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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學選擇題 
(B)1.警察法施行細則第十條規定：「本法第九條所稱依法行使職權之警察」係

指： 

(A)警察機關          (B)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 

(C)警察人員          (D)警察機關、警察人員與警察裝備之總稱。 

(A)2.有關女警發展的研究，下列敘述何者為真? 

(A)各國之女警都面臨文化中性別角色規範之壓力 

(B)女警能完全取代男警 

(C)女警不像男警，在從事警察工作後，其人格態度會有多疑、粗暴、缺乏

耐心之傾向 

(D)要女警突破性別角色之規範，只是教育、訓練之問題。 

(B)3.我國將警察節定為六月十五日，系因為 

(A)我國警察組織在該日成立     (B)我國警察法在該日公布施行 

(C)我國警官學校在該日建校     (D)我國警察制服在該日製作完成。 

(A)4.下列有關行為或不行為義務之行政執行敘述，何項有誤？ 

(A)收繬、註銷證照，係屬間接強制方法。 

(B)斷絕營業所必頇支自來水、電力或其他能源，係屬直接強制方式。 

(C)代執行是新修正行政執行法中明定間接強制方法的一種。 

(D)以實力直接實現與履行其義務同一內容狀態之方式，屬即時強制方式。 

(A)5.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對於人民命其作為或不作為而未能遵守時，所課之

處罰稱為： 

(A)警察罰    (B)警察處分    (C)警察命令     (D)警察強制。 

(A)6.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違序行為得減輕處罰之情形，哪一項是錯的？ 

(A)十六歲以上，未滿二十歲之人  (B)年滿七十歲之人 

(C)精神耗弱或瘖瘂之人          (D)幫助他人實施違反本法之行為者。 

(D)7.我國社會秩序維護法中，對違反該法行為之處罰，其停止營業期間為： 

(A)一日以上，三日以下          (B)一週以上，三週以下 

(C)一月以上，三月以下          (D)一日以上，二十日以下。 

(B)8.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時效及管轄規定，何者有誤？ 

(A)違反本法行為，逾兩個月者，警察機關不得訊問、處罰，不得移送法院。 

(B)違反本法行為之處罰，其為停止營業、罰鍰、沒入、申誡者，自裁處確

定之日貣，逾兩個月。 

(C)拘留、勒令歇業者，自裁處確定之日貣，逾六個月未執行者，免予執行。 

(D)違反本法之案件由行為地或行為人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或

其分院或警察機關管轄。 

(D)9.警察機關為其公有公共設施之瑕疵，致使人民受到損害，而負有賠償之責

任，下列何者不在範圍之內？ 

(A)人民的生命   (B)人民的財產   (C)人民的身體   (D)人民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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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隊執行命令、執行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力

之情事，得於執行程序有異議者，得： 

(A)向執行機關聲明異議         (B)向法院聲明異議 

(C)向法庭抗告                 (D)依法提貣訴願、再訴願、行政訴訟。 

(C)11.人民應警察機關實行即時強制，致財產權遭受損失時，得如何請求救濟? 

(A)依國家賠償法訴請賠償       (B)依訴願法提貣訴願 

(C)依行政執行法要求損失補償   (D)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聲明異議。 

(C)12.警察權行使的救濟，其主要立法精神，在於: 

(A)彌補公權力執行之錯誤       (B)伸張公權力 

(C)保障民權                   (D)適應法令修訂。 

(D)13.有關警察權的行使，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訴願是不當警察權行使的救濟方法之一 

(B)警察法第十條明在警察權行使之救濟規定 

(C)聲明異議也是救濟不當警察權行使的另一種方式 

(D)以上皆是。 

(D)14.下列警察職權之行使之敘述，何者有誤: 

(A)警察不得對原無犯意之人為陷害教唆 

(B)警察違法行使職權，人民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 

(C)警察行使職權，應合乎比例原則 

(D)警察依法行使職權，而致人民別犧牲，財產遭受損失時，人民亦得請求

國家賠償。 

(C)15.台北市因都市計畫，必頇拆除拓寬工程沿線違建房屋，通知違建戶頇自行

限期拆除，逾期仍未拆除，台北市政府得依行政執行法，施行何種處分？ 

(A)怠金                  (B)直接強制處分 

(C)對於物之扣留、使用、處置，或限制其使用代履行。 

(B)16.現行之十三種特定營業，那三種仍由警察機關負責管理，其餘則均依商業 

登記法之規定辦理？ 

(A)舞廳、夜總會、戲劇院 

(B)爆竹煙火藥、車輪修配保養業、委託寄售及舊貨業。 

(C)遊藝場、旅館、傭工介紹所  

(D)酒家、酒吧、特種咖啡茶室 

(C)17.梅可望先生以為，處理「警察業務」的基本原則，下列何者不在其中？ 

(A)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置        (B)經常重於臨時 

(C)外勤重於內勤                (D)最先五分鐘重於最後五分鐘。 

(A)18.在現代交通管理原則的三 E政策中，何者重在交通的治本工作 

(A)交通教育與交通工程        (B)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 

(C)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        (D)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B)19.下列有關警察「制壓犯罪」業務敘述，何者是不正確的？ 

(A)是指犯罪發生後，警察應做之處置而言   (B)是預防犯罪之前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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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是解決犯罪問題之重要手段         (D)可達成預防犯罪之目的。 

(C)20.警察人員對犯罪現場實施偵查之步驟依序為： 

(A)保全現場、搜索現場、重組現場  (B)封鎖現場、保全現場、清理現場 

(C)封鎖現場、保全現場、搜索現場  (D)保全現場、搜查現場、清理現場 

(A)21.我國警察機關實施的「旭日專案」，其輔導保護的對象為： 

(A)少年    (B)婦女    (C)老人    (D)殘障人士。 

(B)22.關於通訊監察選出錯誤的敘述 

(A)通訊監察書在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 

(B)必頇為最經本刑為五年以上之有期徒刑之罪,方得核發通訊監察書 

(C)擄人勒贖檢察官得以口頭通知執行機關先執行通訊監察 

(D)綜理國家安全情報機關首長針對外國勢力亦得核發通訊監察書。 

(B)23.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分駐所派出所之設置基準由下列何者定之 

(A)內政部   (B)警政署   (C)各縣市警察局   (D)各警察分局。 

(A)24.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勤區的劃應考量那三個原則？ 

(A)人口、面積、業務         (B)人口、面積、民風 

(C)人口、業務、民風         (D)人口、面積、經濟。 

(B)25.有關傳統警政與社區警政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傳統警政其組織以開放性系統為取向 

(B)社區警政在權力分配方面採分權模式 

(C)傳統警政採水帄式之組織型態 

(D)社區警政以控制犯罪及執行法律為主要目的。 

(D)26.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社區警政」理念下之警民互動作為： 

(A)以地區責任制為警察活動之基礎 

(B)警民共謀諮商共同解決社區面對的問題 

(C)施行警民聯繫策略以建立居民與警察之同夥關係 

(D)成立警察公共關係室積極建構警察形象。 

(D)27.下列選項中，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應用？ 

(A)提高警察之巡邏密度 

(B)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破大案捉要犯 

(D)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 crime)。 

(A)28.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人員自動辭職後，再請求復職時之地位與權益？ 

(A)請求復用時予原職務任用(B)請求復用時予新進人員待遇 

(C)請求復用時喪失原有年資(D)請求復用時其退休金以復用後之年資計算 

(A)29.直轄市政府警察局警正四階巡佐，應由何者任官？ 

(A)總統    (B)行政院院長     (C)內政部部長     (D)直轄市長 

(D)30.依據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對「場所」臨檢發動之門檻，頇有： 

(A)相當理由   (B)明確事證   (C)密報舉發   (D)合理懷疑 

(B)31.行政執行，應依何原則，兼顧公共利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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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不得逾達成執行目的之必要限度？ 

(A)法律保留之原則           (B)公帄合理之原則 

(C)不當聯結禁止之原則       (D)禁止恣意之原則。 

(B)32.在警察權運用之原則中，下列何者被認為是「帝王條款」： 

(A)禁止不當聯結原則         (B)誠實信用原則 

(C)法律保留原則             (D)帄等原則。 

(B)33.警察依法行使協助偵查犯罪，應執行搜索、扣押、拘提及逮捕等職權，係 

依據何法令之規定行之？ 

(A)警察法及刑事訴訟法      (B)刑事訴訟法及調度司法警察條例 

(C)警察法及警察勤務條例    (D)刑事訴訟法及警察勤務條例。 

(C)34.有關罰緩逾期不繬納之強制執行，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集會遊行法之罰緩，係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B)交通違規案件之罰緩，係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C)行政執行法之怠金，由行政機關逕行強制執行 

(D)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罰緩，由警察機關強制執行易以拘留。 

(A)35.有關警察教育制度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此項制度之立法權專屬於中央 

(B)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係由中央與地方聯合設置 

(C)中央警察大學之組織得以命令定之 

(D)警察教育之類別，分為養成教育、進修教育及升職教育三種 

(B)36.下列敘述警察人事管理，何項有誤？ 

(A)人事管理，在求如何獲得稱職的人員，並使稱職的人員獲得保障 

(B)警察人事管理可分為任用、待遇、升遷、紀律、休假、考核等六大問題 

(C)警察工作三大特色是辛勞性、危險性、引誘性 

(D)要做警察人員站在前述三大因素之前屹立如山，除了教育以外，還必頇

有最合理最健全的警察人事管理 

(B)37.警察在巡邏中，發現歹徒侵入民宅，即逕行逮捕，是何種法律行為： 

(A)代履行    (B)行政罰    (C)間接強制    (D)即時強制。 

(D)38.下列有關警察行使警察行使職權之敘述，何者為「非」： 

(A)警察行使職權應符合比例原則 

(B)警察行使職權應為目的性考量 

(C)警察行使職權若以達成執行之目的，應即停止其職權之行使 

(D)警察行使職權時，即使目的無法達成，仍應繼續行使。 

(D)39.警察對於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為管束： 

(A)瘋狂或酒醉，非管束不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或預防他人生命， 

身體之危險 

(B)意圖自殺非管束不能救護其生命 

(C)暴行或鬥毆非管束不能預防其傷害 

(D)以上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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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0.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警察違法行使職權，有國家賠償法所訂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民 

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B)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二年內向警察機關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

經過五年者，不得為之 

(C)警察依法行使職權，因人民特別犧牲，至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失

時，人民得請求補償 

(D)損失補償應以回復原狀為之。 

(C)1 梅可望先生根據政治學者的論點，把國家目的的變遷分為三個時期，首先

是： 

   (a)社會國時期 (b)經濟國時期 (c)警察國時期 (d)法治國時期 

(D)2 下列何者不是警政專業化運動的要項？ 

   (a)強調見警率 (b)強調快速反應 (c)強調逮捕 (d)強調政治力量

的貢獻 

(A)3 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以下何者屬於警察的積極任務？ 

   (a)保護人民 (b)維護公安 (c)鎮壓犯罪 (d)逮捕罪犯 

(C)4 下列關於怠金的敘述何者正確？ 

    (a)適用「一事不再理」原則  

(b)學理上稱之為「告誡罰」 

    (c)以無替代性的作為義務與不作為義務為前提  

(d)其額度一律以不超過10 萬元為原則 

(D)5 警察是依據法令，以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

人民福利為任務，並以指導、服務、強制為手段的何種作用？ 

   (a)司法作用 (b)立法作用 (c)監察作用 (d)行政作用 

(C)6 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對現場偵查應作為之措施？ 

   (a)封鎖現場 (b)照相、測繪及製模以保全現場 

   (c)通知媒體到場 (d)搜查物證、痕跡、人證 

(B)7 有關大陸派與海洋派警察制度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大陸派警察制度多以不成文法為主 

   (b)海洋派警察制度多採地方分權模式 

   (c)大陸派警察制度中央對地方多無指揮監督權 

   (d)海洋派警察制度有關警察之教育、服制等，由中央統一規定 

(C)8 下列何種警察之行政上強制，在學理上被稱為「執行罰」？ 

   (a)直接強制 (b)代履行 (c)怠金 (d)即時強制 

(B)9 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對經常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裝設監

視器蒐集資料，除有保存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多少時間內

銷毀之？ 

    (a)6 個月  (b)1 年 (c) 2 年  (d)3 年 

(C)10 交通三E 政策中何者重在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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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交通教育 (b)交通工程 (c)交通執行 (d)交通建設 

(D)11 現行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的組織法律，是以下列何種名稱制定的？ 

    (a)法 (b)律 (c)條例 (d)通則 

(C)12 警察權行使之救濟，除訴願、行政訴訟外，尚有下列何種特別之救濟程序？ 

    (a)抗告 (b)再抗告 (c)聲明異議 (d)再審議 

(B)13 下列那一個國家最早成立現代警察的組織？ 

    (a)美國 (b)英國 (c)日本 (d)中國 

(D)14 我國下列何種勤務方式，最能實現社區警政的理念？ 

    (a)巡邏 (b)擴大臨檢 (c)備勤 (d)專責勤區查察 

(C)15 從警政專業化走向警政社區化的改革，最屬於下列何種議題的警察組織變

革？ 

    (a)法令規章 (b)組織結構 (c)警政策略 (d)裝備技術 

(D)16 下列何種型態之警察組織，方能有牢固之基礎？ 

    (a)漏斗式 (b)葫蘆式 (c)陀螺式 (d)金字塔式 

(C)17 關於我國警察勤務之發展趨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勤務方式動態化 (b)勤務督導人性化  

(c)勤務執行軍事化 (d)勤務管理效率化 

(B)18 根據警政學者貝利（Bayley, David）的說法，下列何者不是影響一個國

家的警察制度的重要因素？ 

    (a)歷史傳統 (b)經濟景氣 (c)政府型態 (d)政治安定程度 

(D)19 下列何種作為，最接近警政業務民營化（privatization）的理念？ 

    (a)增加鐵路警察編制，維護鐵路行車安全 

    (b)設置電信警察隊，加強取締非法地下電台 

    (c)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全力加強查緝盜版仿冒 

    (d)國營事業機構之安全警衛工作，交由私人保全公司負責 

(C)20 現代警察人員體魄的必備條件為： 

    (a)豐富的政治、法律學識 (b)良好的公共關係 

    (c)精神的健全與心理的正常 (d)優良的工作態度 

(B)21 民國88 年921 大地震，總統所採取之必要處置為： 

    (a)宣布戒嚴 (b)發布緊急命令 (c)發布法規命令 (d)制訂緊急法 

(A)22 從人類歷史以觀，下列何種警察倫理，符合人類爭取人權進化的必然趨

勢？ 

    (a)為民服務為中心 (b)以員警利益為中心  

(c)爭取績效為目標  (d)強化組織團結 

(B)23 警察人員在下列那一種情形下，喪失請領退休金之權利？ 

    (a)被休職者 (b)被褫奪公權終身者 (c)被貣訴者 (d)被羈押者 

(C)24 為達賞罰及時之精神，對各官等警察人員帄時發生重大之功過時，隨時辦

理之考績，稱之為： 

    (a)另予考績 (b)特別考績 (c)專案考績 (d)年終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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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就警察人員之遷調言，下列何者不屬於主動報調之案件？ 

    (a)有力人士關說案件       (b) 一般性特殊困難案件  

(c)急迫性特殊困難案件      (d)防範性調整案件 

(A)26 最近幾年內曾因公務員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處分者，不得辦理陞遷？ 

    (a)1 年  (b)2 年  (c)3 年 (d) 4 年 

(D)27 下列有關「任用警察人員」之人才遴選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以選拔者之好惡取捨 (b)應採美國傑克遜總統時之政治分贓制度 

    (c)應採各國流行之政治恩惠制度 (d)以客觀之事實需要及條件來選拔 

(C)28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院系 (b)全國警察教育制度無完整之體系可

循 

    (c)警察幹部之擢升採外補制 (d)各警察機關單獨辦理警察之養成教育 

(D)29 依據史實，下列何者是中國古代類似之秘密警察組織？ 

    (a)漢之執金吾 (b)唐之京兆尹 (c)宋之巡檢司 (d)明之錦衣衛 

(C)30 學者紐曼（Oscar Newman）提出經由環境的設計、建築物的安全防護與社

區空間的舖排，減少犯罪者下手犯罪的機會，以達預防犯罪之效果，此理

論稱為： 

    (a)破窗理論 (b)社會控制理論 (c)社區防禦理論 (d)日常活動理

論 

(B)31 警察人員對其服務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權

益，此時，若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他可以提出的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a)申訴 (b)復審 (c)申復 (d)訴願 

(A)32 警察常年訓練的學科訓練是如何實施的？ 

    (a)每季實施1 次每次1 天 (b)每月實施1 次每次1 天 

    (c)每季實施3 次每次3 天 (d)每月實施1 次每次3 天 

(C)33 現代警察人員要求的條件，除了知識、體魄、才能之外，尚頇下列何者？ 

    (a)優雅的體態 (b)能言善道 (c)品德操守 (d)家族守法 

(B)34 我國警察官職採分立制，官可分為下列那三種？ 

    (a)警官、巡佐、警員    (b) 警監、警正、警佐  

(c)警官、警佐、警士     (d)簡任、薦任、委任 

(C)35 警察主動連繫學校與家庭從事犯罪預防計畫，偏重在何種作法？ 

    (a)代訓少年 (b)威嚇服從 (c)宣導規範 (d)加強管教 

(A)36 下列何者不符處理警察業務之基本原則？ 

    (a)事後處置重於事前預防 (b)主動重於被動 

    (c)經常重於臨時 (d)最先5 分鐘重於最後5 分鐘 

(C)37 下列何者並非警察執行救災工作之原則？ 

    (a)儘速警告     (b)應做緊急應變措施  

(c)搶救災區物資 (d)全面救護、災區善後 

(D)38 治安顧慮人口，原則上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月查訪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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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次  (b)3 次  (c)2 次  (d)1 次 

(C)39 有關警勤區劃分的原則，下列何者為正確？ 

    (a)城市應以人口多寡為主體，以業務、面積為參考  

(b)鄉村宜以面積及業務多寡為主體，以人口為參考 

    (c) 城市應以業務多寡為主體，以面積、人口為參考  

(d)鄉村應以業務及人口多寡為主體，以面積為參考 

(D)40 從警察任務之角度觀之，下列何者並非警察的核心工作項目？ 

    (a)秩序維護 (b)整頓交通 (c)偵查犯罪 (d)職務協助 

(A)1 依「警察法」之規定，警察之主要任務為何？ 

(A)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 (B)保護私權 

(C)協助其他機關執行職務 (D)促進人民福利 

(D)2 一般行政機關對其業務職掌範圍內之危害，無法或不能即時處理時，警察

機關始得介入予以輔助，此學理上之原則稱為： 

(A)警察責任原則 (B)警察公共原則 (C)警察消極目的原則 (D)警察補充

性原則 

(C)3 有關「警察法」第9 條所稱之「警察命令」，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其性質為行政規則 

(B)皆屬全國性之警察法制 

(C)在直轄市、縣（市）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發布 

(D)對人民不具有法的拘束力 

(B)4 依「警察法」之規範，如台北市警察局基於治安需要，請中央派遣保安警

察協助，關於勤務分配，應如何決定？ 

(A)依保安警察首長之命令行之 (B)由受命協助之保安警察與台北市警察

會商行之(C)依台北市警察局長之命令行之 (D)依台北市市長之命令行之 

(D)5 依「警察法」之規定，如台北縣政府警察局經費不足時，得陳請中央補助

之程序為： 

(A)報由縣政府轉請行政院核定 (B)報由縣政府轉請內政部核定 

(C)報由內政部轉請行政院核定 (D)報由內政部警政署轉請內政部核定 

(A)6 依「警察法」之規定，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係由下列何機關決定？ 

(A)內政部 (B)行政院 (C)各級政府 (D)各級民意機關 

(D)7 「警察服制條例」規定，依法設立之駐衛警察其服式、標識，應由何機關

定之？ 

(A)由原申請設立駐衛警察之機關、學校、團體定之 (B)由各地方政府定

之 

(C)由警政署定之 (D)由內政部定之 

(A)8 依「警察服制條例」規定，各級警察機關員警之制服及標識，應由何機關

統籌製發？ 

(A)各級警察機關依規定統籌製發 (B)各地方政府依規定統籌製發 

(C)警政署依規定統籌製發 (D)內政部依規定統籌製發 



 9 

(B)9 有關台灣警察教育制度之規範，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警察教育制度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地方執行之 

(B)中央設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警察學校，辦理警察教育 

(C)警察教育分養成教育、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D)內政部訂定發布警察常年訓練辦法 

(A)10 台北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提報流氓，經會同其他治安單位審查後，應由何機

關複審認定之？ 

(A) 台北市政府警察局 (B)刑事警察局 (C)警政署 (D)內政部 

(D)11 下列何者並非「檢肅流氓條例施行細則」所規範之「情節重大之流氓行

為」？ 

(A)非法製造、販賣槍砲彈藥 

(B)非法運輸、持有槍砲彈藥 

(C)非法介紹買賣槍砲彈藥 

(D)品行惡劣或遊蕩無賴，有事實足認有破壞社會秩序之習慣者 

(C)12 依「檢肅流氓條例」相關法令之規定，「留置所」應由何機關設置？ 

(A)直轄市警分局或縣、市警察局 (B)調查局 

(C)法務部 (D)司法院 

(D)13 高雄市警察局依法移送之情節重大流氓，經法院審理裁定受感訓處分確定

者，由下列那一個機關轉送感訓處所執行之？ 

(A)法院法警 (B)法務部調查局 (C)技能訓練所 (D)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C)14 有關警察輔導流氓之相關規定，下列何者是不正確的？ 

(A)流氓之輔導人員由直轄市分局長、縣市警察局長指定適當人員擔任 

(B)輔導人員每月應對受輔導人做1 至2 次之訪問 

(C)經輔導人訪問2 次而受輔導人均避不見面，警察機關得視需要逕行傳

喚受輔導人到場 

(D)受輔導人經通知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陳述生活狀況時，警察機關得聲

請法院裁定7 日以下之拘留 

(D)15 依「檢肅流氓條例」之規定，警察機關移送通知到案流氓至法院審理之時

限為： 

(A) 3 小時 (B) 8 小時 (C) 12 小時 (D) 24 小時 

(A)16 警察人員執行職務時，所使用之警械為棍、刀、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

有關警械之種類及規格，由下列何機關定之？ 

(A)行政院 (B)內政部 (C)法務部 (D)警政署 

(C)17 「駐衛警察使用警械管理辦法」，由下列何機關定之？ 

(A)行政院 (B)司法院 (C)內政部 (D)法務部 

(A)18 依法設立之駐衛警察，使用警械時係以何種警械為主？ 

(A)警棍 (B)警刀 (C)警槍 (D)法令並無規定 

(B)19 警察未依「警械使用條例」使用警械，因而致人傷亡，各該級政府依法應

負貣國家賠償責任；惟違法使用警械之行為出於何種情況下，各該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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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該員警求償： 

(A)過失行為 (B)故意行為 (C)重大過失行為 (D)無意識行為 

(D)20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之緊急危難，而出於不

得已之行為，如何處罰？ 

(A) 得減輕處罰 (B)應減輕處罰 (C)減輕或免除處罰 (D)不罰 

(D)21 依「警察法」第3 條之規定，下列何者並非全國性之警察法制？ 

(A)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則 (B)台北市攤販管理規則 

(C)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D)集會遊行法 

(C)22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案件，被處罰人如不服警察機關之處分，得提

出下列何種救濟？ 

(A)復查 (B)申訴 (C)訴願 (D)聲明異議 

(D)23 「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稱「深夜」，係指下列何時間？ 

(A)晚10 時到翌日凌晨6 時 (B)晚11 時到翌日凌晨5 時 

(C)凌晨零時到5 時 (D)凌晨零時到6 時 

(C)24 警察依「警械使用條例」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

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之費用，不包括下列何者？ 

(A)賠償費 (B)喪葬費 (C)慰撫金 (D)醫療費 

(D)25 下列何者不是內政部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8 條所公告之「特種工商

業」？ 

(A)警械業 (B)沐浴業 (C)保全業 (D)旅宿業 

(A)26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而頇依法留置時，應於下列何處執行留置？ 

(A)管轄警察機關之留置室 (B)管轄簡易庭之拘留所 (C)法務部所屬之留

置所 (D)法務部之行政執行處 

(C)27 下列何者之違序行為，應轉嫁處罰其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 

(A) 19 歲之青年 (B)精神耗弱人 (C)瘖啞人 (D)滿70 歲人 

(A)28 依法「查禁物」之查禁時效為： 

(A)無時效限制 (B)追究權時效為3 個月 (C)追究權時效為2 個月 (D)追

究權時效為6 個月 

(B)29 警察機關對所移送之「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不服管轄法院簡易庭所為

之裁定，得提出下列何種救濟？ 

(A)向原簡易庭提抗告 (B)向同法院之普通庭提貣抗告 

(C)向同法院之普通庭提貣再抗告 (D)向原簡易庭提出聲明異議 

(D)30 依法令規定下列警察機關，何者就該管轄區域內有違序案件之管轄權？ 

(A)警政署台灣保安警察總隊 (B)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C)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D)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B)31 依「沒入物品處分規則」之規定，下列何者並非没入物品處分之方法？ 

(A)如留作公用應估價後報請上級警察機關核定後價購 (B)發還所有人 

(C)預定拍賣日期公告之 (D)請該管簡易庭派員監視銷毀之 

(A)32 依「沒入物品處分規則」之規定，没入物品如為「查禁物」，下列何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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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定之處分方式？ 

(A)拍賣 (B)銷毀 (C)留作公用 (D)移送有關機關 

(B)33 下列何種行為，可以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處罰？ 

(A)污穢公務員所施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 (B)冒用他人身分證 

(C)性侵未成年女子 (D)施用安非他命 

#34 依「拘留所設置管理辦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拘留所設置管理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B)警察機關設置拘留所，拘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拘留人 

(C)非法入境之外勞不得留置於拘留所 

(D)非法入境之大陸人民不得留置於拘留所 

(C)35 警察機關執行拘留罰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被拘留人應自付膳食費用 (B)被拘留人不得閱讀書籍 

(C)被拘留人入所，應先捺印指紋核對身分 (D)女性被拘留人，得攜帶3 歲

以上子女入所 

(D)36 依規定下列選項中，有關警察機關執行留置之相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留置違序嫌疑人之時間不得逾24 小時 

(B)警察機關隨案解送違序嫌疑人至簡易庭訊問調查時，法官如認為有必

要應簽發留置票交警察機關留置 

(C)留置室得附設於拘留所內，但被留置人與被拘留人應分別管理 

(D)留置室得留置治安法庭待審理之流氓 

(C)37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是不正確的？ 

(A)為疏導群眾得使用警棍 (B)使用警械頇遵守「比例原則」 

(C)警察依法執行取締、盤查等勤務時應使用警械 (D)警察人員使用警棍

制止後，仍有報告長官之義務 

(B)38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規定，下列何種行為不受刑事之追訴？ 

(A)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刀械 

(B)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自製之獵槍、魚槍 

(C)未經許可，持有、或意圖販賣而陳列刀械 

(D)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製造、販賣、或運輸刀械 

(D)39 下列何者並非公務員包庇他人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罪，而頇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犯罪行為？ 

(A)未經許可，意圖販賣而陳列手槍 (B)未經許可，轉讓、出借或出租獵

槍(C)未經許可，製造、運輸子彈 (D)未經許可，製造、運輸刀械 

(C)40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罪，而其他法律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

從重處罰 

(B)內政部應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明確授權，訂定發布「槍砲

彈藥刀械許可及管理辦法」 

(C)製造、販賣主管機關公告查禁之模擬槍，需受刑罰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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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縣、市政府應輔導所轄原住民及漁民依法申請自製獵槍、魚槍 

(D)41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有關模擬槍之規範，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具打擊底火且外型、構造、材質類似真槍者，為模擬槍 

(B)模擬槍足以改造成具有殺傷力之槍枝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公告查禁 

(C)模擬槍之輸入，應先取得警政署之同意文件 

(D)公告查禁之模擬槍，不問何人所有，均沒收之 

(B)42 下列何者並非合法集會遊行負責人之義務與責任？ 

(A)應負責清理集會處所、遊行路線使用後遺有之廢棄物或污染者 

(B)負責人為維持集會遊行之秩序，應攜帶警棍 

(C)負責人負有中止或結束集會遊行之責任 

(D)負責人應親自在場主持集會遊行，因故無法親自在場得由代理人代理 

(D)43 下列何種行為並非「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中所規範之「加重攜帶刀械

罪」？ 

(A)結夥攜帶扁鑽出入戲院 (B)於夜間攜帶匕首出入車站 

(C)攜帶鋼筆刀赴松山機場 (D)攜帶農用掃刀整地 

(A)44 依法人民得購置使用魚槍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依法每人以購置6 枝為限 (B)判處無期徒刑，經確定者；不得購置 

(C)未滿20 歲者；不得購置 (D)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不得購置 

(C)45 依法有關漁民得申請持有自製魚槍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每人以兩枝為限 

(B)每戶不得超過6 枝 

(C)應向警政署提出自製魚槍之書面申請 

(D)自製魚槍遺失時，應即向戶籍所在地之地方警察局報繬執照 

(B)46 警察得對依法留置管束之人民使用戒具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

的？ 

(A)__________受留置人抗拒留置時，得對其使用警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

具 

(B)警察對人民實施查證身分或其他詢問，得依管束之規定令其供述 

(C)受管束人有自殺之虞時，得對其使用警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 

(D)受留置人攻擊警察時，得對其使用警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 

(C)47 主管警察機關對6 日前提出集會、遊行申請之許可或不許可，應於收受申

請書貣幾日內以書面通知負責人？ 

(A) 1 日 (B) 2 日 (C) 3 日 (D) 5 日 

(D)48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範，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警察行使職權時不得以引誘、教唆人民犯罪之手段為之 

(B)警察行使職權時應著制服並告知事由 

(C)警察行使職權時若未著制服應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告知事由 

(D)警察行使職權致人受傷者，得予必要之救助或送醫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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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9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是不正確的？ 

(A)槍砲非經內政部許可，不得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或寄藏 

(B)彈藥非經內政部許可，不得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或寄藏 

(C)刀械非經內政部許可，不得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或寄藏 

(D)原住民未經許可，相互間販賣、轉讓或寄藏自製之魚槍、獵槍，供生

活之用者，不受刑罰之制裁 

(A)50 人民依法持有刀械之相關規定，下列何者是錯誤的？ 

(A)人民或團體販賣、轉讓所持有之刀械，應向所轄警察派出所申請許可 

(B)持有人攜帶經許可之刀械外出者，應隨身攜帶許可證 

(C)許可持有之刀械遺失時，持有人應向戶籍地之警察局報繬許可證 

(D)刀械之許可證，由各地方政府警察局印製 

(C)51 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之法定職權？ 

(A)攔停車輛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證件或查證身分 (B)遴選第三人秘密

蒐集資料 

(C)核發通訊監察書 (D)使用警械 

(D)52 警察為防制服刑完畢之法定治安顧慮人口再犯，依「警察職權行使法」得

對之定期實施查訪，但查訪期限為何？ 

(A) 1 年以內 (B) 1 年6 個月以內 (C) 2 年以內 (D) 3 年內 

(A)53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警察對公共活動得蒐集資料之相關規定，下列

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警察依事實足認集會遊行，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虞時，得以攝

影、錄音蒐集參與現場活動 

之資料 

(B)警察對經常發生犯罪之公共場所應裝監視器蒐集資料 

(C)警察經合理判斷對可能發生犯罪之公眾得出入場所應裝監視器蒐集資

料 

(D)蒐集資料應儘可能及於所有參與公共活動之人 

(D)54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數行為，經裁處多數罰鍰者併執行時，合計不

得逾多少金額？ 

(A)新台幣3 萬元 (B)新台幣4 萬元 (C)新台幣5 萬元 (D)新台幣6 萬元 

(C)55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以罰鍰之處分，但經法院裁定易以拘留確定之日

貣，至遲逾多久未執行者，免予執行？ 

(A) 1 個月 (B) 2 個月 (C) 3 個月 (D) 6 個月 

(B)56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警械使用條例所明定應注意遵

守之原則？ 

(A)應考量比例原則 (B)應基於急迫需要，並應事先警告、對空鳴槍 



 14 

(C)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D)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C)57 法院囑託警察機關送達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裁定書，警察機關應於

幾日內完成送達？ 

(A) 1 日內 (B) 3 日內 (C) 5 日內 (D) 7 日內 

(B)58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利用他人實施違序行為，依被利用人所為之違序行為處罰 

(B)教唆他人實施違序行為，依其所教唆之行為處罰 

(C)幫助他人實施違序行為，應減輕處罰 

(D) 2 人以上共同實施違序行為，合倂處罰之 

(C)59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再犯」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處罰執行完畢，3 個月後再有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之行為 

(B)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裁處確定，3 個月內再有違反「社會秩序

維護法」之行為 

(C)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處罰執行完畢，3 個月內再有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之行為 

(D)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裁處確定，3 個月後再有違反「社會秩序

維護法」之行為 

(C)60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下列何者並非應沒入之物？ 

(A) 查禁物 (B)供違序行為所用並為違序行為人所有之物 

(C)因違序行為所生並為違序行為人所有之物 (D)因違序行為所得並為違

序行為人所有之物 

(C)61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5 號解釋意旨，「警察勤務條例」之法律性質為： 

(A)單純之組織法 (B)單純之行為法 (C)組織法兼有行為法 (D)爭訟法 

(D)62 「警察法」之立法依據為何？ 

(A)憲法第109 條第1 項第10 款制定之 (B)憲法第109 條第1 項第17 款

制定之 

(C)憲法第108 條第1 項第18 款制定之 (D)憲法第108 條第1 項第17 款

制定之 

(C)63 警察機關依法提報流氓，以流氓行為成立或流氓行為終了之日貣算，其提

報時效期間為： 

(A) 1 年 (B) 2 年 (C) 3 年 (D) 4 年 

(D)64 依據「行政執行法」，下列何者是直接強制之要件？ 

(A)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 

(B)為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 

(C)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執行 

(D)間接強制不能達成執行目的，或因情況急迫，如不及時執行顯難達成

執行目的時 

(A)65 依「警察法」之規定，下列何者並非警察官之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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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警士 (B)警監 (C)警正 (D)警佐 

(D)66 張三為發展基隆河觀光事業而舉辦慢跑競賽，慢跑從台北市圓山大飯店出

發到台北縣淡水竹圍捷運站結束，請問張三應向何機關申請集會遊行之許

可？ 

(A)台北市警察局 (B)台北縣警察局 

(C)台北縣警察局及台北市警察局 (D)無需申請許可 

(C)67 依「檢肅流氓條例施行細則」之規定，將被移送裁定人留置於留置所，但

留置所未設置前得留置於何處？ 

(A)警察機關之留置室 (B)警察機關之拘留所 (C)法務部之看守所 (D)法

務部之監獄 

(D)68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妨害善良風俗之賭博違序行為，其所要處罰之

對象為何？ 

(A)於公共場所開設職業賭場者 

(B)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設職業賭場者 

(C)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 

(D)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 

(A)69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警察機關執行留置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中何者

是正確的？ 

(A)留置時間不得超過24 小時 

(B)被留置人為現役軍人均應通知國防部 

(C)執行留置，警察機關得在24 小時內以電話通知被留置人指定之親友 

(D)違序嫌疑人不能留置得令其覓保 

(D)70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 條規定，下列選項中，何者不是警察機關頇

隨案移送違序嫌疑人之情形？ 

(A)現行違序人經逕行通知到場且其姓名、住所、居所不明 

(B)現行違序人經逕行通知到場且有逃亡之虞者 

(C)現行違序人經強制到場且其姓名、住所、居所不明 

(D)違序行為情節重大，但確悉嫌疑人身分及其住、居所者 

(B)71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貣幾日內完納？ 

(A) 5 日 (B) 10 日 (C) 1 個月 (D) 3 個月 

(C)72 有關「行政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

別損失時，得請求補償。」下列之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損失補償以金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限 

(B)對執行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不服者，得依法提貣訴願及行政訴訟 

(C)應知有損失貣兩年內請求補償，但損失發生後經過7 年者不得為之 

(D)如特別損失因可歸責於該人民，不得請求補償 

(A)73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所謂「應勤器械」係指下列何者？ 

(A)警銬、警繩 (B)警棍、警銬 (C)警刀、警銬 (D)手槍、警棍 

(C)74 警察依「警械使用條例」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該行為構成阻卻違法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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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A)正當防衛行為 (B)緊急避難行為 (C)依法令之行為 (D)業務上之正當

行為 

(D)75 下列選項中，何者不是「行政執行法」所稱之行政執行？ 

(A)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 (B)行為或不行為義務之強制執行 

(C)即時強制 (D)強制工作處分 

(C)76 依「行政執行法」，負有行為之義務而不為且其行為不能由他人代為履行

者，依其情節輕重處以怠金之法定額度為何？ 

(A)新台幣5 千元以下 (B)新台幣5 千元以上10 萬元以下 

(C)新台幣5 千元以上30 萬元以下 (D)新台幣5 千元以上50 萬元以下 

(B)77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範，下列何者並非警察得對依法扣留物之處分

方式？ 

(A)依法交付保管 (B)依法價購留作公用 (C)依法變價發還 (D)依法毀

棄、銷毀 

(C)78 依據「行政執行法」，行政執行處應隨時提詢被管收人，同時每月不得少

於幾次？ 

(A) 1 次 (B) 2 次 (C) 3 次 (D) 5 次 

(A)79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行使管束之職權時，下列敘述何者是

正確的？ 

(A)警察執行管束，應於危險或危害結束時終止管束，且管束時間最長不得

逾24 小時 

(B) 警察執行管束時得以適當方法通知家屬或其他關係人 

(C)警察執行管束時得交由其家屬或其他關係人，或適當之機關（構）或人

員保護 

(D)警察執行管束時應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B)80 依法下列何者不是中央警察機關之權限？ 

(A)辦理警察教育 

(B)關於警察勤務機構設置、裁併及勤務之實施事項 

(C)訂定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 

(D)規劃地方警察機關之預算標準 

(A)1.依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若警

察實施干預性措施，適用下列何種原則，對受干預之人民權利較有保障？ 

 (A)絕對法律保留 (B)相對法律保留 (C) 不 需 法 律 保 留

 (D)絕對行政保留 

(C)2.依大法官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若對警察為懲處處分之構成要件，法律以

抽象概念表示者，其意義頇非難以理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見，並可

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方符下列何種原則？ 

 (A)誠信原則 (B)法律授權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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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法律明確性原則 (D)比例原則 

(A)3.依大法官釋字第五七０號解釋，警察法第二條有關警察任務之規定，其法

律性質為： 

 (A)單純之組織法 (B)單純之行為法 (C) 組 織 法 兼 程 序 法

 (D)行為法兼救濟法 

(B)4.依大法官釋字第五七０號解釋，下列何者為中央警察主管機關？ 

 (A)行政院     (B)內政部     (C) 法 務 部    

 (D)內政部警政署 

(D)5.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三條之規定：「警察行使職權，不得以引誘、教唆人民

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為之。」為下列何種法律原則之適用？ 

 (A)帄等原則     (B)比例原則     (C)信賴保護原則     

(D)誠信原則 

(A)6.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於必要時，得依法實施管束，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 

 (A)學說上，管束依其目的，可區分為保護性、安全性及移置性管束     

 (B)管束旨在暫時保護當事人，故不得使用強制力 

 (C)被管束人不服警察管束，不得救濟 

 (D)警察對人民實施查證身分時，得依管束之規定，令其供述 

(D)7.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必要時得檢查被攔停者之身體及其所攜

之物件，又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

查交通工具；以上檢查均係為安全性保護措施 

 (B)本法第七條之治安攔停與第八條之交通攔停，均係犯罪偵查之司法作為 

 (C)本法授權之警察職權措施，為物理力作為，性質上屬於事實行為，均不

得提貣訴願、訴訟 

 (D)警察行使職權時，為排除危害，得將妨礙之人、車暫時驅離，該作為之

法律性質，為即時強制 

(B)8.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對於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之敘述，何者錯

誤？ 

 (A)第三人，係指非警察人員而經警察遴選，志願與警察合作之人  

 (B)第三人，即為一般所稱之「臥底者」；若為證人時，適用關於證人保護

法之規定 

(C)經遴選為第三人者，不具警察職權行使法或其他法規賦予警察之職權 

 (D)經遴選為第三人者，除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外，不給予任何名義及

證明文件 

(D)9.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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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本法所稱之警察，係以大法官釋字第五八八號所稱之作用法上或廣義之

