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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近年來，政治文化對於政治體系的影響，受到諸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重視。試說明政治文化對

於政治體系可能產生的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這一題屬於「開放性」的出題，從不同角度切入都可以回答這一題。最基礎的答法就是依照

G. A. Almond和S. Verba的觀點，論述三種政治文化類型與政治體系穩定的關係，然後以公民文化

對民主政治的影響作總結，類似的考題在99地特三等、104地特三等、105原民三等以及105高考三

級都出過；第二種答法是把政治文化和國家認同感、政府正當性和政治效能感結合起來，類似的

考題在102國安調查三等有出過；第三種答法則是扣住「近年來」這個關鍵詞，討論政治次文化

(包括菁英和少數民族次文化)對政治體系的影響，這部分過去主要出在選擇題；第四種答法則是

將題目中的「政治體系」理解成「民主政治體系」，由此就可以依照時間發展順序分別談論公民

文化、後物質主義以及社會資本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類似的考題在99地特三等、101原民三等、

102高考三級以及110高考三級都有出過題目。基本上，這一題的難度不高，只要在破題的時候點

出答題的邏輯，基本分15分就「落袋」，如果篇幅足夠，還能夠進一步衍伸，拿下廿分以上也不

意外。 

考點命中 

1.《政治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蘇世岳編著，頁10-12~10-14。 
2.《政治學(概要)：申論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蘇世岳編著，頁10-3~10-4。 
3.《政治學(概要)：測驗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蘇世岳編著，頁10-3。 
4.《高點‧高上政治學總複習班講義》蘇世岳編撰，頁29。 

 

答： 
政治文化是指行為者在政治系統中對於政治事務主觀的態度與取向。依據學者G. A. Almond與S. Verba的研

究，一國政治文化必須與該國政治體系相搭配，兩者相符情況下一國政治比較容易趨於穩定，一但政治體系中

充滿政治疏離感（political alienation），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而言則有負面影響。近年來，政治文化對於政

治體系的影響，受到諸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重視，以下吾人即從國家認同感、政府正當性與政治效能感三個面

向，說明政治文化對於政治體系可能產生的影響。 

G. A. Almond 和S. Verba在1963年出版《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與民主》（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1963）一書，是政治文化研究經典性著作。這項研究的促成，部

分是由於想解釋兩次大戰期間的戰間期，義大利、德國和全球各地代議政府之崩潰，以及1945年後許多新興獨

立國家民主政治失敗的緣由。這兩位研究學者利用抽樣和調查研究法，依照認知（cognitive，也就是對於政治

系統、輸入和輸出的認識）、情感（affective，亦即好惡）和評價（evaluational，亦即價值判斷）三個取向，針

對美國、英國、西德、義大利和墨西哥五個國家近五千位民眾的政治態度，以及對民主穩定程度的可能影響進

行研究，繼而將政治文化劃分為部落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或稱原始型、地方型、地域型、偏

狹型）、臣屬型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和參與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不同的政治

文化對於政治體系的影響，主要包括： 

(一)政治文化與國家認同感： 

大多數政治學者都同意，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和政府效率，最具影響力的因素，是其公民對國家而不是

對階級、部落或宗教的政治忠誠程度，從一個國家的肇建過程來看，這就是所謂「認同危機」的解決。依照G. 

A. Almond和S. Virba的政治文化分類，部落型政治文化以及部落臣屬型政治文化，往往難以產生對國家的認同

感，因此很多非洲和亞洲新興國家在其剛獲得獨立時，就面臨分裂的認同危機。 

另一方面，即使在已發展國家或者是參與型政治文化，各國的國家認同差異也相當大。日本、挪威、瑞典

等國的國家認同非常強烈，但如果一個國家內有次政治文化的存在，例如加拿大法語區的魁北克人，或者是英

國內的蘇格蘭人、威爾斯人等，對於國家的認同就相對薄弱。 

(二)政治文化與政府正當性： 

依照Max Weber的分類，政府正當性來源主要可分成三種理念型：傳統型權威、領袖魅力型權威以及法理

型權威。G. A. Almond 與S. Verba的研究認為，一國的政治文化必須要與其所施行的政治體系相吻合，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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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體系才會具有穩定性。因此，一個部落型政治文化其正當性基礎多立基於傳統型權威，而屬於參與型政治

