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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考題，屬近年試題中最難的一份！雖同往年只出兩題申論題，但題型、題旨、題意，均與往年出題走向迥

異，且差異性極大。第一題「多層次治理」為全球治理之延伸概念，本班授課及總複習時，即一再強調「地方

治理」之重要性，並反覆演練；第二題「地方財政權」則為學理題型，惟有與實務結合論述，方能切題，要得

高分實屬不易。綜而言之，一般考生可拿50~60分，程度較佳同學可得70分左右。 
 

甲、申論題部份： 
一、試說明何謂在府際關係中的多層次治理(multi-level governance)？其與傳統府際關係有何差別？ 
答： 
(一)所謂「多層次治理」(multi-level governance)，係由蓋利．馬克Gary Marks（1992）首先採用此一意涵，Marks 

的論述主要在於說明跨疆界、跨層級的一種「多層次」結構運作，用以探討歐盟制度改革後所面臨的結構

性問題，接著引起其他學者進一步探討多層次治理概念，並廣泛運用在相關研究上。 

1.多層次治理包含垂直與水平面向，「多層次」意指政府的公共政策決策在各層級行政管轄領域的互動性

與相互依存性增加，「治理」亦指政府與非政府行為者間在各行政領域的互動性、相互依存性也愈來愈

密集。 

2.多層次治理具四種特徵： 

(1)一般目的之管轄：其決策權係分散在各行政功能管轄領域； 

(2)非交叉型成員：其成員都屬單一行政機關領域內，例如：中央政府、邦政府、區政府、地方政府等，

並無跨機關或跨單位成員。 

(3)管轄層級有限性：此一類型多層次治理涵蓋管轄層級較少且單純，例如，其府際權力關係可能僅涉及

聯邦、邦及地方政府三個層級而已； 

(4)整體性且是持久性組織構造。 

3.多層次治理概念的提出，與民族國家及中央政府角色改變有密切關係，雖然國家或政府機關對社會的控

制與管制角色不變，但是其他層次和其他行為者，包括非國家行為者、非政府行為者在政治舞台或是社

會經濟中也紛紛扮演重要角色，且已經廣泛被研究以及深入討論，其有關非國家或是非政府的研究文獻

已經累積無數，這些研究文獻大都同意非國家行為者、非政府行為者逐漸參與政府決策，參與制定公共

政策，影響政府政策等，甚至指出非政府的角色已經能與政府平起平坐，或至少與政府機構有密切的互

動關係。換言之，中央政府已經釋出許多權威性決策權力給予非政府部門。所謂「治理」已經不再僅僅

是中央政府獨佔權力，而是由「多元管轄機構」所構成，並形成多層次治理型態。 

(二)「多層次治理」與傳統府際關係之差別 

1.多層次治理：指全球網絡連鎖關係的形成，業已強化了國家與國家、企業與企業，甚至人類彼此之間的

相互連接與相互依賴，且在政治、經濟、產業、科技、文化的訊息交流上有著愈來愈為快速的交互影

響。質言之，地球的任何角落所發生的事件或決策，都可能廣為周知，也可能會有全球性的重大影響。 

2.正因為全球化時代的到來，國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須與國際或超國家組織、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府際組

織(如地方政府、行政法人、獨立機關等)，以及企業及其他的民間組織，在全球場域中進行競爭與合作。

也就是說，全球的場域會成為上開行動者所混合而成的新系統，更是一種新治理型態的網絡關係；且多

層次治理興起之後，國家的主權(尤其是政治經濟的決策權力)將不斷分散，甚至流失，而重新掌握在國際

或超國家組織、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府際組織，以及企業與其他民間組織手中，國家(中央政府)僅為其中

的某個行動者而已。亦即，「集體的決策」將是全球化時代的新治理模式，例如：企業會影響政府的決

策，而政府也會引導企業並授權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但也深受區域整合機制暨其他超國家組織的影

響。 

3.也就是說，「治理」也可以被解讀為資源交換、權力互賴的運作過程，而形諸於公部門、私部門以及第

三部門(如：非營利組織、自願性團體等)之間。具體來說，「多層次治理」如放置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新

政府運動的時代，則可以用「地方分權」的作法來達成；「多層次治理」如放置在政府與企業之間，就

應該做到「市場分權」；「多層次治理」如放置在政府(中央、地方)以及第三部門之間，則必須做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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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分權」。唯有如此，才能稱為新的多層次治理結構，凡此均與傳統的府際關係，由政府(尤其是中央政

府)負擔服務人民的職能、僅由中央政府權威性地向地方級政府做垂直片面分權，產生莫大之結構性差

異。 

 

二、何謂「地方財政權」？請分別從地方與國家、地方與居民間的關係二方面陳述其意涵。（25
分） 

答： 
(一)所謂地方財政權，廣義而言係包括地方支出權與地方收入權。謹分述如下： 

1.地方支出： 

(1)所謂地方支出，乃指地方政府為滿足轄區內人民之需要，從事各種公共活動，所需一切經費之支付。 

(2)地方制度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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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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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不得將應自行負擔之經費，轉嫁予地方自治團體。區分標準，應於相關法律

定之。（§70） 

(3)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 

各級政府之支出劃分如下：A.中央立法並執行者，歸中央。B.直轄市立法並執行者，歸直轄市。C.由

縣(市)立法並執行者，歸縣(市)。D.由鄉(鎮、市)立法並執行者，歸鄉(鎮、市)。 

如需交由下級政府執行者，其經費之負擔，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屬委辦事項者，由委辦機關負擔；

屬自治事項者，由該自治團體自行負擔。由中央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二個以上同級或不同

級政府共同辦理者，其經費應由中央或各該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按比例分擔之。各地地方政

府未依第二項及前項規定負擔應負擔之經費時，其上級政府得扣減其補助費。 

2.地方收入： 

(1)地方收入的意義：乃指地方政府為欲供給其任務上之各種需要，或本公法上之行為，行強制之賦課，

或以私法上之原則，行交換手段獲得之種種收入。 

(2)地制法中之地方收入：稅課收入、工程受益費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規費收入、信託管理收入、財

產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補助收入、捐獻及贈與收入、自治稅捐收入、其他收入。(§63~65) 

(3)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各級政府之稅收： 

直轄市及縣(市)稅(§12)：包括土地稅、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契稅、娛樂稅、

特別稅課。 

國稅中之統籌分配款(§8)：所得稅總收入百分之十、營業稅總收入之百分四十及貨物稅總收入百分之

十，應由中央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二)就地方與國家間之關係言之，地方財政權之意涵包括： 

1.依事務的效果而定：事務之利害影響及於全國者，屬於國家，由中央政府負責。如果事務之利害影響僅

及於一地區者，則屬於地方，交由各地方政府負責，以應各地之需要。 

2.依經營之便利而定：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需要，由中央經營較為便利者，即交由中央政府負責。凡事務

需因地制宜者，且由地方政府經營為宜者，由各該地方政府辦理。 

3.依處理的能力而定：凡事務需要高深知識技術處理或需鉅大經費，非地方所能勝任者，由中央政府負

責。反之，不需要高深知識技術處理或所需經費較少者，歸於地方，由各該地方政府負責。 

(三)就地方與居民間之關係言之，地方財政權之意涵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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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律規定為其合法之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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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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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地方財政自無獨立可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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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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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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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獨立的地方財政。 

5.地方政府既有法定收入，又能自行決定支出，又自行編製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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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來，

財政制度才能健全。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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