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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提要內容： 

本論文旨在探討宗族因素對金門縣縣長選舉選民投票行為影響的程度？確

認宗族因素對金門縣縣長的選舉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首先就文獻探討，說明

目前有關選舉投票行為的理論基礎，與及學者專家的論點所在，進一步針對金

門縣選民投票行為的探討，進而釐清宗族血緣地盤與地域地盤的多寡與穩定性

是候選人勝選的最後關鍵。另外希望透過深度訪談更深入分析歸納金門根深柢

固的深厚宗族意識與情結，以及影響的層面。宗親會的提名方式與制度、動員

輔選的管道？陳氏宗親會「族規」初選制度的評價。陳、李兩大宗族勢力的對

決，宗族與宗族之間的結盟關係以及金門縣地方派系的初探，是否認定為地方

派系？近年來賄選問題嚴重，在金門縣長的選舉已出現和議員綁樁令人憂慮的

現象。 

本文研究發現有：一、陳、李宗族對決其來有自，也相當程度反應在選舉

上；二、宗族與地域的策略結盟粗具；三、「準政黨」已具雛型；四、金門地方

派系未成氣候；五、小姓結盟難成形；六、女性自我意識已覺醒，男性隨著年

齡宗族觀念益加濃厚；七、賄選嚴重，縣長與議員綁在一起；八、政黨的認同

已逐漸式微；九、外來人口衝擊未來選舉投票行為。 

最後結論綜合歸納，金門是屬於同姓血緣聚落的情況，宗族的情感力量非

常強大。因此，宗族投票行為在金門地區縣長選舉勢必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力。 

【關鍵詞】 金門 宗族因素 投票行為 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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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Patriarchal Clan Factor on Voters＇Voting Behaviors in Kinmen ─ 
the Example of the First to Fourth Election of County Magistrate  

by 
WANG, CHENG-HAN 

June 2007 

ADVISOR: Dr. CHANG, SHI-YING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MAJOR： PUBLIC AFFAIRS 
DEGREE: EXECUTIVE MASTER OF PUBLIC AFFAIRS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xtent of effects of patriarchal clan factor on 

voters’ voting behaviors in the election of county magistrate in Kinmen and we 

confirmed in the research that patriarchal clan factor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election. Firstly, we described the rationale of current voting behaviors in the election 

and scholar and expert’s argument from literature study. We also furthered to explore 

the voter’s voting behaviors in Kinmen and clarify that the size and stability of 

domain of patriarchal clan and genetic connection were the final key for victory in the 

elec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e also hope to give a deeper analysis and 

induction of deep-rooted patriarchal clan consciousness and complex and its aspects 

of effect, nomination pattern and system for officials of clan relative society, channels 

of mobilizing voters, the evaluation of primary election system in “Clan Rules” of 

Chen Clan Relative Society,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 major clans: Chen and 

Lee clans, the alliance between patriarchal clans,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of local 

sectionalism and how to define local sectionalism in Kinmen. In recent years, fraud 

and bribery at elections have been very serious and the impalement of the election of 

county magistrate and councilors wa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The findings of the paper are: 1)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en and Lee clans 

has its reasons and it reflects in a certain extent on elections; 2) the strategic alliance 

of patriarchal clans and section is in embryonic form; 3) “quasi-political party” was in 

embryonic form too; 4) local sectionalism not prevail; 5) small patriarchal clans is 

difficult to form alliance; 6)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is awakened and the older is, 

the stronger male’s patriarchal clan conception will be; 7) bribery at elections have 

been very serious and the impalement of the election of county magistra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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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ors; 8)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is declining; 9) immigrating 

population may impact future voting behaviors in elec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Kinmen is a place that people of the same family name 

and the same genetic connection live in a compact community and the power of 

affection in patriarchal clan is very strong. Therefore, the voting behaviors of 

patriarchal clan surely have a certain effects on the election of county magistrate in 

Kinmen.  

 

KEYWORDS: Kinmen, patriarchal clan factor, voting behaviors,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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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  論 

 

一個久居戰地的金門，在戰地政務及軍政一元化的軍事戒嚴桎梏下，金門防

衛司令部司令官身兼政務主任委員，掌控一切軍事政治與民生經濟的生殺大權，

金門人竟是無權選擇自己的父母官，邁向民主政治的道路竟是如此的艱辛與無奈。  

因而廢除戰地政務，解除戒嚴，回歸民主憲政是金門人的夢想。經過有識之

士一再抗爭陳情，終告於 1992 年 11 月 7 日解除戰地政務，金門人終於有權選擇自

己的主人。自 1993 年至 2005 年止，金門共歷經四次的縣長選舉，其間原本已存在

的宗族、血緣、姻緣的意識情結，以及各姓氏宗族的宗親會，經過數次選舉的操

弄，似已形成一股股的勢力，猶如各盤據一方的派系；在地方選舉期間，尤其是

縣長選舉數大宗族之間的競合，牽動且影響著縣長候選人勝敗的重要關鍵。 

在根深柢固的宗族意識及情結地域中，將隨著選舉的腳步，如影隨形影響著

金門縣選民的投票行為，這對於如沙漠般的金門地方選舉的研究上將是一塊值得

開發的處女地。雖然台灣對選民投票行為的諸多研究已是成果斐然，但觀察金門

縣縣長選舉的選民投票行為之影響要素，無非亦是一項具有研究價值的議題，希

望透過本研究的探討分析，比較出與台灣省的選舉投票行為之差異，釐清選舉行

為的真相，並以充實金門有關選舉的文獻。 

選舉是邁向民主的途徑，也是民主政治運作的方式，選舉在民主政治的運作

中，可說是最核心的部分，要瞭解民主政治的實際運作，就需先瞭解選舉；而要

對選舉有充分的了解，就必須對政黨及候選人的競選過程有充分的認知，對選民

而言，經由各政黨及候選人的競選行為，獲知參選動機及政治理念，進而投票選

出最適當的政黨及人選；羅斯（Rose，1967）曾指出，投票行為研究與競選行為研

究同樣重要，也可藉由競選行為，來塑造候選人的魅力及施政理念，進而影響選

舉結果。 

由於選民結構導向使得「市場區隔」益形重要，不同族群的選民對候選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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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型態的差異，也會造成影響選民的投票取向。而選舉行為則因歷史與地域性的

特殊不同，一縣之長握有全縣的行政資源與權力，乃是金門各姓宗族所關注的焦

點，更為逐鹿之權位，繫乎一姓之榮辱，全族之生存否？故每逢選舉宗族彼此競

爭較諸他項選舉尤為激烈。 

尤其是相對於台灣其他族群，呈現較高的家族式或宗族式傳統取向的族群凝

聚性格的金門宗族，不同於台灣地區地方派系中宗族情節的選民投票行為。在金

門地區歷屆的縣長選舉過程中更為凸顯，往往選舉期間動員越劇，所帶來的宗族

選舉影響力更是牽動社會互動的網絡，這是一個值得長期觀察研究的問題。 

影響選民投票的行為雖屬萬端，但金門特有的地域性的傳統社會關係取向之

宗族因素有別於台省其他地域，是以本論文分析影響第一屆至第四屆縣長的選民

投票行為的宗族因素將更具有意義。因此，本文即透過金門縣縣長選舉的全縣三

十五個投開票所和一百六十三個自然村的得票數和姓氏人口之對照，依單姓村該

主姓人口占50％以上的比率，和多姓村一姓人口占30％以上比率的選舉宗族內盤與

外盤，探討分析支持該姓氏候選人之宗族力量、地盤對選舉勝負關鍵的影響相關

程度，另外經由深度訪談法歸納分析具有政治參與代表性的訪談者的意見看法，

以說明宗族因素對金門縣縣長的選舉投票行為有顯著的關聯性。相信將更逼近於

研究主題的內容，以及論文之研究目的真相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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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基於緒論所言，金門縣縣長的選舉已歷經四屆，這是一個觀察研究選民投票

行為最佳起始點，希望經由本論文的研究，為未來金門縣縣長選舉的區塊的投票

行為，作一個研究的紀錄。 

壹、研究動機 

金門縣目前現住人口七萬七千四百七十七人（2007 年 2 月止）（金門日報：

2007，不含駐軍）1。聚居於金城鎮、金湖鎮、金沙鎮、金寧鄉、烈嶼鄉等五個鄉

鎮。縣內共有三十五個行政村里、一百六十三個自然村、一百八十多個姓氏、一

百六十七座宗祠2。其中的宗祠是團結精神與地域占有的宣示，也是凝聚宗族向心

力的精神象徵。長久以來金門具有宗族間的歷史情結，雖迭經三、四百年歲月演

變，但，不能否認的是每逢村落與村落之間的婚喪喜慶禮俗，或地方的大小選舉，

「宗族情結」仍然或多或少存在著。尤其屬宗族之間的活動，外姓氏罕有共襄盛

舉的份，致使在鄉境內各立宗派，似成了金門邁向二十一世紀一項牢不可破的勢

力（楊樹清，1998）。金門流行一句玩笑話，當地的第一大黨是陳家黨，第二大黨

是李家黨，然後才是國民黨。時至今日，宗族間的競爭仍時有所聞，在選舉中，

尤其特別凸顯。 

 歷年以來，學術界對於台灣地區選民投票行為的選舉相關研究，均有相當的

   
1 金門日報，第一版，2007 年三月十一日。自 2000 年政府開放金門廈門兩岸小三通政策後，部份

台商為方便往返兩岸三地，因而將戶籍遷至金門，以利商務往來，衍生地區幽靈人口的問題。民國

八十九年（2000）金門原有常住人口 為 53,832 人至民國 95 年（2006）五月，短短五年暴增為 72,600

人，皆是拜小三通之賜。當然對於金門福利與各項選舉也將產生不少的影響。 

 又根據「試辦金門、馬祖與大陸地區通航實施辦法」第十條之規定，在金門、馬祖設有戶籍六個

月以上之台灣地區人民，得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理局在金門、馬祖所設服務申請許可核發入出

境許可證，經查驗後由金門、馬祖入出大陸地區。因此造成許多在大陸投資、工作但未取得正式台

商資格之人員，可循「小三通」管道進出大陸之台灣人士把戶籍遷到金門，事實上並未在金門常住，

形成所謂的「幽靈人口」，根據金門縣政府民政局統計資料估計約有壹萬多人，占金門選舉人口 20%

的比例，這麼高比例的「幽靈人口」是台灣各縣市所沒有的。這些「幽靈人口」若被有計劃的整合

與應用，勢必會對金門的選舉造成嚴重的影響。 
2 根據陸炳文（1996）《金門祖厝之旅》一書序文認為「宗祠，是各姓氏奉祀其祖先的神聖建築，

也稱家廟或祠堂，台閩兩地百姓稱之為祖厝」。「一百八十多個姓氏，為主的三十九個姓，就有宗祠

一百六十七座，是台閩地區擁有宗祠最多的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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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除張世熒、許金土（2004）；陳宏義（2005）等學者在相關的金門選舉行為

之研究內容中，稍論及宗族對金門選舉有極大影響外，大部分學者對於離島地區

金門宗族派系與歷屆的縣長選舉之影響關係，缺少長期且全面觀察與深入探討或

研究的文獻，因而金門縣長的選舉是值得開發研究的領域。 

 金門縣在 1992 年（民國八十一年）11 月 7 日「戰地政務」3暨「戒嚴」終止後，

解除長達三十六年之久的戰地政務實驗，回歸憲政，終告還政於民，轉型進入落

實地方自治的階段（陳水在，2001）。回歸民主政治，開放實施民選縣長後，金門

原有存在的宗族、血緣、姻緣、地域等關係的特殊派系選舉投票行為等現象，自

然浮出檯面，諸多面向是否對歷屆縣長選情產生變數，個人以為這是金門邁向民

主政治路途中，一塊非常值得深入觀察與研究的問題。 

 金門縣在 1992 年終止戰地政務後，進行了數次各項選舉，包括縣長、立法委

員及縣議員、鄉鎮長、鄉鎮長的代表、村里長選舉等，在整個選舉過程中，雙方

的運作、對峙及恩怨造成宗族派系的產生，目前較具宗族派系雛型的有：陳氏宗

親會、李氏宗親會、蔡氏宗親會、王氏宗親會、六桂宗親會、楊氏宗親會、、、

等等。 

 選擇金門縣作為研究的主題，除了對金門縣的環境較為熟悉外，另外具有觀

察與研究的便利性。本論文試著從金門縣獨特的地方宗族派系因素中瞭解影響縣

長選舉投票行為的因素、情況與相關程度。在歷經政治、經濟、社會等變遷後，

將顯現如何之面貌？是否將日漸消弭？或是持續保持其影響力？其權力結構、動

員操作、組成方式是否將呈現與以往不同的作風？ 

從金門歷屆縣長選舉中，透過各鄉鎮票匭以及中央選舉委員會、金門縣選舉

委員會選舉實錄等選舉資料，試算分析各單姓村宗族支持投票與該宗親候選人之

投票數與投票率，占全村投票率在百份之 50 以上的選舉地盤比率，即可推斷該村

宗族因素為影響縣長選舉的投票行為。基於宗族情結而投票予同姓候選人的選舉

   
3 據《戰地政務實驗辦法》第一條：為適應暫時需要，統一戰地軍政指揮，將金門馬祖地區列為戰

地政務實驗區，特定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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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是否確實與該姓氏之縣長候選人之得票數比率相關？再根據資料分析推論

金門歷屆縣長的當選與否，與宗親因素的選舉地盤支持與否是有絕對的相關？ 

 金門在民主轉型所帶來的政黨競爭之下，過去宗族與國民黨間的恩護結盟關

係業已鬆動，加上金門人宗族觀念意識強烈，黨性觀念反而模糊不穩，造成其他

新興政黨在金門反而有發揮勝選的空間4，也因此產生明顯的宗族角逐的現象。 

 地方宗族派系和地方選舉有著密切的關聯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對宗族派系而

言，選舉是整合其平時所擁有宗族、血緣關係網絡及地方勢力的一種行動過程，

更是決定其能否掌握地方有限政經資源和決定何姓宗族出頭的關鍵，因此，選舉

時各地方宗族派系無不卯足全力，透過各種手段來左右選情（徐偉閔，2005）。金

門原有存在的宗親、血緣、地域等關係的特殊宗族派系，可推論金門的歷屆縣長

選舉的投票行為取向應歸屬於在「社會關係取向」（relationship orientation）；而「候

選人認同取向」、「政黨認同取向」或「議題取向」的影響是相對的薄弱。 

 從文獻中發現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無論是全體的研究分析，或是個案的研

究，皆有相當的成果，唯獨對於離島金門相關的宗族因素與派系對選舉行為影響

之研究則是缺乏不足的。是故本研究即以金門縣之地方宗族派系之因素為個案研

究對象，其理由與動機是： 

一、金門縣的地方自治暨政黨屬性具有很高之研究價值： 

 金門縣自國軍退守金馬台澎後，隨即在 1956 年（民國四十五年）成立戰地政

務委員會，是為適應戰時需要、統一戰地軍政指揮，將金門劃為戰地政務實驗區。

軍事戒嚴管制的金門，對地方選舉產生巨大的影響；這種軍、政、黨體制統治長

期介入地方選舉5，是台灣其他縣市少有的？與金門地方宗族派系的形成及其競合

   
4 戰地政務期間，金門百姓一向為國民黨所掌控，但解除戰地政務後，尤其開放黨禁，金門由於對

一黨專政的國民黨失望，轉而支持新黨與親民黨。如第十任總統選舉金門地區投給宋楚瑜的選票有

19,991 張，得票率高達 81.81%，遠高於國民黨的連戰 3,543 張和 14.5%的得票率。目前金門縣長

暨立法委員皆為新黨黨員（吳成典立委於 2005 年回到國民黨），金門日報 2006/10/25 。 
5  認真說，金門的地方自治史並不長，歷程卻十足艱辛。戰地政務時期，所有的大小官員、民代，

普遍由軍方直接派任，或常在組織強力運作下選舉產生，因而許多公務員以「官」自居，作威作福，

對民眾頤指氣使，連一個小小的副村長，動輒對村民咆哮斥責，什麼難聽的話都罵得出口，相信老

一輩的鄉親仍然記憶猶新，沒齒難忘！（我的 e 政府，http://www6.ww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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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又有何關聯呢？ 

二、宗族意識情結與地方宗族派系結構之穩定性，是維持其運作模式

的資源基礎： 

 過去戰地政務期間，政委會主任委員是由司令官兼任威權的主導者，剝奪金

門人參與政治的權利6，造成地方派系宗親會受制於威權而與之相互共生。對政 

治型態與運作異於一般的政治生態。 

三、濃厚的宗族因素如何影響金門縣選民投票行為： 

 金門地方小且關係複雜，保留許多傳統群居的生活與宗族的觀念，因此在選

舉時宗姓的血緣與地緣關係的抉擇，才是影響投票行為的主要因素。 

四、金門之地方宗族派系不同於台省之錯綜複雜，其血緣關係之宗親

會扮演選舉中之關鍵角色： 

金門因血緣關係所產生的聚落中之各姓宗親會，是全族的權利組織中最高的

機構，除歲時的祭祖、聯誼活動外，更具有舉足輕重影響選舉勝負成敗的關鍵，

一般人均認為，金門縣不論大小選舉，選民皆以宗親關係為投票取向。因而宗親

會的權利組織結構與動員運作的情形，非常值得深入探討。 

五、確認金門是否有地方派系之存在： 

根據許金土研究分析，金門在象徵利益（symbolic interest）主導下，已初具地

方派系之雛型（許金土，2003）。但是，陳宏義研究則認為，金門地區僅有「宗族

認同」的行為，而非像地方派系有「利益」的存在（陳宏義，2005），兩者看法相

異。本研究即進一步釐清，藉由高度政治參與者的訪談資料中分析，大抵可歸結

出最後的答案。 

   
6 根據陳水在，2001 年《金門解嚴前後》一書中稱：金門戰地政務實驗的行政階段，金門縣長與

各一級主管並非來自於民選或經由國家考試所產生，而是大部分由金門戰地政務委員會派任，頁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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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充實地方文獻之不足： 

 有關研究金門地方宗族因素影響縣長選舉的投票行為的研究文獻，付之闕

如。尤其金門特有的宗親會網絡組織在選舉動員中的運作情形乏人研究。其餘報

章雜誌頂多也只做簡略的報導而已，故想對此不足部分略盡棉薄之力。 

貳、研究目的 

   對屬於中華民國領土一部分的金門而言，尤其長期處在戒嚴的軍事統治，以

及實施戰地政務的軍政一元化的特別屬性，是台灣的民主政治絕無僅有的經驗，

是以軍事戒嚴管制的金門，對地方選舉造成巨大的影響；這種軍政體制統治長期

介入地方選舉，事實上，以金門地區為例，雖然表面上宗族派系活動幾乎已不存

在，但是地方宗親會的力量在選舉期間，仍然扮演著候選人一決勝負的主要一股

影響力量。尤其解嚴後邁入民主政治，金門陳氏宗親會、李氏宗親會利用兩大宗

族的勢力一再操弄選舉，分別瓜分了各二屆的金門縣縣長的寶座，壓縮了小姓的

政治發展空間，致使金門其他小姓難於接受。面對具有選舉優勢的兩大宗族勢力，

相對於小姓的生存空間被擠壓了，導致宗族地盤的穩固基礎在選舉中扮演著極現

實的勝選關鍵。 

 「金門學」叢刊總編輯楊樹清指出，金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村落為「一姓村」、

「單姓村」，聚落就是一個大型的宗族血緣家庭，所以當地特重宗族關係，各姓宗

祠就有一百六十七座，為台閩地區宗祠最多的縣治。時至今日，宗族仍是左右金

門當地人際關係與政治運作的重大扭力。 

 因而選舉與地方宗族派系的結構是否穩定性，有其密切關聯性的影響？再且

金門地區地方宗族派系的結構雖不如台灣的完整性，但金門地區特有的村落血緣

宗族聚居的情結特性，形成了一種綿密的情感臍帶關係，這似乎是台灣所欠缺的。

往往在村落的宗廟慶典活動、祭祖、婚喪喜慶上表現出木本水源，同宗血緣的凝

聚力量來，此種宗族力量所產生的效力，是不可輕忽的，尤其表現在選舉上更是

值得觀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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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金門縣為研究的主題，除了對金門縣的環境較為熟悉外，另外具有觀察

與研究的便利性。本論文試著從金門縣歷屆縣長選舉中分析探討宗族因素，對該

同姓縣長候選人支持之相關性，並瞭解獨特的地方宗族派系影響縣長選舉的因

素、情況與程度。民國八十二年（1993），陳水在以軍派官派現任縣長的優勢，與

李炷烽相互角逐，陳、李兩強相爭，選戰拼到極點，連帶牽扯金門特有的、濃厚

的初級與次級關係，宗族效應從此傳散開來（許金土，2003）。 

故本研究從相關文獻及總體資料的探討分析，及從深度訪談資料中，探討「宗

族因素」與「選民投票行為」之關係，以臻至下列目的： 

一、試圖從總體資料分析和深度訪談資料中驗證金門特殊的地方「宗族因素」

歷屆縣長選舉投票行為牽動之關係？ 

二、分析金門特殊的地方「宗族因素」所呈現的宗族血緣、地緣地盤，對選

舉投票行為影響之深度？ 

三、探討釐清金門縣是否有地方派系？影響縣長選舉的重要關鍵的宗親會組

織，是否可確認為派系之一？ 

四、探索金門縣陳、李兩大地方宗族對決情況，與選舉時宗親會的運作與動

員管道？如何去動員、輔選？何種動員、輔選之系統效果最好？ 

五、探究金門陳、李兩大宗族在縣長推舉的制度上，是否已凌駕在政黨的功

能之上？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論文的研究方法，以質化研究（qualitative studies）為主。此研究途徑強調雙

方面變遷動力之互動：一方面是重視「縱面向」的歷史變遷動力；另一方面則是

探討「橫面向」的結構變化動力。至於研究方法的運用上，則包括：文獻分析法、

現有總體資料統計分析法及深度訪談法，期望能對本研究的事實能更逼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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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Literature Analysis）是將某個研究主題就目前學術界的成果加以研

究，以客觀而系統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事件的確實性和結論。

主要目的在整合某個特定領域中，已經被思考及研究過的資訊，這是一個屬於在

社會科學研究中被廣泛運用的間接研究方法，可以幫助研究者了解過去、解釋現

在與推測將來，並且有助於撙節研究經費及研究成果的形成與處理（葉至誠、葉

立誠，2001；朱浤源，2000：陳怡如，2003）。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所涉及的部份包括： 

一、以金門縣地方政治事務相關之歷史文獻、地方報導、經濟社會變遷之統計資 

料，以及台灣地方派系的相關學術研究為基礎，分析金門縣既有的地方宗族 

派系、以及金門縣地方宗族派系在政治、社會環境變遷所產生之改變與影響。 

二、以有關台灣地區地方派系的學術專書、期刊論文、學位論文為基礎，討論台 

灣地區政治、經濟、社會變遷之特質，分析影響地方宗族派系與選舉之關係 

的因素。 

三、根據政黨、選舉、宗族派系等相關研究，分析地方宗族派系與選舉的關係、 

地方宗族派系與國民黨的關係、地方宗族派系權力結構與運作特性等。 

四、從歷屆縣長選舉結果統計資料，觀察金門縣既有的姓氏宗族派系與意識在選 

舉上的得票情形與勢力消長，以探討宗族派系動員的能力情形。 

五、從金門扮演至關重要角色與居民生活和人際關係互動最高的各姓宗族之宗 

廟，來分析姓氏宗族與選民投票行為之關係。一般相信，除非有個別私人情 

感恩怨，否則宗親票源常常是最穩定的支持者（2003，許金土）。 

 因此，本研究所採用之文獻資料約可分為下列六類： 

（一）金門縣誌、金門縣統計要覽、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料庫。 

（二）其他有關金門縣相關政治事務、經濟社會發展等歷史文獻。 

（三）報章雜誌之相關評論與地方報導，包括金門日報、議政簡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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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學術專書、期刊論文與學位論文。 

（五）歷屆金門縣長選舉名冊。 

（六）福建省金門縣選舉委員會歷屆相關選舉投開票記錄與選舉實務。 

本研究之總體資料來源，為中央選舉委員會暨福建省金門縣選舉委員會編印

之歷屆選舉實錄。自第一屆至第四屆由於戶籍的變動與人口的增加，部分村里化

為兩個投開票所，但實際乃歸屬於同一村里之戶籍所在。故將全縣歷屆設置投開

票所加以整理，除烏坵鄉人口數與樣本數少不計入外，全縣所設置投開票所，合

併為三十五個村里，以三十五個村里的投開票所記錄做為分析計量單位。各村里

及投開票所分布情形，如下表【1-1】及圖【1-1】所示： 

 

表 1-1： 金門縣三十五個村里的投開票所名稱 

金城鎮 金寧鄉 金湖鎮 金沙鎮 烈嶼鄉 

1.東門里 9.古寧村 15.新市里 23.汶沙里 31.林湖村 

2.南門里 10.安美村 16.山外里 24.何斗里 32.黃埔村 

3.西門里 11.湖埔村 17.溪湖里 25.浦山里 33.西口村 

4.北門里 12.榜林村 18.蓮安里 26.西園里 34.上林村 

5.賢安里 13.盤山村 19.料羅里 27.官澳里 35.上歧村 

6.金水里 14.后盤村 20.新湖里 28.三山里  

7.古城里  21.正義里 29.大洋里  

8.珠沙里  22.瓊林里 30.光前里  

資料來源：福建省金門縣選舉委員會選舉實錄，作者整理  

若能徵得金門縣選舉委員會同意，借閱歷屆縣長選舉名冊以統計分析各候選

人在宗族姓氏之投票數，將是使本研究解決宗族因素的問題更具解釋性與準確

性。並可瞭解金門的宗族歷史發展脈絡和社會變遷概況；其次就總體資料加以整

理分析；並以輔助資料加以佐證分析，作為與金門個案相互比較分析的論證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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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金門縣三十五個投開票所位置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貳、深度訪談法： 

 為求本研究研究內容盡量能夠反應出宗族派系內部結構與運作之真實性，因

此採用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試圖發現宗族派系組織內部一些重要運

作規律及爭議所在。 

 藉由深度訪談法，使研究者得以長時間能深入掌握問題脈絡以及爭議點，亦

能夠藉由訪談，更為清楚檢證研究主題之思考脈絡並隨時加以修正。再者，深度

訪談還可針對某一特定議題、事件或典故，訪問不同立場的地方人士，經過研究

者整理、比對、查證後，期能獲致研究問題之客觀真相，而不致於受到特定對象

之誤導（徐芳玉，2001：22－23）。 

 根據學者文崇一的定義，深度訪談指的是希望透過訪談取得一些重要因素，

而這些重要因素並非單純用面對面式的普通訪談就能得到結果（文崇一、楊國樞，

2000）。深度訪談有別於單純訪談，深度訪談目的在於透析訪談的真正內幕、真實

意涵、衝擊影響、未來發展以及解決之道。一般而言，深度訪談能比一般訪談要

花費更多的時間，但是其所得到的結果更具能深入描述事物的本質，以做為進一

步分析的依據。深度訪談則是更深入的進行人的研究分析，靠的是事前收集資訊

的功夫，以及約訪、預訪等前置作業，訪談時則是視情境臨機應變，由大環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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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面向，來進行剖析，以探求事情的真相（萬文隆，2004）。 

深度訪談有下列幾項優點： 

一、深度訪談之優點在於訪問的時間較長，訪問者與受訪者較能夠發展出彼此之 

間的信任感。因此此種訪問較為深入，往往能夠發現許多新問題，而得到意 

想不到的啟發。 

二、訪問較具有彈性，可以隨著受訪者的情緒及反應設定臨場的訪問問題及態 

度。對於受訪者所迴避的問題，可以從反向思考或旁敲側擊的方式取得線 

索；訪問者亦可以針對受訪者有深入價值的反應與答案，持續訪問。 

三、深入訪談著重訪問者與受訪者的良好互動，若對於研究問題有任何誤解的情 

況發生，可以當場予以解釋。 

四、對於探索性之研究有相當大的助益，亦非常適用，可作為其他的相關研究之 

基礎。 

五、深度訪談之訪問者通常就是研究者本人，最能夠了解研究的目的與價值，因 

此，在訪談的過程中，可以隨時調整問題的內容與焦點，以符合研究之需要。 

 有關本文主題之動態資料蒐集，預定主要採用人物訪談的方式，逐步累積蒐 

集資料。換言之，對於非書面性質的資料，無法自相關之圖書館中蒐集完整， 

且許多傳言性的說法，亦無從由書面資料中獲悉，因此勢必從身歷其境的關

鍵人物口頭訪談中，獲知端倪（張永豪，1997：25）。 

 有關金門地方宗族派系的資料非常缺乏，尤其是對宗族派系、宗親會的組織、

運作、動員與代表人物的釐清，需要是花費極大的精力，除了自己本身以前對宗

族派系的觀察與瞭解外，更從歷次選舉中各候選人之助選員名單中，逐一予以釐

清;另外要對地方宗族派系進一步瞭解其中結構，運作的模式有需要使用質性訪

談。因此，本文擬針對熟悉金門縣宗族派系發展與地方政治事務之人士進行訪談，

訪談對象包括： 

   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人數四十名。包括地區政治參與度較高的人士和一般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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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訪談，以作為研究之標的及對象，將訪談對象分成五類： 

A 類：行政首長、政府官員。如省府主席、秘書長、前後任金門縣縣長、鄉鎮長、

選舉委員會秘書、民政課長。 

B 類：民意代表。如立法委員、議長、縣議員。 

C 類：學者、作家、教師。如學者、作家、教師。 

D 類：宗親會理事長。如地方宗親會理事長、黨職主委。 

E 類：私人企業、家庭主婦。職員、家庭主婦等。 

以上這些訪談對象不是曾經參與選舉的經歷，就是負責選戰有關行政、動員

的工作，對選舉實務的瞭解比一般人還熟稔選舉的內情，還有一般實際投票的選

民的代表，期望能從其中觀察或發現出本論文的真相。 

本論文訪談對象已考慮到影響選民投票行為的相關因素，並以人口背景：性

別、年齡、職業、教育程度、收入、居住區域等與投票參與行為的關係作篩選的

訪談對象。訪談性別男性占三十六位，女性占十四位的比率；年齡則分布在二十

五歲至七十歲左右；職業為軍公教、退休人士、家庭主婦等；教育程度則從初中

至研究所；收入在六千元至十萬元左右；居住區域包括大、小金門地區等人口變

項。希望獲得第一手的原始選舉資料，有助於本論文的論述基礎。為了尊重受訪

者個人意願及隱私，且避免造成不必要的困擾，故文中仍以英文字母為代號，採

匿名方式處理。如表【1-2】深度訪談一覽表。 

 透過深度訪談法進行長時間和深入的探究研究問題，使研究者較能掌握問題

的根本與深度，通常亦可藉由其豐富的論述內容予以推敲其背後言語或行動的意

義，並可直接判斷得知其談話的可靠性。深度訪談的方式主要採取標準化開放式

訪談（standardized open-end interview）的方式，是以一些特定的用詞、語句和問題，

意圖讓每位受訪者都經歷相同的程序詢問，使用此一方法之目的，在於降低不同

訪談者的變異性，並在實際訪談過程中，採取較為彈性的作法，亦能針對不同的

受訪對象，有所增減，惟基本上該探求的問題內容是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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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深度訪談對象 

序 訪談者代號 職稱 時間 地點 

１ Ａ－101 前縣長、陳氏宗親會理事長 96.04.19／14：20 陳氏宗祠服務處 

２ Ａ－102 現任縣長、前國大、立委 96.4.18／17：00 縣長會客室 

３ Ａ－103 前局長、縣長候選人 96.3.29／13：30 瓊林 100 號之 3 

４ Ａ－104 前鎮長、塔后陳氏理事長 96.3.29／15：00 塔后 121 號 

５ Ａ－105 金城鎮鎮長 96.3.26／17：00 鎮長辦公室 

６ Ａ－106 金湖鎮鎮長 96.3.30／16：00 鎮長辦公室 

７ Ａ－107 金寧鄉鄉長 96.3.31／09：00 鄉長辦公室 

８ Ａ－108 烈嶼鄉鄉長 96.4.16／15：30 鄉長辦公室 

９ Ａ－109 福建省省主席 96.3.6／09：30 省府辦公室 

10 Ａ－110 省府主任秘書 96.3.5／16：10 省府辦公室 

11 Ａ－111 省府委員 96.3.13／09：0 向上建設有限公司 

12 Ａ－112 省選舉委員會祕書 96.4.10／14.30 省選委會辦公室 

13 Ａ－113 縣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96.3.11／10：00 浯江新莊 2 巷 3 號 

14 Ａ－115 教育局長、宗親會理事長 96.4.16／15：30 教育局局長室 

15 Ａ－116 烈嶼鄉公所民政課長 96.4.16／14：00 烈嶼鄉公所 

16 Ａ－117 金沙國中校長 96.3.27／19：30 大同之家 

17 Ａ－118 大同之家職員 96.3.29／17：00 大同之家 

18 Ａ－100 前議長、現任議員 96.4.12／20：30 自宅服務處 

19 B－101 現任議長 96.3.23／16：00 副議長辦公室 

20 B－102 現任副議長 96.3.11／16：00 金瑞飯店餐廳 

21 B－03 現任議員 96.3.12／17：00 金馬旅行社會客室 

22 B－104 現任議員 96.3.16／15：00 李沃士服務處 

23 B－105 縣議員 96.4.09／20：30 金城國中美術教室 

24 B－106 現任立委 96.3.30／21：00 立委吳成典服務處 

25 B－101 名城有線電視董事長 96.3.15／15：00 名城電視會客室 

26 C－102 金門技術學院教授 96.3.15／13：30 通識中心辦公室 

27 C－103 金門技術學院教授 96.3.12／14：30 觀光系辦公室 

28 C－104 作家 96.3.30／17：00 長春書店 

29 D－105 教師 96.3.28／10：00 美術教室 

30 D－106 金門縣黨部主委 96.3.24／14：30 縣黨部主委辦公室 

31 D－107 李氏宗親會理事長 96.3.16／12：00 北山村金德祥商店 

32 D－108 吳氏宗親會理事長 96.4.16／17：20 理事長自宅 

33 D－109 代課教師 96.4.02／08：10 美術教室 

34 D－110 教師 96.3.29／11：00 輔導處諮商室 

35 E－101 家庭主婦 96.3.29／10：00 菜市場路自宅 

36 E－102 職業婦女 96.3.28／17：00 金城國中專任教室 

37 E－103 金酒公司職員 96.4.09／17：00 中興路自宅 

38 E－104 職業婦女 96.3.28／11：00 金城國中人事室 

39 E－105 家庭主婦 96.4.16／14：30 烈嶼鄉公所 

40 E－106 家庭主婦 96.4.16／15：00 烈嶼鄉公所 

資料來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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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自1993年起迄2005年止，以金門自第一屆至第四屆縣長選舉過程與結果

分析。在民主化背景下探討宗族因素與地方全縣性縣長選舉的影響，過去戰地政

務時期受軍方控制，地方自治縣長選舉未開放，縣長由軍方遴派，遲至1993年金門

始開放民選縣長選舉，從此邁入地方自治與民主政治的一途，但是接踵而至是每

四年一次的民選縣長，將長久以來被積壓的宗族派系給激發出來，將對軍方和國

民黨的不滿表現在選票上，另外存在已久的宗族問，也逐漸浮出檯面，再經過少

數有野心的政客操弄，使陳、李兩大姓氏因選舉而對決起來，在宗族派系間相互

競爭，造成族群撕裂不幸的結果 

  總統大選後，派系的權力關係與運作方式，就國民黨而論，其地方派系有區

域結盟及更中央化的趨勢，隨著立法院角色的增強，這些區域結盟與中央結盟的

現象將有可能會加強。而民進黨則隨著地方、中央執政的鼓勵，其各派系也會有

新的結盟、流動與擴張，並使其中央派系更地方派系化，成為台灣地方派系生態

新的一部分（趙永茂，2001：167）。 

 但在外島金門雖因政治民主化的變遷及政黨輪替所帶來的各項衝擊，並不如

台灣本島的劇烈，這就是金門在轉型後因為一方面在戰地政務制度下長期的影響

的使然，更重要的因素是金門根深柢固的宗族派系的情結關係，故本研究將焦點

著重在影響金門四屆縣長選舉甚大的宗族派系上，研究的範圍是以金門地區的民

主化變遷為背景，再以民主發展的時間點為縱線，並以縣長選舉事件貫串，交互

穿插構成金門地區民主化與地方政治發展，再經由文獻資料的結果顯示，2001年的

地方政黨輪替就已對金門縣的整體政治生態產生衝擊，因此特別整理金門縣自1993

年至2005 年較具指標性意義的縣長選舉，並將得票情形一併列出請參考（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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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個案探討時的對照。 

表 1-3： 金門縣歷屆縣長選舉概況表 

投票日期 當選人及就職日期 

屆 

別 年 月 日 

總 

人 

口 

數 

選 

民 

數 

投 

票 

人 

數 

投 

票 

率 

候

選

人

數

姓 

名 

得 

票 

數 

得 

票 

率 

年 月 日 

第 

一 

屆 

82 11 27 45,125 27,077 20,670 
76.34

％ 
3 

陳 

水 

在 

9,685 
46.86

％ 
82 12 20 

第 

二 

屆 

86 11 29 51,080 32,060 22,431 
69.71

％ 
2 

陳 

水 

在 

13,146 
58.60

％ 
86 12 20 

第 

三 

屆 

90 12 1 56,958 39,991 25,190 
64.30

％ 
6 

李 

炷 

烽 

14,148 
56.17

％ 
90 12 20 

第 

四 

屆 

94 12 3 68,265 52,039 31,981 
76.23

％ 
3 

李 

炷 

烽 

17,358 
54.27

％ 
94 12 20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金門縣政府主計室、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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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金門縣歷屆縣長選舉概況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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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建構出本研究之選民投票行為的研究架構如下： 

 

 

 

 

 

 

  

 

  

 陳、李對決 

 

   

選民投票行為抉擇 

 

 

 金門縣長當選人 

 

圖 1-3： 本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血緣地盤 

宗族 
因素 

總體資料分析 深度訪談 

宗親會 
 

派系 

 
地緣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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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探討宗族因素對金門縣歷屆縣長選舉投票行為之影響，肇因於金門

宗族觀念深厚其來有自，民間宗族情節與意識強烈而深厚。本研究結構首先由歷

屆縣長選舉之各候選人選舉得票數統計之選舉總體資料分析；另一方面經由深度

訪談中進一步歸納分析出本文的焦點－－宗族因素。並進一步探討分析宗親會濃

厚的宗族意識與情節，再探究宗親會與派系的關係，試圖歸結出金門地方派系的

定義與有無地方派系。再且從宗族地盤與地緣地盤探究縣長候選人，所盤據的地

盤與地緣數的強弱多寡，以求取縣長勝敗之關鍵因素。 

鑒於金門陳、李兩大宗族的恩怨情仇，每當選舉一再對決，歷屆縣長當選者

非陳即李，其他小姓宗族幾乎無參選與出頭機會。陳、李兩大宗族之間操縱選舉，

激化宗族情感，使選舉更選錯綜複雜，最後，在宗族的意識與情節之下，選民做

出宗族因素的投票行為。 

所以金門縣長的當選人，是由於金門根深柢固的宗族因素而顯現出的選舉投

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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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流程圖: 

 

 研究   選民投票行為  研究 

 動機  理論建立   問題 

 與 文獻回顧 、 

 目的 與 地方派系定義與理論 研究 

 提出  理論探討 範圍 

 研究 社會關係取向理論 再界 

 問題 相關理論探討與比較 定 

 

 

 

 

 

 進行研究  確定   質化研究方法： 

 及 研究   1.文獻研究法 

 結論 訪談資料 對象   2.總體資料分析 

 與 分析整理 與   3.訪談題目設計 

 建議 與 訪談     與前測 

 撰寫 題目   4.深度訪談法  

  

 

圖 1-4： 本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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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檢視 

 
本研究為宗族因素對金門縣第一屆至第四屆縣長選舉，希望從中瞭解宗族因

素對縣長選舉的影響程度，進而瞭解金門縣選民投票行為之取向。筆者企盼從相

關文獻與理論探討中獲得與本研究的相關理論基礎，以作為後續研究及實證訪談

的依據。 

 

第一節 選民投票行為研究文獻 

 

 投票行為研究的起源或可從1912 年美國學者Chapin 使用官方選舉統計資 

料來分析選民的投票行為開始。而後1928 年，S. A. Rice所寫的『Quantitative Methods 

in Politics』中則是提到關於投票行為的兩大論點：1.政治行為乃是政治態度的外顯

現象，而所有政治事件乃所有個人態度的外顯結果。2.不同的社會團體，具有不同

的政治偏好，也就是有不同的投票行為模式。爾後到了Zarsfeld 等學者(1944)所著

之『The People＇s Choice』一書出版後，投票行為算是完成了第一階段的萌芽期（轉

引自陳宏義，2005：14）。 

 陳義彥（1992）國內在投票行為研究之發展上，大致上較美國大約晚了五十

年；而在研究途徑上，大致是採用美國所發展出來的理論架構，而許勝懋 (2000) 將

台灣研究選舉投票行為之相關文獻作階段性之分類如下（張世熒，2005；呂成發，

2004）： 

壹、第一階段為萌芽期 (西元1961~1970年)  

表2-1： 我國選民投票行為(1961~1970年)理論萌芽期研究 

研究學者 題目 抽樣與分析方法 

鄒文海 「台灣省地方選舉的研究」 官方統計資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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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析、隨機抽樣、

問卷調查 

蔡啟清 

(1969) 

「台北市選民的政治行為之研究：民國五十

八年二月台北市第一屆市議員選舉」 

非隨機抽樣進行

研究分析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說明：由於這時期的文章均屬草創時期所論著，因此在分析資料的呈現只有

簡單的百分比分析，而且在抽樣方法、問卷設計及分析方法上都較難達成現今社

會科學精確、嚴密之標準，不過這兩篇文章的調查論著，也開啟國內選舉行為研

究的大門（呂成發，2004）。 

貳、第二階段是關鍵時期 (西元1971~1981年) 

 自1971年起選舉投票行為之研究日益開放，在這階段間共舉辦的選舉共十 

四次之多，而這也提供了學者合適的研究環境。而這時期有關選舉行為的研究 

共有十四篇 (不包括研究生之碩士論文) ，分述如下 (見表2–2) ： 

 

