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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一般警察人員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別：行政警察人員、行政管理人員、一般行政 

科 目：公共政策 

 

一、請從 O. S. Meter 與 C. E. Horn 的執行機關互動模式來評析社區警政之執行良窳。（25 分） 

一、《考題難易》 

☆☆☆☆很難 

二、《解題關鍵》 

本題評斷為很難的關鍵有二：一者就是何謂社區警政？另一者就是 O（命題委員寫錯了，

正確應該是Donald而非）O. S. Meter與C. E. Horn提出的執行機關互動模式究竟在講什麼？ 

本題的寫作格式： 

要先說明社區警政的意涵。 

其次，說明題意所示的兩位學者所提的執行模式的變數主要概念在講什麼？然後，再將

社區警政套入該變數中加以評析，如以下的解題內容所示。這部分也是同學最容易犯錯

的，所以請各位注意老師的寫法（含標題喔）！ 

最後，這段也是各位最容易忽略的部分，那就是針對不同變數評析後的總結，尤其是以

下的粗黑字體更是結論中的重點，簡略說出可能成功的是由上而下的模式，而可能導致

失敗的就是由下而上的模式 

【擬答】：  

社區警政的意涵： 

所謂的社區警政是一個主張促進社區、政府與警察三者之間夥伴關係的組織哲學和管理策

略，並採取預警式的問題解決方式，在社區居民投入參與的過程中，建立警民以信賴為基礎

的夥伴關係，以根本解決製造犯罪的問題源頭，降低犯罪恐懼感及處理其他社區問題為標

的，以建構具有生活品質的安全空間為願景，所發展出來的警民策略聯盟。 

社區警政的評析─以 D.S. Meter 與 C.E. Horn 的執行機關互動模式為例 

D.S. Van Meter 與 C.E. Van Horn（中文譯為「米特與洪恩」）兩人認為在政策執行過程中，

有六大項主要變數的互動狀況會影響政策執行績效，包括： 

標準與目標：政策在取得合法地位並付諸執行時，應當已具有清晰的目標可供執行人員遵

循。標準可以說是政策目標的具體表示，因為它是衡量政策目標達成程度的準則。政策目

標是否明晰？是否可能達成？評估目標達成度的標準是否具體可行？凡此均會直接影響

機關組織間的溝通和其他執行活動，並間接影響執行人員的意向。 

  就社區警政的評析而言，行政院自民國 94 年推動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中即將 「治安社

區化」、「警民共治」、「警民一體」的 理念溶入於此一行動方案之中，且從總統到行

政院長、內政部長均一致重視與肯定社區警政之力量與策略。因此，就標準與目標此一變

數，實為清晰與明確。 

資源：政策資源包括所有應用於執行活動的人力、經費、設備及物材等。資源充足與否，

會直接影響機關組織間的溝通和執行活動，以及直接影響到執行人員願不願意認真去執行

政策。 

就社區警政的評析而言，是否具有充足的資源去執行這項政策，則不無疑問。而在資源不

足的情形下，可能導致第一線的執行員警最後只跟里長維持良好的互動，致使違背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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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良好的本意。 

組織間的溝通與執行活動：政策如欲有效的執行，有賴執行機關與人員透過各種溝通方法

與管道，確實明瞭政策的目標、考核的標準、執行的技術與程序等，以便齊一步伐，共赴

事功。至於執行機關的執行活動，除了制度化的運作程序外，各級主管應採取各種措施，

以增加部屬採取一致行動、努力執行的可能性。 

就社區警政的評析而言，每一位第一線的執行員警是否在本身承辦業務之外，又能其他的

執行員警進行標竿學習的活動，以及督導主管是否對此項工作重視等，皆構成了這項變數

的疑問。 

執行機關的特性：負責執行政策之機關的正式與非正式特性，會直接影響執行人員的意

願。此些特性包括機關層次的高低、規模的大小、編制狀況、組織結構、權責分配、人員

特性與其他機關及人員間的關係等。 

就社區警政的評析而言，社區警政的工作須由各轄區的派出所來執行，雖然各派出所是最

貼近轄區內的社區，但由於派出所的層級太低，相對資源就少。因此，此項工作如果是由

分局以上機關來執行，可能效果會更好。 

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政策執行所涉及的外在社會、經濟與政治情況，對於執行機關的

特性、執行人員意向及政策的執行績效，具有直接的影響。 

就社區警政的評析而言，社區警政與傳統「被動反應式案件導向」的警政策略完全不同，

是要社區居民本身就具有預防的警覺心，並且與社區民眾為治安共同形成夥伴關係，自然

會受到執政當局，包括總統、行政院長及內政部長，以及輿論與社區居民的支持；但執行

機關所擁有的經濟性資源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否則將使得這項政策最終歸於失敗的結

