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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及前言 

    在臺灣的政治版圖中臺南市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由於其本身擁有民進黨最

高支持度以及臺灣文化古都的地位，往往在每次選舉時成為媒體重要關注的焦點

之一。當中在 2010 年縣市合併前，原臺南市（1950 年—2010 年）在省轄市時期

經過了十五次的市長選舉，也以出現多屆非執政黨國民黨的市長以及近三十年未

有連任的市長聞名，也成為臺灣地方政治的特殊現象。 

    而在地方政治人物方面，臺南市在早期市長選戰中，曾出現了諸如葉廷珪、

蘇南成等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們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的進、出國民黨為臺

南市政局掀起更加錯綜複雜的政治變化，值得深入研究。同時也因為他們的跳脫

一般人思考的選戰打法，除了為臺南市留下了許多選舉故事外，也使得這段歷史

更值得去關注。 

    解嚴之後的臺南市，則呈現了在野非國民黨的勢力透過民進黨的組織逐漸整

合起來，得以挑戰執政的國民黨，最後取得執政權。並且在之後的選舉中如何使

臺南市成為民進黨的票倉，而當中的過程也值得外界去深入了解。 

    本文的目的在於藉由整理從戰後初期到本世紀初這長達半世紀的臺南市長

選舉過程，從中去剖析與釐清上述為人所熟悉或者不為人知的地方政治真實面貌，

進而找出其形成原因以及變化之所在。 

二、文獻使用與前人回顧 

    在史料運用上，除了運用當時報紙外，也利用臺南市歷屆市議員協進會所出

版的《臺灣府城議壇風雲：臺灣與臺南市地方自治發展史料特展專輯》來做為了

解歷屆市長選戰的基礎。在早期的市長選戰中，一方援用辛文炳的觀點來探討「辛

派」與「葉派」的鬥爭。主要參考了《府城紳士：辛文炳和他的志業（1912－1999）》

一書，以及《八十春秋：辛文炳八秩華誕紀念集》、《世間最幸福的人：辛文炳‧

辛翁梅女士賢伉儷鑽石婚紀念集》來分析此時期的臺南政局，從中了解辛文炳立

場及行為動機。 



    而關於早期「葉派」與「辛派」間的政爭則透過以辛文炳觀點的訪問錄《府

城紳士：辛文炳和他的志業（1912－1999）》等書籍以及其口述歷史來分析此時

期辛文炳與葉廷珪對立。此外也透過《自由中國》雜誌與《雷震日記》來提供另

一個角度檢驗，加上葉廷珪參選第三屆市長的政見，以便從非國民黨陣營的角度

來拼湊此時期葉廷珪的看法，使研究上能夠更加多元客觀。尤其從《自由中國》

雜誌中對第四屆市長選舉中的舞弊指控，導致《自由中國》發表社論認為應宣告

此次選舉應當宣告無效來看。可發現此時選舉出現被質疑不公的情形，為早期國

民黨的操縱選舉提供資料。而從龔宜君所著的《「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中，

除了對國民黨的組織有深入研究外，並可以稍微了解到國民黨內部如何因應此時

間選舉所做的策略，成為重要資料。 

    在第七屆至第十屆市長選舉中，則透過在這當中影響頗深的蘇南成去分析，

透過蘇氏所著的《理性的呼喚—十年議員任內的回顧與展望》中對第七屆市長選

舉的內幕情形，對於當時國民黨內的提名運作有深入說明，得以從中了解不為外

界所知的一面。而在其《絲瓜棚下》一書中則可以認識蘇南成的早年生平，以及

其路線轉折的過程。此外在蘇南成逝世前最後一本著作《大頭市長蘇南成—南北

縱橫紀實》中，本書除了交代蘇南成的生平以及其對自己身上發生的事做一辯駁

外，對於兩屆臺南市長任內及這段時期市府與市黨部的關係也做了分析，成為了

解林錫山及張麗堂市政的重要材料。並與描述張麗堂生平的《公門好修行：張麗

堂的腳步》一書中對此時期的紀錄互相對照，來去進一步了解此時期市政對選舉

結果的影響。在影響臺南市相當深遠的第八屆市長選舉中，則利用《選戰風雲〈中

南部〉》一書對臺南市選情的分析，去得知此時期報紙所看不到的一面，並與臺

灣時報社記者集體採訪的《選壇風雲錄》去分析此時蘇南成以及臺南市各要角的

動向，以及蘇南成與蔡介雄之間的互動。 

    在解嚴後的五次市長選舉中，則大多使用當時報紙去整理各選將的動向，以

及更重要的各政黨間的提名及輔選。除了去了解當時大環境的變化外，也從中去

分析對選舉結果造成的影響。而從當中各選將的議題攻防中，則可以了解此時市



政的焦點，以及歷屆市府的施政得失。 

    對於此時期各選將的人物背景研究，則透過省議會網站以及省諮議會所出版

《臺灣省議會議員小傳及前傳》有關蔡介雄、陳榮盛、林南生的介紹配合報紙紀

錄做一釐清，此外並分別透過《菅芒入土—郭倍宏傳奇》、《八千里路自由長征：

海外台灣建國運動二十個小故事》、《改造國會救台灣：許添財立法院問政實錄》

等書籍來分別了解郭倍宏、張燦鍙及許添財的生平背景，透過他們的政治思想，

去了解如何影響市政。 

三、章節安排 

在章節安排上，本文分成五章，序章主要闡述研究動機以及研究方法，還有

章節上的安排，並交代其根據的文獻資料以及前人的研究回顧。對於臺南市特殊

的政治文化做一交代，以說明其研究動機。以收集到的文獻資料以及前人的研究

去分析此一過程，以及介紹如何安排本文章節。 

    第二章部分則是以第一屆到第六屆市長選戰中，對經歷前五屆市長選戰的葉

廷珪得票數及得票率做一比較，分析黨外勢力及國民黨勢力的消長。並對這五次

選舉中明顯出現的地域分歧來研究其背景，從中分析如何影響選舉結果，以及對

此時期歷史造成的影響。後面則去分析後期葉廷珪與辛文炳如何交惡，以及雙方

互鬥對政局造成的影響。最後則是分析林錫山如何最後以黑馬之姿獲得國民黨提

