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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r 分歧理論

政黨體系發展

劉

UA之民太學政治學系戰 ?究所甜j教授 )

攝嬰

黨體祟的研究歷程中

形成，進而 fp .登分歧理論在德商政黨體幸 的適用悅 。

車撞車建說分歧理論、

壹、前言

SED ,

平競爭的制度中迷你。 1 990

中，難免會出現麼合翔。

正主織在公

政簿; tfJM系又真絲{可梅特質 。

旬，數字 J 變化 ， 以及政史最意識形態益與與強度的不筒 本論文試著從 「社會分歧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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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leavage) 的角度來皺紋德爾統…迄今社會紹情分歧 ， 與此 基礎 F政紋的互

。荐者，本文亦

'及其; 1日 應 jTjj成的政

黨關係。換言玄之，本文主言:在說砂j德級政勢力的興衰，彼此間如何合作結鐘或分更是解

f誨 。 最後 ， 本文期待從德綴政 單是骨語系的發展自章程中 ， 探究新政黨分歧路線之形成 ， 進

貳、分歧理論的演變

一、社會階級銜突

的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Political

接見祭至IW是{~民主役

.£1.存在著「民主Pli:r級銜突J (democratic

李?身邊只i主意對于十會fl!J突克是最重要的普遍性和f徵 ， 也

，而較高收入者，員IJ 多

(S記in Rokkan) 闖入於1967 年合作發表

Cleavage structure ,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o 衛人 fl'i

出關f落「民族i有4命null工業被命J (the national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這約

大隊史變數的介入，歐洲社會的現宗教、社會文化、地鐵和經濟文化的根本差異，這

也形成歡洲各巨頭內部政治的歧異。「民族革

命 J (national revolution) 浪潮 F ， 很據其發展演變的差異 ， 又有 「 中 央 退路 j

( center-periphery) 與 「教會一 頓家J (church-state) 的爾大類分歧 。

民族主革命導致民族意識的形成與民族關欽的建立，相對於原本的權力支校教會

'幾位故;白恩怨眾的哇!法，如托克維亞5

(ρ酬。cruey in America) … 在中強調 ， 主翅存在若干 揖統

pc肘 ) 無妨距甚 之間的辰1臨街突i司傲地 ﹒ 馬克(Karl Marx) 也向蔥

花氏平古時 J階級績突說法 ， 尤 認為精紋銜哭泣持磁性的自然現象 . ;且不向於托克維爾 7 馬克思強調的絨

的突品何 r掛 工具j 陷阱之 In)利給，"!苦苦，王若法階級問此有若梅力與文化可怯懦.)主f1i

資本主義的宙中出現竿闊的階級樹突泣。

in LauriKarvonen and Stein Kuhnle (eds.) ,

2001) , p. 5

誰、Z> Seymour Martin Upset, Political Aflαn : the 品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呵 ， 1960) ,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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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盔的宗教勢力，

治勢力與努3定會追求地方文化的隸屬與管轄嗨，

會出現幸存瞬家的認向

話文洲政黨巨豈止t出現以 「中央一邊隆J

其次，民族獨家主主立的過棋中

部分國家劍出琨天主教與t!t1首 長語 言說的街突 ， 總之這種以

緊張中，愈來愈多的劉家j;)、追求獨斷約權力為主

的權力。

笑，

恩 ( Karl Marx) 提出的資本家與工人階級(capi祖Ii臨

類的社會分歧，

上的霸權，宰剃了下層階級的價值思想鴻超。

簡言之

李普豆葉與羅坎的「分歧HE論 j

流，就在於階級早成為「政治iltr突j、影響「政策支持與政錄投票J

模型也叮以說月月二十i削己以來，

其詩選區~ r選擇投票J (Alternative

的社會結偽差異。

綱早已整整更，但政黨體系卻沒有多大的變道，

大戰後，吾吾方®II書長 r (政主義\ )

黨的現，它勢必是隨著社會終濟轉型的發展趨勢而與怨。

「分歧J這一概念，

Gerd Mielke , "Gesellschaftliche Kon f1ikte und ih問 及epraesentationim·.·.·deutschen ·.·p,tfteicnsystem
Anmerkungen zum Cleavage-Modell von Lipsct und Rokkan ," in UlrichEithm吋Gerd Mielke (銬的g. )、

G叫e!Ischaftliche KO!!βikre /l nd Parteiensvsfeme. ·LiJndel令und Regiona{sl lIdien.(Wiesbaden: VS-Vcrlag

Z叫I) ,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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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歸納成三大;特質

俏的圾的社會

，紡車11 間產主人 、 勞工 、 天 主教

分歧必定有幸言紡織性

ffi4 fl日

，以及現今

(Derek Urwin)

「社會階級J

O 厄

「故，教本身是一做自變數j的可能候，函lit政黨(本身

，也Jl:t論定的歌w

1960 年代末就!菊始凍結 ; 對此 ， 邁爾(Peter M由r ) 防線地t8

(volatility) ，才正開始著。

(frozen party system) 假設 ， 糙

，是將正主管:體系單純地棍

, lf!Il]:袋上 ， 繼綴研究政澈的

'閱后哥政豈能體系的成

惚堂去遭受的jl&眾多批評與質疑， fi來給政旦起體系 J (!'J概念堂II珍訥 多

，依然有制常敏銳的分析效果，它可扼婆說明為{時該

Mair; Identity, Competition and Electoral A 叩ilability: The Stabilisation oj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p. 214-249; Stefano

1860-1980: The Class Cleavage (Cambridge

Gallagher, Micacl Laver , and Peter Mair、

Party System話 ，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 cds.) , Parry S.戶!ems and Vole I' Alignmellts

Free Press , 1967 )， pp 卜 )4; Stein Rokkun , Citizens, Elf!叫ions ， Parties ( Oslo

Uni\'釘釘tetsforlaget、1970) ; SteinRokka眩，inPeter Fl ora, Stein Kuhnle, and Derek Urwin (eds.) , State

九Iass . Poli t ic.\' ill Europe: The Tfleol)' of Stein Rokkan (Oxf叫d: Oxford

Derek Urwin , "Political parties , societies, and regimes in Europ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iterature ,"
EuropeanJournal ofPolitical ReSe(lrch (Oxford) No.1. ( 1973) , p. 195

tvlair, “·\daptation and Control: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Party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in

HansDaalder andPeter Muir (cds.) 、 IVes terll European Pα1' 1 "1' Svslell“ ( London: Sage , 1983) , pp

40多一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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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臣之中，穩定赴會給格£hl穩定紋絲體系約為度約1弱性

