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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政府體制 

 

  本章關於政府類型的分類可與第十三章的比較政府

概論一併研讀，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了解。台灣在歷次修

憲之後，政府體制已大異於憲法原始規定。一般認為目

前台灣的政治體制類似於雙首長制，但是在實際運作上

仍與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有所差異，這是需要明辨

之處。行政權擴大是各國都有的趨勢，造成這普遍趨勢

的原因值得注意。 
  關於立法機關，其分類及功能都是記憶性的條目，

不過代議的涵義（也就是代議理論）是需要用心理解

的。最後，司法機關一項中，要特別注意司法審查，可

與第四章關於解釋憲法的部分一起閱讀。 

學習指南



6−2 政治學（概要） 

 

綱要表解 
 

                         ┌行政與立法分立 
                      │ 
               ┌總統制的特徵 ┼行政與立法互相制衡 
                     │  │ 
                     │            └司法與行政、立法兩 
                     │               
  │                   權亦有制衡關係 

          │ 
                    │    ┌行政、立法相互制衡 
                    │            │ 
                    │           ├政治責任歸屬較分明 
                    │          │ 
           ┌總  統  制 ┼總統制的優點 ┼容易辨認可能的執政人選 
           │         │             │ 
           │         │           ├政治穩定 
           │         │           │ 
           │         │            └行政專家制度 
           │         │ 
           │         │             ┌雙重民主正當性 
           │         │             │ 
           │         │             ├總統任期固定導致體制僵化 
           │         │           │ 
           │     │              ├贏者全拿 
           │        └總統制的缺點 ┤ 
           │                      ├零和式的政治競爭風格 
           │                        │ 
           │                         ├民選總統易自我膨脹 
           │                         │ 
           │                         └總統角色衝突 
           │ 
           │                        ┌虛位元首 
           │                       │ 
           │          ├行政與立法融合，內閣為 
           │         ┌內閣制的特徵 ┤ 
政府類型 │ │           │  行政與立法的連鎖 
 │       │ │ 
  │ │     └議會至上 
        │         │ 
           │ │                        ┌ 任德厚的觀點  
           │        │               ┌優點： ┤ 
           ├內  閣  制 ┼內閣制的優缺 │       └林茲的觀點 
  │         │               │ 
    │         │  點           └缺點：國會權力過大或國會 
 │ │ 
           │         │                        中政黨分歧過大，將 
           │         │  
           │         │                         造成內閣不穩 
           │         │  
           │         │              ┌在政黨政治發展下，內閣由 
           │         │               │ 
           │         └內閣制運作的 │  國會的行政委員會之角色轉 
           │          ┤ 
           │                趨勢 │  變為領導國會的角色 
           │                        │ 
           │                     └英國首相之職位有「總統  
           │    
           │                               化」之趨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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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議會至上 
           │                         │ 
           │       ┌委員制的特徵 ┼合議制的行政委員會 
           │         │               │ 
           │         │               └行政與立法不相對抗 
           │         │ 
           │         │               ┌集思廣益 
           │         │               │ 
           ├委  員  制 ┼委員制的優點 ┼無政治僵局 
           │         │               │ 
           │         │               └符合民主精神 
           │         │ 
           │         │               ┌可能產生一人專權 
政府類型 │         │               │ 
           │         └委員制的缺點 ┼行動遲緩 
           │                         │ 
           │                         └責任不明 
           │ 
           │                         ┌基於法國憲法兼具總統制 
           │                         │ 
           │                          │  與內閣制的特徵 
           │     ┌混   合   制 ┤ 
           │             │           ├與總統制相同之處 
           │   │           │ 
           │             │           └與內閣制相同之處 
           │        │ 
           │             │    ┌半總統制植基的四個變項  
         └混合制／半 │    │ 
  │           ├半總統制的三個因素 

總統制／雙 ┼半 總 統 制 ┤ 
  │            ├半總統制國家的例子 
              首長制 │            │ 
                │            └半總統制的運作—— 
                │                  
                │                  換軌的特色 
                │ 
  │    ┌雙首長制的定義 
                └雙 首 長 制 ┤ 
                                        └採雙首長制之國家漸多 
 
                         ┌人民的需求 
                         │ 
                         ├社會主義思潮之影響 
                  │ 
 ┌行政權擴大 ┼國際情勢的急迫 
        │           │ 
           │  的原因     ├經濟危機的結果 
           │             │ 
           │             └新科學的發展 
           │ 
行政機關 │         ┌意義 
           │             ┌政務官 ┤ 
           │             │        └任務 
           ├政務官與事 ┤ 
           │             │      ┌意義 
           │  務官 └事務官 ┤ 
           │                      └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