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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世界上有些國家不屬於純粹民主政體，也不屬於純粹威權政體，而是屬於競爭性威權政體，請

說明競爭性威權政體具有那些特徵？（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由題意中可分為兩個部分來理解：首先是「威權」的概念，代表其政體尚未充分民主化，執

政者仍然掌握政權，並試圖排斥政權輪替的可能性，也因此會採取各種手段對公民社會加以打

壓；其次是「競爭性」的概念，這則是指涉選舉的競爭性而言。因此結合這兩者而言，國家制度

上雖有競爭性選舉，但過程中往往遭到現有執政者的操弄。執政者雖無法完全取消競爭性選舉的

存在，但也並未如同民主鞏固的國家一般，會尊重選舉制度與過程的多元性、自由性與公平性。

由此概念推論，便不難理解「競爭性威權體制」的相關意涵與特徵。 

考點命中 《政治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李蔚編著，頁7-6、7-12。 

 

答： 
政治學者麥克佛（M. McFaul）認為，在1989年到1992年之間發生在共產集團國家的民主化浪潮產生了三種截然

不同的結果，分別是「穩定民主群」（stable nascent democracies）、「總統專制群」（presidential autocracies）與

介於兩者之間的「競爭性的威權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其中「競爭性的威權體制就是一種雖然

具有競爭性選舉，但政權仍然長未在威權統治者手中的制度。而在競爭性威權主義的統治下，民主機制雖被視

為獲得政治權力及運作的最主要原則，但此原則往往遭到執政者的破壞，使得政權無法達到民主的最低標準，

其代表國家為俄羅斯。有關競爭性威權所具有之特徵，茲分述如下： 

(一)競爭性選舉被視為獲得政權的主要方式： 

在「競爭性威權體制」中，統治者了解採取傳統威權以鎮壓公民社會的方式來維持政權已不可行，甚至會

因為喪失正當性的基礎而導致政權的喪失。因此在民主化浪潮的影響下，寧可採取競爭性與定期性的選

舉，容許反對勢力的存在與競爭，以維持其政權取得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基礎。 
(二)獨裁領導者利用國家或媒體資源，維持競爭之優勢： 

「競爭性威權體制」中雖有競爭性選舉，但執政者為確保本身的執政地位，往往會利用國家或媒體資源，

以維持其競爭優勢，確保選舉結果有利於執政者。執政者可能會透過對媒體選擇性的查帳、分配國家廣

告，甚至是制定相關法規以打壓獨立媒體或記者。但如此方式也有可能使執政者付出一定的代價，例如：

2003年喬治亞的玫瑰革命，就是執政者試圖操控選舉結果，而導致當時的執政者謝瓦那澤（Eduard 
Schevardnadze）的下台。 

(三)反對勢力合法存在且能與執政者競爭，但處於不公平的狀態： 

在「競爭性威權體制」的制度中，不但容許反對勢力的合法存在，同時由於具有競爭性與定期性的選舉，

因此反對勢力可以透過選舉與執政者競爭，並試圖因此而取得執政的地位，造成政權的轉移。但由於競爭

性威權體制在本質上仍非多元自由的民主政體，原本的執政者為求能夠鞏固其執政地位，便會使用各種手

段使得反對勢力處於不利的地位。如上所述，執政者可能透過操控媒體的方式，使雙方的政治傳播處於不

平等的地位；同時可能夠過法規的制定，使得競爭過程的相關規則有利於現任的執政者，而不利於站在反

對地位的競爭者。 
(四)獨裁領導者濫用公權力侵犯公民自由權： 

民主社會中，公民社會的存在與運作的健全係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唯有公民社會的存在，才能夠對於執

