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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重點在政治的意涵、政治學的發展、政治科學的探討，特別注意傳統

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與後行為主義政治學階段的特徵。 

Essay Question申論題

一、 試說明政治學研究的行為主義與後行為主義的內涵及其差異。 

 （97普）

【解析】

一  行為主義政治學階段

1 興盛時期

�950年代到�960年代。

2 研究緣起

（�） 二戰時政治學者與其他領域學者一同於政府工作，發現社會科

學中的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借用自然科學

研究方法的行為主義，已顯現知識研究成果。誘使政治學開始

自覺，接納與仿效技術，建立科學理論、經驗理論、一般性理

論，走向政治學科學化。

（�） 二戰後美國大幅崛起，急需瞭解國際政治知識，基金會較願意

補助政治學界，鼓勵採用行為研究。新興國家相繼誕生，不同

關 鍵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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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運作模式正好提供一個比較政治的研究模型。芝加哥大

學的梅連（Charles Merriam）、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

等人為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的先驅。�950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

仍與傳統政治學派抗爭，到了�960年代逐漸取得優勢。

（�） 工業化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傳統政治學過於依賴敘述與主觀評

價，糾結倫理道德，解釋欠缺說服力，不能分析政治制度與程

序帶來的問題，應該揚棄。政治學不能只是單純描述，還要解

釋與預測。

3 研究焦點

（�） 在國內領域，個人與團體行為的社會心理因素，政黨、利益團

體的政治作用，行政、立法與司法的互動過程，以及政治參

與、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政治發展與變遷等實證問題。

（�）在國際領域，關注國際衝突、國際安全等層次。

4 研究方法

（�） 嚴格釐清事實陳述與主觀價值，將觀察焦點落實在個人行為模

式，重心在事實陳述，主觀價值與偏見不應帶入研究。人類行

為有其一致性，透過經驗驗證能夠予以發現和肯定，政治學應

只討論實然問題，而不討論應然問題。

（�） 採取科學研究方法，針對事實做客觀觀察，有系統了解現象與

問題，嚴謹蒐集與分析資料，追求感官經驗現象的規則與關

聯，建立系統化知識理論，以解釋、預測政治行為與制度運作

方式。此時期政治系統論正夯。

（�） 大量運用量化的研究技術，使用問卷、抽樣、調查、訪談、參

與觀察等方式，採取因素分析、迴歸分析與理性模型等統計學

分析法。

（�） 重視科際整合，納入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行為主義成

果，分析政治現象，累積科學知識，建構可驗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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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缺陷

（�） 人類行為多元複雜，科學研究無法完整分析。過於著重方法

論、精準一元化，足供量化分析問題的數量有限，無法窮盡社

會正義、和平戰爭等研究。

（�） 劃分實證研究與個人價值，然而，政治現象多數涉及價值。強

調穩定，逃避政治價值判斷，不研究重大問題，隱含保守主義

意識型態，此舉造成聽任現狀，迴避社會改革，淪為社會的工

具，忽略對重大社會問題的關懷與實質解決。

二  後行為主義政治學階段

1 興盛時期

�970年代至今。

2 研究緣起

（�） 行為主義政治學代表人物伊斯頓（David Easton）有感於行為

主義與社會脫節，無助於因應、解決美國民權運動、反越戰運

動、學生運動等政治、社會議題，因而於�969年以美國政治學

會會長的身分發表〈政治學的新革命〉，提出後行為運動，打

破行為主義對現實的沉默，提倡保有科學方法的政治研究要與

社會做連結，重視具有建設意義的價值觀念。

（�） 此運動隨著�960年代與�970年代的反文化革命興起成為浪

潮，進而影響東方。這代表一個世界性社會轉折與變遷階段，

政治學者作為知識份子負有保護人類文明價值的責任，應懷抱

人文精神，理論要與實際接合，以行動改造社會。

（�） 政治學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應當如何？學者服膺科學能不能預

先知道未來趨勢？學者提不出對策，難道就可以躲進象牙塔裝

作視而不見嗎？此類問題激起各方辯論，有股呼聲要求重新重

視追求普遍價值。

（�） 科學方法只能處理無生命、無思想、無意志、無感情的生物或

物質，這些問題的研究容易控制及實驗。人類的行為有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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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評斷、情緒與感情，會受到外在的文化、習俗、教育與