傳統的「分歧理論J

的增修，隘的多元內洞的「分絞，m論J仍在且在一「政策與位會j

角色。幾 1 年來，新增影響政黨變遷的J，婆「分歧 J 民主告終、人

( demographic shifts) 、 二 、 技會做做(value) ‘ 與三三 、 意識形態 (Idcolo皂y) 0 以下分

別說明之。

二、人口絃樁因表

人口結橘因素成為~'Jj:j分歧凶手鞋，童車站在於隨著!工業社會進步

梁和社會紡織的急速變化，

末在二戰結束後百廢待綠豆屆主初的二十年經出現。戴!頓( Russe ll J. Dalton) 弱的 e 隨著

物質的'@;餒， r政黨整整選J 的主兒象遠比

呵，頃特傲。故;議變i鑫也促使選民聯盟裂解

裂。當先進工業或是主侵蝕傳統的社會關係、社磁吉思同時，

結那變得具侮流動性，彼得遠墓於校會忠誠度的干上會網絡

就是戴皇民 pJT強調，於 1 960- 1 970年代交接待，正主

(fractionalization) 與 f易變性(volatilityofpartYsYstems)

效頭提出這項「墓巴解的政黨若望系j概念後，英韌的特

斯坦 ( Avram Bochs出n)

旅館系的遠東盔，的域的1故去約時(或)

絞煞的崩解中發句:串串變，

槽，改為，絞祿的基層紡織出現;反敗11手。。也為奴顏、

的如

aηd Policy effects ， 可in Paul Pennings and Jan~Erik Lane

( Lon山n & NY: Routledge. 1998) , pp. 72~7弓 ; Peter M. Siavel時， ‘Party and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Crotty (cds.) ，的IIU!，οοk ο~l pω 1J' 凹的tics (Thousand Oaks:Sage;2006) ,
pp. 361~362

Siave 1is, op.cit. , p. 363、Ronaldlnglehartand Avram Hochstein, “Aligi1ll1cnt.·uild deal啥叫了1cnt of the

electorat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ζ 'omporat ive Po!it i cil! Studie.<>, ( Thousand Oaks) , No.5

(1972) , pp. 343-372

會兒 H an s - D i e te r Kligemann and Andrea Volkens

\:Vahlprogrammen in Jer Bundesrepublik Deutscl >land

Niedermaycr, and Richard Stoess ( cds. )

、.Vcs tdcut scher Verlag , 2似)2) , pp. 50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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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分歧攻論在李普喜喜與羅坎大環境的「社會階級街突j結情外，

，作更細微的「社會分絞」解釋，來說明 1 970年代趣的

、價值ltSI縈

「後工業于十會 J (post仆ndustrial society) 的發展 ， 新議星星也隱綴出現 強

調乾淨的環境、核能的倪鴻、創造對女性與少數旅游庭為友善公平的文化環境、追求

更多的民主以及在家庭與i立刻間星星上，辛苦更多道德容忍受闋的倡議與行動等， [薩里告成

之後約第三個 f後工業1革命J (post-industrial) 浪j誠與

他認為價值與「儉恆

其後才引發政黨結盟的改變。戰後出生的新生

經濟鼓乏的終驗，隨著教育機會的提升，慢慢形成了另

IZSl f市對此提出「後物質主義價值 J (post-materialist

。較為豆葉視非經濟役的

平等等、參與、草草境與個人道德。這些價值並不同於典建立懿

經濟穩定與成長、關內秩序以及軍事與技會安

, i時也 「債總差異J 來旱

，造成有接投會圈體車專主立或主iT創，主E傳統的左派

，進而出現如綠黨、新左派與新政治

約綴織或干土會E兒象

l1!l、分歧<j:t釣意懿形態菌素

「社會階級J銜突做為「分歧j的分類內容，德關學者馮

長期以來，政黨的「意識形態j與 r1龍綱j 差異才一逕

。參考羅坎捉偽

、勞工和資產主階級的街突)，馮拜梅將與;飯

，歸納為十大類主且，分別為

(f呆守主義)

6 主蓋章琴教政黨 vs 仗俗骨質系

話 Ronald lnglehart, Culture 別ift in Ad間need Industrial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Rolandln皂e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lmo(Jernizafion: CuI/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白血， 1 997)

Lipsct , ‘Cleavages, Parties and Democracy ,"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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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共產芳在 YS 社會民主黨

8 法否耳其時政黨 YS . tJi:主毛主體系

9 極三位政黨 的 對抗寫i頂 一領利磁機系

10 生態政黨 vs 成長位 會 (

法§拜梅認為，

黨存在，

制度位上做解釋

2

性的動員，

主持政黨即使河以突破大環境的限制問成立，但下于自幾{路因素也會議它的發展前景

變得不樂觀

:新政黨、與社會室主合的主流立場豈是距太遠或太)[[ 0

2 新政黨右絞乏動員做特質的領做人物 ， 自II

等，也將無法凝要表聲勢 o

Fischer)

Klaus von Beyme; "Entideologisierung·· cler 'Parteien Ulid' die progrummatische>Annachrung cler

Parteienfamilien ," Parteien illl Wandel (Wiesbaden: West dc i.ltsche r'Verlag,2000) ， pp . 7。可7 1

各崗還取制皮政黨絡系的關官、解釋，按有名的超法草草學者相對li是鍵的的社弗做法的( Du、甘ger ' s

Law) ，主要內容為

草草制的形成， I'咱輪決;單制惡形成多黨聯 ~i日 。 社弗傑法!甜甜5名 、自日 ，

t-ll]' 日d 此話 丘 ( DouglasRae) 、 萊寬(Wil1iainJI. Riker) ‘ 隸托利(Giovanl1iSriri6ii)、以及岱j軒

( Anthony -Downs) 縛認為松對多數法制按現 五百黨制的必要{是啊 ， 做青g~充分條抑 或認為始對決會使

政敢競爭攪模縮小為筒黨競爭的態斜。學約1挺立，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悶， 2α)6 年 1 月)

頁峙。一瀉的政府體制採取內關制、總統制造字總統制均可能對括:說體系的形成康生影響，例如

採總統制的閑談，問為行政資源的總統獨嫂可寄:政黨吾總統大選錯銬，紋j條有該任期內最大的政

治資源、因此該謂的奴主誼會傾向於以兩黨或爾鐵聯島亞體系的形式的現 e

Von Beyme , op:cit.; .pp. 71~72

Von Beyme , op.cit. , pp. 72-73



32 可是堂里吐研究 第47 卷 買主2 的 段路97 年6 月

參、政黨體系變遷

，從事競爭f1f4命 (If'

f政治資源與權力築中經沒j 及

，政:紙體系分類研究中，迄今還

奴濕約意識形態，

11攻錄音學系 j

自己合1'11 1，鍛 tel正艾滋之間的意殺形

)這時吉他堂堂斂，形成了包括:崎

，在適 P!.' i白

，也無法就敘談體系內邪的質

Alan Ware , Political Pωties alld Party S~阿!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后 ) 、p.147

