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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109高考）★★★ 

在二十世紀之後因新的環境刺激了新的意識型態的發展，如：女性

主義、環境主義、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試問他們主要的主張為何？其對

現代社會的影響又如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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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理論與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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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理論及民主類型聚 焦 熱 點 2 

民主理論、民主政治民主理論
與 

民主類型 民主政治類型 

規範性 

經驗性 

古典民主vs經驗民主 

多元政體 
包容性公民

人民諮商

民選官員

多數決

民主政治原則 

定期、自由的公平選舉

言論自由

人民主權

政治平等

新聞自由
民主理論

與 
民主政治

集會結社自由



政治學(概要)  狂作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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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原則★★  
有些人認為，民主政治其實就是菁英之間的選舉競爭，與一般大

眾沒有關係。也有人認為，民主政治其實具有教育意義，民眾透過民

主參與可以培養其公民責任，因此，民主政治的實際運作，應該繫於

一些重要的原則之上。請依照蘭尼（Austin Ranney）的主張，詳述
民主政治應該具備那些重要原則。（25分） （108身障三） 

解題思路 
考點：民主政治原則（蘭尼四原則） 
延伸：菁英論vs多元論 
子題：4（分別詳細討論四大要件） 
題型：單一章節傳統題 

答題模版    

前言：可解釋「何謂民主」及古典民主與經驗民主之差異，並帶入蘭尼

看法。 
正文： 

1 

類 型

涵 義

特 徵

直接民主 

明星領袖 

薄弱意識形態 

人民為中心 

批判菁英 

民主理論
與 

民主政治

間接民主 
（代議民主） 

民粹主義 

訴諸人民＋ 
改革舊有結構 

拉美民粹主義 

歐洲民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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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主權 
(二)政治平等 
(三)人民諮商 
(四)多數決 

結論：介紹完蘭尼觀點後，可以延伸至熊彼得經驗民主、菁英論的看法。 

【自我挑戰】（先來練習正文！） 

 

 
 
 
 
 
 
 
 
 
 

 

            【共796字】 

對於何謂「民主」具有多種解釋方式與衡量指標，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即以「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程度來評估一國是否為「民主」

國家；亦有學者以「規範面」的角度解釋何謂民主；而於「實然面」，當

推學者蘭尼（A. Ranney）其通過實際政治的運作，歸納出「民主政治」應

具有的四大原則： 

(一) 人民主權： 



政治學(概要)  狂作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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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人民主權」係指，主權歸屬於人民，而非少數人所獨有。更

進一步地說，「人民主權」還包含了「對人民負責的政府」（體現在政府

受有任期限制，需定期改選，受到人民支持者才得以執政）、「有意義的

選舉」（排除無競爭性與無替代可能性）以及「持異議與不服從的權利」

（也就是人民的「收回權」）三項信念。 

(二) 政治平等： 

政治平等包含兩項基本核心價值： 

1.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每一位成年的公民，都具有相同的機會參與

政治決策的過程。 

2. 實質的平等：這也包括了每個人皆能公平的爭取職位，以及平等的

陳述個人觀點。 

(三) 人民諮商： 

民主政治，並非統治者全然地由上而下統治，更需要人民的意見以及

參與，因此必須要： 

1. 建立探求民意機制的存在。意即政府需建立回應民意的管道，如民意

調查、大眾媒體的自由化，以及結社自由等。 

2. 即時的回應民意。在了解民意偏好後，政府需制定相關政策，而政策

的滿意度，將決定民眾是否繼續支持其執政。 

(四) 多數決原則： 

所謂「多數與少數的變動性」係指，一項議題的多數支持者並不代表

會在每一項議題皆同樣為多數。因此多數決應建立在「不壓制少數」的前

提上，通過「有限制的規範」（如司法審查）以及不違反「基本共同信念」

（如財產權的保障）才能避免「多數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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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此四原則下，當代民主理論關於民主系統中的「權力歸屬」以

及「決策網絡運作方式」亦有「菁英論」與「多元論」之爭：前者認為權

力掌握在菁英手中且無可避免；後者則認為政策運作係通過團體的協商與

妥協，非歸屬於單一特定的菁英團體。不過二者亦有相同之處，他們皆視

「民主」為取得權力的唯一遊戲規則。 

  
  

民粹主義★★★  
請界定何謂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如何批評民主政治下，代議制度

的矛盾？以及民粹主義的主張為何？（25分） （111地特四） 

作者碎碎唸 

相較於把「民粹主義」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筆者認為「民粹主義」

更接近夾在「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之間的「另一種民主」類型。

但若當你遇到民粹主義與意識形態的考題，也請用前述的操作方式

（涵攝）即可～ 
  

解題思路 
考點：民粹主義特徵、對代議制度的批評、及其在「直接民主」與

「間接民主」間的差異 
延伸：直接民主、間接民主 
子題：3（民粹主義定義、對代議制度的批評、主張） 
題型：單一章節傳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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