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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從1990年代開始，陸續有許多國家採用不同配額制度，以鼓勵或達成

更高比例的女性政治代表性，我國目前在地方議員選舉所採用的婦女保障

名額制度即為其一。國外研究成果證實配額制度對於提升女性參政具正面

效果，而國內研究針對我國女性參政的研究，也指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

於女性參政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但既有女性參政研究中，鮮少有針對女

性原住民議員參政的探討，在兼具族群和性別雙重因素的交織下，影響原

住民女性選舉表現的因素，是否和漢人女性候選人相似？在選區規模小的

情形下，原住民選區少有能夠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反而很多選區是單

一選區，但是從2002年至2018年的選舉結果看來，無論是參選人或當選

人，原住民女性的參選和當選情形皆呈現成長趨勢。究竟婦女保障名額制

度、政治因素或是候選人背景特徵能否解釋女性原住民之參政？本文以候

選人為分析單位，藉由分析2002年至2018年地方議員選舉資料，發現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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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的女性候選人都有社團參與或政治相關歷練的經驗，國民黨籍提名或

推薦、現任者身分皆有助於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和提高得票率，

此與既有針對全國女性直轄市和縣市議員的研究發現相同；而婦女名額保

障制度的影響則展現在促進參選動機誘因上；呼應既有族群投票取向的發

現，候選人的族裔也和其當選機會或得票率有顯著關聯，阿美族、排灣族

和泰雅族身分有助於候選人的選舉表現；最後，女性特質和透過問政表現

打破性別刻版印象，有助於原住民女性參選人的選舉結果。

關鍵詞：女性候選人、原住民、議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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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選舉，媒體常使用女力崛起報導愈來愈多女性參選的新聞，政黨也常

運用相似詞語為口號來訴求選民支持，例如2018年媒體分別以「女力崛起」1 

或「溫柔力量出頭天」為標題報導該年的縣市議員女性候選人的參選，
2 2020

年立法委員選舉，談話性節目標題以「藍綠之外小黨出頭天政壇女力進步撐臺

灣」
3 
邀請女性參選人討論關心的議題。2022年11月舉行的地方選舉，國民黨

推出十位直轄市和縣市長女性候選人參選，以「十全十美女力挺臺灣」為口

號，
4 
民進黨以「女力會做事」為訴求，

5 
皆在透過簡單口號形塑女性政治人

物形象，訴求選民投票支持。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已有愈來愈多女性投身不

同選舉層級的選舉，女性民意代表的比例無論是在立法委員層級或是縣市議員

層級也呈現成長趨勢，甚至2020年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女性國會議員佔立法

院總席次的41.6%，為亞洲國家最高。

女性爭取參政權的歷史，迄今已有一世紀。紐西蘭是第一個賦予女性有投

票權的國家，而1907年芬蘭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首度有民選女性國會議員的國

家。根據國際國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IPU)迄2022年10月的統計，

全球下議院平均女性國會議員比例是26.4%，同時不同國家間的女性國會議

員比例有相當大的差別，例如盧安達最近一次選舉的下議院女性議員比例為

61.3%，墨西哥的下議院有50.0%，印度是14.9%，日本則是9.9%。這些國家在

女性國會議員代表性的差異部份源自於制度規定的不同，例如盧安達和墨西哥

1  邱立雄，2018，〈新竹女力崛起參選人成「嬌」點〉，中國時報，9月27日，https://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926003794-263101?chdtv，檢索日期：2019年12
月24日。

2  聯合報九合一選舉，2018，〈桃竹苗議會「溫柔的力量」爭出頭〉，聯合報九合一選
舉，https://udn.com/vote2018/story/7324/3385123，檢索日期：2019年8月17日。

3  公視有話好說，2019，〈藍綠之外小黨出頭天政壇女力進步撐臺灣〉，公視有話好說， 
http://talk.news.pts.org.tw/show/15591，檢索日期：2022年11月10日。

4  陳秋雲，2022，〈藍營10女將合體盧秀燕首場造勢 10月14日女力報到〉，聯合報，10月
11日，https://udn.com/news/story/6656/6676958 ，檢索日期：2022年11月10日。

5  台視新聞網，2022，〈女力會做事連線！總統挺5選將推形象廣告〉，台視新聞網，
https://news.ttv.com.tw/news/11109070026400N/amp ，檢索日期：2022年11月10日。



4　選舉研究　第31卷第2期

分別透過憲法保留席次和選舉法規方式促進女性參政，印度雖於2023年9月通

過婦女保障席次法案，但要至2026年才實施，日本在2018年推動「政治領域

之男女共同參與推進法」，透過政黨提名候選人的方式來促進性別參政平等。

由於自1990年代中期，許多國家紛紛採取不同配額措施鼓勵與促進女性在

政治上的代表性，希冀達成政治上的性別平等。因此，性別與選舉研究的主

題漸獲得學界關注，相關研究陸續出版。早期研究著重在社會文化途徑、選舉

制度、政黨提名等結構性和制度性因素的探討(Inglehart and Norris 2003; Norris 

and Lovensduski 1995; Paxton et al. 2006; Reynolds 1999)，在許多國家紛紛採取

不同形式的配額措施後，研究關注焦點轉向探討配額制度對女性參政的影響

(Carrio 2005; Dahlerup 2005; 2006; Dahlerup and Freidenvall 2005; Krook 2009; 

Powley 2005; Rai 2005; Tremblay 2008)。這些研究皆指出配額制度對於鼓勵和

促進女性政治參與有正向作用。

國內有關女性政治代表性的研究，也和國外研究採取的途徑相似，大

致可區分為幾個面向：女性參政的政治制度面結構因素（黃長玲 2001；楊

婉瑩 2000）；女性參政的社會文化面結構因素（姜貞吟 2009; 2011；楊婉

瑩 2007）；又或者聚焦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效果的討論（Huang 2015; 2016; 

2019；莊文忠等 2018；鮑彤等 2014）。這些研究也都證實配額制度對於促進

女性參政具有正面作用。相較於國內從1980年代對於女性政治代表性的關注

和研究，在原住民選舉和投票行為的研究上，相關實證研究成果仍在逐步積累

中。檢閱既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原住民的投票行為和選舉動員（包正豪與周

應龍 2019；包正豪與謝顥音 2013）、或原住民立委選舉層級選區劃分的研究

（官大偉等 2015），較缺乏聚焦於地方層級的原住民女性參政的相關研究。

承續既有研究成果，本文將研究層級聚焦在原住民直轄市和縣市議員選

舉，根據2002年迄2018年的選舉結果，無論是參選人或當選人，原住民女性

的參選和當選情形皆呈現成長趨勢，
6 
然而原住民選區由於選民人數較少的緣

6  在參選人數方面，2002年原住民女性地方縣市議員參選人數為25人，於2018年時人數增
加至52人；在當選人人數方面，2002年有10位原住民女性議員當選，於2018年成長至2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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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很多原住民選區是單一選區，少有能夠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的選區。

那麼究竟有哪些因素能夠解釋原住民女性參選人的選舉結果呢？本文在研究方

法上主要採量化研究途徑進行分析，並輔以部分訪談資料提供較為深入的分

析。現行地方議員選舉實施的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是依據1999年通過的地方

制度法施行，基於此，本文的研究期間聚焦於該法通過後所舉行的地方民意代

表選舉為主，再加上資料蒐集的時間與能力之考量，鎖定探討2002年至2018

年的地方議員選舉。資料來源取自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的2002年至2018年原

住民地方議員選舉資料，先探討原住民地方議員選舉的候選人的圖像，進一步

針對本文主要研究對象—原住民女性議員參選人—的參選和當選情形進行描述

分析，試圖描繪原住民女性參政者的社會背景特徵，以及和原住民男性參選人

的背景特徵是否存在差異。這部分的研究有助於提供對原住民地方選舉參選人

的社會和政治圖像有整體的認識，並提供「誰」在地方政治上代表了原住民初

步解答。其次，本文欲探討影響女性原住民地方議員候選人選舉結果的因素，

依據文獻探討選舉過程中，究竟是政治因素、社會文化因素、或是候選人族裔

等背景因素，影響原住民女性的當選與否和得票表現。本文研究發現將有助於

擴展我國女性參政研究之範疇，並增加原住民選舉研究相關知識發現。

貳、影響女性參政因素相關文獻評述

一、政治因素

什麼因素可能阻礙女性進入政壇呢？學者大致分成政治和社會文化因素來

討論。首先，政治面向包括政黨提名、選舉制度、候選人是否為現任者、選區

規模等因素。政黨在提名時，基於選民比較可能將票投給男性候選人的考量，

因此在提名時，尤其在單一選區下，政黨傾向提名男性候選人，因此女性獲得

提名成為候選人的可能性較低，或者即使被提名了，政黨給予的資源也比較少

(Caul 1999; Rule 1987; Shvedova 2005)。不過，學者也認為政黨提名的考量，

亦需進一步將選舉制度因素考量進來，研究發現比例代表制比起多數決選舉制

度，屬於複數選區，比例性也較高，比較有利於女性出線(Matland 2005)，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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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國會聯盟(IPU)的跨國統計也可看到，排除配額制度的因素，採用比例代

