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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解嚴與開放黨禁以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被打破，民進黨日

趨壯大；中央政權幾次政黨輪替之後，台灣儼然形成兩黨格局，尤其在「單

一選區兩票制」之下，台灣兩黨制格局更加穩定。 

 

在民進黨與國民黨兩大黨之外，親民黨、時代力量等政黨儘管曾經掀

起熱潮，始終難以挑戰兩大黨的政治地位。2019 年新成立的台灣民眾黨，

是由已經表態參選 2024 年總統的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創立。柯文哲邁向

總統之路的聲勢不容小覷，值得探討的是：民眾黨等新政黨可能改變台灣

的兩黨格局嗎？ 

 

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下，每個選區只能選出一位立法委員，再加上台

灣的多數選民傾向把選票投給可能當選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小黨很難在

區域立委選舉勝出，除非大黨禮讓。這幾屆立委選舉，小黨都只能靠著大

黨禮讓，或是爭取政黨票來獲得不分區立委的席次。立法委員現在總共 113

席，除了原住民立委 6 席，主要是區域立委 73 席，不分區立委只有 34 席。

光靠搶幾席不分區立委，新政黨根本無法挑戰兩大黨。 

 

回顧 2020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結果，民眾黨得票率 11.22%，成為第三

大黨，拿到五席不分區立委，至於區域立委則全軍覆沒。制度造成小黨發

展及壯大的空間受限，立法委員選舉固然如此，本來就只能選出一席的總

統以及地方縣市首長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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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政治強人出現，柯文哲成功邁向總統之路，挾著龐大的國家行

政資源，民眾黨有可能鼎足而三，甚至取代民進黨或國民黨嗎？當年宋楚

瑜的親民黨頗有機會，但宋先生始終與總統大位無緣，2020 年立法委員選

舉，親民黨連不分區立委的門檻都沒有跨過。換成民眾黨又如何？柯文哲

能否選上總統，這個前提必須先討論。 

 

2020 年總統才選完，現在談 2024 年總統選舉，其實不算太早。政治

現實是柯文哲總統之路的第一道關卡已經浮現，就是 2022 年地方縣市長

選舉，尤其是台北市長選舉。 

 

對於第一位公開表態「如果沒意外就會參選 2024 年總統」的柯文哲來

講，2022 年的台北市長保衛戰，必然是未來政治之路的第一關，而且是一

大難關。 

 

2024 年總統大選，不管對上民進黨的賴清德或鄭文燦，以及國民黨的

韓國瑜、朱立倫或侯友宜等政治明星，智商 157 的柯文哲必然自認比他們

高明。民眾黨如果能保住台北市的執政，必然是一大加分；反之，難免被

看成是柯文哲的重大挫敗。 

 

柯文哲以無黨籍而兩次勝選台北市長，有其機運：一方面初登政壇的

表現頗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則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策略失當。如果

2022 年藍綠兩黨推出更適合的候選人，就算柯文哲能親自出征，這場仗都

未必好打，接班人的難度更高。 

 

現實上，民眾黨 2020 年的得票率為 11.22%，台北市只拿下 12.94％的

選票，推論民眾黨 2022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絕難樂觀。柯文哲選上總統有

助於民眾黨打破兩黨格局，但是在此之前，台北市長保衛戰依然受限於兩

黨格局。可以說，台北市長選舉是民眾黨要打破兩黨格局的第一關。 

 

民眾黨能不能打破兩黨格局，除了要看政治實力，還要有高明的政治

策略。柯文哲 2019 年提出「關鍵少數」的訴求，強調只要兩大黨在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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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過半，民眾黨就可以靈活引導任一黨合作成為過半聯盟，以發揮第三

勢力的最大力量，進而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然而，民進黨在立法院已經

過半，「關鍵少數」訴求顯然無法發揮原有效果。 

 

不過，「關鍵少數」可以有另外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新策略的基礎在於：

民眾黨在各縣市都有超過 10%的鐵票，雖然無法確保自己當選，卻能夠在

藍綠拉鋸的情況下決定哪一黨當選。如果民眾黨把握這個契機，就可以靈

活彈性爭取合作，以延續台北市的政權，進而邁向總統大選的勝利之路。 

問題在於，「關鍵少數」新策略仰賴談判與合作，但是柯文哲似乎不擅長政

治權謀與政治交換。除此之外，本來想超越藍綠的立場，一不小心就會被

扭曲。 

 

