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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赴義大利、德國考察選舉制度及政治捐贈相關規範及實施情形，除拜訪該 2

國主管機關內政部，針對相關制度及法制層面就教外，另分別與義大利參眾議員、學

者專家及執業律師，以及德國聯盟 90/綠黨等進行訪談，就德國、義大利分別於 2017、

2018年眾議院選舉適用相關規範之實務運作情形交換意見。其中義大利甫於 2017年

將國會選制由比例代表制修正為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有關候選人提名、選票設計及

是否納入有效票計算等新規定，都是以鼓勵政黨聯合參選，希冀建立穩定多數政府；

德國所採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則以比例代表制與單一選區選出之席次具連動關係，

衍生超額議席問題而 2度修正，引進平衡議席機制，已試圖解決票票不等值問題，但

在 2017 年眾議院選舉時產生總席次大幅暴增情形，故未來我國在進行選制改革時，

更需審慎考量不同制度衍生問題及其解決方式，而非片段式之修正造成更多問題。至

於在政治捐贈規範方面，義大利係就政黨、候選人採分而治之方式，以不同法律規範，

惟其中涉及政治捐贈之條文僅有若干，規範不一且未盡周全，且分屬不同權責機關監

督、管理，彼此未有協調、溝通，形成鬆散不完整之管制體系，而德國政治捐贈則係

在政黨法規範，但也產生政黨以外之個人或團體未有納管情形，相較而言，我國政治

獻金法制規範更為廣泛、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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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選舉制度是將選票轉換成席次的一種方法，此種轉換過程因不同的制度選擇，可

導致選舉結果政黨得票率與席次率，或當選人所獲得票數之間，出現不同程度間的比

例差距。2005 年第 7 次修憲後，我國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採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

立制，自首次施行迄今，已歷 3 屆立委選舉(2008 年第 7 屆、2012 年第 8 屆、2016

年第 9 屆)。根據實務運作經驗顯示，歷屆選舉結果，我國政黨得票率與獲得席次率

間之轉換，一直仍有一定程度差距，因此，在制度選項上，如何讓國會代表性增加，

社會各種多元意見能相對完整地反映在國會組成上，減少「票票不等值」的問題，成

為晚近社會各界關注並籲請政府正視檢討的重要議題。 

    鑑於我國選制係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以下簡稱並立制)，外界對政黨所獲席次與得票比例未相符之問題，爰有主張改採

德國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s，以下簡稱聯立制)

之意見。經查德國曾以該選制產生之超額議席問題，而 2度研修選舉法；惟同為歐陸

鄰國的義大利，則於 2017年 10月甫通過新選舉法，將現行比例代表制改為並立制。

另外，如併關注民主國家政治運作重要配套制度--政治捐贈規範情形，德國於 1967

年制定政黨法時即予明確規範，義大利則自 1974 年制定政黨資金法，相關政治活動

經費係以政府給予政黨補助為主，政治捐贈之規範則較為零散、不完全，2013 年起

因配合逐步至 2017 年完全廢除政黨競選費用制度之政策，始對政治捐贈有更具體規

範，在其自身政治與歷史文化脈絡下，形塑出與德國相當不一樣之實務運作樣貌。 

    適逢 2017年 9月、2018年 3月德國、義大利分別舉行眾議院選舉，對兩國適用

各該選舉制度1及政治捐贈相關規範之實務運作情形，取得近身觀察且可相對照的難

得機會，爰行政院綜合業務處及內政部民政司本次共同組成考察團，派員赴義、德兩

國，盼對 2國所採行之不同選舉及政治捐贈制度，進行較為完整且深入瞭解，俾供作

未來政府相關政策規劃、法令研修（訂）及業務運作之參考。 

 

                                                 
1
 德國、義大利國會皆是分為參、眾議院兩院制，而我國則是立法院一院制，故本次考察德國、義大

利選舉制度之重點是與我國立法院組成、職權相近之眾議院選舉制度，不另涉及參議院之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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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本考察團目的係以選舉與政治捐贈制度為主，行程規劃乃擇定德國、義大利選舉

制度與政治捐贈相關規範之主管機關(內政部)為參訪機關；另為瞭解現行相關制度對

民主國家政治運作主體—政黨之影響，特別是選舉制度能否反映多元代表利益，並規

劃以兩國在野黨或小黨作為參訪對象。嗣計畫經外交部轉請駐義、德代表處協助安排

，並在各黨時間配合等綜合因素評估下，確定以德國綠黨及義大利民主黨作為本次拜

會對象。又資料蒐集準備期間，透過網路資源、圖書、期刊論文及等多元管道搜尋，

發現國內關於義大利選舉及政治捐贈制度研究參考資料甚少，另檢索義國政府網站以

英語介面提供選舉與政治捐贈之制度法令規範，亦相當缺乏，仍多以義語為主。是受

限於議題領域及語言，於行前對義國制度的理解仍相對不足下，經駐義代表處協助，

行程安排上再增列溝通較無礙之學術單位，規劃與義國法政科系大學教授對談請益，

以強化對義國制度之學理面掌握，以及瞭解該國理論與實務運作結合情形。 

    本次計畫日程安排，定於 2018 年 9月 19 日前往義大利羅馬，並提前 1日晚上自

臺北搭機啟程，9 月 23 日再由羅馬轉機至德國柏林，並於 9 月 27 日搭機返國，28

日返抵國門，合計 10 日。茲將考察團行程及活動內容，依期程規劃安排臚列如次： 

一、義大利(9/19-9/21) 

  (一)拜會駐義大利臺北代表處，與大使李欣穎先生就本次考察事宜交換意見。同日

並與李大使共同拜會民主黨(PD)參議員 Dario Parrini、眾議員 Marco Di Maio

、Nicola Care 及國會友臺小組秘書長 Camille Zuccoli。  

(二)與羅馬第一大學法學院教授 Prof.ssa Gladys G.Palomino對談，並廣泛交換

意見。 

(三 )與羅馬第一大學政治系教授 Prof.Stefano Pelaggi、 Prof.Gabriele 

Natslizia對談，並廣泛交換意見。 

(四)拜會內政部選務規劃司 Caterina Amato、Prof.Fabrizio Orano、Prof.ssa Ada 

Ferrara，並廣泛交換意見。 

(五)與司法部法務司司長 Giuseppe Corasaniti、駐義大利臺北代表處法律顧問

Avv.Gianni Dell”Aiuto、卡梅里諾大學法學教授 Prof.ssa Tatiana Guar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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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羅馬執業律師 Avv.Antonello Ciervo 會談，並廣泛交換意見。 

二、德國 9/24-9/25 

  (一)拜會駐德國臺北代表處，與陳副大使尚友就本次考察事宜交換意見。 

  (二)拜會德國內政部選舉權與政黨權處處長 Dr.Henner Jörg Boehl，並廣泛交換

意見 。 

  (三)拜會德國聯盟 90/綠黨公關處專員 Hans-Christian Mrowietz，並廣泛交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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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重點 

一、義大利 

(一)選舉制度： 

    義大利是一個議會制共和國，總統由議會選舉產生，立法權屬於參、眾議

院，眾議院 630 名議員、參議院 315 議員，由民眾投票選出，任期 5 年，享有

平等的權力。在總統提名的總理領導下，行政權力由議會選舉產生的部長理事

會行使。義大利領土分為 20個大區，其中 5個為具有特殊地位的自治區。 

    有關辦理義大利議會之議員選舉的法律框架複雜，包括 60多個不同的法律

和法令組成。新的選舉法律係經 2017 年 11 月 3 日修正公布，這項法案取代之

前經憲法法院宣布部分違憲之眾議院選舉的法律，謹就其選舉制度重點介紹如

下。 

 1、權責機關：    

    有關義大利選舉之法律及選務運作執行，均係內政部主責。國會選舉之組

織運作，係由內政部負責協調相關司法與行政體系下之政府機關(單位)運作。

內政部選舉事務處是一常設機構，負責選舉管理、監督之責任，通過其所在 108

個省之地方辦事處，協調、組織選舉的行政事宜，包括登記政黨標誌，監督選

票和其他選舉材料之印刷、交付，並作非官方計票結果。在內政部領導下，地

方設 28個選舉區選舉辦公室（DEO）、20 個大區選舉辦事處（REO）、8,100多

個市、政選舉辦事處（MEO）、61,000多個選舉投票所辦公室（PEO）；在省和

一級市設有區域選舉委員會（TECs）和市、鎮選舉委員會（MECs），區域選舉

委員會由省議會任命相關人員，並由副省長主持，監督所屬市、鎮選舉委員會

；市、鎮選舉委員會則是從市議會成員中互選，並由該委員會主持，監督市、

鎮選舉辦事處，並在必要時做出決定，包括任命市、鎮選舉辦事處選定的選舉

投票所辦公室成員。外交部（MFA）則負責協調國外投票事宜。 

    司法部（MOJ）於議會選舉時，在中央與地方選舉區之層級建立臨時司法機

構，負責統計和宣布正式計票結果。上訴法院為眾議院選舉設立了 28個選舉辦

公室，成員由法官擔任，在各該選舉區負責候選人名單登記、爭議選票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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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選票統計與議會席次分配。最高上訴法院所設立的國家中央選舉辦公室（

NCEO）負責統計眾議院全部選舉結果及分配席位，並受理候選人登記投訴案件

。 

 2、席次選出之方式         

       依據義大利憲法第 56條規定，眾議院議員為 630人，其中 12名由國外選

區選出，至於其他席次之選出，原係採比例代表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於 2017年 10月修正 1957年第 361號總統令關於眾議員選

舉法(以下簡稱第 361/1957號法律)之相關規定後2，改採並立制。 

      上開新選舉制度係將國外選區以外之席次，分別以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制

方式選出，其中 232 席(即 37%席位)由單一選區選出，即以得票最高者當選（

first-past-the-post）；386 席(即 61%席位)由比例代表制選出，係依各政黨

所獲政黨票比率分配席次，並依政黨名單所提候選人之順序依序當選3。 

       事實上，本次所採行之並立制並非義大利首次實施，在 1993-2005年即曾

採行同一制度，與本次實施最大差異之處，主要在於下列 2點： 

 (1)選出之席次數額： 

    以單一選區方式選出 155席(即總席次之 25%)，以比例代表制選出則高達 475

席(即總席次之 75%)，大幅偏向以比例代表制選出眾議院之席次。 

 (2)納入席次分配之政黨票數計算： 

          各該政黨依其所獲政黨票參與比例代表席次之分配時，如各該政黨提名之 

單一選區候選人有當選情形時，其所獲政黨票數須扣除「落選頭票數+1」(

即當選代價選票)後，再參與席次分配，亦即與單一選區候選人當選與否而

有連動，故學理上亦有將此一並立制視為聯立制形式之一種。此一設計係

使在單一選區難以獲得席次之小黨，仍得以其所獲政黨票在比例代表制下

取得較多席次。 

  3、選區劃分 

                                                 
2
  此一法案係以時任眾議院議長中左翼民主黨籍羅賽托(Ettore Rosato)署名，通稱 Rosatellum 2.0

法案。1.0版原係規劃分別由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制方式各選出 50%席次，惟該案僅於民主黨團內

部討論，並未提交國會審議。 
3
  第 361/1957號第 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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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全國行政區域下之一級地方政府，分為 20個大區，眾議院選舉區之

劃分，即係依各大區之行政區域界線為準，劃分為 28個選舉區，其中皮埃蒙特

、威尼托、拉齊奧及西西里 4 個大區下又區分為 2 個選舉區；倫巴底大區下則

分為 4個選舉區。28個選舉區下又再分為 2至 4個多席次之比例代表制選區，

計 63個多席次之比例代表制選區；各多席次比例代表制選區下，另包含不少於

3個，不多於 8 個之單一選區4。 

    各選區之應選名額，依義大利憲法第 56條規定，除分配给國外選區的席次

外，係以最近一次人口普查5所獲之居民人數除以 618(即總席次 630 減去國外選

區 12 席)，在整數商和最高餘數的基礎上，按各大區的人口比例分配席位。上

開 28 個選舉區、多席次選舉區 (含單一選區)之應選席次，依上開計算方式，

並據國家統計局上次發布之人口統計報告，於總統令發布選舉會議命令時，由

內政部長公布之6。 

    以 2018年 3月 4日之眾議員選舉為例，係依國家統計局所公布 2011年 10

月 9日人口普查之居民數 59,433,744除以 618，即得分配 1席議員之商數 96,171

。28個選舉區之應選席次，係以各該大區之人口數除以該商數後所得之整數為

準；如有剩餘席次未分配，則依各選舉區塊之剩餘人口數依序分配，參見附表 1

；多席次選舉區 (含單一選區)之應選席次，則係以所屬各該選舉區人口除以該

選舉區應選名額，得依分配商數，再以多席次選舉區人口數除以該分配商數後

，其席次分配方式則同上，參見附表 2。 

 
表 1： 28個選舉區之應選名額 
義大利選舉區 2011年 10月 9

日人口普查 
人口數 

選舉區人口數除以 618之商數：
96171 

總席次 

初步席次 剩餘人口數 
1.皮埃蒙特 1 2,247,780 23 35,847 23 
2.皮埃蒙特 2 2,116,136 22 374 22 
3.倫巴第 1 3,805,895 39 55,226 40 
4.倫巴第 2 2,088,579 21 68,988 22 
5.倫巴第 3 2,175,099 22 59,337 23 
6.倫巴第 4 1,634,578 16 95,842 17 

                                                 
4
 第 361/1957 號第 1條。 

5
 義大利之人口普查作業係由國家統計局每 10 年辦理 1 次，故選區應選名額之檢討也是每 10 年辦理 

  1次，惟自 2018年 10月起，將每年進行 1次人口普查。 
6
 第 361/1957 號第 3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8%92%99%E7%89%B9%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8%92%99%E7%89%B9%E5%A4%A7%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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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威尼托 1 1,932,447 20 9,027 20 
8.威尼托 2 2,923,457 30 38,327 30 
9.弗留利-威尼斯
朱利亞 

1,220,291 12 66,239 13 

10利古利亞 1,570,694 16 31,958 6 
11.艾米利亞-羅
馬涅 

4,342,135 45 14,440 45 

12.托斯坎纳 3,672,202 38 17,704 38 
13.翁布里亞 884,268 9 18,279 9 
14.馬爾凱 1,541,319 17 2,586 16 
15.拉齊奥 1 3,622,611 37 64,284 38 
16.拉齊奥 2 1,880,275 19 53,026 20 
17.阿布鲁齊 13,070,309 13 57,086 25 
18.莫利塞 3,136,605 3 25,147 3 
19.坎伯里亞 1 3,054,956 31 73,655 32 
20.坎伯里亞 2 27,118,541 28 19,066 28 
21.普利亞 4,052,566 42 13,384 42 
22.巴西利卡塔 578,036 6 1,010 6 
23.卡拉布里亞 1,959,050 20 35,630 20 
24.西西里 1 2,365,463 24 57,359 25 
25.西西里 2 2,637,441 27 40,824 27 
26.薩丁 1,639,362 17 4,455 17 
27.瓦萊達奥斯塔 126,806 1 30,635 1 
28.特倫蒂诺-阿
爾托-阿迪杰 

1,029,475 10 67,675 11 

總計 59,433,744 607  618 

 

表 2：64個多席次選區(含單一選區)之應選名額 

義大利選舉區 
選舉區 
人口數 

各該選舉區人口數
除以應分配席次之
商數 總席次 

單 一 選
區席次 

比 例 代
表席次 

最初 
席次 剩餘人口數 

1.皮埃蒙特 1 
  皮埃蒙特 1-01 
  皮埃蒙特 1-02 
          總計 

 
1,148,880 
1,098,900 
2,247,780 

分配商數  97,729 
    11    73,861 
    11    23,881 
    22 

 
12 
11 
23 

 
5 
4 
9 

 
7 
7 
14 

2.皮埃蒙特 2 
  皮埃蒙特 2-01 
  皮埃蒙特 2-00 
          總計 

 
1,115,105 
1,001,031 
2,116,136 

分配商數  96,188 
    11    57,037 
    10    39,151 
    21 

 
12 
10 
22 

 
4 
4 
8 

 
8 
6 
14 

3.倫巴第 1 
  倫巴第 1-01 
  倫巴第 1-02 
  倫巴第 1-03 
  倫巴第 1-04 
          總計 

 
839,843 
991,654 
1,125,385 
849,013 
3,805,895 

分配商數  95,147 
     8    78,667 
    10    40,184 
    11    78,768 
     8    87,837 
    37 