表2-2： 我國第二階段選民投票行為(1971~1981年)研究表 

研究學者 題目 抽樣與分析方法 

江炳倫 

(1972年1-2) 

台灣地區人民政治文化投票指向的調查

研究 

利益抽樣法 2975人 

百分比、卡方檢定 

華力進 

(1972年3-4） 

台灣地區公民政治參與調查研究台灣地

區公民投票參與行為之研究 

多段分層間隔取樣

法1485 人， 百分比

分析、卡方檢定 

蔡啟清 

(1973年12) 

台北市選民政治行為的研究：民國62年

第二屆市議員選舉實態研究 

分層系統抽樣， 

百分比分析 

蔡啟清 

(1977年11) 

大眾傳播媒體對投票行為的影響：第六

屆省議員選舉實證台中實態調查 

隨機抽樣474人，百

分比分析以及卡方

檢定 

胡佛、朱志

宏、陳德禹

(1978年春天) 

政治參與的研究：內湖地區的個案研究 分析、基差相關、 

變異數分析 

台灣省家庭計

畫研究所 

我國國民現代化過程與投票行為 

 

分成分隔抽樣法

8219人，百分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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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年7-8) 析、卡方檢定 

雷飛龍、陳義

彥(1980年4) 

公眾事務問題意見調查之一 多段分層抽樣法、 

分比分析、卡方檢定 

陳義彥 

(1980年12) 

台北市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從民國六

十九年恢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調查

分析 

多段集體抽樣、百分

比分析及卡方檢定 

柴松林、陳德

禹(1980年12) 

台北市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六十九年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調查分析 

分層集體抽樣、百分 

比分析及卡方檢定 

李瞻 

(1981年2) 

社會各界對六十九年增額中央民意代 

表選舉反映意見之調查分析 

分層隨機及目的抽 

樣、百分比分析及卡 

方檢定 

胡佛、朱志

宏、陳德禹

(1981年2) 

台北市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民國六十

九年恢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分析 

 

多段分層系統抽樣

法，因素分析 

 

中華民國大眾

傳播教育協 

會(李瞻主持) 

(1981年3-4月) 

大專學生對民國六十九年恢復增額中央

民意代表選舉的看法 

 

多段分層抽樣法、論 

統計分析 

雷飛龍、吳

定、黃德福

(1981年6-7月) 

台灣地區選民對選舉事務的看法 

 

配額、分層、系統及 

隨機抽樣，百分比分

析及卡方檢定 

鍾田明 

(1981年11月) 

電視與選舉關聯性研究：從民國70年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探討 

多段分層抽樣法 

 

資料來源：轉引自（張世熒，2005：157） 

  

小結： 

由【表2-2】，根據上述文獻，可以歸納出下列兩個特點： 

1、 採取社會學及社會心理學的研究途徑。 在此時期，只有鍾田明所進行的「電

視與選舉關聯性研究：從西元1981年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探討」一文，是從政治傳播

的觀念來探討。 

2、選民投票取向之因素為「政黨認同」、「候選人取向」、「議題取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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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第三階段是發展期 (西元1982~1991年) 

 自1982年起，隨著政治體制日漸改革，1987年報禁、黨禁的解除，使得人 

民透過選舉投票的參與，來達到政治民主化的意願日益高增，這也使得有關投 

票行為的相關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所發表之論文共有十五篇(不包 

括研究生之碩士論文)。分述如下 (見表2–3)： 

 

表2-3： 我國第三階段選民投票行為(1982~1991年)研究表 

研究學者 題目 抽樣與分析方法 

袁頌西、李錫錕、

郭秋永(1982年1

月至1983年2月) 

台灣地區政治參與之研

究 

多重分層比例抽樣， 

因素分析 

曹俊漢、陳義彥、 

薛敬民(選前：

1983年11月下旬

選後：1983年12 

台北市選民投票行為之

研究：從七十二年增額立

法委員選舉探討 

 

多段系統抽樣法，採比較 

選前選後兩次調查結果

之分析 

張紘炬(1983年11

月25日~30日) 

淡江大學的民意調查預

測七十二年台北立法委

員選舉的結果 

分層系統抽樣法， 

民意調查，百分比 

胡 佛、陳德禹、 

陳明通、游盈隆 

(1983年) 

選民投票行為  多段分層系統抽樣法， 

百分比、因素分析 

林嘉誠(1984年1

月) 

七十二年選舉行為研究  分層隨機抽樣(集體抽樣) 

百分比、卡方檢定 

胡佛(1984年4-9) 台灣省選民的政治參與

行為結構與類型的比較

分析  

多段分層系統抽樣法 

胡 佛、陳義彥、 

陳德禹、袁頌西、 

曹俊漢(1985年) 

台灣地區民眾政治參與

的研究 

多段分層系統抽樣法、 

百分比、卡方檢定、 

F值、因素分析 

雷飛龍、陳義彥、 

丁庭宇、林邦傑、 

彭芸、劉義周、 

黃維憲(1985年11) 

轉型社會中的投票行

為：台灣地區選民的科技

整合研究(一) 

 

多段分層系統抽樣法， 

百分比、卡方檢定、F值 

、r值、ANOVA分析 

雷飛龍、陳義彥、 轉型社會中的投票行 多段分層系統抽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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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庭宇、林邦傑、 

彭芸、劉義周、 

黃維憲(1986年11) 

為：台灣地區選民的科技

整合研究(二) 

 

百分比、卡方檢定、F值、 

r值、ANOVA分析 

蔡啟清(1986年)  我國選民投票行為研

究：台中市選民投票行為

實態調查  

多段分層系統抽樣法 

胡 佛、洪永泰 

(1987年)  

台灣地區選民的政治行

為：應屆省議員的候選人

分析  

未出版 

陳德禹、袁頌西、 

呂亞力、胡佛、 

洪永泰(1987年) 

政治體系與選舉行為：民

國七十五年增額立法委

員選舉的分析 

多段分層系統抽樣法， 

百分比、卡方檢定、 

因素分析 

雷飛龍、陳義彥、 

何思因、劉義周、 

盛杏溪(1989年) 

台灣地區選民的投票行

為：一個理論模式的探索 

多段分層系統抽樣法， 

百分比、卡分檢定、F值 

陳德禹、胡 佛、 

朱雲漢、袁頌西、 

洪永泰(1990) 

政治體系與選舉行為：民

國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

員及縣市長選舉的分析 

多段分層系統抽樣法， 

百分比、卡方檢定、F值 

 

陳義彥、鍾蔚文、 

劉義周、何思因、 

翁秀琪、鄭夙芬 

(1991年12) 

台灣地區選民投票行為

之研究：從第二屆國大代

表選舉探討 

分層系統抽樣法、回歸分 

析、變異數分析、t-test 

資料來源：轉引自（張世熒，2005：158－159） 

  

小結： 

由【表2-3】我們可以了解到這十五篇有關選舉投票行為的研究，不論在抽樣、

分析方法都比前一階段來的嚴密謹慎，而這也無疑的將投票行為在學術上、理論

上的研究提供了一個完整的紀錄與理論架構。而這些相關研究有些共通點：1. 主

要是採取社會心理學研究途徑。2. 使用個體分析(Micro Approach)方法。3. 民意調

查已成為選舉預測之必要手段。選民之投票取向依序為：(1) 政黨認同；(2) 候選

人取向；(3) 議題取向。 

肆、第四階段是成熟多元時期 (西元1992 年~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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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年12 月，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全面改選，1992年12 月，第二屆立法委員

亦全面改選。1994 年制定省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就在同年12 月，台灣舉行

首次由人民直選台灣省省長與北、高兩市市長。而在1996年更舉行由人民投票來選

出首屆民選總統。另外，1997 年縣市長選舉以及1998 年的北高市長選舉，還有2000

年的第二屆民選總統，其結果造成了有史以來的第一次政黨輪替，接者，西元2002

年，政黨輪替後的立法委員選舉，更將人民對於政治參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而就在這種政治風氣丕變以及大型選舉接連不斷的環境下，為學者提供了一個選

舉研究的良好環境。 

表 2-4： 我國第四階段選民投票行為（1992－2005 年）研究  

研究者(施測年份) 題目 抽樣與分析方法 

徐火炎 

( 1993年7月) 

選民的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

同與黨派投票抉擇：第二屆國大代

表選舉選民的投票行為分析 

無 

林德昌 

(1994年7月) 

對外經援與外交政策：北京外援受

援國在聯合國投票行為之分析 

機率抽樣調查、皮爾

森相關係數分析、變

異分析、雪菲檢定、

卡方檢定 

翁秀琪、孫秀蕙 

(1994年11月) 

 

選民的媒介使用行為及其政治知

識、政黨偏好與投票行為之關聯—

兼論臺灣媒體壟斷對政治認知與

行為之影響 

問卷調查、變異數分 

析、迴歸分析、

ogisticRegression 

傅恆德 

(1994 年 11 月) 

政治文化與投票行為：民國七十八

年立委和八十年國大代表選舉 

卡方檢定、對數線性

模型、洛基、變異數

分析 

何金銘 

(1994年12月) 

候選人勝選因素分析模型再探：高

雄縣省議員選舉的個案分析 

Logit模型、 

問卷調查 

梁世武 

(1994年12月) 

1994年台北市長選舉之研究：民意

調查與選舉結果之綜合比較分析 

問卷調查、 

變異數分 

徐火炎 

(1994年12月) 

認知動員、選舉動員類型與選民的

投票行為：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

舉的分析 

問卷調查、 

多元迴歸分析、 

資料分析 

王國璋 

(1995年1月) 

當代美國國會選舉投票行為之分

析 

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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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昶 

(1995 年 1 月) 

 1994 德國「聯邦議會」大選  資料分析 

徐火炎 

(1995 年 3 月) 

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投票行為  資料分析、 

迴歸分析 

吳乃德 

(1995年4月) 

社會分歧和政黨競爭—解釋國民

黨為何繼續執政 

多元迴歸分析、 

一般迴 

徐火炎 

(1995年11月) 

「李登輝情節」與省市長選舉的投

票行為：一項政治心理學的分析 

卡方檢定、 

變異數分 

陳文俊 

(1995年11月) 

統獨議題與選民的投票行為—民

國八十三年省市長選舉之分析 

卡方檢定、 

變異數分析 

王業立 

(1995年12月) 

從立委選舉結果看選民的投票行

為 

無 

張凌真 

(1996年1月) 

傳播管道與投票行為之相關性研

究—以八十三年臺北市市長選舉

為例 

電話訪問調查法、 

系統 

王國璋 

(1996年3月) 

當代英國選民投票行為之演變 問卷調查、多元回歸

分析、艾賽克型模 

黃秀端 

(1996 年 4 月) 

從選舉結果分析選民的投票行為

資料分析 

資料分析 

何思因、吳釗燮 

(1996年5月) 

臺灣政黨體系之下政黨認同的測

量方法 

次數分佈與百分比、

交叉分析 

朱雲漢 

(1996年5月) 

臺灣選民在國會選舉中的政黨選

舉：二屆國大選舉之個案分析 

問卷調查、 

卡方檢定、 

徐火炎 

(1996年7月) 

臺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

行為：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年間的

實證研究結果 

問卷調查、最大可能

估計法、線性結構方

程式模式、洛基迴歸

分析 

彭文正 

(85年11月) 

Bandwagon, Underdog, and Strategic 

Voting: A Case Study of the 1992 U. 

S. Presidential 

電話訪問抽樣法、

logit模型 

劉念夏 

(1996年11月) 

一九九六年總統大選選舉預測：民

意調查中未表態選民投票行為規

則假設的提出與驗證 

CHAID統計分析 

 

陳恆鈞 

(1997年7月) 

The Impact of the Mass Media on 

Public Opinion 

無 

梁世武 

(1997 年 10 月) 

選民投票行為的預測與操縱 資料

分析 

資料分析 

楊孝濚 臺北縣縣長候選人社會福利及其 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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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年3月) 他公共政策議題之研究 德斐技巧法 

謝邦昌、江志民 

(1998年4月) 

民意測驗中的社經發展指標、人 

口特性與投票行為之研究 

變異數分析、 

Tukey檢定 

高永光 

(1998年5月) 

政黨競爭與政黨聯合—議題取向

的分析 

理性計算 

盛杏湲 

(1998 年 5 月) 

選民的投票行為與選舉預測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陳陸輝 

(1998年5月) 

Presidential Voting of 1996 in Taiwan: 

An Analysis 

多項對數成敗比模

型 

徐火炎 

(1998年11月) 

李登輝情節的政治心理與選民的

投票行為 

長期分析 

陳陸輝 

(1998年11月) 

Presidential Voting of 1996 in Taiwan: 

An Analysis 

多項對數成敗比模

式 

王國璋 

(1998年12月) 

區域意識、政黨認同與加拿大選民

投票行為之長期分析 

多元迴歸分析、 

長期分析、 

傅明穎 

(1998年12月) 

北市選民的候選人評價與投票決

定 

問卷調查、 

多元迴歸分析、 

許增如 

(1999年3月) 

一九九六年美國大選中的分裂投

票行為：兩個議題模式的探討 

政策中和模式、 

選民期望模式 

盛治仁 

(1999年5月)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artisanship, Issue,and Candidate in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oralBehavior--A Discussion of 

Methodology and Case Study 

兩階段迴歸 

 

吳乃德 

(1999年7月) 

家庭社會化和意識型態：臺灣選民

政黨認同的世代差異 

洛基迴歸模型 

張紘炬、林佳和 

(1999年5月) 

1997基隆市市長選舉隱性選民的

投票行為 分類性多變量分 

分類性多變量分

析、Logit模式 

吳重禮 

(2000年3月) 

美國「分立性政府」研究文獻之評

析：兼論臺灣地區的政治發展 

問卷調查、 

資料分析 

陳敦源 

(2000年4月) 

人為何投票﹖理性選擇觀點的緣

起與發展 

卡方分析 

馬志欽 

(2000 年 4 月) 

大選中的孤立波現象與投票行為

模式  

無 

鄭赤琰 

(2000 年 9 月) 

華人選民在馬來西亞大選中的槓

桿作用 

無 

林佳龍 

(2000年12月) 

臺灣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變遷：菁

英與群眾的選舉連結 

問卷調查、 

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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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凌嘉 

(2001年5月) 

選舉預測誤差控制的嘗試--以特質

調整模型(JIA Model)為例 

基礎模型、 

次數分析 

莊天憐 

(2001年5月) 

我國「獨立選民」的發展與變遷

(1989-1999) 

Logistic regression 

許勝懋 

(2001年5月) 

臺北市選民的分裂投票行為--一九

九八年市長選舉分析 

總體資料分析＆個

體資料分析對數成

敗比模型、多變量統

計方法 

林麗慎、簡曉玲 

(2001年7月) 

臺北市大安區成功國宅的居民結

構與政黨取向 

電話訪問調查、 

統計分析 

徐火炎 

(2001年9月) 

一九九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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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 

交叉分析 

盛治仁 

(2001年11月) 

即時資訊處理模型與投票行為研

究的運用--以美國選民投票行為分

析為例 

相關係數分析 

盛杏湲 

(91年5月) 

統獨議題與臺灣選民的投票行

為：一九九○年代的分析 

順序probit分析、 

Logit模型分析 

陳陸輝 

(2002年11月) 

政治信任感與臺灣地區選民投票

行為 

信度檢定、迴歸分

析、對數分析 

吳重禮、李世宏 

(2003年4月) 

總統施政表現對於國會選舉影響

之初探：以2001年立法委員選舉為

例 

多項勝算對數模 

型分析、問卷調查 

吳重禮、許文賓 

(2003年6月) 

誰是政黨認同者與獨立選民？--以

二○○一年臺灣地區選民政黨認

同的決定因素為例 

多變數反覆加權 

法、雙變數交叉分 

析、多項勝算對數模

型 

吳重禮、譚寅寅、 

李世宏 

(2003年6月) 

賦權理論與選民投票行為：以2001

年縣市長與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

為例 

雙變數交叉分析」與

「多項勝算對數模

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進行檢證。 

張世熒、許金土 

（2004 年 3 月） 

社會關係取向對選民投票行為之

影響－2001 年金門選舉個案研究 

總體層次資料分

析、個體資料分析、 

問卷調查、交叉分析 

朱曉玉 

（2004 年 12 月） 

我國獨立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

2000 年與 2004 年總統選舉分析與

比較 

總體層次資料分、個

體資料分析、問卷調

查、雙變數交叉分析 

呂成發 金門縣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2004 文獻探討、量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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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 3 月） 年總統選舉個案分析 法、問卷調查法、卡

方獨立性檢定之分

析。 

陳宏義 

（2005 年 2 月） 

金門的投票行為研究 「總體資料分析」、

「電話訪問調查」、

「菁英訪談」法。 

陳建民李能慧 

呂怡艷 

（2005 年 4） 

金門地區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

從總統、立法委員和縣長的選舉結

果分析 

總體資料分析 

資料來源：引自（張世熒，2005：161－165），及作者整理。 

 

有關臺灣選舉行投票行為相關資料，包括書籍、期刊論文與報告、學位論文

及報章雜誌可謂汗牛充棟，在整理選舉投票行為發展的研究文獻後，大致可區分

研究投票行為途徑為生態學途徑、社會學途徑、經濟學途徑以及社會學等途徑（張

世熒，2005：151）。總體來說，我們可以從下列方向來回顧： 

 

表2-5：  選民投票行為途徑 

投票行為途徑 釋義 主要理論 

生態學研究途徑 

（芝加哥學派） 

探討社會特質等

外在變項與選民

的相互關係，試圖

了解選民與政黨

之間的關係

（Ranny，1963：91

－102） 

1.投票方向與選區人文環境、人口、年

齡、性 別、族群、政黨、宗教、教

育歷史事件等變 項間的關係。 

2.選區投票率、投票方向與個人特質與

經社背 景間的關係。找出哪些因素及

如何影響選民投票行為（張世熒，

2005：151）。 

社會學研究途徑

（哥倫比亞學派） 

由哥倫比亞大學

的拉扎斯菲德

（P.F.Lazarsfeld） 

等人所研究發展

出來的。 

受早期生態學的

影響。以個人社會

特徵來解釋投票

1、強調大眾傳播影響意見領袖，意見

領袖再 影響選民投票的階段性決定

過程，「兩階 段傳播」理論的提出，

開始受到政治實務實務者的重視，特別

是「初級團體」（Primary Group）對個

人意見的形成具有相當重要性。 

2.競選對選民投票傾向具有強化、催

化、轉化的作用，而選民通常具有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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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 支持優勢者的心理，這與後來提出的

「策略性投票」或「西瓜偎大邊」，有

前後輝映之妙（張世熒，2005：151）。 

社會學心理學研

究途徑 

（密西根學派） 

當代投票研究主

流，以個人心理態

度的變項來解釋

投票行為。以「漏

斗狀的因果模型」

（Campbell，

Converse，Miller 

and Stokes，960，：

24－32）為其基本

架構。 

1.探討選民對政治事務的認知、態度、

情感、 和價值判斷，並因而對其投票

行為。其基本架構為Campbell 等人所

稱的「漏斗狀的因果模型」（Campbell, 

Converse,Miller and Stokes, 1960：

24-32）。 

2.在時間面向的軸線上，其終點為投票

決定（依變項），而在許多影響投票行

為的變數中，彼此有些存在著某種型態

的因果關係但最終定會匯集成影響選

民投票決定的力量。 

3.在漏斗口處的投入，包括最早家庭父

母的影響，隨後個人社會背景的特徵、

政黨認同、 對候選人與政見的評價、

及競選期間重大偶發事件的輿論與親

友間的討論等等（張世熒，2005：151）。 

經濟學研究途徑 

（理性抉擇理論） 

一種理論及演繹

的投票行為研究

方法，討論選民個

別偏好的影響。 

1.在許多政治問題的立場、政黨及候選

人的立場，可以理性分出其差異。 

2.能比較哪個政黨或候選人的立場與

自己較為接近。並作出投票決定。 

3.一般特別重視「議題取向」，對選民

投票行為的影響。為一種理論的及演繹

的投票行為研究方法，主要建構的是

「Rational Choice Model」。 

4.簡單來說，就是選民能在許多政治問

題的立場、政黨及候選人的立場，可以

理性的區分出其差異，並輕易的比較哪

個政黨或候選人的立場與自己較為接

近，在作出投票的決定。代表性人物為

Downs（1957）的『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張世熒，2005：151）。 

資料來源：轉引自（張世熒，2005：146－153；6）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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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總結來說，無疑的，美國乃當代投票行為研究的重鎮，並深深影響到世界各

國。在英、美選舉投票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投票行為主要強調的是其

效率與功能性。也因為有如此多樣的研究途徑發展下，豐富了投票行為研究的內

涵。然而，選舉及投票行為所最關心的應是：是否影響到政治安定，或是有助於

政治的進步（胡佛，1998；64）（張世熒，2005：151）。 

 如此豐富多樣的研究途徑發展下，使投票行為的研究內涵更具精采。除了既

有的研究途徑之外，更有諸多面向的相關研究發表，在此時期利用傳播媒介及學

術研討會來發表研究成果的風氣也日漸盛行。這些相關研究除了包含政治面向 (包

含選舉預測、政黨認同、候選人取向、議題取向、民意調查等研究方向) 、傳播面

向 (包含媒介使用行為、民意調查等研究方向) 以及一些跨國比較研究。另外，一

些學者開始針對研究上所使用的方法及整個研究過程進行回溯性探討，而這無疑

的將為選舉行為研究提供了更精確的方向。綜觀上述我們不難發現此階段的選舉

相關研究是已經成熟且多元化（呂成發，2003；張世熒，2005）。 

 金門縣既屬標準的宗族社會，在步入民主化過程中，許多實證經驗自無法用 

以解釋金門選民的政治行為（陳義宏，2005）。因此，本研究的意涵就是放在宗族

因素對於金門選民投票行為的影響力上，企圖瞭解宗族活動等因素是否對於民主

政治的政治參與，尤其是縣長選舉是否具有意義？ 

 

第二節 有關社會關係取向之文獻 

 

  選舉投票決定的形成是相當複雜的過程，是許多因素互動的結果，不同的因

素對選民投票的影響力會因時因地而有所差異；投票行為不單指選民到投票所投

下一票或不投票而已，此種外顯的行動更廣泛地包括所有投票行動背後隱含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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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社會及心理因素交互作用的動態層面（鄭棟榮，2004）。 

有關臺灣選舉行投票行為及地方派系的相關資料，包括書籍、期刊論文與報

告、學位論文及報章雜誌可謂汗牛充棟，總體來說，我們可以從下列方向來回顧： 

壹、選民投票行為取向研究類型 

 綜合上述文獻資料，可知選民投票行為的經驗性研究和其他的政治決策一

樣，是複雜的政治、社會與心理等因素所交互影響的結果。長期以來，學者在理

論及方法上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當今最主流的投票行為理論，則認為影響

選民投票的因素，大多是認定政黨認同、議題態度與候選人評估三者是影響選民

投票決定的主要因素。但是，近年來台灣政治與社會急遽變遷，因此許多研究發

現，私人關係、社會關係、個人的情緒或特殊的利益，甚至民間甚傳的「買票」

等，也都影響台灣選民投票決定的重要因素（張世熒，2005：165）。 

 而影響金門縣長選舉投票行為的重要因素，是否符合上述學者所言，還是另

有最大的宗族情節因素所影響決定，這是本研究最聚焦、最重要探討的問題。 

 邇來在「選舉制度」研究與「投票行為」等研究，國內諸多學者如（張世熒，

2005：3；黃秀端：1996；楊婉瑩，2000：71-90；陳義彥、黃麗秋，1992：13-15）

等研究成果甚是豐碩。而學者張世熒（2005）認為我國選民投票行為之「候選人取

向」「議題取向」「政黨取向」「社會關係取向」等投票取向類型，為國內學者

研究選民投票行為取向中影響投票決定最主要的因素。本研究著重在「社會關係

取向」中的「宗族」因素，故文獻回顧即聚焦於「社會關係取向」的範圍上。 

貳、社會關係取向（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學者張世熒（2005）在「選舉研究－制度與行為途徑」一書中，認為關係取向

的投票行為是台灣地區選舉的特色，尤其是地方選舉中更顯其威力。而社會脈絡，

即是指個人非自願的、普遍存在的、強制性的互動，例如血緣、宗族關係等（陳

宏義，2005）。關係其實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因為某種共識或是認同的連結，涉及兩

 



  33 

方所擁有共同的情感，如同鄉、同學、同僚、同姓等等（Jacos 1980：79－97）7。

故關係指的可能是血緣性的宗親氏族、地緣性的同鄉或地方派系、業緣性的同事、

同鄉會及學緣性的師生同學等，只要拉得上關係的人際網絡之開展都屬之，其中

宗族關係最值得探討（張世熒，2005，174）。  

  目前族群政治的相關研究中，多以「族群競爭理論」來解釋族群動員、族群

投票的現象，認為各個族群為了爭奪相同的資源，彼此競爭與衝突，進而訴諸政

黨與選舉等政治手段。個人對於政治的意見與行動多少會受到個人所處的社會及

政治情境所影響。因此，有關社會關係的研究對於瞭解個人政治意見的傾向就顯

得及其重要（陳宏義，2005）。 

 所以社會關係：就是選民針對血緣、地緣、姻親、、、等社會關係，來選擇

投票時該選擇哪位候選人？而地方派系原在地方上紮根經營，而以血緣、姓氏、

姻親、地域等人際關係種種的方式加以延續，所以地方選舉常是由幾個地方派系

或宗族輪流掌握，這也是其他宗族、新興勢力或其他候選人難以殺出一條血路的

原因。 

 所謂「宗族意識」借用古德伊納佛（Goodenough）
8對於文化兩個面向「pattern 

for」和「pattern of」來做比附，由於宗族意識是屬於 pattern for 這各層面的，平時

不易表現出來，也不容易觀察出來。而宗族表現也就是 pattern of，及外顯型表現，

它可以是千變萬化，也可以是乏善可陳的，族群動員、族群投票的現象，就是宗

族意識的外顯化（張世熒，2005，174）。 

 宗族是最強而有力的社會組織，以族譜與族產為其基本構成要件。其中表現

在政府政策和公職的競逐最明顯，例如各民意代表都有「地方建設分配款」來回

饋自己的選區，政治人物會以族裔來喚起族群的認同，藉以穩固自己的票源；各

   
7 轉引自金門投票行為研究，陳宏義，2005；頁 15。 
8 轉引自選舉研究－制度與行為途徑，張世熒，2005；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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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也會基於政治或象徵性的利益而支持所謂「自己人」，因此民主政治的出現

不但未減少族裔意識，反而有增加之勢9。 

  宗族意識的形成與內化，依閩南地區開發的特性，是逐漸發展而來的。當然

有人會質疑這種族群式的投票傾向會維持不變？那就要看宗族意識是否不斷被強

化或凝聚而定了。尤其在教育普及與工作流動激增的情況下，不僅各種利益匯集

的管道增加了，同時與外團體的交流也可能增加。因此，族群性的投票便會失去

往日的重要性。此外，適逢重大的議題時，也會減少這種族群式投票的穩定姓。

有人質疑這種族群式的投票傾向會一直維持不變？那就要看宗族意識是否不斷被

強化或凝聚而定了。就如同賈寇伯（Bruce Jacobs）對「媽祖鄉」研究指出：「在

高層次的選舉中如果候選人和他們的地區沒有關係他們可能會投票給同姓的候選

人」（Jacobs，1980：80）10。 

 Bruce J.Jocobs在「中國政治聯盟特殊關係的初步模式」一書中進一步指出，一

般人民在投票時，是傾向於與候選人的私人關係及地域情感為考量，特別是在鄉

鎮的傳統社區，候選人贏取選舉的條件就是具備良好的人際關係及地方關係。此

外，具有情感因素的「同情弱者」心理亦具有相當影響作用（彭懷恩，1997）。 

 

第三節 有關台灣地方派系之文獻 

 

 歷年以來關於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理論，可謂如過江之鯽、河中之沙，但歸

納得知不外以派系基礎理論、二元統治結盟與舊侍從主義和（新）侍從主義（高

永光，2001）、人際關係網絡理論、衝突理論、菁英理論、權力集團理論、結盟理

論、賦權理論（吳崇禮、譚寅寅、李世宏，2003）等，為最多學者所熱用。本研究

則從派系基礎理論、二元統治結盟與（新）舊侍從主義與人際關係網絡理論三面

   
9 轉引自「選舉研究－制度與行為途徑，張世熒，2005：頁 174。 
10 揭前書，頁 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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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述如下，冀望對本研究之宗族因素影響選舉驗證理論的架構與基礎。 

壹、派系基礎理論 

一、地方派系的定義 

 貝樂（Drnnis C. Beller）與貝隆尼（Frank P. Belloni）認為所謂的派系乃是指：

「在一個團體之內部所形成的一些有組織的次級團體，為了爭取其在政治上的權

力，這些次級團體間會相互的競爭甚至敵對。」11。學者沙瑞斯基（Raphacel Zarisiki）

則認為：「派系是指不同的勢力彼此相互競選以期獲得影響力來控制所屬的政黨、

決定該黨的黨綱，並選擇該黨的候選人以及公職人員的提名。」12。 

 綜上對派系的意涵，有不少學者提出了許多看法，依國內學者、國外學者分

述如下【表 2-6】說明（賴秀真，1994：7；吳芳銘，1996：17-21；程俊，1994：14；

吳文程，1996：53）： 

 

表2-6： 派系的定義 

提出學者 派系定義 

張世熒 

（2000：29） 

所謂派系，是指政黨或政治團體內部主張不同政

策，或擁護某一特殊領袖的小團體。 

趙永茂 

（1998：33） 

 

地方政治人物以地緣、血緣、宗族或社會關係為基

礎，相互聯合以爭取地方政治權力的一種組織，並

無固定的正式組織與制度，其領導方式依賴個人政

治、經濟、社會關係，而其活動則採半公開方式，

以選舉、議會為主要活動場域，並在這些政治場域

中擴展其政治社會關係的影響力，具有在地方政治

上決定選票、推薦人才、影響選舉與決策功能。 

國 

內 

學 

者 

 

陳明通 

（1995：13） 

 

1、派系的基本構成單元是「二元聯盟」，「二元聯

盟」是指存在於兩個聯盟之間，以交換恩惠及提供

即時所需為目地的自願性協議。 

2、派系是這些二元聯盟所構成的一套「人際網路」

   
11 引自吳文程「政黨與選舉概論」，五南圖書公司，台北，1996：頁 52。 
12 揭前書，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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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稱，是一種「準團體」。有一定程度的組織，

卻缺乏共同標準的成員身份與權利義務。 

3、派系是一種非正式團體。 

4、派系的行動與目標具有集體性。 

5、派系的目標在取得及分配公部門或準公部門的資

源。 

6、派系的主要活動場域在地方，它的主體行為是以

當地人士為參與對象。 

7、派系的主要活動在選舉。 

朱雲漢、陳明通

（1992：78） 

基於血緣、姻緣、地緣、語緣等初級團體關係所建

立起來的人際網 

黃德福 

（1994：76） 

指那些以爭取地方政治權利，影響地方公共政策制

訂過程，或甚至控制地方政治體系運作為主要目標

的政治團體。 

陳陽德 

（1987：44） 

 

一群不具有任何形式組織的地方有力人士，活動於

特定的地方社區中，因義氣相投或利害一致而結合

在一起，且為掌握地方政治的企圖，形成一股勢力

足以左右群眾之選票，並影響地方事業機關及地方

政府作為的團體 

呂亞力 

（1997：280） 

 

所謂派系，可能是指政黨、利益團體、政府機關，

甚至議會內部份成員的經常性的非正規集會，也可

能是指地方政治上，一大家族或若干家族為核心組

成之經常性非正式集會，派系在正規利益團體不發

達或政黨競爭難以發揮的開發國家中是相當普遍。 

Drnnis C. Beller 

Frank P. Belloni 

（1978：3-14） 

在一個團體之內部所形成的一些有組織的次級團

體，為了爭取其在政治上的權力，這些次團體間會

相互的競爭甚至敵對。 

Raphacel Zarisiki 

賴秀真， 

1994：7 

不同的勢力彼此相互競選以期獲得影響力來控制所

屬的政黨、決定該黨黨綱，並選擇該黨的候選人以

及公職人員的提名。 

Harold Lasswell 

（吳文程， 

1996：53） 

在一個大團體中的部份人士，為了提升特定人士的

權力或政策的地位而努力奮鬥，彼此間對於一些共

同同意原則性的問題，在施行細則上有不同的看

法：在組織上他們可能是永久性的組織，也可能是

短暫性的集結，一旦他們組織的凝聚力很強時，他

們往往會基於字利的考量而共組政黨。 

國 

外 

學 

者 

 

Richard Rose 

（1964：37） 

是一個有自我意識的組織團體，因此具有凝聚力與

紀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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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Firth 

（1957：8） 

是在特定情境下產生衝突的組合，而不是平常正式

情況下所組成的團體，他們甄補的基礎在結構上是

互異的，派系外顯的情形是經由領導者與跟隨者間

個人權威的連結，所以往往彼此間關係的建立是基

於交換性的條件；因此派系可說是一種具鬆散規則

的群體。 

Norman K. 

Nicholson 

（1972：308） 

係由菁英所領導，運作於一個文化系絡中的不定型

團體，這種菁英的行為具有自我中心和工作價值取

向的特質，並強調擴散性與無限性的個人權力。 

Samuel P. 

Huntington 

（1968：412） 

派系存續時間不能長久，沒有明確的結構，本質上

是個人私利野心的投射 

Lucian W. Pye

（1981） 

派系是由一群彼此之間有私人關係的不特定成員所

組成。 

Jeeremy 

Boissevain 

1964：1275） 

派系是一群人的聯盟，由某個個人或以其名義為號

召，以便與他人或其它聯盟競爭或對抗。 

 

資料來源：引自（蘇俊豪，2004：17－18） 

 

小結： 

 綜合上述學者的主張，我們可將地方派系視為：「一種以地緣、血緣、社會

關係為結盟基礎，為了爭取地方政治、經濟、社會影響力與決定地方事務的地方

政治團體。這些政治團體，無固定組織及形式，成員間存在上下間的利益交換與

共識，在地方政治上有相同的目標、共識及利益的一群人所組成的非制度化與組

織化的政治團體。其內部組識運作的機制主要是依賴人際網路之相互影響，組織

行為沒有固定的模式或程序。派系成員的關係是一種以情感、利益的聯盟關係，

此種關係會隨著情感、利益的變化而改變。其對外關係主要是衝突關係，以選舉

和議會為主要的政治活動場域，透過不斷的衝突，企圖掌握或影響地方政治勢力

與決策，以便擴張其政治、經濟與社會影響力（徐芳玉，2001）。 

 歸納上述「地方派系」的意涵，則若意指地方上的一群人，有相同的政治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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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與支持的理念，因「利益」、「關係」結合而成的半組織團體。那麼研究者

考察及經深度訪談後，金門的宗族組織，在投票選舉投給自家宗族的候選人的利

益上，顯然已屬「地方派系」之範疇。 

二、地方派系之形成因素 

 

表2-7：  地方派系的形成因素 

提出學者 派系的形成因素 

趙永茂 

（1989：58-70） 

 

1.選舉時之拉票運作與投票2.選舉時所產生之政治利害和

恩怨3.選舉後之人情包圍4.地方政客之自私作風，感情用事 

5.狹隘地方觀念作祟。.群眾盲目7.黑道勢力介入8.地方領袖

之私人恩怨9.社會關係之結合10.政黨關係之結合11.經濟關

係之結合12.其他，如意識型態、信仰因素、職業關係等等。 

陳陽德 

（1970：65-166） 

 

1.地方領袖領導特質與風格的差異2.經濟關係之結合3.權位

關係的爭奪4.鄉土、親族觀念之作祟5.選舉恩怨之累積6.政

黨領導作風之影響7.缺乏明顯的兩黨對立之情勢。 

廖忠俊 

1997：36-48） 

 

1.傳統社會之地方習性背景2.社會上狹隘地方觀念之影響3.

政治心理上權位之衝突、爭奪及分配4.地方政治對立之領袖

或政客感情用事及群眾盲目跟隨5.政黨本身分治策略6.地

方聯合獨占經濟誘使7.地方選舉恩怨加深擴大派系對立8. 

