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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概要》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何謂全球在地化？何以全球在地化會導致地方分權改革？以及我國今後應如何面對全球在地

化？（25分） 

試題評析 

《地方自治概要》為民政類科最易得分之考科，題意看似靈活，但常可各自發揮，並無所謂標準

解答。如本題焦點「全球在地化」為熱門必背考題，且在各類國考中一再重現；甫於半年前剛考

完的103年地方特考《地方自治概要》第一題：「全球在地化普遍出現於世界各地，請說明它的意

義，並分析全球在地化對於我國地方政府的運作，可能造成那些影響？」與本題相似度幾乎百分

之百。老師認為，只要能把握跨域治理之基本論述，應均可切題中肯而得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地方自治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申論題庫彙編，王肇基編撰，頁57第5題完全命中。 
2.《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上課講義》第一回，上課講義書，高點出版，王肇基編著，頁46。 
3.《高點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重點整理，王肇基編撰，頁18-20。 

 

答： 
(一)全球在地化的意義 

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在地化(localization)兩字的結合，意指個人、團體、公

司、組織、單位與社群同時擁有「思考全球化，行動在地化」的意願與能力。全球化所帶來的深遠衝擊，

增加每一個國家內部治理的困難。對應於全球化，地方化卻以地方性為核心重構地方發展策略。地方性有

一定規模與侷限，在全球化衝擊地方的環境系絡，地方對應的調整策略如果能適度因應變遷，將更有助於

地方以地方性為核心鞏固主體性與發展空間。 

傳統上，在地方行政區域內通常只有一個自治團體的主體機關，掌理本地區的社會經濟等諸多事務。

但是有越來越多的跡象顯示出，地方自治團體逐漸面臨許多跨區域、跨領域及跨部門的橫跨性議題。這些

議題所影響的範圍超越了原有的區域疆界，進而使既存的地方行政管理模式形塑重組。這種趨勢促致地方

自治團體之間，必須打破舊有本位主義、掌控地盤的思想藩籬，超越行政區劃的疆界隔閡，以同心協力攜

手共進的思維來解決問題。是以，全球在地化已成為地方治理發展中的重要研究取向。 

(二)全球在地化將導致地方分權改革之原因 

1.近年來地方政府間合作關係的建立已是國際上的共同趨勢，區域內各地方政府為謀求民眾福祉最大化，

必須整合彼此的資源和行動，通力合作解決共同問題，以發揮綜效作用，提升地方競爭優勢。台灣自地

方首長完全民選後，地方縣市在民主憲政運作中的角色就日益加重。雖說地方自治母法「地方制度法」

已於民國88年公佈施行，地方自治的精神也逐漸透過法制面的規範而得以彰顯；但在面臨到公共政策問

題趨向複雜化、跨縣市事務逐漸多元化等諸多議題之際，卻顯露出現行法制架構的不足與疲態。 

2.同時，隨著各縣市都市化發展，使得相鄰近的地方政府必須面對日益嚴重的區域性水源用水、交通捷

運、垃圾處理、營建廢棄土清運及公共安全等公共議題，基於資源有效利用、管理經濟規模與成效共享

的夥伴精神，區域內的各縣市政府必須強化彼此的合作互動關係，以解決區域內共同的問題。並透過地

方政府間跨域合作的機制，使地方政府間彼此相互效力、分享資源，共同解決跨區域的問題，避免各自

為政之窘境，才能帶動整體區域的共同發展。對此，「如何增進地方政府間的跨域合作」，此一議題已

成為地方制度發展上的重要課題。 

3.另外，現今公部門經常遇到的難題是：諸多公共問題牽涉政府數個部門、範圍涵蓋數個縣市區域的情況

時，台灣現行的府際關係缺乏一種跨部門、跨區域的對話平台，讓議題內的利害關係人得以溝通協商，

透過對話以建立共識並尋求解決之道。例如：過往SARS疫情爆發期間，所牽涉的區域醫療資源分配、重

症轉診等事項，是需要中央與縣市、縣市和縣市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才能有效達成。但中央政府仍以舊有

上對下的從屬關係，來看待各縣市政府，而難以對等之夥伴視之，故垂直關係中府際對話管道並不暢

通。而各部會囿於本位主義，欠缺開創積極的保守心態，使得水平關係的部際協調工作難以落實，如此

一來，致使問題困難重重而棘手詭譎。 

簡言之，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化區域經濟發展趨勢及跨區域、跨部門問題的嚴竣考驗，地方治理職司者已

