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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試題精選】 
林瑋 老師提供 

第一章 政治學的意涵、基本概念與研究途徑 

1. 國籍制度之屬人主義，是指國民之認定標準以何者為判斷： 

(A)膚色 (B)出生地 (C)感情 (D)血統。 (95 地特) 

2. 以下那一國之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採取單一國制。 

(A)英國 (B)德國 (C)美國 (D)加拿大。 (95 地特) 

3. 以下何者為國家的構成要素： 

(A)主權 (B)語言 (C)種族 (D)宗教。 (95 地特) 

4. 以下那一位人物將「政治」定義為「社會價值的權威配置」？ 

(A)伊斯頓（DavidEaston） (B)蘭尼（AustinRanney） 

(C)孫中山  (D)薩孟武。  (95 地特) 

5. 國家與其他團體之不同在於，國家擁有： 

(A)層級組織 (B)合法強制力 (C)領導者 (D)群眾。 (95 地特) 

6. 主權之定義是指國家的權力為： 

(A)對內最高 (B)對內平等 (C)對外最高 (D)對內最低。 (95 地特) 

7. 以下何者不是民族的構成要素：  

(A)主權 (B)語言 (C)種族 (D)宗教。 (95 原特) 

8. 就中央政府之權力而言，聯邦制國家比邦聯制國家更為： 

(A)下放 (B)平均 (C)分散 (D)集中。 (95 原特) 

9. 那一位人物將政治定義為「管理眾人之事」？ 

(A)洛克 (B)盧梭 (C)孫中山 (D)蔣中正。 (95 原特) 

10. 美國政治學者伊斯頓(DavidEaston)如何定義「政治」？ 

(A)政府組織的運作  (B)權力的形成、分配與運用  

(C)權威性的價值分配 (D)解決公共事務的爭議。 (95 普考) 

11. 在研究政治現象時，下列何者不是屬於科學方法的基本特徵？ 

(A)科學是經驗的  (B)科學方法經常是無法驗證的 

(C)科學是探詢現象間關係的規律 (D)科學是累積的。 (95 普考) 

12. 就獲得國籍成為國民而言，「一個人出生後，其國籍與其父母相同，不論其生於何地」，此稱

之為何？ 

(A)出生地規則 (B)血統規則 (C)自然規則 (D)歸化規則。 (95 普考) 

13. 國家構成的四大要素為何？ 

(A)軍對、人民、憲法、主權 (B)領土、總統、政府、媒體 

(C)軍隊、總統、憲法、媒體 (D)領土、人民、政府、主權。 (95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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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的關係，「地方政府的權力來自於中央授權」，此稱之為何？ 

(A)聯邦國家 (B)單一國家 (C)邦聯國家 (D)極權國家。(95 普考) 

15. 《政治：誰得到甚麼，何時得到，如何得到？》是哪一位政治學者的著作？ 

(A)伊斯頓(DavidEaston) (B)道爾(RobertDahl) 

(C)拉斯威爾(HaroldLasswell) (D)蘭尼(AustinRanney)。 (96 身特) 

16. 下列那一位採用行為主義的研究途徑研究政治現象？ 

(A)柏拉圖（Plato）  (B)霍布斯（Hobbes） 

(C)黑格爾（Hegel）  (D)伊斯頓（DavidEaston）。 (96 身特) 

17. 以下關於行為學派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A)行為學派的革命出現於 1970 年代 (B)行為學派與實證論密不可分 

(C)行為學派強調價值與事實的合一 (D)行為學派重視歷史的脈絡。 (96 地特) 

18. 在政治學裡，下列何項不是伊斯頓(D.Easton)政治系統論所強調的基本概念？ 

(A)輸入項 (B)輸出項 (C)政府 (D)轉換過程。 (96 地特) 

19. 政治學與其他學科的主要區別在於： 

(A)集中在利潤的研究 (B)集中在權力的研究 

(C)集中在對心理的研究 (D)集中在社會的研究。 (96 地特) 

20. 下列哪位學者使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community)概念來說明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生？ 

(A)安德生(BenedictAnderson) (B)霍布斯邦(EricHobsbawm) 

(C)凱爾勒(ErnestGellner) (D)杭亭頓(SamuelHuntington)。 (96 地特) 

21. 依照韋伯(MaxWeber)的觀點，哪一種權威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 

(A)傳統權威  (B)魅力型領袖權威  

(C)合法-理性型權威  (D)官僚權威。  (96 地特) 

22. 在政治學裡，下列何項不是結構功能論所包含的基本概念？ 

(A)結構 (B)功能 (C)均衡 (D)變遷。 (96 原特) 

23. 影響政治學的新制度論（newinstitutionalism）之兩股力量來自何處？ 

(A)經濟學與心理學 (B)心理學與人類學 (C)經濟學與社會學 (D)社會學與人類學。(96原特) 

24. 一個國家具有參政權者，通稱為： 

(A)住民 (B)人民 (C)國民 (D)公民。 (96 原特) 

25. 下列那一個國家是聯邦制的國家？ 

(A)法國 (B)德國 (C)日本 (D)英國。 (96 原特) 

26. 將政治界定為「對社會各種價值的權威性分配(authoritativeallocationofvaluesforasociety)」的學

者是： 

(A)伊斯頓(DavidEaston) (B)拉斯威爾(HaroldLasswell) 

(C)佛巴(SidneyVerba)  (D)阿爾蒙(GabrielAlmond)。 (96 普考) 

27. 由許多自主的分子國所組成，各分子國仍然保持著各自主權的複合型態，謂之為 

(A)單一國 (B)聯邦 (C)邦聯 (D)共和國。 (96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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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根據韋伯，「國家」(state)被定義為 

(A)倫理上的共同體  (B)公部門組織 

(C)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 (D)合法暴力的壟斷者。 (96 普考) 

29. 如果政治就是團體衝突，那麼團體衝突不包括以下哪一種特性？ 

(A)社會越複雜，政治利益團體的數目越多(B)團體間所追求的目標是相互衝突或敵對的 

(C)成員身分的排他性 (D)成員的不完全動員性。 (96 轉任) 

30. 二次大戰後在政治學界所產生的行為主義革命之訴求不包括： 

(A)政治學的目標是建構有系統、經驗的理論 

(B)政治學研究應區分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 

(C)強調意識形態與規範理論的探討 

(D)分析單位應以個人或團體行為為焦點。  (96 轉任) 

31. 下列那一項屬於政治體系產出（output）的部分？ 

(A)利益的表達 (B)政治社會化 (C)政治甄補 (D)法規的訂定。 (97 地特) 

32. 那一時期的政治學者相當強調公共政策研究之重要性？ 

(A)傳統法制研究途徑 (B)傳統歷史途徑 

(C)哲學研究途徑  (D)後行為主義研究途徑。 (97 地特) 

33. 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威，此稱之為： 

(A)政權 (B)治權 (C)主權 (D)合法權。 (97 地特) 

34. 權威（authority）是指： 

(A)迫使別人完成其不想做的事之能力 (B)控制偏好形成的能力 

(C)強迫他人接受自己觀點的力量 (D)依職位而擁有的支配權力。 (97 身特) 

35. 政治學行為學派對法律研究途徑(formal-legalanalysis)主要的批評是： 

(A)引導政治學家去研究法律  

(B)過度強調個體層次的分析 

(C)只研究法律和典章制度無法了解實際的政治運作 

(D)量化分析優於質化分析。   (97 身特) 

36. 就政治學研究的方法論（Methodology）而言，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政治學研究不可能完全擺脫價值的影響 

(B)後行為主義(Post-Behavioralism）的政治研究可免除價值的判斷 

(C)行為主義(Behavioralism)的政治研究主張價值中立的原則 

(D)政治研究應該兼顧事實與價值的判斷。  (97 身特) 

37. 國家「對外維持獨立與對內行使最高統治權」是下列何者的作用？ 

(A)人民 (B)領土 (C)政府 (D)主權。 (97 普考) 

38. 列何者不是傳統政治學所採用的研究途徑？ 

(A)行為研究途徑 (B)歷史研究途徑 (C)分析研究途徑 (D)規範研究途徑。(97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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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何人主張絕對的國家論(AbsoluteTheoryofState)？ 

(A)馬克斯(KarlMarx)  (B)恩格思(FriedrichEngels) 

(C)黑格爾(G.W.F.Hegel) (D)休姆(DavidHume)。 (97 普考) 

40. 下列何者不是聯邦國家？ 

(A)瑞士 (B)法國 (C)奧地利 (D)馬來西亞。 (97 普考) 

41. 著有《Politics:WhoGetsWhat,When,andHow》一書並將權力觀念帶入政治學的研究中的著名政

治學者為： 

(A)伊斯頓(DavidEaston) (B)阿爾蒙(GabrielA.Almond) 

(C)唐斯(AnthonyDowns) (D)拉斯威爾(HaroldLasswell)。 (97 原特) 

42. 下列何種研究途徑，不是傳統政治學中國家（state）的研究途徑？ 

(A)歷史途徑 (B)行為途徑 (C)法制途徑 (D)哲學途徑。 (97 原特) 

43. 根據韋伯(K.Weber)對於權威類型的劃分，我國總統權力的正當性來源為何？ 

(A)傳統的權威 (B)合法的權威 (C)領袖魅力的權威 (D)超人的權威。 (97 原特) 

44.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行為研究途徑的重要主張？ 

(A)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 (B)學術研究必須價值中立 

(C)以政治角色行為作為研究的基本資料 (D)非科技整合研究。 (98 普考) 

45. 下列哪一項屬於伊斯頓(DavidEaston)所提出的政治體系模型中產出(output)的一部分？ 

(A)投票  (B)透過媒體表達對政策的意見 

(C)納稅  (D)行政機關制定政策。 (98 普考) 

46. 以下那個國家是以政治認同而非以單一民族為基礎所建立的國家？ 

(A)以色列 (B)德國 (C)日本 (D)美國。 (98 普考) 

47. 「威之以力、誘之以利、劫之以勢、齊之以刑」。這是政治上的甚麼作用？ 

(A)合法性 (B)主權 (C)權威 (D)權力。 (98 普考) 

48. 下列何者不是單一制政府的優點？ 

(A)因地制宜性較高  (B)法律較具一制性   

(C)統籌資源分配的能力較強 (D)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代表性較平等。 

    (98 普考) 

49.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系統的研究途徑？ 

(A)實證的分析架構 (B)行為途徑 (C)決策制定途徑 (D)法制途徑。 (98 地特) 

50.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衝突的主要特徵？ 

(A)多樣性 (B)敵對性 (C)動員的不完全性 (D)成員的排他性。(98 地特) 

51. 以下關於行為主義的敘述，何者正確？ 

(A)重視國家與政府的角色 (B)採用制度論作為概念架構 

(C)專注於研究個人與團體的行為 (D)期望建立一套規範性的政治理論。 (98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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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古代君王的權力來自於世襲，而臣民皆能接受此種結果，因為大家相信君主權力的正當性，

試問君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為何？ 

(A)傳統的威權 (B)合法的權威 (C)領袖魅力的權威 (D)理性的權威。 (98 轉任) 

53. 從政治學的發展史來看，最早使用的研究途徑是： 

(A)經濟學 (B)法律學 (C)哲學 (D)歷史學。 (98 原特) 

54. 從最廣義的角度來看，「權力」意指下列何者？ 

(A)控制政府的法治結構 (B)掌管鎮壓的工具 

(C)能獲他人尊敬  (D)使人去做其原本不大樂意做的某事。(98 身特) 

55. 政治體系的產出在影響環境後，又重新進入政治體系內的過程，稱之為： 

(A)功能 (B)回饋 (C)支持 (D)強制。 (98 身特) 

56. 理性選擇(rationalchoice)的研究途徑是受到下列哪一學科的影響？ 

(A)社會學 (B)人類學 (C)心理學 (D)經濟學。 (98 身特) 

57. 下列哪一派的政治學者主張採取科學方法研究政治，並提倡價值中立？ 

(A)法制研究途徑學者 (B)歷史研究途徑學者 

(C)行為主義學者  (D)社會研究途徑學者。 (98 身特) 

58. 下列有關國家分類方式的敘述，何者錯誤？ 

(A)單一制的國家中，組成地區的自主權相當有限 

(B)共和國體制是民主價值普及後，追求民主人士希望建立的體制 

(C)聯邦國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地方權力 

(D)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邦聯比聯邦更為鬆散。  (98 身特) 

59. 甲要求乙做乙原本不願意做的事，但乙不得不做，此時表示甲對乙有： 

(A)合法性 (B)正當性 (C)權力 (D)模仿力。 (99 身特) 

60. 政治學的理性選擇研究途徑(rational-choiceapproach)是源於哪一個學科？ 

(A)社會學 (B)經濟學 (C)心理學 (D)統計學。 (99 身特) 

61. 政治系統的產出（output）包括下列何者？ 

(A)公民的支持  (B)利益團體的要求  

(C)政府的決策或行動 (D)政黨的壓力。  (99 身特) 

62. 下列何者不是關於國家起源的學說？ 

(A)神權論 (B)社會契約論 (C)寡頭鐵律 (D)武力說。 (99 身特) 

63. 美國為一聯邦制的國家，請問下列何種權力屬於地方政府： 

(A)國防 (B)外交 (C)郵政 (D)教育。 (99 身特) 

64. 羅斯金(M.Roskin)等人依照國有化程度與社會福利這兩個因素，將政府職能區分為四種類型，

下列哪一個國家屬於國家主義(statism)這個類型？ 

(A)法國 (B)美國 (C)瑞典 (D)古巴。 (99 地特) 

65. 在聯邦制國家中地方的權力很大，在某些領域甚至擁有自主權，下列哪一個國家屬於聯邦制

國家？ 

(A)英國 (B)加拿大 (C)法國 (D)日本。 (99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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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下列何者不是「新制度論」（newinstitutionalism）的核心概念？ 

(A)探討政治現象的時候要著重國家的角色(B)人的行為深受制度影響 

(C)制度對人民的影響是直接的 (D)制度訂定過程不如結果重要。 (99 地特) 

67. 影響人們從事非自願行為的能力，稱之為： 

(A)權力 (B)競爭力 (C)說服力 (D)動員力。 (99 地特) 

68. 比較盧梭與洛克所提出社會契約論的研究，屬於政治學的哪一個次領域的範疇？ 

(A)國際關係 (B)政治哲學 (C)公共行政 (D)比較政治。 (99 地特) 

69. 下列哪一項關於政治體系的描述是錯誤的？ 

(A)由分離的且各自獨立不相干的單元所組成 

(B)是社會體系中的一個次級體系 

(C)以或多或少的強制力維持社會體系的持續與整合 

(D)政治體系的範圍不斷在改變。   (99 普考) 

70. 下列何項不是韋伯(MaxWeber)所區分的三種類型的權威？ 

(A)傳統型 (B)現代型 (C)領袖魅力型 (D)理性-合法型。 (99 普考) 

71. 有效統治的最根本基礎是甚麼？ 

(A)正當性 (B)意識型態 (C)國會 (D)武力。 (99 普考) 

72. 下列哪一項不是聯邦制的特徵？ 

(A)聯邦與地方政府都具有自主性 

(B)聯邦與地方政府的紛爭需要透過釋憲來解決 

(C)有一部成文憲法規範聯邦與地方的權限 

(D)修憲較非聯邦制國家容易。   (99 普考) 

73. 下列有關「理性選擇理論」的主張，何者錯誤？ 

(A)假設人是理性的 

(B)所指僅限於目標導向之行為，並不考慮目標是否合乎道德 

(C)要將偏好順序，還須具備聯結性(connectivity)與遞移性(transitivity) 

(D)追求集體的理性及選擇。   (99 原特) 

74. 規範性（normative）的政治學指的是： 

(A)探討應該怎麼做才能達到良善政治秩序功能的研究 

(B)探討如何真實描述政治現象的研究 

(C)探討如何批判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弊病的研究 

(D)探討社會問題如何發生及如何演變的研究。  (99 原特) 

75. .下列哪一派的政治學者主張「政治學者應關懷社會，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 

(A)行為主義學者  (B)後行為主義學者  

(C)法制研究途徑學者 (D)歷史研究途徑學者。 (99 原特) 

76. 下列何者是區分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的重要特徵？ 

(A)官僚組織的有無  (B)是否具有中央統一掌控的常備軍隊 

(C)是否在國際上承認主權原則 (D)與鄰國是否有疆域的劃界。 (99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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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政治系統理論(politicalsystemtheory)是下列哪位學者所提出？ 

(A)杭廷頓(SamuelHuntington) (B)阿波德(DavidApter) 

(C)道爾(RobertDahl)  (D)伊斯頓(DavidEaston)。 (100 普考) 

78. 政治行為主義的目標是要將政治學發展成為： 

(A)科學 (B)神學 (C)哲學 (D)法學。 (100 普考) 

79. 應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不包括下列哪一種理論或模型？ (100 普考) 

(A)賽局理論 (B)公共抉擇理論 (C)形式理論 (D)漏斗狀的因果模型。 

80. 下列對政治學的行為主義與後行為主義之陳述何者正確？ 

(A)行為主義強調以質化方法研究政治學 

(B)後行為主義主張以歷史研究途徑研究政治學 

(C)後行為主義較行為主義具有更多的人文關懷 

(D)兩者皆重視正式制度的研究。   (100 普考) 

81. 奧蒙(G.Almond)曾指出一切政治系統必須履行的功能，除政治社會化與甄用、利益表達、利

益匯集、規則建立、規則執行與規則裁決外，尚有甚麼？ 

(A)政府治理 (B)司法獨立 (C)民族融合 (D)政治溝通。 (100 原特) 

82. 政治科學家對「理論」的定義指的是： 

(A)對有關政治如何運作的想法 

(B)一組能解釋和預測概念之間關聯性的系統化通則 

(C)指引研究的一套概念 

(D)最大多數人所接受有關政治系統如何運作的觀點。  (100 原特) 

83. 古典時期西方對政治的研究比較著重在： 

(A)道德倫理的價值判斷 (B)實然問題的探討 

(C)科學理論的建構  (D)政治制度與過程的描述。 (100 原特) 

84. 何種理論主張一個成功的政治系統必須要執行若干功能，並探討如何執行這些功能以維持政

治穩定？ 

(A)新制度主義 (B)結構與功能 (C)理性決策 (D)公共選擇。 (100 原特) 

85. 在伊斯頓(D.Easton)的系統模型當中，哪個過程是將輸入變成產出的關鍵環節？ 

(A)轉化 (B)回饋 (C)內環境作用 (D)外環境作用。 (100 原特) 

86. 下列政治學研究途徑中，那一項最為傳統？ 

(A)「理性選擇」途徑 (B)「政府或政治機構」途徑 

(C)「心理與文化」途徑 (D)「跨領域」途徑。 (100 地特) 

87. 從「權力」角度來從事政治學研究，最大的限制是： 

(A)權力使人及政府腐化 (B)權力並不存在公民生活中 

(C)只有法律中才看得到權力 (D)權力這個概念不易被清楚界定。 (100 地特) 

88. 目前有各種不同形式的國家理論，而美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諾茲克（R.Nozick），他的國家理

論屬於下列那一種形式？ 

(A)小而美式國家 (B)發展式國家 (C)社會民主式國家 (D)集體式國家。 (100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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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政治系統論」(thepoliticalsystem)是誰提出的理論？ 

(A)阿爾蒙(GabrielA.Almond) (B)伊士頓(DavidEaston) 

(C)韓培爾(CarlG.Hempel) (D)拉斯威爾(HaroldD.Lasswell)。 (100 身特) 

90. 政治學者拉斯威爾(HaroldD.Lasswell)對於政治的看法是為： 

(A)權威性的價值分配的過程 (B)政策制定的過程 

(C)有關政府事務的管理 (D)權力的形成與互動。 (100 身特) 

91.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經濟學所常應用的基本概念？ 

(A)權力 (B)效用 (C)理性 (D)交換。 (100 身特) 

92. 下列何者不是聯邦制的特點？ 

(A)民眾對政府的感受較為貼近 (B)可以因地制宜作小規模政策實驗 (100 身特) 

(C)政策容易作全國性的協調 (D)地方政府可以依當地居民需求制訂政策。 

93. 政治學的各種研究途徑中，特別強調「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特質的是： 

(A)政治系統論 (B)新制度主義 (C)結構功能論 (D)溝通理論。 (100 身特) 

94. 下列何項是政治系統研究的優點？ 

(A)重視政治的實然面分析 (B)重視制度面、法律面分析 

(C)重視政治人格的分析 (D)重視政治的應然面分析。(100 轉任) 

95. 將政治學定義為「社會內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的科學(the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 for a 

society)？ 

(A)阿爾蒙(GabrielAlmond) (B)波帕(KarlR.Popper) 

(C)韓培爾(CarlG.Hempel) (D)伊斯頓(DavidEaston)。 (100 轉任) 

96. 若一國的地方政府僅擁有些微的自治權，有的甚至根本沒有任何自治權，大多數統治命令均

由中央向各地發出，地方大體為中央機關所管理。此種國體謂之： 

(A)聯盟國 (B)聯邦國 (C)邦聯國 (D)單一國。 (100 轉任) 

97. 下列何者是一種具有權威性的資源分配的例子？ 

(A)改變課稅規則以降低購屋貸款的利率 (B)降低水果批發價格 

(C)台塑公司關閉在宜蘭的工廠改設於雲林 (D)調高電視機的價格。 (100 轉任) 

98. 史耐德（LouisL.Snyder）指出一群人居住在明確界定的地理區域，使用同一語言，具有表現

其民族希望的文字，執著於共同傳統與習俗，崇拜自己的英雄，有些甚且具有共同宗教信仰

的心理狀態、感情或情緒，此稱之為： 

(A)國家主權 (B)民族主義 (C)民主主義 (D)愛國主義。 (100 轉任) 

99. 韋伯(M.Weber)區分權威為三種類型，下列何者不屬於這三種類型？ 

(A)武力型 (B)傳統型 (C)領袖魅力型 (D)合法-理性型。 (101 原特) 

100. 以職務正當性為基礎的權力，稱為： 

(A)威權 (B)主權 (C)權威 (D)影響力。 (101 原特) 

101. 政治科學包含了若干次領域，其中研究聯合國如何統整各國打擊恐怖主義的做法，屬於哪一

個領域的範疇？ 

(A)比較政治 (B)公共行政 (C)國際關係 (D)政治理論。 (101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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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下列何者不是「政治」一詞所涵攝的概念？ 

(A)國家 (B)消費 (C)政策 (D)權力。 (101 原特) 

103. 若想以科學方法來研究性別和投票率之間的關係，下列何者錯誤？ 

(A)檢視與研究問題相關的證據資料 (B)關鍵概念的抽象化 

(C)擬訂策略，蒐集具有信、效度的資料 (D)確定能否從資料中找出因果關係。(101 原特) 

104. 以新制度論研究政治經濟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往往會結合歷史制度學派、理性制度學

派，和下列哪一個學派？ 

(A)發展制度學派 (B)統合制度學派 (C)組織制度學派 (D)分離制度學派。(101 普考) 

105.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學的傳統研究途徑？ 

(A)歷史 (B)心理 (C)哲學 (D)法制。 (101 普考) 

106. 下列哪一項不是政治權力的展現？ 

(A)決定立法議程的安排  

(B)決定政策的制訂 

(C)影響他人做出他人原本不願意去作的決定 

(D)遊說他人去投票。   (101 普考) 

107. 下列何者不是伊斯頓(DavidEaston)系統理論模型中的概念？ 

(A)回饋 (B)產出 (C)需求 (D)國家。 (101 普考) 

108. 對於政治學行為主義的批評導致下列何種發展？ 

(A)回歸傳統研究途徑 (B)後行為主義的發展 

(C)拒絕所有行為主義的主張 (D)新人道主義的產生。(101 身特) 

109. 政治學的「系統研究途徑」奠基於：   (101 身特) 

(A)古典哲學 (B)生物學的類比 (C)工程學的類比 (D)佛洛伊德心理學。 

110. 由於人類生存環境的改變，互相依存關係的日趨密切，需要共同合作解決的問題之增多。符

合這種時代環境需求的主權概念是： 

(A)相對主權論 (B)無限主權論 (C)絕對主權論 (D)一元主權論。 (101 身特) 

111. 「典範」（paradigm）的觀念是誰首先提出的？ 

(A)阿爾蒙（GabrielA.Almond） (B)波柏（KarlR.Popper） 

(C)韓培爾（CarlG.Hempel） (D)孔恩（ThomasS.Kuhn）。 (101 身特) 

112. 下列關於國家主權的特性，何者錯誤？ 

(A)永久性 (B)不可限制性 (C)可轉讓性 (D)普遍性。 (101 地特) 

113. 在伊斯頓(D.Easton)的系統論中，政治體系獲得普遍支持(diffusesupport)的來源有很多，以下

哪一項不可能產生普遍支持的結果？(102 原特) 

(A)固定的報酬 (B)愛國心 (C)對憲法的忠貞 (D)對領導者的信任。 

114. 政治學「科學程度」受到四點批評，不包括下列何者？ 

(A)政治學主題註定無法得出通則 (B)政治學者無法做到真正客觀 

(C)強調對規範性問題的關注 (D)政治學不能算是真正科學。 (102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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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梅連(CharlesE.Merriam)、拉斯威爾(HaroldLaswell)等人為首的芝加哥學派，揚棄所謂的「描

述的、法條的」政治研究，著手投票行為、壓力團體等實證探討，謂之何種政治學？ 

(A)國家主義 (B)行為主義 (C)制度主義 (D)後行為主義。 (102 原特) 

116. 通常以「制度的公共選擇理論」出現的形式政治理論，研究領域不涵蓋下列何者？ 

(A)政黨競爭  (B)利益團體行為  

(C)官僚對政策的影響 (D)政治社會化。  (102 原特) 

117. 在政治體系中，政府政策實施後，影響社會對政治體系的支持或需求，這種情形稱之為： 

(A)輸入 (B)回饋 (C)輸出 (D)結果。 (102 轉任) 

118. 政治研究原先被視為哲學、法律學及何者的分支？ 

(A)文學 (B)經濟學 (C)歷史學 (D)神學。 (102 轉任) 

119. 所謂政治系統架構核心部分指的是： 

(A)環境 (B)需求和支持 (C)轉化 (D)產出。 (102 轉任) 

120. 伊斯頓(DavidEaston)提出的「政治系統」(politicalsystem)模型，模型中有幾個重要變項，下列

何者不是其中之一？ 

(A)輸入(inputs)  (B)輸出(outputs)  

(C)政府(government)  (D)回饋(feedback)。  (102 地特) 

121. 下列哪一位學者，於 1969 年率先提出「後行為運動」？ 

(A)拉斯威爾(H.D.Lasswell) (B)道爾(R.Dahl) 

(C)伊斯頓(D.Easton)  (D)蘭尼(A.Ranney)。 (102 地特) 

122. 下列對理性選擇途徑的批判，何者錯誤？ 

(A)高估人類理性  (B)人們往往能夠根據精確訊息進行判斷 

(C)忽略人類的自立傾向甚受社會制約 (D)未注意到足夠的社會及歷史因素。 (102 地特) 

123. 很多學者將「權力」作為政治研究最重要的概念，下列哪一位是其中最著名的學者？ 

(A)伊斯頓(D.Easton)  (B)拉斯威爾(H.D.Lasswell)   

(C)蘭尼(A.Ranney)  (D)唐斯(A.Downs)。  (102 地特) 

124. 以分析政治現象的實然面作為研究重點的政治學，稱作： 

(A)規範的政治學  (B)經驗分析的政治學 

(C)辯證批判的政治學 (D)理想的政治學。  (102 地特) 

125.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學發展進程中「行為主義」的主張？ 

(A)將觀察、調查和測量方法應用於研究政治現象 

(B)社會科學各科間基本是一致的，應更密切合作 

(C)政治學的目的是建構有系統、經驗的理論 

(D)強調制度的影響而非專注於個人或團體的行為。  (102 身特) 

126.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系統論中的分析要素？ 

(A)投入(input) (B)轉化(conversion) (C)制度(institution) (D)回饋(feedback)。(102 身特) 

127. 在國家組成要素中，何者屬於抽象的概念？ 

(A)領土 (B)人民 (C)政府 (D)主權。 (102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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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威」，是下列何者之定義： 

(A)國體 (B)政體 (C)政府 (D)主權。 (102 普考) 

129. 關於美國聯邦主義(federalism)的敘述，以下何者正確？ 

(A)聯邦政府對於國民的直接補助，削弱了州政府的勢力 

(B)Jefferson 主張強化聯邦政府，避免聯邦分崩離析 

(C)雷根所推動的新聯邦主義，逐漸朝向中央集權的聯邦制 

(D)Hamilton 主張保有州權，傾向分權主義。  (102 普考) 

130. 政治體系內的人願意接受統治的效力稱之為： 

(A)合法性（legality） (B)正當性（legitimacy） 

(C)權威性（authority） (D)強制性（coercion）。 (106 身特) 

131. 政治科學的開端有兩個源頭，除了政治社會學外，另一個為何？ (106 身特) 

(A)德國的國家學 (B)英國民主憲政學 (C)美國政治參與學 (D)西方意識型態學。 

132. 下列那個政治學研究途徑是強調科際整合，主張事實與價值的二分，並以建構有系統、經驗

之理論為研究之定向與導向？   (106 轉任) 

(A)行為主義途徑 (B)後行為主義途徑 (C)傳統研究途徑 (D)新制度主義途徑。 

133. 在國家的五項重要目的中，除了安全、秩序、公道（或正義）與福利之外，還包括下列何者？

(A)廉潔 (B)效能 (C)博愛 (D)自由。 (106 轉任) 

134. 下列關於民族主義的敘述，何者正確？ 

(A)堅信國家的偉大與統一 (B)是二十世紀才形成的意識型態 

(C)強調個人自由應該勝過國家自由 (D)通常不會強調自身民族的優越性。 (106 轉任) 

135. 下列各項對於政治權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A)區分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特點 (B)定義是「A 讓 B 去做 A 想做的事」 

(C)具有非常明確的內涵 (D)是一個複合式概念。 (106 普考) 

136. 自 19 世紀末期開始，政治學逐漸朝符合科學的學科發展。下列何者不是政治科學所標榜應具

備的特徵？ 

(A)價值中立的（value-free） (B)經驗的（empirical） 

(C)客觀的（objective） (D)公正的（just）。  (106 普考) 

137. 下列何者為學者羅斯金（M.Roskin）對政治系統模型修正的主要論點？ 

(A)刪除反饋作用  (B)系統的轉換過程在輸入項之前 

(C)輸入項包括行動與決定 (D)將原先的政治系統模型簡化。 (106 普考) 

138. 下列何者並非現代國家社群建立之重要議題？ 

(A)如何凝聚社群意識 (B)追求更好的經濟發展 

(C)確立政權的統治權威 (D)強化國家與社會間的服從關係。 (106 普考) 

139. 下列何者不是學者伊斯頓（D.Easton）所提出的政治支持之標的？ 

(A)政治社群（politicalcommunity） (B)典則（regimes） 

(C)權威當局（politicalauthorities） (D)宗教教派（religiousdenomination）。(106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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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政治發展的各種理論中，何者是對依賴理論的修正？ 

(A)世界體系理論 (B)現代化理論 (C)資本理論 (D)新制度論。 (106 普考) 

141. 民眾繳納稅金、遵守法律規範之行為，是屬於伊斯頓（D.Easton）系統論中的何者概念？ 

(A)反饋 (B)決策與行動 (C)要求 (D)支持。 (106 原特) 

142. 韋伯（M.Weber）建構三種理想型的權威，分別是傳統型權威、領袖魅力型權威與合法－理

性型權威。請問下列那一位政治人物的權威基礎，是建立在合法－理性型權威的基礎上？ 

(A)法國的拿破崙  (B)美國的柯林頓  

(C)英國的伊莉莎白女王 (D)伊朗的柯梅尼。  (106 原特) 

143. 下列那一國家係經由邦聯轉變而成聯邦國？ 

(A)法國 (B)美國 (C)印度 (D)加拿大。 (106 原特) 

144. 民眾覺得政府之統治是正確的且應該服從，是因為政府具有： 

(A)主權（sovereignty） (B)權力（power） 

(C)權威（authority）  (D)正當性（legitimacy） (106 地特) 

145. 下列何者是行為主義研究途徑的特徵？ 

(A)追求規範知識 (B)重視制度研究 (C)強調質性方法 (D)強調價值中立。(106 地特) 

146.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學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核心？ 

(A)立法機關 (B)政黨 (C)新聞媒體 (D)文官體系。 (106 地特) 

147. 如果權威（authority）的定義是「具有影響他人的能力而且具有行使這種能力的資格」，那麼

權威是下列那二種概念的集合？   (106 地特) 

(A)權利（rights）與正當性（legitimacy） (B)權利（rights）與強制力（coercion） 

(C)權力（power）與正當性（legitimacy） (D)權力（power）與強制力（coercion）。 

148. 根據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MontevideoConventionontheRightsandDutiesofStates），下列

何者不是國家必備的特徵？ 

(A)明確界定的領土  (B)相同的民族  

(C)永久居住的人民  (D)有效運作的政府。 (106 地特) 

149. 南海群島的主權爭議日益升溫，下列那個國家非南海主權的聲索國？ 

(A)日本 (B)菲律賓 (C)越南 (D)中華民國。 (106 地特) 

150. 根據韋伯（MaxWeber）對於權威的分類，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金恩（M.L.King,Jr.）博士屬於下

列何種權威類型？ 

(A)合法型權威 (B)魅力型權威 (C)組織型權威 (D)傳統型權威。 (107 身特) 

151. 下列何者不符合阿多諾（T.Adorno）對於「權威型人格」的定義？ 

(A)仇視少數族群  (B)具有強烈的權力慾  

(C)抗拒傳統的生活方式 (D)拒絕寬容不同意見。 (107 身特) 

152. 下列那一項並非政治學發展中後行為階段（thepost-behavioralismstage）新增的研究主題？ 

(A)社會公平 (B)政治文化 (C)族群衝突 (D)環境保護。 (107 身特) 

153. 下列何者不是主權國家近數十年來所面臨的重要挑戰？ 

(A)地方化 (B)民營化 (C)全球化 (D)中央集權化。 (107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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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下列那位思想家提出「主權不可分割」的主張？ 

(A)洛克（J.Locke）  (B)孟德斯鳩（B.Montesquieu） 

(C)布丹（J.Bodin）  (D)柏拉圖（Plato）。 (107 身特) 

155.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學行為主義之主張？ 

(A)將政治學發展成為科學 (B)著重道德倫理的價值判斷 

(C)對實然問題的探討 (D)價值中立。  (107 普考) 

156. 有關當代政治學理論的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A)行為主義強調價值中立與實證研究 

(B)系統理論的研究本質上是動態的，能夠對激烈的變動加以解釋 

(C)現代化理論忽視整體性的變遷 

(D)理性選擇理論強調國家整體利益大過於個人利益。  (107 普考) 

157. 一個國家的政府在其領土內所擁有「最高且絕對的權力」稱為： 

(A)主權（sovereignty） (B)權威（authority） 

(C)合法性（legality） (D)憲法（constitution）。 (107 普考) 

158. 政治學者伊斯頓（D.Easton）將「政治」界定為何？ 

(A)權威性的價值分配 (B)合法性的價值分配 

(C)道德性的價值分配 (D)競爭性的價值分配。 (107 原特) 

159. 政治學研究議題可區分為規範性與經驗性之研究，下列何者屬於經驗性之研究議題？ 

(A)利益應該如何分配 (B)個人自由應該如何確保 

(C)選舉制度如何影響政黨發展 (D)社會正義應該如何實現。 (107 地特) 

160. 從國家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來區分國家類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邦聯制的中央政府對地方有很強的控制力 

(B)法國是聯邦制國家 

(C)歷史上的聯邦制國家大多轉為邦聯制國家 

(D)聯邦制國家的地方政府享有法律保障的自主權。  (107 地特) 

161. 下列那位思想家最早主張：「國家擁有對內最高，對外不受干預的主權權力。」？ 

(A)柏拉圖（Plato）  (B)布丹（J.Bodin）  

(C)洛克（J.Locke）  (D)馬基維利（N.Machiavelli）。 (107 地特) 

162. 下列何者不是探討政治發展的理論流派？ 

(A)世界體系理論 (B)理性選擇理論 (C)依賴理論 (D)現代化理論。 (107 地特) 

163. 下列何者不是新制度主義的主張？   (108 身特) 

(A)將非正式制度納入研究範圍 (B)制度雖會變化，但仍具有某程度的穩定性 

(C)事實與價值具有不可區分性 (D)制度對於個人行為會產生限制與影響。 

164. 下列何者被亞里斯多德認為是最糟糕的政治制度？ 

(A)君主政治  (B)貴族政治 

(C)多數人追求共善的民主政治 (D)多數人追求自利的民主政治。 (108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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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下列那個國家是由單一民族組成的民族國家？ 

(A)日本 (B)英國 (C)瑞士 (D)印度。 (108 身特) 

166. 下列何者與公共爭議所涉及的價值取向無關？ 

(A)最大利益 (B)自由與權利 (C)道德與美德 (D)治理的效率。 (108 轉任) 

167. 關於國家類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有效運作的國家（effectivestate）控制領土全境，並可徵稅 

(B)弱國家（weakstate）是指犯罪活動滲透至政治中 

(C)失敗國家（failurestate）是指只有槍才是法律 

(D)無論那一種類別的國家，中央政府的存在是不可或缺。  (108 轉任) 

168. 行為主義有許多特點，下列何者錯誤？ 

(A)以政治哲學的角度解釋人類行為 (B)以行為者為研究對象 

(C)以實證方法研究人類行為 (D)無法解釋為何行為改變。 (108 轉任) 

169. 下列何者不是新制度論的研究範圍？ 

(A)文化與習慣的轉變 (B)官僚組織的特質 

(C)威權轉型的可能  (D)社會階級的流動。 (108 轉任) 

170. 對於權威的界定與說法，下列何者錯誤？ 

(A)具溝通與協調形式 (B)正當性的權力 

(C)可影響他人行為  (D)透過公正性來獲取權力。 (108 普考) 

171. 下列何者無法以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theory）來分析？ 

(A)利益團體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 (B)政黨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 

(C)官僚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影響 (D)政黨紀律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 (108 普考) 

172. 對權力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權力通常指一種能影響他人，以他人並不願意的方式行為之能力 

(B)權力與強制力意涵接近 

(C)權力指的是具有正當性的能力 

(D)權力可以是思想的控制。   (108 普考) 

173. 關於國家的政治發展，有理論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中產階級為了確保

自身的財產與為了爭取更多政治權力參與分配，進而會促進該國的政治發展。這個理論稱為：

(A)現代化理論 (B)依賴理論 (C)發展國家理論 (D)代理人理論。 (108 普考) 

174. 下列那一個「理論架構」具有解釋動態變遷的能力？ 

(A)系統理論 (B)理性抉擇論 (C)傳統制度論 (D)行為主義。 (108 普考) 

175. 對於政治學量化研究方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可獲得受訪者深層的想法 (B)會有抽樣誤差 

(C)會有測量誤差  (D)可釐清變數之間的關係。 (108 原特) 

176. 有關最小國家論（minimalstate）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亦稱守夜人國家（nightwatchmanstate）(B)國家僅是必要之惡（anecessaryevil） 

(C)亦稱警察國家（policestate） (D)國家政府僅維持最低功能即可。 (108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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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新制度論（neo-institutionalism）相較於舊制度論，將研究者的注意力導向動態的制度，下列

何者正確？ 

(A)在新制度論者眼中，只要是「穩定而重複出現的行為模式」即可視為廣義的制度 

(B)新制度論者不研究歷史、規範與文化 

(C)新制度論下的社會學制度論強調路徑依循 

(D)新制度論者以量化研究方法為主。   (108 原特) 

178. 羅斯金（M.Roskin）等人認為政治系統存在著「內部輸入項」，下列那一種利益團體類型最符

合「內部輸入項」的敘述？ 

(A)公益性團體 (B)制度性團體 (C)促進性團體 (D)保護性團體。 (108 原特) 

179. 有關單一制國家的特徵，下列何者錯誤？ 

(A)地方政策貼近民眾需求 (B)中央與地方政府間權力明確 

(C)課稅全國一致  (D)教育制度統一。  (108 地特) 

180. 下列何者不是德國學者韋伯（M.Weber）所建立的權威理想型？  

(A)家父長型權威 (B)傳統型權威 (C)領袖魅力型權威 (D)合法理性型權威。 

     (108 地特) 

181. 民族主義有許多類型，宣稱所有的民族都有自由與自決的權利，是下列那一種民族主義？ 

(A)保守主義式民族主義 (B)自由主義式民族主義 

(C)擴張主義式民族主義 (D)反殖民主義式民族主義。 (108 地特) 

182.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政策具有權威性的特徵？ 

(A)合法性 (B)適應性 (C)普遍性 (D)強制性。 (109 身特) 

183. 下列何者 不是民族國家建國的危機？ 

(A)認同危機 (B)經濟危機 (C)正當性危機 (D)分配危機。 (109 身特) 

184. 1970 年代開始，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日益落後，此問題是他們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

體系中所處的地位所造成。此論述依據下列何種理論？ 

(A)現代化理論 (B)政治發展理論 (C)依賴理論 (D)民主化理論。 (109 身特) 

185. 政治權力的來源有許多說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心理的說法 (B)非理性說法 (C)生物的說法 (D)互助的說法。 (109 普考) 

186. 下列何者能夠用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來分析？ 

(A)國家認同對投票行為的影響 (B)階級訴求對政策制訂過程的影響 

(C)收入不平等對政體穩定性的影響 (D)國外援助對政府支持度的影響。 (109 普考) 

187. 依據和平基金會（FundofPeace）對「失敗國家」的定義，失敗國家表現在政治參與的主要特

徵是： 

(A)全國性的罷工  (B)公民不服從運動獲得社會的高度支持 

(C)武裝暴力抗爭組織的存在 (D)頻繁的遊行示威抗議。 (109 普考) 

188. 下列何者屬於現代政治理論？ 

(A)馬克思理論 (B)契約論 (C)理性抉擇論 (D)君王論。 (109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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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對於行為主義研究途徑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聚焦行為者的研究 (B)重視經驗證據 

(C)認為個人行為難以測量 (D)強調個人的態度。 (109 原特) 

190. 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Fukuyama）解釋國家失敗的原因，下列何者錯誤？ 

(A)沒有完整領土 (B)沒有建立問責性 (C)沒有足夠資源 (D)沒有法治基礎。(109 原特) 

191. 經驗理論是一組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且可被證明為假的因果關係陳述，用以解釋某種現象的

存在或發生。有關經驗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經驗理論與後行為主義不相容 (B)經驗理論是行為主義的核心特徵 

(C)經驗理論是自然科學研究的重要特徵 (D)經驗理論源自實證主義。 (109 原特) 

192. 下列何者離政治的核心定義最遠？ 

(A)與人類的行為有關 (B)與權力有關 

(C)牽涉衝突與協調  (D)牽涉理性選擇。  (109 地特) 

193. 對於理性選擇研究途徑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A)行為者追求效用極大化 (B)行為者只關注金錢報酬 

(C)行為者會考慮其他人的選擇 (D)行為者會考慮自己的偏好。 (109 地特) 

194. 下列何者不是構成國家（state）的要素？ 

(A)主權 (B)政黨 (C)人民 (D)領土。 (109 地特) 

195. 對政治權力的說法，下列何者錯誤？+ 

(A)權力可以被量化  (B)權力是政治的要素 

(C)擁有權力不代表擁有正當性 (D)權威是權力來源的一種。 (110 身特) 

196. 下列何者不符合韋伯（MaxWeber）所界定的法理權威（legal-rationalauthority）？ 

(A)公務員透過一致公平的考試取得職位，因此擁有該職位所規定的權力 

(B)我國總統依據法律當選，因此擁有該職位所規定的權力 

(C)政黨候選人通過黨內初選，因此可代表政黨參與選舉競爭 

(D)家族耆老受人敬重，因此擁有調停鄰里事務的權力。  (110 身特) 

197. 下列何者最不符合理性抉擇研究途徑，對政治行為的敘述？ 

(A)大黨偏好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選舉制度(B)選民選擇立場跟自己較接近的政黨 

(C)小黨偏好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 (D)修憲時參考鄰近國家的制度設計。 (110 身特) 

198. 政治學新制度主義主要是整合下列那兩個學科的研究途徑？ 

(A)生態學、心理學 (B)生態學、經濟學 (C)社會學、心理學 (D)社會學、經濟學。 

     (110 身特) 

199.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為主義研究途徑的研究範疇？ 

(A)對於民眾的態度建立測量指標 (B)使用問卷進行民意調查 

(C)探討民族主義的規範性意義 (D)探討媒體收看對政治知識的影響。 (110 轉任) 

200. 下列何者不屬於當代政治學的研究途徑？ 

(A)法制研究途徑 (B)後行為主義 (C)理性抉擇 (D)新制度論。 (110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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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對於個案研究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適合找出一般化的趨勢  

(B)適合用來研究政治現象「為何」以及「如何」發生 

(C)適合將研究發現推論到其他個案 

(D)適合以研究發現預測未來。   (110 原特) 

202. 下列何者非國家功能的模式？ 

(A)國家是積極發展者 (B)國家是中立的仲裁者 

(C)最小國家  (D)國家是體制的維護者。 (110 原特) 

203. 有關「有限政府」（limitedgovernment）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透過政府機關的權力分立，達到分權制衡，以限制國家權力 

(B)原本預設為國家與社會的對立，藉以保障人權，限制國家權力 

(C)美國開國元勳 JamesMadison 的名言：「唯有野心才能制衡野心」，正是說明分權制衡的精

神 

(D)有限政府只是過渡階段，好的民主體制國家，還是期待大有為的無限政府。 (110 原特) 

204. 某學者認為：「政治學研究的目標應該在於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方法論上的嚴謹

與科學性。」他最可能主張下列那一個政治學的研究途徑？ 

(A)後行為主義 (B)行為主義 (C)理性抉擇 (D)新制度論。 (110 原特)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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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地特) 

(A)文化民族主義 (B)自由民族主義 (C)擴張民族主義 (D)反殖民民族主義。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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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認同危機 (B)正當性危機 (C)參與危機 (D)繼承人危機。 (110 地特) 

207. 對於民族國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單一民族所構成(B)是冷戰之後興起的概念 (C)重視共同的歷史文化 (D)認為民族是自然

的政治社群。(111 身特) 

208. 相信政治理論應該建立在可觀察的行為之上，並且提出可測量的資料來進行研究，是下列何

種主義？  

(A)個人主義 (B)行為主義 (C)社群主義  (D)馬克思主義。(111 身特) 

209. 對政治學者伊斯頓（D. Easton）所提出的系統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這是一個用來解釋整個政治過程，以及政治行為者發揮功能的模式 

(B)系統論中的守門者指的是政府( 

C)政治系統中包含輸入項與輸出項  

(D)政治系統能夠維持均衡與穩定，來自於輸出項能有效配合輸入項。 (111 身特) 

210. 現代化理論所描述的社會變遷過程，不包括下列何者？  

(A)人民生活水準與教育程度提高 (B)勞工階級興起 

(C)公民社會茁壯  (D)形成具有妥協與容忍特質的文化。 (111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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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關於政治學的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以簡潔、明瞭的方式說明政治現象 (B)核心概念是效率 

(C)理論架構是用來建構理論的工具 (D)政治是管理眾人之事。 (111 普考) 

212. 下列何者不是歷史制度論的核心概念？  

(A)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t）  (B)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  

(C)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D)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 (111 普考) 

213. 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社會結構日趨複雜，國家的統治力量逐漸被更能夠回應需求的公共服務

所取代。此一發展趨勢為何？  

(A)從威權到民主政治 (B)從國內經濟到國際貿易 

(C)從統治到治理   (D)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 (111 普考) 

214. 下列何種情況下，權力不具有正當性？  

(A)權力必須依照已確立的規則行使 (B)被統治者需表達同意 

(C)統治者有權要求公民服從 (D)規則需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具備共享信念。 

(111 普考) 

215. 政治系統論（political system theory）是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架構。對於政治系統論的敘

述，下列何者錯誤？  

(A)人民對政治系統的輸入（input）有需求與支持 

(B)政治系統所產生的決策跟行動為輸出（output）  

(C)政治系統中的回饋（feedback）可解釋各種重大的政治變動  

(D)政治系統論忽略了國家的自主性。   (111 普考) 

216. 權力有三個不同的面向，下列何者錯誤？  

(A)思想控制權力 (B)議程設定權力 (C)決策制定權力  (D)妥協溝通權力。(111 原特) 

217. 下列何者可以經由伊土頓（David Easton）所提出的政治系統理論來分析？  

(A)政體轉型  (B)民眾對政府的支持程度  

(C)政治人物選擇加入特定政黨 (D)賄選買票。  (111 原特) 

218. 韋伯（M. Weber）認為權威的正當性基礎有三種類型，下列何者不包括在內？  

(A)經濟的正當性   (B)傳統的正當性  

(C)法律理性的正當性  (D) 聖雄式的正當性。 (111 原特) 

219.  1950 年代伊斯頓（Easton）提出系統理論，成為政治學發展先驅， 然而這個理論有下列那

一個缺點？  

(A)該理論忽略政黨與壓力團體所扮演的角色 

(B)系統理論與行為主義互相衝突，前者不相信科學分析，後者相信科學分析 

(C)政黨和壓力團體內涵其實相當複雜，遠超過系統理論所設定的守門員角色 

(D)此理論對於民主體制的功能稍嫌悲觀，認為民主體制無法有效回應社會需求。 (111 地特) 

220. 下列何者並非聯邦制的特徵？  

(A)權力分立 (B)成文憲法 (C)由中央政府領導者承擔所有政治責任  

(D)具有憲法統治機制。   (11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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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A A A B A A D C C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B D B C D B C B A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C D C D B A C D C C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D D C D C B D A C B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D B B D D D D A D D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C A C D B D C B C B 

題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答案 C C D A B D A B A B 

題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答案 A D D A B C D A D C 

題號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答案 D B A B A B D A B D 

題號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答案 A C B A D D A B A C 

題號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答案 C B B C B D D B B A 

題號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答案 D C A C B D B C C C 

題號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答案 C B B B D C D D A B 

題號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答案 A A D A C D B D D A 

題號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答案 D B B D D C C B A B 

題號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答案 C B D C B A A A C D 

題號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答案 B B C D A D D A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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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答案 D C A B A C A B A A 

題號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答案 B B B C D B C C C C 

題號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答案 A D B B A D D D C A 

題號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答案 B D D A A D B B B B 

題號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答案 B D C C C D B A C C 

※難題解析： 

1. 國籍制度的另一個標準是屬地主義，就是以出生地為認定標準。 

3. 國家的構成要素是人民、領土、政府和主權。 

4. 孫中山認為，政治就是管理眾人的事。 

6. 主權對內最高，對外平等。 

14. 中央權限大於地方權限是單一國；中央權限小於或等於地方權限是聯邦國；沒有中央政府是

邦聯國。 

16. 柏拉圖、霍布斯和黑格爾都是政治思想家。 

21. 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在法律制度。 

23. 新制度論主要受到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影響。 

24. 人民和國民同義，都是具有該國國籍的人；公民則是具有參政權的國民。 

29. 一個人因同時具有許多身分，所以成員的身分是重疊。 

31. 政治體系產出的是政策。 

34. (A)到(C)是權力。 

36. 行為主義主張價值中立；後行為主義則認為在研究時價值中立很困難。 

46. 美國有「種族熔爐」的稱號，國家非由單一民族所組成。 

58. 共和國的定義為，領導人是由選舉產生，而非統治方式。 

79. 應用經濟學最簡單的判別是對行為者理性的假設，漏斗狀因果模型並沒有理性選民的假設。 

80. (A)行為主義以量化方法研究政治學  

(B)後行為主義的研究多元，結合行為主義和傳統政治學的研究方法  

(D)行為主義不強調制度的影響。 

92. (C)聯邦制強調分權，所以不易全國性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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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B)政治系統研究沒有關注法律面的分析  

(C)政治系統研究不重視政治人格分析  

(D)政治系統研究重視的是實然面。 

97. 權威性分配資源必涉及政策。 

104. 另一個影響新制度論的學科是社會學，也就是組織制度學派。 

110 相對主權的概念是，主權依然重要，但是在某些價值之下，例如人權和環境需求等，主權的

絕對性並不存在。 

114. 規範性問題不是科學性知識。 

119. 因為轉化是政治系統本身的功能。 

120. 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雖以政策為研究對象，但是決策中心是「政治系統」而非政府。 

121. 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研究政策的形成，屬後行為主義時期。 

122. 人們所擁有的資訊往往是片面且不足的。 

123. 拉斯威爾關注權力的形成與運用。 

125. (A)、(B)和(C)都是科學化研究，屬行為主義的主張。 

(D)行為主義關注於個人的政治行為。 

129. (B)Jefferson 反對聯邦主義 (C)雷根是新右派的代表之一，主張小政府  

(D)Hamilton 贊成強大的聯邦政府。 

 

  



政治學歷屆試題：FBCM11LT-1 

頁 22/177 

第二章 意識形態、政治文化和政治社會化 

1. 一般以為政治社會化最有力的機構或場所是： 

(A)家庭  (B)學校  (C)政府  (D)媒體。 (95 身特) 

2. 根據馬克思主義(Marxism)，唯一能讓資本家善待工人的方法是： 

(A)讓資本家能享有更優惠的賦稅抵免  (B)政府保證提供資本家合約  

(C)保障私有財產權制度  (D)廢除私有財產權制度。 (95 身特) 