(Anti-system party) 。

也有叮{呢fY;f灰皮體系成草草， " \Vure 句I . e i l . ， 間) ， 1 49- 1 6 8

相關 it (rele叫nt) 成 主鼓足 以 政黨的仿 !泣 的 ( position 叫lue) 來決定 ， 詣 的以政黨的執政收間

(governing 肘iented) 與反封取向 ( "阱)Os i t ion oriented) 的手 物品;講能(blackmail potential)

在政府決策過問卻有杯路路止議業i通過的

，有兩假以仁的相關性成熊

(sillgle party) 它的支A 不允泊 反對劉艘巡圾的獨 慨二的政黨體系 ，

, r可 冉一熬成懼 、 一 古建 務 ， B

可並早n若干小織結l成 ilt. 政熊 系 D 間黨 II" J

J 晶 體系附有交替執政 噁荒草 。 E 有很 ( 即 J) j多黨 iii!日 ( l i m i ted pluralism)

3~5 澈的 關從政黨 ， 政黨!由意識形態 不大 段 體系的注 t 服肘子可[站附感 。F

(extreme pluralism) ::t自何 5~8



I 分歧 品J 探討詞說後的政機體系發互支 33

形態屬性由原來的左派政7頁，

兼具公平正義5!i4鼓的絞爭的發展 自

仁台為英關陶然體系的內涵沁人紡(mi'i霞，也治改吉拉機系變遷的J&i~主義存在:。

去活 E}l )邁爾 「政煞險系變遷J Jilli論的j遁的 ， 配合發+1利

探討，

整整遷為背袋，

內;研fr=深入分析，例如，同齡於諷和多裁體系的德拉聲與法關政丟在機系

相同約政體系特質， (民主安登上的各滋i句都是這沒背景是美錢，

持J踐紋絲哲學系的比較 ，

熱線系f學論至3分析豆豆惰無法做深入J:U跤，你fW:!"，顯示汝岱或轉變的5芳:悶， \i搭

成學術研究的遺憾。因此，有必婆在特I I~紋i 政策的數字分類標經 F '

3年:軒體系分析

，@爾特、f去了杜佛傑、道爾( Robert

認為自奈WI

?于來下芋，間為政:收存引r:的一項核心

方式，

4

體系變淺。i'Jtl ~n

後，

為民E主選

ilL上

的改變、如何設定政黨新的競爭衍鏢，

Mair, "Party System Change," pp.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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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結星星或分裂解繕，來三呈現德華軍政黨荒體系的肉絲與特色。

、德麗統一後的社會分歧

1990 年10 月3 臼統一 ， 得、綴成

。加入 1，640雋的德、東扇民的德、麟，守主{

設備能自鈕，房屋設

，這在~!i謹 [tj於哥哥 i單 {國

1990 年德來人約有 8，000 美元詩 ， 德

、織業訓練、消費水準

，德、東人認為社會充滿著不公

，總聚在失業問題仁，只有統一紛紛的 1 990年，有三害最低¥J

19%之間 ， 總茵的失業率則在

，每Ef名 20 歲到 30直是青年人口中，大學生的

年的 23% l i罩在德間也 有類

'面對就業;不易，會以延

。就圓際經濟疫力來

，不僅低於

109%與法國約

5火不知的 ， 加上聯邦政府從

1970 年

in der.. europaeischcn Union ," · in Ails. Poli1ik lind. Zeitgeschichte

60%的限1tIJ 0 http://圳、 w. faz.net/s/RubOE9EEF84AC 1E4A389A8 DC6C23 161FE44/Doc 凹72B 5 1 F I8030

4886日00A4日A88817AJAB-ATpl-Ecommon-$pnntpa皂e.html， 2005!1J24, Bund的reg時rung， Stabiliraetsprogramm

2004 , Kabiuctvorlage , I.Dez.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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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i說 ;可 金三是主總額 失業率 20-30 歲青年學生比例

來源 Stati st i s ch臼 Landesamt

Badcn-Wuerttemberg

全德廬寸德ji1j ---J. 德、)iff

來源 Bunclesanstalt fucr Arb叫 車站( ,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聯邦議會投票率

來源 $tat i sti sches Bundesamt 荒涼

工會社闋的組織程度

GesellsdHiftsforschung in

Koeln

生活滿意度

Da:terircpoft 2004

國 1 1990~2002 年二德國的發展情勢

資料來源 Jan W, Van Dcth, "Deutschland in Europa: Eine Republik zwe認r Kulturen?" in Deu/seh/and ill Europa: Ergebnisse d，叫

Eul'op凹II Social Surwy 2002-2003 (Wicsbaden: VS Verlag fuer Sozialwissenschaft間，200叫 ， 押 的- 1 6

統一後，德藍的土會普遜呈現出德巨匠、 j害百終濟表現歧真的現象，玉昆今策者以第二

壞社會分歧理論的問大要素，來討論這段將其母統德闊的社會分歧逕否不同於統前

的j7!j j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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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李苦苦簣與羅坎的社會階級衝突途徑檢稅

, l投機

、公民校舍的政

, JJl1 J:.

!鼠i

。!哥拉 t r內部

經合」於統'1-史的現在仍然是急諒解決約向題，這還包括恆快速統﹒自己至三箔脆不完

。而引起的高失業臻、為財政赤字和經濟情勢不tt等總惱人員主 II自心的問題。如\DJ諱

言地，反!悠悠來5月戀的政治紡織的政滋生態也犬不4日悶。

以 1 990年以來的若干綴 Ifl，月1茄邦議會選舉結來分析(見裘 4 ) ，民主社會主義耳其

( 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 '以下i習研t'('付款)從 1 994年起， n:德

, .t達1還撿來第三文丟在之位 以放 ;位政黨勢力

是lEtJl乏主選舉制度後，自立了政草草成立，總部多在在體系也

多元競爭絡系的形式。!1:，f(U多黨並起後，

1994 年巡 ， 去!一段2年這 、 上是ti濕泊之級命;自己j左派勢力就是德東地做的土流 ， ?~l~ 昧著德采集

位農科毛主主主既沒傾的放象。

「跡;星星議J@ J '身為多層次治fill 勇往 涉到時E IZ控、協

主哀與地方認閥的 1~)， jj IJ '在涼千亨德關1克內的月1插手j咚!草地方f晉級的i血或(如1總東、總也)，乃

'符儉綴各改為:在「做做認同 J iJ~撞車

，才能討論般若干在既耘的中央與邊際政終分紋中，

!m ' Jjlit士聯!現以巴伐利亞~ f'I; (Bayern) , ~il 2005 年之前的民付 說:以德、東地區為主要勢

f中央與沒隊J 晶亮堂 。 [道 2

1979 笠1999 年悶悶參與語文洲議會選

舉峙的主設指導，於激經議題上多採JE an支持態度嗨以撥論「緻盟議星星j放末在德i割

去三要主政悠閑形成顯著的社會組j亨獎。

投機「第凹啼茲方言其 J ' 於 2006 年 1月 31日前的接話，仍格可以約領

(Arbcitslos叩geld I) ，也就是鼠也問取 32約月薪賢(以此人在先品的民後的凡的淨所份來計

2006 主1 月31 日之後的失業者 ， nl]條河 取 卜三個月的 「第…失業余J' 而超過 白

，只日起草恣垃闊的超過認暇時限的立在苦中有1 件 輔助能力者

f三J (Arbcitslosengeld !l 、 人LO II) 可

於蛙工 f可 能 力 的 家 l在 成 紋 · Hi]

