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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 

類 科：一般行政 

科 目：政治學 

子雲老師解題 

甲、申論題部分： 

一、民主和獨裁各有何特徵？請詳述之。(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很單純的申論題，把獨裁跟民主政治之比較明確點出。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主與獨裁理論。 

【擬答】 
若以「依政府產生方式及決策最後控制在誰手中」為政府體制之分類基礎，則可將政府分為民主

政府（democratic government）與非民主的獨裁政府（distortional government）。前者的決策者

（國家領袖、民意代表）經由競爭性民主選舉程序產生，可視為政府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礎，

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其去留最後控制在人民手中，且受到體制內的監督之外，並有體制外的政

黨、社會團體、大眾媒體的實體監督；後者非民主政府產生方式，係經由政變、革命或世襲產生

的領袖，具有絕對的權力，缺乏監督。以下就兩者特徵分述如下： 
民主之特徵 

民主一詞就字面上的意義而言是指「由人民所統治」（rule by the demos）。然而，「由人民所

統治」的意涵其實是非常模糊的，尚有許多詮釋空間。學者蘭尼（Austin Ranny）認為，民主政

治應具備以下原則： 

人民主權 
「人民主權」這項原則是要求制定政治決策的最終權力是歸屬於所有的人民，而不是人民中

一部分的人或一個人。人民主權的原則並不要求所有人民直接地決定一切日常政府的事務，

他們可能將其部分的決策權賦予或「委託」給立法人員、行政首長、一般行政人員、法官或

任何一位他們認為合格的人。但人民擁有最終的權力，決定在何種條件和時間之下，將決策

權力賦予給誰。 
政治平等 
民主政治的第二項原則是政治平等。該原則要求每一個成年公民和任何其他公民一樣，都有

相同的機會去參與政治決策的過程。此項原則清楚地指出「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精神。

政治平等的原則，是人民主權原則在邏輯上的一項結果。如果某社群中一些成員比其他人擁

有較多的機會（例如，他們的選票以二倍或三倍來加重計算，或是只有他們符合公職的資

格），則他們勢將成為特殊的統治階級；根據人民主權的原理來看，這種情況只有在寡頭政

體而不是民主政體才看得到。但須注意的是，政治平等的原則，僅意味著所有成年公民都具

有真正的機會平等，而不是實際參與的平等。民主政治保障人們有不去投票的權利以及前往

投票的權利。 
大眾諮商 
人民諮商的原則有以下兩項要義。其一是，政治體系必須有某些制度上的機制，使政府官員

能夠掌握人民所想要採納和執行的公共政策。其二是，在確認人民的偏好之後，政府官員不

管對這些偏好贊同與否，他們都必須將之付諸實現。這項原則和政治平等一樣，乃是人民主

權邏輯推演之下的結果。當政府官員一意孤行而不是按照人民的意願行事，而且無須負任何

責任時，則是政府官員而不是人民擁有主權。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地方政府特考） 

共6頁 第2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多數決原則 
多數決原則的要求是：當人民對某項議題持不同意見時，政府應該根據大多數而非較少部分

人的意願行事。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原則並不是要求每一個政府只能在諮詢過所有人民且達

成特別多數的同意之後，才可以採取行動。而是由大多數人民來決定其所冀求的政策類型。

再者，真正地民主政治之「普遍的多數」，必須自動地約束其自身的行為不踰越界限（避免

多數暴力的情況發生）；而當一個特定政體的「普遍的多數」不能自我約束而摧毀基本的制

度與保障時，則這個政體不再稱得上是民主政治。 
獨裁之特徵 

一般認為，與民主相對的概念就是「獨裁」（dictatorship），獨裁是指統治者擁有絕對權力

的非民主政體，而獨裁政體可進一步區分為極權獨裁與威權獨裁。歷史上，「獨裁者」

（dictator）一詞來自於羅馬共時期。當時羅馬為了應付外來的危機變局，會將統治的權力暫

時委任位「獨裁者」，待危機過後才將權力交還元老院。以後獨裁者一詞，是指權力不受限制

的國家領袖，而這種以獨裁者為首的統治形態，就是所謂的「獨裁政體」，由此充分顯示了獨

裁政治的「人治」色彩。獨裁政治否定民主政治強調的人民主權、政治平等、大眾諮商、多數

統治原則，而有以下特徵： 

否定責任政治 
在獨裁國家，重大決策權集中在一人或少人手中，其決策過程甚少受民意影響，而且獨裁者

與高級政治官員職位保持，受民意的影響甚小。 

否定民意政治 
在獨裁國家，即使有國會存在，其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扮演的是「橡皮圖章」的角色，負責為