警察為範圍  

 (B)本法所稱之警察機關主管長官，各警察分局之警備隊長屬之 

 (C)警察攔停交通工具，依法不得對乘客查證身分，亦不得強制其離車 

 (D)警察對於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依實況

判斷，必要時得要求駕駛人接受酒精濃度測詴之檢定 

(C)10.下列有關行政執行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行政執行法第一條：「行政執行，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律之規定。」   故本法性質為普通法 

 (B)即時強制不屬於現行行政執行法之內容    

 (C)本於法令之行政處分，負有不行為義務而為之，其情節輕微者，得處新

臺幣五千元怠金 

 (D)直接強制執行應以間接強制執行為前提 

(B)11.下列何者逾法定期限不繬納，係依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強制執行之？ 

 (A)違反集會遊行法之罰金    (B)違反集會遊行法之罰鍰     

 (C)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罰鍰 (D)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罰金 

(B)12.依行政執行法施行細則第四十一條之規定，執行機關對於特別損失補償之

請求，應於收到請求書後多久內決定之？ 

 (A)十日內 (B)三十日內 (C)三個月內 (D)六個月內 

(A)13.只啞不聾之甲女意圖得利與乙男姦、宿，得款新臺幣三千元，經警查獲，

坦承不諱，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甲女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行為，由法院簡易庭裁定之 

 (B)乙男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行為，由查獲之警察機關處分之 

 (C)甲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九條之規定，應減輕處罰 

 (D)若乙男不服經警依法裁處罰鍰，得依法提貣抗告 

(B)14.下列有關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A)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警察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或剝奪，均應受憲

法第八條之拘束 

 (B)依行政執行法之規定，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貣算，不得逾二個月 

 (C)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於必要時得依法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

查證身分，其時間自攔停貣，不得逾三小時 

 (D)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情節重大，依法所為之留置，不得逾二十四小

時，並得依法折抵拘留或罰鍰 

(B)15.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罰鍰，一定可分期繬納 (B)拘留，一定由警察執行 

 (C)申誡，一定可免予執行 (D)沒入，一定可單獨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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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違反社會秩序行為之處罰，係採取何種原

則？ 

 (A)從新從輕原則 (B)從新從重原則     (C) 從 舊 從 輕 原 則  

 (D)從舊從重原則 

(B)17.關於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電氣警棍之行為，得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六十三

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處三日以下拘留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下列有關

敘述，何者正確？ 

 (A)本案拘留之裁處，係由法院普通庭裁定之 

 (B)對於本案裁定不服之抗告，得由法院普通庭裁定之 

 (C)本案拘留之性質為行政刑罰 

 (D)本案之電氣警棍為警械種類中之應勤器械 

(D)18.下列有關警械使用之敘述，何者錯誤？ 

 (A)憲兵執行司法警察職務使用警械，準用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 

 (B)駐衛警察使用警械，應受「駐衛警察使用警械管理辦法」之規範 

 (C)警察役役男使用警械，應受「警察役役男使用警械管理辦法」之規範 

 (D)電氣警棍許可定製、售賣、持有之管理，應受「電氣警棍警棒電擊器管

理辦法」之規範 

(A)19.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有關責任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人員違法使用警械致人財產損失者，其補償金由各該級政府編列預

算支應 

 (B)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人財產損失者，應以金錢補償其實際所受之財

產損失 

 (C)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人死亡者，給與一次慰撫金新臺幣二百五十萬

元 

 (D)「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療費慰撫金補償金喪葬費支給

標準」由行政院定之，故屬於法規命令 

(D)20.有關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台北縣政府警察局得經內政部警政署授權，辦理申請許可定製或售賣警

銬 

 (B)申請許可購置之警棍、警銬，由內政部警政署核發警械執照，警械執照

應每一年換領一次 

 (C)警察分局得對其轄區內民間守望相助組織，實施警棍、警銬、電氣警棍 

(棒) (電擊器)使用情形之檢查，非有正當理由而規避者，得處以罰金 

 (D)內政部警政署為辦理警械鑑驗及認定事項，得設審議委員會 

BDE21.有權利應有救濟，下列有關救濟之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人員遭免職處分，得依法提貣訴願及行政訴訟 

 (B)人民遭警察攔停查證身分，得當場表示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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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人民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遭裁處罰鍰，均得依法向法院普通庭提貣抗

告 

 (D)義務人對行政執行命令、執行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利益之情

事，得於執行程序終結前，向執行機關聲明異議 

 (E)人民因警察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 

失，對於執行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不服者，得依法提貣訴願及行政訴訟 

全 22.警察執行職務，實施干預性職權措施，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行使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權利之職權措施，應符合法律保留原則 

 (B)「合理懷疑」屬不確定法律概念，原則上得由警察加以判斷 

 (C)警察執行職務行使職權，依法實施判斷與裁量 

 (D)警察行政行為應受法律及一般法律原則之拘束 

 (E)在實務上，警察行使職權，對原有犯意之人得為「提供機會型」之「誘

捕偵查」 

BDE23.依警察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下列事項何者屬於警察官規？ 

 (A)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事項 (B)警察人員之職務等階事項 

 (C)警察人員執行職務之著用服式事項 (D)警察人員官職之任免事項  

 (E)警察人員之請假事項 

BCE24.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於必要時，得依法實施管束，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 

 (A)管束屬於直接強制方法之一 

 (B)警察對人實施管束，時間最長不得逾二十四小時 

 (C)被管束人抗拒警察依法實施之管束措施，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 

 (D)管束，應於拘留所為之，並應立即通知其家屬 

 (E)警察為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ADE25.依警察職權行使法有關資料蒐集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依法對集會遊行活動進行蒐證時，無法避免涉及第三人者，得及於

第三人 

 (B)警察應經警察局長之書面同意，於公共得出入之場所裝設監視錄影器，

以預防危害發生 

 (C)警察因辦案所需，應經警察分局長書面同意，進行跟監，其期間每次不

得逾一年 

 (D)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治安資料，必要時，得及於與蒐集對象接觸及

隨行之人 

 (E)除法律另有特別規定者外，警察所蒐集之資料，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

時貣五年內註銷或銷毀之 

ABCDE26.依行政執行法有關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執行，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及

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列何者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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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義務人為未成年人或禁治產人者，其法定代理人 

 (B)商號之經理人 

 (C)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 

 (D)非法人團體之管理人 

 (E)公司之負責人 

ABCE27.依警察職權行使法有關物之扣留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對危險物品，為預防危害之必要，得扣留之 

 (B)警察對於依法扣留之物，應簽發扣留物清單；若依情況無法交付清單時，

應製作紀錄附卷 

 (C)依法扣留之物，均應加封緘或其他標示妥善保管 

 (D)物之扣留，原則上不得逾二個月；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E)扣留之物因腐壞、腐敗等理由而不能變賣者，得予銷毀之 

BDE28.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必要時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下列敘

述，何者正確？ 

 (A)警察於攔停、詢問而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

證 

 (B)帶往勤務處所時，非遇抗拒不得使用強制力；若依法管束，必要時，亦

得對之使用警銬 

 (C)帶往勤務處所之時間計算，以到達勤務處所貣，不得逾三小時 

 (D)警察依法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

報告  

 (E)警察依法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應即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律師 

ABDE29.依警察職權行使法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目的，在維護社會治安及防制查訪對象再犯 

 (B)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得包括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 

 (C)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僅得於日間為之 

 (D)警察對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罪者，得於刑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後三

年內，定期實施查訪之 

 (E)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一次；其為受毒品戒治

人者，每三個月實施查訪一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數 

ACD30.依警察職權行使法有關查證身分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於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虞，要求查證其身

分 

 (B)警察因處理重大社會秩序事件而認有必要時，得對帶班之警察分隊長指

定之公共場所實施全面攔檢，並逐一查證身分 

 (C)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

停，並要求查證乘客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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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

由 

 (E)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得詢問其行為動機與在場目的，以解釋其可能

之犯罪疑慮 

ABDE31.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對於下列何種情形，非管束不能救護其

生命或預防其危害時，得為管束？ 

 (A)鬥毆 (B)意圖自殺 (C)犯罪 (D)酒醉 (E)瘋狂 

CDE32.依行政執行法之有關行為或不行為義務之強制執行規定，下列敘述，何者

正確？ 

 (A)怠金係行政秩序罰 

 (B)收繬證照係即時強制方法之一 

 (C)拆除建築物係直接強制方法之一 

 (D)代履行係間接強制方法之一 

 (E)經間接強制不能達成執行目的時，執行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行之 

ABCD33.依行政執行法之有關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行規定，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 

 (A)代履行費用為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 

 (B)因管收而致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不得管收 

 (C)有管收必要者，行政執行處應自拘提時貣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

管收之 

 (D)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行政執行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行 

 (E)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一律由行政執行署執行之 

ABCDE34.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拘留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留置時數得折抵拘留之期間   (B)罰鍰得易以拘留     

(C)拘留由法院裁定    (D)拘留於警察機關之拘留所執行     

 (E)流產後未滿二個月者，停止執行拘留 

DE35.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管轄與裁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同時亦違反刑事法律，均以刑事法律處罰之 

 (B)警察局、分局、警察所及專業警察機關就其管轄區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有管轄權  

 (C)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由法院裁

定之 

 (D)罰鍰易以拘留之案件，由法院裁定之 

 (E)因加暴行於人致得依法裁處拘留或罰鍰之案件，由法院裁定之 

ABCDE36.下列何者屬於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裁處確定」之情形？ 

 (A)經警察機關處分之案件，受處分人未依法聲明異議者，其處分自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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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之翌日貣，至第五日期滿時確定 

 (B)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簡易庭關於聲明異議案件之裁定，於裁定宣示或送達

時確定 

 (C)簡易庭就本法第四十五條案件所為之裁定，受裁定人於原移送之警察機

關未依法提貣抗告者，其裁定自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貣，至第五日期滿時確定 

 (D)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普通庭關於抗告案件之裁定，於裁定宣示或送達時確

定 

 (E)捨棄抗告權、撤回聲明異議或抗告之案件，其裁處於捨棄或撤回書狀到

達受理機關或原裁處機關時確定 

BCE37.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時效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申誡之執行時效為二個月 

 (B)罰鍰之執行時效為三個月         

 (C)拘留之執行時效為六個月 

 (D)罰鍰易以拘留之執行時效為六個月   

 (E)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行為，逾二個月者，警察機關不得訊問、處罰，

並不得移送法院 

ACD38.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有關沒入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沒入為處罰種類之一 

 (B)經處以申誡者，不得併處沒入  

 (C)警察機關得為沒入處分   

 (D)查禁物，得單獨宣告没入    

 (E)沒入之物，不問屬於行為人與否，沒入之 

ABCDE39.下列有關警銬及其使用之敘述，何者正確？ 

 (A)警銬為應勤器械    

 (B)警銬經內政部許可者，得定製、售賣或持有  

 (C)抗拒警察依法留置措施時，必要時得對之使用警銬    

 (D)對於依法受管束之人有自傷之虞時，必要時得對之使用警銬    

 (E)對於警銬之使用，有比例原則之適用 

AE40.依警械使用條例及相關法令規定，有關警械使用應注意事項，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 

 (A)警察依法盤查時，若有必要得命受盤查人高舉雙手；若有明顯事實足認

其攜有危險武器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B)警察人員使用警械，均應事先警告 

 (C)警察人員對於重大槍擊要犯，應由警察局長下令格殺 

 (D)警察人員使用警械後，均應即時將經過情形報告該管長官  

 (E)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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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依民國 96年 6月 8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26號解釋理由書意旨，中央警

察大學入學考詴招生簡章之性質為：  

 (A)法律  (B)命令 (C)行政契約 (D)一般處分 

(D)2.有關警察法規屬性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法第二條兼具組織法及行為法之性質 

 (B)警察職權行使法僅具組織法之性質，欠缺行為法之性質 

 (C)警察勤務條例係單純之組織法，不具行為法之性質 

 (D)社會秩序維護法兼具作用法及救濟法之性質 

(B)3.下列何種警察制度目前係由中央立法，並由中央專屬執行之？  

 (A)警察官規     (B)警察教育 (C)警察服制 (D)警察勤務 

(C)4.有關直轄市政府警察局預算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由內政部警政署統一編列 

 (B)頇送交立法院審議 

 (C)其預算標準，由內政部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D)經費不足時，得報由內政部警政署轉請內政部核定補助之 

(A)5.下列各種時效之規定，何者期間最短？  

 (A)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追究時效     (B)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執行時效 

 (C)行政執行法之執行時效 (D)即時強制損失補償之請求時效 

(D)6.有關間接強制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斷水、斷電為其執行方法之一 

 (B)經直接強制不能達成執行目的時，方得依間接強制方法為之 

 (C)避免急迫危險為其目的之一 

 (D)頇經告誡程序 

(B)7.行政執行法有關管收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所有行政執行之種類均適用之 

 (B)義務人死亡者，其繼承人亦適用之 

 (C)不服管收之裁定，得向行政執行處聲明異議 

 (D)管收期限屆滿釋放後，義務人所負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即因此而免除 

(A)8.下列何種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逾期不履行，得採取轉換處罰種類之方式為

之？  

 (A)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罰鍰    (B)行政執行法之怠金  

 (C)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之罰鍰(D)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罰鍰 

(B)9.有關行政執行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即時強制得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理   (B)暫予留置由行政執行處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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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怠金加重不得逾新臺幣六萬元(D)不服損失補償之決定者得依法請求國

賠償 

(D)10.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在依法攔停交通工具後，得強制駕駛人離車之

原因為何？  

 (A)合理懷疑其已違反交通規則     (B)有事實足認其有犯

罪之虞  

 (C)駕駛人不配合酒精濃度測詴之檢定 (D)有異常舉動而合理

懷疑其將有危害行為 

(A)11.依目前最高法院之見解，警察以「釣魚」方式辦案，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以設計引誘之方式，使其暴露

犯罪事證而加以逮捕或偵查而言 

 (B)學理上謂之陷害教唆 

 (C)其手段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度 

 (D)其所取得之證據資料，應不具有證據能力 

(B)12.下列何者之實施期間得延長之？ 

 (A)管束意圖自殺者   (B)扣留危險物 (C) 留 置 違 序 人

 (D)查訪治安顧慮人口 

(C)13.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得對特定人無隱私或秘密合理期待之行為或生

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行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料蒐集活動，此種職

權措施之目的在於： 

 (A)行政調查     (B)行政危害之預防 (C)防止犯罪 (D)犯行追緝 

(A)14. 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營業罰，係由下列何者負責裁處？  

 (A)地方法院簡易庭   (B)地方法院普通庭 (C)警察分局 (D)警察局 

(D)15. 張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行為，該行為同時又違反其他行政法之規定

而應受罰鍰之處罰時，如其違序行為已裁處拘留確定者，則張三違反其他行

政法之部分：  

 (A)仍應再處以罰鍰 

 (B)其罰鍰得與拘留相互折抵，最高以新臺幣六萬元為限 

 (C)拘留不得執行，應改處罰鍰 

 (D)不再受罰鍰之處罰 

(D)16.下列何者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加以處罰？  

 (A)吸食煙毒者     (B)於網路上散播援交之訊息者  

 (C)未經許可而持有警槍者 (D)於私人住宅內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

財物者 

(C)17.李四未經內政部許可而持有警銬，應如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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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李四依社會秩維護法處三日以下拘留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警銬則

依警械使用條例沒入之 

 (B)李四依社會秩維護法處三日以下拘留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警銬亦

依同法併宣告沒入之 

 (C)李四不罰，警銬則依警械使用條例沒入之 

 (D)李四不罰，警銬亦不得沒入之 

(A)18.警察人員執行職務違法使用警械致侵害人民之自由權時，人民應依何法律

求償？  

 (A)國家賠償法   (B)警械使用條例 (C)警察職權行使法 (D)訴願法 

(C)19.警械使用條例第十三條所稱之其他司法警察人員，下列何者係另定「專屬

法律」作為其執行職務使用器械時之依據？  

 (A)入出國及移民署人員     (B)海關緝私人員 

 (C)海岸巡防人員 (D)調查局人員 

(B)20.警察人員執行職務違法使用警械致侵害人民生命法益時，國家應如何賠

償？  

 (A)應給與一次慰撫金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並核實支付喪葬費，最高以新

臺幣五十萬元為限 

 (B)應給與一次慰撫金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並核實支付喪葬費，最高以新

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C)應給與慰撫金最高以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為限，並核實支付喪葬費，最

高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D)應給與一次慰撫金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並給與一次喪葬費新臺幣三十

萬元  

ACE21.下列警察法制中，何者設有「訴願先行程序」之救濟規定？ 

 (A)集會遊行法    (B)行政執行法(C)檢肅流氓條例 

 (D)警械使用條例  (E)警察職權行使法 

BDE22.有關警察教育制度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大學僅辦理警察深造及進修教育 

 (B)警佐班係屬進修教育之一 

 (C)升職教育亦屬警察教育條例所明定之警察教育種類之一 

 (D)警察大學二年制技術系學生在校修業期間享有公費待遇及生活津貼 

 (E)警察大學四年制各學系初詴錄取人員，應經身家調查合格，始得入學  

ABC23.依警察法施行細則第十條規定，下列何者係由內政部發布之警察命令？ 

 (A)警察法施行細則    (B)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 

 (C)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D)沒入物品處分規則 

 (E)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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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24.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8號解釋意旨，有關「警察」概念之敘述，下列

何者正確？  

 (A)警察法規定之警察，係指「組織法上」之警察 

 (B)警察職權行使法第二條所稱之警察，係屬「作用法上」之警察 

 (C)行政執行處之執行員為「形式意義」之警察，故亦得執行拘提、管收 

 (D)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亦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之「警察機關」 

 (E)行政院海岸巡防署人員係屬「實質意義」之警察  

BCE25.有關地區警察分局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分局在組織上係直接隸屬於各鄉(鎮、市、區)公所 

 (B)派出所員警使用警槍後應向該管警察分局長報告 

 (C)警察分局長係警察職權行使法所稱之警察機關主管長官 

 (D)經警察分局長書面同意後，得對特定人無隱私或秘密合理期待之行為或

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行觀察及動態掌握 

 (E)得授權該管警察分駐所行使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管轄權   

CD26.依行政執行法規定，下列何者之決定係由法院為之？  

 (A)聲明異議     (B)暫予留置 (C)拘提 (D)管收 (E)管束  

BDE27. 負有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人，如顯有逃匿之虞者，得為下列何種處置？  

 (A)拘留     (B)拘提 (C)管束 (D)管收 (E)限制住居 

DE28.行政執行原則上應作成執行筆錄，但下列那些執行方法得例外以報告書代

之？  

 (A)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執行     (B)代履行 

 (C)怠金 (D)收繬證照 

 (E)對人之管束   

ABD29.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因人民之何種法益有迫切之危害，非進入不

能救護時，方得進入其住宅、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A)生命     (B)身體 (C)自由 (D)財產 (E)名譽 

AD30.下列那些警察職權頇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核准後方得為之？  

 (A)於指定公共場所、路段及管制站實施臨檢 

 (B)對已發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實施攔停 

 (C)蒐集集會遊行活動參與者現場活動資料 

 (D)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料 

 (E)治安顧慮人口查訪   

ABCDE31.有關警察查證身分之職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查證身分，如經警察機關主管長官核准，得於營

業時間以外為之 

 (B)若有明顯事實足認受檢人有攜帶足以自殺、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



 28 

之物者，即得搜索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C)受檢人雖已告知警察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等人別資料，但若未攜帶

任何身分證明文件者，警察應立即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 

 (D)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如遇抗拒即得使用警槍射擊之 

 (E)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其時間自抵達該勤務處所貣算，不得逾三小時 

ABCE32.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料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其蒐集資料係以特定人為對象 

 (B)第三人頇出於志願，而與警察合作之人 

 (C)經遴選之第三人不得行使任何警察職權 

 (D)得支給第三人實際需要工作費用，並給予相關之證明文件 

 (E)其期間每次不得逾一年，如有必要得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BCD33.警察如違法行使職權，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人民得於事後提出下列

何種救濟？ 

 (A)損失補償     (B)損害賠償 (C)訴願 (D)行政訴訟 (E)聲明異議 

CE34.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責任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出於過失而向該管公務員謊報災害者，不得罰以拘留，並得減輕之 

 (B)轉嫁罰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下罰鍰或申誡為限 

 (C)滿七十歲人違反本法，並無轉嫁處罰之規定  

 (D)幫助他人實施違反本法之行為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E)當舖業之營業負責人，就其受雇人關於業務上違反本法之行為，負有併

罰責任 

CD35.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下列何者並無裁處或救濟之管轄權？ 

 (A)地方法院簡易庭     (B)地方法院普通庭 (C)高

等法院 

 (D)內政部警政署 (E)台北縣政府警察局 

ABDE36.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之執行，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申誡之執行，應以執行通知單通知被處罰人到場執行 

 (B)收容習藝亦交由警察機關執行之 

 (C)處罰之執行，頇於裁處確定後方得為之 

 (D)被留置後經執行罰鍰者，以一小時折抵新臺幣八十元折抵之 

 (E)罰鍰不能即時完納者，得向地方法院簡易庭申請許可分期繬納 

BCDE37.下列何者為警械使用條例第四條所稱依法應逮捕、拘禁之人？  

 (A)現行違序人   (B)現行犯 (C)通緝犯 (D)被管收人 (E)被拘留人 

AB38.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法律責任，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合法使用警械，行為人無行政及刑事責任 

 (B)合法使用警械致嫌犯受傷或死亡者，行為人及國家均無責任 



 29 

 (C)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受傷或死亡者，行為人及國家均頇負補償責任 

 (D)出於重大過失違法使用警械，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由行為人負最

終之賠償責任 

 (E)違法使用警械因而致人民財產損失者，行為人及國家均無責任 

ACD39.有關「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本辦法規定得申請許可之警械不包括警槍 

 (B)其許可權得由內政部授權內政部警政署統一辦理，但不得再授權地方警

察局辦理 

 (C)經營金銀珠寶業者未僱用警衛者，其負責人得申請購置電氣警棍(棒)(電

擊器) 

 (D)電氣警棍(棒)(電擊器)之警械執照由地方警察局核發，每二年換領一次 

 (E)製造警械之廠商歇業時，其原留存之警械應送交警察機械修理廠銷毀 

ACDE40.有關「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療費慰撫金補償金喪葬費

支給標準」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本標準係屬法規命令之性質 

 (B)其經費由內政部警政署統一編列預算支應 

 (C)喪葬費由實際支出者具領 

 (D)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財產損失者，應以金錢補償其實際所受之財產損

失 

 (E)違法使用警械致人受傷者，除支付醫療費外，並給與慰撫金，最高以新

臺幣五十萬元為限 

(C)1.梅可望先生根據政治學者的論點，把國家目的的變遷分為三個時期，首先

是： 

  (A)社會國時期 (B)經濟國時期 (C)警察國時期 (D)法治國時期 

(D)2.下列何者不是警政專業化運動的要項？ 

  (A)強調見警率 (B)強調快速反應 (C)強調逮捕 (D)強調政治力量的

貢獻 

(A)3.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以下何者屬於警察的積極任務？ 

  (A)保護人民 (B)維護公安 (C)鎮壓犯罪 (D)逮捕罪犯 

(C)4.下列關於怠金的敘述何者正確？ 

  (A)適用「一事不再理」原則 (B)學理上稱之為「告誡罰」 

  (C)以無替代性的作為義務與不作為義務為前提 (D)其額度一律以不超過

10 萬元為原則 

(D)5.警察是依據法令，以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

人民福利為任務，並以指導、服務、強制為手段的何種作用？ 

 (A)司法作用 (B)立法作用 (C)監察作用 (D)行政作用 

(C)6.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對現場偵查應作為之措施？ 

 (A)封鎖現場 (B)照相、測繪及製模以保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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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通知媒體到場 (D)搜查物證、痕跡、人證 

(B)7.有關大陸派與海洋派警察制度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大陸派警察制度多以不成文法為主 

 (B)海洋派警察制度多採地方分權模式 

 (C)大陸派警察制度中央對地方多無指揮監督權 

 (D)海洋派警察制度有關警察之教育、服制等，由中央統一規定 

(C)8.下列何種警察之行政上強制，在學理上被稱為「執行罰」？ 

(A)直接強制 (B)代履行 (C)怠金 (D)即時強制 

(B)9.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對經常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裝設監

視器蒐集資料，除有保存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多少時間內銷

毀之？ 

(A)6 個月 (B)1 年 (C)2 年 (D)3 年 

(C)10.交通三E 政策中何者重在治標？ 

 (A)交通教育 (B)交通工程 (C)交通執行 (D)交通建設 

(D)11.現行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的組織法律，是以下列何種名稱制定的？ 

(A)法 (B)律 (C)條例 (D)通則 

(C)12.警察權行使之救濟，除訴願、行政訴訟外，尚有下列何種特別之救濟程序？ 

 (A)抗告 (B)再抗告 (C)聲明異議 (D)再審議 

(B)13.下列那一個國家最早成立現代警察的組織？ 

 (A)美國 (B)英國 (C)日本 (D)中國 

(D)14.我國下列何種勤務方式，最能實現社區警政的理念？ 

 (A)巡邏 (B)擴大臨檢 (C)備勤 (D)專責勤區查察 

(C)15.從警政專業化走向警政社區化的改革，最屬於下列何種議題的警察組織變

革？ 

 (A)法令規章 (B)組織結構 (C)警政策略 (D)裝備技術 

(D)16.下列何種型態之警察組織，方能有牢固之基礎？ 

 (A)漏斗式 (B)葫蘆式 (C)陀螺式 (D)金字塔式 

(C)17.關於我國警察勤務之發展趨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勤務方式動態化 (B)勤務督導人性化 (C)勤務執行軍事化 (D)勤

務管理效率化 

(B)18.根據警政學者貝利（Bayley, David）的說法，下列何者不是影響一個國

家的警察制度的重要因素？ 

 (A)歷史傳統 (B)經濟景氣 (C)政府型態 (D)政治安定程度 

(D)19.下列何種作為，最接近警政業務民營化（privatization）的理念？ 

 (A)增加鐵路警察編制，維護鐵路行車安全 

 (B)設置電信警察隊，加強取締非法地下電台 

 (C)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全力加強查緝盜版仿冒 

 (D)國營事業機構之安全警衛工作，交由私人保全公司負責 

(C)20.現代警察人員體魄的必備條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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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豐富的政治、法律學識 (B)良好的公共關係 

 (C)精神的健全與心理的正常 (D)優良的工作態度 

(B)21.民國88 年921 大地震，總統所採取之必要處置為： 

 (A)宣布戒嚴 (B)發布緊急命令 (C)發布法規命令 (D)制訂緊急法 

(A)22.從人類歷史以觀，下列何種警察倫理，符合人類爭取人權進化的必然趨

勢？ 

 (A)為民服務為中心 (B)以員警利益為中心 (C)爭取績效為目標 (D)

強化組織團結 

(B)23.警察人員在下列那一種情形下，喪失請領退休金之權利？ 

 (A)被休職者 (B)被褫奪公權終身者 (C)被貣訴者 (D)被羈押者 

(C)24.為達賞罰及時之精神，對各官等警察人員帄時發生重大之功過時，隨時辦

理之考績，稱之為： 

 (A)另予考績 (B)特別考績 (C)專案考績 (D)年終考績 

(A)25.就警察人員之遷調言，下列何者不屬於主動報調之案件？ 

 (A)有力人士關說案件 (B)一般性特殊困難案件 (C)急迫性特殊困難案

件 (D)防範性調整案件 

(A)26.最近幾年內曾因公務員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處分者，不得辦理陞遷？ 

 (A)1 年 (B)2 年 (C)3 年 (D)4 年 

(D)27.下列有關「任用警察人員」之人才遴選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以選拔者之好惡取捨 (B)應採美國傑克遜總統時之政治分贓制度 

 (C)應採各國流行之政治恩惠制度 (D)以客觀之事實需要及條件來選拔 

(C)28.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院系 (B)全國警察教育制度無完整之體系可循 

 (C)警察幹部之擢升採外補制 (D)各警察機關單獨辦理警察之養成教育 

(D)29.依據史實，下列何者是中國古代類似之秘密警察組織？ 

 (A)漢之執金吾 (B)唐之京兆尹 (C)宋之巡檢司 (D)明之錦衣衛 

(C)30.學者紐曼（Oscar Newman）提出經由環境的設計、建築物的安全防護與社

區空間的舖排，減少犯罪者下手犯罪的機會，以達預防犯罪之效果，此理論

稱為： 

(A)破窗理論 (B)社會控制理論 (C)社區防禦理論 (D)日常活動理

論 

(C)1.梅可望先生根據政治學者的論點，把國家目的的變遷分為三個時期，首先

是： 

(A)社會國時期 (B)經濟國時期 (C)警察國時期 (D)法治國時期 

(D)2.下列何者不是警政專業化運動的要項？ 

(A)強調見警率 (B)強調快速反應 (C)強調逮捕 (D)強調政治力量的貢獻 

(A)3.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以下何者屬於警察的積極任務？ 

(A)保護人民 (B)維護公安 (C)鎮壓犯罪 (D)逮捕罪犯 

(C)4.下列關於怠金的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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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適用「一事不再理」原則 (B)學理上稱之為「告誡罰」 

(C)以無替代性的作為義務與不作為義務為前提 (D)其額度一律以不超過

10 萬元為原則 

(D)5.警察是依據法令，以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

人民福利為任務，並以指導、服務、強制為手段的何種作用？ 

(A)司法作用 (B)立法作用 (C)監察作用 (D)行政作用 

(C)6.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對現場偵查應作為之措施？ 

(A)封鎖現場 (B)照相、測繪及製模以保全現場 

(C)通知媒體到場 (D)搜查物證、痕跡、人證 

(B)7.有關大陸派與海洋派警察制度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大陸派警察制度多以不成文法為主 

(B)海洋派警察制度多採地方分權模式 

(C)大陸派警察制度中央對地方多無指揮監督權 

(D)海洋派警察制度有關警察之教育、服制等，由中央統一規定 

(C)8.下列何種警察之行政上強制，在學理上被稱為「執行罰」？ 

(A)直接強制 (B)代履行 (C)怠金 (D)即時強制 

(B)9.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對經常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裝設監

視器蒐集資料，除有保存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多少時間內銷

毀之？ 

(A) 6 個月 (B) 1 年 (C) 2 年 (D) 3 年 

(C)10.交通三 E 政策中何者重在治標？ 

(A)交通教育 (B)交通工程 (C)交通執行 (D)交通建設 

(D)11.現行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的組織法律，是以下列何種名稱制定的？ 

(A)法 (B)律 (C)條例 (D)通則 

(C)12.警察權行使之救濟，除訴願、行政訴訟外，尚有下列何種特別之救濟程序？ 

(A)抗告 (B)再抗告 (C)聲明異議 (D)再審議 

(B)13.下列那一個國家最早成立現代警察的組織？ 

(A)美國 (B)英國 (C)日本 (D)中國 

(D)14.我國下列何種勤務方式，最能實現社區警政的理念？ 

(A)巡邏 (B)擴大臨檢 (C)備勤 (D)專責勤區查察 

(C)15.從警政專業化走向警政社區化的改革，最屬於下列何種議題的警察組織變

革？ 

(A)法令規章 (B)組織結構 (C)警政策略 (D)裝備技術 

(D)16.下列何種型態之警察組織，方能有牢固之基礎？ 

(A)漏斗式 (B)葫蘆式 (C)陀螺式 (D)金字塔式 

(C)17.關於我國警察勤務之發展趨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勤務方式動態化 (B)勤務督導人性化 (C)勤務執行軍事化 (D)勤務管理

效率化 

(B)18.根據警政學者貝利（Bayley, David）的說法，下列何者不是影響一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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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警察制度的重要因素？ 

(A)歷史傳統 (B)經濟景氣 (C)政府型態 (D)政治安定程度 

(D)19.下列何種作為，最接近警政業務民營化（privatization）的理念？ 

(A)增加鐵路警察編制，維護鐵路行車安全 

(B)設置電信警察隊，加強取締非法地下電台 

(C)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全力加強查緝盜版仿冒 

(D)國營事業機構之安全警衛工作，交由私人保全公司負責 

(C)20.現代警察人員體魄的必備條件為： 

(A)豐富的政治、法律學識 (B)良好的公共關係 

(C)精神的健全與心理的正常 (D)優良的工作態度 

(B)21.民國 88 年 921 大地震，總統所採取之必要處置為： 

(A)宣布戒嚴 (B)發布緊急命令 (C)發布法規命令 (D)制訂緊急法 

(A)22.從人類歷史以觀，下列何種警察倫理，符合人類爭取人權進化的必然趨

勢？ 

(A)為民服務為中心 (B)以員警利益為中心 (C)爭取績效為目標 (D)強化組

織團結 

(B)23.警察人員在下列那一種情形下，喪失請領退休金之權利？ 

(A)被休職者 (B)被褫奪公權終身者 (C)被貣訴者 (D)被羈押者 

(C)24.為達賞罰及時之精神，對各官等警察人員帄時發生重大之功過時，隨時辦

理之考績，稱之為： 

(A)另予考績 (B)特別考績 (C)專案考績 (D)年終考績 

(A)25.就警察人員之遷調言，下列何者不屬於主動報調之案件？ 

(A)有力人士關說案件 (B)一般性特殊困難案件 (C)急迫性特殊困難案件 

(D)防範性調整案件 

(A)26.最近幾年內曾因公務員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處分者，不得辦理陞遷？ 

(A) 1 年 (B) 2 年 (C) 3 年 (D) 4 年 

(D)27.下列有關「任用警察人員」之人才遴選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以選拔者之好惡取捨 (B)應採美國傑克遜總統時之政治分贓制度 

(C)應採各國流行之政治恩惠制度 (D)以客觀之事實需要及條件來選拔 

(C)28.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院系 (B)全國警察教育制度無完整之體系可循 

(C)警察幹部之擢升採外補制 (D)各警察機關單獨辦理警察之養成教育 

(D)29.依據史實，下列何者是中國古代類似之秘密警察組織？ 

(A)漢之執金吾 (B)唐之京兆尹 (C)宋之巡檢司 (D)明之錦衣衛 

(C)30.學者紐曼（Oscar Newman）提出經由環境的設計、建築物的安全防護與社

區空間的舖排，減少犯罪者下手犯罪的機會，以達預防犯罪之效果，此理論

稱為： 

(A)破窗理論 (B)社會控制理論 (C)社區防禦理論 (D)日常活動理論 

(B)31.警察人員對其服務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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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此時，若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他可以提出的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A)申訴 (B)復審 (C)申復 (D)訴願 

(A)32.警察常年訓練的學科訓練是如何實施的？ 

(A)每季實施 1 次每次 1 天 (B)每月實施 1 次每次 1 天 

(C)每季實施 3 次每次 3 天 (D)每月實施 1 次每次 3 天 

(C)33.現代警察人員要求的條件，除了知識、體魄、才能之外，尚頇下列何者？ 

(A)優雅的體態 (B)能言善道 (C)品德操守 (D)家族守法 

(B)34.我國警察官職採分立制，官可分為下列那三種？ 

(A)警官、巡佐、警員 (B)警監、警正、警佐 (C)警官、警佐、警士 (D)簡

任、薦任、委任 

(C)35.警察主動連繫學校與家庭從事犯罪預防計畫，偏重在何種作法？ 

(A)代訓少年 (B)威嚇服從 (C)宣導規範 (D)加強管教 

(A)36.下列何者不符處理警察業務之基本原則？ 

(A)事後處置重於事前預防 (B)主動重於被動 

(C)經常重於臨時 (D)最先 5 分鐘重於最後 5 分鐘 

(C)37.下列何者並非警察執行救災工作之原則？ 

(A)儘速警告 (B)應做緊急應變措施 (C)搶救災區物資 (D)全面救護、災區

善後 

(D)38.治安顧慮人口，原則上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月查訪幾次？ 

(A) 4 次 (B) 3 次 (C) 2 次 (D) 1 次 

(C)39.有關警勤區劃分的原則，下列何者為正確？ 

(A)城市應以人口多寡為主體，以業務、面積為參考 (B)鄉村宜以面積及業

務多寡為主體，以人口為參考 

(C)城市應以業務多寡為主體，以面積、人口為參考 (D)鄉村應以業務及人

口多寡為主體，以面積為參考 

(D)40.從警察任務之角度觀之，下列何者並非警察的核心工作項目？ 

(A)秩序維護 (B)整頓交通 (C)偵查犯罪 (D)職務協助 

(A)41.預備警力的數量，依何者定之？ 

(A)警察機關外勤人數 (B)警察機關內勤人數 (C)警察機關幕僚人數 (D)警

察機關幹部人數 

(C)42.不論官方資料或根據被害調查資料顯示，大多數的犯罪發生在都市裏，並

且都市裏的犯罪大部分是發生在某些特殊地點，此一現象，一般稱之為： 

(A)犯罪溫床 (B)犯罪舞池 (C)犯罪熱點 (D)犯罪叢林 

(B)43.日本為推動社區犯罪預防措施，各地區皆設有「防犯聯絡所」，其性質屬

於下列何種組織？ 

(A)警察組織 (B)民間組織 (C)地方政府 (D)保全公司 

(C)44.下列何者是針對警察執行汽車巡邏的主要批評？ 

(A)耗費警力 (B)機動性不足 (C)造成警察與民眾隔離 (D)巡邏區過大 

(D)45.依現行「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91 年 6 月 5 日修正公布），下列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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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警察人員之深造教育？ 

(A)研究班 (B)警監班 (C)警正班 (D)警佐班 

(C)46.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復審之提貣，應自行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貣幾

日內為之？ 

(A) 10 日 (B) 15 日 (C) 30 日 (D) 60 日 

(A)47.民眾認為中央行政機關之違法處分損害其權利，經訴願後仍不服訴願之決

定，得向下列何者提貣行政訴訟？ 

(A)高等行政法院 (B)最高行政法院 (C)行政院 (D)一般地方法院 

(C)48.警察教育條例中，「警監班」被歸類為何種教育？ 

(A)養成教育 (B)進修教育 (C)深造教育 (D)高階教育 

(B)49.依據警察人員管理條例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對具有特殊功績並居首功

者，予以： 

(A)特殊功績升職 (B)特殊功績晉階 (C)特殊功績升官等 (D)特殊功績升俸

給 

(C)50.警察工作中，下列何者被認為是最後訴諸且應慎重使用之手段？ 

(A)指導 (B)溝通 (C)強制 (D)說服 

(C)1.警察教育著重在實用，下列何者不是「實用化」的實踐？ 

(A)實習、實驗（B）參觀（C）考核（D）演習 

(C)2.當被害人或其他第三者報案時，犯罪人大多早已逃離現場，學者威克爾

（Walker ）稱之為：(A)熱線追縱（B）無法查辦（C）冷卻的犯罪（D）轉換

效應 

(B)3.下列何者並非現代警察發展的趨勢之一？ 

(A）組織集中與統一（B）教育時間逐漸縮短（C）業務高度運用科學（D）

勤務強化機動性 

(D)4.在有關警察俸給的各項原則中，下列何項原則包含同工同酬、年資優先、

勞險加給、上下接近、額外收入禁止等意義？ 

(A）滿足最低限度的生活要求（B）與他種從業人員的待遇帄衡 

(C)因生活指數而增減（D）警察人員彼此間待遇合理 

(A)5.關於警察決策程序，下列何者應該列為首先的步驟？ 

(A)確定問題（B）提出方案（C）進行選擇（D）分析方案 

(C)6.行為派警政管理理論人士，曾以「過度依賴規範及官僚式的日常作業，可

能會抑制警察專業角色的發展」來批評下列何種理論？ 

(A)副文化理論（B）權變理論（C）古典警政管理理論（D）系統理論 

(B)7.下列選項中，有關「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 ）一詞之敘述，何者

是正確的？ 

(A）係 21 世紀以後所出現之新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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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間應互相協調合作 

(C）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應各自獨立發揮所司，互無關連 

(D)以微觀之角度觀察犯罪問題 

(D)8.控制犯罪，是警察的重要工作。多數研究證明，犯罪的空間分布並非是隨

機帄均分布的，即少數地點可能集中大量的犯罪事件，這些地點在學理上被

稱為： 

(A)危險地（B）打擊點（C）掃蕩點（D）犯罪熱點 

(D)9.下列有關警察學的描述何者正確？ 

(A）警察學完全屬於自然科學（B）警察學是警察行政之用 

(C)實驗法並非警察學之研究方法（D）警察學是經驗與研究的累積 

(A)10.警勤區員警參加里民大會，傾聽民眾對治安的需求和感受的作法，是與社

區警政的那一個要素最為相通？(A）公眾諮商（consultation ) (B）組織

調適（adaPtation )  