戒嚴時代缺乏明顯的兩黨對立之情勢9.地方無賴勢力與社

會黑道介入10.其他，如意識型態、宗教信仰、職業、省籍

情結等等。 

資料來源：引自（蘇俊豪，2004：20） 

 

表2-8：  地方派系的面向與形成因素 

提出學者 
探討 

面向 
派系的形成因素 

張崑山、黃政雄，

1996； 

廖忠俊，2000； 

陳陽德，1987； 

洪金珠，1994； 

陳明通、吳乃德，

1993； 

政 

治 

面 

向 

 

 

1、國民黨的統治策略 

外來政權的國民黨為了確保政權的穩固，必須藉

本土菁英的合作共同治理臺灣，並局限於地方層

次上。用局限、平衡、籠絡、替換的策略來實行

政治掌控，穩固政權。 

2、地方選舉產生的恩怨 

地方政治人物各自擁有人緣地緣社會關係與群

 



  39 

吳乃德，1987； 

趙永茂，1989； 

眾基礎，為了利益難以接納異己，當選與落選者

彼此對立，恩怨也隨選舉的累積而加深。 

朱雲漢，1989； 

黃德福，1990； 

陳明通、朱雲漢， 

1992； 

陳明通，1995； 

洪金珠，1994； 

王振寰，1996； 

歐陽晟、石振國，

1993； 

陳東昇，1995； 

經 

濟 

面 

向 

 

1、地方聯合寡占之經濟利益 

運用依侍主義以聯合寡占經濟的租金，來籠絡地

方派系作為政治交換的籌碼，以維持其統治。如

合作金庫、銀行、省營行庫特權貸款、農會、漁

會、汽車客運等等。 

2、新興商人的興起 

解嚴後因政治體制大轉變，商人參與政治形成趨

勢，因而促成派系財團化、金錢政治等等。 

陳明通，1995； 

黃德福，1994； 

吳乃德，1987； 

陳明通、吳乃德，

1992； 

林佳龍，1998； 

吳文星1992； 

蔡明惠、張茂桂，

1994 

歷 

史 

面 

向 

 

1、半山派取代日據時代的市街商紳階級 

隨著戰後政權的轉移，市街商紳原有的政經利

益，逐漸被來台接收的大陸人士及半山份子所取

代。 

2、二二八事件形成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 

造成很多本省籍菁英對政治感到冷漠，且被局限

於地方，造成中央政治為外省籍政治，地方政治

為本省籍菁英參與。 

3、戒嚴時代缺乏明顯的兩黨對立 

趙永茂，1978、

1998； 

陳陽德，1981； 

陳明通、朱雲漢，

1992； 

黃德福，1994； 

陳介玄，1994； 

涂一卿，1994； 

文崇一，1989； 

Pye，1985；Jacobs， 

1980；Bosco，1992； 

社 

會 

面 

向 

 

1、傳統社會之地方習性背景 

也就是語言、族群、地域區隔與宗親、家族等文

化、風俗差異，促使人們形成特殊的情感好惡，

並基於此一情感而相互結盟，形成派系。 

2、藉由關係所衍生的人際網絡 

地方派系的興起是由於傳統人際網絡，受到戰後

自治選舉的激化所自然延伸的現象。 

 

資料來源：引自（蘇俊豪，2004：20－21） 

  

 小結： 

由表【2-7】、【2-8】，綜合國內外學者論點推論得知，金門的宗族派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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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同時包含政治、歷史與社會等面向，其中又以社會面向的因素居首。具

體而言：金門在 1992 年前的戒嚴時期，政治型態純屬軍方支配控制，而具有歷史

情結與宗族血緣的各宗親會，則早已在民間形成一定的社會關係網絡，待解嚴後，

回歸憲政。地方選舉時，根據筆者的長期觀察金門地方選舉大派系的宗族（陳氏、

李氏、蔡氏等宗族）趁勢崛起，利用血緣、姻緣、與地域性的特殊性，控制了該

宗族侯選人當選的關鍵影響力量，或與其他派宗親結盟，造成其他宗族候選人的

壓力，甚而敗選的局面。 

三、地方派系之特質 

 

表2-9：  地方派系的的特質 

提出學者 地方派系的特質 

Nicholas 

（1977） 

吳芳銘 

（1996：19） 

1、派系是衝突的團體，衝突是他們產生和持續的主要目

的。因此，在政治領域裡，通常至少存在著兩個以上的派

系。 

2、派系是政治群體，他們致力於特定的政治衝突。 

3、派系不是法人組織的群體，而與其他一般性及從事政

治活動的群體有極大的差異。 

4、派系的成員是由領導者所甄補的，成員乃透過他們對

領導者的依附而與派系結合，且兩者之間的約束是散漫而

特定的。 

5、派系成員甄補的原則具歧異性，亦即派系成員的甄補

乃根據不同的管道與方式來進行。 

陳明通 

（1995：20-23） 

 

1、地方派系的主體在地方，也就是整個派系網絡根植於

地方，派系成員多就地取材，網羅自地方各部門，而非由

中央派下。地方派系與中央政治勢力可能有來往，甚至結

盟，但地方派系本身是一個完整獨立的政治實體，並非中

央政治勢力的分支單位。 

2、地方派系的集體行為主要是以當地人士為參與對象，

外人很難介入。 

3、地方派系所爭取的，是地方級的公部門或準公部門資

源。 

4、就派系衝突過程之特質而言：派系是無毀滅性、陰狠

性、防禦性、平衡性、無意識型態性、唯利是圖性，及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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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賽局。 

廖忠俊 

（1997：33） 

 

1、地方派系是政黨此大團體中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小團

體，而這個政黨主要是指國民黨。 

2、地方派系的目的為追求權力並維護派系本身政經資源

利益，而與他人競逐或反抗。它在選舉時提出人選作為該

派系所屬政黨之候選人，甚或逕行推出候選人，進入議會

或行政部門。 

3、地派系的組織是以「恩護一依隨二元聯盟」關係所構

成。派系領導人(常是地方大家族)為選票及壯大權力而追

求追隨者並施以恩惠，然追隨者為分取利益或尋求庇護而

與派系領導人結合。 

徐芳玉 

（2001：52-53） 

 

1、地方性：地方派系大體上可視為在地方競爭政治、經

濟利益的一些小團體，其活動的範圍主要是局限於鄉鎮、

縣市等地方層次。 

2、互利性：地方派系的結盟動機是在於追求共同的利益，

領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結盟是依賴各取所需及彼此交換

共同利益來維持的。 

3、交易性：領導者與追隨者之關係的建立往往是基於交

換性的條件，因此地方派系的運作過程實可視為一種利益

交換的過程。 

4、垂直性：地方派系的權力結構是一種領導者與追隨者

之間縱向連結的垂直分工體系，具有垂直分工的特性。 

5、排他性：地方派系的成員大多具有團體認同感，但由

於資源有限，派系之間會產生衝突與相互競爭的局面，且

普遍具有強烈的排他性。 

6、政治性：就其組成份子來說，是一群政治利害相關，

且在地方上具有影響力的人士所組成，他們在政治意識或

態度上有相近的認同。且派系爭權的方式是以選舉為主，

或者是以與選舉有關的活動過程，舉凡有關各項選舉職位

之爭取。因此它是具有政治性。 

7、跨黨性：派系的結合特性正是以利益為導向，且並非

是官僚化組織，因此它可以是超黨派而具有跨黨性。 

8、非制度性：地方派系是非制度化的一個鬆散的政治組

織，組織成員的加入或退出都是基於自願的。 

9、社會關係性：地方派系的成員由領導者個人的社會人

際關係中來甄補，在選舉中的動員，亦是透過領導者與成

員的社會關係來達成派系的運作。 

資料來源：引自（蘇俊豪，2004：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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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由【表 2-9】研究者觀察金門縣的宗族派系雖未有如台灣之複雜與錯綜的關係，

但（經深度訪談後）後，認為金門宗族派系特質有： 

1、金門宗族派系是衝突的團體，為彼此的宗族利益（爭奪縣長寶座），往往造 

成宗族彼此的競爭與決裂。 

2、金門宗族派系有相當緊密的宗族意識與情結，具有強烈排他性，外姓難於介入。 

3、金門宗族派系遠遠超出政黨屬性之外，宗族情結與力量，大於一切。 

4、金門宗族派系的動員，是以宗族血緣、姻緣、地域的社會網絡為基礎。 

5、金門宗族派系的成員平常彼此之間的組織看似是鬆散，但選舉期間卻又緊密的

關係，是以宗親會的組織結構呈現，成員又非主從或從屬關係。 

6、金門宗族派系的非求取實際利益，而是一種象徵利益而已。 

四、地方派系組織層級、任務與網路特性 

 

表 2-10： 地方派系組織層級、任務與網路特性 

主要成員 組織 

層級 威權統治期 威權轉型期 
主要任務 

網路 

特性 

第一

層 

幹部 

領袖

或 

領袖

群 

 

1.現任縣長。 

2.資深中央民

意代表。 

3.資深省議員 

4.轉任省或中

央高級或常

務主管之卸

任縣長。 

1.地方財團領導

人。 

2.地方企業集團

負責人。 

3.轉任中央高級

行政官員之卸任

縣長。 

1.募集並分配派系資金。 

2.召開並主持派系會議。 

3.提供派系成員分享經濟利

益的機會與管道。 

4.裁定派系重要事務。 

5.爭取全縣性重大建設之經

費 

 

第二

層 

幹部 

 

1.省議員。 

2.地區性寡占

經濟事業主

持人。 

3.縣級農漁會

1.立法委員。 

2.國民大會代表 

3.省議員。 

4.地區性寡占經

濟事業主持人。 

1.協調派系內部紛爭。 

2.規劃並溝通派系重要事

務。 

3.根據下層幹部之反映爭取

地方建設經費。 

 

 

 

 

派系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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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主管。 

4.現任或卸任

中央民意代

表。 

5.資深鄉鎮市

農會總幹事。 

6.富有之企業

家。 

7.資深縣議員 

5.縣議會議長。 4.提供下層幹部分享利益的

機會和管道。 

5.積極參與派系會議。 

 

第三

層 

幹部 

1.現任或卸任

之鄉鎮市長。 

2.現任或卸任

之鄉鎮市

農。會總幹

事、理事長。 

3.縣議員。 

4.資深鄉鎮市

民代表。 

1.現任或卸任之

鄉鎮市長。 

2.鄉鎮市農會總

幹事、理事長。 

3.縣議員。 

4.鄉鎮市民代表

正、副主席。 

1.提供下層分享經濟利益的

機會與管道。 

2.彙整下層幹部的反應，向

上層幹部呈報地方所需建

設，以利爭取地方建設經

費。 

3.選舉前夕參與派系會議，

評估所能掌握之選票及動

員所需經費。 

4.選舉期間根據上層幹部之

指揮或派系決定支票原區

域規劃，動員下層幹部及選

民支持特定之派系參選人。 

第四

層 

幹部 

 

1.鄉鎮市民代

表。 

2.鄉鎮市農會

理事及資深

會員代表、農

會小組長。 

3.資深村里

長。 

1.鄉鎮市民代表。 

2.鄉鎮市農會理

事。 

 

1.探求地方基層需求。 

2.代選民聯繫上層幹部以服

務選民。 

3.選舉前夕聯繫上下層幹部

以掌握選情，及將派系選舉

經費送達最基層。 

4.選舉期間根據上級幹部之

指揮，動員下面層級選民支

持派系參選人。 

 

 

 

 

 

樁腳 

 

 

 

 

網路 

 

第五

層 

幹部 

 

1.村里長、村

里幹事。 

2.鄰長。 

3.鄉鎮市農會

會員農會小

組長。 

4.其他在村里

1.村里長。 

2.鄰長。 

3.鄉鎮市農會會

員、農會小組長 

4.其他在村里中

關係良好者。 

1.與選民建立良好關係，瞭

解選民之投票傾向。 

2.選舉前夕彙整選民資訊

料，呈報上級幹部以作選舉

期間動員、估票、買票之基

礎。 

3.選舉期間以期在鄰里中的

 

俗民 

 

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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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係良好

者。 

人際關係、個人影響力或者

買票之方式動員選民。 

資料來源：引自（蘇俊豪，2004：24－25） 

 

小結： 

由表【2-10】在觀察金門宗族派系與深入訪談後，金門的宗族派系在威權統治

時期（戒嚴時期），政治形勢完全掌握與操縱在軍方手裡，宗族根本無由動員與

運作，絕大多數的金門人是隱默無顯，明哲保身的。而戰地政務解除，威權轉型

之後，宗族派系就地彰顯，宗親力量介入選舉，雖無台灣的派系網絡之複雜與緊

密，但俗民網路及樁腳網如同台灣的地方派的運作網路一般。因而歷次選舉宗族

對決情勢愈演愈烈，盛況可期。經由研究者觀察及經由深度訪談得知，金門宗族

派系因組織較單純且鬆散，不似台省錯綜與複雜的關係，但亦可歸結出： 

1、宗族派系推出之候選人，亟欲與地方黨部別苗頭，政黨失去政治應有功能。 

2、透過宗族派系之對立競爭，選戰激烈時文宣黑函到處宣傳，往往造成宗族情感

的對決與撕裂。 

3、宗族派系為了延續該宗族政治命脈，一定會設法發掘與培育具形象性，且能力

較佳的領導人才，以獲取其他小姓和地域結盟與支持，以順利競選縣長寶座，為

該宗族爭取利益，進而光宗耀祖。 

4、因選舉恩怨，宗族彼此派系公報私仇，排除異己，降低地方政治功能，影響民

主政治發展。 

5、非屬陳、李兩大宗族派系支持之小姓候選人，難於出頭的機會。 

6、宗族派系的為求勝選，不惜綁樁，與其他小姓和地域相結盟，甚而與議員結合

綁在一起，終被賄選取而代之，衝擊宗族派系原本的情結與力量。 

貳、宗族研究與地方派系之比較 

 人類學者在研究中國的民族性時則認為：遠古時期並無所謂的社群觀念，中

國人最重視的人際關係，皆來自宗親的關係，耀祖光宗成為人們努力的目標。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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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台灣社會的快速變遷，人群關係重要性是大幅增加，但是宗親關係與姻親的裙

帶關係，仍影響地方選舉關係頗大（陳其南，1987）。 

 以桃園縣、新竹縣為例，黃姓、范姓宗親的力量往往超過派系的力量。因此

宗親、姻親所衍生的家族主義，對地方選舉竟然有不容忽視的力量。再如台北縣

的三重幫、高雄縣的余家、嘉義市的許家班，皆具有相當的影響力（陳宏義，2005）。 

 葛永光則認為，就中國人來說，血緣關係是一種出生與婚姻的連繫關係（葛

永光，1991）。歷史學者研究丁氏回族為個案研究，分析宗族利用纂寫族譜、宗祠

建置等方式，建構彼此的共同集體歷史記憶，以凝聚族人間的認同感，使得宗族

能夠維護本身的利益，保持其地位與榮譽，以求宗族的繁盛與延續13（轉引自陳啟

鐘，2001）。 

 謝瑞明（2002）之地方派系對地方政治影響之研究－－以桃園縣個案分析為例

論文中則認為（1）不再是主從或附庸關係，而是水平聯盟關係。（2）分區代表推

出不同政治人物均衡族群。（3）宗親力量不容小覷。（4）必須做長期觀察研究，

才能知道地方派系對地方政治的影響。 

 李棟明（1978）分析民國三十九年至五十三年間五屆鄉鎮區長選舉與姓氏 

的關係中發現，早期鄉鎮區長的選舉，其當選機會與當地居民的姓氏結構有密 

切關係，四分之三的鄉鎮區長姓氏屬於當地的十大姓氏。雖然並無深究其為何 

姓氏的影響力如此之大，但利用總體資料來觀察研究姓氏與地方選舉的關係， 

也透露出在地方型選舉中，選民一般的投票傾向（陳宏義，2005）。選舉和投票不

只是政治行為，也深受歷史社會因素的限制，必須追溯到更早的歷史環境因素，

才可全盤瞭解。因此，選舉研究也應適當的注意選舉過程之非政治面的問題14。從

金門歷屆的選舉資料中可以看出，金門族群投票的情形有如趙永茂所描繪的「地

方的政治人物以地緣、血緣、宗族或社會關係為基礎、相互聯合以爭取地方政治

權力」的型態（趙永茂，1997：238）。傳統社會上，人們的宗族意識普遍根深柢

   
13 引自「族譜中宗族意識的建構--以陳埭丁氏回族為例」，《大陸雜誌》，陳啟鐘，2001，頁 103。 
14 引自「選舉研究－制度與行為途徑」，張世熒，200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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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以家族關係為出發點、為基礎，所構成的「有關係，無組織」之社會，都具

有某種超越地域及社會階層的一致性。選舉時，經過傳播過程及適時地刻意政治

詮釋，則宗族意識是否顯為一致的投票行動，自是成為可探討的領域（張世熒，

2005：176）。 

 綜合來看，宗族指的是具備血緣關係系統，且必須有主次卑尊和血緣親疏的

宗法關係，並須凝聚出對本宗族的認同感。透過宗祠的建立、族譜的編修以及祭

祀，群聚形成一個宗族網絡。由於金門地區仍保有以宗族認同為社會的組織法則，

因此在地方選舉上，將傾向桃園縣及新竹縣宗親主導選情的運作模式，形成少見

的選民投票行為模式（陳宏義，2005）。 

 

表2-11： 地方派系與宗族之比較 

比較點 地方派系 宗族 有無差異性 

是否具正式的關係 非正式 正式 有 

延續的時間 長期性 長期性 無 

關係的複雜性 多面向 偏向血緣單一面向 有 

實際利益交換 不斷地實際利益交

換 

間歇性的實際利益

交換 

有 

認同的凝聚 基於利益而產生的

共識及認同 

基於血緣而產生的

共識及認同 

有 

有無成立政治聯盟 有 無 有 

資料來源：（陳宏義，2005：23－22）。 

  

綜理上述學者或報導的研究資料中發現，當用關係網絡理論來解釋地方派系

的時候，往往視宗族關係而組成的團體亦歸屬於地方派系的一種型態。但若作詳

細比較，則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個面向相異性見表【2-12】。 

從上表的比較中得知，地方派系與宗族皆有關係網絡的基礎，但宗族是比較

具有正式的血緣關係存在。雖然兩者延續時間都是長期性的，不過研究地方派系

的學者皆認為，地方派系的組成必須有「利益」的存在（王振寰，1998；蔡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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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但宗族基於其血緣關係，或許在某些方面有利益交換的成分在，但縱使沒

有實際利益，其宗族的認同感仍會帶來凝聚鄉民的力量。由此觀之，深究宗族變

項與選舉的關係將顯得更具有意義（陳宏義，2005）。 

 

小結： 

從以上文獻綜合分析歸結：台灣地方派系的數量是可觀的。學者張茂桂、陳

俊傑（1986：498）的研究顯示，在 309 個鄉鎮中至少有 459 個足以認定的單位，

其中有 172 個單位勢力是屬於全縣型派系。另外高永光（1997）、陳明通（1990）

也都指出全省地方派系自少達百個以上。張世熒、許金土（2004）則以選舉地盤論

點，認為金門宗族因素在選舉期間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力，猶如台灣的地方派系的

組織雛形；另外陳宏義（2005）則否認了張世熒與許金土的論點，認為在金門僅是

一種不同於台灣地方派系的宗族力量組織而已，但不否認宗族因素對金門地方選

舉的影響力。 

 就此而觀察金門的地方派系的形成，是否屬於台灣相類型的地方派系結構與

組織？亦或僅是所謂地方派系下之宗族團體而已。地方派系與宗族之間是應有其

界定之不同如表【2-12】，或宗族在金門具有歷史與地域的特殊性，儼然已構成一

地方宗族派系的類型？雖然在金門宗族因素對地方選舉已產生相當大的影響力，

但，是否可以歸類為地方派系性質之一，歷來文獻有限，學者說法不一，頗值得

本論文繼續釐清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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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金門地區選舉研究文獻 

 

表 2-12：  有關金門地區選舉研究文獻 

作者 年

代 

題目 分析資 

料來源 

研究發現 

洪春柳 

楊振忠 

1995 金門縣選

舉小史 

 描繪民國四年金門建縣至民國八十三

年間，有關金門選舉活動的情形，為

一相當好的歷史背景介紹。 

陳水芳 

 

2001 金門縣地

方自治的

演進 

 在研究金門縣地方自治的演進變化，

將金門縣地方自治區分為五個時期，

說明金門地區地方自治的演進史。 

許金土 2003 金門縣選

民投票行

為之研

究：2001

年縣長及

立委選舉

個案分析 

採用總體資

料與個體資

料分析法併

用的方式，

一方面利用

各投開票所

知得票記錄

作相關分

析，定義出

各候選人的

「選舉地

盤」，再以自

編問卷調查

表，從事相

關資料的蒐

集。 

一、「選舉地盤」是由「核心盤」與

「外緣盤」所構成，核心盤不會變，

但外緣盤會隨參選人與主要競爭對手

之不同而轉移。 

二、在象徵利益主導下，金門的地方

選舉已出現「地方派系」的雛形。 

三、選民的投票行為從個體調查資料

來分析，以政見及候選人取向為主，

但其背後實隱含極深的人（宗姓）與

地（居住村里）的關連性。 

張世熒 

許金土 

2004 社會關係

取向對選

民投票行

為之影響

－2001 年

金門縣長

選舉個案

研究 

採總體層次

資料分析、

個體資料分

析、問卷調

查、交叉分

析。 

在金門沒有選舉地盤，幾乎不會當

選；地盤數愈多，當選的機率愈大。

選舉地盤多出現在聚族而居的村落，

若候選人與聚族而居的單姓村或大姓

村同姓，則該候選人的得票就愈多，

反之則少。其次，觀察宗族聚落分佈

與歷屆選舉候選人得票情形，可以歸

納出宗族、姻緣、地緣及結盟等四個

社會關係取向，構成了候選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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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的基礎。但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選民往往會以「候選人取向」來強化

其選擇，如果候選人本身形象不好，

則核心盤的威力就會減弱。最後，在

象徵利益觀念下，金門縣地方派系已

具雛型，暫稱之為「李派」與「陳派」，

候選人以各自的選舉地盤為基礎，尋

求外部的結盟，構成了本次選戰的主

軸。 

呂成發 

 

2004 

 

金門縣選

民投票行

為 之 研

究：2004

年總統選

舉個案分

析 

 

採行為研究

途徑，確立

研究架構；

文獻探討、

量 化 研 究

法、問卷調

查法，以投

票 行 為 測

度、政黨認

同測度、候

選人特質測

度、政見議

題上測度、

公投議題、

等，分別實

施卡方獨立

性檢定之分

析。 

 

一、樣本的屬性會影響其投票行為。 

二、樣本屬性會影響其投票考量因素。 

三、選民的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

政策認同會影響其投票行為。 

四、樣本對公投態度及統獨立場會影

響其投票行為。 

五、國民黨(泛藍)整體支持度較 2000

年顯著下降。 

六、年輕族群支持民進黨比例顯著增

加。 

七、隨教育程度提高支持民進黨比率

增加。 

八、泛藍軍公教之選票逐漸流失。 

九、選民以候選人個人特質之投票行

為極為明顯。 

十、金門縣選民重視金門未來發展程

度遠大於國家未來發展。 

十一、金門地區選民對民進黨之兩岸

政策仍有疑慮。 

十二、泛藍在族群融合及文化政策較

受金門地區人民青睞。 

十三、金門縣選民對泛藍及泛綠兩陣

營之統獨政策各自表述。 

陳宏義 2005 金門的投

票行為研

究 

採「總體資

料分析」、

「電話訪問

調查」及「菁

英訪談」來

蒐集資料。 

就傳統投票行為研究而言，選民的經

社背景，包括性別、省籍、教育程度、

職業、年齡，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行

為，而性別、年齡及教育程度等三變

項也同時會影響到選民在宗族認同上

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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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是屬於同姓群居的情況，因此宗

族投票的動員在金門地區必定占有一

定的影響力。但由於歷史因素的影

響，國家認同對金門地區民眾所造成

的影響則是只要認同中華民國的候

選，就比較容易獲得選民的認同與

支。職是之故，在統獨立場上比較偏

台獨傾向的民進黨，就不易獲得選民

的青睞。一旦國家認同是認同中華民

國者，政黨認同是屬於國、親、新時，

宗族認同的動員能力就會開始發揮作

用，甚至連候選人本身都認為宗族動

員的能力是遠高於政黨動員的能力。 

陳建民

等 

2005 金門地區

選民投票

行為之研

究－從總

統、立法

委員和縣

長的選舉

結果分析 

採「總體資

料分析」 

一、金門選民在總統選舉主要以意識

型態為取向，惟有逐漸改變的趨勢。 

二、金門選民對總統選舉之政策認同

較偏向統獨議題。 

三、金門選民對總統選舉與地方選舉

的投票行為不同。 

四、解嚴後政黨認同在金門日漸式微。

五、金門在立法委員和縣長選舉方

面，樁腳網絡之宗族因素最具有影響

力。至於宗族是否會令產生與其他宗

族或派系之結盟關係仍有待觀察。 

六、地域性觀念對金門地區立法委員

選舉和縣長選舉的影響影響極大。 

七、地域與派系的結合對金門地區立

法委員和縣長選舉的影響力日增。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小結： 

一、在金門沒有選舉地盤，幾乎不會當選；地盤數愈多，當選的機率愈大。選舉

地盤多出現在聚族而居的村落，若候選人與聚族而居的單姓村或大姓村同姓，則

該候選人的得票就愈多，反之則少。在象徵利益主導下，金門的地方選舉已出現

「地方派系」的雛形。選民的投票行為從個體調查資料來分析，以政見及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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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為主，但其背後實隱極深的人（宗姓）與地（居住村里）的關連性（張世熒、

許金土，2004）。  

二、選民的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政策認同會影響其投票行為。選民以候選人

個人特質之投票行為極為明顯；金門縣選民重視金門未來發展程度遠大於國家未

來發展（呂成發，2004）。 

三、金門是屬於同姓群居的情況，因此宗族投票的動員在金門地區必定占有一定

的影響力（陳宏義，2005）。 

鑒於有關對金門縣長選舉的研究不足和文獻缺乏，目前有關的金門的選舉投

票行為研究至目前為止，僅有許金土「金門縣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2001 年縣長

及立法委員選舉個案分析」、呂成發（2003）年之「金門縣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

2004 年總統選舉個案分析」、陳宏義（2005）年之「金門選舉行為之研究」等。但

渠等研究則缺乏對某單一項選舉個案作長期性的觀察與研究，僅是就某一屆個案

或總體資料的量化研究，較難於呈現一個整體完整的確切研究結論。 

經由以上之選民投票行為文獻之分析，來探討金門縣選民投票行為中社會關

係取向之「宗族因素」對選舉影響之程度與左右選情之關鍵，將獲得更多的研究

效度。另外，再經由總體資料分析與訪談的資料結果，將可比對及歸納出金門特

有的「宗族因素」表現在地方選舉的政治過程中，是否就可以確認「宗族」組織

就是類同於台省所謂的地方派系？因而金門的地方派系「宗族組織」在研究的目

的與價值就可呈現出來。在此同時，我門也觀察到已形同地方派系的金門「宗族

組織」，利用宗親血緣、姻緣網絡，構成一個龐大的選舉機器，除了該政黨已無法

約束外，並造成金門其他各姓宗族極大的選舉威脅與壓力，在此宗族競爭縫隙中

的其他宗族，是否左右選情的發展？尤其近年來激烈的宗族選情，讓其他小宗小

姓難以接受，因而結盟或西瓜偎大邊，或棄保效應，使金門地方選舉的激烈選戰

變數又添一筆，整個選舉過程更是充滿詭譎多變，陷入一場苦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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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金門地方宗族派系之概況 

 
  從金門傳統社會群體之構造而論，金門是一個鄉民的社會，鄉民社會並不是

毫無組織的，而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更具備獨特的宗族組織的型態，尤其透

過宗祠祭祖的活動，和宗親會的力量，自然呈現一股宗族的力量來，而彼此為了

宗族的各種利益，形成不同的派系，在各種場合中相互暗中角力競逐。 

 

第一節 地方派系中之宗族意涵 

 

宗族是中國傳社會較為普遍的一種社會群體組織。它根深蒂固，源源流長，

起源可以上溯到古代的父系氏族，周代的宗法制度和兩漢魏晉南北朝的門閥士

族。就組織形態、制度形態和人際關係形態而言，都可以說是傳統社會和文化的

特質部分和核心內容。在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演變中，宗族都發揮著重要

的作用，宗族本身在社會變遷的進程中也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15。 

 在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地方派系曾扮演著相當獨特的角色，過去幾十年來，

地方派系的運作，曾是台灣地方政治發展的核心，也是影響地方選舉結果的關鍵

因素（王靜儀，1994；Sartori,Gioranni，1976）。  

 金門有地方派系嗎？大部分的人都持疑惑的態度。但是金門宗族的力量，和

台灣相比卻是一股不可小覷的勢力。學者趙永茂曾經對台灣的地方派系做出以下

的定義：「地方派系是地方政治人物以地緣、血緣、宗族或社會關係為基礎，相互

聯合以爭取地方政治權力的組合。」（趙永茂，1997)。趙永茂更進一步指出：「地

方派系並無固定之正式組織與制度，其領導方式依賴個人政治、社會、經濟關係，

   
15 程長羽、蔡志榮，「農村家族企業初探」，《社會科學論壇》, 2003 年第 3 期。 http://www.zbj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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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活動則採半公開方式而以選舉、議會等為主要活動場域，並在此等政治場域中

擴展其政治或社會關係勢力，具有在地方政治上決定選票、推薦人才、影響選舉

與決策的功能。」陳明通則更明確指出，台灣的地方派系，主要係指在縣市（含）

級以下活動的派系（陳明通，1989：12）。 

 其實，長久以來，地方派系成員的結盟，即在於「利益」的追求，而為了鞏

固自己參與「利益分配」的權力，選舉自成為派系成員重要的手段與活動。因而

地方派系中的宗族在社會曾經廣泛流行，現在仍然大量存在，並且還有着重要作

用的社會組織，一直以來也都是中國人類學界研究的重點。在中國漢人的社會中，

宗族的建立常被視為是以「族產」和「宗祠」為基礎的發展（戴炎輝，1979：770） 

 當然，給宗族16下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義是不可能的。因為每個人研究的

出發點和選擇的視角都不一樣，所具有的學術背景也是不一樣。我們可以發現宗

族首先是以血缘為前提，而且宗族是一個完整的經濟、政治實體；其次家庭是宗

族的基本組成單位，也就是說宗族是建立在家庭的基礎之上；最後，宗族有其自

身的發展演變過程（程長羽、蔡志榮，2003）。宗族是一種以家庭、家族成員為核

心，以血緣關係為紐帶，以家法、族規為約束機制，以謀取、維護家庭、家族利

益為目的的組織。它曾作為封建政權的重要補充和延伸形式在我國歷史上長期存

在17。故宗族原本具有社會互助、公益事業等無法否定的正面功能，在不同的時期

都具有强大的生命力，並可能適應於新的時代、以新的面目出現在社會中。 

 程長羽、蔡志榮在「農村家族企業初探」18中認為家族在農村企業的初期發展

中積極作用而明顯。毫無疑問，宗族發展到現在，已經日顯衰落，但是至少它在

短期内還有其存在的合理性和必然性。宗族力量在一百多年來的自外而内、自上

而下的衝擊下，不可避免地出現“衰落＂現象。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它也在新

的、充滿敵意的狀况下尋找自身的生存空間，並且宗族在民主政治的路途中已在

   
16 葛學浦（D.Kulp）就根據家族的功能，將中國的家族分成四種不同的類型：自然家族（核心家

族）、經濟家族、祭祀家族及傳統家族的宗族家族（陳其南，1990）。（轉引自吳培暉，1996《金門

聚落風情》）。 
17 http://engine.cqvip.com/ 
18 程長羽、蔡志榮（農村家族企業初探），《社會科學論壇》, 2003 年第 3 期。http://www.zbjn.com/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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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現實中通過適應和自我更新獲得自我延存的力量。尤其地方選舉時利用宗族

血緣的人際關係網絡，來動員選票以求勝選的目的。 

 

第二節 金門宗族派系之形成 

 

 宗族意識的形成與內化，依閩南地區開發特性，是逐漸發展而來的，早期中

央政府對土地的管理與分配，起不了什麼大作用，山場及海界這些生產資源的占

有，是處於無政府狀態，每個宗族都可以依恃本身的實力對山場及海界進行占奪。

為了生存競爭，各宗族乃依循系譜原則，一方面強調人丁繁衍的「分房」結構，

一方面重視不斷整合的「家族化」結構（張世熒，2005：175）。 

根據金門縣志記載，金門在晉元帝建武年間（西元 317 年）即開始有中土人 

士因避兵災而移居此地，蘇、陳、吳、蔡、呂、顏六姓宗族為最早遷至金門的義

民。唐德宗貞元年間，牧馬侯陳淵奉旨率領，陳、蔡、許、翁、李、張、黃、王、

呂、劉、洪、林姓等十二個氏族屯居金門墾殖，使金門荒島有了發展的基礎。移

民初踏金門土地，為求自保，更為就近互相看顧，同族、同宗或一道遷居而來的

熟識人士都聚居一處，子孫也多續居同村落或定居附近，久而久之形成了聚落。 

 明清兩代，族人長輩於歲時節慶，相率宗親共同向祖先拜祭，抒發思古之幽

情，也有聯誼鄉黨、敦親睦族的功效，此時建家廟設立宗祠的風氣鼎盛。由大陸

內地移居金門的各姓氏族裔，離鄉背景，為抒解對祖先懷念之情，於是為其開浯

祖先或祖宗立牌位、建祠堂。因而祠堂密度之高，居全國之冠，亦顯見金門對於

宗祠的重視。由於金門各村落以「單姓村」為主，聚落就是一個大型的血緣家庭，

所以當地特重宗族關係，單單各姓宗祠就有一百六十七座，如表【3-1】，為台閩地

區宗祠最多的縣治。時至今日，宗族仍是左右金門當地人際關係與政治運作的重

大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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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金門縣各姓氏宗祠分布暨間數 

姓氏 間數 姓氏 間數 姓氏 間數 姓氏 間數 姓氏 間數 姓氏 間數 

陳 27 呂 8 周 2 辛 1 董 1 六姓 1 

黃 14 吳 8 薛 2 何 1 郭 1 

林 13 許 6 莊 2 卓 1 羅 1 

蔡 13 張 6 梁 2 歐陽 1 蘇 1 

王 12 翁 5 顏 2 葉 1 關 1 

李 12 洪 3 謝 2 盧 1 戴 1 

楊 9 鄭 3 方 1 蕭 1 六桂 1 

 

資料來源：金門縣志；李增德，金門宗祠之美；作者整理製作 

  

  就宗族形成來看，根據吳培暉（1996）的整理分析，金門現有氏族之形成來源

可分為七大類。而根據金門縣志記載之舊有氏族為七十九個，民國三十八年以後，

新增姓氏約一百零六個。宗族的構成主要包括兩類型，第一種類型是由於為了抵

抗異姓的侵入及保有其貧乏的生產資源，構成一種祭祀團體，以達到互助合作的

目的，日子一久，就基於姓氏的關係成為宗族。另一類型則為「開金始祖」宗族，

也就是由某一特定姓氏祖先之後代所組成，在分財產時抽出一部份充當祭祀公

業，此乃純粹基於血緣關係法則所組成的宗族團體（陳宏義，2005）。 

 近半世紀以來，幸而未受大陸文革的波及與台灣經濟發展，社會變革的衝擊，

保留諸多古中原文化的宗族社會型態，如宗廟、奠安、冬至祭祖、廟會慶典等。

這種宗族社會的形成，完全植基在全縣一百五十餘個單姓或多姓的自然村，交織

出一片及其綿密的人際關係網，人與人之間互動頻繁，完全不同於台灣都會的疏

離冷漠，、、、牽來牽去都是親戚19。 

 現在，金門有一百八十多個姓氏，他們各立一百六十七座宗祠，宗祠是團結

精神與地域占有的宣示，也是凝聚宗族向心力的精神象徵20。在民國三十八年國民

   
19 參見「金門宗族文化」2004 年 12 月，創刊號。金門縣宗族文化研究協會出版。 
20 就宗族功能的空間意義而言，「家廟（宗祠）」便作為這種意義的形式表徵。而家廟作為鄉民意

識形態上有二：1.作為－地組織的中心象徵，2.作為－父系社會宗族的功能運作（吳培暉，1996：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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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撤退之前，移居台灣、東南亞僑民的「僑匯」就曾是金門各姓宗族的重要經

濟支柱，現在金城鎮的許多巴洛克式洋樓及許多村落的學校，都是僑匯建造21。華

僑也常捐款修建宗祠、祖譜，這也是該地宗祠能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至今散居

各地的僑民仍常返鄉祭祀先祖。 

 根據李錫祥（1996）的研究指出，整個金門地區有四分之三的聚落是屬於單姓

村，對於單姓村的定義是，通常是村落中最大姓的人口數占總人口的一半以上，

就聚落姓氏的組成而言，和台灣地區有著相當大的差異。各單姓村有清楚的系譜

關係可尋，或為唐山祖派下的宗親關係，依著大宗小宗的血親構成，宗祠為普遍

的文化景觀，並做為人群向心力凝結的中心（陳宏義，2005）。家廟（宗祠）亦作

為宗族鄉民集會討論的場所，和決定公共事務之所在。在社會功能上，具統合地

方力量，以抵禦同姓不同柱的族人、或聚落內外異性的挑釁、或海盜土匪的侵略

等（吳培暉，1996：33）。 

 然而金門的各宗族間關係並不全然和諧，根據洪乾祐所著《閩南語考釋‧附

金門話考釋》中記載，到民國二十六年日本占領金門為止，各姓宗族間或為利益

生計，或為其他原因，常有械鬥之事發生。時至今日，宗族間的派系競爭仍時有

所聞，在選舉中，特別凸顯。 

 宗族為爭奪主導權而爆發集體械鬥之案例層出不窮，拿著鐮刀、鋤頭、棍棒、

石頭集體對打的「械鬥」是地方勢力爭鬥最普遍。楊樹清（1998）在「金門學社會

觀察」中曾引用一段故事：「原來東埔村是金門島上最繁榮的大聚落，住的青一色

是陳氏宗族，號稱」『萬人煙』，就是有上萬戶的大村落。但後來移進大批張姓人

家，聚居沙美村，不知什麼原因兩村時常發生械鬥，、、、」事實已不可考，但

今天東埔村的陳姓與沙美村的張姓有一不成文的規定：「彼此不通婚」。 

金門傳統上各鄉鎮的村落皆以「一姓村」、「單姓村」或「主姓村」為主，

所謂「一姓村」、「單姓村」指在同一村落，單一姓氏超過 50%者。而「主姓村」

   
21 金門縣古寧國小教室，皆有以僑匯捐贈者命名之教室，以資紀念捐增者之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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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指在同一村落中，前五姓氏總和超過 50%。且有優勢者遇有婚喪喜慶全賴同姓

宗親互相幫助，長期合作發展，使得宗族活動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而宗親

觀念成為鄉里維繫的力量，在人親土又親的助長下，各姓氏宗親會的影響力在歷

次選舉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尤以陳姓宗親會及李姓宗親會為最。 

宗親會是因為血緣因素的結合，情感的凝聚力就特別顯著，集體意識的團結

氛圍超越了政黨藍綠的色彩，因而左右了金門縣的政局。也因為同一姓氏的血緣

元素，向心力和凝聚力特強。宗族組織作爲血緣共同體是人們所熟知的，但以往

的研究則較少關注宗族作爲一個政治共同體所發揮的作用。其實，早在明清以後，

宗族就開始呈現作爲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特徵，這可以從各宗族的《族規》、《家

規》的制定中看出，如江蘇海安崔氏《族約》「宣聖諭」條，族人要「教訓子孫，

各安生理，毋作非爲」；要「悉心向善」，做悉心向善「盛世良民」。河南安陽

馬氏《條規》：「庶民得安田裏，皆官法有以鎮撫保護者也，宜如何尊敬奉守」。

爲了使族人遵守國家法紀，有的族姓還規定要族人學習律例；據江西瑞金鍾氏《家

規》：「首重談法」，要「歲時在祠與族人講習律令」；金門瓊林蔡氏家族族訓

為：「仁、讓、信」；不啻為族人生活行為之最高準則；金門金水《黃氏家範》

手足之訓是一首七言詩：「祖宗家業不須爭，兄弟同胞一氣生。一回相見一回老，

能得幾時作弟兄？」金門王氏則以《四句箴言》為族規：「一為篤行孝道，二為

敦親睦族，三為砥礪品德，四為報效國家。」這些修己和群，齊家治國的族規，

對於家族後昆無疑有著制約和飭勵的作用22。以上事例可見，各姓所定族規，已把

遵守法紀作爲重點，這表明宗族在發揮一個撫育贍養、死喪相助、患難相恤的血

緣共同體作用的同時，也開始發揮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作用（李文治、江太新，2000）。 

由於金門地區仍保有以宗族認同為社會的組織法則，因此在地方選舉上，將

傾向桃園縣及新竹縣宗親主導選情的運作模式，形成少見的選民投票行為模式（陳

宏義，2005）。 

   
22 參見顏立水，「族譜中的「和」文化」，金門日報副刊，2005 年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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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年金門第一屆縣長選舉，陳水在以軍派、官派現任縣長的優勢，獲得國

民黨提名參選首任縣長選舉，與報准參加的李炷烽角逐縣長寶座。陳、李相爭，

牽扯出原有的姓氏與宗族的力量；1997 年陳、李兩人二度相遇，再度掀起宗族姓

氏派系的波濤，雖然李不幸敗北，但李氏宗親會暨鄉親儼然已形成一股勢力，與

陳氏宗族形成對壘局面。2001 年李炷烽第三度參選縣長，挾著第二大李氏宗親的

勢力，在第一大姓陳氏宗族缺席之下，而位居第六位的蔡氏宗族所支持的蔡是民，

終就無法與第二大姓氏支持的李炷烽相抗衡。李炷烽挾著現任縣長與宗族力量的

優勢，第四度參選 2005 年第四屆縣長選舉並尋求連任，但與第一大姓陳氏宗族全

力支持與力挺，和在前任縣長陳水在幕後操盤的陳福海爭奪縣長寶座，李、陳二

大姓第三度燃起戰火，這一仗雙方陣營確實打得非常辛苦，選戰一再陷入膠濁狀

態，期間選戰之激烈莫此為甚；雙方大打宗族、姻親、地域、同學、師生、、、

等人際關係網絡。最後尋求連任的現任縣長李炷烽僅以 3,417 票險勝陳福海再度連

任縣長寶座，這也是李氏宗族的第二次縣長選舉的勝利。 

 

第三節 金門宗族派系之運作 

 

從金門傳統社會群體之構造而論，金門是一個鄉民的社會，鄉民社會並不是

毫無組織的，而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更具備獨特的宗族組織的型態，尤其透

過宗祠祭祖的活動，和宗親會的力量，自然呈現一股宗族的力量來，而彼此為了

宗族的各種利益，形成不同的派系，在各種場合中相互暗中角力競逐。 

 在 1992 年，戰地政務終止，金馬地區開始恢復地方自治後，金門的投票選舉

情形產生了以傳統宗族為根基，候選人大打宗族牌的現象。1992 年後金門進行數

次基層選舉，每次均由陳、李兩大姓候選人對決，也因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常

不擇手段、互訐隱私地醜化對手形象。甚至於在選舉過後把對立派系的支持者調

離縣政府，例如有位李姓女性課員就由縣府財政局被調至較偏遠的物資供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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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前環保局局長調至參事。這些選舉恩怨加深彼此的對峙，使得宗親會成為派系

的前身。 

 吾人觀察台灣社會都市化情形日遽，除了一些鄉下地方，姓氏早已不再扮演

重要角色，也使得社區內人情日益淡薄，但是金門地區有幸仍能維持傳統宗親會

功能，多年來恪守《禮記》：「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的先民遺風，但如何讓宗族力量正面發展，又不受當地政策開放以及都市化影響

而消失，將備受時代的考驗。 

壹、金門縣姓氏人口結構 

 宗親乃是世俗關係之「四同」關係中之首，客家族群尤為重視，認為「共姓

人」係「額頭共點字」，五百年前係一家，更強調「萬年宗親」的觀念。台灣社

會客家族群與外省新住民人口相差無幾，閩南客家人重視宗親會，外省人重視同

鄉會，形成強烈的對比。 

 

表3-2： 各直轄市、縣（市）前十大姓人口百分比 

單位：人；％ 

縣  市 別 前十大姓 
占該縣市人口數

百分比 

臺 北 縣 陳、林、李、黃、張、王、吳、劉、蔡、楊 53.27 

宜 蘭 縣 林、陳、李、黃、張、吳、游、楊、王、簡 61.96 

桃 園 縣 陳、黃、林、李、張、劉、吳、王、邱、徐 47.35 

新 竹 縣 陳、林、張、黃、劉、彭、李、徐、曾、吳 48.55 

苗 栗 縣 陳、林、黃、張、劉、李、吳、徐、邱、謝 51.96 

臺 中 縣 陳、林、張、王、黃、李、劉、蔡、吳、楊 57.78 

彰 化 縣 陳、林、黃、張、許、李、王、吳、楊、洪 53.07 

南 投 縣 陳、林、張、黃、李、吳、劉、王、洪、廖 54.23 

雲 林 縣 林、陳、吳、李、張、黃、廖、蔡、王、許 64.81 

嘉 義 縣 陳、林、黃、蔡、張、李、吳、劉、王、許 54.81 

臺 南 縣 陳、林、黃、王、李、吳、張、楊、蔡、郭 56.43 

高 雄 縣 陳、林、黃、李、吳、王、張、劉、蔡、楊 53.15 

屏 東 縣 陳、林、黃、李、張、吳、王、潘、蔡、劉 51.41 

臺 東 縣 陳、林、李、黃、張、王、吳、楊、劉、潘 50.75 

花 蓮 縣 陳、林、黃、張、李、吳、劉、王、楊、曾 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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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湖 縣 陳、許、洪、蔡、呂、吳、林、王、黃、李 57.48 

基 隆 市 陳、林、張、李、黃、王、吳、劉、楊、許 51.10 

新 竹 市 陳、林、黃、張、吳、李、楊、王、劉、蔡 49.83 

臺 中 市 陳、林、張、黃、李、王、賴、劉、吳、廖 54.15 

嘉 義 市 陳、林、黃、李、蔡、吳、張、王、劉、許 54.28 

臺 南 市 陳、林、黃、吳、王、李、蔡、張、郭、鄭 56.38 

臺 北 市 陳、林、張、李、黃、王、吳、劉、楊、蔡 51.45 

高 雄 市 陳、林、黃、李、王、吳、張、蔡、楊、劉 52.80 

金 門 縣 陳、李、黃、許、楊、蔡、林、王、洪、吳 64.52 

連 江 縣 陳、林、曹、王、劉、張、李、黃、鄭、吳 77.48 

資料來源：內政部http://www.ris.gov.tw網站統計，依據94年2月底戶籍姓名登記 

資料統計 

 各直轄市、縣市第一大姓，除宜蘭縣及雲林縣為林姓外，其餘23直轄市、縣

（市）皆以陳姓為第一大姓氏，另第一大姓人口數所占人口比例，以連江縣最高，

達26.75％，其次為澎湖縣的16.64％，而最低者為新竹縣8.95％，次低者為苗栗縣之

9.51％。 

  由上表【3-2】的統計資料可證，民間俗諺：「陳林半天下，李王劉占一半。」

其來有自。再獲知金門縣十大姓氏與台灣十大姓氏大不相同。陳姓與李姓曾在四

屆縣長選舉對決中，高居第一大姓的陳姓結合金門「十三股」陳姓宗親的力量，

要不是其陳姓候選人涉罪，即使李姓結盟其他小宗姓委實難於當選，當然位居金

門第二大姓的李姓宗親動員力量亦甚為可觀，顯見誰獲得了其他宗族結盟支持，

那麼李姓或陳姓之候選人就較易當選。 

 

表 3-3： 各直轄市、縣（市）第一大姓人口數及百分比 

單位：人；％ 

縣 市 別 第一大姓 人口數 
占該縣市人口數 

百分比 

臺 北 縣 陳 423,327 11.40 

宜 蘭 縣 林 73,460 15.90 

桃 園 縣 陳 170,613 9.19 

新 竹 縣 陳 41,924 8.95 

苗 栗 縣 陳 53,279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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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縣 陳 190,695 12.48 

