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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概要》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之概念，可由政治學者蘭尼（A.Ranney）對民主之定義中所涉及之「主權在民」與

「政治平等」之要素加以論述即可。 
第二題：本題並無難度，均為上課時及課本中有明確答案之考題，所依賴者為同學之熟悉度。 

考點命中 
第一題：《政治學（概要）》高點出版，李蔚編撰，頁7-10～7-13。 
第二題：《政治學（概要）》高點出版，李蔚編撰，頁7-10～7-13。 

 

一、何謂主權在民？今日所謂的主權在民，是應建立在那幾個基礎上？又何謂政治平等？要體現政

治平等，需要達到那幾個條件？試分別說明之。（25分） 

答： 
依據政治學者蘭尼（A. Ranney）的定義，所謂的民主政治係指「一個依據主權在民、政治平等、人民諮商與

多數決等原則而組成的政府形式。」以下茲就主權在民之意義與建立基礎，以及政治平等之意義與條件，分述

如下： 
(一)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 

1.意義： 
「主權在民」原則乃是要求政府政治決策的根本權力應歸屬所有人民，而不是部分的人民或人民其中的

一人。換言之，國家制定與執行政策之權力，應歸屬於全體人民之意。 
2.建立基礎： 

「主權在民」既指政府政治決策的根本權力應歸屬所有人民，故其原則係建立在以下幾個基礎上： 
(1)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一般民眾雖然擁有主權，但是他們並不直接進行統治，而是由他們選出代表（包含代議士、決策者、

統治者），由代表幫人民表達利益，並由這些代表來負責決策。換言之，這些代表統治的合法性是來

自於大多數民眾的支持。如果這些代表得不到大多數民眾的支持，則必須去職。同時，沒有人能永久

掌握統治權力，必須要在執政一段時間之後，再次經由選舉來檢驗是否得以連任，甚至進一步有連任

的限制。 
(2)有意義的選舉： 

競爭性的選舉： 
一般民眾透過選舉選出代表，然而只有選舉還不夠，還必須是有競爭性的選舉。如果選舉不具有競爭性，候選

人或政黨無論如何都會當選，則候選人或政黨就不需要認真地提出競選承諾，亦無需為競選承諾負責。如此選

舉的意義盡失。 
有權力更替的可能性： 

即使在選票上有不同的候選人或政黨，但由於實力懸殊使得某一個候選人或政黨，在尚未投票前，就已經確定

每一次都能夠當選，則政治權力沒有更替的可能性，仍然不是有意義的選舉。因此，「選舉的不確定性」

（uncertainty）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則之一。換言之，在投票結果未揭曉之前，每個政黨或候選人都有當選

或落選的可能性，如此才能使政治人物與政黨在當選之後認真負責，以確實落實主權在民的真諦。 
持異議與不服從的權利： 

許多自由主義的思想家認為國家是必要之惡（necessary evil），因此國家的權力應該越小越好，政府管轄的範

圍也應該越小越好。我們今天面對複雜多變的世界，也許並不見得同意國家的權力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越少

越好，反而多數人會認為民主政治中，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了替人民服務。如果政府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甚

至背離人民的需求與意願，則人民有持異議與不服從的權利，甚至可以迫使政府下台。而持異議與不服從的權

利是確保主權在民的最後防線，人民固然將統治的權力賦予政府，但是在必要的時候，人民也可以將政府的統

治權力收回，迫使政府下台。 
（二）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 
1.意義： 

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是指每一個公民都有平等的參與政治決策與爭取公職的機會。為了要體現主權

在民，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有平等的參與及爭取公職的機會。如果某些人參與政治的權利與機會比另一些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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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或少，都會使主權在民的原則落空。 
2.實現條件： 
（1）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公民無論其條件背景，在選舉時每一個人都有一票，而且每一個人的一票，與他人的一票，價值完全相

