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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政治學試題分析】 

學校 試題分析 

台灣大學

(丙組) 

三題申論五小題名詞解釋，第三題與第四題可發現仍是投票行為與選舉制度的方向，與

前兩年無異。第一題則是需要回答到民意政治及其工具的運用、第二題則是說明出在全

球化下國家地位的存續，是故需有國家論的相關理論為基礎。 

政治大學 

四題申論，較好發揮，題旨鮮明而圍繞在政體、意識形態、政黨體系與政治傳播之上，

其中不可諱言仍是希望考生能夠將理論與時事結合，關鍵字即是要掌握民主政治、台灣

現況發展，這是這幾年不變的定律。而政治傳播的話也是近一兩年網路媒介軟體的風行

而又受到重視。 

台北大學 

五題申論題，但細看僅有第一題與第三題是為申論題，其餘僅是配分較多的名詞解釋。

不過可發現這五題皆是環繞在選舉制度、政黨制度、民主化與政體。是屬於較傳統的考

題。 

中興大學 

此次政治學是三題申論外加五小題名詞解釋，申論題考的皆是一般功夫題，更可說是把

名詞解釋集結比較或是活用的申論題，其皆是專書或講義上常見的課綱，不過重點在能

夠要讀熟且明辨名詞的定義。而五題名詞解釋方面也皆是常見考題，僅需要翻譯成中文

在詳加解釋即可取分。 

東華大學 

三題申論與五題名詞解釋，申論題則是較為簡單的利益團體在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下的

影響為何、歷史因素與政體及國體而有柔性政黨與剛性政黨之區分實益、另一題則是全

球化下產生的區域化與在地化的現況，而這樣的變形對政治上有何影響。名詞解釋上有

其保護主義，但原則上基本觀念題把握即可 

淡江大學 

四題申論，考題較為天馬行空，學生可自由發揮，但基本盤第二題與第三題在主權與意

識形態這種傳統考題應該要好好把握。第四題則是單純得闡述杭亭頓提出的觀點並闡述

現況是否符合。第一題的軟實力則是現今政府一直提倡的競爭優勢，以說明中國許多城

市在硬體實力上已經追上台灣，那未來競爭力為何是為台灣應注意的方向。 

銘傳大學 

因與企管所同一張考卷，是故考題的話無論是申論題或是名詞解釋方面，考法皆是屬於

名詞解釋的延伸或是單純定義名詞解釋而已。而第三題篇幅較長的申論題，考的也僅是

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這種傳統的考古題。不過仍可以注意的是與企管所併卷，考題就側

重全球化、人權議題、區域政治經濟這類國際關係考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