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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 

科 目：政治學  

黃靖老師 解題 

一、民族主義研究學者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eson)在其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中，對傳

統定義下的民族主義提出挑戰，試論述 Anderson 對民族主義的定義，以及與傳統民族主義和

民族國家的定義進行比較。(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106 年身心特考四等曾有類似題型，這題需要花點心思審題並將平常所學分派到題意的適當

段落，特別是安德森為何要使用「想像」這個字眼來理解民族主義？那我們都是怎麼「被想

像」的？ 

《命中特區》： 

可參閱黃靖編著，2022，《縱橫政治學》，p.11-11。 

黃靖編著，2022，《高普總複習講義》，p.166-167。 

【擬答】 

安德森對民族主義的定義： 

美國康乃爾大學知名政治學者安德森（B. Anderson）指出：民族係一種「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被想像成本質上有限，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析論此定義

包含之元素如下： 

民族是「想像的」： 

民族的本質在於每個人都會擁有許多共同的事務，同時每個人也都遺忘許多事情 1。 

區別不同共同體的基礎，並非虛假／真實，而是它們所被想像的方式。 

民族被想像為「有限的」： 

民族的邊界縱然可變，卻是有限而不可能涵蓋全人類。 

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義是虛幻的。 

民族被想像為擁有「主權」： 

與 17 世紀啟蒙運動、宗教多元主義的勃興有關。 

民族最初係夢想在上帝管轄之下的直接自由。 

民族被想像為一個「共同體」： 

被設想為是一種深刻、平等的同志愛。 

這種友愛關係驅使數以百萬計人去屠殺或從容赴死。 

與傳統民族主義的比較： 

傳統民族主義認為民族國家情感的塑造「乃是一種意識型態，在此之下生活的人們，無分

種族、階級或宗教，他們覺得相較於其他人而言，彼此間有更多的共同感情，進而促使他

們賦予某個國家（有時是國家的一部分）最高忠誠」，而透過安德森的「想像」概念啟發

，我們可以將此情感再細分出「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兩種更細膩的操作方式： 

文化的民族主義： 

政治民族主義是「理性的」而且通常是有原則的，文化民族主義則是「神秘的」，它是

建立在浪漫的信念之上，相信民族是一個特定的、歷史的和有機的整體，且會受到其自

身「精神」的鼓舞。 

政治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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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民族」視為政治共同體，著眼點是基於公民的忠誠與政治的順從，而不是文化認

同。民族之所以為民族，主要是由於人們分享公民權，而無論其文化、族群或是其他的

忠誠到底如何。從這個角度來看，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非基於歷史連續性與文化純

淨性。 

二、學者杭亭頓(Huntington)指出，現代化的改變有可能伴隨著革命(revolution)。請問革命不同於

其他政治暴力，其特殊性為何?又現代化的過程為何可能導致革命的發生?(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這題是政治發展議題中的經典命題點，在 110 年退除役特考中出現過類似題型，題目中有

「現代化過程中」這個迷惑考生字眼，都只是「換句話說」的出題伎倆，照著平常記憶方向

去論述即可。 

《命中特區》： 

可參閱黃靖編著，2022，《縱橫政治學》，p.11-16。 

【擬答】 

革命的意涵： 

革命是快速、劇烈的系統變遷，拋下了舊體制與其中的菁英。實際上讓系統未受損傷的小

規模或溫和改變只是改革，而非革命。某些政權，為了要平息大眾的不滿，宣稱將走向革

命，但大部分卻只是「修整門面」。檢驗革命是否貨真價實的其中一個方法，乃是觀察其

是否將舊菁英掃地出門，如果他們仍舊掌權，那便不是革命。 

革命的產生原因： 

不均衡理論： 

亞里斯多德早在 2500 年以前即已徹底瞭解了主要的論旨。藉著對多種政治體系的探討

，他得出結論：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的大部分人認為他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沒

有獲得與他們的貢獻成比例的報償。 

當代的政治學家們採納了這一理論，用以解釋現代革命。他們通常從兩個假設著手。

第一個假設是，每個穩定的社會都需要一套價值觀（意識型態、宗教、道德哲學），

藉以解釋這個社會中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第二個假設指出，變遷是自然的

和難免的；變遷有時開始於價值觀的轉變（皈依新的宗教），有時起源於社會的某項

新進展（如新科技的發明）。 

相對剝奪感： 

這種研究途徑中最簡單者，強調剝奪（Deprivation）─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中遭剝奪的

