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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別：一般行政 

科 目：公共政策 郭雋  老師 解題 
 
一、當代臺灣的公部門因為民主化的關係，政府推動公共政策以純粹強制手段往往無法達到政策

目標，因此興起政策行銷的專業需求，請問政策行銷活動的特點為何？接著，成功的政策行

銷活動，除了掌握時代脈動及把握行銷的原則以外，需要什麼樣的條件配合？（25 分） 
答： 

政策行銷的意涵： 

「政策行銷」（Policy Marketing）係指採取有效的方法，促使政府機關或執行者，對公共政

策尚在規劃中或已在執行所產生共識的一系列動態過程，其目的在提高政策執行力及成功之

機率。茲就吳定教授的觀點說明如下： 
政策行銷者：泛指政府機關及其所屬行政人員。 
政策行銷是一種動態過程：政策行銷的過程中必須採取有效的行銷策略、方法與工具。 
政策行銷的重點在促進對公共政策的支持與共識。 
政策行銷的目的：政策行銷的目的在於「增進政策執行的成功率」、「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為公眾謀福利」等目的。 

政策行銷的特質： 

當代民主政治，公共政策行銷的主要取向為： 
從「政府導向」走向「消費者導向」。 
從「被動性」走向「主動性」。 
從「資訊獨占」走向「資訊透明」。 
從「威權主義」走向「多元參與」。 
從「單一行銷」走向「團隊行銷」。 
從「勸導服從」走向「民主對話」。 
從「保密性」走向「開誠布公」。 
從「外部行銷」走向「內外兼顧」。 

政策行銷應有的配合條件： 

就行銷管理學的角度來看，政策行銷的過程可區分以下程序或應有的配合條件： 
市場定位必須清楚： 

由於政府服務項目有多元的性質，有些政策以「公益」為目的，也有些是以「營利」為目

的，因此政策行銷應先就政策的目的予以定位，以利往後的行銷作法。 

釐清認定標的人口： 

政策標的人口就是政策的利害關係人，政策執行成敗的關鍵繫乎於政策標的人口是否支持

或反對，確認標的人口並加強與其溝通，將有利於政策執行力。 

市場區分： 

政府可將利益相同者劃分成相似的市場，區隔市場的目的，在於保障消費者並求其服務的

極大化。 

確定推銷的手段與策略： 

政府部門應充分使用其資源的優勢，採取創新的促銷手段，以吸引社會大眾喜歡進入政策

市場並支持政策。 

適應社會政治環境的限制： 

政策執行的過程，經常會受到政治、經濟、法律等限制影響其政策執行力，因此從事政策

行銷時，更應注意這些外在環境的變化及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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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會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民主國家公共政策合法化的必經場域，其存在目的往往被視為是對行

