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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下兩題請擇一作答，兩題皆答者不予計分。 （34 分） 

（1） 政府的消費劵政策其實是把很難得徵收來的稅收重新發回給人民。請問

這種政策的合理性在哪裡，即正面的作用在哪裡？它又可能帶來哪些負

面影響？ 
 
（2） 在當前台灣的各級政府之中，財政危機幾乎是一個共同的嚴重問題。請

問其問題的主要癥結在哪裡？其解決之道，或調整的主要方向與根據，

到底又應該擺在哪裡？ 
 
 

二、 以下兩題請擇一作答，兩題皆答者不予計分。 （33 分） 

（1） 台海兩岸的關係由我國前任政府到目前現任政府，在政治性議題以及非

政治性議題方面，各發生了哪些重大變化？如果綜合觀察這些變化，那

麼您認為學理上常見的「經濟互賴愈深，愈不可能發生軍事衝突」觀點，

在未來是否會成為兩岸關係的常態？您認為中國大陸在胡錦濤主政以

後，相較於江澤民主政時期，在對台政策上有哪些異同？ 
 
（2） 美國歐巴馬總統就任，開創了美國國內政治的新紀元，但也面臨著對外

關係的重大考驗。許多學者認為，過去八年至今，國際舞台上的諸多發

展以及美國國內的重大變化與事件，都標示著美國在二次戰後的全球霸

權正在明顯衰退，且難以逆轉。這與冷戰結束後美國曾一度大幅拉開領

先其他國家的差距，有著根本性的不同，同時也是國際關係上目前最受

關注的課題之一。請問，您會從哪些議題或層面上，來界定目前所謂全

球性「霸權」之概念內涵？如果您此時是美國總統，您會如何參照您的

「霸權」概念，在維持美國全球領導地位的目標下，來決定美國的外交

與內政政策，應該有哪些重點主軸？ 
 
 
 

【背面尚有試題】 



三、 以下兩題請擇一作答，兩題皆答者不予計分。 （33 分） 

（1） 2008 年美國總統大選被視為是一場自由派(liberal)與保守派(conservative)
的戰爭。傳統上，自由派被視為「大政府」(big government)的代名詞，

而保守派則強調「小而美」(small government) 的政府，共和黨副總統候

選人裴林(Sarah Palin) 更在一場演說中強調，「政府不能解決問題，它本

身就是一個問題。」 (Government is not always the answer. In fact, 
government is often the problem.) 請問你同不同意她的觀點? 為什麼? 

 
（2） 公民角色的強化是當代民主治理的重要特徵，然而，亦有人認為公民參

與公共政策過程將影響行政效率，試就公民在公共政策過程的角色與意

義，分析說明之。 
 

 
 
 
 
 
 
 
 
 
 
 
 
 
 
 
 
 
 
 
 
 
 
 

【試題請隨卷交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