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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針對地方公職人員提出的罷免案原本極難成案並獲得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於民國105年底

修正放寬相關規定，自此先後有村里長、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遭到原選舉區通過罷免。請說

明現行法規對於地方公職人員罷免的門檻及通過條件，並比較說明單一席次選區及多席次選區

兩種選制罷免結果所反映民意的差別何在？（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與109年高考三級政治學申論題第二題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有做考古題的考生應不擔心此

題。本題雖然係從罷免角度切入，然而其核心問題在於不同選舉制度卻適用同一套的罷免標準，

亦即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與單記不可讓渡制之間的民意組成差別，而現行罷免制度僅是代表選舉

內的少數民意即可成案，抓住此核心論述，要拿到高分應非難事。 

考點命中 《112高點‧高上高普考地方政府與政治考前猜題》，高點線上影音學習youtube頻道，方彥鈞。 

 

答： 
我國民選公職人員的選舉罷免係規範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惟總統副總統之選舉罷免則係依總統副總

統選舉罷免法。關於罷免之規範訂於該法第79條至第92條，罷免程序大致上有：提議、連署、成案與投票。該

罷免制度適用於地方行政首長、中央單一選區民意代表、地方民意代表與村（里）長，前述公職人員選舉中，

除地方民意代表採用單記不可讓渡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其餘皆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

制（Plurality with Single Member District, SMD）。SNTV的當選者係代表選區內少數民眾之意見，SMD當選者

則是代表選區內相對多數的民意，通常未過半；罷免同意的民意則是選區內至少1/4以上之民意，係屬於少

數。但民意具有流動性與變化性，不同時空環境背景下形成的民意自不能等量齊觀。應注意的是，罷免門檻是

否會破壞選舉制度本身設計原意。茲依題示，分析如次： 
(一)現行罷免制度規定 

1.提議條件： 
選罷法第75條第1項：「公職人員之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但就職未滿1
年者，不得罷免。」同條第2項：「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不適用罷免之規

定。」前述法制針對的罷免案主體為：地方行政首長、中央單一選舉民意代表、地方民意代表與村

（里）長，不分區立法委員不適用。 
2.提議程序： 

(1)選罷法第76條第1項：「罷免案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由提議人之領銜人1人，填具罷

免提議書1份，檢附罷免理由書正、副本各1份，提議人正本、影本名冊各1份，向選舉委員會提

出。」同條第2項：「前項提議人人數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1%以上，其計算數值尾數如為小數

者，該小數即以整數1計算。」 
(2)選罷法第77條第1項：「現役軍人、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或公務人員，不得為罷免案提議人。」 

3.連署： 
前述提議需經該管選舉委員會查對通過後，方得進入連署程序： 
(1)連署期間： 

選罷法第80條第1項：「一、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長之罷免為60日。二、縣

（市）議員、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之罷免為40日。三、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

表、村（里）長之罷免為20日。」 
(2)連署門檻： 

選罷法第81條第1項：「罷免案之連署人，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為原選舉

區選舉人總數10%以上。」同條第3項：「同一罷免案之提議人不得為連署人。提議人及連署人之人

數應分別計算。」 
4.罷免案投票： 
連署資料經該管選舉委員會查對通過後，宣告罷免案成立方得進入投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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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20日起至60日內為之，該

期間內有其他各類選舉時，應同時舉行投票。但被罷免人同時為候選人時，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60
日內單獨舉行罷免投票。」 

(2)投票結果：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第1項：「罷免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

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1/4以上，即為通過。」同條第2項：「有效罷免票數中，不同意票數多於同

意票數或同意票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者，均為否決。」 
(二)現行罷免制度之於SMD與SNTV 

1.SMD與SNTV的民意組成： 
(1)SMD係在單一選區，應選名額一名下，所有參選者採取簡單多數決，亦即勝選的門檻為所有候選人中

得票數最高即可，無須過半。依據實務狀況，通常地方行政首長或中央單一選區民意代表勝選之得票

率約略為30-40%，通常不會過半。因此，SMD所組成的民意屬於相對多數，但並非過半數之民意。 
(2)SNTV則是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而選民只能投一票，並且選票不能轉移。該制度所設計之原意是讓

選區內的少數民意可以透過支持特定候選人而使其當選，因此每位當選者屬於少數民意支持，代表著

選區內少數選民的意見。實務情況中，SNTV下當選的民意代表約莫獲得10%左右選票即可當選。 
2.罷免制度所代表之民意： 
依據前段所述，罷免案投票所通過的門檻為：有效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

總數1/4以上。因此，罷免案之投票亦屬該選區內少數民意，且亦為未過半之民意。 
3.罷免案同意之民意與SMD當選之民意： 
有論者認為罷免門檻之民意是少數民意，不應用來對抗SMD下當選之民選公職人員，然而此種想法恐有