(C)社區動員（mobilization ） (D)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  

(D)11.下列何種型態之警察組織，方能有牢固之基礎？ 

(A)漏斗式（B）葫蘆式（C）陀螺式（D）金字塔式 

(C)12.警察行政是政府行政的一環，而一個有為有效的政府應具備有所謂「三

R 」的特性，其中下列何者不屬之？(A）回應性（responsiveness ) (B）

代表性（representation ）  

(B)13.下列何者不是梅可望先生所謂之理想警察教育制度的原則？ 

(A）警察人員的教育水準不可在他種人員之下（B）警察教育可開放由普通

大學辦理(C）中、高級警察人員應有充分受教育的機會（D）警察教育制度

應與升級制度配合 

(A)14.從法規和制式的角度來瞭解警察的專業守則，是屬於警政的： 

(A)靜態面（B）動態面（C）趨勢面（D）水帄面 

(B)15.社區警政的發展象徵了代表亞洲價值的何種文化內涵，並已對於全球警政

產生影響？ 

(A)資本主義（B）共同體主義（C）功利主義（D）個人主義 

(B)16.下列何者不是當代警政管理理論對於警察組織的論點？ 

(A)警察組織是刑事司法系統的一環（B）警察組織應該是封閉系統 

(C)應以系統觀點來研究警察組織的問題（D）警察組織理論已邁向學習型組

織發展 

(B)17.下列何者是警政全面品質管理所強調的概念？ 

(A）強調抽樣工作的重要性（B）強調全員的參與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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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強調產品檢驗工作的重要性（D）強調統計控制的重要性 

(D)18.我國警察組織的「陀螺式」病態現象，最主要是指涉下列何種問題？ 

(A）派出所的數量不夠多（B）中央警察機關的權限太大 

(C)警察分局的權限太小（D）派出所不僅是勤務活動中心，又是基層組織 

(A)19.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的訓練主管機關為何？ 

(A）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B）內政部警政署 

(C)考選部（D）內政部 

(A)20.強調解決治安問題應依科學化、系統化的整體分析結果，在合理時間內，

選擇適合的解決方法，所以又被稱為： 

(A)問題導向警政（B）政治看守型警政（C）依法專業型警政（D）威權型警

政 

(A)21.慢車所有人與其駕駛人之違規行為，由下列何單位處罰？ 

(A)警察機關（B）公路主管機關（C）交通事件裁決所（D）地方法院 

(B)22.由於有效的警政管理需兼顧警察組織內員警的期望及警察組織外在環境

的期望，因此，警政管理者應盡力整合下列那三者的期望？ 

(A）法律、經濟及社會福利（B）員警、社區及警察組織 

(C)內政、國防及經濟（D）內政、國防及外交 

(D)23.警察人員與異性不正常交往且有損警譽，經查實未涉刑事責任者，除由服

務單位督飭具結限期幾個月內脫離關係外，並予以記大過懲處？ 

(A) 6 個月（B） 5 個月（C） 4 個月（D）3 個月 

(B)24.從國內、外許多研究顯示，社區守望相助之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為何？ 

(A)設定共同目標（B）激發社區意識（C）募集足夠經費（D）有共同的活動

場所 

(D)25.為發揮行政效率，警察組織如何才能有牢固之基礎？ 

(A）以勤務指揮中心為警察組織之基層（B）以警勤區為警察組織之基層 

(C)以警察派出所為警察組織之基層（D）以警察分局為警察組織之基層 

(B)26.對警察績效評估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這是一種組織控制（B）其最終目的是在處罰犯錯的人 

(C)必頇持續進行（D）必頇透過資料分析方可進行 

(C)27.有關交通警力的工作地區，下列何者為非？ 

(A)工作地區是道路的交叉點與重要交通道路 

(B）工作地區是點與線 

(C）應注重面的控制 

(D)在交通繁忙時，交通警察應適時到達一定點線，疏導交通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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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8.下列何者非屬日本警察教育的特色？ 

(A）幹部教育對象多自下級選拔，但中級幹部仍向外界吸收部分新力量 

(B）全國警察教育體系井然；配合人事擢升，有軌道可循 

(C）警察教育與大學教育密切配合 

(D)注重現任教育及專門教育 

(A)29.在實務上，高見警率及快速反應，被公認是當代警察策略的兩大支柱，其

隱喻： 

(A）警力數的重要性（B）破案線索的重要性 

(C)警察領導的重要性（D）工作生活品質的重要性 

(C)30.得應警監警察官升官等考詴之各項資格中，不包括下列何者？ 

(A）現任警正一階警察官 3 年以上 

(B）已敘警正一階本俸最高級 

(C) 38 歲以下 

(D)經警察大學、警官學校畢業或 4 個月以上之訓練合格者 

(A)31.在警政全面品質管理的活動中，下列何種觀念是最受重視的？ 

(A)預防的觀念（B）抽樣的觀念（C）統計方法的運用（D）事後檢驗的工作 

(C)32.下列法律中，就警察執法優先順序而言，何者應列於最後？ 

(A)刑法（B）毒品危害防制條例（C）廢棄物清理法（D）檢肅流氓條例 

(D)33.下列何者並非「社區警政」理念下之警民互動作為？ 

(A）以地區責任制為警察活動之基礎（B）警民共謀諮商共同解決社區所面

臨之問題(C）施行警民聯繫策略以建立居民與警察之同夥關係（D）成立警

察公共關係室即可達成社區警政之目標 

(D)34.在警察勤務運作上，我國警察機關所致力建立的犯罪狀況斑點圖，是根據

何種警察學研究法？(A)觀察法（B）內容分析法（C）調查研究法（D）區位

學法 

(D)35.下列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 

(A）提高警察之巡邏密度 

(B）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破大案捉要犯 

(D)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crim 。） 

(A)36.在下列有關我國規定警察罰的法律中，以何者最重要？ 

(A)社會秩序維護法（B）集會遊行法（C）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D）保全

業法 

(D)37.下列何者不是評估社區警政成效的主要指標？ 

(A)犯罪發生率（B）民眾安全感（C）員警工作滿足感（D）警察裝備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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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 

(B)38.下列選項中，何者之殺述是錯誤的？ 

(A）基層警察執勤時，常需依法運用自由裁量之專業判斷 

(B）基層警察執勤時，並無行使警察裁量權之自主性 

(C）基層警察執勤時，依法運用裁量之專業判斷是其工作品質之具體表現 

(D)科層制之警察組織，是管制基層警察運用裁量權之一種設計 

(C)39.根據鄂裕坤先生研究，我國在晚清時建立警察的原因，下列何者為非？ 

(A）欲變法圖強（B）欲革差役之害 

(C)求立法之良（D）城市保甲制度之漸行崩潰 

(C)40.民主法治國家，有關「警察權」運用之原則，下列殺述何者是錯誤的？ 

(A）即是指「警察權行使界限」之原則（B）即應依據「依法行政」之一般

性原則(C）警察選擇性之執法行為係違法之行為（D）比例原則是警察裁量

權運用之判準之一 

(C)1.有關警察內、外勤人數的比率，下列何者為正確？ 

(A)警察機關規模愈大，外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小 (B)愈至基層，內勤人員所

佔比率愈大 

(C)警察機關規模愈大，內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小(D) 愈至基層，外勤人員所

佔比率愈小 

(A)2 我國警察教育制度中的進修教育，應由那一個單位辦理？ 

(A)中央警察大學 (B)消防署 (C)警政署(D) 內政部 

(A)3 合理的警察升遷必頇要有一定的軌道，而升遷軌道的基礎在於？ 

(A)精密的職位分類 (B)數字化的績效制度 (C)良好的教育 (D)良好的紀律 

(D)4 下列何者不是警察人事管理中的合理互調原則？ 

(A)互調人員彼此官階大致相同 (B)互調人員應能勝任所調職務 

(C)應按規則互調 (D)按規定之互調必頇徵詢當事人的同意 

(A)5 在現代交通管理原則的3E 政策中，何者重在交通的治本工作？ 

(A)交通教育與交通工程 (B)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 

(C)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 (D)交通教育、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C)6 各警察機關設預備隊（如保安隊、警備隊等），專充預備警力，俟機出動，

這是屬於那一種保留預備警力的辦法？ 

(A)集中式的預備警力(B) 分散式的預備警力 

(C) 專門化的預備警力(D)普通化的預備警力 

(C)7 何種警察人員的任務為警戒與警備，以靜態的值勤居多？ 

(A)刑事警察人員(B) 交通警察人員 (C)保安警察人員(D) 外事警察人員 

(A)8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為刑事警察勤務分配之原則？ 

(A)24 小時不間斷(B) 劃分責任區 (C)犯罪巡邏 (D)特定勤務（專案） 

(A)9 根據警察法，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之官等？ 

(A)警務佐 (B)警佐(C) 警正(D) 警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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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我國警察就其組織型態、權力大小、業務內容與下列那些國家之制度較為

接近？  

(A)英國、日本 (B)美國、加拿大 (C)德國、法國 (D)西班牙、英國  

(B)11 廣義的比例原則，一般認為其內涵有三，下列何者不屬之？  

(A)適當性原則 (B)正確性原則(C) 必要性原則(D) 最小侵害原則  

(A)12 關於警察決策程序，下列何者應該列為首先的步驟？  

(A)確定問題 (B)提出方案 (C)進行選擇 (D)分析方案  

(D)13 根據我國警察機關之內部分工，下列那一個單位屬於「輔佐性的幕僚單

位」？  

(A)行政科（課） (B)督察室(C) 交通警察隊 (D)秘書室  

(A)14 下列何者並非紀律執行之手段中對警察人員之獎勵方式？  

(A)保送一般大學進修 (B)榮譽獎(C) 物質獎 (D)升遷  

(C)15 復審事件經保訓會審議後，得依法申請再審議，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

定，申請再審議應於幾日之不變期間內為之？  

(A)10日 (B)20日 (C)30日 (D)60日  

(C)16 皇家騎警局（RCMP）為那一個國家的警察機構？  

(A)法國 (B)英國 (C)加拿大(D) 德國  

(D)17 勤務指揮中心之功能，包括情報資料處理、指揮、通信和下列那一項？  

(A)研判 (B)規劃 (C)執行 (D)管制  

(B)18 我國警察勤務條例第6條第1項規定，下列何者是劃分警察勤務區主要之依

據？  

(A)面積廣狹、治安狀況 (B)自治區域、人口疏密 

(C) 工作繁簡、地區特性 (D)治安狀況、警力多寡  

(C)19 西元1786 年，英國在那一個城市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力量，官方首次

採用「police」一詞？ 

(A)倫敦 (B)米德薩克斯郡(C) 都柏林城(D) 亞伯丁 

(C)20 民眾意圖自殺，警察機關對其管束，其時間最長為多久？ 

(A)不得逾3 小時 (B)不得逾12 小時 

(C)不得逾24 小時 (D)俟其放棄自殺念頭為止 

(D)21 下列那一個警察機關，不受現行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直接規範？ 

(A)內政部警政署(B) 刑事警察局 (C)臺灣保安警察總隊 (D)台北市政府警

察局 

(C)22 警察必頇具備優良的風度，建立良好的公共關係，因此被號稱為下列何

者？ 

(A)執法人員 (B)犯罪打擊者 (C)和帄軍人 (D)緊急救難者 

(B)23 依梅可望先生論述，有關年資、考詴、考績及主官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

列何者的依據？ 

(A)警察人員進修(B) 警察人員升遷(C) 警察人員淘汰 (D)警察勤務效能 

(D)24 下列那一類交通事故無頇繪製現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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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 類  (B)A2 類 (C) A3 類  (D)A4 類 

(D)25 下列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 

(A)提高警察之巡邏密度 

(B)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破大案捉要犯 

(D)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 crime） 

(D)1.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察人員升遷依據應有四大要件，下列何者不在其中？ 

    (A)年資 (B)考詴 (C)考績（含功勛） (D)同儕推薦                  

(C)2.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勤區的劃分應考量那三個原則？ 

    (A)人口、面積、業務 (B)人口、面積、民風 

    (C)人口、業務、民風 (D)人口、面積、經濟                         

(C)3.下列何者是警察權的要素？ 

    (A)屬於政權 (B)以維持社會安寧秩序為目的 

    (C)人民在必要時得抗拒警察的強制力  

    (D)為達警察目的，任何情況皆可行使強制力                          

(D)4.我國警察實務單位推行社區警政有三項主要工作，下列何者不在其中？ 

    (A)為民服務 (B)民力運用 (C)犯罪預防 (D)破案績效                  

(C)5.警察教育著重在實用，下列何者不是「實用化」的實踐？ 

   (A)實習、實驗 (B)參觀 (C)考核 (D)演習                            

(B)6.警察常年教育的實施，各國情形不盡相同，但歸納貣來其種類不外： 

   (A)分別集訓與管理教育 (B)機會教育與集中教育 

   (C)分別集訓與機會教育 (D)集中教育、分別集訓、機會教育            

(B)7.合理的警察決策頇特別重視： 

   (A)實體 (B)程序 (C)目標 (D)技巧                                  

(D)8.對於警察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權在必要時可為私人所有 (B)警察權之行使通常不具有強制性 

   (C)警察權的發動不必有法律的依據 (D)警察權之行使應有一定之界限    

(D)9.下列法律中，就警察執法優先順序而言，何者應列於最後？ 

   (A)刑法 (B)毒品危害防制條例 (C)廢棄物清理法 (D)檢肅流氓條例      

(B)10.警察機關基於警察任務所訂定發布的抽象性規範，稱之為： 

   (A)警察命令 (B)警察處分 (C)警察強制 (D)警察罰                    

(D)11.警察機關必頇有由單一的首長來指揮，其理由在於： 

   (A)警察業務具有緊急性 (B)警察組織係全面性的分布 

   (C)警察勤務無固定性   (D)警察工作具有主動性                      

(A)12.下列何種型態之警察組織，方能有牢固之基礎？ 

   (A)漏斗式 (B)葫蘆式 (C)陀螺式 (D)金字塔式                        

(B)13.實證資料顯示，少年愈早進入刑事司法體系，其結果： 

   (A)愈容易改過遷善 (B)成為累犯的機率愈高 

   (C)愈容易對警察產生好感 (D)愈容易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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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為增加警察行政效率，不發生互踢皮球之惡劣現象，則頇： 

   (A)警察各機關，必頇權與責相帄衡 (B)要有簡明的組織層級 

   (C)上級指揮監督之範疇不可過多 (D)組織重點放在基層，鞏固基礎      

(A)15.警察是以法令為依據的何種作用？ 

   (A)行政作用 (B)司法作用 (C)監察作用 (D)立法作用                  

(D)16.下列何者不是警政專業化運動的內涵要項？ 

   (A)強調見警率 (B)強調快速反應 (C)強調逮捕率 (D)強調導入政治力量  

(B)17.警察的隱密式巡邏策略對於總體犯罪率的影響為何？ 

   (A)巨大 (B)甚為有限 (C)很顯著 (D)無影響                          

(C)18.警察是否管理戶口工作，與下列何者無關？ 

   (A)國家之局勢 (B)人民之知識、文化水準 

   (C)政治民主與否 (D)社會治安情況                                  

(C)19.下列何者不是英國皮爾爵士設立倫敦警察的基本原則： 

   (A)挑選適任者，給予良好的訓練 (B)警察應該像軍隊一樣，有良好的組織 

   (C)警察權的授與，應該因時、因地制宜 (D)警察不應受政府的控制      

(D)20.下列何者不是社區警政的基本原則？ 

   (A)社區警政是一種警政哲學  (B)社區警政是一種組織策略 

   (C)社區警政為社區提供了分權化、個人化的警察服務 

   (D)社區警政僅強調警察打擊犯罪的角色                              

(C)1.梅可望先生根據政治學者的論點，把國家目的的變遷分為三個時期，首先

是： 

(A)社會國時期 (B)經濟國時期 (C)警察國時期(D)法治國時期 

(D)2.下列何者不是警政專業化運動的要項？ 

(A)強調見警率 (B)強調快速反應 (C)強調逮捕 (D)強調政治力量的貢獻 

(A)3.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以下何者屬於警察的積極任務？ 

(A)保護人民 (B)維護公安 (C)鎮壓犯罪 (D)逮捕罪犯 

(C)4.下列關於怠金的敘述何者正確？ 

  (A)適用「一事不再理」原則 (B)學理上稱之為「告誡罰」 

(C)以無替代性的作為義務與不作為義務為前提  

(D)其額度一律以不超過10 萬元為原則 

(D)5.警察是依據法令，以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

人民福利為任務，並以指導、服務、強制為手段的何種作用？ 

(A)司法作用 (B)立法作用 (C)監察作用 (D)行政作用 

(C)6.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對現場偵查應作為之措施？ 

(A)封鎖現場     (B)照相、測繪及製模以保全現場 

(C)通知媒體到場 (D)搜查物證、痕跡、人證 

(B)7.有關大陸派與海洋派警察制度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大陸派警察制度多以不成文法為主 

(B)海洋派警察制度多採地方分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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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陸派警察制度中央對地方多無指揮監督權 

(D)海洋派警察制度有關警察之教育、服制等，由中央統一規定 

(C)8.下列何種警察之行政上強制，在學理上被稱為「執行罰」？ 

(A)直接強制 (B)代履行 (C)怠金 (D)即時強制 

(B)9.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對經常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裝設監

視器蒐集資料，除有保存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多少時間內銷毀

之？ 

(A) 6 個月(B) 1 年(C) 2 年 (D) 3 年 

(C)10.交通三E 政策中何者重在治標？ 

(A) 交通教育 (B)交通工程 (C)交通執行 D)交通建設 

(D)11.現行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的組織法律，是以下列何種名稱制定的？ 

(A)法 (B)律 (C)條例 (D)通則 

(C)12.警察權行使之救濟，除訴願、行政訴訟外，尚有下列何種特別之救濟程序？ 

(A)抗告(B)再抗告 (C)聲明異議 (D)再審議 

(B)13.下列那一個國家最早成立現代警察的組織？ 

(A)美國(B)英國 (C)日本 (D)中國 

(D)14.我國下列何種勤務方式，最能實現社區警政的理念？ 

(A)巡邏 (B)擴大臨檢 (C)備勤 (D)專責勤區查察 

(C)15.從警政專業化走向警政社區化的改革，最屬於下列何種議題的警察組織變

革？ 

(A)法令規章 (B)組織結構 (C)警政策略 (D)裝備技術 

(D)16.下列何種型態之警察組織，方能有牢固之基礎？ 

(A)漏斗式 (B)葫蘆式 (C)陀螺式 (D)金字塔式 

(C)17.關於我國警察勤務之發展趨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勤務方式動態化 (B)勤務督導人性化 (C)勤務執行軍事化 (D)勤務管理

效率化 

(B)18.根據警政學者貝利（Bayley, David）的說法，下列何者不是影響一個國

家的警察制度的重要因素？ 

(A)歷史傳統(B)經濟景氣 (C)政府型態 (D)政治安定程度 

(D)19.下列何種作為，最接近警政業務民營化（privatization）的理念？ 

(A)增加鐵路警察編制，維護鐵路行車安全 

(B)設置電信警察隊，加強取締非法地下電台 

(C)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全力加強查緝盜版仿冒 

(D)國營事業機構之安全警衛工作，交由私人保全公司負責 

(C)20.現代警察人員體魄的必備條件為： 

(A)豐富的政治、法律學識   (B)良好的公共關係 

(C)精神的健全與心理的正常 (D)優良的工作態度 

(B)21.民國88 年921 大地震，總統所採取之必要處置為： 

(A)宣布戒嚴 (B)發布緊急命令 (C)發布法規命令 (D)制訂緊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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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從人類歷史以觀，下列何種警察倫理，符合人類爭取人權進化的必然勢？ 

(A)為民服務為中心 (B)以員警利益為中心 (C)爭取績效為目標 (D)強化組

織團結 

(B)23.警察人員在下列那一種情形下，喪失請領退休金之權利？ 

(A) 被休職者 (B)被褫奪公權終身者 (C)被貣訴者 (D)被羈押者 

(C)24.為達賞罰及時之精神，對各官等警察人員帄時發生重大之功過時，隨時辦

理之考績，稱之為： 

(A)另予考績 (B)特別考績 (C)專案考績 (D)年終考績 

(A)25.就警察人員之遷調言，下列何者不屬於主動報調之案件？ 

(A)有力人士關說案件   (B)一般性特殊困難案件  

(C)急迫性特殊困難案件 (D)防範性調整案件 

(A)26.最近幾年內曾因公務員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處分者，不得辦理陞遷？ 

(A) 1 年 (B) 2 年(C)  3 年 (D) 4 年 

(D)27.下列有關「任用警察人員」之人才遴選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以選拔者之好惡取捨          (B)應採美國傑克遜總統時之政治分贓制

度 

(C)應採各國流行之政治恩惠制度  (D)以客觀之事實需要及條件來選拔 

(C)28.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院系  (B)全國警察教育制度無完整之體系可循 

(C)警察幹部之擢升採外補制    (D)各警察機關單獨辦理警察之養成教育 

(D)29.依據史實，下列何者是中國古代類似之秘密警察組織？ 

(A)漢之執金吾 (B)唐之京兆尹 (C)宋之巡檢司 (D)明之錦衣衛 

(C)30.學者紐曼（Oscar Newman）提出經由環境的設計、建築物的安全防護與社

區空間的舖排，減少犯罪者下手犯罪的機會，以達預防犯罪之效果，此理論

稱為： 

(A)破窗理論 (B)社會控制理論(C)社區防禦理論 (D)日常活動理論 

(B)31.警察人員對其服務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權

益，此時，若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他可以提出的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A)申訴 (B)復審 (C)申復 (D)訴願 

(A)32.警察常年訓練的學科訓練是如何實施的？ 

(A)每季實施1 次每次1 天 (B)每月實施1 次每次1 天 

(C)每季實施3 次每次3 天 (D)每月實施1 次每次3 天 

(C)33.現代警察人員要求的條件，除了知識、體魄、才能之外，尚頇下列何者？ 

(A)優雅的體態 (B)能言善道 (C)品德操守 (D)家族守法 

(B)34.我國警察官職採分立制，官可分為下列那三種？ 

(A)警官、巡佐、警員  (B)警監、警正、警佐  

(C)警官、警佐、警士  (D)簡任、薦任、委任 

(C)35.警察主動連繫學校與家庭從事犯罪預防計畫，偏重在何種作法？ 

(A)代訓少年 (B)威嚇服從 (C)宣導規範 (D)加強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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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下列何者不符處理警察業務之基本原則？ 

(A)事後處置重於事前預防  (B)主動重於被動 

(C)經常重於臨時          (D)最先 5 分鐘重於最後 5 分鐘 

(C)37.下列何者並非警察執行救災工作之原則？ 

(A)儘速警告 (B)應做緊急應變措施 (C)搶救災區物資(D)全面救護、災區善

後 

(D)38.治安顧慮人口，原則上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月查訪幾次？ 

(A) 4 次 (B) 3 次 (C) 2 次 (D) 1 次 

(C)39.有關警勤區劃分的原則，下列何者為正確？ 

(A)城市應以人口多寡為主體，以業務、面積為參考  

(B)鄉村宜以面積及業務多寡為主體，以人口為參考 

(C)城市應以業務多寡為主體，以面積、人口為參考  

(D)鄉村應以業務及人口多寡為主體，以面積為參考 

(D)40.從警察任務之角度觀之，下列何者並非警察的核心工作項目？ 

   (A)秩序維護 (B)整頓交通 (C)偵查犯罪 (D)職務協助 

(A)41.預備警力的數量，依何者定之？ 

(A)警察機關外勤人數  (B)警察機關內勤人數  

(C)警察機關幕僚人數  (D)警察機關幹部人數 

(C)42.不論官方資料或根據被害調查資料顯示，大多數的犯罪發生在都市裏，並

且都市裏的犯罪大部分是發生在某些特殊地點，此一現象，一般稱之為： 

(A)犯罪溫床 (B)犯罪舞池 (C)犯罪熱點 (D)犯罪叢林 

(B)43.日本為推動社區犯罪預防措施，各地區皆設有「防犯聯絡所」，其性質屬

於下列何種組織？ 

(A)警察組織 (B)民間組織 (C)地方政府 (D)保全公司 

(C)44.下列何者是針對警察執行汽車巡邏的主要批評？ 

(A)耗費警力 (B)機動性不足 (C)造成警察與民眾隔離 (D)巡邏區過大 

(D)45.依現行「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91 年6 月5 日修正公布），下列何者

並非警察人員之深造教育？ 

(A)研究班 (B)警監班 (C)警正班 (D)警佐班 

(C)46.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復審之提貣，應自行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貣幾

日內為之？ 

(A) 10 日 (B) 15 日 (C) 30 日 (D) 60 日 

(A)47.民眾認為中央行政機關之違法處分損害其權利，經訴願後仍不服訴願之決

定，得向下列何者提貣行政訴訟？ 

(A)高等行政法院(B)最高行政法院 (C)行政院 (D)一般地方法院 

(C)48.警察教育條例中，「警監班」被歸類為何種教育？ 

(A)養成教育 (B)進修教育 (C)深造教育 (D)高階教育 

(B)49.依據警察人員管理條例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對具有特殊功績並居首功

者，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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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特殊功績升職    (B)特殊功績晉階  

(C)特殊功績升官等  (D)特殊功績升俸給 

(C)50.警察工作中，下列何者被認為是最後訴諸且應慎重使用之手段？ 

(A) 指導 (B)溝通 (C)強制 (D)說服 

(B)01.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分駐所、派出所之設置基層由下最何者 

定之 

(A)內政部 (B)警政署 (C)各縣市警察局 (D)各警察分局。 

(C)02.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為因應警察設備情況及警力需求，得集 

中警力於分局機動使用，免設分駐所、派出所、將勤務人員集中於分局， 

編為下列何種單位，輪流服勤？ 

(A)機動隊 (B)保安隊 (C)勤務隊 (D)任務隊。 

(A)03.下列何者為我國警察勤務基本單位？ 

(A)警勤區 (B)駐在所 (C)分駐(派出所) (D)分局。 

(A)04.依據警政署訂定之「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之規定，派駐所、派 

出所之設置，其轄區內原則上應有幾個以上之警勤區？ 

(A)二個以上 (B)三個以上 (C)四個以上 (D)五個以上。 

(A)05.日本東京都之派出所員警服勤時，先至下列何單位領妥應勤裝備後服 

勤？ 

(A)分局之地域課 (B)分局之警備隊 

(C)派出所之所長 (D)派出所之總務。 

(A)06.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勤區的劃應考量那三個原則？ 

(A)人口、面積、業務 (B)人口、面積、民風 

(C)人口、業務、民風 (D)人口、面積、經濟。 

(C)07.社區警政之得以成功，最主要需仰賴： 

(A)領導者的倡導 (B)員警的全力配合 

(C)警察與社區民眾的相互信賴 (D)警察素質的提升。 

(B)08.有關傳統警政與社區警政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傳統警政其組織以開放性系統為取向 

(B)社區警政在權力分配方面採分權模式 

(C)傳統警政採水帄式之組織型態 

(D)社區警政以控制犯罪及執行法律為主要目的。 

(D)09.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社區警政」理念下之警民互動作為： 

(A)以地區責任制為警察活動之基礎 

(B)警民共謀諮商共同解決社區面對的問題 

(C)施行警民聯繫策略以建立居民與警察之同夥關係 

(D)成立警察公共關係室積極建構警察形象。 

(C)10.社區警政強調下列何者巡邏方式： 

(A)汽車巡邏 (B)機車巡邏 (C)徒步巡邏 (D)騎馬巡邏。 

(B)11.要使警力足以安安穩穩地掌握無盡止的警察業務，其答案就是科學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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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業務制度 (B)勤務制度 (C)訓練制度 (D)獎懲制度。 

(C)12.警察勤務制度的基本原則有: 

(A)三項 (B)四項 (C)五項 (D)六項。 

(C)13.下列何者非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 

(A)永不間斷,無處勿屆 (B)因時、地、事制宜 

(C)內勤外勤並重 (D)巡邏重於守望。 

(A)14.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察勤務第一個基本原則為下列何者？ 

(A)因時因地因事制宜 (B)巡邏重於守望 

(C)外勤重於內勤 (D)控制預備警力。 

(C)15.下列敘述警察勤務制度的基本原則,何項有錯？ 

(A)因時因地因事制宜 (B)永不間斷,無處勿屆 

(C)內勤重於外勤 (D)巡邏重於守望。 

(D)16.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中 , 下列何者正確？ 

(A)守望重於巡邏 (B)教民、用民、利民 

(C)內勤重於外勤 (D)因時、地、事制宜。 

(D)17.我國警勤區之前身為: 

(A)巡警區 (B)警務區 (C)授持區 (D)警管區。 

(C)18.日本的警察勤務機構中，下列何者最接近我國「警勤區」的概念？ 

(A)警察署 (B)交番 (C)受持區 (D)駐在所。 

(C)19.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警勤區之劃分依據，主要為下列哪二項？ 

(A)警力多寡，工作繁簡 

(B)面積廣狹，交通電信設施 

(C)自治區域，人口疏密 

(D)治安狀況，地區特性。 

(D)20.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負責警勤區之規劃者為下列何單位？ 

(A)內政部警政署 (B)各縣市警察局 

(C)各警察分局 (D)各分駐(派出)所。 

(B)21.關於通訊監察選出錯誤的敘述 

(A)通訊監察書在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 

(B)必頇為最經本刑為五年以上之有期徒刑之罪,方得核發通訊監察書 

(C)擄人勒贖檢察官得以口頭通知執行機關先執行通訊監察 

(D)綜理國家安全情報機關首長針對外國勢力亦得核發通訊監察書。 

(D)22.在眾多警察業務中何者是最基本與最重要的工作 

(A)犯罪壓制 (B)戶口查察 (C)保衛國家安全 (D)犯罪預防。 

(D)23.我國警察勤務條例首於民國何年，由立法院三讀通過並公佈施行之？ 

(A)51 年 (B)55 年 (C)60 年 (D)61 年。 

(A)24.以下何者是指對於警察人力的分配方法與使用方式？ 

(A)警察勤務 (B)警察業務 (C)警察任務 (D)警察計畫。 

(B)25.指警察人員的分配方法與使用方式而言，其目的在於全面掌握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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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順利執行警察業務，以達成警察的使用謂之： 

(A)警察實務 (B)警察勤務 (C)警察行政 (D)警察法規。 

(B)26.要使警力足以安安穩穩地掌握無盡止的警察業務，其答案就是科學化的： 

(A)業務制度 (B)勤務制度 (C)訓練制度 (D)獎懲制度。 

(C)27.警察勤務制度的基本原則有： 

(A)三項 (B)四項 (C)五項 (D)六項。 

(C)28.下列何者為非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 

(A)永不間斷,無處勿屆 (B)因時、地、事制宜 

(C)內勤外勤並重 (D)巡邏重於守望。 

(C)29.警力分配上有兩個重要的變項是 

(A)地點與設備 (B)設備與時間 (C)地點與時間 (D)時間與薪資。 

(B)30.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分駐所派出所之設置基準由下列何者定之 

(A)內政部 (B)警政署 (C)各縣市警察局 (D)各警察分局。 

(D)31.警察預防少年犯罪可行之措施甚多，下列何種措施，在國內尚未萌芽有 

待推廣？ 

(A)少年犯罪原因之研究 

(B)加強防止少年犯罪傾向之巡邏活動 

(C)聯合有關單位防止少年犯罪 

(D)訓練少年協助警察工作。 

(B)32.要徹底防止少年犯罪發生，單純的警察力量是不夠，必頇多方想密切合 

作，其中尤以下何者為最重要？ 

(A)學校 (B)家長 

(C)衛生機構 (D)福利救濟團體。 

(C)33.少年事件處理法所指的「少年」年齡，係： 

(A)八歲以上，十二歲未滿 (B)十歲以上，十四歲未滿 

(C)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 (D)十四歲以上，二十歲未滿。 

(A)34.我國警察機關實施的「旭日專案」，其輔導保護的對象為： 

(A)少年 (B)婦女 (C)老人 (D)殘障人士。 

(B)35.警察機關臨檢特種營業場所，係屬下列何種預防犯罪之措施？ 

(A)少繬年犯罪的防止 (B)犯罪溫床的清理 

(C)有犯罪傾向者的監視 (D)足資犯罪之物的查禁。 

(D)36.警察人員在制壓犯罪的鬥爭中，應該妥為運用的原則，約有幾項？ 

(A)對項 (B)五項 (C)六項 (D)七項。 

(C)37.我國警察業務內容，重要分為幾項？ 

(A)六大類 (B)八大類 (C)十大類 (D)十二大類。 

(D)38.有關警察業務的項目，有列舉的項目有幾項？ 

(A)八項 (B)九項 (C)十項 (D)十一項。 

(A)39.以下何者屬於警察的積極任務？ 

(A)保護人民 (B)預防犯罪 (C)逮捕犯罪 (D)增進福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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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下列何者非警察的積極任務？ 

(A)保護人民 (B)預防犯罪 (C)逮捕犯罪 (D)增進福利。 

(C)41.警察業務要達到理想的成功，不僅需要警察人員本身健全與法制完美， 

而且還需要良好的： 

(A)破案績效 (B)治安狀況 (C)公共關係 (D)裝備器材。 

(C)52.梅可望先生以為，處理「警察業務」的基本原則有五，下列何者不在其 

中？ 

(A)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置 (B)經常重於臨時 

(C)外勤重於內勤 (D)最先五分鐘重於最後五分鐘。 

(D)43.下列何者不是處理警察業務的共同守則？ 

(A)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置 (B)主動重於被動 

(C)經常重於臨時 (D)運用民力重於運用警力。 

(A)44.下列有關處理警察業務的基本原則，何者有誤？ 

(A)最後五分鐘重於最先五分鐘 

(B)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置 

(C)主動重於被動及經常重於臨時 

(D)運用民眾力量與運用警察力量並重。 

(D)45.有關處理警察業務的基本原則，何者有誤？ 

(A)警察工作之事前預防，並不以各種犯罪為限 

(B)警察業務以主動方式之處理較容易成功 

(C)警察應爭取與民眾的合作與協助 

(D)警察工作有時間性與地域性的。 

(B)46.強調「彈性反應」時間，是依據下列何種處理警察業務之原則？ 

(A)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置 

(B)最先五分鐘重於最後五分鐘 

(C)經常重於臨時 

(D)警力與民力並重。 

(A)47.下列何者屬於警察的積極任務？ 

(A)保護人民 (B)維護公安 (C)鎮壓犯罪 (D)逮捕罪犯。 

(A)48.警察在交通工程方面的業務中，以下列哪種工作的內容最重要 

(A)了解性工作 (B)建設性工作 (C)工程科技性工作(D)破壞性工作。 

(A)49.下列何者是交通整理中最重要的手段 

(A)交通指揮 (B)交通限制 (C)交通取締 (D)車輛臨檢。 

(C)50.警察業務有關交通部份，主要在於 

(A)交通教育 (B)交通工程 (C)交通執行 (D)交通建設。 

(A)51.美國一九三五年由何機關開辦國立警官學校？ 

(A)聯邦調查局 (B)財政部 

(C)紐約州政府 (D)華盛頓州政府。 

(D)52.美國警察人員之養成及升級教育，由下列何單位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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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央政府 (B)各大學院校之警政相關系所 

(C)聯邦調查局 (D)各警察行政機關。 

(C)53.下列何者非屬美國警察教育特色？ 

(A)大學與警察行政機關密切配合，隨時隨地協助警察機關培養專門人才 

(B)各警察行政機關單獨辦警察人員養成及升級教育 

(C)全國警察教育有完整的體系可循 

(D)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院系，政府採放任政策，不加管制。 

(C)54.下列何者非為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警察幹部大都採內升之教育制 

(B)各大學可自辦警政院系 

(C)全國警察教育係一完整的警察教育體系 

(D)大學協助警察機關培養人才。 

(D)55.我國自民國二十五年貣統一全國警官教育，設置中央警官學校，各省一 

律設置警察訓練所，並自民國幾年貣改為警察學校？ 

(A)三十四年 (B)三十五年 (C)三十六年 (D)三十七年。 

(D)56.實習、實驗、演習、參觀是何種警察教育之實踐？ 

(A)理論化 (B)行動化 (C)專業化 (B)實用化。 

(B)57.下列何者非屬警察教育指導之範疇？ 

(A)思想指導 (B)生涯指導 (C)品德指導 (D)生活指導。 

(C)58.在各國警察教育課程所使用教材方面，以何種教材佔最大多數？ 

(A)理論方面 (B)行政方面 (C)業務方面 (D)實務方面。 

(D)59.良好的警察教育，除了各種主觀條件以外，還有那三大客觀條件？ 

(A)教學方法、教育設備、師資 (B)教材、教學方法、師資 

(C)校風、師資、硬體設備 (D)教材、師資、教育設備。 

(A)60.下列何者非屬理想警察教育制度之原則？ 

(A)警察教育應與一般普通教育相配合 

(B)警察幹部之培養，內升與外補，應等量齊觀 

(C)警察教育應與升級制度配合 

(D)中高級警察人員，必頇有充分受教育的機會。 

(A)61.梅可望博士認為警察教育內容應包括： 

(A)思想、品德、知識教育及技能、體魄訓練 

(B)思想品德教育及技能、體魄訓練 

(C)思想、品德、知識教育及體魄訓練 

(D)思想、知識教育及技能訓練。 

(A)62.在警察教育的方法中，以何種方法最重要？ 

(A)實務練習 (B)生活鍛練 (C)潛移默化 (D)注入與啟發。 

(B)63.我國警察教育所採用之方法是： 

(A)與一般學校相同 

(B)介於一般學校、軍事學校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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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與軍事學校相同 

(D)均與一般學校、軍事學校不同。 

(A)64.我國中央警官學校改制為中央警察大學的公布施行日期為何時？ 

(A)民國八十四年十二月 (B)民國八十四年十月 

(C)民國八十六年二月 (D)民國八十六年六月。 

(B)65.下列何者非屬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教育與人事任用配合，體系完整獨立 

(B)警察教育與警察勤務相配合 

(C)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 

(D)警察教育對象對內(警員)對外兼取。 

(D)66.下列敘述我國警察教育的特點，何者有誤？ 

(A)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B)基層警員教育提昇至專科教育水準 

(C)全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省市警察教育統一於省市，警察教育完全 

由國家辦理 

(D)警官教育對象由基層佐警中擢升，不向外界吸引新血。 

(B)67.下列那一項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警察教育與一般普通教育有同等之比重 

(B)警察幹部絕不向外吸收新血 

(C)全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 

(D)警察教育與人事配合。 

(D)68.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全國警察教育由中央辦理 (B)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C)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 (D)基層警員教育由地方辦理。 

(A)69.下列何者不是我國警察教育的特色？ 

(A)各大學可辦理警政院系 

(B)警官教育對象可自警員中擢升 

(C)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D)全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 

(C)70.下列有關我國現行警察教育敘述，何者有誤？ 

(A)我國現行警察教育制度，根據警察法及警察教育條例規定 

(B)警察教育分養成教育、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C)警察教育條例規定：「中央設警官學校，各省(市)設警察專科學校或 

警察學校。」 

(D)警察教育自成一體系，不與一般教育混合辦理。 

(A)71.警察人員第一義務是： 

(A)恪守誓言 (B)執行職務 (C)服從命令 (D)保持品位。 

(A)72.警察人員服務命令規定是： 

(A)就其職遵從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佈之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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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遵從上級長官之命令 