名，在選戰中最後當選的原因。 

    第三章一開始對於林錫山在市長任內市政上的紛擾做一整理，從市政議題的

攻防中去分析為何林錫山最後並未得到黨部提名參選連任。此外則分別交代張麗

堂及蘇南成崛起的過程，並透過蘇南成此時兩屆市議員及兩屆市長任期著作去分

析此時臺南市的市政。此外也對陳森茂及林文雄的經歷做一整理，從陳森茂與蘇

南成之間的分離去討論對第十屆市長選舉結果的影響。 

    第四章整理出解嚴後五屆市長選舉的經過，試圖去分析施治明為何能在短時

間崛起於臺南政壇，並且在選戰中的策略以及與市黨部關係分析。也針對其兩屆



任期內先後與副議長林南生及議長方金海交惡的過程中去分析施治明市政上引

起的爭議。同時也透過當時報紙媒體報導對民進黨如何在臺南市起步、整合並得

以領導在野陣營的過程做一整理，以及當中蔡介雄與郭倍宏、張燦鍙及許添財等

政治勢力的分合來分析對臺南市長選舉造成的影響。最後則去分析政黨對決如何

逐漸成為市長選舉主要原因。 

    第五章對於上述結果做一結論，綜合及歸納出本篇論文的發現。最後並針對

幾點可能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作逐一討論及分析。 

    以下則針對二到五章做摘要介紹。 

四、早期臺南市長選舉時期 

    在本章中主要在討論從 1950年臺南市長開始民選後到1968年市長選舉中五

次市長選舉的選舉結果，試圖了解其影響選舉的原因。當中又以國民黨與臺南市

地方政治人物之間的競合，以及在選戰當中所使用的策略為主要研究對象。 

    本章一開始交代國府在接收臺南市時的動盪經過以及二二八事件中對臺南

政局的影響，以反應後來葉廷珪為何能以缺乏行政經歷的經驗，最後能因無黨籍

號召而擊敗被視為政治經驗豐富的議長黃百祿。 

    在 1950 年市長選舉中第一輪投票中共有劉子祥、吳國信、葉廷珪、邱鴻恩

及黃百祿五組候選人，最後由前議長黃百祿及葉廷珪進入第二輪投票。而在第二

次投票中，葉廷珪擊敗獲得中央支持的黃百祿當選市長，葉廷珪獲勝原因在於其

受到中下層階級選民支持，並且在選舉中受到國民黨傳媒打壓，引起選民的同情。

加上葉廷珪以無黨籍做號召，吸引了自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不滿的民眾支持。 

    選後葉廷珪一度加入國民黨，然而在 1954 年市長選舉中國民黨提名了議長

楊請，未獲國民黨提名的葉廷珪最後違紀參選市長，加上時任臺南市議員的邱鴻

祥參選，形成三人參選的局面。最終葉廷珪敗給楊請。 

    除了葉廷珪在市政上缺乏重大建設導致選票流失外，本次選舉結果與雙方在

地域的支持程度有相關大的關聯。楊請以獲得當局支援以及其出身地安南區選民



的團結支持，以 57.94%得票率擊敗葉廷珪的 36.68%得票率。而占全市選民人口

四分之一的安南區中，楊請更是以 90.07%得票壓倒性贏過葉廷珪的 7.10%。從

結果來看此時已經出現地域差別投票的結果，尤其本屆選舉出現市區與安南區在

投票上的巨大差異，成為影響結果的重要因素。本文透過分析葉廷珪在第一屆及

第二屆市長選舉的結果，更是發現葉廷珪在該區流失 88.47%，可說是影響葉廷

珪失敗的重大因素。 

    下野後的葉廷珪一度在其妻家潛沉，也不時往返臺南在民間累積能量，在

1957 年第三屆市長選舉中，葉廷珪以無黨籍身分捲土重來，面對當局的打壓葉

廷珪採取哀兵策略以爭取選民同情，並主打楊請建設偏重安南區，最後以 58.51%

得票率成功擊敗楊請 41.91%得票率再度入主市府。此次選舉依然出現明顯地域

差別，雖然楊請在安南區票數滑落，但仍受到高達 78.99%選票壓倒性支持。在

市區則明顯出現葉廷珪領先局面，尤其在中、西區最為明顯，與府城的「異議文

化」有相當關聯。 

    在這次選舉中，本文透過調查局第一副處長的李世傑回憶錄來分析葉廷珪所

採取的選戰技巧，以及國民黨特務組織在這場選戰中的動員。此外針對安南區與

市區在投票的差異上，除了分析安南區受到楊請的大力建設，所以成為楊請的票

倉外。也根據謝國興教授在《府城紳士：辛文炳和他的志業（1912－1999）》一

書中的說法，認為這中、西區從日治時期以來就有批判現實政治、與政府「異議」

的精神，國民政府領台後亦延續「異議文化」，在投票上呈現傾向支持非國民黨

候選人。認為此時期以無黨籍為號召的葉廷珪成為受到支持的對象。 

    葉廷珪第二次市長任期內出現與時任議長辛文炳的對立，導致展開葉廷珪與

辛文炳勢力數年的對立。辛文炳先是在第四屆議會對市府的糾正案中，認為市府

主任秘書魏耀沌違法失職，而對魏耀沌提出不信任案。最後將魏耀沌調職，引起

葉廷珪對辛文炳的不滿。辛文炳則宣稱自此開始出現葉廷珪派人告他違法購地，

引發雙方的政治恩怨。 

    1960 年第四屆市長選舉中辛文炳獲國民黨提名。葉廷珪也受到執政黨更大



的打壓，除了一開始政見遭臺南市選務所以「語句刺激」為由強迫修改外，選舉

期間，也出現葉廷珪助選員遭當局利用軍民聯歡大會的名義扣留，直到選舉完畢

才放行的事件。而葉廷珪面對打壓也打出了許多選舉奇招應對，包括假藉辛文炳

助選員的逆向操作。最後辛文炳在行政資源奧援下，採取較溫和的攻勢如拜託黨

營媒體停止攻擊葉廷珪，最後在選前評估五五波情況下以 52.07%得票率擊敗葉

廷珪的 47.93%得票率當選。本次選舉仍然出現地域之間的差別，從辛文炳在安

南區獲得 80.17%得票率、葉廷珪僅獲得 19.83%得票率來分析，當中可看出辛文

炳明顯受到安南區選民支持，成為辛氏的勝選原因之一。 

    然而此次選舉也因出現選舉舞弊的事件，一度使葉廷珪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更導致《自由中國》雜誌發表社論認為應該提出選舉無效，而根據《雷震日記》

