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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類  科 ：一般民政 
 科  目 ：地方自治概要 
 考試時間 ：1小時 30分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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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論題部分：（50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試論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有何差異？（25分） 

二、地方政府依法應作為而不作為，致嚴重危害公益或妨礙地方政務正常運作時，應如何處

理？（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6402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Ｂ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直轄市、縣（市）決算案應於會計年度結束後四個月內提出於該管審計機關，審計機關應於決算送達後多久，完成審

核，編造最終審定數額表？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2 在新管理體制理論中（new managerial regime theory），管理體制建立（managerial regime-building）的核心概念是一

種： 
行動者在互動、協調時所展現的權力關係 由上而下的社會控制 
零和遊戲  維護既有現狀的制度 

3 縣（市）議會之組織，由內政部擬訂準則，報行政院核定；各縣（市）議會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後： 
報行政院核備 報內政部核定 報內政部核備 報各縣（市）政府備查 

4 近年來，在地方政府績效管理上引進一種新的工具，強調學習良好典範，以建立最佳價值體系，進而提升公部門之行

政效率。此工具的正式名稱為何？ 
創新學習 標竿學習 服務學習 永續學習 

5 在地方政府治理能力的評估指標中，有關績效的具體指標，一般而言下列那一項是不能包含在內的？ 
民眾的滿意度 政府被投訴情形 公民參政情形 公務人員的政黨傾向 

6 依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規定，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為多少層級為限？ 
一層級  二層級  
三層級  屬於地方自治事項，由直轄市政府依需要決定之 

7 地方政府間處理跨區域的事務時，依地方制度法規定，應如何辦理？ 
各地方政府自行處理  由上級監督機關統籌辦理 
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共同辦理 由內政部統籌指揮辦理 

8 各縣市積極爭取升格為直轄市，希望爭取更多實質上的效益，下列那一項不是升格為直轄市的實質效益？ 
增加財政收入 擴增人事權 增加機關單位數 增加自治事項 

9 下列何者非屬於桃園縣政府之自治事項？ 
桃園縣都市計畫之擬定、審議及執行 桃園機場之經營與管理 
桃園縣公用及公營事業管理  桃園縣河川整治及管理 

10 台北市政府為辦理自治事項，請問可就下列那些國稅全部附加徵收？ 
關稅、貨物稅 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 遺產及贈與稅、貨物稅 加值型營業稅 

11 下列陳述何者錯誤？ 
我國為單一國   
省非地方自治團體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辦理自治事項，不必執行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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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有關自治條例之敘述，何者正確？ 
自治條例為地方自治團體的單行性法律 自治條例僅需由地方行政機關依法訂定即可 
自治條例不得定有罰則之規定 地方立法機關不得提議制定自治條例 

13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辦理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發生疑義時，

得聲請何者解釋之？ 
行政院 內政部 立法院 司法院 

14 依地方制度法第 25條規定，自治法規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者，稱之為： 
自治條例 自治規章 自治規則 自治憲法 

15 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理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力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謂之： 
委辦 委任 核定 備查 

16 在公民治理之要求下，地方政府欲營造與公民之信任關係，宜將公民定位在： 
消極的接受者  本位利益提出要求的顧客 
承擔相對權力與責任的參與貢獻者 間接的監督者 

17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相關規定，開徵特別稅課、臨時稅課或附加稅

課。但對何種事項不得開徵？ 
轄區內之交易  轄區內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 
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 有利國家整體利益或其他地方公共利益之事項 

18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政府組織為求更彈性需求，除改變原有官僚架構外，在分權化層面可分三方面的作為：政治分權、行政分權、

組織分權 
地方府會關係係指地方立法機關與地方行政機關的關係 
地方政府可運用現代化的資訊科技，以建構公民參與的網路，其中具體的作法包含：電子民意信箱、線上公共諮

商、網路公聽會 
一般對府際關係的界定，限於同級地方政府之間水平式的互動關係而言 

19 下列何者屬於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 
經濟復甦 空間解嚴 民間參與 企業認養 

20 請問下列那一項敘述是錯誤的？ 
台東縣縣議員可對台東縣縣長提出施政質詢  
嘉義市市長須於市議會定期會時，提出業務報告 
台南縣環保局局長得應台南縣議會之邀請列席說明相關事項 
三重市市長於代表會定期會時，應提出施政報告 

21 近年來民主先進國家紛紛興起地方分權改革之熱潮，下列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美國於 1997 年起推動自由自治體實驗 日本於 2000 年起推動第二次地方分權改革 
英國於 1997 年起推動地方分權與權力下放 法國於 1982 年起推動地方分權改革 

22 下列何者不是地方立法機關？ 
台灣省諮議會 台北市議會 台北縣議會 板橋市民代表會 

23 我國目前台灣省與福建省下轄縣（市）政府的數目共有幾個？ 
 19  21  23  25 

24 下列何者非為地方自治團體？ 
直轄市 縣（市） 鄉（鎮、市） 區 

25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之間不存在有上下階層（hierarchy）的關係，因此國家自不得對地方自治團體行使指揮命令

權，地方自治團體亦非中央政府的派出機關。」此主張旨在強調地方團體對中央之何種機能？ 
順從的機能 媒介的機能 抑制的機能 衝突的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