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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依現行法規，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孰輕孰重？就地方環境品質

之提升而言，地方能否訂定比中央更為嚴格之標準？請加以論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焦點「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之關係」，依題意即可見又屬於攸關時事

之自由論述題，憲法修條文揭櫫之基本國策明定，兩者應「兼籌並顧」；多數考生應都可依此

準則，各自發揮應答前段之題意。至於後段有關地方自治權限之爭議，建議朝肯定(可訂更嚴標

準)之方向作答，即可援引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令對於地方自治權限之解釋意旨，論述較為有理又

有力，可切題中肯而得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著，第142頁至第145頁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二回》精選百大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

編撰，第11頁。 

 
答： 
(一)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孰輕孰重 

1.憲法增修條文揭櫫之基本國策：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然

而，追求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兩者之間是否一定為衝突的零和遊戲？亦或可以共創雙贏？環境保護與

經濟成長的關係，從短期與個體角度來看或許存在衝突；但由長期與總體觀點而言，只要永續發展的

政策不變，兩者之間應可以兼顧，共創雙贏。 
2.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之關係： 

(1)台灣地狹人稠，自然資源不豐富，對追求永續發展而言，比其他國家更有迫切性。早期由於尚未具

有環保的概念，對於環境保護的議題並未加以重視，在這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國內環境

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隨著外部成本、綠色經濟與公民意識抬頭，環境保護逐漸成為眾所矚目的議

題。 
(2)產業界多次建言，認為環保法規過嚴以及部分環保團體在行動上蠻幹、盲從已成為影響產業發展的

主因，諸如反拜耳設廠案、國光石化的八輕產業出走等；而環保團體則認為環保法令寬鬆、執法不

利、罰則過輕，台灣在這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國內環境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 
(3)事實上，在產業發展過程中，近年來製程技術日益提升，採用新製程不僅能確實達到減少環境汙

染、降低或重複使用資源耗用外，其單位產品的成本亦能更低廉。況且社會大眾也慢慢產生一個共

識，即企業在追逐利潤的同時，也必須承擔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產品生產若能符合環保標

準，亦較容易獲得國際貿易採購、供應鏈選擇或消費者青睞，領先佔據市場領導地位。 
(4)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下，企業自然會盡力符合環保的生產程序，減輕對環境衝擊。政府也可以訂定嚴

格的處罰機制並加強稽核，若有違背法令或惡意污染之情事，則予以停工或罰款，如日月光污染高

雄後勁溪的處理模式，甚至更加重處罰。但對於符合法令的投資案，亦不應事事訴諸群眾抗爭，彼

此尊重，遵守遊戲規則，方能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達成雙贏局面。 
(二)就地方環境品質之提升而言，地方能否訂定比中央更為嚴格之標準？ 

1.為了讓政府決策、企業或社會大眾有一個衡量標準或取捨的準則，因此需要訂定法律做為規範，同

時，如果能有一個科學的方法來做決策，就能增加社會的理性討論空間，達到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之

間的平衡。我國於民國 83 年 12 月 30 日公布「環境影響評估法」，透過事前的妥善規劃、評估、審

查、追蹤考核等程序，並讓環境影響評估有了法律依據，以降低相關政策和開發行為的實行對環境所

造成的損害。若企業開發計畫能通過一階段環評或二階段環評，即表示其符合標準，環保團體對此機

制應予以尊重。至於現有企業經營若具有外部不經濟性，則可參考「使用者（或污染者）付費」原

則，設置合理的環境保護稅收制度，譬如，排放廢氣會影響到居民的健康，廠商應支付空污費；或是

排廢水影響水資源也應付費等；清潔、環保和節能類別的產業則予以適當減免稅，促進清潔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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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地方政府為提升環境品質，應可訂定比中央更為嚴格之標準。理由如下： 
I.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98號解釋：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

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

依法選舉產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或行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與

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

項、委辦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

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 
II.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38號解釋：憲法規定我國實施地方自治。依憲法第一百十八條及憲法增修

條文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制定公布之地方制度法，為實施地方自治之依據。依地方制度法第25條及第

28條第二款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以自治條例規範居民

之權利義務。另依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規定，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

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則屬於地方之均權原則，藉以貫徹住民自治、垂直分權理念。由於現代國家事務

