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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與臺灣地方政治 

任育德* 

壹、前言 

臺灣地方政治的變動呈現了各方政治勢力消長。政治人物所喊出的「地

方包圍中央」，也成為政黨輪替的實踐策略，筆者將就蔣經國（1910-1988）

與臺灣地方政治就選舉的政治意義、任才管道、應變策略盡可能精簡陳述，

並思考可能透過現有公開資料呈現方向與可能進一步探索的方向，構成本

文相關討論核心。同時，透過蔣經國與臺灣地方政治議題探討，也呈現蔣

經國身為政治人物的個人特質。 

本文所處理的「臺灣地方政治」，是以臺灣為觀察的地域範圍，在中央

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之前，增額選舉立法委員席次尚不足以構成改變中央級

權力更迭力量，1可視為地方選舉動員之延伸。因為一旦舉辦選舉，即涉及

地方選區內各方政治勢力選舉為輔選進行動員，選舉結果也影響地方政治

勢力消長甚至重組。因此本文所指涉的地方政治選舉層級即不僅限於縣市

長層級，也包含在臺灣補選、增額選舉中央民意代表層級。1969 年 3 月 27

                                                 
*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天主教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兼任助

理教授 
1 以 1987年 2月 27日立法院院長選舉為例，297人出席投票，在 1986年產生 100位增

額委員，國民黨倪文亞、劉闊才分別得票 264、235票，許榮淑、吳淑珍代表新成立民主

進 步 黨 參 選 ， 獲 得 14 、 13 票 。「 簡 史 」， 立 法 院 官 網 ，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57&pid=6（2021年 4 月 19日點閱）；〈選

舉事項〉，《立法院公報》，第 76卷第 17期（1987年 2月 28日）頁 6-8。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57&pid=6（2021年4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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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告《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以《動員戡

亂時期臨時條款》為法源。21969 年 12 月 20 日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舉行無須

改選之增選國民大會代表與增選立法委員選舉。1972 年，中華民國政府在

《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外，國民大會第四

度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依母法由蔣中正總統公布《動員戡亂

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增加臺灣可選出中央民代

人數，為中央級民意代表實施全面定期改選前，臺灣所屬區域代表進行改

選取得法源依據。蔣中正曾指示「這個辦法是高度政治性的辦法，可以說

政治性超過法律性」；「增選補選辦法之制訂，在使自由地區已經享有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的人民有行使權利的機會，所以我們要重視自由地區人民的

意見和權利。」3自此時起，臺灣地方政治在省縣市議會、縣市首長、鄉鎮

長選舉外，也增加中央民意代表的上升選項，也成為黨外勢力及後身民主

進步黨爭取的生存空間之一，本文談論臺灣地方政治也將有關增額選舉放

入相關討論範圍之內。 

貳、選舉的政治意義 

由於增額選舉中央民意代表級的選舉機制授權總統行使，是為「適應

動員戡亂之需要，建立戰時政治體制」，有其變動與不固定性。但國民黨檢

討評估時指出，此舉一定程度促進中央民意機構活力，在自由地區按期選

舉，「尤具政治意義」。4這就是蔣經國內心不盡然相信民主政治，而是「不

得不辦」最重要的原因，選舉的政治意義是政治領導者無從輕忽，也無法

                                                 
2 〈總統令  58年 3月 27日〉，《總統府公報》，第 2048號（1969年 3月 28日），頁 1-5。 
3 「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第 18次會議（特別會議）議事錄」（1969年 3月 26日），

〈國家安全會議資料（十九）〉，《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6-00032-

002，頁 4-5。 
4 「黃少谷呈蔣經國為檢具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研究資料一種恭請鈞閱」（1978年 6月

19日），〈國家安全會議簽呈（四）〉，《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6-

000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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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易改變的。 

因此，政治領導人也透過與民眾接觸以及選舉在內的方式，檢視並尋

求強化自身政黨體質。5政治領導者的意向如果透過各種方式傳遞至各單

位，即付諸實行，甚至軍團司令部也將輔選視為政戰工作項目之一，向蔣

經國匯報。如 1970 年初，時任陸軍二軍團司令侯程達在報告年度工作函陳

述，負責南部七縣市輔選，「協調密切，動員澈底」使國民黨提名吳基福、

黃宗焜、梁許春菊當選，「違紀競選之蔡李鴦慘遭落第」。6蔡李鴦參選中央

民代落選後，官司纏身，1972 年參選增選國大代表，再度落選。1975 年賄

選案以有期徒刑 6 月（無緩刑）定讞。71978 年 9 月間，蔡李鴦託請謝東閔

（前省議會議長，時任副總統）攜函，向總統蔣經國陳情，稱 1969 年「為

地方派系之爭成為犧牲，造致違紀競選，復被以妨害投票賄選罪以莫須有

之事情判刑六月，纏訟迄今，已近九載。」因個人名節事大，「所以不惜一

切，冒死力爭」。8由於《蔣經國總統文物》找不到後續文件，無法獲悉蔣經

國後續回應。不過，透過前段信件之遞交過程，已顯示在政治、軍政圈都

                                                 
5 當時外間觀察到，國民黨部分屬蔣經國系統幹部認識到黨僵化的問題，試圖改變，也有

黨幹部對改革黨抱持希望。王景弘編譯，《列入紀錄：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灣外交

私密談話》（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頁 90、93、165。 
6 「侯程達陳報蔣經國年來政戰人事情報訓練後勤等工作概況及蔣經國函復請其代為慰問

所屬官兵同志」（1970年 1月 23日），〈蔣經國與各界往來函札（三十七）〉，《蔣經國總統

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2-00050-013。邱家洪稱其任職彰化縣大城鄉黨幹部，