(C)遵從直屬長之命令 

(D)遵從各級長官之命令。 

(B)73.警察人員之法律責任有幾？ 

(A)二 (B)三 (C)四 (D)五 種。 

(A)74.下列何者是一切品德的元德，更是榮譽的發軔點？ 

(A)誠 (B)廉 (C)恥 (D)勇。 

(C)75.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其應具備之內涵中，下列何者是錯誤的？ 

(A)要誠 (B)要廉 (C)要求虛名 (D)要顧大體。 

(B)76.下列何者不是警察人員關係消滅之法定原因？ 

(A)辭職 (B)死亡 (C)免職 (D)退休。 

(C)77.警察升職教育的時間通常不超過： 

(A)兩個月 (B)三個月 (C)四個月 (D)六個月。 

(D)78.下列哪一種警察常年教育的方式，不能作深入性的專門教育？ 

(A)集中教育 (B)分別集訓 (C)升職教育 (D)機會教育。 

(C)79.為應付日新月異的犯罪技巧及日益變遷的社會現象，因此何種教育是警 

察教育中不可或缺和極重要的一部份： 

(A)升職教育 (B)進修教育 (C)常年教育 (D)養成教育。 

(A)80.下列何者是使警察人員青春永駐、素質日新的不二法門？ 

(A)常年教育 (B)升職教育 (C)養成教育 (D)進修教育。 

(B)1.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應有四項內涵，何者有錯？ 

(A)要誠 (B)要公正 (C)要廉 (D)要顧全大體。 

(B)2.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的內涵之一，就是要有所不為， 

要有為有守，不做不合道德標準的事，因此要： 

(A)誠實 (B)廉潔 (C)不求虛名 (D)顧大體。 

(C)3.下列何者為非警察人員榮譽觀念之內涵？ 

(A)不求虛名 (B)顧大體 (C)爭第一 (D)誠與廉。 

(D)4.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下列何不是應具有的內涵？ 

(A)誠實 (B)廉潔 

(C)要顧大體 (D)獲取世人恭維。 

(D)5.警察人員不僅執行法令，在日常工作中更要為民眾排難解紛，因此公正 

的態度非常需要，而公正的態度養成有三個要素，不包括： 

(A)合理 (B)合法 (C)合情 (D)合宜。 

(B)6.警察人員要養成公正的態度，頇有三個要素：情、理、法；其運用之順 

序為： 

(A)情、理、法 (B)法、理、情 (C)理、法、情 (D)法、情、理。 

(D)7.一個現代警察人員，應具備四種學術和應用技術，再加上對各種社會現 

象有豐富的常識，在學術方面才算合乎現代警察人員的水準，下列四種學識

何者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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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警察學術 (B)政治學術 (C)法律學術 (D)經濟學術。 

(C)8.警察人員除具有強壯體魄外，應具有常人以上的五種能力、智慧，下列 

何者非屬此五種能力？ 

(A)學習力 (B)記憶力 (C)說服力 (D)判斷力。 

(B)9.對問題的領悟、分析、考慮、解釋的能力，此謂： 

(A)學習力 (B)理解力 (C)想像力 (D)判斷力。 

(D)10.「精神」和「心理」乃是現代化警察人員體魄的必備條件，以下敘述何 

項是錯誤的？ 

(A)生理與心理健康是相通的 

(B)生理(形態)正常，心理(精神)就容易健全 

(C)現代警察人員必頇在形態(生理)和精神(心理)雙方面都合要求 

(D)生理正常，心理就不易健全。 

(B)11.警察人員在長期工作壓力下，從社會學巨視分析，產生下列警察人格心 

理，不包括： 

(A)具危險性→因而多疑 

(B)具不公帄性→因而埋怨 

(C)具權威性→因而孤立 

(D)講求效率→因而另求表面(形式)工作。 

(C)12.現代警察人員體魄的必備條件為： 

(A)豐富的政治、法律學識 (B)良好的公共關係 

(C)精神的健全與心理的正常 (D)優良的工作態度。 

(C)13.警察人員關係之消滅，由於法定原因有幾種？ 

(A)三種 (B)四種 (C)五種 (D)六種。 

(D)14.由於一定事實，致警察人員關係消滅者有： 

(A)死亡 (B)喪失國藉 

(C)退休 (D)死亡及喪失國藉。 

(A)15.警察工作的壓力來源有幾？ 

(A)二種 (B)三種 (C)四種 (D)五種。 

(A)16.因警察持有工作壓力下，產生之影響，包括：□身體健康□親情疏遠□ 

人格的改變□人際關係□工作表現□家庭生活。正確的組合是： 

(A)□□□□ (B)□□□□ (C)□□□□ (D)□□□□。 

(C)17.警察人員本身志趣工作不合所產生的壓力有三，不包括： 

(A)受人情包圍，影響執行法公正性 

(B)自我價值判斷與現實環境發生衝突 

(C)工作負荷過重 

(D)工作上的矛盾現象。 

(B)18.警察人員在長期工作壓力下，從心理學個體分析產生三種警察人格心 

理，不包括： 

(A)無所適從 (B)模稜兩可 (C)持續緊張 (D)僵化的工作。 



 54 

(C)19.下列有關警察工作壓力的敘述，何者有誤？ 

(A)解決警察工作壓力，包括警察機關內部設置研究單位或聘請心理輔導 

專家協助 

(B)解決原則與步驟：找出問題(調查方法)→集思廣益(學者共同參與) 

→提出解決方案 

(C)在處理工作壓力技巧上，首先是對本身及他人的認識 

(D)外界給予協解決壓力可分為正式協助與非正式協助。 

(B)20.警察人員的權利細分有幾種？ 

(A)七種 (B)八種 (C)九種 (D)十種。 

(A)21.警察人員之權利可大別為： 

(A)經濟上權利與身分上權利 (B)領俸權與受益權 

(C)保持地位之權與保護身體之權 (D)經濟上之權利與地位上之權利。 

(C)22.下列敘述警察人員之義務，何者有錯？ 

(A)警察人員既已同意受國家之任用，則應負擔特定義務 

(B)警察人員也應遵守紀律，警察倫理 

(C)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規定，負擔義務 

(D)警察人員之義務可分六項。 

(D)23.警察人員應恪守誓言之義務，明文規定於何種法規？ 

(A)公務員服務法 

(B)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C)警察法 

(D)公務員服務法及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A)24.警察人員之第一要務是： 

(A)執行職務 (B)服從命令 (C)嚴守秘密 (D)保持品位。 

(A)25.警察人員第一義務是： 

(A)恪守誓言 (B)執行職務 (C)服從命令 (D)保持品位。 

(A)26.警察人員服務命令規定是： 

(A)就其職遵從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佈之命令 

(B)遵從上級長官之命令 

(C)遵從直屬長之命令 

(D)遵從各級長官之命令。 

(B)27.警察人員之法律責任有幾？ 

(A)二 (B)三 (C)四 (D)五 種。 

(A)28.下列何者是一切品德的元德，更是榮譽的發軔點？ 

(A)誠 (B)廉 (C)恥 (D)勇。 

(C)29.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其應具備之內涵中，下列何者是錯誤的？ 

(A)要誠 (B)要廉 (C)要求虛名 (D)要顧大體。 

(B)30.下列何者不是警察人員關係消滅之法定原因？ 

(A)辭職 (B)死亡 (C)免職 (D)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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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警察升職教育的時間通常不超過： 

(A)兩個月 (B)三個月 (C)四個月 (D)六個月。 

(D)32.下列哪一種警察常年教育的方式，不能作深入性的專門教育？ 

(A)集中教育 (B)分別集訓 (C)升職教育 (D)機會教育。 

(C)33.為應付日新月異的犯罪技巧及日益變遷的社會現象，因此何種教育是警 

察教育中不可或缺和極重要的一部份： 

(A)升職教育 (B)進修教育 (C)常年教育 (D)養成教育。 

(A)34.下列何者是使警察人員青春永駐、素質日新的不二法門？ 

(A)常年教育 (B)升職教育 (C)養成教育 (D)進修教育。 

(A)35.英美警察之在職訓練，即為我國警察的何種教育？ 

(A)常年教育 (B)升職教育 (C)深造教育 (D)養成教育。 

(B)36.下列哪一項非屬於警察常年教育中分別集訓的優點？ 

(A)很適合本地警察實際需要 (B)能對專門問題作深入研究 

(C)不致過份影響力及勤務 (D)足以激發員警的工作情緒。 

(C)37.下列哪一項非屬於機會教育的缺點？ 

(A)教育時間過短 

(B)如果上級智能低落則易發生反作用 

(C)不適於各地區的特殊需要 

(D)不能作深入性的專門教育。 

(C)38.由於科學的發明使犯罪者增加破壞社會的能力，能應付新犯罪及因而產生

新的法令，使得所有警察當局必頇以新的方式應付這種新發生的問題，而所

有警察人員均頇接受何種教育訓練以便能夠創造新方式？ 

(A)養成教育 (B)進修教育 (C)在職訓練 (D)專業訓練。 

(A)39.關於警察人員保送進修之經費，其來源方式何種有誤？ 

(A)依年度施政計畫核撥專款 

(B)由內政部警政署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 

(C)由外國政府提供之獎學金 

(D)由各警察機關提供。 

(B)40.依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辦法，受訓人員於訓練期間有何情事 

發，則由教育或訓練機關(構)函請保訓會廢止其當年度受訓資格，下列敘述

何種有誤？ 

(A)曠課者 

(B)假缺課時數合計超過十二小時者 

(C)訓練期間冒名頂替者 

(D)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認為品德操守不良，情節嚴重，有確實證據者。 

(C)41.現職警察人員保送進修的年齡需在幾歲以下？ 

(A)四十三歲 (B)四十四歲 (C)四十五歲 (D)四十六歲。 

(B)42.何者非屬警察常年教育之一般訓練的項目？ 

(A)組合訓練 (B)特地任務訓練 (C)個人訓練 (D)幹部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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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日本在其中央設有警察大學，各都道府縣均設有警察學校，其警察教育 

制度係採幾級制？ 

(A)二級 (B)三級 (C)四級 (D)五級。 

(B)44.日本警察教育制度採幾級制？ 

(A)二級制：基層養成教育與升職教育 

(B)三級制：基層教育、中級教育與高級教育 

(C)四級制：基層教育、中級教育、高級教育與進修教育 

(D)五級制：基層教育、中級教育、高級教育與深造教育。 

(B)45.那一個國家之警察教育與升級制度配合最為密切？ 

(A)英國 (B)日本 

(C)美國 (D)以上皆不密切。 

(D)46.日本警察教育培養巡查部長(即巡佐)之學校為下列何者？ 

(A)都道府縣警察學校 (B)皇室警察學校 

(C)警察大學 (D)管區警察學校。 

(A)47.日本警察為使在職各級警察人員智能不致落伍，特別注重專門教育與何 

種教育？ 

(A)現任教育 (B)深造教育 (C)養成教育 (D)職前教育。 

(A)48.警察「常年教育」為世界各國警界所重視，且為警察教育之特色，其名 

稱於日本稱之謂： 

(A)一般教養 (B)再教養 (C)學校教育 (D)在職訓練。 

(D)49.警察教育之辦理，各國特色不同。下列所述各國警察教育特色，何者與 

事實不符？ 

(A)我國警察幹部之培養，採內升與外補並行之制度 

(B)美國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相關學院、學系 

(C)英國警察幹部由內部升任，絕不向外界吸收新血 

(D)日本大學畢業生與中學畢業生同樣必順從基層「巡查」幹貣。 

(C)50.英國於何時正式設立國立警察大學？ 

(A)西元一九四五年 (B)西元一九四六年 

(C)西元一九四七年 (D)西元一九四八年。 

(A)51.英國警察教育採幾級制？ 

(A)分基層養成教育與升職教育共二級 

(B)分基層教育、中級教育與高級教育共三級 

(C)分基層教育、中級教育與高級教育與進修教育共四級 

(D)分基層教育、中級教育與高級教育、進修教育與深造教育共五級。 

(C)52.下列何者不是梅可望先生所謂之理想警察教育制度的原則？ 

(A)警察人員的教育水準不可在他種人員之下 

(B)中、高級警察人員應有充分受教育的機會 

(C)警察教育可開放由普通大學辦理 

(D)警察教育制度應與升級制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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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3.下列那一項敘述，不符理想警察教育制度之原則？ 

(A)警察教育制度，必順自成體系 

(B)警察人員教育水準不可在他種人員之下 

(C)警察中、高階人員，應有再教育之機會 

(D)教育制度與升職應分別辦理。 

(D)54.理想之警察教育制度，應與下列何者相配合？ 

(A)警察功獎 (B)實務單位 (C)警察職務 (D)升級制度。 

(A)55.梅可望博士認為警察教育內容應包括： 

(A)思想、品德、知識教育及技能、體魄訓練 

(B)思想品德教育及技能、體魄訓練 

(C)思想、品德、知識教育及體魄訓練 

(D)思想、知識教育及技能訓練。 

(A)56.在警察教育的方法中，以何種方法最重要？ 

(A)實務練習 (B)生活鍛練 (C)潛移默化 (D)注入與啟發。 

(B)57.我國警察教育所採用之方法是： 

(A)與一般學校相同 

(B)介於一般學校、軍事學校之間 

(C)與軍事學校相同 

(D)均與一般學校、軍事學校不同。 

(A)58.我國中央警官學校改制為中央警察大學的公布施行日期為何時？ 

(A)民國八十四年十二月 (B)民國八十四年十月 

(C)民國八十六年二月 (D)民國八十六年六月。 

(B)59.下列何者非屬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教育與人事任用配合，體系完整獨立 

(B)警察教育與警察勤務相配合 

(C)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 

(D)警察教育對象對內(警員)對外兼取。 

(D)60.下列敘述我國警察教育的特點，何者有誤？ 

(A)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B)基層警員教育提昇至專科教育水準 

(C)全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省市警察教育統一於省市，警察教育完全 

由國家辦理 

(D)警官教育對象由基層佐警中擢升，不向外界吸引新血。 

(B)61.下列那一項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警察教育與一般普通教育有同等之比重 

(B)警察幹部絕不向外吸收新血 

(C)全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 

(D)警察教育與人事配合。 

(D)62.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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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國警察教育由中央辦理 (B)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C)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 (D)基層警員教育由地方辦理。 

(A)63.下列何者不是我國警察教育的特色？ 

(A)各大學可辦理警政院系 

(B)警官教育對象可自警員中擢升 

(C)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D)全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 

(C)64.下列有關我國現行警察教育敘述，何者有誤？ 

(A)我國現行警察教育制度，根據警察法及警察教育條例規定 

(B)警察教育分養成教育、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C)警察教育條例規定：「中央設警官學校，各省(市)設警察專科學校或 

警察學校。」 

(D)警察教育自成一體系，不與一般教育混合辦理。 

(A)65.美國一九三五年由何機關開辦國立警官學校？ 

(A)聯邦調查局 (B)財政部 

(C)紐約州政府 (D)華盛頓州政府。 

(D)66.美國警察人員之養成及升級教育，由下列何單位辦理？ 

(A)中央政府 (B)各大學院校之警政相關系所 

(C)聯邦調查局 (D)各警察行政機關。 

(C)67.下列何者非屬美國警察教育特色？ 

(A)大學與警察行政機關密切配合，隨時隨地協助警察機關培養專門人才 

(B)各警察行政機關單獨辦警察人員養成及升級教育 

(C)全國警察教育有完整的體系可循 

(D)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院系，政府採放任政策，不加管制。 

(C)68.下列何者非為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警察幹部大都採內升之教育制 

(B)各大學可自辦警政院系 

(C)全國警察教育係一完整的警察教育體系 

(D)大學協助警察機關培養人才。 

(D)69.我國自民國二十五年貣統一全國警官教育，設置中央警官學校，各省一 

律設置警察訓練所，並自民國幾年貣改為警察學校？ 

(A)三十四年 (B)三十五年 (C)三十六年 (D)三十七年。 

(D)70.實習、實驗、演習、參觀是何種警察教育之實踐？ 

(A)理論化 (B)行動化 (C)專業化 (B)實用化。 

(B)71.下列何者非屬警察教育指導之範疇？ 

(A)思想指導 (B)生涯指導 (C)品德指導 (D)生活指導。 

(C)72.在各國警察教育課程所使用教材方面，以何種教材佔最大多數？ 

(A)理論方面 (B)行政方面 (C)業務方面 (D)實務方面。 

(D)73.良好的警察教育，除了各種主觀條件以外，還有那三大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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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學方法、教育設備、師資 (B)教材、教學方法、師資 

(C)校風、師資、硬體設備 (D)教材、師資、教育設備。 

(A)74.下列何者非屬理想警察教育制度之原則？ 

(A)警察教育應與一般普通教育相配合 

(B)警察幹部之培養，內升與外補，應等量齊觀 

(C)警察教育應與升級制度配合 

(D)中高級警察人員，必頇有充分受教育的機會。 

(C)75.下列何者非為理想警察教育制度之原則？ 

(A)中高級人員有充分受教機會 

(B)警察教育應自成體系 

(C)警察幹部培養應向外界吸收新血為主 

(D)教育與升級制度配合。 

(D)76.下列何者非屬我國現行警察教育之範疇？ 

(A)養成教育 (B)深造教育 (C)進修教育 (D)職前教育。 

(A)77.依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我國警察教育可分為下列那三類？ 

(A)養成教育、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B)養成教育、專業教育、進修教育 

(C)養成教育、專業教育、進修教育 

(D)專業教育、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B)78.警察常年教育的實施，各國情形不盡相同，但歸納貣來其種類不外： 

(A)機會集訓與管理教育 

(B)集中教育、分別集訓、機會教育 

(C)分別集訓與機會教育 

(D)機會教育與集中教育。 

(D)79.警察機關對於有關制度、政策性、全國性或專門化問題，應該採取何種 

常年教育方式進行研討？ 

(A)管理教育 (B)分別集訓 (C)機會教育 (D)集中教育。 

(B)80.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警佐班與警正班分別屬於： 

(A)養成教育、進修教育 (B)進修教育、深造教育__ 

(C)1.梅可望先生根據政治學者的論點，把國家目的的變遷分為三個時期，首先

是： 

(A)社會國時期  (B)經濟國時期  (C)警察國時期  (D)法治國時期 。 

(A)2.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以下何者屬於警察的積極任務？ 

(A)保護人民  (B)維護公安  (C)鎮壓犯罪  (D)逮捕罪犯。 

(D)3.警察是依據法令，以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

人民福利為任務，並以指導、服務、強制為手段的何種作用？ 

(A)司法作用  (B)立法作用  (C)監察作用  (D)行政作用。 

(B)4.有關大陸派與海洋派警察制度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大陸派警察制度多以不成文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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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海洋派警察制度多採地方分權模式 

(C)大陸派警察制度中央對地方多無指揮監督權 

(D)海洋派警察制度有關警察之教育、服制等，由中央統一規定。 

(B)5.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對經常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裝設監

視器蒐集資料，除有保存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多少時間

內銷毀之？ 

(A) 6 個月  (B) 1 年  (C) 2 年  (D) 3 年。 

(D)6.現行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的組織法律，是以下列何種名稱制定的？ 

(A)法  (B)律  (C)條例  (D)通則。 

(B)7.下列那一個國家最早成立現代警察的組織？ 

(A)美國  (B)英國  (C)日本  (D)中國。 

(C)8.從警政專業化走向警政社區化的改革，最屬於下列何種議題的警察組織變

革？ 

(A)法令規章  (B)組織結構  (C)警政策略  (D)裝備技術。 

(C)9.關於我國警察勤務之發展趨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勤務方式動態化  (B)勤務督導人性化  (C)勤務執行軍事化  (D)勤

務管理效率化。 

(D)10.下列何種作為，最接近警政業務民營化（privatization）的理念？ 

(A)增加鐵路警察編制，維護鐵路行車安全 

(B)設置電信警察隊，加強取締非法地下電台 

(C)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全力加強查緝盜版仿冒 

(D)國營事業機構之安全警衛工作，交由私人保全公司負責。 

(B)11.民國88 年921 大地震，總統所採取之必要處置為： 

(A)宣布戒嚴  (B)發布緊急命令  (C)發布法規命令  (D)制訂緊急法。 

(B)12.警察人員在下列那一種情形下，喪失請領退休金之權利？ 

(A)被休職者  (B)被褫奪公權終身者  (C)被貣訴者  (D)被羈押者。 

(A)13.就警察人員之遷調言，下列何者不屬於主動報調之案件？ 

(A)有力人士關說案件  (B)一般性特殊困難案件  (C)急迫性特殊困難

案件(D)防範性調整案件。 

(D)14.下列有關「任用警察人員」之人才遴選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以選拔者之好惡取捨  (B)應採美國傑克遜總統時之政治分贓制度   

(C)應採各國流行之政治恩惠制度  (D)以客觀之事實需要及條件來選

拔。 

(D)15.依據史實，下列何者是中國古代類似之秘密警察組織？ 

(A)漢之執金吾  (B)唐之京兆尹  (C)宋之巡檢司  (D)明之錦衣衛。 

(C)16.學者紐曼（Oscar Newman）提出經由環境的設計、建築物的安全防護與社

區空間的舖排，減少犯罪者下手犯罪的機會，以達預防犯罪之效果，此

理論稱為： 

(A)破窗理論  (B)社會控制理論  (C)社區防禦理論  (D)日常活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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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B)17.警察人員對其服務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權

益，此時，若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他可以提出的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A)申訴  (B)復審  (C)申復  (D)訴願。 

(C)18.警察主動連繫學校與家庭從事犯罪預防計畫，偏重在何種作法？ 

(A)代訓少年  (B)威嚇服從  (C)宣導規範  (D)加強管教。 

(C)19.下列何者並非警察執行救災工作之原則？ 

(A)儘速警告  (B)應做緊急應變措施 (C)搶救災區物資  (D)全面救

護、災區善後。 

(C)20.有關警勤區劃分的原則，下列何者為正確？ 

(A)城市應以人口多寡為主體，以業務、面積為參考 

(B)鄉村宜以面積及業務多寡為主體，以人口為參考   

(C)城市應以業務多寡為主體，以面積、人口為參考   

(D)鄉村應以業務及人口多寡為主體，以面積為參考。 

(C)21.警察行政是政府行政的一環，而一個有為有效的政府應具備有所謂「三R」

的特性，其中下列何者不屬之？ 

(A)回應性（responsiveness）  (B)代表性（representation） 

(C)不變性（rigidity）  (D)責任性（responsibility）。 

(B)22.下列何人曾有「現代警察之父」美譽？ 

(A)威爾遜（O. W. Wilson）  (B)和麥（A. Vollmer）   

(C)胡佛（J. E. Hoover）  (D)葛斯丁（H. Goldstein）。 

(D)23.對於警察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權在必要時可為私人所有  (B)警察權之行使通常不具有強制性  

(C)警察權的發動不必有法律的依據  (D)警察權之行使應有一定之界限。 

(A)24.為期待將來義務之實現，警察機關對人民所行之行政罰稱之為： 

(A)執行罰  (B)秩序罰  (C)警察罰  (D)懲戒罰。 

(C)25.民眾意圖自殺，警察機關對其管束，其時間最長為多久？ 

(A)不得逾3 小時  (B)不得逾12 小時  (C)不得逾24 小時  (D)俟其放

棄自殺念頭為止。 

(B)26.下列何者不屬於懲戒罰之範圍？ 

(A)撤職  (B)罰鍰  (C)記過  (D)申誡。 

(A)27.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對於人民命其作為或不作為而未能遵守時所科之處

罰稱為： 

(A)警察罰  (B)警察處分  (C)警察命令  (D)警察強制。 

(B)28.警察權之行使，應本「相同事物相同處理、不同事物不同處理」原則行之。

此一原則稱之為： 

(A)誠實原則  (B)帄等原則  (C)責任原則  (D)比例原則。 

(C)29.警察權之運用應遵守「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間不可有不當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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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係比例原則之延伸原則   

(C)警察之手段與目的不能有實質之連結   

(D)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如不當連結即違反比例原則。 

(B)30.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依據法令課予相對人特定作為、不作為、忍受或給付

義務之行政處分？ 

(A)警察許可  (B)警察下令  (C)警察免除  (D)警察拒絕。 

(D)31.警察機關根據行政執行法收繬或註銷民眾證照的作為，屬於何種強制？ 

(A)特別強制  (B)間接強制  (C)即時強制  (D)直接強制。 

(A)32.依據現行法規，下列有關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權限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內政部警政署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

及縣(市)警衛之實施 

(B)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 

(C)內政部設警政署，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 

(D)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

行警察任務。 

(D)33.下列何者最不屬於開發中國家的警察行政生態？ 

(A)組織權責常有重疊現象  (B)形式追求多於實質效益   

(C)功能異質多於求同  (D)服務多於管制。 

(A)34.依據警察法施行細則的規定，有關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

等事項之規定，稱為；(A)警察官制  (B)警察官規  (C)警察服制  (D)

警察勤務。 

(B)35.下列那一個國家的警察制度，最屬於「政治民主，地方分權」類型的制度？ 

(A)日本  (B)美國  (C)中華民國  (D)中共。 

(A)36.警勤區員警參加里民大會，傾聽民眾對治安的需求和感受的作法，是與社

區警政的那一個要素最為相通？ 

(A)公眾諮商（consultation）  (B)組織調適（adaptation）   

(C)社區動員（mobilization）  (D)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D)37.下列那一個警察機關，不受現行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直接規範？ 

(A)內政部警政署  (B)刑事警察局  (C)臺灣保安警察總隊  (D)台北市

政府警察局。 

(A)38.下列何種作為，較不具有社區警政的特色？ 

(A)嚴厲執法  (B)擴大授權  (C)顧客導向  (D)問題解決。 

(C)39.下列何者較不屬於警政專業化時期（police professionalism）的重點工

作？ 

(A)有效控制犯罪  (B)嚴正執行法律  (C)改善警民關係  (D)充實裝備

器材。 

(A)40.下列何人不是美國專業警政時期的代表人物？ 

(A)貝利（D. Bayley）  (B)和麥（A. Vollmer） (C)威爾遜（O. W. Wilson） 

(D)胡佛（J. E. Ho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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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政府根據行政執行法斷絕違法營業場所之水電供應，屬於何種強制？  

(A)營業強制  (B)直接強制  (C)間接強制  (D)即時強制。 

(D)42.警察權之行使，若對人民的自由權利加以限制，必頇以法律定之，或有法

律明確授權的警察命令作為依據，此為何項原則？  

(A)帄等原則  (B)比例原則  (C)誠信原則  (D)法律保留原則。 

(A)43.古諺謂：「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是指警察組織違背下列何種基本原則

所造成的問題？  

(A)單一性的指揮  (B)全面性的分佈  (C)深入性的生根  (D)全時性的

反應。 

(A)44.關於警察決策程序，下列何者應該列為首先的步驟？  

(A)確定問題  (B)提出方案  (C)進行選擇  (D)分析方案。 

(A)45.以去年的預算資料為今年預算編列之基礎，再加以適度修正，是屬於何種

預算方式？  

(A)漸進式預算  (B)專案預算  (C)零基預算  (D)績效預算。 

(D)46.下列何者不是當代民主社會警察的角色與功能？  

(A)秩序維護者  (B)犯罪壓制者  (C)服務提供者  (D)政權鞏固者。 

(B)47.下列警察機關中，何者係根據「組織通則」設置？  

(A)刑事警察局  (B)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C)國道公路警察局  (D)國家

公園警察大隊。 

(D)48.根據我國警察機關之內部分工，下列那一個單位屬於「輔佐性的幕僚單

位」？  

(A)行政科（課） (B)督察室  (C)交通警察隊  (D)秘書室。 

(B)49.下列何者不是當代警政管理理論對於警察組織的論點？  

(A)警察組織是刑事司法系統的一環  (B)警察組織應該是封閉系統   

(C)應以系統觀點來研究警察組織的問題  (D)警察組織理論已邁向學習

型組織發展。 

(C)50.就縣（市）警察局之組織而言，下列何者非屬執行機構？  

(A)刑警隊  (B)交通隊  (C)督察室  (D)保安隊。 

(D)51.我國警察組織的「陀螺式」病態現象，最主要是指涉下列何種問題？  

(A)派出所的數量不夠多  (B)中央警察機關的權限太大   

(C)警察分局的權限太小  (D)派出所不僅是勤務活動中心，又是基層組

織。 

(A)52.縣（市）警察局保安民防課，是屬於何種性質的幕僚單位？  

(A)業務性  (B)輔佐性  (C)技術性  (D)督導性。 

(C)53.下列那一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B)全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   

(C)警察幹部絕不向外吸收新血  (D)警察教育與人事配合。 

(D)54.警察可以參加政黨，但以警察工作者的身分，不得參加下列何者？  

(A)團體活動  (B)勤務活動  (C)專案任務  (D)政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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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5.警察在法律範圍內，就同一案件，員警或有不同的處理方式，稱為：  

(A)彈性運用  (B)任意選擇  (C)工作行為  (D)裁量權。 

(A)56.整合時期的警政哲學，其特色為整合下列何者？  

(A)專業化與社區警政  (B)工作品質與行政效率   

(C)服務與公關行銷  (D)專案科技與警察人文。 

(A)57.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詴之錄取人數如何決定？  

(A)以全程到考人數百分之三十三擇優錄取  (B)由內政部依用人需求決

定錄取人數擇優錄取 

(C)由考詴應考頇知中公告錄取人數擇優錄取  

(D)由內政部警政署依用人需求決定錄取人數擇優錄取。 

(A)58.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的訓練主管機關為何？  

(A)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B)內政部警政署  (C)考選部  (D)內

政部。 

(B)59.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的修業年限為：  

(A)1年  (B)2年  (C)3年  (D)4年。 

(C)60.下列何者非屬日本警察教育的特色？  

(A)幹部教育對象多自下級選拔，但中級幹部仍向外界吸收部分新力量   

(B)全國警察教育體系井然；配合人事擢升，有軌道可循   

(C)警察教育與大學教育密切配合  (D)注重現任教育及專門教育。 

(A)61.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我國警察行為救濟之方式？ 

(A)司法訴訟  (B)訴願  (C)行政訴訟  (D)聲明異議。 

(B)62.我國警察組織採用何種形式在民眾中深入生根？ 

(A)增加巡邏密度  (B)建立義警制度  (C)建立替代役制度  (D)在民眾

中佈線。 

(C)63.警察權之運用應遵守「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間不可有不當連結 

(B)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係比例原則之延伸原則 

(C)警察之手段與目的不能有實質之連結 

(D)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如不當連結即違反比例原則。 

(A)64.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為刑事警察勤務分配之原則？ 

(A)24 小時不間斷  (B)劃分責任區  (C)犯罪巡邏  (D)特定勤務（專

案）。 

(C)65.小區域的徒步巡邏較適用在何種情況？ 

(A)人口稀少的地區  (B)民眾活動不頻繁的地區 

(C)人口稠密、民眾活動頻繁的地區  (D)任何地區都適用。 

(A)66.警察組織變革的目的，在於幫助警察組織朝向何種組織演變？ 

(A)有機特質的組織  (B)機械特質的組織  (C)科層式的組織  (D)規

範導向的組織。 

(C)67.有關交通警力的工作地區，下列何者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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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作地區是道路的交叉點與重要交通道路 

(B)工作地區是點與線 

(C)應注重面的控制 

(D)在交通繁忙時，交通警察應適時到達一定點線，疏導交通流量。 

(A)68.依據史實，維繫地方治安之「保甲制度」，創始於： 

(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清朝。 

(A)69.根據警察法，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之官等？ 

(A)警務佐  (B)警佐  (C)警正  (D)警監。 

(D)70.「宜未雨而綢繆」，從行政三聯制而言，是強調下列何者之重要？ 

(A)執行  (B)監督  (C)考核  (D)計劃。 

(C)71.根據警察教育條例，「警監班」被歸類為下列何者？ 

(A)養成教育  (B)進修教育  (C)深造教育  (D)高階教育。 

(B)72.下列警察機關中，何者係根據「組織通則」設置？ 

(A)刑事警察局  (B)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C)國道公路警察局  (D)國

家公園警察大隊。 

(C)73.警察人員認為其所服務機關之管理措施不當，致影響其權益。此時，若根

據公務人員保障法，這位警察人員可以提出之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A)申復  (B)復審  (C)申訴  (D)訴願。 

(B)74.警察人員對其服務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利

益，此時，若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他可以提出的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A)申訴  (B)復審  (C)申復  (D)訴願。 

(D)75.警察人員有事實足認民眾有參與組織性犯罪之虞者，在經下列何者書面同

意後，得以目視進行對民眾進行資料蒐集活動？ 

(A)警察分駐所長  (B)警察分局長  (C)刑警隊長  (D)警察局長。 

(A)76.義務人對於警察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行使職權之方法，有所不服，其救濟

方式為下列何者？ 

(A)異議  (B)上訴  (C)抗告  (D)申訴。 

(A)77.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是因下列何者而貣？ 

(A)警察勤務條例  (B)警察職權行使法  (C)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D)

警察法。 

(D)78.關於警察史實，選出正確的敘述。 

(A)現代警察一般認為是由和麥（August Vollmer）所建立 

(B)皮爾爵士建立所謂的「回召信號制」 

(C)胡佛被美國人稱之為「現代警察之父 

(D)威爾遜（O.W.Wilson）所著「警察行政」一書，被許多警察機關採

用做為教材。 

(A)79.地處偏遠、不適合與其他警勤區實施共同勤務，此時應設置的單位為： 

(A)駐在所  (B)分駐所(C)派出所  (D)守望所。 

(B)80.關於警察職務行為，選出錯誤的敘述。 



 66 

(A)警察偵查刑案，性質上屬於司法行為 

(B)警察即時強制屬司法行為，應根據刑事訴訟法作為 

(C)警察實施行政調查，可以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作為 

(D)警察臨檢，可以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為之。 

(A)1.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勤區的劃分應考量那三個原則？ 

(A) 人口、面積、 業務 

(B)人口、面積、民風 

(C)人口、業務、民風 

(D)人口、面 積、經濟。 

(C)2.在美國專司保護總統及其家屬之責的是： 

(A)聯邦調查局   (B)中央情報局  (C)秘密勤務處  (D)國家安全局。 

(B)3.有關「犯罪鑑識」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是一門警察應用科學  (B)是犯罪預防的延長   (C)其作用在「別真偽、

求同異」  (D)莊子所說「萬物畢同畢異」，是其哲學基礎。 

(D)4.刑事司法一詞，指下列那三個環節之間的協調合作？ 

(A)警察、憲兵、檢察機關  (B)警察、調查、檢察機關  (C)警察、法院、軍 

事機關  (D)警察、法院、矯治機關。 

(C)5.根據酆裕坤先生研究，我國在晚清時建立警察的原因，下列何者為非？ 

(A)欲變法圖強  (B)欲革差役之害  (C)求立法之良  (D)城市保甲制度之漸
行崩潰。 

(C)6.日本昔日的「特高警察」是為：(A)專業警察  (B)刑事警察  (C) 政治警察 (D)

行政警察。 

(B)7.下列何者是警察權的要素？ 
(A)屬於政權  (B)以維持社會安寧秩序 為目的  (C)人民在必要時得抗拒警察
的強制力(D)為達警察目的， 任何情況皆可行使強制力。 

(B)8.我國近代「警察」這一名詞，來自： 

(A)我國漢書有「密令警察不欲宣露」 

(B)日本  

(C)我國學者翻譯自英國之「Police」 

(D)我國學者翻譯自德國「DiePolizei」 
(B)9.警察者，是依據法律，以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

人民福利為目的，並以指導、服務、強制為手段的行政作用，此定義是何人
提出？ 
(A)陳立中  (B)梅可望  (C)管歐  (D)胡福相 

(D)10.下列何者不是我國實定法上之警察？ 

(A)法警 

(B)檢察官 

(C)憲兵 

(D)以上皆不是我國實定法上之警察。 
(C)11.警察學與警察行政是相輔相成的，兩者之間具有下列那種關係? 

(A)一體兩面關係  (B)主從關係  (C)體用關係  (D)牽連關係。 
(D)12.人群關係的理論基礎有四，不包括 

(A)麥克葛瑞克的理論  (B)摩斯與洛斯奇的理論  (C)雪因的理論 
(D)佛洛姆的期望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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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下列何者不是改善警察風紀之策進作為? 

(A)貫徹風紀要求，建立正確觀  

(B)健全考核制度 

(C)強化監察探訪功能 

(D)應抱持家醜不外揚，大事化小之心態，以維護警譽。 

(D)14.下列敘述警察總務之特性，何者有誤? 

(A)有現代化的總務，才能建立現代的警察 

(B)總務工作範圍廣泛，性質複雜，現代化警察頇運用科學管理方法與作 

業，才能克盡最大功能 

(C)警察總務是一種控制性的運用 

(D)總務具有會計與行政之雙重性 

(A)15.有關女警發展的研究，下列敘述何者為真?  

(A)各國之女警都面臨文化中性別角色規範之壓力。 

 (B)女警能完全取代男警。 

(C)女警不像男警，在從事警察工作後，其人格態度會有多疑、粗暴、缺 乏

耐心之傾向。 

(D)要女警突破性別角色之規範，只是教育、訓練之問題。 

(B)16.下列何者不是當代警政管理理論對於警察組織的論點? 

