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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五等考試  
科別：一般行政、一般民政  
科目：行政法大意  
  下列何者非信賴保護原則的憲法根據？ 

法安定性原則  誠信原則 人民基本權利之保障 地方分權原則 
  行政程序所生之費用，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原則上由下列何者負擔？ 

行政機關   
程序之當事人  
行政機關與程序之當事人平均分擔  
行政機關與程序之當事人依事務種類不同所定之分擔基準表分擔 

  行政契約依其契約內容履行將侵害第三人權利時，應經如何程序始生效力？ 
契約一簽定即生效力  應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  
應經第三人書面同意 應與第三人共同締約 

  下列法制用語何者錯誤？ 
廢止合法行政處分 撤銷違法行政處分  
停止執行程序  撤銷合法行政處分 

  行政機關為將來一定期限內達成特定之目的或實現一定之構想，事前就達成該目的

或實現該構想有關之方法、步驟或措施等所為之設計與規劃，為何種法律行為？ 
行政處分 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 行政計畫 

  行政處分與行政契約最大之區別，在於行政處分為： 
法律行為 外部行為 單方行為 要式行為 

  對於繳清罰鍰始得發給行車執照之規定，最高行政法院判決，以該規定違背下列何

一原則而不予適用？ 
比例原則  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禁止過度原則  禁止恣意原則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三條規定「行為後本法有變更者，適用裁處時之規定。但裁處前

之規定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規定。」學理上稱為： 
從舊從重原則 從新從輕原則 刑先懲後原則 後法優於前法原則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條之規定，下列那種名詞非用來稱呼「法律」？ 
自治條例 條例 通則 律 

  行政處分之執行，是否因提起訴願而受影響？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原則上不因訴願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行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原則上訴願提起後應即停止原處分之執行  
應一律由原處分機關認定其處分之執行是否繼續  
應一律由受理訴願機關認定其處分之執行是否繼續 

  依據行政程序法的規定，行政機關持有及保管之資訊： 
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例外 以限制為原則，公開為例外  
應一律公開  應一律保密 

  下列何者為由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所衍生出來的原理原則？ 
禁止不當聯結原則 禁止恣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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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保護原則  公益原則 
  下列何者非屬行政法的成文法源？ 

憲法 自治法規 判例 條約 
  依地方制度法，自治法規由地方行政機關訂定、發布或下達者，稱為： 

自治條例 委辦規則 自律規則 自治規則 
  關於期間之計算，下列何者正確？ 

期間以日計算者，始日應算入  
期間以時計算，隔日起算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以該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涉及對人民處罰者，始日以一日論 

  關於「法規命令」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行政機關基於法律授權而制定 係針對一般事項所做抽象之規定  
係針對特定之人所為之規定 應依照行政程序法相關之程序 

  下列爭訟事件何者隸屬行政法院管轄權？ 
交通違規事件  會計師之懲戒  
律師之懲戒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事件 

  國家賠償法第三條有關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理有欠缺之責任，係採： 
故意責任 過失責任 無過失責任 中間責任 

  依地方制度法，下列何者非屬地方自治團體？ 
直轄市 省 縣（市） 鄉（鎮、市） 

  在我國現行之地方制度中，下列那一種人員非由人民選舉所產生？ 
村長 里長 鎮長 區長 

  有關「公物」之敘述，下列何者為正確？ 
公物必定是為國家所有之物 政府存放於國外之外匯亦屬公物  
陽光、空氣亦屬公物 公物必須是直接供公之目的使用之物 

  依地方制度法，自治條例之立法程序： 
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地方行政機關公布  
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不必經由各該地方行政機關公布  
僅經地方行政機關通過即可施行  
經地方行政機關通過，並由地方立法機關發布 

  政府提供六十五歲以上老人「敬老津貼」，屬於那一種行政？ 
計畫行政 文化行政 干涉行政 給付行政 

  高雄市之自治法規對其市民不得為以下何種處罰？ 
拘留 勒令停工 停止營業 吊扣執照 

  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逾期不履行時，應由何機關負責行政執行？ 
原處分機關  高等行政法院  
地方法院強制執行處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屬行政執行處 