3. 何謂政治效能感(feeling of political efficacy)？ 

(A)政治領袖影響政治變遷的能力  

(B)選民認為他們的領袖的作為是有效的這樣一種信念  

(C)認為政治是重要的這樣一種感覺  

(D)認為一個人有能力影響政府的這種信念。  (95 身特) 

4. 依據美國學者奧蒙 (Gabriel Almond)的觀點，「對於社會事務的心理取向，特別是政治取向-

體系成員對政治體系及其各部分，及對個人在體系中的角色之態度」稱之為何？  

(A)政治文化   (B)政治價值   (C)政治理念   (D)政治信仰。 (95 普考) 

5. 就定義來說，「一套嚴密連結而形成一個封閉的系統觀念：它被當作基本的政治、經濟與社會

價值，可作為理想的政治社會生活方式之基礎」稱之為何？   

(A)共產主義   (B)資本主義   (C)自由主義   (D)意識型態。 (95 普考) 

6. 人們獲取某種政治取向與行為模式的發展過程，政治學上稱之為： 

(A)政治自主化   (B)政治文化   (C)政治個人化   (D)政治社會化。 (95 原特) 

7. 一個社會在特定的時間點上對政治事務所抱持的態度、信念與感覺，在政治學上稱為   

(A)政治文化   (B)意識型態   (C)政治溝通   (D)政治社會化   (95 四等) 

8. 依據阿爾蒙（Gabriel A. Almond）和佛巴（Sidney Verba）在《公民文化》的調查研究，英國、

美國的政治文化較為接近那一類型的政治文化？ 

(A)部落型的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  

(B)臣屬型的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 

(C)參與型的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  

(D)極化型的政治文化（polarized political culture）。  (96 身特) 

9.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主要特徵是： 

(A)計畫性的經濟組織運作  (B)依市場原理而運作的經濟生活  

(C)採取合作式勞動以謀求全體福祉  (D)生產工具為公共所擁有。 (96 身特) 

10. 以下何者為強烈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回歸市場的學派？ 

(A)馬克斯主義  (B)新馬克斯主義  (C)社會民主主義  (D)新右派。 (96 身特) 

11. 下列何人最早使用「意識型態」(Ideology)的概念名詞？   

(A)馬克斯 (Karl Marx)  (B)狄崔西(Destutt de Tracy)  

(C)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D)希特勒 (Adolf Hilter)。 (96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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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阿爾蒙（Gabriel A. Almond）的說法，人民對政治事物具有認知、情感與評價的三種取

向。這是屬於下列何種概念？ 

(A)政治文化   (B)政治甄補   (C)政治系統   (D)政治溝通。 (96 原特) 

13. 下列有關馬克斯主義(Marxism)政治本質的假設，何者錯誤？ 

(A)意識型態價值體系的存在，是為統治階級的權力合理化  

(B)國家是為統治階級的需要而成立與存在  

(C)政治比經濟重要  

(D)社會統治階級始終立於宰制其他階級的地位。  (96 原特) 

14. 下列何人主張「二十世紀末西方自由主義的全面勝利，象徵人類歷史的終結」？ 

(A)福山(Francis Fukuyama) (B)貝爾(Daniel Bell) 

(C)鄂蘭(Hannah Arendt) (D)巴柏(Karl Popper)。 (96 原特) 

15. 大部分研究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的學者，一般都很重視某些基本價值的存在。

請問下列何者不是多數政治發展學者所公認的基本價值？ 

(A)自由   (B)平等  (C)博愛   (D)安全。 (96 原特) 

16. 政治學中，關於意識型態的用詞，所謂的「左派」是指： 

(A)反對激烈的政治變遷 (B)支持溫和改革 

(C)主張激烈的政治變革 (D)強調企業團體的角色。 (96 原特) 

17. 人們透過學習和社會經驗而獲取政治態度，我們稱此過程為： 

(A)政治社會化過程 (B)民主化過程 (C)政治文化過程 (D)政治溝通過程。(96 原特) 

18. 1960 年代出版的《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一書的作者是：   

(A)福山 (F. Fukuyama)  (B)道爾 (R. Dahl)  

(C)阿爾蒙與佛巴 (G. Almond & S. Verba)  (D)白魯恂 (L. Pye)。 (96 普考) 

19. 德國希特勒之納粹統治是屬於何種意識型態？   

(A)法西斯主義   (B)共產主義   (C)無政府主義   (D)保守主義。 (96 普考) 

20.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第三條路》一書中主張，重建社會民主模式應在下列何者間走

出第三條路？ 

(A)代議民主與審議民主  (B)審議民主與古典社會民主模式 

(C)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  (D)新自由主義與古典社會民主模式  (96 普考) 

21. 下列對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描述，何者是錯誤的？ 

(A)可用以解釋新興社會運動的興起  

(B)是一種由慣於經濟不安定與物質缺乏的世代所產生的文化  

(C)由學者英格哈特(R. Inglehart)首先提出此概念  

(D)強調對生態與種族和諧的關懷。   (96 普考) 

22. 下列對「政治文化」的陳述，何者是錯誤的？ 

(A)政治文化即指民意  

(B)政治文化會受到歷史經驗的影響   

(C)一國的政治文化與其政治次文化可能產生衝突 

(D)政治文化不易改變。   (96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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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由主義強調的平等是： 

(A)社會平等  (B)機會平等  (C)財產平等  (D)才智平等。 (96 轉任) 

24. 以下何者是指「個人獲取政治取向與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   

(A)政治社會化   (B)政治文化   (C)政治參與   (D)政治制度化。 (97 地特) 

25. 下列有關法西斯主義(Fascism)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 ( Nationalism)  

(B)內含有軍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成分   

(C)義大利的墨索里尼 (B. Mussolini)是代表之一   

(D)積極支持馬克斯主義 (Marxism)。   (97 地特) 

26. 「觀念學」(science of ideas)指稱以下哪一概念？ 

(A)民主政治  (B)種族主義  (C)民意  (D)意識型態。 (97 地特) 

27. 下列何者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意識型態核心原理？ 

(A)個人主義  (B)功利主義  (C)憲政主義 (D)實用主義。 (97 身特) 

28. 下列何者不是家庭進行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工作的影響因素？ 

(A)子女教養方式 (B)家庭決策模式   (C)親子親密關係  (D)公平競賽規則。 (97 身特) 

29. 以下何種主義強調男性與女性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皆具平等的權利與能力？ 

(A)資本主義 (B)保守主義 (C)女性主義 (D)民族主義。 (97 身特) 

30. 近年西方社會所興起的「後物質主義」是指：   

(A)追求經濟成長    

(B)強調傳統社會價值  

(C)回歸宗教和道德的規範   

(D)強調自尊與自我實現高於物質或經濟的需要。  (97 身特) 

31. 依阿爾蒙（G. Almond）之研究，將政治文化分成下列那三種類型：①地方型（parochial）政

治文化②開發型（developmental）政治文化③臣屬型（subject）政治文化④參與型（participant）

政治文化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97 身特) 

32. 下列何者不是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   

(A)實用主義    (B)托利主義 ( Toryism)   

(C)新右派    (D)古典自由主義。  (97 普考) 

33. 一個國家新移民的政治價值觀，不同於原有的主流體系，就有可能出現一種政治上的： 

(A)大眾文化  (B)次文化  (C)優勢文化  (D)菁英文化。 (97 普考) 

34. 下列哪一種主義主張擴大政府權責，利用國家權力來解決社會經濟勢力對個人自由的威脅與

束縛，亦即「積極自由」： 

(A)現代社會主義  (B)現代社群主義  (C)現代自由主義  (D)現代保守主義。(97 原特) 

35. 個人透過父母、教師、同儕及大眾傳媒等的媒介，獲取他對政治過程所抱持的態度、價值觀

及信念之過程。試問這是何種概念？     

(A)政治社會化  (B)政治甄補  (C)政治系統  (D)政治意識型態。(97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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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列那一種意識型態是法西斯主義（Fascism）所能接受的理念？  

(A)國家主義（Statism）  (B)資本主義（Capitalism）  

(C)自由主義（Liberalism）  (D)共產主義（Communism）。 (97 原特) 

37. 在民主社會中，較有計畫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大多是由下列哪個機制擔任？ 

(A)家庭  (B)學校  (C)大眾傳播媒體  (D)同儕團體。 (98 普考) 

38. 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謂的「歷史終結」是指：   

(A)自由主義式民主終將結束    

(B)所有意識型態均將結束    

(C)自由主義式民主勝過其它對立的意識型態 

(D)歷史的終點是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  (98 普考) 

39. 國民高度缺乏國家觀念，這是屬於何種的政治文化類型？  

(A)部落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  

(B)臣屬型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  

(C)參與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  

(D)中央型政治文化（central political culture）。  (98 原特) 

40. 一個政治體系成員對於政治事務所持的認知、評價與行為模式，稱之為：  

(A)政治意識型態   (B)政治文化   (C)政治社會化  (D)政治傳播。 (98 原特) 

41. 一種具有行動取向的思想信念體系稱為： 

(A)理論   (B)意識型態   (C)模型   (D)概念架構。 (98 原特) 

42. 政府擁有生產工具以及福利體系等特徵的意識形態，稱之為： 

(A)社會主義   (B)自由主義   (C)保守主義   (D)資本主義。 (98 身特) 

43. 下列何人被稱為「資本主義之父」？ 

(A)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B)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C)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 (D)凱恩斯(John M. Keynes)。 (98 身特) 

44. 下列哪一位學者強調政治制度化在政治發展中的重要性？ 

(A)伊斯頓(David Easton) (B)杭亭頓(S. P. Huntington) 

(C)道爾(Robert Dahl)  (D)阿爾蒙(G. A. Almond)。 (98 身特) 

45. 下列敘述何者不屬於一般對意識型態的理解？   

(A)研究觀念之學   (B)一種世界觀   (C)統治階級的觀念 (D)正式的制度。 (98 地特) 

46. 以下何人預言二十一世紀為文明衝突的世紀？   

(A)甘迺迪 (Paul Kennedy)  (B)福山 (Francis Fukuyama)  

(C)杭亭頓 (Samuel Huntington)  (D)杜拉克 (Peter Drucker)。 (98 地特) 

47. 阿爾蒙 (Almond)與佛巴 (Verba)所提出的公民文化是一種：   

(A)臣屬型政治文化   (B)參與型政治文化   

(C)混合型政治文化   (D)積極型政治文化。 (98 地特) 

48. 根據《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這本書，人們若年幼時在家庭討論中常表達意見，那麼，

長大後會顯現較高的： 

(A)權威人格  (B)威權主義  (C)政治效能感  (D)社會化。 (98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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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人們學習政治信念與價值的過程是： 

(A)政治社會化 (B)政治民主化 (C)政治現代化 (D)政治文化。 (98 轉任) 

50. 一套完整的意識形態，不包含下列那一個元素？  

(A)對所追求理想社會的觀點   (B)對現存秩序的解釋   

(C) 闡述政治變遷如何發生   (D)對未來領袖的培育計畫。 (98 轉任) 

51. 主張階級鬥爭，並只能藉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者，為下列何種意識型態？  

(A)資本主義(Capitalism) (B)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C)共產主義(Communism) (D)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 

(98 轉任) 

52. 何者為民族國家建國過程之第一道難關？ 

(A)認同危機  (B)分配危機  (C)參與危機  (D)貫徹危機。 (98 轉任) 

53. 1776 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出版《國富論》一書，成為那一派學說之集大成者？ 

(A)計畫經濟學說  (B)自由放任學說  (C)社會民主學說  (D)利他主義學說。(99 身特) 

54. 依據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概念，下列何者最不利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 

(A)愛國心(patriotism)或認同國家(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ation) 

(B)人際信任(trust in people) 

(C)對政府有信心(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 

(D)政治疏離感(political alienation)。   (99 身特) 

55. 下列何者與保守主義的意識形態有關？  

(A)支持高稅率政策  (B)支持社會福利政策  

(C)支持傳統價值  (D)支持國營企業政策。 (99 身特) 

56.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主張： 

(A)重視社會秩序  (B)解除政府管制  (C)堅持社群主義  (D)宗教基本教義。(99 地特) 

57. 政治體系中的一組基本價值、情感、認知，它賦予對政治運作的形式與實質，此謂之： 

(A)政治社會化  (B)政治文化  (C)政治效能  (D)政治變遷。 (99 地特) 

58. 有關台灣的發展經驗，下列何者順序是正確的？ 

(A)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治發展  (B)社會發展→政治發展→經濟發展  

(C)政治發展→社會發展→經濟發展  (D)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政治發展。 (99 普考) 

59. 下列何者與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有關？ 

(A)是屬於一種宗教方面的意識型態  (B)反對階級差異  

(C)支持傳統價值   (D)主張公平分配。 (99 普考) 

60. 下列何項不是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主要功能？ 

(A)政治體系共識的獲取  (B)新一代人認同感的培養 

(C)政治體系共識的維繫  (D)塑造新的政治體系。 (99 普考) 

61. 杭亭頓(S. P. Huntington)在《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及，政治現代化必須配合何者，

才能夠稱為政治發展？ 

(A)政治轉型  (B)政治民主化  (C)政治自由化  (D)政治制度化。 (99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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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下列有關女性主義(Feminism)的敘述，何者錯誤？ 

(A)女性選舉權運動是第一波女性主義的重心主體  

(B)性別區隔就是社會政治歧異的根本原因  

(C)高度渴望透過任何手段來促進女性的社會地位  

(D)所有女性主義皆視男性為敵人。   (99 普考) 

63. 下列何者不算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主張？ 

(A)人性本善而理性  (B)人生而自由平等  

(C)改變秩序應以漸進的方式進行  (D)有普世價值的存在。 (99 原特) 

64. 下列何者不是政治文化的取向？ 

(A)認知  (B)情感  (C)評價  (D)實踐。 (99 原特) 

65. 一個政治體系的結構與過程變得更專業化與有效率，稱之為： 

(A)政治效果  (B)政治發展  (C)政治功能  (D)政治操作。 (99 原特) 

66. 下列那一個理論或學派，在 1970 年代針對西方社會的民主政治，提出「民主超載」的問題？ 

(A)新統合主義  (B)新右派  (C)新左派  (D)傳統馬克思主義。(99原特) 

67. 下列那兩位政治領袖是 1980 年代新右派的代表？ 

(A)柴契爾夫人與卡特  (B)柴契爾夫人與雷根  

(C)梅傑與卡特   (D)梅傑與雷根。  (100 普考) 

68. 國民關心政治、政治功效意識高，這是屬於何種的政治文化類型？ 

(A)部落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 

(B)臣屬型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 

(C)參與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 

(D)中央型政治文化（central political culture）。  (100 普考) 

69. 在下列意識型態中，最強調訴諸人民情感的是： 

(A)自由主義  (B)民族主義  (C)無政府主義  (D)女性主義。 (100 普考) 

70. 冷戰終結後，誰曾提出「文明衝突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貝爾（Daniel Bell）  (B)福山（Francis Fukuyama）  

(C)大前研一  (D)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00 普考) 

71. 下列那一項並非是「政治社會化」的定義或角色？ 

(A)社會成員學習政治文化的過程  

(B)將社會中主要的價值觀傳輸給個人，使其成為政治體系的成員 

(C)培養個人對現有政治體系的支持  

(D)政治社會化的成敗並不影響民眾對政府的態度。  (100 原特) 

72. 現代自由主義（modern liberalism）主張： 

(A)維持傳統秩序  (B)強調人類的非理性成份  

(C)強調消極自由  (D)政府介入以矯正社會經濟問題。 (100 原特) 

73. 下列何者不是「新右派」（New Right）的主張？ 

(A)減少國家管制  (B)重振傳統價值  (C)重視社會穩定  (D)縮小貧富差距。(100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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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下列何者並非為「自由主義」的要素？ 

(A)博愛  (B)個人主義  (C)平等  (D)憲政。 (100 原特) 

75. 歷史唯物論是下列那一種意識型態的核心概念？ 

(A)自由主義  (B)保守主義 (C)馬克思主義 (D)法西斯主義。 (100 地特) 

76. 個人是否有自信採取行動以影響政府政策，此稱之為： 

(A)政治效能感  (B)國家認同感  (C)政治信任感  (D)政治社會化。 (100 地特) 

77. 「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是指： 

(A)個人是否視參與政治為一種義務  (B)個人對國家的認知與效忠感  

(C)個人是否有自信採取行動以影響政府政策(D)個人對他人的信任程度。 (100 身特) 

78. 「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的概念是由下列那一位學者提出的？ 

(A)伊斯頓（David Easton） (B)杭廷頓（S. Huntington）  

(C)白魯恂（L. Pye）  (D)阿爾蒙（G. Almond）。 (100 身特) 

79. 根據古典自由主義，下列何者是人權的敵人？ 

(A)軍人  (B)企業 (C)宗教 (D)政府。 (100 身特) 

80. 對大多數孩童而言，以下那一種機構是較不具影響力的政治社會化機構？ 

(A)家庭 (B)學校 (C)政黨 (D)大眾傳播媒體。(100 轉任) 

81. 下列那一位思想家對於自由主義的意識型態有重要的貢獻？ 

(A)柏克（Edmund Burke） (B)洛克（John Locke）  

(C)亞里斯多德（Aristotle）  (D)馬克思（Karl Marx）。 (100 轉任) 

82. 杭廷頓（S. M. Huntington）預言廿一世紀將是何種世紀？ 

(A)亞洲的世紀 (B)現代化的世紀 (C)文明衝突的世紀 (D)回教的世紀。 (100 轉任) 

83. 下列有關社會主義的敘述，何者錯誤？ 

(A)與資本主義對立的意識型態  (B)欲消除社會與經濟上的不平等  

(C)偏好集體甚於個人 (D)強調市場競爭。  (101 原特) 

84. 西方學者奧蒙和佛巴（Almond &Verba）在公民文化的早期研究中曾針對幾個國家進行調查，

請問從調查結果得知那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最接近公民文化？ 

(A)美國  (B)英國  (C)德國  (D)日本。 (101 原特) 

85. 阿丁是一個大二的學生，在學校參加社團進而從活動中引發對國族認同議題的興趣。請問阿

丁所經歷政治社會化的管道為何？ 

(A)政府  (B)學校老師  (C)同儕團體 (D)教會。 (101 原特) 

86. 自由主義的核心觀念是： 

(A)社會平等  (B)集體主義  (C)個人主義  (D)稅賦平等。 (101 原特) 

87. 對於經濟發展策略有很多不同的看法，下列那一個發展策略是發展國家論與自由經濟學派之

間的主要不同點？ 

(A)鼓勵出口  (B)干預市場  

(C)發展比較有利益的產業  (D)維持總體經濟平衡。 (101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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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提出「管得最少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想家是： 

(A)洛克（John Locke） (B)邊沁（Jeremy Bentham） 

(C)潘恩（Thomas Paine）  (D)彌勒（John Stuart Mill）。 (101 原特) 

89. 下列那位理論家主張「小而美的國家」（minimal state）？ 

(A)韋伯（Max Weber）  (B)馬克斯（Karl Marx）  

(C)傅利曼（Milton Friedman）  (D)道爾（Robert Dahl）。 (101 原特) 

90. 下述那種思想最重視運用政府力量從事財富的重分配和照顧弱勢？ 

(A)保守主義 (B)社會主義 (C)自由主義 (D)菁英主義。 (101 普考) 

91. 下列何者為修正式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 

(A)Herbert Marcuse  (B)Edward Bernstein (C)John Locke  (D)John Rawls。 (101 普考) 

92. 以下有關新右派國家理論的各項敘述何項不正確？  (101 普考) 

(A)代表人物為 J. Habermas  (B)主張小而美的政府  

(C)強調效法企業經營的公部門再造  (D)傾向於將官僚體系視為自利的行為者。 

93. 下述那一項不是後物質主義所強調的價值？ 

(A)經濟成長  (B)美的環境  (C)表達自由  (D)賦予個人較多政治權力。 

(101 普考) 

94. 下列何者是生態主義者當中的「極小主義者（minimalist）」對於人和環境間關係的觀點？ 

(A)採取以生態為中心的立場  (B)認為人對環境的關懷出自自身功效的考量  

(C)企圖發展出一套和諧的互動關係 (D)以生態環境整體的生命力為道德目標。 

 (101 普考) 

95. 美國總統羅斯福以自由派自居，主要是要和下述那種政治理念劃清界線？ 

(A)憲政主義 (B)現實主義 (C)實用主義 (D)社會主義。 (101 普考) 

96. 個人認為其政治行為對於政治過程一定有或能夠有所影響的感覺，稱之為： 

(A)政治無力感 (B)政治疏離感 (C)政治參與感 (D)政治效能感。 (101 地特) 

97. 下列關於「意識形態」的敘述，何者錯誤？ 

(A)提供個人穩定的意見讓自己感到心安  

(B)會縮小個人思考的範圍和觀察周邊現象的角度  

(C)有助於培養國際觀 

(D)容易造成個人對外界不同聲音和意見的排斥。  (101 地特) 

98. 下列何者為列寧式共產主義的特徵？ 

(A)共產黨為革命先鋒黨  

(B)共產黨的決策模式為黨主席一人決斷，不需經過黨內討論  

(C)共產黨為訴諸群眾的政黨  

(D)共產黨不講意識形態，走實用主義路線。  (101 地特) 

99. 在冷戰終結前後誰曾提出「歷史終結論」（the end of history）？ 

(A)貝爾（D. Bell）  (B)福山（F. Fukuyama）   

(C)大前研一  (D)杭廷頓（S. Huntington）。 (101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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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白魯恂（Lucian Pye）認為：賦予政治過程秩序與意義的一組態度、信仰與情感，此為下列何

種概念？ 

(A)政治文化  (B)政治社會化  (C)政治理性化  (D)政治秩序化。 (101 身特) 

101. 依阿爾蒙（Gabriel A. Almond）及佛巴（Sidney Verba）之研究，公民文化是最接近民主的理

想文化，其特性是： 

(A)公民積極參與   (B)公民消極參與  

(C)兼顧公民的積極性與消極性參與 (D)公民不服從。  (101 身特) 

102. 認為「社會結構是由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決定」的思想是： 

(A)馬克思主義 (B)無政府主義  (C)新保守主義  (D)新自由主義。 (101 身特) 

103.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論》（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最受關注的名言為何？ 

(A)政府是必要的惡   (B)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C)管的愈多的政府就是最有效能的政府 (D)政府是必要的善。 (101 身特) 

104. 下列有關現代自由主義（contemporary liberalism）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服膺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經濟理論 

(B)主張公民的消極自由  

(C)提倡政府應積極提供弱勢人民最低福利 

(D)主張政府不應該干預經濟。   (102 原特) 

105. 下列何者不算是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的主張？ 

(A)尊重傳統  (B)秩序與穩定 (C)漸進式的改革 (D)尊重多元。 (102 轉任) 

106. 馬克思認為經濟結構是： 

(A)上層建築  (B)中層建築  (C)下層建築  (D)左層建築。 (102 轉任) 

107. 在 20 世紀末，提出自由主義式民主已獲得最後勝利的著名學者及其論著為： 

(A)貝爾（D. Bell）的「意識型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 

(B)福山（F. Fukuyama）的「意識型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 

(C)貝爾（D. Bell）的「歷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D)福山（F. Fukuyama）的「歷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102 地特) 

108. 以人權的信念為基礎並要求政府不得干預的權利，稱為： 

(A)行政權 (B)參政權 (C)投票權 (D)自由權。 (102 地特) 

109. 政治系統成員對政治事務主觀的態度與取向，通常稱為： 

(A)政治社會化 (B)政治參與 (C)政治文化 (D)政治發展。 (102 地特) 

110. 幾位著名的思想家對社會變遷的原因都有其獨到的看法。就馬克思而言，社會變遷的原因來

自於： 

(A)經濟 (B)文化 (C)精神層面 (D)宗教。 (102 地特) 

111. 現代自由主義（modern liberalism）與下列那種意識型態的主張最為接近？ 

(A)古典自由主義 (B)馬克思主義 (C)社會民主主義(D)法西斯主義。 (102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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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著「歷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書，

請問此書的要義為何？  

(A)敘述不重視環保所帶來的災害 

(B)全世界只剩下一種意識型態：自由主義式民主  

(C)種族衝突對非洲所造成的傷害 

(D)共產主義有可能再起。   (102 身特) 

113. 一般認為冷戰時期的世界政治體系可劃分成三個特定集團，其中第一世界所指為何？  

(A)資本主義的世界(B)共產主義的世界(C)開發中國家的世界(D)福利國家的世界。 

     (102 身特) 

114. 古典自由主義理論主張國家在社會中應扮演之角色，下列何者正確？ 

(A)放任不干涉者 (B)積極介入者 (C)階級支配者 (D)道德評論者。 (102 普考) 

115. 「國家乃某一階級壓迫其他階級的組織」，是下列那一位思想家的主張： 

(A)布丹（Jean Bodin）  (B)黑格爾（Georg W. Hegel） 

(C)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D)亞當‧斯密（Adam Smith）。 (102 普考) 

116. 「人們獲得政治取向及行為模式的學習過程」，是下列何者之定義？ 

(A)民意 (B)政治傳播 (C)政治文化 (D)政治社會化。 (102 普考) 

117. 奧蒙（Gabriel Almond）認為提供民主政治最佳支持的文化，是下列何者？ 

(A)公民文化 (B)臣屬文化 (C)參與文化 (D)創意文化。 (102 普考) 

118. 提出「文明衝突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學者為何？   

(A)Francis Fukuyama (B)David Bell  (C)Edward Nye  (D)Samuel Huntington。 

(102 普考) 

119. 下列何者不算是「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主要元素？  

(A)政策指導  (B)經濟體系  (C)私有財產  (D)市場與競爭。 (103 身特) 

120. 現代福利國家的理論基礎與下列那種意識形態較為接近？ 

(A)法西斯主義（fascism） (B)現代自由主義（contemporary liberalism） 

(C)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 (D)民族主義（nationalism）。 (103 原特) 

121. 一般而言，傳遞政治信念與政治價值的機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  

(A)學校  (B)同儕  (C)家庭  (D)政府。 (103 原特) 

122. 下列何者是保守主義思想的要素？ 

(A)傳統  (B)平等  (C)鬥爭  (D)改革。 (103 地特) 

123. 西元 1776 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一書，強調： 

(A)階級鬥爭  (B)自由放任  (C)權威領導  (D)公有財產。 (103 地特) 

124. 下列何種研究途徑被批評為帶有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  

(A)理性選擇研究途徑  (B)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  

(C)權力研究途徑   (D)政治系統研究途徑。 (104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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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下列何者為劇烈改變個人之政治態度最主要的因素？  

(A)家庭的政治傾向   (B)學校的公民教育  

(C)重大政治事件的影響  (D)同儕團體的影響。 (104 身特) 

126. 下列何者不被視為「法西斯主義」的代表人物？ 

(A)希特勒（A. Hitler） (B)列寧（V. I. Lenin） 

(C)佛朗哥（F. Franco） (D)墨索里尼（B. Mussolini）。 (104 身特) 

127. 下列何者不是一個已開發的政治體系的主要特徵？ 

(A)成員以平等的身分普遍參與政治  (B)公民社會的建立  

(C)政治體系能力的提升  (D)民族國家的建立。 (104 身特) 

128. 下列何者為無政府主義的倡導者？ 

(A)霍布斯（T. Hobbes）  (B)何梅尼（A. R. Khomeini）  

(C)墨索里尼（B. Mussolini）  (D)巴枯寧（M. Bakunin）。 (104 身特) 

129. 公民文化所指的政治文化特性是： 

(A)中庸之道  (B)熱衷參與  (C)政治冷漠  (D)發動變革。 (104 轉任) 

130. 下列何種主義強調公民權利與機會平等？ 

(A)新保守主義  (B)新社會主義  (C)新自由主義  (D)新制度主義。 (104 轉任) 

131. 馬克斯主義者的史觀被稱之為： 

(A)宗教史觀  (B)唯心史觀  (C)唯物史觀  (D)戰爭史觀。 (104 轉任) 

132. 下列何者為「馬克思主義」的要素？ 

(A)剩餘價值  (B)權威  (C)實用主義  (D)容忍。 (104 普考) 

133. 下列那一項並非「臣屬型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的特徵？  

(A)被動方式參與政治  (B)無意組織團體來影響政府決策  

(C)不認為自身是該社會的公民  (D)低度政治效能感。 (104 普考)  

134. 下列何者是保守主義的主張？ 

(A)人性本惡  (B)人性本善  (C)強調理性  (D)強調平等。 (104 普考) 

135. 一般而言，在意識型態的用詞中，所謂的「右派」是指： 

(A)基本教義派   (B)反對激烈的政治變遷 

(C)強調公民社會的角色  (D)社會主義的支持者。 (104 普考) 

136. 古典自由主義主張： 

(A)無政府  (B)有限政府 (C)大有為政府  (D)家父長政府。 (104 普考) 

137. 下列有關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其哲學基礎是「歷史唯物論」  (B)認為政治因素是決定人類歷史的終極力量  

(C)共產社會仍需要國家  (D)解釋社會主義如何衰敗毀滅。 (104 普考) 

138.  18 世紀時有那位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家認為：國家的真正財富不在於其所累積之黃金和白

銀的數量，而在於其人民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數量？  

(A)湯瑪士格林（Thomas Green）  (B)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 

(C)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D)約翰洛克（John Locke）。 (104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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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下列何種主義是指一個由政府掌握和操作生產、分配及交易方式的經濟體制？  

(A)統合主義  (B)社會主義  (C)資本主義  (D)保守主義。 (104 原特) 

140. 下列何者用來指稱一個政治體系中長期累積下的心理取向與行為模式，往往透過信念、符號

和價值表現出來？  

(A)民意  (B)意識型態  (C)政治文化  (D)政治社會化。 (104 原特) 

141. 若一個社會發生一個重大的事件，例如二二八事件，原本持有不同態度的民眾都受到此事件

的影響而調整其政治態度。這個事件的影響屬於那一種政治學習的效果？  

(A)生命週期效果  (B)政治次文化效果  (C)沈默螺旋效果  (D)時期效果。 (104 原特) 

142. 下列何者不是納粹主義的重要成分？ 

(A)共產主義  (B)種族主義  (C)領袖原則  (D)反猶太主義。 (104 地特) 

143. 各種意識型態中，環境主義有其獨特之處。相較於環境主義，其他各種意識型態有何共同主

張？  

(A)均主張自由競爭   (B)均主張平等主義   

(C)均主張實用主義   (D)均主張人類中心論。 (104 地特) 

144. 根據英格哈特（R. Inglehart）的研究，西方社會已進入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社會，

下列何者不是後物質主義關心的議題？ 

(A)女權  (B)經濟發展  (C)環境保護  (D)種族和諧。 (104 地特) 

145. 下列何者並非「保守主義」的要素？ 

(A)傳統  (B)實用主義  (C)人類的不完美性 (D)容忍。 (105 身特) 

146. 下列有關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何者錯誤？  

(A)以馬克思主義為其中心思想   

(B)主張歷史演進依「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  

(C)其「民主集中制」主張採行多黨競爭制度  

(D)描述共產主義實現後的社會，為一沒有階級，「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社會。(105 身特) 

147. 下列關於資本主義的敘述，何者錯誤？ 

(A)強調私有財產  (B)競爭是特徵之一  (C)鼓吹市場機制  (D)執行計畫經濟。(105 身特) 

148. 在一個穩定的社會裡，不同年代出生的民眾在結婚與生育子女後，對於政府政策的關注與參

與程度產生了相似的改變。這個改變符合下列那一個政治社會化理論的說法？ 

(A)終身持續模型  (B)世代模型  (C)生命週期模型  (D)終身開放模型。(105 身特) 

149. 下列何者是參與型公民文化的重要特徵？   (105 普考) 

(A)人民具備高度政治效能感  (B)人民對於政治議題抱持冷漠態度  

(C)人民畏服宗族領袖  (D)人民對地方的認同高於對中央的認同。 

150. 主張「管得最少的國家，乃是最好的國家」，是下列那一學說？ 

(A)無政府主義說  (B)壓迫工具說  (C)個人主義說 (D)多元主義說。 (105 普考) 

151. 下列關於馬克斯主義的敘述，何者錯誤？ 

(A)交換價值論  (B)辯證法  (C)歷史唯物論  (D)階級鬥爭。 (105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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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下列那一種政治價值，主張藉由各種手段來規範與限制政府權力，以達保障人民自由之目的？ 

(A)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B)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 

(C)保守主義（conservatism） (D)社會主義（socialism）。 (105 普考) 

153. 政治社會化必須透過某些機構或制度來完成。在當中如果成員能夠獲得與其他人經常而且是

面對面接觸機會者，被稱為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媒介（primary agent）為何？ 

(A)工作場合  (B)媒體  (C)政黨  (D)家庭。 (105 普考) 

154. 下列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主張國家與市場之間難以維持均衡  (B)主張廢除私有財產  

(C)具憐憫心和良善人性的信念  (D)反對福利主義和社會正義等原則。 (105 普考) 

155. 根據普特南（R. Putnam）的研究，影響義大利不同地理區域之間在政治與經濟發展上存在顯

著差異的主要原因為何？ 

(A)自然資源  (B)族群組成  (C)選舉制度  (D)社會資本。 (105 普考) 

156. 有關普特南（R.Putnam）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是現代民主國家政治參與的新興途徑   

(B)為創造社會財富所需的非經濟因素  

(C)是一套賴以建立社會互信與合作、將個體整合為群體的社會網絡  

(D)是支配他人所需的社會條件。   (106 身特) 

157. 下列何者不是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的主張？  

(A)鼓吹以大眾運輸工具和腳踏車取代汽車  

(B)以全穀類食物和蔬菜來代替肉類  

(C)以分散和可再生的能源，來取代化石或核能燃料發電廠 

(D)主張以人類為中心的世界觀。   (106 身特) 

158. 下列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描述何者正確？  

(A)主張三權分立的政府   

(B)主張民族主義與對領袖個人崇拜  

(C)曾經出現在 20 世紀的美國   

(D)最支持法西斯主義的為社會最底層的勞工階層。  (106 身特) 

159. A 國人民縱使不喜歡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與無能，他們還是傾向服從其權威；B 國人民的天

性是不遵從任何人，認為討論國事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民主權利，即便他們不太了解該議題。

依據上述，試問 A 國與 B 國具有顯著差異的地方為何？  

(A)政治文化  (B)政治社會化  (C)政治制度  (D)政黨體制。 (106 身特) 

160. 納粹主義之主張為：  

(A)種族主義  (B)多元主義  (C)環境主義  (D)共產主義。 (106 轉任) 

161. 當代那一種意識型態反對傳統上以人類為一切中心的世界觀？ 

(A)女性主義  (B)社會主義  (C)生態主義  (D)自由主義。 (106 轉任) 

162. 下列何者為《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作者？  

(A)韋伯（Max Weber）  (B)馬克思（Karl Marx）  

(C)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D)普特南（Robert Putnam）。 (106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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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下列何者不是學者奧蒙（G. Almond）和佛巴（S. Verba）所提「政治文化」的類型？  

(A)菁英型政治文化（elite political culture）  

(B)臣屬型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  

(C)狹隘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 

(D)參與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  (106 轉任) 

164. 下列何者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  

(A)博愛（fraternity）  (B)社群（community）  

(C)傳統（tradition）   (D)理性（reason）。 (106 普考) 

165. 下列何種意識型態，強調「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反對傳統政治學對於公私領域的分割？  

(A)馬克思主義  (B)環境主義  (C)女性主義  (D)後物質主義。 (106 普考) 

166. 下列關於政治文化的敘述，何者錯誤？  

(A)本質具有一定的集體性  (B)人民對於政治事務的共同認知  

(C)包含經驗性信仰與價值觀  (D)不具有累積與傳承的特性。 (106 普考) 

167. 學者普特南（R. Putnam）採用下面那個重要概念解釋一國的政治穩定、民主運作，以及經濟

發展的關聯性？ 

(A)非關道德的家庭主義（Amoral Familism）(B)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  

(C)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D)物質主義（Materialism）。 (106 普考) 

168. 國家廣泛地介入民眾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目的在達成較公平的社會分配，此謂之：  

(A)資本主義國家  (B)威權式國家  (C)立憲主義國家  (D)社會民主國家。 (106原特) 

169. 歐洲社會在 18 世紀末陸續出現各種保守主義，請問下列何者不是保守主義的要素之一？  

(A)傳統  (B)實用主義  (C)社會平等  (D)權威。 (106 原特) 

170. 下列關於生態主義（ecologism）的敘述，何者錯誤？  

(A)以生態學的假設所建立起來的意識型態(B)論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C)人類是自然世界的部分，而非主人  (D)與環境主義有共同類似的主張。 (106 原特) 

171. 就政治文化的類型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狹隘型政治文化的民眾對政治缺乏了解  

(B)臣屬型政治文化的民眾呈現高度的政治效能感  

(C)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民眾對自己國家的體制甚少感到驕傲  

(D)公民文化是以臣屬型文化為主幹的文化。  (106 原特) 

172. 下列何者不是自由憲政主義（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基本理念？  

(A)有為政府  (B)有限政府  (C)權力制衡  (D)個人權利。 (106 原特) 

173. 根據普特南（R. Putnam）的研究，下列何者是導致美國社會資本下滑的因素？  

(A)教育程度的提升  (B)初選制度的修改  (C)全球化的影響  (D)電視的普及化。(106 原特) 

174. 關於古典自由主義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捍衛個人自由  (B)主張計畫經濟  (C)強調國家至上  (D)取消私有財產。(106 地特) 

175. 下列對於意識型態的敘述何者錯誤？ (106 地特) 

(A)是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產物  (B)原意是指「觀念的科學」（science of ideas） 

(C)提供對現存政治秩序的一整套解釋 (D)描繪政治變遷可能以及應該如何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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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 Fukuyama）提出「歷史終結」的觀點，宣稱「自由主義式的民主」成

為先進國家唯一的治理模式。試問下列何者不是「自由主義式民主」的主要特徵之一？ 

(A)市場經濟 (B)憲政主義 (C)社群主義 (D)法治。 (106 地特) 

177. 隨著經濟的發展，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世代投入環保議題的活動。這是那一種價值觀或是態度

的影響？     (106 地特) 

(A)後物質主義  (B)地方型政治文化  (C)政治效能感  (D)競爭型政治文化。 

178. 下列有關政治社會化的敘述何者錯誤？ 

(A)政治社會化的成功，相當程度影響政治體系的生存與穩定  

(B)一般而言，家庭是政治社會化最具影響力的社會機制  

(C)同儕團體對青春期的政治社會化有高度影響力 

(D)宗教較少在政治社會化中發揮影響。   (106 地特) 

179. 奧蒙（G. Almond）和佛巴（S. Verba）將政治文化區分為三個理想的類型，下列何者屬於臣

屬型（subjective）政治文化的特徵？  

(A)注意政治事務   (B)不感覺自己對政治運作有影響力  

(C)主動組織社會團體  (D)只認同所生活的地域。 (106 地特) 

180. 下列有關「新右派」（The New Right）的思想敘述，何者最正確？  

(A)新右派主張大有為政府  (B)美國總統雷根為新右派的實踐者  

(C)羅爾斯（J. Rawls）為新右派的思想家  (D)新右派強調社群的價值。 (107 身特) 

181. 普特南（R.Putnam）撰寫《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一書，發現到美國社會逐漸呈現

何種跡象？  

(A)經濟發展下滑  (B)社會資本流失  (C)生活品質下降  (D)兩黨政治惡鬥。(107 身特) 

182. 根據奧蒙（G.Almond）和佛巴（S.Verba）的研究，下列關於「政治文化」的描述，何者正確？  

(A)指對於特定政策或問題的反應   

(B)可分為參與型（participant）與地域型（parochial）二種次類型 

(C)公民文化是一種混合的政治文化 

(D)其引發的爭論，主要集中在「霸權」（hegemony）這個概念。 (107 身特) 

183. 有關東亞國家政治發展與政治文化的研究，下列何者不是此類研究的觀點？  

(A)這些國家的政治文化具有與西方不同的特徵，通稱為亞洲價值  

(B)宗教信仰是東亞政治文化的主要部分  

(C)特殊的政治文化造就了這些國家的威權主義特質  

(D)東亞國家的政治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107 身特) 

184. 有關自由主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強調秩序與穩定   (B)相信善用理性，可以解決問題  

(C)肯定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功能  (D)否認人類社會進步的可能性。 (107 普考) 

185. 就阿蒙（G. Almond）提出政治文化的類型而言，某文化中的人民雖會注意政治，但較為被動；

雖會掌握政治新聞，但對自己的政治體制並不感到驕傲，也沒有什麼情感上的投入。以上敘

述較接近那一類型的政治文化？  

(A)偏狹型  (B)臣屬型  (C)參與型  (D)被動型。 (107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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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有關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後物質主義是由 Anthony Giddens 提出  

(B)後物質主義強調社會資本的重要  

(C)後物質主義強調環保與反核  

(D)後物質主義的概念出自對於開發中國家的長期觀察。  (107 普考) 

187. 在「三個世界」的政體分類中，「第二世界」是指下列那一類國家？  

(A)法西斯主義國家  (B)開發中國家  (C)納粹主義國家  (D)共產主義國家。(107 原特) 

188. 下列那一位政治哲學家特別強調政府的權威需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原則上，並主張違反這

個原則的政府，人民有權加以推翻它？  

(A)洛克（J. Locke）   (B)孟德斯鳩（C. Montesquieu）  

(C)盧梭（J. J. Rousseau）  (D)彌爾（J. S. Mill）。 (107 原特) 

189. 馬克思的思想中，何種理論是用來闡述意識形態和政治是由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所決定或限

制的？  

(A)辯證法  (B)剩餘價值論  (C)歷史唯物論  (D)異化。 (107 原特) 

190. 下列對於「自由主義」思想的描述何者錯誤？  

(A)當代的自由主義者，不管流派屬性，都完全否定「福利國家」的基本原則  

(B)思想基礎為個人主義  

(C)主張各部門權力相互制衡的政府，並以憲法來嚴格限定的法治體制  

(D)強調理性和平等的重要性。   (107 原特) 

191. 下列關於政治文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轉變的速度遠較民意迅速   

(B)不會受到歷史經驗的影響  

(C)是經由長期的累積，所以是永恆不變的  

(D)民意若能維繫得夠長久，則會逐漸融入政治文化中。  (107 原特) 

192. 下列敘述何者不是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的主張？  

(A)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會用盡一切手段阻止改革，故惟有訴諸暴力才能成功  

(B)社會主義改造工程既複雜又困難，故必須建立強大的政府，才能促成物質生活平等  

(C)政府採取溫和漸進的方式推動改革，個人權利和自由方能持續受到保障  

(D)國家應該建立少數人組成的統治集團，進行獨裁統治。  (107 地特) 

193. 下列關於意識型態的敘述，何者錯誤？  

(A)提供政治行動的基礎  (B)闡述政治變遷如何發生  

(C)包含一組相互連貫的觀念  (D)強調價值中立。  (107 地特) 

194. 下列那一項不是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主張內容？ 

(A)重視社會安定   (B)解除核武軍備   

(C)強調環境保護   (D)重視性別平權。 (107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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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有關政治學者阿蒙（G. Almond）和佛巴（S. Verba）所提出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學

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公民文化是一個純粹的參與型文化，政治參與越高，民主就越穩定  

(B)美國民主的穩定運行，奠基於各項選舉具有超高的投票率  

(C)美國民主的穩定運行，與其存在「間歇和潛在的」政治參與有關  

(D)美國的政治文化中具有強烈的臣屬型文化特質。  (107 地特) 

196. 《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一書的作者是誰？  

(A)阿蒙（G. Almond）與伊斯頓（D. Easton） 

(B)阿蒙（G. Almond）與佛巴（S. Verba）  

(C)杭廷頓（S. Huntington）與伊斯頓（D. Easton）  

(D)杭廷頓（S. Huntington）與佛巴（S. Verba）。  (108 身特) 

197. 親子間政黨認同或意識型態的傳遞，主要聚焦在何種政治社會化的媒介？  

(A)同儕團體  (B)工作場所  (C)學校  (D)家庭。 (108 身特) 

198. 下列何者不是自由憲政主義（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的原則？  

(A)有限政府  (B)權力制衡  (C)政治效能  (D)三權分立。 (108 身特) 

199. 1970 年代石油危機之後，許多國家出現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的現象，其概念何者正確？  

(A)經濟成長快速，物價快速揚升的現象   

(B)經濟成長快速，物價先上揚而後平穩的現象  

(C)經濟成長趨緩、物價上揚與失業率上升的現象  

(D)經濟成長趨緩、物價上揚但失業率下降的現象。  (108 轉任) 

200. 關於政治效能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一般而言，教育程度愈低的人，政治效能感越高  

(B)一般而言，收入愈高的人，政治效能感越高  

(C)一般而言，住在越鄉村地區的人，政治效能感越高  

(D)一般而言，在美國，黑人比白人的政治效能感更高。  (108 轉任) 

201. 美國學者福山（F.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一人》一書之中指出，何種政治體制

是人類政府的最後形式？  

(A)極權制  (B)共產社會  (C)自由民主制  (D)無政府體制。 (108 轉任) 

202. 有關政治社會化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政治社會化的界定之一，是指個人獲得政治態度、信念以及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  

(B)政治社會化可以理解為，人們將政治文化從上一代傳遞到下一代的過程  

(C)政治社會化的媒介中，除了家庭，還有學校、同儕團體、公共場所以及大眾傳播媒介等管

道  

(D)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每個人的政治態度會不斷地受到外在環境刺激而改變。 (108 普考) 

203. 人們透過學習與社會經驗獲取政治態度，這個過程是下列那個概念？  

(A)政治文化  (B)政治宣傳  (C)公民文化  (D)政治社會化。 (108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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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政治社會化研究發現，人們在結婚後會受到配偶的影響而導致政治態度有所改變。這個發現

支持下列那一個理論的主張？ 

(A)終生持續型（lifelong persistence） (B)世代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C)時期效果（period effect） (D)終生開放型（lifelong openness）。 (108 普考) 

205. 相較於古典自由主義，對現代自由主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08 原特) 

(A)支持大有為政府   (B)主張個人自由應當包含個人能力的實現  

(C)反對增加社會福利的支出  (D)國家有責任消滅市場體制導致的不正義。 

206. 下列何種政治意識型態，主張人的理性是有侷限的？  

(A)馬克思主義  (B)社會主義  (C)自由主義  (D)保守主義。 (108 原特) 

207. 下列何者能夠用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 theory）來分析？ 

(A)政治社會化的過程  (B)選舉制度的改變  

(C)民主轉型的過程   (D)全球化的影響。 (108 地特) 

208. 關於參與型政治文化特徵的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具備此種政治文化的民眾，了解自己是社會的公民，且相當關心政治  

(B)公民自信能影響政治，並願意在必要時組織團體影響政府決策  

(C)公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D)公民並不以所屬之政治體系為榮。   (108 地特) 

209. 某選民認為自己對政府決策有影響力，會參與投票或與民意代表接觸表達意見。下列那一項

心理因素，可以解釋他這類型的政治參與？  

(A)政治效能感  (B)政治信任感  (C)政治不滿感  (D)相對剝奪感。 (108 地特) 

210. 下列何者不是社會主義的內涵？  

(A)提倡社群  (B)倡議博愛  (C)信仰自由競爭  (D)主張共同所有權。 

(109 身特) 

211. 有關 18 世紀的思想家柏克（E. Burke）的保守主義思想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提出變革是為了保存  (B)渴望回到舊體制  

(C)認為智慧蘊藏在如自由等抽象概念中  (D)對政府抱持著悲觀的看法。 (109 身特) 

212. 二次戰後，在較富裕的國家中，出現追求性別平等與環境保護等目標的政治抗議活動。下列

那一個因素，最適合解釋這類新興政治抗議活動的出現？  

(A)競爭型政治文化  (B)後物質主義  (C)政治信任  (D)地方型政治文化。 

(109 身特) 

213. 根據馬克思的學說，資產主義社會必然會因為富人對於窮人的過度剝削，而導致無產階級起

而革命，進入社會主義發展時期，改由無產階級專政，最終會邁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而

且此時： 

(A)國家機器將會消亡，民間社會即可自行運作  

(B)國家會由各種階級的人聯合組成，組織運作良好的人民共和國  

(C)國家組織穩定發展，由全民採民主集中制管理  

(D)國家組織採蘇維埃體制管理。   (109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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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觀點認為，未來世界超級強權之間的衝突，主要源自各

種文明間的衝突，這將左右世界局勢。提出文明衝突論的著名學者是： 

(A)羅爾斯（John Rawls） (B)奈伊（Joseph Samuel Nye, Jr.） 

(C)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D)道爾（Robert Dahl）。 (109 普考) 

215. 人的政黨偏好往往受父母政黨偏好的影響，所指為何？ 

(A)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B)人的政治認同是不理性的 

(C)家庭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性 (D)太早接觸政治是不好的。 (109 普考) 

216. 下列何種意識型態，對於影響近代政治發展而言，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A)環保主義  (B)自由主義  (C)女性主義  (D)保守主義。 (109 普考) 

217. 關於社會中青少年的犯罪問題，有論者認為：「問題出在於傳統社會價值的崩壞，家庭倫理受

到過度個人主義的衝擊，無法維繫良好的親子關係。因此，造成許多青少年寧可上街惹事生

非，而不願意回到缺乏溫暖的家」。這位論者的政治意識型態觀點，最有可能被歸類為：  

(A)自由主義  (B)保守主義  (C)女性主義  (D)民族主義。 (109 原特) 

218. 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的觀點，逐漸成為

重要的政治主張。下列何者不是環境主義的主張？ 

(A)關懷生態保育   (B)主張全球自由貿易   

(C)發展綠色能源   (D)重視永續發展。 (109 原特) 

219. 下列那一項理論認為個人政治學習效果，會隨著一個人年齡增長，因生命不同階段，政治態

度會有所調整？  

(A)世代交替模型  (B)生命週期模型  (C)終生學習模型  (D)終生持續模型。(109 地特) 

220. 人與人之間藉由自願參與組織而累積互信後，有助於提升政治參與。上述描述屬於何種概念？  

(A)社會資本  (B)物質資本  (C)人力資本  (D)文化資本。 (109 地特) 

221. 「人們在政治生活中所持有的一套相關聯的信念、態度，進而成為在作政治判斷時的依據，

影響對於公共政策的選擇與對於政治人物、政黨的支持與否」。上述說法最接近下列那一個概

念？ 

(A)政治社會化 (B)意識型態 (C)政治效能感 (D)政治認同。 (110 身特) 

222. 透過政治制度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個人自由，是下列何種政治理想之核心主張？ 

(A)保守主義 (B)憲政主義 (C)社群主義 (D)無政府主義。 (110 身特) 

223. 有論者認為亞洲許多國家在社會與經濟發展受到儒家價值觀的影響。若要進一步探究此項觀

點，一般在政治學中，會歸屬於什麼研究領域？ 

(A)政治溝通 (B)政治文化 (C)政治信任 (D)政黨認同。 (110 身特) 

224. 當經濟全球化的速度遠超過政治全球化，會產生下列那個難解的問題？ 

(A)國際組織過於弱小，難以監督全球資本主義 

(B)全球資本主義過度發展，面臨崩潰 

(C)聯合國專門組織的權力過於膨脹 

(D)全球物價急遽上漲，不受控制。   (110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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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下列何者不是阿蒙（G. Almond）與佛巴（S. Verba）提出的參與型政治文化的特徵？ 

(A)民眾了解自己是社會的公民 (B)民眾對他人不信任 

(C)願意討論公共事務 (D)公民政治能力相當高。 (110 轉任) 

226. 英國脫離歐洲聯盟的舉動，與下列那種型態的民族主義最相關？ 

(A)自由民族主義 (B)擴張民族主義 (C)反殖民民族主義 (D)保守民族主義。(110 轉任) 

227. 關於自由主義（liberalism）及其內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古典自由主義在經濟方面，主張降低政府干預，維護自由市場的供需機制 

(B)憲政主義的重點在於強調個人的權力是有限的，國家應扮演積極照顧個人的角色 

(C)現代自由主義的特色，就是持續反對政府干預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個人自由為最高

原則 

(D)自由主義的重要學者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正義二原則的主張，認為政府不應為了照

顧最弱勢者，而犧牲其他人的利益。   (110 轉任) 

228. 下列那一項是學者阿蒙（G. Almond）與佛巴（S. Verba）所提出的民主文化中的沉睡小狗概

念內涵？ 

(A)一般民眾的政治態度，容易受到統治階級的影響 

(B)間接民主是由少數公民負起決策的責任，因此可以達到政治的分工 

(C)低度的政治參與，可能象徵著民眾對政府具有廣泛的滿意度 

(D)人類的天性偏好，傳統多於創新。   (110 轉任) 

229.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如何管理經濟的政府類型？ 

(A)民族國家 (B)福利國家 (C)自由放任 (D)社會主義。 (110 普考) 

230. B 230. 關於共產主義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共產主義一詞的根源來自於社區（community） 

(B)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困境會導致革命 

(C)馬克思認為宗教信仰能夠解決人類不平等的問題 

(D)列寧與史達林對共產黨的看法相同。   (110 普考) 

231. 下列政治學概念，何者涉及學習政治過程的目的？ 

(A)政治衰退 (B)政治社會化 (C)政治認同 (D)政治發展。 (110 普考) 

