權力愈大，愈無需背負任命黨籍人士的壓力，獨立於執政黨的

自主權力也愈大。本文此一研究結果符合 Schleiter 與 Morgan-Jones

（2010）對半總統制國家的研究所示，內閣的組成中無黨派的成員越

多，顯示總統對於內閣的影響力越大，也與前述 Kaltenegger（2023）

關於奧地利及沈有忠（2021）對臺灣的研究觀點一致。此外，按民進

黨中具有代表性人士林濁水（2022）的觀察，蔡英文政府的內閣存在

「去政黨化」現象，「政黨菁英淡出執政團隊」，且背後是蔡的權力

集中和鞏固，也同樣證實本文的研究結論。21 

 

表 13 

陳水扁、馬英九與蔡英文三位總統執政時內閣閣員黨籍情形 

總  統 

歷次內閣成員黨籍平均（人數、百分比）  

執政黨  其他政黨  
無黨 

（含黨籍不明者）  

陳水扁 16（37%） 6（14%） 21（49%） 

馬英九 22（53%） 1（2%） 18（45%） 

蔡英文 14（32%） 1（2%） 30（66%）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  

本表由作者自製。  

  

                                                        

21. 至於內閣去政黨化現象，則是始於陳水扁總統時期，這也符合本文的觀察，差別在於蔡總

統任內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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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論  

本文援引憲政體制型態對黨政運作和政黨組織影響的理論觀

點，分析臺灣半總統制下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關於總統的黨政運作

以及執政的民進黨是否出現總統化的現象。本文藉由三個主要指標：

黨主席與總統職位的關係、黨內政策影響及公職候選人提名，再輔以

內閣的黨籍比例所反映的「政府的黨性」，作為政黨總統化現象的觀

察。在整個分析架構中，黨主席是否由總統兼任，是影響黨政運作的

重要變項，而當黨主席是總統擔任時，其本身也是政黨總統化內涵的

一種表徵。  

首先，研究顯示，在總統權力優勢的半總統制下，執政黨黨主席

傾向由總統兼任、例外則不兼任，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印證了這個現

象。此外，民進黨黨主席也有高度的可能性進一步競逐總統職位。因

此，在黨主席與總統職位的關係，相當程度反映政黨總統化的特徵。

其次，政府與執政黨兩部門同時從屬於總統，特別是當總統兼任黨主

席時，總統更能直接掌握黨權。在總統未兼任黨主席時，其雖未能親

臨黨的決策機關和直接對政黨幹部發號施令，而更有需要運作相關

黨政互動機制，但無論兼黨主席與否，民進黨的總統化現象都存在，

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申言之，總統兼任黨主席，其能直接掌握黨權，總統化現象最明

顯。由於總統直接領導黨機器，輔以具黨主席身份的黨政運作平

台，同時發揮在政府和黨兩方面的政策主導權、和公職人員的提名上

最高的影響力。未兼任時，黨主席由受委託者擔任，總統並不直接領

導黨，但仍有總統參與的黨政平台機制，總統仍具國家領導人的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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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對黨的實質影響力仍在。一如陳水扁兼執政時期，儘管他有相

當時間未兼黨主席，但仍是民進黨實質的領導人，只是程度稍加弱

化而已。  

再者，比較憲政體制因素相較於基因起源因素對政黨總統化現

象的解釋力。研究顯示，民進黨的建黨基因屬於權力分散型政黨，體

現於多元派系的活躍和黨內權力分享與共治，其特性較不利於政黨

的總統化。但在實施半總統制後，以及從陳水扁總統執政起，政黨的

總統化現象迅速發展，再到蔡英文時期則持續鞏固，顯示憲政體制作

用較為明顯。不過，民進黨黨內派系實質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影響

力，也不時或隱或現的影響和激盪著黨內的權力運作和資源分配。本

文也分析 2021 年年底蔡英文辭去黨主席後的階段，其中賴清德作為

黨主席，其自主性明顯高於卓榮泰主席時期，主要原因在於他是黨內

定於一尊的總統候選人，在當時是一位高度可能贏得總統職位的黨

主席。其後他當選新任總統，於 2024 年 5 月就任後亦持續擔任黨主

席，因此本文認為，憲政體制對總統在黨內權力的形塑作用，不僅不

弱於派系分權的基因作用，甚至產生更明顯的影響力。  

或從另一角度來看，黨內派系共治和地方山頭的分權特性，是民

進黨長期的基因，而憲政體制則是政黨所處外部強大的制度環境因

素。因此，政黨基因特性的重要性雖然仍不可忽視，但憲政體制對政

黨組織和行為之形塑作用，隨著臺灣歷次公民直選總統的運作及實

權總統的憲政體制的鞏固，在蔡英文執政時期獲得了明確的證實。  

本文並引入「政府的黨性」概念，它是政黨政府的一種觀察層面，

藉由蔡英文執政時期內閣閣員的政黨黨籍的觀察，與政黨的總統化

做另一種對照比較。研究顯示，各內閣中部會首長其有民進黨黨籍者

均未過半，且低於四成。即使有許多未加入政黨的閣員在黨性上靠近

執政黨，但這樣的內閣組成情況，也提供吾人思考在半總統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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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府」、「民進黨政府」的意涵，可能有別於以議會制民主為

