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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請說明「黨派歸類」（partisan sorting）是指何種政治現象？這種現象會造成那些政治後果？

（25分） 

試題評析 

黨派歸類是學者試圖以其他理論修正既有研究政治極化歸因於政治階級因素的理論解釋極限，

因而提出以黨派歸類的選民，他們的行為模式導致政治極化，雖然不會導致整體極化現象嚴

重，卻使得極化的程度走向極端。本考點非常困難，並非一般政治科學教科書會出現的內容。

考生在考場時僅能以政黨傾向歸類選民的方向去推論，至少能命中五成左右的答案。 

考點命中 《政治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11-48~11-49。 

 

答： 
  美國近二十年來出現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的現象，學者研究後以政治階級（political class）

解釋為該現象的肇因，但該解釋似乎有所極限。另學者發現，美國現在的政治極化現象並不如三十或四十

年前嚴重，但民眾卻被依據「黨派」（partisan）與「意識形態」（ideology）歸類（sorted），因而使得政

治產生不同黨派或意識形態互相對抗的情況，對政治產生重大的影響，此現象稱為黨派歸類，這種情況顯

現在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政治產生的社會分裂（social division）。茲就題示，分別說明如下： 

(一) 黨派歸類的意涵 

1.所謂的黨派歸類，是指選民歸類的依據是黨派傾向與意識形態，相同黨派或意識形態的選民分別形

成互別苗頭的團體。換言之，選民依據意識形態被歸類於特定的政黨，而選民的黨派傾向成為顯著的

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使得社會沿著黨派傾向而產生分裂。具有特定黨派傾向的選民會對敵對

的政黨產生厭惡，如此的厭惡反映在選民的態度與社會互動當中。 

2.造成黨派歸類的主要原因在於選民選擇意識形態相符的政黨所導致，此與造成政治極化的原因為政

治階級不同，亦與因議題立場不同導致的立場分歧對立不同。在美國當代的政治現況中，學者認為政

治極化的現象並不比三十年前嚴重，然而美國許多民眾仍然極度厭惡著敵對意識形態的政黨，甚至因

而產生極端的意見與政策替代方案，這些現象的產生的原因是黨派歸類，黨派的作用甚至能與種族、

社會經濟地位及文化差異共同作用，進而加深社會分裂。 

(二) 黨派歸類的政治後果 

1.對敵對團體產生厭惡而社會分裂： 

選民被黨派歸類後會對敵對的黨派或團體產生厭惡，黨派成為一種社會認同，而社會便沿著此種認

同產生分裂。此論點較為強烈的版本則認為，黨派歸類的選民在日常生活中會試圖避開敵對黨派

者，甚至嘗試懲罰敵對黨派者。 

2.地理歸類： 

學者研究指出，黨派歸類的選民會受到黨派偏好而影響他的所有行為，此即包含選擇居住地與移居

到更為「政治適合的社區」（politically compatible community）。黨派偏好與選民行為之間的連結，

學者提出「黨派同質」（partisan homophily）與「黨派歧視」（partisan discrimination）作為解釋，前

者認為相同黨派者傾向聚集成多元的社交網絡；後者則是認為人們利用政治訊息在社會上與經濟上

歧視敵對黨派者。然而有學者研究認為黨派歸類並不會影響選民選擇居住地，該研究透過將選民與

居住地區域依據黨派分類，並試圖尋找哪些選民會進行地理歸類，最終發現即便是具有強烈共和黨

或民主黨傾向的選民，黨派歸類並不會影響他們對居住地或移居的選擇；換言之，影響選民選擇居

住地或移居的決策可能有其他重要因素，例如：收入。該研究亦發現，在同個社區裡具有民主黨與

共和黨黨派歸類選民，則該社區會呈現分裂情況。 

3.國家政策出現極端選項： 

依據學者的研究，黨派歸類使得選民形成一種政治認同，而這樣的作用會直接影響選民的偏見與憤

怒，進而影響對議題立場的選擇，使得選民間議題立場的極端化。換言之，議題立場的極端化並非

是選民經由本身議題立場而產生的，反而是黨派歸類後所影響的行為。而政治人物僅重視在政黨初

選與地方黨部的極端立場選民，忽略溫和中立選民的需求與意見，使得政黨與政治人物在提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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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時皆採取極端的立場，那些溫和中立的選民就被迫要在極端的選項中抉擇，最終，國家的

政策就出現了極端的選項。

【參考書目】 

1. Abramowitz, Alan & Fiorina, Morris. "Polarized or Sorted? Just What's Wrong With Our Politics, Anyway?".

The American Interest. Retrieved 10 December 2024. https://www.the-american-

interest.com/2013/03/11/polarized-or-sorted-just-whats-wrong-with-our-politics-anyway/

2. Mason, Lilliana. (2015). I Disrespectfully Agre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rtisan Sorting on Social and Issue 

Polar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 (1), 128–145.

