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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民政 

科 目：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1985 年代以來，相關國際組織陸續通過「歐洲地方自治憲章」、「世界地方自
治宣言」，以及提出「世界地方自治憲章草案」等作為反應全球化對地方自治
的衝擊。請說明 30 餘年來全球地方自治發展的趨勢。 
【解題關鍵】 

 
 

 
 

【擬答】 
面對強調「全球思維，在地行動」（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或
「全球在地化」的時代，地方政府需積極累積自我地方治理能力，才足以型塑出
屬於自我在地特質的藍海策略，確保城市競爭力。茲就題意，說明30餘年來全球
地方自治發展的趨勢如下： 

 
在都市化方面，府際關係上將面臨愈來愈多都市及區域發展的協調問題，以及
都會區府際合作治理機制建立的問題。 

 
在全球化趨勢影響下，各國府際關係也將面對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關係緊張的問
題，以及跨國企業或國際組織直接跳過全國政府與地方政府城市交流的問題。 

 
在歐洲化效應帶動下，歐盟組織對各國府際關係體制運作會產生何種直接或間
接的影響。 

 
在新式實質需求方面，各國府際關係愈來愈強調地方政府管理系統與社區夥伴
之間的關係，如何整合各部門、吸納地方民間社會資源來強化地方治理的能力
，以解決地方社區問題。 

 
最後在新式參與需求上，公民參與府際治理過程體制如何建立，地方民主治理
系統是否已產生重大改變等。 

綜上所述，從地方自治到地方治理，其內涵可能受到重要因素影響係面臨的五大
趨勢的衝擊，即都市化、全球化、歐洲化、新式實質需求、新的參與需求等，諸
多問題考驗著當今各國地方政府，要求重視府際治理網絡的構築，甚至已成為府
際關係發展上的研究課題。 

二、請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比較分析直轄市政府與縣(市)政府在組織編制、
員額及人事任用權上之差異。 
【解題關鍵】 

 
 

(市)組織編制、員額及人事任用權。 
(市)規定之差異。 

 
55、56。 

10、11、14、15、16、22、23 條。 
【擬答】 

依據我國地方制度法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之規定，直轄市長有較大之組織編
制、員額及人事任用權權限，縣市長次之，鄉鎮市長則再次之。茲依題意，分述
說明如下： 
組織編制： 

直轄市：直轄市政府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人口未滿 200 萬人者，合計
不得超過 29 處、局、委員會；人口在 200 萬人以上者，合計不得超過 32 處
、局、委員會。 
縣(市)：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除主計、人事及政風單位依專屬人
事管理法律設立外，依下列公式計算之數值及相對應之機關單位數，定其
設立總數：〔各該縣(市)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口數÷10,000×80％〕+〔
各該(市)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土地面積（平方公里）÷10,000×10％〕+〔
各該(市)前三年度決算審定數之自有財源比率之平均數×10％〕。 
依公式計算所得數值，縣(市)政府得設立之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總數
，舉例如下：數值未滿二者，不得超過十三處、局；數值在七十六以上者
：不得超過二十三處、局。 

 
直轄市：直轄市政府之員額總數，除警察及消防機關之員額外，依人口數多
寡分別設置，例如人口總數在 125 萬人以上，未滿 175 萬人者，不得超過
6500人。 
(市)：縣(市)政府除警察及消防機關之員額外，以中華民國 88 年 7 月 1 日

之編制員額總數，為其總員額基準數。以該基準數加分配增加員額之和，為
各該縣(市)政府員額總數。除人口數多寡外，尚考量面積、自主財源。 

 
直轄市： 

2 人，襄助市長處理市政；人口在 250 萬人以上之直
轄市，得增置副市長 1 人，職務均比照簡任第 14 職等，由市長任命，並報
行政院備查。 

風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其餘職務均比照簡任第 13 職
等，由市長任免之。 
(市)： 
縣(市)政府置副縣(市)長 1 人，襄助縣(市)長處理縣(市)政，職務比照簡
任第 13 職等；人口在 125 萬人以上之縣(市)，得增置副縣(市)長 1 人，均