基礎所構建的政黨政府概念。  

最後，從本文蔡英文執政時期的研究，和既有對陳水扁執政時期

的研究（陳宏銘，2009a）來看，不論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

或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同樣可能形成政黨總統化的現

象。再由此思考臺灣其它政黨，尤其國民黨作為另一主要政黨，是否

也明顯出現政黨總統化？過去的文獻曾指出，國民黨同樣出現執政

時期總統多數時刻兼任黨主席，因此都具有政黨總統化特徵（陳宏

銘，2019，頁 279）。作者從本文的理論預期來看，認為這是合理的

推測，但關於國民黨系統性的實證分析，尚有待相關研究予以補充。

整體而言，本文具有兩個層次的理論意涵，一是關於政黨與政府關係

的理論，強調半總統制的憲政體制對政黨組織的作用；二是呼應既有

關於政黨總統化的理論關懷，累積及豐富臺灣相關政黨經驗個案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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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表 A-1  

陳水扁總統擔任黨主席於民進黨中常會的指示一覽表 

日期 議題 日期 議題 

政策-內政 

2003-02-18 肯定內政部打擊犯罪決心 2004-04-20 要求執法部門打擊犯罪 

2003-04-11 地方制度法、選舉罷免法 2004-06-15 獨立機關同意權法案 

2003-09-02 強調推動若干內政改革法案 2004-08-10 強化反恐反綁架部隊 

2003-11-25 強調公投法通過的重要性 2004-09-28 落實性別平權法案 

2004-02-10 呼籲通過政治陽光法案   

政策-國防、外交與國際 

2003-12-02 徵求對防禦性公投建言 2004-01-27 布局全球、確保主權目標 

2003-12-16 強調防禦性公投的重要性 2004-07-27 強調須耐心維護對美關係 

政策-兩岸關係與香港議題 

2003-01-28 科技保護法草案 2004-01-13 強調兩岸不應成為火藥庫 

2003-06-24 中國不能阻止臺灣參與國際 2004-01-20 強調民主是兩岸對話基礎 

2003-07-15 評論香港、呼籲中國民主 2004-02-17 將成立兩岸互動推動小組 

2003-08-12 強調一邊一國 2004-06-08 強調對中立場堅定、盼兩

岸恢復對話 

2003-08-19 對兩岸互動與法案作出裁示 2004-07-27 將制定兩岸和平發展綱領 

2003-09-02 強調推動若干外交改革法案 2004-10-26 拒絕與對岸金援競賽 

政策-經濟 

2002-11-19 農漁會信用部金融改革議題 2003-09-02 強調推動若干經濟改革法案 

2002-12-10 強調拚經濟 2003-09-16 強調經濟改革 

2003-06-10 組成改革推動小組 2003-11-25 強調新十大建設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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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7-01 呼籲推動經濟改革法案 2003-12-02 強調新十大建設重要性 

