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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隆 市 立 中 山 高 級 中 學 1 0 9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高 一 愛 班 第 1 次 段 考 公 民 與 社 會 科 複 習 卷 

一、單選題：(34 小題，每題 2.5 分，共 85 分 不倒扣) 

1. （  ）面對年年上漲的房租，對於面臨經營瓶頸的餐廳業者或是資本額不高的小資族群而言，「餐車創業」就變成了一個

看來不錯的選擇。但從地方自治的角度來看，若想要以餐車創業，須依循該縣市自治條例管理處理。請問：上述內

容屬於地方自治的何種辦理事項？ (A)自治事項 (B)委辦事項 (C)共同辦理事項 (D)跨區自治事項  

2. （  ）我國歷史上曾發生三次不信任案，分別發生在 1999 年、2012 年及 2013 年。三次皆因未達法定門檻而未通過，目前

尚無成功案例。根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規定，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 1/3 以上連署，對（甲）提出不

信任案，再經由全體立法委員 1/2 以上贊成。關於此制度之設計，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甲）應為行政

院院長 (B)通過後（甲）必須辭職 (C)通過後（甲）將可發動解散立法院 (D)此制度展現兩權分立又融合的精神  

3. （  ）對於行政權的監督部分，可以分為外部監督與內部監督，其中內部監督是一種行政權過程的內部自我要求。請問：

下列對於內部監督的敘述何者正確？ (A)政府的資訊不應該透明，避免人民與政府之間對立問題的產生 (B)加強

人民參與政府決策，即公私協力的部分，有助於政府施政 (C)政府對人民的回應性應該以被動方式，避免浪費國家

行政資源 (D)政策的制定需具備強大的專業性，故對於反對意見應予以排除  

4. （  ）臺北市大巨蛋 BOT 一案爭議不斷，遠雄因大巨蛋施工造成古蹟毀損、捷運隧道產生裂縫與安全疏散等問題與北市

府發生爭執，至今未解。請問：臺北大巨蛋之興建屬地方行政機關之何種權限？ (A)自治事項 (B)委辦事項 (C)

中央與地方共同辦理事項 (D)跨區域自治事項  

5. （  ）內閣制與總統制的區分，可從行政權的歸屬與組成來認識。例如：內閣制的行政權乃經國會多數黨議員的支持和信

任而產生。下列有關於內閣制行政權的形成過程與解釋，何者正確？ (A)由人民間接選出全體國會議員 (B)由國

會多數黨來決定閣揆人選 (C)由國會多數黨與其他政黨共同決定內閣閣員以組閣 (D)由國會多數黨決定內閣成

員，即為權力分立的概念 

6. （  ）政府體制的設計猶如一本電影劇本，如果你希望這個國家多一點英雄主義的色彩，你可能會選擇(甲)制；如果你希

望這個國家能更強調共識，而希望避免造成一人濫權的可能，你可能會選擇(乙)制。下列有關於(甲)制與(乙)制之敘

述，何者正確？ (A)(甲)制中，掌握行政與立法權力的人可以是同一人，體現權力融合 (B)(甲)制中，若立法權與

行政權產生爭議，最終可訴諸於民意，提早改選 (C)(乙)制中，立法權擁有牽制行政權的否決權（Veto） (D)(乙)

