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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行為（Voting Behavior）

選民在投票的時候需要做兩個決定：

� 選民必須決定是否要去投票
�影響到「投票率」

� 投票的人必須決定把票投給哪位候選人
�顯示了「選民的偏好」



投票率

� 社會及經濟因素

� 社會地位

� 教育程度

� 種族差異

� 年齡

� 性別

� 心理因素

� 政治功效意識

� 疏離感

� 不平感

� 政黨認同程度

� 交叉壓力



【投票率】社會及經濟因素

� 社會地位：社會地位高的人投票勤快的程度超過社
會地位低的人。

�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愈高的人投票情形愈踴躍。
� 種族差異：有色人種因為在經濟和社會水平上的地
位較低，因此比較不熱心參與投票過程。但如果將
具有同樣社會和經濟背景的黑人及白人拿來比較，
他們的投票率大致上是差不多。

� 年齡：中年人（三十五到六十四歲）的投票率要比
年輕人及老年人來得高。

� 性別：早年婦女的投票率遠低於男性，但近年來已
相差無幾。



【投票率】心理因素

� 政治功效意識（政治能力感）：覺得自己已具有採取的政治行
動的能力，或確實對政治過程發揮了若干影響。

� 疏離感（Alienation）：

� 輸入型的疏離感：當事人覺得和政治決策過程已經完全脫節。

� 輸出型的疏離感：當事人覺得政治決策與他的需求毫無關聯。

� 不平感（Cynicism）：不平者不一定覺得他和政治現實脫節，
但也不相信政府有能力做出公正、有效和負責的決策，因此他
們的投票率也會比較低。

� 政黨認同（Partisan identification）程度：除了影響一個人
的投票行為，同時也能決定一個人是否要去投票。

� 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d）：交叉壓力的程度愈高，投票
率愈低。



選民偏好（投票行為的取向）

� 政黨認同取向
（Party Identification Orientation）

� 問題取向（Issue Orientation — 政見取
向或政策取向）

� 候選人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



【選民偏好】政黨認同取向

� 所謂政黨認同是一個人認為他屬於某個政黨，因
此，政黨認同是一種感覺或態度。

� 政黨認同通常是個人政治社會化的第一步驟，我們
對政黨的認同最初是由於家庭的認同而來。

� 在政黨紀律良好，其政綱能引導選民作較清楚抉擇
的國家，政黨取向的選民為數較多；在政黨政綱無
法為選民提供清晰抉擇的國家，政黨取向的選民就
比較少了。

� 在現行情況下，政黨取向的選民仍是三種取向中占
最大比例的。



【選民偏好】問題取向

� 問題取向的選民在決定投票前，會努力去瞭解與分
辨不同候選人對問題的看法，仔細推敲其利弊及對
自己的影響，往往被政治學者當作最理性的選民。

� 然而，有許多問題取向的選民僅重視候選人對某一
項政治問題的立場，毫不關心他們對其他問題的看
法。在此種情形下，單項政見候選人紛紛出現，並
只求在某一個問題上採取討好選民的立場，以爭取
選票。

� 因此，「問題取向」的選民愈多，將無法提升民主
政治的實質，而且可能使其下降。



【選民偏好】候選人取向

� 所謂候選人取向，係指投票者於投票時僅依其對候
選人的看法而決定要投誰一票。

� 以候選人作為投票取向的選民，有些存有「英雄崇
拜」心理，尤其年輕人較多。

� 也有些人平時不會以「候選人」作為投票取向，但
在危機時期或國家面臨重大困難時，他們會把票投
給其認為能解決危機的候選人。

� 在低層職位中，候選人與選民的親友、鄰居等關係
也是投票時重要考慮因素之一，此即基於「地緣」
和「向緣」的投票行為。



獨立選民（Independent Elector）

� 獨立選民即無政黨認同或偏好的選民，這些
選民既不屬於任何政黨的黨員，也不效忠於
某一黨派。

� 當兩大黨勢均力敵時，誰能爭取到獨立選
民，誰的勝算就大。



投票行為決定的經過

� 關於投票的決定是如何達成，政治心理學者
發展出一個所謂的「漏斗」模式。

� 「漏斗」模式：一個選民在決定其投票過程
開始時，考慮到許多變項，其後漸漸減少，
最後作出決定，猶如進入漏斗的尾端。而這
個漏斗中包括哪些重要變項，這些變項的值
又如何，其淘汰過程如何，都必須靠實徵的
研究來補足。



競選對選舉結果的影響

� 爭取游離選票，但游離票在全部選票中數目
並不甚大。

� 加強支持者的投票決心：由於社經地位較低
者投票決心往往不及社經地位較高者，故依
賴這類人的支持較多的政黨比較重視競選，
例如：美國的民主黨與英國的工黨等。



The End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