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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民政 

科 目：地方自治概要 

甲、申論題部份 
一、有關地方自治本質之學說有所謂固有權說、承認說、人民主權說以及制度保障說，請分別說明
其內涵。我國實務上對地方自治本質之見解係採何種學說，請舉例並加以說明。（25分） 

【解題關鍵】 
 

 
 

 
 
、承認說、人民主權說、制度保障說。 

498、550、553號解釋。 
【擬答】 

地方自治之保障雖為近代普世價值，但就地方自治權自何而來，又是否有其限制或界限，學界有
「固有權說」、「承認說」、「人民主權說」、「制度保障說」之不同看法。茲就題意，分段論
述說明如下： 

 
固有權說：又稱獨立說、固有權利說，主張自治權乃是地方固有的權利，而非來自於國家的賦
予，符合地域共同體先於國家而存在之歷史事實。認為地方具有不可剝奪的自治權，對地方
自治的保障最為優越。 

又稱委任說、傳來說、國家授與說，此說認為基於主權國家理論，地方之法人格、區
域與權能，係由國家所賦予，並非地方所固有，此種說法較能解釋各國歷史經驗，與近代各
國法制現實相符。 

保障人權，地方在原則上有權自主行政，而在住民自治的場合，基於人民主權的要求，各種
直接民主以及住民參加等制度，應給予更積極的保障，其在權限分配上，更主張地方優先、
上升分配。 

自國家之承認，但主張國家即使依法令亦不得隨便侵害地方自治之核心，亦即地方自治之本
質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用以防止立法機關以法律或行政機關以命令，任意侵害地方自治團
體權限。 
我國實務上對地方自治本質之見解係採制度保障說： 

依我國大法官會議解釋第498、550、553號之見解，我國係採制度性保障說，舉例說明如下： 
498 號解釋：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能

，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產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
事務，或行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
係。 

550 號解釋：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乃涉及財政自主
權，固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但於不侵害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限度內，基於國家整體施政
之需要，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全民健康保險事項，中央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
，尚非憲法所不許。 
依釋字第 553 號解釋：台北市為憲法第 118 條所保障實施地方自治之團體，行政院撤銷台北市
政府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之決定，涉及中央法規適用在地方自治事項時具體個案之事實認定、
法律解釋，屬於有法效性之意思表示，係行政處分。台北市政府有所不服，乃屬與中央監督
機關間公法上之爭議，為確保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功能，該爭議之解決，自應循行政爭訟程
序處理。 

我國大法官對「制度性保障說」之肯認，確實值得喝采，但制度本質的核心領域為何，
存在無法明確界定之障礙，容易導致中央任意侵害地方自治之核心領域，相關制度設計、法
規配套，宜求完整，以免造成地方權限為中央吸取的空洞化危機。 

二、依憲法及法律之規定，中央與地方或地方自治團體間，若發生權限、事權及自治監督爭議時，
有那幾種解決模式?請說明之。（25分） 

【解題關鍵】 
 

 

允許，則每段舉一例即可。 
 

 
111條。 

21、30、43、75、70、77。 
4條。      37條。 

【擬答】 

依憲法及法律之規定，中央與地方或地方自治團體間，若發生權限、事權及自治監督爭議時，有
政治、行政、法律、財政等解決模式，茲依題意所示，分述說明如下： 
政治解決模式： 

又稱政治協商解決模式或立法解決模式，係指透過立法院朝野政治協商之方式來解
決爭議，舉例如下： 
依憲法第 111 條：除第 107 條、第 108 條、第 109 條及第 110 條列舉事項外，如有未列舉
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
之性質者屬於縣。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 

77 條第 1 項前段，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
院會議決之。 

當事人，由立法院協商則有球員兼裁判問題。 
行政解決模式： 

又稱自治監督機關解決模式，係指透過上級自治監督之行政機關來解決爭議，舉例
如下： 

77 條第 1 項後段，縣與鄉(鎮、市)間，自治事項遇有爭議時，由內政部會
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之。 

21 條規定，地方跨域事項若發生爭議，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
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 

制度檢討：易受黨派因素影響，上級難為客觀公平之處置，且若透過行政協商手段改變法律規
定，似有牴觸或逾越法律之嫌。 
法律解決途徑： 

又稱司法解決模式，係指透過司法機關行政訴訟或司法解釋知方式來解決爭議，舉
例如下： 

4 條規定，地方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不服訴願決定，得於決
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於窮盡訴訟之審級救濟後，亦非不得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聲請解釋憲法或
統一解釋法令。例如依地方制度法第 30、43、75 條規定，地方自治法規或議決事項被函
告無效或辦理事項遭撤銷、變更、廢止、停止執行，地方均得依法聲請司法解釋。 