3. Mummolo, Jonathan; Nall, Clayton. (2016). Why Partisans Do Not Sort: The Constraints on Political

Segreg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9 (1), 45–59.

二、請問政治學領域的杜瓦傑定律內容為何？並闡釋杜瓦傑的機械效應與心理效應如何用來解釋

選舉制度和政黨數量之間的關係？（25分） 

試題評析 

杜瓦傑法則是選舉制度中經典的理論，許多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或投票行為的解釋可用該理論

解釋。本題則是回歸到理論本身，先請考生說明法則內涵；其次，再請考生推論選舉制度和政

黨數量間的關係。既然題目要求考生說明二者間的關係，請務必推論法則如何運作導致最終的

政黨數量。雖然法則的心理因素和Downs的理性選擇選民投票方式有點類似，但切勿離題，依

循著理論關注的機械性效果與心理因素進行推論即可。 

考點命中 《政治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11-21~11-23。 

答： 
杜瓦傑法則（Duverger’s law）是由法國政治學者M. Duverger所提出，他研究分析選舉制度之後提出選

舉制度的運作對政黨與選民的影響，最終形成何種的政黨體系。Duverger用以解釋的原因即選舉制度本身

的「機械性效果」（mechanical effect）與選民的「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惟須注意，

Duverger亦認為討論政黨體系的形成不能單就選舉制度做為單一決定性因素，尚有其他因素可能會產生影

響。茲就題示，分析如下： 

(一) 杜瓦傑法則內涵

1.杜瓦傑法則說明：

(1)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有利於產生兩黨制。

(2)比例代表制有利於產生多黨制。

(3)兩輪決選制有利於形成兩個聯盟的多黨制。

2.機械性效果：

相對多數決的選舉制使得政黨逐漸向溫和的立場靠近，二個政黨愈加接近與相似，而第三政黨無法

如二大政黨般走向溫和立場，最終它將因「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ation）與「極化」

（polarization）而被逐漸淘汰。

3.心理因素：

選民在投票時，因為不想「浪費」他們的選票，當他們意識到原本支持的第三黨沒有當選機會時，

他們傾向將選票轉移到較不討厭的二大黨其中之一，以防止他們討厭的政黨當選。學者將此種投票

行為稱為「策略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或「複雜投票」（sophisticated voting）。

(二) 選舉制度和政黨數量間的解釋

1.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與二黨制：

(1)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應選名額一名，選舉規則是票數較多者獲勝，此種選舉制度最能以機械性

效果與心理因素解釋。機械性效果說明單一選區的候選人以前二位支持度最高者為主，這二位候

選人為了爭取大多數民眾的選票，因而提出相似且溫和的政見，而第三位或以上的候選人為了與

主要二大候選人競爭做出區別，提出較為極端的政見，但支持他們的選民較少，逐漸在單一選區

相對多數決的競爭當中脫離戰線。 

(2)選民在面臨上述情形時，如果他喜好的政黨是逐漸脫離戰線的第三位或以上的候選人，而主要二

大候選人間有一位是他所厭惡的，則為了不浪費選票，他會傾向將選票投給二大主要候選人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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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討厭的那位。 

(3)因此，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經歷過制度的機械效果與選民的心理因素作用，最終仍呈現二位主要

候選人及其政黨競爭的態勢，第三位或以上的候選人及其政黨將出現第三黨效應（ third party 

effect）。最終傾向形成兩黨制（two-party system）。 

2.比例代表制與多黨制： 

(1)比例代表制所呈現的是複數選區，當選名額依據每個政黨的得票率做分配，通常設計有分配名額

的最低得票率門檻。因為是複數選區，政黨無須爭取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只要有部分選民支持就

得以分配名額，因而代表性不足與極化在比例代表制中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極低。 

(2)對選民而言，因為名額是依據政黨得票率做分配，選民無須擔心自己的選票會如同在單一選區相

對多數決中被浪費，進而能較為忠實的依據自身的喜好做投票抉擇，無須被迫扭曲偏好。 

(3)政黨得以在選舉中提出不同的議題立場與主張不同的意識形態，而無須害怕被迫脫離戰線，選民

得以依據自身的偏好選擇喜好的政黨，無須扭曲自身偏好，選舉制度運作的結果將傾向形成多黨

制（multiparty system）。 

3.兩輪決選制與兩個聯盟的多黨制： 

(1)兩輪決選制適用的是單一選區，但與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不同的是，選民必須投二次票才能決定