獨裁政府的決策背書。 

否定政黨政治 
在獨裁國家，能與執政集團平等競爭地位，並能依法取代以組織政府的合法反對集團或勢力

是不存在的。 

 

 

二、在政治學研究途徑中，理性抉擇研究途徑的發展背景和涵義為何？請詳述之。(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很單純的申論題，按照題目點出理性抉擇途徑之發展及涵義後，可以優缺點作

為結論。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理性抉擇學派。 

【擬答】 
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一般界定成「應用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政治行為和制度的一門學問」，其

中心思想是認定人類行為具自利動機（self-interest motives）且可以用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加以刻畫。在政治學上，稱此為理性選擇研究法（rational choice approach）。以下就理性抉擇學

派之發展背景與涵義分述如下： 
理性抉擇研究途徑的發展背景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承襲新古典經濟學「理性自利的經濟人」與「偏好外生」的假設，在亞羅

（K. Arrow）、唐斯（A. Downs）、歐森（M. Olson）、萊克（W. Riker）等學者的研究基礎上，

亦受 1970 年代以來「制度經濟學」的鼓舞與影響，透過個人主義的微觀研究取向與均衡理論，

以實證主義、演繹的方法，來研究制度、制度選擇與制度的持續；認為個體的理性計算與偏好，

乃是產生政治結果的最大因素。 

理性抉擇研究途徑的涵義 

基本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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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抉擇學派主要是以個人的理性面為出發點，認為選民的投票將是經過成本效益的理性評

估後，方付諸行動。簡單來說，此一學派主要是基於經濟上的「自利」、「理性」及「效用

極大化」等人性假設，應用於分析人的政治行為。 
以投票行為為例 
理性抉擇學派認為一個理性的行為者將根據成本和效用的核心概念，比較政黨或候選人所提

政策可能帶給他的效用，並將選票投給可以帶給他最大利益的候選人或政黨。此學派早期除

了比較重視數學演繹模型的建構與運用之外，後期則較著重於相關議題因素與經濟面向對於

投票行為重要影響，特別是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即選民會根據候選人、政黨或

執政者過去施政的政績，來決定是否給予支持）與前瞻性投票上（prospective voting，即已預

期某政黨或候選人未來的經濟施政能力，以作為投票選擇的考量）。此一途徑的發展，已跳

脫傳統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派主要以描述解釋為重心，並且可藉由理性選擇模型的建構，來

進行選舉的預測工作，此即為其主要貢獻之處。 
理性抉擇學派之優點與限制 
理性選擇學派的優點在理論建構，以微觀方法凸顯個體行為的自主性，運用演繹邏輯建立了

一套精緻而簡約的一般性理論架構；然而它的基本假設不符合真實世界的經驗。首先，它過

於簡化人類動機，人類動機複雜而且不確定，不僅是效用的滿足，亦有心理、文化、道德上

的動機。其次，個人主義方法論使其忽視社會結構、文化脈絡對個體的影響，同時忽視行動

者間資源與權力的不平等。第三，假設偏好既定，即無法說明偏好從何而來，亦不能解釋個

體間偏好有差異的原因。 
 

乙、測驗題部分： 

  關於現代自由主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尊重傳統與行之有年的既存制度  
 將政府的角色帶回市場 
 保護人們免於經濟不公平所帶來的傷害  
 倡導工資及勞動工時法 

