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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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警政學者 James Q. Wilson 將警察之功能或角色分為「看守人」（Watchman Style）、
「執法者」（Legalistic Style）與「服務者」（Service Style）三種型態，請說明其內涵

為何？又請試述其與警察業務之相關性為何？（25 分） 

二、試依據國內、外警政學者所論述之警政發展可分為那幾個時期？其各時期之重要內涵為
何？然有謂美國於西元 2001 年遭受 911 恐怖攻擊之後，乃有國土安全警政（Homeland 

Security Policing）之產生，而其中所謂之情資（報）導向之警政策略（Intelligence Led 

Policing）之意義以及與前述各時期之異同為何？（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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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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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意義的內涵，與下列何種因素息息相關？①政治人物 ②立國理念 ③政策 ④政治制度 ⑤媒體傳播 ⑥文化習俗 
①③⑤⑥ ①②④⑤ ②③④⑥ ③④⑤⑥ 

2 下列那兩個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警察權限受到限縮而有所謂「脫警察化」的情形？①美國 ②英國 ③德國 
④日本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3 美國自 2001 年 911 恐怖份子攻擊紐約市的雙子星大樓之後，其國內之警政策略即演變成下列何者？ 
情資導向的警政策略  資訊統計的管理策略 
品質管理的警政策略  警政民營化的警政策略 

4 社區警政的理念，與建立警察組織之下列何項原則最為相通？ 
單一性指揮 統一性的體系 全面性的分布 深入性的生根 

5 透過民選的議員或行政首長對警察機關的預算或人事作審查，來監督警察的施政是否偏離民意的作法，是屬於下列何
種課責機制？ 
官僚的課責機制 法律的課責機制 專業的課責機制 政治的課責機制 

6 當一個社會的警察使用強制的手段愈為頻繁，便愈接近反映下列何種功能？ 
秩序維護 國家安全 執法 服務 

7 有關警察勤務組織的散在原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組織不是國家主權的象徵 警察組織不隨同國家主權而進退 
警察組織及於國家領土的每一部分 警察組織的存在與民眾的需要無關 

8 警察勤務單位劃分巡邏區（線），應陳報所屬上級機關（分局或警察局）列管，並至少多久應定期檢討 1 次？ 
每 6 個月 每年 每 2 年 每 3 年 

9 下列有關警察勤務執行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逮捕現行犯時，先搜身後上手銬，查獲違禁或查禁物品應依刑法、刑事訴訟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對於單純交通違規攔檢不停之車輛，除有乘載重要案犯或顯有犯罪嫌疑，或為贓車者外，不可尾追 
緝獲嫌犯應回報勤務指揮中心請求支援，若無警力支援時，得以機車載送嫌犯返回勤務單位偵詢 
執勤人員攔檢車輛時，為觀察駕駛人外貌辨明有無飲酒徵兆，得將頭探入車窗內，惟應注意自身安全 

10 下列有關刑案現場處理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之作業程序，何者正確？ 
刑案現場處理之封鎖現場先於救護傷患 刑案現場處理之訪查證人先於封鎖現場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之現場蒐證先於臨場管制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之現場警戒先於救護傷患 

11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治安顧慮人口列管滿 3 年，需檢視最近 5 年是否曾犯其它刑案，若無則通報改列無記事人口；有則通報改列為記事
二人口 
記事一人口經以治安顧慮人口列管 3 年期滿除名（由刑事單位認定），改列記事二人口訪查 2 年，訪查期滿後改列
無記事人口 
記事二人口判決確定，執行徒刑完畢訪查 2 年，期滿後改列無記事人口 
記事二人口不起訴處分、無罪判決及不受理案件，訪查 1 年期滿後改列無記事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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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巡邏簽章表之保存年限為：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13 下列何者非屬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對象？ 
曾犯刑法第 221 條之妨害性自主罪者 曾犯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罪者 
曾犯刑法第 231 條之 1 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猥褻罪者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者 

14 民主社會中，警察組織必須以「倫理」為核心理念，推動「倫理的警政」(Ethical Policing)，才能贏得民眾的信任，所
採取的具體作法，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訓練員警作出合乎倫理的裁量決定 制訂標準作業流程 
改善警察績效文化  強化警政課責機制 

15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督導 
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轄區各勤務執行機構之勤務
實施，並對重點性勤務得逕為執行 
警察局於必要時，得設警衛派出所，在特定地區執行守護任務 
偏遠警勤區不能與其他警勤區聯合實施共同勤務者，得設警察駐在所，由員警單獨執行勤務 

16 依警察法第 5 條、第 6 條之規定，保安警察派往地方執行職務時，其指揮監督體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受當地行政首長之指揮監督 
如係執行特定警察任務，對當地警察機關居輔助地位 
協助配駐地方警察執行行政業務時，不受當地警察機關首長之指導 
與當地警察機關會商有關勤務之分配事宜 

17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警察於必要時，得依法實施管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對人實施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 24 小時 
被管束人抗拒警察依法實施之管束措施，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 
管束，應於拘留所為之，並應立即通知其家屬 
警察為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18 日常生活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認為犯罪發生的三要件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有能力及動機的可能加害人 物理環境惡化  
合適的標的物  監控的缺乏 

19 依警察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那些機關可以發布警察命令？①內政部 ②內政部警政署 ③新北市政府 ④各縣
（市）警察局 
①②③④ ①③ ①②④ ②④ 

20 學理上「廣義的警察」，舉凡以維持社會公共安寧秩序或公共利益為目的，並以命令強制為手段等特質之國家行政作
用或國家行政主體屬之，下列何者非屬廣義警察範疇？ 
具有實質警察作用之行政主體之總稱 治安行政之情報、海巡、移民機關 
調查局人員、檢察事務官  保全公司專業保全員 

21 有關我國警察教育制度的特色，依據警察教育條例第 6 條與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施辦法規定，關於警察教育制
度的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大學設置之研究所，不屬於深造教育之一種 巡佐班、警佐班及專業班屬於進修教育 
警正班、警監班及研究班屬於深造教育 警察教育分成養成教育、進修教育與深造教育三種 

22 警察人員具公務人員身分，在權益保障部分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該法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
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其救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經由原處分機關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復審決定，依法得聲明不服者，得提請行政訴訟 
對於服務機關所為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者，其救濟程序為復審、行政訴訟 
經復審決定案件，有某些情形者，原處分機關或復審人得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申請再審議 

23 依現行警察職權及相關法律規定，警察分局分局長（警察機關主管長官）核准實施之警察職權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集會遊行申請許可之准駁   
社會秩序維護法裁處拘留之案件 
警察職權行使法關於公共場所、路段、管制站設置之指定 
刑事案件之移送權 

24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對警察勤務條例與警察實施臨檢、路檢的勤務執行方式，產生重大的改變，其主要的論據與解釋
文的精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條例的本質，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兼有行為法之性質 
警察勤務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並無相關法律之授權，因此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
機檢查、盤查之作為係違憲 
對人實施之臨檢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警察勤務條例對於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規範尚屬明確 

25 以分駐（派出）所而言，勤務的規劃與勤務表的編排，係攸關整體警察動能對應區域治安特性的實質策略成敗，其規
劃係採例行式（routine）與預警式（proactive）勤務方式應用，以達成警察任務，試問若你擔任分駐（派出）所所長，
下列何者非勤務規劃時所須考量的主要因素？ 
治安要點、地區特性與警力多寡 交通狀況、事故地點分布與交通違規特性 
地方民意代表與村里長反映之選民需求 專案勤務與上級交付執行特殊勤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