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應考 

要領 103年 
初等、關務人員 

高普、鐵路、警察 

諮詢專線：(02)2331-6611【憑准考證則享優惠】  

【12/23】晚上 7:00 免費解題講座

交通行政 交通達人－許博士主講

電類解題 天王名師－高 分主講

行 政 學 王牌講師－劉 鳴主講

 

 

A 

A 

B 

B 

D 

C 

C 

C 

D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應考 

要領 103年 
初等、關務人員 

高普、鐵路、警察 

諮詢專線：(02)2331-6611【憑准考證則享優惠】  

【12/23】晚上 7:00 免費解題講座

交通行政 交通達人－許博士主講

電類解題 天王名師－高 分主講

行 政 學 王牌講師－劉 鳴主講

B 

 

 
 

D 

D 

A 

D 

D 

B 

D 

D 

C 

A 

C 

B 

B 

B 

D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應考 

要領 103年 
初等、關務人員 

高普、鐵路、警察 

諮詢專線：(02)2331-6611【憑准考證則享優惠】  

【12/23】晚上 7:00 免費解題講座

交通行政 交通達人－許博士主講

電類解題 天王名師－高 分主講

行 政 學 王牌講師－劉 鳴主講

❏ 申論題解答 

一、參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是一種接近於直接民主的治理模式，建立在公民直接且持續的參與政府事

務的基礎之上。在過程中，公民參與和實際事務有關的討論，並在討論之中理性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最終以合理

性作為決策的原則。而為了讓每一位公民都能參與決策，這種民主模式亦主張替弱勢群體擴權，以確保他們不因

其社會地位而喪失參與決策的機會。 

參與式民主的觀點 

參與式民主主要提倡以下兩個觀點： 

權力的制約與下放：透過政治權力的下放（decentralization），將集中在政府的權力分發到各地區，而政治事

務的決策過程中能讓受影響的地方人士親自參與作出決定。 

直接參與決策：公民能夠獲得直接參與公眾事務的管道，特別在政治事務決定上。 

支持的理由 

強化公民對政治事務的掌控力，確實實踐民主政治的真諦。 

協助陶冶出廣納政治訊息並積極涉入公眾事務的公民文化，達成教育的功能。 

有助於社會各階層公民表達多元的意見與看法，使得決策能夠集思廣益。 

公民參與強化了決策的正當性，使得公共政策能夠更順暢而有效地運行。 

反對的理由 

運作上需要龐大的動員與參與，而較難有效的運作。 

公民皆須負擔決策的責任，使得專業的知識與分工難以進行。 

降低了政府決策權力的同時也壓低其威信，不利於政治秩序的維持。 

將產生龐大的參與成本，也使決策過程的效率降低，難以及時因應危機。 

二、政治溝通的意涵： 

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依照麥克納爾（McNair）與休金斯（Huggins）的定義，是一種對政治有

所目的的傳播，即政治行動者對其意圖達到的特定目標而從事之任何形式地，能讓政治與社會價值、信仰及理

念等在一政治或社會體系內得以傳佈、運行的訊息傳播模式。簡言之，即個人或團體透過各種管道將政治訊息

傳達給他人或團體，以期能改變他們對該政治事物看法的過程。 

政治溝通的媒介： 

媒介是政治溝通的要素之一，溝通者必須透過媒介的傳達，接收者才能尋知他訊息的內容。而政治溝通的媒介

可依接受者之多寡或是否須面對面接觸，分成大眾傳播或口語傳播兩類，茲分述如下： 

 大眾傳播媒介：包括報紙、電視、收音機、雜誌、書籍、電影……等。 

 口語媒介：口語傳播在已開發國家仍佔有重要的地位。尤在「兩階段流程傳播」中可以明顯的看出。 

 兩階段流程傳播（two steps flow of communication）：美國在一九四○年代研究選舉時，發現大多數人的投

票主要決定於與家人或朋友的閒談，大眾傳媒的影響力反而是次要的。所以，該理論認為政治溝通的第一

步是從大眾傳播媒體傳至少數關心政治的「意見領袖」身上，第二步再由意見領袖藉由口語傳播的方式影

響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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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領袖（opinion leader）：對政治較留心，積極地從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獲取資訊，並將其加以整理，影

響他人的政治觀點，所以為兩階段流程傳播中的中介者。 

 兩階段流程傳播理論適用性的有限，可能由於這理論本身缺點所造成的，以下說明之： 

 傳播的模式未免過分簡單，實際的傳播過程是較複雜的，不可能經常一次以兩級方式進行。並行的多通

道式的過程被這項理論所忽略。 

 這項理論並忽略了決策過程的分段性。採納新觀念或新技術的過程至少包括學習（知曉）、決定和行為

三步驟。在告知方面，大眾媒介是重要的通道，在說服方面，親身傳播比較有效，二級或多級傳播理論

忽略這種區別，因此難以適用很多的傳播趨勢。 

 故有學者建議在新傳播科技的環境下，線性的兩級傳播應修正為網狀的多向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