 
9 
10 
12 
9 
40 

 
3 
4 
5 
3 
15 

 
6 
6 
7 
6 
25 

4.倫巴第 2 
  倫巴第 2-01 
  倫巴第 2-02 
          總計 

 
871,886 
1,216,693 
2,088,579 

分配商數  94,935 
     9    17,471 
    12    77,473 
    21 

 
9 
13 
22 

 
3 
5 
8 

 
6 
8 
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8%92%99%E7%89%B9%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8%92%99%E7%89%B9%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8%92%99%E7%89%B9%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8%92%99%E7%89%B9%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8%92%99%E7%89%B9%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8%92%99%E7%89%B9%E5%A4%A7%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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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倫巴第 3 
  倫巴第 3-01 
  倫巴第 3-02 
          總計    

 
1,062,990 
1,112,109 
2,175,099 

分配商數  94,569 
    11    22,731 
    11    71,850 
    22 

 
11 
12 
23 

 
4 
4 
8 

 
7 
8 
15 

6.倫巴第 4 
  倫巴第 4-01 
  倫巴第 4-02 
          總計 

 
832,231 
802,347 
1,634,578 

分配商數  96,151 
     8    63,023 
     8    33,139 
    16 

 
9 
8 
17 

 
3 
3 
6 

 
6 
5 
11 

7.威尼托 1 
  威尼托 1-01 
  威尼托 1-02 
          總計 

 
988,114 
944,333 
1,932,447 

分配商數  96,622 
    10    63,023 
     9    33,139 
    19      

 
10 
10 
20 

 
4 
4 
8 

 
6 
6 
12 

8.威尼托 2 
  威尼托 2-01 
  威尼托 2-02 
  威尼托 2-03 
          總計 

 
921,361 
859,205 
1,142,893 
2,923,457 

分配商數  97,448 
    9     44,329 
    8     79,621 
    11    70,963 
    28 

 
9 
9 
12 
30 

 
3 
3 
5 
11 

 
6 
6 
7 
19 

9.弗留利-威尼
斯朱利亞 
  弗留利-威尼
斯朱利亞-01 
          總計 

 
 
 
 
1,220,291 

分配商數 93,868 
   
 

 
 
 
5 
13 

 
 
 
5 
5 

 
 
 
8 
8 

10.利古利亞 
   利古利亞-01    
   利古利亞-02 
總計 

 
782,132 
788,562 
1,570,694 

分配商數  98,168 
     7    94,956 
     8     3,218 
    15 

 
8 
8 
16 

 
3 
3 
6 

 
5 
5 
10 

11.艾米利亞-羅
馬涅 
艾米利亞-羅馬
涅-01 
艾米利亞-羅馬
涅-02 
艾米利亞-羅馬
涅-03 
艾米利亞-羅馬
涅-04 
          總計 

 
 
 
1,097,268 
 
1,039,258 
 
976,243 
 
1,229,366 
4,342,135 

分配商數  98,491 
 
 
    11    35,867 
  
    10    74,348 
 
    10    11,333 
 
    12    71,474 
    43 

 
 
 
11 
 
11 
 
10 
 
13 
45 

 
 
 
4 
 
4 
 
4 
 
5 
17 

 
 
 
7 
 
7 
 
6 
 
8 
28 

12.托斯坎纳 
托斯坎纳-01 
托斯坎纳-02 
托斯坎纳-03 
托斯坎纳-04 

      總計 

 
1,096,381 
774,839 
982,472 
818,510 
3,672,202 

分配商數  96,636 
     11   33,385 
      8    1,751 
     10   16,112 
      8   45,422 
     37 

 
11 
8 
10 
9 
38 

 
4 
3 
4 
3 
14 

 
7 
5 
6 
6 
24 

13.翁布里亞 
   翁布里亞-01 
          總計 

 
884,268 
884,268 

分配商數  98,252 
 

 
9 
9 

 
3 
3 

 
6 
6 

14.馬爾凱 
   馬爾凱-01 
   馬爾凱-02 
總計 

 
779,662 
761,657 
1,541,319 

分配商數  96,332 
      8    9,006 
      7   87,333 
     15 

 
8 
8 
16 

 
3 
3 
6 

 
5 
5 
10 

15.拉齊奥 1 
   拉齊奥 1-01 
   拉齊奥 1-02 
   拉齊奥 1-03 
          總計 

 
1,273,494 
1,232,144 
1,116,973 
3,622,611 

分配商數  95,331 
     13   34,191 
     12   88172 
     11   68332 
     36 

 
13 
13 
12 
38 

 
5 
5 
4 
14 

 
8 
8 
8 
24 

16.拉齊奥 2 
   拉齊奥 2-01 

 
84,282 

分配商數  94,013 
      8   90,778       

 
9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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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齊奥 2-02 
          總計 

1,037,393 
1,880,275 

     11   3,250 
     19 

11 
20 

4 
7 

7 
13 

17.阿布鲁齊 
   阿布鲁齊-01 
   阿布鲁齊-02 
          總計 

 
751,535 
555,774 
1,307,309 

分配商數  93,379 
      8    4,503       
      5   88,879 
     13 

 
8 
6 
14 

 
3 
2 
5 

 
5 
4 
9 

18.莫利塞 
   莫利塞-01 
          總計 

 
313,660 
313,660 

分配商數 140,553 
 

 
3 
3 

 
2 
2 

 
1 
1 

19.坎伯里亞 1 
  坎伯里亞 1-01 
  坎伯里亞 1-02 
  坎伯里亞 1-03 
          總計 

 
1,156,534 
962,003 
936,419 
3,054,953 

分配商數  95,467 
     12   10,930 
     10    7,333 
      9   77,216 
     31 

 
12 
10 
10 
32 

 
4 
4 
4 
12 

 
8 
6 
6 
20 

20.坎伯里亞 2 
  坎伯里亞 2-01 
  坎伯里亞 2-02 
  坎伯里亞 2-03 
          總計 

 
729,301 
904,921 
1,077,632 
2,711,854 

分配商數  96,851 
      7   51,344 
      9   33,262 
     11   12,271 
     27 

 
8 
9 
11 
28 

 
3 
3 
4 
10 

 
5 
6 
7 
18 

21.普利亞 
   普利亞-01 
   普利亞-02 
   普利亞-03 
   普利亞-04 
          總計 

 
1,021,785 
1,039,285 
1,044,467 
947,029 
4,052,566 

分配商數  96,489 
     10   56,895 
     10   74,395 
     10   79,577 
      9   78,628 
     39 

 
10 
11 
11 
10 
42 

 
4 
4 
4 
4 
16 

 
6 
7 
7 
6 
26 

22.巴西利卡塔 
 巴西利卡塔-01 
          總計 

 
578,036 
578,036 

分配商數  96,338 
 

 
6 
6 

 
2 
2 

 
4 
4 

23.卡拉布里亞 
 卡拉布里亞-01 
 卡拉布里亞-02 
總計 

 
941,190 
1,017,860 
1,959,050 

分配商數  97,952 
      9   59,622 
     10   38,340 
     19      

 
10 
10 
20 

 
4 
4 
8 

 
6 
6 
12 

24.西西里 1 
   西西里 1-01 
   西西里 1-02 
   西西里 1-03 
總計 

 
681,119 
874,426 
809,918 
2,365,463 

分配商數  94,618 
      7   18,793 
      9   22,864 
      8   52,974 
     24      

 
7 
9 
9 
25 

 
3 
3 
3 
9 

 
4 
6 
6 
16 

25.西西里 2 
   西西里 2-01 
   西西里 2-02 
   西西里 2-03 
總計 

 
823,275 
819,019 
95,147 
2,637,441 

分配商數  97,683 
      8   41,811 
      8   37,555 
     10   18,317 
     26   

 
9 
8 
10 
27 

 
3 
3 
4 
10 

 
6 
5 
6 
17 

26.薩丁 
   薩丁-1 
   薩丁-2 
總計 

 
890,256 
749,106 
1,639,362 

分配商數  96,433 
      9   22,359 
      7   74,075 
     16  

 
9 
8 
17 

 
3 
3 
6 

 
6 
5 
11 

27.瓦萊達奥斯
塔 

126,806 -- 1 1 -- 

28.特倫蒂诺-阿
爾托-阿迪杰 
   特倫蒂诺-阿
爾托-阿迪杰-01 
          總計 

 
 
 
1,029,475 
1,029,475 

分配商數 93,588 
      
 

 
 
 
11 
11 

 
 
 
6 
6 

 
 
 
5 
5 

總計 59,306,937  618 232 386 

4、候選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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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積極資格 

      要成為眾議員候選人，需先具備選舉權之積極資格，依義大利憲法第 48

條規定，除非沒有民事能力或根據終審刑事判決，或在法律指出喪失道德的情

況下，不得對選舉權實行限制。另依義大利刑法第 28條規定，終身褫奪公職者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喪失任何議會選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同法第 29條規

定，判處無期徒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及宣告為犯罪的慣常性、職業性或具有犯

罪傾向，褫奪公權終身；判處 3年以上有期徒刑者，褫奪公權 5 年。同法第 317

條之 2 規定，犯貪污、索賄、違反職責義務行為受賄、司法行為受賄等罪而受

處罰，褫奪公權終身。但因情節輕微而受 3 年以下徒刑處罰，則為暫時褫奪公

權。1967年第 223號總統令第 2條規定，受終身或暫時褫奪公權之人，不得有

選舉權。 

  (2)消極資格 

   要成為眾議員之候選人，除具選舉權資格，應於選舉日年滿 25 歲7外，另

外定有與眾議員資格不相容者，不得參選，包括： 

①區域代表或議員。 

②省議會主席； 

③人口超過 20,000 之市、鎮長； 

④警察局長、副局長及公共安全總檢察長； 

⑤內閣部長之負責人； 

⑥薩丁島自治區政府代表，西西里地區、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地區、特倫托和

博爾札諾省的政府專員，普通法規地區政府專员，瓦萊達奥斯塔地區的協調

委員會主席，以及代理上述職務之人; 

⑧副省長和公共安全人員; 

⑨國家武裝部隊的一般官員，海軍上將和高級軍官。 

 上開人員行使之職權，如在眾議院 5 年任期屆滿至少 180天前停止，包括第

1款至第 3款之人員提出辭職，其餘人員轉移職權、撤銷原指派、任命或休假的

                                                 
7
憲法第 56條、第 361/1957 號第 6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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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則不受上開參選之限制規定。如果眾議院是在任期屆滿 120 天前解散

，上開職權之停止如在該解散法令公布後 7 日內辦理完成，亦不受參選之限制

規定8。 

      另外交官、領事、副領事及大使館、使館和外國領事館的僱員，都不具候

選人資格。此一規定也適用於所有受僱於外國政府的人員9。 

         又與政府間涉有利益衝突之人員，亦不得擔任候選人，包括10：    

①擁有或作為私營公司之法定代表人，該公司與政府簽訂有工程或管理契約，

或由國家賦予特許權或行政授權，而須負擔一般或特殊公共利益保障規定之

特別要求義務。 

②為公司之代表、董事或管理人員，該公司係為獲取私利並由國家提供補助，

而這些補助非依一般法律所賦予之情形; 

③作為法律或行政之顧問，為前開 2 類所提方式而與國家有關聯之個人、公司

長期工作。 

        除前開與眾議員資格不相容或有利益衝突者，不得參選之限制外，有下列

情形者亦不得參選，包括： 

①因嚴重經濟不穩定而被迫退位且健康狀況不良的大區區長，10 年內不得參選

；同樣規範適用於市長及省長。 

②犯罪行為已獲最終判決，暫時無法參選，若刑法裡有相關規定永久不能履行

則視為最高原則。 

③曾因判罪、非過失、企圖犯罪等被判刑，且有最終判決的，即使有認罪協商

者，亦同。 

④另依第 190/2012 號相關法令彙編文件規定，因刑事訴訟法典第 51 條第 3 項

之 2、第 3 項之 4 有關實施奴役或役使、拐賣人口、購買和轉讓奴隸、黑手

黨型集團、擄人勒贖而結為犯罪集團，以及涉及恐怖攻擊之罪，而被最終判

處 2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刑法法典第 2 篇第 1 章第 1 節規定公務員侵害公

                                                 
8
 第 361/1957 號第 6條第 2項。 

9
 第 361/1957 號第 7條。 

10
 第 361/1957 號第 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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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理的犯罪，以及刑事訴訟法第 278 條所犯最高可處 4 年有期徒刑，而被

最終判處 2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均不得擔任公職候選人，其期間不得少於

6 年。 

5.候選人登記之條件、方式 

  (1)比例代表制 

        有意參與選舉並推薦登記單一選區與政黨名單候選人之政黨和政治團體，必

須向內政部申請標章及名稱備案，如該組織已依第 149/2013號法令規定登記備

案，並須提交章程；如未依該規定備案，應提出聲明載明最低透明要件，包括

該組織名稱、代表人、辦事處地址以及所屬組織架構，並經過公證人簽署認證11

。 

政黨與政治團體能夠採行聯合競選，將各自所提交候選人名單結合為 1 個。

聯合雙方必須同時發表聯合聲明，此一聲明須與前開標章備案同時進行，並提交

競選方案12，指明其領導人的姓名。但聯合競選之政黨如有代表少數族裔，在特

殊之自治區域提名單一選區候選人時，得不與進行聯合聲明之其他政黨共同推薦

提名13。這些資訊均由內政部公布於在官方網站的「透明選舉」網頁14。 

         政黨或政治團體欲提出比例代表之名單候選人，包括與該多席次選區連結

之單一選區候選人，並於各該單一選區共同推薦同一人，須由該單一選區候選

人提出聲明，交由負責提送政黨名單之代表人提交。但聯合競選之政黨如有代

表少數族裔，在特殊之自治區域得單獨提名單一選區之候選人15。該名單必須由

在同一多席次選區之市(鎮)選舉名冊選民，或該多席次選區包含在單一市(鎮)

時，以含括多席次選區部分之市(鎮)選舉名冊選民不少於 1,500 人，不超過

2,000人之簽名連署。在眾議院屆滿 120 日前解散時，簽名人數予以減半。簽名

部分須由 1名 1990年 3月 21日第 53號法律第 14條所述人員16對選民簽字的真

                                                 
11
 第 361/1957 號第 14條第 1 項。 

12
 如五星運動「選舉計畫」

https://dait.interno.gov.it/documenti/trasparenza/Doc/4/4_Prog_Elettorale.pdf。 
13
 第 361/1957 號第 14條之 2。 

14
 https://dait.interno.gov.it/elezioni/trasparenza/politiche2018。 

15
 第 361/1957 號第 18條之 2 第 1-2項。 

16
 第 53-1990 號第 14條規定所述得執行連署人身分驗證者，包括公證人、治安法官，上訴法院書記、檢

https://dait.interno.gov.it/documenti/trasparenza/Doc/4/4_Prog_Elettorale.pdf
https://dait.interno.gov.it/elezioni/trasparenza/politich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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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性加以鑑定。該候選資格必須由市長、公證人或 1名 1990年 3月 21日第 53

號法律第 14條所述人員簽字證明。對於居住在國外之公民簽名，則由駐外使領

館外交人員簽字證明17。 

         政黨或政治團體如在本屆議會開始時已於參眾兩院形成議會黨團，或依規

定已提出聯合競選聲明，或於歐洲議會上屆選舉獲得 1 個議席且已將標章、名

稱備案，以及在上一屆參或眾議院選舉獲得至少 1 席之少數族裔政黨等，毋須

依上開規定進行簽名連署18。 

         茲因配合 2018 年 3月 4日眾議院選舉適用前開新修正之選舉法，義大利國

會也特別通過第 205/ 2017 號第 1 條規定，將上開政黨名單提名之簽名連署人

數調降至 1/4，亦即 375人即可，所需簽名署如表 3，但僅適用本次選舉，之後

仍回歸原規定之簽名連署人數。 

 
表 3：政黨應提出名單之多席次選區數及所需簽名數 

選舉區 多席次 
選區數 

應提出名單之多
席次選區數 

所有多席次
選區所需簽

名數 

應提出名單之多
席次選區數所需

簽名數 

1.皮埃蒙特 1 1 1 375 375 

2.皮埃蒙特 2 2 2 750 750 

3.倫巴第 1 2 2 750 750 

4.倫巴第 2 4 3 1500 1125 

5.倫巴第 3 2 2 750 750 

6.倫巴第 4 2 2 750 750 

7.威尼托 1 2 2 750 750 

8.威尼托 2 1 1 375 375 

9.弗留利-威尼
斯朱利亞 2 2 750 750 

10利古利亞 3 2 1125 750 

11.艾米利亞 -
羅馬涅 1 1 375 375 

                                                                                                                                                    

察官辦公室秘書、省主席、市長、省(市)議員、市議會主席、大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省(市)秘書及

省主席、市長任命的官員。 
17
 第 361/1957 號第 18條之 2 第 1 項。 

18
 第 361/1957 號第 18條之 2 第 2 項、第 2-2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8%92%99%E7%89%B9%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8%92%99%E7%89%B9%E5%A4%A7%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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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區 
多席次 
選區數 