人們將率先反叛。但有些最貧困的國家，革命活動卻最少；因此，嚴重的剝奪和由此

造成的不滿雖可成為革命激情的一個主要來源，但必須有其它因素摻和。 

經常被指出的一種因素，是所謂「相對剝奪」。這指的不是僅僅遭到剝奪（生活水準

低、政治權利少，或者毫無宗教自由）而是認為別人比自己獲得的更多，或者受到的

待遇不公平；由此播下了革命的種籽。 

 

三、半總統制下的「共治」(cohabitation)意指為何?若出現共治的前提條件，在憲政制度的配套

中，那些制度設計會影響共治的出現?(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這是政府體制的基本命題點，107 年高考曾出現過類似題目，今年用「制度條件」這種字眼

拐彎問考生，只要不被拐騙，絕對能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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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特區》： 

可參閱黃靖編著，2022，《縱橫政治學》，p.6-29。 

【擬答】 

共治概念的意涵： 

原是法國新聞上玩笑式的用法，是因應 1986 至 1988 年間所發生的政治情況，主要用以描

寫法國總統必須提名一個與其不同政黨之人為總理。而在法文意義上，原是指沒有婚姻關

係保障的情侶同居在一起的意思。這個詞彙很快地成為法國政治制度的一環。 

 

共治出現的制度原因與態樣： 

制度原因： 

就法國的半總統制而言，當總統與總理同屬一個政黨時，此體制為總統權力的行使創造

出所謂的「總統天堂」。然而，此種情況在 1986 年國民議會改選時有了變化。因為，此

時產生了一個保守派聯盟居多數的國會。此時的問題在於：屬社會黨的總統密特朗任期

尚有 2 年，這是第五共和第一次出現總統無法掌握國民議會的情況，但因為憲法對此無

明確規定，造成沒有人能預測究竟會發生何事。雖然有人認為可能出現敵對性的僵局，

也有人預測密特朗會為最新民意而辭職，但結果均與此相反：密特朗採取了一種靜待的

策略，一方面保全左派的總統職位，但也削弱了總統的權力。是時，密特朗任命最大右

派領袖席哈克為總理，他們雙方在權力運作上達成一項非正式的協議，被稱為「左右共

治」：席哈克將心力集中於內政，而密特朗則致力於外交、國防事務以及國家元首等象

徵性的功能。密特朗此舉不但釐清了法國憲法的本質，且為日後兩次發生之同樣情形

（分別於 1993 及 1997）立下了憲政慣例。 

三大態樣：法國的經驗 

「聯盟共治」（Intraparty Cohabitation）：總統與總理屬同一政治聯盟，但分別領導不

同政黨。故總理在政治上未必完全依附總統，彼此在政治上難以完全互信。 

「硬性共治」（Hard Cohabitation）：總統在國會中失去多數支持，必須任命非屬同黨

的國會多數派領袖為總理，總理在政治立場上完全不須依附總統。但是，因為總理在

國會內並非享有絕對多數的支持，且總統仍有連任企圖，在雙方均不願背負挑起憲政

危機的惡名下，彼此仍然試圖尋求合作。此類型正是第一次共治的寫照。 

「軟性共治」（Soft Cohabitation）：出現的政治條件與硬性共治相同，不同之處在於

總理此時享有國會壓倒性的支持，且總統無連任之可能性，此時總理幾乎完全主導政

府政策，但在形式上仍然尊崇總統在憲法上的崇隆地位。此類型以第二次共治為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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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俄烏戰爭的爆發，讓國際關係中研究維持和平的重要性又再次受到關注。請從權力平權

(balance fo power)的理論解釋俄烏戰爭發生的原因，並列舉至少三種嘗試解決戰爭、建立

和平的可能途徑。(25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說實在的，這題應該是很多考生都會準備起來的熱門時事題，關鍵就在要把理論與現象做ㄧ

