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4高普考) 

共 3頁 第 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0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民政﹑戶政 

科 目：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若某地方政府希望經由制度化的途徑，並透過公權力介入，來管制轄區內食品業者的製造與

經營方式，以維護民眾食品安全權益。請問根據地方制度法及現行地方政府法制，該地方政

府應考量那些規定？同時又應如何落實此目標？ 

【擬答】： 

地方政府為管轄區域內食品業者的製造與經營方式，以維護民眾食品安全，該地方政府之制

度化途徑，其可考量之規定與落實目標，茲依地方制度法說明如下： 

品業者製造、經營方式之加強管理。 

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其為罰鍰之處罰，逾期不繳納者，得依相關法律移送強制執行（地制法§26Ⅱ）。 

 

 

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 

管轄區域內之原料、成品之流通，亦得以「跨域治理」的方式，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合

作，達成上述之目標，依地方制度法規定： 

 

 

「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 

第二十四條之一，地方成立跨域合作組織的規定： 

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

用，增進區域居民的福祉，地方自治團體得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成立： 區域合作組

織； 彼此訂定協議； 以行政契約或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

查。 

 

二、試分析當相鄰地方自治團體間相互往來互動時，應遵守或依循那些地方制度法的規定？內容

又為何？ 

【擬答】： 

相鄰之地方自治團體往來互動，應遵守或依循地方制度法規定，包含地方自治團體之「跨域

治理」之相關規定，茲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說明如下： 

第二十一條：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由各開地方自治

團體協商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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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條之一：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

利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成立區域合作組職、

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情形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職權者，應經各該直轄市

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 

第一項情形涉及管轄權限之移轉或調整者，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制(訂)定、

修正各該自治法規。 

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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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跨區域合作事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四條之二：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前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行政契約時，應視事務之性質，載明下列事項： 

訂定行政契約之團體或機關。 

合作之事項及方法。 

費用之分攤原則。 

合作之期間。 

契約之生效要件及時點。 

違約之處理方式。 

其他涉及相互間權利義務之事項。 

第二十四條之三：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依約定履行其義務；遇有爭時，得報請

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或依司法程序處理。 

此外，地方自治團體之間，如權限有爭議時，亦可依地方制度法第 77 條規定，由其監督機關

解決該權限爭議。 

 

三、擔任地方議員或代表擁有什麼權利？又應履行那些義務或行為規範？ 

【擬答】： 

地方議員或代表之權利或行為規範，以下茲依地方制度法及相關法規分述如下： 

地方議員、代表之權利 

言論表決免責權(地制法§50)：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開會時，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民代表對於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外不負責任。但就無關會議事

項所為顯然違法之言論，不在此限，茲分述如下： 

身體自由權之保障(地制法§51)：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除現行犯、通緝犯外，在會期內，非經直

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之同意，不得逮補或拘禁。茲分述如下：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地制法§52)：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得支研究費等必要費用；在開會期間並

得酌支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 

違反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召開之會議，不得依前項規定支領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

費，或另訂項目名稱、標準支給費用 。 

第一項各費用支給項目及標準，另以法律定之；非依法律不得自行增加其費用 。 

行為規範與義務 

地方制度法之規定(地制法§53):不得兼職的限制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不得兼任其他公務員、公私立各級學

校專任教師或其他民選公職人員，亦不得兼任各該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及其所屬機關、事業機構任何職務或名義。但法律、中央法規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I)。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當選人有前項不得任職情事者，應於就

職前辭去原職，不辭去原職者，於就職時視同辭去原職，並由行政院、內政部、縣政

府通知其服務機關解除其職務、職權或解聘。就職後有前項情事者，亦同(II)。 

申報財產 

雖然地方制度法並無申報財產之規定，然而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的規定，各

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適用本法。換言之，鄉鎮市民代表、縣(市)議員與直轄市議員均要

依法申報財產。 

接受懲戒 

根據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當地方議員(代表)開會時，有違反議事

規則或其他妨礙秩之行為，會議主席得警告或制止，並得禁止其發言，其情節重大者得

交紀律委員(小組)懲戒。懲戒案經紀律委員會(小組)審議完畢，並提大會決議後，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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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主席宣告之。 

 

四、地方政府民選首長與地方立法機關互動時，享有什麼權利？又要履行那些義務？ 

【擬答】： 

地方政府民選首長與立法機關府會互動關係，首長所享有之權利、義務，茲依地方制度法相

關規定說明如下: 

地方民選首長之權利 

提請地方立法機關覆議之權利(地方制度法第 39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對議會、代表會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

難行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直轄市、縣（市）政府三十日內，就窒礙難行部分敘明理

由，送請議會代表會覆議。 

議會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代表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決案，直轄市、縣(市)政府、鄉

(鎮、市)公所必須接受該決議。 

施政報告之權利(地方制度法第 48條)：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定期會開會時，直轄市長、縣(市)長、

鄉(鎮、市)長應提出施政報告；直轄市政府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各一級單位主管及各該所屬機關首長，均得應邀就主管業務提出

報告(Ⅰ)。 

地方民選首長之義務 

議決案之執行(地制法§38)：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對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

市）民代表會之議決案應予執行。如延不執行或執行不當，直轄市議會、縣（市）議

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得請其說明理由，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邀

集各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 

48條）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於議會、代表會定期會開會時有向前

項各該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其質詢分為施政總質詢與業務質詢，

業務質詢時，由相關業務主管備詢（Ⅱ）。 

49）： 

要者，得邀請前條第一項各該首長或單位主管列席說明（Ⅰ）。 

有明瞭必要者，得邀請各該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以外之有關業務

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列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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