(A)警察組織是刑事司法系統的一部分 

(B)警察組織應該是封閉系統 

(C)應以系統觀來研究警察組織的問題 

 (D)封閉的組織型態較適於處理穩定環境下的例行事務 

(A)17.根據我國現存文獻研究，我國在那一個朝代之後始有與現代警察相類似之

官制 

(A)唐虞  (B)秦漢  (C)元朝  (D)明朝 

(D)18.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察人員升遷依據應有四大要件，下列何者不在其中？ 
(A)年資  (B)考詴  (C)考績（含功勛） (D)同儕推薦。 

(A)19.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勤區的劃分應考量那三個原則？（Ａ）人口、面積、 業

務  (B)人口、面積、民風  (C)人口、業務、民風  (D)人口、面 積、

經濟。 

(C)20.在美國專司保護總統及其家屬之責的是：(A)聯邦調查局  (B)中央 情報局

(C)秘密勤務處  (D)國家安全局。 

（B）1.下列何者是指「如何分別使用警力，以期達到因時因地因事制宜之目的」 

？  

(A)警察業務分配  (B)警察勤務分配  (C)警察政策分析  (D)警察行 

政控制 

（A）2.下列有關民主法治國家中「警察強制」手段之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是限制一般人民自由而使用統治權之表現  (B)是警察不得已之手段  

(C)是對破壞法命者之約束  (D)是對緊急情況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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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為「警察處分」之內容？ (A)警察下令  (B)警察

許可  (C)警察免除  (D)警察罰 

（B）4.有關台灣警察機關中普遍設有「駐區督察（員）」之敘述中，何者是不正

確的？ (A)是一種「虛級」  (B)代表上級行使指揮、監督、考核及領導

等權  (C)是調節組織「節制範疇」與「層級簡單」間衝突之方法  (D)

是憑上級授權代表上級行使職權 

（B）5.有關警察業務中的交通管制，下列何者為非？ (A)交通取締的主要目的

在於預防及減少通事故  (B)交通整理的主要目的在於預防及防止事故

的再生  (C)事故調查的主要目的在於判明肇事的責任，防止事故的再生  

(D)交通指揮是整理交通最重要的手段 

（A）6.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我國警察行為救濟之方式？ (A)司法訴訟  (B)

訴願  (C)行政訴訟  (D)聲明異議 

（A）7.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為「刑事警察」勤務分配之原則？ (A)24 小時不

間斷  (B)劃分責任區  (C)犯罪巡邏  (D)特定勤務（專案） 

（C）8.有關交通警力的工作地區，下列何者為非？ (A)工作地區是道路的交叉

點與重要交通道路  (B)工作地區是點與線  (C)應注重面的控制  (D)

在交通繁忙時，交通警察應適時到達一定點線，疏導交通流量 

（B）9.下列警察機關中，何者係根據「組織通則」設置？ (A)刑事警察局  (B)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C)國道公路警察局  (D)國家公園警察大隊 

（D）10.關於警察史實，選出正確的敘述。 (A)現代警察一般認為是由和麥所建

立  (B)皮爾爵士建立所謂的「回召信號制」  (C)胡佛被美國人稱之為

「現代警察之父」  (D)威爾遜所著「警察行政」一書，被許多警察機

關採用作為教材 

（B）11.警政研究文獻顯示，台灣警政最大的變革，其內容為： (A)科技的導入 

(B)由戒嚴法制轉變為正規法制  (C)主動打擊消滅犯罪  (D)教育的延

長 

（B）12.關於通訊監察，選出錯誤的敘述。 (A)通訊監察書在審判中由法官依職

權核發  (B)必頇為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之有期徒刑之罪，方得核發通

訊監察書  (C)擄人勒贖罪檢察官得以口頭通知執行機關先執行通訊監

察  (D)綜理國家安全情報機關首長針對外國勢力亦得核發通訊監察書 

（D）13.下列何者不是警政專業化發展的內涵要項？ (A)強調見警率  (B)強調 

快速反應  (C)強調逮捕率  (D)強調導入政治力量 

（D）14.我國警察組織的「陀螺式」病態現象，最主要是指涉下列何種問題？ 

(A)派出所的數量不夠多  (B)中央警察機關的權限太大  (C)警察分局

的權限太小  (D)派出所不僅是勤務活動中心，又是基層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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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下列哪一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B)全 

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  (C)警察幹部絕不向外吸收新血  (D)警察教

育與人事配合 

（A）16.整合時期的警政哲學，其特色為整合下列何者？ (A)專業化與社區警政  

(B)工作品質與行政效率  (C)服務與公關行銷  (D)專案科技與警察人

文 

（A）17.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的訓練主管機關為何？ (A)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  (B)內政部警政署  (C)考選部  (D)內政部 

（C）18.下列何者非屬日本警察教育的特色？ (A)幹部教育對象多自下級選拔，

但中級幹部仍向外界吸收部分新力量  (B)全國警察教育體系井然，配

合人事擢升，有軌道可循  (C)警察教育與大學教育密切配合  (D)注重

現任教育及專門教育 

（D）19.下列何者不是評估社區警政成效的主要指標？ (A)犯罪發生率  (B)民 

眾安全感  (C)員警工作滿足感  (D)警察裝備現代化程度 

（D）20.下列何者並非「社區警政」理念下之警民互動作為？ (A)以地區責任制

為警察活動之基礎  (B)警民共謀諮商共同解決社區所面臨之問題  (C)

施行警民連繫策略以建立居民與警察之同夥關係  (D)成立警察公共關

係室即可達成社區警政之目標 

（B）21.對警察績效評估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這是一種組織控制  (B)

其最終目的是在處罰犯錯的人  (C)必頇持續進行   (D)必頇透過資料

分析方可進行 

（D）22.勤務指揮中心之功能，包括情報資料處理、指揮、通信和下列哪一項？ 

(A)研判  (B)規劃  (C)執行  (D)管制 

（C）23.下列何項不是臨檢勤務之任務？ (A)對可疑人、地、事、物，實施查察

及盤詰  (B)對通緝犯、現行犯、準現行犯、逃犯之逮捕  (C)對工商業

營業場所之服務人員人身搜索  (D)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違規

行為之勸阻，禁（制）止及取締 

（D）24.對於警察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權在必要時可為私人所有  

(B)警察權之行使通常不具有強制性   (C)警察權的發動不必有法律的

依據  (D)警察權之行使應有一定之界限 

（A）25.依據現行法規，下列有關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權限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內政部警政署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

及縣（市）警衛之實施 (B)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行全國

警察行政事務 (C)內政部設警政署，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 (D)內政部警

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行警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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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下列何者最不屬於開發中國家的警察行政生態？ (A)組織權責常有重疊

現象 (B)形式追求多於實質效益 (C)功能異質多於求同 (D)服務多於

管制 

（B）27.下列那一個國家的警察制度，最屬於「政治民主，地方分權」類型的制

度？ (A)日本 (B)美國 (C)中華民國 (D)中共 

（A）28.警勤區員警參加里民大會，傾聽民眾對治安的需求和感受的作法，是與

社區警政的那一個要素最為相通？ (A)公眾諮商（consultation )  (B)

組織調適（adaptation )  (C)社區動員（mobilization )  (D)問題解

決（problem solving ) 

（A）29.下列何者較不屬於警政專業化時期（Pollce Professionalism）的重點

工作？ (A)有效控制犯罪 (B)嚴正執行法律 (C)改善警民關係 (D)充

實裝備器材 

（C）30.警察行政是政府行政的一環，而一個有為有效的政府應具備有所謂「三

R」的特性，其中下列何者不屬之？ (A)回應性（responsiveness )  (B)

代表性（representation ) (C)不變性（rigidity ) (D)責任性

（responsibility ) 

（B）31.警察站在法律第一線，而且必頇深入社會，與民眾結合，行為的依據要

有準則，因此必頇重視： (A)隨機應變 (B)警政倫理 (C)服從上級 (D)

為民服務 

（C）32.有關警察之升職教育，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A)教育對象必頇以有發展

潛力者為主 (B)升職教育的時間不必太長 (C)升職教育的目標，在要求

升職人員可適應所有之工作 (D)在教學方法上，層次越高者應多採用討

論方式 

（B）33.涉案被通緝或羈押之員警，其停職之生效日，自何時貣算？ (A)停職令

送達服務機關之翌日貣 (B)追溯自事實發生之日貣 (C)權責機關核定

之日貣 (D)自刑事判決確定之日貣 

（D）34.下列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 (A)提高警察之巡

邏密度 (B)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破大案捉要犯 (D)積極指導

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 crim） 

（D）35.專案勤務實施過於頻繁，從經濟學的觀點觀之，容易形成： (A)彈性增

強效應 (B)彈性疲乏效應 (C)邊際效應遞增效果 (D)邊際效應遞減效

果 

（A）36.根據美國 20 世紀初著名學者胡佛（J.E. Hoover）的主張，成功的警

政策略必頇仰賴下列何種手段？ (A)強制執法 (B)運用民力 (C)加強

為民服務 (D)重視警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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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7.有關大陸派與海洋派警察制度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大陸派

警察制度多以不成文法為主 (B)海洋派警察制度多採地方分權模式 (C)

大陸派警察制度中央對地方多無指揮監督權 (D)海洋派警察制度有關

警察之教育、服制等，由中央統一規定 

（D）38.下列何種作為，最接近警政業務民營化（Privatization）的理念？ (A)

增加鐵路警察編制，維護鐵路行車安全 (B)設置電信警察隊，加強取締

非法地下電台 (C)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全力加強查緝盜版仿

冒 (D)國營事業機構之安全警衛工作，交由私人保全公司負責 

（B）39.警察人員在下列那一種情形下，喪失請領退休金之權利？ (A)被休職者

(B)被褫奪公權終身者 (C)被貣訴者 (D)被羈押者 
（A）40.就警察人員之遷調言，下列何者不屬於主動報調之案件？  

(A)有力人士關說案件 (B)一般性特殊困難案件 (C)急迫性特殊困難案
件 (D)防範性調整案件 

(D)1.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述，下列何者不是警察服務手段實施的準則？ 

(A)必頇在法令範圍內(B)必頇與警察目的有關 

(C)必頇是人民有困難或無法做到的事(D)必頇視對象提供服務 

(A)2 從隸屬關係的層面來分析，美國的聯邦警察與下列何者的意義相近？ 

(A)中央警察(B)刑事警察(C)地方警察(D)政治警察 

(B)3 針對治安問題，警察不待民眾之請求，採取預防性的先行作為，係屬下列

何種作為？ 

(A)被動式作為（Reactive）(B)預警式作為（Proactive） 

(C)調和式作為（Mediate） (D)標準化作為（Standardized） 

(C)4 在公法學中，與警察學關係最為密切的是： 

(A)行政法、立法法 (B)司法法、刑事法 (C)行政法、刑事法(D)刑事法、

民事法 

(B)5 下列選項中，有關「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一詞之敘述，何者

是正確的？ 

(A)係21 世紀以後所出現之新名詞 

(B)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間應互相協調合作 

(C)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應各自獨立發揮所司，互無關

連 

(D)以微觀之角度觀察犯罪問題 

(C)6 美國之輔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即為我國之： 

(A)保安警察 (B)刑事警察 (C)義勇警察 (D)少年警察 

(A)7 倫敦首都警察廳的最早兩位廳長是：1.繫望（Rowan） 2. 麥尼（Mayne） 

3. 皮爾爵士（Peel） 4.陳得勒（Chandler） 

(A) 1.2 (B)1.3   (C) 2.3   (D)3.4    

(C)8 秦代何種官制與今日的警衛隊相似？ 

(A)錦衣衛 (B)跡人 (C)郎中令(D)左右警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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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明代何種官制，掌緝捕刑獄之事，設都指揮1 人，侍衛若干人，其性質與

今日的刑事警察頗為相同？ 

(A)五城兵馬指揮司 (B)大都路兵馬指揮使司 (C)中尉 (D)錦衣衛 

(C)10 西元1786 年，英國在那一個城市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力量，官方首次

採用「police」一詞？ 

(A)倫敦 (B)米德薩克斯郡 (C)都柏林城(D)亞伯丁 

#11 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從現代警察百餘年來發展的史實觀之，有關警察之

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是科學的產物 (B)是民主思想的果實 (C)是經濟發展的命脈 (D)是

萬能政府的基礎 

(B)12 下列何人曾有「現代警察之父」美譽？ 

(A)威爾遜（O. W. Wilson） (B)和麥（A. Vollmer） 

(C)胡佛（J. E. Hoover） (D)葛斯丁（H. Goldstein） 

(D)13 對於警察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權在必要時可為私人所有 (B)警察權之行使通常不具有強制性 

(C)警察權的發動不必有法律的依據  (D)警察權之行使應有一定之界

限 

(A)14 為期待將來義務之實現，警察機關對人民所行之行政罰稱之為： 

(A)執行罰 (B)秩序罰 (C)警察罰 (D)懲戒罰 

(C)15 民眾意圖自殺，警察機關對其管束，其時間最長為多久？ 

(A)不得逾3 小時(B)不得逾12 小時 

(C)不得逾24 小時(D)俟其放棄自殺念頭為止 

(B)16 下列何者不屬於懲戒罰之範圍？ 

(A)撤職 (B)罰鍰(C)記過 (D)申誡 

(A)17 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對於人民命其作為或不作為而未能遵守時所科之處

罰稱為： 

(A)警察罰 (B)警察處分 (C)警察命令(D)警察強制 

(B)18 警察權之行使，應本「相同事物相同處理、不同事物不同處理」原則行之。

此一原則稱之為： 

(A)誠實原則 (B)帄等原則 (C)責任原則 (D)比例原則 

(C)19 警察權之運用應遵守「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間不可有不當連結 

(B)「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係比例原則之延伸原則 

(C)警察之手段與目的不能有實質之連結 

(D)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如不當連結即違反比例原則 

(B)20 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依據法令課予相對人特定作為、不作為、忍受或給付

義務之行政處分？ 

(A)警察許可(B)警察下令 (C)警察免除(D)警察拒絕 

(D)21 警察機關根據行政執行法收繬或註銷民眾證照的作為，屬於何種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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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特別強制 (B)間接強制 (C)即時強制 (D)直接強制 

(A)22 依據現行法規，下列有關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權限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內政部警政署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

及縣（市）警衛之實施 

(B)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 

(C)內政部設警政署，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 

(D)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

行警察任務 

(D)23 下列何者最不屬於開發中國家的警察行政生態？ 

(A)組織權責常有重疊現象 (B)形式追求多於實質效益 (C)功能異質多

於求同 (D)服務多於管制 

(A)24 依據警察法施行細則的規定，有關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

等事項之規定，稱為； 

(A)警察官制 (B)警察官規 (C)警察服制 (D)警察勤務 

(B)25 下列那一個國家的警察制度，最屬於「政治民主，地方分權」類型的制度？ 

(A)日本 (B)美國 (C)中華民國 (D)中共 

(A)26 警勤區員警參加里民大會，傾聽民眾對治安的需求和感受的作法，是與社

區警政的那一個要素最為相通？ 

(A)公眾諮商（consultation） (B)組織調適（adaptation） 

(C)社區動員（mobilization） (D)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D)27 下列那一個警察機關，不受現行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直接規範？ 

(A)內政部警政署 (B)刑事警察局(C)臺灣保安警察總隊 (D)台北市政

府警察局 

(A)28 下列何種作為，較不具有社區警政的特色？ 

(A)嚴厲執法 (B)擴大授權 (C)顧客導向 (D)問題解決 

(C)29 下列何者較不屬於警政專業化時期（police professionalism）的重點工

作？ 

(A)有效控制犯罪 (B)嚴正執行法律 (C)改善警民關係(D)充實裝備器

材 

(A)30 下列何人不是美國專業警政時期的代表人物？ 

(A)貝利（D. Bayley） (B)和麥（A. Vollmer） 

(C)威爾遜（O. W. Wilson） (D)胡佛（J. E. Hoover） 

(C)31 警察行政是政府行政的一環，而一個有為有效的政府應具備有所謂「三R」

的特性，其中下列何者不屬之？ 

(A)回應性（responsiveness） (B)代表性（representation） 

(C)不變性（rigidity） (D)責任性（responsibility） 

(B)32 警察站在法律第一線，而且必頇深入社會，與民眾結合，行為的依據要有

準則，因此必頇重視： 

(A)隨機應變(B)警政倫理(C)服從上級 (D)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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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 警察必頇具備優良的風度，建立良好的公共關係，因此被號稱為下列何

者？ 

(A)執法人員 (B)犯罪打擊者 (C)和帄軍人 (D)緊急救難者 

(B)34 社區警政模式，比較重視： 

(A)威嚇與治療並重 (B)預防與偵查並重 (C)鑑識與刑罰並重 (D)處罰

與改過並重 

(A)35 從法規和制式的角度來瞭解警察的專業守則，是屬於警政的： 

(A)靜態面 (B)動態面 (C)趨勢面 (D)水帄面 

(D)36 英美警察之在職訓練，即為我國警察的何種教育？ 

(A)養成教育 (B)升職教育 (C)深造教育 (D)常年訓練 

(C)37 有關警察之升職教育，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A)教育對象必頇以有發展潛力者為主 

(B)升職教育的時間不必太長 

(C)升職教育的目標，在要求升職人員可適應所有之工作 

(D)在教學方法上，層次越高者應多採用討論方式 

(B)38 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之訓期為多久？ 

(A) 4 週 (B) 5 週 (C) 6 週 (D) 7 週 

(A)39 下列何者非為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全國完整的警察教育體系 (B)各大學自辦警政院系 

(C)警察幹部大都採內升之教育制 (D)大學協助警察機關培養人才 

(B)40 下列何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全國警察教育由中央辦理 (B)基層警員教育由地方辦理 

(C)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 (D)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C)41 依據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警佐班與警正班分別屬於何性質的教育？ 

(A)養成教育、進修教育 (B)養成教育、深造教育 (C)進修教育、深造

教育 (D)以上皆非 

(B)42 依據警察常年訓練辦法之規定，為維護警察紀律、鍛鍊員警體能及充實其

實務知能，應實施下列何種教育訓練？ 

(A)升職教育 (B)常年訓練 (C)進修教育 (D)養成教育 

(D)43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令，

如認為該命令違法時，應如何處理？ 

(A)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逕予拒絕 

(B)公務人員即有服從之義務，不得違背 

(C)公務人員應負報告或陳述之義務，若長官並未回應，應即服從之 

(D)公務人員應負向該管長官報告之義務，若該長官認其命令並未違法，

亦非以書面下達命令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之 

(B)44 依梅可望先生論述，有關年資、考詴、考績及主官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

列何者的依據？ 

(A)警察人員進修 (B)警察人員升遷 (C)警察人員淘汰 (D)警察勤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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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5 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之規定，初任警正警察官，應由下列何者任官？ 

(A)內政部 (B)銓敘部 (C)考詴院 (D)總統 

(C)46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下列何種救濟事件之審理中，保訓會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指定委員進行調處？ 

(A)復審 (B)申訴 (C)再申訴 (D)再復審 

(D)47 下列那一種情形並非構成公務員懲戒的事由？ 

(A)違法 (B)廢弛職務 (C)失職行為 (D)曠職 

(B)48 涉案被通緝或羈押之員警，其停職之生效日，自何時貣算？ 

(A)停職令送達服務機關之翌日貣 (B)追溯自事實發生之日貣 

(C)權責機關核定之日貣 (D)自刑事判決確定之日貣 

(D)49 警察機關對員警職務調整之遷調，除職期調任、經歷調任外，尚包括下列

那一項調任？ 

(A)自請調任 (B)協商調任 (C)指名調任 (D)地區調任 

(B)50 公務人員，任職滿5 年以上年滿60 歲者，應准其提出下列何種退休？ 

(A)優惠退休 (B)自願退休 (C)提前退休 (D)資遣退休 

(D)51 現行中央警察大學畢業生，業經四等警察特考及格，僅能派代何種職務？ 

(A)巡官 (B)巡佐 (C)分隊長 (D)警員 

(B)52 欲使警察首長不受政治環境掣肘、不生「五日京兆」之心，最好採用？ 

(A)功績制度 (B)任期制度 (C)分贓制度 (D)考詴制度 

(D)53 在有關警察俸給的各項原則中，下列何項原則包含同工同酬、年資優先、

勞險加給、上下接近、額外收入禁止等意義？ 

(A)滿足最低限度的生活要求 (B)與他種從業人員的待遇帄衡 

(C)因生活指數而增減 (D)警察人員彼此間待遇合理 

(B)54 選拔警察人才之最正確方法與過程為何？ 

(A)結合公帄之考詴及嚴格之教育 (B)結合公帄考詴、詳細之身家調查與

嚴格之教育(C)結合詳細之身家調查與嚴格之教育 (D)公帄之考詴 

(C)55 何種警察人員的任務為警戒與警備？ 

(A)刑事警察人員 (B)交通警察人員 (C)保安警察人員 (D)外事警察人員 

(B)56 下列何者並非警察法第5 條所規定的「全國性警察業務」？ 

(A)保安警察 (B)經濟警察 (C)外事警察 (D)國境警察 

(A)57 路面劃設黃色雙實線，表示該路： 

(A)雙向禁止超車 (B)單向禁止超車 (C)禁止臨時停車 (D)公車專用道 

(C)58 當被害人或其他第三者報案時，犯罪人大多早已逃離現場，學者威克爾

（Walker）稱之為： 

(A)熱線追縱 (B)無法查辦 (C)冷卻的犯罪 (D)轉換效應 

(B)59 美國負責元首特勤勤務之單位為何？ 

(A)國會警察局 (B)秘密勤務處 (C)地方警察機構 (D)聯邦調查局 

(C)60 依現行交通法令規定，下列何種違規行為，係由警察機關負責裁罰？ 

(A)汽車違規 (B)營業小客車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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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行人違規 (D)所有違規行為警察機關均無裁罰權 

(D)61 下列那一類交通事故無頇繪製現場圖？ 

(A) A1 類 (B) A2 類 (C) A3 類 (D) A4 類 

(A)62 犯罪偵查的第一步始自： 

(A)現場偵查 (B)人犯訊問 (C)物證鑑識 (D)案情研究 

(B)63 實證指出，少年越早進入司法體系，其將來形成下列何種情形的機率越

高？ 

(A)輔導成功 (B)成年累犯 (C)矯治容易 (D)生活窮困 

(A)64 在現代交通管理原則的3E 政策中，何者重在交通的治本工作？ 

(A)交通教育與交通工程 (B)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 

(C)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 (D)交通教育、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B)65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婦帅警察隊之員警，依業務之分工，應服行下

列那一項勤務？ 

(A)專業勤務 (B)專屬勤務 (C)專案勤務 (D)專責勤務 

(C)66 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述，以何種原則來決定警勤區的大小，是最進步與最

合乎科學原則的方法？ 

(A)人口 (B)面積 (C)業務 (D)裝備 

(B)67 警察執行徒步巡邏的主要優點為何？ 

(A)縮短執勤時間 (B)改善警民之間的互動品質 

(C)節省警力 (D)縮短反應時間 

(D)68 下列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 

(A)提高警察之巡邏密度 

(B)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破大案捉要犯 

(D)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 crime） 

(C)69 警察勤務之運作，強調「TAP 理論（警察到達時間理論）」之運用，亦即

要求警察勤務要遵守： 

(A)彈性原理 (B)散在原理 (C)迅速原理 (D)顯見原理 

(D)70 專案勤務實施過於頻繁，從經濟學的觀點觀之，容易形成： 

(A)彈性增強效應 (B)彈性疲乏效應 (C)邊際效應遞增效果 (D)邊際效應

遞減效果 

(B)71 「越區辦案，未依規定通報」，係屬違反強化勤務紀律重點項目之那一項

規定？ 

(A)接受報案紀律 (B)貫徹報告紀律 (C)執行勤務紀律 (D)使用裝備紀律 

(D)72 警察為維護社會治安，並防制治安顧慮人口再犯，得採取下列何項作為？ 

(A)不定期實施查訪 (B)隨意實施查訪 (C)強制實施查訪 (D)定期實施查

訪 

(B)73 下列何者是警政全面品質管理所強調的概念？ 

(A)強調抽樣工作的重要性 (B)強調全員的參與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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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強調產品檢驗工作的重要性 (D)強調統計控制的重要性 

(C)74 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駐在所，係屬員警下列何種性質之場所？ 

(A)共同執行勤務之場所 (B)聯合執行勤務之場所 (C)單獨執行勤務之場

所 (D)機動執行勤務之場所 

(A)75 在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的研究發現被提出後，下列何項逐漸成為愈來愈受重視的警

察勤務焦點？ 

(A)應明白指示巡邏員警要做什麼，而不是由巡邏員警隨機性的自行選擇 

(B)增加警力絕對可以降低犯罪率 

(C)增加警力絕對可以提昇民眾的安全感 

(D)快速反應絕對可以提昇刑案破獲率 

(B)76 社區警政的發展象徵了代表亞洲價值的何種文化內涵，並已對於全球警政

產生影響？ 

(A)資本主義 (B)共同體主義 (C)功利主義 (D)個人主義 

(A)77 社區警政在警力派遣上，比較著重於下列何種方式？ 

(A)預警式的勤務作為 (B)反應式的勤務作為 

(C)強調報案反應時間的重要性 (D)機動派遣的勤務作為 

(B)78 由於有效的警政管理需兼顧警察組織內員警的期望及警察組織外在環境

的期望，因此，警政管理者應盡力整合下列那三者的期望？ 

(A)法律、經濟及社會福利 (B)員警、社區及警察組織 

(C)內政、國防及經濟 (D)內政、國防及外交 

(A)79 根據美國20 世紀初著名學者胡佛（J. E. Hoover）的主張，成功的警政

策略必頇仰賴下列何種手段？ 

(A)強制執法 (B)運用民力 (C)加強為民服務 (D)重視警民關係 

(B)80 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在推動社區警政時的首要目的？ 

(A)積極執法 (B)建立互相信賴的同夥關係 

(C)以偵查犯罪為主 (D)增加警察人數__ 

（D）44.警察機關立於法律之下，為處理具體事件所為之處置是：（A）行政契約

（B）行政協定（C）行政計畫（D）行政處分。 

（B）45.下列何者屬於行政處分？（A）男子自願留營（B）操控紅綠燈之交通指

揮（C）公立學校對學生之生活輔導（D）內政部編制全國人口統計

表  。 

（B）46.行政機關於法規規定範圍內，衡量如何處分始符合公益之裁量，稱 （A）

法規裁量（B）便宜裁量（C）任意裁量（D）羈束裁量。 

（A）47.行政處分是屬於下列何種行政行為？（A）單方行政行為（B）雙方行政

行為（C）多方行政行為（D）不發生法律效果的行政行為。 

（B）48.給予商標專利權十年的處分，屬於行政處分附款之  （A）條件（B）期

限（C）負擔（D）保留廢止權。 

（A）49.行政處分之實質確定力又稱為：（A）不可變更力（B）不可爭力（C）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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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確定力（D）暫時確定力  。 

（C）50.對公務員之免職處分，係屬於（A）下令處分（B）禁止處分（C）形成

處分（D）確認處分。 

（C）51.對於違法之行政處分，使其效力歸於消滅所為之行為，稱（A）廢止（B）

取消（C）撤銷（D）撤回。 

（C）52.對公務員任免，係屬政府依何種工全所為之行政處分：（A）下命權（B）

強制權（C）形成權（D）公法上物權。 

（A）53.行政處分之廢止，其法律效果如何？（A）向未來不生校力（B）自始無

效（C）廢止後自始不生效力（D）依行政處分性質決定  。 

（A）54.政府公務機關核發建照執照，系屬何種類型之行政處分 （A）許可（B）

認可（C）特許（D）禁止。 

（D）55.得撤銷之行政處分，其法律效果如何？（A）繼續生效（B）向未來不生

效力（C）當然無效（D）撤銷後朔及既往而自始不生效力。 

（C）56.訴願之提貣，應自何種行政行為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貣三十日內為

之？  （A）行政指導（B）行政契約（C）行政處分（D）行政協定。 

（C）57.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處分之要素：（A）公權力（B）單方性（C）抽象性

（D）法效性  。 

（B）58.公務員之任用屬何種處分？（A）下令處分（B）形成處分（C）禁止處

分（D）確認處分。 

（D）59.當事人之法律行為，由國家予以同意，以完成其效力之行政處分為（A）

許可（B）下命（C）形成（D）認可。 

（C）60.現轄市長去職，縣府派員代理，其行為是：（A）委任行政處分（B）代

位行政處分（C）代理行政處分（D）形成行政處分。 

（A）61.下列何者有權廢止行政處分？（A）原處分機關（B）原處分機關之上級

機關（C）行政法院（D）普通法院  。 

（C）62.下列何者不屬於命令的行政處分？（A）下令（B）許可（C）特許（D）

免除。 

（B）63.警察人員以手勢或號誌指揮車輛駕駛人，其性質為？（A）行政命令（B）

一般處分（C）行政強制（D）準法律行為。 

（B）64.我國行政訴訟之對象為  （A）行政命令（B）行政處分（C）行政契約

（D）行政協定。 

（A）65.我國訴願之提貣，需對於何種機關之行政處分為之？（A）中央或地方

機關（B）行政法院（C）地方法院（D）以上皆非  。 

（C）66.限制人之天然自由，命其為某事或不為某事的處分是（A）形成（B）許

可（C）命令（D）免除。 

（C）67.通常之行政處分，要求一定之程式，如要式行政處分之需具備書面是：

（A）主觀要件（B）內容要件（C）形式要件（D）手續要件。 

（D）68.行政處分之廢止是：（A）自始無效（B）過去無效（C）現在無效（D）

向未來發生效力。 



 79 

（B）69.行政處分作成後，在未確定其效力前，行政處分之效力繼續存在者，謂

之：（A）公定力（B）存續力（C）拘束力（D）確定力 。 

（B）70.行政處分之性質屬於： （A）抽象之規定（B）抽象規定或處置（C）具

體之處置（D）以上皆非。 

（A）71.教育部發佈退伍軍人報考專科以上學校辦法漏為函請立法院查照，此項

辦法效力為：（A）有效（B）無效（C）效力未定（D）得撤銷。 

（B）72.外國人申請歸化之許可，屬於何種行政處分？ （A）命令處分（B）形

成處分（C）補充處分（D）代理處分。 

（A）73.就現在已存在之權利，使其全部或一部，永久或一時，消滅其效果之處

分為：（A）剝權處分（B）變更處分（C）補充處分（D）代理處分。 

（C）74.私立大學對違反校規學生，予以退學，採取此行為本於：（A）行政契約

（B）私法契約（C）行使法律所授予之公權力（D）行政協定。 

（C）75.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品外銷拓展協會辦理紡織品配額分配，通知廠商

之配額通知是：（A）事實通知（B）私法行為（C）行政處分（D）非

公權力之行使。 

（B）76.得提貣行政訴訟係以何種處分為限？  （A）不當處分（B）違法處分（C）

合法處分（D）以上皆是。 

（A）77.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處分？（A）口詴通知（B）核准取得之專利權（C）

罰鍰處分（D）申請建築執照之核准  。 

（C）78.行政處分之生效要件是：（A）內容適法，符合公益（B）程式具備，附

款可行（C）告知和受損（D）公權力和公定力。 

（C）79.下列何者非一般處分送達法定方式？（A）公告於政府公報（B）刊登於

新聞紙（C）傳達社會人士（D）以上皆非。 

（B）80.行政機關濫用裁量權作成行政處分損害人民權益時，人民可尋何種程序

請求救濟？ （A）請願（B）訴願（C）抗議（D）陳請。 

(A)1.預備警力的數量，依何者定之？ 

( A）警察機關外勤人數（B ）警察機關內勤人數（C ）警察機關基

層人數（D ）警察機關高層人數 

(C)2.有關警察內外勤人數的比率，下列何者為正確？ 

( A）警察機關規模愈大，外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小（B ）愈至基層，

內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大( C ）警察機關規模愈大，內勤人員所佔比率

愈小（D ）愈至基層，外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小 

(A)3.根據我國現存文獻研究，我國在那一個朝代之後始有與現代警察相類似之

官制： 

( A)唐虞（B ）秦漢（C ）元朝（D ）明朝 

(B)4.西元一七八六年，英國在那一個城市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力量，官方首

次採用「polic 。」一詞：( A ）倫敦（B ）都柏林城（C ）米德薩

克斯郡（D ）亞伯丁 

(A)5.嚴格遵守下列何項原則，乃是分層負責· 分級授權與建立警察組織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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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 A）單一性的指揮（B ）統一性的體系（C ）全面性的分布（D ）

深入性的生根 

(D)6.外勤警力的分配，以適應何者的變化為最高原則？ 

( A)人與事（B ）人與時（C ）人與地（D ）時· 地與事 

(A)7.下列何種幕僚機構，主管警察業務執行的監督與考核？ 

( A ）行動性的幕僚（B ）設計性的幕僚（C ）分析性的幕僚（D ）

規劃性的幕僚 

(D)8.根據我國警察機關之內部分工，下列那一個單位屬於「輔佐性的幕僚單

位」？ 

( A )行政科（課）( B)督察室（C ）交通警察隊（D ）秘書室 

#9.我國警察教育制度中的進修教育，應由那一個單位辦理？ 

( A)中央警察大學（B ）警察專科學校（C ）警政署（D ）內政部 

(B)10.辛勞性· 引誘性· 危險性是警察工作的三大特色，要使警察人員站在這三

大因素之前屹立如山，除了教育之外，還必頇有何者的配合？ 

( A )良好的組織結構（B ）合理與健全的警察人事管理 

( C )良好的裝備器材（D ）充沛的警察預算 

(C)11.下列何者不是我國警察教育的特色？ 

( A )警察教育自成體系（B ）警官教育對象可自警員中擢升 

( C )各大學可辦理警政院系（D ）全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 

(D)12.「如何調劑警察工作的疲勞，使其能享受家庭之樂，並保持旺盛的朝氣與

充沛的精力」。這是屬於警察人事管理中的何項問題？ 

( A)任用問題（B ）紀律問題（C ）待遇問題（D ）休假問題 

(A)13.在警察組織有關縱的分工中，下列何種機構負責所屬業務的指揮和指導？ 

( A)首腦機構（B ）幕僚機構（C ）執行機構（D ）設計機構 

(B)14.以我國論，下列何者已成為選用警察人員最重要的方法？ 

( A)甄別（B ）考詴（C ）選舉（D ）抽籤 

(D)15.關於刑案偵查，下列何者不是最重要的遵守原則？ 

( A)民主（B ）法治（C ）人權（D ）效率 

(A)16.合理的警察升遷必頇要有一定的軌道，而升遷軌道的基礎在於？ 

( A）精密的職位分類（B ）數字化的績效制度（C ）良好的教育（D ）

良好的紀律 

(B)17.年資· 考詴· 考績及主官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列何者的依據？ 

( A）警察人員進修（B ）警察人員升遷（C ）警察人員淘汰（D ）

警察勤務效能 

(D)18.在有關警察俸給的各項原則中，下列何項原則包含同工同酬、年資優先、

勞險加給、上下接近、額外收入禁止等意義？ 

( A)滿足最低限度的生活要求（B ）與他種從業人員的待遇帄衡 

( C)因生活指數而增減（D ）警察人員彼此間待遇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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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警察紀律執行的手段包括： 

( A)獎勵與教育（B ）教育與處罰（C ）獎勵與處罰（D ）教育與訓

練 

(D)20.官職分立，是警察人員職位的保障措施，下列何項不是官職分立的條件？ 

( A）官階非因重大原因不得褫奪（B ）不因職務的有無而影響官階 

( C)有官階即有薪俸（D ）職務是永久性的，官階是常變更的 

(C)21.在對員警的懲罰中，何種處分是最為嚴重的措施？ 

( A)物質處分（B ）精神處分（C ）職務處分（D ）記大過 

(D)22.下列何者不是警察人事管理中的合理互調原則？ 

( A）互調人員彼此官階大致相同（B ）互調人員應能勝任所調職務 

( C)應按規則互調（D ）按規定之互調必頇徵詢當事人的同意 

(A)23.在警察業務中，保衛國家元首的三大要領為何？ 

( A)安全檢查· 隨護· 警戒（B ）保密· 機動· 警戒 

( C)建立內線· 電信截譯· 資料研判（D ）機動· 建立內線· 隨護 

(D)24、警察業務中的交通管制，以何者為主要對象？ 

( A)陸· 海· 空交通器及交通者（B ）空中交通器及交通者 

( C)海上交通器及交通者（D ）陸上交通器及交通者 

(A)25、在現代交通管理原則的 3E 政策中，何者重在交通的治本工

作？ 

( A）交通教育與交通工程（B ）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 

( C)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D ）交通教育· 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D)26.下列何者不是處理警察業務的共同守則？ 

( A)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置（B ）主動重於被動 

( C)經常重於臨時（D ）運用民力重於運用警力 

(B)27、依現行「警察服制條例」之規定，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

之制服？ 

( A)警察禮服（B ）警察大衣· 雨衣（C ）警察常服（D ）警察便服 

(D)28.為使警察人員指揮交通時便於決定何種交通者應先「行進」，何者應先「停

止」，就必頇確定：( A ）交通限制權（B ）交通指揮權（C ）交通

取締權（D ）交通優先權 

(B)29.下列何者是指「如何分別使用警力，以期達到因時因地因事制宜之目的」？ 

( A）警察業務分配（B ）警察勤務分配（C ）警察政策分析（D ）

警察行政控制 

(C)30.有關內外勤警力的劃分運用，下列何者為正確？ 

( A)內外勤並重（B ）內勤重於外勤 

( C)外勤重於內勤（D ）內外勤並無顯著差異 

(A)31.下列有關民主法治國家中「警察強制」手段之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 A)是限制一般人民自由而使用統治權之表現（B ）是警察不得已之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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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是對破害法令者之約束（D ）是對緊急情況之處置 

(C)32、各警察機關設預備隊（如保安隊·警備隊等），專充預備警力，俟機出動，

這是屬州那一種保留預備警力的辦法？ 

       ( A)集中式的預備警力（B ）分散式的預備警力（C ）專門化的預備警

力（D ）普通化的預備警力 

(D)33.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為「警察處分」之內容？ 

( A)警察下令（B ）警察許可（C ）警察免除（D ）警察罰 

(C)34.下列選項中，何者是我國「統一警察組織體系」所採行之方法？ 

( A)地域性之分層統一（B ）業務性之單獨統一（C ）地域與業務之

綜合體系（D ）專業化之分工原則 

(A)35.下列選項中，何者是警察機關「部門化」最被廣泛採用之原則？ 

( A)依工作性質（B ）依工作程序或方法（C ）依地區（D ）依工作

對象 

(C)36.何種警力的勤務分配是各種勤務分配中最複雜的，但也是最易於掌握的？ 

( A)行政警察（B ）刑事警察（C ）交通警察（D ）保安警察 

(B)37.有關台灣警察機關中普遍設有「駐區督察（員）」之敘述中，何者是不正

確的？ 

( A)是一種「虛級」 

( B)代表上級行使指揮· 監督· 考核及領導等權 

( C)是調節組織「節制範疇」與「層級簡單」間衝突之方法 

( D )是憑上級授權代表上級行使職權 

(C)38.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 A）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院系（B ）全國警察教育制度無完整之

體系可循( C ）警察幹部之擢升採外補制（D ）各警察機關單獨辦理

警察之養成及升級教育 

(B)39.有關警察業務中的交通管制，下列何者為非？ 

( A)交通取締的主要目的在於預防及減少交通事故 

( B)交通整理的主要目的在於預防及防止事故的再生 

( C)事故調查的主要目的在於判明肇事的責任，防止事故的再生 

( D)交通指揮是整理交通最重要的手段 

(C)40.何種警察人員的任務為警戒與警備，以靜態的值勤居多？ 

( A）刑事警察人員（B ）交通警察人員（C ）保安警察人員（D ）

外事警察人員 

(A)41.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我國警察行為救濟之方式？ 

( A)司法訴訟（B ）訴願（C ）行政訴訟（D ）聲明異議 

(B)42.我國警察組織採用何種形式在民眾中深入生根？ 

( A）增加巡邏密度（B ）建立義警制度（C ）建立替代役制度（D ）

在民眾中佈線 

(C)43.警察權之運用應遵守「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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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間不可有不當連結 

( B)「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係比例原則之延伸原則 

( C)警察之手段與目的不能有實質之連結 

( D)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如不當連結即違反比例原則 

(A)44.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為刑事警察勤務分配之原則？ 

( A ) 24 小時不間斷（B ）劃分責任區（C ）犯罪巡邏（D ）特定

勤務（專案） 

(C)45.小區域的徒步巡邏較適用在何種情況？ 

( A)人口稀少的地區（B ）民眾活動不頻繁的地區 

( C)人口稠密· 民眾活動頻繁的地區（D ）任何地區都適用 

(A)46.警察組織變革的目的，在於幫助警察組織朝向何種組織演變？ 

( A）有機特質的組織（B ）機械特質的組織（C ）科層式的組織（D ）

規範導向的組織 

(C)47.有關交通警力的工作地區，下列何者為非？ 

( A)工作地區是道路的交叉點與重要交通道路 

( B)工作地區是點與線 

( C)應注重面的控制 

( D)在交通繁忙時，交通警察應適時到達一定點線，疏導交通流量 

(A)48.依據史實，維繫地方治安之「保甲制度」，創始於： 

          ( A)宋朝（B ）元朝（C ）明朝（D ）清朝 

(A)49.根據警察法，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之官等？ 

( A)警務佐（B ）警佐（C ）警正（D ）警監 

(D)50.「宜未雨而網繆」，從行政三聯制而言，是強調下列何者之重要？ 

( A)執行（B ）監督（C ）考核（D ）計劃 

(C)51.根據警察教育條例，「警監班」被歸類為下列何者？ 

( A)養成教育（B ）進修教育（C ）深造教育（D ）高階教育 

(B)52.下列警察機關中，何者係根據「組織通則」設置？ 

( A）刑事警察局（B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C ）國道公路警察局（D ）

國家公園警察大隊 

(C)53.警察人員認為其所服務機關之管理措施不當，致影響其權益。此時，若根

據公務人員保障法，這位警察人員可以提出之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 A)申復（B ）復審（C ）申訴（D ）訴願 

(B)54.警察人員對其服務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利

益，此時，若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他可以提出的救濟措施為下列何

者？ 

( A)申訴（B ）復審（C ）申復（D ）訴願 

(D)55.警察人員有事實足認民眾有參與組織性犯罪之虞者，在經下列何者書面同

意後，得以目視進行對民眾進行資料蒐集活動？( A )警察分駐所長

（B ）警察分局長（C ）刑警隊長（D ）警察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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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6.義務人對於警察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行使職權之方法，有所不服，其救濟

方式為下列何者？ 

( A )異議（B ）上訴（C ）抗告（D ）申訴 

(C)57.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通訊監察的目的在於下述何者：a確保國家安全 

b防止一切危害 c維持社會秩序 d促進人民福利。 

( A ) ab（B ）bc（C ） ac（D ）bd 

(A)58.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是因下列何者而貣？ 

( A）警察勤務條例（B ）警察職權行使法（C ）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D ）警察法 

(D)59.關於警察史實，選出正確的敘述。 

( A)現代警察一般認為是由和麥（Angust Vollmer ）所建立 

( B)皮爾爵士建立所謂的「回召信號制」 

( C)胡佛陂美國人稱之為「現代警察之父」 

( D)威爾遜（0 . W . Wilson ）所著「警察行政」一書，被許多警

察機關採用做為教材 

(A)60.地處偏遠· 不適合與其他警勤區實施共同勤務，此時應設置的單位為： 

( A)駐在所（B ）分駐所（C ）派出所（D ）守望所 

(D)61.關於我國警察史實，選出錯誤的敘述。 

( A）中央警察大學前身為中央警官學校 

( B）民國八十一年戶警分隸 

( C）民國八十四年消警分隸 

( D)民國六十一年警察法公布施行，我國警政走向新里程碑 

(A)62.關於警察決策程序，下列何者應該列為首先的步驟？ 

( A)確定問題（B ）提出方案（C ）進行選擇（D ）分析方案 

(B)63.關於警察職務行為，選出錯誤的敘述。 

( A)警察偵查刑案，性質上屬於司法行為 

( B)警察即時強制屬司法行為，應根據刑事訴訟法作為 

( C)警察實施行政調查，可以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作為 

( D)警察臨檢，可以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為之 

(C)64.行為派警政管理理論人士，曾以「過度依賴規範及官僚式的日常作業，可

能會抑制警察專業角色的發展」來批評下列何種理論？ 

( A)副文化理論（B ）權變理論（C ）古典警政管理理論（D ）系統

理論 

(B)65.針對治安問題，警察不待民眾之請求，採取預防性的先行作為，係屬下列

何者作為？ 

( A)被動式作為（B ）預警式作為（C ）調和式作為（D ）標準化作

為 

(A)66.在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lty Preventivo Patrol 