表制的國家有較高比例女性國會議員。

此外，若政黨的提名辦法有性別配額規定的話，將提高女性被提名為候選

人的機會(Leyennar 2004, 75)。例如英國工黨在1997年國會大選首度採用提名

50%女性候選人的辦法，在提升女性席次上效果顯著，工黨籍女性國會議員人

數從37席大幅提高到101席(Perez 2019, 272)。除了政黨內部提名辦法採性別配

額做法有助於提高女性參政機會外，藉由選舉法規的設立，規定參選政黨需提

名一定比例的女性候選人，也有助於增加女性成為候選人的可能性和當選機

會。例如採用混合制的韓國，於2004年國會選舉時，在不分區政黨名單的提

名規定上，將女性候選人配額比例從30%提升到50%，而此年度選舉結果出現

女性國會議員席次數倍增的情況(Perez 2019, 276)。墨西哥於2014年通過的憲

政改革案中規定，政黨提名國會參選人須符合性別平等，亦即男性和女性候選

人各半。2019年憲改更進一步規範在不同層級的民選和指派的政治職位，性

別比例也要均等(parity in everything)，因而也造就當前的墨西哥的女性國會議

員比例和女性政治人物成長迅速 (Piscopo and Correa 2024)。 

同時，既有研究指出候選人為現任者，無論在資源募集、知名度或是媒

體版面上，都具有優勢(Palmer and Simon 2008, 38-39)，而且他們連任的機率

也很高(Jacobson 2012)。此外，選區大小也扮演一定影響力，選區規模愈大，

愈具比例性，女性參選人數會較多，女性參選人的選舉表現也會較佳(Farrell 

2011, 158-161; Rule 1987)。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方面，學者針對我國直轄市和縣市議員選舉的研究，指

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現任者比例、政黨推薦等因素對女性直轄市和縣市議員

候選人的得票率有顯著影響，其中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女性候選人得票率的影

響是負向的（莊文忠等 2018），這是由於制度提供誘因提高女性參選意願，

因此會出現參選人數愈多和女性候選人得票率較低的負向關係。

二、社會文化因素

多數社會存有傳統性別角色的期待，認為公領域屬於男性，照顧家庭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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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責任，而現代社會中，比起男性，許多女性更面臨如何在專業和家庭照

顧間平衡的處境。當社會化過程，教育男性要有自信和展現自己，勇於表達意

見，而若女生具有前述這些特質則被認為是不好的(Lawless 2015, 354)。循此

社會文化脈絡，不僅選民投給女性候選人的可能性較低，女性願意參與政治的

動機也可能較弱。同時，社會結構因素影響女性取得資源的多寡，包括女性的

教育程度、專業經驗和所得情形(Inglehart and Norris 2003; Leyennar 2004, 62-

65)，教育程度較高，專業經驗較豐富，所得收入較高，都可能促進女性政治

參與的能力和誘因。

同時，國內一些研究也指出城鄉差距影響基層女性政治參與，都市化發

展越高的縣市，政治機會較為開放，女性參政機會大（莊文忠等 2018; 楊婉瑩 

2000, 85; 嚴祥鸞 2011, 56）。

除了前述政治和社會文化因素可能影響女性參政外，也需要針對原住民族

選舉的相關研究進行檢閱，檢視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以下針對原住民地方議

員選區和適用的婦女名額保障制度進行介紹，接著檢閱國內外有關原住民或少

數族群的相關文獻。

三、原住民地方議員選舉和配額制度

我國原住民地方議員選舉主要區分為平地原住民和山地原住民選區，
7 
不

同於紐西蘭的毛利人可以選擇在毛利人選區或一般選區投票，我國原住民只

能在原住民選區投票，無法選擇在戶籍所在地的一般選區（亦即漢人選區）行

使投票權，同時若為平地原住民也僅能在平地原住民選區參選或投票，同理，

山地原住民也只能在山地原住民選區投票或參選。依此制度設計，區分為山地

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選區，總計有五十五個選舉區，採用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度。在地方議員選舉層級採有婦女名額保障制度，主要是根據1999年地方制

7  根據《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山地原住民是指「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平地原住民是指「臺灣光

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

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依照此區分，山

地原住民只能是山地原住民區的候選人或選民，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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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法第33條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議員層級，各選區應選席次達四人者，應有

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以2018年直轄市和

縣市議員選舉為例，在五十五個選舉區中，有四十七個選區都是單一席次選

區（佔所有選區的85%），有八個選區的應選席次在二席以上，僅有桃園市第

十三選舉區，應選席次為四席，符合婦女保障名額制度規定，應有婦女當選名

額一席。
8 

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促進女性參政的研究上，學者指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

不僅可促進更多女性參與選舉，同時也促進更多強而有力的女性政治人物的出

現（鮑彤等 2014）。Huang(2016)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認為婦女保障名額

制度提供更多具有政治競爭性的女性參選。不過，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在不同選

區會有不同的效果，鮑彤等（2014）和莊文忠等（2018）研究發現，雖然婦

女保障名額制度設計有助於提高女性參選意願和當選機會，也激勵政黨提名更

多的女性參選人，但研究也顯示小選區下，女性所需面對的結構困境更加凸

顯，女性在小選區參選的比例也較中大型選區低。在本研究中，有高達八成

五的原住民選區是單一席次，並不適用於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然而根據中央

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統計，女性原住民議員在2009年縣市議員選舉和2010年

直轄市議員選舉時，占全部原住民議員比例為21%，比例逐年上升至2018年的

36.2%，顯見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可能無法全面解釋，原住民女性議員人數逐漸

增加的現象。

針對原住民族選舉的研究方面，學者使用調查資料分析發現，原住民選

民在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行為有族群投票傾向，相較於其他族群，排灣族、

泰雅族和賽德克族選民傾向投票給相同族裔背景的候選人（包正豪與周應龍 

8  地方制度法第33條規定「縣（市）選區之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
應有婦女當選名額」。由於條文並未註明是「同一選區」，在2009年選舉時，台東縣
選舉委員會將該縣四個平地原住民選區的八席合併，因而有二席婦女保障名額（莊文忠

等 2012, 56）。沿用此解讀以2018年的選舉為例，在花蓮縣的第5至第7平地原住民選區
合併後共有七席，有一席婦女保障名額；屏東縣山地原住民選區（第9至第16選區）合
併後共有八席，有兩席婦女保障名額；台東縣平地原住民選區（第7至第11選區）合併
後共有八席，有兩席婦女保障名額，山地原住民選區（第12至第16選區）合併後共有五
席，所以有一席婦女保障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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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學者指出由於原住民族各族群有群居的現象，以血緣親屬關係為基

礎建立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高度重疊，選舉時的人際動員從血緣到宗親部落

網路延伸出去，人情和人際關係交織，形成了原住民選民有族群投票行為的

現象（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9；包正豪與謝灝音 2013）。在國外，Banducci等

