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美研究》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民國一〇〇年三月)，309-382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http://euramerica.org 

 
梅克爾大聯合政府 

立法決策體系中的黨政關係 
0 

劉書彬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11102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E-mail: lspkoeln@gmail.com 

 

摘 要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出現歷史上第二次

大聯合政府，即使梅克爾大聯合政府中，兩大黨於聯邦議會的

席次率將近 73%，但仍出現聯盟黨與社民黨衝突不斷，社民

黨之黨員數、政黨支持度大幅滑落，與兩大黨邦議會選舉結果

大多不佳的狀況。另外，聯邦層面在野的自民黨、左黨、綠黨

則各自保持約 10% 的實力，並蓬勃發展。五黨的政黨體系已

經在聯邦與邦層面中生根，跨左右政黨分歧的聯合政府型態在

邦政治中也不是新鮮事。針對前述大聯合政府不同於一般最小

獲勝聯合政府的穩定情勢，本文先探究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的立

法決策模式；並藉由｢否決者理論｣，依據否決者數量，否決者

意識型態或立場的差距，與內部的融合度，來探討此一大聯合

政府決策體系中的黨政關係、政策改變情形，和該時期政治體

系的穩定度，以及該大聯合政府對德國政治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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