民眾黨如果想要打破兩黨格局，本身體質是否健全也很重要。組黨之

後，柯文哲的政治影響力從台北市政府延伸到了民眾黨與立法院，而且

2029 年選戰更遍地開花，版圖大大延伸。未來會更有實力？還是反而因為

人多、錢多而陷入了內部協調與品質控管的綑綁？ 

 

2020 年 3 月，民眾黨針對一位中央委員私下擅自串連負面選舉的違紀

事件，火速開除黨籍。這起事件反映出民眾黨體質問題的一角。柯文哲一

個人奮鬥時，要管好自己很簡單，但是當帶領一個政黨時，怎麼確保品質，

確實是一大挑戰。 

 

民眾黨現在當然是一人黨，政治光環主要來自柯文哲。目前民眾黨的

民意支持度，只有柯文哲個人民意支持度的一半；柯粉人數也遠遠超過民

眾黨的黨員人數。 

 

民眾黨要壯大，面臨三大問題：首先是柯文哲最大資源還是在台北市

政府，如何運用才合乎理念而不會被批為市府通黨庫？而且 2022 年台北

市長又要如何保衛？其次，民眾黨有五席立法委員，黨團與黨部的權力互

動？第三，如何選拔新的人才而不出現派系或是品質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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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民眾黨所有公職人員如果離開了柯文哲，都有當選危機。未來即

使有民意代表可以離開柯文哲而當選，恐怕也很難超越柯文哲。柯文哲市

長卸任之後，即使沒有任何公職，民眾黨必然還是以柯文哲為權力中心，

直到培養出新的政治明星、也就是一至數位柯文哲的接班人。到那時，民

意支持度才是決定民眾黨權力中心的主要標準，而不是某人擔任了什麼黨

職或公職。 

 

但是只看民意高低而不看理念，很容易產生質變，最後難免個人化、

買辦化或腐敗化，前者走不遠，後兩者則是陷入了傳統政黨政治，這樣恐

怕很難取代本來的兩黨。 

 

對民眾黨來講，如果想要擺脫過去政黨政治令人討厭的缺點，就必須

創造新的政黨風範、也是新的公民文化與政治文化。 

 

民眾黨第一要務是凝聚共識，加強改革理念的傳承，確保民眾黨是理

念的結合，而不會淪為權與利的結合。柯文哲常講黨政分離，如果所謂的

黨是指立場偏頗的政黨文化，也就是派系與分贓，那當然應該分離。但如

果黨是改革理念的結合，是白色力量的落實，還談什麼黨政分離，豈不是

對自己的理念沒有信心？這樣就算台北市繼續執政的幫助也不大。 

 

第二要務，必須從制度建立著手，先釐清黨部、黨團、市府團隊等的

關係，以免各行其事，結果一加一不但沒有大於二，反而小於二，甚至造

成不必要的內耗與衝突。還要預想之後的制度，畢竟三、五年後一定要突

破一人黨的框架，屆時制度當然與現在有所不同。 

 

第三要務、柯文哲可以把海選落實為民眾黨的日常，並且結合 APP，

從而讓柯粉與民眾黨黨員成為線上的有機組織，這樣才能選拔人才，還能

動員資源，而且更是新的公民文化與政治文化，如此一來，必然可以發揮

最大的文宣與組織戰力，甚至形成最有力的生命共同體。 

 

初步檢視可知：民眾黨目前的體質還有很多不足之處，能否順利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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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大還有很多變數。如果民眾黨改善體質，巧妙運用「關鍵少數」先在 2022

年地方首長選舉維持現有能量，甚至擴大能量，對柯文哲競選 2024 年總統

當有幫助。到那時候，掌握總統寶座的新政黨，或許真的有機會改變台灣

現有的兩黨格局，包括三黨鼎立或是取代其一。但是在那之前，柯文哲帶

領的民眾黨這個新政黨，必須先展現其理念更符合民眾期待，而且實際運

作上也確實有別於傳統的政黨，進而以高明靈活的策略一步步攻城掠地。

否則單靠柯文哲本人，或者是一個體質還不夠健全的民眾黨，恐怕很難真

的攻下總統大位，更別說改變台灣現在的兩黨格局。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