最終的當選者。通常第一輪的投票並不會真正決定當選者，因此對於政黨而言，參與第一輪的選

舉無須向主要二大候選人靠近，仍得以提出自己的議題立場與意識形態主張，試著在第一輪選舉

的開票結果成為前二高票者，方能進入第二輪。第二輪選舉則通常由前二高票或第一輪選舉獲得

一定得票率者參與，此時就面臨二位或以上候選人搶一個名額的情況，第二輪的候選人最快增加

支持率的方式是將第一輪被淘汰掉的候選人納入自己的陣營裡，對於第一輪就被淘汰的候選人而

言，他雖然不是第二輪主要的候選人，仍得以參與選戰而能延續政治生命。但第二輪選舉的競爭

過程仍會是以二大候選人為主，他們各自尋求能合作的對象以增加當選的機會。 

(2)就選民而言，他們擁有投票二次的機會，而他們也深知第一輪選舉並不會真正的決定當選者，因

此在第一輪投票時，他們能依據自身的偏好投票，即便他們偏好的候選人勝選機率較低，投票給

該候選人增加其得票率，亦能增加他在第二輪選舉時與主要候選人的談判籌碼。第二輪投票對於

選民而言是要確定當選者，選民偏好的人選可能是第二輪的候選人，或第一輪落選但被整合進第

二輪的候選人之一當中，因此選民能仔細思考他偏好的候選人是否能當選再投票。 

(3)綜合上述，雖然兩輪決選制最終會產生二個主要候選人及其政黨，但兩輪投票的過程中賦予大黨

與小黨合縱連橫的空間，小黨的生存空間不會因為沒有當選全然消失殆盡，更大的可能是被整合

進入二大主要政黨當中，因而政黨體系形成多黨制，惟會形成二大聯盟，各由二大主要政黨帶

領。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A）1 唐斯（Downs）提出「競爭空間理論」（spatial theory of competition），據以描繪民眾政策偏好、

立法行為與政黨競爭策略。下列何者與其討論內涵或衍生理論無關？ 

(A)社會資本 (B)理性選擇 (C)方向理論 (D)趨近理論 

（D）2 關於女性主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婦女投票權運動出現後，屬第一波女性主義 

(B)第二波女性主義推動婦女解放運動 

(C)女性主義認為社會具有性或性別不平等的特徵 

(D)女性主義起源於 15 世紀 

（B）3 利益團體得影響政府的決策，下列敘述何者不符合利益團體的特徵？ 

(A)利益團體又稱壓力團體，以施壓方式向決策單位表達意見 

(B)利益團體提名候選人參與選舉是最直接影響政治決策的方式 

(C)利益團體透過遊說方式影響政府決策 

(D)集會遊行與抗議活動是利益團體訴諸群眾，期望改變政府決策的手段 

（A）4 下列那一種研究取向，不在新制度論的含括範圍內？ 

(A)結構功能論 (B)理性抉擇論 (C)規則制度論 (D)歷史制度論 

（B）5 國家中央政府無法控制領土進行有效治理，並為人民提供安全保障與各種公共財必要服務，乃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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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的指標。依據上述指標，下列何者不是失敗國家？ 

(A)索馬利亞 (B)北韓 (C)葉門 (D)南蘇丹 

（A）6 直接民主由於規模因素而窒礙難行，故而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乃應運而生。下列

何者是代議民主的特徵？ 

(A)人民選出向人民負責之立法代理人以治理國家 

(B)人民選出向議會負責之世襲皇帝以治理國家 

(C)人民選出獨立於立法與行政機關的大法官以治理國家 

(D)人民以間接方式選出總統以治理國家 

（C）7 下列何者不是社會主義的主張？ 

(A)國家介入市場經濟，是為了要矯正貧富差距等問題 

(B)主張福利國家，藉由提升公民的社會福利，保障公民自由發展的權利 

(C)主張國家不應介入社會運作，才能確保社會中個人與公民組織的自由 

(D)重視社會正義原則，國家可以適時地干涉與維繫 

（D）8 19 世紀末起，部分哲學家開創「社會主義式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也稱作「新自由主義」

（new liberalism），有關此論述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人與人之間應當是相互同情、關心 

(B)應當提供足夠的經濟與社會資源，使人們得以落實自由 

(C)對於自由市場造成社會的負面影響感到憂心 

(D)為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B）9 關於民族主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民族主義指涉對自己國家之偉大和統一的堅定信仰 

