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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的關鍵概念》

内容概要

概念是我們進行思考、批判、論辯、解釋與分析時使用的「工具」，政治學中的概念則是我們理解政
治現象的基本素材。當我們要理解人類的政治現象時，必須要先掌握政治學中的關鍵概念。然而，政
治學中許多概念的意涵卻經常隱晦不明而陷入爭議，而政治上的許多爭論，往往就是在激烈爭奪相關
政治概念的政統意義。
本書對政治學中的重要概念提供了重要且廣泛的指引。對於政治學中的重要概念，本書皆進行清晰且
完整的界定，並且進一步介紹各個概念的在理論界與實務界的重要性及其被運用的情況。
《政治學的關鍵概念》是想要了解政治學的讀者不可缺少的必備讀物，也是讀者在研讀本書作者所著
的教科書《政治學》時最佳的輔助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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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海伍德（Andrew Heywood）
海伍德（Andrew Heywood）教授是英國克羅伊登學院（Croydon College）副校長。他還著有《政治學
》、《政治的意識型態》、《政治理論》等書，目前也是英國國家考試「政府及政治」科目的A級典
試委員。
──譯者簡介──
●蘇子喬
現任：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博士後研究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憲政法制組特約研究員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法律系雙學士（1997）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2000）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博士（2007）
經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比較政治、比較憲政制度與政治經濟學
譯作：《比較政治—理性、文化與結構》
《比較政治與政治經濟》（皆五南出版）
研究論文曾發表於《台灣民主季刊》、《政治學報》、《憲政時代》、《美歐季刊》、《當代》等期
刊

Page 3



《政治學的關鍵概念》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政治概念的運用與濫用
導言
何謂「概念」？
規範性與描述性概念
爭辯中的概念
詞彙與事物本身
如何使用本書
第二部份　基本概念
權威（Authority）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共識（Consensus）
政府/治理（Government/Governance）
人性（Human Nature）
意識型態（Ideology）
法律（Law）
左派/右派（Left/Right）
正當性（Legitimacy）
秩序（Order）
政策（Policy）
政治（Politics）
權力（Power）
主權（Sovereignty）
國家（State）
第三部分　意識型態
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基督民主主義（Christian Democracy）
共產主義（Communism）
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保守主義（Conservatism）
生態主義（Ecologism）
法西斯主義（Fascism）
女性主義（Feminism）
自由主義（Liberalism）
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
馬克思主義（Marxism）
納粹主義（Nazism）
新左派（New Left）
新右派（New Right）
種族主義（Racialism/Racism）
宗教基本教義派（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
社會主義（Socialism）
第三條路（Third way）
托利主義（Toryism）
第四部分　研究方法
行為主義（Behaviouralism）
辯證（Diale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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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Discourse）
經驗主義（Empiricism）
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
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
理想主義（Idealism）
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
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
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理論（Political Theory）
實證主義（Positivism）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理性主義（Rationalism）
現實主義（Realism）
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
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
第五部分　政治價值
課責性（Accountability）
自主（Autonomy）
公民資格（Citizenship）
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
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社群（Community）
同意（Consent）
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
民主（Democracy）
平等（Equality）
自由（Freedom）
人權（Human Rights）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正義（Justice）
領導（Leadership）
功績制度（Meritocracy）
中立（Neutrality）
義務（Obligation）
財產（Property）
代表（Representation）
責任（Responsibility）
權利（Rights）
容忍（Toleration）
傳統（Tradition）
福利（Welfare）
第六部分　政治體系
專制主義（Absolutism）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資本主義（Capitalism）
集體化（Collectivisation）
協和主義（Consoci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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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主義（Corporatism）
獨裁（Dictatorship）
菁英主義（Elitism）
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
軍國主義（Militarism）
議會內閣制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家父長制（Patriarchy）
多元主義（Pluralism）
民粹主義（Populism）
總統制政府（Presidential Government）
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
革命（Revolution）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第七部分　政治結構
國會兩院制（Bicameralism）
人權條款（Bill of Rights）
官僚條款（Bureaucracy）
內閣（Cabinet）
聯合（Coalition）
委員會（Committee）
憲法（Constitution）
選舉（Election）
行政部門（Executive）
性別（Gender）
霸權（Hegemony）
司法機關（Judiciary）
託付（Mandate）
市場（Market）
大眾傳播媒體（Mass Media）
君主政體（Monarchy）
反對勢力（Opposition）
議會（Parliament）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政黨（Political Party）
總統（President）
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
閣揆（Prime Minister）
種族/族裔（Race/Ethnicity）
公民投票（Referendum）
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
第八部分　政治層次
中央集權 / 地方分權（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中央授權（Devolution）
聯邦主義（Federalism）
全球化（Globalization）
帝國主義（Imperialism）
政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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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
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民族（Nation）
民族國家（Nation-State）
民族主義（Nationalism）
愛國主義（Patriotism）
區域主義（Regionalism）
基層化（Subsidiarity）
超國家主義（Supra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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