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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關於法律與道德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律與道德的成立與修改皆須經由一定程序才完成

（B）法律與道德的強制力基礎皆是以國家公權力為後盾

（C）法律與道德皆為個人行為的規範與評價標準

（D）法律與道德在我國法體系中皆屬成文法規範

 2.（　） 依民國 108 年 1 月 4 日修正後的法院組織法，關於最高法院判例的適用，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之最高法院判例，停止適用

（B）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之最高法院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

院裁判相同

（C）最高法院判例，無論有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均停止適用

（D）有裁判全文可資查考之最高法院判例，其效力位階高於未經選編為判例之

最高法院裁判

 3.（　） 若具體事實不明或難以證明時，法律得為何種立法技術以暫時認定事實？

（A）準用　（B）類推　（C）推定　（D）但書

 4.（　） 行政機關可在數個合法、可行的途徑中選擇其認為最適合、最可以達成行政目的

之方法，此種原則為：

（A）行政一體　（B）裁量　（C）事實之涵攝　（D）一事不再理

 5.（　） 關於自律規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自律規則係地方立法機關基於議會自律權而來，性質上為議會的內部事項

規範

（B）與地方居民之權利義務相關之事項，亦得以自律規則定之

（C）自律規則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係由各該立法機關發布，

並且須報各該上級政府備查

（D）自律規則不得牴觸上級自治法規

 6.（　） 修正法規時，如欲廢止或增加少數條文時，應為如何之處理？

（A）不保留所廢條文之條次

（B）保留所廢條文之內容，且須註明「刪除」二字

（C）得將增加之條文，列在適當條文之後，冠以前條「之一」、「之二」等條次

（D）增加編或章時，不得冠以「之一」、「之二」等編或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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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依司法院憲法解釋意旨，下列何者為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即便修憲亦不可

更動者？

（A）雙首長制　 （B）權力分立與制衡　 

（C）國家固有疆域　 （D）修憲程序

 8.（　） 關於憲法之共和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國家元首應由人民直選產生 （B）國家元首應受到任期限制

（C）共和國不一定是民主國 （D）國家元首不能以世襲方式產生

 9.（　） 國立警察大學碩士班入學之招生簡章，限制有色盲者不得報考。依司法院憲法解

釋意旨，該規定所涉及之基本權，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該規定對於憲法第 21 條保障人民受教育權造成限制

（B）該規定對於大學自治造成限制

（C）大法官採較嚴格審查標準予以審查

（D）該規定以生理特徵為分類標準，是違憲之差別待遇

 10.（　） 下列關於總統制之敘述，何者最明顯有誤？

（A）總統與國會分別有獨立的民意基礎 

（B）總統對於國會通過之法案有否決權

（C）國會對內閣沒有質詢的權力 

（D）內閣成員同時具有國會議員身分

 11.（　） 有關民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公民投票是國民主權的展現，位階高於憲法

（B）在民主社會中，「保護少數」與「多數決」不可分離，而違憲審查是保護

少數的一種制度設計

（C）民主政治的預設之一是主流意見會隨時代與環境而改變

（D）在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的投票方法中，平等是指一人一票且票票等值

 12.（　） 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律保留原則」之內涵？

（A）行政行為或其他一切行政活動，均不得與法律相牴觸

（B）憲法要求特定事項須由立法機關以法律加以規定

（C）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視規範對象、內容或

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有不同

（D）有組織法之授權不等於即有作用法之授權

 13.（　） 關於聯邦國與單一國之選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單一國之地方政府不具水平權力分立之機關

（B）兩者在國家統治權力分配上有所不同

（C）聯邦國之成員州或邦得有獨立之司法系統

（D）聯邦國之成員州或邦享有憲法保障之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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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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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解析

 1. （C）

(A) 法律與道德之區分

產生方式不同

道德是基於人類的倫理、良知，逐漸累積成一定觀念而來，因此很

難去界定道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也很難去界定何謂道德；法律

則由國家經由一定的制定程序而成，有確切的公布及施行日期，成

文法國家更是將法律寫成具體條文。

觀念不同

道德僅是使人盡其在我，盡了一定義務、不一定取得權利，例如：

事親至孝、賑災救貧，這些都是道德的展現。道德以善盡義務為其

重心；法律則規範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義務，權利與義務在法律中常

常相對而存在，例如：賑災救貧可能構成民法上的無因管理，因而

取得請求償還必要費用等之權利。

作用不同 道德的作用在於拘束人之內心，法律則用以規範人的外部行為。

制裁不同

違反道德，僅是受到人類倫理、良知上的譴責，或是遭受社會輿論

的批評；但違反法律，會受到法律明文的處罰與制裁，國家會動用

公權力，以強制力加以制裁。

(B) 承上可得有關法律與道德的比較，選項（C）正確，得本題答案。

 2. （A）

(A) 依據司法院於民國108年1月4日修正、同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

「最高法院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七日本法修正施行前依法選編之判例，若無

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應停止適用。未經前項規定停止適用之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

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

(B) 承上可得本題答案為選項（A）。



111年

112:11法學大意

 3. （C）

(A)（A）準用：係指法律明定將關於某種事項（法律事實）所設之規定，適用於其相類

似之事項上，即是用在兩事物本質上不同或在評價上被認為不同，但兩者卻類似的情

形，以準用的方式作相同的處理。簡單的說就是事實A 的法律效果在000 條文說的很

清楚，而事實B 的情形和事實A 有相當可比擬性，為了省得再辛辛苦苦的把000 條文

重新訂一遍，因此XXX 條文就像一面鏡子直接照射向000 條文，規定事實B 的法律效

果就和事實A 一樣吧。

(B) （B） 類推：基於平等的原則，就法律未規定的事項，比照援引性質相類似的規定，

加以適用。也就是相類似的案件應為相同的處理。�

(C) （C） 推定係在事實不明時，藉由已知的事理，推論一定的事實；但若證實有相反的

事實存在（即有反證存在），該推定即被推翻。 �

(D) （D） 但書法律上表示特別或除外的意思，用來補充本文的正面意義。

(E) 承上可得若具體事實不明或難以證明時，法律得為以（C）推定立法技術以暫時認定

事實，得本題答案。

 4. （B）

（A）行政一體

參憲法第53條：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行政必須整體考量，行政活動以「公益」為其指導原則，雖分工分職設立各部門，最終仍

然必須歸屬最高行政首長統籌指揮監督，以促進合作提高效能。

（B）行政裁量：

行政裁量：係指行政機關在法律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實現之後，本於

行政機關作成決定之自由空間，在數種可能的法律效果或行政行為

方式中作一選擇。就是容許行政機關在依法行政之下，對於法律效

果及行為方式擁有選擇空間，所以原則上司法必須尊重行政機關之

裁量，但是行政機關必須做出合法、合目的性之裁量，否則如果有

「裁量瑕疵」，司法便必須介入審查。

（C）事實之涵攝： 係指法律適用過程中，將抽象法律之規定對照個別的具體事實，而產

生法律效果的一種過程。

（D）一事不再理： 指同一案件經終局的、最後的判決後，非另有法定原因或其他事由

（例如：再審或非常上訴），應遵循一事不再理原則，也就是不得再為起訴、審理，又稱

為「不可變更力」。

承上可得題幹所問行政機關可在數個合法、可行的途徑中選擇其認為最適合、最可以達成

行政目的之方法，此種原則為（B）裁量。

 5. （B）

1. 以自治條例訂定之事項

依地方制度法第28條規定：

下列事項以自治條例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