多元複雜，有時不易就個別領域為明確劃分，亦不乏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而立法課予地方協力

義務之事項。若中央就前開列舉事項立法賦予或課予地方執行權責，或地方就相關自治事項自行制

定自治法規，其具體分工如有不明時，亦均應本於前開均權原則而為判斷，俾使中央與地方自治團

體在垂直分權之基礎上，仍得就特定事務相互合作，形成共同協力之關係，以收因地制宜之效，始

符憲法設置地方自治制度之本旨。 

 
二、財政為庶政之母，如欲落實地方區域均衡發展，財政收支劃分法之推動宜有那些配

套措施？（25 分） 

試題評

析 

本題純屬舊題重出，105年普考即107年地特三等考題，均聚焦「地方政府財政困窘的主因」

命題；亦為109年地特三等《地方政府與政治》考題之翻版，今年移至地特四等《地方自治概

要》命題。此類萬年考題，相信大多數考生應都可對答如流，答題重點當以地方財政獨立要

件為主軸，配合地方制度法相關法制規範，即可切題而得高分。 

考點命

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著，第81頁至第83頁。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精選百大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

編撰，第19頁第3題，完全命中。  

 
答： 
(一)欲落實地方區域均衡發展，地方政府之財政應先具備下列五項條件： 

1.應有法定收入： 
地方政府有其固定職務，既有固定職務，自應有固定之收入以支應一切支出。因此，中央政府乃參酌

地方政府之實際需要，選定若干財源，以法律規定其為合法之收入。若地方政府收入無著，事事仰賴

上級政府撥款維持，各項事務可能因此而受牽制。是故，有法定收入才是地方政府財政獨立的條件。 
2.應有自行決定其支出之權限： 
凡依法規定由地方政府辦理之事務，地方政府即得按照實際情形或需要，斟酌緩急先後，預計其數

額，決定其支出。如地方政府無此權限，一切由上級政府統籌支應，則地方財政白無獨立之可言。 
3.財政收支應自求平衡： 
地方政府執行職務，有必要之支出，自應有預定之收入，蓋必收支平衡，對其應付之職務，方能順利

推行。否則即使上級政府能給予補助，在數額及時效上是否能配合，仍有所疑慮。因此，欲求地方財

政之獨立，財政收支應自求平衡。 
4.收支總預算應自行編製： 
預算是各級政府年度的施政計畫書。預算之編定，必須依照施政方針，權衡輕重緩急。最瞭解地方政

府之輕重緩急者，莫過於各級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的預算，必須由地方政府自行編製。蓋必如

是，地方政府之支出才能切合實際需要，收入亦能顧及人民負擔，這也才是獨立的地方財政。 
5.應有自設之公庫： 
地方政府既有法定收入，叉能自行決定支出，叉自行編製預算，則必存有若干法定數額現金財物。此

項財物之保管，應自設公庫自行處理，俾使實際收支之執行，與管理收支之事物，相互配合，如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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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財政制度才能健全。否則財政調度將難適應實際需要，財政獨立亦將有名無實。 
(二)財政收支劃分法之推動宜有之配套措施 

欲落實地方區域均衡發展，依地方制度法有關規定，中央或上級政府欲謀求地方財政收支平衡時，推動

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定，所可採行的配套措施包括： 
1.明定地方稅收之依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分配之國稅、直轄市及縣（市）稅，依財

政收支劃分法規定辦理。（參照地方制度法第 66 條） 
2.地方之收入及支出、地方稅之課徵：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之收入及支出，應依本法及財

政收支劃分法規定辦理。地方稅之範圍及課徵，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政府規劃之範圍及課徵

原則，依規費法之規定；其未經法律規定者，須經各該立法機關之決議收之。（參照地方制度法第 67
條） 

3.預算收支之差短補救：直轄市、縣（市）預算收支之差短，得以發行公債、借款或移用以前年度歲計

剩餘彌平；鄉（鎮、市）預算收支之差短，得以借款或移用以前年度歲計剩餘彌平。直轄市、縣

（市）公債及借款之未償餘額比例，鄉（鎮、市）借款之未償餘額比例，依公共債務法之規定。（參

照地方制度法第 68 條） 
4.上級政府之補助及較優地方政府之協助：各上級政府為謀地方均衡發展，對於財力較差之地方政府應

酌予補助；對財力較優之地方政府，得取得協助金。各級地方政府有依法得徵收之財源而不徵收時，

其上級政府得酌減其補助款；對於努力開闢財源具有績效者，其上級政府得酌增其補助款。（參照地

方制度法第 69 條） 
5.明確劃分中央支出與地方支出之區分：中央費用與地方費用之區分，應明定由中央全額負擔、中央與

地方自治團體分擔以及地方自治團體全額負擔之項目。中央不得將自行負擔之經費，轉嫁予地方自治

團體。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辦理其自治事項，應就其自有財源優先編列預算支應之。費

