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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規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

一、「集會遊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

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此為集會遊

行法第26條之規定，請問該規定揭櫫了那些法律原則？試論述各該法律原則之內涵，並舉

警察執法例子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比例原則指國家為達成某一特定目的，而採取某一種方法或措施，必須符合合理、比例之原

則。又稱「禁止過度原則」。比例原則特別強調目的手段間之均衡，因其係以避免國家權力作

用行使之恣意與逾越，為調和公益與私益，實現實質正義的一種理性思考法則。集會遊行法

第 26 條即揭櫫此行政處分之重要原則，並多次成為警察法規考試焦點。 

答題關鍵

本題宜就集遊法第 26 條條文之精髓，即為調和公益與私益之比例原則加以論述。並就分別比

例原則之構成內容，即適合性、必要性與比例性之基本概念加以著墨。本條另一考點，要能

就「警察作為」之具體案例配合前揭原則加以論述，故舉例之適當與否，將決定是否足以贏

取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警察法規講義》第五回，陳逸飛編撰，頁 32、33 近完全命中。

答：
有關本題之問題，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概說：

1.集會遊行法第26條乃明定主管機關為行政處分時，其處分內容及執行手段，應考量其必要性、妥適

性及各相關法益間之均衡維護，以求妥適，此即為行政法上之比例原則。

2.如我國憲法第23條規定，憲法22條以前所列的各項基本權利，除為了達成「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益」等4項目的，且屬「必要」者外，不得以

「法律限制」之。

(二)本條文之精髓，即為調和公益與私益之比例原則。比例原則之構成內容，為適合性、必要性與比例性： 

1.「適合性」原則：

(1)指國家所採取限制手段須適合及有助於目的達成，如果經由某一措施或手段之助，使所欲追求之

成果或目的較易達成，那麼此一措施或手段相對於該成果或目的是適合的；反之，若經由某一措

施之實現，並無助於所欲追求之成果與目的之達成，甚至反使其實現更為困難，則該措施或手段

即是不適合的。

(2)例如：警察要臨檢酒駕，其臨檢手段要符合臨檢的目的，如可以請當事人吹一下，以機器測量。

但不能叫當事人下車來唱歌跳舞、模仿豬哥亮。概因其需受比例原則之「適當性」拘束，手段必

須要合目的。

2.「必要性」或稱「最少侵害」原則：

(1)即立法者或行政機關針對同一目的，面臨多種適合的手段可供選擇，此際應選擇對受處分人及公

眾全體損害最小的手段。

(2)如有人因社維法上行為義務不履行，警察機關有數種執行選項可以選擇，如果間接強制（課處怠

金）就可以達到目的，就不能採直接強制（斷水斷電、強制拆除），概因需受比例原則之「最小

侵害原則」拘束。

3.「比例性」原則：

(1)指國家為追求一定目的所採限制手段的強度，不得與達成目的之需要程序不成比例，亦即限制強

度不得超越達成目的所需要範圍，而且因該限制手段所造成之侵害，不得逾越所欲追求之成果。 

(2)警察追捕逃犯，若只需要使以簡單的擒拿術即可使逃犯就範的話，就不能對逃犯開槍把逃犯打

死。概因其需受比例原則之「衡量性」拘束，即勿以大砲打小鳥！

(三)結論：比例原則在調和「公共之必要」與「權利或自由之侵害」。一方面承認國政之推行應消極排除

障礙，積極謀求公共福祉，發揮福利國家經世濟民功能，但當公益追求與個人權益保護處緊張關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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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理上承認人民自由權利應受限制，然權利限制或侵害不可漫無邊際，應以該被認可公益達成所必需

者為限。  

 

以上是對本題之說明。(答題字數：928) 

 

二、2017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維護社會治安的司法分組」（第五組）就「警察犯罪預

防策略」子題，決議：為能合理化警察績效制度，提升執法效能，以維護社會治安，應儘

速研修「警察法」等相關任務條款、業務法規，以因應時代之變遷。警察法第9條第7款將

「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

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列為警察職權，請問該規定是否妥適？試論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現行警察法第 9 條第 7 款規定，與各先進國家盛行之「脫警察化現象」及「警察權之分散趨

勢」背道而馳，其內容將警察職權不當擴大，即「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

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此題係針對當前警察

制度改革之討論，講座課堂上曾多次強調，應多加注意。 

答題關鍵 
本題應先略述警察職務之範圍與認定標準，進而說明警察法第 9 條第 7 款不當之處，最後導

出本法應予修正之結論。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警察法規講義》第一回，陳逸飛編撰，頁 25、27、28 近完全命中。 

 