(2004, 552)從少數族群賦權理論(minority empowerment)角度研究美國黑人族群

和紐西蘭毛利人的代表性和賦權與政治參與的關係，除發現少數族群在國會的

描述性代表會與少數族群的政治功效意識(political efficacy)，以及政治參與存

在正向關係外，Banducci等(2004)在該文針對紐西蘭的毛利人代表性研究中，

也發現毛利人選民更傾向投票給有毛利人血統的候選人。

進一步來說，原住民地區有30個「山地鄉」和25個「平地原住民鄉鎮

市」，依據此空間分布在選舉區域上劃分為平地和山地選區。大部分原住民族

雖有跨鄉鎮分布的情形，但平地原住民以阿美族人口數佔絕大最多，
9 
山地原

住民則以排灣族和泰雅族人較多，形成平地和山地選區選民族裔的分布存在差

異，因此在本文研究中，若從各族群的代表性思考，候選人的族裔和參選的選

區類型（平地或山地）或許對於其參選表現有影響。

此外，在政黨因素方面，學者針對原住民的選舉研究也指出，國民黨長期

經營原住民選區，在原住民部落有穩固和綿密的網絡，再者原住民選民較多是

國民黨認同者，選舉時的政黨動員下，原住民選民較可能去投票給國民黨籍候

選人（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9；包正豪與謝灝音 2013）。因此，若候選人是披

掛國民黨籍參選，可以預期將有利於其參選表現。

綜合前述文獻討論，政黨、是否為現任者、選區規模、是否是婦女保障名

額選區、社會文化因素、候選人族裔和選區類型都可能影響女性議員候選人

的選舉表現。
10 
下一節接續說明本文據以分析的研究方法、資料來源和變項建

構，以及變項建構的限制。

9  根據政府統計數據，2018年12月底平地原住民有265,101人，其中阿美族有209,850人；
山地原住民有300,460人，其中泰雅族有89,035人，排灣族有80,395人（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

10  本文分析的選舉資料庫並未有測量性別意識等文化因素的變項，實證分析時並未探討此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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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來源、研究方法和變項說明

本文分析的資料來源是筆者整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資料庫，2002

年至2018年原住民選區的直轄市和縣市議員的選舉結果。為了資料處理和分

析上的一致性，本文將2005年直轄市議員選舉和2006年縣市議員選舉資料合

併，並統一稱之為2005年選舉，將2009年縣市議員選舉和2010年直轄市議員

選舉資料合併，並統一稱之為2010年選舉。本資料庫總計有787位候選人，

2002年有164位候選人，2005年有137位候選人，2010有148位候選人，2014有

156位候選人，2018有182位候選人，女性候選人總共有179位（參見表1）。

整體而言，歷年男性候選人數約莫是女性候選人數的兩倍以上，不過候選人數

上的性別差距呈現減少情形，亦即女性候選人數出現逐年增長趨勢。在當選人

數方面，女性當選人數同樣呈現逐年增長趨勢。

表1　2002年至2018年原住民議員應選名額和參選人數統計

男性候選

人數

女性候選

人數

候選人數

總計

男性當選

人數

女性當選

人數

應選名額

總額

2002 139 25 164 48 10 58

2005 113 24 137 49 10 59

2010 115 33 148 49 14 63

2014 111 45 156 45 21 66

2018 130 52 182 44 25 69

總計 608 179 787 235 80 31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

除依據官方選舉資料建立候選人得票數的資料庫外，本文也依據選舉公

報、新聞檢索和相關書籍，於資料庫中分別建立候選人年齡、教育程度、提名

或推薦政黨（黨籍）、現任者與否、候選人的族裔等候選人背景變項資訊，同

時也依據應選人數和選舉概況，建立選區規模、是否為婦女保障名額選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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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參選的選區是平地或山地選區等變項。 

本文主要探討什麼因素影響原住民女性縣市議員候選人的選舉結果，以候

選人為分析單位，女性候選人當選與否和女性候選人得票率作為依變項，並

探討政治因素、社會文化因素、或是候選人族裔背景等因素對兩個依變項的可

能影響。首先，政治因素包括政黨提名、選區規模、選區是否適用婦女保障名

額制度、和現任者與否。
11 
在政黨提名方面，本文將候選人區分為國民黨籍和

非國民黨籍二類。
12 
文獻指出政黨推薦者對女性當選與否和得票率具正向作用

（莊文忠等 2018），再加上國民黨在原住民選區的穩固基礎，本文預期國民

黨籍候選人相對於非國民黨籍，較可能當選和具有較高的得票率。同時，現任

者相較於非現任者，具有較高知名度、人脈和政治資源，有助於當選機率，本

文預期現任者候選人相對於非現任者，較可能當選。其次，社會文化因素則於

模型中納入參選地區是直轄市或縣市二分類，直轄市都市化程度較高，女性參

政空間和機會可能比較大。
13 
但也由於有較多人競爭，在都會區參選的女性候

選人得票率可能比非都會區低，本文預期在直轄市參選的候選人，由於競爭激

烈，因此不利於其得票率。第三，個人背景因素主要納入族裔和平地或山地原

住民選區。前述文獻發現，在影響女性候選人當選與否方面，婦女保障名額並

無顯著影響，但在對女性候選人得票率方面則為負向關係。本文預期在婦女保

障名額選區參選的候選人，其得票率低於非婦女保障名額選區候選人。同時，

候選人族裔也可能扮演顯著影響力，本文預期基於原住民選民的族群投票行為

（包正豪和周應龍 2019），若候選人是排灣族或是泰雅族對其選舉表現可能

11  本文依據每屆選舉的情況，將所有選區分為適用保障制度和不適用兩種，其中花蓮縣

平地原住民選區（第5至第7選區）、台東縣平地原民住選區（第7至第11選區）、台東
縣山地原住民選區（第12至第16選區）、以及屏東縣山地原住民選區（第9至第16選
區），因選區席次合併計算而符合保障制度，因此將前述選區編碼為適用保障制度的選

區。
12  由於女性候選人僅有179位，若區分為國民黨籍、民進黨籍、小黨籍和無黨籍候選人，
有個案數過少影響係數估計穩定性之疑慮，因此在模型分析時，本文僅區分為是否為國

民黨籍二分類。
13  文獻發現都市化程度可以解釋女性參政情形，然而原住民選區有些是以全縣市為一個選

區，例如台北市，要援引國內學者有關台灣地區鄉鎮市發展類型的分類標準，建構本研

究選區都市化程度有應用上的困難與限制，因此本文以直轄市和縣市來呈現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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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向影響，亦即排灣族候選人相對於其他族群，較可能當選和得票率較高；

泰雅族候選人相對於其他族群，較可能當選和得票率較高。

如前所述本文依變項有二，第一，候選人當選與否為二分類變項，第二，

候選人得票率視為連續變項，分別以二分勝算對數模型和迴歸分析模型進行

資料分析，模型中納入候選人黨籍、選區是否符合婦女保障名額、選區規模、

候選人是否為現任者、選區所在地是直轄市或縣市、候選人教育程度、候選人

的族裔、以及選區類型（平地或山地），並於模型中控制候選人年齡和參選年

度，檢證前述提出之研究假設，以探討影響原住民女性參選人選舉表現的因

素，並與既有全國性議員之選舉研究結果進行參照和討論。

除了分析既有選舉統計資料外，本文也納入部分訪談資料，補足量化分析

無法深入檢視之因素，以豐富本文討論和發現。此訪談執行期間為2021年10

月迄2023年1月止，本計劃以2018年參選的所有女性參選人為研究對象，以滾

雪球抽樣方式接觸地方事務工作者和政黨工作人員。本計畫總共接觸50位研究

對象，
14 
其中有19位參選人拒訪，7位參選人接觸後無回應，實際總共完成訪

談24位研究對象，包括17位參選人，5位政黨工作人員，以及2位熟悉地方事

務工作者。受訪者相關資料可參見附錄表1說明。15 

肆、2002年至2018年原住民地方議員參選人和當選人圖像

我國原住民目前有16族，原住民人口大約占全國總人口數約2%。根據

2022年11月原住民族委員會的人口統計數據，全國原住民共有583,710人，

其中女性有51.7%，男性有48.3%。人口數最多的是阿美族，佔總人口數的

37.3%，其次是排灣族，佔總人口數的18.0%，人口數第三多的是泰雅族，人

口數約有16.2%左右。

首先，本文先呈現2002年至2018年五屆直轄市和縣市議員選舉，原住民

選區參選人和當選人的性別統計結果。圖1為過去五屆原住民議員選舉參選人

14  有9位女性參選人無法取得聯絡方式，因此並未接觸到。
15  考量若列出黨籍、年齡、教育程度等任一背景資訊，恐有足夠指認出受訪者身分之疑

慮，因此本文僅列出受訪者的族裔和參選選區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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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比例分布，圖2則為當選者的性別比例分佈。綜合圖1和圖2結果，一個很

