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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客家事務行政 

科 目：公共政策                                                              張楚老師 

 

一、在公共政策制定或執行的過程中，有學者認為，相較於其他種類的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

企業或商業團體一般而言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請問可能的原因為何？請列舉三個可能的原因說

明之。此外，在某些情況下，某一個或某些企業或商業團體則可能不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請您

列舉一種可能的情況並說明之。（25 分） 

一、《考題難易》 

★★★☆ 

二、《解題關鍵》 

這是一題介於政治學和公共政策之間的考題；看起來不太難，但答得好需要具備相當程度。

若用日常知識回答也可以擠出一些東西來寫，但若要援引理論作較具深度回答，則需要對國

家理論有所掌握。 

【擬答】：  

企業團體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原因： 

多元論（pluralism）主張，利益團體之間的權力角力、鬥爭，將決定公共政策的走向、結果。

R. Dahl（1958）進一步指出，在許多西方工業國家中，政治權力乃廣泛地分散於不同團體；

沒有任何團體不具有影響（政府）決策之權力，也沒有任何團體擁有全然宰制的權力。亦即，

所有利益團體都具有相對影響力。 

但 1960 年代後期產生之新多元論（new pluralism）則承認，相較於一般團體，大型企業團

體將在政策過程中產生較大影響力。理由如下： 

大型企業團體具有豐沛資源---例如，人力、資金、知識技術、接近有權者的門路（access）

等---使其得以對決策過程產生重大影響。 

企業團體 屬於單一目標團體（single-goal organization），以最大化利潤/營收作為主要目

標， 以科層結構作為運作基礎。在單一、明確的目標驅使之下，加之以法規與權威所產

生的協調效果，使企業組織得以採取高強度的集體行動以影響政策過程。 

大型企業的營運目標、策略對國家總體經濟具有重大影響；政府在相關政策議題決策過程

中，經常需要與相關企團體業進行諮詢與協商。 

企業團體可能不具較大影響力的原因： 

傳統多元論經常被批判忽略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將公共政策視為政府反應社會

力量的產物。相較於此，新多元論開始承認國家存在相對自主性，得以擺脫社會力量干擾而

貫徹自身意志。此種觀點影響了後續「強勢國家（Strong State）」與「弱勢國家（Weak State）」

研究；前者國家擁有高度自主性，後者國家僅具有低度自主性。即便大型企業具有從事高強

度政治動員之能力，但在面對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強勢國家時未必能發揮影響力。例如，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前，大型煙草公司挾其龐大資源在美國的商業、環境政策部門中發揮強大

影響力。但於 1980 年代後期以來，防治煙害成為美國各級政府必須加以貫徹的重要施政理

念，導致煙草公司在相關政策領域的影響力下降。 

 

二、青年就業問題是政府關切且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之一，假設政府想要透過開設程式設計訓練班

來緩和青年就業問題，因此在不同的縣市，都開設相同的訓練班來培訓有志青年，為了評估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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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之影響，政府蒐集了該班在不同縣市的相關資訊。假設資料顯示 A 縣市的訓練班有 220 人

報名，但因只有 100 個名額，因此錄取了 100 人，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後，有 98 人結訓，有 78

人在結訓後兩個月獲得工作。B 縣市同樣有 100 個名額，結果有 150 人報名，錄取 100 人，在

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後，有 97 人結訓，52 人在結訓後兩個月獲得工作。請問： 

從影響評估的角度來看，您認為那一個縣市的職業訓練班對於參加者有較大的影響？請列舉兩

項您認為可能的原因或理由並說明之。（25 分） 

一、《考題難易》 

★★★ 

二、《解題關鍵》 

這是表面看來比實際回答困難的題目。乍看之下，似乎是頗複雜的應用/計算題，但實際需要

考量的數據不多。嚴格說來，是個稍微冷靜動腦就可以從容應付的試題。 

【擬答】：  

影響評估的意涵（Impact Evaluation）： 

評估政策所提供之財貨、服務，對標的人口態度、價值、行為之實際改變程度。 

個案分析： 

 報名人數（a） 錄取人數（b） 結業人數（c） 獲聘人數（d） 

A 縣市計畫 220 人 100 人 98 人 78 人 

B 縣市計畫 150 人 100 人 97 人 52 人 

本個案的影響評估可分為兩個面向： 

訓練計畫可提升該區青年就業率的程度： 

個案中兩縣市的報名人數可被視為「有意願求職」的青年人數。 

在 A 縣市計畫中，d / a＝0.355 

在 B 縣市計畫中，d / a＝0.347 

由此觀之，兩項計畫在「促成有求職意願者確實獲得工作機會」之機率相差無幾。 

完成訓練後確實可能獲得工作的機率： 

在 A 縣市計畫中，d / c＝0.796 

在 B 縣市計畫中，d / c＝0.536 

由此觀之，A 縣市計畫在「完成訓練後確實可獲得工作」之機率顯然優於 B 縣市 

總的來說， 以提升青年就業機會程度而言，兩縣市計畫的影響程度相似。 以訓練成效

（結訓後取得工作）而言，A 縣市計畫較具影響。 

 