政體系進行政治控制，請討論並說明「官僚體系的政治控制論」有那些說法？再者，國會的

立法行為是政策合法化過程另一個可觀察的焦點，何謂「滾木立法」（logrolling），請舉例

說明之。（25 分） 
答： 

民主體制官僚機構控制論 

民主政治的官僚已經發展到麥迪遜和其同時代的人，所擔心的權力集中的程度，權力集中使

得民主政治是由人民統治的理念有所落空。因此，產生討論在民主政治體制官僚控制的問題

的必要性： 
 肯定民主政治可以控制官僚體制 否定民主政治可以控制官僚體制

選 擇 

基於多數決原則的自由選舉，候選

人和政黨當選後必須兌現政見，民

選首長將會界定官僚方向 

選舉並不如預期的發揮監督的影響

力，官僚能自由操縱立法與政治部

門，即使在內閣制的國家，執政領

導者也依賴官僚的專業知識與支持 

憲法和政治控制 

民主政體有許多抗拒官僚閱權的機

制。立法、行政及司法制度都扮演

提供官僚政治方向的角色 

由於官僚的專業化日趨複雜，使得

立法機關已喪失了大多數的權利，

而非民選的官僚則擁有許多準立法

的權力 

公 民 投 票 

控制官僚重要的方法之一，是將公

共問題訴諸公民投票，以影響官僚

行為 

雖然公民投票有時被用來影響官僚

的行為，但效果不佳。在許多政治

體系，公民投票並非合法的途徑，

雖然區域性的議題，公民投票一般

有其約束力，但在全國層次的公民

投票，則不具約束力，甚至公民投

票結果可能被導向官僚的需要 

自 我 控 制 

培養官僚的專業主義，建立核心價

值，此種自我控制信條經常比正式

政治控制，更能讓官僚表現稱職 

我們不能將專業主義與政治控制混

為一談，有時服膺專業標準會與民

意脫節，自我意識過重官僚將傷害

民主 

利 益 團 體 、 
媒 體 、 政 黨 

在民主國家官僚回應來自利益團體

、媒體、政黨的壓力或監督，發揮

其影響政治的力量 

利益團體、媒體、政黨也不是提供

對官僚的必要控制，反而有可能形

成「利益團體的自由主義」的問題 
本表作者自製引自王業立等譯，1999，政治學中爭辯的議題（Herbert M.Levine Political Issues 

Debated：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韋伯文化出版社。 

「滾木立法（logrolling）的意義與舉例 

滾木立法即立法人員彼此間以投票贊成或反對議案方式，取得互惠式的同意，最後均同蒙

其利，但卻使公共利益受到損害。 
國會議員擔心提案人如果只有他一個人時，過關的 機率不高，因此會去拉其他的委員一起

來連署。這些連署的立委，心裡面也在打算盤：這次我幫你連署，下次我要提案時，你也

要幫忙。也就是說，大家互相支持對 方的提案，有好處大家一起享受。正如「踩滾木遊戲

」，兩個人在水池中踩滾木，不落水的秘訣就是大家要合作，速度和踩踏的方向要調和。

這就是「滾木」立法一詞的由來。 
 
三、公共政策工具的分類與選擇有各種不同的理論，學者David Weimer 與Aidan R. Vining 依據

市場與政府失靈理論所提出的五大類政策工具，請討論這些工具的類別與內涵。（25 分） 
答： 

政策工具的意涵 

政策工具是指政策執行機構賴以達成政策目標或產生政策效果的手段本質，該本質蘊涵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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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重要的概念，即政策工具的多元性和價值偏好性。「多元性」指可運用不同方法達成特定

的預期目標；「價值性」指工具的選擇須符合決策者或社會的價值偏好。 

威瑪與范寧的政策工具： 

依據威瑪（David L. Weimer）及范寧（Adian R.Vining）兩人在《政策分析：概念與實務》一

書所述，政府機關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可歸納為以下五類： 
市場的自由化、促進化與模擬化： 
市場自由化： 