接到任務蔡李鴦得票不得超過黃宗焜 1票，因此邱用盡各種手段，使候選人最後彰化縣蔡

姓宗族多數、蔡李鴦經營多時地區獲勝。邱家洪，《打造亮麗人生：邱家洪回憶錄》（臺北：

前衛出版社，2007年），頁 212。 
7 〈偽造並使用有券 蔡李鴦母女 各判刑七年〉，《中央日報》，臺北，1970年 5月 12日，

版 3、〈涉嫌偽造有價證券 蔡李鴦上訴案 將重開辯論庭〉，《中央日報》，臺北，1970年 8

月 12日，版 8、〈設置「買票中心」賄選 蔡李鴦許克等 初審分處徒刑〉，《中央日報》，臺

北，1973年 5月 1日，版 6、〈競選立委化錢買票 蔡李鴦昨判刑確定 同案八名被告亦各

處刑數月〉，《中央日報》，臺北，1975年 10月 29日，版 3。蔡李鴦身為民代政治事蹟：

「早年於屏東縣議會發跡，繼而長期任省議員一職，議員任上果敢直言，不畏強權，以致

與 屏 東 地 方 派 系 多 有 不 合 。 」〈 蔡 李 鴦 〉，「 臺 灣 省 議 會 史 料 總 庫 」，

http://ndap.tpa.gov.tw/drtpa_now/index.php（2021年 2月 20日點閱）。 
8 「蔡李鴦呈蔣經國因民國五十八年為地方派系造致違紀競選復被以妨害投票賄選罪判刑

請准予洗雪沉冤」（1978 年 9 月 30 日）、（1979年 1 月 14 日），〈蔣經國與各界往來函札

（十一）〉，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2-00024-012。 

http://ndap.tpa.gov.tw/drtpa_now/index.php


歷 任 總 統 副 總 統 資 料 庫 

-4- 

已將蔣經國視為必然掌握資訊的核心、具決策支配能力者，期待向其傳達

訊息，獲得其回應。這也顯示選舉具有不比尋常的政治意義；政治人物一

旦環繞於蔣經國周圍，也有可能成為其相關選舉訊息接收管道之一。 

叁、追求新陳代謝的任才管道 

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任期是自 1975年 4月 5日起 1988年 1月 13日

逝世止。但其與臺灣地方政治相關聯繫可回溯到 1950 年代。蔣經國在 1952

年籌備建立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下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兼任第一

任主任，至 1969 年 12 月 23 日，救國團與國防部總政治部解除隸屬關係，

改隸行政院，此時蔣經國為行政院副院長。救國團透過更改組織條例，將

組織從大眾團體轉換由專職人員所組成的機構，其後，也逐漸強化社會服

務的面向，進行轉型。1973 年 5 月，蔣經國已擔任行政院長，辭去救國團

主任，接替的李煥依舊維繫蔣經國掌控救國團，也握有更多行政資源，協

助國民黨透過救國團發掘人才（所謂發掘「人礦」）培養新一代政治精英。

蔣經國重視並持續透過自身養成幹部掌控救國團，作為人才甄拔管道。9 

由於救國團〈團章〉中之規定任務，有「協助政府擔任教育、地方自

治、土地行政，以及各項建國復興工作」一項，屬性實與政治相關，也成

為國民黨動員系統的一環。因此曾為《自由中國》直指為「政治性的組織」。
10蔣經國擔任中央心戰指導會報主席時，亦曾表示「地方選舉不能視為單純

                                                 
9 若林正丈，《 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農學總經銷，2004 年

第 2版），頁 64；李偉松，〈蔣經國與救國團之研究（1969-1988）〉（中壢：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 106。 
10 〈今日的問題之問題（十二）：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自由中國》，第 18 卷第 1 期

（1958年 1月 1日），頁 5。《自由中國》曾稱「黨團軍政」是地方權威統治之重要基幹，

團即指救國團，見〈由地方行政改革談一黨特權〉（社論），《自由中國》，第 19卷第 1期

（1958年 7月 1日），頁 7。救國團這樣的設計，與臺灣省訓練團肩負全省地方行政幹部

與地方自治幹部訓練業務，在蔣介石所言「培養地方自治幹部，推進基層政治工作，為建

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而努力」有所相近。潘振球口述，朱重聖、郭紹儀、張世瑛紀錄，

《潘振球先生訪談錄》（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4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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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舉問題，乃本黨政治社會力量的考驗。更不能因選舉過去就完了，本

