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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概要》 

試題評析 

今年命題範圍偏重傳統出題方向，題意明確而易答；第一題考「地方人民的權利與義務」，只要

依地方制度法相關條文規定，依序條列即可；第二題考「行政區劃」，亦屬常出之熱門命題，參

閱有關大小行政區之優缺點，分別論述應可切題。測驗題部分，多出自地方制度法、選罷法、財

劃法等重點範圍，均屬應考必讀法規。綜合研析，今年試題一般多數同學應可得75~80分，程度較

佳甚可得85分以上。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地方自治概要講義第二回》，王肇基老師編撰，頁32。 
第二題：《高點地方自治概要講義第一回》，王肇基老師編撰，頁56。  

 
甲、申論題部分： 

一、依地方制度法規定，地方人民的權利與義務有那些，請加以說明。（25分） 
答：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 16 條規定：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等地方人民之權利如下： 
1.對於地方公職人員有依法選舉、罷免之權。 
2.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 
3.對於地方公共設施有使用之權。 
4.對於地方教育文化、社會福利、醫療衛生事項，有依法律及自治法規享受之權。 
5.對於地方政府資訊，有依法請求公開之權。 
6.其他依法律及自治法規賦予之權利。 

(二)依地方制度法第 17 條規定：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等地方人民之義務如下： 
1.遵守自治法規之義務。 
2.繳納自治稅捐之義務。 
3.其他依法律及自治法規所課之義務。 

 
二、臺灣行政區劃的問題為何？此種問題所產生的影響有那些？試分別說明之。（25分） 
答： 
(一)行政區域調整的考量因素： 

行政區域的劃分除了配合整體發展的需求，還得因應行政管理的需要，因此在調整行政區域的原則上，與

區域性的綜合開發計畫區域劃分原則，並不完全相同。約略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1.歷史因素：行政區域調整須重視地方歷史背景。通常每個地方或多或少都有其獨特的風俗習慣、宗教信

仰及發展沿革，此乃源於歷史傳統及其淵源。對於因歷史傳統所逐漸形成的區域，由於是自然的結合，

行政區域調整時必須加以注意，應儘量維持地方的完整性及同質性，否則強行變更，很可能會影響地方

人民的情感與團結，甚至影響地方發展，阻礙社會、經濟的進步。 
2.人口因素：工業化造成都市經濟繁榮，促使人口不斷向都市集中，鄉村人口因而大量流失。在都市人口

大量增加之後，都市地價隨之高漲，生存空間及環境品質受到影響；於是人口乃再往都市周圍的郊區遷

移，但仍留在中心都市就業、就學及消費，與中心都市保持密切關係。因人口往來移動於都市及其周圍

的郊區之間，於是形成「都會區」。  
3.地理因素：台灣地區由山地、台地、平原等各種地形分隔成許多地理區，但行政區域的劃分卻不盡與之

一致，使行政區域內因地理因素所造成歷史、人文或經濟發展上的隔閡，大大影響區域整體的發展。而

地理因素往往為影響區域整體發展的主因，例如：行政區界河川的整治、公共設施如道路的銜接、環保

問題如垃圾的處理等，主事者均應從整體的角度加以考量。  
4.政治因素：現代民主政治為民意政治，講求政府一切施政必須符合民意，而行政區域調整為政府施政的

一環，當然要尊重民意。由於行政區域調整政策與被調整地區居民的利益息息相關，因此應給予民眾表

達意見的機會，則行政區域調整政策才能獲致人民支持與合作的意願，減少推行時的阻礙。此外，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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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調整應考慮民選公職人員、地方派系、利益團體等可能產生的反應，由於行政區域調整將影響資源

的重新分配，尤其是政治資源，對民選公職人員的政治地位與選區經營影響最大，其往往為保護既得利

益，對行政區域調整政策抱持反對的立場或多方阻撓。  
5.行政因素：行政區域的調整應有利於政府施政效能與服務品質的增進。行政區域調整首須考慮當前的行

政區劃是否符合時宜，是否影響到政府的施政效能與服務品質。都會區的發展擴大，區內各地方政府未

能獨立解決日益嚴重、惡化、蔓延的公共政策問題，乃因各地方政府抱持本位主義心態，且因屬不同行

政層級，財力狀況各不相同，對都會區共同問題合作解決的意願低落，都會區建設的整體規劃自然無法

產生。  
6.整體建設因素：行政區域調整必須考慮到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因各行政區域的經濟活動不同，稅收有

別，將間接影響各行政區域民眾所享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的品質。在都會區發展之下，區內共同建設發