232. 現代自由主義面對社會極度貧富不均，主張國家應採取何種作法，以改善此一問題？ 

(A)基於個人權利原則，給予社會弱勢適度的協助 

(B)基於個人自由原則，強調應全面滿足個人所需 

(C)基於個人平等原則，主張大幅度財富重分配 

(D)基於社會共同體精神，主張社會福利制度。  (110 原特) 

233. 下列何者敘述與社會資本的定義無關？ 

(A)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B)目標在於弭平貧富差距問題 

(C)促進公民參與的社會連結 (D)與社會傳統價值相輔相成。 (110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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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下列何種情境下，政治社會化的效果最差？ 

(A)社會的價值體系高度整合且穩定 (B)個人經驗與所學到的價值不同 (110 原特) 

(C)制度提供支持與後續強化作用 (D)個別社會化的媒介具有一致的價值信念。 

235. 關於現代自由主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尊重傳統與行之有年的既存制度 (B)將政府的角色帶回市場 

(C)保護人們免於經濟不公平所帶來的傷害 (D)倡導工資及勞動工時法。 (110 地特)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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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個人主義 (B)個人自由 (C)理性主義 (D)絕對主義。 (110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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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國家民眾的政治態度？ 

(A)文件分析法 (B)參與觀察法 (C)調查研究法 (D)質化訪談法。 (110 地特) 

238. 「一套相互連貫，並且能對人們的政治集體行動提供基礎理念」是下列那個名詞的解釋？  

(A)政治理論  (B)政治制度  (C)意識形態  (D)系統理論。 (111 身特) 

239. 阿蒙（G. Almond）與佛巴（S. Verba）在公民文化一書裡，將政治文化分為 三種類型，下列

何者錯誤？  

(A)地域型  (B)參與型  (C)威權型  (D)臣屬型。 (111 身特) 

240. 下列何者一般被認為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核心原則？  

(A)個人主義 (B)傳統價值 (C)公共利益 (D)國家秩序。 (111 身特) 

241. 下列何者是保守主義的主張？  

(A)應該信任人類的理性能力，而非從經驗得到教訓  

(B)人是平等的，應該打破所有社會階級的限制  

(C) 社會結構是複雜的，應該以漸進的方式改變政治  

(D)政治秩序的意義，在於追求統治權力的穩固。  (111 身特) 

242. 馬克思認為：「在每個時代中，統治階級的觀念就是主流的觀念」， 這句話的意義，跟下列那

個概念最相關？  

(A)文化霸權  (B)公民文化 (C)激進民主 (D)政治社會化。 (111 普考) 

243. 關於政治意識型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政治意識型態與政治觀念（ideas）為同義之概念  

(B)政治意識型態必然包含對理想政治生活的願景  

(C)不同政治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必是敵對的 

(D)政治意識型態對憲政國家皆是有害的。  (111 普考) 

244. 關於社會主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相信一套社會平等的法令是社會穩定與團結的保障  

(B)可以追溯到 17 世紀的平等主義者  

(C) 核心觀念是將人類視為社會的動物  

(D)自由是社會主義最為核心的價值。   (111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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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關於公民文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人民對政治體系支持， 但並不狂熱  (B)人民批評政治，但並不完全排斥  

(C)是一種中庸之道的政治文化  (D)全民熱衷參與政治符合民主價值。(111 原特) 

246. 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下列何者的重要性比較低？  

(A)學校  (B)經濟體制 (C)同儕團體 (D)家庭。 (111 原特) 

247. 下列何者不是現代自由主義（modern liberalism）的特徵？  

(A)承認國家干預的必要性  

(B)堅信只有自由市場機制，才能保障繁榮自由 

(C)主張自由應和個人發展與進步有關  

(D)摒棄放任式（laissez-faire）資本主義。   (111 地特) 

248. 關於政治社會化與傳播媒體之間的關係，下列何者錯誤？  

(A)大眾媒體的角色是當代關於政治社會化辯論的焦點  

(B)大眾媒體不可能成為國家的宣傳機器  

(C)網路平台已經成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媒介 

(D)同溫層效應是網路時代下政治社會化的新現象。  (111 地特) 

249. 某學者發現某國在 1960 年代時有三成民眾關注公共事務，但經歷民主化後，在 2022 年時

有超過 六成民眾關注公共事務。以上發現最符合下列何項關於政治文化特徵的敘述？  

(A)公民文化是由參與型、臣屬型及地域型三種政治文化混合而成  

(B)一個國家內存在政治次文化，不同族群間有不同的政治傾向  

(C)政治文化對所屬政治體系的輸出項有著重大影響  

(D)政治文化雖然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現象，但仍有變遷的可能性。 (111 地特) 

250. 有人說：「人啊，年輕時就應該想著如何改革社會，年老時就該想著如何能過著安穩的生活。」

下列何種政治社會化理論，最適合解釋這一段話？  

(A)終生持續模型（lifelong persistence model）   

(B)終生開放模型（lifelong openness model）  

(C)世代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D)生命週期模型（life-cycle model）。   (11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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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A D D A D D A C B D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A C A C C A C A D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B A B A D D A D C D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C D B C A A B C A B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B A B B D C C C A D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C A B D C B B A C D 

題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答案 D D C D B B B C B D 

題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答案 D D D A C A C D D C 

題號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答案 B C D B C C B C C B 

題號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答案 B A A B D D C A B A 

題號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答案 C A B C D C D D C A 

題號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答案 C B A A C D A D A B 

題號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答案 C A B D C B D D A C 

題號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答案 C A C A B B A C B C 

題號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答案 D A D B D C D C A C 

題號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答案 A B D C D C D B A A 

題號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答案 C A A D C D C D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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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答案 A A D A A C A D B B 

題號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答案 B C B B B C D A C A 

題號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答案 D C D A C B D C C B 

題號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答案 C D D D C D A D A C 

題號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答案 C B A C C B B B B A 

題號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答案 B B B A B D A C A B 

題號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答案 B A B B A D C C C A 

題號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答案 C A B D D B B B D D 

※難題解析： 

9. 資本主義是右派的經濟原則。 

10. 反對國家干預經濟，回歸市場是右派的經濟原則。 

13. 馬克斯認為因為經濟因素造成社會階級分化，因此經濟因素是基礎。 

14. 福山主張，二十世紀是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全面勝利。 

16. 左派主張以革命的方式縮減社會階級的差距。 

20. 第三條路主張應走在左派和右派之間，但偏向左派一些，所以答案是(D)。 

23. 自由主義下的平等包含三種涵義：機會平等、法律之前平等和政治平等。 

25. 法西斯主義是極右的意識形態，而馬克斯主義是極左的意識形態，所以相互並不支持。 

29. 廣義地說，女性主義強調的是性別上的平權，而非強化女性權益。 

34. 現代自由主義主張以大政府解決經濟問題。 

42. 由「政府擁有」和「政府干預」同義，屬左派的經濟原則。 

47. 阿爾蒙和佛巴把政治文化分為三種：地方型、臣屬型和參與型。而公民文化是這三種政治文

化的混合。 

52. 民族建國所經歷的危機依序是：一、認同危機；二、統治正當性危機；三、貫徹力危機；四、

參與危機；五、分配危機。 

55. 保守主義屬右派的意識形態，而(A)、(B)和(D)都屬左派的經濟原則。 

56. 新自由主義屬右派的意識形態，在選項中只有(B)屬右派的經濟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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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以漸進方式改變秩序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想法。 

74. 縮小貧富差距是左派的經濟原則。 

83. 市場競爭是右派的經濟原則。 

90. 這題有兩種解法。一是運用政府力量重新分配財富是左派的經濟原則，而(B)是左派意識形

態。另外一種是，(A)和(C)都是右派的意識形態，所以答案一定是左派的(B)。 

95. 自由派屬右派意識形態，和左派相對。 

97. 意識形態並不特別強調國際化，主要還是表現在政治和經濟原則上的差別。 

101. 公民文化混雜了三種不同的政治文化，使公民的政治態度既不積極也不消極。 

113. 一般認為，三個集團分別是以美國為首的第一世界，崇尚資本主義；以蘇聯為首的第二世界，

遵行社會主義；採行不聯盟運動的第三世界，大多也採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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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主政治 

1. 「人民主權」的意義是指： 

(A)人民自主並自我負責   (B)法院授權的權威才具合法性   

(C)國家決策的制定者是議會  (D)人民是國家權力的唯一來源。 (95 地特) 

2. 謂政治平等是指： 

(A)平等表達的自由   (B)平等參政的權利   

(C)各政黨在議會之投票權平等 (D)不分種族在法律之前一律平等。 (95 地特) 

3. 公民複決制度之於代議制度的關係為： 

(A)補救代議制度之窮   (B)取代代議制度   

(C)與代議制度形成競爭   (D)作為代議制度之典範。 (95 地特) 

4. 亞里斯多德（Aristotle）對政府的分類乃基於： 

(A)政府所統治社會的規模  

(B)國家的經濟財富 

(C)統治者的類型以及統治者的統治，是基於個人還是社會整體的利益 

(D)社會的宗教基礎。   (95 身特) 

5. 以下何者不是民主政治的原則： 

(A)少數服從多數 (B)多數尊重少數 (C)多數治理少數 (D)少數治理多數。(95 原特) 

6. 就人權性質來說，下列何者既屬於權利亦屬於義務？   

(A)生存權  (B)財產權  (C)國民教育  (D)納稅、服兵役。(95 普考) 

7. 人民主權意指下列何者？ 

(A)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B)最終的決策權力應置於少數人之手 

(C)最高的統治權力歸屬於所有人民之手 (D)政府的政策須以民意為依歸。 (96 地特) 

8. 下列哪一位是多元主義(pluralism)的代表性政治學者？ 

(A)道爾(Robert Dahl)  (B)米爾斯(C. Wright Mills) 

(C)莫斯卡(Gaetano Mosca) (D)柏雷圖(Vilfredo Pareto)。 (96 地特) 

9. 下列那一位學者在其「契約論」的著作中，曾明白指出：「人生而自由，卻處處在鎖鍊之中」

（Man is born free but everywhere is in chains）？ 

(A)休姆（David Hume） (B)孔德（Auguste Comte） 

(C)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 (D)馬基維利（Niccolo Machiavelli）。 (96 地特) 

10. 下列有關「人民民主政治」（People’s Democracies）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多數自稱人民民主者，皆不是極權主義者   

(B)菁英握有壟斷的權力，並成為統治菁英（Ruling Elites） 

(C)宣傳上是用權力（Power）為人民服務 

(D)自稱手中權力即是真理，可代替人民完成正確的判斷。  (96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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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亞里斯多德（Aristotle）對政體的分類是基於：  (96 身特) 

(A)政府統治的規模 (B)國家的經濟財富 (C)社會的宗教基礎 (D)誰來統治與誰受益。 

12. 下列那一個國家至目前為止並未實施過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A)美國 (B)俄羅斯 (C)南非 (D)瑞士。 (96 身特) 

13. 以下有關公民投票（Plebiscite）或複決（Referendum）的敘述，何者錯誤？ (96 身特) 

(A)瑞士憲法案複決是屬任意複決 (B)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案須公民複決 

(C)英國無全國性公民投票 (D)法國憲法規定共和體制不得列為公投之議題。 

14. 下列何國之國體是君主國？ 

(A)荷蘭  (B)德國  (C)美國  (D)法國。 (96 身特) 

15. 下列有關大多數民主國家公民投票的描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投票是大多數公民最常從事的政治參與活動 

(B)窮人比富人更傾向去投票 

(C)公民責任感愈強烈的人愈傾向去投票 

(D)政黨認同愈強烈的人愈傾向去投票。   (96 原特) 

16. 列那一個國家不是共和制？ 

(A)美國   (B)英國   (C)法國   (D)義大利。 (96 普考) 

17. 認為民主國家的政治菁英要對人民負責的看法是屬於： 

(A)國家主義 (B)菁英主義 (C)社會民主主義 (D)多元主義。 (96 普考) 

18. 下列何者並非君主立憲制的優點？ 

(A)國家元首不具有黨派色彩   

(B)王室能加強人民的愛國忠誠感  

(C)民選政府可從王室中獲得智慧與經驗的傳承  

(D)王室並不會阻礙進步。   (96 普考) 

19. 根據 A. Ranney 的說法，「政治平等」的意義為何？  (96 轉任) 

(A)幾乎所有成年男性都有權利投票 (B)所得近乎平等 

(C)每人都有同樣機會參與政治決策過程 (D)每個人擔任同一公職的時間不能超過兩任。 

20. 下列何者不屬於所謂「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審議過程？ 

(A)個體之間交流政治訊息 (B)領袖必須迎合群眾輿論 

(C)就相關訊息加以反思 (D)對照反對立場的論證。 (96 轉任) 

21. 下列那一位政治思想家不是主張社會契約論（Social Contract）者？ 

(A)霍布斯（Thomas Hobbes）  (B)洛克（John Locke） 

(C)馬基維利（Niccolo Machiavelli） (D)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 (96 轉任) 

22. 下列那一項決定沒有經過公民投票？ 

(A)西德基本法的制訂  (B)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制訂  

(C)英國加入歐盟   (D)加拿大魁北克省獨立。 (96 轉任) 

23. 將政治領導者視為民主重心的理論稱為：  

(A)菁英民主理論(B)經驗民主理論(C)古典民主理論(D)現代民主理論。 (97 地特) 



政治學歷屆試題：FBCM11LT-1 

頁 49/177 

24. 下列何者不是道爾（R. Dahl）所稱「多元政體」（Polyarchy）之特徵？ 

(A)政府掌握在人民手中  

(B)享有批評和抗議等自由表達的權利 

(C)民間團體享有完全免於政府規範的絕對自主性 

(D)公民享有接近不同訊息的管道。   (97 地特) 

25. 下列何者不是蘭尼（Austin Ranney）所謂的民主政治（Democracy）的基本原則？  

(A)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  (B)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 

(C)人民諮商（Popular Consultation） (D)民粹主義（Populism）。 (97 地特) 

26. 就人權發展歷史而言，所謂「第二代的人權」是指下列何者？   

(A)消極的人權   (B)積極的人權   (C)發展的人權   (D)環境的人權。 (97 地特) 

27. 政治學者杭亭頓（S. Huntington）曾指出一個國家必須經過「兩次輪替的考驗」（two-turnover 

test）才可能是穩定的民主政治，他指的兩次輪替是下列何種輪替？  

(A)政府組成的選舉輪替  (B)政治領袖的選舉輪替 

(C)意識型態的輪替  (D)政治世代的輪替。 (97 地特) 

28. 下列何項不是菁英論最重視的問題？ 

(A)菁英或非菁英的定義 (B)統治菁英與非統治菁英的劃分  

(C)菁英論是反民主的 (D)公民的政治影響力是完全平等的。 (97 身特) 

29. 以下何者為西敏寺民主模式（Westminster model）的特徵？  

(A)兩黨制 (B)聯邦制 (C)聯合政府 (D)比例代表制。 (97 原特) 

30. 鞏固的民主政體之要件，必須其社會成員承認：  

(A)民主是唯一的政治遊戲規則 (B)人權是唯一的政治遊戲規則 

(C)自由是唯一的政治遊戲規則   (D)法律是唯一的政治遊戲規則。 (97 原特) 

31. 根據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研究指出，導致政府有效運作與民主發展的重要因素是： 

(A)公民社群 (B)菁英份子 (C)中產階級 (D)勞動階層。 (97 原特) 

32. 國會議員如何代表民眾參與立法或監督行政部門？學理上共有四種不同的理論，其中一種理

論認為議員必須根據選民明確的指示投票或發言，請問這種理論為：  

(A)託付說（mandate theory）  (B)全權委託說（trustee theory）  

(C)委任說（delegate theory）  (D)反映說（resemblance theory）。 (97 原特) 

33. 以下何人認為「多元分歧的社會最好採行協合式民主，以利於權力分享與政治穩定」？  

(A)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 (B)李帕特（ArendLijphart）  

(C)道爾（Robert Dahl）  (D)林茲（Juan Linz）。 (97 原特) 

34. 西方人權的演進中，選舉權的擴大主要在甚麼時候？   

(A)13、14 世紀   (B)15、16 世紀   (C)17、18 世紀   (D)19、20 世紀。 (97 普考) 

35. 下列何者不是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特徵？  

(A)定期選舉 (B)多數決 (C)福利國家 (D)政治平等。 (98 地特) 

36. 強調民主政治的運作是由「人民透過加入組織化的利益團體來反映其利益與要求」，此稱之為： 

(A)協和式民主  (B)多元主義式民主 (C)統合式民主 (D)威權式民主。 (98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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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林茲（J. Linz）指出，當民主被視為是「當地唯一的競賽方式」時，即為民主化的那一階段：

(A)準備階段   (B)決定階段   (C)鞏固階段   (D)分散階段。 (98 身特) 

38. 關於人權的討論中，人民有要求政府提供資源與援助的權利，稱之為： 

(A)積極權利   (B)政府權利   (C)消極權利  (D)個人權利。 (98 身特) 

39. 基本人權中之自由權的核心意義在於： 

(A)排除國家權力介入個人領域  (B)對弱者的特別保護  

(C)參與及監督國家公共事務  (D)確保生存與尊嚴。 (98 身特) 

40. 李帕特（ArendLijphart）以下列那兩種模型來區分民主國家？  

(A)共識模型與多數模型  (B)共識模型與參與模型   

(C)參與模型與多數模型   (D)菁英模型與參與模型。 (98 原特) 

41. 下列何人曾對希臘 158 個城邦國家的政體進行分類研究？  

(A)柏拉圖   (B)蘇格拉底 (C)亞里斯多德   (D)霍布斯。 (98 原特) 

42. 下列那一項不屬於菁英主義對權力的觀點？  

(A)權力是累積的  (B)寡頭統治無法避免 

(C)菁英是屬於社會上較少的一群人 (D)權力是分化的。  (98 普考) 

43. 依據學者李帕特（ArendLijphart）的經驗研究，以下何者不是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應有的特點？  

(A)少數否決權    (B)大聯合（Grand Coalition） 

(C)將少數納入決策過程   (D)否定多數團體利益。 (98 普考) 

44. 道爾（Robert Dahl）所提出的「多元政體」（polyarchy）所需要包括的條件中，不包含下列那

一項？  

(A)主要的政治決策者為民選 (B)普遍選舉權   

(C)言論自由    (D)公民投票。  (98 普考) 

45. 下列何人著有《論自由》（On Liberty）、《論代議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對 19-20 世紀民主思想具有重大影響？  

(A)柏克（Edmund Burke）  (B)洛克（John Locke）  

(C)邊沁（Jeremy Bentham） (D)彌爾（John S. Mill）。 (98 普考) 

46. 民主政體從議會政治路徑建立起的「西敏式模型」（Westminister Model），何者是最典型的國

家？  

(A)美國   (B)英國   (C)法國   (D)德國。 (98 普考) 

47. 一般認為展現民意最具有代表性的方式有兩種，一種為民意調查，而另一種為：  

(A)公民投票 (B)公聽會 (C)遊行 (D)請願。 (98 原特) 

48. 何者是菁英民主理論強調，為改善政治與社會發展必須依賴：  

(A)政黨 (B)領導者 (C)政府 (D)公民。 (98 原特) 

49. 決策的權力主要集中於社會金字塔的頂層。這是何類的政治理論？  

(A)菁英論 (B)團體論 (C)角色論 (D)溝通論。 (98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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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下列那個國家屬於「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A)英國 (B)美國 (C)日本 (D)荷蘭。 (98 轉任) 

51. 下列那一個國家不屬於杭廷頓（S. P. Huntington）所界定的第三波民主化浪潮的國家？  

(A)西班牙 (B)葡萄牙 (C)菲律賓 (D)印度。 (98 轉任) 

52. 參與式民主的概念與下列何者關係最密切？  

(A)民主應該是全然的代議政治    

(B)公民應該積極培養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責任感   

(C)民主政治僅是人民選擇決策者的一種特殊程序   

(D)政治是一門專業，要求每個人都實際參與是不切實際的。  (98 轉任) 

53. 工作權之性質屬於： 

(A)受益權  (B)自由權  (C)參政權  (D)表意權。 (98 轉任) 

54. B 54. 「對勞工的保障、兒童與婦女的保護與國民基本教育」屬於以下何種權利？ 

(A)平等權  (B)社會權  (C)自由權 (D)救濟權。 (98 轉任) 

55. 以下哪個國家是以憲政共和主義(constitutional republicanism)立國？ 

(A)瑞典  (B)美國  (C)英國  (D)日本。 (98 轉任) 

56. 下列關於公民投票的陳述，那一項是正確的？  

(A)公民投票是人民用投票的方式表達對政府人事的意見   

(B)除非給予公民投票，否則就不算是個民主國家   

(C)公民投票是對代議政治的補救措施   

(D)公民投票是一種人民與生俱來的權利。  (99 地特) 

57. 政治學者道爾（Robert Dahl）以「多頭政體」（Polyarchy）作為成熟民主的代名詞。成為一個

多頭政體必須在兩個面向上達到標準，其中一個面向是參與（participation），另一個則是：  

(A)自由（liberty）   (B)平等（equality）   

(C)容忍（tolerance）  (D)競爭（contestation）。 (99 地特) 

58. 關於參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優點，下列何者不正確？ 

(A)強化公民對政治的控制力 (B)能夠教育出對政治涉入更深的公民  

(C)有助於公民直接表達自身的看法與利益 (D)比較容易實踐。  (99 地特) 

59. 下列有關人權與公民權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99 地特) 

(A)人權屬個人基本權利  (B)人權與公民權基本上為不同的概念  

(C)非法移民享有公民權  (D)公民權利只限於擁有特定國家公民身分者。 

60.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場域？ 

(A)教會  (B)企業  (C)獨立管制委員會  (D)工會。 (99 地特) 

61. 以下那個國家係採行「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A)美國   (B)瑞士   (C)英國   (D)德國。 (99 身特) 

62. 「多元政體」（Polyarchy）的概念是下列何人於 1953 年首先提出？ (99 身特) 

(A)道爾與林布隆（Robert Dahl & Charles Lindblom）  (B)伊斯頓（David Easton） 

(C)福山（Francis Fukuyama）   (D)尤勞（Heinz Eu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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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下列何者不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所指涉的對象？ 

(A)企業機構 (B)工會  (C)政府機關  (D)文化機構。 (99 身特) 

64. 下列何者不是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特徵？  

(A)多元主義   (B)多數決 (C)自由選擇 (D)公民投票。 (99 原特) 

65. 我國於 92 年公布的「公民投票法」是何種人民權利的落實？  

(A)行政立法權   (B)言論自由權 (C)創制複決權 (D)結社遷徙權。 (99 原特) 

66. 下列何種政體綜合了容忍反對黨的存在，以及提供參與政治的機會兩項特徵？ 

(A)寡頭政體 (B)多元政體 (C)獨裁政體 (D)統合政體。 (99 原特) 

67. 以下何者不是多元政體（polyarchy）的特徵？  

(A)人民得以決定執政者的去留   (B)有自由表達言論的權利   

(C)非競爭性的政黨制度   (D)自由且公平的選舉。 (99 普考) 

68. 以下何者不是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主要的特點？  

(A)政治競爭（Political Competition）   

(B)人民代表（Popular Representation）  

(C)權力更替（Alternative in Power）   

(D)表示異議與服從的權利（Right of Dissent and Obedience）。  (99 普考) 

69. 李帕特（A. Lijphart）將民主政體區分為「多數決」模型與「共識」模型，下列那一種制度設

計，不能符合其所提倡的「共識」模型？  

(A)比例代表制   (B)大聯合政府   (C)相互否決權   (D)單一制國家。 (100 地特) 

70. 下列有關政府課責（包括「垂直課責」與「水平課責」）的描述，何者錯誤？  

(A)審計制度屬於垂直課責 (B)水平課責仰賴政府內監督機制的設計  

(C)垂直課責主要靠選舉 (D)司法體系屬於水平課責。 (100 地特) 

71. 下列何項不是參與式民主的特徵？ 

(A)大眾參與  (B)菁英領導  (C)多數決  (D)政治平等。 (100 地特) 

72. B  72. 所謂「多數統治」（majority rule）的原則為下列何者？ 

(A)最後的統治權歸屬於人民全體  

(B)政府的政策應根據多數人而非少數人的意願而行   

(C)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D)政府須設有機制了解人民的需求。   (100 地特) 

73.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稱「第三波民主化」浪潮始於那些國家？  

(A)南韓、印尼    (B)波蘭、捷克     

(C)葡萄牙、西班牙   (D)烏拉圭、巴拉圭。 (100 地特) 

74. 由政府與雇主團體、工會直接協調，以達成政策共識，這是下列何者的觀點？ 

(A)菁英主義  (B)資本主義  (C)統合主義  (D)多元主義。 (100 地特) 

75. 以下何人不屬於社會契約說(social contract theory)的代表性人物？ 

(A)霍布斯  (B)康德  (C)洛克  (D)盧梭。 (100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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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下列何者不屬於民主的多元主義（pluralism）觀點之一？  

(A)分化的權力   (B)負責的選舉   (C)權力菁英   (D)團體政治。 (100 普考) 

77. 政治學所謂的西敏寺模式（Westminster model）是指：  

(A)共識型民主    (B)強調將少數團體納入決策體制   

(C)協商式民主    (D)行政部門的權力源自於立法部門。 (100 普考) 

78. 下列那一項不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價值？  

(A)重視個人價值   (B)重視政治平等   (C)強調多數決原則 (D)強調民粹政治。(100 普考) 

79. 提審制度是為保障： 

(A)表意自由  (B)人身自由  (C)集會自由  (D)信仰自由。 (100 普考) 

80. 下列何種主義主張：「經濟體系應將壟斷性的利益代表組織，納入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並與

國家機構進行磋商」？ 

(A)多元主義  (B)統合主義  (C)馬克斯主義  (D)新多元主義。 (100 普考) 

81. 有學者指出「多元政體」（polyarchy）是最接近民主理想的現實世界的政體，請問這位學者是

誰？  

(A)伊斯頓（David Easton）  (B)道爾（Robert Dahl）  

(C)蘭尼（Austin Ranney）  (D)唐斯（Anthony Downs）。 (100 轉任) 

82. 關於公民以投票方式表達政治偏好，下列那一項描述是錯誤的？ 

(A)由於選舉的複雜性，因此投票結果往往無法表達出很清楚的選民偏好訊息   

(B)投票對於政治菁英產生很大的壓力   

(C)投票產生的影響範圍往往是集體的   

(D)選民往往需要很高的主動程度才會去投票。  (100 轉任) 

83. 任何中華民國的人民都有權組織團體，此種權利來自於憲法中對人民那一項權利之保障？ 

(A)人身自由  (B)出版自由  (C)集會遊行自由  (D)結社自由。 (100 轉任) 

84. 依我國憲法規定，警察機關逮捕犯罪嫌疑者，至遲於多少小時內要移送法院審問？ 

(A)12  (B)24 (C)36  (D)48。 (100 原特) 

85. 依據亞里斯多德（Aristotle）對政體的分類，由少數人所統治且為私利而運作權力者，稱之為：  

(A)暴民政體（Mobocracy）  (B)暴君政體（Tyranny）  

(C)君主政體（Monarchy）  (D)寡頭政體（Oligarchy）。 (101 地特) 

86. 下列那一個國家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  

(A)澳洲 (B)西班牙  (C)英國  (D)德國。 (101 地特) 

87. 下列那一項對代議政治的描述是錯誤的？  

(A)公民透過投票的方式表達對於每一項公共政策的主張   

(B)公民選出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擔任其代表   

(C)政黨政治  

(D)責任政治。    (10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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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下列何種代議理論主張「民意代表應該行使獨立的判斷，而不是以選區人民的意願做決定」？ 

(A)委任理論（delegate theory）  (B)全權委託理論（trustee theory）  

(C)託付理論（mandate theory）  (D)反映理論（resemblance theory）。 (101 地特) 

89. B 89. 下列有關近代「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敘述何者正確？ 

(A)批判社會主義  (B)試圖恢復社會中的道德力量  

(C)強調個人的權利甚於義務  (D)蘊含自由主義的色彩。 (101 地特) 

90. 下列哪個文獻不是英國保障個人權利的傳統慣例？ 

(A)權利法案  (B)大憲章  (C)權利請願書  (D)世界人權宣言。(101 地特) 

91. 強調以討論與辯論來成就公共利益的民主，通常被稱為是下列何種類型的民主？  

(A)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B)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  

(C)古典民主（Classical Democracy）  (D)保護式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101 身特) 

92. 政治學者蘭尼（Austin Ranney）談到民主政治時，不包含下列那一項原則？ 

(A)主權在民 (B)人民平等 (C)多數決 (D)直接民主。 (101 身特) 

93. 下列那一項對於公民投票的陳述是錯誤的？  

(A)是公民用投票的方式來表達對於公共事務的意見   

(B)是評估一個國家民主程度的標準   

(C)是某些國家遇到重大爭議時採用的一種解決爭端的方式   

(D)美國並沒有全國性公民投票的實施。   (101 身特) 

94. 下列何者不屬於有關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優點的敘述？  

(A)耗費成本較高    (B)有利政治的分工   

(C)鼓勵公民接受妥協之後的結果   (D)政府可由較為專業的人管理。 (101 原特) 

95. 下列那一個學者對國家起源的看法建立在社會契約論？  

(A)史密斯（A. Smith） (B)提里（C. Tilly） 

(C)洛克（J. Locke）   (D)休謨（D. Hume）。 (101 原特) 

96. 主權在民的意義是：  

(A)人民直接參與每天的公共事務   (B)主權國家對本國人民有管轄權 

(C)沒有人民授權之政府權威不具合法性  (D)國家最後決定權掌握在民選的官員。(101 原特) 

97. 下列何者發展出有系統且明確限制政治權力的理論，認為政府應建立在被治者同意的基礎

上？ 

(A)洛克  (B)霍布斯  (C)馬基維里  (D)盧梭。 (101 原特) 

98. 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認為民主政治基本上僅為下列何者的一種特殊程序？ 

(A)憲政治理  (B)使人民選擇決策者(C)國家主權  (D)希臘直接民主。(101 原特) 

99. 投票與言論自由等參與政治與社會的權利，稱為： 

(A)公民權  (B)發展權  (C)經濟權  (D)社會權。 (101 原特) 

100. 根據托克維爾（Tocqueville）的說法，民主政治由於賦予群眾權力和發聲的機會，不寬容的

多數群眾可能會對少數人的權利構成威脅，形成所謂的： 

(A)少數人的沉默(B)多數人的沉默 (C)少數人的暴政 (D)多數人的暴政。(101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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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透過司法體系、選舉體制、肅貪機構、金融監理機構乃至於人權委員會的設置，以提升新興

民主政體管理能力的做法，此可稱之為何？  

(A)垂直問（課）責 (B)水平或橫向問（課）責 

(C)主動問（課）責 (D)被動問（課）責。 (101 普考) 

102. 下列何者採用「民主集中制」作為黨內決策機制？  

(A)印度國大黨   (B)列寧式政黨   (C)日本自由民主黨 (D)德國綠黨。 (101 普考) 

103. 下列那個國家不曾舉行過全國性公投？  

(A)美國 (B)英國 (C)法國 (D)中華民國。 (101 普考) 

104. 相對於 Diamond and Plattner（1996）所稱「實質民主政體」（substantial democracy）而言，所

謂的「選舉民主政體」（electoral democracy）具有下列何種特性？ 

(A)真正的競爭性  (B)多元主義滋長  

(C)權力輪替   (D)有助反對黨興起的公民文化。 (101 普考) 

105. 在下述諸思想家當中，誰最不重視限制政府權力？ 

(A)洛克  (B)孟德斯鳩  (C)霍布斯  (D)亞當斯密。 (101 普考) 

106. 提出全意志(general will)與共同體概念(community)的民主理論家為何人？ 

(A)John Locke   (B)C. L. Montesquieu  

(C)John Stuart Mill   (D)Jean-Jacques Rousseau。 (101 普考) 

107. 下述哪一項不是政治菁英較共通的特質？ 

(A)政治參與程度較高  (B)擁有較多影響力  

(C)想法比較保守   (D)對政治擁有較多利害關係。 (101 普考) 

108. 在當代的民主理論中，參與式民主的支持者提出很多具體的主張，下列何者不屬於參與式民

主的看法？ 

(A)大眾參與 (B)多數決 (C)代議政府 (D)政治平等。 (102 原特) 

109. 波特（David Potter）所歸納之民主化研究途徑中，下列何者將焦點置於民主化所需要的社會

與經濟要素 

(A)功能途徑（functional approach） (B)現代化途徑（modernization approach） 

(C)轉型途徑（transition approach） (D)行為途徑（behavioral approach）。 (102 原特) 

110. 根據蘭尼（Austin Ranney）的說法，民主政治的原則不包括下列何者？ 

(A)社會正義 (B)政治平等 (C)人民諮商 (D)人民主權。 (102 原特) 

111. 下列何種民主形式，是強調人民討論和辯論的重要性，因為這些將有助於界定公共利益？  

(A)審議式民主 (B)全球式民主 (C)代議式民主 (D)數位式民主。 (102 轉任) 

112. 下列何者不是現代民主政治理論大師道爾（Robert Dahl）所稱多元政體（polyarchy）必須具

備的條件？ 

(A)集會結社自由  (B)新聞自由   

(C)出現兩次以上政黨輪替執政 (D)普遍選舉權。  (102 轉任) 

113. 法國政治哲學家盧梭強調下列那一概念？ 

(A)全意志 (B)多數意志 (C)個人意志 (D)政府意志。 (102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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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下列對「人權」的描述，何者錯誤？ 

(A)源於自然法 (B)先國家而存在  (C)不得出讓的 (D)屬於法律層次保障的權利。

(102 轉任) 

115. 「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是指專屬公民而非國家的私有領域。下列那一項並非公民自由

的內容或特徵？  

(A)公民自由包含廣泛的積極權利 (B)以人權的信念為根基  

(C)政府不得干預   (D)包括言論自由、出版自由及遷徙自由。 

(102 轉任) 

116. 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曾以「雙翻轉理論」（two-turnover test）來做為民主鞏

固的基本定義。請問何謂雙翻轉理論？  

(A)總統大選必須採行兩輪投票制 (B)二次政黨輪替  

(C)總統不得連任兩次 (D)總統不得連任黨主席兩次。 (102 轉任) 

117. 下列何者不是李帕特（ArendLijphart）所稱之「共識型民主」的特質？ 

(A)兩黨競爭 (B)大聯合政府 (C)權力分享 (D)比例代表制。 (102 轉任) 

118. 根據蘭尼（A. Ranney）的定義，下列何者不是民主政治應該包含的四個原則之一？ 

(A)主權在民 (B)資源共享 (C)人民諮商 (D)多數決。 (102 地特) 

119. 李帕特（A. Lijphart）將民主政體區分為「多數決」模型與「共識」模型這兩類，下列那一個

屬於「多數決」模型的基本特徵？ 

(A)兩院制國會  (B)多黨制   

(C)聯邦制  (D)行政與立法部門權力的融合。 (102 身特) 

120. 「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意涵是： 

(A)司法之前人人平等 (B)沒有任何權威能高過人民意志  

(C)依法行政   (D)人人都有參政的權利。 (102 身特) 

121. 審議式民主的審議過程不包括下列何者？  

(A)民意代表的審查   (B)個體間政治訊息的交流  

(C)針對訊息進行反思的機會  (D)以互動方式來處理訊息。 (102 身特) 

122. 下列有關自由權的敘述何者錯誤？  

(A)是由國家保護人民的自由權利  (B)旨在保證人民的最低生活標準  

(C)是消極對人民權利的保障 (D)大多數國家憲法有專章對其明文規定。 

(102 身特) 

123. 下列何者不是憲法中的表意自由？  

(A)信仰自由 (B)言論自由 (C)出版自由 (D)講學自由。 (102 身特) 

124. 柏克（Edmund Burke）對於代議士的代表性主要是持下列何種看法？  

(A)選區主流意見 (B)所屬政黨 (C)全體國民利益 (D)本諸個人良心。(102 身特) 

125. 在自由民主國家，下列何者不屬於政治和公民權利的範疇？ 

(A)政治參與  (B)經濟平等  (C)個人自由  (D)反對統治者。 (102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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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以下那位政治思想家曾經研究希臘城邦國家，而對政治體制提出分類？ 

(A)Aristotle  (B)Plato  (C)Jean Bodin  (D)Thomas Hobbes。(102普考) 

127. 依我國憲法規定，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機關至遲須於多久時間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A)十二小時 (B)二十四小時 (C)三十六小時 (D)四十八小時。 (102 普考) 

128. 「共和」通常被視為那一項民主概念的同義詞？  

(A)參與式民主  (B)代議式民主  (C)審議式民主  (D)集中式民主。 (103 身特) 

129. 下列何者不是直接民主的具體表現？  

(A)公民創制  (B)公民審議式會議  (C)公民複決  (D)雅典時期的群眾大會。 

(103 身特) 

130.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係採用下列那些標準去評估各國的民主程度？  

(A)社會權利與公民自由  (B)政治權利與公民自由  

(C)社會權利與公民參與  (D)政治權利與公民參與。 (103 身特) 

131. 學者普遍認為統合主義，必須在某種特定歷史與政治環境中形成，以下那一個國家比較偏向

統合主義的結構？ 

(A)瑞典  (B)美國  (C)英國  (D)加拿大 (103 身特) 

132. 下列那一項並非公民投票（referendum）的優點？ 

(A)確保民選政府施政貼近民意  (B)增進政治參與  

(C)提供解決重大憲法爭議問題的途徑  (D)使政治人物不易操弄政治問題。 (103 原特) 

133. 下列那個國家採取社會統合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作為利益代表、利益匯集與利益表達

的模式？  

(A)加拿大  (B)德國  (C)美國  (D)英國。 (103 原特) 

134. 在當代許多倡導多元民主的學者中，大家公認最具有影響力的是那一位？  

(A)熊彼得（J. Schumpeter）  (B)馬庫斯（H. Marcuse）  

(C)道爾（R. Dahl）   (D)派特曼（C. Pateman）。 (103 原特) 

135. 政治決策的最終權力歸屬於一個人或一小群人的政權（或政體），稱之為：  

(A)獨裁政權  (B)多頭政體  (C)菁英政體 (D)民主政體。 (103 原特) 

136. 民主國家選舉之「一人一票」原則，是強調：  

(A)尊重少數  (B)政治平等  (C)主權在民  (D)表意自由。 (103 原特) 

137. 根據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歸納，在近代世界史上曾經出現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請問

下列那一波民主化浪潮的時代是正確的？  

(A)第一波民主化約發生於 1922 - 1942 年間   

(B)第二波民主化約發生於 1922 - 1942 年間 

(C)第二波民主化約發生於 1958 - 1975 年間  

(D)第三波民主化約發生於 1974 年以後。   (103 原特) 

138. 下列那一位學者曾撰寫「第三波：二十世紀的民主化浪潮」一書？ 

(A)伊斯頓（David Easton） (B)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 

(C)羅爾斯（John Rawls） (D)霍布斯（Thomas Hobbes）。 (103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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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下列何者屬於「共識決民主模式」的特徵？  

(A)行政權集中   (B)選舉制度採相對多數決   

(C)權力集中在多數黨 (D)朝向地方分權與聯邦制。 (103 普考) 

140. 起源於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最主要是透過那類媒體引發連鎖民主效應？  

(A)電視  (B)收音機  (C)網際網路  (D)報紙。 (103 普考) 

141. 意見自由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礎，請問下列何者非意見自由的核心？ 

(A)言論自由  (B)新聞自由  (C)工作自由 (D)出版自由。 (103 普考) 

142. 現今世界上人口數最多的民主國家為何？ 

(A)中國  (B)巴西  (C)美國  (D)印度。 (103 普考) 

143. 古典政治理論的代表性人物中，下列何人主張社會契約論？ 

(A)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B)馬基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 

(C)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D)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103 普考) 

144. 在公民所享有的各種權利當中，那一項權利是人類歷史上最晚發展出來的？  

(A)平等權  (B)自由權  (C)參政權  (D)社會權。 (103 地特) 

145. 創制權屬於下列那一類的人權？  

(A)自由權  (B)救濟權  (C)參政權  (D)社會權。 (103 地特) 

146. 下列那一位政治思想家的學說影響法國大革命甚深？ 

(A)洛克（J. Locke）   (B)麥迪遜（J. Madison）  

(C)孟德斯鳩（C. L. Montesquieu） (D)盧梭（J. J. Rousseau）。 (104 地特) 

147. 下列關於人權的敘述，何者錯誤？ 

(A)民主國家的憲法以保障人權為核心  (B)聯合國一向積極推動人權保障  

(C)社會權為第一代人權的主張  (D)自由權為第一代人權的主張。 (104 地特) 

148. 下列那一個國家自 1990 年代民主化後至今尚未達成民主鞏固？ 

(A)臺灣  (B)南韓  (C)波蘭  (D)泰國。 (104 地特) 

149. 下列那一個國家一方面遵守國會主權原則，卻也舉行過全國性公投？ 

(A)日本   (B)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  

(C)美國   (D)英國。  (104 地特) 

150. 下列那位學者指出「二次政黨輪替是民主鞏固的重要指標」？  

(A)道爾  (B)拉斯威爾  (C)伊斯頓  (D)杭廷頓。 (104 原特) 

151. 下列何者不是體現自由民主的必要條件？  

(A)普遍的選舉權   (B)選舉時，人民能夠有真正的選擇  

(C)政治領袖的定期選舉  (D)公民投票。  (104 原特) 

152. 對於人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具不可讓渡性   (B)從屬於公民的身分  

(C)強調普世性   (D)具根本性，不可被剝奪。 (104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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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下列關於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並未完全解決人權、行政效率、司法公正等問題 (B)始於 1960 年代  

(C)有些國家走向民粹主義  (D)部分國家陷入民主化停滯期。 (104 原特) 

154. 林茲（J.J.Linz）和史戴班（A.Stepan）將民主鞏固區分為三個層次，除行為層次與態度層次

外，最後一個層次是什麼？  

(A)國際層次  (B)社會層次  (C)憲政層次  (D)經濟層次。 (104 原特) 

155. 當代各國所提倡的人權觀念主要是受到那種意識型態的影響？  

(A)社會主義 (B)民族主義  (C)古典自由主義  (D)古典保守主義。(104 普考) 

156. 電子化民主對各國政府帶來的重大挑戰是： 

(A)各國之間數位落差加大  (B)國內政策過程更加不透明  

(C)電子媒體煽動民意情況減輕  (D)民眾進行更高層次的政治審議。 (104 轉任) 

157. 下列何者不是一個有意義的民主選舉所應要包含的要素？ 

(A)兩黨制   (B)執政者有更替的可能性 

(C)具有競爭性   (D)普遍的選舉權。  (104 轉任) 

158. 那一位政治哲學家提出全意志（general will）的概念，而被視為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的濫觴？ 

(A)馬基維里（N. Machiavelli）  (B)霍布斯（T. Hobbes）  

(C)洛克（J. Locke）   (D)盧梭（J. Rousseau）。 (104 轉任) 

159. 下列那一項措施不應該出現在維護人權的民主國家中？ 

(A)男女平等   (B)設立特勤警察打擊犯罪  

(C)新聞審查   (D)政治課責。  (104 轉任) 

160. 下列那個思想家不曾主張「個人權利」？ 

(A)柏克（E. Burke）  (B)孟德斯鳩（B. Montesquieu）  

(C)盧梭（J. Rousseau） (D)洛克（J. Locke）。 (104 轉任) 

161. 所謂「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指的是： 

(A)行政機關必須尊重立法機關的預算權  (B)公共政策的制訂必須透過討論跟辯論  

(C)國會的委員會制度必須加以強化  (D)法院不得未審先判。 (104 轉任) 

162. 「民主的方法是一種達成政治決策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透過相互競爭人民選票的支持，以

取得擔任公職的機會。」這是那一位學者對於民主政治的看法？ 

(A)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B)伊斯頓（David Easton）  

(C)蘭尼（Austin Ranney）  (D)道爾（Robert Dahl）。 (104 身特) 

163. 選民針對特定事務進行公民投票，通過後迫使國會審議立法，稱之為： 

(A)複決  (B)創制  (C)防禦性公投  (D)諮商公投。 (104 身特) 

164. 根據亞里斯多德對於政體的研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他獨鍾混合憲法   (B)他認為最差的政體是寡頭政體  

(C)他堅決主張大眾民主  (D)他認為貴族是國家穩定的磐石。 (104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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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下列關於「民粹主義」（populism）的敘述，何者錯誤？ 

(A)歐洲近年來的反移民政黨屬之  (B)訴諸人民的政治風格容易受到野心家的煽動 

(C)民粹主義是專屬於左派的意識型態  (D)近年來常標舉反全球化的旗幟。 (105 身特) 

166. 下列有關審議式民主的敘述，何者正確？ 

(A)審議式民主是一種以投票為中心的代議民主  

(B)審議式民主是由菁英專家主導的政治過程  

(C)審議式民主強調透過溝通說服來尋求公民間的共識  

(D)審議式民主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意願與過程。  (105 身特) 

167. 下列何者不包括在聯合國大會於 1948 年所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權利清單當中？ 

(A)環境權  (B)生命權  (C)財產權  (D)受教權。 (105 身特) 

168. 根據杭廷頓（S. Huntington）的研究，下列何者不是解釋民主化的主要因素？ 

(A)合法統治權威的增強  (B)經濟發展  

(C)宗教變遷   (D)示範效果。  (105 身特) 

169. 亞里斯多德認為下列那一種政體是較佳的？ 

(A)貴族政體（Aristocracy）  (B)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ism）  

(C)寡頭政體（Oligarchy）  (D)多元政體（Polyarchy）。 (105 普考) 

170. 如果有人認為所謂的民主，是指一種保障個人權利不受政府侵犯的制度，請問這種看法屬於

以下那一種民主類型？ 

(A)古典型民主（classical democracy）  (B)保護型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  

(C)發展型民主（developmental democracy）(D)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 (105 普考) 

171. 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則，下列何者不是建立主權在民的基

礎？ 

(A)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B)政黨政治  

(C)有意義的選舉   (D)公民不服從的權利。 (105 普考) 

172. 下列那一套國家體制分類系統，是依國家元首產生方式為標準而區分？ 

(A)單一制／聯邦制  (B)民主制／獨裁制  (C)內閣制／總統制  (D)君主制／共和制(105普考) 

173. 下列關於當前國體的敘述，何者錯誤？ 

(A)德國屬於君主立憲制  (B)日本屬於君主立憲制  

(C)法國為共和制   (D)中華民國為共和制。 (105 普考) 

174. 當代國家理論中有一種理論認為國家是中立的仲裁者，本質上是各種不同利益間的裁判。請

問下列何種政策符合這種國家理論的觀點？ 

(A)全民健康保險  (B)義務教育  (C)公營事業民營化  (D)菸酒專賣。 (106 身特) 

175. 下列對多元主義描述何者正確？  

(A)團體間對政治體系的基本運作並沒有共識  

(B)政策是社會團體相互競逐的結果  

(C)社會各團體之間大致是不平等的  

(D)容許某些團體享有壟斷性的權力。   (106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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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2009 年我國政府批准兩公約及通過其施行法，正式將兩大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下列何

者不屬於兩公約所規範的基本權利？  

(A)生命權  (B)言論自由  (C)健康權  (D)環境權。 (106 身特) 

177. 對於新興民主國家來說，在民主政治的發展上其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強化民主的制

度與實踐。請問這個問題屬於下列那個範疇？  

(A)民主的建立  (B)民主的轉型  (C)民主的鞏固  (D)民主的正常化。(106 身特) 

178. 在統合主義（corporatism）國家，主要利益團體（如工會），其特性通常是：  

(A)參與國家政策的形成  (B)層級鬆散  

(C)各級工會自主性高  (D)會員的加入與否完全自由。 (106 身特) 

179. 下列何者不是審議式民主的參與形式？  

(A)審議式民調  (B)政策說明會  (C)公民會議  (D)公民陪審團。 (106 轉任) 

180. 工作權與學習權屬於那一類的人權？  

(A)自由權 (B)社會權  (C)救濟權  (D)參政權。 (106 轉任) 

181.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成年女性最晚取得普選權，參與投票？ 

(A)美國  (B)紐西蘭 (C)加拿大 (D)瑞士。 (106 轉任) 

182. 下列那項文件被視為英國立憲民主制度的濫觴？  

(A)權利清單  (B)選舉權改革法案  (C)憲政改革法案  (D)大憲章。 (106 轉任) 

183. 下列那一個時期曾經出現所謂的「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政體？  

(A)美國南北戰爭時期 (B)法國大革命時期   

(C)二次大戰結束後的蘇聯  (D)二次大戰時的德國。 (106 普考) 

184. 下列有關「提審權」（habeas corpus）的敘述何者錯誤？ 

(A)又稱為「人身保護狀」  

(B)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得要求拘捕或偵訊機關書面告知其本人及其指定親友拘捕原因  

(C)嫌犯本人或親友可要求法院提審  

(D)提審權是屬於實質性的人權。   (106 普考) 

185. 在「政府論兩篇」書中，強調人民擁有抵抗權的思想家是誰？ 

(A)霍布斯 (B)孟德斯鳩 (C)盧梭 (D)洛克。 (106 普考) 

186. 早期只有中上社會經濟階層能夠參與民主政治的運作，這樣的民主被稱為何種民主？  

(A)代議民主  (B)直接民主  (C)間接民主  (D)輝格式民主。 (106 原特) 

187. 下列何者不屬於經濟暨社會權？  

(A)訴訟被公平對待  (B)公平受教育機會  (C)就業自由  (D)社會福利保障。(106 原特) 

188. 當政治行為者及公民都支持以民主為唯一的遊戲規則時，此民主政體進入：  

(A)轉型的民主政體  (B)鞏固的民主政體  (C)選舉的民主政體  (D)新興的民主政體。 

(106 原特) 

189. 下列何者並非民主政治的優點？  

(A)強調個人價值  (B)強化行政效率  (C)重視政治平等  (D)促進文明與和平。 

(106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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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下列那一種理論，強調政府、雇主與工會之間直接溝通與協調的「三邊政府」（ tripartite 

government）理念？  

(A)多元主義  (B)菁英主義  (C)馬克思主義  (D)新統合主義。 (106 地特) 

191. 下列那一位哲學家提出民主的失敗或成功相當程度取決於中產階級的規模？  

(A)柏拉圖  (B)蘇格拉底  (C)亞里斯多德  (D)畢達哥拉斯。 (107 身特) 

192. 天賦人權之意涵，下列何者最正確？  

(A)人民權利之取得，由其與生俱來的稟賦決定  

(B)人民權利之取得，由其與生俱來的財富決定  

(C)人民的若干權利是祈求上天賦予而獲得的  

(D)人民的若干權利是先於政治組織與政治關係而存在的。  (107 身特) 

193. 下面何者是社會權利說的主張？  

(A)人民的權利是法律的產物   

(B)自然法定義了什麼是人民的權利  

(C)人民的權利會隨著社會的需要或公意而變  

(D)人民的權利是固定不變的。   (107 身特) 

194. 下列那個國家不曾採取「發展型國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模式促進經濟發展？  

(A)日本  (B)德國  (C)英國  (D)南韓。 (107 身特) 

195. 下列那位思想家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  

(A)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B)柏拉圖（Plato）  

(C)蘇格拉底（Socrates）  (D)馬基維利（Machiavelli）。 (107 普考) 

196. 有關「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最溫和的社會主義  (B)主張體制內改革  

(C)支持無產階級專政 (D)以選票代替革命。 (107 普考) 

197. 下列何者不是霍布斯的觀點？ 

(A)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的生活是孤獨、貧乏、悲慘、短暫，並且隨時有生命的危險 

(B)每個人都必須放棄一部分的自由，並將權利託付給力量強大的政府 

(C)君主應該遂行統治，並且得到人民的服從 

(D)君主若無法滿足人民需要，人民有權反抗。  (107 普考) 

198. 有關政治發展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恰當？  

(A)最早指涉的是二次大戰後，亞非新興獨立國家的國族建構與國家建構的過程  

(B)其目標通常與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相關  

(C)認為發展的過程不需要任何干預，國族建構或國家建構會自然完成  

(D)1980 年代之後的第三波民主化過程中，國家的轉型成為新的研究焦點。 (107 普考) 

199. 最早提出政府分類的思想家是誰？ 

(A)蘇格拉底（Socrates）  (B)柏拉圖（Plato）  

(C)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D)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107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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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下列有關協商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敘述，何者正確？  

(A)道爾（R. Dahl）首先提出此概念  (B)通常會採取相對多數決的選舉制度  

(C)荷蘭為代表性國家  (D)通常為兩黨輪流執政。 (107 原特) 

201. 下列何者是基本人權中的社會權？  

(A)表意自由  (B)訴訟權  (C)罷免權  (D)教育權。 (107 普考) 

202. 根據杭廷頓（S. P. Huntington）的說法，世界一共經歷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下列何者為第三波

民主化的國家？  

(A)義大利  (B)日本  (C)德國  (D)西班牙。 (107 普考) 

203. 下列何人的看法為「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帶來重大影響？  

(A)杭廷頓（S. P. Huntington）  (B)福山（F. Fukuyama）  

(C)哈伯瑪斯（J. Habermas）  (D)波特（D. Potter）。 (107 普考) 

204. 下列何者可列為我國公民投票法投票之提案事項？ 

(A)收支預算 (B)教育政策 (C)所得稅免稅額 (D)行政院院長人選。 

(107 原特) 