應提出名單之多
席次選區數 

所有多席次
選區所需簽

名數 

應提出名單之多
席次選區數所需

簽名數 

12.托斯坎纳 2 2 750 750 

13.翁布里亞 4 3 1500 1125 

14.馬爾凱 4 3 1500 1125 

15.拉齊奥 1 1 1 375 375 

16.拉齊奥 2 2 2 750 750 

17.阿布鲁齊 3 2 1125 750 

18.莫利塞 2 2 750 750 

19.坎伯里亞 1 2 2 750 750 

20.坎伯里亞 2 1 1 375 375 

21.普利亞 3 2 1125 750 

22.巴西利卡塔 3 2 1125 750 

23.卡拉布里亞 4 3 1500 1125 

24.西西里 1 1 1 375 375 

25.西西里 2 2 2 750 750 

26.薩丁 3 2 1125 750 

27.瓦萊達奥斯
塔 

3 2 1125 750 

28.特倫蒂诺 -
阿爾托-阿迪杰 2 2 750 750 

總計 64 54 24000 20250 

  (2)單一選區制 

         有關單一選區候選人之登記申請，須註明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及所欲參

選單一選區，又因其須與比例代表名單連結，必須另附提交比例代表名單之政

黨或政治團體代表人之同意連結書，如連結比例代表名單有 2 個以上政黨，須

於選票上指名與其姓名相連之政黨名稱、標誌。但即使登記為同一政黨(或政黨

聯盟) 2份政黨名單以上之候選人，亦不得登記為 2個單一選區之候選人，否則

單一選區之登記將屬無效19。 

         又登記單一選區之候選人，須由包含在該單一選區之市(鎮)選舉名冊選民

                                                 
19
 第 361/1957 號第 18條第 1 項、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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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該單一選區包含在單一市(鎮)時，以含括單一選區部分之市(鎮)選舉名冊

選民不少於 500 人，不超過 1,000 人之簽名連署。在眾議院屆滿 120 日前解散

時，簽名人數予以減半。選民簽字真實性之鑑定及候選資格之簽字認證，則同

比例代表名單提出時之規定20。 

         有關政黨名單及單一選區之候選人姓名，必須在選舉日前 35 日至 34 日之

間提交，在簽名驗證之後，各選區辦公室被要求投票日 30天前向全國中央辦公

室報告帶有各自標誌之政黨候選人名單；全國中央辦公室檢查政黨聲明是否合

格後，在投票日 20天前於官方公報發表入選的政黨名單21。 

 6、政黨名單及性別比例之規定 

    政黨(或政黨聯盟)須至少於三分之二之多席次選區提出比例代表名單，並

於該多席次選區提名所有單一選區之候選人，否則不予登記。所提政黨名單候

選人名額，不得少於該多席次選區應選名額之一半，不得多於總名額；但無論

如何，比例代表名單應提名 2位，至多不超過 4位候選人22；同一候選人得同時

登記為 1個單一選區及 5個多席次選區之比例代表名單候選人23。 

    比例代表名單之候選人順序，應根據男、女性別輪替排列；名單所附 4 位

替補候選人，應包含男、女性各 2 位。全國各多席次選區比例代表名單排名首

位之候選人，以及所有單一選區提名之候選人，任一性別比例均不得超過 60％

，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之24。 

  7、選票設計、計票方式 

  (1)選票之設計  

          選舉票正面左下角係註明該次選舉種類、日期、所在選舉區、比例代表

選區及單一選區之編號，最下方由橫虛線隔開之白色方框係列印選舉人於選

民登記冊上之流水編號，作為選務人員收到選民圈選後之選票，據以核對是

否與選民登記冊上之編號一致，以避免選民私自攜帶非官方選票進行圈投。

                                                 
20
 第 361/1957 號第 18條第 4 項。 

21
 第 361/1957 號第 14條之 2 第 5 項。 

22
 第 361/1957 號第 18條之 2 第 2-2項、第 3項。 

23
 第 361/1957 號第 19條第 5 項。 

24
 第 361/1957 號第 18條之 2 第 3-1項、第 3-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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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務人員於核對後，會將該識別編碼沿虛線撕下，再將選票投至選票箱，確

保投票秘密性，如下圖 1。 

 

 

 

   

 

 
 

圖 1：義大利眾議院選舉票正面 

選舉票另一面是印製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選區之候選人，分別呈現於 2個

互相連結之矩形方框，其中單一選區候選人之矩形方框長度是比例代表選區候

選人矩形方框之 2倍。單一選區之候選人及其姓名印製於上方之矩形方框；其

下方之矩形方框則係比例代表選區政黨或政治組織候選人名單，該組織之標章

印製於直徑 3 公分之圓圈區域，右側依序列有候選人及其姓名，如下圖 2。各

政黨或政治組織所提包含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選區之候選人於選舉票上之順

序，是依據抽籤決定。 

 

 

 

 

 

 

 

 



 17 

 

 

 

 

 

 

 

  
圖 2：義大利眾議院選舉票反面 

(2)選票之計票 

    義大利選舉票之正面上方印製「如劃記比例代表名單之標誌，其效果並連

結至與該名單相關之單一選區候選人。如劃記單一選區候選人的名字，其效果

並連結至與該單一選區候選人相關之比例代表名單；有數個名單時，並依聯盟

內各該政黨或政治團體於該多席次選區所獲選票比例進行分配」之文字，提醒

選舉人不同劃記方式所產生之選票效果。 

    換言之，其選票之計票，係以有連結關係之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名單合併

認定，亦即選舉人如僅就單一選區或比例代表名單擇一劃記，選票效果除依劃

記情形計算外，未圈選部分亦自動納入計算25。又選舉人亦得同時劃記單一選

區與比例代表名單，但僅限於有連結關係者，始納入有效票計算26；所劃記單

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名單不具連結關係27，或於 2 個以上不同比例代表名單之標

章或候選人姓名上劃記時28，將列為無效票，亦即禁止跨政黨(或政黨聯盟)投

票。 

8、席次之計算、分配 

  (1)比例代表： 

                                                 
25
 第 361/1957 號第 58條第 2 項、第 3項。 

26
 第 361/1957 號第 59條之 2 第 1 項。 

27
 第 361/1957 號第 59條之 2 第 3 項。 

28
 第 361/1957 號第 59條之 2 第 4 項、第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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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席次分配之門檻： 

 參與比例代表席次分配之政黨，如為數個政黨聯合參選，需獲 10％全國有效選

票，且至少有 1政黨獲得 3％有效選票，或自治區的少數族群政黨在該選區獲

得 20％有效選票，或至少贏得 2 個單一選區席次，得參與席次分配；如為單

一政黨，或數個政黨聯合參選未獲 10％全國有效選票，個別政黨獲得 3％全國

有效選票，或自治區的少數族群政黨在該選區獲得 20％有效選票，或至少贏

得 2個單一選區席次，亦得參與席次分配29。 

    ②席次分配之方式： 

     (a)全國席次之分配：  

           有關各政黨於全國席次之分配，係依黑爾基數及最大餘數法進行席次分

配。首先以應選席次 386 席，除以得參與席次分配之政黨(或政黨聯盟)所

獲全國總選票數，即可得一全國選舉商數，即所稱黑爾基數，再按各政黨(或

政黨聯盟)所獲全國有效票數，除以該基數所得之整數部分，即為該政黨(或

政黨聯盟)所獲初步席次；應選席次如有剩餘，並依各該政黨所得整數後之

餘數大小，依序分配完畢；餘數相同時，將剩餘席次優先分配所獲全國總

票數最多之政黨(或政黨聯盟)；總票數仍相同情形時，則以抽籤決定30。 

           各政黨聯盟在全國所獲總席次數，依前開方式計算出後，再分配給聯盟

內各政黨，此時參與分配者，僅限於在全國獲 3％有效選票之政黨，或於自

治區在該選區獲得 20％有效選票或至少贏得 2 個單一選區席次之的少數族

群政黨，聯盟內各政黨於全國所獲席次之計算，亦同前開規定31。 

     (b)多席次選區之席次分配： 

           義大利係劃分成 63個多席次選區，因此政黨或政黨聯盟依(a)計算方式

所獲全國之席次，仍需回歸各該多席次選區所獲選票情形再進行席次分

配。其計算方式同(a)計算方式，僅是以政黨或政黨聯盟於各該多席次選區

所獲選票數，除以各該多席次選區應選席次，得一多席次選區商數，再按

                                                 
29
 第 361/1957 號第 83條第 1 項(e)。 

30
 第 361/1957 號第 83條第 1 項(f)。 

31
 第 361/1957 號第 83條第 1 項(g)。 



 19 

政黨或政黨聯盟所獲選票數，除以該商數所得整數部分，即為該政黨或政

黨聯盟於該多席次選區所獲初步席位；應選席次如有剩餘，並依各該政黨

所得整數後之餘數大小，依序分配完畢；餘數相同時，將剩餘席次優先分

配所獲該多席次選區票數最多之政黨或政黨聯盟；總票數仍相同情形時，

則以抽籤決定32。 

            將政黨或政黨聯盟在各該多席次選區所得席次加總後，應與(a)計算方

式所得全國席次之分配情形是否相符；如果不符，則首先從超出席次最多

之政黨或政黨聯盟開始；在超出席次相等情況下，從獲全國最多選票之政

黨或政黨聯盟開始，扣除上開政黨或政黨聯盟在該多席次選區以小數部分

獲得席次，將該扣除席次分配給席次不足之政黨或政黨聯盟名單。如果同

一多席次選區有 2 個以上之政黨名單未使用小數部分去分配席次，則優先

將席次分配給未使用小數最大之政黨或政黨聯盟名單。如果不在同一選區

而無法採上開方式完成席次分配，則扣除政黨或政黨聯盟用最小之小數部

分獲取該多席次選區之席次，將該扣除之席次分配給其他多席次選區所獲

小數部分最大卻未獲得席次之政黨或政黨聯盟33。 

             多席次選區下政黨聯盟內部各政黨之席次分配，係以前開調整後之政

黨聯盟席次，除以聯盟內得參與分配席次政黨所獲選區選票數，得一選舉

區商數，並依各該參與席次分配之政黨得票數除以該商數後，所得整數部

分，即為聯盟內各政黨所獲初步席次；應選席次如有剩餘，並依各政黨所

得整數後之餘數大小，依序分配完畢；餘數相同時，將剩餘席次優先分配

所獲該多席次選區票數最多之政黨；票數仍相同情形時，則以抽籤決定。

政黨聯盟內部各政黨於 63個多席次選區所獲席次加總後，並與依 (a)計算

之聯盟內各政黨於全國所獲席次加以比較，如有差額，亦依前段方式進行

調整
34
。 

   (e)政黨名單之席次分配 

                                                 
32
 第 361/1957 號第 83條第 1 項(h)。 

33
 第 361/1957 號第 83條第 1 項(h)。 

34
 第 361/1957 號第 83條第 1 項(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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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政黨或政治組織名單所提候選人之順序依序當選；同一人在 2個以上多席

次選區均當選時，以該政黨於各該多席次選區之得票率較低者優先當選。

如該多席次選區之政黨名單候選人名額已用完，仍有剩餘席次未分配，則

以該政黨於同一選舉區之其他多席次選區未使用商數之小數部分依序分

配；如還有剩餘席次，則依已使用商數之小數部分依序分配35。 

            依上開方式分配後，如有剩餘席次，則按該政黨在原複數選舉區下未當

選之單一選區候選人得票率依序分配。如有剩餘席次，則按同一選舉區之

其他多席次選區未當選之單一選區候選人得票率依序分配36。 

            依上開方式分配後，如有剩餘席次，则按原多席次選區同一聯盟內其他

政黨未使用商數之小數部分依序分配；未使用商數之小數部分已用完，则

以已使用商數之小數部分依序分配。如有剩餘席次，再分配以同一選舉區

之其他多席次選區同一聯盟內其他政黨，分配方式同上37。 

            依上開方式分配後，如有剩餘席次，則按該政黨於其他選舉區塊下未當

選之單一選區候選人得票率依序分配38。 

            依上開方式分配後；如有剩餘席次，再分配以其他選舉區之多席次選區

同一聯盟內其他政黨，分配方式均與原多席次選區之分配相同39。 

  (2)單一選區： 

     以各該單一選區得票最高者當選。如所獲票數一樣時，以年齡較年輕者當選。 

      如同時於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方式當選時，則優先以單一選區方式當選之40。 

 7、出缺之處理 

    眾議員不論任何理由出缺時，如是在比例代表選區出缺時，是依該選區之政黨名

單內未當選之候選人順序依序遞補；如名單內候選人名額已用盡，則依 8、(2)

、(e)已用盡名單上候選人後之方式予以遞補41。如是單一選區出缺之名額，則應

                                                 
35
 第 361/1957 號第 84條第 2 項。 

36
 第 361/1957 號第 84條第 3 項。 

37
 第 361/1957 號第 84條第 4 項、第 5項。 

38
 第 361/1957 號第 84條第 6 項。 

39
 第 361/1957 號第 84條第 7 項。 

40
 第 361/1957 號第 77條第 1 項。 

41
 第 361/1957 號第 86條第 1 項、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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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補選42。 

(二)政治捐贈 

    有關義大利的政治捐贈規範，因該國自第 195/1974號法律通過政黨資金法建立

政黨補助款，政黨及候選人之政治資金多仰賴此一政府補助款，對於政治捐贈

之規範，相對較屬低度。1992年時因大規模政治貪腐情形，引起民眾對政府不

信任，而於該年度公民投票廢止政黨補助金制度，但因義大利隨後以政黨參與

歐洲議會至該國各層級議會選舉之得票情形，建立另一種形式之政黨補助制

度，故政治捐贈規範仍未受重視。直至近年隨著義大利財政惡化、政治貪腐，

以及反建制之五星運動黨崛起，該黨挑戰政治特權，主張廢除政黨補助金制度，

公眾輿論也紛紛討論廢除該制度，因應人民對該制度造成高昂成本及對政治貪

腐反感的不信任壓力下，始通過第 149/2013 號法令，並自 2014 年至 2017年逐

步廢除政黨補助，並貫徹憲法要求政黨運作應採民主、透明原則，規定政黨或

政治團體依該法律規定提出章程向內政部登記，並將章程等資訊公開於政黨網

站者，得收受政治捐贈。 

  1.規範對象 

  (1)政黨、政治團體： 

     政黨、政治團體和議會團體收受政治捐贈，須在其章程和條例中加以說明，政

黨、政治團體秘書和議會小組的主席將在申請書中註明43，爰規範對象係包括

政黨、政治團體，惟以第 149/2013號法令制定前，僅於議會得票達 2%者始須

申報財務報告書，換言之，並非所有收受捐贈之政黨、政治組織均受規範。自

該法令制定後配合政黨競選費用補助制度之廢止，另建立收受政治捐贈之規

範，定明所有欲收受政治捐贈之政黨或政治團體，須向國會下所設法規保證委

員會申報章程、標章，章程須載明包括辦事處地址、決策、執行與監督機構之

組成、選任方式及任期、黨員大會開會頻率、黨員之權利義務、促進合議制機

構中少數及婦女參與措施、黨員之紀律、除名、仲裁及救濟、提名公職候選人

                                                 
42
 第 361/1957 號第 86條第 3 項。 

43
 第 195/1974號第 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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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變更章程、標章及名稱之程序、負責經濟財務及平等管理之機構及訂定

相關標準、核准財務之機構、確保經濟和財務管理及尊重隱私和保護個人數據

之透明度規定等，上開章程內容經核實後，登記為該法令所認可之國家政黨登

記名簿中，始得依法收受政治捐贈44。 

  (2)候選人： 

從選舉活動後的第 2天起，候選人以書面形式向所在選舉區之區域選舉保障委

員會提出參選之選舉區，並指定選舉代理人，且不得指定一個以上的代表募集

政治捐贈；這些資金亦不能提供多個候選人使用。選舉代理人必須與候選人競

選活動有關運作情形，並以單一銀行或郵局之賬戶為之，該賬戶標題中並指定

選舉代理人行為係候選人授權之代表45。又候選人之政治捐贈規範，近年亦隨

著政黨有關政治捐贈規範之增修，而配合調整為一致。 

(3)現任公職、黨職人員： 

       有關禁止行政機關、公有資本超過 20%之公司，以及公司組織除非經批准

並定期納入預算，均不得為政治捐贈之限制，亦適用於國會議員、義大利選出

之歐洲議會議員、區域、省、市議員及上述職務辦公室之候選人；議會黨團之

政治家，以及政黨在國家、區域、省、市層級之秘書、政治和行政職位之人員

46。換言之，上開對象亦得收受政治捐贈，並應辦理財務申報。 

       除上開得依相關法律收受政治捐贈者為規範對象外，許多與政黨、政治組

織或候選人等無關聯之第三方個人或團體，如收受相關捐贈從事支持或幫助特

定政黨從事競選、助選活動，則無政治捐贈規範之適用。 

  2.權責機關： 

依規範對象為政黨、候選人等，大致可區分為 3個專責機關： 

(1)法規保證委員會： 

     此一委員會設於國會之下，負責監督、審核政黨與政治組織申報之年度財

務報告，並將相關資料公布於議會網站；對於違反相關規定之政黨、政治組織，

                                                 
44
 第 96/2012 號第 3 條、第 4 條。 

45
 第 515/1993號第 7條 

46
 第 659/1981 號第 4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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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行政處罰之權限。 

