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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行政 

科 目：政治學 

一、國家或其他關鍵行為者，得以在世界舞台發揮影響力的面向有

那些？請詳細說明之。 

 

無論是現實主義學派還是自由主義學派，國家都是國際政治舞台重要的

行為者。不過，對於自由主義學派而言，國際政治的關鍵行為者還包括國

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甚至是個人。這些行為者在當前全球化的

潮流下影響力日漸加劇。以下茲就這些關鍵行為者在世界舞台的影響力，

分別從權力面、安全面以及正義面分別討論： 

(一)權力面向 

1.全球市場的力量遽增，非國家行為者，包括國際經濟組織（如世

界貿易組織或國際貨幣基金會）透過制定規範以及相關經濟援助

增加了他們的權力與影響力。 

2.肇因於網路與科技，國內政治團體可透過網路快速傳播訊息，擴

增活動範圍與影響力。 

3.新技術的研發與識字率及教育水準的提升大幅增加軟權力的重要

性，國家必須用這種說服影響他人遵守規範的方式增加權力，傳

統強調軍事力量的硬實力，其重要性已漸漸被軟權力所取代。這

個現象即為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的理由，同時也是

西方國家後來拒絕接受孔子學院捐助的原因。 

(二)安全面向 

1.承襲現實主義對安全的顧慮，國際政治學者認為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是世界各國都無法擺脫的安全問題，也就是

各國為安全之故而建立軍備時，這個行為會被其他國家視為安全

上潛在的威脅，故而進行軍備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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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於國際經濟互動頻繁而引起的經濟互賴現象，使得威權國家紛

紛邁向民主，讓民主和平的預期成真，這些現象使得國家減輕了

安全問題上的挑戰。相對的，其他非軍事議題的重要性逐步上升，

包括環保、疾病、難民問題等威脅成為各國開始重視的議題。在

這些議題上，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吃重，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無國

界醫生組織等在國際舞台上開始發揮功能，串聯各國專業人士，

整合資源與提供專業資訊與意見，在這些議題上做出貢獻。 

(三)正義面向 

傳統上，國家間的行事準則都以國家利益為最終目標，而不重視道

德倫理考量。而在現今的國際環境中，開始強調普世價值的重要性，

人權、社會責任等概念盛行於世界舞台。也因為這樣的轉變，人權

組織或宣揚人權的個人都成為世界焦點。另外這種普世價值問題也

影響到國家對外行為，開始強調對貧窮國家援助，拉近國際環境中

貧富差距，甚或改善開發中國家民眾的生活條件，都成為世界各國

以及國際組織在世界舞台上影響他國的重要作為。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許多學者都強調國家影響力的衰微以及非國家組織

的重要性。許多以往的觀念如主權絕對性、自由貿易等也隨之有所變化，

這些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現代國際政治和傳統國際政治關鍵的差異所在。 

二、臺灣立法委員與地方縣市議員的選舉制度有何不同？對政黨系
統造成的影響為何？對兩者（立委及議員）要成功罷免，依法
達到的標準為何？與兩者的選舉成功相較，有何差異出現？請
分別說明之。 

 

選舉是民主國家授予統治者統治權力以期符合正當性要求的重要手段，

選舉制度的選擇與政黨體系和罷免權之間有著重大影響。下列分別就我國

立法委員與縣市議員的選舉制度進行說明，並依序說明其與政黨體系和罷

免權之間的關聯。 

(一)立法委員與縣市議員選舉制度的差異 

我國中央與地方層級的立法機關採用不同的選舉制度，立法委員採

用混合制中的並立制，而縣市議員採用單計不可讓渡投票制。兩者

的差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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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區的劃分 

立法委員選舉和縣市議員選舉的選區劃分不一，前者採單一選區，

後者則為複數選區。這個制度上的差別會造成多方面的影響。首

先，立法委員選舉的單一選區制度使得當選門檻較高，不但對大

黨有利，而且不易賄選。反之，縣市議員選舉的複數選區因為應

選名額較多，小黨較容易生存，同時部分民意代表可靠不正當的

手段，例如賄選或譁眾取寵的選舉策略當選。 

2.選民可投的票數 

選民在立法委員選舉和縣市議員選舉中可投的票數不一，立委選

舉中選民有兩票，可同時表示選民對於政黨和候選人的偏好。但

是在縣市議員選舉中，選民僅能表達對候選人的偏好。 

(二)立法委員和縣市議員選舉對政黨體系的影響 

1.基本上，選舉制度對政黨體系的影響是從中央層級的選舉來看，

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多國家中央與地方層級的立法機

關選舉一致。我國政黨體系的劃分雖也因中央層級來劃分，但與

地方層級的立法機關選舉也有些關聯。 

2.根據杜瓦傑法則可推知，當混合制中的比例代表性越高，對小黨

越有利。我國立法委員共計 113 席，其中依比例代表制選出者僅

有 34 席，因此從中央層級的立法機關選舉來說，我國選舉制度的

影響較偏兩黨制。但在地方層級，複數選區有利於小黨的發展，

因此許多小黨可藉由地方選舉繼續維持，使得我國的政黨體制形

成是兩黨制的架構，但小黨仍可能藉機發展的混合狀況。 

(三)立法委員和縣市議員的罷免 

無論是立法委員或縣市議員的罷免都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根據該法規定，罷免活動的進行需經過三個階段，也就是罷免的連