文化則法理型權威較能夠提供政治運作必要的正當性基礎。 

(三)政治文化與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是一個人相信其政治的意見和行動，可以影響政治過程的能力。在部落型政治文化中，人民的

政治效能感最低，其次則是臣屬型政治文化，參與型政治文化其政治效能感最高，因此往往也是支持民主政治

重要的政治文化。而在當代國家中，政治效能感低落的社會，也是政治疏離感高的社會往往政治也最不穩定。 

G. A. Almond和S. Verba認為，正如政治文化會不斷演進一般，政治體系結構也會改變，唯有當一國的政治

文化與其政治體系相協調時才會產生穩定的政治運作。因此，哪一種政治文化最有助於民主政治體系的運作與

穩定，G. A. Almond與S. Verba並不認為，參與型政治文化是支持民主政治體系最好的政治文化。他們採取折衷

觀點，另行提出「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的概念，認為這種混合部落型、臣屬型和參與型的政治文化，是

支持民主政治體系最好的政治文化。 

 
【參考書目】 

G. A. Almond、S. Verba 原著、徐湘林等譯《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北京：東方出版

社，2008 年。 

 
二、多數民主國家的投票率並不高，什麼樣的選民比較願意出來投票？解釋選民出來投票的理論很

多，請依據唐斯（Downs）在1957 年出版《民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這本書的觀點，選民出來投票的原因為何？唐斯的觀點有什麼需要修正的地方？

（25分） 

試題評析 

這一題屬於較有變化的「趨勢題」。首先，題意詢問的「影響投票意願的因素」，並非詢問選民

如何投下他手中的那一票，因此在審題的時候要特別留意，不可誤讀題旨。這一子題在96地特三

等和99地特三等出過，在普考則是首次出題。有考生或許會認為，第一子題和第二子題是否可以

合併，亦即僅用A. Downs的觀點直接回答兩個子題。原則上，我們並不鼓勵考生這樣答題，原因

很簡單，這個題目明顯有三個「？」，屬於三個子題的題型，如果答成兩個子題恐怕會被有些閱

卷老師認為「漏答」，從而影響得分。此外，對於A. Downs觀點的批評要依據學理，並非屬於可

以自行發揮的見解題。這一題由於較有挑戰性，預期能夠穩穩拿下15分的基本分，應該就屬於高

分群。 

考點命中 

1.《政治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蘇世岳編著，頁14-25~14-26、2-12。 
2.《政治學(概要)：申論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蘇世岳編著，頁14-6、2-4。 
3.《政治學(概要)：測驗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蘇世岳編著，頁14-8~14-9、2-5。 
4.《高點‧高上政治學狂作題班講義》蘇世岳編撰，週考T5第一題。 
5.《高點‧高上政治學總複習班講義》蘇世岳編撰，頁40、8。 

 

答： 
長期以來，政治學家關注於選民的投票行為，主要有兩個面向：一個面向是觀察哪些人去投票以及哪些人

習慣不去投票；另一個面向是觀察投票選民，究竟依照甚麼原則投票。一般而言，影響投票的因素很多，但經

常不去投票的人則有一些共同特徵，他們往往政治疏離感較高、政治效能感較低並且也較缺乏公民責任感。

1957 年A. Downs出版《民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一書闡述選民出來投票的原

因，其觀點及對其觀點的評論，一併說明如下： 
(一) 影響投票之主要因素 
    多數民主國家願意投票選民通常為中年、教育程度較高的白領階級，而都市選民投票率也比鄉村選民高。

高投票率者通常比較可能具有固定政黨認同；與之相對，年輕、低教育水準、藍領階級或失業族群，這些人比

較不會參加投票。整體而言，影響選民投票（率）因素，包括收入與教育、種族、年齡、性別以及居住地區

等，茲說明如下： 
1.收入與教育程度。高收入選民比低收入選民比較會參與投票；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其投票意願也比低教