制中，若行政權的運作無法獲得立法權的信任，立法權可進行不信任投票  

7. （  ）阿花想認識英國內閣制，卻不知從何了解起，因此公民老師建議從「權責相符」與「行政更有效率」來分析英國內

閣制的優點，下列 4 位同學的敘述何者正確？ (A)小南：英國內閣制的首相沒有任期限制，因此政策執行方面能

更確實 (B)阿翰：英國內閣制的立法權與行政權呈現分立的狀態，可以相互制衡 (C)大龍：權責相符是指，當行

政團隊政策執行不當，可提請國家元首下臺 (D)阿民：英國內閣制的效率端視政黨體系的情況，多黨制較兩黨制

有效率  

8. （  ）民主治理有一項重要的核心概念為課責（accountability）。其概念包含政府應扮演具強制力的負責機構，以及政府需

對本身行為或政策，主動向人民提出解釋、說明與回覆。根據上述課責的敘述，下列例子何者正確？ (A)總統上

任後為實現競選諾言，要求教育部開始逐步推動教育改革 (B)教育部研擬新課綱，交由地方教育局與各級學校協助

宣傳、執行 (C)各縣市教育局推廣政策時，聆聽各方家長意見，並作解釋與說明 (D)各級公立學校確實執行教育

局的政策，開始與他校進行校際合作  

9. （  ）日本政府為改善日益惡化的日本財政，提出「提高消費稅」的政策，造成民意的反彈。請問：內閣制的設計中，主

要透過下列何項制度，表示內閣對政務的負責？ (A)首相和內閣閣員須至國會接受議員對施政的質詢 (B)國會議

員可以對內閣提不信任投票 (C)國會議員可以提出覆議案 (D)國會議員可以彈劾首相  

10. （  ）甲國某日新聞報導指出，該國舉行國會議員改選，結果由右派政黨大獲全勝，該政黨取得執政權，且由天皇任命該

黨領導人為首相。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國的政府體制應屬於由閣揆掌握國家行政權的

內閣制 (B)甲國的行政與立法關係是行政中有立法、立法中有行政 (C)甲國的立法權須對行政權負責，即內閣須

接受議員質詢 (D)甲國的國會可以進行罷免閣揆，以避免閣揆的權力過大  

11. （  ）民主治理除了要符合民主化精神，更試圖拉近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距離，避免人民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被重視的情況，

以期政府的政策更符合人民的意念與需求。根據上述內容，下列分析何者正確？ (A)為了貫徹政府政策的執行力，

決策過程應該由上而下 (B)治理是政府領導民間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且由政府扮演主導角色 (C)民主治理的核

心概念在反應民主價值，建立公私協力關係 (D)國家與人民呈現一種統治關係，責任才能釐清、明確  

12. （  ）2019 年 5 月 1 日，日本德仁天皇即位，開啟「令和」年號的新時代，這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室引發舉世關

注。根據日本憲法規定，天皇是日本國及國民整體的象徵，其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國民意志為依據，並且只能行使憲

法所規定的國事行為，沒有參與國政的權力。根據前述日本憲法的規定，採行內閣制的日本，有下列哪一特徵？ (A)

權力分立 (B)虛位元首 (C)聯合內閣 (D)責任政治  

13. （  ）近年來各地方政府陸續開辦 1999 專線，主要功能為解決民眾對於各種政策上的疑惑，並提供民眾解決各種非緊急

事務，如投訴、諮詢、查詢政府臨時動態等。有關 1999 專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此為汲取企業客服的營

運模式與經驗 (B)屬於由單一部門服務的電話服務專線 (C)政府主要是用來宣導相關政策、政令 (D)更能讓政府

落實「責任」的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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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民主是一種主權在民的概念，並且透過權力制衡方式避免政府專權，近年來出現公民參與治理的概念。請問：這是

為了讓公民及公民團體共享政府什麼樣的權力？ (A)行政權 (B)立法權 (C)司法權 (D)監察權  

15. （  ）有關民主國家中為何要將權力分享給地方政府，不同領域有不同的解釋觀點。下列有關各領域與觀點之敘述，何者

正確？ (A)政治學觀點：權力分享可以避免權力過度集中，並促進地方人民的政治參與 (B)社會學的全球化觀點：

中央政府權力往下授權予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的特色 (C)社會學的在地化觀點：中央政府權力往上流向超國家組

織，進而與國際接軌 (D)民族與文化觀點：避免少數民族在地方各自為政，推廣主流文化與族群同化  

16. （  ）某國內閣因同意開放含瘦肉精的他國牛肉進口，引發國會議員不滿，除杯葛內閣施政報告外，更揚言將要求內閣負

起政治責任。對此，就該國情況而言，國會可採取下列何種措施？ (A)彈劾內閣首長，並要求內閣改組 (B)進行

不信任投票，使內閣首長辭職 (C)請求總統動用覆議權，阻撓該政策 (D)由國會行使覆議權，要求重新審議  

17. （  ）關於美國政府體制中行政權與立法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總統須透過政府官員提出法案交由議會表決 (B)