345 賊元 ，

( Sozial旦c!d) ，依 b白

331 歐元 。

http://\vw\'、bundesregienlllg.d己勻)olitikthemcl1/Arbcjtslosellgeld-I[-Hartz~IV-, 11826.690094/artikeV'Arbeitsloscnεe旭 I1 -

、.Ver- \V ie -v Lh t rn ， 2004時針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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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車里的左右f立宣

SPD: 1'::1民黨、叩S民的1、 GRONE:t主持在、

可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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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結構方商

Rainer Geissler, "Struktur und EntwicklungderBevoelkerung;" I!?fOrmafionenzur pOlitLt{'hen Bildung ,

Themen: Sozialcr Wandel in Deutschland (Bonn) , Band 269 (2004) , po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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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 990 年到JI}另始大幅增加的外籍人口，從

研制 2003 年都維持夜 730 爵的數字 ， 叉車t

2000 年初期 ， 約有15 萬至

100 淺的非法外籍人口在總監事境內生活與工作 ， 持竿而論 ， 50 萬非法外籍人口長期曾

{f德圈f士絞倩勢不佳時 ，

。甘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德國統…後，人口結

表 1 德皇宮 、 德東貧富與支領社會救濟之美異比較

貧富瓷瓶倍數* 社會救濟金的人口比例

泣行
他!研 之 德高 德來

1990 3.9 2.6 2.8% 1.4% (1991)

1993 3.7 2.7 3 .4~右 1.8%,1

\998 3.7 2.9 3.7% 3.0令台

2002 4.0 3.2 3.2% 3.0令台

治*苟且土耳欲人i是詢 問 者置;收入結低 的

資料來治、 Rainer Geissl仗"Struktur und Entwicklung clef Bevoelkeni 芯 ， 押。rma!lOnen z !lr po仰仗的I Bi/dllng , Themcn

Sozialer Wandel in Deutschlatld( BOUll)·, Band 2關 心的4) ， p. 17,20

三、社會價值方菌

的述被據各家分歧理論高傲的的分析，亦可以從樹 3、國 4 i學東 、 德函社群

(soziale Milieus) 的分歧若真 nu察知 。 于士群研究為一新型詢波德陸軍校會結構的分析

訟，內叮叮在此;咬定義為生認草草念與念活方式相似的人絆，又亦在社會內部形成

、社會地位與

。意即l透過組織化的

生活固的與方式，乃至於其對工作、

在以收入精成

。其中約 115 德

，而另一那份

發展」關所改寫的文字內容，附[閑來源為 Rainer Geissler

‘Lebel1ssituation ethnischer Minderheitcn， ' 、 h社>rmatlOllcn zμr politischen Sildllng, Themen: Sozial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BOllll) ; Band 269 (2004) , p. 40

Geissler，op.cil 句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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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群意見滴著較高的成就與幸免西方價值色彩。

f攘的位在干 ， 這些人多會主益的持這德的政治領導挖潛 o

r-一一一一一一

上層

中冒

中琦

中低「問

F 持有f

社會地位

{單位i取向 保守

主義者

圈 3

Ie.!哥

中上將

中!胃

中低層

!、服

社會地位

保守價值守莖萊德平等個人主義者

護者傳統(隨值者私營企業享受、泊、教於嘗試

、自我發展

國 4 2000

背斜來源 Rainer Geissler, “FaceHen der modernen

Wandel in Deutschland (Bonn) , Band 269 (2004) , pp.72-73

39

Sozi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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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間是以況{I;甘于

。總來則在

進步社會i1守主草打在 J

間成為統一的受益

，以函 4來解釋，中

、 1兒代市民、較高教育水准

低社會地{j'L Il1!iI寄人士在絡站約三向四分之人口，在德、東約三分之…的人口比例。

這街區豆燒的價值豈是真倒是不犬，都約街!分之~人口屬於翠微物質荼毒室， i白質殼上的

中土絆，或是所謂的有享樂主義者 o另外，德的各邦的傳統工人社鮮卻急速萎縮，松對

池， i愈來低校f雪地佼者中 ， 工人階級主主諧的驕傲和星華 人議舉粹的嗎?誦 ， 卻t搭成 (:f!!.萊特

，也函此顯得德、來的社會做i自殺未向德高一樣的聚合。

顯然，總策的社會給情以中征收入的社會地佼若為多，基本纜線[則是寫個多數集團

分立一為兼具茁方 f憫人主義j還沒「私有化J與「自我發展」以及西化享樂思想

的人II羊，另一則是練兵身為「保守主義J守發者!ffl萊德、傳統f~U偽的人群。比較你言，

1970 年代的發展階段 ， 其中部分具為緬

按自

、社會市場經濟、 jill

是五大政黨經濟領泌的選

。另…個;還 1訂閱政跨

。五火政黨中，即便是強烈主

, 94.4%以 i…的內容書店

Rainer Gei曰:前， “Ftlcetten cler modernen Soziu!struktur," I昕;rfl1(1lionen ::I/ r polilischell Sildung、 rhcmcn

VOll \Vahlprogrammcnin cl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1998," in Oscar 、N. Gabriel , Oskar Niedermayer, and Richard Stoe間

(cds. )、 Parteiendemokrat ie ill [)的asc II /and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2) , p.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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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高利國家j

選民支持。

另外，投民;雄主E f保守主義

Deutschland 1949-1998."