無法僅從單一面向切入思考，而應顧全解決方案的全局性。換言之，傳統上的以公部門為主體的統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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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亦或是由市場主導的管理模式，此等單一途徑已無法有效解決問題，而著重公私協力夥伴，打破鴻溝

以擴大參與者，並跨越藩籬促進合作的跨域治理作為，已蔚為當前處理棘手詭譎問題的有效辦法。 

(三)我國今後應如何面對全球在地化 

1.資源互賴化 

在現今複雜動盪的社會中，各類組織為因應不斷變化的環境變遷而產生各種形式的組織型態，而其組織

間的互動關係仍不脫離競爭與合作兩原則。而由於大眾所運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因而有了「資源依賴理

論」的出現。所謂「資源依賴理論」係指在資源過度缺乏的環境中產生的競爭、權力與支配的模式。而

相較於資源依賴理論觀點下所認為的合作理論，是一種協力的概念，一種分享彼此的資源、風險與報酬

的關係，是優先於合作而不是優先於競爭。 

2.功能整合化 

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作此一概念興起的原因，亦是鑑於地方政府組織極欲整合日趨分裂的組織問題。此

種問題是源自傳統公共行政中功能分化所導致的部門主義遺毒，只講求專業分工而忽略垂直及水平整合

的重要性，因而落入「權責分散」、「彼此權責重疊不清」及「只注重分工而缺乏整合」的困境中。因

此，應加強整合功能分化現象，構築地方組織間夥伴關係，使得每一位行為者間彼此皆處於相互依存的

網路中連繫，並且期望能藉由彼此的合作與協力的夥伴關係來達成共同的目的，以成為地方治理的重要

課題。 

3.議題跨域化 

在面對許多不同領域其複雜棘手而又不容妥協、難以處理的議題下，反映出組織與組織、部門與部門間

彼此應建立夥伴關係連繫的重要性，並經由不同的資源提供者與有關的利益團體在資源的相互運用下，

以期解決許多跨區域管理的問題。例如：部分縣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卻連帶影響到附近縣市的垃

圾量大增；跨領域的水污染問題處理以及焚化爐設置的地區問題…等議題，不勝枚舉，而這些議題皆須

經由彼此夥伴關係的聯繫，互相的溝通協調，如此才能形成一完整的整合機制以解決問題。 

4.決策公開化 

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作的形成也是為了使地方上決策過程更加地公開化的一種策略，因許多利益團體與

社群組織希望能藉由夥伴關係此角色的介入而發出更多的聲音來影響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決策。因而當地

方政府的角色由傳統獨占性質的服務提供者轉變後，許多地方政府亦逐漸能接受此種地方與地方利害關

係者彼此協調並促進彼此夥伴關係的一種社群治理的理念。此外，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作被視為可能也

補足了民主程序的缺失，亦就是被視為是一種與以往傳統排除社會團體參與所不同的一種授能方式。 

5.競合全球化 

由於全球化的影響，使得縣市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已不侷限在本國週邊地區。競爭的對象，也從鄰近國

家擴散到全球各大都市。例如：以北區有關縣市積極向中央爭取的「北北基合一」政策，即為了提升城

市競爭能力，而高雄「港市合一」計畫，亦期能與上海、釜山、香港等亞洲鄰近港埠都市競爭，並可活

絡城市經濟創造就業機會。而城市間的合作交流頻繁與密切關係，亦不遜於國際政治的正式外交活動。

例如：救濟日本東北海嘯福島核災、防制韓國首爾MERS疫情蔓延、協助我國處理八仙塵爆傷患救治，亦

均為全球在地化之最佳典範。 

 
二、隨著六都時代的來臨，臺灣已有過半數人口居住於直轄市，已有「區自治化」的主張出現。請

說明區自治化之意涵與比較其優缺點，並試述個人見解。（25分） 

試題評析 

從民國99年五都改制，到民國103年底六都成形，直轄市合併升格等議題，即為本科之命題焦點。

原較常見於高考《地方政府》考題（101年高考第2題曾出：「請分析「區」在我國地方自治體系

中的地位與運作特色」），現已擴及普考《地方自治概要》。如上題所指，此類題意常可各自發

揮，並無所謂標準解答。本題聚焦「區自治化」，雖屬新興論點，但實與當年「鄉鎮市改官派」

異曲而同工；論述重點可依「地方制度法」修法沿革，與近年直轄市合併升格經過，將法制與實

務兩相結合，分別比較其優缺，再依題意簡述個人見解，即可大功告成，輕易達標。 

考點命中 

1.《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上課講義》第一回，高點出版，王肇基編著，頁26-27。 
2.《高點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重點整理，王肇基編撰，頁4。 
3.《高點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申論題庫彙編，王肇基編撰，頁85第2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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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區自治化的意涵 

