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學期中考重點整理

公共行政研究的濫觴，起自於政治與行政分立。換言之，強調不受政治干預是公

共行政成為一門學科的開端。由於這個緣故，公行系的同學往往較少接觸到公共

行政中的「政治」面向。而政治學這門科目，正好可補足各位這方面知識的缺口，

值得所有想要更深入了解公行的同學研讀。以下我們便把當中的重點加以回顧：

第一章說明了各家學者對政治所下的定義，也分析了 19-21世紀歐美學界的三大

政治學傳統及新的方向。在本章的準備上，同學務需對每種觀點的異同進行思

考，了解不同理論間的背景與假設。

第二章的精華大概非系統論莫屬了。建議同學準備時務必「畫圖」來釐清系統論

的精髓，接著旁及功能論的引進與晚近學者對兩者的評論。當然，國家理論與新

制度主義乃至其他研究途徑也是相當重要的。不過，伊士頓的系統論還是基礎中

的基礎之所在。

第三章談到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當然，第一個要了解的概念就是現代的「民

族國家」，以及國家演進的歷史、組成的要件等等。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章

與時事的結合。近來東亞地區屢屢發生主權與領土等爭議（如我國與越南之間；

台灣、南韓、俄羅斯與日本之間）同學務必釐清主權在近代國家中的重要性。除

此之外，單一制、聯邦制、邦聯制等的比較，也是考點之一。

第四章簡要說明了由左到右的各種意識型態。當中每一種意識型態，都可單獨成

為考點，請同學務必反覆思索並細細區分。此外，本章提到的概念在後面章節（如

第六章）也會出現，建議研讀時盡量把各章內容整合在一起，一併閱讀，如此便

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最後，也千萬別忘了歷史的終結論與第三條路等理論，這些

也都是熱門考點。

第五章是最近最夯的民主議題。同學首先要先知道「民主不民主」不是由一個國

家的名稱上來判斷，而是有一些指標可作為決定依據。由這些指標出發，我們也

可以從中了解當前台灣社會是否已邁入民主國家之林。在了解了民主的內涵後，

我們還要知道何謂民主化的浪潮與民主如何才能鞏固地發展。這兩點與近來中東

地區茉莉花革命息息相關，在閱讀時務必與時事相互對照。

第六章處理的是政治經濟學的議題。看到這一章，對考試敏感的同學馬上會聯想

到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相互關連為何。當然，關連性的問題與政治經濟學的歷

史淵源大有關連，同學務必要對自由經濟學派與馬派政治經濟學的內涵下一番功

夫。此外，當代政府在非戰時期的首要議題就是要搞好經濟，故我們必須要知道



政府的決策者們面對了哪些挑戰，他們又擁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供應用。當然，本

章與時事也是大有關連的，近來美國有所謂 QE3政策，同學也可以由政治經濟

學的角度來思考此問題。

第七章圍繞著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文化這兩個概念開展。同學在閱讀時多會不自覺

地把兩者分開來閱讀，截斷政治社會化的機制、政治文化的變化、政治次文化等

等問題。但建議在總結本章之時，也要花一點時間思考，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文化

之間的關係何在。這是大家經常忽略的考點之一。

本次期中考的最後一個章節是有關民意與政治傳播的問題。基礎題的重點如 U、

J型曲線、探取民意的方法等等。但本章最困難的其實是政治與媒體之間的關係

為何，又該如何規範的問題。比方說，我們常常聽到報導應該保持客觀，但這個

目標是否真能做到？有沒有必要做到？還是說在一個新聞自由的國度裡，百花齊

放比客觀更為重要？又，我們偏見有沒有可能已經根深蒂固到自己根本無法察

覺？若如此，一個制度的擘劃者應該怎麼處理？這些問題雖然沒有標準答案，但

都是相當值得我們思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