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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一般民政 

科 目：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請分析比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差異，並闡述地方政府組織的基本特性。（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難度低，屬於基本概念比較題型，得分關鍵在於完整比較兩者不同，掌握其間差異。 

建議第 段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差異，第 段則可說明地方政府組織的基本特性。 

【擬答】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存在許多不同，而其間最大差異則在於中央政府係國家主權之代表者，

不僅要對內使各地方能均衡發展，更要肩負起對外提升國家競爭力之重責大任。茲就題意，分

述如下：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差異： 

區域廣狹：凡國家統治機關管轄區域及於全國領土之全部即為中央政府；僅及於全國領土

中之一部分則為地方政府。 

統治權來源：凡國家統治機關權力由憲法所授與，不得由國家任何機關予以任意變更即為

中央政府；其統治權力由中央法令所授與，而得由中央酌情予以伸縮變更則為地方政府。 

管轄事務性質：凡國家統治機關管轄事務涉及全國人害關係或關係整個國家利益即為中央

政府；僅涉及地區部分人民的利害關係或僅涉及地區利益則為地方政府。 

有無主權：主權是國家至高無上、獨立自主的權力，乃最高統治權，具有主權即是國家的

最高權力機關，對外代表國家，對內代表人民，不受任何其他的權力支配，此即中央政府，

反之為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組織的基本特性： 

地方政府組織管轄範圍限於特定區域：地方政府組織係因實施地方自治，組成公法人團體

之結果，因而其管轄範圍限於自治區域內。 

地方政府組織就其自治高權有專屬排他的權利：地方政府組織由國家分享而來的統治權，

具有專屬、排他的特性，在依法行政之前提下，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涉。 

地方政府組織辦理事項以自治事項為主：地方依法應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委辦事項，故地

方政府組織辦理事項係與居民直接相關之自治事項為主。 

地方政府組織因地制宜而有不同型態：地方因歷史背景、產業類型、自然環境而有不同樣

貌，地方組織所設置之機關單位，在符合中央統一框架下，各自展向不同風貌。 

綜上所述，地方自治之實施，使各地方政府因應地方事務性質之差異，而設置不同的組織

型態，此乃因地制宜的具體展現。惟我國實質上仍屬單一制國家，各地方政府組織仍有統一性

的框架，而須受中央法規所拘束。 

 

二、請說明各種不同地方府會關係的內涵，並分析我國地方制度法下的府會關係。（25 分） 

【擬答】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屬傳統考題之類型，須整合地方制度法相關條文規定，在作答時間有限的情況下，而條文

不少的情況下，作答時間將被壓縮，建議在引述條文內容時儘量能精簡擇要敘述即可。 

建議第 段簡要敘述，而本題搶分關鍵則在第 段，應就現行條文說明行政權所具有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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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法條》 

釋字第 498號解釋。 

地方制度法第 35至 49 條。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地方政府與政治 

書編：2AH19 

章節出處：第柒篇第四章 府會關係，頁 7-210-211、7-215-216。 

作者：劉秀 

【擬答】 

依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498號，地方居民可依法選出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兩者間並有權責

制衡之關係，這種互動機制設計即學理上所稱之府會關係。茲依題意，分述說明如下： 

地方府會關係的內涵： 

依地方制度法第 35、38、39、40、42、48、49 條等，兩者互動關係如下： 

提案與議決：地方立法機關得議決地方行政機關提案事項，透過集體行使議決權之方式來

監督地方行政機關。 

議決與執行：地方行政機關對地方立法機關之議決案應予執行，如延不執行或執行不當，

地方立法機關得請其說明理由。 

覆議與反覆議：地方行政機關對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 30日內，

就窒礙難行部分敘明理由送請覆議。 

預算提出與審議：地方行政機關應於法定期限內，將總預算案送達地方立法機關，地方立

法機關應於會計年度開始 1個月前審議完成。 

決算案之提出與審核：地方行政機關就地方決算案，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一定期限內向審