疑義。罷免係指人民想要某民選公職人員去職的意願，因此代表「同意罷免」之民意；SMD當選的民意

是「委託政治職位之民意」，其他未投給被罷免者之民意並不能全面假設為同意罷免之民意，亦即「未

投給被罷免者之民意」不等於「同意罷免之民意」。前述兩者民意都是在該時空環境下所形成之民意，

以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為例，其當選得票數為89萬2,545票，陳其邁得票數為74萬2,239票，罷免通過門

檻為57萬4,996票，最終罷免案同意票數為93萬9,090票。我們無法假設支持陳其邁的74萬票全部是同意罷

免韓國瑜，亦從同意罷免總票數推論，甚至有可能支持韓國瑜當市長者轉變為同意罷免者。因此，SMD
當選之民意不等同於同意罷免之民意，兩者有著時空環境上的差別，遑論每次選罷案之間行為者的宣傳

與動員皆不同。 
4.罷免案同意之民意與SNTV當選之民意： 
前述不同選罷環境下的民意情況在此處亦成立，惟不同的是，SNTV係屬於保障選區內少數民意有民選公

職人員可以代表他們，即便我們肯認兩種民意間不能等量齊觀，但考量到SNTV制度設計的原意與罷免

門檻之民意，不免認為是「少數民意對抗另一群更少數的民意」，換言之，某大黨派的支持者若團結行

使罷免權，有機會可以罷免該選區內當選者中得票率最低之地方民意代表。 
    綜上所述，罷免門檻之民意與SMD及SNTV所形成之民意本質上即不同，在不同選舉罷免案中形成的民意

無法同等般比較。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罷免門檻是否會毀壞選舉制度設計原意。如SNTV係為了保障少數民眾

的聲音可以被代表，但罷免制度卻容許少數去對其進行罷免，此等於破壞制度設計原意。歸根究柢乃是罷免制

度同時適用在兩種不同選制當選的民選公職人員方才產生爭議。 
 
【參考書目】 

王業立（2021），《政治學與臺灣政治》，雙葉，頁385-397。 
 
二、我國當前行政區劃方式造成整體發展失衡，尤其是中央以下層級自治區域的劃分影響更大。請

說明現行區劃的法制依據，以及造成何種發展失衡？（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亦為考古題之一。行政區劃的問題在台灣地方自治發展中長年未解，主要肇因於行政區劃程

序法仍未立法，因此中央政府僅得依據現行法制進行行政區劃。因此本題先敘述現行行政區劃法

制，接著回答法制上的缺失造成哪些發展失衡，請注意，第二個問號並未詢問法制上的缺失，該

問題不能於答案主體中出現，但可作為破題或結語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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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行政區劃係我國長年以來懸而未決之問題，依據地方制度法第7條之規定，行政區劃應以法律為之，該法

律係指「行政區劃程序法」，然該法最近一次於2018年由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但最終並未完成三讀程序，

致使我國行政區劃仍欠缺法源。因此，當前行政區劃僅能依地方制度法第4條與第7條之1規定辦理，並輔以省

(市)縣(市)勘界辦法為作業規定之依據。法制上的欠缺使得中央政府實質掌握所有行政區劃之權力，而又因政

治因素之影響忽略國家整體區域發展與各區域之發展，使我國目前形成6都16縣（市），不僅整體發展不均，

各區域內發展亦出現城鄉差距。茲就題示，分析如下： 
(一)現行行政區劃法制 

1.依據地方制度法4條規定： 
(1)直轄市之設置條件為：人口聚居達125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

要之地區。 
(2)市之設置條件為：人口聚居達50萬人以上未滿125萬人，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 
(3)縣轄市之設置條件為：人口聚居達10萬人以上未滿50萬人，且工商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

公共設施完全之地區。 
2.依據地方制度法第7第1項規定，行政區劃應以法律為依據，惟直至今日，立法院尚未三讀通過行政區劃

程序法。因而依據同條第2項：「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合併改制為直轄市

者，依本法之規定。」 
3.次依同法第7條之1規定，訂定直轄市與縣（市）改制升格為直轄市之法源，改制計畫發動主體可為直轄

市、縣（市）與內政部，換言之，不僅中央業務主管機關有權基於國土規畫與區域均衡發展之需求發動

改制，直轄市與縣（市）得依自身條件與需求發動改制升格。惟，不論發動者為誰，改制計畫最終的核

定權係在行政院。 
4.另省（市）縣（市）勘界辦法作為辦理區域勘定作業之程序依據。 

(二)現行行政區劃造成的發展失衡 
1.扭曲資源分配： 
自1967年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與1979年高雄市繼之升格，中央逐步奠定名義為提升都市的地方自治層

