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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論文大綱說明 

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目的 

    公職人員由公民直接投票選舉，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屬於民主制度的指標之

一。我國從威權體制邁向民主體制的過程中，亦歷經了由凍結某些重要選舉，到

各項選舉全面開放的進程。其中有三項選舉是此開放過程中最為重要的階段，其

一是國會全面改選；其二是開放臺北、高雄兩直轄市長和臺灣省長的選舉；其三

是總統副總統的直接民選。 

  此三階段的選舉，臺北市這個首都選區都具有指標性的地位，因為臺北市是臺

灣的政治經濟中心，候選人皆為高知名度政治明星，選民平均學歷、素質、經濟

條件較全國選民為高，約占 26％的外省人口亦高於全國平均數的 13％（註），再加

上臺北市內各種媒體、政黨林立，交通便利、資訊發達，反對力量易於集結、散

播……在在都使得臺北市的選舉顯得特別重要而激烈。 

    自 1994 年首度開放臺北高雄兩個直轄市市長由市民直接選舉開始，迄 2010

年，我國已經歷了五次直轄市長選舉，此五次選舉中的臺北市長選舉，除 2002 年

僅有兩位候選人分別代表執政的國民黨及在野的民進黨參選之外，其餘四次選舉

皆有三個以上的政黨或個人候選人出馬角逐，而此五次市長選舉，皆與市議員及

立法委員合併為二合一或三合一選舉，因此選舉中即產生非常多的變化，如「策

略性投票」、「分裂投票」、「母雞帶小雞」、「母雞追小雞」、「棄誰保誰」等投票行

為與選舉現象。 

    而自 1996 年起，我國亦進入總統副總統直接由人民選舉的階段。1996 年至 2012

年共舉行了五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除 2004 年僅有二組候選人分別代表執政的民進

黨及在野的國民黨與親民黨聯合搭檔角逐外，其餘四次選舉皆有多組候選人分別

代表不同政黨或以無黨籍參選。此五次選舉中，亦有兩次總統大選與其他選舉合

併舉行，分別為 1996 年與國大代表合併舉行，2012 年與立法委員合併舉行。因此

亦同樣發生「策略性投票」、「分裂投票」、「母雞帶小雞」、「母雞追小雞」、「棄誰

保誰」等投票行為與現象，而 2004 年國民黨和親民黨聯合推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 
註：1990 年戶籍法修正前最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外省人占全國人口 13.26％，占臺北市人口 25.6

％，1992 年戶籍法修正後戶籍中已不列入「籍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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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出現「政黨合作」參選的特殊現象，頗為值得探討。 

    臺北市因為同屬中央政府所在地，外省人及傾向支持國民黨的軍公教人員人

數較多，因此一般認為選民偏向支持國民黨，民進黨候選人因而往往將臺北市列 

為選票結構藍大綠小的「艱困地區」，總統副總統選舉中，臺北市「藍大綠小」的

選票結構跟全國以及其他縣市的選票結構也有所不同，而究竟有什麼樣的不同，

對每次的選舉有何影響，其外部效益如何，對其他縣市乃至全國選舉會造成何種

連動效應，亦值得研究。 

  因此本文乃針對 1994～2012 年我國開放直轄市市長選舉與總統直選後，長達十

八年之間，歷經五次市長、五次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與上述二種選舉合併舉行

之五次議員、二次立法委員、一次國大代表選舉，總共十八次選舉加以研究分析，

以期全面了解臺北市自開放直轄市選舉迄今，選民之投票行為、投票結果、選票

結構、各政黨選票之變化消長，以及在所謂藍綠版塊下，藍綠政黨選票之分合與

變化。此研究之目的，在於將近二十年來臺北市之各種選舉現象，做一全面性之

審視，並透過各種統計歸納分析，對以下議題做出討論與探究： 

（一）臺北市政黨選票結構是否為藍大綠小。 

（二）臺北市十二個行政區的政黨選票結構變化。 

（三）臺北市主要政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選票之變化與消長。 

（四）候選人本身是否可跨越政黨吸納不同顏色選票。 

（五）同一候選人參選不同的選舉（如市長、總統），其選票的變化與消長。 

（六）市長及總統選舉，選民是否會「選人不選黨」。 

（七）強勢市長、總統候選人能否發揮「母雞帶小雞」功能。 

（八）弱勢市長、總統候選人是否會形成「母雞追小雞」或「母雞踩死小雞」的

效應。 

（九）臺北市民策略性投票、分裂投票之投票行為及結果。 

（十）臺北市近二十年來選舉政黨選票之總體變化。 

    有關臺北市長及總統副總統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研究，已有多人曾以此為研

究題目，但將過去近二十年來所舉行之臺北市長、總統副總統及與此二項選舉合

併舉行的各項選舉做一完整的比較研究，尚屬首見，因此本研究論文應具有研究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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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臺北市近二十年來曾舉辦過之各項選舉包括里長、議員、立法委員、市長、

總統副總統，以及目前已廢除之國大代表。自 1994 年開放直轄市長直接選舉以來，

一共舉行了二十八次選舉，包括里長選舉五次、議員選舉五次、國大代表選舉一

次，任務型國大代表選舉一次，立法委員選舉六次，市長選舉五次，總統副總統

選舉五次。其中有七次選舉為兩項合一或三項合一之選舉，詳見下列表格： 

1994~2012 年臺北市之各項選舉 

年度 選舉日期 選舉內容 

1994 

6 月 18 日 第 7 屆臺北市直轄市里長選舉 

12 月 03 日 
第 1 屆臺北市長選舉 

第 7 屆臺北市議員選舉 

1995 12 月 02 日 第 3 屆立法委員選舉 

1996 3 月 23 日 
第 9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第 3 屆國大代表選舉 

1998 

6 月 13 日 第 8 屆臺北市里長選舉 

12 月 05 日 

第 2 屆臺北市長選舉 

第 8 屆臺北市議員選舉 

第 4 屆立法委員選舉 

2000 3 月 18 日 第 10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2001 12 月 01 日 第 5 屆立法委員選舉 

2002 12 月 07 日 
第 3 屆臺北市長選舉 

第 9 屆臺北市議員選舉 

2003 1 月 4 日 第 9 屆臺北市里長選舉 

2004 
3 月 20 日 第 11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12 月 11 日 第 6 屆立法委員選舉 

2005 5 月 14 日 任務型國大代表選舉 

2006 
12 月 09 日 

第 4 屆臺北市長選舉 

第 10 屆臺北市議員選舉 

12 月 30 日 第 10 屆臺北市里長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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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1 月 12 日 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 

3 月 22 日 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2010 11 月 27 日 

第 5 屆臺北市長選舉 

第 11 屆臺北市議員選舉 

第 11 屆臺北市里長選舉 

2012 1 月 14 日 
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第 8 屆 立法委員選舉 

 

    在五次市長選舉部分，每次皆與議員及其他選舉同時舉行，五次總統副總統

選舉部分，則有三次為為單獨選舉，兩次分別與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共同舉行。

本研究論文將就歷次選舉分別加以研究，並就五次市長及市議員選舉、五次總統

副總統選舉及兩次立法委員分別與市長及總統副總統合併選舉，一次國大代表與

總統副總統合併選舉，歷次選舉中各候選人得票數、成長數、減少數及相關比率

加以分析，以了解各政黨在每屆選舉中之政黨版塊大小，以及歷屆選舉之政黨版

塊變化。 

    每屆選舉候選人之對戰組合、參選人數皆不相同，而俗稱之「藍」「綠」候選

人及選票也有不同變化。為了解選票結構之變化，除了依政黨得票做分析外，本

研究亦將選票結構依候選人背景屬性分成「藍」「綠」兩塊。所謂藍色選票包括國

民黨、親民黨、新黨；綠色選票包括民進黨、台聯黨；而以「無黨籍」參選之候

選人，則依其原來所屬政黨，以及其在選票市場中所能吸納之選票屬性加以區隔，

分別列入藍綠兩端，或列入「其他」類別。 

    臺北市共有十二個行政區，一般認為傳統老社區居民政黨偏好趨「綠」，新興

社區或文教區居民政黨偏好趨「藍」，此項認知在投票結果中是否屬實？而此項投

票行為是否會因候選人、選舉議題、中央由不同政黨執政而有所不同？或因多黨

競爭而有所改變？因此對臺北市十二個行政區選票結構的變化做分別探討，亦為

本論文研究範圍。 

    臺北市近十八年的選舉中，共舉行了五次里長選舉，但只有 2012 年這一次是

跟市長、議員一同舉行，其他四次均為單獨舉行。里長選舉的性質、範圍與影響，

跟市長、總統選舉不同，且里長候選人人數眾多，較難加以統計歸納，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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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論文將不納入里長選舉之研究。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與資料分析法、統計法及深度訪談法進行，以期達到本研究所