當行政與立法權分立時能以不信任案解決爭端 (C)經由司法審查權及國會彈劾權制衡行政權 (D)國會多數與總統

同一政黨時易生政治僵局  

18. （  ）新北市為扭轉東門溪流域易淹水困境，於 2019 年 5 月 3 日串聯起桃園市政府、中央部會之合作能量，共同推動治

水新篇章，打造東門溪景觀滯洪公園，營造鳳鳴地區新亮點，創造多贏局面。根據地方自治辦理事項之分類，上述

內容屬於何者？ (A)跨區自治事項 (B)共同辦理事項 (C)委辦事項 (D)自治事項  

19. （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某會議中表明若金融改革法案不加強規範造成金融危機的元兇──衍生性金融商品，他將對該

法案行使覆議權。請問：下列針對美國的否決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只有總統制才有該種設計 (B)若參、眾議

會再以 2/3 的多數通過原案，不論總統簽字與否，該法案自動生效 (C)這顯示出立法部門必須對行政首長負責的原

則 (D)議會可提對內閣的不信任案來加以反制總統  

20. （  ）在民主政治的概念中，「課責」（accountability）與「責任」（responsibility）經常進行比較分析，下列有關兩者的討

論何者正確？ (A)課責是透過明確性原則來要求政府官員的主動負責 (B)課責涉及個人主觀判斷，屬於較被動的

概念 (C)責任強調明文規定，並強化程序上的具體責任內容 (D)責任會隨著規範的明確性，呈現較主動狀態  

21. （  ）近幾年來，交通部觀光局與國內某知名雜誌、網路部落客結合，利用「微笑臺灣 319 鄉」護照，讓民眾得以行腳方

式，發掘臺灣鄉鎮之美，並推廣各地特殊的風土民情、人文景致。請問：上述劃線部分，最能凸顯出下列何種概念？ 

(A)民主治理 (B)權力分立 (C)信任制度 (D)人民主權  

◎日前某黨修改黨章，再度引發各界對「總統應否兼任黨主席」的關注。從以前到現在，我國民選總統都有兼任黨主席的現象，

結果常招致在野黨主席批評「毀憲亂政」，有趣的是，當在野黨主席選上總統後，便也忘記自己先前的批評，而同時兼任黨主席。

(請回答 22~23 題) 

22. （  ）我國憲政運作若配合上述「總統兼任黨主席」之現象，將與何種政府體制的特色最為相似？為什麼？ (A)內閣制，

部會首長可以擔任雙重職務 (B)內閣制，國家實質領導人也是黨主席 (C)總統制，行政立法分立且能彼此制衡 (D)

總統制，總統就是行政首長並無閣揆  

23. （  ）哪種觀點最能解釋我國在野黨主席選前選後言行不一的現象？ (A)總統原先有權無責的缺點將轉變為權責相符 

(B)能透過立法權主導國家運作並促進施政效能 (C)總統兼黨主席可使所屬政黨成為國會最大黨 (D)行政權可同

時影響立法權運作但卻無須負責  

24. （  ）小華想利用暑假到泰國旅遊，他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看到了本篇介紹文章：「泰國原為君主專制，1933 年革命

後，改為現今之體制，……，最高行政機關為總理府，總理由國會眾議院會議提名通過後，由國會議長呈請泰王任

命。」請問：依據上述介紹，下列何項特徵符合現今泰國的政府體制？ (A)實權元首 (B)覆議制度 (C)副署制度 

(D)彈劾制度  

25. （  ）由於劇烈的氣候變遷，近年來，「有水則澇，無水則旱」的情景，經常在臺灣上演。因此旱季時，經濟部水利署總

是要針對水庫蓄水量，採取限水措施，以免相關縣市無水可用；颱風季節時，各地總是出現因河川整治各縣市步調

不一而淹水的災情。面對此種氣候變遷，中央與地方政府可採取下列何種方式因應？ (A)河川整治事務列為委辦

事項，由中央政府統籌，地方政府執行 (B)修改《地方制度法》，直接將河川流經的縣市合併，以免產生爭議 (C)