果。 

執行者意向：實際負責政策執行的人員對於政策本身信服及認同程度的高低，嚴重影響政

策執行的成敗。 

就社區警政的評析而言，第一線的執行人員是否將社區警政當作是一種「業務」，或是 「勤

務」，又或是「專案」等，如果是的話，這項政策終將會是五分鐘熱度的執行而已；此外，

基層員警是否認同該項政策，以及是否會產生「裁量執行」的結果，這些員警心中無形的

意願，最終都將左右政策的成敗。 

綜上，「社區警政」的政策，就政策標準與目標、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等兩大變來評析，

社區警政的執行確實都是正面、肯定的，也充分反映了由上而下（top-down）來看這個政

策，未來的執行成果都是可行的；但至於其他四項變數，則多是充滿了不確定性，也就是

從下而上（Bottom-up）來看這項政策，未來的執行似乎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 

 

二、民意代表在民意殿堂做決策時，常會受到那些因素之影響？請說明之。（25 分） 

一、《考題難易》 

☆☆適中 

二、《解題關鍵》 

本題雖然各位不一定看過正確答案，但如果仔細思考的話，也可以推論出一部分的答案來，況

且本題也是政策合法化的講授重點之一，上課老師應該都會講到這個課題才對，所以本題在本

質上並不算是很難的題目。 

【擬答】：  

民意代表在做決策時，常受到下列「標準」的影響：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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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可能受到下列五種價值觀（偏好的標準）的影響，包括：機關組織的價值觀、專業的

價值觀、個人的價值觀、政策的價值觀及意識型態的價值觀等。 

政黨歸屬： 

對民意代表而言，所屬政黨或派閥的政治主張、立場及信念等，在忠於政黨的要求下，對其

政治投票行為影響極大。 

選區利益： 

就許多民意代表而言，常堅持「黨意與選區利益衝突時，以選區利益為優先」的主張，此乃

因該選區之選民對其職位具有最後決定權。 

民意： 

民意趨向一直是重要的決策標準。民意代表尤其不能忽視民意對重要政策方案的主張及看

法，因為它與他們的選票息息相關。 

服從： 

決策者常服從（或順從）其他人對政策方案的判斷而做決定。有許多民意代表在投票時可能

順從其他代表的意思。 

決策規則： 

有許多決策者可能採取「摸索法」的方式去簡化決策的過程。另有些決策者可能採取「援引

先例」的方式對某些案例做最後的決定。此外，在許多情況下，決策者會就案件本身進行判

斷而做決定。 

 

三、請申明政策監測（Policy Monitoring）的功能，並輔之以政策實例逐一說明之。（25 分） 

一、《考題難易》 

☆簡單 

二、《解題關鍵》 

本題無論是就公共政策的本科目或是行政學的選擇題，都是經常會考出的題目，也是上課老師

必定強調的重點之一，因此無論是就考題的出現頻率或是上課的講授重點來考量，同學們對這

個題目應該要有準備才對。因此，本題評斷為「簡單」等級。 

【擬答】：  

依照學者唐恩（W. Dunn）的見解，政策監測的功能有以下幾項： 

順服功能（compliance）： 

透過政策監測可以獲知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相關的行政官員、承辦人員、專責機關、標的人

口等，是否遵守由立法機關、管制性機關等所訂定的標準、程序及規定。例如我國年節期間

為紓解交通壅塞問題，政府實施的高速公路高承載政策，要求小客車必須乘坐 3 人以上方可

上路，即可透過在匝道口的監測，來瞭解汽車駕駛人是否遵守此項規定。 

審計功能（auditing）： 

透過政策監測可以獲知政策所提供的資源與服務，是否真正到達被服務者手中。例如政府提

供的醫療衛生服務、社會福利服務等計畫，在實施以後，是否使需要接受服務者得到了應有

的服務。 

會計功能（accounting）： 

透過政策監測可以獲知在某一段時間內，是否由於某些公共政策或計畫的執行，而在政治

上、社會上、經濟上及文化上，產生了何種的改變，以及改變的程度如何等。例如政府實施

的政策對生活素質改變的狀況為何，可以使用以下的社會指標來監測：一般人教育狀況、低

收入戶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休閒活動的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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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功能（explanation）： 

透過政策監測可以解釋為什麼某一公共問題的不同方案在執行以後，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例

如對於如何改善臺北市交通問題所採取的不同解決對策，其執行結果會有所不同，在經過政

策監測後，就可以知道那一個方案最好、如何運作，以及何以最好等。 

 

