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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 
一、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認為公共政策過程的研究可分為兩大類型：「政策內容」

（policy content）和「政策過程」（policy process），請申論這兩者的研究有何異同之

處，並舉實例加以說明。（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算是今年考題中較具鑑別度的考題，偏向研究方法之考題。且在一般主流教科書較少提及

政策內容與政策過程， 但同學仍然可以從公共政策研究兩大領域政策分析與政策研究來作

答。 

考點命中 《公共政策》，高點文化出版，高凱編著，頁1-12~1-13。 

 

答： 
    拉斯威爾(H. D. Lasswell)最早在《政策科學：範圍與方法的最近發展》一書中，將公共政策過程的研究

分為兩大類型：「政策內容」（policy content）和「政策過程」（policy process）。以下就兩者之意涵、差

異加以說明。 

(一)政策內容之意涵： 

係指公共政策本身之內涵，屬於公共政策的「實質面」，主要在探討一個政策形成階段所需之資訊，例

如政策問題性質為何？政策目標為何？備選方案是否具可行性？政策未來結果如何？然而這些內容須要

仰賴科學性之分析，運用量化技術、成本效益分析等才得以完成。 

(二)政策過程之意涵： 

係指公共政策過程本身所涉及的理論、知識、議題、技術等問題之討論，屬於公共政策的「程序面」。

例如以階段論的角度而言，政策運作過程包含問題建構、政策規劃、政策合法化、政策執行、政策評

估。政策過程所關心的政策形成過程為何？過程中有哪些行動者？行動者會採取哪些行動？政策如何被

接納？如何才能有效執行？然這些內容須要政治、行政與量化、質化的分析方法，決策者運用本身判斷

力，才能有效處理。 

(三)政策內容與政策過程之差異： 

1.研究範圍： 

政策內容強調備選方案之形成；而政策過程除了涉及備選方案之規劃外，還涉及政策合法化、政策執

行、政策評估等，一系列政策運作階段之研究。 

2.研究方法： 

政策內容研究係以量化之方式為主，例如成本效益分析、回歸分析等；而政策過程研究除了量化之方

式外，更涉及政治層面之運作，因此量化與質化同時並重。 

3.政策參與者： 

政策內容研究主要在規劃備選方案，主要以政策分析師(policy analysts)為主；而政策過程研究除了政策

分析師外，亦包含政策制定者 (policy makers)、標的團體 (target group)等。 

綜合以上論述，雖然公共政策過程的研究可分為政策內容研究政策過程研究，尚有公共政策研究，但三者

的差異範圍在學術界及實務界仍然沒有一定的共識。 

 
【參考書目】公共政策辭典：2012，五南，吳定著。 

 

二、「民意調查」與「公民投票」均是政府制定政策過程中，探知民意的重要方法，請以我國的

經驗為例，比較說明這兩者有何不同之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較為偏向政治學的考題，對於一般行政的考生而言理應不難作答，但同學切記題目問兩者

之差異，須要找到一個比較的基準點來回答。 

考點命中 
1.《公共政策》，高點文化出版，高凱編著，頁9-5、9-55。 
2.《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狂做題班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57。 
3.《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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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民意是政策、政府合法性的來源，缺乏民意基礎的政府或是政策，會受到選民、社會的批評，因此在

民主國家中，政府必須重視民意之傾向，不論是民意調查或是公民投票都是政府探究民意之機制。以下就

題幹所述加以說明。 

(一)民意調查之意涵： 

民意調查是政府機關採取科學的量化方法，以抽樣調查的方式，從整個調查母體抽出部分樣本調查其意

見取向，藉此推論全體的意見傾向。例如每到選舉時刻，各大媒體皆會對候選人支持度進行民意調查。 

(二)公民投票之意涵： 

公民投票 (plebiscite)是除了民意調查之外，展現民意最有效的方式。所謂公民投票是指公民直接透過投

票的方式來表達對於國家重大公共事務的意見，因此公民投票是直接民主的一種。例如110年12月我國將

舉行的四大公投案。 

(三)民意調查與公民投票之差異： 

1.議題之限制： 

 依我國公投法規定，預算、租稅、薪俸及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而民意調查則無任何議