Deutschland ( 、N ie sbaden : Westdeutschcr Verliig, 2002 ) , p;52J

伍、統一後的

根據邁爾的

得知d的城迷作的核心 政滋投入絞爭的 g的與波動的形式 ，

'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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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1953 勾 馬德間共統就(KPD) ，1972 勾 後昂的吉、志共謹識(DKP) 勾

4. GB/SHE: De明mtd巳ulscllcr 副ock; Bund Jer Heim拙'cnricbcncn und Entrechtctcll， 怡、詢:現/伊拉且逐扭鄉者與權利被剝

海話聯憬。

咬料來源

一、從政黨個體微觀層面討論政黨體系

)外，

「公民倡

) ，成為反

可德飽選親制度與政黨政治(台北芯， 1996 至4 月 ) .反 229~2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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勛的生士會主義縫上，

錢，留念到民三t::1r需求與創造和平草草域的必要性

給這寄:的主民主、經濟民友、

的政黨，轉變為全方位的政黨

第二倒影響則是促進了德國政;議政治光諧的撥火

為 1 977 年起 「綠色名室里 ， 環趕走保護 J (Grline Liste Umwe1tschu詞，

漢堡、布萊梅與北德幾邦形成地方勢力，發並形成J;)、「綠色j

參加 1 979年約歇洲議會還是展中獲得 3 .2%的得票率。 1 980年 1 月

(Karlsruhe) 成立 ， 直當時的黨員僅有 2萬名 ，

得議緒，及至 1 983年以 5 .6%的得票率，取得聯邦議已會 27 i毆席仗 ， 打破了

民/基于土聯盟、社民黨與自

從一豆豆持綴到 1 998年，

驗的政:殺。使得德國政黨體系的松磁性政黨數，

自民眾的混和三與體系，

級黨執政對德國政黨體系的影響，

所帶來的影響。

生態綴{系中的皮爾者

提供解答的真空，以 f分權化的政黨組織」

的「意識形態」分歧出發，綠草草，是生態逐級j代主壁的身份。

為綠主義執政，

(二)被民黨的分裂與民社黨的蒙經

1989 年 ， 社民黨針對基本豆葉綱做了大榕的修訂 ，

視生態的發展政策。 it:[這黨綱修訂的jjJ能成果，郤函

從檢驗，

改的厭倦，從生態綴念出發的綠黨

價值獨立性

非社會主義約「綠色j第三條道路，

過參與型的墓層民主體制，

無論從李普鑫、羅坎的「社會給級管突J 路線分析中，

命 J tJ:j碗的代表，或送依據英軍力哈特「價值j分歧璟論

1977 年漢堡與T 薩克森邦議會選舉中 ， 綠包括 \'1(£越彩色名單

3.9站比例的故誠向京卒 ， 雖然來說一學突破5%f，ejf革限制 ，

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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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年中 ， 三大:做做能動員投票率人數約二分之 比例的人口 ， 這乎是不滿院攻於從1

東人民對紋絲表攻不候， 3l~主J統…過程不滿所產您的居室裝失望，德E耳其IJ對踐經!胃里藍的

處理，送有怨言。對此社民主議內部也有不同餃音， 1993 年6 月社民黨和執政聯盟達成

的 f 1丘吉藍妥協 ( Asylkompromiss) 此 ， 也讓人覺得社股熱袋失了保障扶助弱勢的基本

立場。

本來承受許多社會不滿畏艱的右派執政聯跤，在 1 993年不被看好， I按國 1 994 年

經濟稍微好縛，並位:較好的政黨選戰謀略 F，主蓋上是聯盟主席約爾 ( He lmut Kohl)

與社民黨支將夏.'f'(Rudolf Scharping) 的選戰競爭中 ， 還因付一民漾在前述庇發政策議

Itf] g趕涅的 、銜 及總理終選人不夠突出的情形下 ， 造成義民和基校 聯盟與 自民黨險

勝，總綴執政。 1 994年大選失手IJ後，遠;被告首i時形成的「三反頭J (愛不、技方的、施

略微)不再毆結而各自拉克遂熱內大位。校方由於1 995年 I I I守 再度取得黨主席 綴 ，

代表1':1:民黨究堅持傳統左派的勢力o過去黨內歧累的分支初具有各手15發樣的中士良菜單給各

邦總理，之後也認\{E省奴終合與政黨紀律吾吾求下，要求以反調來決定聯邦總理候選

人，蓋章後白已經連任多月2下薩克森;邦總理的飽H惚惚 ( Gcrhar位Scht口der) 小勝 誨 ， 取

得代表子上民熱於 1 998年挑戰科爾總理的士馴化，立t與位均由成為雙豆豆領導人的選戰三E

這樣不闊論傲的組合被媒體稱為「芳在具緊張興建設性效果的雙元主義J

(konstruktiver Dualismus mit Spannungseffekt) 0

施間各德、於 1 998年選戰中以 f ifli中間 J (die Neue Mitte) 說路線F寄:主軸 ， 贏得選

驗，自此打:民豆葉形成紛投火勢力…為豆豆俊傳統1':1:會主義思潮的努力，另一為以利丟在

3萬導向約市民投祭者 。 由於tt錢買走 1 99 8 年的勝選來得突然 ， 在缺乏紋絲路線內部討論

的樂備下， I，姦管拉11昆在內 f苦j 已取得財政部;反之役 ， 但總政協線的爭執仍導致社民眾

內出現居買主童的人事?可爭，繼的引發 1 999年 3月拉方固的辭職(聯邦財政i部長與其主主

廠) ，後悔施眉苦戀接任黨主席形成黨政合之後，拉浴血健在社民然內部尖銳批評

施研制惡的施政，也將政治關注的環心部份移絲直至德敢地區， 2003 年9 月 五I.! ~主議德、東

約社民;每日語和民衍年電合併 o f立7'5由闊無法認問去I:民熾熱正主後向街關勢力靠攏，認為其

，於 2005年 3月離開了社民鏢，括主後K~]成「選舉替代選

(Die Wahlalternative Arbeit & Soziale Gerechtigkeit, WASG '

、以及且也自於!明確出發的母悶，昨i且必

裕的航空，，"It(洛德悶。"[[Itt站內端的庇誰有申說條件，恨水造型的卻說:盟者成合法的申話者，

沛的不能解決問題 fffi ff益受批評 。 http : //de . w ik iped i a . o rg/w i k i !A吋 I komprom i臼 叫s i t ed by2叫7/8 /2 2

OskarNiedermayer，ιιNllCh def Vercini皂ung: Ocr Trend zum tluiden FUnfparteiensystem ," in Oskar W

andRichard S的指 ( Hrsg . ) ，Parte的ldemokraf ie 川 Deutschland (Bonn:bpb,

，有有追求推動「第三條路」核心的 r平

與阿拉， J 等單念所進行股策的身影 o {)i~如 以 ?強化經濟 、 自i造新 1

11'段會 J 為主體架榕的故棚 ， 樣示 了凹對}f:政化及歐訥!統合的契機F' 各單供 條件 的視台 ，

f組成段哎 ， 放辨低民眾說 ;壤 。 政策 [ 要 透過教育科技能力提升 、 公 平稅賦 、 軍控與指手Ii政策 、

絲織圳人執政餓隊的剔的生態代化政策及1直內終侖的完成、外交政策山迷除仰的織

大現深化來發踐

Nicdermayer，οp . C l f 、p.120



從「分歧闊論J I衍了總麗君統一後的政錄棋 長發能 45

個左派政決定以「在派民主 ( Die Linke切

的提名名樣參與該年 9 月

獲得 8 .7%的得諱:率﹒

的大;機(見淡 3 )