  下列何者屬於正常憲法變遷？ 
 憲法凍結  憲法增修  憲法廢除  憲法破棄 

  近年來，移民在許多西方國家成為爭議的焦點。「接納新移民成為該國公民」這樣的政

治現象，挑戰下列那項概念？ 
 文化民族主義  自由民族主義  擴張民族主義  反殖民民族主義 

  若民眾意見分歧、政治極化，代表民意呈現下列何種分布？ 
 U 型曲線  J 型曲線  倒 U 型曲線  鐘型曲線 

  意識形態是人們對政治世界的觀念體系，其中古典自由主義影響深遠，下列何者不是古

典自由主義的重要原則？ 
 個人主義  個人自由  理性主義  絕對主義 

  國家是政治學的核心研究對象，下列那種國家理論特別假設國家是一個中立的仲裁角

色？  
 多元主義式國家  資本主義式國家  巨靈式國家  家父長式國家 

  關於公民不服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乃是透過更高的原則反對現有法律制度   
 目的在於推翻現有政治體制 
 行動往往違反了現行法令規定  
 目的不是行使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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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民主理論中的菁英論點，下列何者錯誤？ 
 菁英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其實是少數統治  
 菁英論的民主理論並不支持寡頭鐵律 
 團體中總是容易成為寡頭統治 
 無論如何民主，社會上總是有權力菁英的存在 

  影響政治參與的心理因素中，有一個概念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下列何項敘述較為

貼切？ 
 有助人際關係連結與合作的社會資源或規範 
 民眾自身認為能否影響政治的能力 
 民眾對於身邊政治氛圍的認知會影響他表達政治傾向的意願 
 社會中對政黨情感上長期的各種觀念、感情和態度 

  許多西方民主國家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會經歷五大危機。下列何者非屬五大危

機？ 
 認同危機  正當性危機  參與危機  繼承人危機 

  下列何者不是半總統制國家？ 
 冰島  愛爾蘭  葡萄牙  丹麥 

  關於共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國至 2018 年止，發生過三次共治   
 法國的共治皆因總統改選   
 共治代表半總統制轉換為內閣制的運作模式  
共治是總統與總理來自不同的政黨或聯盟 

  關於威權獨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政府由少數菁英控制  統治者的決定和作為不受制衡   
 政府全面控制人民所有生活領域  人民的自由與政治權利受到限制 

  有關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相較於內閣制，總統制更強調權力制衡原則 
相較於內閣制，總統制更易出現行政與立法兩權的僵局 
相較於總統制，內閣制的政府體制運作更具效率 
 相較於總統制，內閣制下的國會議員更有任期保障 

  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有幾張總統選舉人票？ 
 3 張  4 張  5 張  6 張 

  關於總統議會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半總統制的次類型  總理需同時對總統與國會負責 
 總統無法影響內閣存續  總統可決定總理的去留 

  國會黨團要求黨籍議員按政黨指示投票，以回應選民對於該黨的期待和付託。較符合那

一種代議理論的觀點？ 
 委任說(delegate theory)  全權委託說(truteetheory) 
 反映說(resemblancetheory  託付說(mandate theory) 

  關於司法獨立原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機關不隸屬於行政、立法兩權  審判獨立 
 法官任用與身分的保障  司法積極主義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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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選舉制度，有利於貫徹政黨紀律之強至弱順序，對下列選舉制度進行排序:單一選區

相對多數制 政黨比例代表制 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 
        

  關於選舉功能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提供執政者正當性基礎的功能   有人才甄補的功能 
  有政治社會化的功能   有水平課責(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的功能 

  社會運動是一種集體性的行動展現，針對社會運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於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  
  在非民主國家中，不會有社會運動 
 具有某種程度的組織性和明確追求的目標 
 由社群媒體動員的社會運動通常吸引到年輕的參與者 

  奥爾森(M.Olson)認為民眾的政治參與始終面臨集體行動的困境，下列何者不是構成集體

行動困境的主要原因？ 
  人會理性計算成本益   參與集體行動的成本 
  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財的屬性   對集體行動目標的認同度 

  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utre)是利用什麼方法，蒐集資料比

較五個國家民眾的政治態度？ 
  文件分析法   參與觀察法   調查研究法   質化訪談法 

  選舉採用網路投票，或透過社群媒介討論政治、組織遊行抗議等行動，屬於下列那一個

概念？ 
 e-Bureaucracy   e-Democracy   e-Learning    e-Culture 

  下列敘述何者是優勢一黨制特徵？ 
  在其他政黨不被法律所允許的情形下，單一政黨長期執政 
  在其他政黨可以參與選舉的情形下，單一政黨長期執政 
 在採取比例代表制的情形下，單一政黨長期政 
 在其他政黨依賴執政黨提供資助的情形下，單一政黨長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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