題上之限制。 

2.拘束力之差異： 

公民投票之結果對於行政機關而言具有一定的拘束力，行政機關須依公民投票之結果作為政策訂定依

據，而民意調查僅讓行政機關瞭解民意傾向，作為參考。 

3.行政成本： 

政府舉辦公民投票需花費大量資源、金錢、人力，而民意調查相對而言，成本較低。 

4.主體之差異： 

公民投票係由政府機關所舉辦，而民意調查在社會中的團體、個人皆可進行。 

5.對象之差異： 

參與公民投票之對象為全體國民，凡具有我國國籍之公民，皆可以參與公民投票，而民意調查僅調查

部分樣本之意見。 

6.時間成本： 

公民投票從聯署、成案、投票往往曠日廢時，而民意調查所花費之時間較短，以電訪民調為例，最快

三天就可以產出一份民調。 

    綜合以上論述，民意調查或是公民投票都是民意之表現方式，但民意基於不普及性，只有少數人會對

政治加以注意，因此公共政策最終就會被少數人掌握，政府必須在行政體制內建立相關預防之機制，以避

免該情形之發生。 

 

三、為了解決房價持續高漲的問題，各方所提的相關建議包括推動交易實價登錄、鼓勵資金投入

實體經濟、課徵囤房稅、降低房貸成數、提供購屋低利貸款、興建社會住宅等，試從政策工

具的觀點，詳述政策工具的類型，並說明上述政策建議屬於何種類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看似簡單，卻不好作答，雖然政策工具考古題已經出題多次，但本題與打房的政策工具結

合，同學要選對適合回答的一組政策工具，否則難以將題幹所提之政策建議分類進去。 

考點命中 
1.《公共政策》，高點文化出版，高凱編著，頁4-8~4-9、7-27。 
2.《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狂做題班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17。 
3.《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27、28。 

 

答： 
    政策目標需要有良好的政策工具加以達成，政策工具係可將抽象的政策目標實際付諸執行的手段，但

政府政策工具非常多樣化，該如何選擇是政策執行研究上重要之課題。以下就題目所述加以說明。 

(一)政策工具之意涵： 

    政策工具（Policy Tools or Policy Instruments）又可稱作「治理工具（governing instruments）」或「政府工

具(tools of government)」，係指政府機關為執行政策以達成政策目標，可以自由選擇應用各種技術之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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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將政策目標轉化為具體政策行動所使用的工具或機制。 

(二)以解決房價高漲為例說明政策工具之類型： 

    房價持續高漲係代表房市市場中反應不真實的房屋價格，因而造成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之現象。可

以藉由下列四種政策工具解決市場失靈： 

1.使用市場機制： 

(1)藉由解除市場管制、政府創設產權的方式或政府拍賣產權的方式來活絡市場，達到市場競爭的目

的。 

(2)鼓勵資金投入實體經濟即屬於市場機制之政策工具，政府鼓勵企業將資金投入商品製造與服務，而

非不動產。 

2.誘因機制： 

(1)針對產品的生產者、消費者予以課稅，或針對產品的生產者、消費者予以補助，達成政策目標。 

(2)課徵囤房稅即屬於誘因機制之政策工具，名下房屋數量超過一定數額之法人或自然人，即課以較高

之房屋稅。 

(3)提供購屋低利貸款即屬於誘因機制之政策工具，提供予首購族群較低的房貸利率，以減輕其房貸壓

力。 

3.政府管制： 

(1)政府透過法律、控制價格、控制數量、控制資訊等方式，直接管制市場的情況。 

(2)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即屬於政府管制之政策工具，凡有不動產之交易行為，須將其交易資訊予以公

開，若資訊不實，政府則施以權威性的懲罰措施。 

(3)降低房貸成數即屬於政府管制之政策工具，政府要求銀行給予第二間房屋貸款時，成數不得過高，

使投資客需以現金購屋，造成其現金流之壓力。 

4.非市場機制的直接供給： 

(1)政府本身直接提供市場所需的財貨，或是藉由簽約外包的方式，由政府出資給民間，民間提供公共

服務，但政府仍保有監督的職責。 

(2)興建社會住宅即屬於非市場機制的直接供給之政策工具，政府提供市場低於市價之不動產出租，提

升民眾承租意願，降低購屋意願。 

    綜合以上論述，政策工具之類型各家學者有不同之看法，但就實務政策執行面而言，政府往往是多種

政策工具並用，並非僅採用單一政策工具，而須視政策之性質採取不同的政策工具。 

 