明顯的趨勢是，無論是女性參選人數或女性當選人數都呈現上升趨勢。在參

選人方面，2002年約有15.2%女性候選人，在2010年選舉，原住民女性參選人

比例超過二成，到了2014年和2018年都維持在二成八以上，在16年間，女性

候選人增加了13.4%。從當選者的性別分布來看，2002年有17.2%女性當選，

2010年原住民議員當選人中，有超過二成是女性，到了2018年時，相較於

2002年，女性當選人比例翻倍，成長至36.2%。若以2018年全國地方議員選舉

結果來看，當選的女性縣市議員比例為33.7%，兩者相較下，原住民女性議員

的描述性代表並不亞於全國的情形。就性別來看，原住民男性參選人和女性參

選人分布，大概是七比三的情形，而當選者的性別分布大概是六比四的情形。

圖1　原住民議員參選者的性別比例分布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圖2　原住民議員當選者的性別比例分布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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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5 2010 201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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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和表2-2分別呈現2002年至2018年五屆參選人和當選人的性別和年

齡分布。就參選人而言，從2014年開始才有20至29歲的參選人，人數很少，

2014年是1位男性參選人，2018年是2位男性和1位女性參選人。多數男性參選

人的年齡落在40至59歲之間，男性參選者平均年齡逐屆增加，2018年則由於

有較多年輕人參選，平均年齡為53.4歲，比2014年的55.5歲低。在女性參選人

方面，主要參選年齡也是落在40至59歲間，女性參選人的平均年齡也呈現逐

屆增加的趨勢，在2002年時女性參選人的平均年齡為45.2歲，2018年時平均年

齡為51.1歲。此外，女性參選人的平均年齡比男性參選人來得低。在當選者方

面，2002年時，男性和女性當選者的平均年齡相當接近，2005年時女性當選

者平均年齡高於男性，2010年之後，女性當選者的平均年齡皆低於男性，兩

性當選者平均年齡差異主要來自女性當選者年齡在39歲以下的比例比男性當選

者高，而男性當選者年齡在60歲以上的比例比女性高。

表2-1　不同性別原住民議員參選者的年齡分布

20-29 30-39 40-49 50-59 60歲以上 總計 平均數

2002
男性 0.0%  8.6% 49.6% 33.1%  8.6% 139 48.7

女性 0.0% 20.0% 48.0% 32.0%  0.0%  25 45.2

2005
男性 0.0%  6.2% 40.7% 46.0%  7.1% 113 50.0

女性 0.0% 12.5% 50.0% 29.2%  8.3%  24 48.3

2010
男性 0.0%  5.2% 20.0% 54.8% 20.0% 115 53.4

女性 0.0% 15.2% 39.4% 36.4%  9.1%  33 47.8

2014
男性 0.9%  2.7% 16.2% 54.1% 26.1% 111 55.5

女性 0.0% 11.1% 37.8% 37.8% 13.3%  45 50.1

2018
男性 1.5%  6.9% 26.2% 34.6% 30.8% 130 53.4

女性 1.9%  9.6% 23.1% 51.9% 13.5%  52 51.1

說明：因四捨五入之故，表格中百分比加總合計並非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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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不同性別原住民議員當選者年齡分布

20-29 30-39 40-49 50-59 60歲以上 總計 平均數

2002
男性 0.0%  6.3% 47.9% 43.8%  2.1% 48 48.4

女性 0.0% 20.0% 30.0% 50.0%  0.0% 10 48.5

2005
男性 0.0%  8.2% 28.6% 55.1%  8.2% 49 50.9

女性 0.0%  0.0% 40.0% 50.0% 10.0% 10 52.2

2010
男性 0.0%  4.1% 24.5% 49.0% 22.4% 49 53.4

女性 0.0% 14.3% 35.7% 42.9%  7.1% 14 48.4

2014
男性 0.0%  0.0% 22.2% 46.7% 31.1% 45 56.8

女性 0.0%  9.5% 33.3% 47.6%  9.5% 21 50.1

2018
男性 2.3%  4.5% 34.1% 36.4% 22.7% 44 55.5

女性 0.0% 16.0% 20.0% 48.0% 16.0% 25 50.9

說明：因四捨五入之故，表格中百分比加總合計並非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在族裔和性別分布方面（參見表3-1和表3-2）。很清楚可看到，參選的族

裔和當選的族裔比例，和前述原住民各族人口分布比例相近，在參選人方面，

最多候選人是阿美族、其次是泰雅族人和排灣族；在當選者的族裔方面，多數

為阿美族、排灣族、泰雅族和布農族。再就性別角度觀之，阿美族中女性參選

人比例呈現逐步增加趨勢，排灣族歷年持續有女性參選，同時女性參選人的族

裔也有更多元的現象；再就當選人的性別來看，2018年女性當選者的族裔最

多元，阿美族女性議員的比例逐漸增加，泰雅族和排灣族歷年也都有女性議員

當選。

從參選人的教育程度來看（參見表4-1和表4-2），男性參選人教育程度雖

然每屆有些微差異，但主要落在專科和大學教育程度為多數，研究所以上教育

程度者的比例也有呈現日漸增加趨勢；至於女性參選人教育程度，多數為高中

和專科畢業，2018年參選人的教育程度則以大學畢業為最多。在當選者教育

程度方面，和參選者的教育程度相似，以專科和大學畢業為大宗，女性當選者

比較高比例是高中和專科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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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歷
年
原
住
民
議
員
參
選
者
族
裔
和
性
別
分
佈

20
02

20
05

20
10

20
14

20
18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總
計

阿
美
族

84
.1

%
15

.9
%

44
77

.8
%

22
.2

%
45

71
.7

%
28

.3
%

53
61

.8
%

38
.2

%
55

60
.0

%
40

.0
%

65
26

2

泰
雅
族

83
.3

%
16

.7
%

30
95

.0
%

5.
0%

20
88

.5
%

11
.5

%
26

77
.8

%
22

.2
%

27
82

.4
%

17
.6

%
34

13
7

排
灣
族

76
.0

%
24

.0
%

25
69

.6
%

30
.4

%
23

73
.7

%
26

.3
%

19
65

.2
%

34
.8

%
23

66
.7

%
33

.3
%

30
12

0

布
農
族

10
0.

0%
0.

0%
11

90
.0

%
10

.0
%

10
78

.6
%

21
.4

%
14

84
.6

%
15

.4
%

13
80

.0
%

20
.0

%
15

63

卑
南
族

83
.3

%
16

.7
%

6
10

0.
0%

0.
0%

4
50

.0
%

50
.0

%
4

50
.0

%
50

.0
%

4
60

.0
%

40
.0

%
5

23

魯
凱
族

90
.0

%
10

.0
%

10
10

0.
0%

0.
0%

3
85

.7
%

14
.3

%
7

80
.0

%
20

.0
%

5
83

.3
%

16
.7

%
6

31

鄒
族

10
0.

0%
0.

0%
4

10
0.

0%
0.

0%
3

10
0.

0%
0.

0%
4

10
0.

0%
0.

0%
4

10
0.

0%
0.

0%
2

17

賽
夏
族

10
0.

0%
0.

0%
4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5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2

15

雅
美
族

10
0.

0%
0.

0%
3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4

75
.0

%
25

.0
%

4
15

邵
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1
3

太
魯
閣
族

50
.0

%
50

.0
%

4
66

.7
%

33
.3

%
3

60
.0

%
40

.0
%

5
40

.0
%

60
.0

%
5

40
.0

%
60

.0
%

5
22

撒
奇
萊
雅
族

0.
0%

0.
0%

0
10

0.
0%

0.
0%

1
0.

0%
0.

0%
0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1

3

賽
德
克
族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4

66
.7

%
33

.3
%

3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3
14

拉
阿
魯
蛙
族

0.
0%

0.
0%

0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3

卡
那
卡
那
富
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0.

0%
0.

0%
1

1

總
計

12
1

22
14

3
10

2
20

12
2

11
1

32
14

3
10

4
43

14
7

12
2

52
17

4
72

9

說
明
：
有

58
位
參
選
人
無
法
檢
索
到
族
裔
資
訊
，
因
此
總
數
為

72
9人
。

資
料
來
源
：
筆
者
整
理
和
建
立
之
資
料
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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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歷
年
原
住
民
議
員
當
選
者
族
裔
和
性
別
分
佈

20
02

20
05

20
10

20
14

20
18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男
性

女
性

總
計
總
計

阿
美
族

77
.8

%
22

.2
%

18
72

.7
%

27
.3

%
22

69
.2

%
30

.8
%

26
56

.0
%

44
.0

%
25

51
.9

%
48

.1
%

27
11

8

泰
雅
族

70
.0

%
30

.0
%

10
10

0.
0%

0.
0%

9
70

.0
%

30
.0

%
10

70
.0

%
30

.0
%

10
69

.2
%

30
.8

%
13

52

排
灣
族

90
.9

%
9.

