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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

比例代表選比例代表選比例代表選比例代表選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1. 比例代表制的涵義比例代表制的涵義比例代表制的涵義比例代表制的涵義

1.1 比例代表制一詞，泛指所有依照選民對其屬意的政黨或候選

人所投的票數，按比例分配議席的選 制度，而選 可採用多議席或政

黨競選名單的形式進行。

1.2 比例代表制的目的在於根據各政黨或候選人的得票多少，分

配代議組織的議席。以一個有 5個議席的選區為例，某政黨在該選區如
獲得選票總數的五分之三，便可在 5個議席中取得 3席；另一政黨如獲得
選票總數的五分之二，便可取得兩個議席。因此，代議組織內的政黨組

合在相當程度上能夠準確反映該選區的選民對政黨的選擇取向。表 1以
某個代議組織為例，說明一個選區所設 5個議席的分配情況。

表表表表 1：：：： 以某個代議組織為例以某個代議組織為例以某個代議組織為例以某個代議組織為例，說明一個有，說明一個有，說明一個有，說明一個有 10萬名選民的選區所設萬名選民的選區所設萬名選民的選區所設萬名選民的選區所設 5個議個議個議個議
席的分配情況席的分配情況席的分配情況席的分配情況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代議組織的議席代議組織的議席代議組織的議席代議組織的議席
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所得票數所得票數所得票數所得票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所佔議席所佔議席所佔議席所佔議席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A 60 000 60% 3 60%

B 40 000 40% 2 40%

總數 100 000 100% 5 100%

1.3 然而，在這簡單的基礎上，亦建立了若干複雜的體系。這些

複雜的體系是為了達致兩個明確的目的：(i)使各政黨所佔的議席數目，
盡可能準確反映其獲得的選票多少；及 (ii) 讓選民有機會透過投票表達
其對各候選人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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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黨名單制政黨名單制政黨名單制政黨名單制

2.1 在政黨名單制下，選民未必需要知道其投票支持的候選人姓

甚名誰，因為這制度完全以政黨及其候選人名單為依歸。因此，選民只

能夠支持某政黨，而按照制度的原來形式，選民不能支持任何個別候選

人。

2.2 當選民進入投票間時，會獲發給一張選票，列出各個參選政

黨的名稱，選民只可投票支持其中一黨。各政黨的候選人可開列於各黨

名稱之下。投票一旦結束，便會進行點票，各政黨在代議組織中取得的

議席數目，視乎各自在選 中所獲票數而定。

2.3 由於政黨名單上所載列的候選人，數目會多於每個政黨所能

贏取的議席，因此候選人會按照其在政黨名單上的排名依次當選，在名

單上排列首位的候選人會首先當選，依次類推，直至該黨所得的議席全

部分配完畢 (見表 2的例子 )。顯然易見，候選人在名單上排列次序越後，
當選的機會便越小。反之，候選人在名單上排列次序越前，當選機會便

越大，亦因此反映其對所屬政黨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候選人的排列次

序由政黨決定，以造就有利某候選人的形勢。此外，在這種按得票比例

分配議席的制度下，選民不能直接表達對任何候選人的觀感。因此，在

這制度下，選民可能覺得自己與候選人之間存在某種隔膜。

表表表表 2：：：： 以某個代議組織為例以某個代議組織為例以某個代議組織為例以某個代議組織為例，說明一個有，說明一個有，說明一個有，說明一個有 5個議席個議席個議席個議席、選民、選民、選民、選民 10萬名的選區萬名的選區萬名的選區萬名的選區

的選的選的選的選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代議組織的議席代議組織的議席代議組織的議席代議組織的議席
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所得票數所得票數所得票數所得票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所佔議席所佔議席所佔議席所佔議席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A 60 000 60% 1. 史仲民 *
2. 陳仁義 *
3. 韋光華 *
[4. 畢英雄 ]
[5. 黃大力 ]

60%

B 40 000 40% 1. 鍾瑪莉 *
2. 賈美儀 *
[3. 葛愛思 ]
[4. 鮑家輝 ]
[5. 李美麗 ]

40%

總數 100 000 100% 5 100%

註 1：  * 代表當選的候選人。

註 2：  [  ] 代表政黨名單上載列的候選人，但由於排列次序較後，因此未能獲分

配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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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例代表制下的選比例代表制下的選比例代表制下的選比例代表制下的選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3.1 要解釋比例代表制下的選 方法，可採用分類及再分類的方