205. 下列何者符合政治學中多元論（pluralism）對利益團體的看法？  

(A)社會上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代表不同利益的團體都應該統合在國家機構之中  

(B)社會中利益團體彼此的競爭，有利於獲致公共利益  

(C)利益團體都是追尋少數特定人的利益，所以其存在與追求公共利益相悖  

(D)行政官員和民意代表不應該受到利益團體的影響。  (107 原特) 

206. 下列何者不是民主政治的特徵？ 

(A)主張政治平等   (B)多數決的決策方式  

(C)透過競爭式的選舉取得公職  (D)國家元首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107 地特) 

207. 代議政治的實施目前出現諸多問題，直接民主的倡議趨勢興起。下列何者非直接民主的形式？  

(A)公民會議  (B)審議式民主  (C)政黨協商  (D)公民投票。 (107 地特) 

208. 某一個少數族群的公民沒有投票權，這是違反了「民主」的那個基本原則？  

(A)大眾諮商  (B)人民主權  (C)多數決定  (D)政治平等。 (107 地特) 

209. 下列何者屬於我國憲法所保障的民權？  

(A)服兵役   (B)納稅  (C)服公職   (D)受高等教育。 (107 地特) 

210. 最早研究希臘城邦國家而提出政體分類的思想家為何？  

(A)柏拉圖  (B)亞里斯多德  (C)霍布斯  (D)洛克。 (107 地特) 

211. 代議士依據選民之指示，僅傳達選民偏好，而非依據自我判斷進行行動，這樣的代議士最符

合下列那一種代議政治模式？  

(A)全權委託說（trustee model）  (B)委任說（delegate model）  

(C)委託說（mandate model）  (D)反映說（resemblance model）。 (107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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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下列關於公民社會的敘述何者錯誤？  

(A)黑格爾用公民社會來描述介於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團體  

(B)霍布斯用公民社會來描述開化後的人  

(C)孟德斯鳩認為公民社會是美國民主的重要基礎  

(D)發展成熟的公民社會是民主的基石。   (108 身特) 

213. 下列對於民主體制的敘述，何者錯誤？  

(A)人民有權抵抗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政府決策   

(B)選舉具有不確定性  

(C)決策者與政府只對支持者負責  

(D)人民具有平等的參與政治之權利。   (108 身特) 

214. 下列何者可能是威權主義國家邁向民主化的障礙？  

(A)中產階級的擴大   (B)過去不曾被殖民過  

(C)民眾教育程度上升  (D)周邊沒有民主國家為鄰。 (108 身特) 

215. 那一個類別的人權包括了請願權與訴願權？  

(A)自由權  (B)社會權  (C)救濟權  (D)參政權。 (108 身特) 

216. 下列何者不是現代國家政治發展的特徵？  

(A)文官體系的專業化  (B)政治系統具有各種廣泛的能力  

(C)政治行為符合現代形式  (D)國家與社會對立。 (108 身特) 

217. 依代理人理論，「課責」（accountability）對事務官而言，是指應向誰負責，接受其監督？  

(A)民意代表  (B)政務官  (C)一般大眾  (D)公民團體。 (108 身特) 

218. 雅典時代著名政治哲學家柏拉圖主張哲君思想，下列何者錯誤？  

(A)人生而平等，應有天賦權利  (B)哲君需經過長時間教育與訓練  

(C)哲君必須擁有真正的知識  (D)除了哲君以外的階級，還有軍人與生產者。 

(108 轉任) 

219. 菁英主義學者米爾斯（C. W. Mills）認為美國權力菁英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特別顯著，下列何

者不屬於權力菁英？  

(A)大企業（特別是國防工業）  (B)公益團體  

(C)美國軍方   (D)總統幕僚。  (108 轉任) 

220. 政治發展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其意涵為：  

(A)政治體系從落後狀態演變至進步狀態的過程  

(B)個人習得政治知識、信念的過程  

(C)社會中政治價值傳承的管道與途徑  

(D)因應時代變遷，政治勢力介入經濟運作的程度。(108 轉任) 

221. 某位國會議員著眼於國家整體電力需求的考慮，即使選區選民大力反對，仍然支持在自己的

選區內增設火力電廠。這樣的行為較符合那一種代議理論？  

(A)委任說（delegate theory）  (B)全權委託說（trustee theory）  

(C)反映說（resemblance theory） (D)託付說（mandate theory）。 (108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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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對於直接民主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A)公民投票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展現  

(B)代議民主較直接民主的程序更普遍 

(C)直接民主較代議民主能達成更有效率的政策產出 

(D)市鎮會議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展現。   (108 普考) 

223. 下列何者為經濟學家熊彼得（J. Schumpeter），對民主的著名界定？  

(A)民主就是一種為了達成政治決策的制度安排，在其中的每個人可以藉由競逐選票的方式來

獲得權力  

(B)民主就是全民參與，由下到上的展現政治能動性  

(C)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  

(D)民主就是對特權階級的反抗。   (108 原特) 

224. 讓民主政治體制深植於政治菁英與人民的價值觀之中，成為政治制度的唯一選擇，此一概念

所指的是：  

(A)民主集中  (B)民主鞏固  (C)民族自決  (D)自由化。 (108 原特) 

225. 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中，下列何者視國家為中立的仲裁者？  

(A)多元主義  (B)社會主義  (C)馬克思主義  (D)統合主義。 (108 原特) 

226. 下列何者是主張激進直接民主及全意志重要性的政治思想家？  

(A)洛克  (B)霍布斯  (C)盧梭  (D)孟德斯鳩。 (108 地特) 

227. 民主國家中人民對於民主的期待及渴望（需求面），相對於民主體制能夠提供的實際成效（供

應面）產生差距時，也就是當人民對於民主的期待高於實際能提供的結果，政治學者稱為： 

(A)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 (B)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C)民主發展（democratic development） (D)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108 地特) 

228.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發展的目標？ 

(A)成員能普遍參與政治 (B)政治體系的分殊化 

(C)政治體制處理社會問題能力的提升 (D)完成政黨輪替與民主化。 (108 地特) 

229. 下列何者不是民主體制的特徵？ 

(A)良好治理 (B)政治競爭 (C)不確定的選舉結果(D)政權輪替。 (108 地特) 

230. 對民主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意指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上的進展  (B)形成多黨政治  

(C)代表人民自由權的擴大  (D)包含政治參與權的增加。 (109 身特) 

231. 下列何者是共識民主模式的制度？  

(A)一院制  (B)柔性憲法  (C)兩黨制  (D)比例代表制。 (109 身特) 

232. 一般而言，評價民主國家包含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兩面向，下列何者不屬於公民自由面向？  

(A)政府首長經由自由公平的選舉產生  (B)表意與信仰自由  

(C)集會與結社自由   (D)獨立且遵循法治原則的司法制度。 (109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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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民主政治中對於政治平等原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是政治平等的原則   

(B)有錢的政黨可以買到較多媒體曝光的時間，違反政治平等的原則  

(C)有錢的候選人可以買票，違反政治平等的原則  

(D)政黨競爭導致富者越富，違反政治平等的原則。  (109 普考) 

234. 人身自由是人民各項自由權利的基礎。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8 條：「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

並進一步闡述相關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  

(B)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

之  

(C)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

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D)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監察院聲請追究，監察院不得拒絕，

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  (109 普考) 

235. 學者杭廷頓在其《第三波》一書中，將民主化的發展，區分為三個浪潮，亦即三段歷史進程。

其中，該書將臺灣的民主化發展，歸屬在那一段進程中？  

(A)第一波民主化  (B)第二波民主化  (C)第三波民主化  (D)並未被歸類在三波之中。 

(109 普考) 

236. 下列何者不是影響民主化的因素？  

(A)公民社會  (B)憲政體制  (C)生態永續  (D)經濟發展。 (109 普考) 

237. 下列何者不是民主政體的必要特徵？  

(A)監督制衡  (B)多黨制  (C)課責性  (D)政治參與。 (109 普考) 

238. 下列何者不是間接民主的運作特性？  

(A)代議制度  (B)定期改選  (C)公民自決  (D)責任政治。 (109 原特) 

239. 下列何者不是現代民主政體的基本條件？  

(A)保障言論自由   (B)主要的政治決策者由民選產生  

(C)普遍的選舉權   (D)強調財富重分配的福利政策。 (109 原特) 

240. 下列何者不是直接民主的優點？  

(A)強化公民對政治的控制力  (B)保持政治穩定  

(C)增進政治參與   (D)強化統治正當性。 (109 地特) 

241. 下列何者不是李帕特（A. Lijphart）所提「共識型民主」的特徵？  

(A)聯合政府  (B)單一制國家  (C)比例代表制  (D)多黨制。 (109 地特) 

242. 下列何者不是民主政體的特徵？ 

(A)政黨與政治人物能完全代表人民的偏好(B)選舉必須有競爭性 

(C)人民能夠自由地組織與參與政黨 (D)人民有多元的資訊來源。 (110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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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我國解嚴之前限制人民組織政黨，是對何種自由的限制？ 

(A)秘密通訊之自由  (B)言論自由  

(C)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D)遷徙之自由。  (110 身特) 

244. 一般而言，越晚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國家扮演的經濟角色通常越積極，例如日本積極促進工

業的成長，這是下列那一種國家類型？ 

(A)小而美國家  (B)發展型國家  

(C)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D)集體化國家。  (110 身特) 

245. 下列那位學者認為民主國家的國會不應主動創制法案？ 

(A)米契爾斯（R. Michels） (B)馬基維利（N. Machiavelli） 

(C)孟德斯鳩（C. Montesquieu） (D)盧梭（J. Rousseau）。 (110 身特) 

246. 若下列敘述分別為四個不同國家的特徵，那一個最有可能是民主國家？  

(A)經濟成長率高   (B)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C)媒體有多元不同的意見  (D)行政效率高。  (110 轉任) 

247. 下列何者不是菁英主義的民主觀點？ 

(A)政治權力由少數的特權菁英行使 (B)政治的必要資源是不平等分配 

(C)非決策權在權力的展現上有其重要性 (D)民主社會政治權力極為分散。 (110 轉任) 

248. 通常用來評估各國民主程度的標準，下列何者錯誤？ 

(A)個人是否擁有政治權利 (B)政治參與的多元性 

(C)法治是否獨立  (D)是否促進經濟進步。 (110 轉任) 

249. 關於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民主國家的財政支出高於收入 (B)行政組織無法回應民意 

(C)公民的政治參與受到限制 (D)公民對投票感到冷漠。 (110 轉任) 

250. 對公民投票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施政較能貼近民意 (B)可能倉促表達民意 

(C)可以彌補代議制度之不足 (D)無助於提升全體選民的政治素養。 (110 普考) 

251. 有學者認為，民主化成功或失敗，關鍵在於該國政治菁英間的互動。如果朝野政治菁英在政

權轉型過程中，採取妥協與協議的策略，就比較能朝向成功的民主化。這種解釋是屬於那種

類型的民主化理論途徑？ 

(A)結構途徑 (B)過程途徑 (C)文化途徑 (D)經濟途徑。 (110 普考) 

252. 下列何者不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A)人民主權 (B)經濟平等 (C)大眾諮商 (D)多數統治。 (110 普考) 

253. 下列何者不屬於共識民主模式變項？ 

(A)多數黨執政  (B)行政權與立法權兩者權力平衡 

(C)有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 (D)選舉制度採行比例代表制。 (110 原特) 

254. 造成民主國家失敗的原因，下列何者錯誤？ 

(A)低效率政府  (B)缺乏活躍的公民社會  

(C)缺少民主文化  (D)政治貪腐。  (110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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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參政權是指人民參與國家政治意思之決定權與形成權。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17、18 條，人

民有下列那些參政權？ 

(A)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B)選舉、罷免、公民不服從之權 

(C)參與討論、決定政策之權 

(D)選舉與公民審議權。   (110 原特) 

256. 某位國會議員因為選區選民大力反對，所以改變原有對於同性婚姻的支持立場。這樣的行為

較符合那一種代議理論的特徵？ 

(A)委任說（delegate theory） (B)全權委託說（trustee theory） 

(C)反映說（resemblance theory） (D)託付說（mandate theory）。 (110 原特) 

257. 根據林茲（J. Linz）或杭亭頓（S. Huntington）對民主鞏固的定義，臺灣民主政治發展已進入

民主鞏固階段，相對比較不會面臨下列何種危機？ 

(A)正當性危機 (B)認同危機 (C)分配危機 (D)治理危機。 (110 原特)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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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多元主義式國家  (B)資本主義式國家  

(C)巨靈式國家  (D)家父長式國家。  (110 地特) 

259. 關於民主理論中的菁英論點，下列何者錯誤？ 

(A)菁英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其實是少數統治  

(B)菁英論的民主理論並不支持寡頭鐵律 

(C)團體中總是容易成為寡頭統治 

(D)無論如何民主，社會上總是有權力菁英的存在。  (110 地特)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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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委任說（delegate theory） (B)全權委託說（trustee theory） 

(C)反映說（resemblance theory） (D)託付說（mandate theory）。 (110 地特) 

261. 下列何者是公民社會對民主政體正常運作的貢獻？  

(A)提供學習民主價值的教室  (B)有助於人格發展  

(C)讓民眾學得一技之長  (D)鼓勵競爭。  (111 身特) 

262. 關於威權體制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經濟發展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 

(B)經濟發展創造大量的中產階級  

(C)人民教育水準提高，不再無知而受到極端主義者的煽動  

(D)人民認知自己利益所在，形塑了多元主義的社會。  (111 身特) 

263. 下列何種權利的保障，在人類歷史發展中是最晚的？  

(A)環境權 (B)投票權 (C)平等權  (D)財產權。 (111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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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基本人權概念的重要源頭就是自然法的觀點，強調每個人與生俱來的權利，是先於國家而存

在的天賦人權。下列那位思想家的主張不是立基於自然法學說？  

(A)洛克（John Locke）  (B)盧梭（Jean-JacquesRousseau）  

(C)邊沁（Jeremy Bentham）  (D)霍布斯（Thomas Hobbes）。 (111 身特) 

265. 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 Habermas）曾經指出現代社會的正當性危機，所指的是何種問題？  

(A)社會階級不平等造成政治體系正當性的危機  

(B)民主政治未實現造成的統治正當性危機  

(C)教育不普及造成的機會不均等危機  

(D)民族認同分裂造成的內戰危機。   (111 身特) 

266. 當政治制度從威權體制轉變為自由民主體制，此一發展稱為：  

(A)世俗化 (B)民主化  (C)平民化  (D)資本化。 (111 身特) 

267. 在政治場域中，有一種主張認為任何政治決策必須遵照人民的偏好才是對的，以及強調訴諸

多數 人民的正當性，藉以對抗既有的法律規範。從負面效應來看，這樣的主張，容易以人民

為號召， 最後權力卻落入帶領人民的少數菁英手上，甚至形成獨裁政權。這種主張被稱為： 

(A)民粹主義 (B)無政府主義  (C)放任自由主義 (D)憲政主義。 (111 普考) 

268. 國際人權的發展，大致上可以分為三代。第三代人權觀發展到：  

(A)以博愛為基礎，強調新興人權，包括和平、發展、環境永續等權利 

(B)以國家為基礎，重視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平等 

(C)以和平為基礎， 維繫全球發展的秩序  

(D)以科技發展為基礎，強調人工智能為人類服務的義務。  (111 原特) 

269. 有關發展國家理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發展國家理論又常被稱為東亞模式 

(B)主要是國家機關領導，有效運用資源與政策工具，促進國家發展  

(C)國家機關與民間企業緊密合作  

(D)遵循資本主義路線， 強調自由市場經濟，國家不應干預。  (111 原特) 

270. 下列各種民主理論，何者不強調公民直接參與的重要性？  

(A)古典式民主 (B)草根式民主 (C)經驗式民主 (D)審議式民主。 (111 原特) 

271. 道爾（Dahl）主張多元政體（polyarchy）需具備公開競爭（public contestation）與包容性

（inclusiveness） 兩個面向，共涵蓋七個制度要件。下列何種制度要件，不是屬於公開競爭

面向？  

(A)公民有參選的權利  (B)集會結社自由的保障  

(C)新聞自由的保障  (D)言論自由的保障。 (111 地特) 

272. 2008 年全球金融危機發生之後，許多民主國家出現民粹主義風潮； 關於民粹主義及其政治

運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民粹主義運動往往仰賴具有個人魅力的政治人物或領袖  

(B)民粹主義的支持者皆為意識形態上右翼保守者  

(C)民粹主義強調人民主權的概念並以「人民」為訴求 

(D)若干民粹主義運動因反體制訴求而被視為是對自由憲政民主秩序的威脅。(11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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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第二波民主化發生於二次大戰後，但 1960 年代起，祕魯、阿根廷與巴西等國轉向獨裁或是

威權政體。下列何者是造成這幾個第二波民主化國家崩潰的最重要因素？  

(A)軍事政變的發生  (B)國際因素的干擾   

(C)政治文化的變遷  (D)族群之間的衝突。 (111 地特) 

274. 1997 年英國工黨為了解決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緊張，給予蘇格蘭、威爾斯和北愛爾蘭自治權，

此一政治改革應指下列何者？  

(A)權力下放（devolution）  (B)聯邦化（federalization）  

(C)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D)平權運動（affirmative action）。 (111 地特) 

275. 有關我國公民投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可視為是直接民主的表現 

(B)地方性公民投票的主管機關是中央選舉委員會 

(C)除了修憲的公民複決之外，公民投票的年齡為 18 歲  

(D)公投提案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111 地特) 

 

  



政治學歷屆試題：FBCM11LT-1 

頁 71/177 

【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B A C D C C A C A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D A A A B B B D C B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C A A C D B A D A A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A C B D C B C A A A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C D D D D B A B A D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D B A B B C D D C C 

題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答案 B A C D C B C D D A 

題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答案 B B C C B C D D B B 

題號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答案 B D D B D B A B B D 

題號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答案 A D B A C C A B A D 

題號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答案 B B A A C D C C B A 

題號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答案 A C A D A B A B D B 

題號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答案 A B A C B A B B B B 

題號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答案 A D B C A B D B D C 

題號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答案 C D A D C D C D D D 

題號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答案 D B B C C A A D C A 

題號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答案 B A B A C C A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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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答案 B D A C B D C A B B 

題號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答案 D D C D D D A B B D 

題號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答案 C D C C A C D C C C 

題號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答案 D D C B B D C D C B 

題號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答案 B C C D C D B A B A 

題號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答案 B C A B A C A D A B 

題號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答案 D A D D C C B C D B 

題號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答案 B A C B D C D D A D 

題號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答案 B B A A A A A A B D 

題號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答案 A A A C A B A A D C 

題號 271 272 273 274 275      

答案 A B A A B      

※難題解析： 

2. 最具體的表現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3. 公民複決制就是直接民主，代議制度則為間接民主。直接民主是為補救間接民主。 

4. 亞里斯多德將政體分為獨裁制、寡頭制、暴民制、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 

7. (A)「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指政治平等。(B)「最終的決策權力應置於少數人之手」意指寡

頭鐵律。(D)「政府的政策須以民意為依歸」是指主權在民。 

10. 人民民主政治就是民主集中制，是極權國家對於民主制度的詮釋。 

12. 美國的公民投票由各州自行決定，而無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16. 英國有王室，因此不是共和制。 

20. 審議式民主強調公民對於政策的討論與省思，因此(B)是錯的。 

22. 基本法仍屬「法律」，只是暫時以法律代替憲法。 

26. (A)是第一代人權。 

29. 西敏寺民主模型就是多數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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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權的演進：17、18世紀著重避免政府的侵害；19、20世紀擴大選舉權；20世紀之後重視經

濟和社會福利。 

46. 西敏寺模型是以英國為樣板所建立的模式。 

50. 通常北歐國家多採協和式民主。 

56. (A)公民投票是針對政策。(B)有或沒有公民投票都不代表這個國家是否為民主國家。(D)公

民投票並非與生俱來的權利，許多老牌的民主國家並沒有公民投票。 

60. 公民社會是指脫離政府控制的場域。 

69. 共識模型強調權力共享，少數否決。單一制國家沒有這些特徵。 

70. 垂直課責發生於政府與人民之間，水平課責則是在政府之間。 

76. 多元主義和民主菁英論是相對的。 

87. 公民以投票表達對政策的立場是公民投票，屬直接民主。 

90. 世界人權宣言是聯合國於1948年所發布的。 

93. 公民投票與民主程度無關，也就是說沒有公民投票不見得民主程度較低。 

97. 盧梭主張直接民主，為較激進的民主理論。 

102 民主集中制是極權國家對民主體制的詮釋。 

105. 霍布斯主張君權，認為君權不應受到拘束。 

108. 參與式民主鼓勵公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因此代議政府不屬於參與式民主。 

112. (C)兩次政黨輪替是杭廷頓(S. Huntington)提出。 

114. 保障人權是憲政主義的中心。 

119. 多數決模型就是西敏寺模式，而西敏寺模式的特徵就是行政與立法融合。 

122. 自由權的基礎是憲政主義。 

125. 經濟平等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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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極權與威權國家 

1. 極權獨裁之有別於威權獨裁，在於其控制人民的： 

(A)政治生活 (B)政黨發展 (C)社會生活 (D)新聞自由。 (95 地特) 

2. 極權政府和威權政府不同之處在於： 

(A)極權政府會比較偏向右傾 (B)極權政府比較偏向左傾 

(C)極權政府想要控制社會的每一個面向 (D)威權政府想要控制社會的每一個面向。(95 身特) 

3. 伊斯蘭基本教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意指： 

(A)將宗教和政治結合成一種常訴諸暴力的意識型態  

(B)倡導馬克思主義  

(C)結合自由主義的意識型態和宗教基礎  

(D)倡導社會主義的理念。   (95 身特) 

4. 以下何者不是極權獨裁政治的本質？ 

(A)群眾性的唯一政黨 (B)示威遊行 

(C)官方意識型態  (D)控制大眾傳播媒體。 (95 原特) 

5. 下列何者屬於極權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徵？ 

(A)責任政治    (B)嚴格控制的大眾傳播媒體與文化活動  

(C)人民主權    (D)尊重少數與個人。 (95 普考) 

6. 以下何者為極權的獨裁政體（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菲律賓的馬可仕政府 (B)伊朗的何梅尼政府 

(C)智利的皮諾契特政府 (D)蘇聯時期的史達林政府。 (96 原特) 

7. 下列何者是當代極權政體的本質之一？ 

(A)鼓勵不同利益團體的發展與活動    

(B)人民在經濟、文化、生活上享有較高的自主性 

(C)宣揚一個包含歷史、經濟、未來政治和社會發展各方面的官方意識形態 

(D)經常受民調結果的影響。   (96 普考) 

8. 以下何種政體為「一種菁英控制的政治體系，但他們不打算全面操縱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所

有層面」？ 

(A)共產政體 (B)極權政體 (C)威權政體 (D)法西斯政體。 (96 轉任) 

9. 有關威權政治與極權政治的比較，以下何者是正確的？ 

(A)皆欲維持統治者的獨占權力 

(B)威權政體較極權政體對經濟活動的控制更為嚴格 

(C)威權政體完全不容許反對勢力的存在 

(D)極權政體仍容許公民社會的存在。   (97 地特) 

10. 一般政治學者稱西班牙在佛朗哥(Franco)統治時代為何種政治體制？ 

(A)威權體制 (B)民主統治  (C)極權統治  (D)人民民主統治。(97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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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下關於威權政治體制的描述，那一項是不正確的？  

(A)政府企圖影響人民生活的每一個面向 (B)通常由一小群人掌握統治權 

(C)通常會鎮壓反對意見 (D)強調社會秩序。  (97 原特) 

12. 下列有關現代獨裁極權政體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有一強而有力的官方意識型態  (B)人民始終受到公安或秘密警察的監控與脅迫  

(C)具有競爭性政黨的體制  (D)政治機構對社會全面性的滲透 (98 普考) 

13. 以下那個國家不曾出現過軍事威權政府？  

(A)泰國 (B)南韓 (C)西班牙 (D)新加坡。 (98 普考) 

14. 下列對「獨裁」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回答「誰掌握權力」此一問題時，其與「民主」是相對的   

(B)與極權主義是同義字   

(C)幾乎已不存在於今日世界中   

(D)僅出現於共產國家中。   (98 身特) 

15. 威權政體的特徵不包含以下那一項？  

(A)存在數量有限的民間團體   (B)建立在封閉的心理結構   

(C)有限的多元政治   (D)對社會進行全面性的控制。 (98 轉任) 

16. 通常會透過一套論述或意識型態，並透過組織控制社會經濟文化活動，且不容許人民主動參

與決策的政體稱之為：  

(A)威權政體 (B)極權政體 (C)民主政體 (D)寡頭政體。 (99 原特) 

17. 下列何者不是極權獨裁的特徵？  

(A)政治警察    (B)嚴格控制大眾傳播媒體   

(C)官定意識型態    (D)政治宗教合一。  (99 地特) 

18. 以下何者不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特徵？  

(A)官方單一的意識型態   (B)恐怖主義的警察國   

(C)武力鎮壓工具的壟斷   (D)經濟生活的有限多元。 (100 身特) 

19. 「民選獨裁制」（elective dictatorship）是指： 

(A)一種獨裁的政治體制  

(B)只要能控制國會多數席次，政府就能為所欲為的現象  

(C)國會大選被政府操控而失去公正性  

(D)民選總統停止選舉，實施獨裁統治。   (100 身特) 

20. 威權獨裁體制有很多種次類型，菲律賓在馬可仕統治時期，比較偏向那一種威權獨裁體制？  

(A)政黨的威權獨裁體制   (B)軍人的威權獨裁體制  

(C)官僚的威權獨裁體制  (D)宗教領袖的威權獨裁體制。 (100 原特) 

21. C  21. 極權政府和威權政府不同之處為何？  

(A)極權政府比較右傾   (B)極權政府比較左傾   

(C)極權政府想要控制社會的每一個面向   (D)威權政府想要控制社會的每一個面向。 

     (100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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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打破國家與社會的界線，以對社會成員進行全面改造的政體稱為：  

(A)威權政體 (B)極權政體 (C)統合主義 (D)民主政體。 (100 轉任) 

23. 以下關於宗教基本教義派（religious fundamentalism）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對於宗教教義與文本有近乎教條主義的崇拜  

(B)此名詞特定指涉伊斯蘭世界的激進教派  

(C)有威權主義的傾向  

(D)最有名的宗教基本教義政體為伊朗的何梅尼政權。  (101 普考) 

24. 下列有關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敘述，何者錯誤？ 

(A)權力菁英全面控制社會  

(B)公民生活比較不受權力菁英全面性的宰制  

(C)政治的控制主要是用來滿足少數菁英的慾望  

(D)除了少數權力菁英，不准任何人染指政治權力。  (102 原特) 

25. 以下那個類型的國家，其干預經濟與社會的程度最深，範圍也最大？ 

(A)發展型國家  (B)社會民主式國家  (C)極權主義式國家  (D)小而美國家。 (102 普考) 

26. 以下有關「宗教基本教義派」（religious fundamentalism）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專指伊斯蘭政體的政教關係   

(B)宗教教義凌駕政治之上  

(C)對於宗教教義絕對服從，易流於威權統治   

(D)伊朗的柯梅尼政權為具體例子。   (102 普考) 

27. 威權獨裁統治有很多次類型，伊拉克在海珊政權的統治時期，是屬於那一種次類型的威權獨

裁統治？  

(A)軍人  (B)政黨  (C)宗教領袖  (D)君主。 (103 原特) 

28. 極權國家與威權國家的最大差異為何？ 

(A)一黨政府  (B)少數統治  (C)媒體控制  (D)全面生活控制。(103 普考) 

29. 根據佛烈德里哈（C. Friedrich）與布里辛斯基（Z. Brzezinski）的分析，極權統治具有多項基

本特徵，下列何者並不包括在內？ 

(A)官定的意識型態   (B)有限的多元   

(C)政治警察   (D)嚴格控制大眾傳播媒體。 (103 地特) 

30. 政黨或政治人物可以建立很多不同類型的極權獨裁體制，下列何者屬於極左的極權獨裁體

制？ 

(A)蘇聯共產黨  (B)德國納粹黨  (C)義大利墨索里尼  (D)西班牙佛朗哥。(104 普考) 

31. 極權獨裁與威權獨裁的主要區別，在於獨裁者對於下列何者的控制有所不同？ 

(A)武力控制  (B)政治控制  (C)社會控制  (D)生態控制。 (104 普考) 

32. 下列有關「宗教基本教義派」（religious fundamentalism）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主張政教分離    

(B)主張宗教為私領域範疇，公權力不宜介入  

(C)伊朗何梅尼（A. R. Khomeini）為具體實踐者  

(D)基本教義派只存在於伊斯蘭教。   (104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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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下列那個國家目前不屬於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體？ 

(A)波蘭  (B)古巴  (C)北韓  (D)越南。 (105 普考) 

34. 下列那個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曾發生軍事政變？  

(A)南韓  (B)印度  (C)泰國  (D)智利。 (106 身特) 

35. 下列何者不是威權政體的特徵？  

(A)統治者對政治領域的嚴格控制  (B)存在數量有限的民間團體  

(C)鼓勵大眾積極參與政治  (D)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106 普考) 

36. 有關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多數與宗教信仰無關  (B)不相信有任何絕對「真理」的存在  

(C)支持一個無可挑戰的權威  (D)是民主社會的必要元素。 (107 普考) 

37. 極權政體的主要特徵為：  

(A)對人民生活的全面控制  (B)黨國分立  

(C)多元的傳播媒體   (D)有限的多元政治。 (107 普考) 

38. 下列那一項並非極權主義國家的特徵？ 

(A)無所不包的官定意識型態  (B)經濟受國家所控制  

(C)媒體有限度的開放  (D)單一政黨。  (108 身特) 

39. 關於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的差異，下列何者正確？  

(A)是否有定期選舉   (B)是否有立法機構  

(C)選舉結果是否有政權輪替的可能性  (D)政府是否被少數菁英掌控。 (108 原特) 

40. 關於威權政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軍事威權較其他種類的威權政體穩定  

(B)外國的影響力有可能促成威權政體民主化  

(C)威權執政黨的組織對於政權的穩定性有很大影響  

(D)威權統治者可藉著選舉來分化反對勢力。  (108 地特) 

41. 下列何者是極權主義的特徵之一？  

(A)政黨競爭  (B)集體領導  (C)自由市場  (D)官方意識形態。(109 身特) 

42. 下列何者不利於威權統治者使用暴力壓迫行使統治？ 

(A)自然資源豐富   (B)市民社會的組織不健全  

(C)國際勢力對統治者的支持  (D)軍事預算不足。  (109 地特) 

43. 下列何者不是極權獨裁的特徵？ 

(A)單一政黨與領袖 (B)祕密警察 (C)多元意識型態 (D)非國家化的軍隊。 

     (110 轉任) 

44. 下列何者不是使威權政體長久維繫的條件？ 

(A)威權政黨有綿密的組織 (B)執政者進行利益分配 

(C)寡頭統治以鞏固領導中心 (D)經濟持續發展。  (110 普考) 

45. 關於 1970 年代東亞國家的威權政體，下列何者錯誤？ 

(A)強調集體利益重於個人權益 (B)普遍實施福利制度 

(C)廣泛支持強勢政府 (D)以經濟發展為導向。 (110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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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對極權主義特徵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透過控制個人私生活，全面掌握權力 (B)極權主義與專制威權是一樣的意思 

(C)警察國家是極權政府經常使用的手段 (D)政府通常會壟斷大眾傳播工具。 (110 原特) 

47. 關於威權獨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政府由少數菁英控制 (B)統治者的決定和作為不受制衡 

(C)政府全面控制人民所有生活領域 (D)人民的自由與政治權利受到限制。 (110 地特) 

48. 極權制度可透過六項典型特徵確認，下列何者錯誤？  

(A)獨裁者世襲  (B)壟斷武裝戰鬥工具 

(C)國家掌控全方面的經濟生活  (D)單一政黨。  (111 普考) 

49. 下列那一項不是威權領導者建立議會政治的原因？  

(A)用以分配利益  (B)安撫潛在的反對者  

(C)為民主化做準備  (D)進行政策妥協。  (111 原特) 

50. 20 世紀下半期東亞國家的發展，通常被視為與威權主義式的統治方式有關。下列何者是東亞

威權政體的特徵？  

(A)強調經濟發展甚於政治民主  

(B)強調小而美的政府甚於大有為的政府 

(C)強調人民的個人良知與信念甚於對國家的忠誠、紀律與責任感 

(D)強調個人成就甚於社會和諧。   (11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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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C A B B D C C A A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C D A D B  D D B C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C B B A C A A D B A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C C A B C C A C C A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D D C C B B C A C A 

※難題解析： 

3. 伊斯蘭基本教義是宗教的威權國家，以教義指導生活與政治。 

9. 威權與極權國家的統治者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維持其政權的穩固。 

12. 競爭性政黨意指具有兩個以上的政黨，且都具有贏得政權的實力。 

14. (B)獨裁也會出現在威權國家；(C)現在北韓、中國、古巴等都是獨裁國家；(D)共產國家屬

極權國家，但獨裁也會出現在威權國家中。 

19. 答案必須滿足「民選」和「獨裁」兩個關鍵。(A)沒有民選；(C)沒有獨裁；(D)停止選舉即

沒有民選。 

23. 宗教基本教義派還包括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和天主教基本教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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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選舉制度和政治行為 

1. 下列何者最能說明「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對選民投票行為的影響？ 

(A)選民會先決定誰是最好的候選人，之後再認同候選人所屬的政黨   

(B)選民先有政黨認同，然後才從這個政黨中找出最佳的候選人   

(C)選民通常獨立評估各種議題，很少受到政黨的影響   

(D)選民通常不太注意政黨的名稱。   (95 身特) 

2. 何謂「搭便車的人」（free rider）？ 

(A)對團體有大貢獻的人  

(B)享有團體所追求的好處卻對團體沒提供貢獻的人 

(C)獲准免費加入團體的人 

(D)有特殊管道接近政府的利益團體。   (95 身特) 

3. 下列何者是比例代表制可能優於單一席次多數當選制的說明？ 

(A)能為選民有效的縮小做選擇範圍 (B)比例代表制有助於促進政治穩定 

(C)促成溫和的政黨政治 (D)更能反映選民結構之特性。 (95 身特) 

4. 一般說來，單一席次多數當選的選舉制度會比較有利於何者？ 

(A)多黨體系 (B)支配型的政黨體系 (C)兩黨體系 (D)一黨體系。 (95 身特) 

5. 以下何者不是民主國家的選舉原則： 

(A)平等 (B)普通 (C)公開 (D)直接。 (95 原特) 

6. 選民在同時舉行之不同公職選舉中，分別投票給不同的政黨，政治學上稱之為： 

(A)分裂投票選民  (B)不健全選民 

(C)極端選民  (D)行為偏差選民。 (95 原特) 

7. 選民以候選人之主張作為投票依據，稱之為： 

(A)候選人取向 (B)政見取向 (C)隨機取向 (D)選票取向。 (95 原特) 

8. 單一選區制是指： 

(A)依各單一政黨得票率分配席次 (B)以單一政黨為投票對象 

(C)每選區產生一位當選人 (D)每選區單獨進行投票。 (95 地特) 

9. 在大多數民主國家中，下列有關教育程度與政治態度和政治行為的關連性的描述，那一項是

錯誤的？ 

(A)教育程度高的人通常在經濟議題上較傾向保守 

(B)教育程度高的人較傾向參與政治 

(C)教育程度低的人通常政治興趣較高 

(D)教育程度低的人通常政治效能感較低。   (96 身特) 

10. 以下關於政黨名單比例代表制的描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目前法國國會議員的選舉方式 (B)容易造成小黨林立 

(C)國會議員與選民的聯繫較為疏遠 (D)容易造成不穩定的政府。 (96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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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國第七屆立法委員選舉所採用的選舉制度，下列那一項描述是錯誤的？ 

(A)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數與政黨比例代表制的混合制 

(B)選民可以投兩票 

(C)用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選出的席次比政黨名單比例代表制的席次多 

(D)根據各政黨在政黨名單的得票比例來分配總席次。  (96 身特) 

12. 「相對多數制易形成兩黨制，比例代表制易形成多黨制」的敘述，在政治學界被稱為： 

(A)白京生定律 (B)杜瓦傑法則 (C)寡頭鐵律 (D)道爾定律。 (96 身特) 

13. 下列何項是常規性政治參與方式？ 

(A)請願 (B)革命 (C)示威 (D)政治暴力。 (96 原特) 

14. 下列何者不是選舉對民主政治的最主要功能之一？ 

(A)提供政權的正當性 (B)提供衝突的制度性解決管道 

(C)讓民眾對政治資訊有取得與學習之管道 (D)提升經濟發展。 (96 原特) 

15. 下列那一點並非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所提出的學說？ 

(A)相對多數決制將傾向兩黨體制的產生 

(B)兩輪決選制容易形成多黨聯盟 

(C)相對多數決制的機械性因素會讓第三大黨得利 

(D)相對多數決制的心理性因素會讓選民進行策略性投票。  (96 原特) 

16. 透過非法或不合憲的行動而強迫性地奪取政權，稱為： 

(A)暴動 (B)鎮壓 (C)鬥爭 (D)政變。 (96 普考) 

17. 以下那一位學者對於選舉與投票行為的研究，屬於理性抉擇途徑？ 

(A)康佛斯（P. Converse） (B)唐斯（Anthony Downs） 

(C)拉薩士菲爾德（P. Larzarsfeld） (D)康柏（A. Campbell）。 (96 普考) 

18. 關於各國投票權的敘述，下列何者為正確？ 

(A)美國早在十九世紀初就已經賦予成年公民，包括黑人的投票權 

(B)英國婦女的投票權是在十九世紀末確立的 

(C)大多數歐陸國家投票權的擴大較英美緩慢 

(D)法國婦女的投票權是在十九世紀末確立的。  (96 普考) 

19. 以下對於經常不去投票的人的心理因素之描述，那一項是正確的？ 

(A)他們的政治疏離感較低 (B)他們的公民責任感較高 

(C)他們的政治效能感較低 (D)他們的政治無力感較低。 (96 普考) 

20. 以下那一項是採用「政黨名單比例代表制」容易造成的缺點？ 

(A)小黨不易存活  (B)政黨不易控制其國會議員 

(C)弱勢團體的聲音易被忽略 (D)國會議員與選區民意的脫節。 (96 普考) 

21. 下列有關政治參與的描述，何者是錯誤的？ 

(A)一個人的社經地位會影響其政治參與 

(B)高教育程度及高收入者通常政治參與程度較高 

(C)在所有人口學變項中，教育程度是影響政治參與最大的變項 

(D)三十歲以下的年輕人投票率最高。   (96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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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列對於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的陳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對小黨不利，代表性不足 (B)與兩黨競爭之間有高度相關性 

(C)政黨得票率與議席比例成正 (D)候選人的政見訴求往往較不會太偏激。  

    (96 轉任) 

23. 在大多數民主國家中，關於投票率的描述，下列何者是錯誤的？ 

(A)採取比例代表制國家的投票率，較採取相對多數制的國家高 

(B)選舉競爭越激烈，投票率越高 

(C)美國的投票率在民主國家中名列前茅 

(D)澳洲採取強制投票制度，無理由不投票的選民會被罰鍰。  (96 轉任) 

24. 下列那一個國家目前不是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數」與「政黨名單比例代表制」的混合制選

舉其國會議員？ 

(A)俄羅斯 (B)日本 (C)義大利 (D)澳洲。 (96 地特) 

25. 法國總統大選一向採用兩輪決選制。請問下列那一個國家的總統選舉也採用相同的制度？ 

(A)美國 (B)德國 (C)俄羅斯 (D)韓國。 (96 地特) 

26. 早期的投票行為研究中，有一派學者強調選民所屬的團體是影響選民投票行為最重要的因素，

請問此一學派被稱為什麼？ 

(A)密西根學派 (B)哥倫比亞學派 (C)芝加哥學派 (D)普林斯頓學派。(97 地特) 

27. 很多國家都有選舉，但是一個自由的選舉必須具備數項特徵，試問下列那一項不是自由選舉

所指的特徵？ 

(A)定期的選舉與有意義的選舉 (B)任何團體均有組黨與提名候選人的自由 

(C)平等與自由的選舉 (D)黨內民主與黨內初選。 (97 地特) 

28. 根據社會心理學研究途徑對選民投票行為的研究，下列那一項因素會長期而穩定地影響選民

投票行為？ 

(A)經濟因素 (B)議題 (C)政黨認同 (D)候選人形象。 (97 地特) 

29. 「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是指： 

(A) 選民會對於現任者過去幾年的表現進行整體評估來決定其支持的候選人 

(B) 選民會根據自己過去幾年投票的喜好來決定其支持的候選人 

(C)選民會根據過去幾屆自己選區的投票結果來決定其支持的候選人 

(D)選民會根據過去幾次民調結果來決定其支持的候選人。   (97 地特) 

30. 下面何者不屬於「單一選區相對多數當選制」的制度特色？ 

(A)每個選區應選席次一席 (B)投政黨的選票與投候選人的選票分開 

(C)採「勝者全贏」的原則 (D)當選人未必獲得過半數的支持。  (97 身特) 

31. 選民可以填上對候選人支持之順序，候選人只要達到法定的當選基數時，便是當選，若有多

出之選票，則可以轉移到下一順位之候選人，此種選舉制度稱之為： 

(A)政黨名單比例代表制 (B)單記可讓渡投票制 

(C)單記不可讓渡投票制 (D)開放名單比例代表制。 (97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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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理上政黨認同的形成與下面何者比較沒有關係？ 

(A)父母的政治偏好  (B)從小家庭的社經地位 

(C)族群背景  (D)近期政府的施政表現。 (97 普考) 

33. 下列何者屬於單一選區的制度？ 

(A)台灣的縣市議員選舉 

(B)以色列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party list vote system） 

(C)澳洲的選擇性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system） 

(D)愛爾蘭之單記可讓渡投票制（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97 普考) 

34. 日本式的並立式國會議員選舉指的是什麼？ 

(A)選民有兩票，一票選黨，一票選人，候選人選票可以轉移 

(B)選民有兩票，一票選黨，一票選人，以選黨的票決定席次 

(C)選民有兩票，一票選黨，一票選人，兩票分別計算 

(D)選民有兩票，一票選黨，一票選人，兩票皆可轉移。  (97 普考) 

35. 下列那一個民主國家的婦女最晚取得投票權？ 

(A)英國 (B)法國 (C)瑞士 (D)義大利。 (97 原特) 

36. 以下關於「複數選區單記不可讓渡投票制」的描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對小黨相當不利  

(B)是目前我國縣市議員選舉所採用的主要制度  

(C)容易造成同黨候選人競爭 

(D)又被稱為有限投票制。   (97 原特) 

37. 在德國下議院選舉所採行的「混合制」中，下面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每個選民可以分別投兩票，一票是選候選人，另一票是選政黨 

(B)下議院的整個席次分配是依政黨選票來分配 

(C)整個下議院的當選席次每屆是固定的 

(D)若一候選人贏得某選區的席次，不管所屬政黨得票多少，不影響此候選人的當選資格。 

    (97 原特) 

38. 一般對於政黨名單比例代表制（party list representation system）主要的批評為： 

(A)削弱政黨的紀律 (B)易形成小黨林立、政治不穩定之現象  

(C)政黨席次與得票率往往無法形成正比 (D)易形成派閥政治。 (97 原特) 

39. 請問密西根學派學者所提出三項影響選民投票行為最重要之因素為何？ 

(A)候選人、人情關係、競選活動 (B)候選人、政黨、競選活動  

(C)候選人、政黨、政見 (D)政黨、政見、競選活動。 (98 地特) 

40. 下列那些國家的總統選舉採相對多數制？ 

(A)菲律賓、韓國 (B)美國、波蘭 (C)法國、芬蘭 (D)以色列、德國。(98 地特) 

41. 傑利蠑螈（Gerrymandering）通常被學者用來描述下列那一種現象？ 

(A)選區劃分以行政區域為主 (B)選區劃分彎彎曲曲，並不公平 

(C)選區劃分依人口數多寡 (D)選區劃分依地理區域為主。 (98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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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獨立選民」（independent voter）通常是指： 

(A)支持國家獨立的選民 (B)投票時只支持自己認同政黨的選民 

(C)投票時不考量政黨因素的選民 (D)從來沒有參加過任何政黨的選民。 (98 地特) 

43. 下列那一項不是單一選區的特點？ 

(A)需要聯合內閣的機率較低 (B)確實反映民意 

(C)減少極端產生  (D)易形成兩黨政治。 (98 地特) 

44. 下列何者不是密西根學派重視的影響投票行為因素之一？  

(A)政黨認同 (B)個人利益選擇 (C)議題 (D)候選人。 (98 原特) 

45. 在大多數民主國家中，一般公民最常從事的政治參與活動是甚麼？  

(A)透過媒體表達意見  

(B)與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接觸，表達政治觀點  

(C)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表達對於政府政策的意見  

(D)以投票方式選舉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   (98 原特) 

46. 選民依據政府表現的好壞來決定其投票對象，學者稱此為： 

(A)前瞻性投票  (B)回顧性投票  

(C)候選人取向投票  (D)政見取向投票。 (98 原特) 

47. 以下那一項是屬於非慣常性的政治參與方式？ 

(A)參與利益團體 

(B)罷工 

(C)勸說他人投票給某位候選人  

(D) 打電話給民意代表表達對某一項政策的意見。  (98 普考) 

48. 下列那一個國家並非採用混合制（Mixed Systems）的選舉制度進行國會議員的選舉？ 

(A)德國 (B)南韓 (C)日本 (D)美國。 (98 普考) 

49. 選民的投票行為會受到短期與長期因素的影響，下列何者為影響投票行為主要的短期因素？ 

(A)文化 (B)經濟狀況  (C)政黨認同  (D)人口學特徵。 (98 普考) 

50. 我國哪一項選舉採取連記投票法？ 

(A)立委區域選舉  (B)人民團體之理監事選舉  

(C)縣市議員選舉  (D)立委全國不分區選舉。(98 身特) 

51. 下列哪一個國家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聯立式的席次分配？ 

(A)德國 (B)日本 (C)美國 (D)法國。 (98 身特) 

52. 關於杜瓦傑定律(Duverger’s Law)，下列何者的描述錯誤？ 

(A)在一輪投票多數選舉制下，趨向形成兩黨制 

(B)比例代表制趨向多黨制 

(C)美國的政治發展現狀，違反了杜瓦傑定律 

(D)台灣第 7 屆立委選舉實施新選制，在單一選區的部分，小黨當選席次的機會降低。 

    (98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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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民主國家如果採用絕對多數當選制，則選舉制度通常會採用選擇投票制或是那一種制度？ 

(A)兩輪決選制 (B)雙重提名制 (C)政黨名單制 (D)相對多數制。 (98 轉任) 

54. 當一個國家的選舉結果出現某一個階級的選民傾向於投票給某一個政黨來代表他們的利益時，

此種投票我們稱之為： 

(A)分裂投票 (B)政見投票 (C)政黨認同投票 (D)階級投票。 (98 轉任) 

55. 在兩輪投票選舉制度中，下列那一項敘述是錯誤的？ 

(A)在第二輪投票時雖然候選人減少，但仍有可能不過半 

(B)在第二輪投票前，會有更頻繁的政黨協商以尋求支持 

(C)俄羅斯總統大選使用兩輪投票制 

(D)選舉結果必然無法組成多數政府。   (99 原特) 

56. 下列關於不同階級的政治態度與政治行為的描述，那一項是不正確的？ 

(A)中上階級的人政治效能感較高  (B)中上階級的人政治態度較傾向保守 

(C)中上階級的人政黨認同較不強烈 (D)中上階級的人較傾向投票給右派政黨。  

    (99 地特) 

57. 我國曾經施行過的「複數選區單記不可讓渡投票制」，在那一屆立法委員選舉時正式改變為「單

一選區兩票制」？ 

(A)第五屆 (B)第六屆 (C)第七屆 (D)第八屆。 (99 地特) 

58. 唐斯（Anthony Downs）認為政黨與選民都是理性的，其在決定自身的位置時會考量選民的分

布，選民投票時也會考量政黨的位置，此種理論被稱為： 

(A)空間模型理論 (B)方向模型理論 (C)新制度理性抉擇 (D)趨近模型理論。(99 身特) 

59. 以下關於兩輪投票制的描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採用相對多數的方式選出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 

(B)容易造成政治議價與分贓 

(C)是法國總統選舉所採用的方式 

(D)容易形成第一輪投票時參選者眾多。   (99 身特) 

60. 民國 94 年國民大會修憲後，新的立法委員選舉制度，在不分區代表選舉方面，下列的敘述何

者是錯誤的？ 

(A)由兩票中政黨得票的多寡來分配席次 (B)女性名額不得低於三分之一 

(C)共有 34 席  (D)政黨分配席次的門檻為 5%。 (99 身特) 

61.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規定，我國縣市長參選人的年齡至少應滿幾歲？ 

(A)23 歲 (B)30 歲 (C)35 歲 (D)40 歲。 (99 身特) 

62. 下列關於關鍵性選舉（critical election）的描述，何者是錯誤的？ 

(A)關鍵性選舉是指某一陣營獲得大勝的選舉 

(B)美國 1932 年羅斯福總統當選，被認為是關鍵性選舉 

(C)關鍵性選舉指的是相當比例的選民改變過去長期的政黨認同，造成原有政黨勢力版圖變化

的選舉 

(D)在兩次關鍵性選舉之間，選民的政黨認同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99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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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以下那一項關於政治參與的說法是錯誤的？ 

(A)從事政治參與的主體是公民而非政府官員 

(B)必須要有民意代表涉入其中 

(C)必須訴諸行動 

(D)都有一個想要去影響政府的人事或決策的目的。  (99 普考) 

64. 選擇性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system）是下列那一個國家國會議員的選舉制度？ 

(A)澳洲  (B)紐西蘭  (C)巴西  (D)荷蘭。 (99 普考) 

65. 下列何者不是民主國家對於選民資格的限制？ 

(A)國籍 (B)年齡 (C)收入 (D)居住事實。 (99 普考) 

66. 下列各項對於政黨認同之敘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它是一種心理上對政黨之歸屬感 

(B)具有某一政黨認同者，不一定為該黨之黨員 

(C)很多人的政黨認同受到父母的影響 

(D)政黨認同愈強者，投票率愈低。   (100 普考) 

67. 一般而言，實施下列那一種選舉制度的國家，其黨紀最易維持？ 

(A)單記非讓渡投票法 (B)單記可讓渡投票法  

(C)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 (D)政黨名單比例代表制。 (100 普考) 

68. 下列哪一個民主國家在選舉時實施強制性投票(compulsory voting)？ 

(A)日本 (B)德國 (C)澳洲 (D)俄羅斯。 (100 普考) 

69. 在一般民主國家來說，下列那一種人投票率較高？ 

(A)居住在都市且教育程度高的中年人 (B)居住在都市且教育程度低的年輕人 

(C)居住在鄉村且教育程度低的老年人 (D)居住在鄉村且教育程度高的年輕人。 

(100 身特) 

70. 下列何者的理論可以用來說明何以一個社會會發生非常規性的政治參與，例如政治暴力、革

命等？ 

(A)相對剝奪理論 (B)發展理論  (C)政黨輪替理論 (D)發生理論。  (100 身特) 

71. 選舉制度會對政治產生影響，下列何者的敘述是正確的？ 

(A)採比例代表制之國家通常會形成兩黨制 

(B)選區越小，政黨的得票率與所獲得之席次比例便越接近 

(C)單一選區對小黨較不公平 

(D)單一選區下之政黨較常組成聯合政府。   (100 身特) 

72. 以下那一項是投票行為理論中社會心理學模式中最重視的影響選民投票行為的因素？ 

(A)政策 (B)階級 (C) 政黨認同 (D)候選人形象。  (100 身特) 

73. 下列何者屬於非慣常性的政治參與方式？ 

(A)投票 (B)寫信給民意代表 (C)占據建築物抗爭 (D)連署請願。  (100 轉任) 

74. 下列何者並非選舉的主要功能？ 

(A)組成政府 (B)弱化菁英的力量 (C)教育選民 (D)影響政策。  (100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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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下列何者不是政黨比例代表制的缺點？ 

(A)有利小黨而使得政府的組成較為不穩定 

(B)使得代議士與選區之間的聯繫較為薄弱 

(C)減低了沒有政黨奧援的獨立參選人當選的機會 

(D)政黨得票率與得席率差距較小。   (100 轉任) 

76. 關於投票權的描述，下列何者正確？ 

(A)美國是第一個讓女性擁有投票權的國家 

(B)在美國的選舉發展歷史中，女性和男性同時擁有投票權 

(C)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從憲法制定以後，就受到與白人一樣的保障 

(D)美國目前的法定投票年齡為 18 歲。   (100 轉任) 

77. 下列那一項不是「比例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選舉制度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A)大黨重視國會內的意見分布  (B)小黨的聲音在國會中被忽視  

(C)國會內部容易呈現社會的多元偏好  (D)小黨積極爭取選民的支持。  (100 地特) 

78. 以下何種制度可以提升政治參與動機較低的公民參與？ 

(A)提升競選熱度  (B)強制投票  

(C)管制政治獻金   (D)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100 地特) 

79. 從事社會運動是政治參與的一種方式，而在二十世紀末出現了所謂的「新社會運動」。新社會

運動與傳統社會運動在許多面向上都有所不同，請問下列那一項並非新社會運動的特徵？ 

(A)參加者多半為年輕人及教育程度較高者  

(B)較關心生活品質的問題  

(C)不具有意識型態   

(D)具有後物質（postmaterial）的傾向。   (100 地特) 

