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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類 科：一般行政、一般民政 

科 目：政治學概要 

 

甲、申論題部分：  

一、何謂民意調查？請說明包括面訪、電話訪問、郵寄問卷、網路民調等四種民意蒐集方法的意

義，並評估民意調查對民主政治的正、負面影響。 

【擬答】： 

民意調查的意義 

民意調查，也稱民意測驗，是運用系統性、科學性、定量性的步驟，迅速、準確地蒐集公

眾對公共事務的意見，以檢視公眾態度變化的社會活動，其主要功能是真實反映各階層民

眾對公共事務的態度，以為政府或相關單位擬訂、修正、執行政策的參考。民意調查的規

模和人數有許多類型，可以小到只有 50 到 100 人，如公司行號調查自己的員工，也可以大

到調查上千萬人，如美國現行人口調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每月調查 52000

人，以瞭解失業率。 

民意調查（蒐集民意）的方法： 

面訪：在各種民調研究法中，面訪民調是最昂貴，但是資料是較為豐富完整的，訪員是

根據戶籍地找到受訪者進行訪問，惟隨著經濟發展有管理人員的住宅大樓愈來愈多，加

上民眾隱私性的要求愈來愈高，導致訪問的困難度增加。 

電話訪問：電話訪問是目前最為普遍的蒐集資料的方式，透過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的

使用，不但提高工作效率，也增加訪問資料的品質。一般進行電話訪問，會考慮到電話

號碼簿的涵蓋率不全的情況下，採用「電話號碼尾數隨機撥號」的方式取得樣本，這是

節省抽樣經費，以及改善涵蓋率的解決之道。 

郵寄問卷：郵寄問卷調查者只需負擔問卷印刷費、郵資以及資料處理費即可，由於不需

要訪員，所以不會出現訪員特質，或是訪員舞弊而產生的偏差，惟回收的問卷，通常無

法確認填答者是否為我們訪問的對象，且有些問題也許因為受訪者漏答的情況，這都會

影響問卷品質。 

網路民調：網路民調是最新的調查方式之一，透過受訪者在網路上直接填答，或是將問

卷送到受訪者的電子郵件信箱等方式，所進行的訪問，其優點：可以給受訪者不受壓

力、比較有彈性、沒有訪員偏差等情況，惟其問題在於：參與者可能是非母體的人口，

另外並非每一位受訪者均有網路設備、是否為其本人所填答的、以及重覆填答等問題存

在。 

民意調查（蒐集民意）的正負功能 

民意調查的正功能：政治學者羅樂（Roll）和肯特利（Cantril）認為民意測驗有： 

探求民意、增加潛力、供形象資訊、評估趨勢、評估第三位候選人的影響、

為政見定位、揭發政敵的弱點。 

民意調查的負功能： 

民意測驗的本質受到質疑： 

有些人認為調查資料一文不值，雖然蒐集資料過程昂貴，因為這些資料是個人意見的

彙總，忽略了個人意見的相對重要性，也漠視樣本以外可能不同意的存在。尤其，升

斗小民的意見，由訪員問出來，常言不及義，不見得能表達什麼，況且詢問時間場合

的影響，這些答案如浮光掠影，缺乏穩定性。 

民意測驗的影響受到批評： 

民意測驗時常報導候選人的相對知名度而影響選舉的過程，民意調查也在選舉期間比

較候選人的聲望與立場，而影響選舉的結果，民意調查報導候選人的排名順序而影響

黨的領導人和提名大會。選民也因為民意調查彰顯候選人是否佔優勢，而產生樂隊花

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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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測驗的道德受到考驗： 

有人強調使用民意測驗達到詐欺的不良目的。民意測驗是會隨著應變能力、用心程

度、和公正客觀性的不同而有差異的。當然，有些測驗主要是因為打開知名度、宣

傳、和廣告目的而實施的，所以問卷的擬訂旨在引發特殊的反應，調查結果會加以調

整或操縱。有時只將有利的結果公布，不必要的結果自然忽略了。 

 