     該委員會係由 5位委員組成，其中一位由最高法院第一院長指派 ，一位由

Consiglio di Stato（類似國務院的機構）院長指派，三為由國家審計局局長

指派。所有委員皆由各自司法管轄區之法官選出，其職等不低於最高法院的顧

問/理事或同等職等。委員會根據本條款為基準提名，義大利參議院和眾議院院

長之聯合法案發佈於 Gazzetta Ufficiale（義大利政府官方法律條文數據庫）。

此聯合法案明確指出委員長需協調委員會之工作。根據此法，所有委員會成員

之工作將無給薪。委員會成員任職期間，不可勝任其他職務。委員會成員任期

為 4 年，只能延長 1 次。另為履行法律所賦予監督、審核政黨與政治運動組織

財務報告之義務，設有 5 位審計法院之人員，專職審計工作，以及其他 2 位來

自行政管理機關，具有會計管控經驗之之人員47。 

  (2)審計法院： 

         審計法院在每次選舉時有設立一個相對應的委員會，由 3 位審計法院法官

擔任，負責監督、審核政黨和政治運動組織之競選資金報告，並提出審核報告

予眾議院公開；對於違反規定之政黨和政治運動組織，並有行政處罰之權限。 

  (3)地方選區保證處（REGBs）： 

          地方選區保證處設於各選舉區的上訴法院下，負責審核、監督候選人申報

之競選財務報告，並公開相關資料及受理民眾申請查閱；對於未依規定申報或

申報不實之候選人，並有行政處罰之權限。 

          地方選區保證處係由 7 位委員組成中期主席由上訴法院院長擔任，並任命

其他 6 名成員任命，由法官、大學教授和已登記註冊至少十年之會計師擔任，

任期 4 年，可連任 1 次。此外主席還任命 4 名候補成員，其中 2 名是法官，另

外兩名是上述所提法官以外之人員。他們不能擔任歐洲議會、參眾議院、大區、

省(市)各級議會之議員，過去 5 年也不得擔任上述職務候選人辦事處職務，或

擔任上開各層級之政黨行政和管理職務48。  

  3.捐贈資格之限制： 

                                                 
47
 第 96/2012 號第 9 條第 3項 

48
 第 515/1993 號第 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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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禁止為政治捐贈之主體，僅限公共行政機關、公有資本超過 20%之公司，

或受公共行政機關、公共持有資本超過 20%之公司所控制之公司。該項禁止規

定，亦適用於公共持有資本低於或等於 20%之公司49。至上開以外之公司組織，

僅規定政治捐贈須由該公司財政主管機關核可，並依規定記錄在收支報表裡50，

並非屬全面禁止政治捐贈之規定。     

    另針對近年歐、美各國大選，常遭俄羅斯等外國以不當政治資金干預之情

形，義大利僅規定政治捐贈之主體為外國者，應由受贈者單獨記載列報，並依

捐贈主體區分為外國之政黨、政治組織或個人、法人之政治捐贈51，並未全面禁

止捐贈。 

4.捐贈方式之限制： 

 (1)禁止匿名捐贈： 

       政黨無論從何人取得多少金額的捐贈，都必須記錄捐贈者身份；候選人無

論當選與否，都應該記載競選活動交易情形，包括所收受政治捐贈之來源52。

故義大利係禁止匿名捐贈，捐贈者進行政治捐贈，都應提供可資辨別身分之資

料給政黨、候選人予以記載。 

  (2)禁止現金捐贈： 

  只要是透過銀行、郵局或任一種能保證可追溯轉帳、轉帳者身份確實相同

及其收入的方法，任何法人或自然人都可匯款金錢給任一政黨。又同一年度內

捐贈超過 5,000 歐元者，捐贈者與受贈者應簽署單一文件之聯合聲明提交給眾

議院議長53，但如以銀行、郵局等可供追蹤回溯方式進行之捐贈，則毋須提交聯

合聲明54。換言之，現行係採匯款方式之政治捐贈，並未允許現金捐贈之型態。 

  5、捐贈總額之限制： 

自然人對任一政黨之政治捐贈，除繼承遺產狀況外，每年不得超過 10萬歐元55。

                                                 
49
 第 174/1975號第 7條第 1項 

50
 第 174/1975號第 7條第 2項 

51
 第 174/1975號第 7條第 3項 

52
 第 2/1997年號第 8條第 10-2 項、第 515/1993 號第 7條第 6項 

53
 第 659/1981號第 4條第 3項。 

54
 第 175/1974號第 4條。 

55
 第 149/2013號第 10條第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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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對任一政黨的捐贈，亦受相同限額之規定，但不適用於各政黨和政治運動

間之政治捐贈56。此外，上開禁止公司法人不得捐贈超過 10 萬歐元之限制，所

涵蓋範圍係包括民法典第 2359條規定之被控股公司與關連公司。所謂被控股公

司，係指由另一公司掌握著可在一般股東大會上行使多數表決權、決定性影響

表決權，或因有特殊合同關係而處於另一公司支配之公司；關聯公司則是指接

受另一公司施加顯著影響的公司，上開顯著影響，係指在一般股東大會上可以

行使至少百分之二十表決權，或者屬於在股票市場上市的股份公司，可以行使

百分之十表決權之情形。 

6、捐贈稅賦之優惠： 

   (1)政治捐贈列為個人或公司申報所得稅時之列舉扣除額： 

          從 2014年度起，個人對政黨之政治捐贈 30~30,000歐元，其中 26%之額度

得於申報前一年度所得稅時作為列舉扣除額，由個人所得收入予以扣除；公司

對於政黨之政治捐贈，亦適用上開稅賦減免之額度。但屬於公眾參與、受義大

利監管或在國外市場交易之公司，或被上開公司直接、間接控制之公司，或由

同一公司或主體所控制之公司，以及國營事業或法人等，並不適用稅賦減免優

惠。      

捐贈者對政黨之政治捐贈享有稅賦減免之優惠，須該政黨已依第    

149/2013 號第 3 條、第 4 條規定登記於國家政黨登記名簿，且他們在上次參

議員、眾議員、義大利選出之歐洲議會議員、大區議會議員及特蘭托和博爾扎

諾自治省議會議員選舉至少有當選 1席，並至少在參議員、眾議員選舉之 3個

選區提名候選人，或至少在大區議會、自治省議會、義大利選出之歐洲議會議

員選舉之 1個選區提名候選人；以及在兩院持續有席位之議會團體；或依該法

令第 4 條規定聯合註冊黨章標誌與候選人清單之多個政黨，在參、眾議員選

舉，或在任一大區議會、特蘭托和博爾扎諾自治省議會等選舉聯合競選，並至

少取得 1席等為限57。 

  (2)2‰(Two per mil)措施 

                                                 
56
 第 149/2013號第 10條第 8 項。 

57
 第 149/2013號第 10條第 1 項、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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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4年的會計年度開始，參照前一年度(2013年)納稅申報單，每個納

稅人可以將個人所得稅分配千分之二，指定給已於內政部政黨註冊機構登記的

政黨。這指定是由納稅人在年度申報時，依據 1998 年 7 月 22 日總統發布第

322 號令第 2 條第 7 項、第 8 項及第 8-1 項規定之納稅申報表，選擇指定給 1

個政黨，必須明確指定，否則該筆款項將歸國家所有。納稅人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申報所得稅，或參照財政部 1999年 5月 13日第 164號令與其後修正所指

定之期限申報所得稅時，相關指定金額將於每年 8 月 31 日前預付給各政黨，

但總金額不得超過各年度所定總額之 40%；而每年 12月 31日前，將依據納稅

人申報指定之情形，扣除上開已預付之費用58。      

          上開得獲取納稅人指定所得稅一定金額作為捐贈款項之政黨，須於參、眾

議員或由義大利選出之歐洲議會議員選舉至少當選 1 席；在兩院持續有席位之

議會團體；或依該法令第 4 條規定聯合註冊黨章標誌與候選人清單之多個政

黨，在參、眾議員選舉，或在任一大區議會、特蘭托和博爾扎諾自治省議會等

選舉聯合競選，並至少取得 1 席等為限59。 

          為實施 2‰(Two per mil)措施，明定納稅人指定給予各政黨之最高支出：

2014年度為 775 萬；2015 年為 960萬；2016 年為 1710萬，從 2017 年開始起

為 2510萬美元，並由財政部與經濟部估算設立的特定基金支應60。 

           政黨在參、眾議員或歐洲議會議員選舉所提候選人之任一性別如未達 40

％，將依其所提候選人比例與 40%之差額，每差 1%相應減少前開所獲指定捐贈

額 0.5％，最高可扣減 10%。政黨所獲分配指定捐贈未達總額 10%時，得處相

當於指定捐贈額 20%之行政罰鍰，上開資金於 2014 年起整合為一基金，每年

度由提名候選人之性別比例達 40%或以上之政黨，依其最近 1次選舉所獲選票

比例分配之61。 

  7、政治捐贈之申報、公開 

   (1)政黨：  

                                                 
58
 第 149/2013號第 9條第 1項。 

59
 第 149/2013號第 10條第 1 項、第 2項。 

60
 第 149/2013號第 12條第 4 項。 

61
 第 149/2013號第 9條第 2項至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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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會計年度      

          政黨之會計報告書所記載收入來源，包括個人、法人政治捐贈外，另將外

國政治捐贈分別記載，並區分為外國之政黨、政治組織及其他主體之政治捐贈

62，對於收受之政治捐贈，無論其金額大小，需註明捐贈者姓名、地址和金額，

且須註明捐贈者已由檢驗機關證明其授權聯合融資；接受企業政治捐贈的政

黨，需要在財政報表上附加企業核可的匯款及相關會計文件，以便驗證捐贈的

帳。另外，對於每年超過 5,000歐元的同一捐贈者，除詳列捐贈者資料外，須

附上與捐贈者名義之聯合聲明。 

          上開會計報告書須委請審計師事務所或審計師審核後，又政黨之區域黨部

同一年度收入超過 15萬歐元，亦應委請審計師事務所或審計師63審核後一於會

計年度後之翌年 6月 30日前公開於 2 份報紙，其中 1份須為全國性報紙64，並

檢附相關登載於報紙影本資料於 7月 31日前向國會透明度和控制委員會申報。 

          國會透明度和控制委員會對於政黨、政治組織財務申報內容進行審核後，

將提送給參、眾議院議長有關政黨、政治組織申報資料是否符合規定報告，並

於申報後之次年 7月 15日前公布於參、眾兩院網站，另政黨應於該年 7月 15

日前公布於政黨網站65。但依義大利第 196/2003號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同一

年度內政治捐贈在 5,000歐元之以下者，其個人資料等如公布在政黨及官方網

站，須獲捐贈者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換言之，捐贈 5,000歐元以下之自然人

身分依規定雖記載於會計報告書，但對外公開時，仍得以匿名方式呈現。 

          另為使與政黨、政治組織密切相關之政治基金會和協會等法人團體公開透

明，該等組織之成員如全部或一部為政黨或政治組織決定，若捐贈數額超過其

年收入的 10％，其章程和財務報表都必須透明並公開於基金會或協會之網站。 

  ②競選時期 

                                                 
62
 第 2/1997 號第 8條第 1項。 

63
 第 149/2013號第 7條第 4項；審計師事務所或審計師係指依第 58/1998號第 161 條規定，經義大

利國家證券交易委員會登記，或於其後設立，而已登 於第 39/2010號第 2條規定之登記名冊。最

多可於連 3個會計年度內委託給同一事務所。 
64
 第 2/1997 號第 8條第 1項。 

65
 第 149/2013號第 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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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政黨和政治運動組織需於議會開議後 45天內向審計法院提交競選財務

報告66。審計法院應於 6 個月內後，至遲得延長 3 個月提出結論報告並予公開67。 

  (2)候選人、現任民選公職人員： 

候選人申報之競選財務報告書，應檢附由候選人署名之聲明書，並由代理

人副署，陳明財務報告內容真實性，並附有下列文件： 

①銀行或郵政帳戶對帳單，以證明財務報告書項目與銀行或郵局交易之間的對

應關係。 

②所收受之發票和帳單，這些文件必須提供原件。 

③捐贈超過 5,000 歐元之自然人姓名及捐贈金額。 

④捐贈任何金額之法人或協會之名稱、捐贈金額。捐贈來自公司者，須檢附公

司機構會議記錄及登錄於公司財務報表等資料。 

⑤捐贈超過 5,000 歐元時之捐贈者與候選人之聯合聲明，此一聲明亦可由候選

人自我認證方式代替。 

    上開候選人之財務報告書及其聲明書，必須在選舉結果宣布後的 3 個月內

向所在選舉區之選舉保障處申報，該申報義務也適用於未收到政治捐贈的候選

人。選舉保障處收到候選人申報後，應核實其內容是否符合規定，收到後 180

天內未提出違規行為之質疑，則該申報之財務報告書被視為業經批准。選舉後

120天內，任何選民都可以申請閱覽上開候選人申報財務報告書及陳述資料。 

    另國會議員、部長理事會主席、部長、副部長和副國務卿，及區域議員和

區域理事會成員、省議員和省理事會會成員、省轄市人口超過 15,000 人之議員，

以及由義大利選出之歐洲議會成員收受政治捐贈超過 5,000 歐元之捐贈者資

料，係向所屬參、眾議院或相應機關申報，並公開於各該機關網站68。 

8.相關處罰規定 

 (1)政黨、政治組織： 

①會計年度 

                                                 
66
 第 515/1993 號第 12條第 1 項。 

67
 第 515/1993 號第 12條第 3 項。 

68
 第 149/2013號第 5條第 2項、第 2-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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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未依期限或文件格式申報會計報告書，處 20 萬歐元之行政罰鍰69。會計報告書

未委請審計師事務所或審計師審核，或無法遵循繳交政黨財務報告及相關附

件，或財政批准記錄等義務，且未於申報年度 10月 31日前補正時，將取消政

黨之註冊，使該政黨不具收受納稅人指定捐贈資格，捐贈者對其捐贈亦不得適

用稅賦優惠規定70。 

  (b)未保留收支憑證、會計帳簿及至少於 5 年期限內保存行政、會計相關文件，或

或未於官網上傳報告文件等義務，得扣除其收受納稅人指定捐贈額度之 1/3 作

為行政罰鍰71。 

  (c)未照實陳報財務報告，或內容與數據和會計資料不相符時，最高得依未照實陳

報金額或不相符數字之 1/3 金額之行政罰鍰，扣除其收受納稅人指定捐贈額

度。凡有 1 項以上財務報告內容，未依正確格式填寫管理報告或註解，無論是

沒確實呈報或填寫，最高按其金額處 5%之行政罰鍰，扣除其收受納稅人指定

捐贈額度，裁罰總金額不得超過 1/372。 

   (d)上開行政裁罰之總金額，不得超過納稅人指定捐贈額度之 2/3。在實施行政裁

罰時，須顧及資料未照實呈報之嚴重性，並須說明裁罰原因。凡已依規定領取

納稅人指定捐贈之政黨，如有違反上開規定情形，而無法在領取其他款項時，

最高得直接按其前一年度申報財產之 2/3 金額作為行政罰鍰73。 

②競選時期 

    政黨未依限提交報告或未記載捐贈來源，均處 5,165 歐元至 51,646 歐元之行政

罰鍰74。 

 (2)候選人及現任民選公職人員： 

候選人未依期限提交財務報告時，區域選舉保障處通知其於 15 日內提交，未依

限提交將處 25,823 歐元至 103,291 歐元之行政罰鍰；已當選之候選人，於上開

                                                 
69
 第 96/2012 號第 9 條第 4項 

70
 第 149/2013號第 8條第 2項。 

71
 第 149/2013號第 8條第 3項。 

72
 第 149/2013號第 8條第 4項、第 5 項。 

73
 第 149/2013號第 8條第 6項及第 7 項。 

74
 第 515/1993 號第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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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提期限仍未提交者，將喪失當選資格。未依規定申報捐贈總額超過 5,000歐元

之捐贈者資料，或虛偽申報金額時，將依未申報之金額處 2倍至 6 倍的行政罰鍰，

並適用刑法第 28 條暫時其褫奪公職之處罰規定75。 

 