育水準者來得高。這兩個因素經常同時出現（因為良好教育通常能帶來較優渥收入）且相互影響，收入與

教育影響投票率高低原因在於政治效能感，也就是自己感覺到是否能對政治發生影響力的認知，高收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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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育者的政治效能感，通常高於低收入與低教育者，因而使其投票率較高。目前有許多研究已指出，教

育是決定選民投票與否最重要因素。 
2.種族。在美國，過去黑人投票率往往低於白人，但隨著黑人收入、教育程度提升以及選舉制度修正(例如

1965年的《投票權利法》（Voting Rights Act）排除許多黑人在登記投票時的障礙)，當前黑、白種族間投

票率差異正逐漸降低中。 
3.年齡。在美國年輕人，特別是年紀小於25歲的選民比較不會去投票，而其他民主國家也有同樣狀況。年輕

人參與投票遠低於老一輩選民，這是因為年輕人收入較低、沒有太多財產，自然會認為選舉結果不會影響

到其經濟狀況；但中年人因為處於權力高峰，而老年人則關心社會安全與醫療保健等政策，使得中、老年

人投票率比較高。近年來，美國選舉中，超過70歲的世代往往具有最高投票率。 
4.性別。傳統上幾乎在所有社會中，男性都比女性具有較高投票意願，但這可能和婦女較晚獲得投票權有

關。在近年美國選舉中，女性投票率已經開始超越男性，某種程度也反映出女性擁有較高教育程度的情

況。 
5.居住地區。在全世界多數國家中，都市通常比鄉村有較高投票率，部分原因是因為都市居民有較高教育水

準，而且都市內的投票所分布也較鄉村來得密集。此外在同一個地區居住時間長的居民，其投票意願也比

經常搬家，或者是新移入選民來得高，這是因為這些久居該地區的居民，對當地事務具有較高參與感，而

且他們也比較會主動參與當地團體與活動。 
(二)A. Downs的觀點 
    A. Downs發現，民主國家中有權投票的選民經常放棄此一權利。事實上，有些合格選民從不參加投票，甚

至在某些選舉上，棄權者(也就是不去投票者)的數量還高過投票者。如何解釋這樣的狀況，A. Downs提出，當

投票成本為零時，任何收益，不管它多麼小都使投票成為理性的，此時棄權就成為非理性。然而實際上投票並

非免費的行動，其中時間是主要成本，包括登記、獲知參加競選的政黨、思考去投票地點，或者填寫選票等等

在在都需要時間，時間是稀缺資源，投票自然需要成本。 
    當投票需要成本時，這些成本就可能超過投票的收益。事實上，由於投票收益非常之小，因此即使很低的

投票成本也會使許多擁護某一政黨或候選人的選民棄權。尤其當選民預期有許多其他選民會參與投票時，他自

己手上的這一張選票的價值就更小，一個很低的投票成本也會超過它。如果每一位選民都這樣思考，自然不會

有理性的選民願意投票。然而，事實上選民並無法事先知道有多少人會去投票，而且倘若其他選民都以為手上

這張選票無足輕重而棄權時，反而使得自己手上的這張票對於選舉結果的影響提高，超過投票成本，這就是為

何每場選舉還是有許多選民願意投票的原因。 
    另一個解釋人們參與投票的理由是社會責任感所促動的「長期參與價值」。民主政治中，當選民只考量短

期得失而棄權時，無人投票將使得民主政治面臨崩潰，這就使得普遍不參加投票的後果既明顯又具災難性。因

此如果我們將這種社會責任感視作為投票收益的一部份，那麼對某些理性選民來說，投票收益是有可能超過投

票成本的。當然，只要有充足數量的其他選民參加投票，選民即使本人不投票實際上也可得到這好處。但A. 
Downs認為，為了在提供長期利益中貢獻自己的份額，選民仍會願意負擔本可以逃避的短期成本，而其願意負

擔的成本，將恰好等同於能與其長期參與價值相抵的數量。 
    基於以上A. Downs認為，低收入選民棄權的比例將高於高收入選民棄權的比例。這是基於以下兩個理由： 