答： 
有關本題之問題，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警察職權之範圍： 

1.現代化的民主法治國家，其設官分職本有各自的職權，我國今日的警察職權，除少部分的「秩序行

政」外，絕大部分都與「犯罪預防」與「犯罪偵防」有關。惟所謂「犯罪」意指傳統的普通刑法典

所規定的犯罪，以及行政法上所規定的犯罪。 

2.觀諸歐陸法系與海洋法系國家警察權的差異，在二戰後已趨近一致，即侷限在「個人生命身體財產

之保護、犯罪預防、犯罪偵查、交通管理、公共安全與秩序之維護」上，至於其他行政機關主管事

項，從規劃到執行，警察原則上不介入，僅於特殊狀況，當其他行政機關無法處理，而向警察請求

協助時，才例外、補充介入，即遵守「警察補充性原則」。    

(二)警察法第9條第7款規範之不當處： 

1.與各先進國家盛行之「脫警察化現象」及「警察權之分散趨勢」背道而馳之警察法第9條第7款「有

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

理等事項。」為警察職權之規定，竟能長期存在，未被修正。今後，欲有效縮減警察業務，亟需深

入檢討、改善警察法有關警察業務之規定。 

2.我國警察今後之職權，主要仍依法偵查普通刑法所規定的犯罪以及行政刑法部分（譬如：集會遊行

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與公共秩序有關者，以及本質上屬於輕微犯罪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等），

其餘則以法文明定，警察機關應協同處理者為限。諸如秩序行政部分，亦以法有明文規定，應由警

察機關處理或會同處理者為限，譬如：交通秩序的整理與交通違規的舉發與取締，以及與治安有關

行業涉及賭博、色情等不法行為取締等。 

3.法律明訂其他機關職權範圍內之事務，除非有不能執行事，而依行政程序法或行政執行法規定，方

得以個案方式請求警察機關協助。非其他行政機關職權範圍內之事務，則與公共秩序與公共安寧有

關者，始由警察機關依行政執行法執行。故本文主張現行警察法第9條第7款有關警察業務之統括龐

雜業務規定應予修正。 

以上是對本題之說明。(答題字數：774)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7 高點‧高上一般警察特考  高分詳解  

--  -- 3 

乙、選擇題部分 
(D)1.下列有關平等原則和比例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A)基於平等原則，行政機關應該對相同之事件作相同處理，而且所實現公行政任務縱使是以私法形

式為行政行為，例如透過民事法契約形式之行政，也應遵守平等原則 

(B)行政程序法規定之比例原則，其實不只是行政機關應遵守的原則，而且是來自具有憲法位階效力

之比例原則，所以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也應受到拘束 

(C)行政程序法規定之比例原則，係強調行政機關追求之目的，應與其採用之方法上具有相當性和必

要性 

(D)行政機關對於事物本質上相同之事件作相同處理，包含違法之平等，故行政先例在平等原則之作

用下，人民得享有要求行政機關重複錯誤之請求權 

(B)2.假設甲行政機關與乙公司簽訂之行政契約中，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規定有約定自願接受執行之

條款，言明乙公司作為債務人不為給付時，甲機關基於債權人之地位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

名義，則嗣後甲機關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應準用那一法律規定？ 

(A)行政執行法之強制執行規定 

(B)行政訴訟法之強制執行規定 

(C)強制執行法之強制執行規定 

(D)依照雙方約定之強制執行規定 

(B)3.如果警察行政機關作成有瑕疵之行政處分，下列處理方式何者正確？ 

(A)行政處分有違反土地管轄之規定時，雖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並非無效，且有管轄權之機關就該事

件仍應為相同之處分，原行政處分仍須加以撤銷 

(B)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者，處分機關雖以通知更正，如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信

賴原告知之救濟期間，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救濟，而於原告知之期間內為之者，視為於法定

期間內所為 

(C)行政處分必須記明之理由而未記明，都屬重大明顯之瑕疵，應屬無效，不得事後補正 

(D)行政處分之內容有誤寫時，應得依申請或職權撤銷後重新作處分 

(C)4.下列有關警察法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A)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度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但也可

以交由直轄市、縣（市）執行之 

(B)有關直轄市警政、警衛之實施事項，其立法及執行，應屬於直轄市 

(C)內政部警政署獨立掌理全國警察行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警衛之實施 

(D)警察官職採分立制，其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 

(A)5.有關行政救濟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行政法上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

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又若對此異議決定仍有不服，仍得依執行行為性質提

起行政訴訟 

(B)依訴願法第 97 條規定，訴願決定若經過法定期間未提起行政訴訟而屬確定訴願決定，即不得再行

救濟 

(C)行政訴訟之簡易訴訟程序應為新臺幣 40 萬元以下罰金或稅額之事件 

(D)若對簡易訴訟程序之裁判不服者，除本法別有規定外，得上訴或抗告於最高行政法院 

(A)6.依照行政程序法，下列何種情形不適用指定管轄？ 

(A)專屬管轄 

(B)數行政機關均主張無管轄權而產生管轄權不明 

(C)數行政機關均主張有管轄權而發生爭議 

(D)管轄權競合 

(C)7.下列人員，何者並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適用或準用之對象？ 

(A)國立大學依法僱用之人員 

(B)國立高中之軍訓教官 

(C)行政法人之無給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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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公營事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 