黨候選人當選與否，非關其本人的問題，實為本黨在群眾中是否生根的問

題……一般同志要研究每一地區實際的情況，那些人投反對派的票？為了

什麼？對方助選的是那些人？但這不是為了報復，而是作施政的參考。應

教育的教育，應爭取的爭取，一昧靠指揮、命令做群眾工作，必然失敗。」
11 

救國團在內規嚴厲規定，工作人員若要參選，就須辭職，以免救國團

涉入地方恩怨，這是為超出地方派系（絕不捲入政治性與地方性的紛爭），

培養參政精英（鼓勵新陳代謝、人才交流）。12筆者也曾經指出，在 1957 年，

與救國團有淵源的胡龍寶、黃拓榮、洪樵榕代表國民黨當選縣長，王國秀、

謝東閔代表國民黨當選省議員並非偶然。13這一定程度地呈現國民黨（獲得

救國團輔助）系統分擔地方政治秩序維持者的意義。另有研究者注意到，

有地方社會青年是因為在地方上擁有民意基礎，而被拉進救國團，再轉入

黨務系統磨練，再進入中央政府，如謝東閔、林洋港、林挺生。14李煥擔任

救國團主任秘書時，蔣經國就囑咐要多培植臺籍青年，發現優秀人才後要

勤於聯繫、派任工作，讓他們日後有機會出頭。蔣經國當年曾透過李煥安

排，特意接觸，見面地點也選在救國團辦公室。15每週約會見數十位各界人

士，包括一般軍人、學者、官員和寫信陳情的一些人。16由會見地點與執行

人士可解釋，為何救國團一度保管相關資料（所謂「社會人才檔案」），但

                                                 
11 「民國 57年 5月 4日中央心戰指導會報第 140次會議紀錄」（1968年 5月 4日），〈中

央心戰指導會報（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100-00088-008。

中央心戰指導會報出席相關單位依照會議討論案，會有不同出席單位，大致包括中央委員

會第一、二、四、六組、總政治作戰部、行政院新聞局（後改制為文化局）、國防部情報

局、救國團等。 
12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臺北：天下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頁 65；臺灣省諮議會編，《王國秀女士訪談錄》（霧峰：編者印行，2001年），頁 39。 
13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輔選動員機制之建立及其發展（1950-1960）〉，《政治大學歷史學

報》，第 25期（2006年 5月），頁 88。 
14 李偉松，〈蔣經國與救國團之研究（1969-1988）〉，頁 82-84、101。 
15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頁 114。 
16 1972年 8月 10日，來天惠在官邸與李煥、高史密（Syndey Goldsmith）午餐談話。王

景弘編譯，《列入紀錄：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灣外交私密談話》，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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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時間過久，已告散佚。17這也成為蔣經國在 1970 年代推動國民黨進行世

代交替的資源之一。而國民黨組織與人事更動，也曾獲得資深黨政人士給

予正面肯定。18蔣經國動用各類機會接觸地方菁英，顯然也繼續沿用到蔣經

國在行政院任職。可見例證一如 1969 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期間，也

透過國民黨審核民意代表出訪外國許可的主任安排，與康寧祥（時任臺北

市議員，獲邀赴美考察要申辦出國護照）見面。19這也是康寧祥第一次與蔣

經國接觸。 

在省議會正副議長人事部分，可看見蔣經國意向透過黨團實現的痕跡，

筆者以兩位省議員陳述為例。一位是臺灣省議會第五、六屆副議長魏綸洲。

他曾受訪表示，之所以獲得國民黨臺灣黨部支持並當選副議長，是因為符

合蔣經國提名方針：受過大學教育、年齡約 50 歲、最好擔任過縣市議會議

長擁有基層歷練、經濟狀況最好不要有財團背景。
20
簡維章也確認魏綸洲因

無財團背景出線說。21蔣經國此時尚非黨主席，並未指明特定人選，但透過

瞭解意向的實務人士（如梁永章、宋時選、李煥）推舉出符合意向人選，

再獲得其認可，是可被理解的具體手段。 

另一位是省議員簡維章，曾出任省議會國民黨團書記。他從政之前，

擔任教師多年，具有嘉義山線鄉鎮地方人脈、關係、聲望、人氣和知名度，

與救國團系統熟悉，出線獲得省黨部主委支持。第一次選省議員時沒有獲

得補助款，靠和縣長、立法委員聯合競選減少花費當選。簡維章指出，他

在任期間「為避免不必要困擾，對於嘉義縣濱海鄉鎮民眾我會比較少去接

觸，以免發生『踩線』情事。」由於 9 年省議員任內並未從事經營事業，

                                                 
17 王作榮，《壯志未酬－王作榮自傳》（臺北：天下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頁 413-414。 
18 王世杰原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年），1972年 5月 17日，頁 1432。美國大使館也評估李煥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任

內，於改組時首度引進許多臺灣人，是當時國民黨的「現代化者」，也面臨反對改革者的

抗拒。王景弘編譯，《列入紀錄：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灣外交私密談話》，頁 161。 
19 康寧祥論述，陳政農編撰，《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頁 80-82。 
20 臺灣省諮議會編，《魏綸洲先生訪談錄》（霧峰：臺灣省諮議會，2002年），頁 19。 
21 臺灣省諮議會編，《簡維章先生訪談錄》（霧峰：臺灣省諮議會，2000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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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不足，經妻子勸說，未依黨意參選第 7 屆省議員。後續一度辦妥登記

參選監察委員，但在中央被蔣經國否決。1981 年國民黨舉行 12 屆全國代

表大會，簡維章在會中反映農民心聲，批評農業政策，一度遭蔣經國懷疑

是否別有用心，情治人員並暗中調查個人資料。後經好友保證始結束調查。
22
由於國民黨在省議會建立傳統慣例，即當過黨團書記，安排擔任副議長、

中央民意代表、監察委員、立法委員等等。因此，當他不再參選、離開省

議員職位後，也不可能循此管道上升。
23
簡維章日後由縣黨部轉往省、中央

黨務系統發展，魏綸洲不參選公職後安排往省屬事業單位擔任董事長。 

上述顯示，蔣經國雖然希望擁有一定歷練基層菁英可以上升，實際能

力、能否服從黨的意向都是重要考量之一。此外，若透過簡維章陳述觀察，

蔣經國如何處理地方人事與中央任才管道，在黨務、民代系統具有分立趨

勢，此一面向值得持續就資料進行研析。 

肆、選舉應變策略：從消除派系到共生共存 

蔣經國就任黨主席前，則由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煥執行蔣經國「超越地

方派系」作法，是兩面作戰局面，有成功，有失敗。1977 年縣市長選舉，

當國民黨中央輔選會報決定提名既有縣市長競選連任，婉拒連任者即由蔣

經國指定李煥前去勸說，有候選人視李煥幾乎形同蔣經國的代表。
24
事實上，

從 1975 年 4 月 28 日起，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越來越明確表露想要破