設定之研究目的。 

一、文獻與資料分析法：本研究廣泛蒐集針對我國選民之投票行為、臺北市長選

舉、總統副總統選舉、市議員選舉、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選舉、影響選舉的

因素，影響不同族群、性別、年齡選民投票的因素等論文，了解與本研究有

關之各項理論分析與研究結果。並審閱報章雜誌的報導、分析、評論，對學

者之理論及選舉結果加以印證、歸納，以做為本研究之參考。 

二、統計法：本研究使用中央選舉委員會、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所公布之歷屆、歷

年各項選舉結果，並透過統計、分析、交叉比對等方式，據以整理出具有意

義與價值的統計結果，再加以分析歸納，以期得出研究結論。 

三、深度訪談法：本研究將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市長、總統候選人、各政黨輔選重

要幹部、曾經主跑黨政及選舉新聞的資深媒體人，進行深度訪問，以印證相

關統計數據及探討本研究所設定之研究目的。深度訪談之暫定名單及訪談題

目，參見附錄。 

 

第貳章  文獻回顧 

    1994 年台北、高雄兩直轄市開放直接民選後，有關市長選舉、選民投票行為

之研究論文即引起研究者興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也以計畫補助方式，提供

學術研究經費，如由朱雲漢主持，胡佛等八位教授協同主持，自民國 83 年 8 月至

85 年 1 月間執行的《三黨競爭下的臺北市長選民投票行為研究：民國八十三年臺

北市長選舉的分析》，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完成的國科會研究計畫執行報告，由陳明

通擔任計畫主持人，胡佛等九位教授協同主持的《三黨競爭下的臺北市選民投票

行為研究：民國八十七年臺北市長選舉的分析》，均為針對臺北市長選舉之專題研

究。此二項研究均採民意調查方式，設計不同之問卷以做大規模之訪查，並由訪

查結果再加以分析歸納出選民的投票行為。 

    此種依據事後民意調查方式做為臺北市長選舉結果與選民投票方式之研究，

乃成為絕大多數學者採行之方式，也成為資料數據之主要來源，如徐木炎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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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八年二屆臺北市長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分析：選民的黨派抉擇與分裂投票》，

即自述其分析的實證資料，來自台大胡佛教授所領導的《三黨競爭下的臺北市長

選民投票行為研究：民國八十七年臺北市長選舉之分析》一文中所收集的選後面

訪資料；政大政治所博士班許勝懋著《臺北市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一九九八年

市長選舉分析》，則於文中自承，其所依據之數據來自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針對

臺北市長選舉所做的面訪資料，許勝懋著《臺北市選民具有制衡觀嗎？一九九八

年及二００二年市長選舉之比較研究》中，亦註明其使用之數據有二，一是採自

陳義彥教授所主持、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執行之《選舉預測與投票行為

模式科際整合－87 年臺北市長選舉之研究》；二是由黃紀教授所主持、選舉與調查

研究中心、國立中山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執行之《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2

年北高市長、市議員選舉調查》計劃。而這兩項計畫也都是採民意調查方式取得

數據，許勝懋再依據數據整理分析，得出研究結論。 

    吳重禮、徐英豪、李世宏三人合著《選民分立政府心理認知與投票行為：以

2002 年北高市長暨議員選舉為例》，註明以《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

查』三年期研究計劃（Ⅰ）：民國九十一年北高兩市選舉大型面訪案》為資料，據

以研究。吳重禮著《政黨偏好、制衡認知與分裂投票－2006 年北高市長暨議員選

舉的實證分析》，註明資料全部採自《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四年期研究規劃（Ⅱ）：2006 年北高兩市市長選舉面訪案》。 

    林瓊珠著《議題、候選人評論、黨派意識－2006 年臺北市長選舉投票行為研

究》，自承其資料使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小組針對 2006 年臺北市長選舉所進

行的面對面訪問資料》；吳怡銘著《臺北市選民分裂投票之研究：民國八十七年市

長市議員選舉之分析》，則是唯一除了民意調查外，也利用「總體資料」，以兩種

途徑進行分析的論文。在運用總體資料進行跨層次推論，吳怡銘自承著重於描述

性質的推論，而其總體資料，則依據民國八十七年臺北市選委會所公布之選舉結

果。 

    在總統副總統選舉部分，盛治仁著《台灣兩千年總統選舉投票行為研究》，資

料來源為參照黃秀端主持之國科會研究計畫資料，《公元二千年總統大選選民投票

行為研究》之民調結果，陳陸輝、游清鑫、黃紀主編之《2000 年總統選舉：論二

次政黨輪替之關鍵選舉》一書，其資料則採自《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民國九

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民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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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民主化調查』

三年研究規劃（Ⅲ）：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

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Ⅳ）：民國九十三年立法委員選舉大型面訪案》；

《2005 年至 2008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Ⅲ）：2008 年立法委

員選舉面訪案》；《2005 年至 2008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Ⅳ）：

2008 年總統選舉面訪案》，此項多年期計劃總召集人為政大黃紀教授。 

    1994～2012 年之市長、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議員合併舉行之各項選舉，

多年來均有學者加以研究，但其方法絕大多數為民意調查、面訪，以取得數據再

加以分析，或依據某一次或某幾次的選舉結果，做分析研究，本研究論文與其他

研究之不同在於：一、不採取民調資料做統計；二、不以單次選舉或部分選舉為

研究範圍，而是以歷次選舉之總體資料做全面性之統計比對；三、自行做深度訪

談，由候選人、輔選人員、選舉觀察員之口中得出相關資訊，並與統計數字印證。  

 

第參章  1994~2012 年臺北市之選舉概況 

    臺北市歷屆選舉，均成為台灣選舉史上的重要戰役及各種選舉現象之引領

者，在選舉文宣、行銷、組織、動員、民意調查、策略運用上，均逐步帶領台灣

選舉進入新的領域，建立起台灣選舉新的運作方式與選舉文化。如棄保效應、母

雞帶小雞效應、三黨不過半訴求、正副總統、議長由不同政黨協商妥協搭配競選、

按身分證號碼配票、大型造勢晚會等，均是由臺北市開始，因此本章乃對 1994~2012

年臺北市歷次選舉，分成市長、市議員、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各節，

做一擇要性的回顧。 

 

第肆章  1994~2012 年臺北市長及市議員選舉政黨選票結構分析 

    本章將依據中央及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所公布之各項數據，加以重新統計、歸

納、分析，以得出歷屆市長與議員候選人在臺北市及十二個行政區所得到的選票

數、得票率、得票序、當選數、當選率、政黨版塊及選票變化。並統計泛藍及泛

綠政黨候選人之各項得票數據，以了解臺北市及各行政區藍綠選票結構及變化。

相關統計參見附表。 

 



 

 10

第伍章  1996~2012 年臺北市總統副總統選舉政黨選票結構分析 

    本章旨在探討第 9 任至第 13 任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各候選人在臺北市及各行

政區之得票數、得票率、得票序等選票變化與藍綠政黨選票結構之變化。並對 1996

年正副總統與國大代表合併選舉，2012 年正副總統與立法委員合併選舉之選舉結

果加以比對分析，以得出本研究所設定之相關研究結果。相關統計參見附表。 

 

第陸章  1994~2012 年臺北市選舉政黨選票結構分析 

    本章旨在針對各政黨及獨立參選之市長與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在臺北市及各

行政區之得票數、得票率、得票序再做比較分析，同時針對陳水扁、馬英九分別

參選過市長及總統選舉，郝龍斌參選過兩次市長選舉的三位候選人，做同一候選

人參加不同選舉選票變化之分析。而對泛藍、泛綠選票版塊結構變化之總體比較

與討論，也將在此章中呈現。 

 

第柒章  結論 

    本章旨在針對本研究做出結論與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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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 1 至 5 屆台北市長候選人藍綠屬性表 

 藍+泛藍 綠 其他 

1994 年第 1 屆 
黃大洲 

趙少康（新黨） 
陳水扁 紀榮治 

1998 年第 2 屆 
馬英九 

王建煊（新黨） 
陳水扁  

2002 年第 3 屆 馬英九 李應元  

2006 年第 4 屆 
郝龍斌 

宋楚瑜（無政黨推薦）
謝長廷 

李敖 
周玉蔻（台灣團結聯盟）

柯賜海 

2010 年第 5 屆 郝龍斌 蘇貞昌 
吳炎成 

蕭淑華 

吳武明 

 