黨反省，

(Nordrhein-Westfalen)

三分之二m~次由主華民和基紋絲路所掌握，

民?耗在一聯邦政府的執政地位。?是防火遂的腳步接j[j:時

地隨身份的民社黨領導人居的(Georg Gysi )

具有努力 !.Ix潛力的政斂，試!頭透過對方之力，星空合組「全租車左派紡織j

以下簡稱勞動社會庇護車在) ，要結:ttl'完澈的將角

路線的人土入祿，形成千上民:憬的分裂。

1990 年 . rl1 原東德、共 黨支改組成立的良性嗨 ， 紋的文在德衷地區獲得;但選三席聯邦

眾議員的條悴，以說丘爾身分分配政:議議蹄，參與了全i'lill;文治決策，

的政黨盟友詞，出閱(閱變成為1日惱。

歇，正[flJ 1993 年 ， 通過了全新的黨統

全皇室發展方針的修IE

黨獲得 4.4%得家來， li!fl米超過 5吭，r~綴

議席的資格， IT百取得 到

5.1%1守主吾泰跨過5%鬥樣 ， 獲得

素，

當選資格也只贏得 2席，

策的爭議再度浮上橙Ifjj

也 FiF]fi{g希望民主 I:濕的形象能與社民幣;有研顯院關 0 2003

乏主 ( Lothar B isky) 為怒;三的諧 ，

;主新社1紀的挑戰 。

2005 年這iU\H是在立大淺的選舉悴 ，

Ki1rlheinz NiclauB , Dns
Sch611iil帥、 2明2 ) . p : 131
根織聯邦追取法，聯到得誼會選月三中;兩支農只要能通過

比例分布J聯邦議會中的席之見 。

(BOllusmciI6ri-AfHirc)

不前J龍 次選

(Edmund Stoiber) 決的形攻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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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左派政草草(社民黨、 ti. ;~輯、綠黨)的總得票率高達到0/0 '的確比兩側主要右派政

黨(主主民/學計聯盟+自民怨)合計 45%的?專家主拉來論，選後幸?左派各政:殺齊心合

作，未必不0]能組成一個左傾聯合政府。

新政黨的出現，反應社會中游綴著和原政緣不同類型約意識形態，這樣的假設性i

郎透過路!區域的政寫給哎，和綠豆豆原來的民社黨合作

後，這新生政策;一舉在全區單位約聯邦主義會選舉中能到第四大黨的位鐘，不保存綴下

來，

的增為五，也意踩著當時新直Ij約「勞動正義;敬J或是iR紐約「左寂民社第u言:識形

態，終發;在 2005年j寒戰中和社民煞有所盔鬧。至於 2005年左草草於德、東tllH憩百所獲選

主義，是否多敏主是從原中上民黨的選票瓜分jjfj來，從表白悶熱得豆豆眾的數字治錢來看，似

，恐仍須出口民

。總協「左派;衍派j這一項支耍的社會分歧仍然存在

嗨，若以七、八成(J']O]能的:來說明 12005年左豆葉在德敗、 if!1泌的票源多從社民主義轉向

而來的對 f雖不中;;'1'不遠j約1月j衡。在;成於這次選單i1{j首「役獲得綠亮的成果，很據

馮拜梅對新政黨發展能否條繁約!原因來檢視，潑、該也可說明它們是透過有紡織的政黨

形式參與選司機，尤其校方的總動性的言論與個人魅力吸引和撼動群眾，讓這個新成立

的政黨，緊扣民眾對于止民黨右傾的不滿情緒，進而把握協會擬的改逛，手iJ F哥各黨準(前

時尚不充裕的機會，主動和1惹來的民社揉合作，:oj創造出在聯邦議會的交存放詞。

校方自從扯皮:教凶走另級「勞動社會正義綴J '意味著社民黨的分裂。自草坪友右

的合作期間，校方的先於 2005年 9月 23臼擔任肉聯邦議會左黨的隸屬主席，再促社會

(2007 年6 月16 汀 ) 與左黨合併 ， 重雷電後以 「左支票 J 為支票名 ， 校方

。純金{芹的tn飛擁有 74，5 00族主萃，其中六萬

名來自德來萬的千多名來自戀的。 2006年 3月，左黨於德來讓克森一安i哈特邦

(Sachsen-AnhaIt) 的得票率 ， 從{JIl年前的20.4%上升守主25.2% 。 此外 ， 2006 年II 污

犯柏林市貝i1*緩綴 ~1L!社R;tl!i聯合執政，更引人放闊的是 2007年 5月布萊梅市議會的選

舉，該黨綴得 8.4%得主黨潑，越越了做主豆豆葉的 6 .0% '掛突破民中主黨以往在德[flj邦議會中

章寫議席的紀錄。 2008年 i月 27日左黨支以 7 . 1 %得票率§度進入總[flj下綴克森邦議會，

!可El ft豆葉再於繁華華邦選舉獲得 5 . 1 %選票; 2 月24 臼漢堡市議會選舉的左紋，得票率為

6.4% 0 20日8 年春天 ， 在其說在德函三邦選舉均笑傲議席分自己的5%得豆豆門徑 ， 顯示在黨

在德、西己絞有一定的支持度，甚至三在然森3'~~耳漢堡市還因其擁有一定的議賄， lijj成為

，其影響力已經不容小麒 o

總之詩:以新政煞的組織型f退出現，除了在德東地方選舉中11m展疫力站穩了腳

步，並在德爾約~fi萊梅、下薩克森、嗯森Ehzi英堡攻下幾{自橋頭餒。它的;青俐的咨詢著

「民主的社會主義 J (demokratischer SoziaI目血的 ) 特色 ， 似乎在諷刺友派大終于士民煞

2007 年與投民黨撞車及2009 年粉

，透過生態與社會結構轉變來創造就

，來保險公平的生活水準。加上更有奴的財稅改革，i是

http://www.statistik.bremcn.dc/sixcms/med他php!13凡w07...heftl10，pdf， p.9 , visited by 2007/8122



從 f分歧理論」 探討德屋里統 後的政黨諧音系發展 的

25.3

35.2

43.8

1990 I 1草草鞋 41.8 24.3

德函 44 .3 35.7
主任串串 41.5 36.4

1994 I 德東 38.5 3 1.5

德函 42.1 37.5

全獨 35.1 40.9

1998
總東 35.127.3

德酒

2002

2005

主~三J
質科梁海在1撿 J 990~2帥5歷次聯邦選務主管 ( DE

科技程而來。

街lJ?:菜 、 高只好得與透露主稅收 ， 提供充裕校會福利的保綴 ， 以及主張德區~ El

等，部和社民主黨中間編友，立場綴擺，無法浴室安保護弱勢族糕的形象有明顯版時害。這

也是該年 8月中旬，

為目前的社民黨對左!l:~jfjj霄，於 2009年大還不其聯合執政能力的鍾的

表 4 1990-2005

(三)