由縣(市)長任命，報內政部備查。 
(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人事、警察、稅

捐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其總數 1/2，得列政
務職，其職務比照簡任第 12 職等，其餘均由縣(市)長依法任免之。 

綜上所述，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將直轄市與縣(市)間設定過大差距，以致造成
厚直轄市輕縣(市)之結果，無論在組織編制或員額總數的設計上，縣(市)均較直
轄市不足，應予以調整。 

三、請說明我國民主革新以來地方自治的重要發展趨勢。 
【解題關鍵】 

 
 

 
 

【擬答】 
我國地方自治之發展可追溯自民國39年，並依地方自治實施之依據，大致可分為
「自治綱要時期」、「自治二法時期」、「地方制度法時期」等三個時期，茲就
我國民主革新以來地方自治的重要發展趨勢，分段說明如下： 

 
過去地方自治不需考量區域以外之公共事務，然而，自從全球氣候變遷、金融
海嘯、世紀貿易組織、網際網路與通訊科技出現後，全球化席捲各國中央政府
，更衝擊我國地方自治事務的處理。 
從中央放權到地方攬權： 
數十年前，台灣屬於威權體制，尚未實施政黨政治，地方只是中央的下屬機關
，惟地方公職由民選產生後，具地方民意基礎，要求中央放權與放錢之聲浪越
來越強，加上國家事務日趨複雜，非中央所能獨治，中央放權到地方攬權，必
然成為地方自治之發展趨勢。 
從大有為政府到小而能政府： 
過去地方政府認為「服務越多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而近年政府再造運動
主張「管理最好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各地方政府紛紛建構扁平式組織型
態，以最少人力、最有效的方法為民眾提供更多的優質服務。 
從地方自治到地方治理： 
地方自治是以「政府」為中心，地方事務決定由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立法機關
基於政治制衡原則推動，民間社會僅扮演被管制者或受支配者的角色；而近年
來紛紛出現地方治理的新觀念，其以「社會」為中心，認為公民社會、非營利
組織、與市場對公共事務影響層面越來越廣，地方事務必須由政府與民間共同
來協力完成。 

我國地方自治之實施係自民國39年開始，惟其間爭議不斷，包括中央與地方垂直
的府際爭議，例如精省爭議、台北市健保爭議、里長延選爭議等，地方政府間水
平爭議更是不勝枚舉，實施自治之優劣，可謂利弊參半，而夥伴關係建立乃問題
解決之重要途徑。 

四、當代公共行政的主流思想，是建立一套以公民治理為中心的新公共服務理念。
其中，社區又占據重要的公民治理地位。請說明新公共服務理念的社區觀有那
些？(10分)並論述我國社區公共服務圖像的特點與治理課題。(15分) 
【解題關鍵】 

 
 

 
 

 
新公共服務有關社區部分之理論概念 

【擬答】 
「新公共服務」主張政府應該以「服務」取代「導航」（steering），強調民主
行政、市民社會的重要性。相關研究也發現過往的政府再造運動呈現使用市場模
型多於政治社會模型，強調顧客多於市民、過於強調企業精神管理的光環，因而
呼籲應環顧政治與社會面的公共精神與公共參與的問題。茲依題意所示，分述說
明如下： 
新公共服務理念的社區觀： 
新公共服務是一套主張政府應落實為公民服務並肯定公民權利、公民社會、民
主行政等價值的公共服務理念，而社區扮演重要角色，其社區觀如下： 
社區是公民治理的基礎，也是落實公民參與的溫床。 

 
是一個公共利益匯集與分享、共識與行動的場域。 

 
 

會具體而微的典範。 
我國社區公共服務圖像的特點與治理課題： 

 
區公共服務內涵豐富化與多元化。 

 
 

 
與意象日益深植。 

目前社區仍待解決之治理課題： 
區資源的斷續導致社區活力的失落。 

與社區失靈現象瀰漫。 
 

 
自治自主之名卻實為「由上而下」的政府主導與操控。 

綜上所述，發展社區導向的公共服務整合模式甚為迫切，特別在這公民至上、社
區優先的年代，紮根社區、發展出以社區公民治理為導向的公共服務模式，更是
政府民主行政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