用之區分標準，於相關法律定之。（參照地方制度法第 70 條） 
6.地方預算之籌編應依行政院訂定之預算籌編原則辦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年度總預

算、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收支之籌劃、編製及共同性費用標準，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行政院

訂定之中央暨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辦理。地方政府未依前項預算籌編原則辦理者，行政院或縣政府

應視實際情形酌減補助款。（參照地方制度法第 71 條） 
7.規劃替代財源與籌妥相對收入：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新訂或修正自治法規，如有減少收

入者，應同時規劃替代財源；其需增加財政負擔者，並應事先籌妥經費或於法規內規定相對收入來

源。（參照地方制度法第 72 條） 
8.積極辦理公共造產：縣（市）、鄉（鎮、市）應致力於公共造產，依各地方特色及資源，致力經營具

有經濟價值之事業。內政部並已頒定「公共造產獎助及管理辦法」，積極獎助辦理公共造產。（參照

地方制度法第 73 條） 
9.設置公庫，有效經管地方政府現金、票證及其他財物：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設置公

庫，其代理機關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擬定，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後設置之。（參照地方制度法第 74 條）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B)1 在選舉村（里）長前，如無人登記為候選人，依法應如何處理？ 
(A)由鄉（鎮、市、區）公所遴聘具村（里）長候選人資格之村（里）民一人擔任該職務 
(B)應進行第二次受理登記程序，如仍無人登記，鄉（鎮、市、區）公所始得遴選村（里）

長 
(C)依據地方制度法召開村（里）民大會，於村（里）民大會中推舉村（里）長 
(D)由鄉（鎮、市、區）公所派員代理村（里）長之職務 

(C)2 直轄市關於下列事項之立法，何者無須以自治條例定之？ 
(A)限制自治團體居民財產權之事項(B)直轄市議會組織事項 
(C)市立職業學校組織事項 (D)直轄市公營事業組織事項 

(A)3 除地方制度法外，我國地方自治的健全發展，仍須有各項配套法律的制定。至目前為止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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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立法的配套法律為何？ 
(A)行政區劃法 
(B)財政收支劃分法 
(C)地方稅法通則 
(D)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C)4 直轄市之區由鄉改制者，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長，以下列何種方式擔任區長？ 
(A)由直轄市人民直接選舉(B)由直轄市議會多數決議通過任用 
(C)由直轄市長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 (D)由內政部部長指定 

(A)5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之新設、廢止及調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直轄市對其區之新設，依自治條例規定行之 
(B)縣（市）改制，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行之 
(C)村之編組及調整辦法，由縣（市）訂定之 
(D)鎮改制為縣轄市，涉及名稱變更時，應由鎮公所提請鎮民代表會通過，報縣政府核定 

(B)6 關於鄉（鎮、市）訂定自治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自治規則稱為鄉（鎮、市）規約，並應冠以各該鄉（鎮、市）之名稱 
(B)鄉（鎮、市）就其自治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訂定自治規則 
(C)除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於發布後函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並

函送其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查照 
(D)鄉（鎮、市）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自治

規則 
(B)7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須經上級政府或委辦機關核定者，核定機關如逾期未核定，且未函告延

長核定期限時，法律效果為何？ 
(A)視為不予核定(B)視為已核定 
(C)自治法規、委辦規則視為已生效 (D)視為自動延長核定期限 

(D)8 下列何者非屬地方制度法所明定之鄉（鎮、市）之自治事項？ 
(A)鄉（鎮、市）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B)鄉（鎮、市）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理 
(C)鄉（鎮、市）交通之規劃、營運及管理 (D)鄉（鎮、市）都市計畫之核定及執行 