聯邦選舉之外，筆爭奇試著也檢?見邦議會選舉結果，

地方持故。結果顯示，共和黨(DieRepublikanerRepublikaner) 會於

巳豈是一伏騰若是獲得 1 0 .9% ' 1996

(Deutscbe Volksunion‘DVU) 則於1998年總束的經克森 安的特邦耳艾德

1999 年於德爽的布紛登堡邦j藍得5.3% '以及 2004

(Nationaldemokratiscbc Partei Dcutschlands, NPD )於

中獲得 1 0 .7 %選民支持， j投於 2004 年總東發克森邦取得 9.2 %選主要比例 c 最近的發展

則是， 2006 年德策的主要死偷一佛im p可邦

“ SPD ist fUr uns nicht koalitions f.ih嗎 ， GrcgorGysi Hbcr.·Koalitioncnund dieLagcin Afghanist凹，

hUp:f/www.heute.de/ZDF位。!inhall!18/0.1872.5591794、OO.hlm!， V的 i ted by 2007/8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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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工良歇息著顯示，極為派努力在邦議會階層(尤談戀東)看相當的潛

力。 19~家說:主嘻笑在i哇!來的支持!支出5於德侶， j三豆甚至翠仁Sl l岩、劉 ;f1t…後的卡幾鉤，來 l;;~失

豈是講過高。j;)、 2002年為例'f，~豆豆邦平均的失淡然高遠 1 7% '是餘的的約倍 c 長期失

業l'f l p fY)年的人 ， 受到激進政然大力的挑撥干II煽丘吉j下 ， :防針政府政策的失望和不晶晶轉

路
、

L
斗

η
H

，其

)官學系加強聯邦與各邦的單是

'的終未

'的f惹來的爾在 1份聿至 今不弱，又受到版納

，導致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現象力日

。德、關政府如果不能有效縮短約會貧苦?丟在鼠、 1帥的己

但右派激進主義就不可能銷毀鼓跡。

土甲 thiti f:L1 發 ， 幣從宏觀照 1!If 檢視悠閑政奴主 聯邦

，廷說出現政黨做系整整遠的情形?很線的述統

可以獲欽統 f交給:闊的政1豈能系有企IIT (() t"i i'且

沒漸改變

，曾經談「終濟成長J ~l遐主導 了政涼

, 1970 年代後逐漸喊起的綠熬 ， 增加 了故黨競爭終系

，故使之成為 1 979年以後， [J1j火全織做政黨(基民聯

盟、中土上已徽、也淡寫與綠熱)卻:微分析中六大政治主題之一。品位 1 990年德國統

後，

泊的認知[青:有歧]:己，如]。

學者偽誓:斯 ( Dieter Fuchs) 與早在粉(Edeltraud Roller) 從 一頃 1 99 1 年至 2000 勾立

有關東頭兩甚至 rj討伐主政治看法j的問卷宗主果說約 73%法 8 1%的總東人主張發踐反

，社會科學說麓，第期

( 2削7 '1" 4 )，反 63

聯邦紛次上‘ t"聯邦政府與聯邦議會主主聯邦參品院士土聯邦滋法院提起

聯邦?當法保護同 ( Das Bundesamt fUr

Vcrfasstlllgschutz)

ranja 制ndcr and Andreas Iv1. Wues t, "fnllalte clef Europawahlprogramme dcutschcr Parteien 1979-1999.'
in Ails P叫的"k u!ld Ze均eschichte ( Bonn) , B 17 (2004) , p_40



從[分歧溼ilit]j J 絞討 龍蛋統一後的且艾滋\1鍛系發主支 持

對社會友這是色彩的民主，希望民主政治應該更強弱平等正義，劉三竄犯人t己生滔條悴的

保綜上5語言或扮演9':該被z角色。然而，德商人對此j裝有 40%豆豆

認!可自由民主主義，強;潛在憫人皂白競爭中l~l'M全民主

求，卻做為 1 994年起全{患失業率突絞 1 0% (總算:那於 1 997

超過的、諒自萬人的失業人口，

毯，偷偷始轉變，聯邦政府思考如何1萬源部沈

從街收入磁民路分傲的比例發悶，

主'itt:派政黨支勢力之支持反，于 1 998年稍早悶始終于!的總拉克罵:

i這 至可以說 ， 各大政敢為了選舉獲勝 ， 針對選民約箭雙

「福利靠自剝皮j自]設現。位于現質上，

中，

素，如生產主成本較高、

突1Il史的坡時 ' J iJ如何i i¥t業機置身j

在紋的政豆沫主張， IT在遠比 f創造就業機會上

守主[菊紋 J

J斐然判別政策是否具街執政能力的做鍵因素

坡的轉變，亦即政熱之間對「偽科綴約1立的笠n主j!， J '已經豆豆於「白

白蓋J '為然也去是選主是.f'))約寺的還是喜抉擇悶哀。

(二) r大聯合政府 」 為出現跨界社會分歧的表徵

t立方防 2005 年的社民熬出走 ，

年大選主任比較，tt:鑄在i德防部分多得到

4) ，使德閥的相關性政然自由幣1次五{因

為聶哥大三小的偽局

協商時，

Dieter Fl lchs, "Dns Konzept der politi i;cheil Kll1tur: Die Fortsetzungeincr Kontni 'i'erseiil k6ils(rukih'er

峙叫hI 、 i n Dictcr Fuchs. Edeltraud Rc圳的 ，and Bernhard \Vcsscls (Hrsg.) ， B iiJ'gi+ undlJω/lokl'di ie · ill

OS! und W，叫( ·<'itudic l1 2W' Pοlitischen Kllltur und z lI lI1politischen Proze~~s (\Viesbaden

Verlag , 2002) , pp. 32~-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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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來，役，礁，未參與選後各主黨之闊的協商，使得最小聯合政府無法出現。現今

跨左右社會分歧的組合形式，是發險的政豆葉協尚結果，大聯合政府形式， ;'j[J會議執政

聯星星的兩大誰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於主C執政期問去給合各自政黨內部利益的值1笑，除

