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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概要》 
一、何謂參與式民主？參與式民主是否可行？請列出支持與反對的理由。（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民主政治相關內容的基本題，民主理論由古典民主演進至精英民主再至參與民主。作答

時，必須掌握精英民主轉變為參與民主的精髓，再就參與民主的來源及主張依序鋪陳，最後再做

評述。 

考點命中 《李鴻章政治學講義》第七章第一節；《總複習講義》第一回 

 

答： 
西元1970年代，西方國家面臨經濟危機，年輕知識份子反駁精英民主，提出參與式民主。他們在當時提出了許

多響亮的口號，例如power to the people；let people make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ir lives；community control等等。上

述口號反映出當代西方社會對參與民主的要求，西方自由民主社會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所調整與節制，但仍存

有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導致中上階級把握政治權力，故一些具有理想的青年學生及婦女不惜走上街頭要

求平等權力。 

參與民主又被稱為是修正民主理論（精英民主理論）的修正，其對精英民主的主要批判是： 

(A)精英民主過分重視經驗事實，忽視人類發展的可能性。 

(B)民主理論的目標如果僅在於描述與解釋，就不足作為價值規範。 

(C)精英民主將冷漠（apathy）解釋為政治穩定的因素，人民對政治之參與只是在定期選舉時作選擇，忽略公民

積極參政之功效。 

(D)重視領袖，不相信公民之autonomy及improvability，卻不考慮公民在缺乏以上二者以下，如何能有效的選出領

導人。 

參與民主的基本立場是（1）民主參與的場合，不應侷限於政治，應普及於各種民間社團、職業團體。 

（2）國家權力應該分散，不宜過度集中。 

參與民主在當代的發展包括了產業民主、電子民主及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等，尤其是電子民主 

及商議式民主已經落實到人民的政治活動領域。 

不過已故的加拿大學者Macpherson認為，就政治層面而言，只有代議民主有實施之可能，即使今日電腦科技進

步，人民之創制仍無法對公共政策提出問題。他認為邁向參與民主有兩條件： 

a.人民將自己視為消費者之態度轉變為發展者，也就是人民必須具有更強之社群感。 

b.大量消除現在社會之經濟不平等。 

也有學者認為，參與式民主的實質影響不大，因為政府事務日漸繁雜，國家權力集中成為趨勢，且民眾對社會 

事務並不積極參與。 

 

二、政治溝通主要的媒介有那些？試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政治溝通向來不是國考命題的重點，主要是它本來就不算是政治學講授的主力。本題相對容易，

考生甚至可用常識加以發揮，得高分的秘訣在於不能將答案集中於大眾傳播媒介。 

考點命中 《李鴻章政治學講義》第二回第五章第一節。有關大眾傳播媒介的內容亦可參考第二回第四章第

二節「政治社會化的媒介」。 

 

答： 
根據我國學者呂亞力教授的看法，政治溝通的主要媒介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大眾傳播媒介；二是口語媒介，主

要應用於人際溝通。 

大眾傳播媒介能同時播送一貫的及標準化的政治消息給在社會快速轉變過程中扮演要角的大多數民眾。在過渡

的社會中，亟需標準化的社會化；在政治不統一的國家，亟需標準化的政治社會化。但在現代社會和現代國

家，大眾傳播媒介已能在短時間內將訊息傳達給大多數人而成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工具，其作用往往在於強化

現存的政治定向或政治態度。政府官員及政治領袖的聲明、講演，往往透過廣播、電視、報紙及其他媒介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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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那些對於傳播內容特別注意的「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s），如教師、牧師及從事社會活動的人員，便

成了傳播媒介的轉述站，轉播給他們的親友或聽眾。當然，傳播內容往往由他們予以再解釋及變形之後，可能

非其本來面目了。 

口語媒介包括語言、肢體動作等，主要用於人際之間的溝通，通常溝通者與接收者能夠面對面的接觸。 

美國政治學者Almond及Powell在Comparative Politics一書中，將政治溝通的媒介分為五類： 

(一)非正式的面對面接觸，有時稱為初級溝通。 

(二)非政治的社會結構，如家庭、經濟和宗教組織。 

(三)政治輸入結構，如政黨和其他專業化的組織。 

(四)政治輸出結構，如政務官，立法與行政機構。 

(五)mass media，如報紙、雜誌、電台、電視。 

根據兩位美國學者的觀點，政治溝通的媒介相當多元，不僅包括大眾傳播媒介與人際溝通的媒介，也包括家

庭、政黨、官員與民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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