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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報 訊 ） 立

法委員選舉落幕，

三黨不過半的情況

下，隨即而來的立

法院龍頭之爭將白

熱化，預期新國會

開始後，泛綠陣營

將面臨藍白陣營的

挑戰。據了解，藍

營可望推韓國瑜挑

戰尋求連任的綠營游錫堃。不過，為了避開

韓國瑜的爭議，藍營也不排除推出不分區立

委排名第二的柯志恩出馬角逐。

2020年上屆立委選舉時，民進黨將卸任黨

主席多年的游錫堃，以不分區立委第七順位

的排名送進立法院，當時民進黨共獲得區域

46席、不分區13席、原民2席，合計61席，取

得國會過半的完全執政。民進黨也以絕對的

席次優勢，讓游坐上院長寶座。

由於民進黨過去四年完全執政期間，政策

備受爭議，民怨不少，雖然順利取得總統大

位，但立院席次大幅下滑，13日選舉結果一

如外界預期，呈現三黨不過半的態勢。

失去絕對執政的優勢、面臨到「朝小野

大」的困境後，即將就任的新國會，民進黨

面臨在野政黨對立法院龍頭的挑戰。據了

解，外界普遍預估，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可

望以不分區立委排名第一位之姿，代表藍營

爭取立法院長一職。

不過，由於國民黨立委席次也未過半，因

此必須尋求民眾黨等其他在野勢力的支持、

共同推出立法院院長人選，而立院龍頭之

爭，也將成為選後「藍白合」的首戰。

據了解，民眾黨內部對於韓國瑜的「仇恨

值」頗高，包括黃國昌、黃珊珊、陳昭姿等

三名不分區立委，都不支持共推韓國瑜，因

此即便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對於韓國瑜沒有偏好，也

難以「一人代表民眾黨」

支持韓國瑜，甚至也不排

除，民眾黨轉向與民進黨

展開合作。

知情人士分析，若國

民黨想要尋求民眾黨的支

持，不分區立委排名第二

的柯志恩可能成為最佳人

選，知性、專業、以及身

為女性是柯志恩的三大優

勢，以「首位女性立法院

院長」為號召也可獲得黃

珊珊、陳昭姿等民眾黨關鍵人物的支持。

三黨不過半已成定局，民眾黨這次拿下立

院第三大黨的席次，也寫下新頁，未來肯定

會成為推動修法的重要且關鍵的角色，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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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檢討敗選3因素 國民黨檢討敗選3因素 
（中央社）2024大選落幕，國民黨17日提

出初步選舉檢討報告，敗選原因包括藍白合

未成功、兩岸論述及下架貪腐訴求不敵國家

機器，南部4縣市大輸70多萬票等，黨主席朱

立倫則宣布，19日起將從新北市開始，展開

感恩茶會，聽取地方意見。

2024總統大選落幕，由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贏得勝利，國民黨繼續當在野黨。國

民黨召開中常會，會中由組發會口頭提出初

步選舉檢討報告。

並宣布19日起從新北市出發，舉辦感恩茶

會，朱立倫表示，以此作為檢討、反省、改

革的重要依據。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林寬裕會後表示，從事

後結果驗證，發現確實有6成左右民眾屬於非

綠，希望下架民進黨與政黨輪替，表示從一

開始希望藍白能夠合作的策略是正確的，最

後沒成功，以至於無法掌握到更多選票；也

有人提到，國民黨提出的兩岸論述，以及下

架貪腐等訴求，雖然非常充足，也很有說服

力，不過不敵整個國家行政機器。

林寬裕強調，不能只檢討別人，要檢討自

己，更重要的是，國民黨這次在南部4縣市大

概輸了70多萬票，很清楚的是，國民黨未來

在南部，一定要更持續深耕，要長期持續為

地方服務。他也說，也有人提到年輕選票的

問題，國民黨不是沒有年輕選票，而是還有

努力空間。

國民黨中常委徐弘庭則說，中常會在會中

發言多著重於國民黨無法獲得年輕族群的認

同與信任，對於黨內有人認為敗選與國民黨

的兩岸政策主張以及被外界定位親中有關，

他認為其實國民黨正在移動中，只是與核心

支持者還有相對應的落差，如何平衡以及說

服支持者，並朝中間移動，將是接下來的重

中之重。

對於黨內出現要求朱立倫下台的聲音，徐

弘庭說，國民黨過去10幾年來一直在換黨主

席，若現在又要換人，對黨是一種消耗；現

階段應該先把問題找出來，而非把問題歸責

於任何一個人的身上。

 
國民黨總統 候選人侯友宜（中）13日晚間與副總統候選人趙少 康（右）自行宣布敗選。侯友宜表

示，對於結果， 他努力不夠，非常遺憾未能完成政黨輪替，「我讓大 家失望了」。

來到底是走向「藍白合」或是「綠白合」，

也將成為各個修法議題在立院投票大戰時合

縱連橫戰略的重要結盟。

2024大選國會席次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