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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僑務行政（選試英文）、僑務行政（選試法文）、僑務行政（選試德文）、僑務行政

（選試日文）、僑務行政（選試西班牙文） 
科  目：比較政府 

郭雋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美國眾議院與參議院對同一法案出現爭議時，可透過那一個方法化解爭議？當法案通過國會

審查後，美國總統可以有何作為？請依據美國憲法規定加以說明。（25 分） 
【擬答】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本題適中。 

《破題關鍵》 

本題 109 年曾考過，屬於考古題。雖然題目不難，但欲得高分，答題結構與內容必須完整；同時必須引

述美國聯邦憲法條文，始能符合題目的要求。學習本題的答題架構，一定會有較高的分數。 
《使用法條或學說》 

  美國聯邦憲法第 1 條 
立法權屬於國會 
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1 款規定，本憲法授予的聯邦立法權，屬於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的

合眾國國會。此款確定由美國國會來作為美國聯邦政府中的立法機關，包括其由聯邦眾

議院和聯邦參議院兩院組成及兩院議員的選舉方式、任職資格、任期及人數、立法程序

等。 
憲法第 1 條第 1 款將聯邦立法權完全賦予聯邦國會。在憲法第 2 條與第 3 條中，將行政

權賦予聯邦總統，將司法權賦予聯邦法庭。這三條構成了美國聯邦政府三權分立的憲政

基礎。如下： 
兩院對同一法案出現爭議之化解 
由於聯邦眾議院和聯邦參議院兩院權力對等，因此，可能造成立法權分裂，當兩院對法案爭議

時，為化解僵局，美國採兩院聯席會議（conference committee），由兩院推派資深議員代

表組成（約 60 名）進行協商，若有結果再交由兩院表決。被學者稱之為第三院 
總統對國會審查通過的議案的作為 
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7 款第 2 節規定，總統對國會審查通過的議案的作為如下： 
簽署批准：法案送達後的 10 日內行使之。 
否決法案：美國總統對於國會所通過的法案，可使用否決權；經總統否決後的法案，國

會非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絕對多數，不得維持原法案。否決權是總統對抗國會的有效工具。

但否決權行使必須依照下列原則： 
總統的否決權必須在法案送達後的 10 日內行使之，10 日內不交回國會否決，而國會

當時不在休會期間者，該法案視同已獲得總統的批准。 
同一法案，若經總統否決後，仍然被國會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者，不得再行使否決權。 
總統對法案的退回否決，必須全部行之，不得僅否決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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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不得對憲法修正案提出否決。 
總統不得否決預算案。 
口袋否決： 
當法案送達總統後，國會即於 10 日內休會，如總統未簽署亦未退回該法案，則此法案將

自動失去其效力，這也就是所謂的「口袋否決」。 
 
二、德國威瑪共和與法國第四共和都曾經歷內閣高度不穩的情況，並衝擊當時兩國的民主體制。

後來德國基本法與法國第五共和憲法，針對內閣不穩的問題，在憲政制度上做那些重大的修

正？憲法修正後是否如期達成目標？（25 分）。 
【擬答】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本題偏難。 

《破題關鍵》 

本題必須比較德國與法國憲政制度的改革歷史變遷與改革後的效益，答題時必須從兩國憲政制度歷史變

遷著手，更須進一步分析改革前與改革後的效益。算是蠻複雜題目，考驗同學邏輯思考與答題架構的組

織能力。學習本題的答題架構，一定會有較高的分數。 
《使用法條或學說》 

  德國《威瑪憲法》、《德國基本法》、《法國第五共和憲法》 
德國威瑪共和與法國第四共和內閣高度不穩定 
德國威瑪共和情形： 
威瑪共和係指德國在 1918 年至 1933 年採用共和憲政政體，由於這段時間施行的憲法，

是在威瑪召開的國民議會所通過的，因此，被稱之為《威瑪憲法》。由於威瑪共和國的

議會選舉制度，採取比例代表制，而且沒有分配席次的門檻限制，因而造就了多如牛毛

的政黨，難以形成有執行力的單一政黨內閣，只能組設聯合內閣，這種內閣就會變得十

分脆弱，沒有凝聚力，呈現高度不穩定 
法國第四共和內閣的情形：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為 1946 年到 1958 年的法國共和政府。第四共和國的下議院為國民議

會，其權力大於法國總統，而成為是國家權力的核心。法國第三共和及第四共和時期的

四十多年間，法國政壇先後共出現 115 任政府，每任政府的平均執政時期，在第三共和

為 8 個月，第四共和僅為 6 個月。內閣首長頻頻易主，首要因素是在多黨制之下，國會

議員在選前跨黨結盟與選後跨黨結盟的黨爭不斷，內閣無法獲得國會多數黨穩定的支持，

且解散眾議院須參議院同意，造成國會可以輕易倒閣，內閣卻難以解散國會。使得閣揆

頻頻易主，造成政局動盪不安。 
德國威瑪共和與法國第四共和憲政制度的修正  
德國威瑪共和情形： 
德國議會民主的發展，從威瑪憲法到德國基本法，基本法欲建立以議會為核心的憲政秩

序，在制度上有很多可欲的改變。包括「建設性不信投票」、「信任投票」、「解散國

會」等制度、以建立正常的政黨政治，並達成議會民主的目的。 
法國第四共和內閣的情形： 

1958 年法國所屬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爆發爭取獨立的武裝動亂，導致第四共和瓦解，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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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國第五共和中有時會出現共治（cohabitation）現象，何謂共治？分別出現過那幾種類型？

對法國的民主政治有何影響？（25 分） 
【擬答】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本題適中。 