1%
11

75
.0

%
25

.0
%

12
75

.0
%

25
.0

%
12

50
.0

%
50

.0
%

12
69

.2
%

30
.8

%
13

60

布
農
族

10
0.

0%
0.

0%
5

10
0.

0%
0.

0%
4

10
0.

0%
0.

0%
6

10
0.

0%
0.

0%
6

83
.3

%
16

.7
%

6
27

卑
南
族

75
.0

%
25

.0
%

4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2
10

魯
凱
族

10
0.

0%
0.

0%
3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1

50
.0

%
50

.0
%

2
10

鄒
族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1

6

賽
夏
族

10
0.

0%
0.

0%
1

0.
0%

0.
0%

0
10

0.
0%

0.
0%

2
10

0.
0%

0.
0%

2
0.

0%
0.

0%
0

5

雅
美
族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1

0.
0%

10
0.

0%
1

5

邵
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1
2

太
魯
閣
族

50
.0

%
50

.0
%

2
0.

0%
10

0.
0%

1
10

0.
0%

0.
0%

2
50

.0
%

50
.0

%
2

0.
0%

10
0.

0%
1

8

撒
奇
萊
雅
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賽
德
克
族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2

0.
0%

0.
0%

0
10

0.
0%

0.
0%

1
10

0.
0%

0.
0%

1
5

拉
阿
魯
蛙
族

0.
0%

0.
0%

0
1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卡
那
卡
那
富
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0.

0%
0.

0%
1

1

總
計

48
10

58
47

10
57

49
14

63
42

21
63

44
25

69
31

0

說
明
：
有

58
位
參
選
人
無
法
檢
索
到
族
裔
資
訊
，
因
此
總
數
為

72
9人
。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和
建
立
之
資
料
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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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歷
屆
原
住
民
議
員
參
選
人
教
育
程
度
分
佈

年
度

性
別

國
小
及
以
下

國
中

高
中

專
科

大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總
計

20
02

男
3.

6%
12

.9
%

28
.1

%
22

.3
%

25
.9

%
 7

.2
%

13
9

女
4.

0%
4.

0%
48

.0
%

20
.0

%
16

.0
%

 8
.0

%
25

20
05

男
1.

8%
4.

5%
17

.0
%

39
.3

%
24

.1
%

13
.4

%
11

2

女
0.

0%
4.

2%
41

.7
%

20
.8

%
20

.8
%

12
.5

%
24

20
10

男
2.

6%
6.

1%
24

.3
%

35
.7

%
19

.1
%

12
.2

%
11

5

女
0.

0%
3.

0%
33

.3
%

39
.4

%
18

.2
%

 6
.1

%
33

20
14

男
0.

9%
6.

3%
14

.4
%

38
.7

%
24

.3
%

15
.3

%
11

1

女
6.

7%
4.

4%
28

.9
%

28
.9

%
17

.8
%

13
.3

%
45

20
18

男
0.

8%
5.

4%
18

.5
%

30
.8

%
26

.2
%

18
.5

%
13

0

女
1.

9%
3.

8%
28

.8
%

17
.3

%
30

.8
%

17
.3

%
52

說
明
：
因
四
捨
五
入
之
故
，
表
格
中
百
分
比
加
總
合
計
並
非

10
0%
。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和
建
立
之
資
料
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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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歷
屆
原
住
民
議
員
當
選
人
教
育
程
度
分
佈

年
度

性
別

國
小
及
以
下

國
中

高
中

專
科

大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總
計

20
02

男
0.

0%
6.

3%
22

.9
%

27
.1

%
31

.3
%

12
.5

%
48

女
0.

0%
0.

0%
50

.0
%

30
.0

%
10

.0
%

10
.0

%
10

20
05

男
0.

0%
6.

1%
16

.3
%

36
.7

%
24

.5
%

16
.3

%
49

女
0.

0%
0.

0%
50

.0
%

30
.0

%
10

.0
%

10
.0

%
10

20
10

男
2.

0%
2.

0%
24

.5
%

28
.6

%
26

.5
%

16
.3

%
49

女
0.

0%
7.

1%
21

.4
%

42
.9

%
14

.3
%

14
.3

%
14

20
14

男
2.

2%
0.

0%
11

.1
%

40
.0

%
26

.7
%

20
.0

%
45

女
4.

8%
0.

0%
33

.3
%

33
.3

%
 9

.5
%

19
.0

%
21

20
18

男
0.

0%
4.

5%
11

.4
%

27
.3

%
34

.1
%

22
.7

%
44

女
0.

0%
4.

0%
24

.0
%

24
.0

%
28

.0
%

20
.0

%
25

說
明
：
因
四
捨
五
入
之
故
，
表
格
中
百
分
比
加
總
合
計
並
非

10
0%
。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和
建
立
之
資
料
庫
。



20　選舉研究　第31卷第2期

本節從性別、年齡、族裔和教育程度這些層面探討原住民參選人和當選者

的圖像，可以發現，多數參選人是男性，女性參選人約莫三成左右，男性參選

人的平均年齡比女性來得高，而參選平均年齡不分性別都有增加趨勢，男性參

選者的教育程度比較高些，多數在專科及大學以上，女性參選者多數是高中和

專科。多數參選人族裔是阿美族、泰雅族和排灣族。就當選者來看，女性當選

者比例逐屆增加，在2018年時超過三成六。男性當選者的平均年齡比女性高

約五、六歲左右，教育程度也比較高，男性多數是專科和大學以上，女性則為

高中和專科較多。

伍、政治因素、候選人背景和參選情形分析

在了解2002年至2018年五屆參選人和當選人的社會背景圖像後，如同文

獻討論所敘，政治因素、社會文化因素或候選人背景因素，都可能對女性的參

選產生影響。本文首先探討不同選區規模下，
16 
不同性別原住民議員參選人的

參選情形，根據表5結果，應選席次為一席時，有79.1%男性參選人，20.9%的

女性參選人，隨著選區規模變大，女性參選人的比例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在

唯一的應選四席的選區，
17 
該選區總共有9人參選，其中有5位是女性。表5結

果顯示當選區規模愈大，愈具比例性時，當選的機率增大，女性參選的情形也

較為踴躍，也呼應學者發現女性在小選區參選的比例會較中大型選區低(Far-

rell 2011; Rule 1987)。

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提供女性想要參選的誘因，可從訪談資料中看到參選者

的考量邏輯，受訪者M07便提及「婦女保障名額不管怎麼樣，家族要推人出來

選的時候，寧可捨男生、棄男生，挑女生出來。對，因為當選的機率會比較

高。然後就會變成大的家族幾乎都是推女生出來選。」由於，無論是政黨或家

族在此制度設計下，都有誘因推出女性候選人參選，因為有較多參選人或是更

多女性參選人，是以導致選舉競爭更為激烈。

16  此處分析乃依據選區的應選席次來進行，並非以是否符合婦女名額保障制度來歸類選

區。因此表7中只有一個選區的應選席次為四席，符合婦女名額保障制度。
17  僅有2018年選舉時，桃園市第13選區是唯一一個應選席次為四席的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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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原住民議員參選人在不同選區規模下的性別參選情形統計

選區規模 男性參選人 女性參選人 總計

1 79.1% 20.9% 574

2 76.5% 23.5% 102

3 70.6% 29.4% 102

4 44.4% 55.6% 9

總計 77.3% 22.7% 78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說明： 2018年選舉桃園市第13選區的應選席次為四席，是唯一一個選區規模為四的選區，

在2018年以前選區規模最多為應選三席。

那麼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原住民女性參政的可能影響為何呢？若依據選舉

結果來看，從2002年至2018年，僅有2位女性原住民議員是依靠婦女保障名額

而當選。若僅從有多少位議員是依靠制度當選，會出現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無法

發揮效果的結論。然而，許多的研究也指出，配額制度不僅是發揮在提升女性

描述性代表，也展現在賦權和培力女性上，具有正向效果，同時也可能更因此

培養出更有競爭力的女性(鮑彤等 2014)。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婦女保障名額制