二、試論述「人權」觀念的演變。 

【擬答】： 

人權的意涵 

人權的觀念是近代政治哲學的核心，一直到 19 世紀末才逐漸被提及，但在思想上可溯自

羅馬法的精神，指涉界定並保護個人合法權利。及至 17 世紀，英國產生了兩大文獻：即

1682 年的「權利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和 1689 年的「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到了美國獨立之後，從獨立宣言、1776 年的維吉尼亞人權法案、憲法第 1

條至第 10 條修正案，已揭諸基本人權的清單，待 1789 年法國大革命爆發，更為人權自

由發展史，奠基了里程碑。 

人權基本是「把人當人」，每個人均賦予相等的地位價值。聯合國（UN）於 1948 年「世

界人權宣言」，將人權的範圍，宣示範圍很廣，不僅為政治與公民權利及自由，尚包含

社會、經濟、文化等權利。 

人權的本質 

人權的思想，係奠基於「自然權利」及「天賦人權」的觀念，先於國家而存在，所謂天賦

人權，凡人皆可享有。茲分析其意義： 

屬於任何人的：美國獨立宣言揭示所有人都是生而自由平等。 

不能出讓：美國憲法明定「國會不得制定：確立宗教；禁止信教自由；剝奪人民言論及

出版自由；剝奪人民正當集會；向政府請願的權利。」此項規定意指人權是不可侵犯及

不可褫奪及出讓的。 

是與生俱來的：依美國憲法修正案規定：「本憲法所列舉的某些權利，不得被解釋為否

認或藐視人民所享有的其他權利。」 

人權應包含「自由權」與「民權」兩個概念： 

所謂「自由權」係指憲法保障人身、言論、財產等自由不受政府干涉，較具消極性。所

謂「民權」係指保障資格能獲得政府的利益，諸如，參政權、受益權等，較具積極性。 

人權理念的演進 

政治理論學者費德瑞克（Friedrick）曾提出人類的人權思想可分為三個演進階段： 

第一階段（16～17 世紀）： 

此階段屬於人權萌芽期，主要目標為消除君王專制強調人身、宗教、信仰、言論、思想

的自由。此階段代表性為英國 1689 年的人權法案（Bills of Rights）。 

第二階段（19 世紀初）： 

1789 年法國大革命後，人權擴及選舉權等參政權之普及化。倡導此觀念為約翰‧彌勒

（J.Mill）認為透過公民的積極參與，才能培養民主政治的理性選民。此階段代表性為

1832 年英國選舉權的逐步開放。 

第三階段（20 世紀初）： 

受到社會工業化及資本化後，政治菁英開始重視社會主義，政府應保障人民的生存、工

作、財產、教育等人權最具體的代表為德國的「威瑪憲法」。 

當代學者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人權內容主要發展「擴大化」與「國際化」兩個方向： 

人權內容的擴大： 

1948 年聯合國人權宣言實踐了羅斯福與邱吉爾提「免於匱乏」及「免於恐懼」的自

由。 

1960 年代環境權等綠色革命。 

1970 年代青年運動、婦女權利、消費者權益不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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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的國際化： 

「把人當人」的人權思想，各國不再能以「內政」名義排除他國之關切，諸如 1989 年大

陸天安門事件，歐美對其之遣責，美國曾以「人權」做為援助第三世界國家之條件。 

 