彰 化 縣 陳 159,042 12.08 

南 投 縣 陳 65,957 12.25 

雲 林 縣 林 84,038 11.42 

嘉 義 縣 陳 61,676 11.06 

臺 南 縣 陳 131,090 11.86 

高 雄 縣 陳 127,022 10.25 

屏 東 縣 陳 106,926 11.88 

臺 東 縣 陳 26,297 10.95 

花 蓮 縣 陳 34,123 9.78 

澎 湖 縣 陳 15,291 16.64 

基 隆 市 陳 43,891 10.93 

新 竹 市 陳 40,402 10.42 

臺 中 市 陳 111,625 10.91 

嘉 義 市 陳 28,591 10.56 

臺 南 市 陳 85,908 11.37 

臺 北 市 陳 294,254 11.22 

高 雄 市 陳 171,903 11.36 

金 門 縣 陳 8,600 13.17 

連 江 縣 陳 2,561 26.75 

資料來源：內政部http://www.ris.gov.tw網站統計，依據94年2月底戶籍姓名登記 

資料統計 

 

各直轄市、縣市第二大姓，除宜蘭縣及雲林縣為陳姓、桃園縣為黃姓、澎湖

縣為許姓、金門縣為李姓外，其餘20個直轄市、縣（市）皆以林姓為第二大姓，

另第二大姓人口數所占比例，以連江縣最高，達13.32％，其次為宜蘭縣的11.12％，

而最低者為新竹縣5.92％，次低者為桃園縣之6.25％，詳見表【3-3】。 

 

表3-4： 各直轄市、縣（市）第二大姓人口數及百分比 

單位：人；％ 

縣 市 別 第二大姓 人口數 占該縣市人口
數百分比 

臺 北 縣 林 323,594 8.71 

宜 蘭 縣 陳 51,402 11.12 

桃 園 縣 黃 116,101 6.25 

新 竹 縣 林 27,705 5.92 

苗 栗 縣 林 39,690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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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縣 林 157,652 10.32 

彰 化 縣 林 101,296 7.69 

南 投 縣 林 47,206 8.77 

雲 林 縣 陳 66,419 9.02 

嘉 義 縣 林 47,825 8.58 

臺 南 縣 林 88,611 8.01 

高 雄 縣 林 95,071 7.67 

屏 東 縣 林 72,981 8.11 

臺 東 縣 林 21,664 9.02 

花 蓮 縣 林 33,433 9.59 

澎 湖 縣 許 7,598 8.27 

基 隆 市 林 32,607 8.31 

新 竹 市 林 27,792 7.17 

臺 中 市 林 96,555 9.44 

嘉 義 市 林 20, 960 7.74 

臺 南 市 林 58,570 7.75 

臺 北 市 林 207,908 7.93 

高 雄 市 林 105,250 6.96 

金 門 縣 李 5,687 8.71 

連 江 縣 林 1,275 13.32 

資料來源：內政部http://www.ris.gov.tw網站統計，依據94年2月底戶籍姓名登記 

資料統計。 

  

各直轄市、縣市第三大姓，除新竹縣、臺中縣、南投縣、基隆市、臺中市及

臺北市為張姓，臺北縣、宜蘭縣及臺東縣為李姓，桃園縣為林姓，雲林縣為吳姓，

澎湖縣為洪姓，連江縣為曹姓外，其餘12個直轄市、縣（市）皆以黃姓為第三大

姓，另第三大姓人口數所占比例，以連江縣最高，達9.21％，其次為嘉義縣的7.71

％，而最低者為澎湖縣4.79％，次低者為臺東縣之5.30％，詳見表【3-4】。 

 

表3-5： 各直轄市、縣（市）第三大姓人口數及百分比 

位：人；％ 

縣 市 別 第三大姓 人口數 
占該縣市人口數 

百分比 

臺 北 縣 李 212,356 5.72 

宜 蘭 縣 李 30,328 6.56 

桃 園 縣 林 107,555 5.79 

新 竹 縣 張 26,100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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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栗 縣 黃 35,464 6.33 

臺 中 縣 張 105,541 6.91 

彰 化 縣 黃 92,162 7.00 

南 投 縣 張 33,162 6.16 

雲 林 縣 吳 51,973 7.06 

嘉 義 縣 黃 42,964 7.71 

臺 南 縣 黃 75,966 6.87 

高 雄 縣 黃 92,260 7.45 

屏 東 縣 黃 52,393 5.82 

臺 東 縣 李 12,725 5.30 

花 蓮 縣 黃 21,240 6.09 

澎 湖 縣 洪 4,398 4.79 

基 隆 市 張 21,154 5.39 

新 竹 市 黃 20,882 5.39 

臺 中 市 張 69,810 6.82 

嘉 義 市 黃 19,983 7.38 

臺 南 市 黃 56,026 7.42 

臺 北 市 張 143,125 5.46 

高 雄 市 黃 98,978 6.54 

金 門 縣 黃 4,010 6.14 

連 江 縣 曹 882 9.21 

資料來源：內政部http://www.ris.gov.tw網站統計，依據94年2月底戶籍姓名登記 

資料統計。 

  

小結： 

綜合上表【3-3】、【3-4】、【3-5】歸納分析得知，金門縣第一大姓氏陳姓總

人口數8,600人，占金門縣市人口數百分比13.17。第二大姓氏李氏總人口數5,687人，

占金門縣市人口數百分比8.71。第三大姓氏黃氏總人口數4,010人，占金門縣市人口

數百分比6.14。而經由歷屆縣長選舉資料分析比較得知，金門縣第一、二屆縣長屬

第一大姓陳氏，而第三、四屆縣長則屬第二大姓李氏。至於其他十大姓氏之內的

姓氏在縣長選舉的區塊上，是難於和陳氏和李氏相抗衡的。這和其他中央型選舉

及基層村里長選舉上的宗族姓氏表現顯然是有所不同，這也是值得研究者再進一

步深度訪談，深入了解與研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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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金門宗親會之組織 

金門縣目前依然保存有相當濃厚的慎終追遠的中華民族傳統，不少姓氏設有

本姓的宗親會組織，以聯絡宗族情誼，促成該宗族相關事務的發展，進而達到光

宗耀祖的目的。 

所謂宗親會，就是集合同姓人士，不分新疏，不分派別，建立宗祠，共祀其

同姓之始祖，用以聯絡同宗感情。早期的宗親會稱為「食祖公會」，其宗旨是弘

揚祖德，敦睦友誼，團結互補，以發揚宗族精神。其活動包括建祠、祭祖、修譜、

頒發獎學金以及舉辦各種慈善，公共福利事業等。宗親會則為宗族的關鍵組織，

宗族的行為活動，在在都依賴著宗親會的協力推動。早期的宗親會組織似是有形

卻是無形；有形的是宗親的互動是如此的和諧與良善，無形的是宗族始終是重視

情義，不拘小節的聯繫著。宗族因為有情而能釀造佳 

餚美酒，鄉親由於情誼更能展現寬宏的肚量。在祭祖後有所謂「吃頭」23的習俗，

藉以聯絡宗親情誼，追溯木本水源，鞏固族親感情。大致上來說，宗親會藉由每

年的祭祀活動，表達子孫慎終追遠之意思，祈求祖先保祐，聯繫宗親情誼。除此

之外，宗親會辦理敬老、發放獎助學金，以及協助婚喪喜慶事宜成為例行性的工

作。 

近年來隨這小三通的開放與便利性，各宗族追根溯遠到大陸尋親謁祖活動頻

繁，以及大陸部分宗族前來金門祭祖活動，顯見宗族之間的聯誼情感。2007 年 5

月日 15 新華社消息：由 286 人組成的祖國大陸進香團 9 日經廈門至金門海上客運

直航航線，前往金門開展為期兩天的祭祖活動。2006 年 08 月 27 日彰化縣黃氏宗

親會到金門后浦頭黃氏宗祠祭祖；彰化黃氏出示黃氏始祖守恭的〈認祖詩〉，血

緣之情，盡在其中。2007 年 05 月 13 日「福建、漳廈聚汶浦，同祖同宗是同根！」

十二支、一百五十位來自漳州、廈門和福建各地的黃氏宗親，到金門汶浦黃氏宗

   
23 「吃頭」在金門各姓氏相當普遍的儀式，其意指乃在藉吃頭的機會，和旅居各地的宗親大家互

相認識，增進宗族間的情誼（葉鈞培，2001，金門族群探源：p.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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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祭祖，希望透過宗族的交流和溝通，在血緣、文化、經濟上起大作用！兩岸黃

氏是同祖同宗的一家人。宗親會展現著宗族的包容性與延展性，是充滿人情味的

團體。每一個族人都是中間份子，也都是宗親會服務的對象。宗親會不可將宗親

個人置之度外，少了宗親個人的原素，宗親會將成為失血的軀體，永難成長下去。

而宗親個人也絕不可為了私利而要脅宗親會，企圖在當中謀求一己之私利。至於

對於宗族意識的維繫，並沒有特別的方式，仍是藉由一般的祭典與聯誼活動來推

廣。 

宗親會組織在金門極為普遍 (中國台灣網，2006)。依據金門縣政府社會局網

頁統計資料顯示，金門目前（2006 年底）登記有案之社會團體組織之「宗親會」

共達 88 個。其中金門陳氏宗親會在金門各鄉鎮共有 13 個宗親會的組織，而李氏

宗親會則達 9 個，許、王氏宗親會各達 6 個，黃氏有 3 個，楊氏宗親會則有 5 個

等，數量最為可觀。 

 

表 3-6： 金門縣目前宗親會之名稱一覽表 

姓氏 宗親會名稱 姓氏 宗親會名稱 

1 金湖鎮塔后村陳氏宗親會 45 金門縣古寧頭李氏雄房宗親會 

2 金寧鄕東洲陳氏宗親會 46 古寧頭李氏進房宗親會 

3 金沙鎮洋山陳氏宗親會 47 古寧頭南山李張氏宗親會 

4 夏興六郎公派下陳氏宗親會 48 古寧頭李氏南主宗親會 

5 金門縣金城鎮古區陳氏宗親會 49 古寧頭林厝李氏宗親會 

6 金沙鎮碧山村陳氏宗親會 50 古寧頭李氏宗親會 

7 金城鎮庵前陳氏宗親會 51 金寧鄉古寧頭李氏南奇宗親會 

8 金寧鄉埔後上學堂陳氏宗親會 52 金寧鄉古寧頭李氏主房宗親會 

9 金湖鎮新頭村陳氏宗親會 

李 

53 金門縣李氏宗親會 

10 金湖鎮夏興村陳氏宗親會 54 烈嶼鄉東林林氏宗親會 

11 金湖鎮湖前陳氏宗親會 55 烈嶼鄉西宅林氏宗親會 

12 山外村陳氏宗親會 56 烈嶼鄉雙口林氏宗親會 

陳 

13 金門縣穎川堂陳氏宗親會 57 金寧鄉上后垵林氏宗親會 

14 金沙鎮營山王氏宗親會 

林 

58 金門縣林氏宗親會 

15 金沙鎮呂厝王氏宗親會 59 金門縣后湖會元許氏宗親會 

王 

16 金門縣王氏宗親會 

許 

60 金寧鄉榜林許氏宗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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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金沙鎮山后王氏宗親會 61 許氏南洲公裔孫宗親會 

18 金沙鎮后宅王氏宗親會 62 金門縣許氏宗親會 

19 衍山派王氏宗親會 63 金寧鄉后沙村許氏宗親會 

盧 20 金門縣盧氏宗親會 64 金寧鄉安美村許氏宗親會 

21 金門縣董氏宗親會 65 金門縣蔡氏宗親會 董 

22 董氏十二世德蔭公宗親會 66 安岐蔡氏宗親會 

謝 23 庵頂謝氏宗親會 

蔡 

67 金寧鄉下埔下蔡氏宗親會 

羅 24 烈嶼鄉羅氏宗親會 辛 68 金門縣辛氏宗親會 

吳 25 金門縣吳氏宗親會 69 金寧鄉湖美楊氏宗親會 

趙 26 金門縣趙氏宗親會 70 湖峰社楊氏仲惠公後裔宗親會 

顏 27 金門縣顏氏宗親會 71 金門縣董楊宗親會 

周 28 金門縣周氏宗親會 72 官澳楊氏宗親會 

邵 29 金門縣邵氏宗親會 

楊 

73 金寧鄉湖峰楊氏宗親會 

鄭 30 金門縣鄭氏宗親會 蕭 74 金水蕭氏宗親會 

洪 31 后豐港洪氏宗親會 75 金水黃氏宗親會  

薛 32 金門縣薛氏宗親會 76 金門縣黃氏宗親會 

戴 33 金門縣戴氏宗親會 77 汶水黃氏宗親會 

梁 34 金門縣梁氏宗親會 

黃 

 

78 前水頭黃氏世澤堂宗親會 

葉 35 金門縣葉氏宗親會 79 金沙鎮沙美張氏宗親會 

36 金寧鄉西浦頭頂宗祠莊氏宗親會 80 張氏宗親會金城鎮分會 莊 

朱 37 金門縣朱莊嚴宗親會 81 金沙鎮青嶼前甲張氏宗親會 

方 38 縣烈嶼鄉方氏宗親會 82 金沙鎮營山張氏宗親會 

39 金門縣呂氏宗親會 

張 

83 金寧鄉古寧頭張氏宗親會 

40 金湖鎮西村呂氏宗親會 84 金門縣翁氏宗親會 

41 金門縣四岳宗親會 85 金寧鄉下堡東翁氏二房宗親會 

42 金湖鎮西埔呂氏宗親會 

翁 

86 金門縣六桂宗親會 

呂 

43 金湖鎮東村呂氏宗親會 何 87 金門縣何氏宗親會 

徐 44 金門縣徐氏宗親會  魏 88 金門縣魏氏宗親會 

資料來源：金門縣政府社會局網頁；暨作者整理 

  

金門縣宗親會就組織區域來區分，有縣級宗親會、鄉鎮分會與鄉鎮級宗親

會；從性質而區分，亦有下列兩種：1. 血緣姓宗族會：皆以來金始祖派下為組織

成員，且都有祠堂（或稱公廳）建有家廟，春秋二祭全體宗族參加祭祖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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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聯宗宗親會：有小金門的六姓宗祠，將毫無血緣關係的杜、孫、程、林、蔡、

陳六姓聯合起來，共同奉祀他們的祖先。六桂宗親會，即江、汪、洪、方、翁、

龔等六姓共同組織，具有血緣關係的宗族會。此外如四姓聯宗：劉、關、張、趙

四姓宗親會（龍崗宗親會）、超越一宗一族的宗親組織的四岳宗親會、朱莊嚴宗

親會、董楊聯宗等。以下就金門幾個具有代表性和影響力的宗親會介紹分析如下： 

一、陳氏宗親會： 

金門陳姓宗派，約有十五支左右，浯陽即陳田、陳達直接之嫡傳。其他十四

支祖先，及往後數朝，由漳、泉一帶陸續遷入，經過數百年的經營，陳氏聚族的

村落粗具規模，綿延繁衍，人口眾多，終於蔚成金門第一大宗姓。子孫們在聚族

村落興建陳氏宗族祠堂家廟，全縣宗祠共有二十七座，以為族人春秋祀典之所。 

 在金門陳氏宗親會的宗族共分十三股24，俗稱「十三陳」，包括有成功、陽宅、

夏興、湖前、碧山、斗門、高坑、古坵、埔後、舊金城、烈嶼、金城及其他陳系。

共同分居在金門縣各六十個村落裡。陳姓是金湖鎮第一大姓，金城鎮第二大姓，

也是金門縣第一大姓。陳姓宗親會已向縣府登記為法人，並定期於每年農曆三月

十八日及十月十八日舉辦會餐聯繫宗親感情以及凝聚向心力。陳氏宗親會主要以

前任縣長陳水在為理事長，尤其陳縣長曾主政十二年來，運用行政資源來拉攏其

他少數姓氏椿腳，氣勢可謂如日中天。但陳水在已屆滿，陳派中唯一具全縣性知

名的立委陳清寶又給人不佳印象。2005年陳派推出陳福海為縣長侯選人，角逐年底

縣長寶座，能否繼續掌握金門的政經資源，端賴能否獲得宗親的支持，以及選民

   
24 至於「十三陳」之由來，據族長陳佐才《浯江陳氏祠堂記》：「我陳氏之占籍浯江也、、、顧 
各鄉雖有小宗而後浦為官商所聚，由宜立一總祠，崇祀太傅公，春秋享報，俾族眾以時聚首，亦親

親睦之意歟。」於是，依照當時各宗之親疏遠近、人口多寡，分為十三股，每年由一股負責冬、春

兩祭事宜，及各股所應攤派經費之籌措。（陳為學，2003，金門陳氏志略：頁 44）。 
十三股：先賢佐才等六人接續籌募建祠經費，到了光緒三十年（民前八年、西元一九０四年）動工

興建，為了使籌建工作得以順利推展，即依當時各房裔孫人丁多寡，分成十三股，此即「十三陳」

一詞的由來。（李增德，1995，金門宗祠之美，金門縣史蹟維護基金會）。 
金門一向有「十三陳」的說法，這是因為八十多年前陳姓人家為了籌建「陳祠堂」，特依當時各房

裔孫人丁多寡，分成十三股，各司其職，以利工作之推展：分別是陽宅陳、湖前陳、斗門陳、後山

陳、古丘陳、舊金城等。祠堂落成後，仍然分成十三股輪流在各地小宗祠堂籌辦祭禮。（陸炳文，

1991，金門宗祠大觀，金門縣政府：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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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與認同，而傳統陳、李宗親對決態勢儼然形成。王姓與陳姓有姻親關係，

姓戴、姓許的祖婆是陳姓嫁過去的，因此陳姓利用此層姻親關係，其勢力更加龐

大。 

二、李氏宗親會： 

 金門李氏共有四系，分別為銀浦李（以古寧頭為主）、三山李及金城李和

後浦李。李姓散居在金門縣各四十九個村落裡，共興建十三座宗族祠堂，分屬十

一柱。「五山祖」李君懷為閩南李氏共同開基祖，族人為紀念他，繪像供奉，每年

開春祭祖由各聚落擲筊決定迎奉權，拜開放小三通所賜，二００四年曾到金門巡

安一年，讓宗親們引以為榮。李姓是金門第二大姓，金寧第一大姓，擁有五千多

票的基本選票地盤。李增祥現任金門李氏宗親會理事長，李再杭現任古寧頭李氏

宗親會理事長。 

年前李炷烽尋求縣長連任，李氏宗親會曾推舉李炷烽參選第四屆縣長。金門

縣李氏宗親會在古寧頭南山大祖家廟舉行祭祖大典，適逢「三合一」選舉，包括

競選連任的縣長李炷烽把握機會拜票，獲得長老們力挺，包括古寧頭李氏宗親會

理事長李再杭、金門李氏宗親會理事長李增祥，紛紛向宗親表達支持李氏族人子

弟，同時邀請各候選人在宗祠大廳拜票，呈現出金門宗親選舉文化。呼籲宗親支

持，讓他們高票當選以光宗耀祖。 

2005年李炷烽尋求競選連任的情形下，曾與金門第一大姓陳姓所推出的候選人

陳福海挑戰，又是一場陳、李宗親大對決的選局。 

最後，在李姓、吳姓結盟之下，加上小金門的地域票源，和外家張姓的支持

打贏了選戰。 

三、黃氏宗親會： 

 黃姓是金門五大族之一，金門地區的紫雲黃氏系出同安，紫雲黃氏共分為六

股，獨立的四股包括汶浦、汶水、金水、西園；另有兩股是合股，一股是官澳、

英坑、東店，一股是后壟、尚義、舊金城。黃姓是名門大族，光是宗族祠堂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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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座之多，黃姓的外加姻親是蔡姓。在金門訂有黃氏宗盟，每年農曆二月十八

日，對始祖的祭祀活動，由六股輪流舉辦，並推派長老參加。現任宗親會理事長：

黃水英，總幹事：黃邦足。前立委暨省政府委員黃武仁先生就是最具代表的政治

人物。 

四、許氏宗親會： 

 金門許氏係宋末自丹詔（今詔安）遷來，金門許氏分為數系：後浦許、後倉

許、後歧許、山灶許等。許氏分佈在後浦有宗祠三座、後沙有二座、官裡、后湖、

安歧等各一座。據理事長許庸文表示：金門地區以五大姓為主，分別為陳、許、

蔡、李、黃，其中許姓與蔡姓為官者最多，許姓從明朝起，文官武將就有上百位，

較知名的有許獬(人稱會元公)，與許福(任萬曆年間監察御史)，宗祠當中翰林、進

士、會元、舉人匾額，不勝枚舉，許氏族人人才輩出。 人口數是金城鎮第一大姓，

民間有所謂：「姓許住後浦」的說法25。前國大代表許崇凱，許金象曾任兩屆金城

鎮鎮長等為代表人物。而許姓的外家姻親為陳姓，但因許姓族人平常忙於事務，

給外界一種稍欠團結的感覺。 

五、楊姓宗親會： 

 金門楊姓宗親主要分布在湖下、官澳、湖尾及榜林四村，散居在金門縣各二

十四個村落裡。雖在宗親人數上不及陳、李兩大姓，但藉由董、楊宗親聯誼，董、

楊聯宗，完全是一項基於血統關係的結合，以及湖下、安歧及湖南三鄉結盟進行

合縱連橫。雖在全縣單一當選名額選舉中未必能勝選，但在多人競爭或複數當選

名額下，其當選機率頗大。因此，曾推舉出楊肅元當選國大代表，另金寧鄉鄉長

已連續四屆由三鄉結盟的候選人當選。金寧鄉中堡、西堡的祖婆是姓陳的。選舉

期間陳姓宗親會利用此層關係向中堡、西堡姻親拉票。  

 

   
25 王振漢，「東門是我家」，金門日報，2005 年 11 月副刊連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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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蔡姓宗親會： 

 在金門蔡姓也是個響叮噹的姓氏，以蔡氏分房或分世而興建得宗族祠堂就有

七座。金門蔡姓宗親會主要分布在瓊林、蔡厝、壟口、安歧、中蘭、金城等，散

居在金門縣各三十六個村落裡，人口約二千多人，而金湖鎮陽翟陳氏是瓊林蔡氏

之姻親娘家。其中以瓊林、蔡厝、安歧為主。蔡姓宗親曾推舉蔡是民先生角逐第

三屆縣長，不幸以高達七千多票數敗北，蔡姓族人在金門縣亦具有相當的影響力。 

七、各姓宗親會： 

  如王氏宗親會、許氏宗親會、林氏宗親會、張氏宗親會等，透過血緣、宗親、

姻親的力量，皆有其不等的影響力。以上宗親會平時具有祭祖、聯誼、撫孤、恤

貧，暨婚喪喜慶互相扶持協助之功能，選舉之時則有異常之動員、輔選之功能。 

參、金門宗親會派系之競爭與變遷 

金門宗親會以宗族作爲組織的形態，其權力的象徵和約束來自祖先崇拜，這

種權力具有很大的地方制約性，而宗親會就是在這種祖先崇拜下形成的。宗親會

的宗族的生命力具有這樣頑強的韌性和歷史穿透性，以及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爭取

生存的應變力。在金門地區，宗親會無論是作爲血緣共同體還是政治共同體，在

不逾越法律的範圍內仍有其存在的空間。作為一個廣泛存在的宗親會組織，勢力

的强盛與派系的對決必將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因為在金門地區有其存在的深

厚土壤。 

宗親會就是屬於社會中人際關係網絡之一環26。在台灣的宗親會一直被政治人

物所覬覦，因為第一：宗親會的內聚力很強，團結度高，選舉時候選人對於茫茫

票海之中，若有宗親會的協助一臂之力，不啻吃下一顆定心丸。第二：宗親會與

政治人物之間可以互相協助、互蒙其利，尤其是宗親當選為縣長，亦是同宗之光

榮，因此，宗親會未必會排斥間接參與政治的可能性（鍾國允，2003）。值得一提

   
26 參見趙永茂，「台灣地方派系與地方建設之關係」，1978，德馨室出版社，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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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宗親會「只講宗親，不論黨派」的原則獲得多數共識，所以人際關係取向

與政黨取向未必有完全關聯。 

  由於「戰地政務」的軍事管制的歷史因素，使得離島金門地方的發展與居民的

活動，相較於台灣本島地區，確實受到較多的干預；而軍事力量長期掌握金門地

方行政首長職位，也侷限了既存的宗族派系勢力的發展。這也正是金門雖然和台

灣本島鄉村許多地方一樣存在宗族派系，但競爭卻不很明顯的重要因素。如果我

們回溯早期的縣長選舉，將有助於對戰後初期金門政治制度的瞭解，及其對地方

權力結構之影響。 

 從台灣歷屆的選舉中處處可見台灣宗族派系在選舉所具有的影響力。在金門

藉由宗族的力量，在大老或理事長的呼籲下支持該族宗親之侯選人更是天經地義

的事。如： 

 1.金門縣李氏宗親會今天在古寧頭南山大祖家廟舉行祭祖大典，適逢「三合一」

選舉，包括競選連任的縣長李炷烽在內李姓候選人把握機會拜票，獲得長老們力

挺，呼籲宗親支持，讓他們高票當選光宗耀祖。李姓為金門第二大姓，包括古寧

頭李氏宗親會理事長李增祥、金門李氏宗親會理事長李再杭，以及長老李炎改、

李錫榮等，紛紛向宗親表達支持李氏族人子弟的談話，同時邀請各候選人在宗祠

大廳拜票，呈現出金門宗親的選舉文化。  

  李炷烽向宗親表示，競選縣長連任，他原本可以選擇輕鬆的道路，但是他認

為不能不負責任，把一些位子讓出來安撫一些人，所以寧願選擇一條甘苦的路，

爭取鄉親的支持，希望在宗親的支持下，競選之路沒有阻礙，能夠順利連任(中央

社，倪國炎，2005/11/05）。 

2.金門縣長選舉「三搶一」，全縣第一大姓陳氏宗親會今天召開理監事聯席會議，

通過決議全力支持陳福海參選金門縣第四屆縣長，挑戰、、、。

（http://www.cna.com.tw.2005/9/16）。 

3.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登記進入最後一天，金門縣選區昨續有前立委陳清寶以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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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推薦身份登記參選，成為第三位角逐者，並打延續前屆競選的口號「守護金門

的尊嚴、捍衛金門的權益、打拚金門的前途」，爭取選民支持。  

  曾任二、三、四屆立委的陳清寶這次捲土重來，雖然獲得陳氏宗親會背書提

名參選、、、正式投入選戰（金門日報，李金鎗，2004/10/13）。  

4.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作業於昨日截止，李成義(現任金湖鎮鎮長)，在

李氏宗親會理事長李增祥等人的陪同下，前往金門縣選舉委員會辦妥參選登記，

將代表無黨團結聯盟加入年底立委選舉（金門日報，陳麗妤，2004/10/14）。  

 從本論文的深度訪談者中，亦有對於金門宗族的形成與變遷有類似的見解： 

   「金門在自然的環境上是一座小島，居民易形成自然村落的關係，形成以宗

親為主體，大家既是宗親血緣又是鄰居的地域關係，以及部落關係，這種關係造

成不可分割的宗族關係。以台北市來講是屬於雜姓，新社區樓上樓下很難形成宗

族。既然是宗族又是部落，宗族的活動又是深具傳統，宗族的春、秋二祭祭祖活

動，如吃頭等，自然形成一個緊密的血緣的人際關係。以血緣為關係所形成的人

際關係，這種人際關係其實還沒選舉就已存在了，所以這存在其實對我們有些影

響：如經商、生活等。選舉其實是一種人脈、人際關係的動員，自然而然有宗親

這一關係存在，在選舉裡面成為動員的因素。其實傳統中國人講同宗、同學、同

鄉找認同，透過認同來找動員，來爭取選票，這是很自然的，所以金門人都是以

宗親部落，在選舉方面可以獲得免費的動員支持，以最少代價獲得最有效的選票

成果，自然而然宗族就成為選舉中重要的因素。」（A-110） 

「過去因為金門是軍管而一黨獨大，所有的人民團體被執政者黨所掌控，不

太可能有去做反對執政黨或派出代表與之競爭這樣的可能性。過去參選都會以無

黨籍身分，但都遭遇失敗，而會形成陳家黨、李家黨也就是說我們宗親會也有類

似這個功能和社會動員的情況，這大概在我們金門解除戒嚴，開放單一席次選舉

的情況，尤其在民國八十一年這一次宗親會所支持的打敗了執政黨的人選，再來

隔年的縣長選舉造成了陳氏與李氏候選人的對決，剛好他們宗親會人數眾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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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國民黨好像採取開放競選，因而政黨的功能弱化了，形成了宗親會抬頭，表現

得比政黨還積極，無形中給人不好的印象，最後宗親會已凌駕在政黨之上，宗親

會某種程度上會左右選情，可能某些程度上分配到政治的利益，無形中就易化成

為派系，不再只限於敦睦宗誼、祭祖或吃頭這些功能上，宗親會的勢力似乎已崛

起。」（A-110） 

「我認為說，縣長的選舉從第一屆到第四屆，這十幾年的變化是相當大的，

是因為社會狀況的改變，從戒嚴時期到解除戒嚴，一黨獨大，到多黨政治，宗親

情結的對決，到派系的加入，這幾個面向改變了金門縣長選舉的生態。」（A-111）。 

由上面的報導訊息和訪談者的看法，我們可以知道宗親會在金門政治的路途

上，具有重要的關鍵的角色。候選人除了其個人條件之外，一般咸認為是爭取或

靠宗親票源的支持是不可或缺的。在此，我們可以歸結出金門的宗親會派系在選

舉期間，對候選人當選與否？有著決定性和舉足輕重的影響力量。 

肆、歷任縣長派系的糾葛與變遷 

縣行政首長是社會資源主要的分配者，也會利用權力影響別人，以滿足自己

的需求（蔡是民，2006）。選舉的次數一多，地方政治派系自然形成，尤其金門是

一個宗族社會，同宗有血緣關係，即使不認識照樣支持，形成所謂陳、李兩大姓

氏的對決，再加上地緣關係等，才有辦法當選。一旦當選後，在政治、宗親、姻

親、樁腳、選舉經費提供者等的影響之下，行政首長在用人的考量方面，就特別

用心，不但有利政務推行，且能鞏固政權，而外界所謂的「派系」自然就形成。 

一、陳水在縣長的派系 

陳縣長歷經軍派、官派暨民選縣長的經歷，長期主政金門政治達十一年；在

其第一任民選縣長時，一方面即任用其軍中同袍、親信為縣政府各科室主管，晉

用陳氏宗族子弟；二方面排除異己，將未支持自己或作對橫梗者，調離縣府，以

鞏固政權。另一方面，在議會形成所謂的「縣長派」與「議員派」，雖未形成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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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陳派」勢力，但儼然已有「派系」的跡象。但根據訪談所得，前陳縣長

認為：「我沒有接班人，假如我有接班人，今天縣長是姓陳的在當、、、」顯然當

事人並不認為有派系的存在，只是外界給予的一種便宜行事的說法。 

二、李炷烽縣長的派系 

李炷烽前後參加縣長選舉有四次之多，若根據台灣省縣市長的生態認為往往

再擔任兩任縣市長之後，最易形成派系。觀之李炷烽縣長，在最後一任時並無所

謂的「李派」的形成。雖然在用人上起用並回報同姓宗族在選舉時無怨無悔的助

選的人做局長、董事長等重要職位，以及晉用自己的親戚，對選舉時支持他的樁

腳酬庸與安排職位的政治考量等，這些大抵符合民國九十四年十二月十四日修正

後之地方制度法第五十六條以機要方式進用之一級單位主管「其總數為二分之一」

之疑義和首長用人的權限。不但有利政務推行，且有鞏固政權的意味。 

即使當選後執行政黨的政策，用政黨的人，以利政黨理念的推動與達成，如

要求金門酒廠用新黨的人，任用同黨的人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民主政治即是

政黨政治，其意義即在此（蔡是民，2006）。若說是形成所謂的「派系」，在有關派

系的基礎理論上，以及在地方政治發展的特色上，顯然失去了金門地方政治特有

的地域性，所以金門縣長的派系頗值得後續研究者長期觀察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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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縣長選舉總體資料研究分析 

 

  欲探討瞭解宗族因素對金門縣長選舉牽動與影響，最有力的實證無非從歷屆

縣長選舉的得票數之總體資料中分析各候選人所掌握之宗族地盤（territory），該宗

族地盤支持候選人所獲得的得票率，以求證該宗族地盤之宗親投票支持給該宗親

候選人的情形，也就是說候選人的宗族地盤分布愈多，相對獲得宗族支持率愈高，

當選機率自然大增。 

地盤（territory），指的是候選人在選舉中得票率集中在某些地區領域的現象。

地盤為類別資料，如果某候選人在某個村里的得票率能過達到一定的門檻，我門

就將這個村里定義為地盤的一部分；如果候選人的得票率低於門檻就算是非地盤

的一部分，轉引自（許金土，2003：60）。 

地盤的形成有許多的原因，例如：經濟網絡、宗族關係、地方派系、候選人

選區服務、候選人的社會網絡等，都有可能作為選區劃分的基礎，「地盤」一詞在

投票率內容上含有「質」與「量」，且有「穩定」的意義，但地盤非全然不變，非

地盤之同族、同姓之候選人，往往因不同姓氏的候選人之參與，而產生地盤變動

挪移的現象，轉引自（許金土，2003：60）。 

 

第一節 宗族地盤投票模式之探討 

 

本研究將金門選舉宗族地盤模式擬分為： 

一為宗族內盤：凡屬於同姓宗族，含括單姓村、多姓村人口在 30％以上村里

的選舉地盤； 

二為宗族外盤：不同與我姓宗族之外的選舉地盤，謂之。 

宗族地盤的門檻標準，是首先必須處理的問題。本研究的門檻標準是設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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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候選人在三十五個村里的平均得票率為平均數，以各歷屆全部候選人之標準差

的平均數為平均標準差，則宗族地盤門檻即為平均數加一個平均標準差（許金土，

2003）。 

壹、各姓氏宗族選舉地盤之分布 

根據金門縣誌暨人口聚落分部與及三十五個投開票所的資料，金門前十大姓

氏各姓宗族地盤的結構分布如下： 

 

表 4-1： 金門前十大姓氏宗族地盤分布 

十大 

姓氏 
姓氏宗族地盤分布村落 

陳 

陽宅 后山 東浦 沙美 營山 斗門 何厝 高坑 陳坑 湖前 漁村 

塔后 新市 後浦 古邱 前浦 溪邊 湖尾 湖下 料羅 林兜 東溪 

東洲 東村 吳坑 后園 安歧 安民 何厝 西園 古崗 中蘭 下湖 

下市 下庄 小徑 水頭 官路邊 昔果山 下後垵 舊金城 頂浦下 

謝厝 青歧 東林 後井 西宅 中墩 上庫 上林 羅厝 

李 

古寧 山西 官澳 水頭 榜林 新市 新頭 陽明 陽宅 塔后 復國墩 

沙美 后宅 安民 古崗 田墩 民享 下新厝 下市 下庄 山后 山外 

小徑 瓊林 營山小西門 舊金城 東沙尾 東山前 西山前 西浦頭  

陳坑 青歧 東林 后井 羅厝 

黃 

西園 后壟 尚義 東店 後浦 後浦頭 榜林 新市 新頭 溪邊 湖下 

陽宅 高坑 料羅 鋒上 英坑 候浦 東珩 官澳 安民 復國墩 田墩 

小徑 水頭 瓊林 下庄 陳坑 後水頭 

許 
後浦 後沙 官裡 後湖 安歧 劉澳 榜林 新市 新頭 湖南 湖下 

庵前 料羅 英坑 官澳 沙尾 小徑 營山 吳坑 舊金城 湖井頭 

楊 

官澳 湖尾 湖下 塘頭 榜林 新頭 料羅 建華 後浦 東坑 沙美 

安歧 安民 西園 下市 山外 新市里 舊金城 林厝 頂補下 西浦頭 

前浦 東林 

蔡 

瓊林 蔡厝 安歧 下浦下 後宅 榜林 新市 湖前 西堡 湖下 料羅 

前水頭 後浦頭 後浦 沙尾 後盤山 古崗 田墩 中蘭 下庄 下蘭 

山外 小徑 營山 壟口 舊金城 陳坑 埔頭 南塘 東林 西吳 下後垵 

西方 

林 
后壟 安歧 呂厝 後浦 後垵 西路 西宅 上林 雙口 東林 後豐港  

下林 湖尾 庵前 前埔 沙尾 下市 下庄 山后 水頭 謝厝 昔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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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坑 陳坑 后井 西方 中墩 東沙尾 

王 

珩厝 沙美 榜林 東沙 後浦 尚義 后宅 中蘭 山後 珩厝 后盤山 

洋山 新市 湖尾 東珩 呂厝 何厝 西山 下湖 下蘭 小徑 復國墩 

水頭 藥井 舊金城 西埔頭 

 洪 

埔頭 青歧 新市 湖前 庵前 料羅 後浦 尚義 西洪 山外 後豐港 

水頭 陳坑 楊厝 黃厝 林邊 東林 東坑 后井 西路 中墩 湖井頭

上林 羅厝 舊金城 

吳 

東山 吳厝 安歧 大地 上庫 盤山 榜林 新市 新頭 溪邊 昔果山 

湖前 湖尾 湖下 料羅 後浦 何厝 西吳 內洋 下坑 下市 東沙尾 

山外 水頭 鵲山 壟口 東林 羅厝 小西門 

資料來源：金門縣志，1991；葉鈞培，1997；暨作者整理製表。 

註：採單姓村人口 50％以上，多姓村中某一姓氏占全村總人口 30％以上為計算標

準。 

  由表【4-1】、圖【4-1】可知，金門前十大姓氏分布的聚落幾乎盤據在 163 個自

然村中，有的是屬單性村，部分是多姓村，皆有其穩固的地盤基礎。每逢選舉候

選人即以與自己同姓的地盤作紮根的基礎工作，表現出勝券在握的態勢，全力鞏

固自己宗族地盤，並向外開拓自己的票源。 

 

圖 4-1： 金門姓氏宗族地盤分布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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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選舉票櫃與宗族地盤得票率分析 

 

金門縣自 1992 年 11 月 7 日起，終止戰地政務，實施地方自治。第一屆金門縣，

與臺灣省第十二屆縣（市）長選舉同時辦理，於 1993 年 12 月 20 日宣誓就職；第

二屆縣長於 1997 年 12 月 20 日宣誓就職；第三屆縣長於 2001 年 12 月 20 日宣誓就

職，目前第四屆縣長選舉於 2005 年 12 月 3 日選出，並於同年 12 月 20 日宣誓就職，

歷屆縣長選舉概況如表【1-1】。 

1992 年 11 月 7 日金門地區解除戰地政務，恢復民主憲政，一切依法辦理地方

選務事宜，乃以 1992 年 11 月 27 日首辦金門第一屆（全國第十二屆）縣長選舉。

由表【1-1】、表【4-3】得知陳水在以軍派、官派縣長身分參加首任縣長競選，陳

水在挾著軍方勢力及現任者的優勢，加上金門第一大姓陳氏宗親的全力支持以

9,685 票，近五成的得票率當選第一屆民選縣長，超過由李氏宗親所支持的李炷烽

的 7,977 票，並遠遠超過以金湖鎮鎮長身分參選之陳氏同宗族的陳永財 2,692 票。 

 

壹、第一屆縣長候選人票匭與姓氏宗族地盤得票率分析 

將歷屆縣長選舉，如圖【1-1】與三十五個投開票所資料製作成宗族地盤門檻，

如表【4-2】和候選人選舉地盤，如表【4-3】，那麼候選人的宗族內地盤與宗族外

地盤的勢力消長則一目了然，誰掌控宗族地盤數愈多，誰就是縣長的當選人。 

 

表 4-2：金門縣第一屆縣長選舉概況 

地區 姓名 
投票日

期 

推薦 

政黨 
得票數 得票率 當選否 

是否 

現任 

金門縣 李炷烽 82.11.27 國民黨 7977 39.19%   

金門縣 陳永財 82.11.27 國民黨 2692 13.23%   

金門縣 陳水在 82.11.27 國民黨 9685 47.58% Y Y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金門縣選舉實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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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金門縣第一屆縣長選舉候選人選舉宗族地盤門檻 

得票率％ 得票率 標準差 平均標準差 門檻 

李炷烽 39.19 10.31 43.39 

陳永財 13.23 8.92 17.43 
縣

長 
陳水在 47.58 5.96 

4.2 

51.78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製表 

 

以下就第一屆至第四屆縣長選舉侯選人，在金門三十五個村里投開票所獲得

票數的多寡與該村里姓氏宗族的人口數之比較分析，檢驗姓氏宗族地盤力量影響

縣長候選人的當選的程度結果。 

本研究地盤門檻的設定採用許金土（2003）年分析金門縣第三屆縣長選舉的設

定的地盤門檻，是以各候選人在三十五個村里的平均得票數為平均數，以全部候

選人之標準差的平均數為平均標準差，則地盤門檻即設為平均數加一個平均標準

差。 

地盤重要度則定義為地盤內的有效票除以總有效票。 

地盤強度為地盤內的得票數除以總得票數（許金土，2003：60）。 

如金門縣第一屆至第四屆縣長侯選人各表所分析之結果。 

 

表 4-4： 金門縣第一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 

地盤內 地盤外 

票數 
百分比 

宗族
地盤
所在
村里 

非宗
族地
盤所
在村
里 

地盤
強度 

地盤
重要
度 

有效
票 

得票
數 

得票
率 

有效
票 

得票
數 

得票
率 

縣

長 

李

炷

烽 

古寧 

安美 

湖浦 

盤山 

后盤 

三山 

南門 

北門 

金水 

林湖 

上歧 

17.6 28.7 6886 3835 52.8 17147 4330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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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永

財 

新市 

山外 

溪湖 

蓮庵 

料羅 

正義 

瓊林 6.0 36.5 7525 1246 16.6 16508 1444 8.8 

陳

水

在 

山外 

新湖 

何斗 

官嶼 

西口 

上林 

東門 

古城 

賢庵 

珠沙 

榜林 

西園 

18.0 30.1 6219 3705 59.6 17814 5968 33.5 

資料來源：參考（許金土，2003）暨作者整理 

 

 

圖 4-2 第一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1993 年金門解嚴後的第一屆民選縣長（全國第十二屆）選舉，終於在 11 月 27

日投票。這是金門人第一次可以用自己的權利選舉出心目中的縣長，特別具有非

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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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金門縣特殊的政治環境，縣政府長期為軍人所掌控，地方宗族派系無法

