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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概要》 
試題評析 

申論題的部分相當傳統，有認真研讀的考生應可取得不錯的分數。測驗題部分，難易度適中，但命題範圍

相當廣泛，且有些考題的提問方式較為間接，考生需融會貫通至一定程度方能獲得高分。其中第12題與第19題
的出題不甚妥當，因涉及政治傳播的專業領域，並不適合在政治學概要的基礎考科中出現。 
 
甲、申論題部分： 

一、 試說明政治學研究的行為主義與後行為主義的內涵及其差異。(25分) 

答： 
政治學的行為主義興起於50~60年代，是一種對於傳統上偏重於制度規範研究取向的「典範轉移」，其主

張包括： 
1.認為人類的行為是具有「可發現性」與「一致性」，而且是可以被驗證的； 
2.主張透過嚴謹的方式，蒐集與分析資料，特別是所謂的「量化」方法； 
3.在前兩項的基礎上，「客觀經驗理論」的建立是可以期待的，透過理論的建立，能夠幫助人們在認知與解釋

既有的政治現象之後，進一步地對未來的發展作出「預測」。 
簡言之，行為主義的發展歷程是政治學得以邁向「科學」的重要階段，此時研究的主題包括投票、立法行

為與政治社會化等。 
至於後行為主義，則是自70年代開始出現一種對行為主義的反思，此種反思有其歷史背景，即美國在60年

代後蓬勃發展的「民權運動」。隨著社會上許多問題的提出，諸如權利、貧窮、對外戰爭與環境問題，既有的

行為主義研究被認為無法有效地解釋與回應這些問題。因此，後行為主義者以「人類(行為)的不可預測性」與

「完全價值中立是不可能的」兩大方向，對行為主義提出了批判，主張在更寬廣的領域中理解，並應用所謂

「科學」方法。其主要研究主題包括政策分析、政治經濟學與理性抉擇等。 
行為主義與後行為主義兩者間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對「科學」的理解與應用。前者較多針對「個人的」政治

行為著手，後者則是希望能在國家社會或政策等層次，做出具體的研究貢獻，以實際解決問題。至於在科學方

法的使用上，兩者並無二致。 
 

二、一般認為民意可以分為兩個面向，試說明此兩個面向為何？另外，根據此兩個面向，我們可以

瞭解民意分布的形態，請舉出任何三種民意分布的形態。(25分) 

答： 
關於民意，可以分為「偏好」與「強度」兩個面向。前者係指評估選民對於特定政黨、政策或候選人，表

示贊成(認同)或反對(不認同)的屬性；後者則是用以評估選民對於上述對象表示好惡的程度。 
至於民意分布的形態，若以政治光譜的概念來看，有以下三種： 
1.鐘型曲線(倒U型)： 
屬於一種「共識型」的分布，此種分布表示社會上的民眾(對於特定的政治社會議題)多數抱持一種中間溫和

的態度，即大多數屬於所謂「中間選民」；而分布於兩端、持極端意見的民眾較少。 
2.雙峰型曲線(U型)： 
屬於一種「分裂型」的分布，此種分布表示社會上的民眾(對於特定的政治社會議題)呈現兩種截然不同的極

端態度，且意見雙方勢均力敵；換言之，在此種態度分布下，「中間選民」的人數極少。 
3.J型曲線： 
屬於一種「不平均」的分布，此種分布表示社會上大多數的民眾意見集中於一端，而另一部分的少數意見偏

向於另一端。此種分布仍較傾向於「共識型」分布，惟政府在具體施政上須對於該少數意見提供一定之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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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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