展的計畫往往必須跨越行政區域界限，才能完整規劃、擬定及推動，行政區域的調整擴大，可以統一行

政體制，有助於都會區共同建設的規劃與推動，形成共同發展的生活圈。 
(二)台灣行政區劃的問題： 

當前我國行政區域劃分的問題，在於行政組織的層級過多，造成組織與功能業務的疊床架屋，公共資源運

用的重複浪費，行政效能因之相當低落；而同時各層級內行政區域資源與轄區的不均衡，導致同一層級政

附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影響了中央政府的施政績效，以及地方政府的自治發展，甚至於城鄉發展差距的日

益擴大，因而不利於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因此，如何根據提升行政效能與均衡城鄉發展的思考方向，

重新檢討地方政府的組織與功能業務，並合理劃分台灣地區的行政區域，乃成為地方自治與民主發展的當

務之急。 
有關我國行政區域的重劃，目前各界提出的方案相當多，如取消鄉（鎮、市）自治及一省多市（包括一省

二市、一省三市、一省四市與一省五市）、多省多市（包括四省二市、五省二市、六省二市、四省三市、

五省三市、六省三市）、多省（包括三省、六省）、省虛級化與廢省等。基於其他民主國家的發展經驗，

以及過去台灣地區政治經濟變遷的歷程，並考量未來台灣地區政治經濟、人文社會與自然生態等條件的發

展特徵與趨勢，我們認為比較妥適並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在於首先取消鄉（鎮、市）層級的自治地位，進

而根據六省三市或六省的區域發展之思考方向。行政區是行政管轄的範圍，對於當地人民的政治參與，權

利行使，以及權力分配，都有直接、間接的影響，以致行政區的設置，政府必須慎重考量。 
(三)就一般學理觀察，行政區廣大或狹小，都有優、缺點，諸如：  

1.行政區廣大之優點：  
(1)人才較多：行政區廣大者，除非農村地區、邊陲地區，一般來說，這些地區的人口數也較多；相對而

言，就有較多的政府可用之才。這些人才如能給予良好的教育，對於國家、社會的發展，將有顯著的

貢獻。  
(2)資源豐富：行政區較大者，其自然資源的蘊藏量大；即使是人工培育的資源，也會增加很多，這當然

有助於國家、社會的繁榮。  
(3)調節容易：由於自然、天候的影響，任何地區都有季節性的資源供需落差。因此，利用行政區廣大的

環境，以調節盈虧的方法，就可解決落差所產生的困難。  
2.行政區廣大之缺點：  

(1)治理困難：行政區太大、除非有較多的行政人員服務，否則治理工作就會顯得困難；尤其現代社會，

政府要擴大為民服務工作，成為有能的政府，如果行政區太大，將不易實現這種服務的政府機制。  
(2)情感疏離：行政區廣大，人與人的接觸減少，互動比較不具情感因素，形成一個冷漠，或是疏離的社

會。凝聚力不足，向心力不夠。這樣的生活環境，人與人比較自我中心，缺乏公益理念，容易形成自

私自利的社會。  
(3)割據局面：行政區太大，嚴重的話，就會造成土地割據的局面。固然這種情形並不多見，但就一些國

家的邊疆地區，往往因地處邊陲，而且祇有少數民族住居，在文化、語言隔閡下，就慢慢有民族自覺

問題，割據局面也就產生了。  
3.行政區狹小之優點：  

(1)治理容易：行政區狹小，人口普遍較少，如嘉義市僅有60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26萬5,000人，如果機

關編制健全，對於政府之治理，容易許多。  
(2)認同增強：行政區較小，居民往來頻繁，彼此認識，溝通、協調均感方便，自然心理認同增強，彼此

心理上之隔閡障礙，就可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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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同一致：政府施政需要住民的鼎力支持，在行政區較小的住民，與政府往來較為密切，建立共識，

就能協同一致，團結起來，為共同理想去努力。  
4.行政區狹小之缺點：  

(1)人才不足：行政區狹小，如果人口又少，儘管加強教育，仍然會有人才不足的問題。人才如果不足，

對於國家、社會的建設，就可能有很大的阻礙。  
(2)資源匱乏：行政區狹小，資源的蘊藏量相對少，甚至會有匱乏的問題，若在交通發達地區可能問題較

少；如果交通運輸落後，將會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  
(3)發展困難：行政區的設置，就是要求自立自強，但因面積狹小，人口可能亦不多，資源又匱乏，發展

條件差，在整體建設上必然不可能加快；相對而言，這種行政區，就會成為落後的地區。  
《參見：1.行政院研考會編印，黃德福：我國行政區域劃分問題分析。 

2.行政院研考會編印，紀俊臣：行政區劃與鄉鎮市自治問題之研究。》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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