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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

� 政治系統的基本概念

� 政治系統之構成

� 轉換與均衡

� 政治系統論的演變



政治系統基本名詞的定義

� 環境（environment）

� 投入（inputs）

� 需求（demands）

� 支持（supports）

� 轉化（conversion）

� 產生（outputs）

� 回饋（feedback）



政治系統略圖



政治系統論的演變

� 從一九六○年代以降，政治系統理論成為分析政治
現象的主要途徑，一度取代了傳統以國家
（state）為分析政治的單位。

� 阿蒙於一九七八年新版的「比較政治」一書中，提
出了一個用於全面比較目的之系統概念架構，成為
政治系統迄今最為詳盡的解析。

� 在一九七八年的勾劃中，阿蒙曾就社會經濟實效何
在，進而以「政治福祉」（Political Goods）這
一概念表現之。

� 自八○年代以來，政治學者不僅重視國家角色，也
注重政治對經濟活動的影響，這就是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途徑被重視的原因。



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理論

派森斯（T. Parsons）的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理論，又被稱為結構功能途徑
（structural-functional approach）的分
析架構，基本假定是：

� 強調整個系統為分析的單位；

� 某些特定功能為維持整個系統的必要條件；

� 注意去顯示整個系統中各不同結構功能上的
相互依賴性。



「結構功能途徑」的輸入與輸出功能

� 輸入功能

�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

� 政治甄補（political recruitment）

� 利益表達（interest articulation）

� 利益匯集（interest aggregation）

� 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輸出功能

� 規則制定（rule-making）

� 規則適用（rule-application）

� 規則裁決（rule-adjudication）



政治系統所牽涉的三個層面

� 系統功能
� 政治甄拔（Political Recruitment）
�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
� 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過程功能
� 利益主張（Interest Articulation）
� 利益匯集（Interest Aggregation）
� 政策做成（Policy Making）
� 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

� 公共政策
� 汲取（Extractions）
� 分配（Distributions）
� 規約（Regulations）
� 符號（Symbols）



分析性概念架構圖



分析性概念架構的缺點

� 嚴重限制政治領域的廣度與深度；

� 不當割裂政治系統與其他社會系統間有機聯
貫的因果關係；

� 將政治過程非政治；

� 低估國家機構在政治過程中的主動積極角
色。



國家機關（政府）的三種類型

歐特（Iames E. Alt）與克里斯朵（K. 
Alec Carystal）對國家機關（政府）的本
質分為三類型：

� 保護性（protective）國家機關

� 生產性（productive）國家機關

� 汲取性（exploitative）國家機關



The End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