等，不會因為有些人的職務或社會地位較高，他的一票價值就較高。 
（2）每位公民都有平等陳述政治觀點，以爭取政治職位的機會： 

此一條件看似簡單，但卻實踐不易。譬如無黨籍人士沒有政黨奧援，要取得重要的政治職位便不容易。

即使有政黨奧援，但小黨候選人當選的機會也較大黨候選人來得困難。而且小黨候選人通常在媒體的曝

光程度也比大黨候選人少了許多，因此當選的機會自然較為有限。從這個角度出發，自然衍伸出「新聞

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條件，為有新聞自由才可以使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媒體，也能夠透過媒體來表

達意見。事實上，長久以來，媒體的曝光度對候選人的當選與否非常重要，同時「金錢」也對選舉產生

重要的影響。有錢人往往較能貢獻政治獻金給候選人，而這些候選人因此叫有財力可以購買媒體時間，

則媒體曝光率自然較高，也較容易當選。當這些接受政治獻金的人當選後，必然較可能回饋給當初的政

治獻金捐獻者，因此，選舉政治推行至今日，有錢有勢者往往比另一些人更有政治發言權，如此將使得

政治平等落空。因此，必須透過國家法令之規範，限制政治獻金的影響力，並提供政治理念曝光之平等

機會，此條件方有實現之可能。 

 

 

二、何謂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而政黨重組發生的原因為何？試分別說明之。（25分） 

答： 
（一）政黨重組之意義： 

依據政治學者凱伊(V.O.Key)之看法，「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也稱為「關鍵性重組」或「重 

組性選舉」，係指選民的政黨認同轉變，因而造成政黨之間的分合及政黨內部結構的變化。政黨重組之

現象往往發生於一國之行政首長選舉。 

（二）政黨重組發生之原因： 

1.重大的國家危機： 
如發生戰爭或有其他重大國家危機產生時，該國各政黨為使國家度過該危機，因此共同重組成為「團結內

閣」。 此時人民之認同對象由特定政黨轉變成為對團結內閣之認同。 
2.第三黨的出現： 

一國中除主要之兩大政黨存在，亦新產生第三政黨時，此時第三政黨之主張將提供選民原本兩黨政治以外之

不同選擇，此時選民可能產生有分裂投票或跨黨投票給小黨的情形發生，亦即代表選民之政黨認同由原本之

兩個主要政黨轉變為對該第三黨之認同。 
3.投票參與的增加： 

如選民的投票率提高或參與政治的現象增加。投票參與之增加可能造成政黨重組現象發生之原因，係因原本

未參與投票之選民，其政黨認同並無法於選舉結果中呈現，造成雖然選舉結果似乎選民較支持某政黨，但事

實上是因為該政黨之認同者的投票參與度較高。如所有選民均參與投票，獲得勝選的政黨可能與原本未充分

參與投票之選舉結果未必相同，因而產生政黨重組之現象。 
4.政府部門的控制： 

如反對黨接受選民的委任來處理危機，而分別在行政決策和立法過程取得控制權，成為多數黨地位。此時代

表原本執政黨之政黨認同已然喪失，選民之政黨認同已轉變至原本之反對黨，而產生政黨重組之現象。 
5.政治體制的崩壞與改革： 

例如選舉制度的改變或者立法與行政機構的改革等。當國家之選舉制度由多數決制改變為比例代表制或混合

制時，由於較有小黨生存之空間，因此可能於兩大黨外，有第三黨之出現，使人民獲得不同之選擇機會，而

可能導致人民政黨認同之轉變，發生政黨重組之現象。 
6.有權者結構的變化： 

例如選民結構的世代交替或是大規模的人口移動。當發生前述情形時，其政治價值觀可能會因為選民主要構

成份子之不同而產生變化。而政治價值觀之轉變亦會產生對政黨認同之轉變，而產生政黨重組之現象。 
7.出現重要的政治爭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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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的分裂結構與政治的價值體系出現重要的政治爭論，導致有權者改變對政黨的支持程度，進一步促使

政黨體系出現重大變化。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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