第 1 至 5 屆國民黨臺北市長候選人得票率 

 
1994 

第 1 屆 

1998 

第 2 屆 

2002 

第 3 屆

2006 

第 4 屆

2010 

第 5 屆
五屆平均

得票率 

四屆平均

得票率
候選人 黃大洲 馬英九 馬英九 郝龍斌 郝龍斌

臺北市 25.89% 51.13% 64.11% 53.81% 55.64% 50.12% 56.17%

備註：四屆平均得票率係指扣除第 1 屆市長選舉之平均得票率。 

 

第 1 至 5 屆泛藍政黨臺北市長候選人得票率 

 
1994 

第 1 屆 

1998 

第 2 屆 

2002 

第 3 屆

2006 

第 4 屆 

2010 

第 5 屆 
五屆

平均

得票率
候選人 黃大洲 趙少康 馬英九 王建煊 馬英九 郝龍斌 宋楚瑜 郝龍斌 

得票率 25.89% 30.17% 51.13% 2.97% 64.11% 53.81% 4.14% 55.64% 

合計 56.06% 54.10% 64.11% 57.95% 55.64% 57.57%

第 1 至 5 屆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得票率 

 
1994 

第 1 屆 

1998 

第 2 屆 

2002 

第 3 屆

2006 

第 4 屆

2010 

第 5 屆
五屆平均

得票率 

四屆平均

得票率
候選人 陳水扁 陳水扁 李應元 謝長廷 蘇貞昌

臺北市 43.67% 45.91% 35.89% 40.89% 43.81% 42.03% 41.63%

備註：四屆平均得票率係指扣除第 1 屆市長選舉之平均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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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至 5 屆國民黨臺北市長候選人各行政區得票率變化 

 
1994 

第 1 屆 

1998 

第 2 屆 

2002 

第 3 屆

2006 

第 4 屆

2010 

第 5 屆
五屆平均

得票率 

四屆平均

得票率
候選人 黃大洲 馬英九 馬英九 郝龍斌 郝龍斌

臺北市 25.89% 51.13% 64.11% 53.81% 55.64% 50.12% 56.17%

北投區 28.07% 48.17% 60.63% 49.51% 50.80% 47.44% 52.28%

士林區 25.95% 45.44% 57.60% 46.78% 48.55% 44.86% 49.59%

內湖區 25.06% 52.74% 66.54% 56.35% 58.23% 51.78% 58.47%

南港區 29.39% 50.84% 65.74% 54.13% 54.97% 51.01% 56.42%

松山區 23.39% 51.78% 65.01% 56.93% 58.99% 51.22% 58.18%

信義區 25.14% 54.81% 68.31% 57.87% 59.49% 53.12% 60.12%

中山區 25.98% 47.36% 59.83% 49.31% 52.12% 46.92% 52.16%

大同區 26.09% 39.27% 51.35% 39.19% 41.89% 39.56% 42.93%

中正區 26.97% 54.11% 66.94% 57.45% 59.18% 52.93% 59.42%

萬華區 27.98% 48.01% 59.88% 47.94% 49.74% 46.71% 51.39%

大安區 23.81% 56.07% 68.92% 60.06% 62.01% 54.17% 61.77%

文山區 25.40% 59.89% 73.25% 63.45% 65.09% 57.42% 65.42%

備註：四屆平均得票率係指扣除第 1 屆市長選舉之平均得票率。 

 

第 1 至 5 屆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各行政區得票率變化 

  
1994 

第 1 屆 

1998 

第 2 屆 

2002 

第 3 屆

2006 

第 4 屆

2012 

第 5 屆
五屆平均

得票率 

四屆平均

得票率
候選人 陳水扁 陳水扁 李應元 謝長廷 蘇貞昌

臺北市 43.67% 45.91% 35.89% 40.89% 43.81% 42.03% 41.63%

北投區 48.02% 49.39% 39.37% 45.41% 48.65% 46.17% 45.71%

士林區 50.95% 52.19% 42.40% 48.60% 50.93% 49.01% 48.53%

內湖區 41.86% 43.92% 33.46% 38.37% 41.24% 39.77% 39.25%

南港區 43.50% 46.29% 34.26% 40.51% 44.39% 41.79% 41.36%

松山區 41.32% 44.88% 34.99% 38.13% 40.49% 39.96% 39.62%

信義區 38.11% 41.81% 31.69% 36.62% 39.90% 37.63% 37.51%

中山區 48.96% 50.04% 40.17% 45.50% 47.40% 46.41% 45.78%

大同區 59.46% 59.00% 48.65% 56.27% 57.62% 56.20% 55.39%

中正區 39.18% 42.60% 33.06% 36.86% 40.20% 38.38% 38.18%

萬華區 48.46% 49.68% 40.12% 46.45% 49.70% 46.88% 46.49%

大安區 35.99% 40.31% 31.08% 34.24% 37.48% 35.82% 35.78%

文山區 34.03% 36.39% 26.75% 30.64% 34.29% 32.42% 32.02%

備註：四屆平均得票率係指扣除第 1 屆市長選舉之平均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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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至 5 屆泛藍政黨臺北市長候選人各行政區得票率變化 

 1994 第 1 屆 1998 第 2 屆 
2002 

第 3 屆 
2006 第 4 屆 

2012 

第 5 屆
平均得

票率 
候選人 黃大洲 趙少康 合計 馬英九 王建煊 合計 馬英九 郝龍斌 宋楚瑜 合計 郝龍斌

臺北市 25.89% 30.17% 56.06% 51.13% 2.97% 54.10% 64.11% 53.81% 4.14% 57.95% 55.64% 57.57% 

北投區 28.07% 23.47% 51.54% 48.17% 2.43% 50.60% 60.63% 49.51% 3.83% 53.34% 50.80% 53.38% 

士林區 25.95% 22.82% 48.77% 45.44% 2.37% 47.81% 57.60% 46.78% 3.46% 50.24% 48.55% 50.59% 

內湖區 25.06% 32.80% 57.86% 52.74% 3.34% 56.08% 66.54% 56.35% 4.22% 60.57% 58.23% 59.86% 

南港區 29.39% 26.76% 56.15% 50.84% 2.88% 53.72% 65.74% 54.13% 4.12% 58.25% 54.97% 57.77% 

松山區 23.39% 35.06% 58.45% 51.78% 3.34% 55.12% 65.01% 56.93% 3.91% 60.84% 58.99% 59.68% 

信義區 25.14% 36.46% 61.60% 54.81% 3.38% 58.19% 68.31% 57.87% 4.35% 62.22% 59.49% 61.96% 

中山區 25.98% 24.85% 50.83% 47.36% 2.60% 49.96% 59.83% 49.31% 4.07% 53.38% 52.12% 53.22% 

大同區 26.09% 14.20% 40.29% 39.27% 1.73% 41.00% 51.35% 39.19% 3.45% 42.64% 41.89% 43.43% 

中正區 26.97% 33.61% 60.58% 54.11% 3.29% 57.40% 66.94% 57.45% 4.51% 61.96% 59.18% 61.21% 

萬華區 27.98% 23.25% 51.23% 48.01% 2.31% 50.32% 59.88% 47.94% 4.44% 52.38% 49.74% 52.71% 

大安區 23.81% 40.00% 63.81% 56.07% 3.63% 59.70% 68.92% 60.06% 4.50% 64.56% 62.01% 63.80% 

文山區 25.40% 40.27% 65.67% 59.89% 3.72% 63.61% 73.25% 63.45% 4.70% 68.15% 65.09% 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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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至 5 屆國民黨臺北市長候選人各行政區得票率及排序表 

 
1994 

第 1 屆 

1998 

第 2 屆 

2002 

第 3 屆 

2006 

第 4 屆 

2010 

第 5 屆 五屆平均

得票率 

五屆平均 

得票率排序

四屆平均

得票率 

四屆平均 

得票率排序 候選人 黃大洲 馬英九 馬英九 郝龍斌 郝龍斌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北投區 28.07% 2 48.17% 8 60.63% 8 49.51% 8 50.80% 9 47.44% 8 52.28% 8 