地方政府應向中央索取增加水利人才及治水經費，防範未然 (D)河川上游的地方政府應享有水資源管理的權限，

並視狀況採取必要措施  

26. （  ）研究一國的政治體制，可從「行政權歸屬」與「行政權組成」進行分析。從「行政權歸屬」來看，我國兼具英國內

閣制與美國總統制的部分特徵。下列有關我國行政權歸屬的敘述，何者正確？ (A)我國總統分別擔任我國的國家

元首與行政首長，類似總統制 (B)我國總統擁有完全發布法律和命令的權力，類似總統制 (C)我國行政院為最高

行政機關，行政院院長為最高行政首長，類似內閣制 (D)我國總統須向人民、國會負責，類似總統制  

27. （  ）2017 年 10 月，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舉行獨立公投並順利通過，但中央政府宣布此項公投違法。形成中央與

地方政府發生糾紛。若從民主國家的角度來看，下列何者是解決中央與地方政府權限爭議時的對策？ (A)再舉行

一次全國性公投，訴諸全國民意 (B)交由西班牙總理（內閣制）進行決定 (C)交由國會負責解決 (D)解散國會，

重新改選國會議員  

28. （  ）實施內閣制的德國在 2017 年 9 月 24 日舉行聯邦議院改選，現任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

盟（CDU／CSU）雖然保住了國會最大黨的位子，但 32.9％的得票率僅能獲得 709 席國會席次中的 246 席。所幸最

後成功與德國社會民主黨（SPD）達成合作的協議，長達 4 個月新政府難產的危機正式解除，梅克爾也在總統史坦

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正式任命後，迎來她的第 4 任總理任期。根據德國新政府的運作，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梅克爾因與總統同黨並獲得任命而能連任總理 (B)新政府閣員多由國會議員擔任而不向國會負責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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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民主黨的協議即指聯合內閣的方式組閣 (D)總統史坦麥爾是實際掌握權力的最高行政首長  

29. （  ）英國有句著名的政治諺語：「英國國會除了不能使男變女及女變男之外，無所不能。」揭示英國內閣制中，國會至

上的原則。這樣的地位，主要是來自於下列哪一原因？ (A)元首無實權，僅象徵國家且僅有象徵或儀式性功能 (B)

國會議員是由人民直接選舉所產生，直接代表民意 (C)內閣來自國會多數黨信任，行政權須對立法權負責 (D)國

會得發動對內閣的不信任案，對行政權產生制衡  

30. （  ）我國行政程序法明定行政機關應遵循資訊公開原則，以確保行政過程的透明性。下列有關行政透明性的敘述，何者

正確？ (A)可要求政府須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民眾線上查詢相關資訊 (B)為了讓政府機構的運作更有

彈性，因此不應強調標準作業程序（SOP） (C)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屬立法院政黨專屬的資料蒐集平臺 (D)我國近

年推動的「開放政府」便屬於行政權的透明性  

31. （  ）我國司法院近年來推行「國民法官」制度，由 3 位職業法官與 6 位國民法官共同審理及評議，評議係採三分之二多

數決，需有 6 位法官（其中需有 1 位職業法官）認為有罪，才會判決有罪。姑且不論爭議之處，請問：「國民法官」

制度具備何種概念？ (A)人民對於司法體系不信任之改革 (B)具有不同社會階層代表，表達特定族群意見 (C)

促進司法體系更具法律專業素養 (D)推動公私協力觀念，拉近政府與人民距離  

32. （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爭取獨立公投失敗後，2018 年 10 月支持者再次重返街頭抗爭，加泰政府主席甚至要求西班