度效果展現在更多女性參與選舉的結果上。以下表6呈現不同性別參選人在是

否為婦女保障名額選區的參選情形，分析結果顯示相較於男性，有48.6.%女性

候選人在婦保選區參選，遠高於男性候選人的37.3%。表6結果初步提供制度

促進更多女性參選的佐證，女性相較於男性候選人，在有婦女保障名額的選區

參選情形較為踴躍。例如受訪者F09是在前述有合併選區下計算婦女保障名額

的選區參選人，她提到參選的動機時表示：「真正的因素在於是婦女保障名額

這個區塊，它有吸引到我，因為覺得有婦女保障名額，我覺得我可以有兩種機

會，一種是我跟我自己在這裡的男性來比票數嘛。那如果不幸我的票數如果比

不上他的那個票數了，我還可以跟其他的鄉鎮的女性來比票的高低，那我還有

資格可以進去，所以覺得是不錯的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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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性別原住民議員參選人在婦保選區與否的參選情形分析

非婦保選區 婦保選區 總計

χ2 = 7.322

df = 1

p < 0.01

男性候選人
381 227 608

62.7% 37.3% 100.0%

女性候選人
92 87 179

51.4% 48.6% 100.0%

總計
473 314 787

60.1% 39.9% 10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說明： 此處的婦保選區包括2018年的桃園市第13選區、花蓮縣第5至第7選區、台東縣第7

至第16選區、以及屏東縣第9至第16選區。

根據既有研究發現，政黨在不同選區規模時的提名策略不同，在應選席次

是一席時，政黨傾向提名男性候選人，若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時，政黨有提

名女性候選人的誘因。根據表7，18 
單一席次時，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傾向提名

男性候選人參選，例如國民黨提名人中，77.4%是男性，22.6%是女性；民進

黨提名人中，83.3%是男性，16.7%是女性。當應選席次增加時，國民黨提名

女性候選人的比例也增加，從一個席次時提名22.6%的女性候選人，三個席次

時有33.3%的女性參選人，至四個席次時，總共提名四人參選，其中有75%是

女性。顯示當選區規模愈大時，政黨比較可能提名女性參選。不過民進黨並未

出現相似的提名趨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民進黨的原住民人才庫規模小，較難

找到可以提名的人選，尤其是女性。

18  此處分析乃依據選區的應選席次來進行，並非以是否符合婦女名額保障制度來歸類選

區。因此表7中只有一個選區的應選席次為四席，符合婦女名額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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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主要政黨在不同選區規模下的原住民議員提名情形

男性候選人 女性候選人

選區規模 黨籍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
國民黨 212 77.4% 62 22.6%

民進黨 20 83.3% 4 16.7%

2
國民黨 48 77.4% 14 22.6%

民進黨 1 33.3% 2 66.7%

3
國民黨 36 66.7% 18 33.3%

民進黨 4 100.0% 0 0.0%

4
國民黨 1 25.0% 3 75.0%

民進黨 1 100.0% 0 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說明：本表格僅分析國民黨和民進黨參選人，並未納入其他政黨參選人或無黨籍候選人資料。

現任者身分也有助於當選的機會，表8呈現歷屆參選人的現任者優勢情

形。女性現任者參選而當選的比例大概在四成七至六成四之間，尤其2018年

有超過六成是現任者參選而當選。和男性參選人相較，男性現任者參選並當選

的比例，大概在二成至三成之間，女性的現任者優勢更加明顯。

表8　原住民議員參選人的性別和是否為現任者的統計分析

性別 身分別 2002 2005 2010 2014 2018

男性 非現任 110 80 86 77 98

現任 29 33 29 34 32

總計 139 113 115 111 130

現任者百分比 20.9% 29.2% 25.2% 30.6% 24.6%

女性 非現任 5 4 7 11 9

現任 5 6 7 10 16

總計 10 10 14 21 25

現任者百分比 50.0% 60.0% 50.0% 47.6% 64.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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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表5至表8的討論，可以發現制度設計提供女性參選的誘因，選區規模

愈大、適用婦女保障名額的選區，都有較高比例的女性候選人參選。前述制度

設計也提供政黨有誘因去提名女性參選。此外，女性現任者身分的優勢也相當

明顯。

既有研究指出個人政治社會化過程和社團參與的經驗，有助於提升其對政

治的興趣、參與政治的動機或是累積個人政治資本，尤其社團參與是建立和

累積人際關係網絡的重要管道，有助於候選人選舉資源的募集(Ballington and 

Kahane 2014, 307-308)，充沛的選舉資源有助於取得更好的選舉表現。本文認

為有必要先了解這群女性原住民議員參選人的相關政治和社團參與經歷背景，

才再進一步探討影響她們選舉結果的因素。藉由整理2002年至2018年參選直

轄市和縣市的179位原住民女性候選人，刊登在選舉公報上的候選人經歷中的

資訊，本文將這些經歷主要歸類為有擔任公職、政黨經驗、政府部門經驗、以

及女性社團參與等相關經歷類型，編碼結果呈現於表9。19 

首先，所有女性候選人中，共有24位在選舉公報上並未刊載前述相關的經

歷。其次，多數候選人所刊載的經歷中，很多有參與女性社團運作經驗、曾經

擔任過鄉鎮市民代表，參與政黨運作、或曾擔任過政治幕僚工作。第三，根據

表9可發現，這些女性參選人也都曾有參與原住民事務的經驗（無論是官方或

是民間團體），例如落選的女性候選人中，有較多比例曾參與各級縣市政府

的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的運作，或是民間原住民發展協會或是社區發展協會的經

驗。這些經歷可能都讓她們從中對公共事務產生興趣，促發參選的動機。例如

曾參與過原住民事務的受訪者F06，就表示想要透過參選來改變現況「一般的

民眾如果真的很努力要去改變一件事情，其實是很難的。所以，我們就想說好

了，那我們參政看看有沒有辦法去改變，就是民眾或是政府他們對於地方的那

些建設或是政策，我們有參與的權利。」或是有協會工作經驗的F05因為申請

政府補助的負面經驗，讓她想要透過參選改變現況：

19  每位候選人刊載的經歷不同，編碼處理方式為有該類經歷即編碼為1，沒有則編碼為0，
類似複選題的概念，表9細格內呈現回應數的次數和百分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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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申請計畫的時候，計畫書被退掉了，然後到我看到某一年，

有看到一個跟我很相似的計畫出來了。我其實心裡真的很不是滋味。

那個是我最大的⋯下定決心我覺得要改變的時候。在那個之前我都會

覺得：「嗯⋯好吧」可能就是一般人會遇到的問題。但只是到那時候

（發現相似計畫書通過)我就覺得，如果連我都會遇到問題，代表這

是絕大部分都會遇到的問題。所以我就決定說，好吧那我就來試看看

（參選）。」
20 
（受訪者F05）

此外，從表9結果也可看到，女性候選人從政的階梯多數是參選和擔任鄉

鎮市民代表開始，擔任過村里長、鄰長、鄉長等情況較不常見。

表9　選舉公報刊登的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相關經歷統計

落選者 當選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女性社團（婦女會）理事等 28 16.6 39 18.6

縣市議員 13 7.7 49 23.3

鄉鎮市民代表 22 13.0 32 15.2

政黨經歷（例如黨部專員、黨代表、小組

長）
17 10.1 24 11.4

民意代表助理／幕僚 17 10.1 18 8.6

其他民間社團／社區協會 17 10.1 14 6.7

民間原住民發展協會 13 7.7 11 5.2

縣市政府原民會理事、顧問 16 9.5 6 2.9

公務人員 6 3.6 4 1.9

各級（單位）調解委員會委員／主席 6 3.6 4 1.9

20  括弧內的文字為筆者所加，以讓文意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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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選者 當選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中央政府部門顧問或委員（包括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8 4.7 6 2.9

鄉長 4 2.4 2 1.0

鄰長 1 0.6 0 0.0

農漁會代表 0 0.0 1 0.5

村里長 1 0.6 0 0.0

總數 169 100.0 210 100.0

說明：樣本數為155位議員。因四捨五入之故，表格中百分比加總合計並非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各選區的選舉公報。