2003-07-15 有關經濟法案的發言 2003-12-23 強調勞資雙贏的勞動政策 

2003-08-12 強調國營事業改革 2004-01-27 提出經濟繁榮目標 

2003-08-26 強調提升就業 2004-05-11 強調穩定才能拚經濟 

政策-交通 

2003-03-04 對阿里山鐵道意外作出裁示 2003-06-17 積極推動交通建設 

政策-教育與文化 

2002-11-12 九年一貫教育議題 2003-10-28 強調體育法制改革 

2003-02-11 宣示黨政軍退出媒體 2003-12-16 強調實踐與原住民的關係 

2003-07-22 教育改革議題 2004-08-17 指示高教改革方向 

2003-07-29 教育改革議題 2004-09-07 提出北京奧運目標 

政策-社會福利與衛生環境 

2004-02-03 禽流感防疫工作 2004-07-27 指示改善雲林水患 

2004-06-15 勞退條例通過   

政策-SARS 疫情 

2003-03-18 針對疫情爆發作出若干裁示 2003-06-24 強調防疫不能鬆懈 

2003-04-01 針對疫情進展作出若干裁示 2003-07-08 裁示建立國際標準防疫制度 

2003-05-13 呼籲民眾配合防疫 2003-09-23 呼籲建立防疫標準流程 

2003-05-20 針對疫情工作若出若干裁示   

政策-其他 

2002-12-10 敦促司法部查明弊案 2004-04-13 要求嚴辦 410 群眾運動事

件 

2004-03-09 呼籲嚴格執法維持選舉乾淨 2004-12-01 要求檢調嚴查賄選 

2004-03-30 提出新任期四大主軸 2007-11-21 指示選務事宜 

黨務 

2002-11-26 調整決策機制、黨政同步 2004-06-08 呼籲黨公職退出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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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10 成立黨內調查小組查辦賄選 2004-07-27 強調中常會將扮演更積極

黨政運作協調角色 

2002-12-30 建議開除賄選議員 2004-09-26 黨主席選舉改革 

2003-06-10 指示黨內人士退出媒體 2007-11-21 成立黨內反賄選小組 

2003-07-22 表示未來頻繁邀請產業代

表與會 

2007-12-05 裁示成立黨內反賄選中心 

2003-10-07 號令黨員參與公投法制遊行 2007-12-19 成立五人小組監督選務、

開鍘違紀黨員、盡速成立

公投入聯促進會 

2004-05-25 呼籲改革不分區提名制

度、嚴辦黨內賄選 

2007-12-26 正式成立黨內反賄選中心 

選務 

2002-10-08 台北市長選舉喊話 2004-07-20 高雄市議員補選檢討 

2002-10-29 直轄市長選舉喊話 2004-07-27 立委選舉喊話 

2002-12-03 直轄市長選舉喊話 2004-10-26 立委選舉喊話 

2002-12-10 直轄市長選舉檢討 2004-11-16 立委選舉喊話 

2002-12-24 高雄議長賄選案 2004-11-23 立委選舉喊話 

2003-07-08 花蓮縣長補選喊話 2004-11-30 立委選舉喊話 

2003-07-29 花蓮縣長補選喊話 2004-12-07 立委選舉喊話 

2003-08-05 花蓮縣長補選檢討 2007-10-17 立委選舉喊話 

2003-10-28 2004 總統大選談話 2007-12-05 立委選舉喊話 

2003-11-18 願與連戰辯論 2007-12-26 裁示立委選舉總部選舉完

後轉型為總統競選總部 

2004-01-27 動員全黨輔選 2008-01-02 立委選舉喊話 

2004-06-15 立委選舉喊話   

政務 

2003-03-11 對國會改革與修憲作出指示 2004-04-20 就職典禮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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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3-18 政黨輪替三週年談話 2004-06-08 強調推動憲改目標 

2003-05-20 呼籲朝野共同推動公投 2004-06-30 強調青年對民主的重要性 

2003-05-27 呼籲朝野共同推動公投 2004-07-20 重申與友黨合作 

2003-08-26 強調國會改革與推動公投 2004-08-10 指示加溫憲改工程 

2003-10-07 強調憲改必要性 2004-08-17 指示立院表決修憲案祭出

黨紀 

2003-10-14 裁示通過新憲法小組 2004-09-14 指示政府改造目標 

2003-09-20 裁示將進行憲政改造 2004-11-02 強調建設公民社會 

2003-09-30 進一步說明憲改內容 2004-11-09 提出修憲封殺錢坑法案 

2004-01-27 提出民主改革目標 2004-11-23 表示落實黨國分立原則 

2004-03-03 呼籲在野黨推動國會改革 2008-01-02 批評國民黨拒領公投票 

2004-03-09 公投事務談話   

發言議題（次數/比例）：政策-65（52%）黨務-14（11.2%）選務-23（18.4%）

政務-23（18.4%）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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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卓榮泰主席於中常會與中執會（含會前會後）的重要發言 

日期 場合 發言議題 類型 

2019-01-09 中執會 宣誓就職黨主席與談話 黨務 

2019-01-30 中常會 因應 2020 新局勢與樂見黨內提出新

的決議文 

黨務 

2019-03-06 中執會 總統及區域立委提名初選選務工作 選務 

2019-03-13 中執會 立委選戰黨內初選作業 選務 

2019-03-26 中執會前 總統候選人初選時程 選務 

2019-03-30 中常會前 總統初選選戰布局 選務 

2019-04-17 中常會前 立委初選協調 選務 

2019-05-22 中執會 總統初選日程 選務 

2019-05-29 中執會 總統初選民調爭議 選務 

2019-05-29 中執會 總統初選期程 選務 

2019-06-20 中執會 2020「總統勝選，立委過半」目標 選務 

2019-06-26 中常會 聲援香港反送中 政務 

2019-06-26 中常會前 2020 立委布局 選務 

2019-07-10 中執會 中國影視的紅色元素及其對臺灣的

衝擊 

政務 

2019-07-31 中常會 因應紅色滲透之法制作為 政務 

2019-08-21 中執會 徵召高嘉瑜戰北市立委 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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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4 中執會 第10屆區域立法委員6個選區徵召案 選務 