  即時強制處分對人的管束之限制，係管束不得超過： 
十小時 十二小時 二十小時 二十四小時 

  關於「怠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怠金不得重複處罰  
怠金為刑罰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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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金為行政強制執行方法之一，屬於間接強制處分  
是民事強制執行之一種手段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公務人員對長官於監督範圍內所發命令，認為有

違法時，如何履行其服從義務。下列何者為正確？ 
毫無怨言，絕對服從  
可以陳述意見，但縱使違法仍應服從  
可請求長官以書面下達  
書面下達後，即應服從，而且應由公務人員自行負擔因此所生之責任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隸屬於下列何機關？ 
考試院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監察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下列何者不屬於公務人員保障法所稱之公務人員？ 
法定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法定機關依法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公立學校編制內依法任用之職員 政務官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公務人員適用命令退休之年齡為： 
六十歲 六十二歲 六十五歲 七十歲 

  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七條規定，國民至少年滿幾歲得應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18  20  22  23  

  公務員對行政機關之何種處置，應以申訴為救濟方式？ 
違法之免職處分  損害其公法上財產請求權  
違法降敘其級俸  惡化其工作條件 

  依公務員懲戒法，對公務員所為之撤職，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

其期間至少為幾年？ 
半年 一年 二年 三年 

  依公務員懲戒法，同一行為已為不起訴處分或免訴或無罪之宣告者，仍得為懲戒處

分，其受免刑或受刑之宣告而未褫奪公權者，亦同；此一規定，稱為： 
先刑後懲原則 懲先刑後原則 刑懲併行原則 刑罰優先原則 

  現行行政訴訟制度在審級上，係採： 
一級二審制 二級二審制 二級三審制 三級三審制 

  我國的國家賠償事件，在現行實務上，多由下列那一種法院審理？ 
行政法院 刑事法院 民事法院 憲法法庭 

  直接強制執行扣留之物於一年內無人請求發還者，所有權屬於： 
國庫 省庫 縣庫 執行機關所有 

  公共設施必須穿越私有土地上空或地下，應給予相當代價，此項代價係： 
行政賠償 國家賠償 行政補償 民事賠償 

  國家負賠償責任者，其賠償損害之方法以下列何者為原則？ 
回復原狀 金錢賠償 給予相同之物 給予等價之物 

  對於依法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以團體之名義所為之行政處分，對該處分不服，

其訴願管轄機關為何？ 
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 監察院  
行政法院  原委託機關 

  員警於追捕逃犯時使用警械，不慎誤傷無辜之路人某甲，此時某甲請求國家賠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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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依據為何？ 
國家賠償法 警察勤務條例 警械使用條例 民法 

  消防隊員為控制森林大火，砍除人民私有土地上之樹林，以開闢防火巷，人民可以

申請： 
損害賠償 損失補償 補貼 補助金 

  依據行政訴訟法之規定，行政訴訟的種類不包括下列那一種？ 
撤銷訴訟 確認訴訟 給付訴訟 否認訴訟 

  依據行政程序法之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律有特別規定外，因幾年間不行使

而消滅？ 
一年 二年 三年 五年 

  准許美國人在台居留，但附加不得就業之限制，是屬於何種處分？ 
附條件 附始期 附負擔 附終期 

  行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其行為之性質為何？ 
行政處分 行政契約 私法契約 行政命令 

  主管機關委託民營汽車製造廠檢驗汽車，屬於何種行政行為？ 
行政委辦  公法契約  
非行政行為，屬私法契約 行政處分 

  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具有單方法效性之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

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何種法律行為？ 
行政計畫 行政命令 行政規則 一般處分 

  行政罰又稱為： 
秩序罰 懲戒罰 執行罰 行政刑罰 

  債權人為保全公法上金錢給付之強制執行，得向該管行政法院為何種聲請？ 
假扣押 假處分 假執行 強制執行 

  行政執行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令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履行之文書所定

期間屆滿之日起，最長經過多久，未經執行者，即不再執行？ 
三年 四年 五年 六年 

  下列何者不是屬於行政執行法中「直接強制」之方法？ 
註銷證照 限制使用不動產 斷水、斷電 怠金 

  下列那種機關之行政行為，適用行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民意機關 考試機關 司法機關 監察機關 