80. 在實施單一選區兩票制的國家中，政黨應獲席次率係由其在比例代表制中的得票率決定，扣

除區域所獲席次後，再補足比例代表部分的席次。這是下列那一個國家國會議員之選舉方式？ 

(A)日本 (B)韓國 (C)德國 (D)中華民國。 (100 地特) 

81. 主張抗拒不公道法律，並且著有「論公民不服從」一書的思想家是： 

(A)杜威（John Dewey） (B)梭羅（Henry David Thoreau） 

(C)傅柯（Michel Foucault） (D)沙特（Jean-Paul Sartre）。 (100 地特) 

82. 以下那一項是投票行為理論中社會心理學模式中最重視的影響選民投票行為的因素？ 

(A)政策 (B)階級 (C)政黨認同 (D)候選人形象。 (100 原特) 

83. 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歸納，影響選民投票行為最主要的因素是： 

(A)政黨認同 (B)教育程度 (C)年齡 (D)性別。 (101 地特) 

84. 杜佛傑法則（Duverger’s Law）指的是： 

(A)複數選區多數決制容易形成兩黨競爭的政治體制 

(B)單一選區少數決制容易形成多黨競爭的政治體制 

(C)複數選區多數決制容易形成多黨競爭的政治體制 

(D)單一選區多數決制容易形成兩黨競爭的政治體制。  (10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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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下列有關「動員」的敘述，何者錯誤？ 

(A)動員可以縮小民眾之間的社會距離  

(B)動員是民眾長期適應政治變遷的過程  

(C)共產國家需要動員，民主國家則不需要  

(D)動員常被用來激勵民眾，使其採取積極態度接受政治安排。 (101 地特) 

86. 下列對於政黨名單比例代表制（party list representation system）之敘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實施此種制度的國家，通常政黨之黨中央的權力很大  

(B)多數國家選民只選政黨，不能決定候選人的名單順序  

(C)易形成兩黨制國家  

(D)比利時、以色列實施此種制度。   (101 身特) 

87. 目前我國各縣市長選舉採取那一種選舉方式？  

(A)單一選區兩票制  (B)單一選區絕對多數制 

(C)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 (D)單一選區兩輪投票制。 (101 身特) 

88. 在投票行為的研究途徑當中，那一個途徑強調選民會理性地計算，以決定投票與否以及投票

給那一個候選人？ 

(A)生態學的研究途徑 (B)經濟學的研究途徑 

(C)社會學的研究途徑 (D)社會心理學的研究途徑。 (101 身特) 

89. 一個國家許多選民放棄原本之政黨認同，建立一個新的長期的政黨認同，此種現象我們稱之

為： 

(A)政黨分化 (B)政黨整合 (C)政黨重組 (D)政黨解組。 (101 身特) 

90. 1962 年法國將總統選制改為兩輪決選制，之後是否有那位總統候選人在第一輪投票便勝出？ 

(A)戴高樂 (B)密特朗 (C)席哈克 (D)不曾有過。 (101 普考) 

91. 在政治參與中，為了宗教、道德或政治原則而合理化之違法行為稱之為： 

(A)公民暴力 (B)公民不服從論 (C)公民自主 (D)主權在民。 (101 原特) 

92. 下列那一個選舉制度最符合政黨的比例性？ 

(A)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 (B)並立式的混合制 

(C)聯立式的混合制  (D)兩輪投票制。  (102 原特) 

93. 解釋投票行為的漏斗狀因果模型是那一個研究途徑的重要理論？ 

(A)理性選擇途徑  (B)社會學途徑  

(C)生態學途徑  (D)社會心理學途徑。 (102 原特) 

94. 下列那一個國家在採用單一選區兩票制時，允許候選人在地方選區參選，並可同時列名政黨

名單內？ 

(A)日本 (B)德國 (C)義大利 (D)紐西蘭。 (102 轉任) 

95. 我國第 7 屆立法委員是由那一種選舉制度產生的？ 

(A)單一選區兩票制   (B)兩輪投票制  

(C)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  (D)複數選區單記不可讓渡投票制。 (102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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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下列各項選舉的要素，何者不符合自由民主的原則？ 

(A)定期舉辦 (B)票票等值 (C)無記名投票 (D)同額競選。 (102 轉任) 

97. 下列那一項並非「選擇性投票」（Alternative Vote System, AVS）的特徵之一？ 

(A)單一選區 

(B)選民根據偏好排列候選人的順序 

(C)候選人贏得百分之五十以上選票則當選 

(D)若無一候選人獲得百分之五十以上選票，則進行第二輪選舉。 (102 地特) 

98. 假如某甲在參加立法機關選舉投票時領到兩張票，一張要投給選區候選人而另一張則是投給

政黨。請問某甲絕非下列何國之國民？ 

(A)德國 (B)日本 (C)美國 (D)紐西蘭。 (102 地特) 

99. 1962 年，法國將總統選制改為兩輪決選制。之後在第一輪投票便勝出的總統是： 

(A)戴高樂 (B)密特朗 (C)席哈克 (D)不曾有過。 (102 地特) 

100.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人們一般都相信政府領導人的權力來源為： 

(A)繼承 (B)遴選 (C)任命 (D)選舉。 (102 地特) 

101. 有關個人對於政治參與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教育程度愈低的人愈可能參與政治 

(B)個人的人際關係網路愈多元複雜愈可能參與政治 

(C)個人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愈高愈可能參與政治 

(D)一般公民參與政治與否會受到政治菁英動員的影響。  (102 身特) 

102. 下列那一項並非是「政黨解組」（Partisan dealignment）的成因之一？ 

(A)政黨忠誠度減弱  (B)獨立選民的增加  

(C)社會流動性提高  (D)實施比例代表制。 (102 身特) 

103. 下列何者並非鼓吹公民不服從的代表性人物？ 

(A)甘地（Mohandas K. Gandhi） (B)金恩（Martin Luther King） 

(C)梭羅（Henry D. Thoreau） (D)杜威（John Dewey）。 (102 身特) 

104. 普遍選舉權可以達成「最大多數人的最大幸福」，是下列何人的主張： 

(A)邊沁（Jeremy Bentham） (B)彌爾（James Mill） 

(C)洛克（John Locke） (D)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02 普考) 

105. 「分裂投票」（split-ticket voting）的意涵，下列何者正確？ 

(A)投票時撕裂選票者的人權應受保護 

(B)在這次選舉支持甲黨候選人，下次選舉則支持乙黨候選人  

(C)在同一次選舉的不同公職選舉中分別投不同政黨候選人 

(D)同一家庭成員各別支持不同政黨的候選人。  (102 普考) 

106. 政治學者杜佛傑（Maurice Duverger）所稱選舉制度的機械效果，下列何者最正確？ 

(A)選民投票會始終投給同一位候選人  (B)選民投票會始終投給同一個政黨  

(C)比例代表制不利於小黨 (D)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有利於大黨。 (102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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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以下有關選舉制度的敘述何者正確？ 

(A)單一選區兩票制容易形成兩黨政治 (B)政黨名單制容易產生多黨政治  

(C)法國第五共和總統選舉採相對多數決制  (D)我國國會選舉制度採單記可轉讓制 (102 普考) 

108. 關於第一名過關選舉制度（first past the post system）產生的政治影響，下列那一項敘述是錯

誤的？ 

(A)容易形成兩黨制  (B)選民容易策略性投票 

(C)容易造成候選人強調極端的政治立場 (D)國會議員往往傾向討好選區選民。 (103 身特) 

109. 何謂「政治功效意識」（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A)民眾認為個人的行動具有政治影響力  (B)指政府對於其政策能夠有效宣導 

(C)在於測量政治參與程度的高低  (D)說明了民間社會的動員力量。  (103 身特) 

110. 阿美正在某一個國家旅行而適逢當地的國會大選，在開票結束後阿美詢問當地人民有關將要

組閣的政黨及人選，但無法得到肯定的答案。則這個國家所使用的選舉制度最有可能是： 

(A)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 (B)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C)比例代表制  (D)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103 原特) 

111. 針對投票行為的研究，主要是採取選區的總體資料，以及相關人口學的統計數據，以探究不

同環境脈絡背景因素對於各選區之投票率或選民投票方向的影響，此一研究途徑是指： 

(A)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 (B)哥倫比亞學派（Columbia School） 

(C)密西根學派（Michigan School） (D)理性選擇學派（Rational Choice）。 (103 普考) 

112. 對於「選舉制度」的說法，下列何者錯誤？ 

(A)多數決制有可能逐漸形成兩黨競爭的政治格局  

(B)相對多數決制有可能產生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C)比例代表制比較能夠反映選民心中真實的偏好  

(D)比例代表制比較不容易產生多黨競爭的形態。  (103 普考) 

113. 下列有關選舉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日本的眾議院選舉採取混合聯立制  

(B)單一選區兩票制容易形成多黨制  

(C)法國第五共和總統選舉制度為一種絕對多數決制  

(D)德國的聯邦議會選舉採取混合並立制。   (103 普考) 

114. 民國 103 年 11 月 29 日舉行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項目，下列何者的組合全部正確？①直轄

市市長選舉 ②鄉（鎮、市） 長選舉 ③村（里）長選舉 ④立法委員選舉 ⑤鄉（鎮、市）民

代表選舉  

(A)①②④  (B)②④⑤  (C)①③④  (D)①②⑤ (103 普考) 

115. 我國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中，包括下列那些投票制度的組合？①政黨比例代表制 ②單記不可

讓渡複數選區制 ③青年保障名額 ④單一選區多數決制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103 普考) 

116. 「單一選區多數決制」的核心原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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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勝者全拿 (B)尊重少數 (C)反映多元  (D)政治平等。 (103 地特) 

117. 下列那一類活動是屬於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活動？ 

(A)參與候選人的競選餐會  (B)捐款給政黨或候選人  

(C)接觸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 (D)示威遊行。  (103 地特) 

118. 下列有關政治參與的定義，那一項是錯誤的？ 

(A)涉及到一個具體的行動 (B)有公民的參與  

(C)與政府的決策或人事有關 (D)有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的介入。 (103 地特) 

119. 下列何種訴求不屬於「新社會運動」的範疇？ 

(A)女性平權 (B)生態保育 (C)反核運動  (D)工會抗議。 (103 地特) 

120. 歷史上最早為「公民不服從」提出深刻辯護者為： 

(A)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 (B)美國作家梭羅（Henry Thoreau） 

(C)印度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D)美國民權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104 地特) 

121.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選舉制度是採用選擇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system）？ 

(A)澳大利亞 (B)智利  (C)新加坡 (D)愛爾蘭。 (104 地特) 

122. 下列那一項選舉制度對女性參與競選較為不利？ 

(A)比例代表制  (B)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C)複數選區單記可讓渡投票制 (D)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104 地特) 

123. 下列關於政治參與的敘述，何者正確？ 

(A)藍領階級的投票率普遍高於白領階級 

(B)家庭收入愈低的人，愈可能參與政治事務 

(C)政治效能感與公民參與成反比 

(D)教育程度愈高的人，愈有可能參與政治事務。  (104 原特) 

124. 下列那一種選舉制度會產生「超額席次」的特殊狀況？ 

(A)比例代表制  (B)「單一選區兩票制」聯立制  

(C)「單一選區兩票制」並立制 (D)兩輪投票制。  (104 普考) 

125. 一般來說，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優點為何？ 

(A)有助於政局穩定  (B)耗費資源比較少 

(C)有利於兩黨制的形成  (D)有利於社會多元聲音的表達。 (104 普考) 

126. 下列何者不是選舉對民主政治的重要功能之一？ 

(A)民意與政策偏好的形成  (B)提供政權正當性  

(C)聯結政治部門與政黨組織的作用  (D)解決府際間的衝突。 (104 轉任) 

127. 在許多國家的政治發展中，「革命」成為一個重大的轉捩點。而在眾多學者的研究下，下列何

者並非革命發生的原因？ 

(A)政治系統失去均衡 (B)相對剝奪感增強  

(C)政權正當性的流失 (D)國家效能升高。 (104 轉任) 

128. 下列那一種選舉制度不屬於多數代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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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選擇性投票制  (B)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C)兩輪投票制  (D)單記可讓渡制。 (104 身特) 

129. 下列有關非慣常性政治參與的敘述，那一項是正確的？ 

(A)是非法的 

(B)訴諸暴力是最常見的一種非慣常性政治參與活動  

(C)公民從事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活動往往不是出於主動的 

(D)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往往是針對特定的議題。  (104 身特) 

130. 歐美國家自 1960 年代以來，吸引年輕、高教育程度與高收入的民眾積極參與的新社會運動，

下列那一項不包含在內？ 

(A)重視經濟發展議題  (B)重視和平運動 

(C)重視環保議題  (D)重視婦女權益問題。 (104 身特) 

131. 澳洲國會選舉所施行的「選擇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system），屬於下列那一種範疇的選舉

制度？ 

(A)多數決制 (B)比例代表制 (C)混和制 (D)兩票制。 (105 身特) 

132. 某國家採行與我國相同的立委選舉制度，列在政黨選票中的四個政黨得票分別為：甲黨 300 

萬、乙黨 500 萬、丙 黨 40 萬、丁黨 160 萬，全國不分區政黨當選總席次為 50 席，請問

丁黨可以分配到幾席？ 

(A)17 席 (B)16 席 (C)9 席 (D)8 席。 (105 身特) 

133. 下列何者不是慣常性（conventional）政治參與方式？ 

(A)投票 (B)抵制 (C)請願 (D)連署。 (105 身特) 

134. 下列那一個國家目前不是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選舉其國會議員？ 

(A)紐西蘭 (B)英國 (C)美國 (D)加拿大。 (105 普考) 

135. 下列何者不是選舉制度的要素？ 

(A)選票結構 (B)選區規模 (C)計票規則 (D)政黨屬性。 (106 身特) 

136. 目前我國各級公職選舉中，未施行下列那一種選舉制度？ 

(A)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B)相對多數決制（plurality system）  

(C)混合制（mixed system）  

(D)兩輪決選制（run-off election）。   (106 身特) 

137. 下列何者是「非慣常性」（unconventional）的政治參與？ 

(A)示威遊行  (B)投票  

(C)參加競選說明會  (D)捐款給候選人。 (106 身特) 

138. 我國地方民意代表係採用下列何種選舉制度選出？ 

(A)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B)單一選區兩票制  

(C)複數選區全額連記法 (D)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106 轉任) 

139. 領先者當選制度（first-past-the-post system）是下列那一種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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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絕對多數決制  (B)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C)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D)混合制。  (106 普考) 

140. 有許多原因導致美國選舉時的投票率通常不高，在制度上，導致美國選民投票意願低落的原

因有那些？①政府體 制為總統制 ②參、眾兩院制 ③國會議員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④投票登記制 ⑤採政黨初選制  

(A)①⑤  (B)②④  (C)③④  (D)①③。 (106 普考) 

141. 下列何者被視為甘地「公民不服從」理念的先驅？  

(A)彌爾（John Stuart Mill） (B)杜威（John Dewey）  

(C)梭羅（Henry Thoreau） (D)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06 原特) 

142. 一個國家部分民眾認為，該國經濟發展過程讓某些人獲益，但自己卻沒有獲益，因此引發了

抗議事件。請問引發 這樣的抗議事件之因素為何？  

(A)相對剝奪感   (B)內在政治功效意識 

(C)社會關係與網絡  (D)資源動員。  (106 原特) 

143. 有理論主張選民的投票是經過成本效益的理性評估，比較政黨、候選人和競選政見對其帶來

的優劣效益後，才做 出最後投票決定。此主張應屬於下列那一種投票行為研究途徑的論點？  

(A)生態學研究途徑  (B)社會學研究途徑  

(C)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 (D)經濟學研究途徑。 (106 原特) 

144. 政治參與的廣度與深度是影響民主表現的重要變數，關於政治參與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

誤？  

(A)政治效能感越低者，越有政治參與的傾向 

(B)高收入、高教育程度的群眾有較高的政治參與 

(C)從平和的投票到激進的抗議行為，都屬於政治參與 

(D)比例代表制比相對多數決制更易引發較多的投票參與。  (106 原特) 

145. 下列有關美國民眾政治參與的描述，何者錯誤？ 

(A)投票登記制影響美國公民的投票意願 

(B)美國在 1971 年調降投票年齡，導致了投票率的下滑  

(C)階級仍然在目前美國選舉裡扮演重要的動員角色  

(D)相較於其他民主國家，美國公民有較高的投票率。  (106 地特) 

146. 在解釋選民投票行為時，目前至少有四種不同的研究途徑，請問密西根學派（Michigan School）

屬於下列那一種 研究途徑？ 

(A)經濟學研究途徑  (B)生態學研究途徑  

(C)社會學研究途徑   (D)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 (107 身特) 

147. 下列何者可能降低人民政治參與的意願？ 

(A)強制投票制度   (B)高度的政治功效意識 

(C)投票登記制度  (D)高度的相對剝奪感。  (107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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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代議民主制下公民不服從所以合理且正當的原因，不包含下列何者？ 

(A)當公民不服從精神被普遍接受，民主更根深蒂固 

(B)法律精神違背良心道義 

(C)基本上仍尊重法治 

(D)憲政制度完全無法發揮功能。   (107 普考) 

149. 下列那一種國會議員選舉方式比較容易落實男女平權原則？ 

(A)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B)選擇投票制  

(C)兩輪決選制   (D)比例代表制。  (107 普考) 

150. 下列何者是臺灣地方議會所使用的選舉制度？  

(A)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B)單一選區兩票制  

(C)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D)複數選區單記可讓渡投票制。 (107 普考) 

151. 有一位研究者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所公布的歷次選舉投票結果，發現有「北藍南綠」的現象

（藍色陣營在北部縣市的得票率較高，綠色陣營在南部縣市的得票率較高）。請問這位研究者

的推論 是依循那一種投票行為的研究途徑？  

(A)社會學研究途徑   (B)經濟學研究途徑  

(C)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 (D)生態學的研究途徑。 (107 原特) 

152. 過去臺灣立法委員的選舉採取「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multi-member distri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當時有很多不同的評價，請問下列何者屬於此一制度的優點？  

(A)候選人不易走偏鋒 (B)競選經費低廉  

(C)小黨候選人有機會當選 (D)同黨候選人會相互合作。 (107 原特) 

153.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在民國 97 年所實施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的改革內容？ 

(A)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 

(B)立委名額減至 113 席 

(C)採行聯立制  

(D)全國不分區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107 地特) 

154. 下列那一項關於影響政治參與的個人因素之敘述是正確的？  

(A)個人的宗教信仰與其政治參與行為無關  

(B)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可能參與政治  

(C)收入較低者較有可能參與政治  

(D)個人所處的社會網絡不會影響其政治參與。  (107 地特) 

155. 下列那一種國會議員選舉制度之得票率和席次率最為接近？ 

(A)日本的並立式兩票制 (B)法國的兩輪投票制  

(C)德國的聯立式兩票制 (D)英國的單一選區多數決制。 (108 身特) 

156. 下列那一項是「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simple plurality system）的制度優點？ 

(A)選舉結果可以反映社會多元意見 

(B)代議士和選區間有清楚聯繫，確保當選者履行所屬選區的託付  

(C)小黨有勝選機會，對小黨較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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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鼓勵選民認同國家，而非僅止於特定選區。  (108 身特) 

157. 政治參與的模式可分為慣常性與非慣常性的兩種，下列何者屬於非慣常性的 政治參與？  

(A)投票 (B)接觸政府官員 (C)示威、抗議 (D)助選。  (108 身特) 

158. 網路興起對於政治產生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網路具有「利益表達」與「利益匯集」的效果 

(B)網路具有「政治動員」的效果 

(C)網路與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有關  

(D)網路提升傳統媒體「守門員」的功能。   (108 轉任) 

159. 下列何者不是 1960 年代以來，新社會運動的特徵？  

(A)主張直接參與的政治行動主義 

(B)注重生活環境品質及協助弱勢的後物質主義價值 

(C)參與者為年輕人及較高學歷者 

(D)意識形態立場傾向新右派。   (108 轉任) 

160. 有關選舉制度，下列何者比較符合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政治平等原則？ 

(A)政黨比例代表制  (B)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C)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 (D)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 (108 轉任) 

161. 下列何種選舉制度，比較有利垂直課責（vertical accountability）目標的實踐？ 

(A)政黨比例代表制   (B)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C)單記可讓渡制  (D)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 (108 轉任) 

162. 下列何種概念，無法作為支持公民不服從的論述基礎？  

(A)自然法  (B)良心自由 (C)程序正義 (D)普世價值。 (108 轉任) 

163. 回顧我國總統大選投票率，在民國 89 年（首次政黨輪替）至民國 105 年（第三次政黨輪替）

之間，這五次總統大選，投票率有何變化？  

(A)投票率呈現下降趨勢 (B)沒有變化 

(C)有時上升，有時下降 (D)穩定上升。  (108 普考) 

164. 有關政治參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一般公民影響政府人事所採取的各種行動 

(B)透過直接或間接行動來影響政府的決策 

(C)一般而言，參與的人數愈多，愈可能達成目標 

(D)選舉屬於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   (108 普考) 

165. 某選民比較各政黨政策後，決定投票給政策最有益於自己的政黨，該選民的投票行為符合那

種模式？  

(A)回溯性投票 (B)意識形態 (C)社會心理學  (D)理性抉擇。 (108 原特) 

166. 單一選區制通常能產生國會多數，是因為下列那個原因？  

(A)政黨意識形態相似 (B)勝者全拿  

(C)小黨維持代表性  (D)選民意見被充分反映。 (108 原特) 

167. 對於一國投票率高低的研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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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政治功效意識較高的民眾，愈可能去投票  

(B)採用比例性較高選舉制度的國家，投票率較高  

(C)採行選民登記制度有助於提高投票率  

(D)為觀察一國政治參與情形的指標之一。   (108 地特) 

168. 「某選民是一位工廠生產線的作業員，因此他可能在選舉時投給 Y 政黨。」 下列那一個研

究途徑比較能夠解釋前述現象？ 

(A)生態學研究途徑  (B)社會學研究途徑  

(C)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 (D)經濟學研究途徑。 (108 地特) 

169. 關於單記非讓渡（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A)每個選區的應選名額，只有 1 名 

(B)當選人要獲得絕對多數的選票，才能當選 

(C)目前我國立法委員選舉中，完全不使用這個制度  

(D)每位選民只能投 1 張票。   (108 地特) 

170. 有關選舉制度政治影響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採用比例代表制有助於提升少數群體代表性 

(B)採用比例代表制不利於選票轉換成席次的比例性 

(C)採用相對多數決制度有助於形成向心競爭的競選策略 

(D)採用相對多數決制度不利於提升少數群體代表性。  (109 普考) 

171. 政治參與可以分為慣常性與非慣常性這兩種模式。下列那一種政治參與行為，屬於非慣常性

政治參與？  

(A)投票  (B)示威遊行   (109 普考) 

(C)捐款給候選人或政黨  (D)寫信給政府官員或是民意代表表達意見。  

172. 選舉制度各有優缺點，下列那一項不是相對多數制的優點？  

(A)候選人僅須獲得相對多數的票數即可當選  

(B)可阻止極端主義的滋生，使激進小黨較難獲得支持  

(C)容易形成強勢且有效率的政府  

(D)相對多數制可以達到不浪費選票的效果。  (109 原特) 

173. 關於解釋選民為什麼要投票的研究途徑，下列何者正確？  

(A)理性抉擇模式（rational choice approach）認為人在投票時都是無知的，因為資訊有限  

(B)社會心理學途徑（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認為選民的政黨傾向在短期之內可以被改

變 

(C)社會學途徑（sociological approach）認為是選民背景與人際網絡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  

(D)哥倫比亞學派（Columbia school）乃社會心理學途徑的別稱。 (109 原特) 

174. 不同選舉制度將選票轉換成席次的比例性並不同，下列何種選舉制度的比例性最高？ 

(A)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B)單記不可讓渡制 

(C)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D)兩輪絕對多數決制。 (109 原特) 

175. 某政黨贏得選舉執政後，民眾期待生活水平能趕上鄰近國家。但一段時間後，生活改善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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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因此引發抗議事件。下列何者較能描述以上現象？ 

(A)相對剝奪感 (B)政治效能感 (C)政治冷漠感 (D)政治疏離感。 (109 原特) 

176. 有位在外地讀書的大學生說：「我不想回家去投票，因為要花錢買車票，還要花很多時間。投

了票，也沒用，我投給誰又不會影響選舉結果。」下列那一種研究途徑比較符合前述的現象？  

(A)生態學研究途徑  (B)社會學研究途徑  

(C)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 (D)經濟學研究途徑。 (109 地特) 

177. 關於「公民不服從」運動，下列何者錯誤？ 

(A)該行動應該是和平、非暴力的  

(B)公民不服從運動常用來抗議不具正當性的法律或政府行為 

(C)美國南方在 1960 年代為爭取非裔美國人投票權，而發起的靜坐抗議是一種公民不服從運

動 

(D)公民不服從運動者認為惡法亦法。   (109 地特) 

178. 我國目前非直轄市的鄉（鎮、市）民代表選舉，是採取那一種制度？  

(A)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B)比例代表制  

(C)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D)單一選區絕對多數決制。 (110 身特) 

179. 影響政治參與的整體社會心理因素不包含下列何者？  

(A)政治菁英的動員 (B)相對剝奪感 (C)政治功效意識 (D)政治不滿感。 (110 身特) 

180. 某國選舉制度為「比例代表制」，若採用「嘿爾最大餘數法」，選舉結果如表所示，最後應選 5 

席，嘿爾基數（Hare Quota）為何？ 

政黨別 政黨得票 

A 24,600 

B 15,600 

C 11,800 

D 8,000 

(A)12,000  (B) 13,000  (C) 14,000  (D) 15,000。 (110 轉任) 

181. 下列何種選舉制度對小黨較有利？  

(A)選擇投票制  (B)兩輪投票制  

(C)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D)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110 轉任) 

182. 關於政治參與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A)位於社會網絡核心位置的人，較可能參與投票  

(B)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較可能參與投票  

(C)財富愈多的人，較可能參與投票 

(D)年齡愈輕的人，較可能參與投票。   (110 轉任) 

183. 政治參與可以區分為慣常性與非慣常性的兩種類型，下列何者歸屬於非慣常性類型的政治參

與？  

(A)遊行示威   (B)投票  

(C)參與競選活動   (D)與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接觸。 (110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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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依據選民行為研究中的「社會心理學途徑」，影響選民投票決定最重要的因素是：  

(A)候選人因素  (B)選民的社經地位  

(C)選民的政黨認同   (D)社會整體的經濟狀況。 (110 普考) 

185. 某選民非常不認同現任執政者的表現，因此參加示威抗議的活動。下列那一項因素，可以解

釋他的政治參與行為？ 

(A)政治效能感 (B)政治信任感 (C)政治不滿感 (D)相對剝奪感。 (110 普考) 

186.  某個國家的大選結束，有 6 個政黨獲得國會席次：A 黨獲得 11%的席次、B 黨獲得 16%

的席次、 C 黨獲得 40%的席次、D 黨獲得 12%的席次、E 黨獲得 17%的席次、F 黨獲得 4%

的席次，由 C 政 黨籌組政府。下列那一種組合符合「超量聯合政府」（oversized coalitional 

government），但未達「大 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al government）？  

(A) A 黨＋C 黨   (B) A 黨＋B 黨＋C 黨＋D 黨＋E 黨  

(C) A 黨＋C 黨＋D 黨  (D) C 黨＋F 黨。  (110 普考) 

187. 下列那一種選舉制度，較容易產生多黨制？  

(A)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B)比例代表制  

(C)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D)單一選區絕對多數決制。 (110 原特) 

188. 關於 21 世紀西方國家新興的社會運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參與成員多持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B)追求的目標通常是國防外交議題 

(C)易於評估運動帶來的影響 (D)強調集權的決策過程，以增加決策效率。 

     (110 原特) 

189. 關於公民不服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乃是透過更高的原則反對現有法律制度  

(B)目的在於推翻現有政治體制  

(C)行動往往違反了現行法令規定   

(D)目的不是行使暴力。   (110 地特)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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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有助人際關係連結與合作的社會資源或規範  

(B)民眾自身認為能否影響政治的能力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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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社會中對政黨情感上長期的各種觀念、感情和態度。  (110 地特) 

191. 依選舉制度，有利於貫徹政黨紀律之由強至弱順序，對下列選舉制度進行排序：①單一選區

相對 多數制 ②政黨比例代表制 ③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  

(A)①③② (B)②①③ (C)②③① (D)③①②。 (110 地特) 

192. 關於選舉功能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有提供執政者正當性基礎的功能 

(B)有人才甄補的功能 

(C)有政治社會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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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有水平課責（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的功能。  (110 地特)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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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屬於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  

(B)在非民主國家中，不會有社會運動 

(C)具有某種程度的組織性和明確追求的目標 

(D)由社群媒體動員的社會運動通常吸引到年輕的參與者。  (110 地特)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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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Bureaucracy (B) e-Democracy  (C) e-Learning  (D) e-Culture。  (110 地特) 

195. 解釋選民投票行為的途徑中，那一個途徑強調政黨認同是最重要的因素？  

(A)社會心理學途徑   (B)生態學途徑   

(C)社會學途徑  (D)理性抉擇途徑。 (111 身特) 

196. 關於聯立式（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兩票制與並立式 

（mixed 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兩票制的說明，下列何者正確？ 

(A)德國是並立式兩票制的代表個案  

(B)在聯立式兩票制中，有可能出現當選席次超額的狀況 

(C)並立式兩票制的比例性，比聯立式兩票制來得高 

(D)兩者在計算應當選席次上，沒有差異。   (111 身特) 

197. 下列個人心理因素，何者與非慣常性政治參與的相關性較高？  

(A)政治效能感高   (B)政治信任感高   

(C)政治疏離感低  (D)相對剝奪感高。 (111 身特) 

198. 關於不同的革命階段，下列何者正確？  

(A)革命的初期往往會急轉直下，溫和派無法居中勸和 

(B)革命中的極端分子，奪取權力後會恢復穩定秩序 

(C)革命常以處決或驅逐政治菁英作為結束，最後又回到與舊政權相似的獨裁者手上 

(D)經濟發展過熱，導致通貨膨脹，容易出現革命。   (111 身特) 

199. 對公民不服從概念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通常是為了更高的宗教、道德或政治原則，違反法律的行為 

(B)通常堅持避免暴力  

(C)公民不服從是私下進行的違法行為 

(D)公民不服從運動的知名倡導者包含甘地、梭羅與馬丁路德金恩。  (111 普考) 

200. 政治參與可分慣常性與非慣常性兩種，下列那一種屬於後者？  

(A)投票與競選活動   (B)遊行示威   

(C)向政治領導者表達支持或抗議訊息  (D) 討論及批評政府作為。  (111 普考) 

201. 下列那一個國家，國會議員總席次數是浮動的？  

(A)日本 (B)以色列 (C)愛爾蘭  (D)德國。 (111 普考) 

202. 某民調中心就選民投票抉擇原因進行分類，其中一類包括候選人形象、觀感與政黨認同，係

屬於下列何種投票行為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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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社會心理學途徑 (B)理性抉擇途徑 (C)社會學途徑 (D)生態學途徑。 (111 普考) 

203. 下列何者不屬於政治參與？  

(A)投票   (B)向民意代表反映意見  

(C)走上街頭表達不滿 (D)捐款給慈善團體。 (111 原特) 

204. A 國國會共計 400 席，選舉制度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甲政黨得票率為 28%獲得 54 

席。 若 A 國選舉制度改為政黨名單比例代表制，在得票數不變且沒有訂定選舉門檻的情況

下，甲政黨可能獲得多少席次？  

(A) 54 席  (B) 78 席 (C) 112 席 (D) 136 席。 (111 原特) 

205. 九一一事件後，恐怖主義（terrorism）受到各國關注，下列定義何者正確？  

(A)恐怖份子鎖定軍人而非平民進行攻擊 

(B)恐怖行動發生之後常會有恐怖組織出面宣稱由他們所為 

(C)恐怖行動不一定具有政治或者宗教目的 

(D)恐怖行動訴求社會大眾的同情，而非針對政府施加壓力。  (111 原特) 

206. 不同種類的行為者傾向採取的政治行動類型不同，下列敘述何者較正確？  

(A)異議分子從不參與投票 

(B)走公職路線的積極分子從不參與投票 

(C)參與政治溝通的人士向政治領袖傳達支持或抗議的訊息 

(D)熱衷黨務的積極分子不參與政治活動。   (11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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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B D C C A B C C A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D B A D C D B C C D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D C C D C B D C A B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B D C C C A C B C A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B C B B D B B D B B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A C A D D C C A A B 

題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答案 B A B A C D D C A A 

題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答案 C C C B D D B B C C 

題號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答案 B C A D C C C B C D 

題號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答案 B C D A A D D C D D 

題號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答案 A D D A C D B C A C 

題號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答案 A D C D D A D D D B 

題號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答案 A D D B D D D D D A 

題號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答案 A D B A D D A D B C 

題號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答案 C A D A D D C D D C 

題號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答案 D C C B C B C D D A 

題號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答案 B C A D D B C B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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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答案 B D C C A D D C A A 

題號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答案 D D A C C C B A B A 

題號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答案 B D B B A B D C C B 

題號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答案 D A D C B C     

 

※難題解析： 

2. 考生要多注意，「搭便車的人」和公共財有關。 

3. (A)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上的候選人數甚多；(B)候選人數甚多，選民無法縮小選擇範圍；(C)

政黨的多元化有時會有激進型的政黨進入國會。 

10. 法國國會議員採兩輪投票制。 

11. 我國採並立制，分區和不分區席次分開計算。 

13. 常規性政治參與可視為是體制內的政治參與。 

18. 許多歐陸國家的婦女投票權要到 20 世紀才有。 

20. 未列入政黨名單者不能當選，所以對於議員來說黨意比民意更重要。 

21. 年輕人的投票率通常較低。 

22. 比例性問題在單一選區下較嚴重。 

23. 美國投票採登記制，因此投票率較低。 

24. 澳洲採偏好投票制。 

28. 要記得「社會心理研究途徑」是密西根學派；「社會學研究途徑」是哥倫比亞學派。 

30. (B)是兩票制。 

35. 英國(1928 年)；法國(1944 年)；瑞士(1971 年)；義大利(1945 年)。 

36. 因為是複數選區，小黨不需要爭取過半的支持，只要一定比例的票就可以取得席次。 

37. 德國「混和制」常見超額當選的狀況，因此席次數不是固定的。 

42. 獨立選民又叫做中間選民。 

49. 經濟投票屬受短期因素影響的評估。 

52. 美國採單一選區，故形成兩黨制。 

55. 法國國會議員採兩輪投票制，但能進入第二輪投票的候選人，並非第一輪投票的前兩名，而

是得票率超過 12.5%，因此選舉結果不必然組成多數政府。 

56. 政黨認同與否與社會階級沒有顯著的關係。 

58. 唐斯所提出的中間選民定理即屬於空間模型理論。 

62. 和關鍵性選舉相對的是維持性選舉，也就是選民的政黨認同並沒有產生太大改變的選舉。 

67. 因為在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下，不被政黨提名列入名單者不能當選，因此黨紀自然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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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A)比例代表制多是多黨制；(B)選區越大，也就是應選席次越多，比例性問題越小；(D)單

一選區易形成兩黨制，不利於聯合政府的形成。 

76. (A)紐西蘭是第一個西方讓婦女擁有投票權的國家；(B)美國要到 1920 年憲法第 19 條修正案

通過，婦女才擁有投票權；(C)黑人的投票權確立於 1869 年美國通過的第 15 條憲法修正案。 

81. 主張或實踐公民不服從的人計有：梭羅、金恩博士和甘地。 

89. 政黨重組是選民仍有政黨認同，只是對象不同。但政黨解組則是選民的政黨認同逐漸淡去。 

92. 因為聯立制是以第二票為基準，所以最符合政黨的比例性。 

96. 同額競選指，應選名額和參選人數相同。 

97. (D)是兩輪投票制。 

102. 政黨解組指選民的政黨認同逐漸弱化，這與實施比例代表制無關。 

107. (A)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容易形成兩黨政治；(C)法國第五共和總統選舉採兩輪投票制； 

(D)我國國會選舉制度採單一選區兩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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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黨與政黨體系 

1. 密契爾斯（Roberto Michels）之「寡頭鐵律」是指： 

(A)國家必然是威權統治 (B)政黨組織不可能民主 

(C)共黨國家終將失敗 (D)鐵腕才能治國。 (95 地特) 

2. 下列何者不是政黨的功能？ 

(A)為公部門甄拔成員 (B)協調政府運作 

(C)執行法律  (D)政治社會化。  (95 身特) 

3. 使命（傳教士）型政黨（missionary party）最重要的目標是： 

(A)擴充選票  (B)贏得選票 

(C)支持其他主要政黨 (D)追求選民對該黨意識型態的認同。 (95 身特) 

4. 下列何者不屬於政黨的主要活動? 

(A)組織政府  (B)選拔候選人 

(C)參與政治過程  (D)確保行政官僚中立。 (95 身特) 

5. 瑞士學者密契爾斯（Robert Michels）在研究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之後，其認為任何人的組織，

尤其是政黨，都是少數人控制的，其所標榜的組織內民主，都是粉飾而已，此稱之為何？ 

(A)民主程序論 (B)民主集中制 (C)政黨發展論 (D)寡頭鐵則。 (95 普考) 

6. 依據法國學者杜佛傑（Maurice Duverger）的政黨分類，「政黨的權力核心在政黨內部，亦即

政黨在國會中的領導中心」，此稱之為何？ 

(A)外生政黨 (B)內生政黨 (C)幹部政黨 (D)群眾政黨。 (95 普考) 

7. 民主國家之政黨的主要活動是： 

(A)從事外交活動 (B)從事公益活動 (C)從事競選活動 (D)從事經濟活動。 

    (95 原特) 

8. 薩托利（Giovanni Sartori）認為，若一國內的政黨不超過五個，他們的政見或承諾是訴求中

間選民，請問這是何種政黨體制？ 

(A)極端多黨制 (B)菁英民主制 (C)保守多元制 (D)溫和多黨制。  (96 地特) 

9. 就政黨的屬性而言，美國的共和黨是什麼類型之政黨？ 

(A)幹部型政黨 (B)階級性政黨 (C)使命型政黨 (D)掮客型政黨。 (96 地特) 

10. 有一些政黨其主要的目標是爭取選票、取得政權，所以無鮮明之意識型態，這一類的政黨學

者稱之為： 

(A)使命型政黨 (B)相關性政黨 (C)階級性政黨 (D)掮客型政黨。 (96 普考) 

11. 美國採取直接初選制，但是各州的初選方式不盡相同，只有登記為某黨黨員之選民才能參加

該黨初選的制度稱之為： 

(A)開放式初選（open primary） (B)封閉式初選（closed primary） 

(C)交叉式初選（crossover primary） (D)綜合性初選（blanket primary）。 (96 轉任) 

12. 有一些政黨其主要的目標是改變選民之意識型態，並不會因為要爭取選票而改變政黨之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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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這一類的政黨學者稱之為： 

(A)相關性政黨 (B)使命型政黨 (C)階級性政黨 (D)掮客型政黨。 (96 轉任) 

13. 下列那一個國家可以看到完整的左右意識型態光譜政黨體系？ 

(A)美國 (B)英國 (C)瑞典 (D)加拿大。 (97 身特) 

14. 下列那一項不是責任政黨政府的要求原則？ 

(A)政黨要提供明確且不同的政策給選民選擇 

(B)選民基於不同的政策理念投票 

(C)政黨的政見在更換候選人後，不須有一致性 

(D)獲勝的政黨執政後，會努力實踐其政見。  (97 身特) 

15. 依據政黨的發展與形成，英國的保守黨與自由黨屬於下列那一類型政黨？ 

(A)內造政黨 (B)外造政黨 (C)使命型政黨 (D)革命政黨。 (97 身特) 

16. 學理上政黨認同的形成與下面何者比較沒有關係？ 

(A)父母的政治偏好  (B)從小家庭的社經地位  

(C)族群背景   (D)近期政府的施政表現。 (97 普考) 

17. 在一個政黨組織內，其領袖為使黨員服從和遵守黨的決定的一種控制手段稱為： 

(A)黨綱 (B)黨鞭 (C)黨紀 (D)黨章。 (97 普考) 

18. 在西方議會政治中，源於議會內的聯盟關係而逐漸形成的政黨，謂之： 

(A)外造政黨 (B)掮客型政黨 (C)使命型政黨 (D)內造政黨。 (97 普考) 

19. 以下何者為「一種非意識型態性的政黨，為了贏得選戰，它力圖建立起包含各種團體的廣泛

性聯盟」？ 

(A)革命型政黨（revolutionary party） (B)使命型政黨（missionary party）  

(C)掮客型政黨（broker party） (D)幹部型政黨（cadre party）。 (98 身特) 

20. 就政黨的屬性而言，美國的民主黨是屬於什麼類型之政黨？ 

(A)幹部型政黨 (B)階級性政黨 (C)掮客型政黨 (D)使命型政黨。 (98 身特) 

21. 一個國家的選民與公職人員平均分屬於許多政黨，或由一個或兩個政黨所獨占的程度，我們

稱之為： 

(A)政黨分權程度 (B)政黨集權程度 (C)政黨團結度 (D)政黨分化程度。(98 原特) 

22. 下列那一個黨不屬於「掮客型」政黨（broker party）？ 

(A)美國民主黨 (B)德國納粹黨 (C)英國保守黨 (D)日本自民黨。 (98 原特) 

23. 下列那一位菁英主義者指出任何團體無論剛開始的時候如何民主，最終都不免於寡頭控制？  

(A)米爾斯（C. Wright Mills） (B)柏雷圖（Vilfredo Pareto） 

(C)莫斯卡（Gaetano Mosca） (D)密契爾斯（Robert Michels）。 (98 原特) 

24. 在民主國家中，以宣揚理念為最主要目標的政黨，謂之： 

(A)使命型政黨 (B)掮客型政黨 (C)外造政黨 (D)內造政黨。 (98 普考) 

25. 政治學者薩托利（G. Sartori）認為溫和多黨體系（moderate pluralism）具有幾項特徵，下列

那一項對溫和多黨體系的描述錯誤？  

(A)政黨數目約在 3 至 5 個之間 (B)是一個向心力的政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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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政黨的意識型態大都很強烈 (D)通常沒有反體系之政黨存在。 (98 轉任) 

26. 下列何者是左派政黨？  

(A)德國基督教民主黨 (B)英國保守黨 

(C)義大利自由黨  (D)法國社會黨。  (99 原特) 

27. 一個國家只允許一個政黨存在，其他政黨並不能合法存在，此種政黨體系稱之為：  

(A)一黨霸權制 (B)一黨威權制 (C)單一政黨制 (D)一黨獨大制。 (99 普考) 

28. 內造政黨與外造政黨的差別主要是：  

(A)前者有黨中央，後者沒有 

(B)前者黨員人數較少，後者較多 

(C)前者領導核心和政治決策都集中在國會之內，後者在國會以外的全國代表機構 

(D)前者執政機會較高，後者較低。   (99 普考) 

29. 在投票日當天允許所有選民都可以公開選擇參加某個政黨之初選，而不論其政黨歸屬，此種

初選我們稱之為： 

(A)開放式初選（open primary） (B)封閉式初選（closed primary） 

(C)交叉性初選（crossover primary） (D)綜合性初選（blanket primary）。  (99 身特) 

30. 下列哪個政黨屬於所謂的右派政黨？ 

(A)德國社會民主黨  (B)日本社會黨 

(C)德國基督教民主黨 (D)英國工黨。  (99 地特) 

31. 依據政黨的發展與形成，我國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屬於下列那一類型政黨？ 

(A)內造政黨 (B)外造政黨 (C)激進政黨 (D)革命政黨。 (100 身特) 

32. 寡頭鐵律是由何人所提出？ 

(A)柏雷圖（Vilfredo Pareto） (B)莫斯卡（Gaetano Mosca） 

(C)米契爾斯（Robert Michels） (D)道爾（Robert Dahl）。 (100 原特) 

33. 如果以政黨的意識型態取向為分類，可以將政黨分為左翼政黨或右翼政黨，以下那一個政黨

屬於右翼政黨？ 

(A) 美國民主黨 (B)日本自民黨 (C)英國工黨 (D)法國社會黨。 (100 原特) 

34. 下列那一項不是極化多元主義政黨體系的特徵？ 

(A)政黨數目超過五個以上 

(B)政黨都主張維持現有體系 

(C)社會對立激烈 

(D)往中間移動的政黨往往受兩邊極端同時攻擊。  (100 普考) 

35. 我國在第一次總統民選之前，最接近下列那一種政黨體制？ 

(A)一黨制 (B)一黨獨大制 (C)兩黨制 (D)多黨制。 (100 普考) 

36. 「政治聯盟論」（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是誰提出的理論？ 

(A)賴克（William H. Riker） (B)伊斯頓（David Easton） 

(C)韓培爾（Carl G. Hempel） (D)拉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 (100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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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列何者不是政黨的功能之一？ 

(A)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樑 (B)利益的匯集   

(C)協調行政立法司法之歧見 (D)政治社會化的工具。 (100 轉任) 

38. 美國兩個政黨（即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最高權力機構是： 

(A)全國委員會   (B)黨代表大會  

(C)國會選舉委員會  (D)綜合管理委員會。 (101 原特) 

39. 在西方世界，那個國家的黨內初選最制度化？  

(A)英國  (B)美國  (C)法國 (D)德國。 (101 普考) 

40. 下列那個國家目前仍屬於支配型的政黨體系（Dominant-party system）？  

(A)新加坡  (B)越南 (C)中華民國 (D)英國。 (101 普考) 

41. 根據 Satori 的研究，政黨之間如果在意識型態上有很大的距離時，會傾向於出現那一種競爭

模式？  

(A)核心式 (B)離心式 (C)同心式  (D)向心式。 (101 普考) 

42. 以下何人為政治學中的菁英理論學者？ 

(A)林布隆(C. Lindblom)  (B)熊彼得(J. Schumpeter) 

(C)道爾(Robert Dahl)  (D)密契爾斯(Robert Michels)。 (101 身特) 

43. 以下何者為列寧式政黨的決策模式？ 

(A)民主集中制 (B)寡頭鐵律 (C)審議式民主 (D)草根式民主。 (101 身特) 

44. 二十世紀後半期，有些學者認為政黨已日趨沒落，下列何者不是政黨沒落的跡象？ 

(A)策略性投票的增加 (B)獨立選民的增加 

(C)新興的社會運動  (D)政黨印象日益轉劣。 (102 原特) 

45. 下列那個國家的政黨體系受到意識型態的激化，出現極化（polarization）的現象？ 

(A)義大利 (B)德國 (C)瑞士  (D)挪威。 (102 原特) 

46. 下列那位學者提出「寡頭鐵律」？ 

(A)米契爾斯（Robert Michels） (B)蓋布萊斯（John Galbraith） 

(C)韋伯（Max Weber） (D)夏坎斯基（Ira Sharkansky）。 (102 身特) 

47. 政治學者薩多利（Giovanni Sartori）提出政黨得否納入政黨體系的標準，下列何者正確？ 

(A)是否有勒索的潛力 (B)意識型態是否溫和 

(C)黨紀是否嚴明  (D)國際社會是否支持。 (102 普考) 

48. 密歇爾斯（Robert Michels）所稱「寡頭鐵律」之意涵，下列何者正確？ 

(A)執政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而成少數政府 (B)政黨權力集中在少數政黨領袖手中 (102 普考) 

(C)威權政治體制下之政黨政治運作 (D)政黨組織中的基層黨員會熱衷於黨務。  

49. 「掮客型政黨」之意涵，下列何者正確？ 

(A)政黨的主張盡可能符合大多數人的利益與思想 

(B)以實現政黨意識型態為最高目標 

(C)以強調嚴明黨紀為特色之政黨 

(D)受政客把持之政黨。   (102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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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以下那個政黨在意識型態的光譜上屬於中間偏右的政黨？ 

(A)德國綠黨  (B)德國基督教民主黨 

(C)英國工黨   (D)法國社會黨。  (102 普考) 

51. 一般而言，較常被討論的聯合政府有四種，其中一種特別強調權力分享的原則，這是屬於下

列那一種聯合政府的特質？ 

(A)最小獲勝聯盟 (B)少數政府  (C)超量聯合政府 (D)大聯合政府。(103 身特) 

52. 一國中政黨數目多，但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單獨的對政治體系產生太大的影響，此種政黨制指

的是： 

(A)常態多黨制（normal pluralism） 

(B)有限多黨制（limited pluralism） 

(C)溫和多黨制（moderate pluralism） 

(D)粉碎（原子化）多黨制（atomized pluralism）。  (103 原特) 

53. 依據學者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對於政黨體系的分類，下列何者屬於溫和多黨制的特徵？

(A)主要政黨數目超過 6 個或以上  (B)政黨意識型態差距很大  

(C)對政治體制的政治原則較有認同感 (D)非競爭性政黨體制。 (103 普考) 

54. 對於「政黨」的說法，下列何者是屬於「使命型政黨」的特徵？ 

(A)政黨之目的在於政客之利益的爭取與維護 

(B)政黨的主張往往因地制宜，投選民之所好 

(C)政黨具有堅持某些特殊主張或信念，並力求實踐 

(D)政黨不必試圖影響或改造選民。   (103 普考) 

55. 一般來說，政黨與利益團體經常被混為一談，下列有關政黨的敘述那一個是錯誤的？ 

(A)目標在贏得政治職位 (B)提名候選人是重要的功能  

(C)所提訴求通常針對單一議題 (D)組織政府。  (103 地特) 

56. 下列那一位學者根據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觀察而提出了寡頭鐵律？ 

(A)韋伯（M. Weber） (B)米契爾斯（R. Michels） 

(C)緬漢（K. Mannheim） (D)馬克思（K. Marx）。 (104 地特) 

57. 下列關於政黨體系的敘述，何者錯誤？ 

(A)即使是民主國家，仍有可能是一黨獨大體系 

(B)多族群配合比例代表制的選制容易促成多黨制 

(C)左派、右派意識型態是形成歐陸國家兩黨制的基礎 

(D)蘇維埃社會主義強調一黨專制的正當性。  (104 地特) 

58. 杜瓦傑（M.Duverger）認為選舉制度透過機械效果與心理效果影響政黨體系，下列那一項為

杜瓦傑所討論的機械效果？ 

(A)選舉制度對各參選政黨在選票與席次間的轉化情形 

(B)選民不願意投票給當選可能性低的小黨 

(C)選民資格的設定 

(D)競選經費的規範。   (104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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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下列那個選舉制度較不容易形成多黨制？ 

(A)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B)兩輪決選制 

(C)比例代表制  (D)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104 原特) 

60. 下列那一項不是政黨體系（party system）的主要判別依據？ 

(A)政黨在國會的席次多寡 

(B)政黨的黨員人數多寡 

(C)政黨是否具有聯盟的潛能（coalitional potential） 

(D)政黨在選舉中的競爭程度。   (104 原特) 

61. 下列何種論點強調在所有組織中，權力傾向於集中在有組織能力之少數人手中而非在冷漠的

群眾？ 

(A)寡頭鐵律 (B)權力鐵律 (C)冷漠鐵律 (D)組織鐵律。 (104 普考) 

62. 在政黨做決策之前，要求黨員能自由討論，但決定權在少數人手裡，且決定後就不能再加以

批評的原則，謂之： 

(A)民主集中制 (B)菁英民主制 (C)寡頭鐵律  (D)多元民主制。 (104 普考) 

63. 在美國，黨內初選不曾採用何種方式？ 

(A)開放初選 (B)封閉初選 (C)黨團會議 (D)民意調查。 (104 普考) 

64. 在美國，由個人、公司行號、工會捐款給政黨用以從事「基層黨務建設活動」以及「非聯邦

公職選舉」的經費，不受 聯邦競選選舉法的規定所限制者，謂之： 

(A)黑錢 (B)硬錢 (C)軟錢 (D)黨錢。 (104 普考) 

65. 依照雷伊（D. Rae）的分類標準，所謂「一黨獨大」的政黨體系，係指某一政黨長期掌握國

會的席次超過： 

(A)百分之四十 (B)百分之五十 (C)百分之六十 (D)百分之七十。 (104 轉任) 

66. 下列何者是由個人組成的團體，其宗旨在提名公職人選及影響政治體系的決策？ 

(A)利益團體 (B)非營利組織 (C)政黨 (D)壓力團體。 (104 身特) 

67. 依據薩多利（G. Sartori）對於政黨體系的分類，當中的「有限多黨制」（limited pluralism）與

「極度多黨制」（extreme pluralism）之差異除了數量上的不同外，另一個判斷的標準為何？ 

(A)意識型態上的距離  (B)政黨是否有組聯盟的潛能  

(C)政黨權力的集中程度 (D)黨員數目的多寡。 (105 身特) 

68. 任何政治組織都有朝向菁英統治的趨勢，權力傾向集中在少數領導人的手中，此謂之： 

(A)民主集中制 (B)獨裁體制 (C)集體領導 (D)寡頭鐵律。 (105 身特) 

69. 關於政黨之社會基礎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A)馬克斯學派多以階級來強調政黨間的差異 