士林區 25.95% 7 45.44% 11 57.60% 11 46.78% 11 48.55% 11 44.86% 11 49.59% 11 

內湖區 25.06% 10 52.74% 5 66.54% 5 56.35% 6 58.23% 6 51.78% 5 58.47% 5 

南港區 29.39% 1 50.84% 7 65.74% 6 54.13% 7 54.97% 7 51.01% 7 56.42% 7 

松山區 23.39% 12 51.78% 6 65.01% 7 56.93% 5 58.99% 5 51.22% 6 58.18% 6 

信義區 25.14% 9 54.81% 3 68.31% 3 57.87% 3 59.49% 3 53.12% 3 60.12% 3 

中山區 25.98% 6 47.36% 10 59.83% 10 49.31% 9 52.12% 8 46.92% 9 52.16% 9 

大同區 26.09% 5 39.27% 12 51.35% 12 39.19% 12 41.89% 12 39.56% 12 42.93% 12 

中正區 26.97% 4 54.11% 4 66.94% 4 57.45% 4 59.18% 4 52.93% 4 59.42% 4 

萬華區 27.98% 3 48.01% 9 59.88% 9 47.94% 10 49.74% 10 46.71% 10 51.39% 10 

大安區 23.81% 11 56.07% 2 68.92% 2 60.06% 2 62.01% 2 54.17% 2 61.77% 2 

文山區 25.40% 8 59.89% 1 73.25% 1 63.45% 1 65.09% 1 57.42% 1 65.42% 1 

臺北市 25.89% 51.13% 64.11% 53.81% 55.64% 50.12%  56.17%  

備註：四屆平均得票率係指扣除第 1 屆市長選舉之平均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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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至 5 屆國民黨以外泛藍政黨臺北市長候選人各行政區得票率及排序表 

 
1994 第 1 屆 

趙少康 

1998 第 2 屆 

王建煊 

2002 

第 3 屆

2006 第 4 屆 

宋楚瑜 

2012 

第 5 屆
平均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無 

得票率 排序

無 

得票率 排序

臺北市 30.17%  2.97%  4.14%  12.43%  

北投區 23.47% 9 2.43% 9 3.83% 10 9.91% 10 

士林區 22.82% 11 2.37% 10 3.46% 11 9.55% 11 

內湖區 32.80% 6 3.34% 4 4.22% 6 13.45% 6 

南港區 26.76% 7 2.88% 7 4.12% 7 11.25% 7 

松山區 35.06% 4 3.34% 4 3.91% 9 14.10% 4 

信義區 36.46% 3 3.38% 3 4.35% 5 14.73% 3 

中山區 24.85% 8 2.60% 8 4.07% 8 10.51% 8 

大同區 14.20% 12 1.73% 12 3.45% 12 6.46% 12 

中正區 33.61% 5 3.29% 6 4.51% 2 13.80% 5 

萬華區 23.25% 10 2.31% 11 4.44% 4 10.00% 9 

大安區 40.00% 2 3.63% 5 4.50% 3 16.04% 2 

文山區 40.27% 1 3.72% 1 4.70% 1 16.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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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至 5 屆泛藍政黨臺北市長候選人各行政區得票率及排序表 

 1994 第 1 屆 1998 第 2 屆 
2002 

第 3 屆 
2006 第 4 屆 

2012 

第 5 屆 
平均 

候選人 黃大洲 趙少康 合計 排序 馬英九 王建煊 合計 排序 馬英九 排序 郝龍斌 宋楚瑜 合計 排序 郝龍斌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臺北市 25.89% 30.17% 56.06%  51.13% 2.97% 54.10%  64.11%  53.81% 4.14% 57.95%  55.64%  57.57%  

北投區 28.07% 23.47% 51.54% 8 48.17% 2.43% 50.60% 8 60.63% 8 49.51% 3.83% 53.34% 9 50.80% 9 53.38% 8 

士林區 25.95% 22.82% 48.77% 11 45.44% 2.37% 47.81% 11 57.60% 11 46.78% 3.46% 50.24% 11 48.55% 11 50.59% 11 

內湖區 25.06% 32.80% 57.86% 6 52.74% 3.34% 56.08% 5 66.54% 5 56.35% 4.22% 60.57% 6 58.23% 6 59.86% 5 

南港區 29.39% 26.76% 56.15% 7 50.84% 2.88% 53.72% 7 65.74% 6 54.13% 4.12% 58.25% 7 54.97% 7 57.77% 7 

松山區 23.39% 35.06% 58.45% 5 51.78% 3.34% 55.12% 6 65.01% 7 56.93% 3.91% 60.84% 5 58.99% 5 59.68% 6 

信義區 25.14% 36.46% 61.60% 3 54.81% 3.38% 58.19% 3 68.31% 3 57.87% 4.35% 62.22% 3 59.49% 3 61.96% 3 

中山區 25.98% 24.85% 50.83% 10 47.36% 2.60% 49.96% 10 59.83% 10 49.31% 4.07% 53.38% 8 52.12% 8 53.22% 9 

大同區 26.09% 14.20% 40.29% 12 39.27% 1.73% 41.00% 12 51.35% 12 39.19% 3.45% 42.64% 12 41.89% 12 43.43% 12 

中正區 26.97% 33.61% 60.58% 4 54.11% 3.29% 57.40% 4 66.94% 4 57.45% 4.51% 61.96% 4 59.18% 4 61.21% 4 

萬華區 27.98% 23.25% 51.23% 9 48.01% 2.31% 50.32% 9 59.88% 9 47.94% 4.44% 52.38% 10 49.74% 10 52.71% 10 

大安區 23.81% 40.00% 63.81% 2 56.07% 3.63% 59.70% 2 68.92% 2 60.06% 4.50% 64.56% 2 62.01% 2 63.80% 2 

文山區 25.40% 40.27% 65.67% 1 59.89% 3.72% 63.61% 1 73.25% 1 63.45% 4.70% 68.15% 1 65.09% 1 67.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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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至 5 屆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各行政區得票率及排序表 

 
1994 

第 1 屆 

1998 

第 2 屆 

2002 

第 3 屆 

2006 

第 4 屆 

2012 

第 5 屆 五屆平均 四屆平均 

候選人 陳水扁 陳水扁 李應元 謝長廷 蘇貞昌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北投區 48.02% 5 49.39% 5 39.37% 5 45.41% 5 48.65% 4 46.17% 5 45.71% 5 

士林區 50.95% 2 52.19% 2 42.40% 2 48.60% 2 50.93% 2 49.01% 2 48.53% 2 

內湖區 41.86% 7 43.92% 8 33.46% 8 38.37% 7 41.24% 7 39.77% 8 39.25% 8 

南港區 43.50% 6 46.29% 6 34.26% 7 40.51% 6 44.39% 6 41.79% 6 41.36% 6 

松山區 41.32% 8 44.88% 7 34.99% 6 38.13% 8 40.49% 8 39.96% 7 39.62% 7 

信義區 38.11% 10 41.81% 10 31.69% 10 36.62% 10 39.90% 10 37.63% 10 37.51% 10 

中山區 48.96% 3 50.04% 3 40.17% 3 45.50% 4 47.40% 5 46.41% 4 45.78% 4 

大同區 59.46% 1 59.00% 1 48.65% 1 56.27% 1 57.62% 1 56.20% 1 55.39% 1 

中正區 39.18% 9 42.60% 9 33.06% 9 36.86% 9 40.20% 9 38.38% 9 38.18% 9 

萬華區 48.46% 4 49.68% 4 40.12% 4 46.45% 3 49.70% 3 46.88% 3 46.49% 3 

大安區 35.99% 11 40.31% 11 31.08% 11 34.24% 11 37.48% 11 35.82% 11 35.78% 11 

文山區 34.03% 12 36.39% 12 26.75% 12 30.64% 12 34.29% 12 32.42% 12 32.02% 12 

臺北市 43.67% 45.91% 35.89% 40.89% 43.81% 42.03% 41.63% 

備註：四屆平均得票率係指扣除第 1 屆市長選舉之平均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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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至 12 任總統選舉投票日期 

總統選舉 投票日期 

第 9 任總統選舉 1996 年 3 月 23 日 

第 10 任總統選舉 2000 年 3 月 18 日 

第 11 任總統選舉 2004 年 3 月 20 日 

第 12 任總統選舉 2008 年 3 月 22 日 

第 13 任總統選舉 2012 年 1 月 14 日 

 

第 9 至 13 任總統候選人藍綠屬性表 

 藍+泛藍 綠 其他 

1996 年第 9 任 

李登輝、連戰 

陳履安、王清峰(連署)

林洋港、郝柏村(連署)

彭明敏、謝長廷  

2000 年第 10 任 

連戰、蕭萬長 

宋楚瑜、張昭雄(連署)

李敖、馮滬祥(新黨) 

陳水扁、呂秀蓮 許信良、朱惠良

2004 年第 11 任 連戰、宋楚瑜 陳水扁、呂秀蓮  

2008 年第 12 任 馬英九、蕭萬長 謝長廷、蘇貞昌  

2012 年第 13 任 
馬英九、吳敦義 

宋楚瑜、林瑞雄(連署)
蔡英文、蘇嘉全  

 

第 9 至 13 任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臺北市得票率 

  
1996 年 

第 9 任 

2000 年

第 10 任 

2004 年

第 11 任

2008 年

第 12 任

2012 年

第 13 任
五任平均

得票率 

四任平均

得票率
總統候選人 李登輝 連戰 連戰 馬英九 馬英九

臺北市 38.90% 21.90% 56.53% 63.03% 57.87% 47.65% 54.08% 

備註：四屆平均得票率係指扣除第 10 任（2000 年）總統選舉之平均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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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至 13 任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臺北市與全國得票率之比較 