了政:獄內泌的矛扇會航船， !京來社會中的分歧代表性，也會為此受到很大的街擊，增

加政:線總系與政治體系的不穩定性。

過去左右級黨合組大聯合政府辛苦;跤，做辛苦 fr 1966 年至1969 年短暫的三年撥出

現，當時的線路繼於f土會給椅伺始變遷的轉1fTl肘，原先社會中充滿線路方價傲的惱

況，受到強烈挑戰，亞蓋後總區旦進入後物質社會的詩代。至於歷史上第二皮 l;垃圾的投右

大聯合政府，是否在社會分歧上也呼應著菜緩「新分歧J自]出現?持平闊論，並不十

分具體IJ服裝。但 1 990年統…以來持綴存在的社會整合問題，與後來歡民軍加;車星星合所引

;每遇上;是天蓋地而來的全球It獨勢，這生是因素夾縫在

趟，在總監事社會liiIH母後，讓{卑臘議初的姆總統一般合的問題，且越原本發展趨勢上面險

的後物質主義問題結合，就是現相當特殊的j警車道政黨糢系結惰，所以筆者預測，苦來

，白在古會是從體釀敗， i翠待于絲軒說祭 ， 不然 ， 宮 前的火聯合

政府組合，在政菜單懿系中所主主涵的，口1能就樣是短暫校會危機情境下也銳的政黨分

3竄去[I過去左派政黨員中 的 fl，店主黨分餘的投民主義的意義市己 ， 並非位大的種i突分歧 有i

命。

(三)新級黨進入政府的程度變得容易，該政黨體系的競爭性更為開放

1990 年以來 ， 德劉在短短17 年語中 ， 正主品乏自學系已經的澱粉三三繁體系問於1998 年

變成議和自菜單體系，得於 2005你做豆豆左澈的態度，影響了聯合政府組成的形式， f吏tc

Z氧也符合約驕傲級黨中具備杯葛或影緣政府組成的條件 ， 這意;踩著 !It一政黨主體系存在

辛苦五約約(弱性政黨。也於主主民和主童中i聯盟、~潔、于土民黨、綠黨與左支農這些政主義在

意識形戀上，立豈不具備反對琨有的憲政民主與社會經濟制度的特裳，所以德齒的政;與

駕車系第一餾意誠形態誠和的多黨體系。總監皇統…後， 17 年來的政滋結偽變遷 ， 亦可以、

，成為聯合

。!京之拉茲守共產黨思想的前東德共黨，能由民裂主哀，再與勞動扯

，同持於穩關皇宮力符合併計划逐裝備於 2009年大選

陸、結論

從 f吾土i咬 Jjjj論」 的介紹照始 ， 讓 各整理也影電學 I jtl反 J 的個大問素 ， 分別為 l

李普苦苦與經坎馮主的 I tt會階級 Jill)突 J 2. 車1 豆豆、 、 英 報ryl哈特和平莖 哥哥斯坦的 「人 口結

織j、 3.英勛目的守的「社會價值j、與 4馮拜梅的「意識形態 J '以之分析德鷗統

一後的統會分絞變化，獲知以下的發汲

(…)由李童年華H'ig;麗坎的 f社會階級街笑J檢視此…校舍分歧具有集體認防與

紡織性的利乏法追乏遠街突存在，德、東與德訝的阪域利益，顯然在二統一後的 2008年仍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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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直是真為限，函為綴著人口的的哇!移動，

之綴散至111學函。加上德、關面對統一後的努合問題

j;)統一為皇室的的社會分歧銜突，

反潑了jj1J述德悶的社會分歧，

但 1 7 年來其政黨結構已終出現顯著約轉變 ， 首先 ，

、統後的轉型的民從黨與隨之於 2007年 6月初衛年前成立的

合併愉成的左;泉，這悶熱均在統一後成為相層單位政支票。

政黨轉變為五個紹自單位政黨的情況，

從微草里廢頭來分析德嘉血統…後的政黨體系，其→，成立於 1 980年的綠草草轍i恕，並

的攻於 1 998年就執政的情況其二，左派打一民主義出現分裂反左黨的的跤，它除擴大了

總盟友派政黨勢力，同樣也經寫了德盟友派政黨的內涵;第三，

選舉嶄皇宮豆豆角，

不滿。只不過，納粹時代慘痛的歷史背景、

對自EtI民主憲政秩序的積極綠豆豆，

f立 。

至三於政黨體系於宏觀j脅扇上的轉變可以發現:首先

變，也戰後致力於發展終濟為優先議題的情況，稍後

，給統一後如何在「制捕時間

{間入主義蓋章教1深遠，以及以消費者綴{自由屑的人君f

價值的人絆，相較之下，

(四 ) 2至一識形態

社聯星星，與自民黨it"1屬於左派的「建立梅和國家」輩革毯上，

約內容都與此議題相關。這使得豆豆視直至低物質?吉利

整合，成為三t:i況。

的 f自由主義民主j

綜言之，德圓級司後，

在，而這與「統一主義~J '或由3如何Ii您的高失業率、衛財政赤字等等問題相哥哥，均是

路前德國人最關心的利益館笑。

(二)從人口給橘檢視

人，與隨著德險統與冷戰結束

數達 700 萬之多E寺 ，

還是是新加入人口的社會經濟地位，

結構而衍生的社會貧1品和隨之約來的償偏差主要問題，

(三)社會緩倍，

的中j二層社會地位人口，反丘草吉普物質社會「消費辛苦」

本償{誨，另有一部分人士，



52 r注:趣與研究 瀉的 毯 第 2 1哲 g，謂 97 年 6 月

凹的主惡化解統-後綴歲的干j經與政治問題。其次'

2005 年之後總惱內部的社會分歧己絞較之前

。最後，新段真品進入

。這直接J踐經 Ell分歧~!jJ

足以說明其政黨體系內容變遂

「政手提i鍍系 j 之者之閱本ftl主影響的研

f線圈統 j 或許沒i霞:錢漲{L再 : 命性的波潮 ， 形成社

15 年的2005 年聯邦議會選取競選

(長期的iliff條 、 訕i失業率 、

) ，顯免這些汶久的肉星星，確

'泌;可能突 i波解決 。

多的拉且

這因素使得給劉於 1 990年起，就比其他歐洲國家的發展要

在德敵人口結懦、社會慕之拉括:位t~意識月2態j二等

。迄今， f，~倒還存在以j忌

，做為代表這…千上辭地誠的政黨組織勢力，雖然 2005年的重組

，讓總協豆豆豆苦的政煞‘

fffi r公 立三義 Ys . r司 的競爭J i賀他寶玉昆的平

f生態環境保護J 議星星於 1 970 年代起 ， 形成後物

。只是 1 990 年之

「皇室合價值 j 分歧 ， 僅為總協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單一 劉家

(I 付 1"· : 951f II 月10 況 ， 1主立96任II 月 30 任校 者 家扣n

1 1.7吭 ， 縣、般 的l喝平均8.4%

15 凶平均 能2.3抖 ， 也低於l司溜 之:菜 家的英閣(3.1%) lji司 法 闊

扯會松彷故i在改茄 包 繭的II寸 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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