二、德國 

 (一)選舉制度 

      德國國會為參、眾兩院制，本次考察重點係在眾議院之選舉制度。該制係採單

一選區兩票聯立制，即由與單一選區制度相連結之比例代表制方式選出。在法

定 598 名席次中， 299 位自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方式，其餘則由比例代表制方

式選出，相關選舉制度重點介紹如下。 

   1、權責機關 

    ①聯邦選舉法律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各項選務工作則是由聯邦、邦、單一選區 

      之選舉委員會，以及投票區之選舉幹事會負責： 

     (a)聯邦選舉委員會： 

由聯邦選舉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 10名有選舉權之人為委員組成。其中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聯邦內政部長任命，無任期限制。主任委員依照

慣例，係由內政部下之聯邦統計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任命 8 名

有選舉權人及 2 名聯邦行政法院法官組成。 

     (b)邦選舉委員會： 

由邦選舉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 8 名有選舉權之人為委員組成。其中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邦內政廳長任命；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任命 6 名有

選舉權人及 2 名邦行政法院法官組成。邦選舉委員會係於個別選舉時任命

。 

 (c)單一選區委員會 

    由單一選舉區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 8 名有選舉權之人為委員組成。其

組成與邦選舉委員會相同，但毋須任命法官為委員。 

                                                 
75
 第 515/1993 號第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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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投票區選舉幹事會 

由主任、副主任及 3 至 7 名委員組成，委員由主任任命有選舉權之人擔

任之 

   ②單一選區之劃分，另由常設性之選區劃分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由聯邦總統任

命，聯邦统計局局長、1 名聯邦行政法院法官及其他 5 人组成76。其任務在於

就全國選舉地區人口數之變動提出報告，並就是否因而必須變更某些單一選區

之劃分，提出說明；亦得基於其他理由，提出選區變更之建議77。   

   2、選區劃分 

   (1)確定各邦應選名額： 

    各邦之應選名額，係運用聖拉格‧謝波爾斯計算法，依各邦人口數（外籍

人口除外）作為計算之基準，眾議院選舉之各邦應選名額人口之基準，係以前

一年底之德國人口數為準，以 2017 年 9 月舉行之德國眾議院選舉為例，2016

年底之德國人口數為 73,377,332，以該數除以聯邦眾議院法定席次 598 席，

所得商數 122,704，就是計算各邦席次應選名額的分配除數。 

     以圖林根邦為例，其人口數為 2,077,901。因此圖林根邦應選之席次，

為 2,154,202 除以 124,287，得出 16.94，依 4 捨 5 入方式，得出該邦應選席

次為 17席 ；其他邦之處理程序，亦依此類推。至計算各邦加總後之席次，如

超過或不足法定之 598席，則不斷調整除數數額重複計算，直到各邦席次加總

等於 598，便得到最後確定的除數 124,050，各邦應選出之名額如下表 4。 

 
表 4：德國各邦應選眾議員席次 

德國各邦 
2016.6.30
人口數 

除數 

應選名額  單一選區  
席次 

比例代表
席次 四捨 

五入前 
四捨 

五入後 

什勒斯維希-

霍爾斯坦 

2,673,803 122,650 21.80 22 11 11 

梅克倫堡-西

波美拉尼亞 

1,548,400 12.63 13 6 7 

漢堡 1,525,090 12.43 12 6 6 

                                                 
76 德國聯邦選舉法第 3條第 2 項。 
77 德國聯邦選舉法第 3條第 3 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5%8B%92%E8%8B%8F%E7%9B%8A%E6%A0%BC-%E8%8D%B7%E5%B0%94%E6%96%AF%E6%B3%B0%E5%9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5%8B%92%E8%8B%8F%E7%9B%8A%E6%A0%BC-%E8%8D%B7%E5%B0%94%E6%96%AF%E6%B3%B0%E5%9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5%E5%85%8B%E5%80%AB%E5%A0%A1-%E8%A5%BF%E6%B3%A2%E7%BE%8E%E6%8B%89%E5%B0%BC%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5%E5%85%8B%E5%80%AB%E5%A0%A1-%E8%A5%BF%E6%B3%A2%E7%BE%8E%E6%8B%89%E5%B0%BC%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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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薩克森 7,278,789 59.35 59 30 29 

不萊梅 568,510 4.64 5 2 3 

布蘭登堡 2,391,746 19.50 20 10 10 

薩克森-安哈

特 

2,145,671 17.49 17 9 8 

柏林 2,975,745 24.26 24 12 12 

北萊茵-威斯

伐倫 

15,707,569 128.07 128 64 64 

薩克森 3,914,671 31.92 32 16 16 

黑森 5,281,198 43.06 43 22 21 

圖林根 2,077,901 16.94 17 8 9 

萊茵蘭-伐爾

茨 

361,245 29.85 30 15 15 

巴伐利亞 11,362,245 92.64 93 46 47 

巴登-符腾堡 9,365,001 73.36 76 38 38 

薩爾蘭 899,748 7.34 7 4 3 

總計 7,3377,332   598 299 299 

(2)劃分原則 

  比例代表制部分，係以各邦為選舉區，毋須劃分；單一選舉區之劃分原則如下78

： 

  ①應以各邦邦境為界。 

   ②各邦單一選區數目，應盡可能配合其人口分布。 

     ③單一選區之人口數，與各單一選區之平均人口數，應以相差不超過 15％上下 

       為原則；如果偏差超過 25%，則須重新劃分选選舉區。 

    ④各單一選區應形成相關之區域。 

    ⑤應盡可能配合各鄉鎮行政區、縣及不屬於縣轄之獨立城市市之界線劃分 

(3)劃分程序、方式： 

 單一選區委員會應在新一屆眾議院任期開始後 5 個月內，向聯邦內政部長提交

報告。聯邦內政部長應立即將報告轉送眾議院，並在聯邦公報上公布。聯邦内

                                                 
78
 德國聯邦選舉法第 3條第 1 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B%E8%96%A9%E5%85%8B%E6%A3%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6%9D%A5%E6%A2%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8%98%AD%E7%99%BB%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5%85%8B%E6%A3%AE-%E5%AE%89%E5%93%88%E5%B0%94%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5%85%8B%E6%A3%AE-%E5%AE%89%E5%93%88%E5%B0%94%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8%8E%B1%E8%8C%B5-%E5%A8%81%E6%96%AF%E7%89%B9%E6%B3%95%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8%8E%B1%E8%8C%B5-%E5%A8%81%E6%96%AF%E7%89%B9%E6%B3%95%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5%85%8B%E6%A3%AE%E8%87%AA%E7%94%B1%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A3%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6%E6%9E%97%E6%A0%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8%8C%B5%E5%85%B0-%E6%99%AE%E6%B3%95%E5%B0%94%E8%8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8%8C%B5%E5%85%B0-%E6%99%AE%E6%B3%95%E5%B0%94%E8%8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7%99%BB-%E7%AC%A6%E8%85%BE%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A9%E7%88%BE%E8%9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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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長得要求單一選區劃分委員會提出補充報告，亦須於聯邦公報上公布79。 

3、候選人資格： 

 (1)積極資格 

所有德國公民年滿 18歲，且在過去 25年內，有在德國連續居住 3個月以上，即

可參與選舉投票80。但法官若判定當事人身心狀態及社會環境評估等條件，

不具備決策能力，必須接受全面監護；或因為喪失能力狀態下，犯刑法第

63 條違法行為，依刑法第 20 條判定有罪，並據法院裁決在精神病醫院者

，均不具選舉權81。 

 (2)消極資格 

  德國刑法典第 45 條規定，犯罪人因犯重罪被科處 1年以上自由刑，在 5年期間

內，喪失受任為公務員之資格，或由來於公職選舉權利享受之資格。 

 4、候選人提名方式 

  (1)比例代表選區     

      係以政黨提名為之，具提名資格之政黨，包括： 

      ①自上届聯邦議院或任一邦議會選舉以來，持續擁有至少 5個以上席次 

      ②上開情形以外之政黨，至遲應於選舉日 97 天前向聯邦選舉主任委員提出參

選登記書，登記書應載明參加選舉之政黨名稱，參選登記應由該黨聯邦執

行委員會委員至少 3 名以上，包括主席或副主之親自簽署並提供章程、綱

領、理事會合法設立的證明、黨員人數、地區組織數量及運作形式、迄今

為止的參選經歷和公開競選活動宣傳等各種信息。經聯邦選舉委員會判定

為政黨屬性之團體，依各該邦上屆聯邦議院選舉中享有選舉權公民的 1‰，

最多不超過 2000 名之選舉人連署。 

  (2)單一選區 

     單一選區候選人得經政黨提名，或不以政黨提名方式參選，惟除在上届聯

邦議院或任一邦議會選舉以來，持續擁有至少 5個以上席次之政黨，具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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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提名資格外，其他經聯邦選舉委員會認定為政黨屬性之團體，以及不以

或政黨提名方式登記參選者，均須於所欲參選之單一選區獲得至少 200名

具有選舉權的公民連署後，始得為之。      

5、選票設計、計票方式     

      有關選票之設計，係將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選舉合併於同 1張選票供選民圈

選左欄所列為單一選區之候選人，應記載候選人之姓名，由政黨提名者，並包括

政黨之名稱及使用之簡稱；右欄則為比例代表選區之政黨所提候選人名單，並以

在上屆聯邦眾議院擁有議席者，依其所獲政黨票總數，依次在選票上排列，記載

政黨名稱、使用之簡稱，以及核可之政黨名單中前 5 位候選人姓名。其餘政黨，

則依政黨字母排列。單一選區之候選人順序，並依比例代表選區之政黨次序排列

82，詳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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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德國選舉票 

至於選票之計票，選民於單一選區、比例代表選區圈選同一政黨，或圈投不

同政黨，均納入有效票計算，亦即允許分裂投票。惟如投给單一選區之候選人，

係非屬政黨推薦之獨立候選人，或雖屬政黨提名，而該政黨在該邦比例代表選區

所提政黨名單候選人未經批准，且該單一選區候選人當選時，則其所投政黨票將

不納入計算83，係例外規定。 

 6、席次分配方式 

  (1)比例代表選區  

    ①席次分配之門檻 

得參與分配邦比例代表席次分配之政黨，以在全國獲有效政黨票達 5%，或至

少在 3個單一選區中贏得席次者為限，但少數民族政黨不適用該門檻規定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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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席次分配之方式 

 (a)計算政黨於各邦之初步席次 

    政黨於各邦之最初席次，係依各邦應選名額、政黨於各邦所獲政黨票

數，並以聖拉格‧謝波爾斯計算法分配之，原則以政黨票比例為準，但政

黨於該邦之單一選區席次如超過政黨票比例分配席次時，產生超額席次，

該超額議席應予保留納入最初席次計算85。以 2017 年聯邦眾議員選舉之圖

林根邦為例，以各政黨合計於該邦所獲政黨票數 1,210,040，除以該邦應選

名額 17 席，得一除數 71,178，按各政黨得票數分別除以 71,178 後之數額

均予四捨五入後，合計加總超過該邦應選名額，故須逐步調降除數至 68,000

，再按各個政黨得票數除以 68,000，得出基民黨 5 席、另類選擇黨 4 席；

左翼黨、社會民主黨各 3席；自由民主黨、綠黨各 1席，共計 17席。又基

民聯盟於圖林根邦所獲單一選區席次為 8 席，故該黨在該邦之最初席次應

為 8席。其他政黨於該邦之初步席次，亦依上開方式計算，詳如表 5。 

 
表 5：2017年聯邦眾議員選舉各政黨於圖林根邦所獲初步席次 

   政黨 第二票數  除數 

比例代表席次 

單一選區席次 最初席次 四捨 

五入前 

四捨 

五入後 

基民聯盟 372,258  

68,000 

5.47 5 8 8 

另類選擇黨 294,069 4.32 4 0 4 

左翼黨 218,212 3.21 3 0 3 

社會民主黨 171,032 2.52 3 0 3 

自由民主黨 101,129 1.49 1 0 1 

聯盟 90/綠黨 53,340 0.78 1 0 1 

總計 1,210,040      17  20 

 (b)計算國會之最初議席規模 

國會之最初議席規模，係將各政黨依 (a)方式計算所得各邦之最初席次予

以加總。以基民黨為例，其依 (a)方式計算所得 15 個邦之初步席次計 200

席，其中 36 席為超額席次。依此類推，基社聯盟為 46 席，其中 7 席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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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席次；社會民主黨為 134席，其中 3席為超額席次；另類選擇黨 83席、

自由民主黨 65席、左翼黨 59席、綠黨 57席，均無超額席次。將上開政黨

於各邦所獲初步席次加總，即得國會之最初議席規模為 644 席，其中 46席

為超額席次，詳如表 6。 

     (c)確定政黨於國會之最終席次 

    為使政黨於國會之席次，應完全符合其所獲全國政黨票之比例，如政

黨於某些邦產生之超額席次，國會原法定 598 席次即須逐步遞增，使各政

黨依其所得政黨票分配之席次，至少應滿足各政黨依(b)計算方式所分配之

最低席次86。故將國會法定席次逐步調整至 709席，並依聖拉格‧謝波爾斯

計算法分配。依各政黨合計全國政黨票總數 44,189,959 除以 709，逐步調

整獲致一適當除數 62,300，再按各該政黨所獲全國政黨票數除以 62,300，

即得各該政黨於國會之最終席次，其中基民聯盟 200 席、社會民主黨 153

席、另類選擇黨 94 席、自由民主黨 80 席、左翼黨 69 席、綠黨 67 席，基

社聯盟 46席，詳如表 6。 

    上開政黨除基民聯盟、基社聯盟所獲國會之最終席次係滿足超額席次

，社會民主黨則是在滿足超額席次外，另增加平衡席次 19席；另類選擇黨

、自由民主黨、左翼黨及綠黨雖無超額席次，但因國會法定席次之調升，

也相應獲得 10至 15席不等之平衡席次。 

 
表 6：2017年聯邦眾議員選舉各政黨於全國所獲初步席次及最終席次 

政黨 
初步 

席次 

超額

席次 
第二票數 除數 

最終 

席次 

平衡 

席次 

基民聯盟 200 36 1,2447,656 62,300 200 - 

社會民主黨 134 3 9,539,381 153 19 

另類選擇黨 83 - 5,878,115 94 11 

自由民主黨 65 - 4,999,449 80 15 

左翼黨 59 - 4,297,270 69 10 

聯盟 90/綠黨 57 - 4,158,400 67 10 

基社聯盟 46 7 2,869,288 46 - 

                                                 
86
 德國聯邦選舉法第 6條第 5 項。 



 38 

    總計 644 46 4,4189,959  709 65 

    (d)確定政黨於各邦之最終席次 

       政黨於各邦之最終席次，係依其所獲全國最終席次，及所獲全國、各邦之政

黨票總數，以聖拉格‧謝波爾斯計算法分配之，且至少應滿足其於各邦所獲

單一選區之席次數87。以基民聯盟為例，其所獲全國政黨票總數為 12,447,657

，除以全國最終席次 200席，獲得最佳除數 76,000。以該黨於各邦之政黨票

數除以 76,000 後，得一數額四捨五入後，再與其於各邦所獲單一選區席次數

比較，取數額大者，為該黨於各邦最獲最終席次。以圖林根邦為例，基民聯

盟依前開方式計算為 8 席，惟因該黨所獲單一選區席次為 9 席，2 者數額取

其大，故該黨於圖林邦之所終席次應為 9席。基民聯盟於其他 14個邦之最終

席次計算，均係比照上開方式處理，參見表 7。 

 
表 7：2017年聯邦眾議員選舉基民聯盟於全國所獲最終席次 

德國各邦 第二票數 除數 
席次 

四捨五入後 單一選區 最終席次 

什勒斯維希-霍

爾斯坦 

583,135 76,000 8 10 10 

梅克倫堡-西波

美拉尼亞 

307,263 4 6 6 

漢堡 266,312 4 1 4 

下薩克森 1,623,481 21 16 21 

不萊梅 83,409 1 - 1 

布蘭登堡 397,839 5 9 9 

薩克森-安哈特 377,411 5 9 9 

柏林 424,321 6 4 6 

北萊茵-威斯伐

倫 

3,214,013 

 

42 38 42 

薩克森 665,751 9 12 12 

黑森 1,033,220 14 17 17 

圖林根 372,258 5 8 8 

萊茵蘭-伐爾茨 848,003 11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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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符腾堡 2,061,487 27 38 38 

薩爾蘭 189,573 2 3 3 

總計 12,447,656   185 200 

      (e)政黨名單之席次分配 

    政黨於各邦之最終席次確定後，其在各邦單一選區所得之席次，應自

該最終席次數額扣除後，剩餘席次由該邦政黨名單所列候選人之順序依序

遞補，其中所列候選人如已在單一選區當選，則不予列入考量。剩餘席次

如超過政黨名單之提名人數，該席次將予從缺88。 

 (2)單一選區 

    以單一選區內各候選人之得票數最高者，當選之。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89。如同時於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方式當選時，政黨名單席次分配之規定已明