式：首先，比例代表制可劃分為 “比例代表名單制 ”和 “可轉移單票制 ”。
前者指的是選民就各政黨的候選人名單投票，而後者則指選民對個別候

選人投票。

3.2 比例代表名單制可再劃分為 大餘額法 (數額制 )及 高均數

法 (除數制 )，而兩者又可根據所採用的指定數額或除數再行細分。本文
會以幾個簡單例子，解釋各種方法的計算方式。

大餘額法

3.3 大餘額法的精神，是把選票的浪費率減至 低。這方法實

際上可體現比例代表制的原則，因為在該數額制下，剩餘選票亦會計

算，用以分配議席。若議席按完整數額分配完畢後，仍有一個剩餘議席，

則擁有 多選票餘額的政黨便會取得該席位。

3.4 所有形式的數額制，均需計算一個當選數額；只要某政黨所

得選票達到這個數額，便可取得一個議席。該政黨取得的議席數目，是

其所得票數相等於指定數額的數目。任何未獲分配的議席，會給予擁有

多未用選票 (即餘額 )的政黨。

3.5 表 3所載為 常用的 3種 大餘額法，所用的計算方法分別為

黑爾數額 (Hare quota)、特羅普數額 (Droop quota)及哈根巴赫數額 (Imperiali
quota)。

 黑爾數額是各種數額制中歷史 悠久和 簡易的計算方

法，這方法是以有效選票的總數，除以選區內各黨競逐的

議席數目，即分母為競逐的議席數目。

 
 特羅普數額的計算方法，是以選票總數除以議席數目加 1，
即分母為競逐的議席數目加 1。

 
 哈根巴赫數額的計算方法，則以選票總數除以議席數目加

2，即分母為競逐的議席數目加 2。

3.6 計算的程序是以每黨得票數目除以有關數額，從而計算出各

黨所得完整數額的數目和選票餘額。政黨所得的完整數額，每個可取得

一個議席，而未能以按此分配的議席，便會撥給選票餘額相等於指定數

額分數 大的政黨 (即 大餘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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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表 3的第一個例子中，按黑爾數額計算，A、B、C及D黨所
得票數，分別相等於 3個、2個、1個和 1個完整的黑爾數額，因而在首輪
議席分配中，分別取得 3席、 2席、 1席及 1席，總數為 7席。

3.8 由於全數有 8個議席，仍餘下 1席需作分配。該議席會分配給
擁有 大選票餘額 (即餘票相等於完整數額的 大分數 )的一個政黨，也
就是C黨，該黨的餘票數目相等於 1個黑爾數額的 0.36。因此，議席的
終分配結果是 3席、 2席、 2席及 1席。

3.9 按特羅普數額及哈根巴赫數額的計算方法，把議席分配給各

政黨的程序與前者完全相同，也就是如有任何剩餘席位，該議席會分配

給擁有 大餘額的政黨。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如採用哈根巴赫數額，

擁有 大餘額的一黨，並未能取得剩餘的議席，因為所有席位已根據各

政黨取得的完整數額悉數分配。

3.10 不論以特羅普數額或哈根巴赫數額的方法計算， 終的議席

分配結果都是一樣，即A黨得 4席、B黨得 2席、C黨及D黨各得 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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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以一個由以一個由以一個由以一個由 4個政黨角逐個政黨角逐個政黨角逐個政黨角逐 8個議席的選區為例個議席的選區為例個議席的選區為例個議席的選區為例，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3種最大餘額法種最大餘額法種最大餘額法種最大餘額法

的計算方式的計算方式的計算方式的計算方式

黑爾數額＝ 100 000票／ 8席=12 500票＝ 1席

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黑爾數額黑爾數額黑爾數額黑爾數額
以完整數額以完整數額以完整數額以完整數額

取得的議席取得的議席取得的議席取得的議席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剩餘議席剩餘議席剩餘議席剩餘議席 議席總數議席總數議席總數議席總數

A 41 000 3.28 3 0.28 0 3
B 29 000 2.32 2 0.32 0 2
C 17 000 1.36 1 0.361 11 2
D 13 000 1.04 1 0.04 0 1
總數 100 000 8.00 7 -- 1 8

