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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申論題解答 

一、 
答： 政治系統論的概念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者伊士頓（D. Easton）在 1950 年代所提出。認為政治系統雖為社會系

統的一個次級系統（subsystem），但佔極重要的地位，因為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the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social values)過程中的主要因素。而其修正理論即為阿爾蒙（G. A. Almond）所提出之「結構功能

理論」，其接受伊士頓政治系統論的基本型態，但較注重結構－功能（structural-function）的關係及內涵。有關

其對政治系統運作與公共政策產生之內涵與異同，茲分述如下： 
政治系統論： 

政治系統是社會系統的次級系統： 
整個社會系統可區分為若干個次級系統，政治系統本身也是由若干個次級系統構成。所以相對的，政治系

統亦為社會系統的一個次級系統。 
政治系統受環境的影響： 

環境系統與政治系統的關係是雙方面的。一方面，環境系統在決定輸入項的性質、數量與強度上頗有影

響；另方面，任何輸出所能造成的各種反應，與環境因素也有若干程度的關係。 

通常，政治系統之外可影響政治系統活動的因素，均可列入政治系統的環境，又可分為國內環境與國外

環境二種。 
輸入項（input）： 

影響政治系統之各種因素或力量的主要內容是政治系統成員對政治系統的要求與支持，此要求與支持由環

境進入政治系統，故稱為輸入項。 
轉化過程（transfer）： 

輸入項進入政治系統之後，就轉變成為權威者的決策與行動，在此過程中，權威者的決策與行動控制了社

會價值的分配，而決定了角色與角色間的各種關係。 
輸出項（output）： 

決策與執行機構所能產生的政策、執行結果、司法判決等，均構成輸出，而產生種種功能。 
反饋（feedback）： 

多種政策輸出後，在環境中所造成的後果，又透過資訊反饋變成輸出項以進入政治系統。 
 
 
 

 
 
 
 
 
 
 

 
 
 
 
 
 
 
 

 
輸入                                 輸出 
(input)                              (output) 
                 反饋 
               (feedback) 

轉換 

環      境 



    鼎文公職  解題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詳情請洽《鼎文公職網》

www.ezexam.com.tw 
2331-6611 

應考 

要領 102年 
初 等 考 試

鐵 路 特 考

101年 地 方 特 考

系統功能： 
所謂系統功能（system functions），是指那些要建立政治系統就需要履行並維持必要的功能，亦即欠缺時政治

系統將會歸於消失的功能。系統功能包含下列三個主要功能： 
政治甄拔（political recruitment）： 

係指政治系統中各種角色由和人扮演的選擇與決定。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 

政治社會化是經由學習或經驗綜合，使人們對政治建立共識，對政治價值與目的發展出必要的共同基礎。 
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指人們經由言語或其他符號的傳遞，所進行的信息與意義交換作用。 
政治系統是一個經由互動以處理政治事務的系統，沒有互動就不可能有政治系統。由於互動必須經由溝通

為之，所以政治傳播功能也是政治系統不可或缺的。 
過程功能： 

艾爾蒙認為與政策過程關係最為密切的，乃是各種各樣的社會利益。它們彼此競爭或相互連結，經政策選擇

成為政治系統的權威決定，再於實際執行後，產生具體的社經福祉。於是社會的期盼得到回應，社會利益亦

獲得滿足。 
基於此種觀點，艾爾蒙以利益為主軸，將政治過程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利益表達（interest articulation）： 
各種政治過程，開始於成員期盼進入政治系統，解決公共問題。艾爾蒙認為成員必須清楚有效地提出其要

求，此即為利益表達（或稱利益主張）。 
利益匯集（interest aggregation）： 

由於每一群體都包括許多期盼要求，每個政治系統所面對的利益主張甚為可觀，而政治系統處理政治議題

的能量亦非無限。因此各個較小的利益主張，必須與其他利益主張相互連結，進而形成具體的層次較高，

且支持更為有力的政策選項，此即為利益匯集。 
政策制定與執行（policy implementation）： 

當利益表達與匯集形成具體政策議題，進而提出各種可能的政策選項時，決策結構乃可依據一定程序規則

有所抉擇，做成權威決定。政策決定後，必須經過後續的政策執行，方能產生社會經濟實效，使政策目的

得以貫徹。 
公共政策： 

艾爾蒙認為，政治系統的政策輸入，就是權威分配的作用內涵大體包括以下四類： 
汲取的（extractions）： 

係指政治系統由內外環境取得人力、物力、財力等價值資源，以利從事各種施政活動。 
分配的（distributions）： 

係指政治系統經政策與政策執行，使群體各個部分得以享有一定程度的社經福祉。 
規約的（regulations）： 

係指政治系統經由規則制定與維持，使內外環境維持於一定的秩序之下。 
符號的（symbols）： 

乃是政治系統經由一定措施，使政治系統本身得到符號或道德層面的支持與強化。 

二、 
答：代表的功能： 

「代表」經常被視為政黨的主要功能。它是指政黨有回應和表達黨員與選民意見的能力。 
以政治體系理論的詞彙來說，政黨是主要的「輸入項」來源，它確保政府注意整個社會的要求和期望。 
明顯地，這是政黨最能履行的功能。 

精英的培養與甄選： 
所有類型的政黨皆能提供國家甄補政治領袖的途徑。一般而言，政治人物透過在某政黨的地位而獲得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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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大多數的情況中，政黨提供了訓練政治人物的場所，使他們具備一些技能、知識和經驗，並提供他

們生涯規劃的管道。 
目標的擬定： 

傳統上，社會透過政黨這樣的工具設定集體目標，並保證這些目標付諸實行。 
政黨之所以扮演此一角色，是因為在追求權力的過程中，他們擬定施政的政綱，其著眼點在於爭取選民的支

持。這不僅意味著政黨是政策創設的主要源頭，而且也鼓勵政黨形成整體一致的政策選項，供選民在許多實

際可行的目標中作選擇。 
利益的表達與整合： 

在發展集體性目標的過程中，政黨亦有助於表達與整合社會上各種不同的利益。 
事實上，政黨已發展成促進或捍衛各種商業、勞工、宗教、族群或其他團體利益的工具。 

社會化與動員： 
透過內部的辯論與討論，以及競選活動與選舉競爭，政黨成為政治教育與社會化的重要機制。 
因為政黨所選定的議題，有助於政治議題的設定，而政黨所表達的價值和態度，亦成為政治文化的一部份。 
在競爭性體制中，主要政黨在鼓勵各團體遵循民主遊戲規則來競賽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對政體

發揮了動員支持的作用。例如，在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初崛起的社會主義政黨，是整合勞工階級進入工業社

會的重要工具。 
然而，由於許多國家呈現政黨解組（partisan dealignment）的現象以及對傳統支持體系的政黨表露疏離之情，

使得政黨的動員和社會化能力就令人懷疑。 
選舉制度對政黨體系之影響： 

依據杜瓦傑的看法，一個國家政黨體系的形成與其選舉制度有關： 
單一選區制： 

在一個選區內，僅有一名候選人當選，由於此種制度對小黨不利，其候選人甚難當選，因此，小黨的一些

核心份子必然會因其政治慾望無法滿足而求去。 
但反觀大黨，由於小黨的日漸衰微，其大黨的勢力反倒會日趨鞏固。 

比例代表制： 
依據比例代表制，每一選區可有數位當選人，而每一政黨獲選的議員名額是按其所獲的選票比例加以分配

的，因此這種制度能夠鼓勵小黨的產生，並維持小黨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