下連結，而避免戰爭的途徑在教科書上通常是以「國際合作如何可能」這類字眼呈現，但願

考生們都能反應的過來。 

《命中特區》： 

可參閱黃靖編著，2022，《縱橫政治學》，p.12-25；p.12-44-46。 

黃靖編著，2022，《高普總複習講義》，p.220-221。 

【擬答】 

權力平衡理論的意涵： 

此乃國際關係的關鍵概念。主要的概念是指各聯盟之間如果彼此權力相當，和平就得以維

持；然其中一個集團實力過於強大，則會造成權力天平失衡，其他國家必須團結一致與之

對抗。支持權力平衡的學者大部分都隸屬於現實主義陣營，譬如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就曾說

過：「為了維護國家的利益，他願意和惡魔簽訂協定」。 

俄烏戰爭的導火線：權力平衡的觀點 

權力平衡是國際政治中最常用的詞彙之一，但也是含義最不清楚的詞彙之一。譬如威爾遜

不喜歡權力平衡，他認為權力平衡會導致戰爭。然而權力平衡政策的捍衛者則認為，權力

平衡會導致穩定。基本上權力平衡這個詞一般來說有四種含義，我們可以從這四個層面思

考戰爭或和平： 

作為權力分布的權力平衡 

如同處於平衡狀態下的天平。一些現實主義者聲稱，權力均等會產生穩定。另外一些現

實主義者則認為，在一國權力處於領先地位、其他國家不敢攻擊它的侍候，才會出現穩

定的局面。霸權穩定理論的信奉者就堅持後一種觀點。根據這一觀點，一個強大的主導

國家是最好的穩定局面維護者。但是，根據霸權穩定理論的第一個近親，是霸權轉移理

論(hegemonic transition theory)，當最強大的國家不可避免地開始走下坡路，或者一個新

的追求霸權地位的國家崛起的時候，戰爭就很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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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策的權力平衡 

指的是一種精心設計的平衡政策。權力平衡預先顯示著，其他國家會採取行動阻止一國

發展成為主導國家。這種預言由來已久。帕麥斯頓勳爵的名言，即國家沒有永久的盟友

或永久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這是權力平衡政治堅定的宣導者們所持的觀點。試圖

維持權力平衡的一種主要手段就是同盟(alliance)。同盟是指主權國家相互間透過協議結

成盟友，以維護共同安全。 

作為理論的權力平衡 

權力平衡一詞的第三種用法，就是描述國際體系中權力的自動平衡。權力平衡理論預

測，國家將採取行動防止任一國家獲得權力優勢。 

作為歷史上多極體系的權力平衡 

我們常常用「19 世紀歐洲權力平衡」這個說法，來表述從拿破崙戰爭以後到第一次世界

大戰爆發之前的歐洲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力平衡要求幾個國家，要它們遵循一套

被普遍認可的遊戲規則。 

三種建立國際和平的可能途徑： 

外交和國際協定： 

外交（Diplomacy）是最普遍的一種機制。透過外交管道，具備專業技巧的政府官員持續

和其他國家代表進行磋商和談判，因此，多數國家維持外交人事和制度，其中人事包括

大使和文化參事，制度則包括大使館和貿易代表團。他們的目標是要透過正式與非正式

管道增進和其他國家間的共同利益以及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另外，國家也經常簽署雙

邊和多邊協定，明確加強彼此間的合作。有些時候，學者會將這些協定分成三類，他們

將重點分別放在同盟、條約和機制。 

國際法： 

在規範國家互動的嘗試當中，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的面向最為廣泛。1625 年，國

際法之父格勞秀斯出版《戰爭與和平法》一書，他在書中強調自然法（Natural Law）概

念，根據自然法，國家應該理性處理國際關係，避免具有敵意和破壞性的舉動。 

國際組織： 

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是指在採行特定制度的系統當中，主要成員的忠誠和認同

不限於個別國家。而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是個統稱，它意指諸多的跨

國常設機構，目的在於影響國家的行為和政策。基本上，國際組織可以分成兩類，一類

是官方國際組織（IGOs），另一類則是民間國際組織（NGOs）；此外，有些學者將跨

國企業（MNCs）視為國際組織的一種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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