中雷震與葉廷珪的連絡，也看出國民黨當局曾派人遊說，試圖以省府職位攏絡葉

廷珪以使其放棄訴訟。顯示了此時期國民黨當局對地方選舉的操控，以及如何與

在野的地方政治人物互動或者打壓的情形。檢舉事件先後開了五次庭前後半年訴

訟，最後駁回原告。雖然最後訴訟結果仍判決辛文炳當選，但辛文炳也受到葉廷

珪的攻擊，雙方在臺南地方形成兩派勢力。 

    最後入主市府的辛文炳也有不少建設，但辛文炳在做完一任市長即宣布不再

連任，除了辛氏在訪談錄提到受不了國民黨的官場作風的原因外，本章也透過當

時媒體報導及吳修齊的訪問紀錄去整理出辛文炳受到的勸進聲浪，以及周圍朋友

對他的勸進以及反對聲音，去研究辛文炳最後放棄連任的真正原因。 

    在 1964 年第五屆市長選舉中，國民黨最後推出省議員黃業參選，加上前省

議員魏東安、市議員翁余森櫻，成為四人參選。儘管黃業也受到執政的國民黨奧

援，以及出身地安南區的支持，但在選戰中卻陷入了競選大將因債務問題反目而

遠走日本隔岸觀火，更發生與雜誌社發行人林寬報互相控告的事件影響選情。最

後以 47.57%得票率敗給葉廷珪的 51.13%得票率收場。黃業在安南區獲得 92.18%

得票率，大勝葉廷珪獲得的 5.79%得票率也顯示了他在安南區獲得的支持。而這

次選舉結果也顯示國民黨對地方滲透已逐漸提升，選前原本預估葉黃實力為六四



比，聲勢無法上升，最後在國民黨強力動員下，黃業僅以不到四個百分點敗給葉

廷珪。選後也一度發生落敗的翁余森櫻控告葉廷珪當選無效的事件。 

    另一方面葉廷珪雖然成功入主市府，但隨即受到辛文炳派的反撲，引起雙方

政爭角力。葉廷珪派針對大林國宅跟永樂市場改建案與辛文炳訴訟，辛派則因不

滿民生綠園標準鏡被拆及市府的人事案，一度發動罷免市長運動。除此之外，葉

廷珪也受到大環境下對在野政治人物的不利環境影響，最後選擇在市長任內重新

加入國民黨，以試圖延續政治生命。也與原先一度參與《自由中國》的反對勢力

遭到國民黨打壓有相關關聯，使葉廷珪面對失去援助的情況，只得重回國民黨。 

    在 1968 年第六屆市長選舉中，國民黨在黨內群雄爭取下，除面臨葉廷珪與

辛文炳的爭取外，也有呼聲頗高的議長林全興加入爭取。然而最後國民黨意外提

名了林全興的姪子、臺南市政府土木課長林錫山，被視為國民黨欲藉由新一代的

政治勢力取代傳統地方派系。林錫山獲得提名後，林全興曾一度表示要執意競選

到底，最後在國民黨疏導下取消登記。而在辛文炳胞弟辛文恭忽然登記後，辛家

也出現上級對其財產假扣押的事件，被認為是國民黨當局要迫使「辛派」退出選

舉的手段。最後辛文恭撤銷登記，呈現林錫山與無黨籍的魏東安競逐市長的局

面。 

    雖然最後林錫山以 67.76%得票率擊敗無黨籍的魏東安 34.24%得票率當選市

長。然而林錫山在初選中的叔姪反目也使其政治聲望受到影響，除了反映在魏東

安以缺乏經營地方卻獲得 34.24%得票率外，選後林錫山也涉入了賄選疑案而遭

到落選人魏東安向臺南地檢處控訴賄選，引起外界關注。而林錫山在市政上，也

因遲遲未實現面臨公車收歸市營案而遭致批評。以及連襟安相賢介入市政過深招

致議會及輿論攻擊，最後任內的公車忽然漲價案所導致與議會的衝突，一度鬧上

臺灣省政府。成為其市政上的重大爭議，影響了林錫山的政治生命。 

    本章以參與五次市長選戰的葉廷珪的政治生涯為主要研究重點，此外加上了

在政局上與其對立數十年的辛文炳來分析此時期政治環境。整理出雙方交惡的經

過，並試圖去了解雙方的競爭對此時期臺南市政局的影響。也介紹了此時期《自



由中國》雜誌社如何試圖連絡全臺在野政治勢力以組織新黨的過程，以及臺南市

政治人物如葉廷珪在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最後《自由中國》雜誌遭到當局查扣、

新黨胎死腹中後對全臺灣以及臺南政局造成的影響，成為葉廷珪最後選擇回到國

民黨的原因之一。此外也分析了此時期國民黨如何運用基層黨部組織動員去影響

選舉，使得國民黨市黨部對地方政治呈現進一步的掌握，導致日後選舉中國民黨

市黨部主委的主導性日益強烈，甚至影響了接下來幾屆選舉的結果。 

   綜觀這六屆的市長選舉，可歸類為臺南市在戰後政治上發展出個人派系的聯

合及對立，以及在全市各個行政區間因為對政治人物以及政黨的喜好，因緣際會

下所產生相當大的投票分歧，最明顯的即為安南區與市區（市區當中又以中區及