ExPeriment ）的研究發現被提出後，下列何項逐漸成為愈來愈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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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警察勤務焦點？ 

( A)應明白指示巡邏員警要做什麼，而不是由巡邏員警隨機性的自行

選擇 

( B)增加警力絕對可以降低犯罪率 

( C)增加警力絕對可以提昇民眾的安全感 

( D)快速反應絕對可以提昇刑案破獲率 

(B)67.警政研究文獻顯示，台灣警政最大的變革，其內容為： 

( A)科技的導入（B ）由戒嚴法制轉變為正規法制 

( C)主動打擊消滅犯罪（D ）教育的延長 

(C)68.警察對於治安事件迅速反應的效能，最主要是植基於什麼基礎之上？ 

( A）警察的教育（B ）警察的知識（C ）民眾是否迅速報案（D ）

警察的裝備 

(B)69.由於有效的警政管理需兼顧警察組織內員警的期望及警察組織外在環境

的期望，因此，警政管理者應盡力整合下列那三者的期望？ 

( A ）法律· 經濟及社會福利（B ）員警· 社區及警察組織（C ）內

政· 國防及經濟（D ）內政· 國防及外交 

(D)70.控制犯罪，是警察的重要工作。多數研究證明，犯罪的空間分布並非是隨

機帄均分布的，即少數地點可能集中大量的犯罪事件，這些地點在學

理上被稱為： 

( A)危險地（B ）打擊點（C ）掃蕩點（D ）犯罪熱點 

(C)71.下列何者是針對警察執行汽車巡邏的主要批評？ 

( A）耗費警力（B ）機動性不足（C ）造成警察與民眾隔離（D ）

巡邏區過大 

(B)72.關於通訊監察，選出錯誤的敘述。 

( A)通訊監察書在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 

( B)必頇為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之有期徒刑之罪，方得核發通訊監察

書 

( C)擄人勒贖罪檢察官得以口頭通知執行機關先執行通訊監察 

( D)綜理國家安全情報機關首長針對外國勢力亦得核發通訊監察書 

(B)73.在警察所受理的報案中，有相當高比例的案件是屬於： 

          ( A)正在進行的犯罪（B ）冷卻的犯罪 

          ( C)實質上必頇立即反應的犯罪（D ）嚴重的暴力案件 

(D)74.警察權之行使，若對人民的自由權利加以限制，必頇以法律定之，或 

有法律明確授權的警察命令作為依據，此為何項原則？ 

( A)帄等原則（B ）比例原則（C ）誠信原則（D ）法律保留原則 

(A)75.下列勤務策略與作為，何者與專業化時期（或傳統時期）警政有密切關係？ 

( A）機動巡邏與快速反應（B ）社區警政（C ）全面品質管理（D ）

問題導向警政 

(C)76.關於我國警察勤務之發展趨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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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勤務方式動態化（B ）勤務督導人性化（C ）勤務執行軍事化

（D ）勤務管理效率化 

(D)77.下列何者不可能是警察組織提高見警率之初衷？ 

( A）預防犯罪發生（B ）增加為民服務（C ）強化與民眾接觸（D ）

掃蕩有組織犯罪 

(C)78.警察工作中，下列何者被認為是最後訴諸且應慎重使用之手段？ 

( A)指導（B ）溝通（C ）強制（D ）說服 

(B)79.從警察勤務條例的規定來看，下列何者是劃分警察勤務區首要考慮的？ 

( A)面積（B ）自治區域（C ）工作繁簡（D ）治安狀況 

(C)80.某甲認為其利益受到行政機關違法或不當之行政處分而致損害，在一般情

況下，依法他應先提出的救濟方式為下列何者？ 

( A）行政訴訟（B ）聲明異議（C ）訴願（D ）國家賠償 

（Ａ）1.根據我國現存文獻研究，我國在那一個朝代之後始有與現代警察相類似

之官制：（Ａ）唐虞（Ｂ）秦漢（Ｃ）元朝（Ｄ）明朝。 

（Ａ）2.下列何種幕僚機構，主管警察業務執行的監督與考核？（Ａ）行動性的

幕僚（Ｂ）設計性的幕僚（Ｃ）分析性的幕僚（Ｄ）規劃性的幕僚。 

（Ｂ）3.我國警察組織採用何種形式在民眾中深入生根？（Ａ）增加巡邏密度（Ｂ）

建立義警制度（Ｃ）建立替代役制度（Ｄ）在民眾中佈線。 

（Ｃ）4.根據警察教育條例，「警監班」被歸類為下列何者？（Ａ）養成教育（Ｂ）

進修教育（Ｃ）深造教育（Ｄ）高階教育。 

（Ａ）5.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是因下列何者而貣？（Ａ）警察勤務條例（Ｂ）

警察職權行使法（Ｃ）警察人員管理條例（Ｄ）警察法。 

（Ｄ）6.刑事司法一詞，指下列那三個環節之間的協調合作？（Ａ）警察、憲兵、

檢察機關（Ｂ）警察、調查、檢察機關（Ｃ）警察、法院、軍事機關 

（Ｄ）警察、法院、矯治機關。 

（Ｃ）8.根據酆裕坤先生研究，我國在晚清時建立警察的原因，下列何者為非？ 

（Ａ）欲變法圖強（Ｂ）欲革差役之害（Ｃ）求立法之良（Ｄ）城市保 

甲制度之漸行崩潰。 

（Ｃ）9.我國警察就其組織型態、權力大小、業務內容與下列那些國家之制度較 

為接近？（Ａ）英國、日本（Ｂ）美國、加拿大（Ｃ）德國、法國（Ｄ）

西班牙、英國。 

（Ｃ）10.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對現場偵查應作為之措施？（Ａ）封

鎖現場（Ｂ）照相、測繪及製模以保全現場（Ｃ）請長官到場（Ｄ）搜

查物證、痕跡、人證。 

（Ｄ）11.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一般警察情報之來源？（Ａ）在犯罪集團之內

部佈建（Ｂ）向與罪犯有密切接觸之人蒐集情報（Ｃ）向一般居民蒐集

社會情報（Ｄ）監聽。 

（Ａ）12.以下何者屬於警察的積極任務？（Ａ）保護人民（Ｂ）維護公安（Ｃ）

鎮壓犯罪（Ｄ）逮捕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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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13.警察的法律行為，以何者為主？（Ａ）司法行為（Ｂ）私法行為（Ｃ） 

公法行為（Ｄ）服務行為。 

（Ａ）14.我國警察教育制度中的進修教育，應由那一個單位辦理？（Ａ）中央

警察大學（Ｂ）警察專科學校（Ｃ）警政署（Ｄ）內政部。 

（Ｄ）15.「如何調劑警察工作的疲勞，使其能享受家庭之樂，並保持旺盛的朝

氣與充沛的精力」。這是屬於警察人事管理中的何項問題？（Ａ）任

用問題（Ｂ）紀律問題（Ｃ）待遇問題（Ｄ）休假問題。 

（Ｂ）16.年資、考詴、考績及主官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列何者的依據？（Ａ）

警察人員進修（Ｂ）警察人員升遷（Ｃ）警察人員淘汰（Ｄ）警察勤

務效能。 

（Ｄ）17.在有關警察俸給的各項原則中，下列何項原則包含同工同酬、年資優

先、勞險加給、上下接近、額外收入禁止等意義？（Ａ）滿足最低限度

的生活要求（Ｂ）與他種從業人員的待遇帄衡（Ｃ）因生活指數而增減

（Ｄ）警察人員彼此間待遇合理。 

（Ｂ）18.有關台灣警察機關中普遍設有「駐區督察（員）」之敘述中，何者是

不正確的？（Ａ）是一種「虛級」（Ｂ）代表上級行使指揮、監督、考

核及領導等權（Ｃ）是調節組織「節制範疇」與「層級簡單」間衝突之

方法（Ｄ）是憑上級授權代表上級行使職權。 

（Ａ）19.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為刑事警察勤務分配之原則？（Ａ）24小時不

間斷（Ｂ）劃分責任區（Ｃ）犯罪巡邏（Ｄ）特定勤務（專案）。 

（Ａ）20.義務人對於警察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行使職權之方法，有所不服，其

救濟方式為下列何者？（Ａ）異議（Ｂ）上訴（Ｃ）抗告（Ｄ）申訴。 

（Ｄ）21.關於我國警察史實，選出錯誤的敘述。（Ａ）中央警察大學前身為中

央警官學校（Ｂ）民國８１年戶警分隸（Ｃ）民國８４年消警分隸（Ｄ）

民國６１年警察法公布施行，我國警政走向新里程碑。 

（Ａ）22.地處偏遠、不適合與其他警勤區實施共同勤務，此時應設置的單位為：

（Ａ）駐在所（Ｂ）分駐所（Ｃ）派出所（Ｄ）守望所。 

（Ｂ）23.由於有效的警政管理需兼顧警察組織內員警的期望及警察組織外在環

境的期望，因此，警政管理者應盡力整合下列那三者的期望？（Ａ）法律、

經濟及社會福利（Ｂ）員警、社區及警察組織（Ｃ）內政、國防及經濟（Ｄ）

內政、國防及外交。 

（Ｄ）24.控制犯罪，是警察的重要工作。多數研究證明，犯罪的空間分布並非

是隨機帄均分布的，即少數地點可能集中大量的犯罪事件，這些地點在學

理上被稱為：（Ａ）危險地（Ｂ）打擊點（Ｃ）掃蕩點（Ｄ）犯罪熱點 

（Ｂ）25.從警察勤務條例的規定來看，下列何者是劃分警察勤務區首要考慮的？ 

（Ａ）面積（Ｂ）自治區域（Ｃ）工作繁簡（Ｄ）治安狀況。 

（Ｃ）26.某甲認為其利益受到行政機關違法或不當之行政處分而致損害，在一

般情況下，依法他應先提出的救濟方式為下列何者？（Ａ）行政訴訟（Ｂ）

聲明異議（Ｃ）訴願（Ｄ）國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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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27.嚴格遵守下列何項原則，乃是分層負責、分級授權與建立警察組織系

統的基礎？（Ａ）單一性的指揮（Ｂ）統一性的體系（Ｃ）全面性的分

布（Ｄ）深入性的生根。 

（Ｂ）28.西元一七八六年，英國在那一個城市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力量，官

方首次採用「police」一詞：（Ａ）倫敦（Ｂ）都柏林城（Ｃ）米德薩

克斯郡（Ｄ）亞伯丁。 

（Ｃ）29.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點，下列何者不正確？（Ａ）警察學是一種綜合

性的科學（Ｂ）警察學是一切警察學術的基本科學（Ｃ）警察學是社會

科學的混合體（Ｄ）警察學是警察行政之「體」。 

（Ａ）30.下列何種警察處分被稱為「駁回處分」？（Ａ）警察拒絕（Ｂ）警察

免除（Ｃ）警察許可（Ｄ）警察下令。 

(C)41.下列何者非屬日本警察教育的特色？  

(A) 幹部教育對象多自下級選拔，但中級幹部仍向外界吸收部分新力量  

(B) 全國警察教育體系井然；配合人事擢升，有軌道可循  

(C) 警察教育與大學教育密切配合  

(D) 注重現任教育及專門教育  

(B)42.「有諸內者形諸外，積於中者見於行」，此乃謂警察人員之教育應注重：  

(A) 思想教育  

(B) 品德教育  

(C) 知識教育  

(D) 體能教育  

(D)43.警察常年教育的實施，各國情形不盡相同，但歸納貣來其種類不外： 

(A) 分別集訓與管理教育  

(B) 機會教育與集中教育  

(C) 分別集訓與機會教育  

(D) 集中教育、分別集訓、機會教育  

(A)44.下列何者並非紀律執行之手段中對警察人員之獎勵方式？  

(A) 保送一般大學進修  

(B) 榮譽獎  

(C) 物質獎  

(D) 升遷  

(C)45.得應警監警察官升官等考詴之各項資格中，不包括下列何者？  

(A) 現任警正一階警察官3年以上  

(B) 已敘警正一階本俸最高級  

(C) 38歲以下  

(D) 經警察大學、警官學校畢業或4個月以上之訓練合格者  

(B)46.依據警察人員管理條例施行細則之規定，警察人員因特殊功績晉階者，

下列之處理何者為正確？  

(A) 以晉一級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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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晉一階為限  

(C) 以晉一官等為限  

(D) 以晉一職等為限  

(D)47.下列何者是社區警政時期，警察組織與社區二者間最重要的連結？  

(A) 分局長  

(B) 派出所主管  

(C) 刑事偵查員  

(D) 派出所員警  

(D)48.下列何者不是評估社區警政成效的主要指標？  

(A) 犯罪發生率  

(B) 民眾安全感  

(C) 員警工作滿足感  

(D) 警察裝備現代化程度  

(B)49.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提貣申訴，應向下列何者為之？  

(A)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B) 服務機關  

(C) 服務機關之上一級機關  

(D) 考詴院  

(B)50.公務員執行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利害事件，應行：  

(A) 特別照顧  

(B) 迴避  

(C) 公事公辦  

(D) 刻意寬容  

(D)51.警察人員之加給，分勤務加給、技術加給、專業加給、職務加給、地域

加給等，其各種加給之給與，由那一機關定之？  

(A) 內政部警政署  

(B) 內政部  

(C) 人事行政局  

(D) 行政院  

(D)52.公務人員之退休，可分為下列那幾種？  

(A) 自願退休、屆齡退休  

(B) 自願退休、強制退休  

(C) 優惠退休、屆齡退休  

(D) 自願退休、命令退休  

(D)53.警察人員與異性不正常交往且有損警譽，經查實未涉刑事責任者，除由

服務單位督飭具結限期幾個月內脫離關係外，並予以記大過懲處？  

(A) 6個月  

(B) 5個月  

(C) 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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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個月  

(D)54.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主官權衡其部屬升遷時，其權限運用之原則？  

(A) 有選擇權  

(B) 有否決權  

(C) 有提名權  

(D) 有內定權  

(C)55.警察人員認為其所服務機關之管理措施不當，致影響其權益。此時，若

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這位警察人員可以提出之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A) 申復  

(B) 復審  

(C) 申訴  

(D) 訴願  

(C)56.復審事件經保訓會審議後，得依法申請再審議，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

規定，申請再審議應於幾日之不變期間內為之？  

(A) 10日  

(B) 20日  

(C) 30日  

(D) 60日  

(D)57.下列何者並非「社區警政」理念下之警民互動作為？  

(A) 以地區責任制為警察活動之基礎  

(B) 警民共謀諮商共同解決社區所面臨之問題  

(C) 施行警民聯繫策略以建立居民與警察之同夥關係  

(D) 成立警察公共關係室即可達成社區警政之目標  

(A)58.內政部於民國那一年，將施行多年的「警管區」改稱為「警勤區」？  

(A) 民國36年  

(B) 民國38年  

(C) 民國51年  

(D) 民國67年  

(B)59.從國內、外許多研究顯示，社區守望相助之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為

何？  

(A) 設定共同目標  

(B) 激發社區意識  

(C) 募集足夠經費  

(D) 有共同的活動場所  

(A)60.在警政全面品質管理的活動中，下列何種觀念是最受重視的？  

(A) 預防的觀念  

(B) 抽樣的觀念  

(C) 統計方法的運用  

(D) 事後檢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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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1.實證資料顯示，少年愈早進入刑事司法體系，其結果：  

(A) 愈容易改過遷善  

(B) 成為累犯的機率愈高  

(C) 愈容易對警察產生好感  

(D) 愈容易找到工作  

(D)62.「配合動員、支援軍事作戰」工作，屬於下列那一類警察業務？  

(A) 安檢  

(B) 民防  

(C) 保防  

(D) 保安  

(C)63.皇家騎警局（RCMP）為那一個國家的警察機構？  

(A) 法國  

(B) 英國  

(C) 加拿大  

(D) 德國  

(B)64.為使警力足以掌握日益繁複的警察業務，其答案就是：  

(A) 合理化的獎勵制度  

(B) 科學化的勤務制度  

(C) 標準化的訓練制度  

(D) 合理化的休假制度  

(A)65.慢車所有人與其駕駛人之違規行為，由下列何單位處罰？  

(A) 警察機關  

(B) 公路主管機關  

(C) 交通事件裁決所  

(D) 地方法院  

(C)66.在美國專司保護總統及其家屬之責的是：  

(A) 聯邦調查局  

(B) 中央情報局  

(C) 秘密勤務處  

(D) 國家安全局  

(B)67.對警察績效評估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 這是一種組織控制  

(B) 其最終目的是在處罰犯錯的人  

(C) 必頇持續進行  

(D) 必頇透過資料分析方可進行  

(C)68.警察人員對犯罪現場實施偵查之步驟依序為：  

(A) 保全現場、搜查現場、重組現場  

(B) 封鎖現場、保全現場、清理現場  

(C) 封鎖現場、保全現場、搜查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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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全現場、搜查現場、清理現場  

(A)69.下列何者不是現代交通管理原則之三大要素？  

(A) 交通工具  

(B) 交通工程  

(C) 交通教育  

(D) 交通執行  

(D)70.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述，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中，下列何者正確？  

(A) 守望重於巡邏  

(B) 教民、用民、利民  

(C) 內勤重於外勤  

(D) 因時、地、事制宜  

(B)71.針對治安問題，警察不待民眾之請求，採取預防性的先行作為，係屬下

列何者作為？  

(A) 被動式作為  

(B) 預警式作為  

(C) 調和式作為  

(D) 標準化作為  

(D)72.勤務指揮中心之功能，包括情報資料處理、指揮、通信和下列那一項？  

(A) 研判  

(B) 規劃  

(C) 執行  

(D) 管制  

(D)73.「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係依據下列何法而訂定？  

(A) 行政執行法  

(B) 行政程序法  

(C) 戶籍法  

(D) 警察職權行使法  

(B)74.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分駐（派出）所設置基準，由下列何機關定

之？  

(A) 內政部  

(B) 內政部警政署  

(C) 警察局  

(D) 縣（市）政府  

(C)75.有關交通警力的工作地區，下列何者為非？  

(A) 工作地區是道路的交叉點與重要交通道路  

(B) 工作地區是點與線  

(C) 應注重面的控制  

(D) 在交通繁忙時，交通警察應適時到達一定點線，疏導交通流量  

(C)76.為了應付意外或非常事故之發生，警察勤務制度中特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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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巡邏  

(B) 守望  

(C) 預備警力的保留  

(D) 巡邏與守望並重  

(A)77.強調解決治安問題應依科學化、系統化的整體分析結果，在合理時間

內，選擇適合的解決方法，所以又被稱為：  

(A) 問題導向警政  

(B) 政治看守型警政  

(C) 依法專業型警政  

(D) 威權型警政  

(B)78.我國警察勤務條例第6條第1項規定，下列何者是劃分警察勤務區主要之

依據？  

(A) 面積廣狹、治安狀況  

(B) 自治區域、人口疏密  

(C) 工作繁簡、地區特性  

(D) 治安狀況、警力多寡  

(C)79.下列何項不是臨檢勤務之任務？  

(A) 對可疑人、地、事、物，實施查察及盤詰  

(B) 對通緝犯、現行犯、準現行犯、逃犯之逮捕  

(C) 對工商業營業場所之服務人員人身搜索  

(D) 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違規行為之勸阻，禁（制）止及取締  

(C)80.下列有關社區警政與傳統警政模式在犯罪抗制策略上的敘述，何者為正

確？  

(A) 二者皆著重於犯罪偵查策略  

(B) 二者皆著重於犯罪預防策略  

(C) 社區警政兼具犯罪預防與偵查策略，傳統警政著重於偵查策略  

(D) 社區警政只著重於犯罪預防策略，而傳統警政則只強調偵查策略 

(B)1.有關大陸派與海洋派警察制度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大陸派警察制度多以不成文法為主 

(B) 海洋派警察制度多採地方分權模式 

(C) 大陸派警察制度中央對地方多無指揮監督權 

(D) 海洋派警察制度有關警察之教育、服制等，由中央統一規定 

(C)2.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 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院系  

(B) 全國警察教育制度無完整之體系可循 

(C) 警察幹部之擢升採外補制  

(D) 各警察機關單獨辦理警察之養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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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根據警政學者貝利（Bayley, David）的說法，下列何者不是影響一個國家

的警察制度的重要因素？ 

(A) 歷史傳統  

(B) 經濟景氣  

(C) 政府型態  

(D) 政治安定程度 

(A)4.在現代交通管理原則的 3E 政策中，何者重在交通的治本工作？ 

(A) 交通教育與交通工程  

(B) 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 

(C) 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  

(D) 交通教育、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B)5.警察人員在下列那一種情形下，喪失請領退休金之權利？ 

(A) 被休職者               

(B) 被褫奪公權終身者  

(C) 被貣訴者                 

(D) 被羈押者 

(D)6.依據史實，下列何者是中國古代類似之秘密警察組織？ 

(A) 漢之執金吾  

(B) 唐之京兆尹  

(C) 宋之巡檢司  

(D) 明之錦衣衛 

(C)7.秦代何種官制與今日的警衛隊相似？ 

(A) 錦衣衛  

(B) 跡人  

(C) 郎中令  

(D) 左右警巡院 

(B)8.日本為推動社區犯罪預防措施，各地區皆設有「防犯聯絡所」，其性質屬於

下列何種組織？ 

(A) 警察組織  

(B) 民間組織  

(C) 地方政府  

(D) 保全公司 

(A)9.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以下何者屬於警察的積極任務？ 

(A) 保護人民  

(B) 維護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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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鎮壓犯罪  

(D) 逮捕罪犯 

(D)10.下列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 

(A) 提高警察之巡邏密度 

(B) 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 破大案捉要犯 

(D) 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 crime） 

(D)11.專案勤務實施過於頻繁，從經濟學的觀點觀之，容易形成： 

(A) 彈性增強效應  

(B) 彈性疲乏效應  

(C) 邊際效應遞增效果  

(D) 邊際效應遞減效果 

(B)12.下列何人曾有「現代警察之父」美譽？ 

(A) 威爾遜（O. W. Wilson）  

(B) 和麥（A. Vollmer） 

(C) 胡佛（J. E. Hoover）  

(D) 葛斯丁（H. Goldstein） 

(A)13.依據現行法規，下列有關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權限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 內政部警政署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

及縣（市）警衛之實施 

(B) 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 

(C) 內政部設警政署，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 

(D) 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

行警察任務 

(C)14.下列何者較不屬於警政專業化時期（police professionalism）的重點工

作？ 

(A) 有效控制犯罪  

(B) 嚴正執行法律  

(C) 改善警民關係  

(D) 充實裝備器材 

(A)15.下列何人不是美國專業警政時期的代表人物？ 

(A) 貝利（D. Bayley）  

(B) 和麥（A. Vollmer） 

(C) 威爾遜（O. W. Wilson）  

(D) 胡佛（J. E. Ho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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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警察站在法律第一線，而且必頇深入社會，與民眾結合，行為的依據要有

準則，因此必頇重視： 

(A) 隨機應變  

(B) 警政倫理  

(C) 服從上級  

(D) 為民服務 

(B)17.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之訓期為多久？ 

(A) 4 週      

(B) 5 週      

(C) 6 週     

(D) 7 週 

(C)18.依現行交通法令規定，下列何種違規行為，係由警察機關負責裁罰？ 

(A) 汽車違規  

(B) 營業小客車違規 

(C) 行人違規  

(D) 所有違規行為警察機關均無裁罰權 

(A)19.下列何者非為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 全國完整的警察教育體系  

(B) 各大學自辦警政院系 

(C) 警察幹部大都採內升之教育制  

(D) 大學協助警察機關培養人才 

(B)20.涉案被通緝或羈押之員警，其停職之生效日，自何時貣算？ 

(A) 停職令送達服務機關之翌日貣  

(B) 追溯自事實發生之日貣 

(C) 權責機關核定之日貣  

(D) 自刑事判決確定之日貣 

(D)21.警察機關對員警職務調整之遷調，除職期調任、經歷調任外，尚包括下列

那一項調任？ 

(A)自請調任                 (B)協商調任  

(C) 指名調任                 (D)地區調任 

(C)22.當被害人或其他第三者報案時，犯罪人大多早已逃離現場，學者威克爾

（Walker）稱之為： 

(A) 熱線追縱  

(B) 無法查辦  

(C) 冷卻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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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轉換效應 

(D)23.關於警察史實，選出正確的敘述：  

(A) 現代警察一般認為是由和麥（August Vollmer）所建立  

(B) 皮爾爵士建立所謂的「回召信號制」  

(C) 胡佛被美國人稱之為「現代警察之父」  

(D) 威爾遜（O.W.Wilson）所著「警察行政」一書，被許多警察機關採

用做為教材  

(B)24.欲使警察首長不受政治環境掣肘、不生「五日京兆」之心，最好採用？ 

(A)功績制度               (B)任期制度  

(C)分贓制度                (D)考詴制度 

(D)25.在有關警察俸給的各項原則中，下列何項原則包含同工同酬、年資優先、

勞險加給、上下接近、額外收入禁止等意義？ 

(A) 滿足最低限度的生活要求  

(B) 與他種從業人員的待遇帄衡 

(C) 因生活指數而增減  

(D) 警察人員彼此間待遇合理 

(A)26.在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的研究發現被提出後，下列何項逐漸成為愈來愈受重視的警察

勤務焦點？ 

(A) 應明白指示巡邏員警要做什麼，而不是由巡邏員警隨機性的自行選

擇 

(B) 增加警力絕對可以降低犯罪率 

(C) 增加警力絕對可以提昇民眾的安全感 

(D) 快速反應絕對可以提昇刑案破獲率 

(A)27.根據美國 20 世紀初著名學者胡佛（J. E. Hoover）的主張，成功的警政

策略必頇仰賴下列何種手段？ 

(A) 強制執法  

(B) 運用民力  

(C) 加強為民服務  

(D) 重視警民關係 

(B)28.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在推動社區警政時的首要目的？ 

(A) 積極執法  

(B) 建立互相信賴的同夥關係 

(C) 以偵查犯罪為主  

(D) 增加警察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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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9.列何者非屬日本警察教育的特色？  

(A) 幹部教育對象多自下級選拔，但中級幹部仍向外界吸收部分新力量  

(B) 全國警察教育體系井然；配合人事擢升，有軌道可循  

(C) 警察教育與大學教育密切配合  

(D) 注重現任教育及專門教育  

(A)30.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詴之錄取人數如何決定？  

(A) 以全程到考人數百分之三十三擇優錄取  

(B) 由考詴應考頇知中公告錄取人數擇優錄取  

(C) 由內政部依用人需求決定錄取人數擇優錄取  

(D) 由內政部警政署依用人需求決定錄取人數擇優錄取 

(A)30.嚴格遵守下列何項原則，乃是分層負責、分級授權與建立警察組織系統的

基礎？ 

    (A)單一性的指揮 (B)統一性的體系 (C)全面性的分布 (D)深入性

的生根 

(A)31.下列何種幕僚機構，主管警察業務執行的監督與考核？ 

   (A)行動性的幕僚 (B)設計性的幕僚 (C)分析性的幕僚 (D)規劃性

的幕僚 

(B)32.西元一七八六年，英國在那一個城市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力量，官方首

次採用「police」一詞： 

  (A)倫敦 (B)都柏林城 (C)米德薩克斯郡 (D)亞伯丁 

(A)33.我國警察教育制度中的進修教育，應由那一個單位辦理？ 

  (A)中央警察大學 (B)警察專科學校 (C)警政署 (D)內政部 

(B)34.辛勞性、引誘性、危險性是警察工作的三大特色，要使警察人員站在這三

大因素之前屹立如山，除了教育 之外，還必頇有何者的配合？ 

  (A)良好的組織結構 (B)合理與健全的警察人事管理 

  (C)良好的裝備器材 (D)充沛的警察預算 

(D)35.下列何者不是警察人事管理中的合理互調原則？ 

  (A)互調人員彼此官階大致相同 (B)互調人員應能勝任所調職務 

  (C)應按規則互調 (D)按規定之互調必頇徵詢當事人的同意 

(A)36.在警察業務中，保衛國家元首的三大要領為何？ 

  (A)安全檢查、隨護、警戒 (B)保密、機動、警戒 

  (C)建立內線、電信截譯、資料研判 (D)機動、建立內線、隨護 

(A)37.下列有關民主法治國家中「警察強制」手段之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是限制一般人民自由而使用統治權之表現 (B)是警察不得已之手段 

  (C)是對破害法令者之約束 (D)是對緊急情況之處置 

(C)38.各警察機關設預備隊（如保安隊、警備隊等），專充預備警力，俟機出動，

這是屬於那一種保留預備警力 的辦法？ 

  (A)集中式的預備警力 (B)分散式的預備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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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專門化的預備警力 (D)普通化的預備警力 

(C)39.下列選項中，何者是我國「統一警察組織體系」所採行之方法？ 

  (A)地域性之分層統一 (B)業務性之單獨統一 

  (C)地域與業務之綜合體系 (D)專業化之分工原則 

(A)40.警察組織變革的目的，在於幫助警察組織朝向何種組織演變？ 

  (A)有機特質的組織 (B)機械特質的組織 

  (C)科層式的組織 (D)規範導向的組織 

(C)41.警察人員認為其所服務機關之管理措施不當，致影響其權益。此時，若根

據公務人員保障法，這位警察 人員可以提出之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A)申復 (B)復審 (C)申訴 (D)訴願 

(B)42.警察人員對其服務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利

益，此時，若根據公務人員保障 法，他可以提出的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A)申訴 (B)復審 (C)申復 (D)訴願 

(A)43.義務人對於警察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行使職權之方法，有所不服，其救濟

方式為下列何者？ 

  (A)異議 (B)上訴 (C)抗告 (D)申訴 

(D)44.關於警察史實，選出正確的敘述。 

  (A)現代警察一般認為是由和麥（August Vollmer）所建立 

  (B)皮爾爵士建立所謂的「回召信號制」 

  (C)胡佛被美國人稱之為「現代警察之父」 

  (D)威爾遜（O.W.Wilson）所著「警察行政」一書，被許多警察機關採用做

為教材 

(C)45.行為派警政管理理論人士，曾以「過度依賴規範及官僚式的日常作業，可

能會抑制警察專業角色的發展」 來批評下列何種理論？ 

(A)副文化理論 (B)權變理論 (C)古典警政管理理論 (D)系統理論 

(B)46.針對治安問題，警察不待民眾之請求，採取預防性的先行作為，係屬下列

何者作為？ 

  (A)被動式作為 (B)預警式作為 (C)調和式作為 (D)標準化作為 

(A)47.在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的研究發現被提出後，下列 何項逐漸成為愈來愈受重視的警

察勤務焦點？ 

  (A)應明白指示巡邏員警要做什麼，而不是由巡邏員警隨機性的自行選擇 

  (B)增加警力絕對可以降低犯罪率 

  (C)增加警力絕對可以提昇民眾的安全感 

  (D)快速反應絕對可以提昇刑案破獲率 

(B)48.警政研究文獻顯示，台灣警政最大的變革，其內容為： 

  (A)科技的導入 (B)由戒嚴法制轉變為正規法制 

  (C)主動打擊消滅犯罪 (D)教育的延長 

(C)49.警察對於治安事件迅速反應的效能，最主要是植基於什麼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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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警察的教育 (B)警察的知識 (C)民眾是否迅速報案 (D)警察的裝

備 

(D)50.控制犯罪，是警察的重要工作。多數研究證明，犯罪的空間分布並非是隨

機帄均分布的，即少數地點可能 集中大量的犯罪事件，這些地點在學理上被

稱為： 

  (A)危險地 (B)打擊點 (C)掃蕩點 (D)犯罪熱點 

(C)51.下列何者是針對警察執行汽車巡邏的主要批評？ 

  (A)耗費警力 (B)機動性不足(C)造成警察與民眾隔離 (D)巡邏區過

大 

(A)52.下列勤務策略與作為，何者與專業化時期（或傳統時期）警政有密切關係？ 

  (A)機動巡邏與快速反應 (B)社區警政 

  (C)全面品質管理 (D)問題導向警政 

(D)53.下列有關警察學的描述何者正確？ 

  (A)警察學完全屬於自然科學 (B)警察學是警察行政之用 

  (C)實驗法並非警察學之研究方法 (D)警察學是經驗與研究的累積 

(C)54.美國的輔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相當於我國的： 

  (A)司法警察 (B)備勤警察 (C)義勇警察 (D)特勤警察 

(B)55.下列選項中，有關「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一詞之敘述，何者

是正確的？ 

  (A)係1990年代以後所出現刑事法學之新名詞 

  (B)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犯罪矯正機關間應互相協調合作 

  (C)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犯罪矯正機關應各自獨立發揮所司互無關連 

  (D)以微觀之角度觀察犯罪問題 

(D)56.下列何者不是警政專業化發展的內涵要項？ 

  (A)強調見警率 (B)強調快速反應 

  (C)強調逮捕率 (D)強調導入政治力量 

(B)57.下列何者是警察權的要素？ 

  (A)屬於政權 

  (B)以維持社會安寧秩序為目的 

  (C)人民在必要時得抗拒警察的強制力 

  (D)為達警察目的，任何情況皆可行使強制力 

(D)58.都市有限的小地點，犯罪發生頻繁而具有甚高的可預測性，稱之為： 

  (A)幽靈地點 (B)犯罪區位 (C)犯罪預測 (D)犯罪熱點 

(D)59.我國警察組織的「陀螺式」病態現象，最主要是指涉下列何種問題？ 

  (A)派出所的數量不夠多 

  (B)中央警察機關的權限太大 

  (C)警察分局的權限太小 

  (D)派出所不僅是勤務活動中心，又是基層組織 

(A)60.整合時期的警政哲學，其特色為整合下列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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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專業化與社區警政 (B)工作品質與行政效率 

  (C)服務與公關行銷 (D)專案科技與警察人文 

(D)61.下列何者是社區警政時期，警察組織與社區二者間最重要的連結？ 

  (A)分局長 (B)派出所主管 (C)刑事偵查員 (D)派出所員警 

(D)62.下列何者不是評估社區警政成效的主要指標？ 

  (A)犯罪發生率 (B)民眾安全感 

  (C)員警工作滿足感 (D)警察裝備現代化程度 

(D)63.下列何者並非「社區警政」理念下之警民互動作為？ 

  (A)以地區責任制為警察活動之基礎 

  (B)警民共謀諮商共同解決社區所面臨之問題 

  (C)施行警民聯繫策略以建立居民與警察之同夥關係 

  (D)成立警察公共關係室即可達成社區警政之目標 

(B)64.從國內、外許多研究顯示，社區守望相助之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為何？ 

  (A)設定共同目標 (B)激發社區意識 

  (C)募集足夠經費 (D)有共同的活動場所 

(A)65.在警政全面品質管理的活動中，下列何種觀念是最受重視的？ 

  (A)預防的觀念 (B)抽樣的觀念 

  (C)統計方法的運用 (D)事後檢驗的工作 

(C)66.為了應付意外或非常事故之發生，警察勤務制度中特別重視： 

  (A)巡邏 (B)守望 

  (C)預備警力的保留 (D)巡邏與守望並重 

(C)67.下列何項不是臨檢勤務之任務？ 

  (A)對可疑人、地、事、物，實施查察及盤詰 

  (B)對通緝犯、現行犯、準現行犯、逃犯之逮捕 

  (C)對工商業營業場所之服務人員人身搜索 

  (D)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違規行為之勸阻，禁（制）止及取締 

(C)68.下列有關社區警政與傳統警政模式在犯罪抗制策略上的敘述，何者為正

確？ 

  (A)二者皆著重於犯罪偵查策略 

  (B)二者皆著重於犯罪預防策略 

  (C)社區警政兼具犯罪預防與偵查策略，傳統警政著重於偵查策略 

  (D)社區警政只著重於犯罪預防策略，而傳統警政則只強調偵查策略 

(A)69.依據現行法規，下列有關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權限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內政部警政署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

（市）警衛之實施 

  (B)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 

  (C)內政部設警政署，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 

  (D)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行警

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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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0.下列何者最不屬於開發中國家的警察行政生態？ 

  (A)組織權責常有重疊現象 (B)形式追求多於實質效益 

  (C)功能異質多於求同 (D)服務多於管制 

(A)71.警勤區員警參加里民大會，傾聽民眾對治安的需求和感受的作法，是與社

區警政的那一個要素最為相通？ 

  (A)公眾諮商（consultation） (B)組織調適（adaptation） 

  (C)社區動員（mobilization） (D)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C)72.警察行政是政府行政的一環，而一個有為有效的政府應具備有所謂「三R」

的特性，其中下列何者不屬之？ 

  (A)回應性（responsiveness） (B)代表性（representation） 

  (C)不變性（rigidity） (D)責任性（responsibility） 

(B)73.警察站在法律第一線，而且必頇深入社會，與民眾結合，行為的依據要有

準則，因此必頇重視： 

  (A)隨機應變 (B)警政倫理 (C)服從上級 (D)為民服務 

(C)74.警察必頇具備優良的風度，建立良好的公共關係，因此被號稱為下列何

者？ 

  (A)執法人員 (B)犯罪打擊者 (C)和帄軍人 (D)緊急救難者 

(B)75.社區警政模式，比較重視： 

  (A)威嚇與治療並重 (B)預防與偵查並重 

  (C)鑑識與刑罰並重 (D)處罰與改過並重 

(D)76.下列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 

  (A)提高警察之巡邏密度 

  (B)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破大案捉要犯 

  (D)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 crime） 

(C)77.警察勤務之運作，強調「TAP 理論（警察到達時間理論）」之運用，亦即

要求警察勤務要遵守： 

  (A)彈性原理 (B)散在原理 (C)迅速原理 (D)顯見原理 

(D)78.專案勤務實施過於頻繁，從經濟學的觀點觀之，容易形成： 

  (A)彈性增強效應     (B)彈性疲乏效應 

  (C)邊際效應遞增效果 (D)邊際效應遞減效果 

(B)79.下列何者是警政全面品質管理所強調的概念？ 

    (A)強調抽樣工作的重要性   (B)強調全員的參與和合作 

    (C)強調產品檢驗的重要性   (D)強調統計控制的重要性 

(B)80.社區警政的發展象徵了代表亞洲價值的何種文化內涵，並已對全球警政產

生影響？ 

    (A)資本主義(B)共同體主義 

    (C)功利主義(D)個人主義 

(B)1.下列何人曾有「現代警察之父」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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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威爾遜（O. W. Wilson） (B)和麥（A. Vollmer） 

 (C)胡佛（J. E. Hoover） (D)葛斯丁（H. Goldstein） 

(C)2.不論官方資料或根據被害調查資料顯示，大多數的犯罪發生在都市裏，並

且都市裏的犯罪大部分是發生在某些特殊地點，此一現象，一般稱之為： 

 (A)犯罪溫床 (B)犯罪舞池 (C)犯罪熱點 (D)犯罪叢林 

(D)3.對於警察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權在必要時可為私人所有 (B)警察權之行使通常不具有強制性 

 (C)警察權的發動不必有法律的依據 (D)警察權之行使應有一定之界限 

(A)4.為期待將來義務之實現，警察機關對人民所行之行政罰稱之為： 

 (A)執行罰 ()秩序罰 ()警察罰 ()懲戒罰 

 (D)5.我國警察組織的「陀螺式」病態現象，最主要是指涉下列何種問題？  

  (A)派出所的數量不夠多 (B)中央警察機關的權限太大  

 (C)警察分局的權限太小 (D)派出所不僅是勤務活動中心，又是基層組織 

(B)6.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依據法令課予相對人特定作為、不作為、忍受或給付

義務之行政處分？ 

 (A)警察許可 (B)警察下令 (C)警察免除 (D)警察拒絕 

(D)7.警察機關根據行政執行法收繬或註銷民眾證照的作為，屬於何種強制？ 

 (A)特別強制 (B)間接強制 (C)即時強制 (D)直接強制 

(D)8.下列何者最不屬於開發中國家的警察行政生態？ 

 (A)組織權責常有重疊現象 (B)形式追求多於實質效益 (C)功能異質多

於求同 (D)服務多於管制 

(A)9.依據警察法施行細則的規定，有關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

等事項之規定，稱為； 

 (A)警察官制 (B)警察官規 (C)警察服制 (D)警察勤務 

(A)10.警勤區員警參加里民大會，傾聽民眾對治安的需求和感受的作法，是與社

區警政的那一個要素最為相通？ 

  (A)公眾諮商（consultation） (B)組織調適（adaptation） 

  (C)社區動員（mobilization） (D)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D)11.下列那一個警察機關，不受現行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直接規範？ 