(B)相較於過去，在強調贏得最多數選票與席次的狀況下，政黨社會基礎的界線呈現逐漸模糊

的趨勢 

(C)在美國的兩個主要政黨中，相對於民主黨，共和黨被認為是強調政府在經濟事務上有較多

的介入 

(D)就政黨起源而言，政黨是社會衝突的產物。  (105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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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政治學者根據政黨內的權力關係、政黨組織以及黨紀的強弱，區分為強兩黨制（strong 

two-party system）和弱兩 黨制（weak two-party system）。請問下列那一個國家的政黨體系屬

弱兩黨制？ 

(A)美國 (B)法國 (C)英國 (D)德國。 (105 普考) 

71. 下列那個國家目前是所謂的「兩大一小政黨體系」？  

(A)澳洲 (B)義大利 (C)法國 (D)荷蘭。 (106 身特) 

72. 下列那個國家不是多黨制國家？ 

(A)以色列 (B)德國 (C)美國 (D)義大利。 (106 轉任) 

73. 杜瓦傑（M. Duverger）以政黨權力源自議會內部或外部，區分內造政黨與外造政黨，請問下

列那一個政黨屬於外造政黨？ 

(A)美國民主黨 (B)美國共和黨 (C)英國保守黨 (D)英國工黨。 (106 轉任) 

74. 下列何者是聯合政府形式中所謂的「最小獲勝聯盟」（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  

(A)由沒有在國會取得過半席位的政黨（或政黨聯盟）組成政府  

(B)組成政府的聯盟政黨，即便其中有些政黨決定離開此一聯盟，執政聯盟仍然掌握國會多數

的席位  

(C)所有具實質影響力的政黨都加入執政聯盟一起分享權力 

(D)尋求「最經濟」的過半數政黨聯盟來組成政府。  (106 普考) 

75. 對利益團體與政黨特質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A)都要影響公共政策 (B)都要承擔政治責任  

(C)利益團體較著重單一特定議題 (D)政黨著重選舉以贏得執政機會。 (106 原特) 

76. 針對政黨與政黨體系持續或變遷的解釋，至少可以從幾個角度切入，下列何者不是學者主要

考量的因素？ 

(A)社會分歧 (B)選舉制度 (C)政治菁英  (D)經濟發展。 (106 原特) 

77. 下列那一種政黨，最不可能提倡「產業國有化、計畫經濟」為其政黨主張？ 

(A)保守黨 (B)共產黨 (C)工黨 (D)社會民主黨。 (106 地特) 

78. 下列那個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未曾有一黨獨大的政黨政治發展經驗？ 

(A)中華民國 (B)印度 (C)法國 (D)日本。 (107 身特) 

79. 下列那一個政黨比較可能主張用縮減福利開支，並對企業進行大規模減稅的方式，以達到削

減預算赤字、刺激國 家經濟動能之目的？  

(A)美國共和黨 (B)德國綠黨 (C)法國社會黨 (D)英國工黨。 (107 普考) 

80. 有關「反政治」（anti-politics）的特質與陳述，下列何者錯誤？  

(A)特別能夠吸引年輕人  (B)美國茶黨（the Tea Party）的崛起 

(C)對於傳統政治體制充滿敵意或憤怒  (D)是一種侷限於左派政治運動的意識形態。 

    (107 原特) 

81. 美國的社會主義勞工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屬於下列何種政黨？ 

(A)使命型政黨 (B)掮客型政黨 (C)中間溫和政黨 (D)群眾型政黨。 (107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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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兩黨制的優點？  

(A)易形成多數意見而加速決策 (B)易形成由單一政黨主導的責任政府  

(C)易反映社會多元意見 (D)提供輪替執政的選擇。 (107 地特) 

83. 下列那一個政黨不屬於所謂「囊括型政黨」（catch-all parties）？ 

(A)日本的自由民主黨 (B)美國的民主黨  

(C)英國的工黨  (D)德國的綠黨。  (108 身特) 

84. 根據薩托利（G. Sartori）對政黨體系的分類，並綜合自 2008 年以來的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結果， 我國現今政黨體系較接近下列何種類型？ 

(A)一黨優勢 (B)兩黨制 (C)溫和多黨 (D)極端多黨。 (108 轉任) 

85. 關於政黨體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兩黨制（two-party system）與二加一或複數小黨的系統（two-plus party systems）之間的差

別，在於後者必須要有國會中一個或者多個不容忽視的小黨，前者則不存在這種小黨  

(B)單一政黨制（one party system）與一黨獨大制（dominant party system）之間的差別，在於

後者於政治上仍有反對勢力，前者則幾乎不存在  

(C)美國屬於二加一或複數小黨的系統（two-plus party systems）  

(D)德國與法國屬於多黨制（multiparty systems）。(108 普考) 

86. 關於美國政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美國的主要政黨為普涵式（catch-all）政黨  

(B)共和黨比民主黨傾向主張更多的社會福利 

(C)民主黨比共和黨更強調家庭價值 

(D)美國的政黨體系為溫和多黨制。   (108 普考) 

87. 政黨是一群為掌握政治權力而形成的團體，下列何者不是政黨的特色？  

(A)相較於其他社會團體，政黨較難匯集各方利益  

(B)政黨的目標藉由贏得政治職位來獲取執政權 

(C)政黨處理的議題範圍廣泛 

(D)相較於其他社會團體，政黨較為組織化。  (108 原特) 

88. 自二次大戰以來，下列那一個國家較常出現聯合內閣？ 

(A)德國 (B)日本 (C)美國 (D)俄羅斯。 (108 原特) 

89. 下列何者不屬於學者薩托利（G. Sartori）在分類政黨體系時，所提出的標準？ 

(A)政黨具備聯盟潛能 (B)政黨間意識形態差距  

(C)政黨組織規模大小 (D)政黨具備勒索潛能。 (108 原特) 

90. 回顧臺灣政黨體系發展過程，從 1992 年到 2008 年選舉制度改革前，臺灣的政黨體系經歷

下列那 一種改變？ 

(A)由「一黨優勢」轉型到「溫和多黨」 (B)由「一黨獨霸」轉型到「極端多黨」 

(C)由「一黨獨霸」轉型到「溫和多黨」 (D)由「一黨優勢」轉型到「極端多黨」。 

    (108 地特) 



政治學歷屆試題：FBCM11LT-1 

頁 112/177 

91. 下列何者為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的主要功能？  

(A)規劃利益團體的組織章程 (B)招募工會的成員  

(C)協助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時的文宣設計 (D)捐款給所屬團體支持的政黨或候選。 

    (109 原特) 

92. 下列何者不屬於政黨的功能？  

(A)利益匯聚 (B)招募新血 (C)執行政策 (D)政治社會化。 (109 地特) 

93. 政黨為擴大社會支持基礎，爭取最大選民支持，而淡化特定的意識形態色彩。這類型政黨稱

之為： 

(A)外造型政黨 (B)掮客型政黨 (C)使命型政黨  (D)幹部型政黨。 (109 地特) 

94. 某政黨在民主化階段以社會運動起家，最終成為主要政黨之一，該政黨屬性 為何？ 

(A)幹部政黨 (B)內造政黨  (C)優勢政黨 (D)外造政黨。 (110 身特) 

95. 一般而言，通常用下列那一個概念來解釋政黨支持度變遷的現象？  

(A)正規性選舉 (B)常態性選舉 (C)政黨競合  (D)政黨重組。 (110 原特) 

96. 下列敘述何者是優勢一黨制特徵？  

(A)在其他政黨不被法律所允許的情形下，單一政黨長期執政 

(B)在其他政黨可以參與選舉的情形下，單一政黨長期執政 

(C)在採取比例代表制的情形下，單一政黨長期執政 

(D)在其他政黨依賴執政黨提供資助的情形下，單一政黨長期執政。 (110 地特) 

97. 政黨起源可區分為內造政黨和外造政黨，下列何者是內造政黨？  

(A)時代力量 (B)國民黨 (C)新黨  (D)民進黨。 (111 身特) 

98. 有關政黨的起源有不同的觀點，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伴隨選舉權的擴張而出現 (B)伴隨議會制度的發展而出現  

(C)伴隨議會內成員合作而出現 (D)伴隨民族主義的興起而出現。  (111 普考) 

99. 對於政黨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政黨具有組織政府和監督政府的功能  

(B)政黨具有甄補及訓練政治人才的功能 

(C)政黨是基於共同利益而採取集體行動，企圖從外部影響政府政策的一群人 

(D)政黨組織容易出現權力集中化現象，權力通常是由黨內少數菁英所掌握。 (111 原特) 

100. 關於政黨體系中政黨數量的計算方式，學理上不會用下列那一種資訊做判斷？  

(A)國會內具有席次的政黨 (B)具相關性（relevance）的政黨數量 

(C)全國登記在案的政黨數 (D)有勒索潛力的政黨數。  (11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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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C D D D B C D D D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B C C A D C D C C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D B D A C D C C A C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B C B B B A C B B A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B D A A A A A B A B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D D C C C B C A A B 

題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答案 A A D C D C A D C A 

題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答案 A C D D B D A C A D 

題號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答案 A C D B C A A A C A 

題號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答案 D C B D D B C D C C 

 

※難題解析： 

13. 能呈現完整意識形態光譜的政黨體系，必須是多黨制，且多採共識型民主模式。 

17. 黨鞭是聯繫政黨和國會的關鍵人物；黨綱和黨章則是政黨的成立宗旨和目的。 

22. 德國納粹黨屬使命型政黨。 

33. 美國民主黨在分類上屬左翼政黨，共和黨屬右翼。 

35. 1987 年開放黨禁之後，我國便允許政黨合法地成立，故不屬於一黨制。 

42. 熊彼得是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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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憲法與憲政 

1. 所謂剛性憲法是指其修改程序比法律還要： 

(A)民主 (B)激進 (C)容易 (D)困難。 (95 地特) 

2. 指政府權力應有所節制，以保障人權免受政府或他人侵害，稱之為： 

(A)天賦人權 (B)憲政主義 (C)責任政治 (D)主權在民。 (95 地特) 

3. 所謂柔性與剛性憲法之差別，是指以下何者之難易度： 

(A)解釋 (B)修改 (C)施行 (D)遵守。 (95 原特) 

4. 成文與不成文憲法之差別，在於其是否： 

(A)正當化 (B)本土化 (C)通俗化 (D)法典化。 (95 原特) 

5. 就憲法的性質而言，「凡憲法的修改機關與普通立法機關不同，或其修改程序比普通法律較為

困難者」，此稱之為何？ 

(A)成文憲法 (B)不成文憲法 (C)剛性憲法 (D)柔性憲法。 (95 普考) 

6.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78 條之規定，下列那一個機構具有「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律及

命令之權」？ 

(A)考試院 (B)立法院 (C)行政院 (D)司法院。 (95 普考) 

7. 在民國八十九年我國所通過的第六次憲法增修條文，業將國民大會代表的修憲提案權予以凍

結，憲法修正案改由下列那一個機關發動？ 

(A)立法院 (B)監察院 (C)考試院 (D)行政院。 (95 普考) 

8. 下列有關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的敘述，何者錯誤？ 

(A)政府權力應該被限制 (B)人權必須受到保障 

(C)極權國家仍有憲政主義的基礎 (D)政府正當權力是源自被治者的同意。 

     (96 地特) 

9. 下列有關憲法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多數國家的憲法為不成文憲法 

(B)不成文憲法國家民主發展程度較低 

(C)憲法的更動不宜過於頻繁，以建立其穩定性 

(D)憲法的規範應該越細越好，以利全國人民遵循。  (96 地特) 

10. 下列何者不是美國各邦憲法所規定的權利典章之依據？ 

(A)權利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s） (B)大憲章（Magna Charta） 

(C)權利法案（Bill of Rights） (D)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Pact）。 (96 原特) 

11. 下列有關美國憲法的描述何者是錯誤的？ 

(A)美國憲法本文只有七條，相對精簡 

(B)美國憲法把政府權力分成行政、立法、司法三部分 

(C)美國憲法制訂過程經過一次大妥協（又稱康乃狄克妥協），才採納了兩院制 

(D)總統由人民直選是美國憲法引領世界民主的一項特徵。 (96 身特) 



政治學歷屆試題：FBCM11LT-1 

頁 115/177 

12. 規範國家體制、人民的權利與義務、政府機關的組織與職權等之公法是： 

(A)憲法 (B)行政法 C)刑法 (D)國際公法。 (96 轉任) 

13. 「當人民的基本權利若受政府不當或非法的侵害，則人民可請求國家賠償其損失。」請問這

屬於以下何種權利？ 

(A)救濟權 (B)請願權 (C)社會權 (D)平等權。 (96 轉任) 

14. 下列何者不是美國立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的原則？ 

(A)公民權的保障（protectionofcivilrights） (B)人民主權（popularsovereignty） 

(C)有限的政府（limitedgovernment） (D)直接民主（directdemocracy）。 (97 地特) 

15. 我國憲法具下列那一種屬性？ 

(A)剛性憲法 (B)不成文憲法 (C)柔性憲法 (D)欽定憲法。 (97 身特) 

16. 美國三權分立與制衡的憲政體制起源於下列那位思想家？ 

(A)孟德斯鳩 (B)盧梭 (C)洛克 (D)霍布斯。 (97 普考) 

17. 下列那一項不是美國憲法的特徵？ 

(A)共和體制 (B)聯邦體制 (C)權力融合 (D)分權制衡。 (97 普考) 

18. 下面何者不是民國 94 年國大修憲的結果： 

(A)總統任命行政院長不需經立法院同意 (B)公投複決入憲  (97 原特) 

(C)廢除國民大會  (D)立法委員選舉改成單一選區兩票制。   

19. 下列何者為世界各國最常見的修憲案提議方式？ 

(A)由國會提案  (B)由特設修憲機關提案 

(C)由公民連署提議  (D)由政黨提案。  (98 普考) 

20. 憲政主義的實質內涵不包括： 

(A)法治政治 (B)民意政治 (C)立憲政府 (D)政黨政府。 (98 身特) 

21. 下列何種法系是以羅馬法為基礎而形成的？ 

(A)大陸法系 (B)海洋法系(C)拉丁法系 (D)英美法系。 (98 身特) 

22. 關於憲法的分類方式與結果，下列何者錯誤？ 

(A)從形式上，憲法可以分為成文與不成文 

(B)就內容上，可以分成極權、威權和民主的憲法 

(C)從修改的難易程度，憲法可以分成剛性和柔性 

(D)從憲法被實際上遵守的程度，可以分成有效的、名義上的和虛偽的憲法。 (98 原特) 

23. 憲政精義之所在是： 

(A)有成文憲法  (B)有剛性憲法 

(C)政府的權力受到限制 (D)人民的權利受到限制。 (98 地特) 

24. 下列何者不是憲法慣例之特徵？ 

(A)具有具體的法律表現形式 

(B)內容涉及到國家根本政治制度和組織，實際上發揮了憲法的作用 

(C)主要依靠社會公眾輿論為後盾，本身不具有國家的強制力 

(D)可以在不變動憲法原文的情況下，補充已有的憲法規範內容。 (98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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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權力易流於腐化，絕對的權力絕對的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是下列何人提出之政治名言？ 

(A)艾克頓（LordActon） (B)馬克斯（KarlMarx） 

(C)亞里斯多德（Aristotle） (D)羅爾斯（JohnRawls）。 (98 轉任) 

26. 關於美國聯邦憲法修正案的提出，下列程序何者正確？ 

(A)由眾議院三分之二以上眾議員同意後提出 

(B)由全國二分之一公民連署提出 

(C)由國會應二分之一州議會的要求召開制憲會議 

(D)由參議院與眾議院三分之二以上議員同意後提出。  (99 地特) 

27. 下列有關憲法解釋的敘述，那一項是正確的？ 

(A)只有司法機關才可以解釋憲法 

(B)解釋憲法是憲法成長的途徑之一 

(C)解釋憲法的機關必須主動發覺違憲事實並加以解釋 

(D)解釋憲法的機關不能解釋立法機關通過的法案違憲。  (99 地特) 

28. 「人身保護狀」（WritofHabeasCorpus）制度是源於那個國家？ 

(A)法國 (B)英國 (C)美國 (D)德國。 (99 身特) 

29. 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之平等權，是指： 

(A)政治地位平等  (B)社會地位平等 

(C)經濟地位平等  (D)法律地位平等。 (99 身特) 

30. 就法律存在形式而言，習慣、法理及判例等稱為： 

(A)制定法 (B)不成文法 (C)實體法 (D)程序法。 (99 普考) 

31. 成文憲法有不少優點，下列何者不是它的優點？ 

(A)比較能夠因應民眾的需求及感受 

(B)人權保障原則得以確立，防止政府不當干預 

(C)個人自由得到保障，避免威權主義產生 

(D)立法權受到限制，減少國會主權的力量。  (100 普考) 

32. 下列何者不是憲法的目的之一？ 

(A)陳述國家發展理想(B)規範政府結構 (C)建立政府合法性 (D)隨時反映民意。(100 身特) 

33. 美國憲法第一條的規範對象是： 

(A)總統 (B)國會 (C)最高法院 (D)州政府。 (101 地特) 

34. 美國憲法為剛性憲法，憲法修正案由國會兩院同意提出後，需要經過多少以上的州議會或州

制憲會議同意才算通過？ 

(A)二分之一 (B)五分之三 (C)三分之二 (D)四分之三。 (101 原特) 

35. 以羅馬法為基礎而形成的法系，並以法典為主要的表現形式，此稱之為： 

(A)大陸法系 (B)英美法系 (C)海洋法系 (D)法官造法法系。(102 轉任) 

36. 下列何者屬於憲法保障的消極權利？ 

(A)工作權 (B)受教育權 (C)健保權 (D)言論權。 (103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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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何者為不正常的憲法變遷？ 

(A)憲法修訂  (B)憲法凍結  

(C)憲法解釋  (D)增加憲法附加條文。 (103 原特) 

38. 憲法的變遷有好幾種途徑，下列何者不是正常的憲法變遷？ 

(A)修改憲法 (B)凍結憲法 (C)解釋憲法 (D)建立慣例。 (103 普考) 

39. 1787 年費城制憲以前，規範美國 13 州的憲法文獻稱之為何？ 

(A)基本法 (B)國會組織法 (C)邦聯條款 (D)衡平法。 (104 原特) 

憲法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內容涵蓋許多公共領域的規範。下列何者並未由我國的憲法所規範？

(A)國家主權歸屬  (B)政府的組成方式 

(C)政黨的民主原則  (D)人權保障的範圍。 (104 原特) 

40. 英國憲法常被稱為： 

(A)成文憲法 (B)不成文憲法 (C)剛性憲法 (D)字義性憲法。 (104 轉任) 

41.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所訂定的修憲程序，下列何者為最後議決？ 

(A)特設修憲機關中的特定多數 (B)公民投票方式通過修憲案 

(C)立法院的四分之三多數議決 (D)大法官的解釋。 (106 身特) 

42. 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與下列那個國家之憲政體制最接近？ 

(A)美國 (B)法國 (C)巴西 (D)瑞士。 (106 身特) 

43. 下列關於憲法功能的敘述，何者錯誤？ 

(A)建立政府的正當性 (B)設定政府結構 

(C)有助於富國強兵  (D)宣示國家理想。 (106 轉任) 

44. 下列那個國家的憲法屬於柔性憲法？ 

(A)英國 (B)美國 (C)法國 (D)德國。 (106 轉任) 

45. 下列何者不是制訂憲法的目的？ 

(A)提供政府施政的正當性 (B)宣揚建國的理念與價值 

(C)設定政府的組織架構 (D)增進行政效能與效率。 (107 普考) 

46.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的正常變遷？ 

(A)憲法解釋 (B)憲法凍結 (C)憲法修訂 (D)國會立法。 (107 普考) 

47. 下列對於憲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A)以憲法的存在形式為標準，可分為「成文憲法」與「不成文憲法」 

(B)成文憲法的優點是規定明確，不易遭致扭曲 

(C)成文憲法與不成文憲法並非絕對性的概念 

(D)當今大部分國家採用不成文憲法，能更靈活地適應社會變遷。 (107 原特) 

48. 須透過特殊機關與程序修改之憲法類型稱為： 

(A)成文憲法 (B)柔性憲法 (C)剛性憲法 (D)不成文憲法。 (108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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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憲法所規範之人民權利與義務？ 

(A)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B)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C)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 

(D)凡 6 歲至 15 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   (108 普考) 

50.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23 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

危 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其中包含重要的

憲政精 神是比例原則，其意涵為： 

51. (A)政府要限制人民自由時，達成目的之利益應高過施行手段造成的傷害 

(B)政府要限制人民自由時，施政作為都必須依法行政 

(C)政府要限制人民自由時，行政、立法、司法必須依比例運作 

(D)政府要限制人民自由時，透過贊成與反對人數的多寡，決定權力的大小。 (108 原特) 

52. 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根源於保障人權，同時是民主政治運作的依據。下列何者不是

憲政主義的重要內涵？ 

(A)有限政府 (B)依法而治 (C)保障基本人權 (D)社會責任。 (108 原特) 

53. 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採下列那三項原則？ 

(A)分散、抽象、一般性效力 (B)集中、具體、個案效力 

(C)集中、抽象、一般性效力 (D)集中、具體、一般性效力。 (108 地特) 

54. 下列那一項概念沒有明文出現在我國憲法條文規範之中？ 

(A)言論自 (B)公民不服從 (C)講學自由 (D)結社自由。 (108 地特) 

55. 下列何種權利，不屬於我國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 

(A)秘密通訊之自由  (B)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C)信仰宗教之自由  (D)應考試及服公職之自由。 (108 地特) 

56. 下列那一種憲法類型，不是依據憲法價值取向所做的分類？ 

(A)社會主義憲法  (B)民定憲法 

(C)宗教憲法  (D)民族主義憲法。 (109 身特) 

57. 有關成文憲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使憲法文書更具權威性 (B)使政治系統運作更有依循  

(C)確立了法律的位階 (D)較不成文憲法更具回應性與適應性。 

    (109 普考) 

58. 下列何者不是解釋憲法的機關？ 

(A)立法機關 (B)行政機關 (C)司法機關 (D)憲法法院。 (109 普考) 

59. 基於宗教因素決定是否僱用員工，違反憲法何種規範？ 

(A)集會結社自由 (B)平等權 (C)居住權 (D)表意自由。 (109 原特) 

60. 對憲政主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表現出對權力容易腐化的疑慮 (B)相信有限政府  

(C)認為權力分散是有益的 (D)主張國家利益至上。 (109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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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下列有關憲法的目的何者錯誤？ 

(A)制定政府架構  (B)建立政府正當性  

(C)確保政治穩定  (D)宣示基本國策。 (109 地特) 

62. 一般來說，憲法存在的目的，不包含下列那一項？  

(A)授予國家權力 (B)提供政府穩定性  

(C)提供統治權力正當性 (D)建立價值中立的制度。 (110 轉任) 

63. 根據我國目前的釋憲制度，下列何者無權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  

(A)總統  (B)地方法院  

(C)監察院  (D)立法院各黨團。 (110 轉任) 

64. 下列何者不是成文憲法的優點？ 

(A)條款明確，可以防止政府的干預 

(B)立法權受到限制 

(C)個人自由的保障更明確 

(D)非民選的法官可能藉由成文憲法具有比民選政治人物更大的影響力。 (110 普考) 

65. 有關憲法目的的敘述，下列何種主張，是強調政府應該提供資源與援助，並擴大政府保障人

民權利的責任？ 

(A)有限政府 (B)積極權利 (C)消極權利 (D)憲政主義。 (110 普考) 

66. 下列何者屬於正常憲法變遷？ 

(A)憲法凍結 (B)憲法增修 (C)憲法廢除 (D)憲法破棄。 (110 地特) 

67. 下列那一個國家為不成文憲法國家？  

(A)法國  (B)紐西蘭 (C)德國  (D)義大利。 (111 身特) 

68. 根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立法院對於憲法修正案的提出門檻為： 

(A) 1/4 提議、3/4 出席、3/4 決議  (B) 1/3 提議、1/2 出席、3/4 決議  

(C) 1/3 提議、1/2 出席、2/3 決議  (D) 1/2 提議、1/2 出席、3/4 決議。(111 普考) 

69. 下列何者不屬於正常憲法變遷的意涵？  

(A)立法補充 (B)憲政慣例 (C)憲法凍結 (D)憲法解釋。 (111 原特) 

70. 下列何者是剛性與柔性憲法的區別標準？  

(A)憲法被遵守的程度  (B)憲法的形式與地位  

(C)憲法的修改難易度  (D)憲法是否列舉人權條款。 (111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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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B B D C D A C C D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D A A D A A C A A D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A B C A A D B B D B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A D B D A D B B C C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B B B C A D B D C D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A D C B D B D B B D 

題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答案 C D D D B B B A C C 

※難題解析： 

2. 憲政主義又稱有限政府。 

6. 大法官會議屬司法院。 

7. 我國修憲的程序變為，立院全體委員 1/4 提議；3/4 出席，出席者 3/4 決議；之後公告半年，

再經公投。 

10. (A)權利請願書是英國國會在 1628 年請英國國王簽署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律 (B)大憲章是

1215 年訂定限制英國王室權力的文件，後變成法律 (C)權利法案是英國國會在 1689 年提出

的法案，據憲法位階，確立英國君主立憲的基礎 (D)五月花號公約是 1620 年前往北美殖民

地的英國清教徒所簽訂的聲明，表明願意創建並服從一個政府。 

11. (D)美國總統並非直選，而是由選舉人團選舉。 

14. 美國憲法至今仍未賦予美國公民罷免和公民投票的權利。 

17. 美國總統制的精神是權力制衡。 

18. (A)是 1997 年第四次修憲。 

26. 美國的修憲程序是，由美國參眾兩院各 2/3 或是 2/3 個州議會同意後提出，再經 3/4 州議會

批准後才生效。 

27. (A)有些國家的立法機關也可以解釋憲法；(C)釋憲單位通常是採被動原則； (D)釋憲權也是

司法機關制衡立法機關重要手段。 

31. 因為成文憲法的修訂通常較為困難，所以(A)不是成文憲法的優點。 

34. 但美國憲法修正案的提議需經三分之二的州議會同意(或參眾兩院各三分之二同意)，批准提

議才是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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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府體制 

1. 美國總統制的特徵是： 

(A)總統由國會選舉產生 (B)總統向國會負責 

(C)總統與國會相互制衡 (D)總統任期與國會一致。 (95 地特) 

2. 在內閣制國家中，由未在國會取得過半席位的政黨（或政黨聯盟）所組成的政府，政治學上

稱之為： 

(A)一致政府 (B)在野政府 (C)少數政府 (D)僵局政府。 (95 地特) 

3. 我國總統解散立法院之先決條件為： 

(A)司法院同意  (B)國家進入戒嚴 

(C)立法院通過倒閣案 (D)行政院院長同意。 (95 地特) 

4. 以下何者不是英國內閣制的原則： 

(A)虛位元首 (B)閣員與議員重疊 (C)議會至上 (D)三權分立。 (95 地特) 

5. 依我國現制，行政院移請覆議案經立法院決議維持原案，則行政院院長應： 

(A)辭職  (B)接受該決議 

(C)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D)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95 地特) 

6. 下列有關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總統制比在內閣制中明顯 (B)在內閣制比在總統制中明顯 

(C)在總統制和內閣制中同樣明顯 (D)在遭逢緊急狀態時較有決斷力。 (95 身特) 

7. 聯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常見之於： 

(A)內閣（兩黨）制  (B)總統（兩黨）制 

(C)內閣（多黨）制  (D)兩院兩黨制。  (95 身特) 

8. 在內閣制的政治系統，立法機關可以： 

(A)彈劾首相或總理  (B)制衡行政機關 

(C)決定何時可召集新的選舉 (D)以不信任投票使內閣下台。 (95 身特) 

9. 內閣制之下的內閣成員絕大多數是： 

(A)由人民直接選出  (B)總統任命 

(C)具有國會議員身分 (D)辭去國會議員身分。 (95 身特) 

10. 以下那一國家之中央政府體制採行總統制？ 

(A)瑞士 (B)英國 (C)美國 (D)德國。 (95 原特) 

11. 內閣制的特徵是： 

(A)行政首長向民選議會負責 (B)行政首長由人民直接選出 

(C)行政權與立法權分開 (D)行政首長定期改選。 (95 原特) 

12. 西方民主國家之三權分立是指那三權？ 

(A)行政、司法、監察 (B)行政、立法、司法 

(C)行政、立法、考試 (D)行政、司法、考試。 (95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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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府的政策之所以具有權威性，主要是因為它具有那三項顯著的特徵？ 

(A)分配性、普遍性、強制性 (B)合法性、特殊性、目的性 

(C)合法性、普遍性、強制性 (D)分配性、特殊性、目的性。 (95 普考) 

14. 下列那一個國家係採行「內閣制」？ 

(A)日本 (B)菲律賓 (C)哥倫比亞 (D)墨西哥。 (95 普考) 

15. 下列那一個國家係採行「委員制」？ 

(A)瑞典 (B)奧地利 (C)澳大利亞 (D)瑞士。 (95 普考) 

16. 依據民國八十三年我國所通過的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自第九任起，總統、副總統改為選民

直選，任期改為幾年？ 

(A)六年 (B)五年 (C)四年 (D)三年。 (95 普考) 

17. 美國總統行使否決權後： 

(A)國會兩院再各以三分之二通過，法律始能生效 

(B)國會兩院再各以二分之一通過，法律始能生效 

(C)國會兩院議長之同意，法律始能生效 

(D)該法案即作廢。    (96 地特) 

18. 依我國憲法第 53 條規定，國家最高行政機關為： 

(A)總統府 (B)行政院 (C)內政部 (D)國民大會。 (96 地特) 

19. 英國國會多數黨中，沒有任何領導權與行政職責的議員，稱為： 

(A)政府派議員 (B)影子內閣 (C)前排議員 (D)後排議員。 (96 身特) 

20. 影子內閣是源自於那一國之憲政運作？ 

(A)英國 (B)美國 (C)法國 (D)德國。 (96 身特) 

21. 若行政機關與立法機關分別由不同政黨控制，學理上稱此情況為： 

(A)分立政府 (B)聯合政府 (C)內閣政府 (D)議會政府。 (96 原特) 

22. 關於總統的民意支持度或施政滿意度，下列何者是錯誤的？ 

(A)新任總統通常有蜜月期，一開始滿意度較高 

(B)發生重大事件時，例如天災或戰爭，通常總統施政滿意度會降低 

(C)總統的民意支持度會影響其政治影響力 

(D)通常經濟表現對總統施政滿意度有很大影響。  (96 普考) 

23. 法國第五共和制度中，下列何者是屬於總理副署權的範圍？ 

(Ａ)教育相關法案  (B)提出公民複決案 

(C)緊急應變能力之發動 (D)任命憲法委員會委員。 (96 普考) 

24. 以下那種憲政體制有可能出現行政權掌握在總統與總理之間擺盪的情況？ 

(A)內閣制 (B)總統制 (C)半總統制 (D)委員制。 (96 普考) 

25. 一般來說，行政首長的任期即將屆滿之際，其政治影響力多少會開始減弱，部分學者稱此時

的行政首長為： 

(A)牆頭草 (B)蜜月首長 (C)橡皮圖章 (D)跛腳鴨。 (96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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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美國總統制中，總統的人事提名和任命權不包括： 

(A)國會議長 (B)最高法院法官 (C)外交使節 (D)部會首長。 (96 轉任) 

27. 下列何者不是政府的特徵？ 

(A)普遍性的權威 (B)自願性成員 (C)合法壟斷強制力 (D)權威性規定。  (96 轉任) 

28. 「建設性的不信任投票」是指： 

(A)國會需同時選出新的總理，方能逼使原任總理去職 

(B)政黨需先協商後，方能對內閣提出不信任案 

(C)選民需同時選出新的總理，方能逼使原任總理去職 

(D)不信任案需經國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能通過。  (97 地特) 

29. 否決權（Veto power）是屬何種政府體制的特徵之一？ 

(A)內閣制 (B)總統制 (C)委員制 (D)君主立憲制。 (97 地特) 

30. 下列何者為總統制的特徵？ 

(A)總統任期內會因國會表決（不信任案）而去職 

(B)行政與立法部門分別由民選產生，各有憲法賦予之權力 

(C)民選總統一人扮演國家元首而非政府首長（行政首長）之角色 

(D)議員可兼任內閣閣員。   (97 地特) 

31. 下列何種政府類型，行政權在國會之下，兩者既不分離也不對抗？ 

(A)總統制 (B)內閣制 (C)委員制 (D)混合制。 (97 身特) 

32. 美國總統選舉有「選舉人團」的制度，下列何者關於選舉人團制度的描述是錯誤的？ 

(A)選舉人團制度會過度膨脹人口較少州的選票影響力 

(B)選舉人團制度違反票票等值的原則 

(C)選舉人團制度在單一州的選票計算上，領先者只要贏一票就贏者全拿，得到所有選舉人票

(D)各州選舉人團人數相等，象徵各州地位平等。  (97 身特) 

33. 下列有關國家與政府之間的差異，何者是錯誤的？ 

(A)國家的範圍較政府寬廣 

(B)政府是國家權威得以運作的工具 

(C)國家至少在理論上代表著社會的永久利益，亦即公益或全意志 

(D)國家行使個人化的權威    (97 身特) 

34. 在總統制下，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屬不同政黨所掌握時，謂之： 

(A)一致政府 (B)分立政府 (C)聯合政府 (D)多元政府。 (97 普考) 

35. 下列那個國家的政府類型是屬於委員制？ 

(A)美國 (B)法國 (C)瑞士 (D)瑞典。 (97 普考) 

36. 下列何者兼具國家元首和最高行政首長兩種身分？ 

(A)英國首相 (B)德國總理 (C)美國總統 (D)日本天皇。 (98 地特) 

37. 依我國憲法第 36 條之規定，下列何者是三軍統帥： 

(A)參謀總長 (B)國防部長 (C)行政院長 (D)總統。 (98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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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在下列那一種政治制度中較為明顯？ 

(A)總統制 (B)內閣制 (C)委員制 (D)半總統制。 (98 地特) 

39. 政治不穩定的內閣制通常具備以下那種特色？ 

(A)單一選區多數決制 (B)建設性不信任投票制度 

(C)多黨林立  (D)兩黨制。  (98 地特) 

40. 下列何者不是法國「半總統制」政治運作的特徵？ 

(A)總統由民選產生  (B)憲法賦予總統專屬權力 

(C)總統不需依國會生態任命總理 (D)總理掌握行政部門。 (98 身特) 

41. 下列何者為採取「建設性不信任投票制」的內閣制國家？ 

(A)英國 (B)德國 (C)日本 (D)荷蘭。 (98 原特) 

42. 在內閣制國家中，私法案（private bills）是指何者所提出的法案？ 

(A)議員個人 (B)內閣 (C)私人團體 (D)黨團。 (98 原特) 

43. 法國之左右共治（cohabitation）是指： 

(A)兩性共同掌握行政權 (B)不同政黨共同掌握中央行政權 

(C)左派與右派輪流執政 (D)左派與右派分掌中央與地方執政權。 

    (98 普考) 

44. 下列何者不是虛位元首必須遵守的原則？ 

(A)有選擇任命閣揆及閣員之自由 

(B)內閣總辭，元首不得挽留或拒絕 

(C)閣揆提請解散議會，元首不得挽留或拒絕 

(D)閣揆副署簽名同意之法案，元首不得拒絕公布或覆議。  (98 普考) 

45. 下列何者為內閣制之特徵？ 

(A)實權元首  (B)國會無不信任投票權 

(C)內閣有提請解散議會權 (D)內閣無副署權。 (98 普考) 

46. 德國國會欲要求現任總理辭職之前，必須先選舉產生新總理，稱之為： 

(A)明示不信任投票  (B)暗示不信任投票 

(C)建設性不信任投票 (D)破壞性不信任投票。 (98 轉任) 

47. 美國總統制下的國會具有以下那些權力？ 

(A)立法權與否決權  (B)預算議決權與咨文權 

(C)官員任命同意權與彈劾權 (D)否決權與彈劾權。 (98 轉任) 

48. 以下那個國家的憲政體制不是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 system）？ 

(A)法國第五共和 (B)匈牙利 (C)俄羅斯 (D)波蘭。 (98 轉任) 

49. 下列那一項是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 system）的特徵？ 

(A)總統通常獲得國會多數的支持 (B)國會至上 

(C)總統必須向國會負責 (D)總理必須向國會負責。 (99 地特) 

50. 下列各國的元首，那一個具有政治上的實權？ 

(A)印度總統 (B)義大利總統 (C)德國總統 (D)墨西哥總統。 (99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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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依美國的憲政運作，若法案在國會閉會前十天內通過，但總統將法案留置而達到否決效果，

稱之為： 

(A)一般否決 (B)單項否決 (C)口袋否決 (D)強制否決。 (99 身特) 

52. 許多人對總統制提出嚴厲的批評，舒加特（M. Shugart）與凱瑞（J. Carey）則挺身辯護，他

們指出許多總統制的優點，下列那一個不包括在內？ 

(A)責任歸屬明確  (B)符合人民主權原則 

(C)防止總統獨裁  (D)有利於政治家的養成。 (99 原特) 

53. 建立「連任以一次為限」慣例的美國總統是： 

(A)華盛頓 (B)林肯 (C)小羅斯福 (D)詹森。 (99 原特) 

54. 何謂「少數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 

(A)政府由社會中的少數菁英所控制 

(B)政府由國會中未取得過半席次的政黨所組成 

(C)政府由不同意識型態的政黨共同組成 

(D)政府由選舉得票未過半的總統所控制。   (99 原特) 

55. 下列何者最有可能會出現左右共治之政府體制？ 

(A)總統制 (B)內閣制 (C)雙首長制 (D)委員制。 (99 普考) 

56. 在德國政治制度中有所謂「建設性不信任投票」，請問這個設計所指的是？ 

(A)倒閣前先告知現任總理 (B)倒閣前先選出繼任的總理人選 

(C)倒閣前先進行政黨協商 (D)倒閣前先進行假投票。 (99 普考) 

57. 下列那個國家實施「半總統制」？  

(A)美國 (B)法國 (C)德國 (D)義大利。 (99 普考) 

58. 英國的內閣制中「影子內閣」是指：  

(A)執政黨中的後排議員 

(B)最大反對黨按內閣組織形式組成的準執政團隊 

(C)內閣中的副首長總稱 

(D)不具權力的內閣閣員。   (99 普考) 

59. 下列那個國家的部會首長不得兼任國會議員？ 

(A)日本 (B)英國 (C)德國 (D)法國。 (100 地特) 

60. 下列那一項是總統制的特徵？ 

(A)行政權與立法權是融合的關係 (B)國會議員可以兼任內閣閣員 

(C)總統可解散國會  (D)總統與國會議員各自由人民選出。 

    (100 地特) 

61. 按照杜佛傑（M. Duverger）的看法，半總統制有三個重要的特徵，下列何者不包括在內？ 

(A)總統民選  (B)總統有相當大的權力 

(C)內閣向國會負責  (D)行政與立法部門分立與制衡。 (100 地特) 

62. 在內閣制國家中，公法案（public bills）是指何者所提出的法案？ 

(A)議員個人 (B)內閣 (C)公共團體 (D)黨團。 (100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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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美國國會不能倒閣，但透過某種程序，則可能迫使總統下台。此程序是： 

(A)不信任投票程序 (B)罷免程序 (C)彈劾程序 (D)質詢程序。 (100 身特) 

64. 在我國總統大選中若想透過公民連署成為候選人，公民連署人數的最低門檻為何？ 

(A)最近一次總統大選選舉人總數百分之一點五 

(B)最近一次總統大選選舉人總數百分之三 

(C)最近一次立法委員選舉選舉人總數百分之一點五 

(D)最近一次立法委員選舉選舉人總數百分之三。  (100 身特) 

65. .下列何者不是總統制的特徵？ 

(A)分權制度  (B)最高行政首長有固定任期 

(C)可能產生分立政府 (D)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100 身特) 

66. 下列何者為雙首長制的典型代表國家？ 

(A)德國 (B)美國 (C)法國 (D)英國。 (100 身特) 

67. 在小國寡民的瑞士， 政府體制採行獨特的委員制，其國家元首是如何產生的？ 

(A)人民直選 (B)世襲制度 C)議會選舉 (D)執行委員會互選 

    (100 原特) 

68. 下列有關美國總統制運作的敘述，何者正確？  

(A)總統可以藉由爭取選民的認同，獲得國會的支持 

(B)總統可出席國會為其政策辯護 

(C)內閣閣員可出席國會為其政策辯護 

(D)國會可以藉由不信任投票與總統對抗。   (100 原特) 

69. 以下何者兼具國家元首及最高行政首長之角色？  

(A)英國首相 (B)德國總統 (C)法國總理 (D)美國總統。 (100 轉任) 

70. 在議會內閣制國家，國會可以採取下列何種方式迫使行政首長因政策不當而去職？ 

(A)彈劾 (B)罷免 (C)質詢 (D)不信任投票。 (100 轉任) 

71. 我國立法院欲通過對行政院院長之不信任案，須經多少立法委員以上之贊成？ 

(A)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 (B)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 

(C)出席立法委員二分之一 (D)出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 (100 普考) 

72. 法國的內閣會議是由下列何者負責主持？ 

(A)總理 (B)國民議會議長 (C)總統 (D)參院議長。 (101 地特) 

73. 比較而言，下述那一項權力不是虛位元首的儀典權力？ 

(A)任命官員  (B)從事外交訪問 

(C)決定政策  (D)做為三軍最高統帥。 (101 普考) 

74. 打破「總統連任以一次為限」慣例的美國總統是： 

(A)華盛頓 (B)林肯 (C)小羅斯福 (D)詹森。 (101 普考) 

75. 下列那個國家採行「建設性不信任投票」（a vote of constructive no confidence）？ 

(A)美國 (B)英國 (C)德國 (D)法國。 (101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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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下列何者不屬於總統制的基本特徵？ 

(A)民選總統  (B)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C)總統有固定任期  (D)總統對法案有覆議權。 (101 原特) 

77. 下列有關內閣制與總統制行政部門特徵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內閣制行政部門直接對議會負責  

(B)內閣制行政部門的首長兼國家元首 

(C)總統制行政部門閣員可兼任議員  

(D)總統制行政部門的權力集中在內閣   (102 原特) 

78. 在總統制之下，何者不是國會監督總統或行政部門的主要手段？ 

(A)人事同意權  (B)預算審查權 

(C)彈劾權  (D)提出不信任案。 (102 原特) 

79. 在何種體制中，行政部門是立法體系的一部分，通常依照自己提出的議程來控制立法的進行？ 

(A)內閣制 (B)總統制 (C)委員制 (D)混合制。 (102 原特) 

80. 下列那一項不是內閣制的優點？ 

(A)容易貫徹政黨政治 

(B)行政與立法的僵局可以經由制度性的方式解決 

(C)元首是國家統一的象徵，有穩定國家的作用 

(D)行政權穩定。    (102 轉任) 

81. 下列有關「議會主權」的描述，何者錯誤？ 

(A)立法機關在制定、修正和廢除法律上擁有絕對與最終的權力 

(B)源自英國 

(C)此一概念可適用於我國的立法權上 

(D)與虛位元首的特性有關。   (102 轉任) 

82. 當美國總統與副總統皆因故不能視事的時候，是由下列何人代理？ 

(A)參議院議長  (B)眾議院議長 

(C)國務卿  (D)聯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102 地特) 

83. 下列那一項不是內閣制的特徵？ 

(A)虛位元首  (B)內閣扮演主導政策與立法的角色 

(C)議會至上  (D)權力分立且制衡。 (102 地特) 

84. 代表不同政府部門的部會首長所組成的團體，稱為： 

(A)委員會 (B)董事會 (C)機關 (D)內閣。 (102 地特) 

85. 美國總統是由下列何者選出？ 

(A)參議院 (B)眾議院 (C)州議會 (D)選舉人團。 (102 地特) 

86. 我國立法院對總統之彈劾案，經決議後，向下列何者提出？  

(A)司法院大法官 (B)監察院 (C)考試院 (D)國民大會。 (102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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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以下有關「部長責任制」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個別部會首長為其部屬與所轄之政策向公眾負責 

(B)在內閣制國家常見 

(C)是一種政治課責 

(D)經由監察長制度（ombudsman）來體現。  (102 普考) 

88.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行政院移請覆議案經立法院決議維持原案時，行政院長應採何種作為？

(A)辭職  (B)接受該決議 

(C)提請總統決定行政院長是否該辭職 (D)提請總統決定是否接受該決議。  (102 普考) 

89. 以下有關「左右共治」的敘述何者正確？ 

(A)起源於行政與立法合併選舉的結果 (B)曾發生於臺灣 

(C)是法國第四共和時期的憲政經驗 (D)曾兩次發生於法國密特朗總統主政期間。 

     (102 普考) 

90. 英國憲政體制運作，下列何者正確？ 

(A)首相具有國會議員身分 

(B)首相於任期內不因國會之不信任案而去職 

(C)首相與國家元首共享行政權力 

(D)首相經貴族院同意後由元首任命之。   (102 普考) 

91. 下列那一位思想家主張三權分立，以避免暴政的出現？ 

(A)孟德斯鳩（C.Montesquieu） (B)米契爾斯（R.Michels） 

(C)馬基維利（N.Machiavelli） (D)艾克頓爵士（LordActon）。 (106 身特) 

92. 美國總統針對國會立法進行口袋否決（pocket veto），下列何者是行使權限的正確時機？ 

(A)國會休會前  (B)國會開議的任何時間 

(C)委員會審查期間  (D)聯邦最高法院受理訟案期間。 (106 身特) 

93. 下列何者敘述符合內閣制的典型特徵？ 

(A)議會至上  (B)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制衡分立 

(C)行政首長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D)行政、立法部門的任期固定。 (106 身特) 

94.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國會議長是不需維持中立的？ 

(A)美國 (B)英國 (C)日本 (D)德國。 (106 身特) 

95. 下列那個國家為單一制政府（unitary government）？ 

(A)加拿大 (B)澳洲 (C)英國 (D)德國。 (106 轉任) 

96. 關於總統制和議會內閣制的異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總統制的國家元首即為政府首長 

(B)議會內閣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由不同的人擔任 

(C)議會內閣制的總理（或首相）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D)總統制的總統獨立於國會之外，並有固定任期。  (106 普考) 

97. 下列那個國家在解散國會的時候必須遵守「被動解散」規範？ 

(A)中華民國 (B)英國 (C)法國 (D)美國。 (106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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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關於英國君主立憲政體的特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英王在位但不統治 (B)英王是最高行政首長 

(C)英王作為國家的象徵 (D)英王的地位經由世襲。 (106 原特) 

99. 對於權力分立的說法，下列那一項說法錯誤？ 

(A)權力分立可以讓政府決策更有效能 

(B)權力分立主要規範的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 

(C)權力分立可以防止政府因權力集中而出現的濫權 

(D)權力分立是指權力機關的合作與制衡。   (106 原特) 

100. 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優劣，學者的看法相當不一致，林茲（J. Linz）指出的總統制缺點，不包

括下列何者？ 

(A)雙重正當性危機  (B)總統任期僵化 

(C)總統與內閣的權責不易區分 (D)總統與國會的僵局。 (106 原特) 

101. 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是越來越多民主國家採用的憲政類型，依據杜瓦傑（M. 

