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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35C17-1《政治學(概要)》修訂表 

適用於【四版】2017/09/02 

頁數 勘誤處 原文(原答案) 更正 說明 

9 第 4 行 2.反對後行為主義的理由： 2.反對後行為主義的理由： 刪字 

129 倒數第 2 行 公民投票指，公共政策的問題… 公民投票是指，公共政策的問題… 增字 

168 
小標(二) 單一政黨 群眾的單一政黨 漏字 

小標(四) 溝通壟斷 大眾傳播媒體的壟斷 改字 

203 第 11 行 
4.議題取向： 

若選民以政府所執行的政策作為投票依據… 

4.議題取向： 

若選民以候選人所執行的政策作為投票依據… 

誤植 

290 倒數第 7 行 …假使總統在 10 日內未簽屬且退回國會，… …假使總統在 10 日內未簽署且不退回國會，… 錯字 

422 第 7 行 每家電視台必須撥出若干與公共事務有關的節目。… 每家電視台必須播出若干與公共事務有關的節目。… 錯字 

106-7 第一題答案 

政黨認同是密西根學派認為影響選民投票行為至為關

鍵的因素，換言之，當選民的政黨認同發生變化，其所帶

來的政治效應不容忽視。目前從「政黨解組」以及「階級

解組」兩方面說明這些可能的政治效應。以下說明這兩個

政治效應的內涵、發生原因以及可能影響。 

一、政黨解組 

(一)政黨解組的內涵。 

(二)政黨解組的原因。 

(三)政黨解組的影響。 

二、階級解組 

(一)階級解組的內涵。 

(二)階級解組的原因。 

(三)階級解組的影響。 

政黨認同是密西根學派認為影響選民投票行為至為關

鍵的因素，換言之，當選民的政黨認同發生變化，其所帶

來的政治效應不容忽視。目前對於政黨認同改變的原因有

兩種不同的解釋，一個是「政黨解組」，另一個則是「階級

解組」。以下簡述這兩種解釋的內涵、發生原因以及可能影

響。 

一、政黨解組 

(一)政黨解組的內涵 

政黨解組是一種選民政黨認同普遍降低，或是傾向於不

以黨派為投票基準的政治心理。選民逐漸轉變為獨立選

民，雖依然關心政治事務與投票，但是政黨對其政治參

與的行為已逐漸不具關鍵性的影響。 

(二)政黨解組的原因 

1.政黨功能的衰退使得政黨無法善盡人民與政府間溝

通的角色。 

2.社會多元化帶來議題的多元化與極化，主要政黨的訴

求很難再滿足所有選民的需求，而針對某特定議題或

意識型態的第三黨得以竄起，影響到選票的重新組

合。 

3.政黨在提名候選人與動員選民的能力上大幅減退。傳

播媒體的普遍性弱化了政黨在選舉中的功能，甚而成

為選民政治資訊的來源。對候選人來說，若能善加掌

握媒體，即使沒有政黨奧援，亦仍有機會勝選，政黨

在選舉的功能隨之減退。 

(三)政黨解組的影響 

1.政黨解組的發生使得政黨穩固的選票基本盤不再，選

民不再會因支持某政黨而投票給候選人。如此一來，

對政黨來說，長期執政的可能性減少，政黨之間的競

爭會加劇。 

2.由於政黨認同的因素降低，政策取向與候選人取向的

選民相對增加，對政黨與候選人來說，競選策略也須

隨之調整，無法再用政黨作為旗幟吸引選民，政策內

容與候選人本身的形象變得相對重要。 

3.政策的競爭性可能使得某些具議題性的政黨，如綠

黨、工黨等，在選舉過程中容易竄起，這個現象可能

解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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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政黨體制，使得兩黨制不易維持，逐漸走向多黨

制。 

二、階級解組 

(一)階級解組的內涵 

階級被認為是選民投票的依據之一。從馬克思主義開

始，階級便是政治衝突的根源，生產關係中的資方與勞

方因為階級的差異，在政黨的支持上自然有所差別，這

種行為便是一種階級投票(ClassVoting)的表現。階級解

組則指，選民不再以階級的歸屬作為投票的依據，同時

選民與代表特定階級的政黨間的連結亦逐漸弱化。 

(二)階級解組的原因 

1.後工業化時代，傳統勞力密集產業逐漸衰退，生產規

模亦慢慢減少，工會組織和勞工社運團體這類傳統勞

工階級的組織逐漸消逝，並且取而代之的並不是新興

階級，而是生產單位個人化的結果。這些改變了傳統

上對於階級的認同，使得選民逐漸不再以階級做為投

票依據。 

2.民主多元化的結果亦使得選民不再階級投票。多元民

主強調，解決衝突與歧見最好的方式就是溝通，透過

民主過程的妥協與聯盟的溝通方式，不但取得共識，

更打破了階級的隔閡。 

(三)階級解組的影響 

1.普涵性政黨的出現。由於社會的生產關係逐漸由勞力

密集產業移轉至服務業，模糊了階級認同，政黨的型

態亦隨之造成改變。在普涵性政黨之下，這種大型、

意識型態鬆散的政黨，重視領導權和團結性，降低個

別黨員角色的重要性，並嘗試建立較為廣泛的支持聯

盟，不單靠某一特定的社會階級團體。 

2.階級重組造成另一種的政黨變遷。代表特定階級的政

黨無法再因階級性的主張獲得選票而逐漸式微，政黨

的性質被迫改變，傳統階級性的政黨(如左派政黨與

右派政黨)無法再以單一階級作為選票的唯一來源。 

政黨解組和階級解組的因素雖然不同，但都改變了選民

的投票行為，進而改變了國家的政治版圖。社會變遷與

經濟環境的改變是造成改變的主要原因，也是在尋求解

釋選民投票行為時非常重要的背景因素。 

 

 (更新日期：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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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紀錄 

2017/11/07 新增第 290頁勘誤。 

2017/11/21 新增第 422頁勘誤。 

2018/02/05 新增第 106-7頁完整答案。 

2018/03/06 新增第 9頁勘誤。 

2018/03/20 新增第 129頁勘誤。 

2018/03/28 新增第 168頁勘誤。 

2018/04/23 新增第 203頁勘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