陸、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選舉結果的因素

在2002年至2018年期間，原住民女性投入地方議員選舉的情形增加，當

選的人數也呈現提升趨勢，在描述代表性上，女性當選者的族裔仍以阿美族、

泰雅族和排灣族為多，她們多數曾有擔任鄉鎮市民代表的經驗，或是參與政黨

運作，也多有參與女性社會團體的經歷，同時現任者身分也提供候選人參選優

勢。根據前述討論，選區規模、政黨黨籍、是否為婦保選區、現任者身分都和

女性候選人的參選有關聯。然而若綜合考量政治因素、社會文化因素和候選人

背景後，這些因素是否仍具有顯著影響力？究竟影響女性原住民議員選舉表現

的可能因素有哪些？接下來的多變項分析中，分別將選舉年度、黨籍、現任者

與否、選區類型、選區規模、直轄市或縣市、是否適用婦女保障名額、候選人

族裔、平地或山地選區、候選人教育程度、參選年度等變項納入模型中，並分

別以當選與否和得票率為依變項進行分析。本文企圖檢視前述這些因素對原住

民女性參選的可能影響，並進一步與既有的研究發現進行對話。

前述分析指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讓更多女性有意願參選，制度提供政黨

有誘因提名女性參選，而根據表10結果，該制度對女性候選人當選與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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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係數為正值，但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婦女保障名額制度並不

會影響原住民女性當選與否。如同學者Krook(2009, 222)指出配額制度的效果

需考量政治環境情況，在符合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的選區，政黨都會提出女性

候選人參選，再加上既有研究發現這些女性候選人其實更具有競爭性(Huang 

2016)，顯出該制度主要影響在於參選誘因，增加投入選戰的動機，並非當選

與否。

那麼，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當選機率的主要因素是具備現任者身份、國

民黨籍和族裔。現任者無論在資源募集或知名度上都比挑戰者具有優勢，我們

從表10可以看到，控制其他因素在相同條件下，現任者比非現任者，當選的機

率多出九倍。尤其原住民選區可能很大，例如台北市平地原住民選區，就是以

台北市為一個選區，候選人很難確定選民在哪邊，現任者會比挑戰者更可能掌

握選民名冊，更有利於現任者的組織拜票進而連任成功（簡年佑 2023, 69）。

在政黨黨籍方面，控制其他條件相同下，相對於無黨籍候選人，若為國

民黨籍所提名或推薦，亦有助於提升當選機率。這可能是因為國民黨在原住

民部落有強固的網絡，原住民選民較多是國民黨認同者，因此較可能動員原

住民選民去投票給國民黨籍候選人（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9；包正豪與謝灝音 

2013）。在訪談資料中，受訪者M03便指出「其實部落大部份的鄉親，比較支

持國民黨。認同感之外可能你在當地服務，你跟他們的服務啦⋯⋯跟他們的

互動，這個也是一個重點。」此外，受訪者F13也有類似的觀察「國民黨在原

鄉或者部落是優勢，就我觀察，從以前到現在，原住民族人對於國民黨是比

較⋯⋯比較⋯比較能夠接受的」。

家族政治和血緣關係在原住民選舉中是相當重要的（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9；包正豪與謝灝音 2013）。家族和血緣關係的影響力主要展現於，經由

家族動員和基於血緣關係，原住民選民傾向支持自己族裔的候選人或是家族推

出的候選人。從模型結果也可發現，候選人的族裔有顯著正向作用，阿美族裔

或是泰雅族裔女性候選人，相對於其他族裔女性候選人而言，有助於提升其當

選機會。家族愈大選票就越多，有家族支持的候選人就愈可能衝高選票而當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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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到最後是族群情結。例如我這一區，可能有四個族人選。那不

同種族，都是候選人。到時候他再怎麼樣，除非跟他感情特別好，

要不然啦。一般就是哪個族群還是投給自己的族人。為什麼？那未

來⋯⋯我溝通也方便，自己的族人會會⋯⋯最後會是這樣。」（受訪

者M05）

「通常那個家族長決定投誰，整家就幾乎投誰，那個就是跟每一族的

文化是結合相關的⋯⋯原鄉它就必須要用家族。要有家族奧援。如果

沒有家族奧援你是沒辦法的。」（受訪者M01）

國內針對女性議員選舉的研究中，亦指出黨籍和現任者對候選人當選與否

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莊文忠等 2018），顯示黨籍和現任者因素不因族群而有

所差異。不過該研究指出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候選人，當選機會高於教育

程度在國初中以下的女性候選人，年齡愈長的候選人當選機會愈低，但教育程

度和年齡兩因素並未在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的當選機會上有顯著作用力。此外，

參選的選區是平地或山地選區對於當選機率亦無顯著作用。

表10　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當選與否的二分勝算對數模型

Coefficient Stand. Error Odds Ratio

2005年（2002年=0） -0.12 0.76 0.89

2010年（2002年=0） 0.52 0.70 1.68

2014年（2002年=0） 0.56 0.66 1.75

2018年（2002年=0） 0.48 0.66 1.62

平地選區（山地 = 0） -0.26 0.77 0.77

婦女保障名額選區（否 = 0） 0.79 0.64 2.20

選區規模 -0.24 0.34 0.78

國民黨籍（非國民籍 = 0） 1.16** 0.42 3.18

現任與否（否 = 0） 2.32*** 0.47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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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 Stand. Error Odds Ratio

直轄市（縣市 = 0） 0.10 0.59 1.11

年齡 -0.01 0.02 0.99

大學及以上（專科及以下 = 0） -0.23 0.44 0.79

阿美族（其餘13族 = 0） 1.79* 0.81 5.98

泰雅族（其餘13族 = 0） 1.90** 0.71 6.72

排灣族（其餘13族 = 0） 0.51 0.70 1.66

常數 -2.47 1.30 0.08

模型資訊：n = 179, Pseudo-R2 = 0.2898; Log likelihood = -87.397; LR-χ2 = 71.33; df 

= 15; p < 0.001

說明：*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根據表11結果，政治因素中的黨籍對於原住民女性候選人得票率有顯著的

影響。控制其他影響因素下，相較於非國民黨籍候選人，披掛國民黨籍參選的

女性候選人的得票率會高出10.18%。現任者身份亦顯著的正向影響候選人的

得票率。應選席次愈多，選區規模愈大，參選人數也會較多，是以候選人得票

率顯著較低。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對候選人得票率並無顯著影響。這些和莊文忠

等（2018）以縣市議員為研究對象的發現相似，顯示前述這些因素並不因為

候選人是原住民或是漢人而有所不同。

直轄市選區的發展程度較高，可能由於參選人數多因而對女性候選人的得

票率具有負面效果。至於平地或山地選區對於女性候選人得票率並不具影響

力。候選人的族裔則對得票率有顯著的影響，相較於其他族裔，若為泰雅族或

是排灣族的女性候選人，對其得票率有正面的作用。前述討論到原住民族投票

時的重要考量是從血緣、家族等親戚網絡關係促成，也會和每一族文化有關，

受訪者M02提及「為什麼說泰雅族的家族票很重要？泰雅族的社會規範也可以

叫Gaga。泰雅族是沒有頭目，是耆老制。耆老制就是共議決，很多事情就是

大家⋯⋯部落的事物就大家坐下來，那這些人決定誰可以坐下來，就是我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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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族長。所以，通常那個家族長決定投誰，整家就幾乎投誰，那個就是跟每

一族的文化是結合相關的。」從受訪者M02分享的看法也支持同族投給同族的

投票行為，這個發現也回應了包正豪等（2019）研究發現，排灣族和泰雅族

原住民選民傾向投給相同族裔的候選人。需要說明的是，包正豪一文研究的是

立法委員選舉，但這也說明族裔因素在不同選舉層級都有其重要性。

表11　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得票率的迴歸分析模型

Coefficient Stand. Error

常數 40.24 7.30

2005年（2002年 = 0） 0.94 4.27

2010年（2002年 = 0） 5.41 4.01

2014年（2002年 = 0） 3.68 3.85

2018年（2002年 = 0） 4.44 3.85

平地選區（山地 = 0） -2.74 4.16

婦女保障名額選區（否 = 0） -1.92 3.66

選區規模 -8.17*** 1.97

國民黨籍（非國民籍 = 0） 10.18*** 2.47

現任與否（否 = 0） 14.91*** 2.61

直轄市（縣市 = 0） -6.98* 3.34

年齡 -0.18 0.14

大學及以上（專科及以下 = 0） 0.53 2.59

阿美族（其餘13族 = 0） 3.20 4.18

泰雅族（其餘13族 = 0） 8.07* 4.06

排灣族（其餘13族 = 0） 11.32** 3.96

N 179

R2 0.5137

Adj. R2 0.4689

說明：*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和建立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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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分析提及，原住民的選票是需要一票一票去找出來的，去拜訪出來