  下列那一項行政法原則，對於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以下行政處分撤銷及廢止制

度的設計，有決定性的影響力？ 
差別待遇禁止原則 比例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明確性原則 

  下列舉例中，何者屬於不確定法律概念？ 
出生 結婚 停止營業 公共利益 

  下列何種資訊，持有或保管之行政機關原則上並無主動公開之義務？ 
法規命令   
不涉及國家機密之合議制機關會議紀錄  
不涉及國家機密之行政指導有關文書  
涉及營業秘密之私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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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行者，依法應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幾日起發生效

力？ 
十日  五日  
三日  公布或發布之日的當天 

  下列何者為傳統行政法學理上所謂特別權力關係之特徵？ 
當事人地位平等  不得提起行政爭訟   
契約自由訂定  義務確定 

  下列何者不屬於干涉行政？ 
徵召役男 徵收土地 政府採購 警察驅離處分 

  下列何者為行政程序法所明定之行政程序當事人？ 
鑑定人 輔佐人 代理人 參加人 

  得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卷宗者，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限於那些人？ 
任何人  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 
社會公正人士  學者專家 

  不相隸屬行政機關間之關係，不包括下列何種關係？ 
職務協助關係 委託關係 聯合關係 委任關係 

  當事人之選定、更換或增減應踐行何項程序始對行政機關生效？ 
電話告知 書面或口頭通知  口頭告知 書面通知 

  依行政程序法第十三條規定，同一事件，數行政機關均有管轄權者，如何決定管

轄？ 
由上級機關管轄  由較近的轄區機關管轄  
由受理在先之機關管轄 由數行政機關共同管轄 

  下列何者屬於中央行政機關？ 
台北縣政府稅捐稽徵處 台北市國稅局  
豐原市公所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基於法規之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向行政機關提出者，以何

時為準？ 
以申請書之記載日 以交郵當日之郵戳  
以送達行政機關當日之郵戳 以行政機關收件章戳 

  行政機關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由所屬下級行政機關執行者，行政程序法上稱為：

委託 委任 委辦 交辦 
  依據行政程序法之規定，行政機關為行政指導時，如相對人明確拒絕其指導者，行

政機關應如何處理？ 
報請上級機關決定是否繼續進行指導 立即停止指導  
轉由上級機關繼續進行指導 將行政指導轉換為行政處分 

  下列關於聽證之程序，何者錯誤？ 
聽證程序原則上應公開以言詞為之  
聽證不得由行政機關內部之人員（如機關首長等）擔任主持人  
必要時，行政機關得於聽證期日前舉行預備聽證  
聽證以主持人說明案由為始 

  行政機關於作成下列何種處分前，原則上應依行政程序法給予相對人陳述意見之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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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利人民之自由或權利者 對公共利益造成不利之影響者  
有妨礙第三人自由或權利之虞者 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利者 

  下列何者不屬於比例原則之子原則？ 
合適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關連性原則 合比例性原則 

  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雇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理由拒絕收領文書時，得將

文書留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此為何種送達之形式？ 
補充送達 留置送達 寄存送達 公示送達 

  公務員在行政程序中，有何種情形時應自行迴避？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姻親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利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曾擔任公司董事者 
曾擔任公證人者 

  確認行政處分無效之訴，應先經何種程序？ 
向原處分機關提起訴願 向原處分機關提起申訴  
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為無效 無須踐行任何之先行規定 

  下列何者無行政程序之行為能力？ 
私法人  公法人  
依民法規定，有行為能力之自然人 無代表人之非法人團體 

  依行政程序法第五十條之規定，因天災或其他不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基於法

規之申請不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至遲幾日內，申請回復原

狀？ 
3 日 7 日 10 日 30 日 

  行政處分之效力何時發生？ 
書面之行政處分自公布之日起發生效力  
書面之行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利害關係人起發生效力 
書面以外之行政處分自口頭公布之日起發生效力  
書面之行政處分自刊登於公報之日起發生效力 

  行政處分有誤寫、誤算之顯然錯誤時之效力如何？ 
無效 得撤銷 效力未定 不影響其效力 

  無效之行政處分，自何時起失其效力？ 
自始不生效力  經行政機關確認時起失效  
行政法院確認時起失效 自行政機關所定日期時起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