署、投票與表決通過門檻。茲就這三個階段說明所需達的標準： 

1.罷免的提議與成案連署 

立法委員和縣市議員罷免案的提出都需經提議與成案兩階段的連

署。第一階段提議連署，罷免提議人進行連署，連署人數須達原

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以上。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查核無誤後

進行第二階段成案連署，立法委員和縣市議員的罷免案分別須於

60 天與 40 天內完成第二階段罷免連署，連署人數須達原選舉區選

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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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罷免的投票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

立後二十日起至六十日內為之，立法委員與縣市議員的罷免投票

並無差異。 

3.表決通過門檻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罷免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

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

上，即為通過。有效罷免票數中，不同意票數多於同意票數或同

意票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者，均為否決。依據這個標準，立法委

員的罷免門檻明顯低於縣市議員，因為立法委員是單一選區而縣

市議員是複數選區，立委的當選門檻高於縣市議員，但僅需 25%

的同意票即可將立法委員罷免。這樣的制度最後造成立委的高當

選門檻卻低罷免門檻，和縣市議員低當選門檻與高罷免門檻的奇

特現象。 

選舉制度在民主國家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若制度設計本身不健全，

容易導致政治不穩定或不符合政治原理的現象。舉例來說，若中央與地方

層級的選舉制度不一，容易造成中央與地方的落差，在政治原理上似乎也

不符合選舉與罷免之間的對稱關係。 

三、在二十世紀之後因新的環境刺激了新的意識型態的發展，如：
女性主義、環境主義、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試問他們主要的主
張為何？其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又如何？ 

 

新型意識形態與過往的意識形態有所不同，雖然仍滿足意識形態的意義，

也就是被當作基本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價值，以作為理想的政治社會生活

方式的基礎，不過二十世紀後的意識形態多為因應特殊的問題而產生。以

下分別說明女性主義、環境主義以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等新型意識形態所

要面對的問題、主張以及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一)女性主義 

1.面對的問題 

女性主義者認為，在社會中處處可見男性主導地位與女性屈從於

男性，這使得女性在社會上的待遇不及男性，如同工不同酬、升

遷機會較少、心理和生理上常受男性傷害等，這些不平的待遇不

是來自於實際表現，而是性別角色。女性主義認為，這些性別偏

差所衍伸的問題須透過提升女性地位的方式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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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主張 

女性主義的基本信念包括社會中的差別待遇肇因於性別，以及這

些不公平的對待必須獲得改善。根據這些信念，女性主義又可分

為下列三種： 

(1)自由主義式女性主義 

傾向根據權利與機會的不公平分配，來了解女性的從屬地位。

關注公共領域的改革，即促進婦女在法律和政治地位的平等與

提升她們的教育和職業水準。 

(2)社會主義式女性主義 

闡述女性從屬地位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間的關係，著重婦女在

家庭或家務上所扮演的經濟重要性。 

(3)激進女性主義 

認為性別區隔是社會上最基本、最具政治重要性的分歧，所有

社會都是以家父長統治為特徵，主張有必要進行一場性別革命，

將個人、家務和家庭生活予以重新塑造。 

3.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晚近女性主義的發展已成為社會政治運動，使現代社會開始注意

到女性在社會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也因為這樣的社會政治運

動，各國對於女性的參政權、工作權等開始進一步透過立法保障，

性別平權成為重要的政治與社會議題。 

(二)環境主義 

1.面對的問題 

對自 19 世紀起的工業化提出反擊，關切因經濟發展快速的步伐所

導致自然世界的毀壞，以及擔憂人類生活品質的下降與存亡。 

2.基本主張 

排除人類中心論，主張自然世界並非滿足人類需求唾手可得的資

源，應該採生態中心論，也就是人類只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強

調地球是有機體，關注其自身生存的問題。相關主張又可分為： 

(1)生態社會主義 

根據資本主義對利潤的渴望，來解釋環境惡化的原因。 

(2)生態保守主義 

環境保護與人類保存傳統價值和既有制度的期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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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態女性主義 

側重在男性權力體系下生態危機的起源，反映男性對自然運作

的過程，即對自然世界的感覺，較女性遲鈍。 

3.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面對環境遭受破壞而引發極端氣候、生態保護等問題，環境主義