的，尤其是在都會區。訪談資料中，許多參選人都提及雖然不會特別強調自己

的女性身分，然而女性的特質例如柔性、細心、感性、親和等，讓她們在競

選過程中，比男性候選人更容易跟選民親近，透過數次不斷拜訪和互動，更容

易與選民親近並獲得選票支持。例如受訪者F05 表示「我覺得就是男生跟女生

的特徵。男生的特質就是那種具有魄力跟果決性。女生的⋯⋯女生就是在親和

力跟細心度會戰勝男生這些東西。我覺得在原住民群體裡面，親和力絕對是很

重要的，就是你要走進人家家裡面，你要讓他們知道，你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

人，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或是受訪者F06分享她先生的觀察，

認為女性候選人增加的現象和女性特質有關聯，「我先生他這次也觀察到，他

也覺得說之後未來女生候選人會越來越多，可能也是因為女性的特質，比較容

易吸引選票，他是這樣跟我講啦。」

此外，從賦權角度也可發現，當選民發現女性從政者的問政表現和男性同

樣優秀時，打破選民的性別刻版印象，在觀念上，對於女性從政也就更能夠接

受，女性議員也透過自身的問政表現為自己建立更正面形象，進而激勵到更多

女性有動機來參選。例如連任成功的受訪者F14就分享「我出來參選的時候，

就是有幾個比較年長一點的就覺得說女生不適合，他們就覺得女生不適合做公

眾人物。也許是因為過去的那種文化影響，他們會覺得女生不適合這樣拋頭露

面、怎麼樣啦，但是後來就再也沒有聽到這樣子的聲音。可能他們覺得說感覺

不是像他們所想的這樣子啦，嗯。其實男生跟女生的從政，我覺得很多事情女

生的想法比較細膩，做很多事情會想得比較多，不會說就出一張嘴巴，啊怎麼

做怎麼做。然後讓那個你的選民覺得女性當代表，其實也是表現得不錯，所以

像慢慢選民現在都比較認同女性來從政。」這些經驗和觀察，凸顯了競選過程

中的性別因素，對女性原住民候選人的選舉表現產生的可能影響。

柒、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以族群和性別的交織性角度，針對影響原住民女性議員參選人選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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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可能因素進行探討。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的選舉資料，我國於2002

年至2018年地方縣市議員選舉，原住民女性議員比例呈現逐漸增加趨勢，

2018年時比例達到最高，在2018年選舉中有七個席次保留給女性候選人，但

並沒有任何一位原住民女性議員是依靠保障制度來當選，一方面凸顯原住民女

性候選人的競爭實力，另一方面凸顯吾人在探討保障制度的效果時，對原住民

議員選區而言，婦女名額保障制度在多數選區是無法適用的。如果不適用，我

們如何去理解原住民女性議員人數呈現逐漸增加的現象，哪些因素有助於我們

去解釋原住民地方議員政治場域的選舉競爭結果呢?

在本文的研究發現中，有關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選舉表現的因素中，和

既有針對全國女性地方議員的選舉研究發現相似，參選黨籍和現任者身分都

有助於原住民女性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和得票率的提升。不一樣的是，對於原住

民議員選舉而言，候選人族裔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以血緣親族到宗親部落延伸

出去的人際網絡，家族網絡愈大，選票就愈多，在投票行為有投給相同族裔候

選的傾向下，候選人的族裔背景就和其當選機會和得票率有關。本文的模型分

析中也獲致相似的結果。不過，阿美族裔的影響是在當選機會上，這有可能是

因為阿美族的人口數是最多的，選民依據家族和血緣投票，阿美族裔候選人當

選的機會就比較高，但對於得票率高低的影響就不顯著。學者的研究發現，排

灣族和泰雅族選民傾向投給相同族裔的候選人，本文的量化分析也發現此兩族

裔身分對於女性候選人的得票率呈現正向影響，但不一定都顯著影響其當選機

會。

整體而言，本文初步發現政黨黨籍、現任者身分和族裔對於原住民女性候

選人的選舉表現有顯著的影響力。雖然過去數屆選舉僅有2位原住民女性參選

人是因為婦女名額制度而當選，在描述分析時，本文發現在適用婦女保障名額

的選區，女性候選人參選較為踴躍，顯示制度設計提供女性參選誘因和政黨提

名女性的誘因。 該制度效果的發揮是在賦權過程，促進更多女性參與，因為

在參選過程本身即是一種賦權的過程，本文發現不少女性候選人參選多次，雖

然都落選，但每次的得票率則呈現成長趨勢，顯示逐步獲致選民支持。

透過質性資料，本文也發現由於原住民選區特性，候選人在爭取選民支持

的動員方式和漢人選區不同，候選人需要各憑本事去找到選民住在哪裡，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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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票一票拜訪互動爭取到的，女性的親和力、細心或暖心特質，讓女性候選

人比男性容易融入選民中，更容易與選民親近並爭取選票。而女性的問政表現

也扭轉了選民眼中的性別刻版印象，肯定女性參政，這些也是影響原住民女性

當選的因素。

由於量化統計分析可取得的變項資訊有其限制，本文發現影響原住民女性

候選人選舉表現的因素和一般選區（漢人選區）相似，主要差異在婦女保障

名額制度和族裔上有所差別。婦女保障名額制度並未能夠顯著有利於女性的當

選和得票率，這一方面是多數選區並不適用於該制度，另一方面該制度的效果

主要在於提供參選誘因。候選人的族裔之影響來自於族群投票行為現象，此也

可能與候選人在競選時能夠講母語對於選戰有加分作用有關聯。根據質性資料

分析可知，原住民候選人在爭取選民支持上和一般選區有極大不同，此也影響

其競選策略與動員模式，但前述語言或競選策略運作機制並無法依據量化分析

結果推論出來。同時其他有關原住民政治行為研究也發現，教會在原住民選舉

中扮演選舉動員的角色（周應龍與包正豪 2016, 11），此影響因素較難取得數

據並進行實證分析，這也造成本文研究發現的限制。最後，本文也認為除了前

述量化分析未能處理的因素外，仍有其他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選舉表現的因

素，例如候選人是否來自政治家族、候選人財務資源等因素（Leyenaar 2004, 

58; 姜貞吟 2011, 185）。本文因為資料取得和篇幅有限，未能納入分析，未來

相關研究可進一步蒐集前述相關資訊，將能更完整描繪原住民女性參政的機會

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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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Election Out-
comes of Indigenous Women Running for Local 

Councilors in Taiwan

Chiung-chu Lin*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many countries have adopted various quota systems to pro-

mote higher levels of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

firm that such quota systems hav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increas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studies o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lso 

shown that reserved seats for women have significantly boosted their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However, few existing studies have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indigenous women. The election results from 2002 to 2018 indicate 

a growing number of indigenous women running for and being elected to office. 

But what factors explain this increase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it the reserved 

seats for women system, political dynamics, or th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ndidates that play the key role in encouraging indigenous women's involve-

ment in poli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data from local councilor elections between 

2002 and 2018 and finds that most female candidates have prior experience in com-

munity involvement or political-related activities. Additionally, KMT nomination or 

recommendation, as well as incumbent statu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elec-

tion chances and vote share of indigenous female candidat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ata of local councilor elections from 2002 to 2018, and finds that most of the 

female candidates have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involvement or political-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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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 KMT nomination or recommendation, as well as incumbent status, 

contribute to the election chances and vote share of indigenous female candidates, 

which aligns with existing research on women councilors at the national and mu-

nicipal levels. The impact of the reserved seats for women system is reflected in 

its role in motivating participation. In line with previous findings on ethnic voting 

patterns, a candidate’s ethnicity is also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election 

chances and vote share, with Amis, Paiwan, and Atayal ethnic background posi-

tively influencing electoral performance. Lastly, female characteristics and breaking 

gender stereotypes through effective political performance help improve the election 

outcomes for indigenous female candidates.

Keywords: Women’s Candidacy, Indigenous People, Councilor ele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