文，該名單之候選人如已在單一選區當選，將不列入席次分配考量，故係以單

一選區候選人身分優先當選。 

7、出缺之處理 

       已當選之聯邦眾議員候選人死亡、拒絕擔任議員，或擔任議員後死亡，或因

任何理由被聯邦眾議院解除職務致席位出缺時，將由辭退席次的議員於選舉時所

代表的政黨所提政黨名單上的候選人予以遞補。惟如在政黨名單提出後退出該政

黨或成為另一政黨之黨員，或另於單一選區當選後拒絕擔任議員，或曾辭退聯邦

眾議院議席，均不獲考慮為遞補之人選。政黨名單之候選人如已用盡者，則該席

次將予懸缺。邦選舉主任 (Land Returning Officer)將決定由政黨名單上哪位

候選人遞補缺額，並通知該遞補之人，其須在一星期內以書面回覆是否接受該議

席90。 

如辭退的議員是單一選區議員，其屬於獨立之選民團體或某一政黨，該類團

體或政黨未於該邦受核可提出政黨名單，該選區便須舉行缺額補選，並應於出缺

60 日內舉行。但如確知 6 月個內將重新舉行聯邦眾議院之改選者，亦即該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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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之任期僅剩 6個月，則不再辦理補選91。 

二、政治捐贈 

有關德國之政治捐贈規範，因該國的選舉制度是以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為主，

故政治捐贈在德國主要係指涉「對政黨的捐贈」這個部分，此部分係由政黨法

規範。除政黨得收受政治獻金外，聯邦眾議員亦得依法收受政治捐贈，但所依

據之法律並非政黨法，而是依聯邦眾議員法所授權訂定之聯邦眾議員行為規則

予以規範，但除有關政治捐贈資訊公開規定之外，該規則亦定明準用政黨法有

關政治捐贈之相關規定，相關規範擇要說明如下。 

 (一)權責機關  

      聯邦眾議院議長係負責受理申報、查核及公開政黨所申報之會計年度決算報告

書，其中包括政治捐贈之收受及支出情形，對於違反政治捐贈相關規定者，並

有裁處行政罰之權限。又受理、公開聯邦眾議員申報所收受政治捐贈之事項，

亦屬聯邦眾議院議長權責。 

  (二)規範(收受)對象 

    1.政黨： 

基於德國是以政黨作為政治參與的核心主體，其選舉制度是以政黨名單選出之

比例代表制，故政治捐贈之規範對象，係以「政黨」為主，並由 1967 年制定

之政黨法規範。該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政黨得收受捐贈。黨員以政黨名義

收受政治捐贈者，應立即轉交依章程規定負責政黨財務事項之政黨執行委員。

捐贈到達負責政黨財務事項之政黨執行委員之一名或政黨專職幹部之一名所

能支配範圍時，視為由黨部領受。 

    2.獨立的選民團體： 

      獨立選民團體是屬於非政黨之政治組織，依德國所得稅法第 34g 條第 1項第 2

款所定標準，係指目的在參與人民政治意志的形成，並且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參

與聯邦、邦或縣(市)層級的選舉；且須在聯邦、邦或縣市層級的任何一次最近

的選舉中獲得至少一個議席，或者向主管的選務機關書面表明，將會提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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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候選人參與聯邦、邦或縣(市)層級的任何一次即將到來的選舉。其非屬政

黨，自無政黨法規定之適用，僅有所得稅法所定捐贈者對其政治捐贈享有稅賦

優惠減免規定之適用。 

    3.現任聯邦眾議員或候選人： 

      現任聯邦眾議員或候選人自行收受之政治捐贈，如轉交給所屬政黨，則視為政

黨收受，自應適用政黨法之相關規定。如自行留用未轉交所屬政黨，現任聯邦

眾議員係依聯邦眾議員法與聯邦眾議員行為規則辦理，並準用政黨法之部分規

定；候選人則未有規範。 

 (三)捐贈資格之限制： 

政黨不得收受下列對象之政治捐贈92。聯邦眾議員收受政治捐贈，亦準用該限

制規定：   

  1.公法社團法人、國會黨團或團體，或地方議會黨團或團體。 

  2.依據章程、財團處務、其他組織規定或事實上之業務慣習，完全且直接以公益、

慈善或教會為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人合團體或財產組織。 

  3.本法適用地區以外之對象，亦即德國境外之人民、團體或營利事業等均不得為政

治捐贈，但有下列情形者，不在限制之列： 

   (1)來自基本法所稱德國人之財產、歐盟公民之財產、或來自基本法所稱德國人或

歐盟公民持有股份超過 50%或主事務所設在歐盟任何一個成員國內的營利事業

之財產。 

   (2)向少數民族於其居住地所組成之政黨所為之捐贈，且係來自與該少數民族之族

群居住地接壤的鄰國內德裔族人。 

   (3)未超過 1,000 歐元之外國人捐贈。 

  4.職業團體受託指定轉交之捐贈。 

  5.企業之部分或全部屬公部門所有，或公部門於企業直接出資超過 25%，並由公部

門管理或經營。 

  6.顯然基於期約或作為特定經濟或政治利益之對待給付而為之捐贈。 

                                                 
92
 德國政黨法第 24條第 2項第 1款至第 5款、第 7 款、第 8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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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由第 3人收受政黨支付傭金而募得之捐贈，且傭金超過該捐贈價額 25%。 

 (四)捐贈方式之限制： 

    對於政黨之現金捐贈，不得超過 1000 歐元93。另外政治捐贈之個別款項超

過 500歐元，且其捐贈人不明，或捐贈顯然係由匿名之第三人委託轉交者，政

黨不得收受94。易言之，超過 1000歐元的捐贈，須以支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

為之，而匿名之政治捐贈僅限於 500歐元以下。 

    又聯邦眾議員收受政治捐贈，在匿名政治捐贈部分，係準用上開對於政黨

匿名捐贈之規定95。但對於所收受之現金捐贈部分，則並未準用。 

 (五)捐贈之稅賦減免優惠： 

       個人每年之政治捐贈在 3,300 歐元內（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者，為 6,600

歐元內）享有稅賦優惠，法人捐贈則不享有該項稅賦減免優惠，相關規定如下： 

  1.捐贈 1,650歐元之半數，即 825歐元得直接扣抵應繳之薪資所得稅(夫妻合併申

報所得稅者，最高扣抵金額為 1,650歐元） 

    德國所得稅法第 34g條第 2項96。 

  2.捐贈 1,650歐元以上，至 3,300歐元者（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者，為捐贈 3,300

歐元以上，至 6,600歐元），超過部分之捐贈額度得以「特別支出」的名目作

為所得稅列舉扣除額97。 

         惟前開政治捐贈之稅賦減免優惠規定，係適用於捐贈者對政黨之政治捐

贈；對獨立選民團體之政治捐贈，不適用「特別支出」之稅賦減免優惠部分。

倘若獨立選民團體未參與任何一次即將到來的選舉，則稅賦優惠減免只適用至

選舉日止。如該獨立選民團體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選舉，則從舉行選舉的該

年度起，將再度享有稅賦減免優惠。至於對現任聯邦眾議員或候選人之政治捐

贈，如其未歸繳所屬政黨，而是留作己用，因捐贈者無法獲得捐贈收據，相關

稅賦優惠均不適用。 

                                                 
93
 德國政黨法第 24條第 1項。 

94
 德國政黨法第 24條第 2項第 6款。 

95
 德國聯邦眾議員行為規則第 4條第 4項。 

96
 德國所得稅法第 34g條第 2 項。 

97
 德國所得稅法第 10b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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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捐贈之申報、公開：     

   1、政黨： 

     全政黨之決算報告書，係分別編制聯邦黨部、各邦黨部及其下屬區域組織之決

算報告書，記載該年度（會計年度）經費之來源與支出，其收入項目包括「個

人的捐贈」和「法人的捐贈」。各邦黨部及其下屬區域組織之決算報告書，應附

上所有捐贈及捐贈者之姓名、住址等清單，聯邦黨部應將該等清單集結成冊，

以供查驗每位捐贈者每年之捐贈總額。收受個人捐贈部分，並依該年度個人捐

贈總額超過或未超過 3,300歐元之收入總額，分別予以列載98，並記載同一年度

內捐贈總額超過 1萬歐元之捐贈者姓名、住址及捐贈之金額99。 

         上開政黨之決算報告書應經會計師或會計師公司查核；政黨如不具領取國

家補助資格，其決算報告書得經由宣誓之記帳士或記帳士公司查核之，查核報

告均應附於決算報告書後一併辦理申報。但政黨不具領取國家補助資格，且其

收入及財產均未超過 5,000歐元者，其會計報告書得不予查核100。 

         在完成查核程序或毋須辦理查核時，政黨應將其決算報告書所載會計年度

之翌年 9月 30 日前，向聯邦眾議院議長申報，聯邦眾議院議長並得延長申報期

限至最長 3 個月。未於期限內申報者，終局喪失基於捐贈所生之國家補助金請

求權；若至翌年 12 月 31 日前仍未申報，則終局喪失該會計年內有關選票部分

之國家補助金請求權101。 

        聯邦眾議院議長收受上開政黨申報之決算報告書，得在未經審核前公布於聯

邦眾議院之公報及官方網站102，惟依實務運作情形，各政黨所申報會計年度之決

算報告書，多係在聯邦眾議院議長延長申報期限後之 6個月內公布。 

    除了上開會計年度決算報告書之定期申報外，為強化鉅額政治獻金捐贈的

透明度，另針對單筆政治捐贈的金額超過 5 萬歐元者，政黨必須立即向聯邦眾

議院議長申報，而眾議院議長應以最快速度將其單獨公告在聯邦眾議院公報及

                                                 
98
 德國政黨法第 24條第 8項。 

99
 德國政黨法第 25條第 3項。 

100
 德國政黨法第 23條第 2項。 

101
 德國政黨法第 19a 條第 3項。 

102
 德國政黨法第 23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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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103。 

  2、聯邦眾議員 

聯邦眾議員就所有供其政治活動使用之金錢捐贈和具金錢價值之贈與，應分別

記明於帳冊104，同一年度內政治捐贈的價值超過 5,000歐元者，必須將捐贈者的

基本個資和捐贈總額向聯邦眾議院議長申報105；同一年度內單筆政治捐贈或同一

個捐贈者的數筆捐贈之總價值超過 1 萬歐元者，聯邦眾議院議長必須公告捐贈

者的基本個資與捐贈總額106。 

 (七)相關處罰規定 

    政黨收受違反規定之政治捐贈，至遲未於申報決算報告書時繳交給聯邦眾

議院議長者，依該筆非法政治捐贈之價額處 3 倍罰鍰。已支用之部分，亦納入

計算；未依規定將同一歷年政治捐贈總額超過 1 萬歐元之捐贈者姓名、住址及

捐贈金額等資料記載於決算報告書中，依未公開之金額處 2倍罰鍰107。但對收受

單筆政治捐贈超過 5 萬歐元，未依規定立即向聯邦眾議院議長申報者，則未訂

有相關處罰。 

  另針對意圖隱匿政黨財產或經費之來源、使用，或規避報告義務，而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108： 

(1)向聯邦眾議院議長申報之決算報告書中，為政黨收入或財產資料之不實記

載； 

(2)將政治捐贈之金額分成數筆而記載或使記載； 

(3)違反捐贈於受領後立即返還捐贈者，視為未收受之規定，未交出政治獻金。 

    政黨決算報告書之查核者或其助手針對查核結果為不實之報告，於查核報

告中隱匿重大情事或為內容不實之陳述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收受

對價，或意圖使自己或他人從中得利或使家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罰金。 

                                                 
103
 德國政黨法第 25條第 3項。 

104
 德國聯邦眾議員行為法第 44a 條第 2 項、德國聯邦眾議員行為規則第 4 條第 1 項。 

105
 德國聯邦眾議員行為規則第 4條第 2項。 

106
 德國聯邦眾議員行為規則第 4條第 3項。 

107
 德國政黨法第 31c 條。 

108
 德國政黨法第 31d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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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及建議 

     本次考察收穫頗豐，以下謹就前開參訪 2國選舉制度與政治捐贈規範情形之整

理，評估我國適用之合理性與可行性： 

一、選舉制度部分 

  (一)立法委員選制仍宜維持並立制 

     義大利 2017 年修法將國會議員選制由比例代表制修正並立制，係以該國

為內閣制國家，卻因政治、經濟及社會等意識形態分歧致政黨數目眾多，無法

建構穩定執政之多數政黨，故希望藉此建立穩定多數的政黨，除維持過去政黨

聯合競選、提名候選人的方式外，單一選區之候選人也必須由政黨提名，並未

有獨立候選人之機制；在選票設計、計算上，將單一選區候選人與政黨名單候

選人以包裹綑綁方式交付選民去選擇，禁止分裂投票，均係鼓勵、促進數個政

黨聯合參選，並取得多數席次以聯合執政。爰此，義大利所採眾議員新選制之

規範架構，係應其憲政體制、政黨政治及所欲解決問題等需求，與我國立法委

員選制變革考量因素各異。 

至於德國所採聯立制，一方面保持比例代表制優點，確保國會議席分佈準

確反映民意的分佈，另一方面採取單一選區方式，讓選民有機會認識和選出該

區的民意代表，而並非只是選擇一張名單。但因 2者席次有連動關係，如政黨

所獲比例代表席次，大於單一選區選出席次，則屬正常分配情形，尚無疑慮，

但依德國歷次選舉經驗，均因大黨在部分邦之單一選區所獲席次數，超過於該

邦所獲比例代表席次，而產生超額議席問題，且超額席次之數目在近年選舉均

逐步往上遞增。為解決超額席次問題，該國於 2013 年修正選舉法後，以擴充

國會總席次之方式，俾使政黨於國會最終所獲席次，至少涵蓋單一選區所產生

之超額席次，以符合該黨所獲政黨票得票比率，亦即平衡議席之機制，但此一

方式也使其他小黨隨國會總席次增加獲得額外議席，致國會議席暴增，增加政

府開支及民眾稅賦負擔；另外採取聯立制之方式，於單一選區或比例代表選區

名額出缺時，也是由政黨名單優先遞補，亦即議員組成可能產生由政黨名單選

出者大幅超過單一選區選出之情形，形成貫徹政黨意志壓過選區選民意志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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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尚值商榷。 

我國 2007 年修憲將立法委員選制修正為並立制時，亦同時將立法委員席

次由 225席減至 113席，如改採聯立制，衍生超額席次，就不符票票等值原則；

如為符合票票等值，則需增列平衡議席機制，但將使立法委員席次暴增，甚至

超過修憲前之 225席，能否為社會大眾接受，尚有疑義。且聯立制之設計，係

以政黨名單候選人優先當選或遞補之方式，如單一選區當選人出缺時，優先由

政黨名單候選人遞補，而不是在該單一選區以補選方式產生，致遞補之當選人

與該單一選區並無連結關係；以及有超額席次，且無平衡議席機制設計時，有

單一選區當選者出缺時，亦無法由政黨名單候選人遞補，致該單一選區無立法

委員代表之情形，均與現行並立制下，立法委員缺額得分別以補選或政黨名單

遞補之機制不同，恐難獲一般選民、社會大眾支持。況我國立法委員選制採並

立制以來，仍有民眾不知道其所投選票與席次產生之關聯性，如改採聯立制，

因計算方式更為繁複，民眾能否了解其投票結果與席次產生之連結，攸關該選

制是否能充實反映選民之投票真義，尚有疑慮。如為解決票票不等值問題，而

改採聯立制，後續衍生問題將更趨繁雜，且相較德國、義大利選制主要係在法

律規範，我國選制改革則涉及修憲，包括立法委員名額，是否由現行憲法規定

之定額，修正為採浮動席次等，在政治、法律可行性更為不易，仍待長期與政

黨、學者專家及社會大眾討論、溝通，獲致共識後，始得循修憲方式為之，現

階段立法委員選制仍宜維持並立制，並採漸進方式處理立法委員席次與政黨得

票比例不等值之問題。 

  (二)適度調升由比例代表制方式選出之立委席次名額 

    本次考察義大利選制，發現其改革目的雖係為避免政黨林立，形成不穩定

之多數，故將比例代表制修正為並立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該修正案之民

主黨原係規劃眾議員席次分別由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制各選出 1/2，但於國會

提案審議並修正通過之版本，大多數席次仍以比例代表方式選出；德國則是在

法定 598席額度內，由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制各占半數席次，，而我國以比例

代表方式選出之 34席，僅占立委總席次 1/3，如在維持並立制，但又要避免 2

大黨贏得大部分席次，致立委席次分配與政黨得票比例不等值問題，或可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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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義大利規範，適度調升由比例代表制方式選出之立委名額，惟涉及修憲