除地方派系的用意。蔣經國上任黨主席不久，即在黨內講話指出，強調地

方上「有若干小派系的存在」，既會「影響地方建設」，也會「造成特權觀

念」必須予以掃除。
25
類似說法李煥也予以確認並補充蔣經國的思路：「經

                                                 
22 臺灣省諮議會編，《簡維章先生訪談錄》，頁 33-34、71-72、75-76。 
23 臺灣省諮議會編，《簡維章先生訪談錄》，頁 130。 
24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頁 141-147、201-202。如果李煥可被外間視

為蔣經國的代表人，這也就是蔣經國在 1977年地方選舉敗選後為表「負起全部責任」，免

除李煥三項黨職以示宣示的裡語言。 
25 蔣經國，〈主義  領袖  時艱  黨責〉（1975年 7月 27至 29日主持黨務工作會議講），



歷 任 總 統 副 總 統 資 料 庫 

-8- 

國先生對地方派系很不滿意，認為他們都是利益的結合，彼此援引，經濟

上互相來往，並沒有政治主張或國家民族觀念」。
26
國民黨主事者在秩序維

持與分配者角度立場，藉此壓制地方競爭對手心意甚為鮮明。前述用黨可

操作資源、動員機制以爭取勝選事例就不會是孤例。但是 1977年選舉失敗，

蔣經國自我檢討承認是「政治生命中最嚴重而出於意外之打擊」。並檢討

稱「不是沒有辦法和理想，而是苦於人才之難得」，在日記糾結一個月「奇

恥大辱」精神壓力沈重，藉助安眠藥助眠。27隨著時勢發展，研究者會觀察

到蔣經國在 1980 年代起逐步調整提名輔選動員行動策略決策，不全然掃除

此一因人與事而自然衍生的「派系」。 

國史館《蔣經國總統文物》內存有 1980 年 6 月至 11 月間蔣經國在相

關會談有關指示紀錄，可觀蔣經國指示大方向原則之一二。按 1977 年選舉

引發「中壢事件」，選舉經驗也令蔣經國一度痛苦。1978 年美國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斷絕與中華民國外交，蔣經國停辦選舉。1979 年底

發生「美麗島事件」，引發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逮捕重要黨外人士並予以審

判。蔣經國在 1980 年 6 月 20 日起，針對年底將進行選舉，向國民黨人士

提出指示。他先以各工作會本身職責範圍要有何種準備、配合，應制訂工

作計畫經中央秘書處綜合作為演講開場白。他隨即進入正題，表示「行政

部門各機關，同樣對於今年之選舉，在行政措施上，應作如何配合，例如

對地方基層建設、社會福利、物價、交通、治安等各方面能作些什麼？如

何能使民眾感受實益？亦應詳加策劃，妥訂實施步驟，以具體政績號召選

民。」針對因先前停辦選舉衍生提名人如何處理，提出參考原則「其首要

原則，務求優秀人才能夠脫穎而出」。「有關若干地區對政府措施有不滿反

應，宜做特殊疏導，並作深入檢討，針對需要，善為處理，必要時對各該

地區內之警察、稅務、地政等人員加以考核調整，各地鄉鎮長及中小學校

                                                 
蔣經國《十年風木》（臺北：實踐出版社，1985年 2版），頁 19-20。 
26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頁 141。 
27 〈蔣經國日記〉（未刊稿），1977年 11月 23日、12月 3、6日，轉引自黃清龍，《蔣經

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台灣關鍵命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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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地方上之影響力，亦不宜忽視，並宜妥為運用」。
28

 

1980 年 6 月 26 日在國民黨中央工作會議針對黨幹部講話，則站在置

高位，掩藏自己 1977 年曾為選舉失敗一度「一月來坐立不安，夜不成眠，

但我絕不示弱而退卻」的態度，29要勉勵黨幹部為決定負責，承擔任何後果，

並表示輔助黨籍參選者外，針對「非本黨籍社會優秀人士」參選可予以幫

助，其目的顯然在於維持自身勝選可能，避免「黨外」勢力聯合。「對於選

舉，不要患得患失，許多幹部都有這樣的心理，須知問題在研究時，可以

多方討論，既然決定了，就只有照決定的方針去辦。我常自己勉勵自己，

凡是決定的事，必須加以貫徹，無論如何也比半途而廢要好得多。既然參

加選舉，就要求勝，提了同志，就支持到底，不可有患得患失的心情來處

理問題。……現在可以把民國 66 年選舉中的教訓，仔細的加以分析，問題

在哪裡，如何解決問題。……我們要輔助黨的候選人參加競選，同時亦要

以誠意來幫助非本黨籍的社會優秀人士參加選舉。」30 

7 月 26 日會談，蔣經國原則性指示選舉提名策略：「關於本黨候選人

是否提名足額問題，應視各選舉曲之實際情況採機動方式，不做硬性規定，

但原則上均以不足額提名為宜，對提名之候選同志，則本黨應予全力支持，

必要時，並可考慮徵召未登記而具有卓越條件之適當同志參加競選，亦予

全力支持。」「至於未被提名而自由競選之本黨同志，則不宜再以無論明或

暗之方式予以支持，此為本黨這次輔選工作的重要原則，應確切把握。」

「本黨黨內已經登記願意參加競選之同志，各級黨部應即著手調查其背景

資料，瞭解其競選動機，以及其政治見解等，層報中央，俾作核定提名之

參考。」
31

 