級，實質上嚴重扭曲國家資源分配之行政區劃的畸形格局。近年來新北市、台中市、桃園市、台南市與

高雄市之升格亦使國家資源分配任務更為艱鉅，每當面臨中央分配統籌分配稅款時，地方政府對其分配

資源相較於其他直轄市稀少之聲音不絕於耳。 
2.地方政府只求升格，不顧城鄉發展差距： 
近年來地方政府要求升格為直轄市的聲音，不顧城鄉發展均衡之理念，乃導因於威權體制下中央政府集

權又集錢，地方自治團體希冀藉由升格改制，擴大其財政分配與組織運作之自主空間。但如此一來，不

僅造成「鄉村vs.城市」的貧富兩極化發展，行政區劃上更常出現奇怪形狀的地理格局。 
3.改制升格後未進行行政區整併： 
縣（市）改制成或直轄市與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後，原鄉（鎮、市）改制為區，數量過多，且規

模大小差距極大，導致行政資源分化，無法有效提升自治能量，不利於治理。台南市曾於2018年時提出

轄區內行政區域整併之議題，擬從原37個區整併為11個區，但無疾而終。以其為例，台南市內的永康區

與安南區，區內人口高達20萬人以上，然而左鎮區與安南區人口均在5,000人以下；相同的情況亦發生在

高雄市，三民區與鳳山區人口皆於30萬人以上，然而甲仙區人口數僅為5,000多人，田寮區人口數則為

6,000多人。 
4.基層自治體弱化： 
最基層的地方自治體為鄉（鎮、市），其囿於地方自治體制位階低一層級，導致自治權限與組織規模皆

遠不如市。遑論其人口數少、面積小，缺乏地方自治財源等問題，甚至我國地方自治史上不乏廢除鄉

(鎮、市)之討論，又其地方自治權之保障僅為法律層級，明顯矮其他地方自治團體一階。 
 
【參考書目】 

1.劉文仕（2022），《地方制度法釋疑》（五版），五南，頁152-158。 

2.江大樹、張力亞（2016），《地方治理：變革、創新與實踐》，元照，頁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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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D) 1 依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下列何者非屬不得修憲予以變更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內容？ 

(A)國民主權原則 (B)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C)權力分立與制衡 (D)地方自治團體的制度保障 

(D) 2 依憲法規定，憲法所保障之地方自治，不及於何層級之自治團體？ 

(A)直轄市 (B)縣 (C)與縣同級的市 (D)鄉（鎮、市） 

(A) 3 有關鄉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鄉以內之編組為村 (B)鄉之行政機關為鄉政府 

(C)鄉之立法機關為鄉議會 (D)鄉長為無給職 

(C) 4 縣政府為使該縣境內各鄉（鎮、市）能均衡發展，應酌予補助財力較差之鄉（鎮、市），其補

助辦法由何者訂定？ 

(A)由行政院訂定並送立法院備查 (B)地方自治事項之中央主管機關 

(C)該縣自行訂定 (D)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A) 5 地方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牴觸者，應如何處理？ 

(A)由自治監督機關函告無效 (B)地方自治條例得優先適用 

(C)交由司法機關仲裁 (D)由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進行協商解決 

(D) 6 下列何者非屬地方行政機關訂定自治規則權限之依據？ 

(A)依其法定職權 (B)依自治條例之授權 

(C)依中央法規命令之授權 (D)依中央職權命令之授權 

(B) 7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規定，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等，應予以補償，其補償數

額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定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拆遷土地改良物之損失補償事務，因適用國家之土地徵收補償法制，非屬自治事項 

(B)直轄市政府依上開規定辦理拆遷土地改良物損失補償事務，屬於地方制度法第18條所定其

他依法律賦予之自治事項 

(C)直轄市政府依上開規定辦理拆遷土地改良物損失補償事務，係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 

(D)直轄市政府可另行制定拆遷土地改良物損失補償自治條例來訂定補償標準，但應報經行政

院核定後發布 

(A) 8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關於地方行政首長之代理與補選，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鄉長辭職，應由副鄉長代理，若不能代理者，由縣政府派員代理 

(B)直轄市長辭職者，原則上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3個月內完成補選 

(C)縣長停職，而副縣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派員代理 

(D)直轄市長補選之當選人，其任期以補足該屆所遺任期為限，並視為一屆 

(D) 9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解除縣議員職權之事由？ 

(A)犯內亂罪，經判刑確定者 (B)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者 

(C)連續未出席定期會達二會期者 (D)戶籍遷至該縣之其他選舉區4個月以上 

(D) 10 依地方制度法，地方行政機關不得訂定下列何種法規？ 

(A)自治規則 (B)委辦規則 (C)職權命令 (D)自律規則 

(B) 11 地方民意代表之言論，在下列何種情形，對外不負責任？ 

(A)於議會內舉行之記者會發言 

(B)對法案內容質詢，並質疑官員舞弊 

(C)於議會質詢程序中，就無關會議事項污辱官員 

(D)會期外，於議會外之公開聽證會指摘對手政黨議員受賄 

(C) 12 有關直轄市議會臨時會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直轄市市長得請求召開臨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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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遇有召開臨時會之法定情事時，議會議長應於10日內召開臨時會 