(B)8.義務人不服依據行政執行法所為管收之裁定者，應如何救濟？ 

(A)申訴 

(B)抗告 

(C)聲明異議 

(D)訴願 

(C)9.總統官邸被劃定為集會遊行禁制區時，依據集會遊行法係由何機關劃定公告？ 

(A)總統 

(B)行政院 

(C)內政部 

(D)內政部警政署 

(C)10.依行政執行法所為之管收，係由那一個機關裁定？ 

(A)行政執行處 

(B)行政執行署 

(C)地方法院 

(D)行政法院 

(C)11.老王申請集會遊行，但為主管機關駁回，依照集會遊行法，你會建議老王向主管機關之上級警察機

關為如何救濟？ 

(A)複查 

(B)復查 

(C)申復 

(D)申訴 

(D)12.下列有關行政程序法之時效規定，何者錯誤？ 

(A)人民對公家機關之公法上請求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超過 10 年不行使即消滅 

(B)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C)合法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應自廢止原因發生後 2 年內為之 

(D)行政機關對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權，自處分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應於 5 年內為之 

(C)13.下列何行為爭議，不屬於行政程序法適用下公法行為性質之爭議？ 

(A)軍校和軍校生簽訂之公費契約 

(B)私立大學對學生之退學 

(C)行政機關依照公開招標程序和得標廠商所簽訂之政府採購契約 

(D)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和醫院所簽訂之全民健康保險合約 

(C)14.下列有關行政救濟之敘述，何者錯誤？ 

(A)警察人員違反警械使用條例有關使用警械之規定，且出於故意而致人傷亡，雖由各級政府機關支

付賠償金，但各級政府機關支付賠償金後對於故意之警員可行使求償權，其時效期間為兩年 

(B)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基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之授權下所為兩岸人民相關事務之處分，人民如

果不服，須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為訴願管轄機關 

(C)關於國家賠償事件，請求權人如果依照行政訴訟法第 7 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且合併請求損害賠

償，請求權人仍應先踐行國家賠償法規定之協議程序 

(D)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提起行政訴訟，得選定其中一人為全體起訴 

(B)15.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關於提起聲明異議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須經原裁定之簡易庭向同院普通庭提起 

(B)須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易庭提起 

(C)得以書狀或口頭敘明理由為之 

(D)聲明異議不合法定程式者不得補正 

(A)16.經許可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因未清理遺留在集會處所之廢棄物而被依集會遊行法課處罰鍰，如有

不服，應如何救濟？ 

(A)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B)依集會遊行法規定提起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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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逕向所在地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D)逕向所在地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D)17.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因依法行使職權以致人民受有財產上之特別犧牲而應予補償者，應如何

處理？ 

(A)以金錢補償為原則，回復原狀為例外 

(B)以回復原狀為原則，金錢補償為例外 

(C)予以回復原狀 

(D)以金錢補償之 

(D)18.依行政程序法之送達規定，於應受送達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時，送達實施機關得採取下列何

種送達方法？ 

(A)公告送達 

(B)公示送達 

(C)補充送達 

(D)留置送達 

(B)19.依集會遊行法之規定，室外集會、遊行經許可後，發現該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尚未滿 20 歲者，主

管警察機關應如何處理？ 

(A)通知限期補正 

(B)撤銷、廢止許可 

(C)等負責人滿 20 歲再准其舉行 

(D)命該未滿 20 歲之負責人改擔任糾察員 

(D)20.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行政執行法第 17 之 1 條第 1 項所定禁止命令

者，行政執行分署得限期命其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

情形；義務人不為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行政執行分署得為如何之處理？ 

(A)視為已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向法院聲請限制住居 

(B)視為已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 

(C)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向法院聲請限制住居 

(D)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 

(C)21.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普通庭於審理違反本法之案件時，係由幾位法官審

理？ 

(A)法官一人獨任審理 

(B)法官二人合議審理 

(C)法官三人合議審理 

(D)法官五人合議審理 

(A)22.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拘留執行之敘述，何者正確？ 

(A)由警察機關執行 

(B)於裁處確定後 10 日內執行 

(C)於法院拘留室內執行 

(D)由簡易庭以執行到場通知單強制其在拘留室內執行 

(D)23.依警察法之規定，地方警察機關之經費不足時，得陳請中央補助。對於此項中央之補助款，地方可

否變更其用途或監督其執行？ 

(A)得變更其用途，直轄市、縣（市）議會亦得依法監督其執行 

(B)得變更其用途，但直轄市、縣（市）議會無權監督其執行 

(C)不得變更其用途，直轄市、縣（市）議會亦無權監督其執行 

(D)不得變更其用途，但直轄市、縣（市）議會仍得依法監督其執行 

(C)24.憲法第 8 條第 l 項所定：「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警察」概念，依

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係指下列何者？ 

(A)組織法上的警察 

(B)制定法上的警察 

(C)實質意義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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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狹義的警察 

(D)25.集會遊行法定有諸多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舉行集會遊行之區域，一般稱為集會遊行「禁制區」。

下列何者屬之？ 

(A)直轄市、縣（市）議會 

(B)立法院 

(C)行政院院長官邸 

(D)地方法院 

 

陳逸飛（施奕暉）老師 

‧部落格：http://wolfgang888.pixnet.net/blog  

‧信箱：wolfgang6026@yahoo.com.tw    

‧LINE ID：sifwolf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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