                                                 
28 「馬紀壯呈蔣經國中國國民黨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決定事項等會談紀錄附件 69 年 6

月 20日會談決定事項」（1980年 6月 20日），〈蔣經國與各界往來函札（二）〉，《蔣經國

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2-00015-022。 
29 〈蔣經國日記〉（未刊稿），1977年 11月 23日，轉引自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

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台灣關鍵命運》，頁 73。 
30 「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1980年 6月 26日），〈重要文獻講稿著作稿本等（一）〉，

《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3-00047-008。 
31 「馬紀壯呈蔣經國中央公職人員選舉中國國民黨參選之同志須依選舉罷免法規定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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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選前，蔣經國指示更偏重內部提名競選疏導及安撫，以求各派

系不予牽制，影響選情：「黨提名之候選同志，既為本黨向選民負責推選之

表示，自應全力協助務使均能當選。此外，自由參加競選之本黨黨員，雖

然未經本黨提名，但在選務策略運用上。為降低反對份子當選機會，亦當

酌情擇優予以支持。…個別問題，無論其為選舉前疏導，或為選後安置，

均由黨中央與省市黨部妥加研究，務本互助合作精神，鄭重將事態度，善

為個別處理。
32
上述言論顯示蔣經國在不同時間、依據不同形勢作出不同指

示，應該是他接收到來自不同系統的情境回應並在既有框架內進行調整。

蔣經國在 1977 年年終檢討認為因地方選舉挫敗，一年所花費的心血一筆勾

銷的心得，33顯然也為他 1980 年選舉提供心理應對方式。他既為黨務幹部

打心理預防針，如果在民心因不滿現實反彈下有候選人落選，不一定代表

輸。他面對複數選制，以不足額提名為主，便利地方黨部進行選票動員及

調配。他為避免地方派系在背後扯後腿，必須由各級黨部進行因應，減少

地方派系的負面作用力。此外，他使用「反對份子」定義在野的「黨外」，

又不同於 1965 年國民黨內部決議將有關「台灣獨立運動」者統稱「反動份

子」用語及定義，
34
事實上也不同於蔣經國在 1977、1979 年日記描述所用

的「反動力量」、「流氓反動分子」。
35
這種語詞使用差異，上下文與何種情

                                                 
及研究如何對應監察委員賄選情事等附件 69年 7月 26日會談決定事項」（1980年 7月 26

日），〈蔣經國與各界往來函札（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2-

00015-023。 
32 「69年 11月 6日會談紀要」（1980年 11月 6日），〈蔣經國與各界往來函札（二）〉，

《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2-00015-024。 
33 〈蔣經國日記〉（未刊稿），1977年 12月 31日，轉引自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

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台灣關鍵命運》，頁 77。林孝庭在整理閱讀蔣經國日記時，

注意到蔣經國的性格在同一段時間點上，往往呈現出陰沉與開朗二種截然不同特質，可能

與他早年蘇聯生活經驗有關。林孝庭，〈如何評價台灣時期的蔣經國？〉，風傳媒，2021年

3月 1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464770?mode=whole（2021年 4月 10日點閱）。 
34 1965年，國民黨內部使用名詞定義將「台灣獨立黨」及「台灣獨立運動」，統稱為反動

組織。凡參加「台灣獨立黨」及有關「台灣獨立運動」者，統稱為反動份子。「民國 54年

1月 27日中央心理作戰指導會報第 116次會議紀錄附中華民國 54年對匪心理作戰指導綱

領修正案」（1965 年 1 月 27 日），〈中央心戰指導會報（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

館藏，典藏號：005-010100-00087-002。 
35 〈蔣經國日記〉（未刊稿），1977年 11月 23日、1979年 6月 25日、12月 10日，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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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聯結，次數多寡差異，顯然值得進一步追索。 

這些指示也反應蔣經國已明白在現實選戰中，無法全然消除政黨內地

方派系的存在，重點要擺在如何使實存的地方派系服從黨意，透過地方派

系夾擊反對勢力。1981 年中，關中出掌台北市黨部，就坦承在上任後主持

第一場市議員選舉結果不盡理想，與台北市調整行政區劃減少里數，引發

里長反彈；民間對美麗島事件有所反彈，同情黨外人士；主持市黨部人事

整頓引發系統內部反彈。
36
蔣經國選後召見關中，言談也未予責備，認為美

麗島事件後，民心需要宣洩；又以青壯輩應把握「做事最好的時間」予以

勉勵，讓關中願意再規畫黨提名輔選臺北市立法委員，透過複式動員及配

票，寧可降低黨內最高票得票數，藉以壓縮黨外當選人數。
37
康寧祥身為黨

外重要公職人物之一，則在不同角度指稱，關中作風是「大刀」一揮，對

付黨外候選人無所不用其極，在提名各類團體代表外，也在康寧祥傳統票

倉透過各種社會網絡及黨團組織動員，順著黨外「批康」聲勢，拉低康寧

祥得票數，造成康寧祥 1983 年落選立法委員。38 

1983 年 9 月 18 日，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成立，10 月 23 日提出十項共

同政見，其中第一項為住民自決，並化約為「民主、自決、救臺灣」口號。

若林正丈就此指出，該共同政見使台灣前途住民自決成為黨外主要訴求。
391984 年新聞記者劉宜良在美國加州遭到國防部情報局吸收臺灣黑道竹聯

                                                 
自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台灣關鍵命運》，頁 72、

112、116。 
36 關中口述，張景為著，《明天會更好：關中傳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頁 100-101。 
37 關中口述，張景為著，《明天會更好：關中傳奇》，頁 102。陶百川曾表示，海外學人認