計機關提出，並經地方立法機關審核。 

報告與質詢：地方立法機關定期會開會時，首長及主管應提出施政報告，地方立法機關成

員有向各該首長或主管質詢之權。 

邀請列席說明與備詢：地方立法機關大會、委員會或小組開會時，對特定事項有明瞭必要

者，得分別邀請地方首長、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列席說明。 

其他互動關係：例如依地方制度法第 6條規定，地方行政機關欲變更地方名稱，須經地方

立法機關通過。 

我國地方制度法下的府會關係：  

依我國地方制度法規定下之府會關係，行政機關實具有許多反制力量，進而使行政權享有較

多的優勢： 

同級行政權的優勢：  

覆議制度設計：雖然地方制度法第 38條明定各級地方政府對於議會或代表會之議決案

應予執行，然而地方行政機關亦擁有同法第 39條之覆議權來相抗衡。固然議會(代表會)

仍可以再經由表決方式堅持原決議，但實際上卻面臨處理時間短、否決門檻高（三分之

二）等問題。 

函復制度設計：地方制度法第 39條將議員（代表）提案，以及人民請願案之議決事項，

排除在覆議範圍外，即地方行政機關執行有困難時，只需敘明理由函復議會（代表會）

即可，此將產生「削弱地方立法機關提案權威性」的副作用。 

上級行政權的優勢：  

協商者：例如地方制度法第 38條、第 40 條，當議決案、預算案發生爭議，地方立法機

關與地方行政機關必要時，都可邀請上級行政機關對府會僵局進行協商。 

仲裁者：例如地方制度法第 40條第 4項，地方總預算案在年度開始後仍未完成審議，

且經協商後仍未決定者，則由邀集協商機關逕為決定。 

指揮監督者：例如地方制度法第 43條，針對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自治事項違反法律優位

原則時，上級得予以無效之函告。 

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權力間分立運作與權責制衡的運作關係，依地方制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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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存在許多互動機制，而府會關係的處理與互動上，除分權與制衡的法律考量外，應建立更

正向且積極的協調合作關係。 

 

三、試就所知分析我國府際財政關係的現況，並依己見提出可能的改善策略。（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是重要必考題型，幾乎是每年命題，但是問法會有些許差異，請注意看題目問的方式：「須

就法制與運作面分析」，所以要把財政不佳原因分成法制與運作兩段說明。 

建議分兩段說明，第 段法制面，建議針對地制法或財劃法說明。第 段說明地方實務運作上

困境。 

舊題新考要答出新意，破題可提到財政涉及中央地方關係，結尾可略述解決方案。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地方政府與政治 

書編：2AH19 

章節出處：第捌篇第一章 基本概念，頁 8-12〜8-14。 

作者：劉秀 

【擬答】 

我國地方財政問題甚多，又健全或充實地方財政之可行策略方案究竟為何，相信是所有地

方政府所關切之重要議題。茲依題意，分段說明如下： 

法制面上地方政府財政結構普遍不佳之原因：  

稅源劃分集中於中央政府：國家財源長期處於緊縮狀態，而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之權限掌

握在中央，造成地方財源收入長期嚴重不足。 

統籌分配與補助款問題：雖有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等制度作為財政調度之用，惟統籌分