層次，仍需社會各界有高度共識，且經立法院提出修憲案，並交付人民投票複

決，始能完成修憲程序。 

  (三)政黨參與比例代表席次分配門檻容有檢討空間 

    在維持並立制作漸進調整之基礎上，除調升由比例代表制方式選出之立委

席次名額外，另政黨參與席次分配門檻之調整，亦是可考量的方向。以義大利

選制為例，其雖以鼓勵 2個以上政黨聯合競選，希望能夠組成多數政黨執政進

行整體規範，但對於不結盟之單一政黨參選，其規定比例代表席次分配之門

檻，並未採高門檻規定，仍係規定獲取全國有效政黨票 3%即得參與席次分配，

對於少數族裔政黨於自治區參選，並規定獲得 2 席單一選區席次即得分配席

次；德國則係規範政黨獲全國政黨票 5%或 3 席單一選區席次即得分配席次，

爰我國現行僅以政黨獲取全國政黨票 5%作為席次分配之門檻，容有檢討空間。

例如是否調降至 3%，使小黨至少能取得 1席比例代表席次？又如維持 5%門檻，

或可參採德國規範精神，衡量政黨須取得幾席單一選區始有參與比例代表席次

之資格，惟上開政黨參與比例代表席次分配門檻之調整，均涉及憲法增修條文

之修正，亦須循修憲程序規定辦理。 

  (四)修法允許受監護宣告者行使選舉權 

    關於受監護宣告者有否選舉權議題，義大利係於憲法定明民事無行為能力

者不具選舉權，實務上並由法院認定；德國則在聯邦選舉法規範，並認該規定

已具體界定為只有全部事務經法院裁決受監護者，不得行使選舉權，受部分監

護者仍具選舉權，管制範圍已予限縮，且任何人在無法自我負責並作出高度個

人決定時，賦予其行使選舉權並不合理；縱有監護人協助受監護宣告者處理相

關事務，惟不論其代表或協助投票，能否確實反映受監護者之投票意向，將影

響選舉權行使之公正及公平性，故該 2 國均認現階段對於是類人員有無行為能

力之科學鑑定已屬嚴謹，法院並據以為相關監護宣告之判決，相關限制尚屬合

理，現階段並未有賦予受監護宣告者或無行為能力者行使選舉權之修法方向。

惟德國亦表示聯邦行政法院可能於今年年底做出相關判決，是否會放寬受監護

宣告者行使選舉權之限制，尚待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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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1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4條均規定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不具選舉權，惟於 2017年 10月 30日至 11日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審查會議時，審查委員認為上開規定導致身心障礙

者之選舉權遭到剝奪，為確保身心障礙人與其他人平等行使選舉權，爰建議我

國應予修正，以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條及第 29條有關法律之前獲得

平等承認及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之規定。內政部已於 2018 年 10 月 16 日邀請

學者專家、立法院各黨團代表、相關行政機關及民間團體召開座談會進行討

論，與會代表多數均認受監護宣告者，其目的在保護欠缺意思能力者於私法交

易上之行為，連帶限制其行使選舉權，並不合理。經再檢討後，內政部擬具 2

項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業刪除該限制規定，經報送行政院於 2018 年 12 月

14日核轉立法院審議，未來如完成修法，受監護宣告者亦得以行使選舉權。 

  (五)我國候選人消極資格之規定，相較德國、義大利更為具體明確 

     德國、義大利在有關候選人之消極資格規定，並未如我國在選舉法規範，

而是在刑法相關規範去處理，亦即視為刑法主刑外之附加刑，使違反相關刑法

規定者經判決確定後，喪失擔任民選公職人員等資格。義大利除於刑法各該條

文明定終身或暫時褫奪公權，2012 年制定反貪污法後，對於最高可處 4 年罪

而被判刑 2年者，甚至規定 6年內不得參選之限制，此係因該國黑手黨犯罪、

貪腐案件頻仍，其中並涉及與政治人物掛勾之問題，故在刑法上對於候選人消

極資格有較為嚴格之限制。 

     我國候選人之消極資格，亦包括依刑法規定褫奪公權之情形，但是否褫奪

公權，係依犯罪之性質而定，賦予法官判決裁量空間；另為端正選舉風氣，並

達選賢與能，現行我國 2項選舉罷免法對於犯內亂、外患、貪污及刑法所定賄

選罪經判刑確定者，因屬涉及侵害重大國家、公共法益之罪，故係規範終身不

得參選；另犯上開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或受保安處分、

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時，亦不得登記為候選人，在候

選人消極資格之規範密度，我國更甚於義大利、德國之規範。又目前報經行政

院核轉立法院審議之 2項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為符法律明確性原則，並貫徹

防杜黑金介入意旨，明定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國安三法、以及與刑法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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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自由或賄選罪構成要件相同或罪刑相當之罪，經判決確定者，均列為候選

人消極資格，以資周延。 

    基於上開限制終身不得參選之規定，係以其犯罪行為已達嚴重侵害國家、

公共利益程度，並為避免該等人員藉參選取得民選公職身分，持續影響國家安

全或獲得不法利益之可能，爰有限制參選之必要。至是否可參採義大利作法，

不分犯罪行為類型，而係對於經判處一定期間以上之有期徒刑者，定明一定期

間不得參選之限制，基於該國係以此作為處罰犯罪行為人之附加處罰效果，與

我國以端正選風為主要規範意旨仍屬有別，又我國現行已規範該等人員如經判

刑確定後，須將相關之刑執行完畢後始得參選，增列其於刑之執行完畢後一定

期間不得參選之必要性、妥適性，似有疑慮109，基於參政權係憲法明文之基本

權利，為避免限制過於嚴苛，尚不得貿然採行。 

  (六)我國婦女應當選名額規定尚具規範實益 

           揆諸義大利選舉制度，其主要特色包含對婦女參政權保障有較多規範，該

國除規定比例代表政黨名單之候選人須依男、女性別輪替排列外，因該國比例

代表係由數個多席次選區選出，故亦規定排列於各該選區之政黨名單排序列為

首位之候選人，以及提名所有單一選區候選人之任一性別比例，均不得超過

60%。惟值得注意的是，該國由於規定候選人得為雙重登記，且最多得登記於

5份政黨名單內，故各政黨為達到候選人性別比例規定，以同一婦女候選人為

重複登記，形式上滿足婦女參政之規定，但實質當選者仍屬有限。 

    德國則是基於憲法規定選舉之自由、平等原則，選舉法並未規定政黨應提

名女性候選人之比例，而應是由政黨依其黨綱、政策主張等自行決定是否提名

婦女候選人，且該國認為如硬性規定政黨須提名一定名額之婦女候選人，係屬

於齊頭式平等，並不合理。 

    我國規定立法委員以比例代表制選出者，係以政黨名單所列候選人順序依

                                                 
109
 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柯尼因犯逃漏稅罪，於 2013 年經判處 4 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因符合反貪腐

法有關判處 2 年以上有期徒刑，於 6年內(至 2019 年止)不得擔任公職之限制規定，故不得登記為

2018 年 3 月 4 日眾議院選舉之候選人。其曾主張該項限制侵害人權，並擬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訴

訟，嗣經 2018 年 5月 11日米蘭地方法院撤銷前開逃漏稅之判決效力，禁止擔任公職之判决也隨之

撤銷，故未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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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當選，又婦女名額不得低於應行當選名額之二分之一，且婦女當選人少於應

行當選名額時，並由順序排列在後面之婦女候選人優先分配當選；婦女候選人

少於應分配之婦女當選名額時，並視同缺額。此種規範效果係具婦女實質當選

之保障，而非僅於候選人提名之保障，規範更為嚴謹。 

  

二、政治捐贈部分 

  (一)我國管制範圍、對象廣泛周延，並由單一機關監督管理 

    義大利之政治資金，自 1974年政黨資金法立法以來，即以政府撥給政黨補

助金(競選活動補助款)為規範主軸，對於政治捐贈之規範則少有著墨，且該國

有關政治捐贈之管制對象，雖包括政黨、候選人及參、眾議員等民選公職人員，

看似管制範圍、對象多元，但與我國 2004 年政治獻金法立法前之管制方式相同，

係分別以不同法律予以規範，惟其中涉及政治捐贈之條文僅有若干，規範內容

不一且未盡周全，並分屬不同之權責機關監督、管理，彼此未有協調、溝通，

形成鬆散不完整之管制體系。又 2014年起配合政黨競選活動補助款之刪除，以

及確立經政府機關認定符合憲法所定民主及透明原則之政黨註冊登記後，得收

受自願捐贈及其相關配套之法律通過後，有關政黨、候選人之政治捐贈規範目

前已盡量調整為一致，但候選人與政黨之政治捐贈資金有連動之可能，卻未能

相互勾稽、檢核，產生管理上闕漏及標準不一等情形，並以管制對象僅以政黨、

候選人等為限，惟以實務政治場域而言，從事政治、助選活動而可能收受捐贈

之對象，並非以政黨、候選人為限，更包括與政黨、候選人無關聯性且無相互

協調溝通之第三方個人或團體，惟渠等收受之政治捐贈均不適用相關規範，上

開問題均是義大利政治捐贈規範尚待解決之課題。 

    而德國則屬另一種規範模型，由於該國選舉制度原即以政黨為規範體系之

核心，故政治捐贈規範亦以政黨為核心，並納入政黨法予以規範。在其規範邏

輯裡，政黨黨員及其所屬公職人員候選人等所收受之政治捐贈，最終仍需歸繳

給政黨使用，又以該國選舉制度實務運作觀之，能夠當選者均係經政黨提名，

少有獨立候選人當選情形，故僅需於政黨法規範政治捐贈即可。又候選人如私

自收受，事後並有涉及相關違法行為，則會由相關機關依法調查，這對於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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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治生涯也是很大的傷害，故除當選為聯邦眾議員之情形外，德國認為尚無

須將候選人列為政治捐贈規範之對象。本次考察也提及許多本質、表面上與政

黨無關聯之第三方個人或團體，如收受捐贈後從事支持或幫助特定政黨競選，

其收受捐贈是否也應列為規範之對象，德國代表則表示，這部分除非是該第三

方之個人或團體與特定政黨有所聯繫，應可視為對政黨之政治捐贈而受規範；

如未有相互聯繫，基於尊重言論自由，則應視為獨立支出，不應納入規範。 

    至於我國則在 2004年政治獻金法制定後，從過去分別以人民團體法、總統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範政黨、政治團體及候選人收受政

治捐贈，合併於政治獻金法規範，使規範內容具一致性，且負責受理政治獻金

申報、查核及裁罰機關均為監察院，能有效行使政治獻金監督、管理功能。又

依政治獻金法第 2 條所定義之政治獻金，係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

活動之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之動產或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

除或其他經濟利益等，均包括在內。換言之，任何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

關活動之個人或團體如收受政治捐贈，均有該法之適用，係以該等捐(受)贈行

為為規範對象，非如德國、義大利僅以法定得收受政治捐贈之對象為限，我國

規範更為合理、周延。 

 (二)我國管制事項嚴謹而縝密 

     義大利有關政治捐贈規範之內容，如前所述較為鬆散，僅在捐贈方式上

定明不得匿名，且須以銀行、郵局等匯款方式取代現金捐贈，以確保政治捐贈

係可回溯、追蹤，係屬較嚴謹之規範。在禁止捐贈對象上，對於近來歐洲各國

發生俄羅斯等外國資金捐贈不當影響競選活動，以及熱那亞斷橋事件引發承攬

該工程之廠商是否有藉政治捐贈影響政府決策及工程品質等情形，則均不在限

制之列；捐贈限額上，個人及營利事業對同一政黨、候選人之捐贈總額均為

10 萬歐元，又營利事業捐贈額度之計算，並係包括受母公司控制、影響之子

公司，較能避免財團以個別子公司捐贈方式，規避捐贈總額之限制，但由於營

利事業與個人之捐贈總額未作區別規範，也可能產生營利事業以董事長、董監

事或員工等個人捐贈方式，同樣達到迴避捐贈總額限制規範之效果，尚有規範

漏洞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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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與我國政治捐贈規範內容則較為接近，分別定明類對象不得為政治捐

贈，規範較細密，又有關匿名、現金捐贈之方式，亦定明一定金額始得為之，

但在捐贈總額部分，德國雖有部分政黨、民間團體均主張應訂定捐贈總額上限

之規定，但最終基於個人捐贈意願而未做處理，不如我國不但將捐贈者區分為

個人、營利事業及人民團體定明每年捐贈限額規定，並就渠等對同一或不同之

政黨、候選人為不同規範，且 2018年 6月 20 日政治獻金法修法後，配合近年

來地方選舉合併辦理，因應候選人數暴增競相爭取政治捐贈，基於鼓勵個人小

額捐贈之立法原則下，也，適度提高個人對不同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由新

臺幣 20 萬元調升為 30 萬元，以兼顧捐贈限額立法意旨及競選實務運作之需

求。故總體而言，在政治捐贈規範內容上，我國相較德國及義大利更為嚴謹縝

密。 

 (三)我國資訊更為公開透明 

     在政治捐贈資訊公開之內容及方式上，德國、義大利均有規定年度內捐贈

一定金額以上之資料應予詳列並對外公開；公開方式上並已公布於參、眾議院、

政府公報等網站；義大利為求政黨之財務公開透明，並定明應將相關資訊公開

於政黨之網站，此類公開內容及方式，均與我國目前規範政治獻金資訊公開之

規定相同，此係為使社會大眾有利明瞭一定額度以上之政治捐贈情形，不致混

雜在眾多具名、細項之小額捐贈而不易做有效檢視、監督。 

    但德國、義大利也有相關人士認為，由於目前僅規定超過一定額度以上之

捐贈始須公開，義大利並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如要公開在一定額度以

下之捐贈者資料，須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因此德國、義大利縱規範一定金額或

不限金額之政治捐贈均須採實名制，但因部分捐贈毋須公開，或僅得由民眾申

請查閱，以致相關實名制缺乏規範實益。因之，政治捐贈相關規範無論如何細

密、周延，能否具體落實，達到原先規範目的，最終仍需仰賴資訊公開之內容、

方式，是否能確實俾利社會大眾接近、獲取，以作為有效公共監督而定。我國

2018 年 6 月 20 日政治獻金法修正前，雖已定明超過新臺幣 1 萬元均須具名為

之，超過新臺幣 3 萬元之收支對象資訊並另載明會計報告書內；但在公開方式

上，公開於電腦網路之政治獻金資訊，僅限於收支決算表 1 項，其他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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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申請查閱方式提供，不利公眾資訊近用權利。在 2018年 6月 20日修法後，

已定明政治獻金資訊全部內容均應公開於電腦網路，換言之，每 1 筆 1 萬元以

上之政治獻金捐贈，或 1 萬元以下而具名為政治獻金捐贈之情形，社會大眾均

得在網路上搜尋、查閱即得知悉，故在政治捐贈資訊公開之規範及實務運作，

我國更優於德國、義大利，並具落實相關規範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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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次考察德國、義大利選舉制度與政治捐贈相關規範及實施情形，除了解該 2

國選舉制度與政治捐贈之現行規範及實務運作情形外，亦獲得受訪機關提供書面參考

資料(如附錄 6、7)，成果豐碩。而在考察期間，承蒙駐義大利臺北代表處李大使新

穎接見，分享其過去在義大利從事外交工作心得，並關心本次考察團所要考察重點，

也特別邀請並陪同考察團與義大利「國會友台協會」副秘書長及民主黨參、眾議員餐

敘，藉以獲悉義大利新選舉制度立法過程之第一手資訊，另本次義大利考察行程，也

承蒙黃參事瑞隆費心，除拜會義大利內政部係原訂行程外，因擬拜會之五星運動黨無

法成行，直至考察前一日仍不斷洽商拜會行程，使得考察團得與前開國會議員、學者

專家及執業律師等進行餐敘、會談交換意見，且於忙碌外交工作中抽空陪同及接送考

察團，展現出的工作專業專度及熱忱，再次表達敬意。又赴德國考察時，駐德國臺北

代表處陳副代表尚友特地安排與考察團進行工作餐會，瞭解本次考察重點，以及李副

組長宗能協助安排及陪同拜會德國內政部、聯盟 90/綠黨行程，以及協助考察團傳譯

義大利文、德文工作之蕭乃嫣、黃亦君小姐，對本次考察內容均充分了解，在雙語轉

譯上專業流暢，使本次考察順利圓滿完成，謹此均一併致予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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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考察照片集錦 

 

 

 

 

 
 

 
 
 
 
 
 
 
 
 
 
 
 
 
 
 

 
 
 
 
 
 
 
 
 
 
 
 
 
 
 
 
 
 

 

與傳譯蕭乃嫣小姐(左 1)、駐義大利臺北

代表處副大使黃國榮先生(左 2)、羅馬第

一大學法學院教授 Prof.ssa Gladys 

G.Palomino女士(右 1)合影留念 

與傳譯蕭乃嫣小姐(左 1)、羅馬第一大學

政治系教授 Prof. Stefano Pelaggi 先

生(左 3)、Prof. Gabriele Natslizia(右

2)先生合影留念 

與駐義大利臺北代表處參事黃瑞隆先生

(左 1)、義大利內政部選務規劃司 主任

Caterina Amato 女士 (右 2)、副主任

Fabrizio Orano 先 生 ( 左 2) 及 Ada 

Ferrara女士(左 3)合影留念 

與義大利友臺國會小組秘書長 Camille 

Zuccoli 先生(左 1)、民主黨眾議員

Nicola Care先生(左 2)、傳譯蕭乃嫣小

姐(左 4)、駐義大利臺北代表處大使李欣

穎先生(左 5)、參議員 Dario Parrini

先生(右 3)、眾議員 Marco Di Maio 先生

(右 1)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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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駐義大利臺北代表處法律顧問

Gianni Dell”Aiuto 先生(左 1)、義

大利司法部法務司司長 Giuseppe 

Corasaniti 先生(左 2)、傳譯蕭乃嫣

小姐(左 3)、卡梅里諾大學法學教授

Prof.ssa Tatiana Guarnier 女士(右

1)及羅馬執業律師 Antonello Ciervo

先生(右 2)合影留念 

與駐德國臺北代表處李宗能先生(左 1)、

德國內政部選舉權與政黨權處處長

Dr.Henner Jörg Boehl 先生(右 1)合影留

念 

與 德 國 聯 盟 90/ 綠 黨 公 關 處 專 員

Hans-Christian Mrowietz 先生合影留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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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拜會義大利內政部之訪談問題 

1.選務機關組織編制、職掌劃分及業務運作情形如何？ 

   Please specify how the election policy is stipulated,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and operations of 

election executing institutions. 