為國民黨現任中常委年齡太高，黨秘書長、各組室負責人亦應更迭，以一流人才充任，黨

才有前途。「王永樹函蔣經國報告胡健中梁肅戎等數度聚會談論有關與黨外人士聯繫問題

美麗島雜誌社情況與政府中央喪失領導功能問題等」（1979年 11月 12日），〈政情—有關

黨外人士活動及政情報告〉，《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1-00041-

012。王永樹此類函件實有作為耳目偵探、訊息匯報性質，不能視為純粹私函。 
38 康寧祥論述，陳政農編撰，《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頁 372-373。 
39 周琇環、陳世宏編註，《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臺北縣新店市：國

史館，2000年），頁 368-379；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

灣化的歷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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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份子刺殺身亡，引發臺美關係緊張。1985 年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爆發

超貸、侵佔、背信與偽造文書案的經濟犯罪事件，損及臺灣投資人對銀行

的信心，也讓民眾懷疑政府公權力。蔣經國也知道相關情況可能影響同年

選舉國民黨選情，曾電告宋美齡，希望「此類糾葛在今年地方選舉以前皆

能有較合理之解決。」401985 年底要進行縣市長選舉，蔣經國就相關人選

就曾作出指示。7 月 31 日經中常會確認縣市長、議員提名人選名單。蔣經

國當場講話，期許獲得提名參選者「今後應本著本黨一貫『以國家利益為

前提，以民眾福祉為優先』的要求」造福桑梓。期望他們針對基層需要，

結合當地民眾願望，實踐「永遠和民眾在一起」的承諾。參選者要「嚴格

課守選罷法的各項規定，並厲行節約，倡導風氣，在選民心中建立新形象」
41。這時破除派系顯然已非重點，重要的是參選者服膺政黨目標，建立新形

象爭取勝選。 

透過從郝柏村《八年參謀總長日記》記載內容顯示，在 9 月 18 日爆發

美國華文報《國際日報》發行人李亞頻遭警備總部逮捕事件，警總回報郝

柏村逮捕原因一為「為中共宣傳」，二為擬競選高雄縣長協助黨外勢力有關，

讓郝有不能「因小失大」損及臺美實質關係之感。9 月 22 日蔣經國在七海

官邸召見郝柏村，談及李亞頻逮捕事件，郝柏村指出三點：一、以選舉為

由逮捕，動機不光明正大；二、《國際日報》在美出版，臺灣現有偏激刊物

為中共宣傳多未獲得法辦，現獨辦李案，主題不正；三、選舉將至，時機

不當。蔣經國同意郝柏村觀點，表示李案為「不幸事件」。郝進而建議及早

釋放李亞頻，以免在劉宜良案後再損傷國家形象。9 月 24 日，郝柏村反對

警備總司令陳守山所提某先生建議在完成縣市長登記截止後再行放人之建

                                                 
40 「蔣經國電宋美齡美方開放金馬協防往事史料黎東方當促提早成書作有力反擊江南十

信及十四議員辭職各案相繼發生願在地方選舉以前合理解決」（1985 年 5 月 31 日），〈民

國七十四年宋美齡與蔣經國來往電報錄底影印（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

藏號：005-010502-00011-038。 
41 「民國 74 年 7 月 31 日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講話勉地方選舉提名同

志誠心耕耘造福桑梓」（1985 年 7 月 31 日），〈民國七十四年蔣經國言論選輯〉，《蔣經國

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3-0004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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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26 日，郝柏村在金門視察時，接到臺北來電告知李亞頻獲釋。42其中

自經蔣經國考量利弊得失後進行決策。10 月 4 日，總統召見郝柏村、許歷

農，「指示王師凱黨部應全力完成動員及輔選，而澎湖必須黨提名人當選，

不容許某違紀競選得逞，另指示對高雄縣、屏東縣、台南市均應全力支持」。

郝柏村評估「三年來，由於在眷村工作所下工夫及後備軍人組訓掌握成果，

眷村票源當不因變化有差異，尚能確實掌握」。43 

蔣經國何以重視 1985 年選舉？或可從郝柏村視角理解：「黨外企圖藉

選舉奪權，故縣市長的選舉益形重要。預料今年國內政治情勢對本黨殊為

不利，就縣市長而言，如能保持現有成果可謂勝利，若再失去一二，則黨

外氣勢益張，不可不慎。」44因此王師凱黨部在維持眷村後備軍人基礎外，

特動員省籍現役軍人而有黨籍者回籍投票，計有 12 萬人，另動員省籍軍職

幹部回籍低姿態動員工作，將動員選票投入選情競爭激烈地區，以發生決

定性影響力。45郝柏村也針對澎湖選情，於 10 月 23 日召見軍管區司令毛

夢漪、現任縣長謝有溫，告知「層峰非常關注，必須完成輔選任務，尤應

料敵從寬，不可大意」。46相關敘述從旁佐證蔣經國透過各類方式想貫徹選

舉方針，所面臨的現實衝擊。澎湖縣在 1970 年代始出現文人縣長，但軍方

仍有相當影響力。澎湖縣在 1985 年第一次發生違紀參選，以及國民黨在該

縣提名即同額競選慣例，顯示威權統治逐漸鬆動，國民黨最後是靠動員黨

員、軍公教支持，始由政黨提名者當選。47蔣經國為了選舉現實意義與因應

黨外勢力挑戰，實務上也不得不有所妥協，讓黨與地方派系相生共存。選

                                                 
42 郝柏村作，周玉山編訂，《八年參謀總長日記》（臺北：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上，頁 801、803-804、806，1985年 9月 18、22、24、26日。 
43 郝柏村作，周玉山編訂，《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上，頁 809，1985年 10月 4日。 
44 郝柏村作，周玉山編訂，《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上，頁 815，1985年 10月 16日。 
45 郝柏村作，周玉山編訂，《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上，頁 815-816，1985年 10月 17日。 
46 郝柏村作，周玉山編訂，《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上，頁 818，1985年 10月 23日。毛夢