  
1996 年

第 9 任

2000 年

第 10 任 

2004 年

第 11 任

2008 年

第 12 任

2012 年

第 13 任
五任平均

得票率 

四任平均

得票率 
候選人 李登輝 連戰 連戰 馬英九 馬英九 

臺北市 38.90% 21.90% 56.53% 63.03% 57.87% 47.65% 54.08% 

全國 54% 23.1% 49.89% 58.44% 51.60% 47.41% 53.48% 

差距 -15.10% -1.20% 6.64% 4.59% 6.27% 0.24% 0.60% 

備註： 

1、四屆平均得票率係指扣除第 10 任（2000 年）總統選舉之平均得票率。 

2、差距係以台北市得票率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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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至 13 任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臺北市各行政區得票率 

 1996 

第 9 任 
2000 

第 10 任 
2004 

第 11 任 
2008 

第 12 任 
2012 

第 13 任 五任平均 四任平均 
候選人 李登輝 連戰 連戰 馬英九 馬英九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北投區 44.75% 2 23.52% 2 51.62% 10 58.67% 9 53.62% 9 46.44% 8 52.17% 8 

士林區 41.89% 5 23.11% 4 49.15% 11 56.07% 11 51.18% 11 44.28% 11 49.57% 11 

內湖區 37.89% 7 20.22% 11 58.71% 5 65.59% 5 60.35% 6 48.55% 6 55.64% 5 

南港區 44.63% 3 22.63% 5 56.16% 7 62.91% 7 57.82% 7 48.83% 5 55.38% 6 

松山區 34.85% 11 21.11% 9 58.67% 6 65.46% 6 60.60% 5 48.14% 7 54.90% 7 

信義區 36.68% 8 20.84% 10 60.82% 3 66.63% 3 61.03% 3 49.20% 4 56.29% 3 

中山區 39.62% 6 23.17% 3 52.42% 8 59.28% 8 54.62% 8 45.82% 9 51.49% 9 

大同區 45.26% 1 24.79% 1 42.47% 12 49.32% 12 45.11% 12 41.39% 12 45.54% 12 

中正區 36.46% 9 22.48% 6 60.32% 4 66.26% 4 60.74% 4 49.25% 3 55.95% 4 

萬華區 42.17% 4 22.13% 7 51.81% 9 58.15% 10 52.70% 10 45.39% 10 51.21% 10 

大安區 32.64% 12 21.30% 8 63.16% 2 68.58% 2 63.30% 2 49.80% 2 56.92% 2 

文山區 35.88% 10 19.35% 12 66.29% 1 72.24% 1 66.72% 1 52.10% 1 60.28% 1 

全國 54% 23.1% 49.8 9% 58.44% 51.60% 47.41% 53.48% 
臺北市 38.90% 21.90% 56.53% 63.03% 57.87% 47.65% 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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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至 13 任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臺北市得票率 

  
1996 年 

第 9 任 

2000 年第

10 任 

2004 年第

11 任 

2008 年 

第 12 任

2012 年 

第 13 任 
五任平均

得票率 
總統候選人 彭明敏 陳水扁 陳水扁 謝長廷 蔡英文 

臺北市 24.34% 37.64% 43.47% 36.96% 39.54% 36.39% 

 

第 9 至 13 任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臺北市與全國得票率之比較 

  
1996 年 

第 9 任 

2000 年第

10 任 

2004 年第

11 任 

2008 年 

第 12 任 

2012 年 

第 13 任 
五任平均

得票率 
候選人 彭明敏 陳水扁 陳水扁 謝長廷 蔡英文 

臺北市 24.34% 37.64% 43.47% 36.96% 39.54% 36.39% 

全國 21.13% 39.3% 50.11% 41.55% 45.63% 39.54% 

差距 3.21% -1.66% -6.64% -4.59% -6.09% -3.15% 

備註：差距係以台北市得票率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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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至 13 任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臺北市各行政區得票率 

 1996 

第 9 任 
2000 

第 10 任 
2004 

第 11 任 
2008 

第 12 任 
2012 

第 13 任 五任平均 四任平均 
候選人 彭明敏 陳水扁 陳水扁 謝長廷 蔡英文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北投區 24.92% 5 41.15% 5 48.38% 3 41.32% 4 43.96% 4 39.95% 5 39.65% 5 

士林區 28.56% 2 43.82% 2 50.85% 2 43.92% 2 46.43% 2 42.72% 2 42.44% 2 

內湖區 22.33% 8 35.96% 8 41.29% 8 34.40% 8 37.00% 7 34.20% 8 33.76% 8 

南港區 21.96% 9 37.38% 6 43.84% 6 37.08% 6 39.51% 6 35.95% 6 35.60% 6 

松山區 24.10% 6 36.35% 7 41.33% 7 34.53% 7 36.85% 8 34.63% 7 34.20% 7 

信義區 20.88% 11 33.84% 10 39.18% 10 33.36% 10 36.33% 10 32.72% 10 32.44% 10 

中山區 28.50% 3 41.29% 3 47.58% 5 40.71% 5 42.63% 5 40.14% 4 39.86% 4 

大同區 34.29% 1 49.51% 1 57.53% 1 50.67% 1 52.39% 1 48.88% 1 48.72% 1 

中正區 23.27% 7 34.35% 9 39.68% 9 33.73% 9 36.55% 9 33.52% 9 33.31% 9 

萬華區 27.72% 4 41.27% 4 48.19% 4 41.84% 3 44.64% 3 40.73% 3 40.60% 3 

大安區 21.04% 10 32.15% 11 36.84% 11 31.41% 11 34.10% 11 31.11% 11 30.85% 11 

文山區 17.51% 12 29.76% 12 33.71% 12 27.75% 12 30.61% 12 27.87% 12 27.40% 12 

全國 21.13% 39.3% 50.11% 41.55% 45.63% 39.54% 39.61% 

臺北市 24.34% 37.64% 43.47% 36.96% 39.54% 36.39% 36.08% 

備註：四任平均係指扣除第 10 任（2000 年）總統大選後之平均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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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至 13 任泛藍總統候選人臺北市得票率 

  
1996 年 

第 9 任 

2000 年 

第 10 任

2004 年 

第 11 任

2008 年 

第 12 任 

2012 年 

第 13 任 

五任平均

得票率 

臺北市 75.66% 61.81% 56.53% 63.03% 60.45% 63.50% 

各候選人 

得票率 

李登輝 

38.90% 

陳履安 

11.89% 

林洋港

24.87% 

連戰 

21.90% 

宋楚瑜 

39.79% 

李敖 

0.12% 

連戰 

56.53% 

馬英九

63.03% 

馬英九 

57.87% 

宋楚瑜 

2.58% 

 

 

第 9 至 13 任泛藍總統候選人臺北市與全國得票率之比較 

  
1996 年 

第 9 任 

2000 年第

10 任 

2004 年第

11 任 

2008 年 

第 12 任 

2012 年 

第 13 任 

五任平均得

票率 

臺北市 75.66% 61.81% 56.53% 63.03% 60.45% 63.50% 

全國 78.88% 60.07% 49.89% 58.44% 54.36% 60.33% 

差距 -3.22% 1.74% 6.64% 4.59% 6.09% 3.17% 

各候選人 

全國得票率 

李登輝 

54% 

陳履安 

9.98% 

林洋港

14.90% 

連戰 

23.1% 

宋楚瑜 

36.84% 

連戰 

49.89% 

馬英九

58.44% 

馬英九 

51.60% 

宋楚瑜 

2.76% 

 

備註：差距係以台北市得票率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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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至 13 任泛藍總統候選人臺北市各行政區得票率 

 
1996 

第 9 任 

2000 

第 10 任 

2004 

第 11 任 

2008 

第 12 任 

2012 

第 13 任 
五任平均得票率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北投區 75.08% 8 58.32% 8 51.62% 10 58.67% 9 56.02% 9 59.94% 8 

