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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權(sovereignty)通常被稱為國家的精神要素或構成要素之一。自布丹

（Jean Bodin，1530-1596）以來，經過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的詮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修正，奧斯汀(John 

Austin，1790-1859)的分析，數百年中，始終為人尊崇。然自十九世紀末，

實證主義(Pragmatism)盛行，多元論者(Pluralism)經常舉例論證加以抨

擊，然究其主張卻仍與主權有微妙的關係。承上，試說明主權的特性和作

用，以及主權學說在實際政治中所遭遇的困難與批評。(25分) 

 

二、人權（human rights）概念最早出現於西方，即便拋開政治上不同意識型

態之束縛，人們往往在不同意義上使用該詞，歷來也引起諸多問題與批判。

例如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認為：所謂「人之權利」（the Rights 

of Man），不過是一種用來促進私有財利潤的工具；每一種權利都是「不公

正的權利」（right of inequality），因為不平等的人們卻被用「相同的標

準」來賦予權利。對其說法，試抒己見，並進一步論述每個人應該擁有什

麼樣的授權（entitlements）與權利。(25分) 

 

三、政治學常將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或思潮定位在一條意識型光譜之上，各種

不同類型的政黨在這個光譜上亦有相對應的位置。請舉具體的例子，繪圖

說明意識型態光譜上的各種立場，以及意識型態光譜可能的應用，並指出

其侷限性。(25分) 

 

四、民粹(populism)一般帶有負面的意涵，意指是野心政客或政治煽動家；結

果，政治人物，基於政治目的，彼此指控對方為民粹，反而模糊了焦點。

學術上對民粹的定義並非如此，請說明學術上，對民粹一詞的中性定義，

它是指什麼？並舉實例討論，民主與民粹的各種可能關係。(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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