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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眾議員選舉如何選？ 

2021.10.05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2021年10月4日，岸田文雄正式接替菅義偉，就任日本第100任內閣總理大

臣（或稱首相）。在就任記者會上，岸田宣布將在10月14日解散眾議院，19日

發布選舉公告，31日投票選出第49屆眾議院議員。由於第48屆眾議院議員的任

期至10月21日屆滿，本次選舉日程將晚於目前眾議員的完整四年任期的時間點，

從而成為日本在戰後憲法下史無前例的「超任期選舉」。以日本讀賣新聞和朝

日新聞於10月4、5日民調的結果看來，儘管日本民眾對岸田內閣的支持率，相

較前幾任首相甫上任時是敬陪末座（五成左右），但自民黨的支持率或得到不

久前總裁選舉熱度的帶動，略上揚至四成以上，岸田在選後基本將得以持續掌

政。有鑑於眾議院在日本政治中的重要性，以及我國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的改革

多被認為是仿效了日本的經驗，本文將對日本的眾議員選舉概略介紹。 

  不同於台灣，日本的行政機構與立法機構不完全分立，作為國家元首的天

皇並不享有實際的行政權，代表立法權的國會才是國家權力的核心，行使行政

權的內閣亦是從國會議員產生，必須對國會負責，是謂「議會內閣制」。進一

步地，日本的國會採行兩院制，由眾議院與參議院構成。其中，眾議院議員席

次（465席）多於參議院議員席次（245席），加之眾議院在多數時候（兩院多

數黨相同時）較參議院享有更多權力(註一)，故從眾議員選舉認識日本政治，

確有其價值。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內閣制國家傳統上皆賦予首相主動解散國會

的權力，但日本首相能依據憲法第七條享有不受限制的國會解散權，能視其需

求隨時解散眾議院 (註二)；事實上，戰後日本的眾院解散中，也僅四次是因不

信任案而被動解散，其他都是首相主動解散的情況。也因此，除1976年是因為

議員任期屆滿才進行改選外，眾議院的歷次選舉均是屬於解散改選，而本次的

改選亦不例外。(註三)  

  日本的眾議員選舉在1947年至1994年期間，每個選區選2-6人，每位選民僅

能投一票，同黨候選人之間的票不可相互轉移，是謂中選區之「單記不可讓渡

投票制」（SNTV）。然而，考量到此選制所導致的少數當選、小黨林立、派系

政治等問題，加之大黨希望能極大化選票，日本在1994年將選制改為「單一選

區兩票並立制」，以期能使選舉競爭從「以候選人為中心」，轉化為「以政黨

或政策為中心」。(註四)在此新制下，目前日本眾議院的289席由「單一選區多

數決制」選出，其餘176席則由「比例代表制」選出；相應地，選民投票時會拿

到2張選票，一張選小選區內支持的候選人（選人），另張選比例代表制選區內

支持的政黨（選黨）。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在2005年第七次修憲時，同樣是將

立委選制由SNTV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註五)，不過日本眾議員選舉中比例

代表制的設計，並非全國單一選區，而是將又拆分為11個選區，各區依人口數

分配席次。 



  至於決定當選人的方面，在小選區，由取得最高票的候選人當選；在比例

代表制選區，則以「頓特法」計算每個政黨可分配的席次(註六)，並且依照各

政黨提出的比例代表名單，依序確定哪些候選人可以當選。另外，日本眾議員

的候選人可以在小選區參選的同時，列名在政黨比例代表名單上，是謂「重複

候補制度」。在此種制度下，候選人若未能在小選區獲得最高票而當選，仍可

能透過政黨得票分配到的席次進入眾議院。進一步地，由於日本的政黨還可以

將不只一位人選列在比例代表名單的相同順位上。因此，如果比例代表獲得的

席次不足以讓同一順位的候選人都分配到，則以這些候選人個別的「惜敗率」

（該落選者在單一選區的得票數／該選區當選者的得票數）決定；因為惜敗率

越高代表該候選人在區域選舉中選得越好，從而也越有機會「敗部復活」。總

之，雖然我國與日本皆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兩者之間的內部設計仍存在

不少差異。在觀察日本這次的眾議員選舉動態之餘，不妨回頭省視台灣的選情，

更能體會箇中趣味！ 

註一：具體地說，眾院在締結條約、預算通過、首相指名上享有最後決定權，

且任何眾院通過的法案若遭到參院否決，只要出席眾議員2/3再度表決通

過，即能成為法律。因此，學界常將日本的兩院制形容為「眾院優位」。

不過，在兩院多數黨不同（扭曲國會）時，參院能以不否決，拖延眾院

再決議的時間，且日本央行行長的任命批准案，亦不適用眾院再次表決

的程序，故參院亦可將此作為槓桿以制衡眾院。例如在民主黨執政期間

（2009年至2012年），儘管終結了自民黨從1955年以來長期執政的「五

五體制」，仍因參眾兩院的矛盾，迫使內閣下台。 

註二：《日本國憲法》第七條規定：「天皇根據內閣（編按：通常即指首相）

的建議與承認，為國民行使下列有關國事的行為」包括「解散眾議院」。

值得補充的是，對於參議院，日本首相不享有解散權。日本參議員的任

期為六年，每三年對全體席位的半數進行一次改選，選舉方法分別採用

以各都道府縣作為選區，每選區選出一至六名議員的選舉區制（小選區

或中選區之SNTV，74席），以及以全國為單位選舉的比例代表制（開放

式名單，以頓特法計票，50席）。候選人不能在這兩種方法下同時成為

候選人（重複候補） 

註三：日本眾議院解散改選後產生的新一屆議員，其四年任期將重新計算，並

非補足任期。然而，由於日本首相經常行使解散權，因此除了1976年以

外，日本每屆眾議院議員均做不滿四年，目前這屆也不例外。本次眾議

員選舉，雖然在日程上罕見在議員完整四年任期屆滿的10月21日的「時

間點」之後（因而被稱作超任期選舉），但由於岸田首相其實是在這屆

議員任期「實際屆滿」之前的10月14日即予以解散，故本次改選仍是因

為被首相解散，而不是因為議員任期屆滿。 

註四：在SNTV下，由於一政黨在一選區的支持率通常不會大幅變動，尤其大黨

的最佳選舉策略通常是提名不只一位候選人，因此同黨候選人之間往往

必須彼此競爭，從而導致「黨內競爭」更勝於「黨間競爭」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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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日本的地方議員任期為四年，其改選除了議員任期屆滿外，還可能是因

為被解散，選制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另外，我國的地方議員

選制SNTV，跟立委（國會議員）選制「單一選區兩票制」仍不同步。 

註六：「頓特法」的計算步驟如下：（1）列出每個政黨的得票數。（2）將每

個政黨的得票數分別除以1、2、3 ……，一直除下去。（3）依照應選名

額，標記出前幾個最大的數字。（4）各政黨有多少個數字被標記，即等

同於可分配到多少個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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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成員發表之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

也竭誠歡迎回饋:Star8903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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