四、當今國內外政經社會環境變化迅速，公共政策的制定常處於混亂、失序、不確定、高風險的棘

手情境之中，Yehezkel Dror 曾經提出逆境中政策制訂應權衡的六大原則，請申述並舉實例說

明之。（25 分） 

一、《考題難易》 

☆☆☆☆很難 

二、《解題關鍵》 

本題評定為「很難」，乃是因為「逆境下的規劃原則」乃是張世賢教授很早以前寫過的論文，

後來又在民國 89 年 9 月的《中國行政評論》期刊重新發表。這是屬於獨門暗器，其他教授出

版的教科書都沒有。因此，老師認為對應考的同學來說確實是「太難」了。以下的解題內容謹

供同學們參考。 

【擬答】：  

卓爾（Dror）教授所提出處理逆境的六大原則為： 

社會結構改造之必要性： 

一個動亂的社會，內部各種價值觀念林立，相互猜忌、敵視，互相抵制、殘殺，內部的聚合

力逐漸瓦解，社會的活力逐漸減弱，社會的生機漸衰微。因此，對於社會上的主要機構和運

作過程要有重大結構變化必要性。改造必須要由中央強而有力地貫徹下去。這是政策規劃者

首要必須把持的原則，亦是遭遇困難最大的。 

以我國年金改革為例，就是因為軍公教及勞工年金財務虧損，已經成為國家重大的財政負

擔，因此如不進行改革勢必拖垮整個政府的財政。 

關鍵群體（critical mass 又譯為「臨界質量」如下註）之配合性： 

政策規劃既然在「互動」中進行，因此政策方案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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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下去。政策規劃者必須要有「關鍵群體」的配合與支持。在古代很多重大的政策改革失

敗，在於未獲得「巨室」的配合。 

以我國年金改革為例，改革必然遇到反改革的力量，因此政府如果要這項政策能貫徹推動下

去，就必須得到立法院及公（工）會組織的支持或認同。 

【註】：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的概念來自於核子物理學，裂變物質在規定條件下，必

須達到其所需要的最小量，才能實現自持鏈式裂變反應。轉換成通俗的語言，「就

是在大多數中尋找關鍵、重要的少數，就可以發生質變」。早期張世賢教授將此項

原則翻譯為「關鍵群體之配合性」，爾後又改翻為「臨界質量之達成性」，雖然多

了學術氣息，但實不如以前即可望文生義，比較容易懂！ 

冒險激進之選擇性： 

政策規劃如以「漸進調適」方式進行，雖然比較穩健，風險比較少，但卻無力撼動僵硬的社

會傳統、觀念和制度，成效甚少，在逆境下，要採取冒險激進的方式，但不是一昧盲動、亂

動，而是有智慧的選擇，抓住社會脈動的要害，一針見血，立即產生無限生機與活力，使社

會各有關因素相互配合，協力輔助，匯聚成力量。 

以我國年金改革為例，對被影響的標的團體而言，他們會認為改革就是對其權益重新分配，

抗拒的力量必然龐大而全面，因此政府一定要堅持，並且必須選擇影響最少的範圍進行改革。 

規避風險之預備性： 

在逆境下，必須要警覺風險的存在，並且要預為準備如何處理風險，俾規避風險。其方法是

採取「最小中最小」（minimum）的方式進行，要步步為營，挑最沒有風險的方向（政策）

前進，遇到困難或障礙（風險），亦得小心規避。 

以我國年金改革為例，政府一定要謹慎小心，溝通與協商，以免引起政治上巨大的反撲力量。 

產出價值之優先性：如果將價值以政策的產出和政策的過程（含制定與執行）來區分，則有

「產出價值」（如具體影響）與「型態價值」（如多少人參與）兩種。 由於時間緊迫，刻

不容緩，在逆境下，只得優先選擇「產出」價值。亦即在逆境下，只得較顧慮效果、成效、

影響、結果，而比較顧不了過程、程序。 

以我國年金改革為例，產生具體的結果，即能讓國家社會的永續發展乃是最重要的目標，因

此不需拘泥於是否要經過民主審議的過程。 

強迫應變之積極性： 

在逆境下，要主動積極，才能爭取機先，才能占住優勢。因此，規劃者要強迫自己主動出擊

應變，增加規劃的控制面，方能多一份成功的機會。 

以我國年金改革為例，政府的推動者應該主動出擊與主要關鍵群體，如立法委員即公(工)會

組織代表等說明、溝通與協商。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112一般警察特考） 

共6頁 第6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https://www.publi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