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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5B18-1《行政學大意題庫攻略》修訂表 

適用於【三版2018/08/13】 
 

頁數 勘誤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第一部分

p.8 
第 6 題 

6.科學管理的五大重要原則，不包括下列何者？ 

(A)系統化 (B)計畫劃化 

(C)協調化 (D)人性化 

6.科學管理的五大重要原則，不包括下列何者？ 

(A)系統化 (B)計劃化 

(C)協調化 (D)人性化 

誤植 

第一部分

p.131 
第 3 題答案 B A 誤植 

第一部分

p.131 
第 6 題答案 A B 誤植 

 

第一部分主題式分類題庫 P106 ~P107 第 32 題之後解析題號錯置，更正如下： 

32.  零基預算將每一項業務都視為個別的 decision packages，再以系統化分析評估各個決策案的重要程度和優先順序。 

33.  (A)傳統預算：量入為出、收支平衡。 

(B)複式預算：以長期預算平衡為中心。 

(D)績效預算以工作計畫為中心。 

34.  消化預算陋習為傳統預算制度之弊端。 

35.  傳統預算包含總額預算與項目預算，以「控制」為中心。 

36.  (B)為傳統預算採漸進途徑之決策模式，而零基預算講求「一切重零」開始。 

37.  設計計劃預算制度對機關的長期目標有明確的設定，對長期經建計畫資源負擔的判斷具有明確的指標，故不限於一年一

度的預算，可以延續數個年度。 

38.  設計計畫預算三步驟：目標設計、計畫擬定、預算編列。 

39.  (B)零基預算制度將國家收支排成各種決策案。 

40.  績效預算以「管理」為中心。 

41.  零基預算需有充足的專門人才與完善的資訊管理系統做為後盾。 

42.  零基預算制度將各個業務或活動分別排成各種決策案。 

43.  設計計畫預算重視長程計畫，而非短期。 

44.  各決策案優先順序難以排列，且過程複雜。 

45.  零基預算：Zero Basis Budgeting System。 

46.  決算法第 26 條：審計長於中央政府總決算送達後三個月內完成其審核，編造最終審定數額表，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 

47.  第一預備金：於單位預算中設置之，以經常性支出總額百分之一為限。 

第二預備金：於總預算內設置，其數額視財政情況決定之。 

48.  依預算法第 64 條規定：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有不足時，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轉請中央主計機關備案，

始得支用第一預備金，並由中央主計機關通知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 

49.  (A)行政效率的目的：財務行政強調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效果，不得浪費。同時，財務行政應便利各種行政措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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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行政計畫。 

(C)財政收入的目的：有財政收入方可順利推展政府的各項施政措施。 

(D)經濟繁榮的目的：財政收支除供公務上的運用，更可促使國家資源能作最有效的利用，以發展經濟。 

50.  依預算法第 2 條規定：各主管機關依其施政計畫初步估計之收支，稱概算；預算之未經立法程序者，稱預算案；其經立

法程序而公布者，稱法定預算；在法定預算範圍內，由各機關依法分配實施之計畫，稱分配預算。 

(更新日期：201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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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紀錄 

2018/08/27 新增第一部分第 8 頁勘誤。 

2018/09/05 新增第一部分主題式分類題庫 106、107 頁勘誤。 

2018/09/11 新增第一部分 131 頁勘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