(1)投票成本對低收入選民來說更難負擔。即使高收入和低收入階層的投票收益是相等的，後者中投票的

人也會少一些。 
(2)訊息成本對低收入選民來說更難負擔。由於缺少訊息造成的不確定性降低投票收益。所以即使負擔投

票成本對每個人都是同等地困難，低收入階層也只會有較低比例的人參加投票。 
(三)對A. Downs觀點的批評 
    A. Downs以經濟人的假設，解釋選民投票行為以及政黨之間的選舉競爭。A. Downs以為，選民投票需要成

本，只有當投票回饋超過投入成本時人們才會去投票，而在投票時選民會蒐集訊息、排序，依照自己的偏好選

擇對自己利益最大的候選人。簡言之，A. Downs的觀點建立在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基礎上，批評者認為

這樣的觀察或存在以下疑慮： 
1.理性抉擇理論過度簡化，將「理性」視為不明可證的「公理」(axiom)，該理論忽略了人類社會的複雜

性，因為即使是自利的人，也可能會受到社會的制約，以及歷史因素的影響，因此要以「理性」這單一因

素，企圖解釋人類所有的行為恐力有未逮，也難以解釋人類社會中，何以會出現非理性的行為。換言之，

A. Downs將選民的投票與否建構在理性的基礎上，但很可能選民的投票是受到其他非理性的因素所影響。 
2.理性抉擇理論無法說明偏好何以產生。就個體的抽象模型來說，理性抉擇理論的推論過程，並未注意到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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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的社會和歷史因素，尤其是未能體認到，人類在許多方面的「自利」傾向，可能是受到社會的制約，不

全然是與生俱來的。A. Downs將投票行為簡化成利益的極大化，但事實上選民很可能受到政黨認同等其他

政治社會化因素的影響。 
3.人們在實際決策的過程中，很可能並不具備或擁有充足而精確的訊息，決策很可能是時間壓力下匆促的決

定。同時，即使個體決策時是理性的，但個體理性的加總也不等於集體理性。簡言之，選民投票時可能並

非如A. Downs所假設，擁有作出投票與否的必要訊息。 
    人民透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者，最早可溯源自英國十六世紀舉行的巴力門選舉，迄今已為大多數民主國家

所採用。自由主義式民主政治的精髓即在於，統治者要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而進行統治，欲達成這樣的理想選

舉是最基本要件，這也是經驗民主理論家熊彼德（J. Schumpeter）在1942年所出版巨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與民主政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一書中所指出，所謂民主政治就是政治人物透過選

票競爭，以取得政治權力的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有選舉不代表即為民主，但選舉卻是民

主必要條件，在民主國家選舉經常是人民控制政府的正式手段，也是人民最常行使的政治參與方式。因此有些

民主國家為提高選舉投票率，採取強制性投票（compulsory voting）制度，包括澳洲、比利時、巴西、新加坡

與義大利等國，他們對於不去投票的選民課以處罰。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A)1 下列何者不屬於當代政治學的研究途徑？ 

(A)法制研究途徑(B)後行為主義(C)理性抉擇(D)新制度論 
(A)2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如何管理經濟的政府類型？ 

(A)民族國家(B)福利國家(C)自由放任(D)社會主義 
(C)3 下列何者不是使威權政體長久維繫的條件？ 

(A)威權政黨有綿密的組織(B)執政者進行利益分配 
(C)寡頭統治以鞏固領導中心(D)經濟持續發展 

(A)4 政治參與可以區分為慣常性與非慣常性的兩種類型，下列何者歸屬於非慣常性類型的政治參與？ 
(A)遊行示威(B)投票 
(C)參與競選活動(D)與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接觸 

(B)5 關於共產主義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共產主義一詞的根源來自於社區（community） 
(B)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困境會導致革命 
(C)馬克思認為宗教信仰能夠解決人類不平等的問題 
(D)列寧與史達林對共產黨的看法相同 

(D)6 對公民投票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施政較能貼近民意(B)可能倉促表達民意 
(C)可以彌補代議制度之不足(D)無助於提升全體選民的政治素養 

(D)7 下列何者不是成文憲法的優點？ 
(A)條款明確，可以防止政府的干預 
(B)立法權受到限制 
(C)個人自由的保障更明確 
(D)非民選的法官可能藉由成文憲法具有比民選政治人物更大的影響力 