制度檢討：司法消極被動、不告不理，且程序冗長而緩不濟急，而龐大數量之案件，亦可能造
成司法系統不堪負荷。 
財政解決途徑： 

係指透過法律對於財政支出之劃分來解決爭議，舉例如下： 
70 條，中央費用與地方費用之區分，應明定由中央全額負擔、中央與地方

自治團體分擔以及地方自治團體全額負擔之項目。中央不得將應自行負擔之經費，轉嫁予
地方自治團體。 

37 條，針對各級政府之財政支出、自治事項、委辦事項、共辦事項之經費
負擔進行劃分。 

制度檢討：缺乏程序參與機制，且財政支出受權限劃分影響，協力共辦事項經費按比例分擔，
缺乏明確標準，在實務操作上仍具爭議性。 

對於權限爭議之解決，在我國憲政機制之設計上，雖有以上諸多解決模式，惟各模式均
有其不可避免之缺失。因此，與其事後消極的解決爭議，不如事前積極建構協力合作的夥伴
關係，以符政治發展需要。 

乙、測驗題部份：(50分) 
  何種民選人員選舉期間經二次受理候選人登記，無人申請登記時，得由鄉（鎮、市、區）公

所就符合資格之民眾遴聘之？ 
  

   
  直轄市總預算案，如不能依規定期限審議完成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務之收支 

 
 

  地方自治團體對於上級監督機關所為代行處理之處分，如認為有違法時，應如何處理？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縣統籌分配鄉（鎮、市）款項之分配辦法，其中依公式分配之款

項，不得低於可供分配總額之百分比為： 
    

  下列有關直轄市、市集縣轄市設置標準之敘述、何者正確？ 
200 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

設直轄市 
150 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

設直轄市 
50 萬人以上未滿 125 萬人，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 
15 萬人以上未滿 40 萬人，且工商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

全之地區，得設縣轄市 
  下咧有關地方自治之敘述，何者錯誤? 

 
體自治與住民自治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如有違背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
應如何處理？ 

 
 

 
 

  自治法規與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出現有無牴觸之疑義時，得聲請下列那個機關解釋之？ 
    

  縣（市）議會要議員多少人以上之請求，方得召集臨時會？ 
    

  縣（市）長辭職、去職或死亡者，其所遺任期至少需剩多久，始辦理補選？ 
    

  縣（市）、鄉（鎮、市）依其他地方特色及資源，所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事業，稱之為： 
    

  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函送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地方行政機關收到後，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依第 39 條規定提起覆議、第 43 條規定報請上級政府予以函告無效或聲請司法院解
釋者外，應於幾日內公布？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下列有關地方自治團體改制直轄市之敘述，何者正確？ 

(市)擬改制為直轄縣市者，縣(市)政府得擬訂改制計畫，經縣(市)議會同意後，由內政部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 

(市)擬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共同擬訂改
制計畫，逕送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3 個月內，陳報行政院核定 
3 個月內核定之 

  司法院釋字第 498 號解釋：「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此係源自下列何種學說作為地
方自治之基礎？ 

    
  村、里、鄰的設置，是以下列何者為計算基礎？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

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是指下列何種事項？ 
    

  鄉(鎮、市)改制為區者，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民代表，除依法停止職權者外，由
直轄市長聘任為： 

    
  直轄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或一級機關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的包括：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議會對於縣(市)政府移送之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其原決議： 
    

 (市)政府依法執行 
  下列何者非地方公職人員被解除職務或職權之原因？ 

直轄市長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經法院判決選擇無效確定，致影響其當選資格者 
(市)長因罹患重病，致不能執行職務繼續 6 個月以上者 

6 個月以上者 
(市)議員連續未出席定期會達二會期者 

  下列有關地方自治團體自治規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將現行中央機關辦理之業務，以地域性與親近性等因素「業務下放」，是基於下列那一項政
策？ 

    
  地方稅法通則規定臨時稅課之課徵年限最多幾年？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依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規定，地方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應先

如何辦理？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在一般情況下，彰化市公所依據彰化縣自治條例授權所訂定之自治規
則，於發布後，應函送下列機關備查或查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