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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109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試題 

科目：國家發展議題 

一、 「國家治理能力」(state governance)一直以來都是國家發展的重

要課題，在各種治理模式中，「中國模式」可謂當代「數位威權主

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代表；「臺灣模式」則是新興民

主國家的一般樣態。試以今年初所流行的「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比較分析這兩個模式在處理疫情上差異、成效及利弊得失。

（25分） 

二、 試分析今年初「二合一」選舉的結果，對臺灣的國家發展、兩岸關

係的影響，以及未來的走向。（25分） 

三、 假新聞（fake news）傳達誤導言論，近年來，許多國家均將打

擊假新聞視為施政重點之一，例如德國制訂《社交網路強制

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 NetzDG law），法國則有

《反資訊操縱法》（The law against the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在亞洲，也有不少國家發佈相關法案，例如馬

來西亞的《反假新聞法令》（Anti-Fake News Act），新加坡

的《防止網路虛假和操縱法案》（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POFMA）。面對假新聞的

挑戰，台灣應如何因應？政府是否應制訂相關法案？其優缺點

為何？（25 分） 

四、 長期以來，中共對我國的國際空間不斷打壓，2019年 9月我國與索

羅門群島斷交，同月又再與吉里巴斯共和國斷交。在這些壓力之

下，我國應如何拓展外交？如何增強國際參與空間？（2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