士林區 71.44% 11 55.66% 11 49.15% 11 56.07% 11 53.55% 11 57.17% 11 

內湖區 77.67% 5 63.53% 5 58.71% 5 65.59% 5 62.99% 6 65.70% 5 

南港區 78.04% 4 62.09% 7 56.16% 7 62.91% 7 60.47% 7 63.93% 7 

松山區 75.89% 7 63.08% 6 58.67% 6 65.46% 6 63.14% 5 65.25% 6 

信義區 79.12% 2 65.55% 3 60.82% 3 66.63% 3 63.66% 3 67.16% 3 

中山區 71.50% 10 58.19% 10 52.42% 8 59.28% 8 57.35% 8 59.75% 9 

大同區 65.71% 12 50.08% 12 42.47% 12 49.32% 12 47.60% 12 51.04% 12 

中正區 76.72% 6 65.01% 4 60.32% 4 66.26% 4 63.43% 4 66.35% 4 

萬華區 72.29% 9 58.27% 9 51.81% 9 58.15% 10 55.34% 10 59.17% 10 

大安區 78.96% 3 67.20% 2 63.16% 2 68.58% 2 65.88% 2 68.76% 2 

文山區 82.49% 1 69.64% 1 66.29% 1 72.24% 1 69.38% 1 72.01% 1 

全國 78.88% 60.07% 49.89% 58.44% 54.36% 60.33% 

臺北市 75.66% 61.81% 56.53% 63.03% 60.45% 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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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至 13 任泛藍總統候選人臺北市各行政區得票率 

 

1996 年第 9 任 2000 年第 10 任 2004 年

第 11 任

連戰 

2008 年

第 12 任

馬英九

2012 年第 13 任 
五任 

平均 李登輝 陳履安 林洋港 合計 連戰 宋楚瑜 李敖 合計 馬英九 宋楚瑜 合計 

全國 54% 9.98% 14.90% 78.88% 23.1% 36.84% 0.13% 60.07% 49.89% 58.44% 51.60% 2.76% 54.36% 60.33% 

臺北市 38.90% 11.89% 24.87% 75.66% 21.90% 39.79% 0.12% 61.81% 56.53% 63.03% 57.87% 2.58% 60.45% 63.50% 

北投區 44.75% 11.30% 19.03% 75.08% 23.52% 34.68% 0.12% 58.32% 51.62% 58.67% 53.62% 2.40% 56.02% 59.94% 

士林區 41.89% 10.95% 18.60% 71.44% 23.11% 32.44% 0.11% 55.66% 49.15% 56.07% 51.18% 2.37% 53.55% 57.17% 

內湖區 37.89% 12.66% 27.12% 77.67% 20.22% 43.20% 0.11% 63.53% 58.71% 65.59% 60.35% 2.64% 62.99% 65.70% 

南港區 44.63% 11.69% 21.72% 78.04% 22.63% 39.35% 0.11% 62.09% 56.16% 62.91% 57.82% 2.65% 60.47% 63.93% 

松山區 34.85% 12.37% 28.67% 75.89% 21.11% 41.85% 0.12% 63.08% 58.67% 65.46% 60.60% 2.54% 63.14% 65.25% 

信義區 36.68% 12.20% 30.24% 79.12% 20.84% 44.59% 0.12% 65.55% 60.82% 66.63% 61.03% 2.63% 63.66% 67.16% 

中山區 39.62% 11.44% 20.44% 71.50% 23.17% 34.93% 0.09% 58.19% 52.42% 59.28% 54.62% 2.73% 57.35% 59.75% 

大同區 45.26% 9.83% 10.62% 65.71% 24.79% 25.19% 0.10% 50.08% 42.47% 49.32% 45.11% 2.49% 47.60% 51.04% 

中正區 36.46% 12.28% 27.98% 76.72% 22.48% 42.39% 0.14% 65.01% 60.32% 66.26% 60.74% 2.69% 63.43% 66.35% 

萬華區 42.17% 10.70% 19.42% 72.29% 22.13% 36.02% 0.12% 58.27% 51.81% 58.15% 52.70% 2.64% 55.34% 59.17% 

大安區 32.64% 13.40% 32.92% 78.96% 21.30% 45.77% 0.13% 67.20% 63.16% 68.58% 63.30% 2.58% 65.88% 68.76% 

文山區 35.88% 12.73% 33.88% 82.49% 19.35% 50.17% 0.12% 69.64% 66.29% 72.24% 66.72% 2.66% 69.38% 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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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至 13 任泛藍總統候選人臺北市各行政區得票率 

 1996 年第 9 任 2000 年第 10 任 2004 年第 11 任 2008 年第 12 任 2012 年第 13 任 五任平均 

 李登輝 陳履安 林洋港 合計 排序 連戰 宋楚瑜 李敖 合計 排序 連戰 排序 馬英九 排序 馬英九 宋楚瑜 合計 排序 得票率 排序

北投區 44.75% 11.30% 19.03% 75.08% 8 23.52% 34.68% 0.12% 58.32% 8 51.62% 10 58.67% 9 53.62% 2.40% 56.02% 9 59.94% 8 

士林區 41.89% 10.95% 18.60% 71.44% 11 23.11% 32.44% 0.11% 55.66% 11 49.15% 11 56.07% 11 51.18% 2.37% 53.55% 11 57.17% 11 

內湖區 37.89% 12.66% 27.12% 77.67% 5 20.22% 43.20% 0.11% 63.53% 5 58.71% 5 65.59% 5 60.35% 2.64% 62.99% 6 65.70% 5 

南港區 44.63% 11.69% 21.72% 78.04% 4 22.63% 39.35% 0.11% 62.09% 7 56.16% 7 62.91% 7 57.82% 2.65% 60.47% 7 63.93% 7 

松山區 34.85% 12.37% 28.67% 75.89% 7 21.11% 41.85% 0.12% 63.08% 6 58.67% 6 65.46% 6 60.60% 2.54% 63.14% 5 65.25% 6 

信義區 36.68% 12.20% 30.24% 79.12% 2 20.84% 44.59% 0.12% 65.55% 3 60.82% 3 66.63% 3 61.03% 2.63% 63.66% 3 67.16% 3 

中山區 39.62% 11.44% 20.44% 71.50% 10 23.17% 34.93% 0.09% 58.19% 10 52.42% 8 59.28% 8 54.62% 2.73% 57.35% 8 59.75% 9 

大同區 45.26% 9.83% 10.62% 65.71% 12 24.79% 25.19% 0.10% 50.08% 12 42.47% 12 49.32% 12 45.11% 2.49% 47.60% 12 51.04% 12 

中正區 36.46% 12.28% 27.98% 76.72% 6 22.48% 42.39% 0.14% 65.01% 4 60.32% 4 66.26% 4 60.74% 2.69% 63.43% 4 66.35% 4 

萬華區 42.17% 10.70% 19.42% 72.29% 9 22.13% 36.02% 0.12% 58.27% 9 51.81% 9 58.15% 10 52.70% 2.64% 55.34% 10 59.17% 10 

大安區 32.64% 13.40% 32.92% 78.96% 3 21.30% 45.77% 0.13% 67.20% 2 63.16% 2 68.58% 2 63.30% 2.58% 65.88% 2 68.76% 2 

文山區 35.88% 12.73% 33.88% 82.49% 1 19.35% 50.17% 0.12% 69.64% 1 66.29% 1 72.24% 1 66.72% 2.66% 69.38% 1 72.01% 1 

全國 54% 9.98% 14.90% 78.88% 23.1% 36.84% 0.13% 60.07% 49.89% 58.44% 51.60% 2.76% 54.36% 60.33% 

臺北市 38.90% 11.89% 24.87% 75.66% 21.90% 39.79% 0.12% 61.81% 56.53% 63.03% 57.87% 2.58% 60.45% 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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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 3 屆國大代表選舉各政黨提名及當選情形 

 

政黨 內容 總計 

第一選區 

中山、大同 

士林、北投 

第二選區 

松山、信義 

南港、內湖 

第三選區 

大安、中正 

萬華、文山 

國民黨 

提名人數 11 4 4 3 

當選人數 9 3 4 2 

當選率 81.82% 75.00% 100.00% 66.67% 

民進黨 

提名人數 14 5 5 4 

當選人數 9 4 1 4 

當選率 64.29% 80.00% 20.00% 100.00% 

新黨 

提名人數 10 3 3 4 

當選人數 9 2 3 4 

當選率 90.00% 66.67% 100.00% 100.00% 

其他政黨 

提名人數 6 2 2 2 

當選人數 0 0 0 0 

當選率 0% 0% 0% 0% 

無黨籍 

登記人數 8 3 2 3 

當選人數 0 0 0 0 

當選率 0% 0% 0% 0% 

備註：其他政黨係指，第一選區：先進黨、綠色本土清新黨；第二選區勞動黨、

綠色本土清新黨；第三選區勞動黨、綠色本土清新黨。 

 

 



 

 28

臺北市第 3 屆國大代表選舉各政黨得票數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其他政黨 無黨籍 

