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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徵：民意政治（含定期選舉）、責任政治、法治政治（含立憲主義）、

政黨政治。 

（3）我國的民主化過程（以及和其他國家民主化過程的比較）。 

（4）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制、其他政府體制。 

（5）選舉、政黨、投票、利益團體、政治參與（含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制度、行為、後果 

（6）政治文化 

（7）政治認同與民族主義 

（8）差異政治 

  

三、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問題──你認為我國政府（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效率如何？行政院組織法

修正草案增加了部會數目是否必然不合於行政改革的精神？政府官員是否應該參與助選活動？

你對於公務人員「考績法」的修正有何看法？ 

（1）公共行政的內涵與範圍：行政組織、行政倫理、人事管理、預算與財務管理、機關管理、電

子化政府管理、危機管理、政府間關係、行政革新、非營利組織。 

（2）公共政策的內涵與範圍：政策制訂、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成本效益分析。 

  

四、國際關係：問題──美國為何要攻打伊拉克？我國應否發展核子武器？為什麼有些國家似乎不願

意在解決全球暖化問題上善盡義務？為什麼會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產生？什麼是全球化？ 

（1）國際關係的內涵與範圍： 

1.「國家」層面：外交政策與行為。 

2.「國際」層面：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法與國際組織。 

（2）國際關係包含的議題種類：戰略與軍事安全、經貿與投資、跨國運輸與交通、能源、環境與

生態、人權、跨國移民、跨國犯罪防治。 

（3）國際關係的本質：衝突為主？合作為主？ 

  

五、兩岸關係：問題──你認為兩岸關係「未來應該」以及「未來實際上將會」走向統或獨？我國的

民意如何看待此問題？你如何解讀「一個中國」的涵義？中國大陸的發展，對台灣是機會還是威

脅？如果有機會去中國大陸進行實地的觀察與認識，你想去嗎，理由是什麼？ 

（1）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是如何演變的？現況為何？ 

（2）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政策是如何演變的？現況為何？ 

（3）國際因素如何影響兩岸關係？ 

  

六、分析兩岸關係的全面性看法──三種不同的議題： 

＊政治性主權議題─包括兩岸政治定位以及國際空間，零和的本質為主，但仍存有模糊的空間。 

＊功能性交流議題─例如經貿、文化、社會等交流，同時存在互惠、互補、互賴與競爭性質。 

＊軍事安全與人類安全議題─軍事安全議題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屬於零和性質，人類安全議題恰巧相反，

屬於互賴性質，常以多邊或國際制度等國際公共財來處理。 

  

七、兩岸關係由前任政府到現任政府的變化主軸： 

（1）政治主權議題上： 

＊台灣：由否定九二共識到重新承認九二共識（擱置爭議），由「烽火外交」到「外交休兵」

以及「活路外交」 



＊中國大陸：由「促統」逐漸演變到「防獨」，由「一個中國」策略性地調整為「九二共識」，

由全面封殺台灣國際空間策略性調整為留待長期協商。 

（2）功能性交流議題上： 

由小三通與直航定期包機擴大為大三通，旅遊觀光規模擴大，由農產品優惠等少數產業擴大

為各類經濟產業，WTO 架構與雙邊性特殊考量演變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 

（3）軍事安全（security）與人類安全議題上： 

＊軍事安全議題：兩岸軍事實力不對稱與中共武力威脅不變，但兩岸信心建立機制與各類降

低軍事對峙之倡議正次第發展。 

＊人類安全議題：由於兩岸功能性交流提高而使得此類議題更為重要，兩岸已有雙邊協定處

理食品安全議題，未來將有更多協議處理其他議題。 

八、我國新政府就任以來的兩岸關係具體改善指標： 

（1）兩岸在相互政治定位上，除以九二共識作為共同前提外，並藉由制度性協商來展現兩岸對等

及互不否認之事實，以及體現兩岸對等協商與互動之新模式。 

（2）我國國際空間遭受打壓之「程度」稍見緩和。 

（3）我國對美國關係大幅改善。 

（4）第一次「江陳會談」簽署了有關大陸居民來台觀光及週末包機兩項協議，第二次「江陳

會談」簽署了空運（包括建立新航路、貨運包機及平日包機）、海運、郵政合作與食品

安全等協議。而 ECFA 之協商正密集進行，預期在今年可簽訂完成，屆時將有助於我國與

中國大陸更密切的經貿往來。 

（5）安全議題上嘗試以合作性行動降低衝突的意願有所增加。 

九、討論議題之一：在目前兩岸緊張降低、交流升高的格局下，台灣的民意走向長期會如何演變？─

台灣民意的二元性： 

（1）認同面向：自認為是「台灣人」而非「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逐年增加（參見附圖一） 

（2）對統獨的抉擇面向：維持現狀者始終佔多數（參見附圖二）。 

  

十、討論議題之二：兩岸經貿交流能否如同國際關係的理論所稱，產生影響政治與安全的作用，降低

兩岸緊張？ 

（1）經驗事實：作用有限 

（2）限制因素：「認同」議題─歷史記憶與現況影響 

（3）未來發展：功能性交流提昇能否較大地降低認同因素之作用？ 

  

十一、討論議題之三：簽訂 ECFA 是否有損我國的主權？ 

（1）由浮面爭議深化至概念釐清：何謂「主權」？ 

四種主權定義：inter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law sovereignty, 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 Westphalian sovereignty。 

（2）被「矮化」的風險，屬於上述何種主權範疇？ 

  

十二、討論議題之四：「外交休兵」是否等同於「主權休兵」？活路外交與外交休兵是權宜之計還是

長期目標？要擴大我國的國際空間，能否找出國際社會與對岸能接受的長期穩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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