《破題關鍵》 

本題破題關鍵就是答題架構。學習本題的答題架構，三段式寫作，即共治的概念；共治的類型；

共治對法國的民主政治的影響。學習本題的答題架構，一定會有較高的分數。 
《使用法條或學說》 

  參閱郭雋，111 年《AH44 政治學新論》第五章第九節 法國左右共治的研究。《比較政 

  府與政治》第 5 章第九節 法國左右共治的研究。志光出版社。 
共治的概念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規定，總統由普選（全體公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1962 年戴高樂總統

藉公民複決修憲，始將總統選舉改為由全民直選，由於總統任期 7 年、國會任期 5 年，總統

與國會不一致，當國會改選產生新民意的國會，原任總統還在職，就容易出現總統與國會

多數黨的民意不一致的現象，而造成三次的「左右共治」（Cohabitation）的政治不穩定現

象。爰 2002 年法國新修訂的憲法第 6 條明文規定：「總統由全民直接投票選舉之，任期 7
年，惟自 2002 年起修改為 5 年。」以避免再發生左右共治的體制。 
共治的類型 
承前段所述，所謂左右共治，係指總統和國會多數黨，分屬不同政黨，因而必須任命後者

可以接受的人選出任總理，一旦進入左右共治，總統和總理間，便由垂直分工改為水平分

工關係。總統任命總理沒有選擇餘地，總理成為名副其實行政首長。又可驅下列二種類型： 
軟性左右共治： 
此時總理如能完全主導政治決定權，雙方無法合作，政治學者稱為「軟性左右共治」。 
硬性左右共治 
如總理並非擁有國會的絕對主導權，雙方試圖合作，則可視為「硬性左右共治」。 

共治對法國的民主政治的影響 
負面影響： 
在半總統制的憲法規範，除了是政府部門之間互動關係的基礎，其具有兩位實權的行政

首長甚至是強大國會的角色，更加強了各項政策形成及運作的複雜性。比較政府與政治

學者認為，半總統制在共治時期，總統與國會為了不讓自身的代表性意義被破壞，可能

選擇不與對方在法案上合作，而權力運作 的僵局便容易使基本法案無法通過，進而導致

嚴重的政府治理問題。 
正面影響： 
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共治的發生不會帶來明顯的治理危機。行政與立法的不一致性，或

者行政權內部的衝突雖然帶來了政府運作的不穩定性，但正是因為權力與之間的制衡關

係，維繫了民主的品質，特別是對總統權力的牽制，成為半總統制實踐憲政民主的關鍵

(Kim Young Hun, 2015: 65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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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1、2014 與 2016 年英國分別舉辦公民投票，請問英國內閣為何發動這三次公民投票？這

三次公投的結果如何？對英國民主政治產生怎樣的衝擊？（25 分） 
【擬答】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本題偏難。 

《破題關鍵》 

本題題目範圍有點大，首先要同時分析比較英國三次主要的公投案，誠屬不易。考驗同學平時對各國政

治時事知識的閱讀能力。其次再發揮答題技巧，綱舉目張、分項條列的精神，亦能獲得相當滿意的分

數。最後學習本題的答題架構，一定會有較高的分數。 
《使用法條或學說》 

  英國三大公投時事分析創作。 
公民投票的意義 

依據李鴻禧所述，在憲法學、政治學的通說上，公民投票乃是指全體公民就有關國家重要

事項或特定事項，強制或任意以投票方式表決，來決定公意，使其發生國際法、憲法、法

律及政策上一定效力之公民基本權；也是實施國民主權最直接而根本的方法。 
英國舉行公民投票的原因與結果 
 2011 年選擇投票制公投： 
舉行原因：英國國會議員選舉長久以來採行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這種選舉制度固

然有助於形成政治責任清楚的單一政黨政府，但這種選舉制度最受詬病之處，在於此

制會產生嚴重的「比例性偏差」問題，使英國各政黨在選舉中所獲得的選票，無法在

國會的席次中真實地反映出來。2010 年國會大選後，由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共同組成

的聯合政府，提出了選擇投票制的國會選制改革方案，並於 2011 年 5 月就是否改變

國會選舉制度舉行公民投票。 
公投的結果：這次公投的投票率有 42.2%，其中 68%投票反對，32%投票支持。公投

案失敗。 
對英國民主政治的衝擊： 
儘管英國此次選制改革最後以失敗收場，但從長期趨勢看來，隨著小黨得票率與席次

率的增加，英國目前的兩黨制正處於不穩定的階段，將來國會大選仍有可能出現各黨

不過半的格局。在此格局下，國會選制改革的運動未來仍有機會捲土重來。 
 2014 蘇格蘭獨立公投： 
舉行公民投票的原因：蘇格蘭獨立公投的主要原因是，蘇格蘭總是比英格蘭窮困，導

致民族主義崛起；當 1960 年代，在蘇格蘭沿岸的北海發現石油，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大

聲喊著，「這是蘇格蘭的石油」，多數蘇格蘭人不願意與全英國人分享石油收入。也

隨著石油發現提供蘇格蘭經濟與自治的可能性，促使蘇格蘭民族主義的支持者推動獨

立公投。 
公投的結果：2014 年 9 月 18 日公投結果為 55%反對獨立、45%支持獨立。根據此結

果，蘇格蘭留在聯合王國內。 
對英國民主政治的衝擊：蘇格蘭獨立公投讓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面臨有史以來最嚴峻的

憲政危機。如果蘇格蘭選民投票通過獨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將就此終結；如果選民

反對獨立，英國首相卡麥隆和其政治對手都承諾，蘇格蘭將獲得新的權力，公投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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