(B)8 有關憲法目的的敘述，下列何種主張，是強調政府應該提供資源與援助，並擴大政府保障人民權利的責

任？ 
(A)有限政府(B)積極權利(C)消極權利(D)憲政主義 

(C)9 下列何者為我國各級法院的法官，可以審查和審判的事項？ 
(A)法律違反憲法(B)命令違反憲法(C)命令違反法律(D)自治條例違反憲法 

(B)10 有學者認為，民主化成功或失敗，關鍵在於該國政治菁英間的互動。如果朝野政治菁英在政權轉型過程

中，採取妥協與協議的策略，就比較能朝向成功的民主化。這種解釋是屬於那種類型的民主化理論途

徑？ 
(A)結構途徑(B)過程途徑(C)文化途徑(D)經濟途徑 

(A)11 下列那一個國家是總統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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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墨西哥(B)紐西蘭(C)泰國(D)義大利 
(B)12 有關大法官的任期和人數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大法官任期 8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B)大法官得以連選連任 
(C)院長和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D)大法官人數為 15 人 

(C)13 下列何者非內閣制國會的特徵？ 
(A)倒閣發動權(B)影子內閣(C)黨紀鬆散(D)內閣對國會負責 

(B)14 有關英國內閣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國會議員沒有法定任期(B)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國會選制 
(C)光榮革命之後建立了由全民普選之國會(D)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常有憲政僵局 

(B)15 下列何者不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A)人民主權(B)經濟平等(C)大眾諮商(D)多數統治 

(D)16 關於我國獨立機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同一黨籍的委員不得超過一定比例(B)必為合議制機關 
(C)委員有任期保障(D)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B)17 下列何者不是立法部門的類型中，採用兩院制國會的優點？ 
(A)國會兩院可相互制衡(B)可以加速立法效率 
(C)可以審慎完善立法(D)較能代表社會不同利益 

(D)18 文官的身分為終身保障，剝奪其身分必須依法為之，這種規定為下列何種官僚體制特徵？ 
(A)層級節制(B)非人情化(C)功績制度(D)永業化 

(C)19 依據選民行為研究中的「社會心理學途徑」，影響選民投票決定最重要的因素是： 
(A)候選人因素(B)選民的社經地位(C)選民的政黨認同(D)社會整體的經濟狀況 

(A)20 媒體報導能夠影響人們心中對於那些政治議題是當前最重要議題的認知，政治傳播理論上稱為： 
(A)議題設定理論（Agenda setting theory） 
(B)兩級傳播理論（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C)知溝理論（Knowledge-gap theory） 
(D)沉默螺旋理論（Spiral of silence theory） 

(D)21 利益團體會採取不同的策略來影響政府，下列何者錯誤？ 
(A)遊說立法部門(B)訴諸大眾輿論支持 
(C)採用司法途徑(D)推出候選人參選 

(C)22 某選民非常不認同現任執政者的表現，因此參加示威抗議的活動。下列那一項因素，可以解釋他的政治

參與行為？ 
(A)政治效能感(B)政治信任感(C)政治不滿感(D)相對剝奪感 

(B)23 下列政治學概念，何者涉及學習政治過程的目的？ 
(A)政治衰退(B)政治社會化(C)政治認同(D)政治發展 

(D)24 下列那一項不是民意的特徵？ 
(A)具有組織性(B)具有方向性(C)具有強弱度之別(D)具有開放性 

(C)25 某個國家的大選結束，有 6 個政黨獲得國會席次：A 黨獲得 11%的席次、B 黨獲得 16%的席次、C 
黨獲得 40%的席次、D 黨獲得 12%的席次、E 黨獲得 17%的席次、F 黨獲得 4%的席次，由 C 政黨

籌組政府。下列那一種組合符合「超量聯合政府」（oversized coalitional government），但未達「大聯合

政府」（grand coalitional government）？ 
(A) A 黨＋C 黨(B) A 黨＋B 黨＋C 黨＋D 黨＋E 黨 
(C) A 黨＋C 黨＋D 黨(D) C 黨＋F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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