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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行政 

科 目：政治學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 

一、請分析「國會」在「總統制」、「內閣制」及「半總統制」中
角色與功能的異與同。 

 

國會在民主制度中的角色相當關鍵，相對於威權與極權體制，民主國家

下的國會主要扮演表達民意與監督行政機關的功能。不過，國會的角色與

功能在不同的政府體制下仍有所差異，以下就國會的功能分別說明在不同

政府體制下的異同： 

(一)制定法律 

國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國會的這個

功能無論在哪種政府體制下都是一樣的，只是相關的程序在不同政

府體制下有所差異。國會制定法律的功能細述如下： 

1.提案權 

(1)總統制 

在總統制下，法案的提案權完全由國會掌握，行政機關不能向

國會提案。因此，行政機關若有偏好的法案僅能透過同黨議員

提出。而行政機關所偏好的法案又稱之為總統法案，通常這類

的法案在國會較受到重視與諸多討論。 

(2)內閣制 

在內閣制下，由於行政機關成員必然具國會議員身分，因此無

論行政機關或國會都可以提案，並無差異。不過由內閣成員所

提的法案稱之為公法案，其餘為私法案。其中公法案在國會若

未通過，將會引發後續一連串的政治效應，包括倒閣或解散國

會。 

(3)半總統制 

在半總統制下，國會與行政機關都可提案，但最後國會支持與

否，端視內閣與國會多數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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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否決權 

(1)總統制 

總統制下總統若認為法案窒礙難行，可行使否決權。但若國會

以 2/3 多數維持原案，總統必須接受。 

(2)內閣制 

內閣制沒有否決權，一旦國會通過的法案，內閣必須接受。 

(3)半總統制 

半總統制下總理可行使否決權否決國會所通過的法案，國會亦

可行使反否決權，要求行政機關接受。 

3.副署權 

(1)總統制 

在總統制下由總統副署，代表行政機關認同國會所通過的法案。 

(2)內閣制 

在內閣制下由首相副署，而由於內閣制沒有否決權，所以內閣

必須副署國會所通過的法案。 

(3)半總統制 

在半總統制下由總理副署，代表行政機關認同國會所通過的法

案。 

(二)制憲與修憲 

國會對於憲法具有修訂的實質權力或建議權，這端視各國對於修訂

憲法的規定。 

1.總統制 

以美國為例，美國國會對憲法的修訂具有修憲提案權，而且總統

不得否決國會所提出之修憲提案。 

2.內閣制 

以英國為例，英國因採柔性憲法之故，國會能直接修訂與憲法相

關的法令規章。 

3.半總統制 

以台灣為例，我國國會能提出憲法修正案並且能實質修憲，只是

最後修憲通過與否，除了必須在國會通過外，尚須公民投票。 

(三)選舉功能 

國會得選出行政機關首長與相關部會成員，不過這個功能在不同政

府體制下仍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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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統制 

總統制下的行政機關並非由國會選出。而美國行政機關唯一由國

會選出的就是當總統候選人皆未獲 270 張選舉人團票時，將由參

眾兩院分別選出總統和副總統。 

2.內閣制 

內閣制的首相與部會首長都是由國會選出。 

3.半總統制 

半總統制下，總統由人民直選，總理由總統任命，不需經由國會

同意。 

(四)財政功能 

無論哪一種政府體制，國會都有幫人民看緊荷包的功能，非經國會

同意的預算，行政機關不能動用。 

(五)行政功能 

行政機關與他國簽訂條約時，國會具有批准條約與否的權力，未經

國會批准的條約，無論在哪種政府體制下都不能生效。除了批准條

約之外，依據不同政府體制，國會還具同意任命的功能。 

1.總統制 

以美國為例，參議院針對總統所提名之部會首長、駐外使節、大

法官等職位行使人事同意權。未經參議院過半支持者，代表該行

政職位未獲得國會同意。 

2.內閣制 

內閣制下的部會首長都經由國會選舉產生，非屬人事同意權。 

3.半總統制 

以台灣為例，半總統制下的部會首長僅需行政首長提名，不需國

會行使同意權。 

(六)司法功能 

國會得對行政首長或總統提出彈劾，扮演類似司法官的功能。不過

這個功能在不同政府體制下有不同的行使方式。 

1.總統制 

以美國為例，美國國會可對總統、副總統以及高級行政官員提出

彈劾。若經一定程序通過，彈劾案成立，被彈劾者必須下台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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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閣制 