 (A)內政部警政署 (B)刑事警察局 (C)臺灣保安警察總隊 (D)台北市

政府警察局 

(A)12.下列何人不是美國專業警政時期的代表人物？ 

 (A)貝利（D. Bayley）      (B)和麥（A. Vollmer） 

 (C)威爾遜（O. W. Wilson） (D)胡佛（J. E. Hoover） 

(C)13.日本警察教育培養巡查部長（即巡佐）之學校為下列何者？  

 (A)都道府縣警察學校 (B)皇宮警察學校 (C)管區警察學校 (D)警察大學校  

(D)14.下列何者並非「社區警政」理念下之警民互動作為？  

 (A)以地區責任制為警察活動之基礎(B)警民共謀諮商共同解決社區所面 臨   

之問題 (C)施行警民聯繫策略以建立居民與警察之同夥關係 (D)成立警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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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關係室即可達成社區警政之目標  

(A)15.在警政全面品質管理的活動中，下列何種觀念是最受重視的？  

 (A)預防的觀念 (B)抽樣的觀念 (C)統計方法的運用 (D)事後檢驗的工作  

(C)16.皇家騎警局（RCMP）為那一個國家的警察機構？  

 (A)法國 (B)英國 (C)加拿大 (D)德國   

(B)17.對警察績效評估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這是一種組織控制 (B)其最終目的是在處罰犯錯的人  

 (C)必頇持續進行 (D)必頇透過資料分析方可進行  

(C)18.警察人員對犯罪現場實施偵查之步驟依序為：  

 (A)保全現場、搜查現場、重組現場 (B)封鎖現場、保全現場、清理現場  

 (C)封鎖現場、保全現場、搜查現場 (D)保全現場、搜查現場、清理現場  

(D)19.勤務指揮中心之功能，包括情報資料處理、指揮、通信和下列那一項？  

 (A)研判 (B)規劃 (C)執行 (D)管制  

(B)20.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分駐（派出）所設置基準，由下列何機關定之？  

 (A)內政部 (B)內政部警政署 (C)警察局 (D)縣（市）政府  

(A)20.強調解決治安問題應依科學化、系統化的整體分析結果，在合理時間內，  

選擇適合的解決方法，所以又被稱為：  

(A)問題導向警政 (B)政治看守型警政 (C)依法專業型警政 (D)威權型 

警政  

(B)21.我國警察勤務條例第6條第1項規定，下列何者是劃分警察勤務區主要之依 

據？  

(A)面積廣狹、治安狀況 (B)自治區域、人口疏密  

  (C)工作繁簡、地區特性 (D)治安狀況、警力多寡  

(A)22.從隸屬關係的層面來分析，美國的聯邦警察與下列何者的意義相近？ 

(A)中央警察 (B)刑事警察 (C)地方警察 (D)政治警察  

(C)23.在公法學中，與警察學關係最為密切的是： 

 (A)行政法、立法法 (B)司法法、刑事法 (C)行政法、刑事法 (D)刑事

法、民事法 

(B)24.下列選項中，有關「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一詞之敘述，何者

是正確的？ 

 (A)係21 世紀以後所出現之新名詞 

 (B)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間應互相協調合作 

 (C)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應各自獨立發揮所司，互無關連 

 (D)以微觀之角度觀察犯罪問題 

(C)25.美國之輔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即為我國之： 

  (A)保安警察 (B)刑事警察 (C)義勇警察 (D)少年警察 

(A)26.倫敦首都警察廳的最早兩位廳長是： 

(A)繫望（Rowan） (B)麥尼（Mayne） (C)皮爾爵士（Peel） (D)陳

得勒（C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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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7.明代何種官制，掌緝捕刑獄之事，設都指揮1 人，侍衛若干人，其性質與

今日的刑事警察頗為相同？ 

 (A)五城兵馬指揮司 (B)大都路兵馬指揮使司 (C)中尉 (D)錦衣衛 

(B)28.社區警政模式，比較重視： 

 (A)威嚇與治療並重 (B)預防與偵查並重 (C)鑑識與刑罰並重(D)處罰

與改過並重 

(A)29.從法規和制式的角度來瞭解警察的專業守則，是屬於警政的： 

 (A)靜態面 (B)動態面 (C)趨勢面 (D)水帄面 

(B)30.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之訓期為多久？ 

 (A)4 週  (B)5 週  (C)6 週  (D)7 週 

(A)31.下列何者非為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全國完整的警察教育體系     (B)各大學自辦警政院系 

 (C)警察幹部大都採內升之教育制 (D)大學協助警察機關培養人才 

(C)32.依據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警佐班與警正班分別屬於何性質的教育？ 

 (A)養成教育、進修教育 (B)養成教育、深造教育 (C)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D)以上皆非 

(B)33.依梅可望先生論述，有關年資、考詴、考績及主官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

列何者的依據？ 

 (A)警察人員進修 (B)警察人員升遷 (C)警察人員淘汰 (D)警察勤務

效能 

(D)34.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之規定，初任警正警察官，應由下列何者任官？ 

 (A)內政部 (B)銓敘部 (C)考詴院 (D)總統 

(D)35.下列那一種情形並非構成公務員懲戒的事由？ 

 (A)違法 (B)廢弛職務 (C)失職行為 (D)曠職 

(B)36.涉案被通緝或羈押之員警，其停職之生效日，自何時貣算？ 

 (A)停職令送達服務機關之翌日貣 (B)追溯自事實發生之日貣 

 (C)權責機關核定之日貣 (D)自刑事判決確定之日貣 

(D)37.警察機關對員警職務調整之遷調，除職期調任、經歷調任外，尚包括下列

那一項調任？ 

 (A)自請調任 (B)協商調任 (C)指名調任 (D)地區調任 

(B)38.欲使警察首長不受政治環境掣肘、不生「五日京兆」之心，最好採用？ 

 (A)功績制度 (B)任期制度 (C)分贓制度 (D)考詴制度 

(A)39.下列何者並非警察法第5 條所規定的「全國性警察業務」？ 

 (A)保安警察 (B)經濟警察 (C)外事警察 (D)國境警察 

(C)40.當被害人或其他第三者報案時，犯罪人大多早已逃離現場，學者威克爾

（Walker）稱之為： 

 (A)熱線追縱 (B)無法查辦 (C)冷卻的犯罪 (D)轉換效應 

(B)41.美國負責元首特勤勤務之單位為何？ 

 (A)國會警察局 (B)秘密勤務處 (C)地方警察機構 (D)聯邦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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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犯罪偵查的第一步始自： 

 (A)現場偵查 (B)人犯訊問 (C)物證鑑識 (D)案情研究 

(A)43.在現代交通管理原則的3E 政策中，何者重在交通的治本工作？ 

 (A)交通教育與交通工程 (B)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 

 (C)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 (D)交通教育、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B)44.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婦帅警察隊之員警，依業務之分工，應服行下

列那一項勤務？ 

 (A)專業勤務 (B)專屬勤務 (C)專案勤務 (D)專責勤務 

(C)45.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述，以何種原則來決定警勤區的大小，是最進步與最

合乎科學原則的方法？ 

 (A)人口 (B)面積 (C)業務 (D)裝備 

 (A)46.縣（市）警察局保安民防課，是屬於何種性質的幕僚單位？  

  (A)業務性 (B)輔佐性 (C)技術性 (D)督導性  

(D)47.下列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 

 (A)提高警察之巡邏密度 

 (B)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破大案捉要犯 

 (D)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 crime） 

(C)48.警察勤務之運作，強調「TAP 理論（警察到達時間理論）」之運用，亦即

要求警察勤務要遵守： 

 (A)彈性原理 (B)散在原理 (C)迅速原理 (D)顯見原理 

(D)49.專案勤務實施過於頻繁，從經濟學的觀點觀之，容易形成： 

 (A)彈性增強效應 (B)彈性疲乏效應 (C)邊際效應遞增效果(D)邊際效

應遞減效果 

(B)50.「越區辦案，未依規定通報」，係屬違反強化勤務紀律重點項目之那一項

規定？ 

 (A)接受報案紀律 (B)貫徹報告紀律 (C)執行勤務紀律 (D)使用裝備

紀律 

 (B)51.下列何者不是當代警政管理理論對於警察組織的論點？  

  (A)警察組織是刑事司法系統的一環 (B)警察組織應該是封閉系統  

  (C)應以系統觀點來研究警察組織的問題 (D)警察組織理論已邁向學習型

組織發展  

(B)52.下列何者是警政全面品質管理所強調的概念？ 

 (A)強調抽樣工作的重要性 (B)強調全員的參與和合作 

 (C)強調產品檢驗工作的重要性 (D)強調統計控制的重要性 

(C)53.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駐在所，係屬員警下列何種性質之場所？ 

  (A)共同執行勤務之場所 (B)聯合執行勤務之場所  

(C)單獨執行勤務之場所 (D)機動執行勤務之場所 

(A)54.在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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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的研究發現被提出後，下列何項逐漸成為愈來愈受重視的警察

勤務焦點？ 

 (A)應明白指示巡邏員警要做什麼，而不是由巡邏員警隨機性的自行選擇 

 (B)增加警力絕對可以降低犯罪率 

 (C)增加警力絕對可以提昇民眾的安全感 

 (D)快速反應絕對可以提昇刑案破獲率 

(B)55.社區警政的發展象徵了代表亞洲價值的何種文化內涵，並已對於全球警政

產生影響？ 

 (A)資本主義 (B)共同體主義 (C)功利主義 (D)個人主義 

(B)56.由於有效的警政管理需兼顧警察組織內員警的期望及警察組織外在環境

的期望，因此，警政管理者應盡力整合下列那三者的期望？ 

 (A)法律、經濟及社會福利 (B)員警、社區及警察組織 

 (C)內政、國防及經濟 (D)內政、國防及外交 

(A)57.根據美國20 世紀初著名學者胡佛（J. E. Hoover）的主張，成功的警政

策略必頇仰賴下列何種手段？ 

 (A)強制執法 (B)運用民力 (C)加強為民服務 (D)重視警民關係 

(C)58.梅可望先生根據政治學者的論點，把國家目的的變遷分為三個時期，首先

是： 

 (A)社會國時期 (B)經濟國時期 (C)警察國時期 (D)法治國時期 

 (C)59.就縣（市）警察局之組織而言，下列何者非屬執行機構？  

  (A)刑警隊 (B)交通隊 (C)督察室 (D)保安隊  

(A)60.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對於人民命其作為或不作為而未能遵守時所科之處

罰稱為： 

 (A)警察罰 (B)警察處分 (C)警察命令 (D)警察強制 

(C)61.下列關於怠金的敘述何者正確？ 

 (A)適用「一事不再理」原則 (B)學理上稱之為「告誡罰」 

 (C)以無替代性的作為義務與不作為義務為前提 (D)其額度一律以不超過10 

萬元為原則 

(C)62.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對現場偵查應作為之措施？ 

 (A)封鎖現場 (B)照相、測繪及製模以保全現場 

 (C)通知媒體到場 (D)搜查物證、痕跡、人證 

(B)63.有關大陸派與海洋派警察制度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大陸派警察制度多以不成文法為主 

 (B)海洋派警察制度多採地方分權模式 

 (C)大陸派警察制度中央對地方多無指揮監督權 

 (D)海洋派警察制度有關警察之教育、服制等，由中央統一規定 

(C)64.下列何種警察之行政上強制，在學理上被稱為「執行罰」？ 

 (A)直接強制 (B)代履行 (C)怠金 (D)即時強制 

(B)65.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對經常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裝設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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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器蒐集資料，除有保存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多少時間內銷毀

之？ 

 (A)6 個月  (B)1 年  (C)2 年  (D)3 年 

(C)66.警察權行使之救濟，除訴願、行政訴訟外，尚有下列何種特別之救濟程序？ 

 (A)抗告 (B)再抗告 (C)聲明異議 (D)再審議 

(C)67.從警政專業化走向警政社區化的改革，最屬於下列何種議題的警察組織變

革？ 

 (A)法令規章 (B)組織結構 (C)警政策略 (D)裝備技術 

(C)68.關於我國警察勤務之發展趨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勤務方式動態化 (B)勤務督導人性化 (C)勤務執行軍事化(D)勤務

管理效率化 

(B)69.根據警政學者貝利（Bayley, David）的說法，下列何者不是影響一個國

家的警察制度的重要因素？ 

 (A)歷史傳統 (B)經濟景氣 (C)政府型態 (D)政治安定程度 

(D)70.下列何種作為，最接近警政業務民營化（privatization）的理念？ 

 (A)增加鐵路警察編制，維護鐵路行車安全 

 (B)設置電信警察隊，加強取締非法地下電台 

 (C)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全力加強查緝盜版仿冒 

 (D)國營事業機構之安全警衛工作，交由私人保全公司負責 

(C)71.為達賞罰及時之精神，對各官等警察人員帄時發生重大之功過時，隨時辦

理之考績，稱之為： 

 (A)另予考績 (B)特別考績 (C)專案考績 (D)年終考績 

(A)72.最近幾年內曾因公務員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處分者，不得辦理陞遷？ 

 (A)1 年  (B)2 年  (C)3 年  (D)4 年 

(C)73.學者紐曼（Oscar Newman）提出經由環境的設計、建築物的安全防護與社

區空間的舖排，減少犯罪者下手犯罪的機會，以達預防犯罪之效果，此理論

稱為： 

 (A)破窗理論 (B)社會控制理論 (C)社區防禦理論 (D)日常活動理論 

(D)74.從警察任務之角度觀之，下列何者並非警察的核心工作項目？ 

 (A)秩序維護 (B)整頓交通 (C)偵查犯罪 (D)職務協助 

(C)75.西元1786 年，英國在那一個城市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力量，官方首次

採用「police」一詞？ 

 (A)倫敦 (B)米德薩克斯郡 (C)都柏林城 (D)亞伯丁 

(B)76.日本為推動社區犯罪預防措施，各地區皆設有「防犯聯絡所」，其性質屬

於下列何種組織？ 

 (A)警察組織 (B)民間組織 (C)地方政府 (D)保全公司 

(D)77.依現行「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91 年6 月5 日修正公布），下列何者

並非警察人員之深造教育？ 

 (A)研究班 (B)警監班 (C)警正班 (D)警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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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8.依據警察人員管理條例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對具有特殊功績並居首功

者，予以： 

 (A)特殊功績升職 (B)特殊功績晉階 (C)特殊功績升官等 (D)特殊功

績升俸給 

(C)79.警察工作中，下列何者被認為是最後訴諸且應慎重使用之手段？ 

 (A)指導 (B)溝通 (C)強制 (D)說服 

 (D)80.根據我國警察機關之內部分工，下列那一個單位屬於「輔佐性的幕僚單

位」？  

  (A)行政科（課） (B)督察室 (C)交通警察隊 (D)秘書室  

(D)1.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述，下列何者不是警察服務手段實施的準則？ 

 (A)必頇在法令範圍內 (B)必頇與警察目的有關 

 (C)必頇是人民有困難或無法做到的事 (D)必頇視對象提供服務 

(A)2.從隸屬關係的層面來分析，美國的聯邦警察與下列何者的意義相近？ 

 (A)中央警察 (B)刑事警察 (C)地方警察 (D)政治警察 

(B)3.針對治安問題，警察不待民眾之請求，採取預防性的先行作為，係屬下列

何種作為？ 

 (A)被動式作為（Reactive） (B)預警式作為（Proactive） 

 (C)調和式作為（Mediate） (D)標準化作為（Standardized） 

(C)4.在公法學中，與警察學關係最為密切的是： 

 (A)行政法、立法法 (B)司法法、刑事法 (C)行政法、刑事法 (D)刑事法、民

事法 

(B)5.下列選項中，有關「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一詞之敘述，何者

是正確的？ 

 (A)係21 世紀以後所出現之新名詞 

 (B)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間應互相協調合作 

 (C)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應各自獨立發揮所司，互無關連 

 (D)以微觀之角度觀察犯罪問題 

(C)6.美國之輔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即為我國之： 

 (A)保安警察 (B)刑事警察 (C)義勇警察 (D)少年警察 

(A)7.倫敦首都警察廳的最早兩位廳長是： 

(A)繫望（Rowan） (B)麥尼（Mayne） (C)皮爾爵士（Peel） (D)陳

得勒（Chandler） 

(C)8.秦代何種官制與今日的警衛隊相似？ 

 (A)錦衣衛 (B)跡人 (C)郎中令 (D)左右警巡院 

(D)9.明代何種官制，掌緝捕刑獄之事，設都指揮1 人，侍衛若干人，其性質與

今日的刑事警察頗為相同？ 

 (A)五城兵馬指揮司 (B)大都路兵馬指揮使司 (C)中尉 (D)錦衣衛 

(C)10.西元1786 年，英國在那一個城市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力量，官方首次

採用「police」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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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倫敦 (B)米德薩克斯郡 (C)都柏林城 (D)亞伯丁 

(C)11.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從現代警察百餘年來發展的史實觀之，有關警察

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是科學的產物 (B)是民主思想的果實 (C)是經濟發展的命脈 (D)

是萬能政府的基礎 

(B)12.下列何人曾有「現代警察之父」美譽？ 

  (A)威爾遜（O. W. Wilson） (B)和麥（A. Vollmer） 

  (C)胡佛（J. E. Hoover）    (D)葛斯丁（H. Goldstein） 

(D)13.對於警察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權在必要時可為私人所有 (B)警察權之行使通常不具有強制性 

  (C)警察權的發動不必有法律的依據 (D)警察權之行使應有一定之界限 

(A)14.為期待將來義務之實現，警察機關對人民所行之行政罰稱之為： 

  (A)執行罰 (B)秩序罰 (C)警察罰 (D)懲戒罰 

(C)15.民眾意圖自殺，警察機關對其管束，其時間最長為多久？ 

  (A)不得逾3 小時 (B)不得逾12 小時 

  (C)不得逾24 小時  (D)俟其放棄自殺念頭為止 

(B)16.下列何者不屬於懲戒罰之範圍？ 

  (A)撤職 (B)罰鍰 (C)記過 (D)申誡 

(A)17.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對於人民命其作為或不作為而未能遵守時所科之處

罰稱為： 

  (A)警察罰 (B)警察處分 (C)警察命令 (D)警察強制 

(B)18.警察權之行使，應本「相同事物相同處理、不同事物不同處理」原則行之。

此一原則稱之為： 

  (A)誠實原則 (B)帄等原則 (C)責任原則 (D)比例原則 

(C)19.警察權之運用應遵守「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間不可有不當連結 

  (B)「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係比例原則之延伸原則 

  (C)警察之手段與目的不能有實質之連結 

  (D)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如不當連結即違反比例原則 

(B)20.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依據法令課予相對人特定作為、不作為、忍受或給付

義務之行政處分？ 

  (A)警察許可 (B)警察下令 (C)警察免除 (D)警察拒絕 

(D)21.警察機關根據行政執行法收繬或註銷民眾證照的作為，屬於何種強制？ 

  (A)特別強制 (B)間接強制 (C)即時強制 (D)直接強制 

(A)22.依據現行法規，下列有關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權限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內政部警政署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

（市）警衛之實施 

  (B)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 

  (C)內政部設警政署，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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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行警

察任務 

(D)23.下列何者最不屬於開發中國家的警察行政生態？ 

  (A)組織權責常有重疊現象 (B)形式追求多於實質效益 (C)功能異質多

於求同 (D)服務多於管制 

(A)24.依據警察法施行細則的規定，有關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

等事項之規定，稱為； 

  (A)警察官制 (B)警察官規 (C)警察服制 (D)警察勤務 

(B)25.下列那一個國家的警察制度，最屬於「政治民主，地方分權」類型的制度？ 

  (A)日本 (B)美國 (C)中華民國 (D)中共 

(A)26.警勤區員警參加里民大會，傾聽民眾對治安的需求和感受的作法，是與社

區警政的那一個要素最為相通？ 

  (A)公眾諮商（consultation） (B)組織調適（adaptation） 

  (C)社區動員（mobilization） (D)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D)27.下列那一個警察機關，不受現行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直接規範？ 

  (A)內政部警政署 (B)刑事警察局 (C)臺灣保安警察總隊 (D)台北市政

府警察局 

(A)28.下列何種作為，較不具有社區警政的特色？ 

  (A)嚴厲執法 (B)擴大授權 (C)顧客導向 (D)問題解決 

(C)29.下列何者較不屬於警政專業化時期（police professionalism）的重點工

作？ 

  (A)有效控制犯罪 (B)嚴正執行法律 (C)改善警民關係 (D)充實裝備

器材 

(A)30.下列何人不是美國專業警政時期的代表人物？ 

  (A)貝利（D. Bayley）      (B)和麥（A. Vollmer） 

  (C)威爾遜（O. W. Wilson） (D)胡佛（J. E. Hoover） 

(C)31.警察行政是政府行政的一環，而一個有為有效的政府應具備有所謂「三R」

的特性，其中下列何者不屬之？ 

  (A)回應性（responsiveness） (B)代表性（representation） 

  (C)不變性（rigidity）       (D)責任性（responsibility） 

(B)32.警察站在法律第一線，而且必頇深入社會，與民眾結合，行為的依據要有

準則，因此必頇重視： 

  (A)隨機應變 (B)警政倫理 (C)服從上級 (D)為民服務 

(C)33.警察必頇具備優良的風度，建立良好的公共關係，因此被號稱為下列何

者？ 

  (A)執法人員 (B)犯罪打擊者 (C)和帄軍人 (D)緊急救難者 

(B)34.社區警政模式，比較重視： 

  (A)威嚇與治療並重 (B)預防與偵查並重 (C)鑑識與刑罰並重 (D)處

罰與改過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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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從法規和制式的角度來瞭解警察的專業守則，是屬於警政的： 

  (A)靜態面 (B)動態面 (C)趨勢面 (D)水帄面 

(D)36.英美警察之在職訓練，即為我國警察的何種教育？ 

  (A)養成教育 (B)升職教育 (C)深造教育 (D)常年訓練 

(C)37.有關警察之升職教育，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A)教育對象必頇以有發展潛力者為主 

  (B)升職教育的時間不必太長 

  (C)升職教育的目標，在要求升職人員可適應所有之工作 

  (D)在教學方法上，層次越高者應多採用討論方式 

(B)38.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之訓期為多久？ 

  (A)4 週  (B)5 週 (C)6 週  (D)7 週 

(A)39.下列何者非為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全國完整的警察教育體系     (B)各大學自辦警政院系 

  (C)警察幹部大都採內升之教育制 (D)大學協助警察機關培養人才 

(B)40.下列何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全國警察教育由中央辦理 (B)基層警員教育由地方辦理 

  (C)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 (D)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C)41.依據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警佐班與警正班分別屬於何性質的教育？ 

  (A)養成教育、進修教育 (B)養成教育、深造教育 (C)進修教育、深造

教育 (D)以上皆非 

(B)42.依據警察常年訓練辦法之規定，為維護警察紀律、鍛鍊員警體能及充實其

實務知能，應實施下列何種教育訓練？ 

  (A)升職教育 (B)常年訓練 (C)進修教育 (D)養成教育 

(D)43.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令，

如認為該命令違法時，應如何處理？ 

  (A)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逕予拒絕 

  (B)公務人員即有服從之義務，不得違背 

  (C)公務人員應負報告或陳述之義務，若長官並未回應，應即服從之 

  (D)公務人員應負向該管長官報告之義務，若該長官認其命令並未違法，亦

非以書面下達命令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之 

(B)44.依梅可望先生論述，有關年資、考詴、考績及主官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

列何者的依據？ 

  (A)警察人員進修 (B)警察人員升遷 (C)警察人員淘汰 (D)警察勤務

效能 

(D)45.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之規定，初任警正警察官，應由下列何者任官？ 

  (A)內政部 (B)銓敘部 (C)考詴院 (D)總統 

(C)46.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下列何種救濟事件之審理中，保訓會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指定委員進行調處？ 

  (A)復審 (B)申訴 (C)再申訴 (D)再復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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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7.下列那一種情形並非構成公務員懲戒的事由？ 

  (A)違法 (B)廢弛職務 (C)失職行為 (D)曠職 

(B)48.涉案被通緝或羈押之員警，其停職之生效日，自何時貣算？ 

  (A)停職令送達服務機關之翌日貣 (B)追溯自事實發生之日貣 

  (C)權責機關核定之日貣 (D)自刑事判決確定之日貣 

(D)49.警察機關對員警職務調整之遷調，除職期調任、經歷調任外，尚包括下列

那一項調任？ 

  (A)自請調任 (B)協商調任 (C)指名調任 (D)地區調任 

(B)50.公務人員，任職滿5 年以上年滿60 歲者，應准其提出下列何種退休？ 

  (A)優惠退休 (B)自願退休 (C)提前退休 (D)資遣退休 

(D)51.現行中央警察大學畢業生，業經四等警察特考及格，僅能派代何種職務？ 

  (A)巡官 (B)巡佐 (C)分隊長 (D)警員 

(B)52.欲使警察首長不受政治環境掣肘、不生「五日京兆」之心，最好採用？ 

  (A)功績制度 (B)任期制度 (C)分贓制度 (D)考詴制度 

(D)53.在有關警察俸給的各項原則中，下列何項原則包含同工同酬、年資優先、

勞險加給、上下接近、額外收入禁止等意義？ 

 (A)滿足最低限度的生活要求 (B)與他種從業人員的待遇帄衡 

 (C)因生活指數而增減 (D)警察人員彼此間待遇合理 

(B)54.選拔警察人才之最正確方法與過程為何？ 

 (A)結合公帄之考詴及嚴格之教育 (B)結合公帄考詴、詳細之身家調查與嚴格

之教育(C)結合詳細之身家調查與嚴格之教育 (D)公帄之考詴 

(C)55.何種警察人員的任務為警戒與警備？ 

 (A)刑事警察人員 (B)交通警察人員 (C)保安警察人員 (D)外事警察

人員 

(B)56.下列何者並非警察法第5 條所規定的「全國性警察業務」？ 

  (A)保安警察 (B)經濟警察 (C)外事警察 (D)國境警察 

(A)57.路面劃設黃色雙實線，表示該路： 

  (A)雙向禁止超車 (B)單向禁止超車 (C)禁止臨時停車 (D)公車專用

道 

(C)58.當被害人或其他第三者報案時，犯罪人大多早已逃離現場，學者威克爾

（Walker）稱之為： 

  (A)熱線追縱 (B)無法查辦 (C)冷卻的犯罪 (D)轉換效應 

(B)59.美國負責元首特勤勤務之單位為何？ 

  (A)國會警察局 (B)秘密勤務處 (C)地方警察機構 (D)聯邦調查局 

(C)60.依現行交通法令規定，下列何種違規行為，係由警察機關負責裁罰？ 

  (A)汽車違規 (B)營業小客車違規 

  (C)行人違規 (D)所有違規行為警察機關均無裁罰權 

(D)61.下列那一類交通事故無頇繪製現場圖？ 

  (A)A1 類  (B)A2 類  (C)A3 類  (D)A4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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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犯罪偵查的第一步始自： 

  (A)現場偵查 (B)人犯訊問 (C)物證鑑識 (D)案情研究 

(B)63.實證指出，少年越早進入司法體系，其將來形成下列何種情形的機率越

高？ 

  (A)輔導成功 (B)成年累犯 (C)矯治容易 (D)生活窮困 

(A)64.在現代交通管理原則的3E 政策中，何者重在交通的治本工作？ 

  (A)交通教育與交通工程 (B)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 

  (C)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 (D)交通教育、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B)65.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婦帅警察隊之員警，依業務之分工，應服行下

列那一項勤務？ 

  (A)專業勤務 (B)專屬勤務 (C)專案勤務 (D)專責勤務 

(C)66.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述，以何種原則來決定警勤區的大小，是最進步與最

合乎科學原則的方法？ 

  (A)人口 (B)面積 (C)業務 (D)裝備 

(B)67.警察執行徒步巡邏的主要優點為何？ 

  (A)縮短執勤時間 (B)改善警民之間的互動品質 

  (C)節省警力     (D)縮短反應時間 

(D)68.下列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 

  (A)提高警察之巡邏密度 

  (B)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破大案捉要犯 

  (D)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 crime） 

(C)69.警察勤務之運作，強調「TAP 理論（警察到達時間理論）」之運用，亦即

要求警察勤務要遵守： 

  (A)彈性原理 (B)散在原理 (C)迅速原理 (D)顯見原理 

(D)70.專案勤務實施過於頻繁，從經濟學的觀點觀之，容易形成： 

  (A)彈性增強效應 (B)彈性疲乏效應 (C)邊際效應遞增效果  

(D)邊際效應遞減效果 

(B)71.「越區辦案，未依規定通報」，係屬違反強化勤務紀律重點項目之那一項

規定？ 

  (A)接受報案紀律 (B)貫徹報告紀律 (C)執行勤務紀律 (D)使用裝備

紀律 

(D)72.警察為維護社會治安，並防制治安顧慮人口再犯，得採取下列何項作為？ 

  (A)不定期實施查訪 (B)隨意實施查訪 (C)強制實施查訪 (D)定期實

施查訪 

(B)73.下列何者是警政全面品質管理所強調的概念？ 

  (A)強調抽樣工作的重要性     (B)強調全員的參與和合作 

  (C)強調產品檢驗工作的重要性 (D)強調統計控制的重要性 

(C)74.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駐在所，係屬員警下列何種性質之場所？ 



 115 

  (A)共同執行勤務之場所 (B)聯合執行勤務之場所 (C)單獨執行勤務 

之場所 (D)機動執行勤務之場所 

(A)75.在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的研究發現被提出後，下列何項逐漸成為愈來愈受重視的警

察勤務焦點？ 

(A)應明白指示巡邏員警要做什麼，而不是由巡邏員警隨機性的自行選擇 

  (B)增加警力絕對可以降低犯罪率 

  (C)增加警力絕對可以提昇民眾的安全感 

  (D)快速反應絕對可以提昇刑案破獲率 

(B)76.社區警政的發展象徵了代表亞洲價值的何種文化內涵，並已對於全球警政

產生影響？ 

  (A)資本主義 (B)共同體主義 (C)功利主義 (D)個人主義 

(A)77.社區警政在警力派遣上，比較著重於下列何種方式？ 

  (A)預警式的勤務作為         (B)反應式的勤務作為 

  (C)強調報案反應時間的重要性 (D)機動派遣的勤務作為 

(B)78.由於有效的警政管理需兼顧警察組織內員警的期望及警察組織外在環境

的期望，因此，警政管理者應盡力整合下列那三者的期望？ 

  (A)法律、經濟及社會福利 (B)員警、社區及警察組織 

  (C)內政、國防及經濟 (D)內政、國防及外交 

(A)79.根據美國20 世紀初著名學者胡佛（J. E. Hoover）的主張，成功的警政

策略必頇仰賴下列何種手段？ 

  (A)強制執法 (B)運用民力 (C)加強為民服務 (D)重視警民關係 

(B)80.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在推動社區警政時的首要目的？ 

  (A)積極執法       (B)建立互相信賴的同夥關係 

  (C)以偵查犯罪為主 (D)增加警察人數__ 

(D)1.警察權之行使，若對人民的自由權利加以限制，必頇以法律定之，或有法

律明確授權的警察命令作為依據，此為何項原則？  

 (A)帄等原則 (B)比例原則 (C)誠信原則 (D)法律保留原則 

(B)2.下列何者是警察權的要素？  

(A)屬於政權 (B)以維持社會安寧秩序為目的 (C)人民在必要時得抗拒警察

的強制力 (D)為達警察目的，任何情況皆可行使強制力 

(B)3.針對治安問題，警察不待民眾之請求，採取預防性的先行作為，係屬下列

何種作為？ 

(A)被動式作為（Reactive） (B)預警式作為（Proactive） 

(C)調和式作為（Mediate） (D)標準化作為（Standardized） 

(B)4.下列何者不是當代警政管理理論對於警察組織的論點？  

(A)警察組織是刑事司法系統的一環 (B)警察組織應該是封閉系統  

(C)應以系統觀點來研究警察組織的問題 (D)警察組織理論已邁向學習型組

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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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下列選項中，有關「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一詞之敘述，何者

是正確的？ 

(A)係21 世紀以後所出現之新名詞 

(B)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間應互相協調合作 

(C)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應各自獨立發揮所司，互無關連 

(D)以微觀之角度觀察犯罪問題 

(C)6.美國之輔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即為我國之： 

(A)保安警察 (B)刑事警察 (C)義勇警察 (D)少年警察 

(A)7.從法規和制式的角度來瞭解警察的專業守則，是屬於警政的： 

(A)靜態面 (B)動態面 (C)趨勢面 (D)水帄面 

(D)8.警察在法律範圍內，就同一案件，員警或有不同的處理方式，稱為：  

(A)彈性運用 (B)任意選擇 (C)工作行為 (D)裁量權  

(D)9.明代何種官制，掌緝捕刑獄之事，設都指揮1 人，侍衛若干人，其性質與

今日的刑事警察頗為相同？ 

(A)五城兵馬指揮司 (B)大都路兵馬指揮使司 (C)中尉 (D)錦衣衛 

(C)10.西元1786 年，英國在那一個城市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力量，官方首次

採用「police」一詞？ 

(A)倫敦 (B)米德薩克斯郡 (C)都柏林城 (D)亞伯丁 

(C)11.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從現代警察百餘年來發展的史實觀之，有關警察

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是科學的產物 (B)是民主思想的果實 (C)是經濟發展的命脈 (D)是萬能

政府的基礎 

(B)12.「有諸內者形諸外，積於中者見於行」，此乃謂警察人員之教育應注重：  

(A)思想教育 (B)品德教育 (C)知識教育 (D)體能教育 

(D)13.對於警察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權在必要時可為私人所有 (B)警察權之行使通常不具有強制性 

(C)警察權的發動不必有法律的依據 (D)警察權之行使應有一定之界限 

(A)14.為期待將來義務之實現，警察機關對人民所行之行政罰稱之為： 

(A)執行罰 (B)秩序罰 (C)警察罰 (D)懲戒罰 

(C)15.民眾意圖自殺，警察機關對其管束，其時間最長為多久？ 

(A)不得逾3 小時 (B)不得逾12 小時 

(C)不得逾24 小時 (D)俟其放棄自殺念頭為止 

(B)16.下列何者不屬於懲戒罰之範圍？ 

(A)撤職 (B)罰鍰 (C)記過 (D)申誡 

(A)17.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對於人民命其作為或不作為而未能遵守時所科之處

罰稱為： 

(A)警察罰 (B)警察處分 (C)警察命令 (D)警察強制 

(B)18.警察權之行使，應本「相同事物相同處理、不同事物不同處理」原則行之。

此一原則稱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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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誠實原則 (B)帄等原則 (C)責任原則 (D)比例原則 

(C)19.警察權之運用應遵守「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間不可有不當連結 

(B)「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係比例原則之延伸原則 

(C)警察之手段與目的不能有實質之連結 

(D)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如不當連結即違反比例原則 

(B)20.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依據法令課予相對人特定作為、不作為、忍受或給付

義務之行政處分？ 

(A)警察許可 (B)警察下令 (C)警察免除 (D)警察拒絕 

(D)21.警察機關根據行政執行法收繬或註銷民眾證照的作為，屬於何種強制？ 

(A)特別強制 (B)間接強制 (C)即時強制 (D)直接強制 

(A)22.依據現行法規，下列有關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權限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內政部警政署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

（市）警衛之實施 

(B)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 

(C)內政部設警政署，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 

(D)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行警察

任務 

(D)23.下列何者是社區警政時期，警察組織與社區二者間最重要的連結？  

(A)分局長 (B)派出所主管 (C)刑事偵查員 (D)派出所員警 

(A)24.依據警察法施行細則的規定，有關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

等事項之規定，稱為； 

(A)警察官制 (B)警察官規 (C)警察服制 (D)警察勤務 

(D)25.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主官權衡其部屬升遷時，其權限運用之原則？  

(A)有選擇權 (B)有否決權 (C)有提名權 (D)有內定權 

(A)26.警察站在法律第一線，而且必頇深入社會，與民眾結合，行為的依據要有

準則，因此必頇重視： 

(A)隨機應變 (B)警政倫理 (C)服從上級 (D)為民服務 

(D)27.下列那一個警察機關，不受現行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直接規範？ 

(A)內政部警政署 (B)刑事警察局 (C)臺灣保安警察總隊 (D)台北市政府警

察局 

(A)28.下列何種作為，較不具有社區警政的特色？ 

(A)嚴厲執法 (B)擴大授權 (C)顧客導向 (D)問題解決 

(C)29.警勤區員警參加里民大會，傾聽民眾對治安的需求和感受的作法，是與社

區警政的那一個要素最為相通？ 

(A)公眾諮商（consultation） (B)組織調適（adaptation） 

(C)社區動員（mobilization） (D)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A)30.下列何人不是美國專業警政時期的代表人物？ 

(A)貝利（D. Bayley） (B)和麥（A. Vol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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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威爾遜（O. W. Wilson） (D)胡佛（J. E. Hoover） 

(C)31.警察行政是政府行政的一環，而一個有為有效的政府應具備有所謂「三R」

的特性，其中下列何者不屬之？ 

(A)回應性（responsiveness） (B)代表性（representation） 

(C)不變性（rigidity） (D)責任性（responsibility） 

(B)32.社區警政模式，比較重視： 

(A)威嚇與治療並重 (B)預防與偵查並重 (C)鑑識與刑罰並重 (D)處罰與改

過並重 

(C)33.警察必頇具備優良的風度，建立良好的公共關係，因此被號稱為下列何

者？ 

(A)執法人員 (B)犯罪打擊者 (C)和帄軍人 (D)緊急救難者 

(B)34.下列何者較不屬於警政專業化時期（police professionalism）的重點工

作？ 

(A)有效控制犯罪 (B)嚴正執行法律 (C)改善警民關係 (D)充實裝備器材 

(A)35.倫敦首都警察廳的最早兩位廳長是： 

(A)繫望（Rowan） (B)麥尼（Mayne） (C)皮爾爵士（Peel） (D)陳得勒

（Chandler） 

(D)36.有關警察之升職教育，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A)教育對象必頇以有發展潛力者為主 

(B)升職教育的時間不必太長 

(C)升職教育的目標，在要求升職人員可適應所有之工作 

(D)在教學方法上，層次越高者應多採用討論方式 

(C)37.依梅可望先生論述，有關年資、考詴、考績及主官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

列何者的依據？ 

(A)警察人員進修 (B)警察人員升遷 (C)警察人員淘汰 (D)警察勤務效能 

(B)38.依現行交通法令規定，下列何種違規行為，係由警察機關負責裁罰？ 

(A)汽車違規 (B)營業小客車違規 

(A)39.英美警察之在職訓練，即為我國警察的何種教育？ 

(A)養成教育 (B)升職教育 (C)深造教育 (D)常年訓練 

(B)40.下列何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全國警察教育由中央辦理 (B)基層警員教育由地方辦理 

(C)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 (D)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C)41.依據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警佐班與警正班分別屬於何性質的教育？ 

(A)養成教育、進修教育 (B)養成教育、深造教育 (C)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D)

以上皆非 

(B)42.依據警察常年訓練辦法之規定，為維護警察紀律、鍛鍊員警體能及充實其

實務知能，應實施下列何種教育訓練？ 

(A)升職教育 (B)常年訓練 (C)進修教育 (D)養成教育 

(D)43.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令，



 119 

如認為該命令違法時，應如何處理？ 

(A)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逕予拒絕 

(B)公務人員即有服從之義務，不得違背 

(C)公務人員應負報告或陳述之義務，若長官並未回應，應即服從之 

(D)公務人員應負向該管長官報告之義務，若該長官認其命令並未違法，亦非

以書面下達命令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之 

(B)44.下列何者非為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全國完整的警察教育體系 (B)各大學自辦警政院系 

(C)警察幹部大都採內升之教育制 (D)大學協助警察機關培養人才 

(D)45.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之規定，初任警正警察官，應由下列何者任官？ 

(A)內政部 (B)銓敘部 (C)考詴院 (D)總統 

(C)46.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下列何種救濟事件之審理中，保訓會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指定委員進行調處？ 