所謂「區自治化」，簡言之，即是將直轄市以下之「區」改制為地方自治團體，設區民代表會及區公所，

分別為區之立法機關及行政機關，依本法辦理自治事項，並執行上級政府委辦事項。直轄市以下之「區」

之自治，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其與直轄市之關係，準用關於縣與鄉（鎮、市）關係之規定。 

(二)我國區政體制之演變 

1.直轄市以下之「區」原非地方自治團體：依「地方制度法」原始設計直轄市之區政體制相當單純，「直

轄市及市均劃分為區」（第3條），「直轄市、市之區設區公所」（第5條），「直轄市、市之區公所，

置區長一人，由市長依法任用，承市長之命綜理區政，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第58條）。因此，在民

國99年年底以前，台北市與高雄市之下分別設有各區，但區不具有自治法人地位，區公所為直轄市市政

府派出機關，且區長係由直轄市市長指派文官擔任，區不設議會或代表會，故亦無須舉辦區議會或代表

會代表之選舉。 

2.民國99年年底五都改制，直轄市以下之區政體制的治理型態，與原北高兩市明顯不同，「地方制度法」

新修：「直轄市之區由鄉（鎮、市）改制者，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長，由直轄市長以機

要人員方式進用為區長；其任期自改制日起，為期四年」（第58條），「鄉（鎮、市）改制為區者，改

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民代表，除依法停止職權者外，由直轄市長聘任為區政諮詢委員；其

任期自改制日起，為期四年，期滿不再聘任。 區政諮詢委員職權如下：關於區政業務之諮詢事項、關於

區政之興革建議事項、關於區行政區劃之諮詢事項、其他依法令賦予之事項。 區長應定期邀集區政諮詢

委員召開會議 」（第58-1條）。亦即將區政體制的治理型態又分為以下幾種模式，包括：第一類型區長

官派，區不設區政諮詢委員議會，如台北市全區及原台南市、原台中市與原高雄市的區即屬之；第二類

型是區長官派，但區依法設置區政諮詢委員會議；第三種類型則是區長雖屬官派，但因係原鄉鎮市長以

機要人員方式進用，且受四年任期保障，形同剝奪新任直轄市長的人事任命權，同時區依法設置區政諮

詢委員議會。 

3.民國103年底六都改制時，為落實保障原住民族政治參與的精神，並積極回應原住民社會意見，內政部再

提地方制度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並經立法院三讀通過，自103年12月25日起，「直轄市之區由山地鄉改制

者，稱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設區民代表會及區公所，分別為山地原住民區之立法機

關及行政機關，依本法辦理自治事項，並執行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第83-2條）將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改制為地方自治團體，「山地原住民區以當屆直轄市長任期屆滿之日為改制日，並以改制前之區或鄉為

其行政區域；其第一屆區民代表、區長之選舉以改制前區或鄉之行政區域為選舉區，於改制日十日前完

成選舉投票」（第83-4條）以辦理其區長及區民代表選舉，並享有相關地方自治權限（第83-3條）。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自治區，現有新北市「烏來區」、桃園市「復興區」、臺中市「和平區」、高雄市「茂林