在內閣制，國會有倒閣權，但無彈劾權。 

3.半總統制 

以台灣為例，我國國會得對總統、副總統行使彈劾權，但對行政

首長則具倒閣權。 

(七)調查權 

國會得針對行政機關的作為進行調查，不過這項功能在不同政府體

制下有所差異。 

1.總統制 

在總統制下，國會得對總統、副總統和高級行政官員的行為提出

調查，以避免行政濫權。 

2.內閣制 

在內閣制下，國會得利用質詢權監督與了解行政機關的作為，並

不像總統制給予國會直接的調查權。 

3.半總統制 

半總統制的國會與內閣制類似，並無直接的調查權，僅能夠過國

會的質詢了解行政機關的作為。 

(八)資訊告知 

不論是哪種政府體制，國會都必須揭露其與行政機關的互動，包括

調查、質詢或是相關的聽證會。 

(九)監督功能 

國會具有監督行政機關的天職，只是在不同的政府體制下，國會監

督行政機關的方式有所不同。 

1.總統制 

國會主要透過調查與彈劾權監督行政機關。 

2.內閣制 

國會主要以質詢權和不信任投票等方式監督行政機關。 

3.半總統制 

國會監督行政機關的方式類似於內閣制。 

不同政府體制下行政與立法的互動關係有所差異，自然國會所扮演的角

色與功能也會有所差別。不過，國會為人民表達心聲，提供人民利益折衝

的場所在所有民主國家中都是相同且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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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年齡會影響民意或選舉投票，主要有兩種理論，試問此兩

種理論為何？其主要的理論基礎是什麼？目前國內有那些政治
議題或政治態度與年齡是有關係的？他們可用那一種理論解釋？
（舉出兩個例子） 

 

政治社會化的學者認為，包括投票、政治判斷及政治意見等政治行為都

是透過社會化過程所學習而來的。政治社會化的理論很多，其中與年齡相

關的理論包括世代理論與生命週期理論。以下先說明這兩個理論，再應用

這兩個理論來解釋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以及台灣意識與認同等兩個政治現象。 

(一)世代理論與生命週期理論 

1.世代理論 

世代理論認為，生長在同世代的選民，因為受到相同的歷史、政

治、文化和社會環境影響，因此在政治態度上和其他世代顯著不

同。除了與生長環境相關之外，世代理論還強調政治事件的長期

效果，也就是同世代的選民共同經歷重大事件後所帶來的影響。 

2.生命週期理論 

生命週期理論認為，個人的政治態度會隨著年齡增長，經歷生命

不同階段後，逐漸調整與改變。比如說，在年輕時個性與態度會

比較衝動，不能接受不正義與不公平的社會與政治事件。年紀稍

長後，個性較穩定與保守，多年的社會歷練可能會改變選民的看

法，對公平與正義的標準也會有所不同。 

(二)政治議題與政治態度的說明 

1.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近年來，台灣社會討論起同性戀婚姻的議題，甚至還為此舉行公

民投票。一般來說，年輕的民眾多支持同性戀婚姻，認為性別不

應成為婚姻的阻礙，同性間應該也可受到婚姻的保障。之所以年

輕一代對同性婚姻有不同於其他世代的看法，可能和世代差異有

關。年輕世代出生於網路發達、資訊流通快速的年代，透過資訊

和社會交流，年輕一代培養出屬於自己世代的婚姻觀，因此大多

能接受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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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意識與認同 

根據調查，過半台灣民眾已能接受與認同台灣意識，主張台灣本

身的主體性，這個比例在年輕一代更是超過八成。解釋這個差異

的關鍵除了和台灣自身的發展有關外，與年輕一代所受的教育也

有相當關聯。2000 年，陳水扁總統就任後開始推動本土化教育，

在選用的教材上開始大量介紹與說明台灣的歷史、文化與經濟發

展，和以往強調中國大陸的歷史與地理教材有很大的不同。也因

為不同世代接受不同教育的緣故，年輕一代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堅

持遠高於其他世代，造就今日高達八成以上的年輕人認同台灣主

體性，不甚接受自己為中國人的比例急遽拉高。 

從上述兩個例子來說，世代理論能解釋不同世代在社會與政治議題

上的差異。隨著科技與網路日益發達，世代差異會逐日拉大，同時

世代觀念交替的速度也會隨之增加，如何滿足社會不同世代的想法

將形成對民主社會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