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八十六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  

所(組)別：中山學術研究所     考試科目：中國現代史  

一、 論述孫中山先生在護法運動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及其克服之道。  

二、 論述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華的進逼策略。  

三、 簡述林彪派系周恩來派系與四人幫之間的分與合、聯與鬥經緯。  

四、 解釋或簡答  

1. 汪精衛偽政權之功與過  

2. 宋教仁  

   

  

 

 

 

 

 

 

 

 

 

 

 

 

 

 

 

 

 

 

 

 

 

 

 

 

 

 

 

 



中國文化大學八十六學年度研究生碩士班入學考試  

所(組)別：中山學術研究所     考試科別：中華民國憲法  

一、我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故力行實踐三民主義，責無旁貸。  

檢視海峽兩岸四十餘年來的政、經建設與發展，雙方都不約而同標榜係依據孫中

山先生的遺教在建設台灣或建設大陸，近數年來又以中共為最，不時對外宣稱實

現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志。雙方果真都在實踐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嗎？請從民族

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等三方面就具體事證加以分析、說明，哪些是？哪些

不是？  

二、我現行憲法與(一)英國內閣制、(二)美國總統制、(三)法國第五共和制，各有

何相似之處？請說明之。  

三、孫中山先生所設計的五權憲法，其特徵或精義為何？我現行憲法與其相異之

處何在？請就國民大會與立法院加以說明。  

四、我國大學生對內閣制、總統制幾都有所了解，近十年來，海峽兩岸展開探親

及文化、學術等之交流活動後，對中共的政治制度多少或有些知悉。請問中共現

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孫中山先生所設計的國民大會，兩者在職權上有何相似

之處？  

   

  

 

 

 

 

 

 

 

 

 

 

 

 

 

 

 

 

 

 

 



中國文化大學八十六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  

所(組)別：中山學術研究所     考試科目：政治學  

一、 政治學者 Arend Lijphart 在區別民主政府的類型時，提到議會內閣制

(parliamentary cabinet)時，又分成「多數型」(Majoritarian Method)和「共識型」

(Consensual Model)，請問這兩種類型的議會內閣制有何異同？試舉例說明之。  

二、 美國政黨在立法過程中，透過黨團會議(Caucus)、委員會(Committee)、議

場領袖(Floor Leaders)以及黨鞭(Whips)影響立法，請詳細說明何謂黨團會議、委

員會、議場領袖、黨鞭。  

三、 政治學中討論到人權時(Human Rights)，常說「政府又是敵人，又是盟友」

(Government as Both Enemy and Ally)，請加以詳細討論這句話的意涵。  

四、 解釋名詞  

1. 政治疏離(political alienation)  

2. 政治利益團體(political interest group)  

3. 阻撓立法(Filibuster)  

4. 自由主義(Liberalism)  

5. 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中國文化大學八十六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  

所(組)別：中山學術研究所     考試科目：經濟學  

一、何謂海外投資？進行海外投資對於投資國、接受國有何影響？請討論其經濟

效果。  

二、何謂通貨膨脹？為何發生通貨膨脹？用什麼方法才能抑制通貨膨脹？  

三、決定一國國家之所得水準是哪些因素？如果要提高一國國家之所得水準，應

該採用哪一些政策較為適宜？  

四、何謂基芬財(giffen’s goods)？用圖來說明此種財貨之性質。  

  

 

 

 

 

 

 

 

 

 

 

 

 

 

 

 

 

 

 

 

 

 

 

 

 

 

 

 

 

 



中國文化大學八十六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  

所(組)別：中山學術研究所     考試科目：社會學  

一、 試解釋下列各名詞  

1.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形象互動論)  

2. Social role (社會角色)  

3. Social mobility (社會流動)  

4. Cultural Inertiation(文化惰性)  

5. Urbanization(都市化)  

6. Social organization(社會組織)  

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政治社會化)  

8. Manifest function(顯性功能)  

二、 改革社會風氣，當以轉變社會態度為首要，就態度養成與轉變之過程，試

述如何來改變社會風氣。  

三、 何謂生活程度，試述如何來比較兩國生活程度之高低。  

四、 何為社會，試述人類社會團體所具有之共同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