(C)臨時會每次不得超過10日，其會期不包括例假日在內 

(D)違法召開之臨時會，不能支領出席費、交通費、膳食費 

(C) 13 下列何者不屬於直轄市政府得就窒礙難行部分，送請議會覆議之事項？ 

(A)市有財產處分之議決案 (B)特別稅課之議決案 

(C)接受人民請願之議決案 (D)市政府提案事項之議決案 

(D) 14 有關直轄市議員質詢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定期會之延長會期中，得對一級機關首長進行質詢 

(B)直轄市選舉委員會之主任委員應列席備詢 

(C)一級單位主管並無列席備詢之法定義務 

(D)施政總質詢應於定期會中為之 

(B) 15 縣政府對於縣議會議決通過未定有罰則之自治條例，認有違背法律規定時，依法得如何處

理？ 

(A)不予公布，聲請司法院解釋 (B)就違背法律規定部分提請覆議 

(C)直接函告無效 (D)報請行政院函告無效 

(B) 16 有關地方治理概念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地方治理之型態多元，包括政府、市場、非營利部門多層次之治理組合 

(B)地方治理的推行方式，均須根據地方制度法之相關規定為之，否則即屬無效 

(C)跨域治理須以民意為基礎凝聚共識 

(D)地方治理應建立公民課責機制 

(B) 17 關於府際治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重視行政科層體制，強調層層節制 

(B)強調社會多元行動，包括國家機關與民間之合作 

(C)強調法律保留原則，非訴諸法規無法解決問題 

(D)強調高權行政之權威及全面管控 

(C) 18 地方自治團體為處理跨域合作事務而簽訂行政契約，如有其中一方未依約定履行應辦事項而

產生爭議時，應依下列何種程序處理？ 

(A)先作成行政處分命其履行，拒不履行時移送行政執行機關進行強制執行 

(B)聲請該管民事法院逕依強制執行法進行強制執行 

(C)訴請該管行政法院判決後，依行政訴訟法規定聲請強制執行 

(D)訴請民事法院判決後，聲請該管法院依行政訴訟法進行強制執行 

(C) 19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直轄市之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擁有完整之自治立法權、財政自主權等自治權限 

(B)村（里）長採民選，故村（里）具有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 

(C)直轄市之山地原住民區與直轄市間之關係，準用縣與鄉（鎮、市）關係之規定 

(D)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之原住民族自治區，為公法人，具有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 

(B) 20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下列何者係屬地方居民之權利？ 

(A)請求配給社會住宅之權 

(B)對於地方政府資訊，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請求公開之權 

(C)請求進入大學入學就讀之權 

(D)請求設置或維持特定公共設施之權 

(D) 21 地方自治團體不得課徵下列何者，以獲取收入？ 

(A)房屋稅 (B)規費 (C)工程受益費 (D)菸酒稅 

(C) 22 甲鄉公所怠於清理鄉之垃圾，嚴重影響環境衛生，有關縣政府之監督方式，下列何者非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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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制度法所許可？ 

(A)命鄉公所於一定期限內清理完成 

(B)縣政府決定代行處理前，函知該鄉公所 

(C)代行處理所支出的費用，直接從縣政府對鄉公所當年度之補助款扣減抵充之 

(D)如情況急迫時，縣政府可逕予代行處理 

(C) 23 關於地方性公民投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直轄市之公民投票案應向直轄市政府提出 

(B)對於地方性之預算、租稅、薪俸及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C)經創制之立法原則，地方立法機關基於代議民主，必要時得予變更 

(D)直轄市政府對於公民投票案是否屬於地方自治事項有疑義時，應報請行政院認定 

(D) 24 有關地方自治團體間跨域合作機制之建構與推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地方制度法提供跨域合作之法制基礎 

(B)資源與資訊共享被認為是跨域合作關係之核心議題 

(C)地方自治團體在地位對等之前提下合作 

(D)現有法制未提供地方自治團體跨域合作誘因 

(D) 25 有關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同意事項之表決必須以投票不記名方式為之 

(B)須有出席原住民家戶代表三分之二贊成，始為通過 

(C)出席之原住民家戶代表未過半數時應改為談話會 

(D)應作成會議紀錄並於村（里）辦公處公布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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