註 1： 擁有 大餘額的政黨取得剩餘的 1席。

特羅普數額＝ 100 000票／ (8+1)2席=11 111票＝ 1席

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特羅普特羅普特羅普特羅普

數額數額數額數額

以完整數額以完整數額以完整數額以完整數額

取得的議席取得的議席取得的議席取得的議席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剩餘議席剩餘議席剩餘議席剩餘議席 議席總數議席總數議席總數議席總數

A 41 000 3.69 3 0.693 13 4
B 29 000 2.61 2 0.61 0 2
C 17 000 1.53 1 0.53 0 1
D 13 000 1.17 1 0.17 0 1

總數 100 000 9.00 7 -- 1 8

註 2： 特羅普數額以議席數目加 1為分母。
註 3： 擁有 大餘額的政黨取得剩餘的 1席。

哈根巴赫數額＝ 100 000票／ (8+2)4席=10 000票＝ 1席

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哈根巴赫哈根巴赫哈根巴赫哈根巴赫

數額數額數額數額

以完整數額以完整數額以完整數額以完整數額

取得的議席取得的議席取得的議席取得的議席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剩餘議席剩餘議席剩餘議席剩餘議席 議席總數議席總數議席總數議席總數

A 41 000 4.10 4 0.10 0 4
B 29 000 2.90 2 0.905 05 2
C 17 000 1.70 1 0.70 0 1
D 13 000 1.30 1 0.30 0 1
總數 100 000 10.00 8 -- 1 8

註 4： 哈根巴赫數額以議席數目加 2為分母。
註 5： 擁有 大餘額的政黨未能取得任何剩餘議席，因為所有席位已根據各政黨

取得的完整數額悉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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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從表 3各例可作出以下分析：

(a) 在上述例子中，雖然 4個政黨所得選票相同，但各政黨獲
分配的議席數目卻因採用不同的數額計算方法而有別。

(b) 就分配每個議席所需的選票值而言，該 3種數額制的計算
結果各有不同。 例而言，某政黨如取得 10 000票，只有
以哈根巴赫數額計算，該政黨才可取得 1個完整數額 (即該
政黨獲得 1個議席 )。

表表表表 4：：：： 黑爾黑爾黑爾黑爾、特羅普及哈根巴赫、特羅普及哈根巴赫、特羅普及哈根巴赫、特羅普及哈根巴赫 3種數額制的比較種數額制的比較種數額制的比較種數額制的比較

數額制數額制數額制數額制 分母分母分母分母
每個議席的選票值每個議席的選票值每個議席的選票值每個議席的選票值

(選票數目選票數目選票數目選票數目 )

黑爾 小 (8) 高 (12 500)

特羅普 中等 (8+1) 中等 (11 111)

哈根巴赫 大 (8+2) 低 (10 000)

(c) 分母越大，較大的政黨便可取得越多議席。以A黨為例，
如以黑爾數額計算，該政黨只取得 3席；如以特羅普數額
及哈根巴赫數額計算，則可獲分配 4席。

(d) 分母越大，餘額的重要性便相對減少，因此小政黨獲分

配剩餘議席的可能性也越小，B黨便是一例。以哈根巴赫
數額計算，B黨取得 大的餘額，即 0.90，但沒有剩餘議
席可供分配。在根本沒有剩餘議席可以分配的情況下，

小政黨的形勢 為不利。

(e) 在各種數額的計算方式下，當選所需的數額越小，議席

的分配便越不相稱。如以特羅普數額代替黑爾數額計

算，較小的C黨會損失 1席，而 大的A黨則會多取 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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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均數法

3.12 這類由數學衍生的計算方法，是由歐洲的專家制訂，目的在

於確保選 結果更合符比例。根據這些計算方法，每席所得選票 “平均
數值 ” 高的政黨，可順序獲分配議席。 “平均數值 ”是所得選票以某一
數值相除後所得的商數。政黨每取一席，其 “平均數值 ”便相應遞減。表
5顯示在分配議席時 常用的兩種 高均數法，分別為抗特 (d’Hondt)計
算法及經修訂的聖拉古 (Sainte-Laguë)計算法。

抗特計算法

3.13 抗特計算法採用 1、 2、 3、 4等整數作為除數。如表 5所示，首
個議席 (以括號內的數字表示 )由 大的政黨取得，即A黨，然後該政黨
所得的票數會除以 2。B黨取得第二個議席，因其 “平均數值 ”(即原來得
票總數 29 000票 )高於C黨及D黨，同時亦高於A黨得票除以 2之後的數
值。第三個議席歸A黨所有，因其票數除以 2之後，高於B黨票數除以 2
之後的數值，且亦高於C黨及D黨所得的票數，如此類推。 終的議席

