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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35C22-1_《八週帶你讀政治學(概要)》_修訂表 

【八版_2022/01/20】 

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17 
新制度主義 

內容誤植 

(二)流派 

根據霍爾（P. A. Hall）和泰勒（R. C. 

Taylor）的研究，新制度論依據制度與個

體行為間的關係，以及如何解釋制度的變

遷，可區分為三個流派： 

1.理性選擇制度論 

(1)源自新古典經濟學，以個體偏好、理性

選擇模式和均衡分析法為基礎，另引入交

易成本與不完全資訊等概念，修正微觀經

濟學的缺失。 

(2)行為主義認為，集體決策是個體偏好的

加總。但制度研究認為，與其說是加總效

果，不如說是加總機制，制度加總了個體

偏好，形塑了個體認知。制度本身決定了

「值得」討論的選項，供個體選擇。 

(3)行為主義認為，集體決策表現出個人意

志。但制度研究認為，透過議程設定，決

策機制本身決定了最後決策結果，政策產

出不過是操弄決策程序的結果。 

刪除 

 

27 

政治系統論

的優點與限

制 

表格標題 

均衡 轉換 
 

優點 限制 
 

 

62 

保守主義的

要素 

內容誤植 

▌傳統 

類根本上是個人的集合，其目標在建構一

種個人可以表現與発展的社會，每個人都

可盡其最大努力，追求其所認定的目標。 

▌自由 

保守主義的核心觀念是「渴望保持現

狀」，肯定傳統的優點、尊重既有的習慣

以及歷久彌新的制度。 

▌傳統 

保守主義的核心觀念是「渴望保持現

狀」，肯定傳統的優點、尊重既有的習慣

以及歷久彌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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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心智圖 

條目誤植 

投入項 古典式民主 

 

102 
心智圖 

條目誤植 

投入項 古典民主理論 

 

117 
心智圖 

條目誤植 

國體(心智圖第二項) 政體 

 

226 
兩黨制 

內容缺少 

(三)兩黨制（two-party systems） 

特

徵 

政局由兩大主要政黨所掌控，這

兩個政黨享有平等的機會贏得

選舉，組成政府。 

缺

點 

1.兩黨制可能出現兩黨對峙

（adversary politics）的政治態

勢，這個現象出現在意識型態對

立，強調衝突和爭辯而不是共識

和妥協。0 

2.兩黨為了爭取選票，可能競相

作出超越對方的競選承諾，造成

公共支出的增加以及通貨膨脹

的惡果。 

3.政黨立場傾向保守。 

4.代表性的問題。 
 

(三)兩黨制（two-party systems） 

特

徵 

政局由兩大主要政黨所掌控，這

兩個政黨享有平等的機會贏得

選舉，組成政府。 

優

點 

兩黨制最主要的優點就是促成

「政黨主導的政府」(a system of 

party government)，其特色是穩

定性、選擇性和責任性都較佳。 

1.較符合民主精神下的多數決

原則。 

2.選民較易判斷。 

3.人民較易控制政府。 

4.較容易培養未來政治人才。 

缺

點 

1.兩黨制可能出現兩黨對峙

（adversary politics）的政治態

勢，這個現象出現在意識型態對

立，強調衝突和爭辯而不是共識

和妥協。 

2.兩黨為了爭取選票，可能競相

作出超越對方的競選承諾，造成

公共支出的增加以及通貨膨脹

的惡果。 

3.政黨立場傾向保守。 

4.代表性的問題。 
 

 

(更新日期：2023-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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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紀錄 

2022/10/06 新增第 17、27、62 頁修訂。 

2023/05/02 新增第 101、102、117 頁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