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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制與分裂社會： 

臺灣與南韓憲法法院裁判的比較研究
* 

葉俊榮** 

ҹ摘要Һ 

許多民主轉型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都衍生社會裂痕，呈現分裂社會的

特徵Ȅ分裂社會的形成原因容有多端，呈現的方式也容有差異，但究竟憲法

上政府體制的選擇與定位，尤其是憲政體制上設有贏者全拿的總統選舉，並

賦予總統相當權限時，是否影響政治的分裂動員與社會的分裂，又如何影

響，乃是新興民主國家憲政ี展上的重要課題Ȅ在設有憲法法院的國家，面

對總統所關連的社會分裂，又是如何面對，更是研究憲法解釋與法院與社會

對話的重要課題Ȅ 

台灣與南韓在民主化的ี展有許多相似之處，固然引起注意，但兩者在

過去民主轉型的脈絡中，在政府體制方面都偏向總統制的方向ี展，且都有

憲法法院對與總統有關的爭議做出許多憲法判決，在分裂社會的比較研究

上，具有濃厚的學術價值Ȅ從本文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相當令人驚訝的相

似，但也有需多細膩的差異處Ȅ 

本文ี現兩個國家的憲政經驗顯示總統制贏者全拿的選舉制度ȃ國會和

總統的雙重民主ȃ以及政黨的健全與否，都對分裂社會的衝突有重要的作

用Ȅ相當於民主轉型初期，台灣與南韓在第一次政黨輪替期間，所產生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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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有關的社會分裂的憲法爭議最多，而且相對於一致政府時期，一旦ี生分

裂政府的情況，與總統有關的社會分裂憲法爭議也較高Ȅ在高度相似的情境

之外，本文也分析其中值得注意的差異Ȅ憲法對政府體制規定的明確程度，

以及歷史與社會脈絡上的差距，也造成這些憲法爭議案件分佈與議題取向的

差異，充分顯示同樣在偏向總統制的政府體制下，不同的憲法規定密度或社

會脈絡也可能會導致不同的衝突型態Ȅ儘管憲法法院經常被期待可以解決對

立的衝突，本文也ี現台灣與南韓的憲法法院大都採取尊重政治部門的方

式，藉由議題的程序處理，讓政治部門有機會重新面對並處理這些爭議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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