透過解除管制的手段：即政府對某項勞務與財貨的生產限制予以解除，例如：開放民

間設立銀行或大學。 

透過除罪化的方式：即解除某項經濟犯罪行為的處罰，例如：解除票據犯的犯罪處

罰。 

透過民營化的方式：即將公營企業或公共服務交由民間單位從事生產，例如：公共事

業的民營化。 

市場促進化：如果市場不存在，則必須透過立法手段改變或創設財產權，例如創造污染

權的概念，讓廠商必須付費取得工廠排放廢水污染的權利。 

市場模擬化：當市場競爭機制無法達到效率的目標，政府可以自行模擬一  個市場將該

項財貨予以拍賣，如：有線電視、大型停車場都可透過拍賣方式使其得到合理的支付價

格。 

運用賦稅與補助制度，以改變誘因： 

可分成以下四點說明： 

供給面的賦稅手段：對外部不經濟的生產者徵收產出稅，如：空氣污染防治費。 

需求面的賦稅手段：對外部不經濟的消費者，徵收消費稅或貨物稅；對於公共財使用者

，徵收使用費，如：高速公路的通行費。 

供給面的補助手段：對具外部經濟生產者，給予相對補助款或免稅，例如中央政府對於

有意願興建污水下水道的地方政府，提供相對的補助款，或給予裝配防治污染設備的廠

商補助。 

需求面的補助手段：可以實施以貸款的補助制度或發放代金，例如：社會福利之替代券

措施，持有人可到市場購買規定範圍內的財貨。 

建立規則： 

在法治的民主國家，制定市場遊戲規則，可以有效地矯正市場失靈的問題，並可分成二類

做法： 

法律架構：就民法及刑法中，對違反市場公平者的處罰，是可行的架構，例如：反托拉

斯法、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等。 

管制：管制性的措施，例如：進行價格管制、數量管制、註冊登記、申請執照、商品標

示等。 

透過非市場機制供應財貨： 

可以由政府機關、公營企業直接提供財貨與勞務，或採簽約外包方式、公有民營，將某項

行政業務外包給民間經營，但政府仍擁有所有權。 

提供保險與安全墊設計： 

此項可分成兩方面來說明： 

保險：採取強制性的或補助性的保險，例如：我國的全民健保及災害保險，或對於水災

、火災採補助方式等。 

安全墊設計：安全墊設計是由政府透過集中化的機制，以減少結果的變異性，例如： 

囤積設計：政府事先將財貨儲存以備不時之需，避免緊急災難時期，該項財貨需求的

增加，導致價格不合理的上漲。 

移轉性協助：政府對負擔成本或減少收益的人，提供金錢或非金錢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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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補助：直接以現金支付給消費者，以增加其收入水準，例如：美國對扶養兒童之

家庭現金補助計畫。 

 
四、「決策樹」（Decision Tree）是公共政策分析常用的決策工具之一，請依照下圖決策樹的決

策問題，回答兩個問題。假設有一個組織的採購人員王先生，必須對外招請廠商幫忙整理辦

公廳舍門口的一片荒廢的草地，有兩家廠商參與投標，廠商甲的施工方法對天氣敏感，因此

如果施工期（約一週）天氣晴朗，將收費15 萬元，但是，如果天氣很差，收費就要達到25 
萬元；但是廠商乙願意自己承擔天候的風險，不論施工期的天氣如何，都收費20 萬，王先生

上網查看了未來一週的天氣，天氣晴朗的機率是四成，陰雨連綿的機率是六成，請問： 
王先生希望為機關省錢，而且可以用個別議價的方法處理，請問在目前的天氣資訊下，王

先生應該請那家廠商施作？（10 分） 
如果天氣狀態未定，您可否告訴王先生，天氣晴朗的機率高於多少之上，他應該請廠商甲

施作？（15 分） 

 
 

答： 

決策樹法的預測技術 

所謂「決策樹法」（Decision Tree）是指，利用「樹形圖」的方式，表明各項替選方案的風

險性及其可能結果，決策者計算每一方案可能結果的「數學期望值，並加以比較，然後選擇

預期利潤最高或預期損失最低的方案。 
決策樹法的主要步驟： 
繪製一個樹形圖，儘量列出各替選方案及所有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 

確定每一種情況發生後，不同替選方案可能獲得的利潤、成本、價值或效用，可包括：

金錢與非金錢的、有形的與無形的後果。 

預測每一種情況發生的機率（以0～1加以表示）。 

計算每項替選方案的數學期望值（將不同情況預期的獲利額乘以機率後，加總即得）。 

選擇期望值最高的方案。 

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方案，所得的期望值相當接近時，可暫不作決定，俟蒐集更多資

訊、尋求更多意見，等情勢明朗後再作決定。 

本題某組織的決策分析 

請甲施作案： 

天氣晴朗：150,000 元 x0.4 60,000 元 

陰雨連綿：250,000 元 x0.6 150,000 元 

甲案淨值：60,000 元 150,000 元 210,000  

請乙施作無論天氣狀況均收費 200,000 元： 

假設天氣晴朗機率與為陰雨連綿機率各為 0.5 則： 

天氣晴朗：150,000 元 x0.5 75 ,000 元 

陰雨連綿：250,000 元 x0.5 125,000 元 

甲案淨值：75.000 元 125,000 元元 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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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案建議王先生，天氣晴朗的機率高於 0.5 應該請廠商甲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