2019-09-04 中執會 立委助選/不分區提名 選務 

2019-10-02 中常會 強調近年來執政的財經表現 政務 

2019-10-09 中常會前 與時力整合立委選區 選務 

2019-11-06 中常會 居住正義議題 政策 

2019-11-20 中常會 呼籲支持現任兩位屏東立委連任 選務 

2020-12-04 中常會 彰化選區拉票 選務 

2020-01-15 中常會 總統蔡英文勝選連任 政務 

2020-01-22 中常會前 政黨間合作 黨務 

2020-02-26 中常會 臺灣加入 WHO 政務 

2020-02-13 中執會 陸配子女入境規定 政策 

2020-02-26 中常會前 疫情政策：暫停繞境 政務 

2020-03-04 中常會 轉型正義 政務 

2020-03-18 中執會 疫情紓困 政務 

2020-04-15 中常會 華航正名爭論 政務 

發言議題（次數/比例）：政策-2（6.5%）黨務-3 (9.7%) 選務-16（51.6%）

政務-10（32.2%）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陳宏銘（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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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賴清德主席於中常會與中執會（含會前會後）的重要發言 

日期 場合 發言議題  類型 

2023-02-08 中常會後 學術倫理爭議處理機制  黨務 

2023-02-15 

 

中執會 排黑條款  黨務 

中常會 九二共識 /四個堅持  政務 

2023-02-22 中常會 修正抗中保台  黨務 

2023-03-01 中常會 疫後特別預算專案報告  政務 

2023-03-09 中執會 2024 立委選舉提名作業  黨務 

2023-03-15 中常會 誠信條款  

2023 經濟展望  

黨務 

政務 

2023-03-29 中常會 民進黨立委初選  

詐騙事件與刑法修正草案  

選務 

政策 

2023-04-12 中執會後 2024 總統候選人提名  選務 

2023-04-19 中常會 初選民調、針對黑金槍毒背景的防

範杜絕修法；  

有關中國對臺灣進行貿易壁壘的調

查之後續發展。  

選務 

政策 

2023-04-26 中常會 初選民意調查與黨內團結  

勞工相關重要法案  

選務 

政策 

2023-05-03 中常會 要求立法院黨團要加強短影音宣傳  

請立法院多支持行政院政策  

政務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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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0 中執會 2024 總統立委大選  選務 

2023-05-17 中常會 對 2024 選舉確保臺灣主權和自由

民主憲政體制的態度巷  

政務 

 

2023-05-25 中執會 針對宜蘭縣立法委員提名候選人陳

歐珀退選及後續提名事宜案  

選務 

 

2023-05-31 中執會 民進黨提出了民主大聯盟的構想  選務 

發言類型（次數 /比例）：政策-4（29.1%）黨務-5 (23.8%) 選務 -7

（33.3%）政務-5（23.8%）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網（未註明）、聯合知識庫（未註明）、其它網

路新聞、陳宏銘（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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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ration of the President’s Party-

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the 

Presidentializa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under Semi-presidentialism: A Study of 

Tsai Ing-wen’s Presidency 
 
 

Hongming Che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wo coexisting and related important 

phenomena related to 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 under Taiwan's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the president's party-government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phenomenon of presidentializa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taking the period of President Tsai Ing-wen's administr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variable that affects both 

the president's party-government operations and the presidentialization 

of the party is whether the president concurrently serves as the party 

chairm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esidentia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through three main indica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chairman and the presidency, the policy influence exerted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president's influence on the 

nomination of candidates for public office by the ruling party. 

Research shows that most of the time during Tsai Ing-wen's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concurrently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perating 

mechanism centered on the president, forming a phenomen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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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ialization of the party. However, whether President Tsai is 

also the party chairman or not, the phenomenon of presidentializa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still exists, but the degree of presidentialization in 

the ruling party is higher than when she is not concurrently serving. 

This study also uses an auxiliary indicator: “partyness of government” 

as another reference for observing the presidentia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re subordinate a party is to the 

president,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cabinet members withou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abinet that is influenced by the 

president. Finally, by compar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genetic origin factors on the 

phenomenon of presidentia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this study’s 

case experience of the DPP shows that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bviously play a more decisive role. 
 

Keywords: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party-government operation, 

presidentia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chairman,    

Tsai Ing-w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