牙馬德里政府必須於期限內達成獨立公投協議，否則將撤回國會裡加泰獨派政黨對少數派內閣的支持，使現任政府

垮臺。根據上述判斷，西班牙的政府體制最可能為何者？ (A)國會議員有信任投票權的內閣制 (B)議會有權彈劾

行政首長的總統制 (C)行政立法合而為一的單一內閣制 (D)行政權分屬兩位首長的半總統制  

33. （  ）小強上完政府體制的課程後，將英國、美國、臺灣四個國家的國會加以比較，但由於上課不專心，表格有誤植，下

列何者完全正確？ 

 英國 美國 臺灣 

(A)是否為二院制 
是，分為上議院

及下議院 

是，分為參議院

及國民議會 
否，僅有立法院 

(B)是否可兼任閣員 可以 不可以 可以 

(C)是否可質詢內閣 可以 不可以 可以 

(D)是否具有倒閣權 有 沒有 沒有 

34. （  ）我國政治界曾掀起一股討論憲政體制改革的風向，甚至有學者建議我國應走向內閣制。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

曾制訂南非憲章，是第一屆唐獎法治獎得主，其以南非經驗為例，提供臺灣作為借鏡，即南非由人民選出國會議員，

再由國會議員互選產生總統，總統對國會負責，南非總統不只是國家元首，也是政府首長。依據上述內容進行分析，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不論美國總統制或是英國內閣制皆為典範，各國的仿效都應視民情修正 (B)若臺灣以南

非為借鏡，臺灣必須先廢除總統直選，讓國會擁有更多權力 (C)南非的政府體制在國會由單一政黨控制下，亦容易

形成強人濫權的問題 (D)南非的總統屬於實權總統，兼具國家元首，也是內閣領導，故為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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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題：(3 小題，共 15 分)       

班級：          座號：     姓名：           (作答完請將此頁交回給監考老師) 

 

關於一國兩制以及九二共識，隱約有一種宣傳方式是開始將一國兩制和「聯邦制」劃上等號，有人講說聯邦制就是「一國多

制」，並且提倡臺灣應該接受這樣的方案。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所提出的兩岸問題解決方案。1981 年，時任中共全國人大委員

長的葉劍英在《葉九條》當中提到： 

統一後的臺灣可保留軍隊，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特別自治權；臺灣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與同其他外國的經濟、

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臺灣政界領袖可擔任全國性

政治機構領導，參與國家管理；臺灣地方財政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予補助。 

從性質上來看，一國兩制其實就是一種給予某地高度「自治權」的方案，而其最早的例子是西藏。北京政權與達賴喇嘛

領導的西藏政府於 1951 年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由中央政府主導外交與國防，然後由達賴政府管理西藏內部

事務。不過簽完協定後，1959 年解放軍全面接管西藏，達賴流亡印度至今。 

後來，一國兩制被用在香港和澳門。1984 年時，中共與英國共同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重申兩地回歸後將會實施一

國兩制原則，讓港澳保留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制度、金融與法律體系。 

不過在 2014 年，中共提出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裡面提到：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

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 

1. 上述《「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到的內容，近似於聯邦制還是單一制？為什麼？(5分) 

(A) 聯邦制，中央依地方分權授予特區事務管理權 

(B) 聯邦制，特別行政區具較高自主地位不受干涉 

(C) 單一制，中央直接對特別行政區事務進行管理 

(D) 單一制，特區的自治權力實質上仍受限於中央 

2. 上文其實是某位學生的公民科期末剪報作業，若從整體內容來看，最適合它的標題是(5分)： 

(A) 臺灣接受一國兩制的時機已到  (B) 一國兩制充分體現聯邦制精神 

(C) 說一套做一套的一國兩制方案  (D) 一國兩制在西藏與港澳的阻礙 

3.根據上文，有人提倡臺灣應接受一國兩制，其原因在於他們認為一國兩制的性質，在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上偏向何者？ 

（問答 5分） 

 

請直接在下面答案區作答： 

1. 
 A B C D 
     

2. 
 A B C D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