喚起人們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各國政府也紛紛開始立法禁止或

減少使用破壞環境生態的物品，例如塑膠袋以及塑膠吸管。希望

透過這些活動能夠共同保護地球生態，讓生態環境能夠永續發展。 

(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 

1.面對的問題 

中東國家面臨西方國家在文化、宗教與政治上的挑戰，逐漸興起

基本教義派的觀點。所謂基本教義派就是將某些原則視為絕對的

真理，具有不容挑戰的權威。其中關於宗教基本教義派就是伊斯

蘭基本教義派。 

2.基本主張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除了主張要以伊斯蘭教為政治、生活和文化的

指導方針，認為宗教教義不但須應用在私領域之外，在社會、法

律等公領域也一體適用之外，更帶有革命與極端色彩，會以較極

端的手段，例如恐怖攻擊，來排除其他宗教與文化的影響，達成

首領所指示的命令。 

3.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為國際政治帶來其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而

當西方國家遭受恐怖攻擊如美國九一一事件以及法國巴黎爆炸案

等事件後，西方社會開始興起一波歧視甚至敵視伊斯蘭教徒的社

會運動。 

意識形態對於人們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有著深遠的影響，即使近期

新型的意識形態比較不帶有傳統左派與右派的對立與區分，不過仍改變了

各國社會發展，同時透過全球化的傳播，部分意識形態的主張（例如女性

主義和環境主義）更成為全球性的政治與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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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的傳播，為對抗病毒，各個國家採

取的政策有所不同。在美國有些州要求戴口罩、有些州則不強
制；有些州管制很鬆、有些州較嚴，不管聯邦政府的態度。而
在臺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要求大家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
距離，各縣市民眾皆應遵守。試問在憲政體制上，有關中央與
地方的關係，美國與臺灣分別屬於何種制度，以致造成兩國這

樣的差異？此兩種制度主要的特徵以及主要的差異為何？ 

 

依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可將各國區分為單一國與聯邦制兩種

不同型態，台灣即屬於前者，美國則為後者的代表。以下分別說明單一國

與聯邦制的特徵與差異，並從這些差異說明何以台美兩國在處理新冠肺炎

疫情時口罩問題迥異的態度。 

(一)單一國的特徵 

單一國泛指，雖然有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區分，但是所有的事務皆由

中央政府決定，地方政府的權限也是由中央政府授予。台灣是一個

典型的例子，雖有地方分權，但地方政府的權限來自於中央所立的

地方自治法，因此屬單一國家的政治體制。 

(二)聯邦國的特徵 

聯邦國家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中央和各邦政府權力的分野，屬全國一

致性的事務歸聯邦政府，其他事務則屬各邦政府。另外，各邦政府

在其管轄事務中維持獨立性，聯邦政府和其他的邦政府都不得干預。

美國就是典型的例子，因為美國的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權力都來自

於美國憲法，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相互獨立，彼此不得干預。 

(三)單一國與聯邦國的差異 

1.地方政府權限來源 

單一國和聯邦國最主要的差異來自於地方政府權限的來源。單一

國的地方政府權限來自於中央政府，而聯邦國的地方政府權限則

來自於憲法。因為這樣的差異，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也隨之不

同，相較於單一國，聯邦國的地方政府較能與中央政府平起平坐。 

2.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行政權行使 

聯邦國下的地方政府的行政權較為獨立，在自身的權限中不受到

中央政府管轄與限制。但在單一國中，地方政府的行政權受到中

央政府的牽制，並非地方政府所欲執行的政策都能付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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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立法權行使 

在單一國，地方政府的立法權雖然是地方議會獨立行使，但在行

使時仍不能違背中央政府所訂下的法律；而在聯邦國，地方的立

法機關不僅是獨立行事，若與中央政府的法律有所牴觸，失效與

否則交由司法機關解釋處理。 

(四)台美兩國處理口罩問題的迥異之處 

1.台灣因屬單一國之故，中央政府所頒布的政策地方政府必須完全

配合，不能有違背之處。由此可知，當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

布戴口罩與維持社交距離的政策之後，地方政府必須付諸實行，

對不服從的民眾予以規勸與懲罰，因此人民亦會遵守相關規定。 

2.在屬於聯邦國制度的美國，聯邦政府的口罩政策無法完全約束各

州政府，戴或不戴口罩的態度完全看各州政府的規定，聯邦政府

無法置喙，因此最後形成各州各行其事的局面。 

相較於單一國，聯邦體制似乎不擅於解決跨州的緊急事故；不過，聯邦

體制的設計本就是在維護各州的特色與差異，而不是為因應緊急事故。然

而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教訓，未來諸如美國等聯邦制國家可能會加

強聯邦政府在緊急事故時的權限，使之能拘束各州政府，平衡各州的發展，

與共同協調解決問題能力的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