西區更為主要）的差異，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在五屆市長選舉結果上，成為此時期

選舉得票的一大特色。在地方派系上，則分析了臺南市此時期出現了較大派系「葉

派」、「辛派」及「林派」的合縱連橫。 

    此外國民黨當局在此時的動員能力與操控選舉行為也是本章探討的對象，雖

然操控選舉行為在全臺各地都有傳出，然而由於這些行為對於選舉結果能造成重

大影響，甚至影響日後選民在政黨取向的觀感，因此在文中仍然予以探討。本章

亦透過資料的收集，來分析此時期國民黨在臺南地方上面對選舉時的動員與操控

選舉行為，以及所造成的影響。 

五、國民黨獨大時期 

    在本章中主要討論自早期派系「葉派」及「辛派」在臺南市政局影響漸小後，

對臺南市市長選舉產生的變化，此外亦分析國民黨在實施「派系替代政策」後，

對臺南市市長選舉的影響，討論如何反應在第七屆至第十屆市長選舉的結果。此

外這時期黨外勢力在臺南市的發展，也是本章的關注對象之一。 

    林錫山就任市長後，面臨市政上的各種紛擾。雖然透過地方選舉延期延長了

其市長任期，但在延長任期後出現在黨內行情呼聲轉低的現象，本文根據蘇南成

《大頭市長蘇南成—南北綜橫紀實》中有關此時期黨內黨員對林錫山評價不高以



及市黨部主委洪吟希的介入來分析林錫山在地方上受到的攻擊。卻整理出在爭取

第七屆市長提名中，林錫山未獲國民黨提名連任的經過。 

    而隨著國民黨中央的派系替換政策，在臺南地方的提名上也以年輕黨工取代

原有的地方派系。在 1972 年第七屆市長選舉中，國民黨提名了年輕黨工張麗堂

參選市長，然而此舉也引起了同樣極力爭取國民黨提名的市議員蘇南成不滿，認

為市黨部的主導提名程序公正性出現問題，而且市黨部出現利益交換的腐敗現象。

最後蘇南成在經過市黨部及省黨部提出其他職位以換取退選無效下，因不滿地方

黨部的攻擊，本文依據蘇南成所著《理性的呼喚》中對第七屆市長選舉的內幕描

寫整理蘇南成最後宣布退出國民黨、以無黨籍身分參選市長的經過。 

    在這屆選戰中，張麗堂在獲得國民黨各種政治資源的支助以及媒體宣傳下，

對蘇南成予以打擊，也塑造張麗堂個人平實苦幹的形象。最後張麗堂以 58.31%

得票率擊敗蘇南成 41.69%得票率，從張麗堂以先前競選省議員落敗卻能當選市

長來分析，此次選舉顯示了國民黨「派系替換政策」的成功，也顯示出國民黨市

黨部主委對地方政治的影響程度。而從選後黨營媒體發表蘇南成失敗原因的文章

中，也看出這次選舉蘇南成受到攻擊的激烈程度。 

    而張麗堂當選後，的確擁有一定政績，但在市政上出現市政缺失等問題影響

其聲望，在黨政問題上張麗堂也與接任的市黨部主委王述親出現摩擦；府會上則

出現與議長王奕棋發生衝突，使國民黨內部出現離心現象。任內建設局長的涉入

詐賭案，更使張麗堂受到波及。至於敗選的蘇南成則走向與黨外勢力靠攏的方向，

在 1973 年市議員選舉中以全市最高票連任市議員，並積極尋求在政壇更上一層

樓的機會。 

    在 1977 年第七屆市長選舉中，國民黨再度提名張麗堂角逐市長連任。然而

時任市黨部主委楊尊嚴在提名時的強勢主導也引發爭議，由於楊尊嚴在提名省議

員中應選三席足額提名，並且提名當時黨外的省議員蔡介雄表弟黃國展參選，被

外界視為打算藉黃國展的參選使蔡介雄因失去以往黃家的支持力量而無法連任

省議員，或者被逼往參選市長跟蘇南成爭奪黨外票源。然而楊尊嚴此舉被視為導



致反效果的失策，此舉不僅使蔡介雄堅持參選省議員到底，也讓蔡介雄與蘇南成

結盟聯合競選活動，蘇、蔡雙方並且以互相拉抬將支持群眾擴大。 

    本屆選舉在大環境下全臺出現多位具有一定實力的黨外人士挑戰國民黨的

人選，使得選情格外激烈。在臺南市方面，除了國民黨市黨部、黨營媒體的強烈

打壓外，應該保持行政中立的行政系統及軍隊更是違反行政中立大動作為張麗堂

拉抬，包括在林瑞明日記中記錄軍方要求服役者返鄉投票給張麗堂，張良澤的回

憶錄也出現當局以銀彈攻勢，由鄰里長按戶送禮，雇請「拍手」隊來爭取支持。

然而當局鋪天蓋地的攻擊反而引起選民反感，更加支持蘇南成及蔡介雄，最後在

投票日當天經歷作票傳聞不斷的開票過程後，蘇南成以 53.65%得票擊敗張麗堂

的 46.35%得票率當選市長。這屆選舉被視為影響日後臺南市政局的重大轉捩點

之一。 

    蘇南成當選後，在市政上以推行多項建設、並提高行政效率受到市民的支持。

然而蘇南成在政治路線也一改以往親黨外路線，由於受到當時國民黨中央蔣經國

的賞識，蘇南成得以跳過市黨部直接與國民黨中央親近，使得蘇南成迅速往國民