分配結果為：A黨得 3席，B黨得 2席，C黨得 1席，D黨未能取得議席。

聖拉古計算法

3.14 按照聖拉古計算法始創人原來倡議的形式，這方法是以整數

的接續奇數作為除數，即 1、 3、 5、 7 等。但實際的做法現已改為採用
1.4取代 1作為第一個除數。以 1.4作為首個除數，是要確保選 結果比

原來的計算方式更合符比例。

3.15 這方法以順序形式分配議席，與抗特計算法相同。從表 5的例
子可見，獲得首 5個議席的政黨次序，與抗特計算法完全相同，但第六
席卻由D黨取得，而非A黨。因此，按政黨的順序， 終的議席分配結

果依次為 2席、 2席、 1席及 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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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以一個由以一個由以一個由以一個由 4個政黨角逐個政黨角逐個政黨角逐個政黨角逐 6個議席的選區為例個議席的選區為例個議席的選區為例個議席的選區為例，說明兩種最高均數，說明兩種最高均數，說明兩種最高均數，說明兩種最高均數

法的計算方式法的計算方式法的計算方式法的計算方式：：：：

以抗特計算法所採用的除數即 1、 2、 3等分配議席

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1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2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3 議席總數議席總數議席總數議席總數

A 41 000 41 000 (1) 20 500 (3) 13 667 (6) 3

B 29 000 29 000 (2) 14 500 (5)  9 667 2

C 17 000 17 000 (4)  8 500 1

D 13 000 13 000 0

總數 100 000 6

以經修訂的聖拉古計算法所採用的除數即 1.4、 3、 5等分配議席

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1.4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3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5 議席總數議席總數議席總數議席總數

A 41 000 29 286 (1) 13 667 (3) 8 200 2

B 29 000 20 714 (2)  9 667 (5) 5 800 2

C 17 000 12 143 (4)  5 667 1

D 13 000 9 286 (6) 1

總數 100 000 6

註 1： 括號內的數字為政黨依次獲分配議席的順序。

註 2： 所有議席一旦分配完畢，便無需採用更大的除數進行計算。

3.16 從表 3及表 5的例子可作出以下分析：

(a) 表 3及表 5選取的例子，目的不僅是解釋各種計算程序，
亦旨在說明選用比例代表制下不同的計算方法，足以影

響議席的分配結果。不過，這些差別也不一定會出現。[
例而言，在一個有 7個議席的選區中，以上述 5種方法來
計算，結果 4個政黨所得的議席數目，同樣是 3席、 2席、
1席及 1席。 ]

(b) 不過，當選 結果確有差別時，議席按比例分配的程度，

以至小政黨在選 中勝出的機會，都會受到系統性而非

偶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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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採用經修訂的聖拉古計算法，A黨會被D黨奪去 1席，因
此這種計算法有利於小政黨。

(d) 所有的 大餘額法都可能引致所謂 “阿拉巴馬矛盾現
象 ”(Alabama Paradox)  如某選區的議席總數增加 1
席，其中一個政黨可能實際上損失 1席。上文以某選區為
例，說明以黑爾數額分配 4個政黨競逐的議席數目。倘若
選區的議席數目由 8個增至 9個，C黨便會有此情況：如選
區設有 8個議席，C黨可取得 2席；但如設有 9個議席，則
只能取得 1席。除數制則可避免這種弊處，因為該計算方
法是按序分配議席，所以選區的議席總數即使有所增

