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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概要》 
試題評析 
就申論題而言，第一題難度較高，要求介紹並評析理論觀點，即使應考者應該都對民主化的內容有所瞭解，但

要理論化的闡述並舉例，較不易拿分。第二題相較第一題容易許多，有準備的應考者應該都能順利解答，但題

目問得是現代政治體系，應考者較容易忽略回答非民主國家的部分。 

 

甲、申論題部分： 

一、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研究大致上分為兩派：第一派找尋民主的先決條件

（preconditions），第二派著重菁英的選擇與行動。試分別介紹這兩派學說，並提出你個人的

看法，舉例印證或反駁之。（25分） 

答： 
(一)民主化研究之一：民主的先決條件 

1.現代化研究途徑（modernization approach） 
從二次大戰以後，許多新興國家脫離殖民統治而獨立，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掀起了發展中國

家研究的熱潮，尤其著重探討民主政治形成與穩定運作的條件，並受到社會科學中行為主義的影響，

「現代化研究途徑」成了發展中國家政治民主化研究的主流。 
在1960年代中期以前，絕大多數的社會科學家相信，社會變遷的方向是一個普遍而一致的過程，且政

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密切相關的。發展中國家對現代化過程的持續追求與進行，亦即不斷學習並重

複工業民主國家的發展經驗，必然也能夠達到經濟發展、社會平等與政治民主的境界。 
2.歷史結構研究途徑（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 
從1960年代末期以來，興起了對現代化研究途徑的批判風潮，尤其著重質疑是否存在單一的發展模式與

忽略國際因素的作用。批評者主張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變遷過程，唯有經由國際資本主義之歷史觀察，才

能夠充分掌握。 
此一學派常被稱為「依賴理論」，認為發展中國家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依賴關係，往往會導致發

展中國家經濟體系的扭曲，並影響社會與政治的領域。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高度的經濟擴張，並利用發展

中國家的資產階級進行剝削與控制，才是發展中國家政治威權統治的根本原因。 
(二)民主化研究之二：菁英的選擇與行動 
上述尋求民主條件的研究方式，無論是現代化研究途徑或是歷史結構研究途徑皆過於強調經濟因素的重要

性，有「經濟決定論」的傾向；且兩者都致力於發掘民主政治形成與發展的有利或不利條件，對於更為關

鍵的政治民主化的「動態」過程，反而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 
有鑑於此，強調政治過程的「權變策略研究途徑」（contingent strategy approach）興起，認為政治民主化
並非一直線發展或理性的過程，政治行動者的策略以及政治勢力間的動態關係，才是決定民主政體是否崩

潰或持續的關鍵因素。 
(三)評論 
民主的先決條件或菁英的選擇與行動，可說是對民主化研究一體的兩面，對解釋一個國家是否展開民主化

和民主化是否成功都很重要，不應有所偏廢。只有先決條件而無菁英行動，就像是有舞台卻沒演員，民主

化不會自動上演；菁英的選擇與行動也不會憑空發生，必然受限於既有的社經結構與政治制度。唯有結合

兩者，方能正確並有效地解釋一國的政治民主化。 
以台灣為例，如果在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尚未達到一定的程度前，儘管有菁英願意推動政治民主化，但不易

喚起社會大眾的普遍意願，難免事倍功半、不易成功。而從民國七○年代開始推動的民主化，也一再反映

出菁英選擇與行動的重要性，若民主化之初蔣經國總統的態度並非默許和容忍，反而是禁止與鎮壓，台灣

民主化過程的「寧靜革命」典範很可能就此消失。由上例可見，結合兩種觀點方能對政治民主化提出有效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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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黨在現代政治體系中具有那些主要的功能？試說明之。（25分） 
答： 
政黨在現代政治體系中具有的功能可分為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分別討論之。 
(一)民主國家政黨的功能 

1.反映與匯集民意 
複雜的現代社會，民意並不單純，政黨往往將若干種大同小異的民意整合起來，然後加以反映。議會中

不同政黨的辯論更是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換言之，政黨具有「利益表達」與「利益匯集」的功能，即

政治系統輸入面的功能。 
2.提名候選人 
民主國家的政黨如果要執政就必須贏得選舉，如何選拔候選人並戴上政黨的標籤參與選舉，就成了政黨

的重要功能。 
3.從事競選活動 
許多民主國家的競選活動，如募款、宣傳等，均需政黨全力支持。但近年來，美國的政黨組織日漸鬆

弛，再加上電視在競選中扮演了重要角色，且候選人需要的是專業輔選人員，政黨在競選中的重要性已

降低。 
4.組織政府或監督政府 
當政黨贏得大選時，就組織政府，提供構成政府的人事，其政綱則成為施政的重要依據。未能贏得大選

的政黨，則扮演監督者的角色。 
5.甄拔政治人才 
政黨提名候選人，協助其當選公職；而政黨為了執政，更要培養人才，此即「政治甄補」的功能。 

6.溝通和傳播的功能 
政黨可藉由利益表達和匯集的過程，將意識型態和理念傳播給民眾知道，以喚醒社會大眾對某一公共議

題的討論與重視。 
(二)非民主國家政黨的功能 

1.塑造民意 
非民主國家，執政黨的主要功能是塑造民意與導向民意，意即「政治社會化」的功能。 

2.組織政府 
民主國家的政黨必須贏得大選方能組織政府，非民主國家則不必如此。在非民主國家，只要軍隊或其他

政治勢力保持對執政黨的效忠與支持，且反對黨的力量不足以形成威脅時，它都可繼續維持統治。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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