黨方面靠攏，在多項議題上也引起黨外勢力批判。尤其在美麗島事件的應對上，

蘇南成與國民黨站在一起、批評黨外群眾為「暴徒」的態度，受到之前力挺蘇南

成的蔡介雄批評，導致雙方決裂。 

    在 1981 年第九屆市長選舉中，蘇南成以「自由人士」身分參選連任，受到

國民黨在選舉策略的禮讓，國民黨最後以報准三位有意角逐的黨籍人士參選，分

裂傳統國民黨的選票。形成蘇南成與王奕棋、林三和、林永發三位國民黨籍角逐

市長的局面。在選戰中蘇南成受到三位對手以及蔡介雄的集中攻擊，最後蘇南成

以高達 77.17% 得票率高票當選，成為臺南市首位連任的市長。這次結果除了反

映出蘇南成的建設受到市民肯定外，也顯示出蘇南成雖然是無黨籍身分，卻受到

國民黨當局的默許支持。蘇南成也在當選後更進一步往國民黨靠攏，最後在連任

後的隔年（1982 年）正式重回國民黨，於 1985 年升任高雄市長。 

    在 1985 年第十屆市長選舉中，出現蘇南成的機要秘書陳森茂以無黨籍身分



投入選戰。陳森茂曾在蘇南成的七、八屆市長選舉中幫忙助選，蘇南成當選後任

命陳森茂擔任機要秘書，更在 1981 年獲國民黨禮讓當選國大代表。然而陳森茂

卻表現欲循蘇南成模式以「自由人士」身分參選市長，使得陳氏與重返國民黨後

的蘇南成越行越遠。國民黨方面則在多人爭取初選下，提名省議員林文雄角逐市

長，加上上屆參選的林三和形成三人角逐。陳森茂選前聲勢一度看漲，被視為與

林文雄選情五五波，然而在選戰中卻受到蘇南成以文章批評，攻擊其參選是為了

解決債務問題，更揭發陳森茂擁有國民黨證的事件，最後陳森茂以 42.62%得票

率對林文雄 48.39%得票率敗選，無法全部接收蘇南成的票源。而此次選舉選後

一度發生空白票外流事件，對照雙方選票的差距接近，也引起陳森茂陣營提出法

律訴訟，一時引起全國側目。 

    本章透過陳明通所著的《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去分析此時期國民黨對

地方政治的進一步控制，國民黨不再滿足於傳統依靠地方派系控制地方的政策，

而試圖以黨工精英來取代原有派系。導致了 1972 年全臺地方選舉的大勝。然而

國民黨中央此舉也導致了臺灣地方派系對此政策的不滿及反撲，而在 1977 年地

方選舉中發揮出來，使黨外勢力一舉奪得四席縣市長，影響日後政局。而在臺南

方面本文則認為導致蘇南成的崛起，並開啟了長達七年多的「蘇南成時代」。 

    國民黨市黨部主委此時期在選舉中的作為，以及他們對於市政的干涉程度也

成為本章的關注課題，從洪吟希到孫國勛四任國民黨市黨部主委任期期間，可為

是對臺南市政局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本章整理洪吟希及楊尊嚴兩位主委分別在第

七、八屆市長選舉中，都大動作介入了初選，並同樣對蘇南成大力攻擊，卻為何

有不同結果試圖做出解答。本章認為除了大環境不同外，兩人在政治手腕優劣上，

以及蘇南成對應方式的轉變，最終導致不同選舉結果。  

    分析此時期四場市長選舉，可說強烈受到蘇南成個人的影響，蘇南成從第七

屆選舉未獲國民黨提名而脫黨參選，到第八屆選舉時與黨外陣營合作拿下市長，

並透過獲蔣經國總統支持，得以跳過市黨部直達中央。在第九屆市長選舉時採親

國民黨路線成為府城首位連任的市長，甚至到第十屆市長選舉時還能透過文宣方



式影響選舉結果。蘇南成乎而黨內、乎而轉向黨外的立場，成為臺灣政治人物的

異數。而蘇南成與國民黨勢力的合縱連橫，可看出其政治立場的變化不同於臺灣

其他地區的政治人物屬性，呈現相當的自主性。也凸顯了臺南市與其他地區的差

異。對蘇南成的研究也成為了本章處理的重要課題之一。 

六、政黨競爭時期 

    這章主要討論解嚴後到縣市合併前這段期間五次臺南市長選舉的研究，去分

析此時期從多人角逐到政黨政治形成的出現。去分析與如今臺南市政治版圖的因

果關係。由其是當中從在野勢力的分裂，到走向整合。最後則出現民進黨整合起

在野勢力，並且奪下執政權這段過程是本章中的研究重點。在國民黨方面則討論

國民黨在提名策略上的變化以及選戰的運用，去研究其對選舉結果的影響，並分

析國民黨市黨部主委在此時期選戰中角色的變化。 

    在材料的運用上本章大量運用了報章雜誌的報導去整理各陣營在選戰中議

題的攻防，以及導致選舉結果的原因。在書籍上則是借重各候選人的宣傳文宣去

了解他們的競選方針，從中去分析影響選舉結果的原因。 