情境等因素所影響，變數多，難作控制與實驗，更遑論要摒除

價值觀，發現定理來預測。

3 研究焦點

（�） 行為主義感興趣的主題仍然受到關注。理性抉擇理論，引用經

濟學概念與賽局理論、形式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的行

為有強烈理性成分，政治行為者的行動都是有算計與目的。用

來分析制度、談判、投票行為、決策行為與政黨聯盟等對象，

對結果的成本、偏好與效益製作成量化指標。

（�） 這個階段增加人口、種族、族群、教育、衛生、福利、環保、

糧食、失業率、性別平等、環境政策、社會公平、核子戰爭、

經濟不景氣、政治經濟學等新課題。

（�） 應用知識，分析公共政策的形成、方案、價值、內涵、制定、

執行與效果，解決社會迫切問題。

4 研究方法

（�） 未捨棄掉科學研究，不過做了修正，方法多元，不再只唯一膜

拜系統論。實質重於技術，對研究性質解釋寬鬆，承認研究過

程與結果的精確性會不如自然科學。

（�） 選擇研究議題考慮時代關聯性，關懷重大政治與政策問題，發

展政策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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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Q�  提出全意志（general will）與共同體概念（community）的民主理論家為何

人？ （�0�普）

(A)John Locke  (B)C.L.Montesquieu

(C)John Stuart Mil (D)Jean-Jacques Rousseau

答案： D
【解析】 提出全意志（general will）與共同體概念（community）的

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盧梭提倡，全體公民唯有

直接且不間斷的參與政治生活，國家才能追求普遍的公共利

益，形成全意志。

� 下列何者不是政治學的傳統研究途徑？ （�0�地四）

(A)歷史 (B)心理 (C)哲學 (D)法制

答案： B
【解析】 心理學乃是行為主義政治學階段分析政治現象的研究途徑之

一。

� 下列那一項不是政治權力的展現？ （�0�地四）

(A)決定立法議程的安排

(B)決定政策的制訂 

(C)影響他人做出他人原本不願意去作的決定

(D)遊說他人去投票 

答案： D
【解析】 權力是一種相互的力量關係，權力行使者能使權力行使對象

順從。投票本是公民的權利。

� 政治行為主義的目標是要將政治學發展成為： （�00普）

(A)科學 (B)神學 (C)哲學 (D)法學

答案： A
【解析】 二戰時政治學者與其他領域學者一同於政府工作，發現社會

科學中的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借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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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科學研究方法的行為主義，已顯現知識研究成果。誘使政治

學開始自覺，接納技術仿效，建立科學理論、經驗理論、一

般性理論，走向政治學科學化，帶來科學化思潮。

5 下列對政治學的行為主義與後行為主義之陳述何者正確？  （�00普）

(A)行為主義強調以質化方法研究政治學

(B)後行為主義主張以歷史研究途徑研究政治學

(C)後行為主義較行為主義具有更多的人文關懷

(D)兩者皆重視正式制度的研究

答案： C
【解析】 行為主義強調運用量化的研究技術，使用問卷、抽樣、調

查、訪談、參與觀察等方式，採取因素分析、迴歸分析與理

性模型等統計學分析法。以歷史研究途徑研究政治學，以及

重視正式制度為「獨立學科起始階段」。後行為主義未捨棄

掉科學研究，不過做了修正，方法多元，不再只唯一膜拜系

統論。

6 下列政治學研究途徑中，那一項最為傳統？ （�00地四）

(A)「理性選擇」途徑 (B)「政府或政治機構」途徑 

(C) 「心理與文化」途徑 (D)「跨領域」途徑 

答案： B
【解析】 政治學在獨立學科階段、傳統政治學階段採取「政府或政治

機構」途徑。「心理與文化」途徑、「跨領域」途徑屬於行

為主義政治學階段。「理性選擇」途徑屬於後行為主義政治

學階段。

7 從「權力」角度來從事政治學研究，最大的限制是： （�00地四）

(A)權力使人及政府腐化 

(B)權力並不存在公民生活之中 

(C)只有法律中才看得到權力

(D)權力這個概念不易被清楚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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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選擇題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Q答案： D
【解析】 使用權力界定政治範圍過於寬廣，民間企業與社團等領域活