Duverger）的定義，下列何者不是半總統制的特徵？ 

(A)普選的總統 (B)總統領導行政 (C)總統擁有實權 (D)內閣向國會負責(106地特) 

102. 有關美國憲政體制運作，下列何者正確？ 

(A)行政官員得兼任國會議員 

(B)總統與國會議員之任期皆為固定 

(C)國會通過之法案經總統否決後，國會即應接受該結果 

(D)條約案須經眾議院之同意。   (106 地特) 

103. 憲政體制的分類標準，以國家元首、行政首長、行政立法關係等變數決定，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總統制因為雙元民意而可能出現分立政府 

(B)內閣制的政府組成來自國會的信任，若欠缺多數議員的支持則出現少數政府 

(C)半總統制的國家元首和行政首長由同一人擔任 

(D)半總統制的內閣需對國會負責。   (106 地特) 

104. 以我國現行的憲政制度而言，不可能會出現下列那一種情況？ 

(A)罷免行政院院長  (B)共治政府（cohabitation） 

(C)國會發動不信任投票 (D)內閣總辭。  (107 身特) 

105. 下列有關半總統制之敘述何者錯誤？ 

(A)半總統制下有可能出現有責無權的弱勢總理 

(B)半總統制下的政府組成完全由掌握國會多數的政黨來主導 

(C)半總統制國家可能出現共治政府（cohabitation） 

(D)半總統制下有可能出現有權無責的強勢總統。  (107 身特) 

106. 下列何者是總統制的特質？ 

(A)內閣對議會負責  (B)官員得由議員兼任 

(C)行政與立法分立  (D)議會有不信任投票權。 (107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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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下列那一項是議會內閣制的缺點？ 

(A)容易形成行政與立法對立的僵局 (B)行政權二元化 

(C)制度僵化不具彈性 (D)可能出現不穩定的聯合政府。 (107 普考) 

108. 美國是總統制國家，總統是國家元首，亦是國家最高行政首長。美國總統是如何產生的？ 

(A)兩輪絕對多數決  (B)選擇投票制 

(C)由選舉人團選舉產生 (D)由參議院選舉。 (107 普考) 

109. 下列那一個國家實施內閣制？ 

(A)委內瑞拉 (B)印度 (C)波蘭 (D)俄羅斯。 (107 原特) 

110. 政府體制中「半總統制」這一類型，其最主要的特質是： 

(A)總統與閣揆分屬不同政黨 (B)閣揆不需對國會負責 

(C)總統與閣揆分享行政權 (D)總統必須對國會負責。 (108 身特) 

111. 下列何者是總統制的特徵？ 

(A)總統沒有固定任期 (B)總統是由民選產生 

(C)行政權與立法權合一 (D)總理是最高行政首長。 (108 身特) 

112.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被學者稱為「半總統制」，下列何者錯誤？  

(A)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強化總統職權 

(B)內閣對總統負責，不對國會負責 

(C)1962 年法國總統選舉方式由間接選舉改為公民直選 

(D)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兼具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特徵。  (108 轉任) 

113. 下列何者不是憲政體制分類的依據？ 

(A)行政與立法兩權關係 (B)垂直分權原則 

(C)權力分立原則  (D)行政權歸屬。 

114. 下列何者是總統制可能的缺點？ 

(A)政府不穩定  (B)單一正當性 

(C)總統直接對人民負責 (D)行政立法僵局。 (108 轉任) 

115. 下列那一個國家，有建設性不信任投票的制度設計？ 

(A)日本 (B)德國 (C)英國 (D)美國。 (108 普考) 

116. 有關半總統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按照舒加特（M.Shugart）和凱瑞（J.Carey）的分類，愛爾蘭屬於「總理–總統制」的國家

(B)法國第五共和曾出現三次共治，主要原因是憲法上規定總統任命總理必須經由國會同意 

(C)半總統制又被稱為混合制 

(D)少數政府是半總統制的一種運作類型。   (108 普考) 

117. 下列那個國家的總統，並非由人民直選產生？  

(A)芬蘭 (B)法國 (C)南韓 (D)德國。 (108 普考) 

118. 下列何者不是杜瓦傑（M. Duverger）所提的半總統制定義？  

(A)總統具有實權  (B)總統由人民普選產生 

(C)內閣向國會負責  (D)總理與總統分享行政權。 (108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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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美國總統沒有下列何種權力？  

(A)赦免權  (B)提請公民複決權 

(C)法案否決權  (D)提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108 原特) 

120. 下列何種體制下，內閣閣員必然無法同時兼任國會議員？  

(A)內閣制 (B)總統制 (C)總理總統制 (D)總統議會制。 (108 原特) 

121. 有關內閣制運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內閣總理可以解散國會 (B)國會可以通過不信任案解散內閣 

(C)國會通常可以行使對總理的同意權投票 (D)反對黨可以提信任案。 (108 地特) 

122. 拉丁美洲國家普遍採行總統制，且政黨體系普遍為多黨制，因而常導致下列那種政府型態？ 

(A)一致政府 (B)分立政府 (C)看守政府 (D)共治政府。 (108 地特) 

123. 有關半總統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總統向國會負責  (B)內閣可以解散國會 

(C)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D)總統可能和對立政黨的總理共治。  

     (108 地特) 

124. 下列那一項是總統制的特徵？  

(A)政府官員可兼任國會議員 (B)國家元首為虛位元首 

(C)有雙元民主正當性 (D)總統有權解散國會。 (109 身特) 

125. 關於美國初選制（primary）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此制度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少數政黨領袖對提名權的壟斷 

(B)在開放式初選中，一般民眾可以參加任何政黨所辦的候選人初選 

(C)在封閉式初選中，只有該黨黨員或支持者可以參加政黨所辦的候選人初選 

(D)多數民主國家也學習美國，採用初選制。  (109 身特) 

126. 半總統制同時有總統制與內閣制的特徵，下列那個特徵承繼自總統制？ 

(A)適時反映民意  (B)總統任期固定 

(C)可進行不信任投票 (D)總統與總理職權分開。 (109 普考) 

127. 下列那個國家的總統直選且具有實權？ 

(A)義大利 (B)印度 (C)墨西哥 (D)德國。 (109 普考) 

128. 下列何者不是英國國會的職權？ 

(A)質詢權 (B)調查權 (C)首相同意權 (D)倒閣權。 (109 普考) 

129. 有關於瑞士採行的委員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小國寡民，國會制度採取一院制 

(B)執行委員會與聯邦議會權力分立且相互制衡 

(C)搭配直接民主決定重要政策 

(D)執行委員會成員由人民直選產生。   (109 普考) 

130. 美國總統若對國會通過的法案行使否決權，則參、眾兩院應以幾分之幾的多數贊成來維持原

決議？ 

(A)二分之一 (B)三分之二 (C)四分之三 (D)五分之四。 (109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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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半總統制國家有兩種次類型，一種是總理總統制，另外一種是總統國會制，這兩種次類型的

最主要差異是那一個？ 

(A)只有總理總統制的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B)只有總理總統制的國會可以提出不信任案 

(C)總統國會制的總統有正式的憲法權威可以任命或免職總理 

(D)只有總統國會制的總統可以單獨提名總理。  (109 原特) 

132. 總統制國家的行政部門官員，對下列何者負責？ 

(A)國會 (B)總統 (C)法院 (D)政黨。 (109 原特) 

133. 美國總統、副總統皆缺位的時候，由誰作為下一個順位的繼承？  

(A)參議院臨時議長 (B)眾議院議長 (C)國務卿 (D)財政部部長。 (109 原特) 

134. 下列何者不是內閣制行政部門的特徵？ 

(A)行政部門的權力來自於國會 (B)行政部門對國會負責 

(C)總理為行政部門的首長 (D)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人事分立。 

    (109 原特) 

135. 下列何者不是總統制的缺點？ 

(A)行政權與立法權可能陷入僵局 

(B)當國會多數黨與總統分屬不同黨派時，政治責任歸屬不明確 

(C)總統大選為贏者全拿制，容易激化選情 

(D)總統由全民選出，不容易流於民粹。   (109 地特) 

136. 關於內閣制中總理有權解散國會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總理解散國會，是為了將政策訴諸選民決定 

(B)總理解散國會，是為了解決行政與立法兩權的僵局 

(C)國會通過內閣不信任案之後，總理才能行使解散國會的權力 

(D)解散國會的權力行使，並不會影響以議會為主體的憲政運作模式。 (109 地特) 

137. 舒加特（M. Shugart）和凱瑞（J. Carey）將半總統制分類為「總統國會制」與「總理總統制」

的主要依據是： 

(A)總統任命總理是否需經由國會同意 (B)總理是否可解散國會 

(C)總統是否具有對總理的免職權 (D)總統是否經由民選產生。 (109 地特) 

138. 下列何種政府體制，最不可能出現行政權與國會多數，由不同政黨掌握的分立政府？ 

(A)議會內閣制 (B)總統制 (C)總統議會制 (D)五院制。 (109 地特) 

139. 根據相關憲法規則，下列何者是非典型的議會內閣體制？ 

(A)法國第三共和 (B)德國威瑪共和 (C)英國 (D)日本。 (109 地特) 

140.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院通過不信任案之後的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A)須先取得立法院院長同意，才能解散立法院 

(B)行政院院長無須辭職，得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C)總統解散立法院之後，應於 30 日之內舉行立法委員選舉 

(D)行政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110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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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下列何者為冰島的政府體制？ 

(A)總統制 (B)內閣制 (C)半總統制 (D)委員會制。 (110 身特) 

142. 下列何者不是總統制國家？ 

(A)印度 (B)委內瑞拉 (C)菲律賓 (D)墨西哥。 (110 身特) 

143. 下列何者為美國聯邦法官的任命程序？ 

(A)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 (B)總統提名、眾議院同意 

(C)參議院選舉產生  (D)眾議院選舉產生。 (110 轉任) 

144. 下列那個國家不是半總統制國家？ 

(A)法國 (B)匈牙利 (C)俄羅斯 (D)蒙古。 (110 轉任) 

145. 在總統制國家，當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由不同政黨掌握時，稱為下列何種型態？ 

(A)一致政府 (B)分立政府 (C)少數政府 (D)聯合內閣。 (110 轉任) 

146. 在議會內閣制國家中，下列何者較容易導致國會大選後無法產生單一政黨政府？  

(A)出現懸峙國會的情形 (B)出現多數派國會的情形 

(C)出現政黨輪替的情形 (D)出現政黨重組的情形。 (110 轉任) 

147. 下列那一個國家是總統制國家？  

(A)墨西哥 (B)紐西蘭 (C)泰國 (D)義大利。 (110 普考) 

148. 下列何者非內閣制國會的特徵？  

(A)倒閣發動權 (B)影子內閣 (C)黨紀鬆散 (D)內閣對國會負責(110 普考) 

149. 有關英國內閣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國會議員沒有法定任期 (B)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國會選制 

(C)光榮革命之後建立了由全民普選之國會 (D)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常有憲政僵局。 

     (110 普考) 

150. 內閣制國家的政府穩定，與下列那個因素無關？ 

(A)存在一個明確且穩定的國會多數 (B)國會在立法過程持續給予內閣支持 

(C)國會議員的任期固定 (D)內閣向國會負責。 (110 原特) 

151. 下列何者是法國三次發生共治的原因？  

(A)皆因總統改選而發生 (B)皆因國會改選而發生 

(C)皆因總統免職總理而發生 (D)皆因國會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而發生。 

     (110 原特) 

152. 下列那個國家的政府型態，在絕大多數時期為聯合政府？  

(A)英國 (B)德國 (C)美國 (D)南韓。 (110 原特) 

153. 關於總統制國家總統權力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總統有組閣權  (B)總統掌握行政權 

(C)總統擁有一些立法權 (D)總統有解散國會權。 (110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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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關於美國選舉制度，下列何者錯誤？  

(A)美國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singe member district with plurality win），忽略輸家的支持

者也需要被代表 

(B)總統選舉的選舉人團票數（electoral college votes）有 538 張，大多數的州採贏者全拿制

（winner-take all） 

(C)美國各州已經全面採用電子投票，揚棄易生弊端或者誤判的舊式投票方式 

(D)由於美國有期中選舉，所以經常產生分立政府，有些學者認為容易導致立法僵局

（stalemate），不利於治理。(110 原特) 

155. 下列何者不是半總統制國家？  

(A)冰島 (B)愛爾蘭 (C)葡萄牙 (D)丹麥。 (110 地特) 

156. 關於共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法國至 2018 年止，發生過三次共治 

(B)法國的共治皆因總統改選 

(C)共治代表半總統制轉換為內閣制的運作模式 

(D)共治是總統與總理來自不同的政黨或聯盟。  (110 地特) 

157. 有關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A)相較於內閣制，總統制更強調權力制衡原則 

(B)相較於內閣制，總統制更易出現行政與立法兩權的僵局 

(C)相較於總統制，內閣制的政府體制運作更具效率 

(D)相較於總統制，內閣制下的國會議員更有任期保障。  (110 地特) 

158. 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有幾張總統選舉人票？  

(A) 3 張 (B) 4 張 (C) 5 張 (D) 6 張。 (110 地特) 

159. 關於總統議會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是半總統制的次類型 (B)總理需同時對總統與國會負責  

(C)總統無法影響內閣存續 (D)總統可決定總理的去留。 (110 地特) 

160. 下列那一個國家的總統或首相，沒有解散國會的權力？  

(A)日本首相  (B)智利總統  (C)法國總統  (D)比利時首相。 (111 身特) 

161. 關於美國總統制下的行政與立法關係，下列何者錯誤？  

(A)總統須到國會接受質詢 (B)國會有權彈劾總統 

(C)國會的委員會可傳喚行政官員至聽證會 (D)總統無法解散國會。 (111 身特) 

162. 有關英國內閣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國會議員兼任內閣閣員  

(B)閣員在決策上享有高度自主性 

(C)嚴格的黨紀乃融合行政與立法兩權的重要條件 

(D)國會對內閣通過不信任案後，內閣應總辭。  (111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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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下列何者不是造成分立政府的原因？  

(A)總統與國會議員分別選舉產生  (B)總統無權解散國會  

(C)委員會資深制  (D)總統與國會各自有固定任期。 (111 普考) 

164. C 164. 下列何者並非半總統制的構成要件？  

(A)總統由普選產生  (B)內閣須對國會負責  

(C)總統有權任免總理 (D)總統擁有相當權力。 (111 普考) 

165. 下列何者是最少見的政府體制類型？  

(A)總統制  (B)委員制  (C)內閣制  (D)半總統制。 (111 普考) 

166. 下列何者不是內閣制的特徵？  

(A)權力融合  (B)政府任期不固定  

(C)容易產生行政立法僵局 (D)總理對國會負責。 (111 原特) 

167. 關於民主國家憲政運作中「共治」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一定出現在半總統制下   

(B)主要出現在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的情況下 

(C)主要出現在總統與國會同時選舉的情況下  

(D)法國至今為止出現三次共治的經驗。   (111 原特) 

168. 下列那一個亞洲國家屬於總統制？  

(A)印尼  (B)馬來西亞 (C)印度 (D)日本。 (111 原特) 

169. 下列那個國家目前政府體制採取委員制？  

(A)瑞典  (B)瑞士 (C)盧森堡  (D)比利時。 (111 原特) 

170. 有關總統制下分立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定義，下列何者正確？  

(A)總統與國會多數黨分屬不同政黨 (B)選民在總統與國會選舉投給不同政黨 

(C)總統任命不同政黨的總理組閣 (D)組成政府的政黨未獲國會半數席次 。 

 (111 地特) 

171. 關於半總統制的共治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總統和總理分屬不同政黨 (B)聯合內閣不會發生共治. 

(C)總統政黨在國會少數時容易發生  (D)共治是描述特殊的二元行政關係。 (11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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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C C D B A C D C C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B C A D C A B D A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A B A C D A B A B B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C D D B C C D A C C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B A B A C C C B D D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C D A B C B B B D D 

題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答案 D B C C D C D A D D 

題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答案 A C C C C B A D A D 

題號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答案 C B D D D A D B D A 

題號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答案 A A A A C C A B A C 

題號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答案 B B C A B C D C B C 

題號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答案 B B B D B B D D B B 

題號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答案 D B A C D B C C C B 

題號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答案 C B B D D C C A B D 

題號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答案 C A A B B A A C B C 

題號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答案 B B D C D B D A C B 

題號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答案 A B C C B C C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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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1          

答案 B          

※難題解析： 

7. 聯合政府較少於總統制，因為在總統制下，即使不是國會多數黨，總統也不需和其他政黨分

享行政權。 

9. 在內閣制下，人民無法直接影響內閣成員的任免。 

22. (B)當總統處理重大事件不當時，施政滿意度才會降低。 

25. (B)蜜月首長意指，民選的行政首長，在剛上任時，民眾對其較為寬容；(C)橡皮圖章意指，

立法機關僅同意而不審查行政機關的政策。通常發生在威權與極權國家中。 

26. 美國眾議院議長是議員互選，通常由多數黨領袖擔任；參議院議長則為副總統。 

32. 各州選舉人團數是該州的參議員和眾議員席次數總和，因此，各州並不相等。 

36. 總統制的總統兼具國家元首和最高行政首長。 

39. 政治不穩的內閣制多是多黨制下的聯合內閣。 

42. 公法案則是由內閣提出。 

47. (A)否決權是總統的權力；(B)咨文權勢總統的權力。 

48. 匈牙利是內閣制。 

50. 印度、義大利和德國都屬內閣制，總統不具實權。 

51. 一般否決是總統在國會會期中提出。 

53. 一來是因為此時為二次大戰期間，二來則是小羅斯福成功的經濟政策。 

55. 左右共治只出現在雙首長制。 

63. 迄今，美國尚無因彈劾而下台的總統。 

64. 注意題目是總統大選候選人的連署並非公民投票的連署。 

67. 在瑞士，委員會的主席擔任國家元首。 

68. 在美國，因嚴守行政和立法分野的分際，所以代表行政機關的總統和閣員不能出席國會為政

策辯護。 

77. (B)內閣制的國家元首或是君主或是民選總統；(C)總統制下行政官員不能兼任議員；(D)總

統制行政部門的權力集中在總統。 

81. 議會主權指，在民主制度下，最終的權力屬議會所有。 

82. 根據美國的《總統繼位法》規定，繼位的順序是：副總統、眾議院議長、參議院臨時議長、

國務卿，之後則為不同部會首長。 

89. 國民黨籍的唐飛在陳水扁總統任內被任命為行政院長，但當時唐飛是以無黨籍的身分擔任行

政院長，其閣員也非都國民黨籍，所以不能算左右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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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行政和立法部門 

1. 有人說官僚是當代政治系統中最強而有力的結構，在你看來，這主要是什麼原因？ 

(A)官僚所占有的位置讓他們便於需索和接受賄賂 

(B)官僚在所專長的領域內擁有他人難及的知識和經驗 

(C)官僚不必受司法審核的拘束 

(D)行政機關和立法機關間因為相互競爭而不如官僚有決斷力。 (95 身特) 

2. 對公務人員或官僚之僱用、晉升或開除，應依何為主要考量依據？ 

(A)根據他（她）們的政黨淵源 (B)基於他（她）們的政治哲學 

(C)依據他（她）們的出身背景 (D)依據他（她）們的專業程度。 (95 身特) 

3. 當代第一個按照功績/成就（merit）制度來選拔公務人員的國家是： 

(A)美國  (B)義大利 

(C)法國  (D)普魯士（即後來的德國）。 (95 身特) 

4. 多數民主國家國會審議法案之制度為： 

(A)一讀制度 (B)二讀制度 (C)三讀制度 (D)四讀制度。 (95 原特) 

5. 中華民國立法委員任期，自第七屆起將為： 

(A)2 年 (B)3 年 (C)4 年 (D)5 年。 (95 原特) 

6. 國會監督行政之方法為： 

(A)申訴 (B)質詢 (C)訴訟 (D)諮詢。 (95 原特) 

7. 政務官的主要特性是要負起： 

(A)行政責任 (B)政治責任 (C)法律責任 (D)經濟責任。 (95 原特) 

8. 中華民國總統之選舉方式是： 

(A)直接選舉 (B)間接選舉 (C)記名選舉 (D)複數選舉。 (95 原特) 

9. 現行中華民國行政院院長之產生方式為： 

(A)總統任命之  (B)立法院任命之 

(C)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D)總統提名，經司法院同意任命之。 

    (95 原特) 

10. 中華民國總統任命監察委員，須經以下那一機關同意： 

(A)行政院 (B)立法院 (C)考試院 (D)司法院。 (95 原特) 

11. 我國審計權屬於以下那一機關？ 

(A)行政院 (B)立法院 (C)監察院 (D)考試院。 (95 原特) 

12. 下列何種問題存在於行政機關之間，且經常嚴重阻礙政策執行的效果？ 

(A)本位主義  (B)遵循標準作業程序 

(C)政策執行的決策點過少 (D)政策執行步驟的簡化。 (95 普考) 

13. 下列何者屬於事務官員的主要任務？ 

(A)制訂或決定政策 (B)執行政策 (C)監督政策的執行 (D)公共關係。  (95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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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民國八十六年我國所通過的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行政院長由下列何者任命之？ 

(A)國民大會 (B)立法院 (C)總統 (D)監察院。 (95 普考) 

15. 掌理我國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恤、退休事項者為以下那一機關？ 

(A)行政院 (B)立法院 (C)考試院 (D)監察院。 (95 地特) 

16. 中華民國總統除犯什麼罪之外，不受刑事上之訴究？ 

(A)行政怠惰 (B)濫用預算 (C)貪污 (D)內亂或外患。 (95 地特) 

17. 下列那些為民主國家國會監督行政部門的方法？ 1 質詢 2 違憲審查 3 調查 4 預算審查 

(A)123 (B)124 (C)134 (D)234。 (95 地特) 

18. 現代國會制度的發展是： 

(A)先有一院制，再有兩院制 (B)先有兩院制，再有一院制 

(C)一院制與兩院制同時產生 (D)自始僅有一院制。 (96 身特) 

19. 「扁平型」之行政組織，是指其： 

(A)層級多，而控制幅度小 (B)層級少，而控制幅度大 

(C)層級多，而控制幅度大 (D)層級少，而控制幅度小。 (96 身特) 

20. 韋伯所稱之「合法-理性的權威」，會出現於以下何處？ 

(A)地方仕紳 (B)官僚體系 (C)魅力型領袖 (D)意見領袖。 (96 身特) 

21. 聯邦制的政府體系下，兩院制的第二院成員組成，通常是為了反映下列何種差異，藉以維繫

該國的聯邦體系？ 

(A)階級 (B)區域 (C)宗教 (D)職業。 (96 地特) 

22. 在立法過程中，各地區選出的國會議員為了照顧自己選區的需求，會在法案計畫中夾帶為自

己選區利益的方案。此稱為： 

(A)選民立法 (B)福利立法 (C)肉桶立法 (D)選區立法。 (96 地特) 

23. 要成為我國總統候選人必須年滿幾歲？ 

(A)35 (B)40 (C)45 (D)50。 (96 地特) 

24. 下列何者是政務官的最主要職能？ 

(A)執行政策 (B)制定政策 (C)解釋法規 (D)制定法律。 (96 地特) 

25. 我國立法院委員會的公聽制度，邀請相關人員出席，其性質屬於： 

(A)封閉性質 (B)層級性質 (C)強制性質 (D)諮詢性質。 (96 地特) 

26. 以下那個理論強調「官僚自利將導致政府的過度擴張與失靈」？ 

(A)公共選擇理論  (B)相對剝奪理論 

(C)國家自主性理論  (D)菁英競爭理論。 (96 地特) 

27. 美國國會的議員都會照顧自己選區的需求，會在聯邦預算中，夾帶著可以為選區帶來進步發

展之計畫預算，此現象稱之為： 

(A)搭便車 (B)肉桶立法 (C)議員禮貌 (D)橡皮圖章。 (96 普考) 

28. 世界各國國會採行兩院制者，通常眾議院或下議院之代表基礎為： 

(A)人口 (B)職業 (C)族群 (D)國家構成單位（州或省）。

    (96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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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授權徵稅與撥款」是美國那一個機關的主要功能之一？ 

(A)立法機關 (B)司法機關 (C)行政機關 (D)監察機關。 (96 普考) 

30. 以下何者是事務官的主要職責？ 

(A)制訂重要政策  (B)監督政策的執行  

(C)維持良好之公共關係 (D)執行政策。  (96 轉任) 

31. 下列何人退出政黨活動，立場超然？ 

(A)美國眾議院議長 (B)英國下議院議長 (C)美國參議院議長 (D)我國立法院院長(96 轉任) 

32. 一般來說，行政首長的任期即將屆滿之際，其政治影響力多少會開始減弱，部分學者稱此時

的行政首長為： 

(A)牆頭草 (B)蜜月首長 (C)橡皮圖章 (D)跛腳鴨。 (96 轉任) 

33. 以下何者不是國會的主要功能： 

(A)立法 (B)代表 (C)政治甄補 (D)司法審查。 (96 轉任) 

34. 在兩院制國家中，如果兩院的權力相當，則容易導致僵局。美國如何因應此種僵局？ 

(A)召開參眾兩院的聯席委員會 (B)總統協調 

(C)申請最高法院釋憲 (D)總統解散國會。 (97 地特) 

35. 民主國家國會的制度是起源於： 

(A)英國 (B)美國 (C)法國 (D)日本。 (97 地特) 

36. 從韋伯（MaxWeber）的觀點來看，官僚組織最重要的特徵是什麼？ 

(A)獨立 (B)理性 (C)保守 (D)積極。 (97 身特) 

37. 在兩院制國家，預算案通常應先向下列何者提出？ 

(A)上院 (B)下院 (C)聯席會議 (D)總統。 (97 身特) 

38. 「尖塔型」之行政組織，是指其： 

(A)層級多，而控制幅度小 (B)層級少，而控制幅度大 

(C)層級多，而控制幅度大 (D)層級少，而控制幅度小。 (97 普考) 

39. 在國會中，平時負責瞭解及溝通黨員意見，開會時指揮同黨議員參與議事過程的執行者為：

(A)黨主席 (B)黨鞭 (C)議長 (D)委員會召集人 (97 普考) 

40. 我國在 2008 年所選出的立法委員任期為幾年？ 

(A)2 年 (B)3 年 (C)4 年 (D)6 年。 (97 普考) 

41. 我國立法委員之言論免責權是來自於： 

(A)大法官之判例 (B)選民之要求 (C)立法院之自律 (D)憲法之規定。  (97 普考) 

42. 依照尼斯坎南（WilliamNiskanen）的假設，理性的官僚人員都在追求兩種東西的極大化。其

一為預算而另外一項為何？ 

(A)法案通過的數目  (B)政策執行的進度 

(C)機構規模  (D)行政革新的速度。 (97 原特) 

43. 國會議員提供選民個案服務（casework），主要原因是： 

(A)履行法律之義務  (B)基於國會之內規 

(C)累積勝選之籌碼  (D)基於監督行政。 (97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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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依我國憲法第 36 條之規定，下列何者是三軍統帥： 

(A)參謀總長 (B)國防部長 (C)行政院長 (D)總統。 (98 地特) 

45. 目前台灣的國會是屬於那種制度？ 

(A)一院制 (B)兩院制 (C)首長制 (D)委員制。 (98 地特) 

46. 那項原則是事務官與政務官在聘僱方面最大差異之處？ 

(A)專業化 (B)永業化 (C)階層化 (D)分工化。 (98 地特) 

47. 各國立法機關通常都設有委員會，下列何者不屬於委員會設立的優點？ 

(A)對於法案能有較詳細的思慮 (B)決策更為快速 

(C)促進專業技術與知識的流通 (D)不受利益團體的影響。 (98 身特) 

48. 多數國家之國會審議法案程序之制度為： 

(A)一讀制 (B)二讀制 (C)三讀制 (D)四讀制。 (98 身特) 

49. 美國聯邦政府高階行政官員之任命同意權為下列何者之權限？ 

(A)參議院 (B)眾議院 (C)總統 (D)最高法院。 (98 原特) 

50. 依我國憲法規定，公布法律由誰負責？ 

(A)總統 (B)行政院院長 (C)立法院院長 (D)司法院院長。 (98 原特) 

51. 下列陳述，何者不適用於美國之「獨立管理委員會」？ 

(A)監督管理之職責特殊，地位超然 (B)委員經總統提名，國會同意而任命 

(C)任期固定，且不受總統之指揮 (D)隸屬於層級節制的金字塔結構行政組織。 

    (98 原特) 

52. 在內閣制國家中，私法案（privatebills）是指何者所提出的法案？ 

(A)議員個人 (B)內閣 (C)私人團體(D)黨團。 (98 原特) 

53. 依我國憲法規定，掌理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等事項者為下列哪一機關？ 

(A)考試院 (B)審計部 (C)行政院 (D)內政部。 (98 原特) 

54. 下列何種機關受命對直接影響公共福祉的私人企業進行經濟上的規範，且擁有源自國會的準

司法及準立法權威？ 

(A)常設內閣部會  (B)獨立的管制性機關 

(C)國營事業機構  (D)功績委員會。  (98 普考) 

55. 美國參議院議長如何產生？ 

(A)由總統任命  (B)由參議員互選產生 

(C)由參議院多數黨領袖擔任 (D)由副總統擔任。 (98 普考) 

56. 以下何者不是現代國會對行政機關之主要監督方式： 

(A)質詢 (B)調查 (C)預算控制 (D)審判。 (99 身特) 

57. 世界各國首先設立監察使（ombudsman）的是： 

(A)瑞士 (B)瑞典 (C)芬蘭 (D)英國。 (99 身特) 

58. 下列那位學者將官僚組織視為一種理性的行政機制？ 

(A)韋伯（MaxWeber） (B)米利班（RalphMiliband） 

(C)馬克思（KarlMarx） (D)托洛斯基（LeoTrotsky）。 (99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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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下列有關立法院職權的敘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有對總統、副總統提出彈劾案的權力 (B)可以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 

(C)得邀請總統到立法院備詢 (D)對於監察院院長有同意權。 (99 原特) 

60. 下列有關監察使（ombudsman）制度的敘述何者正確？ 

(A)源自於美國 

(B)由行政部門派任 

(C)瑞典是少數尚未有該制度的民主國家 

(D)主要功能在調查與公布行政官員違法失職之情事。  (99 原特) 

61. 下列何者不是文官系統的主要功能？ 

(A)決定政策 (B)處理資訊 (C)提供專業知識 (D)汲取資源。 (99 原特) 

62. 以下何者確立了現代文官制度、界定了考試用人的原則？ 

(A)功績制 (B)分贓制 (C)責任制 (D)民選制。 (99 普考) 

63. 指出「官僚體系不可避免成為現代國家真正統治者」的學者是： 

(A)馬克思（KarlMarx） (B)彌勒（JohnStuartMill） 

(C)韋伯（MaxWeber） (D)包汀（KennethBoulding）。 (100 原特) 

64. 兩院制國家改採一院制的理由通常不包括： 

(A)法案的審議更為審慎 (B)兩院制衡的必要性降低 

(C)下議院代表性完整 (D)兩院不斷陷入僵局。 (100 原特) 

65. 在國會內一般負責審查法案的委員會是： 

(A)監督委員會 (B)調查委員會 (C)常設委員會 (D)選任委員會。 (100 地特) 

66. 下列那一國國會是實施一院制？ 

(A)以色列 (B)美國 (C)英國 (D)德國。 (100 地特) 

67. 下列何者是以政治因素所任命的官員？ 

(A)事務官 (B)常任文官 (C)政務官 (D)常任武官。 (100 身特) 

68. 以下何者兼具國家元首及最高行政首長之角色？ 

(A)英國首相 (B)德國總統 (C)法國總理 (D)美國總統。 (100 轉任) 

69. 比較而言，下列那個國家國會議長的黨派傾向最不明顯？ 

(A)英國平民院 (B)美國眾議院 (C)法國國民議會 (D)中華民國立法院(101普考) 

70. 比較而言，下述那一項權力不是虛位元首的儀典權力？ 

(A)任命官員  (B)從事外交訪問  

(C)決定政策  (D)做為三軍最高統帥。 (101 普考) 

71. 下列那位學者曾主張「政治不應該操縱行政，……行政的領域就如同企業的領域一般」？ 

(A)道爾（RobertDahl） (B)威爾遜（WoodrowWilson） 

(C)古立克（LutherGulick） (D)佛烈德里哈（CarlFriedrich）。 (10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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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強調「建構政府主要困難在於一方面必須給予政府權力，另一方面必須迫使政府自我節制」

的美國開國元勳是： 

(A)潘恩（ThomasPaine） (B)漢彌頓（AlexanderHamilton） 

(C)傑伊（JohnJay）  (D)麥迪遜（JamesMadison）。 (101 地特) 

73. 下列何者不是立法過程的原則？ 

(A)程序公開 (B)議員平等 (C)多數決 (D)冗長辯論。 (101 身特) 

74. 下列那一位學者提出理想型（idealtype）官僚體制的主張？ 

(A)韋伯（M.Weber）  (B)古德諾（F.J.Goodnow） 

(C)賽蒙（H.Simon）  (D)林布隆（C.E.Lindblom）。 (101 身特) 

75. 國會中負責溝通同黨議員意見、指揮黨員參與議事過程之執行者稱為： 

(A)黨閥 (B)黨鞭 (C)黨魁 (D)黨魂。 (102 原特) 

76. 在組織設計上，行政機關之控制幅度大小與上下層級數目間成何關係？ 

(A)正比 (B)反比 (C)等比 (D)無關。 (102 原特) 

77. 下列有關國會常設委員會的敘述，何者錯誤？ 

(A)委員會是在國會中審查法案的機制 (B)委員會成員通常專業分工 

(C)委員會會增加院會工作的負擔 (D)委員會可以調查政府行政與監督行政。 

    (102 原特) 

78. 多數民主國家之國會審議法案採取什麼制度？ 

(A)一讀制 (B)二讀制 (C)三讀制 (D)四讀制。 (102 轉任) 

79. 英國平民院之常設委員會在院會的那一過程後進行法案審理？ 

(A)一讀會後 (B)二讀會後 (C)三讀會後 (D)四讀會後。 (102 轉任) 

80. 英國議會兩院的設置是為了代表社會的不同階級，其中何者是代表中產階級以及工人階級的

利益？ 

(A)上議院 (B)下議院 (C)參議院 (D)民族院。 (102 地特) 

81. 下列關於兩院制國會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大多數國家下院在立法上通常居於優勢 (B)一院制國家的數目愈來愈多 

(C)兩院制國會可以更有效牽制行政部門權力(D)兩院制國會可以使立法更有效率。(102 地特) 

82. 美國制憲當時強調眾議院之代表性基礎是： 

(A)人民 (B)各州 (C)區域 (D)職業。 (102 地特) 

83. 下列何者不屬於政務官的功能？ 

(A)制定政策 (B)管理官僚體系 (C)行政執行 (D)危機處理。 (102 身特) 

84. 以下那個國家的國會屬於一院制？ 

(A)紐西蘭 (B)日本 (C)法國 (D)德國。 (102 身特) 

85. 下列有關英國憲政體制的敘述，何者錯誤？ 

(A)英國為不成文憲法的國家 (B)英國崇尚巴力門至上 

(C)曾被學者批評為民選獨裁 (D)英國國會為一院制。 (102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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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下列機關何者並非屬於行政院下設之相當於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A)中央選舉委員會  (B)公平交易委員會 

(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D)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 身特) 

87. 黨團和委員會是我國立法院中的兩個重要組織。關於黨團或委員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黨團是政黨在國會中的代理人 (B)紀律委員會屬於常設委員會 

(C)取得三席立法委員之政黨得以組成黨團 (D)常設委員會設召委二人，輪流擔任主席。 

    (106 轉任) 

88. 下列那一組國家，其總統僅係國家元首，並不具有行政首長之地位？ 

(A)美國、法國 (B)德國、新加坡 (C)英國、義大利 (D)日本、大韓民國(106 轉任) 

89. 下列何者並非文官體系的角色功能？ 

(A)福利服務 (B)制定法律 (C)特定產業的管制 (D)證照授予。 (106 轉任) 

90. 我國審計權屬於那一機關？ 

(A)行政院 (B)立法院 (C)監察院 (D)司法院。 (106 普考) 

91. 下列那一項不是各國採行國會兩院制的主要原因？ 

(A)防止決策權的專擅與濫權 (B)歷史制度的遺緒 

(C)追求國會立法效率 (D)因應多元分歧的社會。 (106 普考) 

92. 關於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間的權力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A)立法院可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B)立法委員可以兼任行政部會首長 

(C)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因此只向總統負責 

(D)現行憲法條文無立法院解散的相關規範。  (106 普考) 

93. 日本政策制訂過程中的鐵三角不包括下列何者？ 

(A)國會議員 (B)文官體系 (C)利益團體 (D)傳播媒體。 (106 普考) 

94. 下列民主國家中，那一個國家的文官體系是最中央集權的？ 

(A)法國 (B)英國 (C)德國 (D)日本。 (106 原特) 

95. 下列那一種作為與政治責任的觀念相符合？ 

(A)某科長因長官違法而遭降級處分 (B)某部長因涉案被起訴而宣布辭職 

(C)某部長因為政策跳票而辭職下台 (D)某科長因為考績不佳而被迫遷調。 (106 地特) 

96. 下列何者並非國會立法功能式微的原因？ 

(A)國會組織扁平化的結構性弱點 (B)國會議員競選經費過高 

(C)行政權擴大  (D)有紀律政黨的興起。 (106 地特) 

97. 下列針對「政務官」與「事務官」區別之描述，何者錯誤？ 

(A)政務官係扮演「統治者」的角色；「事務官」則是「被治」的一環 

(B)政務官主要隨政黨選舉成敗而予政治任命；而事務官則需有一定之任用資格 

(C)政務官職司政務領導；事務官則扮演法律與政策之執行角色 

(D)政務官負政治責任；事務官之責任主要在於執行法律或政策時，所涉及之行政及法律責任。

    (106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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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所謂寡頭政治（oligarchy）意謂下列何者？ 

(A)強有力的政府  (B)脆弱的政府 

(C)政府掌握於少數人之手 (D)分裂的政府。  (107 身特) 

99. 我國立法院中的「交通委員會」是屬於下列何種委員會？ 

(A)特別委員會 (B)程序委員會 (C)聯席委員會 (D)常設委員會。  (107 普考) 

100. 我國中央政府自行憲後，從未經歷過下列那一種政府形態？ 

(A)少數政府/分立政府(B)一黨獨大 (C)聯合內閣 (D)政黨輪替。  (107 原特) 

101. 韋伯（M.Weber）對官僚體系的分析，下列何者錯誤？ 

(A)文官任用可能經由任命，也可能選舉產生 

(B)每個文官均有其法律規定的職權範圍 

(C)每個文官均需接受專業訓練與考核 

(D)文官的升遷、考績是由上級長官考核。   (107 原特) 

102. 下列何者並非政府職權擴大的原因？ 

(A)教育普及 (B)經濟的需求 (C)國家安全的需要 (D)官僚自身的施壓(107地特) 

103. 下列那個國家的國會體系是採取一院制（unicameralism）？ 

(A)芬蘭 (B)日本 (C)德國 (D)英國。 (107 地特) 

104.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立法院推翻行政院所提之覆議案，其門檻為： 

(A)二分之一 (B)三分之一 (C)三分之二 (D)四分之三。 (107 地特) 

105. 關於行政機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涉及政務領導與政策執行兩個層次 

(B)具有完整的組織體系，並依據分工原則運作 

(C)行政權力涵括的領域是指統治作用所及之固定範圍 

(D)具層級化特色，上級指揮下級，下級服從上級。  (107 地特) 

106. 下列何者並非文官體系的特徵？ 

(A)階層化組織結構  (B)永業化原則 

(C)制定政策  (D)制度化的升遷體制。 (108 身特) 

107. 行政與立法關係是憲政體制分類的核心之一，下列何者不是由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所產生？

(A)肉桶立法 (B)不信任投票 (C)少數政府 (D)聯合內閣。 (108 身特) 

108. 為了對於選舉經費進行規範，美國的利益團體設置什麼組織，專門負責對候選人的政治捐獻？

(A)募款委員會  (B)財務規劃委員會  

(C)政策諮詢委員會  (D)政治行動委員會 (108 身特) 

109. 下列何者不是立法機構的弱點？ 

(A)淘汰率高 (B)立法難懂 (C)過度花費 (D)權力分散。 (108 轉任) 

110. 立法機構除了立法功能以外，尚有其他功能，下列何者並非立法部門主要功能？ 

(A)領導官僚體制 (B)監督行政部門 (C)修改憲法 (D)政策辯論。 (108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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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在行政部門擔任公務員者，可分為政務官與事務官兩類人員。對於政務官的敘述，下列何者

錯誤？ 

(A)須嚴守政治中立  (B)主要職務為制定政策 

(C)須承擔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 (D)通常無職位保障。 (108 普考) 

112. 肉桶立法（pork-barrellegislation）是民主國家國會議員常見的立法行為，下列何者不是導致

國會議員肉桶立法的因素？ 

(A)議員代表的利益團體利益 (B)議員代表的選區利益 

(C)議員連任的動機  (D)議員服從黨紀。 (108 普考) 

113. 下列何者不是 20 世紀以來，行政權擴張的原因？ 

(A)立法權無力限制行政權 (B)司法權的退卻和被動 

(C)社會經濟變遷  (D)受到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的影響。 (108 普考) 

114. 為有效控制行政權，有時可使用內部非正式的控制方式，下列何者不屬於這種方式？ 

(A)使科層體制符合社會整體人口結構特徵 (B)組成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C)將行政人員的專業倫理規範具體化 (D)鼓勵行政人員主動揭弊。  (108 普考) 

115. 我國遊說法已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有關我國遊說法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被遊說者可為總統和副總統 

(B)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C)遊說資訊必須被公開揭露 

(D)遊說者可分成自行進行遊說者和受委託進行遊說者。   (108 普考) 

116. 關於世界各國監察使（ombudsman）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此制度源於瑞典  (B)監察使行使職權具有獨立性 

(C)監察使設置於司法部門之下 (D)監察使具有控制行政權力的功能。 (108 原特) 

117. 關於我國立法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須經三讀審查程序 (B)行政院院長需到立法院報告立法緣由 

(C)優先審查行政部門的提案 (D)人民也可以直接提案。 (108 原特) 

118. 下列那個國家的國會運作，最具有委員會中心主義的特色？ 

(A)法國 (B)英國 (C)美國 (D)德國。 (108 地特) 

119. 根據我國的立法程序，下列何者無權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A)立法院各黨團 (B)總統 (C)司法院 (D)考試院。 (108 地特) 

120. 下列何者不屬於政務官的功能？ 

(A)儀式性的領導 (B)決策性領導 (C)官僚的領導 (D)政黨的領導。 (108 地特) 

121. 一般認為公務員工作是鐵飯碗，是官僚體制中的那一項特徵？ 

(A)非人情化 (B)永業制 (C)專業分工 (D)層級節制。 (108 地特) 

122. 下列那一種情況容易造成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僵局？ 

(A)一致政府 (B)分立政府 (C)委員制政府 (D)聯合政府。 (109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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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在對等的兩院制國會中，當國會兩院對於共同行使的職權發生歧見時，由兩院若干議員共同

組成的委員會稱為： 

(A)常設委員會（standingcommittee） (B)全院委員會（committeeofthewholehouse） 

(C)特別委員會（selectcommittee） (D)聯席委員會（conferencecommittee）。 

     (109 身特) 

124.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總統，不能連選連任？ 

(A)南韓 (B)美國 (C)法國 (D)俄羅斯。 (109 身特) 

125. 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國會議長中立的原則？ 

(A)議長身兼國會多數黨的領袖 (B)議長退出政治活動，不發表政治意見 

(C)議長需為國會內最資深的議員 (D)議長需為無黨籍國會的議員。 (109 身特) 

126. 下列何者不是立法部門設立委員會的原因？ 

(A)強化國會議員代表性 (B)立法分工 

(C)對法案進行專業性處理 (D)利於監督行政部門。 (109 普考) 

127. 下列那個國家的國會兩院權力相當，屬於對等的國會兩院制？ 

(A)法國 (B)英國 (C)美國 (D)日本。 (109 普考) 

128. 下列那個機關，並非隸屬於行政院？ 

(A)大陸委員會  (B)國立故宮博物院 

(C)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D)中央研究院。 (109 普考) 

129. 根據我國目前釋憲制度，立法委員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的門檻為： 

(A)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二 (B)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 

(C)立法委員現有總額四分之一 (D)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二分之一。 (109 原特) 

130. 下列何者不是導致立法機構功能式微的原因？ 

(A)在政黨紀律嚴明的國家，議員必須放棄個人意志 

(B)有的國會專業性不高，無法與行政部門抗衡 

(C)利益團體影響力逐漸減小 

(D)國會議員人數眾多，地位平等，缺乏中心領導人物與英雄魅力。 (109 原特) 

131. 下列何者不是一般民主國家立法機構主要的功能？ 

(A)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B)政策辯論 

(C)甄選政治菁英  (D)彈劾之司法功能。 (109 地特) 

132. 下列那個國家的國會上議院（參議院）議員，並非由人民選舉產生？ 

(A)美國 (B)法國 (C)英國 (D)日本。 (109 地特) 

133. 關於文官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擔負法律與行政責任 (B)主要任務為制定政策 

(C)不得任意將其免職 (D)嚴守政治與行政中立。 (109 地特) 

134. 近代立法部門的立法功能逐漸萎縮，下列何者不是主要原因？ 

(A)行政權的擴張  (B)政黨黨紀越趨鬆散 

(C)文官體系的政策專業性較強 (D)利益團體之影響。 (110 身特) 



政治學歷屆試題：FBCM11LT-1 

頁 148/177 

135.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規定，立法委員的總額為幾人？ 

(A)225 人 (B)165 人 (C)103 人 (D)113 人。 (110 身特) 

136. 美國智庫和平基金會，每年定期會提出失敗國家的排行名單（後改稱「脆弱國家排行榜」），

該組織對於失敗國家有幾項衡量標準。下列何者錯誤？ 

(A)沒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務 (B)喪失對領土的控制權 

(C)統治機構失去統治的正當性 (D)領導者非民選。 (110 轉任) 

137. 下列何者不是立法功能式微的原因？ 

(A)柔性政黨的興起  (B)行政權的擴張 

(C)立法部門結構性的弱點 (D)公民投票的普遍實施。 (110 轉任) 

138. 有關國家元首與最高行政首長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國家元首可能不具實權 

(B)美國總統身兼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 

(C)按憲法規定，我國總統身兼國家元首與最高行政首長 

(D)英國首相是行政首長。   (110 轉任) 

139. 關於我國獨立機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同一黨籍的委員不得超過一定比例 

(B)必為合議制機關 

(C)委員有任期保障 

(D)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110 普考) 

140. 下列何者不是立法部門的類型中，採用兩院制國會的優點？ 

(A)國會兩院可相互制衡 (B)可以加速立法效率 

(C)可以審慎完善立法 (D)較能代表社會不同利益。 (110 普考) 

141. 文官的身分為終身保障，剝奪其身分必須依法為之，這種規定為下列何種官僚體制特徵？ 

(A)層級節制 (B)非人情化 (C)功績制度 (D)永業化。 (110 普考) 

142. 下列何者不是立法部門設置委員會的原因？ 

(A)立法分工  (B)便於政黨協商 

(C)便於對法案進行專業性的審查 (D)便於監督行政部門。 (110 原特) 

143. 下列那一項不是我國立法部門的法定職權？ 

(A)制定法律  (B)對行政部門提出質詢 

(C)監督司法審判  (D)審查政府預算。 (110 原特) 

144. 綜觀各國的官僚體系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下列何者錯誤？ (111 普考) 

(A)官僚多半為永業化 (B)所有國家都以競試為採用基準 

(C)官僚通常行事保守  (D)官僚依照權力層級的規定與程序運作。 

145. 有關英國下議院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常設委員會不需要專業分工 (B)立法過程是委員會中心主義 

(C)政黨的重要性往往高於常設委員會 (D)專門委員會在院會休會期間仍可行使職權。 

     (111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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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關於我國立法院內部組織與職位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目前立法院設有 8 個常設委員會  

(B)立法院中當選席次達 5 席的政黨得組成黨團 

(C)立法院院長由立法委員互選之 

(D)程序委員會的主要職權為安排院會議程。   (111 普考) 

147. 下列那個概念，不是指涉行政權擴大的現象？  

(A)要塞國家 (B)福利國家  (C)夜警國家  (D)行政國家。  (111 原特) 

148. 下列何者不是韋伯（M. Weber）對官僚體制的定義？  

(A)每一個職位有其專屬權限 (B)行政官員受上級支配並服從紀律  

(C)行政機關按照功績制來決定升遷  (D)晉升決定於上級的判斷。  (111 原特) 

149. 有關我國立法院的黨團協商制度，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為求議案能順利進行，立法院院長或各黨團得向院長請求進行黨團協商 

(B)根據我國立法院組織法，每屆立法委員選舉當選席次達 3 席且席次較多之 5 個政黨得各

組成黨團  

(C)黨團協商逾 1 個月無法達成共識者， 交由院會定期處理  

(D)為求順利達成協議，各黨團協商時不公開，將協議結論刊登於公報。  (111 地特) 

150. 下列專有名詞，何者不是用來形容立法機構的立法行為？  

(A)滾木（log-rolling）  (B)共治（cohabitation）  

(C)肉桶（pork barrel）  (D)冗長發言（filibuster）。  (111 地特) 

151. 從國家元首與政府首長的角度比較不同的憲政體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總統制之下，兩個角色皆由總統擔任   

(B)議會內閣制之下， 國家元首不領導內閣  

(C)半總統制之下，國家元首與總理分享政治權力  

(D)半總統制之下，國家元首與總理同黨時，就由國家元首領導內閣 。  (111 地特) 

152. 有關立法程序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在英國，議員與行政部門均可提出法案  

(B)在美國，可提出法案者只有國會議員  

(C)在我國， 總統有法定提案權 

(D)在多數民主國家，法案在院會二讀前，須先交付委員會審查。  (11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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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D D C C B B A A B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A B C C D C B B B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B C B B D A B A A D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B D D A A B B A B C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D C C D A B D C A A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D A A B D D B A C D 

題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答案 A A C A C A C D A C 

題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答案 B D D A B B C C B B 

題號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答案 D A C A D D B B B C 

題號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答案 C A D A C B A C D C 

題號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答案 A A A A C C A D A A 

題號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答案 A D D B B C A C B D 

題號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答案 B B D A B A C D B C 

題號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答案 A C B B D D A C D B 

題號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答案 D B C B B B C C D B 

題號 151 152         

答案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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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解析： 

2. 即功績制度。 

5. 同時選舉方式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與國會席次減半。 

31. 英國下議院議長當選時必須宣布退出政黨活動，以維持議事公正。 

37. 在美國，預算案先向眾議院提出；條約案和人事同意案則僅向參議院提出。 

41. 我國憲法第 73 條規定，「立法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 

60. (A)源自瑞典；(B)由立法部門派任；(C)瑞典尚有這個制度。 

61. 這裡的文官是事務官。 

68. 只有總統制的總統才身兼國家元首及行政首長兩職；德國採內閣制。 

69. 英國下議院議長必須脫離政黨活動。 

70. (A)這裡應是指任免官員的典儀；(B)外交訪問不是實權；(D)作為三軍統帥並不代表能指揮

軍隊。 

77. 委員會制可以減輕院會負擔，對於爭議較小的法案可逕行投票表決。 

79. 英國審議法案的程序是一讀會，二讀會，委員會，最後是三讀會。 

81. 因為法案都需經兩院同意，所以能有效牽制行政機關，但卻讓立法效率低落。 

82. 參議院代表性的基礎是州。 

84. 日本和法國雖都屬兩院制，但其上院並無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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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司法部門和司法審查權 

1. 以下何者不是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審理事項？ 

(A)總統之彈劾  (B)政黨違憲之解散 

(C)憲法之解釋  (D)緊急命令之追認。 (95 地特) 

2.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78 條之規定，下列那一個機構具有「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律及命

令之權」？ 

(A)考試院 (B)立法院 (C)行政院 (D)司法院。 (95 普考) 

3. 在政治過程中，「法院可裁定立法機關通過之法律或行政機關的命令是否違背憲法」，此稱之

為何？ 

(A)司法審查（judicialreview） (B)立法審查（legislativereview） 

(C)行政審查（executivereview） (D)法律審查（lawreview）。 (95 普考) 

4. 司法審核（judicialreview）是指司法部門： 

(A)審核司法人員之任命資格 (B)審核法律、命令或政府行動是否違憲 

(C)審核民事、刑事訴訟案件 (D)審核法院判決是否違憲。 (96 身特) 

5. 以下何者不是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職責： 

(A)審理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B)審理總統之彈劾事項 

(C)解釋憲法  (D)調解行政院與立法院之衝突。 (96 身特) 

6. 我國訴訟標的較小或刑罰較輕的民刑事案件，其終審法院為： 

(A)大法官會議 (B)最高法院 (C)高等法院 (D)地方法院。 (96 原特) 

7. 以下何者是司法部門的主要功能？ 

(A)制定法律 (B)執行法律 (C)解釋與適用法律 (D)制定政策。  (97 地特) 

8. 法院宣告行政命令違法或法律違憲而使之無效的權力，此權力稱為： 

(A)司法審核權 (B)自由裁量權 (C)競合管轄權 (D)獨立檢察權。 (97 身特) 

9. 各國司法機關多有審級制度之設，一般而言係： 

(A)以「二級二審」為原則，「一審終結」為例外 

(B)以「三級三審」為原則，「三級二審」為例外 

(C)以「三級二審」為原則，「三級三審」為例外 

(D)以「二級二審」為原則，「三級三審」為例外。  (97 原特) 

10. 依現行憲法增修條文，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程序為何？ 

(A)總統提名，立法院同意 (B)總統提名，司法院同意 

(C)總統提名，國民大會同意 (D)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 (97 原特) 

11. 下列何者的核心職權是根據法律意義進行裁決？ 

(A)總統 (B)民意代表 (C)法官 (D)行政人員。 (98 原特) 

12. 下列何種法系是以羅馬法為基礎而形成的？ 

(A)大陸法系 (B)海洋法系 (C)拉丁法系 (D)英美法系。 (98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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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院宣布政府的行政或立法部門的法案違憲的權力，謂之： 

(A)司法獨立權 (B)司法審核權 (C)司法上訴權 (D)提審權。 (98 地特) 

14. 我國下列何者職司「行使解釋憲法、法律、命令之權，並組成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解散

的訴訟」？ 

(A)行政法院  (B)監察院 

(C)大法官  (D)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99 地特) 

15. 在民主國家中，「司法機關宣告法律、命令無效」的權力稱為： 

(A)司法獨立 (B)司法審核 (C)行政中立 (D)依法行政。 (99 身特) 

16. 法官基於保障公民的權利，而宣告特定法律或政府措施無效，此稱之為： 

(A)司法積極主義  (B)司法自我限制主義 

(C)民主憲政主義  (D)司法獨立主義。 (99 原特) 

17. 法官以「判例」為審判原則的法律體系稱為： 

(A)特別法 (B)憲法 (C)制定法 (D)普通法。 (99 原特) 

18. 下列有關美國聯邦最高法院的敘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聯邦最高法院法官是終身職 

(B)聯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須經國會同意 

(C)聯邦最高法院法官可以解釋總統的行政命令違憲 

(D)聯邦最高法院法官解釋憲法須經三分之二法官的通過。  (99 原特) 

19. 就法律存在形式而言，習慣、法理及判例等稱為： 

(A)制定法 (B)不成文法 (C)實體法 (D)程序法。 (99 普考) 

20. 美國的法院具有何種特別權力，可以對政府的行政命令或立法部門通過的法律，宣布違憲？ 

(A)司法審核權 (B)行政審查權 (C)立法審查權 (D)法案審查權。 (100 普考) 

21. 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activism）是指： 

(A)法官本身價值觀不應介入審判 (B)法官（或法院）主動介入政治 

(C)對法官的管制  (D)法院與議會對立。 (100 原特) 

22. 我國之法務部，是隸屬於： 

(A)司法院 (B)監察院 (C)考試院 (D)行政院。 (100 身特) 

23. 美國最高法院行使司法審核，是源於： 

(A)憲法明訂 (B)國會立法 (C)判例 (D)創制。 (100 轉任) 

24. 我國普通法院系統的建置與管轄原則為： 

(A)二級二審 (B)二級三審 (C)三級二審 (D)三級三審。 (101 地特) 

25. 下列何者具有「保障個人權益、審查人民的權益是否被違法侵害的作用」？ 

(A)行政權 (B)司法權 (C)立法權 (D)考試權。 (101 地特) 

26. 下列何者不是司法獨立的內涵？ 

(A)下級法院之具體審判須接受上級法院的指導 

(B)法官依自由心證原則辦案 

(C)法院和法官的審判活動只服從憲法及法律 

(D)司法權獨立於行政權及立法權之外。   (10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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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果發生政治爭議，法官不僅僅是詮釋法律，並且會介入政治爭議的裁決，這在學理上稱為： 

(A)司法消極主義 (B)司法積極主義 (C)司法獨立 (D)司法不獨立。 (101 身特) 

28. 在法律、行政命令與憲法產生矛盾時，司法機關可對之進行審查並宣告其無效的權力稱之為： 

(A)司法審查權 (B)司法建構權 (C)中立審判權 (D)行政審查權。 (102 轉任) 

29. 下列有關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的敘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可以組成憲法法庭 (B)可以解釋法律與命令 

(C)可以審理違憲政黨的解散事項 (D)可以提出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案。 

    (102 轉任) 

30.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那一機關同意任命之？ 

(A)行政院 (B)立法院 (C)監察院 (D)考試院。 (102 身特) 

31. 司法審查（judicialreview）之意涵，下列何者正確？ 

(A)審查法官之適任資格 (B)審查法官之違法失職行為 

(C)審查法律之合憲性 (D)審查立法代表之競選過程。  (102 普考) 

32. 下列有關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敘述，那一項是正確的？ 

(A)現在有 17 名大法官 

(B)大法官是終身職 

(C)大法官解釋憲法要由全體大法官二分之一的同意 

(D)可由立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聲請解釋憲法。  (103 身特) 

33. 下列何者非屬司法的功能？ 

(A)法律制訂  (B)處理糾紛 

(C)解釋與適用法律  (D)司法審查。  (103 身特) 

34. 下列那一國之司法體系為習慣法法系？ 

(A)美國 (B)德國 (C)日本 (D)法國。 (103 原特) 

35. 一般國家的合憲性審查權限在那一機關？ 

(A)行政機關 (B)立法機關 (C)司法機關 (D)監察機關。 (103 原特) 

36. 針對司法審查權，下列說法何種正確？ 

(A)法院的司法審查權是主動的權力 

(B)法院針對立法與行政機關是否違憲而宣布其作為失效的權力 

(C)司法審查權是由公民所發動的複決權 

(D)英國設置違憲審查之司法專責機關。   (103 普考) 

37. 為避免法官所作的判決與民意落差太大，請問司法院近年來正推展那項司法審判制度？ 

(A)參審制 (B)觀審制 (C)陪審制 (D)合議制。 (103 普考) 

38. 下列那一項是為了確保法官審判時能不受行政與政治干涉而設計的制度？ 

(A)法官由總統提名  (B)不告不理 

(C)法官由國會同意  (D)法官是終身職。 (103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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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activism）之意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官對法律賦予意義，以致能影響公共政策 

(B)法官本身的價值觀不涉入法律的運用 

(C)法官透過法律解釋，致力於追求福利與升遷 

(D)法官參與政治競選以增加權威。   (104 地特) 

