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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 
一、請問自我管制政策的意義與特質，並試舉我國自我管制政策的案例。（25分） 

試題評析 
公共政策類型可以說是考古題中的常客，歷年來已經考過許多次，同學基本都可以掌握，但本

題僅問自我管制型政策而已，同學可以在舉例部分多舉一些例子填充版面。 

考點命中 
1.《公共政策》，高點文化出版，高凱編著，頁1-21。 
2.《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狂作題班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3。 
3.《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15。 

答： 
公共政策是政府為了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公共需求，進而決定作為或是不作為，以及該如何作為。然

政策類型相當多種，以下就自我管制政策加以說明。 
(一)自我管制政策的意義： 

1.自我管制政策(self-regulatory policy)係政府建立某些規範或原則，提供標的團體參考的政策類型，因此

並不具有強制力與權威性；或政府設定一個政策目標，委由地方政府或是標的團體自行決定採取何種

行動達成。 
2.在自我管制政策中，並未涉及管制者與被管制者之利害關係，是屬於非零和賽局(non-zero sum game)
之型態。 

(二)自我管制政策的特質： 
1.自我管制政策中，政府並沒有嚴格訂定強制性之規範。 
2.自我管制政策中，地方政府或是標的團體保有一定程度之自主性。 
3.政府之所以採取自我管制政策，以該政策需要因人制宜或因地制宜。 

(三)我國自我管制政策的案例： 
1.政府授權各商業同業公會自行設定、檢驗並管制出口商品品質的政策，因各產業商品之差異性，藉由

授權之方式，由各商業同業公會自行管理。 
2.我國大學法中所推動之大學自治，授權給各大學自行設計課程、教授遴聘等措施，教育部不再採取高

度管制。 
綜合以上論述，自我管制政策是政府解決問題的其中一種政策型態，在一個政策議題中，政府有時會自我

管制政策及管制型政策同時並用，以利解決問題。 
 
二、請問循證政策分析的論點與要素。（25分） 

試題評析 
循證政策分析在前年還算是偏門的考題，但同學有重視考古題的話，本題應該可以輕鬆掌握，

而且若你有上過高點狂作題班，這題也是今年狂作題班的模擬試題之一。但本題問循證政策分

析的論點與要素或許篇幅還不足夠，可以再針對限制部分加以作答。 

考點命中 
1.《公共政策》，高點文化出版，高凱編著，頁2-26~2-27。 
2.《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狂作題班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10。 
3.《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19。 

 

答： 
為了拉近政策研究與政策制定實務間之距離，政策分析師必須加強證據的蒐集、分析及應用，此為循證政

策分析之基本核心加值。以下就循證政策分析之意涵及要素加以說明。 
(一)循證政策分析之意涵： 

1.依據R. French之觀點，循證政策分析係以證據為中心的政策分析過程，「證據」狹義是指政策研究成

果，係政策研究者依循學科規範創造出有系統、有組織的專業知識。 
2.循證政策分析(evidence-based public policy)期盼透過廣泛證據的蒐集與分析，應用於政策制定實務，以

提升政策制定品質，提升社會福祉。 
(二)循證政策分析之要素： 

1.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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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政策訂定所需的多元證據，無論是外顯或內隱的，政府的、企業的、學術的，任何有價值的資訊

都應列入考量。 
2.Expertise： 
係指政策實務與專家知識，雙邊必須建立起溝通橋樑，讓雙方社群可以相互溝通、分享、互動，以促

進決策品質之提升。 
3.Expectation： 
係瞭解民眾的期望，且民眾期盼政府是透明的、公平的，因此循證政策分析應配合開放政府的推動，

以實踐人民期望。 
(三)循證政策分析之限制： 

1.證據信度問題： 
循證政策分析需要廣泛的證據，但該如何確立證據品質與可信度是一大問題。 

2.應用上的問題： 
如何將證據放入政策制定過程？雖然各階段都可以適用，但使用標準為何？ 

3.證據並非唯一考量因素： 
證據並非影響決策的唯一因素，其他個人、政治、制度因素等也會影響決策品質。 

綜合以上論述，雖然循證政策分析講求證據，但面對錯綜複雜的決策過程、環境，證據將不再是唯一的影

響因素，有時則會來自於個人或是制度之因素，因此該如何提升證據的品質，以增加其影響，係目前遭遇

之困難。 
 
三、政策分析家面臨專業知識與上級利益發生倫理衝突時，應該採取那些策略以為回應？（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也是考古題之一，但政策倫理這塊是同學時常忽略的部分，這題應該是今年公共政策稍難

作答的考題。若你有掌握考古題的話，這題直接從魏瑪(David Weimer)、文寧(Aidan Vining)的
看法作答即可。 

考點命中 
1.《公共政策》，高點文化出版，高凱編著，頁2-16~2-18。 
2.《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18。 

 