加，也不能改變各政黨在先前各輪分配中已取得的議席

數目。

4. 可可可可轉移單票制轉移單票制轉移單票制轉移單票制

可轉移單票制的計算方法

4.1 在採用可轉移單票制時，選民對個別候選人而非政黨的競選

名單投票，依次選擇其屬意的候選人。無論對選民或選 主任來說，該

選 制度都是複雜的程序，但其優點是可在維持比例代表的原則之餘，

減弱政黨對候選人的影響力。

4.2 可轉移單票制的選 程序如下：選民會獲發一份候選人名

單，當中或會載明每一候選人所屬的政黨，但此 卻非必要，因為該制

度實行起來，所需要的只是候選人的姓名，而非所屬政黨。選民在投票

時可選擇其屬意的候選人，以號碼順序排列，把心目中的 佳人選列為

第一，次者第二，如此類推。

4.3 在選民的投票過程中，政黨的作用是指引選民對某一政黨給

予支持，使選民在投票時選擇屬於該黨的候選人，把他們列為首選。選

民當然亦可完全不理政黨的指引，而只憑本身對名單上每名候選人的觀

感來作決定。

4.4 一如 大餘額制，可轉移單票制在計算票數時，亦需要選用

一個當選所需的數額，而實際上，這往往就是特羅普數額。不過，在這

制度下該數額的計算方式，卻與 大餘額制的特羅普數額稍有不同，計

算方法是：總票數除以議席數目加 1所得的商數，以四捨五入化為整數；
若該商數是一個整數，便將之加 1。在表 6的例子中， 大餘額制的特羅

普數額是 25，轉移單票制的特羅普數額則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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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計算當選所需的數額後，便可點算每名候選人名列首位的

票數。任何候選人名列首位的票數若高於或相等於當選數額，便宣布當

選。這候選人所得超逾當選數額的票數，可當作餘額票，並按照選票上

所示的第二選擇作出分配。

4.6 至於選票的分配情況，方法是把當選候選人列為首選的所有

選票，按票上所示的第二選擇統計整理，計算其他候選人所佔的比例，

然後按比例把當選候選人的餘額票，分配給每個在選票上排名第二的候

選人。

4.7 以這種方式轉移的選票，取自每批選票中對上一次加進去的

選票。因此，在點票的較後階段，所涉及的選票本身大多已經過轉移。

4.8 如沒有候選人所得票數相等於或高於當選所需的數額，擁有

名列首位票數 低的候選人便會被淘汰，而該名候選人獲得的票數，會

按選票上所示第二選擇作出分配。

4.9 分配餘額票和淘汰候選人的過程持續進行，直至全部議席各

有歸屬為止。在這個過程中，若多餘票數高於排名位置 低的兩名候選

人所得票數的差額，便須先行分配餘額票，然後才淘汰候選人；否則，

候選人會在分配餘額票前便遭淘汰。

說明例子

4.10 表 6的例子說明可轉移單票制的所有基本規則。表內詳列每輪
點票的結果，從而說明點票的程序。在一個有 100名選民的選區，共有 7
名候選人 (P至V) 角逐 3個議席。選民填上首 3名屬意人選的選票有 41
張。

4.11 該表的上半部歸納了選民的選擇：有 15票以P候選人為第一選
擇、Q候選人為第二選擇及R候選人為第三選擇；有 26票亦以該 3名候選
人為選擇，但排名次序不同。此外，作出兩個選擇的有 29票，只作出一
個選擇的則有 30票。

4.12 在第一輪點票中，選票是按第一選擇點算。某候選人如取得

名列首位的票數達到或超出特羅普數額，即告當選：在表 6的例子中，
獲得 30票的P候選人已告當選。

4.13 在第二輪點票中， P候選人有 4張餘額票轉移至排名緊隨其後
的候選人，其中半數分給Q候選人，另外半數分給R候選人，因為在以P
候選人為首選的原有 30票中，以Q及R兩名候選人為次選的各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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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由於在第二輪點票中，並無另一候選人的票數達到當選所需

的特羅普數額，因此，得票 少的R候選人被淘汰，而其所得 5票，則
在第三輪點票中轉移至選票所示下一選擇的Q候選人。

4.15 這項程序須在第四輪點票中重複：淘汰T候選人，並把其所得
票數轉移至S候選人   該候選人的票數至此超逾特羅普數額，因而
當選。

4.16 S候選人的 3張餘額票原應轉移給選票上所示的下一排名者，
但由於選票上再無其他選擇，這些選票變成不可轉移。

4.17 在第六輪點票中，得票 少的候選人 (V候選人 )亦被淘汰，只
剩下 4名候選人，而下一個會受淘汰的是Q候選人，這意味無需再進行
計算，U候選人已成為第三名當選者。