入主。90 年代後，金門縣逐漸開放民選，加上政黨政治的發展，權力爭奪核心由

地方民意社團機構轉向行政系統的縣長權力之爭。在 1993 年縣長選舉，國民黨同

時有三位候選人展開角逐競爭。最後由軍派、官派縣長出身的陳水在，挾著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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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第一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內盤比率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的勢力與主政者的優勢和陳氏宗族全力的支持，當選金門縣首任民選縣長。由表

【4－4】、圖【4-2】、【4-3】分析陳水在（藍色部分）以現任縣長的優勢加上陳氏

宗族整合成功及力挺，顯然陳水在所囊括的姓氏宗族地盤數的村里有 12 個。以陳

氏家族在金湖鎮山外村、新湖村、正義村等地的得票情形來看，陳水在不僅遠超

過同姓的陳永財（正義村差距不大，因陳永財為該村人），也大幅領先對手李炷烽

（陳建民，2005）。在選舉的宗族內盤占有 59.6％的得票率、以及宗族地盤重要度

強過李炷烽，占有 30.1％。反觀，李炷烽（綠色部分）在第二大姓李氏宗族的支持

下，擁有 11 個村里的宗族地盤數，宗族內盤占有 52.8％的得票率，以及宗族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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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度 28.7％，稍稍落後於陳水在。  

 經由受訪者的表白，瞭解到李炷烽的第一屆敗選是有原因的： 

「起初炷烽搬來湖下已經很久，為了選舉就跟宗族走得更近，金沙李和其他

李，才漸漸整合起來，所以第一屆來講我認為並沒整合相當好。」（ A-113） 

李炷烽在李氏大本營金寧鄉的古寧村則獲得 631 票，占該村有效票數的 92.65

％。陳永財屬陳氏宗族一份子，雖未得到陳氏宗親會的支持，但其地盤重要度贏

過陳、李兩人，另外其宗族內盤與外盤得票率則遠不如陳、李兩人而終告敗北。

分析其原因：陳永財擁有的 7 個宗族地盤數，皆是其在金湖鎮長任內所管轄經營

的地域村里，而擁有的 7 個地盤數中卻有 5 個村里為陳氏宗族的單姓村，顯然陳

永財獲得了聚居在金湖鎮各村里陳姓宗族力量的支持。 

曾經參選過縣長的受訪者語重心長的說： 

「因為姓李的展現空前的團結要來參與這次選舉，所以導致我們姓陳的有危

機感，姓陳到了選舉接近的時候他們覺醒了，如果陳氏家族放任我們這樣子，我

跟陳永財惡鬥下去的話，必輸無疑。所以，就產生所謂的西瓜效應，有些自主性

的宗親票，開始慢慢滾動，滾動是從我這邊滾動，慢慢從陳永財原先掌握的票，

慢慢移轉到我這邊來。所以那一屆我也贏了一千七百多票而已，也不多，但是畢

竟他拖了兩三千票，如果沒有陳永財我可能票會更多一點。」（A-101） 

同樣的，在陳、李兩大宗族的競逐下，第二大姓李炷烽也獲得該李姓宗族的

五成以上的支持，而宗族力量表現在陳水在的也高達六成的支持力量。 

此次選舉為金門首次民選縣長選舉，具有相當程度的指標意義，尤其陳氏、

李氏兩大宗族在此確立了對決，於焉展開了金門地區宗族勢力的角力戰。 

 

貳、第二屆縣長候選人票匭與姓氏宗族地盤得票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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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縣長僅有尋求連任的陳水在和繼續參選到底的李炷烽再度對決，陳李

兩大宗族勢力對決再起戰端，選舉結果挾著金門第一大宗族和現任優勢的陳水在

以 13,146 票當選連任，李炷烽則以高達 9,285 票小輸。宗族因素影響本次選舉的結

果，與第一次境況相當且更明顯許多。 

 

表 4-5： 金門縣第二屆縣長選舉候選人選舉概況  

地區 姓名 
投票日

期 

推薦政

黨 
得票數 得票率 當選否 是否現 

金門縣 陳水在 86.11.29 國民黨 13146 58.61% Y Y 

金門縣 李炷烽 86.11.29 新黨 9285 41.39%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金門縣選舉實錄。 

 

表 4-6： 金門縣第二屆縣長選舉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門檻 

得票率％ 得票率 標準差 平均標準差 門檻 

陳水在 58.61 10.16 63.07 縣

長 李炷烽 41.39 7.67 
4.46 

45.85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製表 

 

表 4-7： 金門縣第二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 

地盤內 地盤外 

票數 
百分比 

宗族
地盤
所在
村里 

非宗
族地
盤所 
在村
里 

地盤
強度 

地盤
重要
度 

有效
票 

得票
數 

得票
率 

有效
票 

得票
數 

得票
率 

李

炷

烽 

古寧 

后盤 

新市 

三山  

東門 

南門 

西門 

汶沙 

46.1 64.1 7073 3994 56.5 
1535

8 
5291 34.5 

縣

長 

陳

水

湖埔 

山外  

金水 

古城 
63.4 83.0 8701 5963 68.5 

1373

0 
7183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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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蓮庵 

料羅 

新湖 

正義 

何斗

官嶼  

瓊林 

西園 

上林 

上歧 

林湖 

黃埔 

西口 

資料來源：參考（許金土，2003）暨作者整理 

 

 

圖 4-4： 第二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金門縣第二屆（全國第十三屆）縣長選舉，陳水在與李炷烽再度對峙，陳氏

宗親與李氏宗親又形成宗族派系的對壘局面，由於現任縣長陳水在挾著現任縣長

與政績的優勢，以 13,146 的票數和 58.61%的得票率，如表【4-6】所示，再度打敗

李炷烽當選蟬連金門縣第二屆縣長寶座。 

 一位曾擔任選舉委員會主委的受訪者，更直言說： 

「第二屆選舉來講，兩個人實力相當，非常有拼頭，但是水在他的族群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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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姓陳的，因為他的幕僚群，像蔡是民、辛寬得，林振查、楊肅池等這些同學，

這些全力在護持。我所知道不是只有這樣而已，據陳氏所有宗親團結，就可贏得

選戰，陳有一部分並沒完全投給陳水在，如太太的婆家、姻親等中間一定有些票

源分散，所以第二屆當選連任是結合現任的優勢。」（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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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第二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地盤內盤比率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由表【4-6】、表【4-7】、以及圖【4-4】、【4-5】分析得知，陳水在（藍色部分）

所囊括的姓氏宗族地盤共有 19 個地盤，其中屬金湖鎮投開票所的 8 個投開票所有

7 個贏過李炷烽，僅有屬於多數村里的新市里屬新興都市少輸李炷烽 42 票，陳氏

宗族的大本營金湖鎮所轄，陳水在以高達 62.05%贏過李炷烽在金湖鎮的 37.95%；

在李炷烽（黃色部分）所囊括的姓氏宗族地盤共有 8 個地盤，同樣的，在李氏宗

親的大本營金寧鄉（包括六個村落，其中古寧村為李氏主要的大本營，其餘村落

為楊姓、周姓、翁姓、王姓、陳姓、蔡姓等等）李炷烽（李是金寧鄉古寧頭人後

遷居湖下）以 48.96%小輸陳水在（陳是金寧鄉埔後人）的 51.04%的得票率。就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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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第一大姓陳氏和第二大姓李氏的抗衡之下，李姓及若沒有發動其他姓氏作奧

援，陳姓所推出之候選人往往必當選無疑。除非陳姓候選人受到該宗親的不認同、

不支持，或無推派人選參選，否則只要是陳、李二姓所推出的候選人，加上其他

小姓宗親會的支持，皆能順利當選。 

 二度參選縣長皆落敗的新黨籍立委李炷烽表示，雖然宗族在金門社會與僑民

間有許多正面的功能，但政治權力運作以宗族為主，也使得人口較少的小姓宗族

往往都只有為人抬轎的份，很難出頭，這對當地的影響已幾乎和台灣的「省籍情

結」一樣嚴重。然而李炷烽更指出，宗族雖有相當影響力，但近年來黑金、買票

風氣盛行，也正考驗著傳統上宗族的政治凝聚力。 

 福建省政府委員陳滄江也指出，縣長與立委的選舉在金門當地都是單一選

舉，在幾次的選戰中，恰巧主要的兩位候選人各為第一大姓陳姓與第二大姓李姓

對決，「每次的差距都在兩千票上下，也剛好是兩大姓的人口差距。雖然沒有做

過精確的統計，但金門當地人都認為這與宗族支持自家姓氏有關。」他說：「這

次總統選舉，陳水扁在當地獲得七百多票，打破過去民進黨的得票紀錄，也被認

為是因為選前陳水扁前往金門宗祠祭祖，而得到不少陳氏宗親支持有關。」 

 

參、第三屆縣長候選人票匭與姓氏宗族地盤得票率分析 

 第三屆縣長選舉候選人參選大爆炸，共有六位角逐，各黨各派各顯神通，經

過一番逐鹿之戰，以當選過國大、立委經歷和一再參選到底的新黨候選人李炷烽

和吳成典，形成李氏宗族加小金門地域（吳成典為小金門人）的「共伴效應」27，

李炷烽以 14,148 超高的票數囊奪縣長寶座。因陳縣長已任滿兩屆，陳水在縣長在

任內未培植接班人，此次陳氏宗親會並未推派出人選，陳川青屬空降部隊，陳昭

南則為民進黨推派，皆不獲陳氏宗親的認同與支持，反而轉投向普獲同情的第三

度參選的李炷烽，另一部份轉投向親民黨的蔡是民。 

   
27 陳建民等「金門地區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從總統、立法委員縣長選舉結果分析」2005.04 金門

技術院學報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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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金門縣第三屆縣長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 

地區  姓名  
投票 

日期 

推薦 

政黨 
得票數 得票率 當選否 

是否 

現任 

金門縣 翁天慶 90.12.01 無黨籍 300 1.19%   

金門縣 李炷烽 90.12.01 新黨 14148 56.17% Y  

金門縣 蔡是民 90.12.01 親民黨 7224 28.68%   

金門縣 陳川青 90.12.01 無黨籍 448 1.78%   

金門縣 陳昭南 90.12.01 民進黨 1562 6.2%   

金門縣 許金象 90.12.01 國民黨 1508 5.99%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金門縣選舉實錄。 

 

表 4-9： 金門縣第三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門檻 

得票率％ 得票率 標準差 平均標準差 門檻 

翁天慶 1.19 0.80 8.99 

李炷烽 56.61 7.04 64.41 

蔡是民 28.71 4.98 36.51 

陳川青 1.78 0.49 9.67 

陳昭南 5.77 2.10 13.57 

縣

長 

許金象 5.75 1.66 

7.8 

13.55 

資料來源：（整理自許金土，2003：60） 

 

表 4-10： 金門縣第三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 

地盤內 地盤外 

票數 
百分比 

宗族
地盤
所在
村里 

非宗
族地
盤所 
在村
里 

地盤
強度

地盤
重要
度 

有效
票 

得票
數 

得票
率 

有效
票 

得票
數 

得票
率 

翁

天

慶 

 

無 無         
縣

長 

 

李

炷

古寧

浦山 

上林 
林湖 

后盤 

汶沙 

15.8 28.7 5602 3973 70.7 19551 10175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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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 三山  盤山 

上歧 

蔡

是

民 

瓊林  西口 

官嶼 

蓮庵 

4.6 16.0 2046 1150 56.3 23107 6074 26.0 

陳

川

青 

 

無          

陳

昭

南 

正義 

光前  0.7 10.7 1079 167 15.5 24074 1395 5.8 

許

金

象 

榜林 

賢庵 

金水 

 1.4 5.92 1405 348 24.8 23748 1160 4.9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金門縣第三屆縣長選舉，陳水在已兩屆任滿，本屆共有六位候選人角逐縣長

寶座。其中陳川青、陳昭南雖同屬陳姓，但皆未受到陳氏宗親會的全力支持，陳

川青屬空降部隊選民少有人認識，金門陳氏宗族，自然不會支持他；而陳昭男乃

民進黨規劃的縣長人選，又不屬金門陳姓宗親的同枝，對一向不喜歡民進黨的金

門人而言，陳昭南一開始就顯得有市而無行情。而第三度參選縣長的李炷烽挾著

金門第二大姓李氏的優勢，加上陳氏宗親會因陳水在縣長的弊案，造成陳氏宗親

的大分裂，金門十三陳票源嚴重流失，一部份票源流入到李炷烽身上，一部分流

入蔡是民身上。蔡是民是由親民黨挾著宋楚瑜選總統時在金門超高的得票率的餘

威，想從中突圍而出，但不幸的從表【4-10】可知金門的宗族力量依然左右縣長的

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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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第三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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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第三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內盤比率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從中選會縣長選舉開票結果統計表我門可以發現李氏宗親的大本營金寧鄉

（包括六個投開票所，其中古寧村為李氏大本營，其餘村落為分別為楊姓、周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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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姓、王姓、許姓、蔡姓等）李炷烽以 64.97%超高的得票率大勝蔡是民的 23.23%

的得票率。在金湖鎮（包括八個投開票所，其中新市屬多姓村，瓊林屬蔡姓單姓

村，其餘六個投開票所則大部分屬陳姓、小部分謝姓、呂姓、鄭姓）可看出李炷

烽在陳姓大本營的金湖鎮（陳姓人口最多，其次為蔡姓）以 46.63%贏過蔡是民

37.66%。 

經由表【4-10】，以及圖【4-6】、【4-7】姓氏宗族地盤得票結果分析，李炷烽第

三度角逐縣長寶座，擁有 9 個宗族地盤（黃色部分），而且地盤內得票率高達 70.7

％，地盤強度與地盤重要度分別為 15.8％和 28.7％遠遠超過其他候選人，顯示李炷

烽的姓氏宗族的支持率偏高，同樣我門觀察蔡是民的姓氏宗族地盤得票率亦高達

56.3％，宗族地盤重要度亦有 16.0％，顯示蔡是民（咖啡色部分）的宗族地盤瓊林

村蔡氏宗族的支持率高達八成。但是，李氏宗族是金門第二大姓，蔡氏宗族則排

在第六位，就李姓總人口數已超越蔡姓，除非蔡是民的宗族外盤取得絕大的優勢，

而且事實上也不可能，金門地方選舉尤其縣長選舉宗族之間的競奪，充滿詭譎的

氣氛。任何候選人若無獲得宗族的認同，具有穩固的先天宗族基本地盤做後盾，

選舉一經開盤，個個兵敗如山倒。 

在受訪者的談話中，曾明確提出歷屆縣長各候選人選情的分析： 

「我們先講第三屆選舉陳水在以任滿兩屆不能再參選，當時推出去的人並沒

有受到大家的肯定，一個是蔡是民、陳昭南、陳川青、、、這些力量就分散了，

陳家第一方面沒推出人選，二方面炷烽也經營很久，在立法院可能也有一些表現，

因為他是由新黨轉入立委，對他以後選第三屆縣長發出極大的助益，對李家而言

當時是撩下去囉！輸兩屆了，所以李家團結的力量非常的大，而其他各姓對水在

第二任的作法有些問題，民眾坦白講對他的一些福利設施是沒話講，他的行政作

風和幕僚群中發生一些問題，爭權爭益，所以造成連立委都選不上。而李炷烽的

策略是聯結小金門的小姓，透過吳成典聯結小金門的各姓氏，小金門雖只有兩千

多票，但也是相當有影響力，所以炷烽第三任會選上一般來說非常打拼之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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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他們姓李團結起來，所以第三屆勝選，是遙遙領先，比諸前兩屆實在差太多，」

（A-113） 

另一位受訪者更進一步指出李姓一定要有一個小姓配合，才能順利當選： 

「像第一二屆當時沒有與其他宗姓結合，所以選的非常辛苦，那第三屆與吳

成典的吳姓來配合並結合小金門，就相當的好，而第四屆也是依此模式打選戰，

因為姓李的人數差於姓陳，如果沒有一個小姓來支持，如果只靠姓李氏絕對無法

度的。」（D-107） 

故縣長競選成功與否的關鍵或輸贏的要素，從上述表中可略知金門宗族派系

的力量在選舉期間具有一決勝負影響力。 

 

肆、第四屆縣長候選人票匭與姓氏宗族地盤得票率分析 

 2005 年金門縣第四屆縣長選舉，由於政治生態已改變，泛藍意識形成，國民

黨中央黨部下達開放競選，禮讓新黨，雖然有國民黨黨員身分參選的陳福海，雖

然後來獲得陳氏宗親會的支持，但在國民黨不介入提名輔選下，有黑金背景的陳

福海以些微的票數終告落敗，李炷烽以 17,358 票辛苦的蟬聯第四屆縣長寶座。 

本屆又再度燃起陳、李兩大宗族地盤的對壘局面，為未來縣長宗族之戰再掀

起波瀾與變數。 

 

表 4-11： 金門縣第四屆縣長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  

地區 姓名 
投票日

期 

推薦政

黨 
得票數 得票率 當選否 

是否現

任 

金門

縣 
陳福海 94.12.03 無黨籍 13941 43.59%   

金門

縣 
陳 平 94.12.03 無黨籍 682 2.13%   

金門 李炷烽 94.12.03 新黨 17358 54.28%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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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金門縣選舉實錄。 

 

表 4-12： 金門縣第四屆縣長選舉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門檻 

得票率％ 得票率 標準差 平均標準差 門檻 

陳福海 43.59 11.70 47.61 

陳平 2.13 0.62 6.15 
縣

長 
李炷烽 54.28 11.80 

4.02 

58.3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製表 

 

表 4-13： 金門縣第四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 

地盤內 地盤外  

票數 

百分比 

宗族

地盤

所在

村里 

非宗

族地

盤所

在村

里 

地盤

強度

地盤

重要

度 

有效

票 

得票

數 

得票

率 

有效

票 

得票

數 

得票

率 

 

 

陳 

福 

海 

新市 

山外 

溪湖 

蓮庵 

料羅 

新湖 

正義 

何斗 

光前 

瓊林 35.6 59.6 8399 5207 61.9 23582 8734 37.0 

陳 

平 
無          

縣

長 

 

 

李 

炷 

烽 

古寧 

湖埔 

后盤 

浦山

官嶼 

三山 

北門 

珠沙 

林湖 

黃埔 

西口 

上林 

41.2 52.5 9327 5977 64.1 22654 11381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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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歧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金門第四屆縣長選舉，由現任縣長李炷烽尋求連任與由陳氏宗親會決議全力

支持的陳福海分別角逐縣長寶座。在前任縣長陳水在背後操盤掌控和曾參加第三

屆縣長選舉不幸高票落選的蔡是民相挺支持之下，聲勢不可小覷。陳氏宗親會所

屬的「十三陳」的所有宗親動員緊密團結固票，加上蔡是民的蔡氏宗親（瓊林村

蔡姓為主）的暗助，聲勢浩大，選情一片看好陳福海。相對李氏宗族雖為第二大

姓，總人口數不敵陳氏宗族，李炷烽以現任者的優勢，平實的執政成績，強化的

文宣廣告大打候選人學歷牌、清廉牌，和反對金門酒廠與財團掛勾、酒廠民營化，

的主軸，企圖吸引其他姓氏的中間游離選民。但是，在陳氏宗族的動員之下使得

李炷烽尋求連任的路途顯得特別的辛苦，選舉結果李炷烽以 17,359 票險勝陳福海

的 13,940 票，以三千多票小勝，參見表（4-12），李炷烽差一點無法蟬聯成功。 

 

 

圖 4-8： 第四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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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縣長選舉社會上都以陳福海輸得漂亮，李炷烽贏得不夠體面來解讀。 

曾經參選縣長目前擔任理事長的受訪者明確說出： 

「就以李炷烽、陳福海的選舉，雖然是有三千四，其實是一千七的來回，」「相

對李炷烽握有行政資源，這樣子我也覺得雖勝猶敗。」（Ａ-101） 

再由表【4-12】、表【4-13】、以及圖【4-8】、【4-9】分析得知，在姓氏宗族地

盤上李炷烽（黃色部分）擁有 13 個宗族地盤；陳福海（藍色部分）則擁有 10 個地

盤。李炷烽宗族地盤的得票率 64.1％，陳福海則以 61.9％的得票率，兩者相差無幾，

可見競爭相當激烈。 

 

陳福海
李炷烽

S1
60

61

62

63

64

65

陳福海

李炷烽

 

圖 4-9： 第四屆縣長候選人選舉姓氏宗族地盤內盤比率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又以地盤強度與地盤重度比較，李炷烽以 52.5％的宗族支持重要度，而陳福海

也以 59.6％的宗族地盤重要度，雙雙固守自己的宗族基本地盤，也顯示了雙方宗族

動員的力量與宗族派系背後支持的力量是強穩而不分軒輊的。再由中選舉委員會

所公佈的第四屆縣長選舉結果統計資料分析，可知各投開票所中，在李炷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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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李姓為大宗的金寧鄉各投開票所，李炷烽以 62.65%的得票率遠遠超過陳福海的

35.06%；反觀在以陳姓為大宗的金湖鎮陳福海陣營，以 62.07%的高得票率遠超過

李炷烽的 36.23%。從上述中透露了金門姓氏宗族在選舉期間具有顯著的影響程度。 

 

 一位受訪者不諱言的說： 

「第四屆縣長選舉（陳福海、陳平、李炷烽）陳平是插花而已，但是這人倒

是熱情可嘉。據陳福海來講，他們的宗親並沒有整合好，沒有整合到嚴密的程度，

起碼我們看票的情形，以陳家的人數和眷屬人數相當可觀，但因陳家內部的已經

有很多轉向投票了，選得並不漂亮：第一方面陳家宗族力量，第二方面在任時被

抹黑，用其他外圍的攻勢，我們看得很清楚、、、」（A-113） 

 

小結： 

第一屆縣長選舉結果分析：金門歷經四屆縣長選舉以來，不難看出宗族因素

影響著歷屆縣長選舉投票行為的影子：吾人就第一屆縣長而言，陳水在以官派身

分參加競選，除挾著現任者優勢以外，在其陳氏宗親族人力挺下，陳水在在陳氏

族人的聚落鄉鎮中，金湖鎮以陳氏族人為大宗，陳水在以 2,009 票贏過同宗的陳永

財的 1,385 票，李炷烽僅得 1,181 票。同屬同宗的陳水在的 2,009 票加陳永財的 1,385

票，共得高達 3,394 票。顯見以陳氏族人為大宗的金湖鎮，陳氏宗親族人支持同姓

候選人非常明顯。因此，我們分析陳水在第一屆當選的原應是陳氏宗族支持為最

主要的關鍵因素，再來是其現任者的優勢，和其政見的因素，而獲得其他姓氏的

認同。宗族因素同樣反應在金寧鄉以李姓為大宗的聚落上，單單古寧村李炷烽以

631 票，贏過陳永財的 8 票和陳水在的 42 票，顯見宗族力量的雄厚。但李炷烽落

選的原因，一方面是金門陳姓是第一大姓，而李姓位居第二大姓的使然；另一方

面情勢比人強，現任者握有行政的優勢遠超過李炷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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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縣長選舉結果分析：李炷烽再度與陳水在對決，陳水在一方面挾著現

任者的優勢，一方面大打社會福利牌，經過一番爭逐，最後獲得連任。究其原因：

陳姓是金門第一大姓，陳氏宗親會經由第一屆縣長選舉的操作與洗禮，到了第二

屆選舉的手腕更是成熟而團結，以陳姓為大宗的金湖鎮有效票數為 5,020 票，陳水

在以 3,115 票勝過李炷烽的 1,905 票。陳水在增加了 1,106 票，李炷烽僅增加 728 票

而已；而在金寧鄉有效票為 4,044 票，陳水在比第一屆增加 649 票，李炷烽則僅增

加 52 票，單就李氏為大宗古寧村陳水在獲得 133 票，而李炷烽則獲得 558 票，陳

水在增加了 91 票，李炷烽則少了 71 票，顯見李炷烽的宗族票源流失，再加上陳水

在利用親屬關係在小金門除獲得小金門陳姓支持外，並獲得小金門的第一、二大

姓洪姓和林姓的奧援，造成李炷烽僅得 589 票遠遠落後於陳水在的 1,566 票，致使

李炷烽第再度的落選。從第二屆縣長選舉依然可以看出宗族因素左右金門縣長選

舉的蛛絲馬跡。 

第三屆縣長選舉結果分析：第三屆縣長選舉候選人暴增，除了李炷烽三度參

加縣長選舉外，陳姓有兩位、蔡姓一位、許姓一位、以及翁姓一位。本次選舉陳

氏宗親並未推派出人選參與，其中陳川青屬空降人士，並未得到陳氏宗親支持，

陳昭南則來至臺省的民進黨，金門人本就不支持民進黨人選。而由位居金門第六

大姓蔡氏宗親會力挺的蔡是民以 7,224 票落敗，結果由李炷烽以 14,148 票高票當

選。李炷烽除挾著前兩任的餘威，並在新黨全力輔選下，李炷烽與立委吳成典在

李氏宗親會結合吳氏宗親會和小金門的票源的結盟，形成了「共伴效應」雙雙高

票當選。本次選舉陳氏宗親會並無推派人選，陳氏宗親的票源也部份落入李炷烽

票匭中，一方面顯示陳氏宗親的「開腳陳」的效應；二方面也說明了李氏宗親的

團結性，金門第二大姓氏李氏和第十大姓氏吳氏的宗族結合，產生了宗族的選舉

結盟的效力。在以李姓為主的古寧村，有效票 794 票中有 733 的宗族票支持李炷烽；

就是在蔡是民身上，也同樣找到以蔡姓為主的單姓瓊林村，在有效票 846 票中囊奪

了 665 的宗族票。由上可知，宗族因素的確影響選民投票的行為。 

 



  97 

第四屆縣長選舉結果分析：第四屆縣長選舉陳、李兩大姓氏各推出候選人，

李氏宗親會由現任縣長李炷烽代表尋求連任，陳氏宗親會則由陳福海代表角逐，

另外陳 平則屬空降部隊，一般金門人對其非常陌生。所以第四屆縣長選舉儼然

又是陳、李兩大姓的對決。就在選前一週陳福海行情上漲，追過現任的李炷烽，

尤其一般民眾對現任者的經濟、建設、就業、福利等政策不滿，有紛紛投效陳姓

陣營的跡象。此時，李炷烽陣營也深深感覺到落後的現象，除了大打文宣戰、清

廉、政績牌外，更是利用現任者的優勢，透過在台灣的金門各同鄉會，全力動員

輔選鄉親返回金門投票，就在投票前兩、三天返金鄉親班機斑斑客滿，至少動員

二三千人返鄉投票。雙方廝殺已到極點，選舉結果李炷烽以 17,358 票贏過陳福海

的 13,947 票，李炷烽僅嬴 3,417 票。不但李炷烽本人不滿意，且陳福海也覺得輸得

可惜。就金門選舉票數而言陳姓為第一大，李姓居第二，但為何第一大的陳姓會

輸給居第二的李姓呢？ 

據本研究分析：除上述宗親族人的因素和李炷烽擁有現任者的行政優勢外，

動員旅台鄉親返金投票的力量不可忽視，再加上國民黨在縣長提名上禮讓新黨，

另外李炷烽成功運用金門酒廠民營化與福利的策略，將對手陳福海在緊要關頭重

重一擊，而突破劣勢蟬連第四屆縣長寶座。 

  金門經過四屆縣長選舉的洗禮，宗族的競逐於焉展開，而第一屆縣長選舉陳、

李二姓氏的首開對決，種下了宗族之戰的導火線，從此候選人大打宗族牌的選戰

技巧。可以顯見金門的地方選舉宗族力量動員特別顯著；在凝聚宗族內共識、號

召宗親情感支持一向具有相當的份量。宗族在選舉過程中公開支持或暗中結合，

主要是基於下列兩個因素： 

（一）宗族派系長期對立的積怨與情緒反彈； 

（二）擔心宗族對立生態因而失衡與象徵利益（陳建民，2005）之立即損失； 

  因此，寧可讓自家族的宗親候選人當選，亦不願讓對立派系的其他姓氏的侯

選人當選，這種現象除了對國民黨的選票造成嚴重的損失外，亦提供新黨和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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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以及第三勢力很大的生存與突破的空間。由於地方政治環境的變遷，不僅導致

宗族派系彼此間的對立，同時也因民進黨的成立、發展，及其合縱連橫的選舉競

爭策略，使宗族派系之候選人除了國民黨以外，還有其他合作的對象，提供了宗

族派系威脅國民黨提名作業的有效工具。 

  金門宗族之間平常本為和諧，但因為選舉把各種派系、宗族的情節等矛盾激

發和激化起來，導致宗族之間的抗衡與撕裂。縣長選姓李、姓陳，完全表達了認

同地方宗族意識的力量，而非政治理念、意識型態之不同。如果選舉導致宗族之

間不和諧甚至撕裂，非民主之目的，更非金門之福，那選舉有什麼意義？ 

 

第三節 傳統關係取向之投票模式 

 

 從總體資料中我們不難看出候選人的選舉地盤的多寡和姓氏聚落的分布，也

反映在選民投票行為的取向上。因而傳統關係取向的血緣或地緣模式，實值得再

進一步分析的。我們藉此分析縣長選舉的候選人到底是個人形象取勝，抑或是宗

族因素所促成的？ 

 

壹、宗族血緣投票模式 

一、第一屆縣長選舉投票模式 

從縣長選舉各候選人的得票內盤與外盤加以比較分析比較，以及從表【4-14】

我們發現到第一屆縣長選舉陳水在的單姓村以金湖鎮的陳姓新湖里 52.74％的得票

率最高，在整個陳姓較多的金湖鎮也占有 43.91％的支持率，強過李炷烽的 25.81

％；而相對的在金寧鄉李姓大本營的古寧村陳姓卻只有 0.62％的得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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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第一屆縣長候選人單姓村里得票率最高與最低比 

主要縣長候選人 
村里 

宗姓比 

得票率 李炷烽 陳永財 陳水在 

古寧村 正義里 新湖里 
最高 

李姓 
92.66 

陳姓 
44.6 

陳姓 
52.74 

正義里 古寧村 古寧村 

單 

姓 

村 

得 

票 

率 

最低 
陳姓 

1.1 
李姓 

0.1 
李姓 

0.62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暨作者整理。 

 

我門看李炷烽在單姓村李姓古寧占有 92.66％近九成五的高得票率，相反在單

姓村陳姓正義里裡僅得到 1.1％，在整個居於李姓優勢的金寧鄉，李炷烽占有 57.48

％勝過陳水在的 37.19％。另外，陳永財以金湖鎮鎮長之姿參加縣長選舉，本身又

是正義里人故得票率高於另兩位候選人亦達 44.6％，但在全屬李姓的古寧村只得到

0.1％。我們從表【4-14】、以及圖【4-10】發現到一個現象：宗親投宗親，自己人

挺自己人的宗族投票行為，即血緣宗姓認同的「族群競爭理論」將是解釋金門選

民投票行為的基本模式之一
28。 

 

   
28 見許金土，「金門縣選民投票行為研究－20001 年縣長及立委選舉個案分析」2003 年 6 月，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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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第一屆縣長候選人單姓村里得票率最高與最低比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第二屆縣長選舉投票模式 

陳、李兩大姓從第一屆對決以來，各固守自己的宗族地盤，已十足顯現宗族

的凝聚力量來。到了第二屆縣長選舉陳、李再度對決，兩雄對抗選情更是激烈。

如果我們先觀察分析以陳姓居多的金湖鎮，陳水在的得票率高達 62.05％贏過李炷

烽的 37.94％；在金寧鄉陳水在又以 51.03％小幅超越李炷烽的 48.96％；同樣以陳

姓居多的在金沙鎮陳水在得票率為 57.70％勝過李炷烽的 42.29％。由表【4-14】、

以及圖【4-11】可知現任縣長陳水在挾著現任優勢，又有「十三陳」相挺銳不可當，

在陳姓居優勢的金湖鎮新湖村占有 61.55％高的得票率，但相反的在古寧村僅有

19.24％的得票率，明顯比第一屆多。陳水在是古寧頭的外甥，他的姻親舅舅李姓

房柱的確把票投給他。而李炷烽在李姓大本營的古寧村得票率依然高達 80.75％，

但在金湖鎮的料羅村僅得 23.12％。第二屆縣長選舉我們同樣發現到宗族的因素是

一股不可輕忽的力量，也影響到選民投票行為的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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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第二屆縣長候選人單姓村里得票率最高與最低比 

主要縣長候選人 

村里 

宗姓比 

得票率 陳水在 李炷烽 

新湖里 古寧村 

最高 

陳姓 

61.55 
李姓 

80.75 

古寧村 料羅里 

單 

姓 

村 

得 

票 

率 
最低 

李姓 

19.24 

陳姓 

23.12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許金土，2003：68）暨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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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第二屆縣長候選人單姓村里得票率最高與最低比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第三屆縣長選舉投票模式 

第三屆縣長選舉由於陳水在已任滿兩屆，陳氏宗族並沒有正式推派人選參加

角逐，由陳水在授意的部屬蔡是民代打，陳昭南則屬民進黨規劃人選，許金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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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長任滿改換跑到。綜觀這次選舉，由表【4-16】、以及圖【4-12】獲知第三屆縣

長選舉，各方角逐者勢力不相上下，但檯面上大家公認最具縣長像的候選人，也

最具實力的，唯獨李炷烽和蔡是民，其餘只是陪襯點綴而已。李炷烽已參選兩屆

可惜東風不與周郎便，不幸敗北，期間轉戰國大與立委，讓李炷烽的知名度與形

象如水漲船高。另外，本次選舉屬縣長和立委二合一的選舉，陳姓在縣長缺席，

由同屬新黨的李炷烽與吳成典，在李氏宗親和吳氏宗親結盟之下29，加上小金門的

吳成典地緣效應關係，讓李炷烽在李姓為主的古寧單姓村獲得高達 92.32％得超高

得票率，相對在對手以蔡姓為主的瓊林單姓村李炷烽僅得 17.38％的得票率。我門

同時觀察蔡是民他是瓊林人，蔡氏宗親會自然全力相挺，在瓊林里以高達 78.61％

的支持率，相對的在古寧村僅得 4.03％。在其他兩位候選選人身上也發現：凡是與

自己同姓同宗的村落獲得支持的得票率自然高，反之則低。所以金門縣選民投票

行為的宗族因素同樣也表現在第三屆縣長選舉上。 

 

表 4-16： 第三屆縣長候選人單姓村里得票率最高與最低比 

主要縣長候選人 村

里 

宗姓比 

得票率 李炷烽 蔡是民 陳昭南 許金象 

古寧 瓊林 正義 榜林 
最高 

李姓 

92.32 

蔡姓 

78.61 

陳姓 

18.6 

許姓 

19.9 

瓊林 古寧 上林 古寧 

單 

姓 

村 

得 

票 

率 
最低 

蔡姓 
17.38 

李姓 
4.03 

林姓 
1.0 

李姓 
1.0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暨作者整理。 

 

   
29 參見訪談者（A-01）、（A-03）、（A-13）（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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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第三屆縣長候選人單姓村里得票率最高與最低比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四、第四屆縣長選舉投票模式 

本屆選舉雖為三人，其中陳平只是「逗熱鬧」而已，實際上是陳、李兩大宗

姓的對決。李炷烽挾著現任者的優勢，以及一路挺到底的李氏宗親會的優渥條件，

加上立委吳成典小金門的鄉親支持，形成一股龐大的勢力；與由鎮長轉戰縣長的

陳福海鄉抗衡，陳福海是由陳氏宗會所屬的十三個股背後支持的宗族力量，全力

動員輔選，已到短兵相接，霹壘分明的地步30。選前是五五波，就在最後一星期局

勢才稍稍明朗，陳福海自信滿滿，犯了兵家大忌31，因而大意失荊州，該贏而不贏

最後自己吞下了敗戰。從表【4-17】、以及圖【4-13】中得知，陳福海在以陳姓為

主的新湖里單姓村獲得近七成的 69.1％的得票率，相對在李姓本家的古寧村得不到

一成 0.82％的支持。這種選舉現象同樣反映在在李炷烽的選票上，在李姓為主的古

寧村有高達 90.83％的支持率，相反的不是同宗同姓的新湖里也只得到 29.24％的得

   
30 參見訪談者（A-14）。 
31 參見訪談者（A-01）。 

 



  104 

票率。我們進一步分析與李炷烽有地緣關係的金寧鄉李炷烽的支持率有 62.65％的

得票率，陳福海則為 35.06％。另外與陳福海有地緣關係的金湖鎮，陳福海的支持

率有 62.06％，而李炷烽卻只有 36.22％。從第四屆縣長陳、李兩大宗族的對決廝殺

中，我們也發現： 

單姓村落－→居民宗姓認同－→支持同宗姓候選人的選民投票行為模式更是

非常的突顯的模式32。 

 

表 4-17： 第四屆縣長候選人單姓村里得票率最高與最低比 

主要縣長候選人 
村里 

宗姓比 

得票率 陳福海 李炷烽 

新湖里 古寧村 

最高 

陳姓 

 69.1 

李姓 

90.83 

古寧村 新湖里 

單 

姓 

村 

得 

票 

率 
最低 

李姓 

0.82 

陳姓 

29.24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暨作者整理。 

 

   
32 許金土，揭前書，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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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第四屆縣長候選人單姓村里得票率最高與最低比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貳、地緣投票模式 

金門縣選民投票行為除上面之宗族因素取向外，另一個就是地緣性的投票模

式。金門地方小加上社會觀念狹隘，自然村落極易形成地域上的區隔
33，加上宗族

血緣與姻緣關係、村與村之間祠堂、慶典聯誼活動，使得鄰近村里自然形成地域

性相互支援的關係。表現在嫁娶或神明宮廟作醮、祖厝祠堂祭祖等慶典活動表現

特別明顯。久之，自然形成了地域性的關係，如金寧鄉湖下的三鄉與古寧村的鄉

誼關係；金湖鎮小徑與瓊林的慶典活動關係；金沙鎮英坑與沙美的宮廟關係；金

城鎮東沙里與歐厝里和泗湖里的地域關係；小金門的村落更是屬於傳統典型的地

域姓關係，無不顯現是一種地域姓的結合。因此在縣長選舉時這些地緣性的關聯

村里，很容易表現出地域性的投票模式。 

我們分析歸納歷屆縣長候選人的地緣村里關係，大致符合： 

地緣村落－→居民地緣認同－→支持該地緣或聯誼村落之候選人的模式34。 

一、陳水在之地緣模式 

   
33 陳建民，揭前書（抽印本），p22。 
34 許金土，揭前書，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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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表【4-18】表【4-19】中發現到陳水在歷年參選的地緣村里和超過得票

率的平均值的村里大致雷同，不外是陳水在的同宗族的村里，就是他上班鄰近的

村里，他的地緣性也是相當強。 

 

表 4-18： 陳水在歷年參選前五高得票率地緣村里 

得票高 

村里 
82 年縣長 86 年縣長 90 年立委 

第一高 西門里 西門里 西門里 

第二高 南門里 南門里 南門里 

第三高 東門里 汶沙里 東門里 

第四高 汶沙里 古城里 北門里 

第五高 古城里 東門里 湖埔村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參考（許金土，2003：69）暨作者整理。 

註：  ：表示相關的地緣性。 

 
 

 

 圖 4-14： 陳水在歷年參選前五高得票率地緣村里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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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陳水在歷年參選得票率高於平均值之地緣村里 

類別、平均得票率、村里比 得票率高於該屆平均得票率之地村里 

82 年第一屆縣長 51.98 

％ 

西

口 

西

園

何

斗

古

城

珠

沙 

新

湖

賢

庵 

榜

林 

東

門

86 年第二屆縣長 58.61 

％ 

西

口 

黃

埔 

料

羅 

正

義 

上

林 

何

斗 

湖

埔 

山

外 

安

美 

90 年第五屆立委 14.01 

％ 

何

斗 

光

前 

西

園 

西

門 

古

城 

湖

埔 

山

外 

安

美 

賢

庵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參考（許金土，2003：73）暨作者整理。 

註：  ：表示相關的地緣性。 

 

 

 

圖 4-15：陳水在陳水在歷年參選得票率高於平均值之地緣村里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李炷烽之地緣模式 

我們從表【4-20】表【4-21】兩表中發現到李炷烽歷經四次的參選中他的得票

率和高於平均值的地緣村里，一再雷同出現的村落數量非常可觀，是否解讀李炷

烽的地緣性相當的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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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李炷烽歷年參選前五高得票率地緣村里 

得票高 

村里 

82 年 

縣長 

85 年 

國大 

86 年 

縣長 

87 年 

立委 

90 年 

縣長 

95 年 

縣長 

第一高 古寧 古寧 古寧 古寧 古寧 古寧 

第二高 湖埔 后盤 三山 北門 上歧 汶沙 

第三高 安美 料羅 新市 三山 林湖 林湖 

第四高 三山 三山 汶沙 上歧 后盤 上歧 

第五高 后盤 上林 東門 溪湖 浦山 賢庵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參考（許金土，2003：69）暨作者整理。 

註：  ：表示相關的地緣性。 

 

 

 

圖 4-16：李炷烽歷年參選前五高得票率地緣村里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表 4-21： 李炷烽歷年參選得票率高於平均值之地緣村里 

類別、平均得票率、村里比 得票率高於該屆平均得票率之地村里 

82 年第一屆縣長 
39.2 

％ 

古

寧 

湖

埔 

安

美 

后

盤 

南

門 

盤

山 

北

門 

金

水 

西

門 

85 年第三屆國大 
50.7 

％ 

古

寧 

后

盤 

賢

庵 

南

門 

北

門 

盤

山 

榜

林 

西

門 

 

 



  109 

86 年第二屆縣長 
41.4 

％ 

古

寧 

東

門 

后

盤 

南

門 

西

門 

盤

山 

安

美 

北

門 

賢

庵 

90 年第三屆縣長 
56.2 

％ 

古

寧 

后

盤 

盤

山 

湖

埔 

北

門 

安

美 

西

門 

  

95 年第四屆縣長 
54.27

％ 

古

寧 

上

歧 

湖

埔 

上

林 

林

湖 

黃

埔 

西

口 

浦

山 

官

嶼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參考（許金土，2003：73）暨作者整理。 

註：  ：表示相關的地緣性。 

 

 

圖 4-17：李炷烽歷年參選得票率高於平均值之地緣村里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蔡是民之地緣模式 

蔡是民是首次參加縣長選舉，蔡是民是瓊林里人氏，瓊林的蔡氏宗親會全力

相挺，由表【4-22】、表【4-23】中可以發現蔡是民在瓊林里顯現非常相關的地緣

性關係。據蔡是民說法，不排除參選第五屆縣長選舉，因此，屆時蔡是民的地緣

模式又可歸納除來，但這可有待後續研究者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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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蔡是民歷年參選前五高得票率地緣村里 