    林文雄就任市長後，先是受到緋聞事件的風波影響其聲望。在府會關係上則

出現市府違反議會決議，擅自讓受臨安路六信倉庫市有土地，引發市府與議會對

立。導致議長張坤山憤而辭去議長，而黨政關係上也出現林文雄幕僚與市黨部主

委林武俊的衝突。最後林文雄於 1989 年 4 月以父親反對林文雄競選連任的名義

宣佈放棄連任第十一屆市長選舉。 

    隨著林文雄宣布放棄連任，國民黨初選中出現多人角逐黨內初選，當中一度

因林文雄夫人楊秀敏登記初選而引起外界關注，也引發林文雄與呼聲最高的市府

秘書薛文鳳一度關係尷尬，最後楊秀敏在家族壓力下宣布退出初選。然而選前最

被看好的薛文鳳在 7 月的初選中卻意外敗給資歷尚淺的省議員施治明，然而初選

中金錢介入的傳聞也引起薛文鳳一度打算參選到底。最後在當局勸說下由施治明

代表國民黨角逐。在野陣營方面則出現加入工黨的陳森茂捲土重來，但出現與市



議員蘇裕夫互不相讓的現象。而在剛成立的民進黨中，黨內呼聲最高的蔡介雄雖

然受到黨主席黃信介的遊說，但在在野勢力無法整合下放棄參選市長，選擇參選

省議員。民進黨最後通過推薦了市議員陳進興角逐市長。在野陣營在分裂下分散

票源，最後出身安南區的施治明以「安南區大團結」為號召，以 56.76%得票率

高票當選市長。然而在本次選舉中金錢介入的傳聞也甚囂塵上，使賄選更加檯面

化，影響地方政治。 

    施治明當選後，任內則面臨市政問題，包括在安南區四期重劃區被質疑圖利

建設公司，以及海安路地下街的開發問題。在府會關係上則因新市政中心工程費

用是否過高問題與副議長林南生發生衝突。在 1993 年第十二屆市長選舉中，林

南生最後投入國民黨黨內初選與施治明一決雌雄，然而在初選時林南生因不滿國

民黨初選結果內定，最後違紀參選。在野陣營方面，民進黨受到蔡介雄一開始態

度曖昧影響，出現多人願意角逐初選，包括海外臺獨運動健將郭倍宏。最後蔡介

雄與郭倍宏投入登記初選。然而郭倍宏卻因是否入黨超過一年引發爭議，而民進

黨市黨部以郭倍宏入黨未滿一年被視為無法登記。最後郭倍宏宣布將自行以無黨

籍身分參選。國、民兩黨陣營雙方都出現無法整合的分裂局面，並各自宣布開除

了林南生、郭倍宏黨籍。在選舉中施治明市政上的問題受到各方選將的攻擊，而

施治明也以大量文宣反擊蔡介雄、林南生。最後施治明在受到總統李登輝輔選，

以及安南區的大力支持下，仍以 46.13%得票率擊敗蔡介雄 30.28%得票率、林南

生 15.80%獲得連任。然而本屆選舉也出現賄選嚴重的情形，被視為地方政治受

到黑金的影響。 

    施治明雖然連任，但市政弊病也開始浮現，影響了國民黨聲勢。當中又以海

安路地下街計畫成為外界攻擊口實，成為選戰的重要攻防議題。在府會關係上施

治明也出現與議長方金海的對立，引發日後方金海多次控告施治明。在 1997 年

第十三屆市長選舉中，國民黨經過民調統計，出現重返國民黨的林南生及省議員

陳榮盛、林壽宏互不相讓的局面，此外方金海也宣稱參選到底。國民黨內實力最

強的林南生跟陳榮盛也因各自在黨中央有不同勢力支持而無法解開僵局，最後國



民黨報准兩人參選。林南生被視為與宋楚瑜接近，使省黨部不願提報林南生；陳

榮盛則是受到省黨部的推薦，且因為與副總統連戰接近而受省黨部照顧。最後國

民黨在 10 月通過核准林南生與陳榮盛兩人參選，並視情況作重點支持。 

    民進黨方面，在 1995 年立委選舉中違紀參選的立委許添財在黨主席許信良

屬意下重返民進黨。然而許添財卻在受到地方反彈下，放棄登記黨內初選。在

1997 年 2 月初選中，臺獨聯盟主席張燦鍙以得票第一獲得提名，卻也受到許添

財可能參選的威脅。最後許添財脫黨參選市長，形成分裂票源的局面。國、民兩

黨雙方又再度出現分裂。 

    當時大環境出現國民黨中央及臺南地方施政都出現施政不佳的問題，國民黨

又因兩強分裂導致選情更加不利。而民進黨雖然面對張燦鍙及許添財互相攻擊的

情況，但在政治明星如陳水扁全力拉抬張燦鍙、抨擊許添財下，使張燦鍙獲得民

進黨全黨的奧援，在民調上從落後許添財到超過許添財。國民黨則是在整合遲遲

未有下文下雙方持續內耗，最後在選前幾天決定重點支持林南生。最後幾天林南

生受到國民黨中央的支持及拉抬聲勢，而林南生陣營也公布張燦鍙及許添財雙方

收取他政治獻金的影本以攻擊張、許兩方，最後在投票日受到民進黨全黨上下支

持的張燦鍙以 35.75%得票率，擊敗林南生 20.97%、許添財 19.77%、陳榮盛 17.81%

得票率當選市長，使臺南市政黨輪替，成為民進黨第一位市長。當中張、許陣營