40. 我國司法院係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其現行法律地位為何？ 

(A)國家最高司法審判機關 (B)國家最高司法行政機關 

(C)國家最高行政訴訟機關 (D)國家最高公務員懲戒機關。 (104 原特) 

41. 美國法院的司法審查權（judicialreview）是如何來的？ 

(A)憲法明文規定  (B)在判例當中確立 

(C)總統建立的慣例  (D)國會立法通過。 (104 轉任) 

42. 為使訴訟的審理能夠慎重與正確，各國司法機關大多以何種程序為主？ 

(A)二級三審 (B)二級二審 (C)三級三審 (D)三級二審。 (104 轉任) 

43. 關於司法體系中的法律類型與體系組成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民法因為範圍廣，加上時空環境的轉換，因此常以習慣法補充條文法之不足 

(B)國際法由條約和慣例組成，基於互惠與一致的原則，且具有強制效力 

(C)憲法因為時空環境的變化，可能出現文字不變，但解釋改變的現象 

(D)刑法、民法等書寫編纂的法典均屬於實證法。  (106 身特) 

44. 我國之司法體系屬於： 

(A)大陸法系 (B)海洋法系 (C)習慣法系 (D)普通法系。 (106 轉任) 

45. 我國目前大法官的任命程序為： 

(A)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後任命之 (B)行政院院長提名，監察院同意後任命之 

(C)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D)行政院院長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106 地特) 

46. 司法機關是美國權力分立的重要元素之一，關於美國司法對政治運作產生的影響，下列何者

錯誤？ 

(A)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可以解釋憲法，因此具有政治上的影響力 

(B)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activism）是指法官不只詮釋法律，更積極的介入政治爭議 

(C)為了避免司法受到行政或立法的影響，最高法院法官也是選舉產生，有其民意基礎 

(D)司法審查制度是法官有權宣告一般法律因為違憲而無效的制度。 (107 身特) 

47.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我國司法院之權限？ 

(A)統一解釋法律 (B)司法行政權 (C)審判權 (D)糾舉權。 (107 原特) 

48. 下列何者不屬於司法獨立的概念？ 

(A)審判獨立 (B)功能獨立 (C)人事獨立 (D)財政獨立。 (107 原特) 

49. 我國司法獨立的制度設計，不包括下列何者？ 

(A)不受任何干涉的審判獨立 (B)超出黨派的職務獨立 

(C)預算編列權的獨立 (D)任何情形皆不得停職的身分獨立。 (108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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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關於司法審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所有民主國家皆有司法審查的制度 (B)可維護憲法的最高性 

(C)可制衡行政與立法機關 (D)可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108 轉任) 

51. 民主國家的政黨違憲解散制度，源於下列那個國家？ 

(A)美國 (B)德國 (C)法國 (D)英國。 (108 原特) 

52. 關於司法審查制度（judicialreview）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越具有分權與制衡特徵的國家，其司法審查制度越健全 

(B)地方各級法官均具有司法審查的權力 

(C)司法審查制度下，司法消極主義（judicialrestraint）常常透露大法官在判決中所帶有的個人

意識型態 

(D)司法審查制度主要針對一國人民之作為是否違反憲法來進行。 (108 地特) 

53. 下列何者不屬於我國大法官的職權？ 

(A)解釋憲法  (B)統一解釋法令 

(C)正副總統彈劾案之審理 (D)主動審查違憲立法。 (108 原特) 

54. 我國目前行政訴訟的審級制度為： 

(A)二級二審 (B)三級三審 (C)三級二審 (D)二級三審。 (108 原特) 

55. 下列何者為我國大法官的同意程序？ 

(A)經由立法院記名投票、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B)經由立法院無記名投票、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C)經由立法院記名投票、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D)經由立法院無記名投票、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109 原特) 

56. 下列何者為我國各級法院的法官，可以審查和審判的事項？ 

(A)法律違反憲法  (B)命令違反憲法 

(C)命令違反法律  (D)自治條例違反憲法。 (110 普考) 

57. 有關大法官的任期和人數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大法官任期 8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  

(B)大法官得以連選連任 

(C)院長和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D)大法官人數為 15 人。   (110 普考) 

58. 關於司法獨立原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司法機關不隸屬於行政、立法兩權 (B)審判獨立 

(C)法官任用與身分的保障 (D)司法積極主義的落實。 (110 地特) 

59. 下列何者不屬於司法獨立的原則？  

(A)審判獨立   (B)預算獨立   

(C)法官身分保障  (D)獨力承擔政治責任。 (111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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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有關我國司法院的權限，下列何者錯誤？  

(A)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律命令 (B)審判權  

(C)政務官彈劾事項  (D)司法行政權。  (111 普考) 

61. 有關司法部門職權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所謂的司法獨立性， 是為了保持司法程序的冷靜獨立，採「不告不理」原則  

(B)司法部門的職權主要是訴訟的裁判與司法審查 

(C)法官依據法律獨立審判，不受任何干涉，是落實司法獨立性的制度設計 

(D)預算獨立是確保司法獨立的制度設計之一。   (111 地特) 

 

 

【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D A B D C C A B A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A B C B A D D B A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B D C D B A B A D B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C D A A C B B D A B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B C B A C C D B D A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B A D C D C B D D C 

題號 61          

答案 A          

※難題解析： 

1. 緊急命令的追認是立法院的權限。 

5. 調解行政院與立法院(或說是院際)衝突的人是總統。 

8. (B)自由裁量權是行政機關在法律允許的一定範圍內，所擁有的行政處分權力；(C)競合管轄

權意指，對同一事件，數個機關都有權管轄；(D)獨立檢察權指，檢察官獨立地行使權力，

不受其他外力干預。 

10. 同樣的任命程序者還包括監察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考試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司

法院長和副院長。 

18.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九名，以簡單多數決的方式表決。 

29. 我國的彈劾案是由立法院提出，但大法官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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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利益團體 

1. 以下何者不是利益團體影響力的決定因素？ 

(A)組織人數多寡  (B)組織的民主程度 

(C)組織的運作經費  (D)領導者的才能與技巧。 (95 地特) 

2. 下列那一種有關利益團體形成的理論，對於利益團體可以代表整體社會的看法最為樂觀？ 

(A)理性選擇  (B)菁英主義 

(C)多元主義  (D)全部都一樣樂觀。 (95 身特) 

3. 美國學者所謂「鐵三角」（iron triangle）指的是在某一個政策中，下列那三者間的一種合作性、

排他性的關係？ 

(A)國防部、製造商、共和黨 (B)媒體、政治人物、大企業 

(C)鋼鐵業、汽車業、石油業 (D)利益團體、國會委員會、行政機關。 

    (95 身特) 

4. 利益團體主要的活動方式為： 

(A)投資 (B)慈善 (C)行銷 (D)遊說。 (95 原特) 

5. 利益團體在政治學上又稱為： 

(A)壓力團體 (B)金權團體 (C)示威團體 (D)暴力團體。 (95 原特) 

6. 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政治學研究者經常提及「次級政府」（sub-governments）或者「鐵三角」

（iron triangle）的概念，其包括下列那三個部門？ 

(A)總統、政黨、文官體系 (B)利益團體、國會委員會、文官體系 

(C)國會委員會、政黨、新聞媒體 (D)總統、利益團體、新聞媒體。 (95 普考) 

7. 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下列何者不是所謂的「鐵三角」（iron triangle）之一部分？ 

(A)利益團體 (B)國會委員會 (C)官僚體制 (D)媒體。 (96 地特) 

8. 一群具有共同特徵的人所組成的團體，但是其成員不一定感到他們的相似之處，也不會利用

此種共同特徵來採取行動，此類的團體學者稱之為： 

(A) 利益團體（interest group） (B) 壓力團體（pressure group） 

(C) 類別團體（categoric group） (D) 初級團體（primary group）。 (96 地特) 

9. 下列那一個團體為公益性利益團體（public interest group）？ 

(A)消基會 (B)菸商團體 (C)宗教團體 (D)工業總會。 (96 原特) 

10. 近年來有許多單一議題利益團體（single issue interest group）的出現，試問下列那一個團體為

單一議題利益團體？ 

(A)消基會 (B)反墮胎團體 (C)建築師公會 (D)工業總會。 (96 轉任) 

11. 在政策網絡的「鐵三角」中，除了國會委員會、行政機關外還有下列那一個行為者？ 

(A)政治人物 (B)政黨 (C)利益團體 (D)媒體。 (96 轉任) 

12. 決策是多元的，許多團體互施壓力、妥協平衡的結果就是政策。這是屬於何類的政治理論？

(A)菁英論 (B)團體論 (C)階級論 (D)溝通論。 (96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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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董氏基金會等禁煙團體屬於那一類型的利益團體？ 

(A)非組織型利益團體 (B)制度型利益團體 

(C)公益性利益團體  (D)私利性利益團體。 (97 地特) 

14. 一國之利益團體均展現出其重要的功能，並且在不同的議題領域，爭取公共資源而彼此競爭，

以及讓政府在面對來自各方的民意時，能保持回應能力與課責性。此主張是何種理論之概念？

(A)多元主義 (B)統合主義 (C)公共選擇理論 (D)新制度主義。 (97 身特) 

15. 向立法者與行政人員表達團體的意願與利益要求，以便影響其決策的行為，此稱之為： 

(A)遊說 (B)宣傳 (C)助選 (D)抗爭。 (97 原特) 

16. 「公民不服從」的內涵不包括以下哪一項特性？ 

(A)不違法  (B)非暴力  

(C)有比法律更高的道德訴求 (D)是公開的行動。 (97 普考) 

17. 非正規的人群集合，如派系等，謂之何種利益團體？ 

(A)組織的利益團體(associational interest groups） 

(B)機構的利益團體(institutional interest groups) 

(C)非組織的利益團體（nonassociational interest group） 

(D)不軌的利益團體（anomic interest groups）。  (98 身特) 

18. 利益團體為了影響政府政策，可以採取很多的方式，當一個團體積極的動員選民寫信或打電

話給國會議員來影響立法，其採用的方式我們稱之為： 

(A)宣傳 (B)遊說 (C)草根式壓力 (D)杯葛。 (98 普考) 

19. 美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在爭取有色人種的民權過程中，曾經採取一種被認為相當成功的策略

來影響政府政策，試問其採用的方式為： 

(A)向國會遊說 (B)向民眾宣導 (C)向法院提出訴訟 (D)示威遊行。 (98 原特) 

20. 依團體論者的解釋，有四種因素使團體間之鬥爭不致過份激烈或踰越常規。下列何者是錯誤

的？ 

(A)政府為仲裁者  (B)潛在團體的存 

(C)單一會籍的存在  (D)競技規則的存在。 (99 身特) 

21. 在民主國家中，利益團體可以採取很多行動，以取得對政治決策的影響力，下列何者不是他

們較常使用的方法？ 

(A)競選 (B)遊說 (C)政治捐獻 (D)司法訴訟。 (99 地特) 

22. 美國政治學者奧蒙（G. Almond）將利益團體區分為四大類，臺灣的地方派系可以被歸類為那

一種類型的利益團體？ 

(A)組織性的利益團體 (B)制度性的利益團體 

(C)非組織性的利益團體 (D)臨時性的利益團體。 (100 原特) 

23. 關於利益團體的敘述下列何者是錯誤的？ 

(A)利益團體有利於促進民主社會的多元聲音 

(B)官僚機構也可以被視為利益團體之一 

(C)利益團體確保社會上每個人的聲音都能公平發出 

(D)利益團體有時又被稱為壓力團體。   (100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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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根據奧蒙（Gabriel Almond）對政治團體的分類，藥師公會與律師公會可視為那一類型的利益

團體？ 

(A)組織性的利益團體 (B)制度性的利益團體 

(C)臨時性的利益團體 (D)非組織性的利益團體。 (100 地特) 

25. 以下何人所提出的「集體行動的邏輯」，認為大團體中的成員容易出現搭便車者的現象？ 

(A)韋伯（Max Weber） (B)米爾斯（C. Wright Mills） 

(C)伊斯頓（David Easton） (D)奧爾森（Mancur Olson）。 (100 轉任) 

26. 下列那一種方式不是利益團體主要的活動方式？ 

(A)提名候選人參選公職 (B)影響公眾輿論 

(C)政治捐獻  (D)遊說。  (100 轉任) 

27. 根據學者奧爾森（M. Olson）的研究，下列有關利益團體的敘述，何者錯誤？ 

(A)利益團體有時會損及社會整體利益 

(B)民眾因搭便車的心態，而不願意加入利益團體 

(C)利益團體能保障多數人的權益 

(D)利益團體太活躍會使得政策陷入僵局。   (101 地特) 

28. 加入各種利益團體的動機很多，克拉克（Clark）與威爾遜（Wilson）認為至少有三種類型，

除了物質性誘因與團結性誘因外，最後一種動機是什麼？ 

(A)爭取薪水或報酬  (B)提供個人認同感  

(C)追求理想或意識型態 (D)追求個人政治權力。 (101 原特) 

29. 下列何者不屬於一般利益團體為了達成目標而常運用的主要技巧之一？ 

(A)提出司法訴訟  (B)進行政治捐獻   

(C)提名適當候選人  (D)影響公眾輿論。 (101 普考) 

30. 阿爾蒙（Gabriel A. Almond）所提到的下列四種團體中，有些政治學者認為，其中只有一種

才是真正的利益團體，試問是那一種？ 

(A)非組織型利益團體（nonassociational interest group） 

(B)組織型利益團體（associational interest group） 

(C)失序型利益團體（anomic interest group） 

(D)機構型利益團體（institutional interest group）。  (101 身特) 

31. 下列何者之活動具有功能代議之效果，且可補「區域代議」的不足？ 

(A)政黨 (B)利益團體 (C)政府 (D)公民。 (101 身特) 

32. 利益團體代表與政府重要決策人士進行接觸，藉由這些管道對有關部門表達其意見與訴求，

以便影響政府的作為，此種活動方式，謂之： 

(A)訴訟 (B)動員 (C)遊說 (D)抗爭。 (102 原特) 

33. 下列何者為統合主義（corporatism）下利益團體的運作特色？ 

(A)小團體比大團體容易動員 (B)特定利益團體的領袖參與協商 

(C)容易產生搭便車現象 (D)任何團體或利益都能表達其訴求。 

    (102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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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列何種理論側重某些團體在與國家的關係上享有特權地位，而得以影響公共政策的形成與

執行？ 

(A)統合主義（corporatism） (B)多元主義（pluralism） 

(C)民粹主義（populism） (D)侍從主義（clientelism）。 (102 地特) 

35. 利益團體（interest group）都試圖影響公共事務的價值分配，下列何者不是它們為了達成目標

所運用的策略？ 

(A)提供政治獻金 (B)提名候選人 (C)提供資訊給政府 (D)合作。 (102 地特) 

36. 一般說來，下列何者經常被稱之為「壓力團體」（pressure group）或「自願性組織」（voluntary 

association）？ 

(A)利益團體 (B)政黨 (C)大眾傳播 (D)選民團體。 (103 身特) 

37. 根據奧爾森（M. Olson）的研究，集體行動常常無法成功的原因為何？ 

(A)集體行動產出的成果具有公共財的性質 (B)缺少領導者 

(C)溝通上的困難  (D)來自政府的壓制。 (104 地特) 

38. 奧蒙（G. Almond）所稱的制度型利益團體（institutional interest group），指的是什麼？ 

(A)為促進社會整體利益而成立的團體 

(B)以不正常或暴力破壞手段來達成其目的之團體 

(C)建立在血統、血緣關係上的團體 

(D)存在於政府或官僚組織中的團體。   (104 身特) 

39. 關於利益團體與政府間的關係，下列那一種理論特別強調政府不是一個中立的角色，而是一

個有影響力的仲裁者，可以將某些團體納入政策制訂過程？ 

(A)統合主義 (B)多元主義 (C)公共選擇理論 (D)國家理論。 (104 原特) 

40. 下列何者是利益團體？ 

(A)公平交易委員會  (B)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C)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D)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105 身特) 

41. 下列因素中，何者不是決定利益團體影響力的關鍵因素？ 

(A)組織成員的社會地位 (B)組織的歷史淵源 

(C)組織領導的統御才能和技巧 (D)組織的團結程度。 (105 普考) 

42. 下列何者為研究美國利益團體的著名學者？ 

(A)伊斯頓（D. Easton） (B)杜魯門（D. Truman） 

(C)墨頓（R. Merton） (D)凱伊（V. O. Key）。 (106 轉任) 

43. 利益團體為獲致不同的目的，通常會採取各種不同的行動，下列何者不是利益團體會採取的

行動？ 

(A)遊說 (B)組織政黨 (C)司法訴訟 (D)政治獻金。 (106 轉任) 

44. 下列那一項不是民主國家內，一般利益團體常見的行動方式？  

(A)發動司法訴訟  (B)提供政治捐款 

(C)提名候選人競選公職 (D)從事個人或集體的非暴力行動。 (106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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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將利益團體區分為核心團體與外圍團體的標準為何？ 

(A)是否為單一議題取向 (B)是否僅促進團體成員的利益  

(C)與政府間是否有商議的管道 (D)是否有正式的會員。 (107 身特) 

46. 團體成員由一群追求共同且特定目標的人所組成，這是屬於那一種類型的團體？ 

(A)社群型團體 (B)社團型團體 (C)制度型團體 (D)部落型團體。 (107 普考) 

47. 多元主義和統合主義是研究利益團體常見的基礎理論，關於此二種理論的比較，下列何者錯

誤？ 

(A)多元主義視利益團體為民主的根基 

(B)統合主義重視國家的角色，視國家為調節利益團體的行為者 

(C)多元主義把政府獨立出來，認為利益團體相互競爭後，形成決策交付政府執行 

(D)統合主義同時適用於民主與非民主國家。  (107 地特) 

48. 有學者認為利益團體能促進民主，關於這派論點，下列何者正確？ 

(A)利益團體常將有利於己的訊息提供給政府官員參考 

(B)利益團體可透過大量金錢捐贈來直接影響政府決策的制訂 

(C)利益團體通常追求單一或少數目標，易忽略社會整體利益 

(D)利益團體有助於人民共同表達意見和進行參與。  (108 地特) 

49. 由一群具有共同目標或信念的人組成，藉由各種途徑而不是參選的方式來對政府政策發揮影

響力的團體稱之為： 

(A)菁英團體 (B)利益團體 (C)共生團體 (D)焦點團體。 (109 原特) 

50. 美國政策制訂有所謂「鐵三角」（iron triangle）理論，下列何者不是鐵三角？ 

(A)國會委員會 (B)利益團體 (C)行政官僚 (D)政黨。 (109 地特) 

51. 關於利益團體與政黨之間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政黨與利益團體都推出候選人參與選舉 

(B)政黨與利益團體所關注的，都是以追求私利為主的議題 

(C)利益團體只能追求私利，不能追求公益 

(D)政黨可以接受政治獻金，利益團體則可以捐贈政治獻金。  (110 身特) 

52. 下列那一個利益團體理論中的國家之角色與影響力是最小的？ 

(A)多元主義 (B)保守主義 (C)統合主義 (D)社群主義。 (110 轉任) 

53. 利益團體會採取不同的策略來影響政府，下列何者錯誤？ 

(A)遊說立法部門  (B)訴諸大眾輿論支持 

(C)採用司法途徑  (D)推出候選人參選。 (110 普考) 

54. 對 1980 年代發起臺灣消費者權利運動的「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其所屬利益團體類

型的 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屬公益性團體  (B)屬制度型團體  

(C)屬促進性團體  (D)屬單一議題性團體。 (110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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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奧爾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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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人會理性計算成本效益 (B)參與集體行動的成本 

(C)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財的屬性 (D)對集體行動目標的認同度。 (110 地特) 

56. 關於利益團體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下列何者正確？  

(A)利益團體的政治獻金是讓檯面下賄賂行為透明化的好途徑，有助於消滅金錢政治 

(B)利益團體能夠替社會上最多數的人發聲，能有效保護公眾利益  

(C) 當政黨無法充分且有效地反映民意時，利益團體可以補足這個功能 

(D)利益團體在必要時可以推出候選人參與選舉，遂行民主功能。  (111 原特) 

57. 關於團體政治「多元主義模式」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政府會與企業、組織性勞工進行三方協商 

(B)以瑞典、奧地利和荷蘭為代表 國家  

(C)政治權力是分散且廣泛分布在社會各處  

(D)會有層峰（peak） 組織可代表向政府發言。  (11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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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C D D A B D C A B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B C A A A C C C C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A C C A D A C C C B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B C B A B A A D A C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B B B C C B C D B D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答案 D A D B D C C    

 

※難題解析： 

3. 鐵三角和統合主義的三個參與決策者(政府、企業主和工會)的差異要分清楚。 

8. (C)類別團體指成員都具有相同特定的身分，例如性別、居住地，但成員並不會因這個共通

處而產生共同利益；(D)初級團體是成員間具有親密性、持久性的關係存在，對人格養成具

有深遠影響。 

20. 當成員身分重疊時，團體間的衝突會減少。 

31. 利益團體因跨選區之故，能補強區域代議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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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民意與政治傳播 

1. 兩階流傳播（two-stepsflowofcommunication）意指： 

(A)輸入及輸出 

(B)先蒐集新聞再將之傳送出去 

(C)意見領袖先接觸訊息再將資訊及看法傳送給其他人 

(D)意見領袖的觀點回傳至媒體。   (95 身特) 

2. 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在面對民意調查時應該如何處之？ 

(A)只需要了解民眾的偏好性質 (B)只需要了解民眾的偏好有多強烈 

(C)要了解民眾的偏好性質及強度 (D)要了解受訪者的社會、經濟背景。 

    (95 身特) 

3. 當個人發現他的意見與他所處的團體或環境中的主流意見不一致時傾向不發表意見，這是哪

一種現象？ 

(A)第三人效果 (B)樂隊花車效果 (C)沉默螺旋 (D)框架效果。 (96 普考) 

4. 在民主社會中，大眾傳播媒體應扮演： 

(A)資本家的代言人  (B)政府政令宣導的頻道 

(C)政黨傳達政見的工具 (D)反應輿論及監督政府的力量。 (96 普考) 

5. 如果社會大眾對於一個議題呈現一面倒的態度，僅有少數人持不同意見，請問民意調查的結

果，可能形成的分配曲線是： 

(A)鐘型曲線 (B)U 型曲線 (C)J 型曲線 (D)M 型曲線。 (96 地特) 

6. 關於年齡與世代對民意的影響，下列何者是錯誤？ 

(A)不同的世代，會有不同的民意分布模型 

(B)年輕的年齡層，通常想法較支持自由派 

(C)經歷了 1960 年代的美國人，即使到了老年，都還會受到當年影響 

(D)對民意的影響，年齡遠高於世代。   (96 地特) 

7. 進行民意調查的抽樣時，最重要的成敗關鍵是： 

(A)樣本大小  (B)樣本中男女是否各半 

(C)樣本代表性  (D)每個行政區是否都有抽到樣本。 (96 地特) 

8. 民主國家中政府為探測民眾對政策的想法，最有效與經濟的方式是透過什麼？ 

(A)公民投票 (B)大眾傳播媒體 (C)民意調查 (D)諮詢性公投。 (96 身特) 

9. 美國學者拉薩斯斐德（PaulF.Lazarsfeld）最有名的理論為溝通的兩步驟（two-step flow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試問在此理論中他認為大眾傳播的訊息必須透過下列何者才會傳給

一般民眾？ 

(A)意見領袖 (B)政黨 (C)候選人 (D)政府官員。 (96 身特) 

10. 下列民意調查方法中，成本最高的是： 

(A)電話訪問 (B)郵寄訪問 (C)網路調查 (D)面對面訪問。 (96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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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菁英媒體（elitemedia）是指： 

(A)社會影響力十分深遠的媒體 (B)政治菁英所經營的媒體 

(C)受一般大眾歡迎的媒體 (D)政治菁英常曝光的媒體。 (96 原特) 

12. 下列何者不是媒體在政治傳播上對民意的影響？ 

(A)議題設定效果 (B)預示效果 (C)沈默螺旋效應 (D)框架效果。 (96 轉任) 

13. 關於美國政府的媒體政策，下列何者是錯誤的？ 

(A)聯邦傳播委員會曾經訂定過「機會平等」原則(equal opportunity rule)確保各候選人都能在

相同條件下得到媒體報導 

(B)聯邦傳播委員會曾經訂定「合理取得」原則(reasonable access rule)，確保各方觀點都能在

媒體上呈現 

(C)對於媒體平衡報導的要求，平面媒體和無線電視台一體適用 

(D)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運作獨立，不受政黨控制。  (97 普考) 

14. 下列何者並非主動表達民意的方式？ 

(A)連署 (B)公聽會 (C)示威 (D)遊行。 (97 普考) 

15. 「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是指： 

(A)國家具有事前新聞檢查的制度，使得媒體不敢批評政府 

(B)媒體因為害怕與政府打官司，而對某些議題不予報導 

(C)媒體不實報導，造成民眾不相信媒體 

(D)國家介入媒體經營，使得媒體不敢批評政府。  (97 普考) 

16. 下列哪一種民意分布，表示社會上對某種議題的看法是兩極的狀態？ 

(A)U 曲線 (B)J 曲線 (C)鐘型曲線 (D)三峰曲線。 (97 地特) 

17. 在抽樣方法中，如果先將母體分為 A 個集體，再從集體中抽出 a 個集體。最後對中選的集體

作全面調查，這種方法稱之為： 

(A)分層配額抽樣法 (B)隨機抽樣法 (C)等距抽樣法 (D)集體抽樣法。 (97 身特) 

18. 下列何者不是政治傳播的要素之一？ 

(A)傳播者 (B)接收者 (C)政府 (D)媒體。 (97 身特) 

19. 在早期傳播理論中，學者們認為媒體的訊息會先傳播到意見領袖，再由意見領袖傳播給較沉

默的大眾。這種理論稱之為？ 

(A)兩階段傳播 (B)沉默螺旋 (C)密集溝通 (D)多數忽略。 (97 原特) 

20. 一個國家的民眾對於某些議題的意見大多集中在某一端，只有小部分的民眾的看法集中於另

外一端，此時老百姓的意見呈現下列何種分布狀態？ 

(A)雙峰分配曲線 (B)U 型曲線 (C)鐘形曲線 (D)J 型曲線。 (97 原特) 

21. 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無非是想透過溝通與宣傳來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根據學者研究，此

種宣傳所造成的影響在那一方面最有效？ 

(A)改變選民的支持（conversion） 

(B)促進行動（activation） 

(C)強化選民原有的支持態度（reinforcement） 

(D)啟發選民的想法（initiation）。   (97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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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關於媒體影響力的描述，何者是正確的？ 

(A)報紙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B)羅斯福總統著名的爐邊談話，是電視重要影響力的明證 

(C)電視對畫面的需求，影響了其報導的方向及內容 

(D)年輕人為閱報人口的主力。   (98 地特) 

23. 當民意分布呈現那一種型態時，政府最不容易因應？ 

(A)A 型曲線 (B)U 型曲線 (C)J 型曲線 (D)鐘型曲線。 (98 地特) 

24. 下列有關大眾傳播兩階段論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大多數的民眾不會自己直接從媒體接收到訊息 

(B)意見領袖扮演居中傳遞、詮釋訊息的角色 

(C)電視興起後，大眾傳播兩階段論的正確性有誤 

(D)每一個社區或團體中都有自然形成的意見領袖。  (98 身特) 

25. 若某一議題的民意分布成雙峰型態，這意味著社會大眾對此議題： 

(A)有很大的歧異  (B)有很大的共識 

(C)漠不關心  (D)不願表達意見。 (98 身特) 

26. 關於審議式民調，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審議式民調認為一般民調的受訪者對問題的回答缺乏深思熟慮 

(B)審議式民調讓受訪者在回答問題前先經過學習及討論思考的過程 

(C)審議式民調是政府經常使用來了解民意的工具 

(D)審議式民調的實驗發現，許多高教育程度者在思辯過程中因為新資訊而改變其原有的想法。

     (98 轉任) 

27. 下列關於民意分布的敘述，何者錯誤？ 

(A)西方國家最重要的政治意見分布，多數在左右意識型態的光譜上 

(B)勞工階級多支持左派理念 

(C)一般而言，歐洲國家民意的左右光譜較美國明顯 

(D)右派希望政府擴展社會福利。   (98 轉任) 

28. 以直接在投開票所外面詢問選民投票意向，來推測選舉結果的民調稱之為： 

(A)壓迫式民調 (B)基點民調 (C)出口民調 (D)模擬對決民調。 

    (99 地特) 

29. 對於統獨議題，我國大多數民眾是站在維持現狀的立場，而也有少部分人支持獨立或支持統

一，這種民意的分布可以用那一種分布型態來表示？ 

(A)U 型曲線 (B)J 型曲線 (C)鐘型曲線 (D)W 型曲線。 (99 地特) 

30. 民意調查時，為了達到一定的信心水準和抽樣誤差，需要相對應的樣本數。現已知台北市人

口約 200 多萬，要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三個百分點的範圍，需要

成功訪問約 1,000 名受訪者。請問如果要以全台灣 2,000 多萬人為調查母體，在一樣的抽樣誤

差條件下，大約需要多少成功樣本？ 

(A)約 1,000 名 (B)約 2,000 名 (C)約 10,000 名 (D)約 20,000 名。 (99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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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列那一種了解民意的方式是快速、具代表性且精確的？ 

(A)投票 (B)公民會議 (C)遊行示威 (D)民意調查。 (99 原特) 

32. 下列有關民意調查的敘述，那一項是不正確的？ 

(A)可以藉由抽取大約 1000 個樣本來推估台灣整體民眾的意見 

(B)無法掌握民意的變動趨勢 

(C)可以提供政治決策的參考 

(D)目前國內媒體最常使用的民意調查方法是電話訪問。  (99 原特) 

33. 主要意見集中於左右兩極端的民意分布形態，稱之為： 

(A)J 型曲線 (B)鐘型曲線 (C)U 型曲線 (D)Z 型曲線。 (100 地特) 

34. 下列關於美國媒體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電視是最受美國人信任的媒體 

(B)電視是最被廣泛使用的媒體 

(C)美國人在報紙的閱讀比例上，逐漸增加 

(D)美國人在電視和收音機的擁有比例上，在世界各國中名列前茅。 (100 身特) 

35. 當樣本數相同時，下列那一種民意調查的方式成本最低？ 

(A)電話訪問 (B)面訪 (C)郵寄問卷 (D)焦點團體法。 (100 身特) 

36. 關於民意與政策之間的關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民意是制訂政策的唯一依據 

(B)民意在公共政策的意見分布上，都是清楚呈現的 

(C)民意可能被政治人物引導 

(D)民意非常穩定，很少受外在環境影響。   (100 原特) 

37. 一般人總是認為傳播媒體對自己或對與自己相似的人的影響效果，遠低於對其他人的效果，

請問這是傳播學上所指的什麼效果？ 

(A)預示效果  (B)框架效果  

(C)第三人效果  (D)議題設定效果。 (100 原特) 

 

38. 在進行民意調查時，先把樣本以同樣的特性（如種族、宗教）予以分類，再從不同分類中抽

出所需樣本，稱之為： 

(A)簡單隨機抽樣 (B)系統抽樣 (C)分層抽樣 (D)滾雪球抽樣。 (100 原特) 

39. 常被稱為民主國家「第四權」指的是： 

(A)考試與監察權  (B)行政官僚系統 

(C)大眾傳播媒體  (D)學術界與智庫。 (100 原特) 

40. 下列關於美國媒體的說法，何者錯誤？ 

(A)美國報紙早期黨派立場非常明確 

(B)美國媒體從業人員意識型態多為自由派 

(C)美國媒體老闆多為保守派 

(D)美國媒體沒有集中或壟斷的問題。   (100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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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當民意調查結果呈現 U 型曲線時，民眾對此議題的意見為何？ 

(A)兩極化 (B)有共識 (C)一面倒 (D)漠不關心。 (100 轉任) 

42. 下列何者不是「民意」一詞所涵攝的概念？ 

(A)態度（attitudes）  (B)參與（participations） 

(C)信念（beliefs）  (D)意見（opinions）。 (101 地特) 

43. 當我們談到民意分布的狀態時，我們通常是考慮民意的那些面向？ 

(A)偏好與強度 (B)信度與效度 (C)偏好與穩定性 (D)信度與強度。 (101 身特) 

44. 政治傳播的報導，會影響一般民眾對政治人物的評斷標準，這是指傳播媒體具有什麼效果？ 

(A)議題設定效果 (B)第三人效果 (C)預示效果 (D)框架效果。 (101 原特) 

45. 若政府官員想要立即而較客觀地了解一般民眾對於某一公共政策的意見，下列那一種方式最

為適合？ 

(A)公民投票  (B)觀察民眾的示威遊行狀況 

(C)觀察大眾媒體的報導 (D)民意調查  (102 原特) 

46. 下列有關政治傳播媒體報導的敘述，何者錯誤？ 

(A)具有議題設定的效果 (B)會影響一般民眾對政治人物的評斷標準 

(C)具有預示效果  (D)轉變民眾的政治態度。 (102 原特) 

47. 下列對於民意的敘述，何者錯誤？ 

(A)不完全是理性的  (B)往往是資訊不足，瞭解不夠的人所形成的意見 

(C)有的穩定，有的易變 (D)沉默的人代表沒有意見。 (102 轉任) 

48. 下列有關蒐集民意方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A)面訪的成本最高但是資料內容最豐富 

(B)電話訪問是最普遍的蒐集民意的方式 

(C)郵寄問卷成本較低，但也較不易控制資料品質 

(D)焦點團體座談屬於量化研究方法。   (102 轉任) 

49. 下列那一種抽樣方法所作出的民意調查，可以推論到母體？ 

(A)配額抽樣 (B)滾雪球抽樣 (C)簡單隨機抽樣 (D)立意抽樣。 (102 地特) 

50. 相對於使用大眾傳播媒體進行政治傳播，口語溝通的優點在於： 

(A)在內容和技巧上給予溝通者較大的彈性 (B)一次可以影響較多的人 

(C)較不易使接受訊息者感到壓力 (D)聲光影音效果較佳。 (102 身特) 

51. 樣本無法推論母體，主要是因為民意調查執行者在抽樣時採用下列何種方式？ 

(A)非隨機抽樣  (B)簡單隨機抽樣 

(C)分層抽樣  (D)系統或等距抽樣。 (102 身特) 

52. 在民意調查中，那一種方法所取得的資料可信度較高？ 

(A)面訪 (B)電訪 (C)郵寄問卷 (D)網路民調。 (102 身特) 

53. 如果民眾對某一個議題具有共識，請問在民意調查後，統計結果會呈現何種曲線？ 

(A)U 型曲線 (B)J 型曲線 (C)M 型曲線 (D)W 型曲線。 (103 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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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民意調查中常見的「出口民調」（exitpoll），指的是： 

(A)選民從投票處出來之後立刻對其進行意見調查 

(B)政府將選舉的結果提供給其他國家參考 

(C)政府將選舉的結果提供給媒體發布 

(D)民調公司在大賣場結帳處對民眾進行意見調查。  (103 身特) 

55. 媒體報導事件的歸因，影響民眾的態度方向，稱之為： 

(A)議題設定效果 (B)預示效果 (C)框架效果 (D)第三人效果。 (103 身特) 

56. 傳播媒體的報導會影響一般大眾對於政治事件的歸因，這說明了傳播媒體具有什麼效果： 

(A)議題設定 (B)預示效果 (C)皮下注射效果 (D)框架效果。 (103 原特) 

57. 有學者指出，有些公民為了避免在重要的公共議題上產生孤立的情況，往往受到環境中自己

主觀認定的主流意見或衰微意見的影響，此理論稱為： 

(A)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理論 (B)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論 

(C)政治行銷（political marketing）理論 (D)皮下注射（hypodermic needle）理論。 

    (103 普考) 

58. 如果大多數民眾反對某一項政府的公共政策，僅有少數民眾支持該項政策，則這種民意可以

用那一種分布型態來表示？ 

(A)U 型曲線 (B)J 型曲線 (C)鐘型曲線 (D)W 型曲線。 (103 地特) 

59. 下列對於當代民主政治中民意的描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民意常常變動  (B)多數人的意見一定優於少數人的意見 

(C)媒體對民意有很大的影響 (D)民意容易受到政治菁英的影響。 (103 地特) 

60. 大眾傳播媒體的訊息先影響意見領袖，再由意見領袖以面對面的人際傳播方式，將資訊傳遞

給較不關心政治的人，這個理論稱之為： 

(A)議題設定理論  (B)預示效果理論 

(C)兩階段傳播理論  (D)沉默螺旋理論。 (104 地特) 

61. 民意調查的結果，要能有較準確的推論性，必須是以「隨機抽樣」方式運作，其意義為： 

(A)隨著社會進行抽樣 (B)依或然率進行抽樣 

(C)隨著地緣關係進行抽樣 (D)依據母群體特質，進行配額式抽樣。 

    (104 原特) 

62. 近年來，許多評論家認為政治傳播正經歷一場危機，他們所認知的危機，不包含下列那一項？ 

(A)電視新聞綜藝化，報導內容膚淺，有弱智化現象 

(B)政治人物上談話節目、綜藝節目等談瑣事，包裝形象 

(C)政治人物大量用社群網站行銷自己，包裝形象 

(D)媒體著重於負面形象報導，掩蓋了真正的議題。  (104 原特) 

63. 在民意調查中，顯示民眾對某一議題有強烈的贊成意見以及少數的反對意見時，是下列那一

種民意結構？ 

(A)J 型民意結構  (B)U 型民意結構 

(C)鐘型民意結構  (D)穩定民意結構。 (104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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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大眾傳播媒體透過報導的人事物來引導閱聽人的注意，進而影響其判定該人事物的重要性的

效果，稱之為： 

(A)議題設定 (B)注意力設定 (C)議題調整 (D)框架效應。 (104 身特) 

65.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測知民眾對施政滿意情形的管道？ 

(A)大眾傳播媒體 (B)電子信箱 (C)出口民調 (D)選舉結果。 (104 身特) 

66. 在政治傳播上，下列何者是媒體對民意的影響？ 

(A)蝴蝶效應 (B)議題設定效果 (C)政治疏離感 (D)衣尾效應。 (105 普考) 

67. 拉薩斯菲爾德（P.Lazarsfeld）與凱茲（E.Katz）兩人提出「兩階段傳播理論」，第一階段是媒

體所發出來的訊息，第二階段是指由誰來傳達媒體相關的訊息？ 

(A)意見領袖 (B)家庭成員 (C)學者專家 (D)工作同事。 (105 普考) 

68. 下列何者是政治溝通中的「大眾傳播媒體」？ 

(A)與家人討論政治  (B)電影 

(C)市場上小販間的耳語言說 (D)自己每天寫作的私人日記。 (106 身特) 

69. 下列有關大眾傳播媒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歐美民主國家中多數的大眾傳播媒體都是政府官方經營 

(B)民主國家中大眾媒體的新聞評論通常沒有任何政治立場 

(C)大眾傳播媒體除了新聞報導外，往往也扮演形塑民意的「意見製造者」（opinion makers）

角色 

(D)威權國家的新聞媒體享有新聞自由保障，能夠沒有限制的挑戰官方的說法。 (106 轉任) 

70. 民意調查結果的可信度容易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而被質疑。下列何者會降低民意調查結果的

可信度？ 

(A)樣本的選取盡可能隨機 

(B)接觸樣本以面訪取代電訪和郵寄問卷 

(C)使用雙重否定的問句測試受訪者是否真誠回答 

(D)在全國性的民調中，以區域抽樣來兼顧不同區域的代表性。 (106 轉任) 

71. 多數民主國家，可能採取那些方式手段來維持媒體內容的多元性和公正性？ 

(A)將媒體收歸國營，避免商業利益干擾 

(B)盡可能鼓勵跨媒體間的整併、擴大市場版圖，以維持媒體經營的經濟規模 

(C)由政府設立媒體監管機構，事前審查媒體內容是否符合多元、公正原則 

(D)制定相關法規，禁止媒體產業的過度集中或壟斷。  (106 普考) 

72. 在民意調查中，針對剛投完票、離開投票所的選民所進行的民意調查方式稱為： 

(A)基點民調 (B)模擬對決民調 (C)出口民調 (D)強迫式民調。 (106 普考) 

73. 下列那一種民意的分布樣態，最難凝聚社會共識？ 

(A)U 型曲線  (B)J 型曲線 

(C)鐘型曲線（倒 U 型曲線） (D)倒 J 型曲線。  (106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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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下列有關「民意」概念的敘述何者正確？ 

(A)民意都是民眾的自發性意見形成的，不受政治人物影響和操縱 

(B)政府官員可以透過了解民意來制訂出更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 

(C)社會上的民意總是相當穩定的，不會隨時間和情勢而變化 

(D)社會上的民意總是相當理性且具有高度內在一致性，不會自相矛盾。 (106 原特) 

75.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逐漸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與社會互動模式。下列何者不是網際網路

的特質？ 

(A)共同參與 (B)快速流動 (C)中心化 (D)虛擬真實。 (106 原特) 

76. 民意調查研究中，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失敗例子，是《文學文摘》（LiteraryDigest）於 1936 年

根據郵寄問卷結果，對美國總統選舉做了錯誤的預測。這個調查失敗的主要原因為何？ 

(A)樣本不具代表性  (B)問卷設計不良 

(C)受訪者刻意提供錯誤資訊 (D)分析方法錯誤。 (106 地特) 

77. 下列何者不在科學性民意調查的考量範圍？ 

(A)樣本代表性  (B)問卷設計的信度與效度 

(C)執行調查過程的嚴謹性 (D)是否符合調查者主觀的期望。 (107 身特) 

78. 民意調查的問卷設計，依問題內容與性質可概分為事實性、意見與態度性、認知性及行為性

四種類別；下列問題分類何者錯誤？ 

(A)事實性問題：請問你在臺北已居住滿 4 個月嗎？ 

(B)意見與態度性問題：請問你對於我國積極想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評價為何？ 

(C)認知性問題：請問你是否贊成廢除死刑？ 

(D)行為性問題：請問在 2012 年的總統選舉中，你是否有去投票？。 (107 身特) 

79. 下列那一項敘述不是網路媒體的特徵？ 

(A)訊息更新速度快  (B)訊息篇幅不受限制 

(C)訊息內容可信度高 (D)訊息來源豐富。 (107 身特) 

80. 下列那一種民意調查的方法成本最高？ 

(A)面訪 (B)電訪 (C)郵寄問卷 (D)網路民調。 (107 普考) 

81. 公民對議題的看法，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曲線圖來表示。下列何種曲線圖，顯示公民對此議題

較不具爭議，社會具有高度的共識？ 

(A)W 型曲線 (B)M 型曲線 (C)U 型曲線 (D)J 型曲線。 (107 普考) 

82. 下列那一項因素對民意調查結果的可信度影響比較小？ 

(A)調查執行機構 (B)問卷題目內容 (C)訪員的年齡 (D)抽樣方式。 (107 原特) 

83. 何謂政治傳播中的「框架效果」（framingeffect）？ 

(A)指媒體報導事件的歸因，會影響民眾的態度方向 

(B)指媒體所選擇報導的新聞內容，會影響民眾對該相關議題重要性的排序 

(C)指民眾對於身邊政治氛圍的認知會影響他表達其政治傾向的意願 

(D)指民眾傾向支持在民意調查中較為領先的候選人。  (107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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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根據民意研究，下列那一項應不屬民意之特性？ 

(A)民意是不可探知的 

(B)民意並不完全理性 

(C)民意可能是對某一問題資訊不足、了解不夠的人所形成的意見 

(D)民意有顯性與隱性之不同。   (107 地特) 

85. 伴隨商業電視蓬勃發展出現的「跨媒體所有權」（cross-mediaownership）現象，對政治的主要

影響為： 

(A)娛樂業更加發達  (B)少數人或單一觀點得以片面影響政策 

(C)社會多元意見得以發聲 (D)受媒體寵愛的政治人物影響力變小。 

    (107 地特) 

86. 下列那一種蒐集民意的方法必須花費較高的成本，卻可以蒐集到內容最豐富的資料內容？ 

(A)電話訪問 (B)網路調查 (C)郵寄問卷 (D)面對面訪問。 (108 身特) 

87. 有人認為報章雜誌與電視上的新聞報導對於他個人的政治立場沒有什麼影響，但對於社會其

他人有比較大的影響。這個狀況是屬於下列那一種媒體對於民意的效果？ 

(A)樂隊花車效果 (B)沉默螺旋效果 (C)預示效果 (D)第三人效果。 (108 身特) 

88. 民眾投票的民意調查要準確，需符合隨機抽樣的原則，下列何種方式較為精準？ 

(A)某報的網路平台所舉辦的網路民調，可以讓報紙讀者即時看到民調結果 

(B)某民調公司派人站在大學門口便利超商前面，隨機攔查大學生受訪 

(C)某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以全國合格選民為母體清冊，依電腦亂數抽出樣本 

(D)某媒體以政論節目閱聽人為母體，進行叩應（call-in）民調。 (108 轉任) 

 

89. 媒體對民意形成具有不同的影響，若媒體報導內容影響民眾對議題重要性的看法，屬於下列

那一種政治傳播效果？ 

(A)預示效果 (B)議題設定效果 (C)框架效果 (D)第三人效果。 (108 普考) 

90. 下列何者不是網路民調的優點？ 

(A)成本低 (B)回收快捷 (C)樣本代表性高 (D)編碼方便。 (108 原特) 

91. 為何出口民調（exitpoll）的準確性，比其他選前民調來得高？ 

(A)因為訪員受到最為完整的標準化訓練 (B)因為受訪者都是剛剛投完票的選民 

(C)因為出口民調都是由官方單位執行 (D)因為出口民調都是以面訪方式執行。  

  (108 原特) 

92. 吾人可用不同模式來觀察民意和公共政策的關連性，其中強調公民對政治事務具有高度興趣

和參與，是下列那一個模式？ 

(A)利益團體模型 (B)政黨模型 (C)共享模型 (D)理性的積極份子模型。 

 (108 地特) 

93. 有關政治傳播的要素，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A)政治傳播者 (B)傳播的對象 (C)傳播的管道 (D)傳播的環境。 (108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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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為何民意調查工作者，多不願意進行壓迫式民調（pushpoll）？ 

(A)這種民調不給受訪者拒絕回答的權利 

(B)這種民調利用扭曲的資訊迫使受訪者回答特定選項 

(C)這種民調有時間的壓力，需在短時間內完成 

(D)這種民調所需的經費通常較高。   (109 身特) 

95. 若經驗研究發現：「民眾會將看到的政治新聞與他人分享」，下列何者可用來解釋上述的研究

發現？ 

(A)使用滿足 (B)框架效果 (C)預示效果 (D)議題設定。 (109 身特) 

96. 一個具有參考價值的民意調查，其所需具備的條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問卷設計具有信度與效度 (B)抽樣數目以精簡為原則 

(C)樣本可進行加權處理 (D)樣本的產生符合機率抽樣原則。 (109 普考) 

97. 個人或團體嘗試運用符號或語言，對他人政治意見產生影響的過程，稱之為： 

(A)政治文化 (B)政治傳播 (C)政治競爭 (D)政治參與。 (109 普考) 

98. 針對某一公共議題，民眾的意見呈現明顯的多數和少數的情形，最有可能是下列那一種民意

曲線的型態？ 

(A)U 型民意 (B)鐘型民意 (C)J 型民意 (D)M 型民意。 (109 原特) 

99. 民調顯示 45%的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45%的人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針對同性婚姻合法

化議題，民意呈現那一種分布？ 

(A)J 型分布 (B)平行分布 (C)U 型分布 (D)鐘型分布。 (109 地特) 

100. 當媒體支持特定候選人，導致支持其他候選人的選民認為自己是社會上的少數，因而不願意

公開表態。可用那一種傳播理論來解釋這樣的現象？ 

(A)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effect） (B)預示效果（Primingeffect） 

(C)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effect） (D)沉默螺旋（Spiralofsilence）。 (109 地特) 

101. 在影響民意的因素裡，下列何者較少與社會階級重疊？ 

(A)教育程度 (B)宗教 (C)職業 (D)收入。 (110 身特) 

102. 臺灣民眾統獨立場的民意分布，較接近於下列何種民意分布類型？ 

(A)J 型民意 (B)U 型民意 (C)倒 U 型民意 (D)W 型民意。 (110 身特) 

103. 如果要對政黨或候選人的得票率進行預測，下列民意調查方式，何者沒有樣本涵蓋率的問題？ 

(A)出口調查 (B)面訪調查 (C)電話調查 (D)網路調查。 (110 身特) 

104. 研究民意的學者提出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的概念，有關交叉壓力的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 

(A)指個人的政治立場與周遭家人朋友的政治立場都不一致 

(B)會激發出個人參與政治的行動，對於民主發展有益 

(C)最常發生在威權主義的國家 

(D)指個人自己感覺到與周遭家人朋友的政治立場不一致。  (110 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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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關於民意與政治文化之間的關係，下列何者錯誤？ 

(A)民意如流水，但若選民對於特定公共政策的看法持續下去，長期累積下來就有可能演變成

政治文化 

(B)政治文化並非憑空而降，它肇因於民眾對於政府的作為與不作為所產生的感覺累積而來 

(C)民意常左右政治人物施政方向；而政治文化則可做為政治人物施政時所依循的價值體系 

(D)政治文化反映出一國長期的價值底蘊，正如同民意反映出民眾對於政策深思熟慮後的看法。

     (110 轉任) 

106. 媒體報導能夠影響人們心中對於那些政治議題是當前最重要議題的認知，政治傳播理論上稱

為： 

(A)議題設定理論（Agendasettingtheory） 

(B)兩級傳播理論（Two-stepflowofcommunicationtheory） 

(C)知溝理論（Knowledge-gaptheory） 

(D)沉默螺旋理論（Spiralofsilencetheory）。   (110 普考) 

107. 下列那一項不是民意的特徵？ 

(A)具有組織性 (B)具有方向性 (C)具有強弱度之別 (D)具有開放性。  (110 普考) 

108. 若民眾意見分歧、政治極化，代表民意呈現下列何種分布？ 

(A)U 型曲線 (B)J 型曲線 (C)倒 U 型曲線 (D)鐘型曲線。 (110 地特) 

109. 下列那一種民意蒐集的方式，有助於提升受訪者在敏感性問題的回答意願？  

(A)電話訪問 (B)面對面訪問 (C)網路調查  (D)出口民調。 (111 身特) 

110. 媒體頭條報導與貧富差距有關的新聞，因此民眾認為貧富差距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這個

狀況中，媒體發揮何種效果？  

(A)預示效果  (B)樂隊花車效果  (C)框架效果  (D)議題設定效果。(111 身特) 

111. 研究者有不同的方式來進行民意的蒐集。關於面訪與電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相較於電訪，面訪通常能取得較為豐富的資料  

(B)面訪與電訪所需研究經費並無差異 

(C)電訪無法克服民眾不願意公開電話號碼，所導致涵概率不足的困難\ 

(D)在面訪中，只要是經由隨機抽樣抽中的受訪者，訪員都可以依照標準化流程完成訪問。 

(111 普考) 

112. 媒體大幅報導國內經濟衰退的新聞，因此民眾以經濟繁榮與否來評斷現任政府的表現。這是

那一種媒體效果的表現？  

(A)框架效果 (B)議題設定效果 (C)第三人效果 (D)預示效果。 (111 普考) 

113. 關於民意調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可以利用非機率抽樣來增加樣本數 (B)問卷設計會影響調查的結果  

(C)隨機樣本數的多寡會影響調查的結果 (D)需要進行樣本代表性檢定。 (111 原特) 

114. 根據學者研究，下列那一項因素和使用大眾傳播媒介行為沒有顯著關係？  

(A)教育程度  (B)年齡  (C)收入 (D)宗教信仰。 (111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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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假新聞（fake news）是當代政治很重要的一項新興議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假新聞是一種以不實資訊影響大眾認知的做法 

(B)隨網路時代崛起，假新聞的散播較以往更為容易 

(C)假新聞只會發生在新聞自由的國家，新聞受管制的國家不會有假新聞 

(D)假新聞不只發生於政治領域，也可能發生於經濟、社會或教育等領域。 (111 地特) 

116. 關於民意與政治文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民意會急遽改變，政治文化變化較緩慢 

(B)民意是探討人民對於特定政策的觀感 

(C)探討總統支持度的變化是政治文化研究 

(D)民意維持得夠久，可能會成為政治文化 。  (111 地特) 

117. 有一個喝喜酒的場合，同桌的客人在聊天，多數人都表示他們支持 A 政黨，但甲心裡支持 B 

政 黨，所以甲就不表示他支持 B 政黨，其現象用下列那一個理論解釋最恰當？  

(A)議題設定 (B)沉默螺旋  (C)框架效果  (D)樂隊花車效果。(111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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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C C D C D C C A D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C C B B A D C A D 

題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C C B C A C D C C A 

題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D B C C C C C C C D 

題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A B A C D D D D C A 

題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A A B A C D B B B C 

題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答案 B C A A C B A B C C 

題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答案 D C A B C A D C C A 

題號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答案 D C A A B D D C B C 

題號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答案 B A D B A B B C C D 

題號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答案 B C A D D A D A C D 

題號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答案 A D A D C C B    

 

※難題解析： 

12. 沉默螺旋的發生是肇因於個人的心理因素。 

13. 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因公共資源的緣故只要求無線電視台。 

22. (B)羅斯福總統的爐邊談話是透過廣播。 

34. 美國民眾因需長時間開車之故，收音機的使用也很頻繁。 

49. 因為簡單隨機抽樣屬隨機抽樣的抽樣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