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

科 目：政治學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40140
40240

頁次：2－1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0602

一、請說明「官僚組織」或「官僚體制」（bureaucracy）的意義及其具備的功

能？為什麼一個以效率見長的組織形式，會使人們沒有好感？（25 分）

二、近年來觸目可及的各類民意調查發現，固然成為政府施政乃至公民參政

所需民意來源之一，但是有關民意調查的設計執行和分析解讀，也引發

不少的爭議。試分別從民意調查的抽樣設計、問卷設計和執行程序等三

部分，說明應注意之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何者能夠用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 theory）來分析？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 選舉制度的改變 民主轉型的過程 全球化的影響

2 下列那個國家的國會運作，最具有委員會中心主義的特色？
法國 英國 美國 德國

3 有關單一制國家的特徵，下列何者錯誤？
地方政策貼近民眾需求 中央與地方政府間權力明確
課稅全國一致 教育制度統一

4 關於威權政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軍事威權較其他種類的威權政體穩定
外國的影響力有可能促成威權政體民主化
威權執政黨的組織對於政權的穩定性有很大影響
威權統治者可藉著選舉來分化反對勢力

5 下列何者不是德國學者韋伯（M. Weber）所建立的權威理想型？
家父長型權威 傳統型權威 領袖魅力型權威 合法理性型權威

6 民族主義有許多類型，宣稱所有的民族都有自由與自決的權利，是下列那一種民族主義？
保守主義式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式民族主義
擴張主義式民族主義 反殖民主義式民族主義

7 下列何者是主張激進直接民主及全意志重要性的政治思想家？
洛克 霍布斯 盧梭 孟德斯鳩

8 關於參與型政治文化特徵的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備此種政治文化的民眾，了解自己是社會的公民，且相當關心政治
公民自信能影響政治，並願意在必要時組織團體影響政府決策
公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公民並不以所屬之政治體系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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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主國家中人民對於民主的期待及渴望（需求面），相對於民主體制能夠提供的實際成效（供應
面）產生差距時，也就是當人民對於民主的期待高於實際能提供的結果，政治學者稱為：
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 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民主發展（democratic development） 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10 有關內閣制運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內閣總理可以解散國會 國會可以通過不信任案解散內閣
國會通常可以行使對總理的同意權投票 反對黨可以提信任案

11 拉丁美洲國家普遍採行總統制，且政黨體系普遍為多黨制，因而常導致下列那種政府型態？
一致政府 分立政府 看守政府 共治政府

12 有關半總統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總統向國會負責 內閣可以解散國會
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總統可能和對立政黨的總理共治

13 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採下列那三項原則？
分散、抽象、一般性效力 集中、具體、個案效力
集中、抽象、一般性效力 集中、具體、一般性效力

14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發展的目標？
成員能普遍參與政治 政治體系的分殊化
政治體制處理社會問題能力的提升 完成政黨輪替與民主化

15 下列何者不是民主體制的特徵？
良好治理 政治競爭 不確定的選舉結果 政權輪替

16 根據我國的立法程序，下列何者無權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立法院各黨團 總統 司法院 考試院

17 下列何者不屬於政務官的功能？
儀式性的領導 決策性領導 官僚的領導 政黨的領導

18 一般認為公務員工作是鐵飯碗，是官僚體制中的那一項特徵？
非人情化 永業制 專業分工 層級節制

19 對於一國投票率高低的研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治功效意識較高的民眾，愈可能去投票 採用比例性較高選舉制度的國家，投票率較高
採行選民登記制度有助於提高投票率 為觀察一國政治參與情形的指標之一

20 關於司法審查制度（judicial review）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越具有分權與制衡特徵的國家，其司法審查制度越健全
地方各級法官均具有司法審查的權力
司法審查制度下，司法消極主義（judicial restraint）常常透露大法官在判決中所帶有的個人意
識型態
司法審查制度主要針對一國人民之作為是否違反憲法來進行

21 某選民認為自己對政府決策有影響力，會參與投票或與民意代表接觸表達意見。下列那一項心理
因素，可以解釋他這類型的政治參與？
政治效能感 政治信任感 政治不滿感 相對剝奪感

22 吾人可用不同模式來觀察民意和公共政策的關連性，其中強調公民對政治事務具有高度興趣和參
與，是下列那一個模式？
利益團體模型 政黨模型 共享模型 理性的積極份子模型

23 有關政治傳播的要素，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政治傳播者 傳播的對象 傳播的管道 傳播的環境

24 回顧臺灣政黨體系發展過程，從 1992 年到 2008 年選舉制度改革前，臺灣的政黨體系經歷下列那
一種改變？
由「一黨優勢」轉型到「溫和多黨」 由「一黨獨霸」轉型到「極端多黨」
由「一黨獨霸」轉型到「溫和多黨」 由「一黨優勢」轉型到「極端多黨」

25 有學者認為利益團體能促進民主，關於這派論點，下列何者正確？
利益團體常將有利於己的訊息提供給政府官員參考
利益團體可透過大量金錢捐贈來直接影響政府決策的制訂
利益團體通常追求單一或少數目標，易忽略社會整體利益
利益團體有助於人民共同表達意見和進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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