四、面對社會問題的日益複雜、環境的快速變遷及科技的高度發展，「政策創新」成為當前政府

作為的重要議題之一，請詳述政策創新的意涵及有利於政策創新的條件或因素，並舉政策實

例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也算是考古題的題目，110年高考有考到政策變遷，而政策創新是政策變遷的一種類型，

本題對於同學而言理應不難作答。若能在第二個問題「政策創新的條件或因素」，舉適當案例

加以分析，應能獲得不錯分數。 

考點命中 
1.《公共政策》，高點文化出版，高凱編著，頁8-36~8-37。 
2.《高點‧高上公共政策狂做題班講義》第一回，高凱編撰，頁48。 

 

答： 
    面對社會問題的日益複雜、環境的快速變遷及科技的高度發展，政府政策須不斷變遷，以符合環境、

民眾需求因此政策創新之概念為人所重視。以下就題幹所述加以說明。 
(一)政策創新之意涵： 

政策創新(Policy Innovation)屬於政策變遷(Policy Change)類型之一，係指在特定政策領域上訂定新的政

策，以取代舊有的政策。 
(二)政策創新之類型： 

依據De Vries等學者之看法，政策創新包含下列四種類型： 
1.流程創新 (process innovation)： 

(1)行政流程創新 (administrative process innovation)：創造新的組織型態、新的管理方法與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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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健保APP整合COVID-19疫苗施打預約，以及健保相關服務。 
(2)科技流程創新 (technological process innovation)：創造或使用新的資訊科技來提供公共服務。例如網

路報稅平台。 
2.產品或服務創新(product or service Innovation)： 
創造一個新的公共服務。例如臺北市政府所建立的老人共食服務。 

3.治理創新(governance innovation)： 
發展新的方式或流程以解社會問題，強化政策網絡中自我管制(self-regulating)的能力；或是自我組織

(self-organizing) 能力的強化方案。例如網路報稅平台提供民眾最適的稅額計算公式。 
4.概念創新(conceptual innovation)： 
以新的思維、框架( frames of references)或典範，重新界定社會問題。例如當勞工失業時，不是檢討其

工作能力，反而重視該如何激發其工作潛能。 
(三)利於政策創新之因素： 
    依據哈務和強恩 (B. W. Hogwood and L. A. Gunn)之觀點，認為政策產生變遷之原因有下列三點： 

1.環境快速變化： 
隨社會環境變化，政府機關逐漸擴大某項政策領域的活動範圍，以擴大政府治理功能。例如因為

COVID-19疫情我國所推動之口罩實名制，疫情爆發之初，防疫物資缺乏，我國政府為確保民眾可以以

合理價格買的到口罩，結合健保系統，與各藥局、超商合作，使民眾有足夠的防疫物資。 
2.舊有政策效果不佳： 
因既有的政策成效不佳，須要在政策上進行某種程度的改變，以回應民眾需求。例如勞動基準法一例

一休政策，在蔡總統上任前，勞基法並無一例一休相關條文，而為了保障勞工工時及休息時數，明定

應予勞工每七天一天休假日與一天例假日。 
3.避免政策終結之情形： 
為避免政策終結，引起民眾反彈與不安，制定新的政策來取代舊有政策。例如台北市柯文哲市長上任

以後，隨即取消重陽敬老金，但對於部分中低收入戶的老年人口，仍持續發放，把原先的預算來投入

更多的老人福利措施，如辦理老人共餐、提供敬老悠遊卡相關優待等，把金錢之給予，轉化為更多老

年人口生活中可以使用的社會福利措施。 
    綜合以上論述，不論是政策創新或政策變遷，皆代表舊有體制之改變，因此在推動政策創新或政策變

遷之過程中，須注意行政體系文官之反抗所造成的不希罕效應(BOHICA)之問題。 
 

【參考書目】 

以上資料參考、改編自： 

李仲彬，2017，〈政策創新的影響因素：我國地方政府的分析(1999-2013)，《東吳政治學報》，第35卷，

第二期，頁：13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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