的得票加總超過以往施治明、林南生加總的得票，顯示有相當票數流向張、許陣

營，亦反映了施治明的施政出現問題。 

    然而張燦鍙上任後出現市政滿意度不高的情形，在海安路地下街弊案中被視

為無力改善，多次傳出工地塌陷的新聞，使市府處理方式遭到外界批評。2001

年 4 月更一度在既成道路土地徵收補償案中，被指控涉嫌圖利他人一度遭到收押，

影響他的政治聲望。面對 2001 年第十四屆市長選舉，民進黨內表達參選意願的

有張燦鍙、蔡文斌及市議員林易煌，在中央卻有黨籍立委主張徵召脫黨的立委許

添財，但也引發反彈。人選遲遲難產的民進黨在黨主席謝長廷的在彙整各方意見

下，於 5 月通過徵召了許添財代表民進黨參選市長。然而民進黨中央此舉卻引起



張燦鍙以及有意爭取提名的市議員林易煌不滿，最後兩人都各自自行參選。國民

黨則在有意角逐的林南生及陳榮盛整合下，推出陳榮盛代表國民黨角逐市長。此

外卸任國大議長的前市長蘇南成也以無黨籍身分回鍋參選，打算藉選舉在地方上

延續政治生命，被視為具有一定實力。 

    在選舉中許添財受到總統陳水扁的大力拉抬，並且攻擊張燦鍙的施政不力。

要求選民集中支持許添財。而張燦鍙陣營及退黨的林易煌則針對許添財過去的退

黨紀錄大力抨擊許添財；陳榮盛則獲得國民黨政治人物的拉抬，也獲得從國民黨

分裂出去的親民黨、新黨表態支持，在選舉中也主打民進黨及許添財。蘇南成陣

營則是以恢復「馬上辦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為號召。面對各方圍剿，許添財

以財經為訴求，宣稱自己受到抹黑。 

    最後許添財在民進黨支持下得到 43.23%得票率，相對的四年前受到民進黨

大力拉抬的張燦鍙本次卻只獲得 2.90%得票率，顯示本次選舉受到政黨的影響程

度。陳榮盛雖然獲得國民黨支持，但此時國民黨已經處於失去中央及地方執政權

的局面，且缺乏如陳水扁一樣在臺南有巨大影響力的政治明星，最終獲得 37.4%

得票率。而蘇南成最後獲得 14.36%得票率更能說明此種情況。以無黨籍身分參

選的蘇南成則因李登輝及宋楚瑜的先後探望，導致其各自失去眷村及本土票支持，

蘇南成也因與地方脫離過久以及國大延任案中扮演的角色受到批評使其支持度

有限。本次選舉結果可看出臺南市開始走向政黨政治，以往派系及地域的影響逐

漸式微。  

    許添財就任市長後，在媒體的市政滿意度上呈現較高的支持度。然而到了

2005 年第十五屆市長選舉時，在大環境中民進黨中央執政出現許多爭議弊案，

衝擊了民進黨支持度，也影響到臺南選情。國民黨在初選中由陳榮盛及議員謝龍

介角逐，最終在 6 月的民調中陳榮盛勝出獲得提名，與許添財再次對決。而台灣

團結聯盟則因與民進黨路線出現分離，提名了在 2004 年選舉中意外落選立委的

錢林慧君參選。在選舉中許添財受到陳榮盛及錢林慧君雙方陣營的攻擊，面對了

大環境對民進黨的不利，許添財受到國民黨來勢洶洶的攻擊以及台聯的瓜分選票。



最後許添財以其政績驚險以 45.65%得票率，擊敗陳榮盛 41.40%得票率得以連任。

然而本屆投票率只有 58.96%，也創下民選市長以來最低的紀錄。 

    本文分析這段時期的臺南市長選舉，從 1989 年及 1993 年市長選舉在野勢力

都呈現分裂，到 1997 年市長選舉中逐步走向由民進黨主導的整合。反映在 1997

年市長選舉結果。可解釋為解嚴後的臺南市開始走向政黨政治，政黨對於投票結

果的影響越來越大。而在野勢力透過民進黨在歷屆選舉中開始整合，最後完成政

黨輪替。政黨的興衰也影響地方政治的投票結果。 

    在國民黨方面，則自 1989 年市長選舉後出現自身勢力的分裂，可說與施治

明市長任內的爭議與衝突有相當關聯，施治明先後在爭取省議員及市長上都以黑

馬之姿獲得提名進而當選。然而在市長任內卻爆發諸多爭議，使施治明及國民黨

形象受損。從施治明兩任任期中先後與副議長林南生及議長方金海產生衝突，使

得林南生及方金海在接下來的選戰中都不惜脫黨參選來看，當然府會衝突與林、

方二氏在議政上手段不夠嫻熟有關。然而施治明對此應該也有相當責任。府會衝

突加上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最後導致了國民黨失去臺南的執政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國民黨市黨部主委的威權在這幾次選舉中出現逐漸