2.國會議員席次、選出方式之規定如何？依政黨名單選出之國會議員，其政黨得票率

門檻規定如何？ 

   What are the rul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seats and election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What is the vote threshold that members of Parliament nominated 

by parties must get from their individual parties？ 

3.目前國會議員席次、選出方式之規定，係採並立制，該制度亦曾於 1993-2005

年施行，2者有何差別？何者更趨近過去採比例代表制下，政黨席次與其得票率大

致相近的原則？ 

The current seats and election methods of the members of Parliament adopt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Such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between 1993 and 2005,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Which of 

the two systems are closer to the pa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in which the seats a party gains are mostly similar in terms of percentage 

to the votes it has obtained？ 

4.國會議員選區之劃分、變更方式、程序規定如何？ 

How are the electoral districts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divided, changed 

or processed？ 

5.候選人登記之資格、方式及條件，及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限制規定如何？ 

What are the qualifications, methods and conditions candidates must fulfill 

to becom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What are the restriction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candidates？ 

6.政黨名單或單一選區候選人之性別比例有無規定？候選人之性別比例符合或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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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法律效果為何？ 

Is there a rule on the gender ratio of candidates for party nominations 

and candidates of a single electoral district ？ What are the legal 

consequences if the gender ratio meets or fails to meet the set standard

？ 

7.選票之計算，有無配合單一選票兩票並立制訂定特別規定？選舉人採分裂投票時，

其政黨票是否列入有效票計算？ 

Are there any special regulations on the calculation of vo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If an elector casts his or her 

votes separately, is the party-vote counted as a valid vote 

8.選舉人？之資格，包括受監護宣告者、在羈押中或於監獄服刑者是否具選舉權？ 

Regarding electoral qualifications, are guarded minors, those under 

custody or in prison able to exercise their voting rights？ 

9.政治捐贈管理機關、職掌劃分及業務運作情形如何？ 

Please specify how the political donations policy is stipulated,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and operations of 

political donations executing institutions. 

10.政治捐贈規範重點，包括捐贈資格、總額及方式之規定如何？  

What are the rules for political donations, including qualifications, 

amount and method of donation？ 

11.政治捐贈法律之規範對象為何？是否含括政黨、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如否，則

相關規範分別為何？ 

Who are the legal targets of the rules for political donations？Do they 

include parties,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or possible candidates that are 

planning to participate in an electoral campaign？If not, what are the 

respective guidelines for the different targets？ 

12.政治捐贈資訊之公開透明，其公開方式、內容為何？有無公開於電腦網路或提供

書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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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publication for open and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on political donations？Is the said information only posted 

on the Internet or available upon written requests？ 

13.今(2018)年甫結束之眾議院選舉，適用選舉法、政治捐贈法制規範相關檢討情形

如何？ 

    During the House election this year (2018), what was the conclusion after 

the review of the Electoral Law and Political Donation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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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與義大利參眾議員、學者專家及律師等之訪談問題 

1. 去(2017)年 10月新修正之選舉法規定，眾議員選舉係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其

中 2/3是由政黨名單選出，1/3則由單一選區選出，對此一修法結果，貴黨曾提出

反對意見，未來是否將提出修正案？ 

In the October 2017 revision of the Election Law, it is stated that the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would adopt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in which 2/3 of the seats would come from party nomination, and 

the remaining 1/3 from single electoral districts. Your Party opposed the 

said revision. Will your Party file for another revision in the future

？ 

2. 依政黨名單選出之眾議院議員，係依政黨是否結盟競選，適用不同得票率門檻，

去分配各政黨席次，現行門檻規定是否合理？如認有調整必要，貴黨建議修正方

向為何？ 

The elected members of congress according to party nominations are 

allocated their respective party seats according to whether parties choose 

to form an alliance applicable to the different electoral thresholds 

obtained. Are the present thresholds reasonable？If the thresholds should 

be adjusted, what are your Party’s suggestions on such adjustment？ 

3. 本次配合新修正之選舉法增設眾議院之單一選區，其劃分之程序、標準是否公平

？貴黨意見如何？ 

A new single electoral district was added to act in concert with the newly 

revised Election Law. Are the division and standards of which, fair？ 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on the matter？ 

4. 有關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限制規定，貴黨認為是否合理？有無檢討修正之處？ 

Does your Party find the restrictions on candidates who may not register 

reasonable？Is there any room for revision and amendments？ 

5. 依新修正之選舉法規定，政黨須在國會有一定席次，或須經法定人數連署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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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推薦單一選區或政黨名單之候選人，是否合理？貴黨有無建議修正意見？ 

According to the newly revised Election Law, Parties must have a certain 

number of seats in Parliament or have officially obtained the signature 

of a number of people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a single-member district or 

party nomination. Do you find this reasonable？Speaking for your Party, 

is there any room for revision and amendments？ 

6. 貴黨最近一次眾議院選舉之政黨名單或單一選區候選人之性別比例如何？對於選

舉法規範政黨應提名婦女候選人之比例規定，以及未達比例之法律效果，貴黨意

見如何？ 

  What is the gender ratio of candidates in a party or single-member district 

nomination as proposed by your Party during this year’s (2018) 

Parliamentary election？Regarding the regulation stated in the Election 

Law on the ratio for the nomination of female candidates in political 

parties, as well as the legal consequences if such ratio is not met, 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on the matter？ 

7. 眾議院之選舉，係允許不同政黨採聯盟方式競選，但選民如單一選區與政黨名單

分別投票給不同政黨，則會被認為是無效票，是否合理，貴黨意見如何？  

The congressional election allows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to run 

campaigns in alliances. However, if a voter casts his or her single-member 

district vote and party nomination vote for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his or her votes are deemed invalid. Is this reasonable？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on the matter？ 

8. 有關政治捐贈之規範，包括禁止捐贈對象、捐贈總額、捐贈方式、資訊公開之方

式及內容等，有無再檢討修正之處，貴黨意見如何？ 

Regarding political donation regulations specified in Germany’s Political 

Party Act, in which regulations are only limited to political parties 

and are not applicable to candidates or other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s there a loophole in the law？ 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on the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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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今(2018)年甫結束之眾議院選舉，在適用選舉法、政治捐贈法制規範，是否曾產

生爭議，可否舉例說明？有無檢討修正意見？ 

   During the House election this year (2018), Were there any  disput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lectoral Law and Political Donation Laws？Could 

you give an example？Is there any room for revision and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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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拜會德國內政部之訪談問題 

1. 選務機關組織編制、職掌劃分及業務運作情形如何？ 

Please specify how the election policy is stipulated,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and operations of 

election executing institutions. 

2. 國會議員席次、選出方式之規定如何？依政黨名單選出之國會議員，其政黨得票

率門檻規定如何？ 

What are the rul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seats and election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What is the vote threshold that members of Parliament 

nominated by parties must get from their individual parties？  

3. 國會議員選區之劃分、變更方式、程序規定如何？ 

How are the electoral districts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divided, changed 

or processed？  

4. 候選人登記之資格、方式及條件，及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限制規定如何？ 

What are the qualifications, methods and conditions candidates must 

fulfill to become a member of parliament？What are the restriction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candidates？ 

5. 政黨名單或單一選區候選人之性別比例有無規定？候選人之性別比例符合或未

達規定之法律效果為何？ 

Is there a rule on the gender ratio of candidates for party nominations 

and candidates of a single electoral district？ What are the legal 

consequences if the gender ratio meets or fails to meet the set standard

？ 

6. 選票之計算，有無配合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訂定特別規定？選舉人採分裂投票時

，其政黨票是否列入有效票計算？ 

Are there any special regulations on the calculation of vo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s？If an elector casts hi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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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votes separately, is the party-vote counted as a valid vote？ 

7. 選舉人之資格，包括受監護宣告者、在羈押中或於監獄服刑者是否具選舉權？ 

Regarding electoral qualifications, are guarded minors, those under 

custody or in prison able to exercise their voting rights？ 

8. 政治捐贈管理機關、職掌劃分及業務運作情形如何？ 

Please specify how the political donations policy is stipulated,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and operations 

of political donations executing institutions. 

9. 政治捐贈規範重點，包括捐贈資格、總額及方式之規定如何？ 

What are the rules for political donations, including qualifications, 

amount and method of donation？ 

10. 政治捐贈法律之規範對象為何？是否含括政黨、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如否，則

相關規範分別為何？ 

Who are the legal targets of the rules for political donations？Do they 

include parties,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or possible candidates that are 

planning to participate in an electoral campaign？If not, what are the 

respective guidelines for the different targets？ 

11. 政治捐贈資訊之公開透明，其公開方式、內容為何？有無公開於電腦網路或提供

書面查詢？ 

What are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publication for open and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on political donations？Is the said information only posted 

on the Internet or available upon written requests？ 

12. 去(2017)年甫結束之眾議院選舉，適用選舉法、政治捐贈法制規範相關檢討情形

如何？ 

During the House election last year (2017), what was the conclusion after 

the review of the Electoral Law and Political Donation Laws？ 

13. 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易誘發選民分裂投票，是否影響政黨政治體系變遷，所帶來

的是正面或負面影響(如政局穩定、國會代表性、選舉過程易被操作等面向)？ 



 65 

Since the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s could lead to separate voting 

amongst electors, does it have an effect on political parties or the 

political system？If so, what are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changes (i.e., 

in term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representativeness of Parliament, easy 

manipulation of the election process)？ 

14. 德國學者對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衍生議題(如:超額議席、平衡議席導致國會議席

膨脹自肥、籌組內閣困難度及穩定度)，曾提出改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的建議

，是否曾評估其可行性？ 

Regarding issues caused by the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s (such 

as overhang seats, balanced seats leading to expansion of the parliament, 

difficulty and stability in organizing the cabinet), German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Have 

you ever evaluated the feasibility of suc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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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拜會德國聯盟 90/綠黨之訪談問題 

1. 德國眾議院選舉制度，因採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會產生部分政黨有超額議席情

形，故聯邦選舉法於 2013 年進行修改，增列平衡議席之規定，使各政黨之席次

符合其得票比例，但也使眾議院之總席次大幅超過法定 598席，貴黨過去曾提出

不同修法意見，想請教如何修正較為合理？ 

Adopting the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s like the German Parliament 

election could lead to overhang seats in some parties. Hence, the Federal 

Election Law was revised in 2013 to facilitate additional balanced seats, 

ensuring that the seats of different partie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tio of votes gained. However, such act has caused the total number of 

seats in parliament to substantially exceed the legal number of 598 seats. 

Your Party has previously raised several issues on the revision of the 

act, which of the revisions do you think are reasonable？ 

2. 依政黨名單選出之眾議院議員，政黨之得票率或單一選區之席次達一定門檻，始

得參與分配席次，此一門檻有無調降空間，使小黨亦得參與國會運作，貴黨意見

如何？ 

 For members of Parliament determined through party nomination, the 

percentage of votes obtained or the number of seats in a single district 

must reach a certain threshold to enable the par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eats for party nomination. Is there any room for 

adjustment with regard to the threshold, so that smaller parties can also 

have a voice in Parliament？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regarding this

？ 

3. 眾議院議員之單一選區，最近有無重新劃分，有關劃分之程序、標準是否公平，

貴黨意見如何？ 

Are the electoral districts of the members of Parliament recently divided

？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regarding this and were the standards of 

division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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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限制規定，貴黨認為是否合理？有無檢討修正之處？ 

Does your Party find the restrictions on candidates who may not register 

reasonable？Is there any room for revision and amendments？ 

5. 依聯邦選舉法規定，政黨須在國會有一定席次，或須經法定人數連署後，始得推

薦單一選區或政黨名單之候選人，是否合理？貴黨有無建議修正意見？ 

According to the Federal Election Law, Parties must have a certain number 

of seats in Parliament or have officially obtained the signature of a 

number of people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a single-member district or party 

nomination. Do you find this reasonable？Speaking for your Party, is there 

any room for revision and amendments？ 

6.貴黨於去(2017)年國會大選之政黨名單或單一選區候選人之性別比例為何？又現

行聯邦選舉法似未規範政黨應提名婦女候選人之比例，有無增列相關規定必要，

貴黨意見如何？ 

What is the gender ratio of candidates in a party or single-member district 

nomination as proposed by your Party during last year’s (2017) 

Parliamentary election？Regarding how the existing Federal Election Law 

does not regulate the ratio of female candidates to be nominated by 

political parties, is it necessary to put in related regulations？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on the matter？ 

7.依現行聯邦選舉法規定，單一選區部分，選民如投給獨立候選人，或由不得提出

政黨名單之政黨所推薦之候選人，且該候選人當選的話，政黨名單之選票將不納

入計算；但政黨名單如投給Ａ政黨，單一選區投給Ｂ政黨，則兩張選票均列為有

效票計算，是否符合公平原則，貴黨意見為何？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Federal Election Law pertaining to a single 

electoral district, if a voter chooses to cast his or her vote for an 

independent candidate or a candidate from a political party who is not 

qualified for a party nomination, and that candidate gets elected, the 

vote for party nomination would not be counted. However, i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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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nation vote is cast for Party A and the single district vote is cast 

for Party B, then both votes would be counted as valid. Is this reasonable

？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on the matter？ 

8.依聯邦選舉法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並不具選舉權，曾引起貴國民間團體批評未

保障其參政權利，未來是否修法賦予其選舉權，貴黨意見如何？ 

According to the Federal Election Law, guarded minors do not possess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is has led to criticisms from several NGOs, which 

believe that the right of suffrage is not protected. Should the law be 

revised in the future to give guarded minors the right to vote？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on the matter？ 

9. 德國政黨法有關政治捐贈之規範，包括禁止捐贈對象、捐贈總額、捐贈方式、資

訊公開之方式及內容等，有無再檢討修正之處，貴黨意見如何？ 

The scope of political donations specified in Germany’s Political Party 

Act includes prohibition of donations, total amount of donation, method 

of don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and more. Is there any room 

for revisions？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on the matter？ 

10.德國政黨法對政治捐贈有詳細規範，但因規範對象僅限於政黨，而不適用於候選

人或其他政治團體，是否產生規範漏洞，貴黨意見為何？ 

   Regarding political donation regulations specified in Germany’s 

Political Party Act, in which regulations are only limited to political 

parties and are not applicable to candidates or other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s there a loophole in the law？What are your Party’s 

views on the matter？ 

11.去(2017)年甫結束之眾議院選舉，在適用選舉法、政治捐贈法制規範，是否曾產

生爭議，可否舉例說明？有無檢討修正意見？ 

  During the House election last year (2017), Were there any  disput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lectoral Law and Political Donation Laws？Could 

you give an example？Is there any room for revision and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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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20180304 義大利眾議院選舉常問問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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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20180304 義大利選舉手冊(摘錄網址) 

http://www.camera.it/temiap/2018/01/18/OCD177-326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