臺北市 432462 467846 375787 28542 26102 

北投區 44244 51076 26745 1407 1373 

士林區 49024 68038 31937 1764 1627 

內湖區 37176 35029 33573 2527 3215 

南港區 22164 18105 12903 1406 2278 

松山區 28298 36882 33937 2420 2879 

信義區 37707 40894 41505 2735 3445 

中山區 35750 46004 24782 1553 1281 

大同區 23759 35948 8421 1061 809 

中正區 26780 25178 28467 2604 1566 

萬華區 42174 39701 24978 3346 1441 

大安區 46401 43748 62881 4678 3903 

文山區 38985 27243 45658 3041 2285 

 

臺北市第 3 屆國大代表選舉各政黨得票率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其他政黨 無黨籍 

臺北市 32.50% 35.16% 28.24% 2.14% 1.96% 

北投區 35.44% 40.92% 21.43% 1.12% 1.10% 

士林區 32.17% 44.64% 20.96% 1.15% 1.07% 

內湖區 33.34% 31.41% 30.10% 2.26% 2.89% 

南港區 38.98% 31.85% 22.69% 2.47% 4.01% 

松山區 27.10% 35.32% 32.50% 2.32% 2.75% 

信義區 29.86% 32.38% 32.86% 2.17% 2.73% 

中山區 32.69% 42.06% 22.66% 1.42% 1.18% 

大同區 33.94% 51.36% 12.03% 1.52% 1.16% 

中正區 31.65% 29.77% 33.66% 3.08% 1.85% 

萬華區 37.77% 35.56% 22.38% 3.00% 1.30% 

大安區 28.71% 27.08% 38.91% 2.90% 2.42% 

文山區 33.26% 23.24% 38.96% 2.59%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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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996 年總統選舉與國大代選舉得票數比較 

政黨 國民黨 民進黨 

內容 總統 國大 差距 差距率 總統 國大 差距 差距率

臺北市 541721 432462 109259 20.17% 338895 467846 -128951 -38.05%

北投區 58400 44244 14156 24.24% 32529 51076 -18547 -57.02%

士林區 66450 49024 17426 26.22% 45302 68038 -22736 -50.19%

內湖區 44454 37176 7278 16.37% 26202 35029 -8827 -33.69%

南港區 26615 22164 4451 16.72% 13093 18105 -5012 -38.28%

松山區 38135 28298 9837 25.80% 26374 36882 -10508 -39.84%

信義區 48346 37707 10639 22.01% 27529 40894 -13365 -48.55%

中山區 45695 35750 9945 21.76% 32870 46004 -13134 -39.96%

大同區 33107 23759 9348 28.24% 25081 35948 -10867 -43.33%

中正區 32205 26780 5425 16.85% 20558 25178 -4620 -22.47%

萬華區 49078 42174 6904 14.07% 32258 39701 -7443 -23.07%

大安區 55325 46401 8924 16.13% 35676 43748 -8072 -22.63%

文山區 43911 38985 4926 11.22% 21423 27243 -5820 -27.17%

備註：差距及差距率係以總統得票數為基準；差距=總統選舉得票數-國大選舉得票

數；差距率=（差距/總統選舉得票數）％ 

臺北市 1996 年總統選舉與國大代選舉得票率比較 

政黨 國民黨 民進黨 

內容 總統 國大代表 差距 總統 國大代表 差距 

臺北市 38.90% 32.50% 6.40% 24.34% 35.16% -10.82% 

北投區 44.75% 35.44% 9.31% 24.92% 40.92% -16.00% 

士林區 41.89% 32.17% 9.72% 28.56% 44.64% -16.08% 

內湖區 37.89% 33.34% 4.55% 22.33% 31.41% -9.08% 

南港區 44.63% 38.98% 5.65% 21.96% 31.85% -9.89% 

松山區 34.85% 27.10% 7.75% 24.10% 35.32% -11.22% 

信義區 36.68% 29.86% 6.82% 20.88% 32.38% -11.50% 

中山區 39.62% 32.69% 6.93% 28.50% 42.06% -13.56% 

大同區 45.26% 33.94% 11.32% 34.29% 51.36% -17.07% 

中正區 36.46% 31.65% 4.81% 23.27% 29.77% -6.50% 

萬華區 42.17% 37.77% 4.40% 27.72% 35.56% -7.84% 

大安區 32.64% 28.71% 3.93% 21.04% 27.08% -6.04% 

文山區 35.88% 33.26% 2.62% 17.51% 23.24% -5.73% 

備註：差距=總統選舉得票率-國大代表選舉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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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臺北市第 4 屆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提名及當選情形 

 

政黨 內容 總計 

第一選區 

士林、北投 

內湖、南港 

松山、信義 

第二選區 

中山、大同 

中正、萬華 

大安、文山 

國民黨 

提名人數 8 4 4 

當選人數 7 3 4 

當選率 87.50% 75.00% 100% 

民進黨 

提名人數 9 5 4 

當選人數 8 5 3 

當選率 88.89% 100% 75.00% 

新黨 

提名人數 6 3 3 

當選人數 4 1 3 

當選率 66.67% 33.33% 100% 

其他政黨 

提名人數 7 3 4 

當選人數 0 0 0 

當選率 0% 0% 0% 

無黨籍 

登記人數 17 3 14 

當選人數 1 1 0 

當選率 5.88% 33.33% 0% 

備註：其他政黨係指，第一選區：全國民主非政黨聯盟、建國黨、新國家連線；

第二選區民主聯盟、建國黨、國家民主黨、綠色本土清新黨。 

 



 

 31

臺北市第 4 屆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得票數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其他政黨 無黨籍 

臺北市 516456 536705 255746 60268 109191 

北投區 44035 54157 18894 6625 16054 

士林區 48938 69892 24106 9134 16321 

內湖區 43290 46497 28327 5207 8045 

南港區 22040 23751 10011 2775 4315 

松山區 34407 43325 26430 5155 5700 

信義區 45803 47944 31692 5189 8083 

中山區 44572 48046 14630 5107 8378 

大同區 26977 35709 4792 3638 5317 

中正區 36291 29284 16006 3223 6179 

萬華區 50444 45358 12785 4499 8597 

大安區 63263 55714 38640 5704 12576 

文山區 56396 37028 29433 4012 9626 

 

 

臺北市第 4 屆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得票率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其他政黨 無黨籍 

臺北市 34.93% 36.30% 17.30% 4.08% 7.39% 

北投區 31.50% 38.75% 13.51% 4.74% 11.49% 

士林區 29.06% 41.51% 14.31% 5.43% 9.69% 

內湖區 32.96% 35.41% 21.57% 3.97% 6.13% 

南港區 35.04% 37.76% 15.92% 4.42% 6.86% 

松山區 29.91% 37.67% 22.98% 4.48% 4.95% 

信義區 33.03% 34.57% 22.86% 3.74% 5.83% 

中山區 36.92% 39.80% 12.11% 4.22% 6.94% 

大同區 35.30% 46.72% 6.27% 4.76% 6.96% 

中正區 39.89% 32.18% 17.59% 3.54% 6.80% 

萬華區 41.46% 37.27% 10.51% 3.69% 7.06% 

大安區 35.98% 31.67% 21.97% 3.24% 7.12% 

文山區 41.31% 27.13% 21.56% 2.95%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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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998 年市長選舉與立法委員選舉得票數比較 

政黨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內容 市長 立委 差距 差距率 市長 立委 差距 差距率 市長 立委 差距 差距率 

臺北市 766377 516456 249921 32.61% 688072 536705 151367 22.00% 44452 255746 -211294 -475.33% 

北投區 68162 44035 24127 35.40% 69887 54157 15730 22.51% 3442 18894 -15452 -448.93% 

士林區 77499 48938 28561 36.85% 89017 69892 19125 21.48% 4039 24106 -20067 -496.83% 

內湖區 70336 43290 27046 38.45% 58580 46497 12083 20.63% 4457 28327 -23870 -535.56% 

南港區 32651 22040 10611 32.50% 29728 23751 5977 20.11% 1847 10011 -8164 -442.01% 

松山區 60243 34407 25836 42.89% 52219 43325 8894 17.03% 3889 26430 -22541 -579.61% 

信義區 77136 45803 31333 40.62% 58844 47944 10900 18.52% 4756 31692 -26936 -566.36% 

中山區 58026 44572 13454 23.19% 61309 48046 13263 21.63% 3181 14630 -11449 -359.92% 

大同區 30476 26977 3499 11.48% 45789 35709 10080 22.01% 1344 4792 -3448 -256.55% 

中正區 49864 36291 13573 27.22% 39251 29284 9967 25.39% 3034 16006 -12972 -427.55% 

萬華區 59224 50444 8780 14.83% 61288 45358 15930 25.99% 2855 12785 -9930 -347.81% 

大安區 99843 63263 36580 36.64% 71774 55714 16060 22.38% 6458 38640 -32182 -498.33% 

文山區 82917 56396 26521 31.98% 50386 37028 13358 26.51% 5150 29433 -24283 -471.51% 

備註：差距及差距率係以市長得票數為基準；差距=市長選舉得票數-立委選舉得票數；差距率=（差距/市長選舉得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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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998 年市長選舉與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比較 