流失的情況，從此時期媒體中對於黨務的報導來分析，在封惠南時期對於楊秀敏

及薛文鳳的揚言競選或脫黨參選都還能夠控制，然而到了李聰熙時期則先是在

1993 年選舉中無力控制林南生的脫黨參選，還面臨到林南生率支持者到黨部撕

毀黨證的事件；至於到 1997 年市長選舉時，更出現市黨部因擺不平林南生與陳

榮盛之爭，最後只得報准兩人的情況。即使在選前國民黨確立重點輔選林南生，

卻反而讓市黨部主委李聰熙受到陳榮盛陣營的抨擊，對此只能採取不打壓、不干

預及不批評的「三不政策」以尋求陳陣營諒解。往後的主委李茂松及莊松旺，從

媒體報導上來看在選局上扮演的角色呈現比前任者還要弱勢的局面。分析這種現

象，或許可以解釋為在解嚴後國民黨的威權性已經比以前更容易受到挑戰，而國

民黨市黨部對於地方的控制已不若以往，對於市政上能插手的機會也更小。 

    而在野勢力方面，則透過民進黨黨機器的整合下，讓選票集中流向特定對象，



在 1997 年市長選舉及 2001 年市長選舉中明顯的透露出來，最明顯的就是張燦鍙

及許添財在兩次選舉中選票的巨大差異。這種變化使得過去個人對臺南市市長選

舉影響甚大的情況，已經出現改變。在地方上有影響力的個人開始敵不過政黨機

器的夾擊。例如 1997 年市長選舉中的許添財及 2001 年市長選舉中的蘇南成。可

以說已經不同於以往的選戰。 

    而值得分析的還有張燦鍙及許添財二人為何能夠以在臺南市無深厚耕耘情

況下，得以當選市長的原因。本文認為除了大環境改變，選民出現換人的心理外，

選民在資訊接收的程度也比解嚴前更加多元有關。而在地方上，兩人都先後受到

蔡介雄的支持及拉抬，應該也是影響張、許二人在地方上支持度的重要因素。這

點從當時的報章雜誌及日後許添財的演說中都有提及。 

    這時期的選舉的特點也不同於過去出現的省議員與市長聯合競選。而出現了

政黨中油人氣高政治明星的拉抬現象，從此時期報章的報導中發現，自 1993 年

選舉中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對地方的拉抬起，各政黨候選人也紛紛依賴自身政黨的

政治明星助選拉抬，例如陳水扁、李登輝及連戰、宋楚瑜、馬英九等人，候選人

透過政黨政治明星拉抬出現，影響投票結果。由其自 2001 年後有關選舉的報導

中，更是出現助選的政治明星在媒體上曝光度高於助選的對象，助選的政治明星

成為報紙媒體報導的對象，可說是此時期選舉的一大特點。 

    總之，從上述分析結果可發現臺南市長選舉到此時已經成為依靠政黨品牌影

響勝負。並且中央政府的施政成績也足以影響到地方選情。地方上由個人單打獨

鬥走向集體作戰的局面。 

七、結論 

    臺南市自 1950 年開始民選市長以來，歷經十五次市長選舉，先後選出了 10

位市長，每任市長的施政皆對臺南市的整體以及臺南市的政局產生影響，成為了

我們今天看到臺南市的其中一部份。本文根據上述的論述剖析，可得出以下幾點

結論： 



    首先，臺南市因為處於黨國威權時代，國民黨政權對於異議文化興盛的府城

選民採取打壓反對意識深厚的候選人，並透過情治人員等監控來維護政權。而選

舉時也出現作票等被質疑選舉不公的爭議，然而由於處於黨國威權時代，即使選

舉出現舞弊最後也不了了事。而反對派的候選人面對不公的環境，出現了種種選

舉的怪招，加上府城選民難以捉摸的心態，使得臺南市曾出現葉廷珪三度當選卻

都隔屆當選的現象。而早期選舉中市區及安南區在市長投票時產生的歧異，也反

映了此時兩地選民對候選人有明顯的不同好惡，成為這個時代的特殊現象。 

    另外在府會關係上，臺南市議會也呈現相當的自主性，不論是葉廷珪或辛文

炳，都曾面對與議會中因意見不同的衝突，包括被彈劾或是議會大規模議員請辭

的局面，顯示此時期議會也跟選民一樣難以受到控制。議會高自主性情形直至蘇

南成擔任市長都曾出現。 

    其次，本文透過《自由中國》雜誌及雷震的日記，試圖釐清此時期選舉的樣

貌，並與辛文炳訪錄錄中的觀點提出不同角度的看法，來補充現有研究對於此時

期選舉史較少著墨之處，以貼近原來樣貌。而從各種資料對國民黨的動員及監控

的描述中，也可看出此時期國民黨政府對地方政治的介入之深，足以影響選舉結

果，應該視為這段時代的特徵。但另一方面即使在葉廷珪重回國民黨，府城的政

治異議文化仍持續延續，從魏東安以地方經營不深的情況參選市長仍獲得

34.24%得票率來看，只要有人以無黨籍身分出來與國民黨候選人角逐市長，仍會

出現一定程度選票支持。日後蘇南成及陳森茂的參選市長，多少都有承接了這股

力量。 

    第三，在第三章中，本文除了分析國民黨的派系替代政策外，也從蘇南成的

著作來看此時期的臺南市政局變化，並一窺當時議會走向買票賄賂文化等腐敗情

況，以整理出不見此時期媒體報導的紀錄。蘇南成以其個人魅力在府城捲起「蘇

南成旋風」，受到非國民黨陣營支持，雖然一度參選市長失敗，但最後在第八屆

市長選舉中當選市長。除此之外蘇南成個人與國民黨之間的分合，確實使其與臺

灣其他黨外人士出現相當大的差異，即使如此蘇南成的確以無黨籍身分獲得連任，



更成為臺南市首位連任的市長。而蘇南成與之前的葉廷珪、後來的陳森茂與國民

黨的曖昧關係，不同於其他地區的黨外人士，對此應可視為臺南地方上黨外政治

人物的特殊現象。 

    第四、隨著解嚴，傳統上有自主性的黨外勢力並未隨著民進黨成立而轉向民

進黨，反映在 1989 年的市長選舉當中。不過從 1993 年市長選舉起，在野陣營逐

漸開始整合。在野勢力的進一步集結在 1997 年市長選舉中反映出來，使市府政

黨輪替。為臺南市的政局發展寫下新的一頁。 

    而國民黨在施治明時代以安南區大團結為號召，先後以 56.76%及 46.13%高

票當選及連任，但施治明任內產生的種種爭議，也導致國民黨內部分裂，最後造

成國民黨失去府城執政權，而從日後即使國民黨再度團結起來，並在大環境對民

進黨不利的 2005 年市長選舉中仍未獲勝，本文認為除了與當時市長許添財施政

受到肯定有關外，或許也與國民黨仍未走出施治明施政造成的負面影響有關。 

    總結而言，本文透過從上述分析，從中去整理出臺南市如何從黨國威權時代

的市長選舉中由原先受到個人及派系影響甚深的情況，逐漸走向政黨對立的情況，

並透過資料的整理，使這段過程更加明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