漪曾報告澎湖的政黨提名候選人，歐堅壯（時任澎湖縣政府計畫室主任）為貧苦出身年輕

優秀博士，唯欠缺地方基礎，違紀競選之議員具有社會基礎與實力。郝柏村作，周玉山編

訂，《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上，頁 805，1985年 9月 25日。 
47 蔡明惠，〈民主轉型中的澎湖地方政治生態〉，《選舉研究》，第 11卷第 2期（2004年 11

月），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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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宋美齡電報針對選舉結果向蔣經國表示「充分表現在當此不如意相繼

縷縷發生，汝能沉毅應對策劃，以百折不撓之精神樹立以身作則之楷模」，

蔣經國回應「目前正在切實檢討地方選舉之利病得失，並針對其所帶來之

後遺症清洗刷洗，總以結集民眾之向心力並鼓舞志士之氣為第一要務。」
48從此次選舉結果顯示， 21 位縣市長席次中，宜蘭縣、彰化縣、嘉義市、

高雄縣等 4席由無黨籍人士取得，但像台南縣透過聯合競選夾擊選舉對手，
49國民黨方最後仰賴相對多數得票率驚險當選。這意謂既有地方政治秩序

已處於鬆動及變化態勢，黨外勢力獲得生存空間之同時，蔣經國領導下的

國民黨想要再循往例作為地方秩序決定者益為困難。 

黨外方面，選舉後的 12 月 19 日第一次組黨籌備會召開起，到 1986 年

5 月 17 日黨外公政會第一個地方分會—首都分會正式成立，從言論組黨開

始邁向行動組黨。1986 年 5 月 17 日起透過公政會陸續成立地方分會建構

政黨雛形，藉由同年底增額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選舉集結候選人為新黨發

起人行列以減少黨外分裂。50國民黨在 1986 年 3 月第 12 屆 3 中全會通過

政治革新決議案，4 月成立 12 人小組，但無顯著進展。51海外也由許信良、

林水泉等人成立「臺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並聲明將返臺活動，挑戰「黨

禁」。52蔣經國則於 5 月 7 日在中常會講話表示中央政策委員會應本誠心誠

                                                 
48 「宋美齡電蔣經國地方公職選舉結果沈毅應為黨國慶幸及匈牙利首相愷年出賣祖國求

援蘇聯回憶錄應譯為中文令青年閱讀等」（1985年 11月 20日）、「蔣經國電宋美齡目前正

在檢討地方選舉利弊得失以集結民眾向心力為要及匈牙利首相愷年回憶文字已囑編譯館

蒐集譯印等」（1985 年 11 月 27 日），〈民國七十四年宋美齡與蔣經國來往電報錄底影印

（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2-00012-029、005-010502-00012-

031。 
49 康文雄，〈黨外、山派、海派的三角習題〉，《亞洲人》週刊，總號第 77號（1985年 8月

3-9日），頁 34-35。 
50 康寧祥論述，陳政農編撰，《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頁 397。若林正丈指出黨

外公政會明白宣示設立地方支部，這是實質組黨宣言。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

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頁 173。梁肅戎也紀錄了與黨外會談的三項共識

中，包括同意黨外公政會與分會的成立。梁肅戎，《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臺北：

天下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 212。 
51 李登輝，《見證台灣：蔣經國總統和我》（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頁 164。 
52 周琇環、陳世宏編註，《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頁 55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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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態度，與社會各方面人士進行意見溝通，促進政治和諧與民眾福祉。但

是足以破壞團結安定，「危害國家安全」、全民利益行為，不僅為法律所不

容，也違背全民願望。53 

黨外勢力集結結果—民主進步黨於 9 月 28 日成立，國民黨內也等待蔣

經國定調處置方式。蔣經國一方面聽取參謀總長、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

等開會議鍵，採取「不承認政策」。30 日在總統府再開會商討「無聲作戰」。
54另一方面則向副總統李登輝表示「不能以憤怒態度輕率採取激烈的行動，

引發社會不安，應採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的安定為念頭處理事情」。
559 月 30 日中央政策會副祕書長梁肅戎等人與陶百川等人溝通後以組黨行

為在籌備階段為回應。康寧祥指出，這讓黨外沒有「擅自組黨」，行政院也

不必「依法處置」，讓國民黨開明、保守路線者都有下台階。5610 月 7 日，

蔣經國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發行人葛蘭姆

（Kathrine Graham）女士表示，該年 4 月起已成立 12 人小組研究終止緊急

命令即可能組成政治團體的提議。並稱新政黨「必須是承認憲法與依據憲

法制訂的國家體制」、「是反共的」、「不得從事任何分離運動」。反對黨「只

是政治過程的一種現象」。5710 月 15 日國民黨中常會，在蔣經國主導下，

與會者通過人 12 人小組提案，其中包括制訂國安法、修正人團法、公職人

員選罷法，調整政黨活動辦法，同意新黨成立，這是政治強人主導臺灣威

權政體轉型的開始。5810 月 7 日談話與蔣經國「不承認、不取締」政策讓

                                                 
53 「民國七十五年五月蔣經國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並提示中央政策委員會加

強與各界溝通啟導社會祥和等大事日記略稿」（1986年 5月 7日），〈民國七十五年蔣經國

大事日記略稿（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402-00024-005。 
54 郝柏村作，周玉山編訂，《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下，頁 997-999，1986年 9月 29-30日。 
55 李登輝，《見證台灣：蔣經國總統和我》，頁 187-188。李登輝在 1986 年 2 月接到蔣經