4.18 因此，經過上述各輪點票後，P、S及U這 3位候選人分別當選。
有一點應注意，U候選人是在票數未達到所需數額的情況下當選的。

表表表表 6：：：： 以一個由以一個由以一個由以一個由 4名候選人角逐名候選人角逐名候選人角逐名候選人角逐 3個議席的選區為例個議席的選區為例個議席的選區為例個議席的選區為例，說明可轉移單票，說明可轉移單票，說明可轉移單票，說明可轉移單票

制的計算方法制的計算方法制的計算方法制的計算方法

特羅普數額=100票／ (3+1)席  + 1=26票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3名候選人名候選人名候選人名候選人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2名候選人名候選人名候選人名候選人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1名候選人名候選人名候選人名候選人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排名次序排名次序排名次序排名次序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排名次序排名次序排名次序排名次序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排名次序排名次序排名次序排名次序

15 P-Q-R 20 S-T 17 U
15 P-R-Q 9 T-S 13 V
8 Q-R-P
3 R-P-Q

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
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第一輪

點票點票點票點票

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第二輪

點票點票點票點票

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第三輪

點票點票點票點票

第四輪第四輪第四輪第四輪

點票點票點票點票

第五輪第五輪第五輪第五輪

點票點票點票點票

第六輪第六輪第六輪第六輪

點票點票點票點票

P 30 -4=26 26 26 26 26
Q 8 +2=10 +5=15 15 15 15
R 3 +2=5 -5=0 0 0 0
S 20 20 20 +9=29 -3=26 26
T 9 9 9 -9=0 0 0
U 17 17 17 17 17 17
V 13 13 13 13 13 -13=0

不可轉移票數 - - - - +3=3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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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例代表選比例代表選比例代表選比例代表選 制度的分析制度的分析制度的分析制度的分析

5.1 提倡比例代表制的人認為，選 制度的作用是成立一個成員

組合盡量切合全體選民信念的代議組織，而任何選 制度若不能反映選

民的意向，便是扭曲民主代議政制的原則。

5.2 競選名單制和可轉移單票制，兩者均能達到比例代表制提倡

者的基本目標。在兩種選 制度下，浪費的票數甚少，有的也只是一些

小黨派的得票；假如這些小黨派根本難以達到當選所需的票額，那麼在

任何選 制度下也大概不能獲得足夠支持，可以贏得議席。此外，在這

類選 制度下，大政黨亦不大可能囊括代議組織中大多數的議席。

5.3 然而，兩種選 制度都存在若干不公平之處。在競選名單制

度下，未能取得議席的小黨派，合共得票總數很可能相等於數個當選所

需的數額；而至於在可轉移單票制下被淘汰的候選人，合共得票總數也

可能相等於一個或以上的當選數額。

5.4 比例代表制會顯著削弱任何一個政黨在選 中取得多數議席

的能力。任何一種比例代表制，重點都在於確保議會的成員組合，足以

代表社會各個界別，因此，這種制度在本質上難容一黨獨大，換言之，

肯定有兩個或以上的政黨在議會中佔有席位。因此，實行比例代表制，

看來會促使各政黨組成聯盟，採取一個折衷立場。在這基礎上，那就很

難產生一個具有明確政治核心的反對力量。

比例代表名單制值得關注的問題

5.5 首先是政黨對候選人的支配。政黨把黨員列入競選名單的次

序，差不多可完全支配他們在選 中的當選機會。反過來說，如有候選

人令政黨不滿，政黨也可把他放在競選名單的較後位置，藉以作出懲

罰。由於政黨有權利用競選名單上的排名次序，對黨員加以賞罰，因此

實際上也就有權局限候選人的角色，使其不但聽命於黨領導層及黨機

關，而且接受劃一的意識形態，如此或會剝奪候選人本身可能覺得理應

享有的行事自由。

5.6 競選名單制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選民與民意代表之間

插入了政黨。如選民所屬意的人選，在政黨競選名單上排名頗後，在沒

有任何渠道表達不滿的情況下，他們或會索性不投該黨一票，儘管這樣

做似乎有點極端。在名單制下，選民在投票時，只能接受既定的競選名

單，也就別無其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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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在名單制下，政黨的角色 足輕重。為了在選 中獲勝，各

政黨須大力宣揚本身的政見立場，令所屬候選人形象鮮明，與眾不同。

因而，獨立候選人亦可能為了競選而組成陣線或加入政黨。在這情況

下，新政黨會紛紛成立。

劉騏嘉小姐

胡志華先生

1997年 8月 29日
電話： 2869-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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