政者發揮監督與制衡的作用。但競爭性威權體制畢竟非屬民主政體，因此對於公民社會的侵害亦屢見不

鮮。如上所述，有關媒體的言論自由便往往受到現任執政者以相關行政檢查或法規制定的方式加以箝制；

另外，對於資源的控制、反對派團體的組成與運作此種涉及人民結社權的自由部分，亦往往加以打壓而造

成侵害的結果。而此種侵害公民社會與公民自由權的結果，也往往造成公民社會的反撲，亦形成迫使執政

者下台的結果。 

 

二、請解釋美國總統制的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25分）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7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  -- 2 

試題評析 
本題是針對美國政府制度設計與權力互動，相關內容均為傳統政治學必上的部分，同學只要加以

整理便可拿到不錯的分數唷！ 

考點命中 《政治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李蔚編著，頁9-2～9-4。 

 

答： 
自從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於其著作《法意》（The spirit of law）一書中主張，國家之統治權力

應區分為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分立並互相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概念後，該概念便成為西方民主政府制

度設計的圭臬。另以正當性基礎來源的不同，強調「國會至上」、行政應對立法負責的「權力融合」（fusion 

of power）者，以英國為代表；其次則為行政與立法分別基於不同民意基礎所賦予的正當性基礎而建立，行政

權與立法權互相分立制衡（Separation of power）的「權力分立」制，此則以美國的總統制為代表。有關美國總

統制的三權分立與權力制衡的概念，茲分述如下： 

(一)三權分立： 

由於美國總統制的制度設計，美國總統與國會的產生是分別透過不同的選舉而產生。總統代表行政部門，

而國會則代表立法部門。有關其三權分立之概念，茲分述如下： 
1.行政權： 
美國的行政權以總統為代表。透過總統選舉而產生總統，其除了具有國家元首的身分外，同時也具有行

政首長的地位。其內閣的組成由總統決定，並且無需得到國會的同意。總統本身為政策的最後決定者，

內閣僅具有建議與執行的權力。 
2.立法權： 
美國的立法權分屬參議院與眾議院，兩者議員的產生亦透過選舉方式。除了總統部分權力的行使如預算

權、宣戰權等須經國會同意使得行使者外，餘者難以影響行政部門的政策制定與執行之權力。 
3.司法權： 
美國聯邦法院法官係由總統提名，並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所產生的。其本身具有「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的權限。 

(二)權力制衡： 

美國的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別經由不同的選舉而產生，代表其具有不同的民意正當性基礎；而司法權則經由

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而產生，可視為是行政與立法共識下之產物。有關其權力制衡之相關規定，茲分述

如下： 
1.行政權部分： 
由於總統係經人民選舉產生，故僅總統具有民意的正當性基礎，故其具有行政首長之地位與職權，行政

內閣人選之決定均取決於總統個人之考量，而無需得到國會之同意；同時總統之決策權可自行決定，無

需經內閣閣員之副署。總統無需向國會負責，但亦無解散國會之權力；對於國會通過之決議，總統如覺

滯礙難行時，可行使「覆議權」（Veto Power）的方式要求國會重行審查；總統行政權的行使仍須依據

憲法。 
2.立法權部分： 
國會議員係經國會選舉而產生，其正當性基礎與總統不同，故除通過彈劾案的方式外，無法如內閣制的

倒閣權的方式而使行政首長下台。總統行使部分權限時仍須經國會之同意，例如：預算審查權與宣戰權

則專屬於國會，總統亦不得擅專。參議院與眾議院間亦存有權力制衡的關係，例如：相關經費之提案權

僅屬眾議院，參議院無法自行決定；重大法案須經兩院共同審議通過，如有需要時亦會組成聯席委員會

共同審議。 
3.司法權部分： 
對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行使具有「司法審查」權，也就是違憲審查制度。對於行政政策的制定與國會法

案之內容如認為有違憲之虞時，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可透過此權之行使，維護國家憲政之健全。而當國會

對總統提出彈劾案時，聯邦最高法院也具有審理權限，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森（Nixon）的「水門案」

（Watergate Scandal）即為顯例。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7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  -- 3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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