國密令要和在野人士進行溝通，暗中保護即將成立的新在野黨。李登輝因此認為由於蔣經

國已思考到獨裁統治要結束，下出密令的蔣經國總統才有所安排，也藉此促使國民黨持續

改革。河崎真澄，《李登輝秘録》（東京：産経新聞出版，2020年），頁 152-154、176。 
56 康寧祥論述，陳政農編撰，《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頁 417。 
57 「民國 75 年 10 月 7 日蔣經國接見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夫人主編葛林菲德新聞週

刊編輯簡浩賢答問」（1986 年 10 月 7 日），〈民國七十五年蔣經國言論選輯〉，《蔣經國總

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3-00046-037。 
58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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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祥覺得民進黨「安了」。59 

1986 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是民主進步黨 9 月 28 日成立後面臨的第

一場選舉。關中主持臺灣省黨部，他指出曾接到蔣經國「密令」：某些爭取

連任的立委不能提名，但是卻要暗中輔選，而且必須當選。之所以如此，

是因為國民黨在地方上並沒有更適當能勝選的人，就算不提名他們也可能

當選。關中身為省黨部選舉操盤者，自需多費心取得地方派系頭人理解及

體諒，關中在溝通過程中也向頭人明說是蔣經國黨主席蔣經國的決定，「不

然是壓不住的」，也是「通盤性考量」。而國民黨給予的妥協的實務辦法為

「沒有提名程序、自行參選，我們全力輔選，資源都給，招牌照用。」此

舉因激發地方派系危機意識，因此當屆選舉成功使國民黨籍提名人票數衝

高並順利當選。60就該時期言，郝柏村就表示「吾人如能在選舉中抑制偏激

搗亂分子，有利國家形象」。61這種要透過持續舉行選舉進行政黨級對決爭

取選民支持，建立國家形象，已屬勢所必然。郝柏村向軍事學校在訓員生

講話亦表示現階段政治作戰的意義就是進行選票對決，「用選票消滅反動分

子」，「力行演習動員即為作戰任務」。郝柏村也因事關重大，對教育部軍訓

處長以力行演習由知青黨部辦理，如何動員配票一無所知，為求補救，郝

柏村讓教育部軍訓處長與臺灣省黨部主委關中電話直接通話，以支援各地

區票數不足的國民黨候選人，「盡力而為」。62郝柏村投票完後即坐鎮辦公

室，針對選舉結果記載心情，有軍方支持候選人落選固然有失落之感，卻

也因為只有少數黨外人士落選，預料不會鬧事，透露安心感，黨外可稱勝，

國民黨也未失敗，「平安的完成選舉，應是政府的成功」。63黨外至民進黨之

政治勢力基盤亦告正式確立。 

                                                 
59 康寧祥論述，陳政農編撰，《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頁 419。 
60 關中口述，張景為著，《明天會更好：關中傳奇》，頁 122-127。「密令」顯然也是蔣經國

在政治處事方式之一，由不同人物進行單線作業，顯然並未互通消息。有關決策、人選也

值得進一步分析探討。 
61 郝柏村作，周玉山編訂，《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下，頁 977，1986年 8月 20日。 
62 郝柏村作，周玉山編訂，《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下，頁 1025、1030-1031，1986年 11月

20日、12月 3日。 
63 郝柏村作，周玉山編訂，《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下，頁 1032，1986年 12月 6-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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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短文分從選舉的政治意義、追求新陳代謝的任才管道、選舉應變策

略系等層面概述蔣經國與臺灣地方政治主題。我們可以發現到蔣經國作為

政治強人，為了選舉的政治意義必須舉辦選舉。他從政治意義思考選舉與

地方政治發展，也因應外界環境變化而進行策略調整。他會以密令方式交

付不同角色任務執行工作，以求實踐目標。 

蔣經國就任黨主席之初，確曾想要消除地方派系，但是1977年地方選

舉失利給予他最直接與高衝擊的心理震撼，讓他不惜在日記中質疑選舉的

意義為何。在此教訓下，他在黨主席相關言論中，有原則性的指示，也有

讓可信任黨幹部為爭取勝選的現實面。到1980年代中期選舉，蔣經國採取

與派系相生共存的策略與原則考量，展現他務實性質、以求在臺灣民眾之

間生存為優先，也讓蔣經國主政時期（也是臺灣威權統治結束之前）的國

民黨在臺灣地方政治尚且維持住多數優勢。反對勢力與威權統治進行持續

抗爭，終究獲得生存空間，也成為既定事實。因此，前述同時代事件親歷

者相關記載，顯示蔣經國在此做出決策不容忽視，也有靈活應變的特質。

但大趨勢下，國民黨要再作為地方秩序維護支配者的能力也在下降中，詳

細變化轉折點亦可再透過各類資料進行探討。 

總體而言，透過不斷出現有關人士相關回憶，結合蔣經國、政府各部

門相關資料，進一步理解相關執行者如何理解與執行蔣經國的意向，重要

觀察及理解蔣經國如何理解、思考臺灣地方政治及選舉資源之一，都可持

續發掘、研究，藉以瞭解臺灣在1980年代以降的政治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動

力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