三、依據學者在拉丁美洲中許多城市的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在不同城市的街道上，大多是由中低

收入戶所營運的違法商家或攤販，雖是這些中低收入戶的主要收入來源，但也造成街道髒亂等

的外部性，容易引起一般民眾及中產階級者的不滿。政府有制定相關的管制法規，但不同地方

政府對於違法商家或攤販的執法程度或稽查強度是不同的，請您從政策執行或分配政治的角度

來分析：列舉四項可能影響地方政府執法或稽查強度的因素並說明之。（25 分） 

一、《考題難易》 

★★★ 

二、《解題關鍵》 

算是穿上個案外衣的政策執行理論試題。只要熟悉政策執行模型/理論的同學應該可以輕易看

破本題手腳，引用相關理論說明即可。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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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政策執行的因素： 

依據 Van Meter & Van Horn 之界定，影響政策執行過程與結果之因素有下： 

標準與目標：政策目標以及用以評估政策良窳的標準是否明確。 

資源：執行政策所需的財力、人力、物力是否充足。 

組織之間的溝通與執行活動：執行機關之間的溝通、協調、合作之情形。 

執行機關的特性：執行機關的權責分配、編制，以及人力素質等。 

執行者的特質：政策執行者是否具備從事政策執行的能力與意願。 

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輿論的支持程度，標的團體或菁英的態度。 

其他研究的補充界定：Sabatier & Mazmanian 則主張，法規所設定之程序與條件將對政策

執行產生影響。 

影響地方政府稽查強度之因素： 

標準與目標：政府對於「稽查對象」與「稽查情事」的界定是否明確。例如，必須取締所

有違法商家，還是只需取締阻礙交通、形成公共安全的店攤。 

資源：執法單位是否具有稽查取締違法店攤的充足資源。例如，警察機關是否具備充足警

力得以高頻率出勤取締。 

組織之間的溝通與執行活動：執法單位之間的溝通協調情形。例如，不同轄區警局之間是

否形成良好合作，不至於發生違法店攤在 A 區被取締驅逐後流竄到 B 區繼續違法營業。 

執行者的特質：執法人員是否具有強力稽查取締的意願。例如，執法員警是否對擺攤業者

產生同理心或同情心，導致從輕辦理。 

 

四、有些學者們認為在實務上，以全面理性的方式來分析公共政策是不可能的，請列舉五項可能的

原因或理由說明之。（25 分） 

一、《考題難易》 

★★ 

二、《解題關鍵》 

本題是這份試題中難度最低者，鎖定一項基礎概念---全面理性/廣博理性---進行提問。在坊間

任何一本教科書或考試用書中都可以輕易找到作答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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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全面理性/廣博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的意涵與條件： 

意涵：以新古典經濟學所提出的「經濟人」（economic man）假定作為基礎，主張決策者

可以取得完整資訊、進行全般考量，進而做出最佳決策。 

條件：  

決策者可以將所欲解決之問題加以孤立，使其部會與其他問題產生關連。。 

決策者可界定出所有所欲達到的目標與目的，並依其重要性進行排序。 

決策者可確認出所有可以達成目標與目的的政策選案。 

決策者可對每一項政策選案的結果進行預視。 

決策者可以檢測每一項選案，藉以了解其達成目標的程度。 

決策者可選擇出最能達成目標的方案。 

無法以全面理性從事分析、決策的理由： 

在決策實務過程中，決策者為時間、精力、能力均有所限制的「行政人」（administrative 

man）。 

在決策現實情境中，問題必然具有相互關連性，無法予以孤立處理。 

決策實務中通常將涉入多元價值，導致難以得出一致性看法。 

在決策實務過程中，決策結果並非立即可見，必須將時間因素納入考量、估測未來的不確

定性、風險性。 

在決策實務過程中必須考量沉澱成本（sunk cost）對決策所產生的影響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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