配稅款不足支應需求，而補助款制度則欠缺透明化。 

地方預算及決算未獨立自主：雖然地方預算、決算已漸趨獨立，但中央仍得透過協商或審

計監督干涉地方預算、決算。 

財政過度集權化：全國整體性政策，中央過於主導或管制，導致地方自主空間相對受限。 

中央請客地方買單：中央制定某項優惠政策或通過某個法律鬆綁案，但經費卻由地方支出

或是造成地方收入減短。 

委辦事項由地方編列配合款：中央常將委辦事項任意變更為委任事項，以致增加地方負擔，

造成地方預算相互排擠，導致地方財政陷入困境。 

運作面上地方政府財政結構普遍不佳之原因： 

欠稅、規費與行政罰未積極催繳：地方基於人情壓力、首長未重視或實際人力不足，導致

行政罰鍰、規費件數之收繳率、欠稅清理率逐年下降。 

利益團體及民意代表不當干涉介入：利益團體及民意代表為自身利益結合，透過預算審查、

法案夾帶、召開協調會施壓，影響預算分配、稅捐稽徵。 

地方公庫管理績效不彰：各地方雖設有公庫，但其管理卻績效不彰，導致負債逐年上升。 

公共造產經營不善：由於地方首長不重視，導致公共造產管理經營不善，不但無法增加地

方收入，沉澱成本反使地方財政更加惡化。 

地方收支不平衡：部分地方財政收入與支出之間嚴重落差，由於支出過於繁重，稅收又嚴

重不足，導致收入不足以抵付支出。 

人事支出與經常性支出比例過重：由於地方人事與經常性支出比例過重，導致排擠其他施

政項目。 

硬體建設過多但經營管理不當：地方硬體建設過度開發，空間閒置管理不當，只重視向中

央或上級爭取建設經費，對於公共空間的使用效能卻不重視，導致公共支出的浪費，拼命

爭取財源補助卻不重視財源運用之效率效能。 

綜上，我國地方自治財政問題，主要在於「既患寡又患不均」，目前中央政府舉債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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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對地方之補助採「救急不救窮」政策，要解決地方財政困難根本之道，在於回歸地方自治

財政之自主、自發性，唯有努力自行開闢財源，不再過份依賴上級補助款，始能澈底解決問題。 

 

四、請析論府際關係比較研究的多元面向。（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係屬於理論型考題，而府際關係本來在有許多不同研究途徑，建議在平時準備上可以挑選

國內外兩種不同學者的研究來記憶。 

建議第 段簡要說明「府際關係」定義。第 段論述比較研究的多元面向，可以朝「憲政舞台

的權力互動」、「理性選擇的新制度論」、「財政補助的資源依賴」、「政策執行的網絡管理」四種

不同研究途徑來作答。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地方政府與政治 

書編：2AH19 

章節出處：第玖篇第四章 府際關係，頁 9-84、9-97。 

作者：劉秀 

【擬答】 

府際關係在本質上係針對傳統自治監督關係的揚棄，體現現代政府間相對獨立平等的合作

關係，又稱「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間關係」。茲依題意所示，分述說明如下： 

府際關係之意涵： 

泛指上下層級政府間、平行政府間，或不相隸屬層級不同政府間，為解決共同問題或行政

權力運作時，互動之後所產生的垂直或水平關係。 

府際關係的最佳型態係為一種夥伴關係，亦即國家各級政府間不以法制上的職權隸屬關係

看待對方，而以皆有其獨立功能、各自職權、互相不可取代又需互相依賴的關係建構。 

府際關係比較研究的多元面向： 

府際關係之分析模式，不同學者看法歧異，就比較研究的多元面向方分析，地方自治學界對

府際關係研究的四類常見分析途徑，摘要說明如下： 

憲政舞台的權力互動：府際關係乃是一種權力互動現象，將運作舞台設定在國家內部各個

公共組織間之彼此往來，釐清憲政體制規範、相關行為者、目標價值、權力結構、遊戲規

則、利害得失、環境系絡等諸多運作變數。 

理性選擇的新制度論：乃採新制度論的理性選擇模型，認為府際關係涉及組織與制度的運

作及變遷，並追求中央與地方的特定政策目標，故重點在如何引用新制度論中的組織交易

成本理論，尋求最佳解決方案。 

財政補助的資源依賴：對於任何地方自治團體，財政自主性高低，反映其自治權限大小與

治理能力之強弱，例如我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與財政補助制度之設計與執行，屢見政治考

量，自然不斷引發府際紛爭。 

政策執行的網絡管理：公共政策乃府際關係的互動場域，對各類公共政策議題，主張從府

際關係與府際管理觀點切入分析，尤其如何強化各級政府官僚結構間的溝通協調，早已成

為政策執行研究的核心課題。 

在全球化治理的環境體系下，為提昇國家競爭力，各國政策莫不思索如何將國內資源充分

整合與有效運用，藉以促進社會發展與進步，而中央與地方及地方間策略聯盟或夥伴關係之建

立和運用，不失為一有效整合資源之最佳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