政黨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內容 市長 立法委員 差距 市長 立法委員 差距 市長 立法委員 差距 

臺北市 51.13% 34.93% 16.20% 45.91% 36.30% 9.61% 2.97% 17.30% -14.33% 

北投區 48.17% 31.50% 16.67% 49.39% 38.75% 10.64% 2.43% 13.51% -11.08% 

士林區 45.44% 29.06% 16.38% 52.19% 41.51% 10.68% 2.37% 14.31% -11.94% 

內湖區 52.74% 32.96% 19.78% 43.92% 35.41% 8.51% 3.34% 21.57% -18.23% 

南港區 50.84% 35.04% 15.80% 46.29% 37.76% 8.53% 2.88% 15.92% -13.04% 

松山區 51.78% 29.91% 21.87% 44.88% 37.67% 7.21% 3.34% 22.98% -19.64% 

信義區 54.81% 33.03% 21.78% 41.81% 34.57% 7.24% 3.38% 22.86% -19.48% 

中山區 47.36% 36.92% 10.44% 50.04% 39.80% 10.24% 2.60% 12.11% -9.51% 

大同區 39.27% 35.30% 3.97% 59% 46.72% 12.28% 1.73% 6.27% -4.54% 

中正區 54.11% 39.89% 14.22% 42.60% 32.18% 10.42% 3.29% 17.59% -14.30% 

萬華區 48.01% 41.46% 6.55% 49.68% 37.27% 12.41% 2.31% 10.51% -8.20% 

大安區 56.07% 35.98% 20.09% 40.31% 31.67% 8.64% 3.63% 21.97% -18.34% 

文山區 59.89% 41.31% 18.58% 36.39% 27.13% 9.26% 3.72% 21.56% -17.84% 

備註：差距=市長選舉得票率-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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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市長、總統選舉臺北市得票表 

 

 1994 年第 1 屆 

臺北市長選舉 

1998 第 2 屆 

臺北市長選舉 

2000 年第 10 任

總統選舉 

2004 年第 11 任

總統選舉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臺北市 615090 43.67% 688072 45.91% 597465 37.64% 690379 43.47%

北投區 63317 48.02% 69887 49.39% 61347 41.15% 72933 48.38%

士林區 82589 50.95% 89017 52.19% 78126 43.82% 89835 50.85%

內湖區 47894 41.86% 58580 43.92% 52198 35.96% 62821 41.29%

南港區 26603 43.50% 29728 46.29% 25466 37.38% 30013 43.84%

松山區 45468 41.32% 52219 44.88% 44680 36.35% 50791 41.33%

信義區 51587 38.11% 58844 41.81% 50229 33.84% 56566 39.18%

中山區 56640 48.96% 61309 50.04% 53599 41.29% 63273 47.58%

大同區 44559 59.46% 45789 59.00% 40080 49.51% 45327 57.53%

中正區 35350 39.18% 39251 42.60% 33211 34.35% 37262 39.68%

萬華區 57930 48.46% 61288 49.68% 53168 41.27% 60440 48.19%

大安區 61986 35.99% 71774 40.31% 60570 32.15% 69038 36.84%

文山區 41167 34.03% 50386 36.39% 44791 29.76% 52080 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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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市長、總統選舉臺北市得票表 

 

 
1998 年第 2 屆 

臺北市長選舉 

2002 第 3 屆 

臺北市長選舉 

2008 年第 12 任

總統選舉 

2012 年第 13 任 

總統選舉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臺北市 766377 51.13% 873102 64.11% 1011546 63.03% 928717 57.87% 

北投區 68162 48.17% 78845 60.63% 89102 58.67% 81708 53.62% 

士林區 77499 45.44% 87652 57.60% 99112 56.07% 90454 51.18% 

內湖區 70336 52.74% 85306 66.54% 103929 65.59% 99397 60.35% 

南港區 32651 50.84% 38996 65.74% 44034 62.91% 41141 57.82% 

松山區 60243 51.78% 67464 65.01% 83015 65.46% 76097 60.60% 

信義區 77136 54.81% 85411 68.31% 95552 66.63% 85314 61.03% 

中山區 58026 47.36% 66996 59.83% 79864 59.28% 74867 54.62% 

大同區 30476 39.27% 34733 51.35% 38230 49.32% 35220 45.11% 

中正區 49864 54.11% 53950 66.94% 62472 66.26% 56982 60.74% 

萬華區 59224 48.01% 65395 59.88% 70880 58.15% 63091 52.70% 

大安區 99843 56.07% 110839 68.92% 129870 68.58% 116778 63.30% 

文山區 82917 59.89% 97515 73.25% 115486 72.24% 107668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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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龍斌臺北市長選舉得票表 

 

 
2006 年第 4 屆 

臺北市長選舉 

2010 第 5 屆 

臺北市長選舉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臺北市 692085 53.81% 797865 55.64% 

北投區 61093 49.51% 70665 50.80% 

士林區 67961 46.78% 78487 48.55% 

內湖區 70189 56.35% 84049 58.23% 

南港區 29887 54.13% 35121 54.97% 

松山區 57334 56.93% 65555 58.99% 

信義區 66485 57.87% 74794 59.49% 

中山區 52794 49.31% 62829 52.12% 

大同區 24832 39.19% 29470 41.89% 

中正區 42997 57.45% 49145 59.18% 

萬華區 47822 47.94% 54350 49.74% 

大安區 90382 60.06% 100832 62.01% 

文山區 80309 63.45% 92568 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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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深度訪談訪問對象（暫定） 

一、馬英九（總統及市長候選人） 

二、李登輝（總統候選人） 

三、呂秀蓮（副總統候選人） 

四、黃大洲（市長候選人） 

五、趙少康（市長候選人） 

六、王建煊（市長候選人） 

七、郝龍斌（市長候選人） 

八、李應元（市長候選人） 

九、謝長廷（市長候選人） 

十、蘇貞昌（市長候選人） 

十一、詹春柏（國民黨副主席、曾任臺北市黨部主委） 

十二、潘家森（曾任國民黨臺北市黨部及高雄市黨部主委） 

十三、郁慕明（新黨主席） 

十四、莊瑞雄（民進黨臺北市黨部主委） 

十五、陳文茜（前民進黨黨工、資深媒體人） 

十六、董智森（資深媒體人） 

十七、林新輝（資深媒體人） 

十八、鍾年晃（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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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度訪談題目 

一、您在選舉（輔選）時如何鞏固自身基本盤的選票（深藍／深綠）？ 

（一）總體策略 

（二）文宣廣告策略 

（三）組織動員策略 

（四）其他方法 

二、您在選舉（輔選）時如何開拓非自身基本盤的選票（深藍、淺藍／深綠、淺

綠） 

（一）總體策略 

（二）文宣廣告策略 

（三）組織動員策略 

（四）其他方法 

三、您認為在臺北市的首長選舉中，市長（或總統）候選人是否可以發揮「母雞

帶小雞」的功能以幫助民意代表的選舉？ 

四、您認為在選舉中己方候選人和對方候選人如何操作「母雞帶小雞」效應？ 

五、您認為市長（或總統）選舉中泛藍或泛綠的選民是否會有棄誰保誰的行為？ 

六、您認為在選舉中候選人自我陣營如何操作棄保效應？如何防止敵對陣營操作

棄保效應？ 

七、您認為選民是否會有市長（總統）投Ａ黨，議員（立法委員、國大代表）投

Ｂ黨的分裂投票行為？ 

八、您認為各選舉陣營是否會操作選民分裂投票？如何操作？ 

九、您認為臺北市的選票結構是否藍大於綠？藍綠選票比率約多少？ 

十、您認為臺北市那些行政區是屬於藍大綠小的地區？ 

十一、您認為小黨的民意代表候選人應如何與他黨市長（或總統）候選人搭檔參

選？  

十二、您認為小黨若缺乏市長（或總統）候選人帶領，民意代表在選舉中應如何

努力開拓票源？ 

 

附註：訪問媒體人時，第三至十二題題目相同，第一、二題題目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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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您在採訪選舉中的觀察，您認為候選人如何鞏固自身基本盤的選票（深藍／

深綠）？ 

（一）總體策略 

（二）文宣廣告策略 

（三）組織動員策略 

（四）其他方法 

二、您在採訪選舉中的觀察，您認為候選人如何開拓非自身基本盤的選票（深藍、

淺藍／深綠、淺綠） 

（一）總體策略 

（二）文宣廣告策略 

（三）組織動員策略 

（四）其他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