乙、測驗部分：  

  下列有關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敘述，何者錯誤？ 

權力菁英全面控制社會 

公民生活比較不受權力菁英全面性的宰制 

政治的控制主要是用來滿足少數菁英的慾望 

除了少數權力菁英，不准任何人染指政治權力 

  二十世紀後半期，有些學者認為政黨已日趨沒落，下列何者不是政黨沒落的跡象？ 

策略性投票的增加 獨立選民的增加 

新興的社會運動 政黨印象日益轉劣 

  在伊斯頓（D.Easton）的系統論中，政治體系獲得普遍支持（diffuse support）的來源

有很多，以下那一項不可能產生普遍支持的結果？ 

固定的報酬 愛國心 對憲法的忠貞 對領導者的信任 

  政治學「科學程度」受到四點批評，不包括下列何者？ 

政治學主題註定無法得出通則 政治學者無法做到真正客觀 

強調對規範性問題的關注 政治學不能算是真正科學 

  梅連（Charles E. Merriam）、拉斯威爾（Harold Lasswell）等人為首的芝加哥學派，

揚棄所謂的「描述的、法條的」政治研究，著手投票行為、壓力團體等實證探討，謂之何

種政治學？ 

國家主義 行為主義 制度主義 後行為主義 

  通常以「制度的公共選擇理論」出現的形式政治理論，研究領域不涵蓋下列何者？ 

政黨競爭  利益團體行為  

官僚對政策的影響 政治社會化 

  在當代的民主理論中，參與式民主的支持者提出很多具體的主張，下列何者不屬於參與式

民主的看法？ 

大眾參與 多數決 代議政府 政治平等 

  「正議論」的作者為何？ 

羅爾斯（J.Rawls） 巴柏（K. Popper） 

葛蘭姆西（A. Gramsci） 哈伯瑪斯（J. Habermas） 

  下列有關現代自由主義(contemporary liberalism)的敘述，何者正確？ 

服贋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經濟理論  

主張公民的消極自由  

提倡政府應積極提供弱勢人民最低福利  

主張政府不應該干預經濟 

  在政治參與中，為了宗教、道德或政治原則而合理化之違法行為稱之為： 

公民暴力 公民不服從論 公民自主 主權在民 

  下列有關內閣制與總統制行政部門特徵的敘述，何者正確？ 

內閣制行政部門直接對議會負責 內閣制行政部門的首長兼國家元首  

總統制行政部門閣員可兼任議員 總統制行政部門的權力集中在內閣 

  在總統制之下，何者不是國會監督總統或行政部門的主要手段？ 

人事同意權 預算審查權 彈劾權 提出不信任案 

  若政府官員想要立即而較客觀地了解一般民眾對於某一公共政策的意見，下列那一種方式

最為適合？ 

公民投票  觀察民眾的示威遊行狀況  

觀察大眾媒體的報導 民意調查 

  國會中負責溝通同黨議員意見、指揮黨員參與議事過程之執行者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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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閥 黨鞭 黨魁 黨魂 

  下列有關政治傳播媒體報導的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議題設定的效果 會影響一般民眾對政治人物的評斷標準 

具有預示效果  轉變民眾的政治態度 

  下列那一個選舉制度最符合政黨的比例性？ 

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 並立式的混合制  

聯立式的混合制 兩輪投票制 

  解釋投票行為的漏斗狀因果模型是那一個研究途徑的重要理論？ 

理性選擇途徑 社會學途徑 生態學途徑 社會心理學途徑 

  在組織設計上，行政機關之控制幅度大小與上下層級數目間成何關係？ 

正比 反比 等比 無關 

  下列那個國家的黨政體系受到意識型態的激化，出現極化(polarization)的現象？ 

義大利 德國 瑞士 挪威 

  利益團體代表與政府重要決策人士進行接觸，藉由這些管道對有關部門表達其意見與訴

求，以便影響政府的作為，此種活動方式，謂之： 

訴訟 動員 遊說 抗爭 

  下列何者為統合主義(corporatism)下利益團體的運作特色？ 

小團體比大團體容易動員 特定利益團體的領袖參與協商  

容易產生搭便車現象 任何團體或利益都能表達其訴求 

  在何種體制中，行政部門是立法體系的一部份，通常依照自己提出的議程來控制立法的進

行？ 

內閣制 統總制 委員制 混合制 

  波特(David Potter)所歸納之民主化研究途徑中，下列何者將焦點置於民主化所需要的社

會與經濟要素？ 

功能途徑(functional approach) 現代化途徑(modernization approach)  

轉型途徑(transition approach) 行為途徑(behavioral approach) 

  下列有關國會常設委員會的敘述，何者錯誤？ 

委員會是在國會中審查法案的機制  

委員會成員通常專業分工  

委員會會增加院會工作的負擔  

委員會可以調查政府行政與監督行政 

  根據蘭尼(Austin Ranney)的說法，民主政治的原則不包括下列何者？ 

社會正義 政治平等 人民諮商 人民主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