得票高 

村里 
90 年縣長選舉 

第一高 瓊林里 

第二高 西門里 

第三高 南門里 

第四高 東門里 

第五高 新湖里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暨作者整理。 

  

  

圖 4-18： 蔡是民歷年參選前五高得票率地緣村里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表 4-23： 蔡是民歷年參選得票率高於平均值之地緣村里 

類別、平均得票率、村里比 得票率高於該屆平均得票率之地村里 

90 年第三屆縣長 
28.68

％ 

瓊

林 

西

口 

官

嶼 

蓮

庵 

正

義 

新

湖 

西

園 

安

美 

光

前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暨作者整理。  

 

 



  111 

  

圖 4-19： 蔡是民歷年參選得票率高於平均值之地緣村里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四、陳福海之地緣模式 

陳福海是以鎮長身分轉換跑到參加第四屆縣長選舉，從表【4-24】、表【4-25】

所顯示的村里的地緣姓，大都是他的同宗同姓的村落，以及他經商的所在地。另

外陳福海目前僅參加一次縣長選舉，他私底下也表示有意參選下屆縣長的意願，

屆時也可歸納其地緣性模式，但有待後續研究者繼續研究。 

 

表 4-24： 陳福海歷年參選前五高得票率地緣村里 

得票高 

村里 
95 年縣長選舉 

第一高 西門里 

第二高 新湖里 

第三高 南門里 

第四高 東門里 

第五高 瓊林里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暨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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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陳福海民歷年參選前五高得票率地緣村里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表 4-25： 陳福海歷年參選得票率高於平均值之地緣村里 

類別、平均得票率、村里比 得票率高於該屆平均得票率之地村里 

95 年第四屆縣長 
43.59 

％ 

正

義 

蓮

庵 

何

斗 

新

湖 

溪

湖 

山

外 

光

前 

新

市 

大

洋 

資料來源：金門縣選舉實錄；暨作者整理。 

 

圖 4-21： 陳福海歷年參選得票率高於平均值之地緣村里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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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深度訪談結果分析 

 
為了釐清宗族因素對金門縣第一屆至第四屆縣長選民投票行為的影響，本論

文採用質化的深度訪談法，冀望透過一系列的深度訪談內容，歸納綜合宗族因素

與金門歷屆縣長選舉的相關結果，並進一步作分析。訪談對象遍及大小金門的男

性二十六位和女性十四位的比率。有實際參與縣長選舉者、省主席、秘書長、立

法委員、選舉委員會職員、各鄉鎮首長、前後任縣議長、縣議員、宗親會理事長、

課長、公教人員、作家、以及家庭主婦等。希望藉由訪談者的觀感與看法，與本

論文的研究目的相契合。 

 

第一節 宗族因素與選舉之關係 

 

金門在自然的環境上是一座小島，居民一向為傳統聚落，易形成所謂村落聚

居的型態，而泰半為同姓宗族血緣的單姓村，少部分為二姓或二姓以上的多姓村，

久之以宗族血緣為主體的關係於焉形成。彼此既是宗親血緣又是鄰居、地域，以

及部落的關係，此種關係造成不可分割的宗族情感的關係。平常宗族活動表現在

婚喪喜慶的互相幫忙與協助，以及一年中的吃頭、祭祖的宗族聯誼或修祖譜、建

祠堂，緊緊將宗族的情感與力量凝聚在一起，自自然然成了一個緊密的宗族血緣

人際關係。宗親觀念成為鄉里維繫的力量，在人親土又親的助長下，各姓氏宗親

會的影響力在歷次選舉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尤以陳姓宗親會，李姓宗親會為

最。 

鑑於金門的宗族觀念根深柢固，在台灣境內，沒有像金門這個宗族因素表現

這麼明顯。因而一旦開放地方選舉，宗族自然成為候選人競逐的資源，透過宗族

來爭取選票。陳氏宗親會曾表示，九十五年六月底舉辦的宗親初選，陳福海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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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記參選縣長。因此，宗親會通過為唯一支持的對象，將全力輔選，向鄉親舉

才35。陳氏所提名的縣長參選人可以獲得該宗族免費的動員與支持，以最少的代價

獲得最有效的選票成果，宗族就成為選舉中關鍵而不可或缺的因素。 

壹、濃厚的宗族觀念是金門社群之特色 

  經由深度訪談的內容得知，絕大多數的受訪者，不論男女皆表示認為：金門

的宗族觀念是根深柢固而濃厚的。 

 臚列受訪者的心聲以說明宗族觀念在金門是根深柢固的如下： 

「金門還是一個宗族的社會，是認同血緣，我剛才也提到血緣，你認識不認

識，你姓王、姓蔡我就是支持你，你不認識我，我也是支持你，這就是宗親社會。」

（A-103） 

「對！對，宗親的力量，宗親的力量是比台灣更嚴重，影響力也比台灣大，

在台灣你說有哪一個宗親影響這麼大，實在不多啦，」（A-105） 

「宗族在金門是根深蒂固的，希望我的宗族能出頭，宗族希望代表選上公職

後對宗族就可有所照顧，」（A-109） 

「血緣的關係，尤其在我們這個地方比較保守，這恐怕要若干年以後，才會

改觀，尤其宗族最怕的是你開廟門，祖宗八代，這招很厲害，對不對？大概宗族

是這樣子，影響很大。」（A-109） 

「金門的背景不一樣，都是聚落為主，聚落就自然形成一個宗族，金門自明

清以後宗族姓氏的觀念尤為明顯，常表現在吃頭、祭祖上，現在依然如此非常重

視宗族意識。金門的宗族可以這麼講，是一個非常受閩南傳統文化風俗的影響，

就是從宗族可以看出來。」（A-112） 

「金門是一個非常具有傳統閩南文化且富含道教文化的地方，以喪葬文化來

   
35 大紀元報導，「中央社記者倪國炎金門 16 日電」2005 年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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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金門做得最成功的，最徹底，每一次動員一次就再凝聚了一次感情。人說父母

是大家的，當要出殯時，沒有這些宗親則難於抬出去。現在金門的婚喪喜慶更使

宗親的關係盤根錯節，經過陳李的對決，經過每天不間斷的加乘婚喪喜慶的重複，

大家都跑不掉，基本上就是，住在閩南島嶼一百六十三個村落中，原有的單一姓

氏的村落，如瓊林村完全姓蔡，搬至該村居住是可以的，但就難於插手蔡姓的鄉

務事，由這一點無形中可知金門宗親的觀念是根深柢固的，」（B-101） 

「因為剛解除戰地政務，宗族觀念還是深厚，姓陳就要投姓陳的，姓李就要

投姓李的，宗族血緣關係還是無法割捨，所以血緣和宗族應該是畫上等號，」

（B-102） 

「老人家還是以宗族認同為主，觀念還是算很濃，我覺得這種宗族觀念姓李

是很濃厚的。」（B-102） 

「在單一村的血緣聚落當中，族人的生活活動上常常會有所關聯，在祭祖、

吃頭的行為中一定會產生一些宗族的力量。」（B-104） 

「如果是開宗廟門，老大去宗廟燒香，老大所講的話，族人會害怕，所以可

能一時不會消失。」（D-107） 

「金門會有很強的宗族觀念應該有幾個原因？因為金門的聚落都是單姓聚

落，金門的單姓聚落占百份之八十五強，或村莊裏面有一個主姓，其中一姓占有

百份之八九十強，一個自然村，因為如此的關係，所以平常的婚喪喜慶的往來自

然就比較內聚，凝聚力比較強。那接著就是更大的組織，如陳氏宗親會，在金門

我們有十三股，每股下面又分不同的地方，後浦又有一個總宗祠，還蠻有組織的，」

（B-105） 

「宗族是很深厚，是很深厚的原因還是隨著年齡在改變，年輕一輩本來會比

較沒有，而到了一個年紀的時候，宗親的吃頭、祭祖，這自然就會形成了。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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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大概到三十、四十歲時就慢慢認同宗親的觀念，但是不是百分之一百等

於選舉。宗族觀念就是有，女生比較吃虧，現在是逐漸有在改變，以前像宗祠在

吃頭時，一般女生是不能進入，但像我比較特別，我們陳氏宗親如果以政治檯面

來講已經沒有人在檯面，議員剩下我一個姓陳，鎮長有一個陳昆第，我現在都會

被邀請入陳氏宗親會參加開會，是唯一的女生，女性慢慢可以進去開這個會，以

前就是不行，宗祠祭祖都會通知我去，」（B-105） 

「一輩子很濃厚，這是千真萬確的，年輕一輩的他是剛出社會，和一般公務

人員又是不一樣，如果你是同姓的話，聽到他們同姓之間的談話會覺得很噁心，

譬如說：「那我們縣長什麼的？」非我族類，好像又不一樣。」（D-110） 

「我的感覺是說，金門要選縣長或立委，立委比較不會，表現最明顯的就是

縣長，宗親觀念很深，姓陳的姓李的有機會當縣長，其他就沒什麼機會。」（E-102） 

「老一輩的宗族觀念確實非常濃厚，只要受過教育的，一般都會受他的朋友

老師，同學等個方面的影響，所以宗親的力量稍微減弱一點。」（D-105） 

「我參與過縣長投票，我發現到，但是在台灣很少看到有如金門宗族的勢

力。」、「平常生活中的婚喪喜慶，宗族彼此之間協助非常大，在此可以觀察到金

門宗族的情感與凝聚力。我覺得蠻佩服的，小地方尤其看得非常清楚。」（E-105） 

「有，因為目前還是非常的積極又團結，像我們村莊裡有婚喪喜慶，所有的宗親

會去協助幫忙，無形中凝聚了宗親的力量。」（E-106） 

 濃厚的宗族觀念是金門社群的特色，在一百六十幾個自然村中，絕大多數依

然保有它的宗祠，而這一百六十七座宗祠就是凝聚族人血緣情感與力量的精神堡

壘。每一年中的吃頭、祭祖聯誼，以及修祖譜、建宗祠，平時族人生活之間的婚

喪喜慶，更將族人的感情緊緊凝聚在一起，發揮了宗族至高無上的情感力量，也

成了金門社群的特色。比諸台灣各縣市，無如有此宗族的意識與情感的關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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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金門開放選舉以後，有心人士一再操控、動員的最廉價而最又效果的利器。 

貳、男女宗族觀念有別、年輕人宗親觀念逐漸淡薄 

  隨著民主的進步與及社會的開放，教育的普及，知識的激增，宗族觀念在金

門地區近年來逐漸淡薄，尤其表現在年輕男女的身上逐漸明顯，但是進入社會後

一旦參加宗親族人相關的宗族活動；諸如：祭祖、吃頭、修宗祠、修祖譜、修祖

墳以及謁祖、迎神賽會，乃至於宗族的婚喪喜慶等，會隨著年齡逐漸凝聚宗族意

識，並往宗親情結靠攏的現象。在訪談的對象中不論男女皆表示有此跡象，其中

有受訪者則觀察到，金門人口結構與心態不改變，宗族觀念基本上依然存在。因

為宗族是自然因素形成的，金門宗族觀念會隨著年齡的增加而逐漸向宗族意識靠

攏，因而形成老一輩永遠有較濃厚的宗族觀念，年輕人自主性較強，宗族觀念顯

得淡薄而不在意。 

認為年輕人宗族觀念逐漸淡薄的受訪者表示： 

「我的感覺是沒有那麼明顯，宗親爲宗親絕對是會有，老一輩的宗親觀念比

較深，但年輕一輩則越來越淡化。」（A-105） 

「所以宗親在我感覺是一個後盾，一個基本盤，當然以現在的年輕人來講，

是一直在變化，現在的年輕人不一定全部投你宗親，」（A-107） 

「我覺得哪一個候選人沒有給我牛肉的話，我不再重視宗親觀念，現在景氣

不是很好，應該是以誰有沒有給牛肉為主，年輕人還是以工作為主，老人家還是

以宗族認同為主，」（B-102） 

「年輕人因為在外工作，也受到老闆的影響－是衣食父母，礙於老闆的影響，

不得不作選擇，老人家要投宗親就去投，年輕人會自己會看，變成一家人有的投

與老闆有關的票，有的投宗親的票，形成一家投給好幾個人的票，不再像以往一

聲令下大家都投一樣的票，小孩子都要聽大人的。」（B-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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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家看到小小變化，年輕的不信這一套，他只要看候選人對味，符合

他的標準，他不會把宗親擺在第一位，去開發新的區塊。」（C-104） 

「宗親的觀念目前還是相當根深柢固的，從年輕一輩來看好像是被稀釋了，

年輕人第一他投票不會很高，有些就業的關係，升學關係，他在台灣不可能為了

投票來回花了四千多塊嘛！年輕人恐怕沒有這種政治的狂熱，年輕人卡在金門特

殊地理關係，他不信宗親這一套，所以不會產生實質結果，因為出來投票才會產

生實質結果，年輕人有種想法但沒有行動作法，對選舉結果沒有實質的影響。」

（C-104） 

「但是也隨著整個年輕的族群愈來愈多，大家民智已開，事實上宗親的力量

現在正在慢慢式微當中，我認為是正在慢慢式微當中。」（B-101） 

「做兒子的會聽老爸的話嗎？宗親大老真正能發揮幾分的力量。現在年輕人

受教育，已經是中等以上的教育，以往老爸講一句話做兒子的不敢反對，叫你選

誰就要選誰。但是，現在純然不是如此，」（C-104） 

「老一輩的應該比較深厚，我自己覺得，年輕一輩較淡然。我父親這一輩的，

大概五六十歲以上的人較濃厚，三四十歲的比較淡然一點，二三十歲應該更淡薄。」

（E-103） 

「我覺得年輕人會選擇較有能力的人，老一輩的人是非常重視宗親，要提拔

自己的宗親，年輕人則認為要讓有才能的人出來服務。」（E-106） 

金門的宗族觀念男女亦有不同的看法，但是透過選舉關係，宗族一再被拿來

炒作或操作，宗族的情感將被激化起來，甚而族群廝裂，造成宗族與宗族之間的

恩怨。一般女性夾在娘家與夫家之間，每當選舉時最是令女性頭痛的，此時年輕

人也不見得不會投自家人的票。 

「宗族或宗親會的力量，難免會有少數人被傳統的想法所束縛，宗親會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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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活動是不是只有男性可以參加，為什麼吃頭，只有男生，女生不能去，或是寺

廟的活動也只有男生才能參加，所以我是覺得宗族力量是有的，但男女之間還是

有別的。」（A-116） 

「本來很多人以為金門的年輕人，年輕就越淡薄，只是一種想當然爾的情況，

這幾年因選舉的關係，宗親會反而會透過選舉的關係更形凝聚出力量來，」（C-103） 

「還是沒什麼影響，現在看以後是不知道，目前還有老一輩在，年輕人多少

會尊重老一輩，宗族的觀念還會存在。」（D-107） 

「都由宗親會的大老、理監事大家分工合作去拉票，多少有些影響。」（D-107） 

「是很深厚，是很深厚的原因還是隨著年齡在改變，年輕一輩本來會比較沒

有，而到了一個年紀的時候，宗親的吃頭、祭祖，這自然就會形成了，這也很奇

怪，大概到三十、四十歲時就慢慢認同宗親的觀念，但是不是百分之一百等於選

舉。宗族觀念就是有，女生比較吃虧，現在是逐漸有在改變，以前像宗祠在吃頭

時，一般女生是不能進入，但像我比較特別，我們陳氏宗親如果以政治檯面來講

已經沒有人在檯面，議員剩下我一個、、、」（B-105） 

「因為目前金門人口年輕的還是占少數，然後，感覺上很多選舉還是受到宗

族因素的決定，很多年長者對宗族觀念比較重，很多選舉人都從這個角度切入，

同姓的就會被老一輩的拉近他們動員投票的範圍內。」（D-109） 

  雖然大致來說，年長者的宗族觀念是非常深厚的，女性則較淡薄，甚而不加

重視，年輕一輩思想開放，宗族觀念亦趨於淡薄。一旦，兩大宗族候選人勢均力

敵，不知鹿死誰手的時候，宗族血緣的情感意識往往就會在此時發生奇妙的安全

閥作用，與其投其他候選人倒不如讓自己的宗親選上，至少同宗、同姓的人做縣

長，在面子裡子總是體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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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宗族姓氏與選舉之關係 

選舉時，更能看出宗族姓氏的影響力。尤其在族群投票上，比較直接偏好自

己族群姓氏的候選人，或是支持一向被認為代表自己族群利益，或是符合自己族

群意識形態立場的政黨候選人(莊富源，2001)。 

在訪談者的認知中，有大多數認為宗族姓氏與選舉是密不可分，宗族姓氏扮演

一個基本地盤，是候選人敢於出來角逐的背後的穩固基石。有了穩固的基本地盤，

再向外為擴展拉票，勝選的機率自然大大提升。再說宗族姓氏是最快、最有效也

是最廉價的動員體系，就是一位候選人他必須考慮到他的得票基本地盤，和基本

認同：同學、同事、同鄉、同宗等這些都是基本票源。雖然並無深究其為何姓氏

的影響力如此之大，但利用總體資料來觀察研究姓氏與地方選舉的關係，也透露

出在地方型選舉中，選民一般的投票傾向（陳宏義，2005）。 

「那很明顯的宗親的子弟，今天出來當政治人物，宗親是無條件要挺的，姓

陳的是這樣，姓李也是這樣。」（A-101） 

「回顧於我的參選不執著於我的宗族，我倒是取中庸之道，宗親我的票要，

全體選民的票我也要，用感情，用政見來參選縣長。」（A-101） 

「譬如我出來競選，姓蔡的宗親支持我，大抵來講這是與生俱來的宗親的力

量，他不管認識不認識，對我好不好，我都支持你，這是宗親最大的力量。」（A-103） 

「宗親會影響選舉這在這個宗族社會上絕對有的，你要看，大選區縣長的選

舉，也是有啦！小選區的較不會，」（A-103） 

「宗親扮演的角色是說他介入選舉，平常是不介入，大的選舉才會介入，平

常都不做運作。我們宗族的事情平常一年兩三次的聯誼，聯誼就有感情，哪裡有

婚喪喜慶，我們都會去參加，大家一定有感情，他是自然成形的。在外界看起來

也許是很盛大，小宗親其實也一樣，同樣也有機會。」（A-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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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講，宗族、親屬關係基本上自己的父母兄弟、親戚，不論好壞肯定

都會支持自己親屬，除非有特殊的因素，」（A-106） 

「畢竟金門是農業社會，比較傳統。國父也曾經說過：過去在大陸為了宗族，

也曾拼鬥過，所以，在地區來講在宗族裡面會以為自己人，在選舉的時候，宗親

的力量在選舉凝聚力會比較強。」（A-108） 

「宗族在金門是根深蒂固的，希望我的宗族能出頭，宗族希望代表選上公職

後對宗族就可有所照顧，宗族的情形可以說只要有選舉都是這樣子的啊，哪一個

宗族大姓就會占到優勢。像我這個顏姓，只有幾百個人，我就不敢選，哈哈！」

（A-109） 

「李炷烽連續叩關兩次，到了第三屆才選上，宗親在第一屆還不是很明顯，

還是國民黨提名，第二屆也是一樣，宗親力量也是有啦，陳家總是比李家多，」

（A-111） 

「宗族的確在這幾年來淡化了，但是有一個例外，當被激化到臨界點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力量，不能完全否認他的存在。舉個例子：去年縣長的選舉，兩個

候選人，實力差那麼多，一個握有行政資源，經歷豐碩當過立委、國大，形象也

比他好，這兩個人在差距這麼大的資源狀況之下，開出的選票竟只差三千多票，

問題出在哪裡，宗親在過度被激化。一對一的時候，宗族感受到被壓迫到宗族利

益大於一切的時候，很自然的就會凝聚出一種同仇敵愾的力量，在候選人之間差

距這麼大，簡直不可以對等，竟然差一點翻船。」（A-111） 

「陳水在縣長任內他們宗親介入很深，為了選舉也在選舉上面也有爭吵過，

主要是宗親介入很深，其中就有些利益的掛勾，連買票行為都有涉入到。金門在

全縣性單一的選舉宗族介入非常的深入；那血緣在金門也看得到，在上一屆的立

法委員跟縣長綁在一起，小金門的吳成典和李炷烽的選舉綁在一起，是宗親加地

域的結盟，利用親屬關係，在小金門發揮得淋漓盡致。以縣長選舉來講，親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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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種人際網落，所以金門在選舉的策略上，選民投票行為上，人際關係非常複

雜的社會網絡，拉來拉去都有親戚或朋友的關係，都有自己的網絡，從票箱開出

來，就可以知道單一選舉是從宗族關係或親屬的整個投票現象。金門人就縣長、

立委來講是非常重視宗族跟親屬關係還有血緣，這是非常錯綜複雜的。」（A-112） 

「坦白講陳水在的表現是普遍受到大家受肯定，接下來辦的第一次選舉來

講，以這種優勢絕對是順理成章由陳水在當選，受到陳家人大部分支持，受到大

家肯定，」（A-113） 

「第二屆選舉來講，兩個人實力相當，非常有拼頭，但是水在他的族群並非

只有姓陳的、、、這些全力在護持。我所知道不是只有這樣而已，陳氏所有宗親

團結，就可贏得選戰，陳有一部分並沒完全投給陳水在，如太太的婆家、姻親等

中間一定有些票源分散，所以第二屆當選連任是結合現任的優勢。炷烽有、、、

靠黨的力量是不夠的，是宗親、幕僚群，行政的優勢力量，所以第二任水在還是

勝利，但是形勢已經出來，雙方對決的態勢已經是很明顯了，所以對宗親來講一

定有影響選舉，所以以宗親組織的嚴密度和強勢的問題、、、。」（A-113） 

「所以這影響到以後第三屆選舉的問題，就金門來講，全縣性的選舉陳家一

定占優勢的，陳家一旦合作起來，選舉一定上，另外再連結一些姻親，和雜姓的

結合，更是銳不可擋。姓李來講是第二大姓，但是也沒姓陳的多，其他十大姓來

講，沒團結就不會發生效果，而發生邊際效應的問題，這是不得不重視的問題。」

（A-113） 

「據陳福海來講，他們的宗親並沒有整合好，沒有整合到嚴密的程度，起碼

我們看票的情形，以陳家的人數和眷屬人數相當可觀，但因陳家內部的已經有很

多轉向投票了，選得並不漂亮，第一方面陳家宗族力量，第二方面在任時被抹黑，

用其他外圍的攻勢，我們看得很清楚，」（A-113） 

「長期以來金門的宗族在地區選舉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單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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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時，一般小姓因為宗族力量比較少，有心要為宗親服務，都不敢出來，金門長

期以來還真是宗族保持了整個宗族力量的選舉，尤其陳氏李氏兩大宗族，一直呈

現團結的氣勢，一般小姓即使有很豐富的學經歷來講，礙於無宗親的奧援不敢出

來，這是一般小姓深深體會出來的。」（A-114） 

「所以地區若黨的提名，沒有宗族的奧援不見得會勝選。」（A-114） 

「兩個對決嘛！沒得選的時就隨便選，不然他就是跟我同姓，我的票就投下

去，就是這樣。」（A-116） 

「我是覺得第一點畢竟是姓蔡的話還是比姓李的少一點，我覺得關鍵的一點

是姓氏宗親問題，」（A-116） 

「所以我個人來講金門縣長選舉比諸台灣是比較明顯一點，就是宗族之間跟

地方選舉的關係，比較密切一點。」（A-117） 

「地區如果哪一個姓氏比較多，哪一個姓氏就比較強，後來縣長開始選舉以

後，我個人認為存在比較大的姓，因為縣長選舉是一個大選舉區，大選舉區你這

個小姓在選舉發揮上就比較弱一點，我們從第一屆開始選舉我們發現到，在縣長

選舉時大概存在幾個大的宗姓之間的競爭，那後來這些小的姓氏會被稀釋掉，有

這種感覺啦！」（A-117） 

「所以第四屆陳福海倒不是一個主帥，只是一個棋子或是一個工具而已，真正

的指揮官是在宗親上，所以金門的選舉還是脫離不了宗親。」（C-103） 

「顯然的從第一屆到第四屆宗親力量決定了選舉，幾乎可以這樣子。除非哪

一天有一個姓石的，姓馬的出來，我們開玩笑，姓馬到金門選舉，是不是可以選

上呢？」（C-103） 

「有，這是沒錯的，如陳福海選縣長後來才真正發揮宗親的影響力，最初不

看好他。後來，每一個人對候選人的看法不一樣，有一種意識形態的作祟，如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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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他的做法，後來宗族的意識也是用喊出來的，、、、陳福海在新市里經營數

十年，在五個鄉里實際上他拿了多少票，認真講起來宗親多多少少有些影響力。」

（C-104） 

「金門的宗族是一個具有血緣的關係，這是互為因果的關係，有緊密的宗族

結合。但是有選舉以後，變成更緊固結合這個宗族團體。我們的宗族團體就是聯

誼組織嘛！祭祖、婚喪喜慶這樣子而已，因為金門沒有地方派系，最好動員從那

裡動員，他的組織體系最好動員的，最方便動員的就是宗族，這個宗族進入到民

主社會選舉，他透過他宗族的脈絡去爭取這個支持，基本上他有基本的票源，然

後往外擴張，原來是聯誼性的組織，變成有政治動員的一個組織。」（D-106） 

「所以透過選舉會更加鞏固宗族的力量，宗族透過這樣的選舉，也在選舉中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目前為止，我們幾乎大型的選舉，對金門來講宗

族還是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D-106） 

「平常比較基層的選舉影響不大，像高階的單一席次選舉，真的就比較大，

像縣長、立委，這樣的影響比較大。就譬如說上屆縣長選舉，雖然不是說姓陳一

定要支持姓陳，姓李一定要支持姓李，但是沒辦法，如果你沒有特定要投給誰的

時候，族群的力量就會被煽動起來，住在城區比較沒感覺，在鄉下則非常嚴重，」

（B-105） 

「通常會有一種危機意識，姓什麼？姓什麼？老一輩的人不是聊天嘛，然後

他們會交代我們會要怎麼做，自己人沒有照顧，這怎麼可以呢？所以會發現那種

是宗族的力量會很大。」（D-110） 

「講難聽一點，金門的人口不多，選舉的人口就這麼多，當你沒有外來人口

影響的時候，就是這些人口在選，在這麼影響的話還是這些人上，我覺得影響不

大，當外來人口大於這些本地人口的時候才會有所變化。」（E-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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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自己的親屬當然會投他，如果是自己的親戚沒出來，當然宗親若出來

就選宗親，這是金門鄉親的傳統。」（A-118） 

綜合以上的受訪者的內容，可以確定說金門的縣長選舉是以宗親的因素為第

一考量，至少現階段還是如此，除非將來金門人口結構改變了，進住大量人口，

都市化程度提高了，或是賄選惡質化。基本上候選人差不多具備了相當的條件和

程度，然後才是靠同宗姓氏的關係，姓什麼大姓就自然比較有利。從第一屆至第

四屆縣長選舉，我們確實觀察到只要選舉票一開出，姓陳的一定投姓陳，同樣的

姓李的一定投姓李，尤其表現在單一姓氏的村落，更是非常明顯的，這種基本而

穩固的宗族地盤，在在說明了金門的選舉還是脫離不了宗親的因素。 

 

第二節  宗親會與選舉之關係 

 

依據金門縣政府社會局之網站統計資料顯示，金門目前（2006 年底）登記有

案之社會團體組織之「宗親會」共達 88 個之多。其中金門陳氏宗親會在金門各

鄉鎮共有 13 個宗親會的組織，而李氏宗親會則達 9 個，許、王氏宗親會各達 6

個，黃氏有 3 個，楊氏宗親會則有 5 個等，數量最為可觀。其中以陳氏宗親會組

織最健全，全縣分有「十三股」，分部在二十六個村落中，勢力最為強大，目前

由前任縣長陳水在先生擔任理事長，負責族人宗誼會務與活動。其次是李氏宗親

會，李氏宗親會在動員的凝結力量是所有宗親會當中最團結的，目前古寧頭李氏

宗親會由現任教育局局長李再杭先生擔任，而金門縣李氏宗親會則由李增祥先生

擔任。 

金門自古以來即是宗族的社會，而宗親會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宗親會的

功能就是撫孤、恤貧、祭祀、聯誼、修族譜、建祠堂，和平日宗族之間的婚喪喜

慶的協助活動等，藉諸宗親會的活動將族人的感情一再凝聚起來，成為一股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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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的力量。尤其民選縣長開辦以來，陳、李兩大宗族的族人，從不缺席。自第

一屆至第四屆縣長選舉以來，無不利用宗親會的運作以激化該宗族的力量，爭逐

縣長寶座，以光宗耀祖，追求整個宗族的利益。選舉期間宗親會就是政治動員最

主要的任務。從深度訪談者的內心中，確實發現到如此的現象。 

壹、金門宗親會之初選雛型 

金門的宗親會雖屬社團法人的性質，但隨著無數次選舉廝殺的考驗，已經吸

收很多寶貴的選戰經驗，加上動員容易而有效，是一股不可小覷的關鍵力量，為

了要打贏選戰，在有心人士的操弄下，仿效政黨的功能，而有所謂「初選的制度」，

希望透過此機制：一方面舉薦優秀族人參選；二方面透過初選制度，避免族人不

服，而遭致雙雙敗北的局面；三方面思欲占有金門政治的權力與利益，藉以延續

該宗族政治命脈36；四方面求取光宗耀祖的象徵利益與虛榮。 

「宗親選票的流向一直是金門選舉的關鍵，若全島十三股陳氏宗親完成整

合，陳福海可獲得有力的奧援，即使此次不能突破「李家軍」的重圍，仍可累積

個人的威望，建立自己在陳氏宗親的「共主」地位，取得在下一次縣長爭奪戰中

的勝算籌碼（2005-02-12╱中國時報╱第A13版╱地方縣市長選情分析╱劉揮斌、

李金生、邱新福）。」 

「年底立委選戰逐漸加溫；金門縣第一大姓的陳氏宗親會，今天首開先例，

公告宗親初選辦法；舉辦投票和公布民調結果，做為立委輔選依據（2004-09-22

╱中央社╱國內政治╱中央社記者倪國炎金門二十二日電）。」 

「這項全國首見的宗親初選，金門全縣將設立十四個投票所，最後宗親會輔選對

象評估，投票結果占百分四十；其餘百分之六十則以全縣民眾為對象進行民調。

為因應年底金門縣長選戰，陳氏宗親會日前召開第八屆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會中通過舉辦理縣長選舉宗內初選，做為宗親輔選和動員依據（2005-07-01╱金

   
36 參見訪談者（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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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日報╱第2版╱記者李金鎗/金城報導）。」 

一、 陳氏宗親會「宗親族內參選」制度 

 陳氏宗親會基於過去參選爆炸全軍盡墨的教訓，為了族內宗親會員參加公職

選舉，不致雙雙廝殺而敗北，而舉辦族內初選，希望走向族內民主，希望有陳姓

族人在地方政治舞台嶄露頭角，握有政治權力，並以光宗耀組。在前縣長陳水在

先生任理事長時，特別參照民進黨黨內初選辦法，而擬定一套全國首例的「宗親

族內參選」家規（參見附錄二），以作為陳氏宗親族人參加縣長或立法委員的參選

辦法。 

「全縣第一大姓陳氏宗親會今天舉辦全國首見的族內初選，在兩雄對峙下，

經過投票和民調，前立委陳清寶獲得最高分，擊退現任女縣議員陳玉珍，將獲得

宗親支持參加年底立委選戰37。」 

這一套「家規」根據受訪者的表示如下： 

「我們有一套制度，基本上我們叫做「宗親族內參選」（參見附錄二），這一

套制度也是從經驗教訓得來的。以往我們等於說是開放選舉，開放選舉就面臨了，

一個位置，譬如選縣長有三個候選人，三個候選人都僵持不下，必須有一個選擇

嘛！大家才能把宗親的票凝聚在這個人的身上，才會發揮所謂宗親的團結力也

好，影響力也好，或者在選舉上來講一個勝選的基礎嘛！否則，你輩多力分。像

陳氏宗親假如他有七千票，如果有三個候選人，那麼就被分成三份，如果其他兩

個候選人，通通都能夠給他勸說下來，剩下一個候選人，不一定保證七千個人通

通在，至少在比率上，至少會高一點，所以我們才設計出那一套初選制度。」（A-101） 

「就我們家族來講這等於是家規，這是我們定的家規，如果你姓陳的子弟不

遵照我們姓陳的規定來做的話，那麼我們就把你排除在外，我們就做成決議，號

召我們陳氏家族這個人因不服從家規，所以就要屏除在陳氏家族之外，如果不服

   
37 東森新聞報 2004/10/02，http://www.etto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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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紀硬幹，我們就開除會籍，因為我們是社團法人，我們是陳氏宗親會，我們是

登記有案，是有組織性的，這就是執行家規。」（A-101） 

「宗親會以往只是聯誼性的組織，大家連絡感情。我們宗親會是從上次立委

選舉開始有組織，有一套制度，我們有立委參加初選，當然大姓人家，相對人才

自然濟濟，這很正常，姓陳比較多一點，相對競選公職比較多，這時候要協調宗

親的力量才有意義，第一屆縣長選舉陳水在與陳永財出來競選，而有棄保效應才

勝利，我們是從上一屆立委選舉開始辦，你有興趣就可來登記，類似國民黨、民

進黨的初選，要宗親投票，女兒和媳婦都有算，不怎記得，好像有一套機制。」

（B-105） 

「我們還有民調，我們十三股共有二十幾個投開票所，只要有大姓的村落都

設有投開票所，類似政黨模式。宗親初選我比較多，但是我在民調則輸了，結果

加權起來還是輸了。」（B-105） 

「比如講：立法委員或者是縣長在選舉之前的一段時間，我們會公告請要選

的陳氏家族的陳氏子弟來登記，那麼單獨一個人就不必辦初選，如果兩個以上我

們就辦初選。初選的方式，大概的方式是：一個是投票，所陳氏宗親投票，有投

票權的人；一個是民調透過客觀的媒體來，花錢請東森電視民調中心幫我們做民

調，大概是這樣子。」（A-101） 

「但是就我們家族來講這等於是家規，這是我們定的家規，如果你姓陳的子

弟不遵照我們姓陳的規定來做的話，那麼我們就把你排除在外，我們就做成決議，

號召我們陳氏家族這個人因不服從家規，所以就要屏除在陳氏家族之外，如果不

服違紀硬幹，我們就開除會籍，因為我們是社團法人，我們是陳氏宗親會，我們

是登記有案，是有組織性的，這就是執行家規。」（A-101） 

「當然，當然有。因為我們這社會是開放的社會。我剛才也講，我特別講這

是我們的家規，外人怎麼批評，那總是外人，至少這套家規經過我們族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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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家族自己充分討論，而且是多數決議得來的，所以我一直強調這是我們的家

規，跟其他姓氏外姓無關。但是，選舉不是陳氏在選，整個各姓各氏在選，我們

也會注意到這種批評的一種負面的作用，所以我們也一直在修正。」（A-101） 

 儘管這一套類似政黨的「初選制度」，對於陳氏宗族而言，只是「族規」而已，

但所造成的批評非議的聲音卻甚囂塵上。基於政黨的功能和宗親會的功能而言，

兩者屬性確實不同。目前陳氏「內規」已在金門地區傳言開來，而且引起各界不

同的意見和聲音，實值得觀察。 

二、陳氏宗親會「宗親族內參選」之評論 

  全國首見的族內初選，自然受到外界無數的批評。經由深度訪談的內容我們

歸納分析，以下是受訪者所持正面與反面的意見： 

（一）正面看法： 

「宗親要來動員，一個姓李，一個姓陳，姓李不怎民主，一個姓陳比較民

主，有投票，怕自己宗親競合，在宗親裡面幹來幹去，避免傷和氣有一個機制，

這次立委要派誰？縣長要派誰？上一任陳福海就這樣弄出來，陳建民可能就這樣

弄出來，經過民主的票選，姓李也是有協調，也是透過民主的機制，」（A-103） 

「陳氏宗親在上一屆立委有辦宗親初選，李氏宗親沒辦初選，李氏宗親長

老也曾分派系，後來經過整合全力支持某位候選人，」（A-112） 

「其實在宗親裡，陳氏宗親只不過是一個較明顯而已，他們自己為了要整

合，大家有意願先在檯面登記，出來選，他們自己內部定了一個初選的制度，包

姓李也是一樣，只不過他們沒像陳有一個初選制度，但是也透過檯面下整合，今

天如果有兩個人出來，那就不要玩了。每一個宗親如果是先都整合，而宗親的大

老，金主，或較有名望的，他們會出來呼籲宗親整合，上一屆時李成義也要出來

競選縣長，後來經過宗親的整合，才讓李炷烽出現。在陳氏宗親也是一樣，上一

屆立委選舉，陳氏的陳清寶與陳玉珍也是經過初選，然後再推出人選參與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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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陳水在做理事長，如果是單一席次選舉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初選出一個代表，

他們也志在縣長。上一屆就是整合出陳福海，姓李也是一樣，」（B-100） 

「這是宗親內部的事務，比如王氏宗親你們要決定怎麼樣選你們宗親代

表，應該都是族內的事情，不是說這個族群出來外界一定要接受，這是兩回事，

又如選出某甲外面不接受也是不能當選，不是說姓陳的說 yes 就是 yes，陳氏宗親

也沒那麼大的力量，因為他不是超過百分之五十，也不是說姓陳說的就算。你要

訴求宗親力量，那宗親力量必須要整合出一個代表，在團結的力量下乾脆來一個

比較民主的初選辦法。」（D-107） 

持正面看法的人：1.以為這是自己宗族內的事務，外界顧忌過多；2.競選人才

多，符合民主機制；3.避免族人彼此廝殺，雙雙敗北。4.族人當選，光宗耀祖。 

（二）負面看法： 

「你要服人的話，也不是很容易，如像自己幾個人在說而已，這又如何取

信於他人。」（A-105） 

「陳氏宗親會目前有一個機制，但我覺得那個機制，對於陳氏宗親會不是

正面，反而會造成外界會認為你門陳家獨大，ok，那你們初選辦完之後，就篤定

當選的嗎？而你推舉的是大家共同認同的人才嗎？反而會有負面的影響，我是覺

得用推舉的，或協調的，ok，來做的話會比較好，因為他們初選也辦得相當的正

式，也要繳保證金，我對這個不太認同，」（A-109） 

「譬如陳氏宗親會有提名，李氏宗親會沒提名，不論陳、李氏宗親會透過

理事會的召開，包括到宗祠內發誓，然後意圖來影響他的宗親來支持某特定候選

人，基本上這已經具備「準政黨」，如果稱之為黨可能是比較過度的形容，畢竟他

是跟政黨不同，但是稱之為派系我認為並沒有不恰當，他本身已經形成一個規則

的動員力，」（A-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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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不會。因為陳家的這種選舉不一定做得很透徹，有的人還不接受，

所以候選人的意願還是很重要，候選人堅持不協調，認為自己實力可以，他的人

脈可以，就會出來競選。」（A-115） 

「我們不會仿效，目前沒有這個機制。」（A-115） 

「我想姓陳的這種初選的機制，他們是一種太強調的一種作為，我也覺得

不好，對其他地區有志從事公務服務的可能就有一種殺傷力。如果這樣的操作，

以後如果不是陳家李家的人要想出來做公共事務，就要考慮到很多事情，恐怕也

會埋沒很多人才，也實值得憂慮的。」（A-115） 

「宗親會是一個社團法人，他沒有任何公權力，他不像政黨陽剛性，所以

你沒經過一個非常大家可以接受的的過程，就會產生誰也不服誰嘛，所以「開腳

陳」就出來了。如果這樣子一出來的話兩個陳氏宗親的人馬，會陷於兩難，力量

就會分散掉，就好像李炷烽縣長和吳成典的結合就在這種背景之下所篡起，不是

嗎？所以陳氏宗親會也搞一個全國宗親會的首例，宗親初選（而且形諸文字），但

是為什麼這樣，也有鑒於陳氏宗親如果沒有透過這套機制的話，勢必沒辦法拿下

金門政治的頭銜，但是這一招有沒有用，還在嘗試當中，畢竟他是一個社團法人，

不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公司架構，或政黨。」（B-101） 

「對！他的操作類似政黨，但他的提名辦法問題出在哪裡？黨在提名時他

有經過初選，但是政黨提名出來可能是大眾和社會接受度比較高，宗親會提名出

來當然要接受社會的檢驗，以上次宗親會的操作不是很成功，因為提名出來後，

見諸報紙大家就開始講，搞什麼，你們宗親會自己在玩弄選舉，所以陳清寶才得

到三千多票，陳清寶以他幹過立法委員問政也不錯，經過陳氏宗親會提名出來，

他的問題出在哪裡，內部都不一定會認同，何況是外界觀感，外界觀感具耳聞大

多是貶多於褒，你們要這樣做，我就是故意不投票。」（C-103） 

「我是期期以為不可，一般來講他是聯誼性的團體，不成一個黨，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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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辦初選，我個人是比較不以為然，上次是陳玉珍，如果我們也知道讓陳玉珍出

現的話，我講的比較難聽的，陳清寶的一定脫黨出來選舉，大家都說是姓陳，到

最後有沒有真心的去支持，其實初選在政治團體裡面本身也不是目的，本身只是

一個手段而已，」（D-106） 

「所以在內部自己相殺，殺到遍體鱗傷，甚至也不可能再支持，所以黨內

民主宗親會辦初選，應該不是目的是手段，最後陳氏宗親還是一樣，出來一個人

以後他不見受到支持，因為是不服。」（D-106） 

「不必，沒必要這樣子，姓李的也辦過初選一次，議員有初選過一次，後

來人太多就不辦了。陳姓是因為兩個人爭得太厲害，不得已想出來的辦法。不可

以讓他們都出來，要勸退就沒事了，否則會很麻煩。像第一屆鄉代表只有二位出

來，然後按宗柱去投票兩位都選上，到現在都採此模式。」（D-107） 

「我最反對的就是把宗親會的聯誼組織的政治動員團體，他不是政治團

體，宗親會只是一個團體，有的宗親會自己本身辦初選，我覺得他的目標弄錯掉

了，宗親會有矛盾嘛！既然是宗親會一定喬出來，你既然說宗親會動員能力很強，

你們宗族大老就可指定一個出來競選，就我們這個姓氏就可全力支持，參與政治

的競爭，因為有初選就有裂痕，他不是一個負責推薦政治優秀的參選人，原先宗

親會的組織，原不是一個政黨，是一個聯誼性的組織，有人要參選當然我們很樂

觀其成，如果我們宗親很樂意支持他，如果是自己辦初選，那是一個政治團體才

會有的，」（C-103） 

持反對者的意見認為：1.宗親會非政治性團體，不宜有初選制度；2.宗親會所

推舉者，不見得是優秀人才；3.宗親會玩弄選舉，難於服眾；4.宗親彼此廝殺，易

生裂痕，破壞團結。 

陳氏宗親會是金門第一個，也是全國首例把宗族「初選」－（族規）形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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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宗親會。姑不論其「族規」是否適宜性與正當性，卻已具有「準政黨」38的政

治團體功能性的雛型，陳氏宗親會此套「初選」－（族規）乃意在尋求族人團結，

避免族人廝裂，分散票源，而失去參選的政治的機會與舞台，目的無非是欲圖長

期強占金門地方選舉之縣長和立法委員的政治利益寶座，以及整個宗族的利益，

並以光耀宗族。自然受到外界的質疑，與宗親會的社團法人成立之目的背道而馳，

因為所謂的選舉提名「初選」應屬於有政治屬性的政黨的功能之一，不應是在宗

親會的功能上。陳氏宗親會首創「族內」初選制制度，實是特例。 

「那另外當然有一個不可否認，大小選舉的政治利益，」、「那目前我們說為

什麼要創設那一套初選制度，就是考慮到宗親的利益，假如不用這套制度來規範

我們族人的話，那麼勢必沒有辦法在金門的所謂大小選舉上，共襄盛舉。」、「因

此，將來第五屆可能有陳家人繼續執政，未來如果此套制度繼續走下去，我覺得

是肯定的，未來也是肯定的。」（A-101） 

但是，此套制度不論國民黨或民進黨，以及其他宗親會人士，難獲認同。因

為陳氏宗親會的意圖，畢竟已斲喪民主政治政黨的機制與功能，有違社團法人成

立的功能與目的，陳氏宗親會「宗親族內參選」雖屬「族規」，可以議論檢視之處

頗多，更待日後繼續觀察討論。 

三、李氏宗親會之「協商機制」 

  從訪問全縣李氏宗親會理事長、古寧頭宗親會理事長和李姓政壇人士的訪談

內容中，本研究發現到李氏的「協商機制」，是族人一套遊戲規則，此套協商度不

見諸文字，只是每逢選舉時有兩個族人參選擺不平時的協商方法而已，是不具法

律效率和約束力，完全要看大老和自己房柱的年長者彼此之間的協調結果，比諸

現在的陳氏「內規」，顯得溫和柔順而人性化了。 

   
38 參見訪談者：「譬如陳氏宗親會有提名，李氏宗親會沒提名，不論陳、李氏宗親會透過理事會的

召開，包括到宗祠內發誓，然後意圖來影響他的宗親來支持某特定候選人，基本上這已經具備「準

政黨」，如果稱之為黨可能是比較過度的形容，畢竟他是跟政黨不同。」（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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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看狀況啊！也沒說一定整合。應該是這樣講如果人數太多，總是要

協商，但是要看選舉的層次，如果大區域的立委、縣長的區域選舉，宗親會就有

一個協商機制。這個協商機制，我認為說也沒有真正在協商，彼此的優勢在哪裡，

否則兩個都選不上。尤其我們古寧頭李家來講，他們各房、各柱的長老一起坐下

來談，這一屆你們先選，下一屆輪到我們選，長老會先講來溝通、勸退的的協商

機制。聽說陳家曾經有做過一次假投票，我們李家到目前還沒有像這樣的假投票。」

（A-115） 

「我剛才講說我們大概不會訂這個機制，主要從這思維上，這樣第一個不

是很正向，在陳家來講 當然是很正向，減少很多人來競爭，這也是無可厚非。但

對於其他姓氏比較優秀的人才，會裹足不前的原因，這是我們要考慮的。」（A-115） 

「每一屆都會推出代表，但是都要經過宗親會開會決議代表的候選人。如

果有第二人選，那就要經過大家慎重的討論，最後再勸退，就會形成整合的力量。」

（D-107） 

李氏宗親會的協商機制，也同樣反映在金門地區的絕大多數宗親會的運作模

式上。採用協商較不易廝裂族人的情感，也符合宗親族人多數人的期待。 

貳、金門宗親會之動員與輔選 

「金門最大的政黨，他的黨員才六千多個、、、其實我覺得他動員的能量大

概在三千票左右，金門最大的宗親會陳氏宗親會會員有七千多人」39，「而目前國

民黨黨員能動員到的黨員差不多二千八百多個」40
.