答： 
公共政策倫理係政策分析家或政策制定者推動、規劃一項公共政策內心的倫理規範，但有時心中之倫理規

範會和上級利益產生衝突，因此需要有一套處理模式與策略，以作為面臨衝突時的依循。 
(一)政策分析家處理倫理衝突的模式： 

1.代理人模式(agency model)： 
政策分析家是雇主的代理人，政策分析係以雇主導向為依歸，當發生價值衝突時，政策分析家應順服

於雇主之偏好、價值。 
2.父權模式(paternalism model)： 
政策分析家將雇主視為「衣食父母」，當發生價值衝突時，政策分析家應保護雇主之價值、偏好為目

標。 
3.契約模式(contract model)： 
政策分析家與雇主基於契約的法律關係，一切依照契約的規範做為作為政策分析依據。當發生價值衝

突時，政策分析家必須遵守契約的義務與權利。 
4.友情模式(friendship model)： 
政策分析家與雇主是夥伴關係，彼此互相信任、尊重，政策分析家尊重雇主價值、偏好，雇主尊重政

策分析家立場。當發生價值衝突時，兩者以情誼作為倫理衝突處理標準。 
5.信任模式(fiduciary model)： 
政策分析家與雇主是相互尊重、信任關係。當發生價值衝突時，彼此不斷溝通、協商，以互信基礎加

以解決。 
(二)政策分析家處理倫理衝突的策略： 

依據魏瑪(David Weimer)、文寧(Aidan Vining)的看法，政策分析家可以直言、離職、不忠誠策略，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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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混合做法： 
1.直言與抗議策略： 
政策分析家可以先透過內部非正式的管道加以表達抗議；若未果，則藉由正式管道向政策決策者提出

異議。 
2.辭職與離開策略： 
政策分析家如認為被交付的政策在政策倫理上感到不妥，且經直言與抗議無效後，則提出辭呈。 

3.最後通牒： 
政策分析家以離職向雇主提出最後通牒，若未果則選擇離職。 

4.不忠誠策略： 
政策分析家將政策相關秘密資訊，洩漏給國會議員、媒體、利益團體等人士知悉。 

5.辭職時揭發與直言到制止： 
政策分析家辭職時，向公眾揭露政策背後的真相；或堅守崗位立場，無諱的直言到被制止為止。 

6.顛覆策略： 
政策分析家表面接受雇主主張，實際上私底下進行破壞或阻止該政策的執行。 

綜合以上論述，政策分析家心中都會有自身對於公共政策的倫理準則，一旦其所信仰之價值無法落實在公

共政策中，面臨倫理衝突時，政策分析家要採取適當的手段加以維護其價值。 
 
四、請評析政策終結與落日條款的意涵。（25分） 

試題評析 
政策終結、落日條款在歷屆試題中僅出現一次，但行政學選擇題中其實已經出現多次，因此同

學作答上應不難掌握兩者意涵。但本題問的內容算小，因此同學可以從政策終結之類型，以及

政策終結與落日條款之關係加以延伸。 

考點命中 
1.《公共政策》，高點文化出版，高凱編著，頁6-19、8-42~8-43。 
2.《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狂作題班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33、49。 
3.《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40、52。 

 

答： 
當政策評估完成後，對於政策的最大影響是對公共政策做某種程度之改變，有可能是政策終結、政策學

習、政策變遷，甚至是政策擴散。以下就政策終結與落日條款加以說明。 
(一)政策終結： 

政策終結(Policy Termination)係指政府機關政策或是計畫，無法達成既定目標或已經達成目標，予以終

止的過程。依據迪里昂(P. Deleon)的看法，認為政策終結的對象可以分為下列四種類型： 
1.功能終結： 
係指政府終結因人民需要而提供的服務，此種政策終結最困難，勢必會引起政策受益者的反彈。例

如：台北市政府終止提供U-Bike前三十分鐘免費之服務。 
2.組織終結： 
係指行政機關的裁撤或行政機關資源的減少。例如：蒙藏委員會在2017年9月15日正式裁撤，其部分

功能併入大陸委員會。 
3.政策終結： 
係指行政機關用以解決問題而採用的方法。例如：過去教育部對於大學課程、學位、人事有管制權，

但基於大學自治的理念，大學法上路之後，從過往管制政策變成自我管制政策的傾向。 
4.計畫終結： 
係指終結執行政策方案，方案是政策中具體的項目，此種終結是最容易達成。例如：臺北市公有停車

場收費方式的改變，過往駕駛人必須領取停車票卡，現在部分改為車牌辨識，提升便利性。 
(二)落日條款： 

1.落日條款(Sunset Clause)亦可稱作「日落法案」，係指由國會定期檢視特定政策或特定行政機關運作狀

況，以決定該政策或機關是否繼續存在或終結的一項機制；或是政府的計劃到了一定的期間，除非經

過立法單位的重新授權，否則應於一定年限後自動停止。 
2.因此落日條款被視為消除行政機關不必要之支出，及迫使國會對行政機關進行真正監督、評估績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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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手段。 
3.有時行政機關推動政策終結時，可能會遇到反終結勢力的結盟、欠缺政治誘因等問題，因此可以在政

策中事先規定落日條款，若有需要再行授權，可以避免過多的行政成本。 
綜合以上論述，就實務發展來看，政策終結通常必須承認過往政策的錯誤或失敗，有時還會遭受到既得利

益者之反抗，因此透過落日條款之機制，可以避免此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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