(B)個人權利是理解民族主義的主要概念 

(C)民族主義的興起往往需要「敵人」或「他者」的存在 

(D)區域民族主義以民族為名，追求從既有的民族國家獨立 

（D）10 「民主化」與「政治文化」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多數第一波民主化國家為基督教國家，宗教與民主化可能存有關聯性 

(B)在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時期，研究者多認為政治文化會影響民主的運作 

(C)杭廷頓（Huntington）認為 21 世紀是「文明衝突」的世紀，指的是文化差異造成的衝突 

(D)民主經驗與民主化的實踐並不會對政治文化產生影響 

（A）11 有許多原因造成現代國家開始產生公民參與式微的問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政黨政見理想崇高，令人難以選擇 (B)政治總是令人失望 

(C)政治人物無法令人尊重 (D)媒體對於政治的長久嘲諷 

（D）12 「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是政治發展領域的重要理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依賴理論」主要是依照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建構而來 

(B)「依賴理論」能有效解釋亞洲四小龍（臺灣、韓國、新加坡、香港）的發展經驗 

(C)「現代化理論」認為較晚發展的國家受到西方先進國家的剝削 

(D)「現代化理論」認為發展過程中，中產階級的興起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建立 

（A）13 有關立法機關中，委員會中心和院會中心的比較與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委員會中心下，委員會對法案僅能技術性審查 

(B)院會中心下，在院會形成法案的立法原則與主要內容 

(C)院會中心下，實際控制法案者往往是內閣 

(D)美國國會是委員會中心的例子 

（C）14 某國憲政體制上有直選總統，可以解散國會，也要求內閣對國會負責，國會可以倒閣改組政府。

該國在憲政體制的特性上，較接近下列那一種類型？ 

(A)總統制 (B)議會內閣制 (C)半總統制 (D)委員制 

（C）15 關於英國政府體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內閣使行政與立法兩者融為一體 (B)形式上英王擁有行政、立法、司法大權 

(C)屬於權力分立的體制 (D)政府體制的基本原則是議會至上 

（A）16 近來有許多民主國家出現「國會衰微」的趨勢，眾多原因中，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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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投票率越來越低 (B)結構上權力傾向行政 

(C)國會議員缺乏專業 (D)議員的汰換率低，國會喪失部分創新的能力 

（B）17 在國會提出不信任案之前，必須先以國會多數選出新內閣，該政治運作形式意指下列何者？ 

(A)被動解散權 (B)建設性不信任投票 

(C)司法消極主義 (D)雙翻轉檢驗 

（D）18 民主國家中，關於憲法解釋的功能與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可以補充既有法律不完備之處 (B)可以透過憲法法院執行 

(C)對憲法文字的疑義進行闡釋 (D)具有修憲的效果，因此須經公民投票追認 

（A）19 有關文官組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升遷以年資作為判斷依據，導致組織內的過度競爭 

(B)永業化的特色可能使常任文官失去進取之心 

(C)專業分工可能造成本位主義 

(D)過分重視法令規章，可能導致目標錯置 

（A）20 社會心理學途徑認為下列何者是影響投票行為的主因？ 

(A)政黨認同 (B)關係網絡 (C)社會經濟地位 (D)政治世代 

（D）21 有關於公民投票法的投票權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年滿 18 歲且未受監護宣告，即有公民投票權 

(B)地方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C)公民投票涉及原住民族權利者，不得違反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 

(D)投票權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投票日當天為準 

（B）22 某市長候選人想要知道市民對於某政策的看法。採用下列那種民意調查方法的成本不會過高，又

能短期間得到較為可靠的調查結果？ 

(A)網路調查 (B)電話訪問 (C)面對面訪問 (D)郵寄問卷 

（A）23 關於政治溝通的涵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人們藉由政治溝通形成民意 

(B)社群媒體無法成為政治溝通的溝通者 

(C)電影不是政治溝通的媒介 

(D)政治溝通的強化功能是指原來對他人的主張略微反對的人可能因為政治溝通改變心意 

（D）24 有關利益團體和政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推派候選人參選是利益團體重要的目的 (B)利益團體關注絕大多數的議題 

(C)政黨經常提供政治獻金給利益團體 (D)政黨可能接受利益團體所提的法案 

（C）25 下列敘述何者並非民主國家的政黨應該從事的政治活動？ 

(A)選舉提名與競選 (B)聯合政府的組成談判 

(C)經營無線媒體以利宣傳政黨立場 (D)監督制衡現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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