41，「是超過國民黨。而李氏宗親

會員在四千多人」42。以人數而言陳氏宗族乃金門第一大族，李氏居次，若經全面

動員則選戰之激烈可見一斑。  

 金門宗親會的動員與輔選的方法與管道，經由受訪者談話中歸納如下： 

   
39 參見訪談者（A-101）。 
40 參見訪談者（B-103）。 
41 參見訪談者（A-115）。 
42 參見訪談者（B-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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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我剛講第一屆選舉，那時候我記得李姓家族是傾全力，整個家族

動員，捐錢給李炷烽。倒是我們家族陳永財一開始堅持要選，那時他很有錢，他

拿錢出來，慰勞宗親，對我威脅性很大。我基本上我是帶任的縣長，還好，我在

第一屆前幹過兩年左右的軍派官派縣長政績還不錯，、、、那我就很篤定的下去

選，那因為我們講到重點，因為姓李的展現空前的團結要來參與這次選舉，所以

倒致我們姓陳的有危機感，姓陳到了選舉接近的時候他們覺醒了，如果陳氏家族

放任我們這樣子，我跟陳永財惡鬥下去的話，必輸無疑。所以，就產生所謂的西

瓜效應，有些自主性的宗親票，開始慢慢滾動，滾動是從我這邊滾動，慢慢從陳

永財原先掌握的票，慢慢移轉到我這邊來。所以那一屆我也贏了一千七百多票而

已，也不多，但是畢竟他拖了兩三千票，如果沒有陳永財我可能票會更多一點。」

（A-101） 

「當時我沒有介入他的競選總部的事，這些議題由他的競選總部去做。我

是他的宗親的操盤手，我替他下鄉十三股，二十六村，為他召集了十七場，我親

自去演講，十七場，所以陳福海才有這樣的票。我要坦白講，我們也在測試我們

宗親的票能不能操作起來，我們證明了可以操作起來。」（A1-01） 

「那很明顯的宗親的子弟，今天出來當政治人物，宗親是無條件要挺的，

姓陳的是這樣，姓李也是這樣。」（A-101） 

「我們姓蔡一共有六組，但是我是崇尚自然，我剛才提的跟對手有親戚，

你不能免強他，因為親戚也是一個力量，應該是宗親延長的一個力量，我也有動

用，我和陳福海不敢動用很厲害，我自己選得時候動用得很厲害，是程度的差別，

沒有自己選，有的動用還是動用不起來，基本上是這樣。」（A-103） 

「因為我幹理事長的時候慢慢把他們聯繫起來，這是有作用的，運用組織

來輔選，如果是我選效果會好一點，如果是我跟其他姓選效果會差一點，你認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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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大概都有在動，我們都會去拜託。」（A1-03） 

「每到選舉的時候，宗族的人際網落非常的細膩，每個姓陳的女兒嫁出去，

會將社會網絡擴張出去，可以看出來宗親形成一種派系。」（A-112） 

「上次縣長選舉某候選人岌岌可危，據聞從台商入手和台灣宗親動員回

來，搞不好以後金門的縣長和議員要靠大陸才選得上，」（A-112） 

「只要勝的那邊，他的動員絕對有他獨到的地方，以李炷烽而言能夠贏，

宗親裡面也動員到台灣的同鄉會，每一個同鄉會一定有分配到酒的，就是利益掛

在一起。以上次選舉來講，姓李動員比姓陳的還好，陳李大概各懷鬼胎。」（A-112） 

  「宗親會的組織是非常嚴密，以姓陳、李來說，每一個宗親會的一個成員，

中間的理監事、代表，整個組織非常嚴密，這個是隨時可動員的，宗親會的這個

組織是一股最好動員的力量，如果是說要動員造勢，整個宗親會就是一個最大一

股人氣的奧援，也是最好的、最廉價的助選員，再說也是自己人。每一次的選舉

只要打個電話，每一個理事隨即動員起來，深入到各家戶。平常宗親又有聯誼、

祭祖、婚喪喜慶都有來往，動員力量很大，宗親請假就來幫忙。像我們姓莊的也

一樣，像後浦姓莊的喪事，來自全縣的莊氏宗親會的宗親族人，大家不約而同前

往協助幫忙，就是在料羅僅有一戶姓莊的，我們宗親族人也都會前往協助幫忙。

事實上在婚喪喜慶大家都已經連結在一起，所以在選舉宗親都會相挺。像姓陳在

家祭時，整個陳氏宗族的各角落都出席，看了令人嘖嘖稱奇，就可見宗親的力量，

所以宗親的力量是相當可觀的。除了宗親的力量再加上個人形象，那麼勝選的機

會就相對增加，如果我是姓陳或姓李，那我早早就跳出來競選。那我們畢竟後援

比較小，我不敢出來。」（B-100） 

「尤其現在女性，在娘家和婆家之間，今天兩組人馬姓李和姓陳的，一個

是娘家的弟弟，一個是婆家的小叔，那你怎麼辦呢？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訪談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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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講，要給弟弟還是小叔，兩個都重要啊！那你怎麼辦？娘家你怎麼拉票？現在

碰到這個問題。」（B-102） 

「因為這是最容易，最不花成本的。所謂不花成本，可能就是連請客吃飯

都不必了，開個宗廟門，發誓一下就來了，甚至我們宗族也不要挨家挨戶去跑嘛！

這是最省錢最省力的動員方式，所以演變到今天，金門的政治動員，或宗族的力

量是蠻大的。」（D-106） 

「我們姓李的一定要跟另外一宗族或地域結合才有辦法勝選，像第一二屆

當時沒有與其他宗姓結合，所以選的非常辛苦，那第三屆與吳成典的吳姓來配合

並結合小金門，就相當的好，而第四屆也是依此模式打選戰，因為姓李的人數差

於姓陳，如果沒有一個小姓來支持，如果只靠姓李氏絕對無法度的。」（D-107） 

「從第一屆開始一直到第四屆，李氏宗親全力動員相挺，實在是宗親的力

量，宗親會的理監事和大老，大家分工合作，努力拉票，用人去拉票。譬如說，

這個村落某大老較孰，就由他全權負責拉票，第一屆動員最厲害，第三屆與小金

門結合，大家來支持，反正你支持我，我支持你。」（D-107） 

「我們輔選比較強烈的應該是第四屆的縣長選舉。」、「有開會，十三股各

自的理監事，宗親代表，長老代表，我們有一本陳氏手冊，理監事、長老、顧問

是哪些人？一個股一個股去開會，大宗先開一次會，每兩天到小宗去開一次會，

到村莊去然後就召集村的人來開會，發表政見，就這樣動員起來，我記得我也參

加很多場。那一次斗門造勢動員非常強，那一次，我也非常感動，為選前幾天斗

門剛好有廟會，熱鬧得很，那一次那宗族的力量非常恐怖，全部都在那邊集合，

宗祠祭拜後，在沙美遊行，非常壯烈，那種力量非常恐怖，就會感受到宗親的凝

聚力量。如果你那時沒有一定要投誰，為什麼不投給同宗的呢？李氏宗親會也是

非常團結，他們的團結勝過陳氏宗親會，陳氏宗親會如國民黨人多較鬆散，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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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親會如民進黨較為團結。」（B-105） 

「因為我不是屬於這兩姓的。但是，他們透過同學，還有耳語放話很恐怖，

還有文宣、黑函。」（D-110） 

「是不是宗親我不曉得，普通不是長官，就是同事朋友這樣子。」（E-104） 

「其實，我先生那個「十三陳」，姓陳的，那個宗親會還開會，開會還很盛

大其事，知道那邊在活動我沒有去，我不知將來要選誰，我不敢去。」（D-105） 

  金門的宗親會在選舉時扮演舉足輕重的推手角色，候選人一經推出，背後挾

帶的宗親力量隨即展開動員、輔選。除理監事外，大老更是身負重任，負責到每

一村落拉票；動員、輔選、拉票的方式模式差不多，不外拜票、催票、介紹、推

薦、拜託等。並利用「嫁出娶入」的姻親關係，以及人際網絡關係全力拜票拉票。 

而放消息，消毒不利宗族的耳語、文宣、黑函，以求鞏固自己宗族的地盤，不被

外來姓氏或其他候選人侵入挖票、散播耳語、文宣、黑函。選舉期間可說是台面

下暗潮洶湧，宗族對立，派系分明，耳語和謠言滿天飛。在鄉村中宗族的大老長

輩依然有其相當的影響力，宗族的票源更顯緊密。所以候選人無不先鞏固自己的

地盤，再利用各種社會關係，透過樁腳網絡43向外圍拓展票源，以求最後的勝選。 

參、金門宗親會之結盟 

分析第一屆縣長到第四屆縣長選舉，除了瞭解到宗族力量的強大外，更讓我

們發現到宗親之間與地域之間有結盟的雛型。尤其在單一席次的全縣性選舉，金

門的小姓如果要在選舉中出人頭地，分享政治權力，除自己本身的條件、形象、

議題之外，沒有宗親會的相挺或地域的結盟，是很難突破困境與大宗族來競逐的，

甚而不敢出來競選角逐。在訪談的資料中可以找到第三屆縣長與立委「二合一」

選舉結盟相關的例證： 

   
43 參見訪談者（C-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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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親會與宗親會會聯盟，是因為宗親會的理事、監事如果有共識，才有

可能連起來，沒有共識是不可能的，實際上只是少數精英在那邊操弄。」（A-103） 

「那些頭目鳥先去操弄，這個叫選舉聯盟，吳姓他先去弄，李炷烽去看，

說李跟小金門，因為姓吳不光是小金門他能帶動其他小姓支持他，小金門百份之

七八十支持他，李炷烽就 ok，所以宗親和宗親的聯盟，第一個有可能，第二個結

盟的條件見是因為那些幹部去應酬才結盟起來，絕對是這樣子，我的觀察。」

（A-103） 

「剛好上屆的縣長跟立委是二合一的選舉，跟縣長和立委一個很大的加

分，吳成典加李炷烽，李縣長又是立委轉任，我是相當欣賞他服務的態度，那一

屆聲望那麼高，帶動吳成典的選情，這是一加一等於三，不是一加一等於二，我

想結盟的部分在選時看得非常清楚，上一屆立委也是吳成典和李炷烽在一起，又

有執政團隊和李氏宗親會的相挺，到時候還是不挺我，我也是不能怪誰，也許自

己本身能力不足，所以那一屆也是吳成典高票當選。一個立委票要拉得高也是相

當不容易的，也代表他服務有成，具有現任的優勢。還有宗族的相挺，包括黨政

司法的介入，我想影響選舉的結果是很可怕的，尤其檢調的力量，在那一屆立委

也顯現可怕的力量。結盟一定有，假如未來我要參選縣長，一定會結盟，結盟要

看氣勢。」（A-106） 

「在單一席次選舉中還很難說，就像現在立委姓吳，是小姓，所以他為什

麼會當選，當然因素很多，他可能是小金門支持的，這是一個地域的因素，這地

域因素也是影響選舉的一個因素，所以我應該這麼講，未來單一席次的選舉，他

不必然是姓李或姓陳，應該有某些大的勢力派系的支持，如政黨、宗親會的支持，

他才有當選的機會，」（A-110） 

「所以這影響到以後第三屆選舉的問題，就金門來講，全縣性的選舉陳家

一定占優勢的，陳家一旦合作起來，選舉一定上，另外再連結一些姻親，和雜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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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更是銳不可擋。姓李來講是第二大姓，但是也沒姓陳的多，其他十大姓

來講，沒團結就不會發生效果，」（A-113） 

「而李炷烽的策略是聯結小金門的小姓，透過吳成典聯結小金門的各姓

氏，小金門雖只有兩千多票，但也是相當有影響力，所以炷烽第三任會選上一般

來說非常打拼之外，主要是他們姓李團結起來，所以第三屆勝選，」（A-113） 

「像成典在小金門有其經營的方式，會把他的地域概念帶進來，他的訴求

是小金門的宗親基本盤嘛！大家有危機意識，小地方要出一個立委實在也不簡

單，大家也要拉緊一點。姓李宗親會這一邊，大家也知道許多次選舉縣長和成典

綁在一起，這是不爭的事實。大家為了勝選，就某種利益，勝選就是他的利益。」

（B-101） 

「吳成典有說姓李和姓吳坐下來談一談，這是很好的默契，你可以來支持

我，我來支持你，因為同時要選，等於說不是條件交換，兩個都是人才，我們來

支持他。那吳成典的吳姓是小金門，金門難得有這樣得一個人才，所以小金門也

期盼我們大金門來給他支持，李家的人想要選他，也都都支持我們，我們小金們

也希望都支持你們，只是這樣的一個共識啊！」（A-115） 

「第三屆縣長選舉和立委有「共伴效應」的策略聯盟關係，這確實有一點，」

（B-106） 

「姓李的一定要跟另外一宗族或地域結合才有辦法勝選，像第一二屆當時

沒有與其他宗姓結合，所以選的非常辛苦，那第三屆與吳成典的吳姓來配合並結

合小金門，就相當的好，而第四屆也是依此模式打選戰，因為姓李的人數差於姓

陳，如果沒有一個小姓來支持，如果只靠姓李氏絕對無法度的。」（D-107） 

「因為那時候小金門是李炷烽跟吳成典結合在一起，所以他們的票源誰都

打不進去，他們小金門是一種地域的結盟，票源相當結實。後來選上之後，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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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來當民政局局長，所以很明顯這是利益的交換。」（D-110） 

金門的地方選舉表面上候選人的旗幟飄揚，文宣氾濫，助選員挨家挨戶拉票，

候選人喊破喉嚨一場一場的陳述政見；暗地裡，卻也暗潮洶湧，宗親、血緣、親

戚朋友、同學、同事、同宗、同鄉互相牽連，套交情，說關係，無所不用其極為

求勝選。因此小姓必須尋求與另一宗姓的結盟，才有獲勝的機會。在第三屆縣長

和立委選舉剛好是二合一的選舉，吳姓與李姓宗親會兩姓宗親坐下來會談44，兩姓

相互支持，形成一加一的效果外，再結合小金門的地域關係，加乘效果實質上大

於三。可見宗姓與地緣之間的關聯性，和關係網絡與宗親才是可能影響投票行為

的主要因素45。因此候選人取向的因素實質上亦包含了宗親與地域的結盟46。雖然

如此，但不代表小金門只有「地域」性，而宗族觀念反而被忽視了。立委吳成典

剛出道參選時，就已事先向小金門最大的洪姓表示：如果洪姓沒人出來參選，那

麼吳成典就當仁不讓，也需要所有小金門的宗親鼎力支持47。 

肆、金門宗親會與政黨 

國民黨在金門是一黨獨大，尤其在戰地政務時代，在黨政軍一元化的統治下，

金門的宗親會徒有虛名，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再者金門居民所累積數十年的怨

氣終於在開放民選爆發出來，凡是國民黨所提名的縣長或立法委員，若不是經由

宗親會的動員操作，絕大份的都落選了。尤其由宗親會所主導的「提名」或「協

商」機制，早已凌駕在國民黨的政黨功能之上。再且國民黨在金門數次的重要地

方選採不提名與開放競選和禮讓新黨48的作為，讓黨員深深不滿，從此國民黨在金

門的影響力逐漸式微中。 

「你或許說戰地政務時，為什麼脫離國民黨的都會選上，因為那時是整個

   
44 參見訪談者（B-101）。 
45 許金土，「金門縣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2001 年縣長與立法委員個案分析」，銘傳大學公共事 

務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 月，p.131。 
46 陳建民等，「金門地區選民投票行為之研究－從總統、立法委員和縣長的選舉結果分析」，國 

立金門技術學院學報，2005 年 5 月，p.19。 
47 據金門縣萬安堂主任委員張雲盛表示：親耳聽到吳成典參選時的表態。 
48 參見訪談者（B-103）、（D-106）。 

 



  142 

歷史的因素。一直的金門鄉親不是反黨而是反軍管，他累積的怨氣沒地方發洩，

唯一能夠有地方宣洩的在選舉的時後，沒有人看得到我就蓋了，那是反軍。不是

大家把他模糊化，那是反軍畢竟還在國民黨的執政之下，你讓部隊這樣管，黨最

後還是要承擔這個部分。剛開放的時候，一股累積的怨氣，經過宣洩之後，這幾

年就好了。因為他累積得太久了，一定要反黨，他也不是要反黨，反軍的情緒在

選舉的時候表現在反黨。你看脫黨的像陳清寶，黨提名的就選不上，好啦！等到

陳清寶成為國民黨的候選人，吳成典脫黨，然後加上幾次選舉之後政治的力量慢

慢宣洩掉，包括那宋楚瑜反國民黨，反李登輝的勢力。現在慢慢正常，為什麼？

因為民主是不間斷的學習的歷程。」（D-106） 

「其實我們都觀察到，國民黨從資源分配的角色，到與人競爭，跟民進黨

在競爭，金門地區當然握有比較大的宗親會的勢力，扮演一個天平籌碼的角色，

國民黨在，、、、但是我們會考量說，做我們的那一部份。如果在宗族裡面，國

民黨黨內初選我們都支持他。如果這兩大家族，誰能獲得國民黨的支持，幾乎篤

定當選，加上我們的籌碼，比較可能。」（D-106） 

「就是啊！國民黨提名陳福海就當選了。李炷烽是新黨，所以那一次給我

們國民黨非常的失望，國民黨太取巧了，自己黨員參選，你不提名他，反而支持

不同政黨的候選人，黨根本是投機黨嘛！」（A-101） 

「不能禮讓，政黨有政黨的主體姓，政黨是寸土必爭，否則你怎麼號召我

金門六千個黨員，和交代呢。怎麼可以放棄金門，放棄自己的黨員，哪有去支持

其他政黨。」（A-101） 

「宗親的力量絕對凌駕政黨，我剛才講，政黨的力量大家比較不認同，以

前我們金門沒有什麼政黨，我論文裡面有寫，陳水扁要透過宗親才有落腳處，這

就是宗親的一個力量，所以宗親的力量絕對大於政黨的力量，我們是一個宗族主

義的一個社會，你政黨跟我宗親比政黨靠邊站，大概是這樣子。」（A-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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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講陳水在，陳水在選上也不是靠國民黨，靠他們宗親，因為我幫忙運

作，我曉得這個情況，因為當時是一個軍管的背景，我們老百姓還很聽話，這次

選誰大家就投給他，是國民黨就選國民黨，陳水在基本面是宗親，表面面是國民

黨；第二個，炷烽選了兩次，基本上有些同情票，在立委的時有幫忙些人，再來

他財力比較雄厚。他基本上也是靠宗親，不是靠新黨，他基本上是靠宗親，金門

這個宗族社會完全是宗親凌駕於政黨之上。」（A-103） 

「在選舉上他有一個選舉機制，他有一個初選的機制，事實上我跟國民黨

沒有什麼情感，不是被國民黨開除，不然就怎麼樣。我個人覺得說，還是有他的

優勢，選舉時候選人有黨的奧援，黨的提名，本身條件又夠，我想機率是很大。

當然姓陳姓李未必只推出一個候選人，會不會協調，初選來產生，我想國民黨在

兩大宗族之間扮演一個安全閥－節制作用。所以黨的初選還是有他的功能存在，

有他的優勢存在，不可小覷。」（A-106） 

「其實現在政黨有時提名，也考慮到宗族的問題，政黨裡國民黨提名，他

也考慮到你這個人他會不會勝選，考慮到你的姓氏宗親，是大姓還是小姓，已經

把宗族考慮在內，政黨還不敢提一個沒有宗親支持的候選人，」（A-109） 

「對！我是覺得政黨在金門只是一個泛藍的黨務區，倒不如讓他開放，因

為你推派一個人出來，還不如認宗親不認黨，我們在議會的黨團只是組織一個形

式，黨團實在成不了氣候，」（B-102） 

「根據我的了解國民黨可以指揮到的票大概只剩下一千來票，這是他們內

部講的，就是說從他們組織系統控管下來，或對黨的忠誠度，」（B-103） 

「當初因為在台北的黨的高層，他們要禮讓給新黨，讓金門國民黨的地方

黨部沒有發揮的空間，如果當初國民黨真正提名陳福海，那麼地方黨部勢必全力

輔選，那裡縣長那一仗可能不好打。所以那個先決條件是他的高層不經協調禮讓

給他，所以金門的地方黨部變成尷尬的角色；」（B-103） 

 



  144 

「這個黨派隨二十一世紀的演變，黨派的色彩慢慢地降低是合理的，我以

前是國民黨的，我和新黨也是對立的，我在新黨選舉也是和國民黨對立，國民黨

現在台灣二千多萬人口中，國民黨強大，對我們國家是有利的，所以我從新黨又

回到國民黨，也曾被國民黨壓迫得很，現在不要在計較那些。」（B-106） 

「我們金門屬於泛藍，政黨的力量不是那麼大，在台灣的狀況則是不一樣。

當然在宗親會的凝聚力量之下，會給外界如此的觀感。」（A-116 

「我先聲明那個是義務職，也沒拿薪水，只是擔任過任務型國大。國民黨

的提名不一定勝選，陳清寶和吳成典的對決，最後由陳清寶獲勝，後來吳成典跳

到新黨去，後來贏了，這種變化因素錯綜複雜，上一次國民黨又開放，等於說明

的開放，暗的讓給新黨。」（C-103） 

雖說國民黨在金門給人的印象是逐漸失去他的政黨優勢，但是，在未來兩黨

政治泛藍與泛綠一旦確立，國民黨的政黨功能就會發揮出來。目前在金門雖然表

面上宗親會的勢力超越了國民黨，但是國民黨還在兩大宗族之間扮演一個安全閥

－節制的作用。如果這兩大家族，加上國民黨扮演的天平籌碼角色，誰能獲得國

民黨的支持，當選機會大增，誰就幾乎篤定當選。 

 

第三節 宗族與派系之關係 

 

宗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是血緣關係，因此宗族成為中國社

會結構的基礎。以血緣為基礎的單一姓村落，其所形成的宗族組織具有強烈凝聚

力的特性，尤其在歲時祭祖、吃祖的活動上最為明顯。這種對於宗族的認同上，

尚跨越了地緣關係，和同一宗族的分支村落維繫著祭祖及吃祖關係，另一方面也

興建宗祠來聯繫各宗族；多姓村的同姓者亦具有血緣的關係，有的以宗族組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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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祭祖等活動，然少數姓氏者則到鄰近同姓村落作同樣的活動。因而聚落就是一

個大型的血緣家庭，時至今日，宗族仍是左右金門當地人際關係與政治運

作的重大力量49。 

雖然宗族在金門社會與僑民間有許多正面的功能，但政治權力運作以宗族為

主，也使得人口較少的小姓宗族往往都只有為人抬轎的份，很難出頭，這對當地

的影響已幾乎和台灣的「省籍情結」一樣嚴重50。 

福建省政府委員陳滄江也指出，縣長與立委的選舉在金門當地都是單一選舉，在

幾次的選戰中，恰巧主要的兩位候選人各為第一大姓陳姓與第二大姓李姓對決，

「每次的差距都在兩千票上下，也剛好是兩大姓的人口差距。雖然沒有做過精確

的統計，但金門當地人都認為這與宗族支持自家姓氏有關，」他說：「這次總統選

舉，陳水扁在當地獲得七百多票，打破過去民進黨的得票紀錄，也被認為是因為

選前陳水，扁前往金門宗祠祭祖，而得到不少陳氏宗親支持有關51。」 

金門有幸仍能維持傳統宗親功能，每當選舉被候選人暨宗親大老以及政客所

刻意操作、動員、甚至以候選人本身的恩怨激化整個宗族之間的嫌隙與對決。其

目的無非在撩起宗族的團結凝聚力，非我族類不選的的排他性，為爭取宗族利益

與面子問題，而演變成每逢全縣性地方選舉宗族與宗族互相拼鬥、對決、撕裂，

非地方民主政治之福的亂象。 

壹、金門宗族之對決 

 金門自開放第一屆縣長選舉以來，位居第一大姓陳姓與第二大姓李姓，因為

候選人本身的恩怨，而牽動著兩大宗族選舉的恩怨情仇，且一直到第四屆，已歷

四屆近十六年的宗族對決，不由得令長期關心金門政治發展生態的人士和地區有

識之士深感憂心。是否將來的縣長選舉又是非陳及李的對決，小姓人才難於出頭

天。到底兩大宗族的對決，終非金門選民之福。從受訪者的內容我們也觀察到。 

   
49 林奇柏，台灣光華雜誌，「先民遺風‧數典不忘 ─金門宗族文化」，2000 年 8 月，p28。 
50 林奇柏，前揭雜誌，p28。 
51 林奇柏，前揭雜誌，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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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宗親奧援，小姓難出頭 

金門是一個宗族姓氏特別深厚的地區，目前人口數以陳姓和李姓分居冠亞

軍，透過宗親會的組織將族人宗親的情感緊緊綁在一起，經由生活中的婚喪喜慶

活動，一次次將宗親族人的情感再度凝聚起來，而每一次的動員再度凝聚了一次

的感情52。選舉一到陳、李兩姓自然占有優勢，存在比較大的姓，因為縣長是單一

席次的選舉，小姓在發揮上就比較弱勢，而且在早期陳、李兩姓在政黨都占有一

定的比率，在轉型過程中他門已經善於掌握部分資源，形成陳、李瓜分縣長權利，

而其他小姓僅是抬轎53，永無出頭的機會。 

「形勢是這樣子，目前這種狀況不得不同意，我始終有一個想法，哪一個

人出來的時候如果真是人才，有人才還不算，而且他還能夠合縱連橫，把所謂小

姓都合縱起來，打倒大姓，哈！哈！但誰做得到，做得到就成了，這是他要發揮

的力量，要比有大宗族支持的人，有更多的時間和力量，而且他一定要很突出，

為大家所公認，有可能，但這個人一定要有抱負、能力，才能夠真正被民眾所認

同，好好做把所有的小姓聯合起來的話，這是大國大姓啊！」（A-109） 

「未來單一席次的選舉，他不必然是姓李或姓陳，應該有某些大的勢力派

系的支持，如政黨、宗親會的支持，他才有當選的機會，其次也要爭取到過半的

票數，恐怕不是個人能力所能及的。姓陳、姓李的候選人相對占有優勢，」（A-111） 

「他們兩姓對決對金門不是一個好現象，其他小姓有很多人才，但一直無

法出人頭地，我認為像這種縣長選舉小姓他不敢出來，認為沒有宗族的力量來支

持，誰都不敢出來」（A-112） 

「金門長期以來還真是宗族保持了整個宗族力量的選舉，尤其陳氏、李氏

兩大宗族，一直呈現團結的氣勢。一般小姓即使有很豐富的學經歷來講，礙於無

   
52 參見訪談者（B-101）。 
53 參見訪談者（B-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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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親的奧援不敢出來，這是一般小姓深深體會出來的。」（B-100） 

「都不敢跳出來競選，所以對小宗姓的壓縮很大。」（B-102） 

「如果每一次都是以宗族為考量的話，那真是其他姓氏都沒有出頭天。」

（D-110） 

我們更發現到陳氏宗親會訂出的「族規」初選辦法，明白昭告金門其他各

宗姓，陳姓未來在金門的政治舞台上是絕不會缺席的54，其掌控政治權慾的企圖心

已是司馬昭之心矣！我門從受訪者的內容中不難一窺究竟。 

二、陳、李對決奈何天 

陳、李從第一屆縣長選舉候選人本身恩怨對決以來，歷經數次選舉的操弄，

遂致宗族與宗族的族群對決，相互競逐。雖然選後看似平常，背地裡但卻暗潮雲

湧，詭譎多端，加上雙方放耳語、散黑函、傳謠言，更將族群激化55到極點，終將

宗族的利益、顏面與不快，恩怨與情仇引爆開來，肇致兩大宗族的恩怨情仇56對決

愈演愈烈，伊於胡底？金門縣長選舉「三搶一」，新黨籍現任縣長李炷烽競選連任，

另外登記參選有陳福海、陳平兩人，形成兩陳戰一李的宗親對決57。因此，簡單來

說，除非姓李或姓陳沒有團結或是沒有表現突出的對象，否則金門的選舉恐怕很

難脫離這兩大姓的對決情況（陳宏義，2005）。 

「今天製造這個恩怨的人，從大來講是陳水在和李炷烽，那從小的方面來

講，我想如果有恩怨也僅只於我們這兩個人嘛！」（A-101） 

「那很明顯的宗親的子弟，今天出來當政治人物，宗親是無條件要挺的，

姓陳的是這樣，姓李也是這樣。」（A-101） 

「以我的判斷，如果雙方的領導人或大老不出來解決這個問題，協調這個

   
54 參見訪談者（A-101）。 
55 參見訪談者（D-104）。 
56 參見訪談者（B-100）。 
57 大紀元報導，「中央社記者倪國炎金門 16 日電」2005 年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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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這種情勢會繼續下去，」（A-101） 

「姓陳姓李也不是對決，這是候選人本身炒作出來的，金門所有的宗親平

常並無所謂的分別，大家相安無事，只有在選舉時才被操作或激化出來。」（A-103） 

「我想第一屆縣長選舉真正陳李對決，而且是很明顯的族群撕裂，對民主

政治的一大傷害，剛好我也是第一屆的縣議員，剛好在縣議會問政，我跟縣長不

同姓還蠻認同他某些施政理念，有些是需要溝通的，在對決之下形成宗族感情的

廝裂很難去彌平，包括很多人事上的佈局會造成紛擾擾，不是民主與地方之福，」

（A-106） 

「選舉的恩怨很深，一次對決之後，候選人本身也可能沒有這種恩怨，但

是樁腳會慢慢激化出來，金門選舉就是如此。」（A-107） 

「其實沒什麼，只是資源的分配嘛！」（A111） 

「和炷烽有一段糾結，炷烽是李清正請他當秘書，水在來炷烽再待一段時

間，坦白講水在對他自然有一種的排斥，種下一些恩怨與不快，」（A-113） 

「是在搶地區的行政資源。他們人多，人才就多，這是面子的問題。地區

的龍頭、老闆由我們自己的宗姓的人來做不是很好？像李炷烽有一次裝扮包青天

到山外宣傳拉票，整個街上熱鬧滾滾；看在姓陳的眼裡，心理很不是滋味，明天

要是李的做縣長，我們宗親的頭就要放低低，這是他們對自己宗族的向心力，所

以形成所謂的恩怨，已經成為他們兩大姓在拼鬥。看來是宗親的面子，也無實質

的意義。但這是資源啊！我姓陳的做縣長，就是比較有面子，姓李也是一樣照顧

姓李的，看資源在誰手上，政治資源的分配、權力的慾望、宗親的面子，表面上

形成姓陳姓李的格格不入，尤其是碰到選舉時經過有心人的操作，更激化彼此之

間的恩怨情仇。」（B-100） 

「縣長選舉對金門來講才是十年來的事情，剛開始因為金門這種聚落的型

 



  149 

態，對宗親的影響很大，那麼陳氏是我們地區最大的姓，因為在早期陳姓和李姓

不管在政黨裡面站的份量都有一定的比率，所以在轉型的過程當中，他們已經善

於掌握那些資源，形成陳李從第一屆到第四屆有對決的現象，」（B-103） 

「對啦，這是候選人本身的關係。你看陳家和李家的姻親關係很多，這種

關係，你也斷不了，也沒有這個恩怨存在。陳水在本身是姓李的外甥，這麼說有

恩怨的存在，只是說這種選舉的恩怨，我有時候想說會造成一些口業，」（A-115） 

「選舉難免會有一些恩怨。」（B-106） 

「是這樣子的，選舉時互相挖蒼疤，攻擊來攻擊去，鄉親會很生氣，因此

造成宗族的不睦。」（D-107） 

「所以這不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這很奇怪你知道嗎？就說這是一個不對的

現象，但是因為比較大的姓也沒有什麼選擇，因為實在兩個姓是對決比較多次，

有的像省籍情結，本省外省，平常很好，到了選舉就被激化出來。其實陳李之間

的婚嫁非常的多，到了選舉的時候突然分了。」（B-105） 

「應該是一般人說有在拼來拼去，因為我們金門的宗族的觀念較深，但是，

也要看，選舉過後，不管誰選上，這件事就要結束了。」（E-106） 

 經由訪談內容，我們發現宗族因素確實變成金門地區人多勢強的兩大宗族所

操弄的根本所在，彼此你爭我奪，利用各種選舉手段與策略或與議員綁樁58或利用

行政優勢動員旅臺同鄉會、台商會59，追逐政治權利，以獨享政治資源與利益，以

光宗耀祖為幌子，進行強取豪奪金門縣長的寶座。 

三、第三勢力待整合 

自第一屆至第四屆縣長選舉以來，非陳及李的家天下模式，儼然已形成。讓

   
58 參見訪談者（A-101）。 
59 參見訪談者（D-107）、（A-106）、（B-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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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姓難於接受與不快，小姓人才礙於無宗族的奧援60，不敢出來挑戰，因而有識之

士擬組第三勢力公推人選與陳、李競逐，使小姓人才能有為金門服務的機會。主

張選人不選黨，也不選宗族，打破迷失，讓金門選出最優秀的人才，來為我們鄉

親服務。從以下的受訪者談話內容中，即可一窺梗概。 

「很清楚的，六桂就是六個姓氏的聯合；四岳就是四個性的聯合，那如果

我們是大姓，我們聯姓洪的，姓蔡的這當是我們姻親的關係，還有姓戴的，姓許

的，我們祖婆嫁給他們，如果大家要搞這個，那不得了；同樣姓李，他同樣有這

樣子的關係嘛！所以如果再這樣子搞下去，如您剛才所言，大姓會在聯合其他小

姓，這真的會搞得永無寧日。」（A-101） 

「小姓要結盟是比較困難的，你不能強迫小姓去接受，真的很難，這個要

去搞縣長，確實是很難，」（A-103） 

「從第一次縣長選舉開始就是這幾個人在對壘，陳姓、李姓歷經四次對決，

其中都有陳氏宗親支持的跡象，第四屆陳福海更是陳氏宗親會全力支持，幾乎都

是陳、李對決，也就是這兩個集團在對決。（有沒有解套的方法？）這要看有沒有

賢人出來啦，哈哈哈！哪個時候有聖人出來，他們就可以走了，哈哈哈！」（A-109） 

「照目前的現象，要將小姓結合是相當難的，記得早時我曾建議將宗親會

作一個聯誼，在七十年左右，」「如果說聯盟是比較不好定義，今天除陳李外，小

姓結合在一起推出人選，也足以和陳李對決，、、、若有第三姓氏的勢力出來，

會覺得不一定要選姓陳姓李的，金門共同的未來是要一個真正有眼光有抱負的人

出來，會慢慢覺醒。」（B-101） 

「我認為金門第最大姓是第三勢力，第三勢力覺醒是必然的，會到達什麼

程度結果，或引起別人的共鳴和共識，這要發揮的精力，和屬於應該有的智慧所

在，你是不是能打動第三勢力，有自己的建設藍圖，足以去深化，感動選民，這

   
60 參見訪談者（B-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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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B-101） 

「就是說如果有一個大姓背景在，相對的成功的機會比較大，第三勢力就

是非這兩個勢力之外，可能要有很大的整合力量，那才可能脫穎而出。所以，我

會特別認為宗姓在縣長、立法委員這種單一席次選舉，他的影響力還是會存在，

沒有辦法就這樣子一下突破。」（B-103）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所以我說第三勢力的產生，人才要受到地方上的

肯定，服務好，才有辦法受人之支持。」（A-115） 

「我講的是說，如果姓陳姓李他也推出人來，你第三勢力推出的人才，並

沒有比陳家李家的人才好，你要形成一個第三勢力，就很難了。他的宗族地盤只

能摳到百分之七十，還有百分之三十是屬於遊離票。恐怕要人才，知名度夠，才

有辦法把第三勢力形成起來。」（A-115） 

「你所謂第三勢力，要從第三的功能來看才會成功的可能性。因為你的組

織戰、文宣戰，有政黨的奧援，有錢脈也有人脈，你的第三勢力是一群的烏合之

眾，因為某一個共同目標而暫時的結合，經不起風吹雨打，只要人家挑破離間，

利害關係一挑撥，基本上力量就會分散，就馬上土崩瓦解了。」（C-102） 

「除陳水在幹過一任軍派兩任民選的縣長，目前李炷烽幹過兩任現在第二

任，所以沒有足夠的案例來說明陳、李之外第三勢力是否崛起，只有一個立委突

顯出他是一個姓吳的，因為是由李炷烽跟它結合的現象，剛好那一年為什麼陳氏

宗親沒辦法打贏呢，這到也不是說，這樣的結合應該攻無不克，應該這麼講姓陳

的沒有整合好，整合好未必會輸啦，」（C-103） 

「我也曾經呼籲過，在金門應該成立一個小姓聯盟，大家來選出不一樣的

候選人，有一個不一樣的遠景，未來縣長區塊有陳有李，也有別姓，選人不要選

黨，也不要選宗族，大家打破這樣的迷失，讓金門選出最優秀的人才，來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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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親服務。」（B-100） 