(A)9 各層級地方自治團體的設置，最基本的條件是要具備一定的聚居人口。地方制度法就人口聚

居最低數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直轄市 125 萬人(B)與縣同級的市 60 萬人 
(C)與鄉鎮同級的市 20 萬人 (D)準直轄市 150 萬人 

(B)10 直轄市市長對於下列所屬人員之任免，何者須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辦理？ 
(A)副市長(B)秘書長 
(C)警察局局長 (D)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首長 

(B)11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有關直轄市政府組織規範之訂定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對於直轄市政府之組織，內政部應訂定準則，並報行政院核定 
(B)直轄市政府應依中央訂定之組織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並經直轄市議會同意後，報行

政院核定 
(C)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之組織規程，由直轄市政府定之 
(D)直轄市政府之組織自治條例，其有關考銓業務事項，不得牴觸中央考銓法規 

(B)12 有關地方議員及代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地方議員及代表之任期為 4 年，連選得連任，無屆數之限制 
(B)地方議員及代表之席次數額限制，係由行政院所訂定之地方民意代表員額準則加以規範 
(C)直轄市議員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住民為選舉區，並得按平地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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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原住民或在其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D)直轄市、縣（市）所選出之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議員席次，每 4 席中應有婦女保

障席次 1 席 
(D)13 鄉（鎮、市）民代表會之組織準則，應如何制定？ 

(A)由縣政府訂定(B)由縣政府擬訂，報內政部核定 
(C)由內政部訂定並發布施行 (D)由內政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A)14 縣議會審議總預算案時，不得為下列何種行為？ 
(A)總預算金額不變之前提下，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B)於法定預算中附加條件 
(C)於法定預算中附加期限 
(D)附帶決議 

(D)15 嘉義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違背法律者，依地方制度法應如何處理？ 
(A)由內政部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B)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C)由嘉義縣政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D)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行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B)16 關於地方治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重視委託事項或委辦事項之區分 
(B)重視跨中央與各層級地方政府、跨區域與民間參與合作之議題 
(C)強調中央以強制力貫徹施政目標 
(D)強調中央集權 

(A)17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有關地方自治團體處理跨域合作事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直轄市與縣（市）簽訂行政契約辦理合作事宜前，應先報請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同意 
(B)直轄市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成立區域合作組織，處理跨區域垃圾

清運事宜 
(C)鄉（鎮、市）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作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經營大眾捷運系

統 
(D)直轄市、縣（市）、鄉（鎮、市）進行跨域合作事宜之方式，並不限於成立區域合作組

織、訂定協議或行政契約 
(D)18 A 直轄市為促進區域資源之利用而與 B 縣以訂定行政契約方式進行合作時，下列何者非

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2 明定之行政契約應記載事項？ 
(A)合作之事項及方法(B)費用之分攤原則 
(C)契約之生效要件及時點 (D)應報請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同意 

(B)19 依憲法規定，關於行政區劃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我國憲法無規定(B)行政區劃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 
(C)行政區劃法必須經由公民複決 (D)我國目前已有關於行政區劃之專法 

(D)20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欲推行電子化政府所可能遭遇到之困難，下列何者非屬之？ 
(A)對於族群之間會造成數位落差(B)可能影響企業之營業祕密 
(C)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之衝突 (D)憲法未明文規定 

(A)21 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有超額舉債之情形，經監督機關限期改正而未改正或償還時，下

列何者非屬公共債務法所定之處理手段？ 
(A)減少一般補助款(B)減少統籌分配稅款 
(C)緩撥統籌分配稅款 (D)將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移送懲戒 

(B)22 下列何種稅收，由財政部所屬各地區國稅局負責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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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關稅(B)菸酒稅 (C)娛樂稅 (D)使用牌照稅 
(B)2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直轄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應如何處理？ 

(A)由行政院決定之(B)由立法院院會議決之 
(C)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解決之 (D)由內政部解決之 

(B)24 有關地方自治團體間之合辦事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是地方自治團體合資設立的公營事業 
(B)必須是同一層級的地方自治團體 
(C)合辦事業組織之設立須經各該立法機關同意 
(D)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屬之 

(C)25 若臺北市與新北市就河川管理範圍產生事權爭議，應報請下列何機關解決？ 
(A)總統(B)立法院 (C)行政院 (D)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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