動都有權力情境，如果將所有權力現象都納入政治研究的範

疇，恐怕在學科分工上將會越界，應限縮在政治體系相關的

範圍內較宜。

8 下列何項不是韋伯（Max Weber）所區分的三種類型的權威？ （99普）

(A)傳統型  (B)現代型

(C)領袖魅力型  (D)理性－合法型

答案： B
【解析】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將統治的正當性分成「傳統

型權威」、「領袖魅力型權威」、「理性－合法型權威」。

9 影響人們從事非自願行為的能力，稱之為：                         （99地四） 

(A)權力 (B)競爭力 (C)說服力 (D)動員力

答案： A
【解析】 道爾（Robert A. Dahl）：認為人際關係中一定有權力現象，

如果一個人能使另一個人做原本不想做的事則為權力的展

現。

�0  比較盧梭與洛克所提出社會契約論的研究，屬於政治學那一個次領域的範

疇？ （99地四） 

(A)國際關係 (B)政治哲學 (C)公共行政 (D)比較政治

答案： B
【解析】 政治哲學是政治思想家的心靈激盪，分析政治思想中的觀念

與原理，提出個人主觀價值判斷，社會契約論屬於政治哲學

範疇。

�� 下列何項不是政治行為研究途徑的重要主張？                     （98普）

(A)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

(B)學術研究必須價值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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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政治角色行為作為研究的基本資料

(D)非科際整合研究

答案： D
【解析】 政治行為研究途徑重視科際整合，納入社會學、經濟學、心

理學等行為主義成果，分析政治現象，累積科學知識，建構

可驗證理論。

�� 「威之以力、誘之以利、劫之以勢、齊之以刑」。這是政治上的什麼作用？ 

(A)合法性 (B)主權 (C)權威 (D)權力 （98普）

答案： D
【解析】 權力是一種相互的力量關係，權力行使者能使權力行使對象

順從，行使手段有說服、利誘與強制等。

�� 《君王論》（The Prince）一書是下列何人所著？                  （98地四）

(A)馬克斯（Karl Marx）   (B)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C)洛克（John Locke）   (D)威爾遜（Woodrow Wilson）

【解析】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王論》是權力運用的

經典之作。

�� 下列何者不是傳統政治學所採用的研究途徑？                     （97普）

(A)行為研究途徑  (B)歷史研究途徑

(C)分析研究途徑  (D)規範研究途徑

答案： A
【解析】 行為研究途徑屬於行為主義政治學階段，將觀察焦點落實在

個人行為模式，重心在事實陳述。

�5 那一時期的政治學者相當強調公共政策研究之重要性？ （97地四）

(A)傳統法制研究途徑 (B)傳統歷史研究途徑

(C)哲學研究途徑  (D)後行為主義研究途徑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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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解析】 後行為主義政治學階段的學者，選擇研究議題考慮時代關聯

性，關懷重大政治與政策問題，發展政策科學。

�6 以下關於行為學派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96地四）

(A)行為學派的革命出現於�970年代

(B)行為學派與實證論密不可分

(C)行為學派強調價值與事實的合一

(D)行為學派重視歷史的脈絡

答案： B
【解析】 1950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仍與傳統政治學派抗爭，到了1960

年代逐漸取得優勢。行為學派嚴格釐清事實陳述與主觀價

值，採取科學研究方法，大量運用量化的研究技術，重視科

際整合。

�7 政治學與其他學科的主要區別在於： （96地四）

(A)集中在對利潤的研究 (B)集中在對權力的研究

(C)集中在對心理的研究 (D)集中在對社會的研究

答案： B
【解析】 世界上的資源有限，人的慾望卻無窮，政治被認為有能力透

過任何手段以解決資源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問題，施展的手

段就是權力。權力是探討政治的重要途徑。

�8 依照韋伯（Max Weber）的觀點，那一種權威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

(A)傳統權威  (B)魅力型領袖權威

(C)合法－理性型權威 (D)官僚權威 （96地四）

答案： C
【解析】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將統治的正當性分成三種

類型，「傳統型權威」、「魅力型領袖權威」、「合法－理

性型權威」。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為透過選舉產生國家領導

者，強調權力的行使，必須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此為「合

法－理性型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