衡諸歷史，第三勢力的成形是有其時空背景與條件，不是一蹴可幾的，也太

理想化61。因為某一個目標而暫時的結合，經不起風吹雨打，一經挑撥，利害關係

極易拆散離析，所建立的力量就易分散而土崩瓦解。所以，如果再這樣子搞下去，

大姓再聯合其他小姓，這真的會搞得永無寧日62。主要的因素就是宗族認同不是政

黨的關係，很難去產生一個超然的上層機制來統合各姓，因為哪一個姓出來主導，

其他姓氏都無法信服（陳宏義，2005）。所以第三勢力的結盟或形成，有待現實面

和時間的考驗。 

貳、金門的宗族派系未成氣候 

金門有地方派系嗎？許金土（2003）認為金門地區已具「地方派系」的雛型，

但陳宏義（2005）卻認為金門地區僅有「宗族認同」的行為，而非像地方派系的組

成必須有「利益」的存在。到底金門是否有地方派系或原有的宗族勢力就是地方

派系呢？本文冀望透過有關地方派系的理論與實際運作情形，以比對深度訪談內

容進一步歸納分析出相關的論點，以釐清真正的答案。 

學者高永光認為派系形成的最原始原因，是一群在地方上具有知名度或影響

力的人物，以地緣、血緣、宗族，或其他社會關係為基礎，相互結合而形成團體，

他們關切、熱衷地方政治事物，為爭取地方政經利益（political-economic interest），

而共同活動。這種活動可以稱之為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高永光，2000）。

蘇俊豪則以為「地方派系」的意涵，意指地方上的一群人，有相同的政治立場，

因「利益」、「關係」結合而成的半組織團體。其成因、特性、運作模式因地而異

加上排他性（蘇俊豪，2004）。 

如果根據上述學者專家對地方派系的定義與類型、形成與發展、組織特質與

層級、任務與運作網絡型態、結構與動員系統等，對照訪談內容資料，本研究發

   
61 參見訪談者（C-104）。 
62 參見訪談者（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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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兩種不同的看法： 

一、金門的宗族就是地方派系 

 部分受訪者認為金門是有地方派系的，尤其陳、李兩大宗族勢力最強大，在

選舉時派系尤其明顯，利用各種宗族以及樁腳網絡，進行選舉動員，企圖影響選

舉。 

「其實講到派系，還是以這兩大派系為主，其他的宗族派系沒辦法影響到

縣長選舉，小姓氏的幾乎跟大姓氏的來走，」（A-112 ） 

「金門是有宗族派系，這是絕對沒話講的，百分之一百皆有派系，選舉的

時候是比較明顯有派系的，平常是沒有的。」（A-112 ） 

「我認為宗親也是屬於派系，現在金門也有同學的組織，這也是派系，你

看選舉的像惠安同鄉會、旅台金門同鄉會等，就會有你是金門的我是台灣的，後

來自然有人推出代表來參選，加上台灣來的媳婦，外籍新娘，金門的派系以後會

慢慢複雜化，」（B-102） 

「倒是山頭和派系逐漸在蘊釀當中，再做結合，也許這不是宗親利益，而

是自己本身事業體的投資，甚至基於政治利益，作一些納派結盟的動作，我認為

縣長選舉，立委、議員，從政黨到宗親，到一個所謂的派系嘛，我認為這個山頭

有再慢慢形成當中。」（B-101） 

「金門在這個操作裡頭，坦白講，比較沒像台灣或日本這麼明顯，但我認

為隱隱約約也在形成，因為大家也在學習，因為一定要做一個所謂的永續經營，

做一個傳承，以確保在金門的政治影響力，甚至金門所有的資源的。」（B-101） 

「是啊！總是有一派一派的支持者，像姓陳的內部也有不同的支持派系。」

（D-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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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理上述學者的研究中發現，當用關係網絡理論來解釋地方派系的時候， 

會視因宗族關係而組成的團體亦屬地方派系的一種型態。但若作詳細比較，我 

們可以發現有幾個面向上的差異性，見前章【表2-8】。再由上述訪談者內容中分

析，他們所謂的「派系」僅是一般的「派系」認知，並非學術上所言的「派系」，

或是如臺省所謂的「地方派系」的意涵。再進一步深入分析從派系的政治的運作

特性的關係取向來觀察，如表【5-1】中所示： 

 

表 5-1： 派系政治之運作特性 

關係取向 爭取與維持

政治權力 性質分類 主要影響力 

1.個人領導與從屬關係或對等關

係。 

1.個人從屬或對等關係之相互支

援、交換與整合。 

2.歷史、文化或地理關係。 2.歷史、文化、地理關係之相互支

援、交換與整合。 

3.政治利益關係。 3.政黨或其他正式、非正式政治組

織關係之相互支援、交換與整合。

結盟行為 

4.經濟利益關係。 4.經濟利益或財力之相互支援、交

換與整合。 

資料來源：引自趙永茂，「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一個概念架構的分析」，中山

社會科學季刊，1989，第四卷第三期，頁 58。 

   

由上我們可以知道金門所謂：「派系」的實際情形，經過實際的訪談調查之後，

再和表【5-1】比照就更接近真象，就是金門宗族並無如台省的「地方派系」的運

作特性。 

二、金門的宗族不是派系 

鑒於地方派系在金門並不明顯，也無所謂的大規模的「利益」糾葛和「政治

資源」可供操弄，至多僅是屬於宗族的利益，或者是象徵性的利益而已。所以金

門的派系僅止於每逢選舉時選民口中所謂的「陳派」、「李派」方便的稱呼罷了！

 



  155 

我們從以下訪談者的內容中歸納分析出，金門的宗族派系並不顯著，宗親會宗族

姓氏的系統不等同於地方派系，更不似台省的地方派系的特性，當然也就不成氣

候的。 

「我們從台灣和金門來講，台灣是所謂派系利益，金門因沒有派系，只有

宗親沒有利益，而宗親的型態和台灣派系的型態接近，只是名詞的不同，那當然

從金門的一個宗親利益也好，派系利益也好來講，看不出來，」（A-101） 

「根據我了解高雄有白派、黑派、紅派他們競爭到很厲害，但是金門派系

既不顯著，派系前有一個黨，我們黨選舉都沒有什麼作用，何況是派系？派系是

沒成立的，憑良心講，我們是有那味道，你再斟酌一下，應該和台灣比較是沒有

的。我敢這麼講，宗親的意識形態也不是派系，一個天生形成的一個共識不叫派

系。台灣派系是政治的意味，宗親是天生的意味那不一樣，有一點相像，但那不

一定，派系這個在金門選舉中還沒有形成，即使有形成會跑來跑去，就不是派系，

姓李、姓陳會見風轉舵，那算什麼派系？所以我根據是這一點，告訴你說派系應

該是沒有的。（A-103） 

「當然也是會有一點啦，有一點派系，但是我想也不是完全是派系，自己

本身需求組合。和台灣是不一樣，台灣最主要是利益的結合而形成派系。」（A-05） 

「這個問題是比較犀利的，應該很坦然的講這幾年的派系的力量形成還沒

有那麼的明顯，」（A-106） 

「因為有資源才有派系，執政的資源才有派系，其他所謂反對黨的部分，

地方上的派系大部分沒有資源，大老後面沒有金主的支持很難形成派系。就以議

會而言，就有議長派、縣長派，比較親近的議員會結成派系，我們這些鄉鎮長、

地方民意代表沒什麼派系，因為畢竟沒有資源提供給相關人士，所謂的結盟力量

也有限，但是選舉的時候可能要牽親牽戚理念相同而言，我說實話地方的派系的

確真的還是沒那麼明顯。」（A-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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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親會譬如說：姓陳有十三股，姓李的有十一柱，在鄉代表，村里長方

面，主房的有人選，主房支持自己，二房有人選，二房的人支持二房的人，自己

比較親的那一股，再支持自己，這算不算派系？這應該算是宗親裡的利益派系。

這是宗親觀念而已，還不是到一個派系的範圍，不像台灣的派系這麼明顯。」

（A-107） 

「這是見仁見智，每個人的修養，每一個人處理事情的方式，不一定說兩

任之後就搞成派系。」（A-108） 

「台灣只有派系，如台灣的紅派、黑派、白派、林派等。派系是由政黨去

結合，例如高雄有黑派、白派，現在的黑派當時就是余家班嘛！很多縣市都有派

系，從很多地方看出來金門還不是民主政治很成熟的地方，什麼派系、姓氏上，

比如說陳家，」（A-111） 

「有一點不一樣，台灣地方派系基本上是一群，比如說他是有政黨的利益，

某些國民黨長期執政的派系，與國民黨有淵源的企業、財團，利益團體，包括縣

議員、代表等，他是一個食物鏈，金門比較不一樣是宗親的派系的利益。」（A-111） 

「嚴格講起來，講派系實在不成派系的氣候，因為宗親來講，裡面各柱各

派也有他們的看法，他們推出來的人，以十三陳這次推出福海來講，、、、這次

有一個陳建民也要出來競選立委、、、最後受到自己宗族的肯定，下面的人不認

同，從上面施壓，所以宗親來講不能用派系來定義，只能說姓陳的、姓李的、、、

在做縣長，只是一種榮耀感而已，並不是壞事情。」（A-113） 

「所以金門不可以說有派系，是不夠派系的資格，我們從正面來看，宗族

宗親的選舉是為祖宗爭榮耀，我們正面來看他，這是小事情，不要因為爭榮耀而

傷害到別人，這一點是非常的重要的。」（A-113） 

「派系一定有，但是我感覺派系還不是說牢不可破，坦白說：一朝君主一

朝臣，樹倒猢猻散。光談派系很抽象，是什麼連接派系，你說利益，如陳家班在

位子上當然比較有利益，今天換老李，也是同樣情形。」（B-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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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派系像高雄黑派、白派有其嚴密的利益和政治資源，金門則只是宗

族組合而已，如果把金門的宗族當作派系的話，就有所謂的「陳派」，「李派」，這

樣子就有太多的派系，所以金門的派系是很不明顯的，僅是宗親而已。台灣派系

有利益上的糾葛，和廣大的資源，金門地方小，資源有限，難於形成像台灣的派

系。而宗親本身又無行政的奧援，所以只是宗親的凝聚力，沒有說形成派系的規

模。」（B-100） 

「應該來講，台灣的地方派系的結構跟金門比較不一樣，他的派系第一個

我們常會談到農會系統、水利會系統、商會系統，因為他們比較有一個不管是利

益上或商業上，所以他們會形成地方派系，平常在地方相互支持方面的一股勢力，

但金門的宗族我不覺得他等同於地方派系，事實上因為金門目前是有類似農會系

統、商會系統，只不過在金門這種系統的影響力，最後通常都會被我們的 

宗族、宗姓系統來打破，不覺得姓氏的系統等同於地方派系，因為畢竟以姓氏為

主，那地方派系通常有一個共同因素來形成一個地方派系，」（B-103） 

「所謂的派系，應該有其完整的定義和組織結構，我想金門選舉的時候，

才有動員宗親來支持該姓氏的候選人，平常或選舉完後就看不出有所謂的宗親

會，所以金門應該沒有如台灣派系的利益的存在組織，也就是金門應該沒有真正

的派系，他應該是選舉才有的臨時組織，選完後就也沒有了。」（B-104） 

「操作非常類似，但是你不能直接把他歸納為地方派系，還是有區別，第

一點，你說提名制度，在宗親會提名制度，是一種很脆弱的設計法，」（C-103） 

「這應該說有影響力，至於是否形成派系是有待觀察，不能這樣把他歸類，」

（C-103） 

「坦白講金門如果要說有派系，是不成氣候的。」（C-104） 

「但是有選舉以後，我們的宗族團體就是聯誼組織嘛！祭祖、婚喪喜慶這樣

子而已，因為金門沒有地方派系，最好動員從那裡動員，他的組織體系最好動員

的，最方便動員的就是宗族，」（D-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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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政治的動物，也以群居為普遍之型態，只要有政治活動，就無法避免形

成派系丶政團與政黨，觀諸台灣有其各形各色之地方派系（陳台峰，2004）。但，

就目前而言，在金門無如台省地方派系所須具備之相關形成條件。雖說地方派系

的組成必須有「利益」的存在，但宗族基於其血緣關係，或許在某些方面有利益

交換的成分在，如所謂的「象徵利益」（陳建民，2005）。觀之金門沒有如台灣派系

的利益的存在組織，也就是金門應該沒有真正的地方派系，而所謂的派系他應該

是選舉才有的臨時組織，選完後就也沒有了。但縱使沒有實際利益，其宗族的認

同感仍會帶來凝聚鄉民的力量（蘇俊豪，2004）。因此，未來金門宗族是否會形成

「地方派系」或派系化的現象，更需要長時期的觀察與研究才得以一窺全貌，更

待後續研究者繼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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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 論 

 

近年來，台灣地區在民主政治的建設方面，獲得相當的進展。其中因素頗多，

但厥功至偉者莫過於選舉制度和投票行為的相關研究。它除了可以增進對人類政

治行為的瞭解，進而探求投票行為模式，以臻至對民主政治過程有更深刻的認知，

甚而對當代政治學的研究許多發展有重要影響（胡佛等，1989）。 

選舉及投票行為研究，自一九二○年代在美國發韌以來，迄今已超過半個世

紀。在這數十年間，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無論在概念架構的設計、途徑及方法的

運用、以及理論的建構上，皆日有精進。不過，我們也深感在整體研究結構及觀

念上，西方學者之研究仍不免受到自身環境及文化的束縛，我們也未必要全部引

用。綜合來說，在整個投票行為研究中，投票動機以及投票的決定過程與取向的

探討，無疑是主要的研究重點之一。嚴格來說，唯有透過對選民投票決定的動態

過程深入了解，選舉行為的研究才是有意義的（胡佛等，1993）。 

金門縣縣長選舉已歷經四屆，對於金門在邁向民主政治的道路上，可說是一

個具指標的意義。因此，本論文試從宗族區塊來研究歷屆縣長金門的選民投票行

為的影響，應屬可以觀察研究的問題。雖然近年來學者專家已發展出投票行為的

成果。但，不同的背景與文化和生活地域的關係，一定有其特殊的政治生態的相

異性，而金門的社會文化與地域性就屬於其中之一。 

經由以上各章節的論述分析，本研究發現在金門地區的選民投票行為是有別

於目前在台灣研究選民投票行為的認知，其中因素雖屬萬端。但，最後的關鍵就

在特別而濃厚而根深柢固的宗族觀念使然，所以，釐清金門地區選民投票行為的

原點，就是落實金門地方民主政治深耕的要途。 

本論文一方面藉由總體資料的分析，和各主要候選人宗族地盤數多寡的分析

歸納對比，就單姓村的血緣和地緣關係析論。另外，再經深度訪談後資料分析整

理後，以下歸納出本論文之研究發現，並提出幾許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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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 從總體資料相關分析發現 

一、宗族地盤的多寡決定勝負的籌碼 

目前金門的宗族意識依然存在於多數的自然村，其中單姓村的血緣宗族性更

是堅固而不破的。金門地區一百六十三個自然村里中，其中有二十三個村里，單

一姓氏在該村里超過 50％，簡稱「單姓村」；另有十二個村里，單一姓氏在該村里

低於 30％，簡稱「多姓村」。由總體資料的分析我門發現，候選人的宗族姓氏的地

盤數的多寡與當選與否是正相關的。也就是說宗族地盤數愈多，則當選機率自然

提高，所以候選人的勝敗關鍵的籌碼，乃在宗族地盤數的多寡。我們從第一屆和

第四屆候選人的宗族地盤數的統計得到了答案。陳水在兩屆縣長的宗族地盤數共

達二十九個，兩屆宗族地盤內的平均得票率高達 64.05％；反觀落選的李炷烽兩屆

縣長的宗族地盤數僅有十九個，相差有十個地盤數之多，兩屆宗族地盤內的平均

得票率只有 54.65％，輸陳水在有十個百分點。另外在第三屆縣長選舉，候選人紛

紛投入選戰形成參選大爆炸。但，李炷烽以九個宗族地盤數，以及擁有宗族內盤

70.7％的得票率，遠遠超過其他的候選人；而第四屆縣長選舉陳、李又再度對決，

選戰激烈最後陳福海以十個宗族地盤數以及 61.9％ 的得票率小輸於李炷烽的十三

個宗族地盤數和 64.1％的得票率。所以宗族地盤的多寡是決定候選人勝負的最後籌

碼。 

二、宗族血緣的投票行為模式 

  從總體資料中，我們看出除了候選人的選舉地盤的多寡外，姓氏血緣聚落的

分布，也反映在選民投票行為的取向上。我們發現在金門地區單姓村的聚落中，

由於彼此血緣和同宗同姓的關係，加上宗親會的運作，候選人最高和最低的得票

率村里，剛好呈現兩極化的對比現象，在自己同宗同姓的聚落得票率高，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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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最低。從第一屆到第四屆縣長如：表【4-15】、表【4-16】、表【4-17】、表【4-18】

中顯示陳水在在姓陳的新湖里聚落得票率最高，剛好是李炷烽的得票率最低的聚

落；李炷烽在姓李的古寧村得票率最高，剛好是陳水在得票率最低，呈現對立的

兩極面。我們繼續觀察第二、三、四屆選舉亦然。選民在投票時的確會傾向投給

同姓氏的候選人，尤其在族群投票上，比較直接偏好自己族群的候選人，或是支

持一向被認為代表自己族群利益，或是符合自己族群意識形態立場的政黨候選人

(莊富源，2001)。我們發現到半數以上的金門選民認為宗族對金門選舉具有很大的

影響力，當問及宗族對哪一種選舉的影響力較大時，同樣也有半數的民眾認為不

論是縣長或是立委選舉，其影響力都一樣（陳宏義，2005）。 

三、地域性的投票行為模式 

 由於金門長久以來，各姓宗族聚落散佈在各個自然村，加上過去社會觀念湫

隘，交通不便，自然容易形成所謂的地域性區隔。我們從總體資料整理歸納發現，

選舉時候選人容易表現出一種集中式的地域性的投票現象。從表【4-18】、表【4-19】

了解到陳水在地緣性非常穩固；同樣表現在李炷烽的地緣性的表【4-20】、表【4-21】

中，可以解讀李炷烽的地緣性村里，亦是具有相當的數量與穩固性的。而蔡是民

和陳福海雖僅參加一次的縣長選舉，但從表【4-22】、表【4-23】和表【4-24】、表

【4-25】，同樣也表現出地緣性的投票模式來。 

 

貳、從深度訪談內容發現 

一、陳、李宗族對決其來有自，也相當程度反應在選舉上 

   自第一屆縣長選舉以來，因候選人個人的恩怨，而牽連到陳、李兩個宗族的

對決甚至激烈的選戰廝殺，造成宗族的敵對情勢依然存在。雖然表面上看似候選

人與極少數操盤者的運作，但實際上，陳、李對決早已事出有因，除了陳、李兩

姓在金門居於優勢人口數的條件外，分奪政治的權力，以及追求宗族象徵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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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是主因。未來，金門的縣長寶座亦是非陳姓及李姓的局面，小姓實在難於出頭

天。尤其陳氏家族的初選「內規」已形成制度，勢必每屆陳氏族人必推派人選參

選到底，而李氏也不遑多讓。從深度訪談中我們發現在未來的縣長選舉中，小姓

沒有宗族的奧援，大大壓縮了參選的空間，將又是陳、李的對決的局面。除非姓

陳或姓李沒有推出人選或成為「開腳陳」、「落腳鴨」，否則金門的選舉恐怕難

脫陳、李兩大姓的對決。 

二、宗族與地域的策略結盟粗具 

 金門地區宗族觀念深厚，大小宗親會共達八十八個，更有全國密度最高的一百

六十七座宗祠。候選人及其有心人士，為了獲致勝選的目的，利用金門人敬宗懷

祖的傳統觀念，透過宗親會的運作與動員系統，在兩姓共同的利益下，將兩姓宗

親會互為策略性結盟，相互支持，並結合穩固而綿密的地域關係，共創雙贏的「共

生」、「共伴」效應。我們觀察第三屆縣長選舉和和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發現到

宗族與地域的結盟已成型。同屬新黨的李炷烽和吳成典，在以李氏為主的單姓村

的古寧頭和以吳成典為主的吳氏宗親會和小金門的地域性（吳成典為小金門人

氏），雙方的得票率都創新高。 

三、「準政黨」（semi-party）已具雛型 

  歷經四屆縣長選舉的金門，隨著每一次的選舉洗禮，候選人與選民已經深深

體認到，沒有宗親族人的支持與奧援，小姓氏不敢貿然出來，即使出來角逐也多

鎩羽而歸。因此，宗親會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尤其陳氏宗親會的「宗親族內

參選」內規，猶如政治團體的政治活動初選制度，顯然已具「準政黨」的雛型。

當地他姓宗親會對此的批評聲浪非常大，國民黨金門縣黨部更是發出期期不以為

然的言論。 

四、金門地方派系未成氣候 

我們從前章表【2-11】、【5-1】地方派系與宗族的比較，發現地方派系與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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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關係網絡的基礎，但宗族是比較具有正式的血緣關係存在。雖然兩者延續時

間都是長期性的，不過研究地方派系的學者皆認為，地方派系的組成必須有「利

益」的存在（王振寰，1998；蔡明惠，2004）。但宗族基於其血緣關係，在金門地

區僅有「象徵性」的利益或「宗族」的利益成分在而已。且經由深度訪談得知，

金門所謂的「派系」不同於台省的地方派系的有完整性的組織、結構、定義、特

質、動員、運作、系統，以及廣大的利益與資源的政治權力分配。陳水在擔任兩

任縣長也未有培養接班人，李縣長也未有培養接班人的意圖，故不足以形成所謂

的「派系」。加上金門地方小，各種政、經資源有限，不比台省的任何一個縣市

大，所掌控的資源少，無有形成派系的先天條件。所以金門的宗親會所領屬的宗

族勢力，僅在選舉期間發生選舉的部分作用，平時是處在一種冬眠狀態，一旦有

重要活動或有外力作用才甦醒過來，積極活動發揮作用。 

顯然的，金門只有宗親會的組織以及廣義的宗族意識，地方派系是未成氣候

的。或許為了一時方便的說辭和少數政客的藉口，暫且說成「陳派」、「李派」

而已。所以，嚴格來說：目前金門宗族並無如台省派系化的現象。未來可否形成

派系規模，有待後續長期的觀察。 

五、小姓結盟難成形 

 從第一屆至第四屆的縣長選舉，當選人不是陳姓就是李姓，這兩大姓氏背後

有著強大的宗親作奧援。相對小姓氏的優秀人才不敢出來角逐，無形中也令一些

有識之士及其他的姓氏不服與不滿，難道小姓就沒有人才？而有小姓或第三勢力

結盟的芻議，目前只是芻議還未有實際的成果。 

經由訪談我們發現小姓結盟因某一目標而暫時性的結合，彼此信任不穩固，

容易受到挑撥離間，而造成彼此之間利益的衝突。加上原有的宗族血緣與地緣，

以及姻緣和社會人際關係的錯綜複雜，將使金門的選情更形複雜化，而陷入永無

安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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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女性自我意識已覺醒，男性隨著年齡宗族觀念益加濃厚 

在訪談的十四位女性中，不約而同感受到金門的宗族觀念確實深厚，但年輕

一輩則較為淡薄。選舉時大部分女性不以姓氏為考量，而以候選人的形象為主，

這表示女性已有自我的意識，選舉時不再受到夫家或同宗族人的困擾。僅有一位

表示自己的親屬出來參選，當然是挺自己的人。另外，我們也發現男性的宗族觀

念隨著年齡逐漸濃厚。這是金門地區特殊的宗族社會與文化的使然，每年宗祠祭

祖或尋根之旅、吃頭，修祖譜、建宗祠之外，以及日常生活中宗親間婚喪喜慶、

廟會慶典等活動的彼此協助與往來的人際關係，再度使宗族的情感凝聚在一起，

因而形成男性宗族觀念隨著年齡逐漸加溫的現象。 

七、賄選嚴重，縣長與議員綁在一起 

 金門的地方選舉起步較晚，但，最近幾次地方選舉已將台灣不良的選風完全

移植過來。在單一多席次的選區，因為地方小、人口不多，平常早已熟識的人際

關係，就成為候選人最好動員、操作、利用的對象。因而省主席一番「金門地區

什麼都乾淨，就是選舉不乾淨！」痛心疾首的話語，得到大多數鄉親的共鳴。顯

見金門的地方選舉賄選情勢的嚴重性。尤其第四屆的縣長選舉與議員、鄉鎮長的

「三合一選舉」，從未有金錢污染的縣長選舉，也在少數議員的操弄下竟和縣長綁

在一起，為金門的選舉歹名再種下了惡例。甚至從受訪者口中透露，金門縣長可

以用壹億元買下來，這不禁令人為金門民主政治的前途，煩憂不已。 

八、政黨的認同已逐漸式微 

金門在戰地政務期間軍事一元化，長久以來受到軍方的統治，金門的政治生

態受制在軍方以及政、黨聯手管控，毫無民主可言。如今開放民選，民眾反黨、

政、軍的意識高張，凡是國民黨提名的各類選舉均受到選民意識和行動的反對，

國民黨的氣勢和地位已和戰地政務期間不可同日而語，候選人只要是反國民黨，

或違紀參選，或是他黨反而比較受到選民的認同與支持。經由訪談得知，政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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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已經式微了。在立委方面，面臨提名就落選的壓力，在縣議員則面臨黨內候

選人數過多，提名卻無助於個人勝選的窘境，國民黨因而不辦初選，開放黨內同

志參選，同志竟相互廝殺，落得各自求取生存的現實情狀。 

金門縣長的選舉，更且牽涉宗族的利益關係，由於各宗親會的提名或協商勸

退的機制遠遠大於政黨正式初選的功能，因而宗親會通過提名的候選人，等同於

黨內初選或政黨不必再辦初選了。我們發現宗親會的提名機制，已凌駕在政黨的

功能之上，國民黨在金門的影響力已經式微了。 

九、外來人口衝擊未來選舉投票行為 

  金門縣長的選舉人數在第一屆時 27,077 人，第二屆是 32,060 人，到了第三屆

則是 39,991 人，第四屆竟高達 52,039 的選舉人數，相信未來的第五屆選舉時將高

達六萬的選舉人數。 

金門的福利政策吸引不少的外來人口紛紛遷入，2000 年金門開放小三通，隨

之而來大量人口紛紛移入。民國 89 年（2000）金門原有常住人口為 53,832 人至民

國 95 年（2006）五月，短短五年暴增為 72,600 人，皆是拜小三通之賜。民國 96

年（2007）二月最新人口數已達 77,477 人，短短不到一年又增加近 5,000 人。其中

有金門人從台灣遷回金門者、更不乏幽靈人口和台商。隨著人口數的增加，以及

都市化的程度，和社會的進步與文化的變遷，對金門地方選舉將投下一個不可臆

測的變數，宗族因素將受到嚴厲的考驗與衝擊。  

根據上述的各項研究發現，我們再度重新回到本研究的焦點，也就是金門縣

縣長選舉選民的投票行為到底若何？從總體資料和深度訪談綜合歸納，我們可以

肯定的瞭解到，金門是屬於同姓氏血緣聚落的情況，宗族的情感力量非常強大，

因此宗族投票的行為在金門地區勢必有一定的影響力。當宗族認同的動員能力開

始發揮作用時，候選人的勝選機會則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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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建議 

 

基於本研究的目的及所採取的研究方法與範圍，雖力求周延，但仍有研究不

逮的限制。 

壹、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之深度方談法，對於受訪者的心防較難突破，有些較敏

感的問題，如賄選、結盟、對決等問題，因受訪者的個人的顧慮，一時無由突破

心防，挖掘真正問題所在。訪談對象上雖未能以全縣的姓氏、宗親會的比例取樣

訪談，但已將金門所有重要選舉的參選人及相關人士包含在內。 

二、研究議題： 

本文著重在宗族因素上，對於候選人的議題、政見取向、賄選文化等，因個

人能力有限，甚少觸及。金門未來的縣長是否非陳即李，這一部分也需長期的觀

察研究，始能確定；另外小三通和幽靈人口未來將如何衝擊金門的選情，這一部

分目前尚未有人以數據統計研究過影響的程度與情形如何，有待後續研究者繼續

努力。 

三、研究架構： 

一般研究者在內容深度與廣度上很難同時兼備。研究者亦難逃此窠臼，顧此

失彼，論述泛泛，未能切中要旨。對整個宗族的源流、變遷、現況與未來發展和

影響縣長選舉的程度，在深度上與結構上並不盡完善，這是筆者自己力有未逮之

處。 

再且，有關金門宗族與宗親會和金門姓氏人口的相關文獻與資料，尚無新的

研究成果，而且縣政府民政局顧慮過多，不願意提供金門地區各姓氏具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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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姓氏統計人口資料等，研究者感受到文獻的不足，只好留給後續研究者來填補

與揮灑。 

貳、研究建議 

一、本研究係針對宗族因素對縣長選舉影響投票行為之探討，雖是單一選舉研究，

關於各類選舉的影響程度部份，則因受限於研究方法的框架，無法進行整體性分

析，難免會產生疏漏相關重要變數之憾，如政黨取向、議題取向、候選人取向、

賄選取向等，後續研究或可循此軌跡進行量化研究，以便對投票行為的研究能有

更重大的發現與貢獻。 

二、本研究係採總體資料分析的方法，難能有效地將各屆縣長選舉的投票資料 

進行整體性分析。對許多重要因素背後的差異原因，則無法深入探索。因此，往

後的研究者或可採問卷調查法方式進行，有系統的對候選人的政見與形象能進行

評量。第五屆以後的縣長選舉投票行為，更須後續研究者長時間的觀察與數據資

料的統計。 

三、金門女性宗族觀念較淡泊，究其因乃在女性本身的文化教育背景、社會上認

定傳統觀念、性別角色的定型，在在都降低女性參與政治的意願，亦影響了選民 

的投票的傾向。因此，未來有關性別投票的相關研究，應進一步拓展視野，並在 

選舉前後針對女性進行持續性的差異分析與報導，好讓選民能更具備更健全的性

別思辨能力，多一些女性觀點，以便巔覆傳統的投票行為，如此方能達到兩性平

權的理想目標。 

最後，金門的宗族因素目前而言確實是影響選舉的關鍵因素與行為。但，未

來金門在政策開放後，外來人口大量遷入，因而都市化生活提升，社會結構改變，

所謂的宗族因素，將充滿無數的變數，因而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從量化問卷著手，

或從社會人口學進一步分析研究，那麼金門宗族因素與選舉的關係才更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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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深度訪談大綱 

（一）縣長部分： 

1.請問參選縣長，您認為需要具備哪些內在與外在的選舉條件？ 

2.請問宗親族人的基本宗族地盤與支持，是您參選的力量？ 

3.請問宗親會如何來運作提名、動員與輔選該宗族縣長參選人？ 

4.對宗親會的組織運作而言，尤其參與該宗親動員與輔選的任務，是  

 不是會形成外界所謂的「宗族派系」的產生？ 

5.一般而言，台灣地區只要擔任過連續兩任的縣長，就自然會形成所 

 謂的「派系」？您的看法如何？ 

6.就目前金門的縣長各宗族選舉的提名方式，宗族的力量是否已凌駕 

 政黨之上？ 

7.目前金門最具宗族勢力為陳姓、李姓？請問兩姓在選舉競爭如何？ 

8.有學者觀察到金門自第一屆縣長選舉，已立下了宗族派系對立的現 

 象，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9.將來小姓有無結盟的可能？如果小姓結盟而共推出的縣長候選人 

 與陳姓或李姓宗族對決有無勝選的機會？ 

10.您認為選舉期間宗親會與宗親會之間會有條件（利益）交換？ 

11.選舉時，候選人往往將宗族作為競爭的基本盤和手段，同時它主 

 要也表現在選民的投票心理與傾向，也就是以宗族的力量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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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請問您的看法？ 

12.對縣長選舉來說，您會給它下一個怎麼樣子的結論？ 

◎謝謝您接受專訪！ 

（二）一般對象： 

一、金門人重視宗族、血緣、親屬關係，也相當程度反應在地方選舉上

的情形是如何？ 

二、從縣長選舉觀察來看，您認為宗親因素是形成選舉時動員非常有力

的基本社會網絡？宗族因素因而成為選舉投票的行為之一？ 

三、宗親會如何透過組織運作與動員輔選？透過宗親會的組織是否有可

能形成所謂的宗族派系﹖會不會有宗族派系的問題介入？ 

四、選舉時金門的候選人總喜愛扣住宗族關係鞏固票源，其真正的原因

是什麼？是否有宗族利益的交換或結合其他小姓、地域的現象？ 

五、請問您金門有宗族派系嗎？宗族派系不是選舉的時候才會出現？是

不是有很強的宗族派系之爭？ 

六、請問您金門最大的陳氏宗親會和居次的李氏宗親會之間的選舉動員

與恩怨情仇如何？ 

七、根據您的觀察認知就縣長選舉的區塊而言，陳、李兩姓似乎已形成 

 對決，相對於其他小姓受到威脅，有沒有出頭的機會？ 

八、請問您在選舉縣長時，會以宗族、血緣為第一考量？如此對自己的 

 宗族、親屬才有正面的幫助或利益？ 

九、請問政黨輪替後泛藍（國民黨、親民黨、新黨）、與民進黨等對宗親

會或與宗族派系的發展關係如何？尤其對縣長選舉有何影響？ 

十、談談您對縣長選舉的看法與結論？ ◎謝謝您接受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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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穎川堂金門縣陳氏宗親會輔選本宗子弟

參政實施辦法 

穎川堂金門縣陳氏宗親會輔選本宗子弟參政實施辦法   

（93）穎興字 008 號 

壹、依據：本會第八屆第二次理監事會議決議暨本會第八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 

貳、為促進陳氏宗族團結，推薦優秀本宗人才，參與公共事務，以期順利當選， 

服務社會，為族親爭取榮譽。 

參、作法： 

 一、提名方式： 

 （一）先期由宗親會召集理監事會議，就該次選舉類別，提名作法加以說

明，達成共識。 

 （二）發文各股轉知有意參選之本宗子弟人員，如期報名參與選舉，並於

理監事會規定之時間內呈報報名結果。 

 （三）參選資格： 

 1.凡屬穎川始祖漢太丘長陳實公派下裔孫，設籍於金門縣之陳姓宗

親。 

 2.參選人不分黨派、族群背景。 

 3.依選罷法規範之公職人員積極、消極資格。 

 4.切結遵守參與本宗提名參選結果。 

 5.繳交初選作業費：立委、縣長二十萬，鄉鎮長五萬元。保證金立

委、縣長一百萬元、鄉鎮長五十萬元。 

（四）報名及日期訂定： 

 1.選舉日期由理監事會訂定，向各發出通知，原則以投票日前三個

月完成。 

 2.參選人向理監事會報告，並完成相關審查程序。 

 3.繳交參選人資格證件，報名表由理監事會提供。參選人資格證 

件如附件（一）。 

（五）投開票作業： 

 1.以本會十三股為選區，設立十四個初選投票所。詳如附表（二）。 

 2.投票人縣本宗具有選罷法規範之資格者，不分男女知本宗子弟。 

 3.投票人以戶籍「設籍」金門縣，並具本會組織章程第五條之資格

者，以身分証為驗證之憑證。 

 4.投票名冊以本人親自到場投票，並現場查驗身分証，造冊蓋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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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各參選人得票以各選區投票總和為計算方式，投票人名冊

格式如附表（三）。 

 5.投票結束後由各投票所計票封存，送理監事會混合後公開計票，

公布初選結果，普選結果占候選人綜合成績百分之四十。（即普

選投票佔百分之四十，民調站百分之六十，並採百分比法計算）。 

（六）民調作業： 

 1.為擴大候選人之群眾基礎，並能客觀、公正選賢與能，採民意 

調查方式，作為本辦法之重要作業方式。 

 2.民調作業占本輔選辦法提名配分百分之六十，故為求公正、客 

觀，以委外進行，避免人為疏失弊端。 

二、輔選辦法： 

（一）輔選組織： 

 1.宗親會成立「輔選小組」，各理監事為當然成員。 

 2.本宗依十三股租制（不分大小股），每股以會員代表為核心，長 

老、顧問為輔佐，成立「輔選委員會」。 

 3.各股委員會共同推薦產生主任委員及執行秘書，各股現任理監 

事及代表為當然委員。 

 4.各股委員會與組織人數，以不超過十人為限，實際負責選務執 

行。 

 5.各選舉投票所成立選務「監察小組」。名冊如附表（二）。各參 

選人並得於各投票所派監票人員。 

（二）工作執掌： 

  1.各股委員會主任委員綜合各該股輔選之相關事項。 

 2.執行秘書襄助主任委員辦理輔選實際工作，並掌握輔選進行中 

全程狀況，以達成任務。 

 3.各股委員會應設主計、出納，分別漲以輔選中相關經費勸募、 

收支、結報。 

 4.各投票所督察小組已三人為限，，監督輔選進行中之程序、過程，

依選罷法規範，導正不違規、不賄選等正當行為。名冊如附表

（三）。 

（三）輔選實務： 

1.輔選以「初選」第一名為優先，理事會得以初選前後徵求各候選 

人同意，進行「協商」。 

 2.輔選對象產生之後，宗親會本部訂定輔選工作計畫表，以各行政

村陳氏宗親會為主軸，就各行政村轄區內之陳氏子弟，理監事、

代表、仕紳或宗內德高望重之人士，共研選務。 

 3.由宗親會理監事陪同候選人及各股相關轄屬之意見領袖，將候選

人加以推介，促進宗親會達成共識，啟發向心團結一致支持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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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本宗爭取榮譽。 

 4.各行政村之輔選，以本姓各股宗親會進行活動為宜，並以宗祠或

村里活動中心為宜。 

 5.各行政村輔選活動中，得依各村需要進行助選活動為事宜，但以 

不觸犯選罷法，不賄選之行為原則，。 

（四）輔選結果： 

1.各投票所將選舉結果，經統計後由各該投票所主任會同監察人員

共同密封，送達宗親會秘書處。 

2.由大宗理事會召集會議就各股投票情形加以統計，並公佈選舉結

果。 

3.各候選人以最高票配分暨民調綜合成績最高者為本宗親參選之輔

選對象，如最高成績者因故無參選，以第二高票者遞補參選。 

4.參與初選落選者執意參選，本宗各股不予制止，唯其違規事實，

並本辦法之罰責處理。 

肆、違規處分： 

一、本宗親會輔選工作，旨在推薦人才、服務社會，在各股輔選中不容許有違

規賄選情事，務必達成公正、公平之競爭原則。 

二、如有不法情事發生，而查有證據者，由各選舉投票所監察人員，移送宗親

會監察小組，若經查核狀況屬實，送金門地檢署依法偵辦。 

三、對非當選為本會之輔選對象，其個人若違背本宗親會意旨，破壞本宗輔選

規則，罰則為永久喪失為本宗之輔選對象，本宗各種活動拒絕邀請參與。

切結書如附表（四）。 

四、違反本辦法之參選對象，沒入保證金，參選人不得異議，無違規者全數退

還。 

伍、附則： 

一、本實施辦法草案，由宗親會召集理監事，討論議決，並召開臨時代表大會

通過。 

二、若有未盡事項經修正後，召集臨時代表大會議決修正後，自九時三年九月

頒佈實施。 

三、本實施辦法草案，係以陳氏子弟「普選」為規劃基礎，並以立法委員、縣

長為實施之主要對象，鄉鎮長普選及輔選現狀不規劃執行。 

四、各政黨提名若與本宗初選提名有衝突者，以本宗推薦者優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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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宗親會子弟參選公職人員立法委員（縣長）

資格証件 

一、具選罷法之要件。 

二、具在地金門縣籍證明（身分證影本乙件）。 

三、繳納作業費。 

四、參選切結書乙份。 

五、繳交保證金。 

六、二吋照片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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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穎川堂金門陳氏宗親會子弟參選公職人員初選

報名表 

股

別 

參選人 

姓 名 

年

齡 

性

別 

籍

貫 

住 址 政黨

屬性

審 查 結 果

       □ 一、身分證影本。

□ 二、繳交作業費。

□ 三、參選切結書。

□ 四、繳交保證金。

 （開收據） 

□ 五、照片（二吋）

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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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陳氏宗親會立法委員（縣長）薦選提名選區劃分表 

選 區 投 票 所 址 投 票 時 間 選務召集

人 

監 察 召

集 人 

聯絡電話

第 一 投

票 所 

東 洲 廟 口 當日

0900--1400 

陳良義 陳水吉 325222 

第 二 投

票 所 

金城鎮陳氏大宗

祠 

當日

0900—1400 

陳火炎 陳宗住 325925 

第 三 投

票 所 

古 邱 陳 氏 家 廟 當日

0900—1400 

陳世宗 陳金通 329393 

第 四 投

票 所 

下 坑 活 動 中 心 當日

0900—1400 

陳書汶 陳大吉 333337 

第 五 投

票 所 

上坑北方陳氏家

廟 

當日

0900—1400 

陳水義 陳詩泉 333992 

第 六 投

票 所 

新 頭 陳 氏 家 廟 當日

0900—1400 

陳宗元 陳永財 331263 

第 七 投

票 所 

山 外 陳 氏 家 廟 當日

0900—1400 

陳晚開 陳國興 331183 

第 八 投

票 所 

湖 前 陳 氏 家 廟 當日

0900--1400 

陳宗新 陳昆弟 325285 

第 九 投

票 所 

后 山 陳 氏 家 廟 當日

0900--1400 

陳再德 陳福海 351463 

第 十 投

票 所 

陽宅群陳氏家廟 當日

0900—1400 

陳篤銓 陳國強 352960 

第 十 一

投 票 所 

高 坑 陳 氏 家 廟 當日

0900—1400 

陳榮華 陳文顧 352501 

第 十 二

投 票 所 

斗 門 三 公 祖 厝 當日

0900—1400 

陳河安 陳金盛 353532 

第 十 三

投 票 所 

埔 后 陳 氏 家 廟 當日

0900—1400 

陳清木 陳全成 326002 

第 十 四

投 票 所 

烈 嶼 陳 氏 家 廟 當日

0900—1400 

陳清海 陳金鍊 36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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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事

項 

一、以「十三股」

為選區劃分，個選

區設置投票所，方

便宗親就近投票。

二、複式股以設置

一投票所為準，各

自然村請各股通

知宗親前往投票。

 選務召集

人，應就

代表人選

中遴選

二—三

人，充當

選務工作

人員，負

責選務工

作。 

監察召

集人，以

各投票

所駐一

人為原

則，監督

各該投

票所選

務工作

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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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陳氏宗親會立法委員（縣長）薦選投票人員名冊 

選 區 姓 名

出 生 

年 月 日 

身分證

字 號

住 址

投 票 人

（捺印）

蓋 章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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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陳氏宗親會參與薦選立法委員選舉提名參選人切

結書 

本宗第 股子弟 ，為服務鄉親社會，茲在祖宗前立誓，決心

參加本屆金門縣選區立法委員選舉，保證遵守宗親會訂定之本宗子弟

參選提名辦法，若參與提名落敗，不怨天尤人，不懷疑本宗選務公正

性，不對宗親會有所詆毀傷害，並發揮民主政治風度精神，共同支持

本宗票選優勝者，若有違背，願接受本宗全體宗親共同唾棄，為恐空

口無憑，特立此切結書。 

 

切結人 

  參選人： 

見證人 

陳氏宗親會： 

理監事會： 

常務監事：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