區、桃源區及那瑪夏區」，即已完全實施「區自治化」。 

(三)區自治化優缺點之比較 

1.實施「區自治化」(即將「區」改制為地方自治團體)的優點，包括： 

(1)擴大公民參政權，深化地方自治。北、中、南、高、桃各縣原所轄鄉鎮市，地方自治實施已久，竟因

升格為直轄市改制為區而廢除其自治法人地位，許多民眾無法適應迭有怨言，將「區」回復改制為地

方自治團體，可增加基層政治精英參政機會，落實地方自治。 

(2)合併或改制之直轄市土地幅員遼闊，地方差異性頗大，在都會快速發展趨勢下，區為基層地方單位重

要性日增，實施「區自治化」，將可減輕直轄市建設負擔，促進基層建設發展。 

(3)現行區長官派，有淪為直轄市長選舉樁腳之虞，恐出現政治分贓現象，有礙地方建設之推動。實施

「區自治化」，將可回歸民意還之選民。 

2.實施「區自治化」當然也可能產生一些負面效應(即將「區」改制為地方自治團體的缺點)，包括： 

(1)區長及區民代表恢復選舉，可能又見金錢暴力介入選舉，敗壞選風，影響地方政治發展。 

(2)區自治化等於在直轄市下再增加行政層級，影響行政效率，增加人事行政經費，亦將排擠地方建設之

用。 

(3)若只規畫直轄市以下之「區自治化」，而基、竹、嘉等(省轄)市以下之區，仍為「派出機關」，可能

形成「一省兩制」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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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謹簡述個人淺見如下： 

1.縣市升格改制為直轄市後，其區均不實施自治，恐有影響基層民主之虞：故從當前地方自治發展趨勢而

言，直轄市可考慮實施區自治，亦即在縣市升格改制前，我國佔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各縣均實施基層的鄉

鎮市自治。如題意所言，六都改制完成後，台灣有過半數人口居住在直轄市，原北、中、南、高、桃五

縣升格直轄市後，依「地方制度法」規定其鄉鎮市改制為區後不再實施自治，則全國反而有過半數人口

之地區未能實施基層自治，其規模甚大，恐遭批評為違反地方自治潮流，而有動搖基層民主之疑慮。 

2.直轄市實施區自治，能夠維護台灣地方草根民主傳統，體驗地方治理的精神，並對中國大陸基層民主發

揮示範效應：我國自民國39年實施地方自治以來，定期辦理鄉鎮市層級選舉已六十五年，不僅為台灣地

方自治奠立厚實基礎，更成為促進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維繫台灣草根民主傳統，推動政治體制朝向民主

轉型的重要關鍵。直轄市實施區自治，應如鄉鎮市自治與選舉，深化我國民主發展，讓台灣與世界草根

民主潮流接軌，在兩岸交流進行制度競爭之際，台灣基層地方自治所展現的民主內涵與精神，應可對中

國大陸和香港基層民主，發揮地方自治之示範效應。 

3.或可採行折衷方案，因地制宜，兼採「區自治」與「派出機關」兩制並行：合併或改制之直轄市土地幅

員遼闊，地方差異性大，故在城市化程度不高之地區，實宜採行區自治，至於其他都市化程度較高的地

區，其區制或可繼續維持直轄市政府之派出機關模式；如此，在直轄市中出現雙軌並立的區制度設計，

或許亦為未來可行規劃方案之一。 

 

乙、選擇題部分：（50分） 
（C）1 請問下列有關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敘述，何者錯誤？ 

(A)我國政治體制目前較接近中央集權式的單一國 (B)我國依憲法本文為準聯邦制精神 
(C)我國直轄市須完全秉承行政院的意旨進行統治 (D)我國強調中央與地方行政一體 

（B）2 請問目前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時，主要依據下列何種法律？ 
(A)行政區劃法 (B)地方制度法 (C)區域計畫法 (D)國土計畫法 

（C）3 地方自治最核心價值就是地方自治團體具有 3 種基本權。請問下列何者並非此基本權之一？ 
(A)組織自主權 (B)立法自主權 (C)司法自主權 (D)財政自主權 

（A）4 根據大法官歷次會議解釋，下列那一項不是地方自治團體的基本權？ 
(A)考試自主權 (B)組織自主權 (C)立法自主權 (D)財政自主權 

（D）5 「地方自治的制度是由國家的憲律所保障，地方制度本身不能被廢止，否定地方自治或剝奪地方自治

本質存在的所有法律，均違反國家憲法。」請問上述意涵與何種學說相符？ 
(A)固有說 (B)純受託說 (C)準獨立說 (D)制度保障說 

（B）6 下列有關鄉長之敘述何者正確？ 
(A)平地鄉鄉長應由非原住民出任 (B)山地鄉鄉長應由山地原住民出任 
(C)眷村鄉鄉長限由眷村出生者出任 (D)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不得出任鄉長 

（A）7 就我國地方自治過程而言，規範地方自治之依據，包括□臺灣省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省縣自

治法；□直轄市自治法；□地方制度法等 4 種，請問我國在李登輝總統主政時期，作為地方自治運作

之依據者，共有幾種？ 
(A) 4 種 (B) 3 種 (C) 2 種 (D) 1 種 

（A）8 有關縣（市）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產生方式，下列說明何者正確？ 
(A)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提請行政院院長派充之 (B)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提請內政部部長派充之 
(C)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派充之 (D)由內政部部長提請行政院院長派充之 

（A）9 依據地方制度法，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行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最高以新臺幣多少元為限，並得規定連續處罰之？ 
(A) 10 萬元 (B) 15 萬元 (C) 20 萬元 (D) 30 萬元 

（C）10 地方自治團體之團體屬性，原在於有效行使其管轄區域內之統治權，其獨特之基本權，除了組織自主

權、立法自主權外，還有何種權利？ 
(A)國防自主權 (B)外交自主權 (C)財政自主權 (D)金融監理權 

（B）11 縣（市）議會對於縣（市）政府所移送之覆議案，於會期內應於送達多少日內作成決議？ 
(A) 10 日 (B) 15 日 (C) 20 日 (D) 1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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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 下列何種人員須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之？ 
(A)約聘人員 (B)村里長 (C)政務官 (D)鄉公所秘書 

（D）13 大法官釋字第 527 號解釋，各級地方自治監督機關對何種事項認有違憲等疑義，得依法聲請解釋？ 
(A)法定重要事項 (B)所有委任事項 (C)法定承辦事項 (D)法定自治事項 

（D）14 直轄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 2000 人以上者，至少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直轄市議員幾人？ 
(A) 5 人 (B) 3 人 (C) 2 人 (D) 1 人 

（D）15 下列有關直轄市與縣（市）一級單位主管與一級機關首長之敘述，何者正確？ 
(A)兩者均屬政務職 (B)兩者均屬機要職 
(C)兩者均屬事務官（常任文官） (D)直轄市之任用限制比縣（市）寬鬆 

（C）16 中央與地方政府間之策略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s），近年來不斷地成長和漸漸受到重視，其

興起的原因敘述，何者錯誤？ 
(A)資源稀少性和相互依賴問題的促成 (B)深受行政轄區逐漸分離化現象的影響 
(C)反映中央與地方主政者解決問題的偏好 (D)基於決策制定公開化、民主化及參與性的要求 

（D）17 下列有關村、里長之敘述，何者正確？ 
(A)性質上為公務人員 (B)支領月薪，為有給職 
(C)為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D)地方民選公職人員 

（B）18 請問下列有關縣（市）自治條例的名稱，何者正確？ 
(A)臺灣省南投縣建築管理自治法規 (B)南投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 
(C)南投縣建築管理規則 (D)中華民國南投縣建築管理條例 

（A）19 對地方政府具體績效表現進行過程面評估時，主要是期望地方政府各項運作都能接受那一項原則的

監督？ 
(A)透明化 (B)自由化 (C)公平化 (D)效率化 

（D）20 世界各國從事地方政府整合機制設計與作法上各有不同。請問在地方政府運作傳統上，下列 4 個國

家何者地方政府組織形式最多？ 
(A)法國 (B)日本 (C)英國 (D)美國 

（A）21 從地方政府運作的各個層面過程中，來評估其績效表現，其中達成一定工作目標過程中，所需支付

的人力成本與時間，是屬於下列那一項指標類型？ 
(A)工作負擔 (B)工作效率 (C)工作效能 (D)工作生產力 

（B）22 下列有關鄉（鎮、市）財政之說明何者正確？ 
(A)不得開徵地方稅 (B)財政收支劃分法之稅課劃分並無鄉（鎮、市）稅 
(C)得發行公債及借款 (D)得以自治條例創設罰鍰收入 

（B）23 網絡化的社區治理，在治理系統主要的意識型態為： 
(A)專業主義與管理主義 (B)管理主義與地方主義 
(C)專業主義與地方黨派 (D)管理主義與消費主義 

（C）24 直轄市、縣（市）決算案，應於會計年度結束後幾個月內，提出於該管審計機關進行審計？ 
(A) 2 個月 (B) 3 個月 (C) 4 個月 (D) 6 個月 

（B）25 地方制度法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理跨區域自治事務，以促進區域資源有效利

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成立那一種組織？ 
(A)縣長連線會報 (B)跨區域合作組織 (C)跨黨派組織 (D)地方派系協調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