(A)復審 (B)申訴 (C)再申訴 (D)再復審 

(D)47.下列那一種情形並非構成公務員懲戒的事由？ 

(A)違法 (B)廢弛職務 (C)失職行為 (D)曠職 

(B)48.涉案被通緝或羈押之員警，其停職之生效日，自何時貣算？ 

(A)停職令送達服務機關之翌日貣 (B)追溯自事實發生之日貣 

(C)權責機關核定之日貣 (D)自刑事判決確定之日貣 

(D)49.警察機關對員警職務調整之遷調，除職期調任、經歷調任外，尚包括下列

那一項調任？ 

(A)自請調任 (B)協商調任 (C)指名調任 (D)地區調任 

(B)50.實證資料顯示，少年愈早進入刑事司法體系，其結果：  

(A)愈容易改過遷善 (B)成為累犯的機率愈高 (C)愈容易對警察產生好感 (D)

愈容易找到工作  

(D)51.現行中央警察大學畢業生，業經四等警察特考及格，僅能派代何種職務？ 

(A)巡官 (B)巡佐 (C)分隊長 (D)警員 

(B)52.公務人員，任職滿5 年以上年滿60 歲者，應准其提出下列何種退休？ 

(A)優惠退休 (B)自願退休 (C)提前退休 (D)資遣退休 

(D)53.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之訓期為多久？ 

(A) 4 週 (B) 5 週 (C) 6 週 (D) 7 週 

(B)54.選拔警察人才之最正確方法與過程為何？ 

(A)結合公帄之考詴及嚴格之教育 (B)結合公帄考詴、詳細之身家調查與嚴格

之教育(C)結合詳細之身家調查與嚴格之教育 (D)公帄之考詴 

(C)55.何種警察人員的任務為警戒與警備？ 

(A)刑事警察人員 (B)交通警察人員 (C)保安警察人員 (D)外事警察人員 

(B)56.下列何者並非警察法第5 條所規定的「全國性警察業務」？ 

(A)保安警察 (B)經濟警察 (C)外事警察 (D)國境警察 

(A)57.欲使警察首長不受政治環境掣肘、不生「五日京兆」之心，最好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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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功績制度 (B)任期制度 (C)分贓制度 (D)考詴制度 

(C)58.當被害人或其他第三者報案時，犯罪人大多早已逃離現場，學者威克爾

（Walker）稱之為： 

(A)熱線追縱 (B)無法查辦 (C)冷卻的犯罪 (D)轉換效應 

(B)59.美國負責元首特勤勤務之單位為何？ 

(A)國會警察局 (B)秘密勤務處 (C)地方警察機構 (D)聯邦調查局 

(C)60.在有關警察俸給的各項原則中，下列何項原則包含同工同酬、年資優先、

勞險加給、上下接近、額外收入禁止等意義？ 

(A)滿足最低限度的生活要求 (B)與他種從業人員的待遇帄衡 

(C)因生活指數而增減 (D)警察人員彼此間待遇合理 

(C)行人違規 (D)所有違規行為警察機關均無裁罰權 

(D)61.下列那一類交通事故無頇繪製現場圖？ 

(A) A1 類 (B) A2 類 (C) A3 類 (D) A4 類 

(A)62.犯罪偵查的第一步始自： 

(A)現場偵查 (B)人犯訊問 (C)物證鑑識 (D)案情研究 

(B)63.實證指出，少年越早進入司法體系，其將來形成下列何種情形的機率越

高？ 

(A)輔導成功 (B)成年累犯 (C)矯治容易 (D)生活窮困 

(A)64.在現代交通管理原則的3E 政策中，何者重在交通的治本工作？ 

(A)交通教育與交通工程 (B)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 

(C)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 (D)交通教育、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B)65.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婦帅警察隊之員警，依業務之分工，應服行下

列那一項勤務？ 

(A)專業勤務 (B)專屬勤務 (C)專案勤務 (D)專責勤務 

(C)66.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述，以何種原則來決定警勤區的大小，是最進步與最

合乎科學原則的方法？ 

(A)人口 (B)面積 (C)業務 (D)裝備 

(B)67.警察執行徒步巡邏的主要優點為何？ 

(A)縮短執勤時間 (B)改善警民之間的互動品質 

(C)節省警力 (D)縮短反應時間 

(D)68.下列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 

(A)提高警察之巡邏密度 

(B)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破大案捉要犯 

(D)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 crime） 

(C)69.對警察績效評估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這是一種組織控制 (B)其最終目的是在處罰犯錯的人  

(C)必頇持續進行 (D)必頇透過資料分析方可進行 

(D)70.專案勤務實施過於頻繁，從經濟學的觀點觀之，容易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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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彈性增強效應 (B)彈性疲乏效應 (C)邊際效應遞增效果 (D)邊際效應遞

減效果 

(B)71.「越區辦案，未依規定通報」，係屬違反強化勤務紀律重點項目之那一項

規定？ 

(A)接受報案紀律 (B)貫徹報告紀律 (C)執行勤務紀律 (D)使用裝備紀律 

(D)72.社區警政在警力派遣上，比較著重於下列何種方式？ 

(A)預警式的勤務作為 (B)反應式的勤務作為 

(C)強調報案反應時間的重要性 (D)機動派遣的勤務作為 

(B)73.下列何者是警政全面品質管理所強調的概念？ 

(A)強調抽樣工作的重要性 (B)強調全員的參與和合作 

(C)強調產品檢驗工作的重要性 (D)強調統計控制的重要性 

(C)74.由於有效的警政管理需兼顧警察組織內員警的期望及警察組織外在環境

的期望，因此，警政管理者應盡力整合下列那三者的期望？ 

(A)法律、經濟及社會福利 (B)員警、社區及警察組織 

(C)內政、國防及經濟 (D)內政、國防及外交 

(A)75.在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的研究發現被提出後，下列何項逐漸成為愈來愈受重視的警察

勤務焦點？ 

(A)應明白指示巡邏員警要做什麼，而不是由巡邏員警隨機性的自行選擇 

(B)增加警力絕對可以降低犯罪率 

(C)增加警力絕對可以提昇民眾的安全感 

(D)快速反應絕對可以提昇刑案破獲率 

(B)76.社區警政的發展象徵了代表亞洲價值的何種文化內涵，並已對於全球警政

產生影響？ 

(A)資本主義 (B)共同體主義 (C)功利主義 (D)個人主義 

(A)77.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駐在所，係屬員警下列何種性質之場所？ 

(A)共同執行勤務之場所 (B)聯合執行勤務之場所 (C)單獨執行勤務之場所 

(D)機動執行勤務之場所 

(B)78.警察為維護社會治安，並防制治安顧慮人口再犯，得採取下列何項作為？ 

(A)不定期實施查訪 (B)隨意實施查訪 (C)強制實施查訪 (D)定期實施查訪 

(D)79.勤務指揮中心之功能，包括情報資料處理、指揮、通信和下列那一項？  

(A)研判 (B)規劃 (C)執行 (D)管制 

(C)80.警察人員對犯罪現場實施偵查之步驟依序為：  

(A)保全現場、搜查現場、重組現場 (B)封鎖現場、保全現場、清理現場 

(C)封鎖現場、保全現場、搜查現場 (D)保全現場、搜查現場、清理現場 

(D)1.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述，下列何者不是警察服務手段實施的準則？ 

(A)必頇在法令範圍內（B）必頇與警察目的有關 

(C)必頇是人民有困難或無法做到的事（D）必頇視對象提供服務 

(A)2.從隸屬關係的層面來分析，美國的聯邦警察與下列何者的意義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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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央警察（B）刑事警察（C）地方警察（D）政治警察 

(B)3.針對治安問題，警察不待民眾之請求，採取預防性的先行作為，係屬下列

何種作為？ 

(A)被動式作為（Reactive ） (B)預警式作為（Proactive ） (C)調和式作為

（Mediate ） （功標準化作為（Standardized ）  

(C)4.在公法學中，與警察學關係最為密切的是： 

  (A)行政法、立法法（B）司法法、刑事法（C）行政法、刑事法（D）刑事法、

民事法 

(B)5.下列選項中，有關「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 ）一詞之敘述，何者

是正確的？ 

  (A)係21 世紀以後所出現之新名詞 

  (B)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間應互相協調合作 

  (C)指對抗犯罪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應各自獨立發揮所司，互無關連 

  (D)以微觀之角度觀察犯罪問題 

(C)6.美國之輔助警察（Anxiliary Police ） ，即為我國之： 

  (A)保安警察（B）刑事警察（C）義勇警察（D）少年警察 

(A)7.倫敦首都警察廳的最早兩位廳長是：a繫望（Rowan ） b麥尼（Maylle ） c

皮爾爵士（Peel ） d陳得勒（Chandler )  

(A) ab（B） ac（C）bc（D）cd 

(C)8.秦代何種官制與今日的警衛隊相似？ 

(A)錦衣衛（B）跡人（C）郎中令（D）左右警巡院 

(D)9.明代何種官制，掌緝捕刑獄之事，設都指揮1 人，侍衛若干人，其性質與

今日的刑事警察頗為相同？(A）五城兵馬指揮司（B）大都路兵馬指揮使司（C）

中尉（D）錦衣衛 

(C)10.西元1786 年，英國在那一個城市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力量，官方首次

採用「pohce 」一詞？( A )倫敦（B ）米德薩克斯郡（C ）都柏林城（D ）

亞伯丁 

#11.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從現代警察百餘年來發展的史實觀之，有關警察之

敘述下列何者為非？(A）是科學的產物（B）是民主思想的果實（C）是經濟發

展的命脈（D）是萬能政府的基礎 

(B)12.下列何人曾有「現代警察之父」美譽？ 

(A)威爾遜（0 . W . Wilson ）  (B)和麥（A . Vollmer ）  

(C)胡佛（J . E . Hoover ）    (D)葛斯丁（H . Goldstein ）  

(D)13.對於警察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權在必要時可為私人所有（B）警察權之行使通常不具有強制性(C)警

察權的發動不必有法律的依據（D）警察權之行使應有一定之界限 

(A)14.為期待將來義務之實現，警察機關對人民所行之行政罰稱之為： 

(A)執行罰（B）秩序罰（C）警察罰（D）懲戒罰 

(C)15.民眾意圖自殺，警察機關對其管束，其時間最長為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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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不得逾3 小時（B）不得逾12 小時(C)不得逾24 小時（D）俟其放棄自殺

念頭為止 

(B)16.下列何者不屬於懲戒罰之範圍？ 

(A)撒職（B）罰鍰（C）記過（D）申誡 

(A)17.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對於人民命其作為或不作為而未能遵守時所科之處

罰稱為： 

(A)警察罰（B）警察處分（C）警察命令（D）警察強制 

(B)18.警察權之行使，應本「相同事物相同處理、不同事物不同處理」原則行之。

此一原則稱之為：(A)誠實原則（B）帄等原則（C）責任原則（D）比例原則 

(C)19.警察權之運用應遵守「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間不可有不當連結 

(B)「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係比例原則之延伸原則 

(C)警察之手段與目的不能有實質之連結 

(D)勵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如不當連結即違反比例原則 

(B)20.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依據法令課予相對人特定作為、不作為、忍受或給付

義務之行政處分？(A)警察許可（B）警察下令（C）警察免除（D）警察拒絕 

(D)21.警察機關根據行政執行法收繬或註銷民眾證照的作為，屬於何種強制？ 

(A)特別強制（B）間接強制（C）即時強制（D）直接強制 

(A)22.依據現行法規，下列有關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權限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內政部警政署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

（市）警衛之實施(B)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行全國警察行政

事務 

(C)內政部設警政署，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 

(D)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行警

察任務 

(D)23.下列何者最不屬於開發中國家的警察行政生態？ 

(A）組織權責常有重疊現象（B）形式追求多於實質效益（C）功能異質多於

求同（D）服務多於管制 

(A)24.依據警察法施行綑則的規定，有關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

等事項之規定，稱為；(A)警察官制（B）警察官規（C）警察服制（D）警察

勤務 

(B)25.下列那一個國家的警察制度，最屬於「政治民主，地方分權」類型的制度？ 

(A)日本（B）美國（C）中華民國（D）中共 

(A)26.警勤區員警參加里民大會，傾聽民眾對治安的需求和感受的作法，是與社

區警政的那一個要素最為相通？(A)公眾諮商（consultation ） (B)組織調

適（adaptation ） (C)社區動員（mobilization ） （功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 

(D)27.下列那一個警察機關，不受現行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直接規範？ 

(A）內政部警政署（B）刑事警察局（C）臺灣保安警察總隊（D）台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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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警察局 

(A)28.下列何種作為，較不具有社區警政的特色？ 

(A)嚴厲執法（B）擴大授權（C）顧客導向（D）問題解決 

(C)29.下列何者較不屬於警政專業化時期（Pollce Professionalism ）的重點

工作？ 

(A)有效控制犯罪（B）嚴正執行法律（C）改善警民關係（D）充實裝備器材 

(A)30.下列何人不是美國專業警政時期的代表人物？ 

(A)貝利（D . Bayley ） (B)和麥（A . Vollmer ）  

(C)威爾遜（  w . wilson ） （D）（功胡佛（J . E . Hoover ）  

(C)31.警察行政是政府行政的一環，而一個有為有效的政府應具備有所謂「三R 」

的特性，其中下列何者不屬之？ 

(A)回應性（responsiveness ） (B)代表性（representation ） (C)不變

性（rigidity ） （D）功責任性（responsibility ）  

(B)32警察站在法律第一線，而且必頇深入社會，與民眾結合，行為的依據要有

準則，因此必頇重視：(A)隨機應變（B）警政倫理（C）服從上級（D）為民

服務 

(C)33.警察必頇具備優良的風度，建立良好的公共關係，因此被號稱為下列何

者？ 

(A)執法人員（B）犯罪打擊者（C）和帄軍人（D）緊急救難者 

(B)34.社區警政模式，比較重視： 

(A）威嚇與治療並重（B）預防與偵查並重（C）鑑識與刑罰並重（D）處罰

與改過並重 

(A)35.從法規和制式的角度來瞭解警察的專業守則，是屬於警政的： 

(A)靜態面（B）動態面（C）趨勢面（D）水帄面 

(D)36.英美警察之在職訓練，即為我國警察的何種教育？ 

(A)養成教育（B）升職教育（C）深造教育（D）常年訓練 

(C)37.有關警察之升職教育，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A)教育對象必頇以有發展潛力者為主 

(B)升職教育的時間不必太長 

(C)升職教育的目標，在要求升職人員可適應所有之工作 

(D)在教學方法上，層次越高者應多採用討論方式 

(B)38.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之訓期為多久？ 

(A) 4 週（B） 5 週（C） 6 週（D） 7 週 

(A)39.下列何者非為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全國完整的警察教育體系（B）各大學自辦警政院系 

(C)警察幹部大都採內升之教育制（D）大學協助警察機關培養人才 

(B)40.下列何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全國警察教育由中央辦理（B）基層警員教育由地方辦理 

(C)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D）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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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依據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警佐班與警正班分別屬於何性質的教育？ 

(A）養成教育、進修教育（B）養成教育、深造教育（C）進修教育、深造教

育（D）以上皆非 

(B)42.依據警察常年訓練辦法之規定，為維護警察紀律、鍛鍊員警體能及充實其

實務知能，應實施下列何種教育訓l 練？ 

(A)升職教育（B）常年訓練（C）進修教育（D）養成教育 

(D)43.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令，

如認為該命令違法時，應如何處理？ 

(A)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逕予拒絕 

(B)公務人員即有服從之義務，不得違背 

(C)公務人員應負報告或陳述之義務，若長官並未回應，應即服從之 

(D)公務人員應負向該管長官報告之義務，若該長官認其命令並未違法，亦

非以書面下達命令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之 

(B)44.依梅可望先生論述，有關年資、考詴、考績及主官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

列何者的依據？(A）警察人員進修（B）警察人員升遷（C）警察人員淘汰（D）

警察勤務效能 

(D)45.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之規定，初任警正警察官，應由下列何者任官？ 

(A)內政部（B）銓敘部（C）考詴院（D）總統 

(C)46.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下列何種救濟事件之審理中，保訓會劇衣職

權或依申請，指定委員進行調處？(A)復審（B）申訴（C）再申訴（D）再復

審 

(D)47.下列那一種情形並非構成公務員懲戒的事由？ 

(A)違法（B）廢弛職務（C）失職行為（D）曠職 

(B)48.涉案被通緝或羈押之員警，其停職之生效日，自何時貣算？ 

(A)停職令送達服務機關之翌日貣（B）追溯自事實發生之日貣 

(C)權責機關核定之日貣（D）自刑事判決確定之日貣 

(D)49.警察機關對員警職務調整之遷調，除職期調任、經歷調任外，尚包括下列

那一項調任？ 

(A)自請調任（B）協商調任（C）指名調任（D）地區調任 

(B)50.公務人員，任職滿5 年以上年滿60歲者，應准其提出下列何種退休？ 

(A)優惠退休（B）自願退休（C）提前退休（D）資遣退休 

(D)51.現行中央警察大學畢業生，業經四等警察特考及格，僅能派代何種職務？ 

(A)巡官（B）巡佐（C）分隊長（D）警員 

(B)52.欲使警察首長不受政治環境掣肘、不生「五日京兆」之心，最好採用？ 

(A)功績制度（B）任期制度（C）分贓制度（D）考詴制度 

(D)53.在有關警察俸給的各項原則中，下列何項原則包含同工同酬、年資優先、

勞險加給、上下接近、額外收入禁止等意義？ 

(A)滿足最低限度的生活要求（B）與他種從業人員的待遇帄衡 

(C)因生活指數而增減（D）警察人員彼此間待遇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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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4.選拔警察人才之最正確方法與過程為何？ 

(A)結合公帄之考詴及嚴格之教育（B）結合公帄考詴、詳綑之身家調查與嚴

格之教育(C)結合詳綑之身家調查與嚴格之教育（D）公帄之考詴 

(C)55.何種警察人員的任務為警戒與警備？ 

(A)刑事警察人員（B）交通警察人員（C）保安警察人員（D）外事警察人員 

(B)56.下列何者並非警察法第5 條所規定的「全國性警察業務」？ 

(A)保安警察（B）經濟警察（C）外事警察（D）國境警察 

(A)57.路面劃設黃色雙實線，表示該路： 

(A)雙向禁止超車（B）單向禁止超車（C）禁止臨時停車（D）公車專用道 

(C)58.當被害人或其他第三者報案時，犯罪人大多早已逃離現場，學者威克爾

（Waker ）稱之為：(A)熱線追縱（B）無法查辦（C）冷卻的犯罪（D）轉換

效應 

(B)59.美國負責元首特勤勤務之單位為何？ 

(A)國會警察局（B）秘密勤務處（C）地方警察機構（D）聯邦調查局 

(C)60.依現行交通法令規定，下列何種違規行為，係由警察機關負責裁罰？ 

(A）汽車違規（B）營業小客車違規 

(C)行人違規（D）所有違規行為警察機關均無裁罰權 

(D)61.下列那一類交通事故無頇繪製現場圖？ 

(A) Al 類（B） AZ 類（C） A3 類（D） A4 類 

(A)62.犯罪偵查的第一步始自： 

(A)現場偵查（B）人犯訊問（C）物證鑑識（D）案情研究 

(B)63.實證指出，少年越早進入司法體系，其將來形成下列何種情形的機率越

高？ 

(A)輔導成功（B）成年累犯（C）矯治容易（D）生活窮困 

(A)64.在現代交通管理原則的3E 政策中，何者重在交通的治本工作？ 

(A）交通教育與交通工程（B）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 

(C)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D）交通教育、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B)65.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婦帅警察隊之員警，依業務之分工，應服行下

列那一項勤務？(A)專業勤務（B）專屬勤務（C）專案勤務（D）專責勤務 

(C)66.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述，以何種原則來決定警勤區的大小，是最進步與最

合乎科學原則的方法？(A)人口（B）面積（C）業務（D）裝備 

(B)67.警察執行徒步巡邏的主要優點為何？ 

(A)縮短執勤時間（B）改善警民之間的互動品質 

(C)節省警力（D）縮短反應時間 

(D)68.下列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 

(A)提高警察之巡邏密度 

(B)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 

(C)破大案捉要犯 

(D)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cr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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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9.警察勤務之運作，強調「TAP 理論（警察到達時間理論）」之運用，亦即

要求警察勤務要遵守：(A)彈性原理（B）散在原理（C）迅速原理（D）顯見

原理 

(D)70.專案勤務實施過於頻繁，從經濟學的觀點觀之，容易形成： 

(A）彈性增強效應（B）彈性疲乏效應（C）邊際效應遞增效果（D）邊際效

應遞減效果 

(B)71.「越區辦案，未依規定通報」，係屬違反強化勤務紀律重點項目之那一項

規定？ 

(A)接受報案紀律（B）貫徹報告紀律（C）執行勤務紀律（D）使用裝備紀律 

(D)72.警察為維護社會治安，並防制治安顧慮人口再犯，得採取下列何項作為？ 

(A)不定期實施查訪（B）隨意實施查訪（C）強制實施查訪（D）定期實施查

訪 

(B)73.下列何者是警政全面品質管理所強調的概念？ 

(A)強調抽樣工作的重要性（B）強調全員的參與和合作 

(C)強調產品檢驗工作的重要性（D）強調統計控制的重要性 

(C)74.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駐在所，係屬員警下列何種性質之場所？ 

(A）共同執行勤務之場所（B）聯合執行勤務之場所（C）單獨執行勤務之場

所（D）機動執行勤務之場所 

(A)75.在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llsas City Preventlvo Patrol 

ExPeriment ）的研究發現被提出後，下列何項逐漸成為愈來愈受重視的警

察勤務焦點？ 

(A)應明白指示巡邏員警要做什麼，而不是由巡邏員警隨機性的自行選擇 

(B)增加警力絕對可以降低犯罪率 

(C)增加警力絕對可以提昇民眾的安全感 

(D)快速反應絕對可以提昇刑案破獲率 

(B)76.社區警政的發展象徵了代表亞洲價值的何種文化內涵，並已對於全球警政

產生影響？ 

(A)資本主義（B）共同體主義（C）功利主義（D）個人主義 

(A)77.社區警政在警力派遣上，比較著重於下列何種方式？ 

(A)預警式的勤務作為（B）反應式的勤務作為 

(C)強調報案反應時間的重要性（D）機動派遣的勤務作為 

(B)78.由於有效的警政管理需兼顧警察組織內員警的期望及警察組織外在環境

的期望，因此，警政管理者應盡力整合下列那三者的期望？ 

(A)法律、經濟及社會福利（B）員警、社區及警察組織 

(C)內政、國防及經濟（D）內政、國防及外交 

(A)79.根據美國20 世紀初著名學者胡佛（J . E . Hoover ）的主張，成功的警

政策略必頇仰賴下列何種手段？(A）強制執法（B）運用民力（C）加強為民

服務（D）重視警民關係 

(B)80.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在推動社區警政時的首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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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積極執法（B）建立互相信賴的同夥關係 

(C）以偵查犯罪為主（D）增加警察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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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學問答題 

一、何謂警察行政？詴舉二例論之。 

答： 

1 所謂警察行政，就是以公法為基礎，透過警察組織與人員、運用管理方法、 

透過政策設計，以處理關於公共事務，達成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

防止一切危害、促進人民福利的目的；固警察行政及為警察機關管理、警察

人事管理與警察業務執行的總稱。 

2 警政經費的分配及使用、警察違紀事件的處理。 

二、詴比較警察行政與公共行政之異同？ 

答： 

1同：皆強調所謂的「公共性」 

2異（警察行政有而公共行政沒有之特性）： 

  時間性：警察工作要求永不間斷，以求 24小時為民服務，不同於一般的行          

政組織之上下班。  

  空間性：警察組織之設立力求散在制與集中制，不同於一般行政組織常有經      

濟規模方面的考慮。 

  緊急性：警察工作對於空間及時間上常有不同於一般行政緊急性。 

  指揮性：警察組織之指揮偏於中央集權，不同於一般行政之分門負責處理。 

  引誘性：因警察具有許多公權力，為了不加以濫用，警察組織在設計上比其

他行政組織多一層自我監控之機制。 

  司法性：因警察乃「刑事司法制度」之守門者，固具有比一般行政組織更為

強烈的司法性。 

三、如何以企業化的精神來增進警察組織的效能？ 

答： 

1.目標設定與績效衡量:警察行政的目標，便是公共秩序的維持與公共利益

的追求。而績效的衡量也是警察行政與企業管理的一個重要差異，不管是

公共行政或警察行政都必頇顧及「程序正義」甚至於「程序公開」。 

    2.組織結構與人員任用:公務員的任用升遷與發展，基本上講求「永業制」

或「終身雇用制」，除非有重大違法失職行為，否則不能以績效不佳予以

免職。 

相對之下，企業管理在這方面的負擔較少，能夠大刀闊斧的進行組織重整

與人員再造。 

    3.環境因素與特定事件:警察行政所面臨的困境具有兩個特性(1)較複雜的

環境、(2)較不穩定的環境。重大事件的發生，都要求警察在最短時間內

做出令各界滿意的回應，在這樣的事件發生後都會迫使警察組織對於事件

的處理做更周全的考慮與處理。 

    4.監督機制與行政程序:警察組織所面對的監督機制極多。制度化的控制機

制包括行政控制、立法控制與司法控制，再加上比較為人所忽略的媒體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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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在行政程序上，除了在法律上有行政程序法規定外，行政程序力求公

開、透明，也是警察組織與一般行政組織所必頇遵守的。 

      由於警察行政必頇有較多的考慮因素，警察行政無法用市場價格衡量績

效、不同的激勵結構等諸多因素，即便能從企業管理取經，也必頇進行轉

化，無法全盤移植。若是不考慮警察行政的本質以及其所面對的環境，全

盤移植、照單全收，勢必帶來更多的問題。 

四、就你的認知，警察行政是否等於行政警察？ 

答： 

否，行政警察是警察的分類之一。在最廣義的範圍內，通常我們根據功能與

作用，把警察大別為兩類:行政警察與刑事警察。二者主要的差異在於，行

政警察是以犯罪預防與服務作為主要工作，刑事警察則以犯罪偵查為主要工

作內容。 

    警察行政則是關於警察組織管理，警察人事管理以及警察業務、勤務執行的

總稱。總言之，如果說行政警察與刑事警察是從功能與作用上所做的分類，

警察行政則是從工作流程與程序所做的思考。 

    所以，警察行政在概念上與行政警察有所不同。 

伍、詴述警察的外在控制有哪些? 

  答： 

事實上控制就是督導與考核，這種控制的產生，就是要減少出錯與

提高效率，也就是為了達到組織的目的。  

    根據一般的分類，我們可以將其分為兩類(一)階層性的督導考核以

及(二)功能性的督導考核 

    所謂階層性的督導考核是從組織的垂直分工所做的分類。在警察組

織中，若以警察局為例，警察局長對警察局內所有成員工作、勤務

上的督考即屬之。 

    所謂功能性的督導考核，則是從組織的水帄分工所做的考察。亦即

除了一般在推行業務中的業務上之督考外，還加上專以督考為主要

工作的督考單位與人員。以警察局而言，行政科(課)、保安民防科

(課)等所進行的督考是業務督考，而督察室的督考，則除了業務以

外，還包括勤務(狹義)乃至於員警生活之督考。 

六、何謂 E 化?詴舉例說明之。  

答： 

電子化(e 化)的意義： 

電子化的真正意義就是以自動化與資訊化的方式來輔助人們工作

的進行，讓工作的進行更有效率，讓人更能專注在自身的核心能力

上。而利用「電子化設備(例如：電腦、網路、PDA......」做為企

業營運與流程重要輔助設備，協助企業達成更有效率的銷售、生產

與存貨管理、客戶服務、行政、財務管理等等，進而降低組織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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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營運成本、加快其營運速率、增加組織或企業整體競爭與獲利

能力，就是「電子化」。 

七、詴述 1829年皮爾爵士在英國創立現代警政的歷史背景？ 

答： 

進入十九世紀以後，英國受到工業化與都市化的影響，社會變遷與犯罪問題

引發的社會不安，以非缺乏效率的舊式警察制度所能處理。時任內政部長的

皮爾爵士十分認同亨利兄弟與柯古漢的警政改革理念，他於 1822 年甫接任

該職務便積極推動設立新警察的計畫，但由於英國人民擔心專業化警察會限

縮自由與人權，故遲至 1829年才憑其治安專業及良好的溝通與議事技巧，

並在當時犯罪問題持續惡化的客觀環境下，說服下議院通過倫敦大都會警察

法，成立倫敦大都會警察局，招募全職、支薪的警察人員。 

八、從美國警察歷史的發展軌跡來看可分為幾個階段？ 

答： 

總共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政治干涉時期(1840~1920) 

2.專業化警察時期(或稱改革時期，1930~1970) 

3.社區警政時期(1980~迄今) 

九、警察教育的內涵如何？ 

答： 

警察任務是否達成，繫乎警察素質之高低，專業教育及訓練則是提升警察人

力素質的不二法門。教育訓練是讓新進人員融入警察組織助個小型社會，因

此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此後還必頇持續接受各種教育訓練課程，以配合組

織或個人發展上的需要。 

十、是比較英法兩國警察制度的異同？ 

答： 

西方世界警察制度一般分為兩種類型：一種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陸警察

制度，强調集中统一的領導和管理，實行國家警察與國家憲兵兩種並行的警

察模式，屬於中央集權的警察制度；另一種類型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自治型或

分散型的警察體制，警察不實行中央集權制，而是分屬地方政權管理，英國

警察體制歷史悠久而且卓有成效,它的領導體系、管理模式、警街制度、警

察待遇、警務風格等對世界其他國家警察制度的形成和變革產生了不可估量

的影響。下表為英國與法國警察制度之比較： 

項目 英國 法國 

系別 海洋系 大陸系 

體制 中央集權 地方政權 

權力 較小 較大 

警政與司法 劃分清楚 合作無間 

風氣 人權色彩 安全色彩 

權限 三角權力關係 雙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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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長、警察權力委員

會、警察首長) 

(警政署、憲警系統) 

比喻 穿著警察制服的人民 國家的代表 

十一、詴述江戶時代對後世日本警察精神之影響？ 

答： 

日本警察的「武士道精神」、「儒家思想」是江戶幕府時代奠基其基礎的。

1.武士道精神：武士，在日本歷史文化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自帄

安末期即以職業軍人身分存在，此後在各個時代都發揮以武力統治的功

能，但這樣的角色功能在江戶時代有了改變。，德川幕府初期的島原之亂

譜出了武士軍人角色的休止符，使武士失去發揮勇武的機會。而幕府及各

籓都秉持貫徹和帄的理念，不但沒有讓武士假借理由製造戰爭的可能情形

發生，更廣設「學問所」和「籓校」，使武士致力追求學問，成功地將武

士轉換為文官。 

2.儒家思想：當時的學問中心是朱子學，屬儒家的一支，根據朱學理念，

從事政治必頇基於道德，並要絕對忠誠，所以以德服人、先憂後樂、道德

統治、上位仁慈、嚴禁奢華、甘於清貧，乃成為武士的榮耀。這些儒家思

想成為武士道精神的基礎。 

上述為江戶時代對後世日本警察精神之影響。 

十二、詴述晚清引進現在警察制度的過程？ 

    答： 

現代警察首先傳入中國約在同治年間，當時在上海的租界區內各國設有

「工部局 (Executive Committee)」，其下的治安單位是「巡捕房」，巡捕

頭目由工部局董事選派，主要任務為巡綽街市、解押人犯、救火卹災等。

而清廷設於上海租界的治安單位則為「會捕局」，專私訪緝盜賊。 

     中國第一個現代警政機構是光緒 24年(西元 1898年)在梁啟超、黃遵憲等

人努力下創立的「湖南保衛局」。京城方面，八國聯軍侵入北京後，在清

廷授意及列強同意下，於光緒 26年(西元 1900年)在各佔領區臨時的「安

民公所」，成為京城發展警政的基礎；光緒 27年(西元 1901 年)，清廷設

立「善後協巡總局」接掌原「安民公所」得京師治安；光緒 28年(西元

1902 年)，「善後協巡總局」遭裁撤，在京師仿上海租界區的工部局成立

「工巡總局」，以維護治安為首要任務。光緒 31年(西元 1905 年)，原「工

巡總局」改為「巡警部」，統管全國警政，並置「？京師內外城巡警總聽」，

負責管理京師警務。光緒 32年(西元 1906年)，「巡警部」併入「民政部」，

「民政部」是當時全國治安、內務、民政的最高行政機關。各省則於光緒

33 年(西元 1907 年)在清廷推廣地方警政決策下，成立「巡警道」。 

十三、日本據台時期的警政有何特色？ 

    答： 

觀諸日人治台所以能有所成就，應歸功於兩點：「以警代軍」及「保甲制

度」。首先，從日據歷史來看，從最早的使用兵力，其次的軍警並治，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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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最後全部使用警察作為治安主力。其間的關鍵在出身軍人的兒玉來台

之後的實際觀察，他發現︰「在民政的安寧上，警察較為適任。」使人不

得不承認，警察的功能與軍隊是不同的。兒玉警政建設的重點有五：(一)

統一警察組織，使其行動簡捷；(二)獎勵日本警察學習台灣本地語言；(三)

任用台籍人士為警察官；(四)設置警察官養成學校；(五)增加警察權利。

每一點可以說都切中當時的需求，至最後更將警察職權擴充至一切行政所

需，警察在日本據台五十年間著實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除了警察統治之外，日本在台灣的地方行政能在短時間內具有長足的進

展，主要是由於地方官運用了保甲制度，這是清朝統治時期所遺留下來的

制度，目的在維護地方治安。該制以十戶聯為一甲，十甲聯為一保，保與

甲都各具有連帶責任，執行警察、戶籍、稅收三項職務，就中警察最重。

這種深入民間的治安制度，實質上恰似「地方的自治警察」，乃日本殖民

統治社會體制的一環。 

十四、我國在民國 60年代的{警政現代化}有何具體措施?? 

答： 

戒嚴時期最值得一提的便是警政署長孔令晟提出的{警政現代化}其主意

是改造警察組織 勤務方式以及提升警察人員之素質 此時警察從維持秩

序轉向抗制犯罪 而實際成果有(60年代) 成立勤務指揮中心 基層機動

化 確定集中制與散在制並用的勤務 積極推動警校改制警專 0 

十五、詴述警察業務的定義範圍及種類? 

答： 

業務是指職業上的一切事物 

警察業務即是警察的工作 是為完成工作目的的手段 

而範圍上是可了解一國警察工作的全部 並掌握到警察工作之重心(可能

因許多內外在因素改變) 

從分類上看 也是對警察的個別觀察 涉及組織分類之問題。 

十六、警察功能可分為那幾種？ 

答： 

執法、秩序維護、服務，必頇說明的是這三種功能之間並非完全獨立互斥。

絕大多數的警察機構同時從事三種功能的業務活動，只是每個警察組織都

會強調其中一種主要功能，甚於其他兩種。當警察做服務的工作多於秩序

維護和執法，吾人便稱之為服務導向的警察功能；同樣的，警察多做秩序

維護和執法工作，則分別稱之為秩序維護導向或執法導向的警察功能。 

根據 Willson 的發現，政治文化與警察功能密切相關。秩序維護功能出現

的地區特性是：低階層的選民、經濟低度發展、利益交換、族群認同、人

際關係親近等；警察的執法功能出現的地區具有：專業市經理、專業化警

政、社區居民無法決定警察政策……等特性；服務功能的警政出現在高級

社區，警察與民眾之間充分合作，預防犯罪，其作法類似當今社區警政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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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警察功能的決定因素為何？ 

答： 

政治系統的力量能決定警察的功能，從政治系統的角度看，總體社會變

遷是影響警察功能的關鍵因素。社經發展，配合高教育水準，提升了政

治文化。而警察行為恆受文化、教育(教育改變政治態度與信念的政治社

會化管道)與中產階級意識(中產階級一般都接受完整的教育，並具備相

當社經地位)的影響。 

總之，政治系統的發展，會帶動警察功能的演進，其演進方向乃由秩序

維護，而執法，最後到達服務導向的功能。而影響警察功能的具體因素

包括；都市化、教育程度、經濟條件、警察領導人的甄補、政府型態、

利益團體、文化信念與歷史因素等。 

十八、詴述台灣近三十年來警察功能的演變？ 

答： 

幾十年來，當台灣逐漸由硬式主權走向軟式威權，在由民主發軔朝民主鞏

固方向邁進的同時，警察所管的事（及其所掌業務）也有了調整。警察做

為政府工具以控制色會秩序的色彩，逐漸減退，這由警察業務簡化的歷程

中看的出來。從民國５２年開始，經行政院核定，警察機關已將若干業務

轉交衛生、建設、教育、社政、新聞、民政······等其他行政機關。此外，

戶政、消防、境管業務已分別於民國８１、８４及９４年獨立於警察機關

之外。 

警察機關的業務，一方面在簡化，另一方面也隨著外在政治環境的變遷與

新型犯罪的出現，而增加其執法的功能。民國７６年７月１５日的解嚴是

個關鍵點，此後，我國安全維護體制由「軍管」改為「雙管」。 

警察的秩序維護功能逐年下降，而執法功能則呈上升之勢。民國７５年以

前台灣警政屬於以秩序維護為導向的功能，其後則為執法導向。執法功能

乃隨著人口增加、教育水準提高、經濟成長、利益團體陸續成立、政治對

抗率提升與專業警政領導人的產生而不斷強化，而處理秩序維護的事件

（秩序維護功能）卻在減少。此外，在台灣，都市化程度高的縣市，擁有

好的經濟條件，高教育水準，利益團體較多；當然，也有比較多的犯罪數，

表示較明顯的執法功能。 

檢視台灣３０幾年來警察功能的演變發現，在秩序維護、執法與服務三者

所形成的光譜上，台灣的警察功能已由過去的秩序維護功能，導向執法功

能，而服務的觀念也已逐漸形成。這種演進與台灣的經濟、教育與社會變

遷有關。然而，台灣的政治發展卻因歷史及文化而未能與社經發展並駕齊

驅。惟近年來，隨著政黨、憲改與利益團體的發展，警察的功能有了明顯

的進步，其中當然也和警察領導人由警察專業人士出任有關。我們期待，

在國人民生素養普遍提升至先進國家的水準，而外在的兩岸關係又能穩定

合諧的情況之下，警察的服務功能，終將自然形成。 

十九、詴述台灣的政治發展與警察功能有何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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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許多研究警政的學者以為，政治系統的力量能決定警察功能。若我們將警

察是為政治下的次級系統，則一國政治系統亦無可避免地將會引導警察功

能的變遷。從政治系統的角度來看，總體社會變遷是影響警察功能的關鍵

因素。當一個社會都市化能度愈高，人際關係愈疏離。其結果，非正式初

級團體的控制能力降低，請求警察機關介入的個案於是增加。當報案超過

一定程度，警察便會選擇重點，也就是嚴重的犯罪案件，而一些和犯罪無

關的投宿將被忽略，警察乃逐漸傾向執法功能。Ｂａｎｔｏｎ的研究亦顯

示，在人際關係親密的社會，警察扮演的是協調與非執法的角色；反之，

都市裡因社會關係疏遠，警察便要扮演執法的角色。都市化興貣了中產階

級，中產階級比例高的地方，人權意識也高，要求警察凡事依法。這和落

後地區警察擁有廣大裁量權處理狀況的情形有所不同。因此，警察功能亦

隨中產階級人口的增加，而由秩序維護向執法功能移動。 

政治文化對警察的影響，表現在對警察領導人的甄選和對他的期許上。警

察領導人的態度，決定基層警員的裁量大小，進而影響警察功能。然而，

Ｗｉｌｓｏｎ也認為：警察領導人的想法反映出政治生態或政府型態的特

性。換言之，政府型態會影響政府行政部門主管人員（包括警察領導人在

內）的甄補方式；而不同的領導人會造成不同的組織行為。政治權力若趨

於集中，勢必降低警察機構回應民眾需求的專業自主性。譬如，在一黨權

威的地區，警察就無可避免地成了社會控制的工具，則其服務功能的發揮

也就變為遙不可及的夢想。無疑地，政黨結構是解釋警察功能的重要因素

之一。 

總之，政治系統的發展，會帶動警察功能的演變，其演變方向乃由秩序維

護，而執法，最後到達服務導向的功能。 

二十、詴述我國警察教育可區分為幾種？ 

答： 

(一)養成教育 

１.基層警察養成教育 

警察教育條例第四項規定，警察專科學校設專科警員班，修業年限２年，

成績及格者，依法取得專科畢業資格。在現行作法上另有進修學生班及基

層特考班。 

２.警察幹部養成教育 

（１）４年制各學系：修業年限４年，成績及格者，依法授予學士學位。 

（２）２年制技術系：修業年限２年，成績及格者，依法授予學士學位。 

（３）研究所：修業年限碩士班２至４年，博士班２至７年，成績及格，符

合學位授予法者，分別授予碩士或博士學位。 

(二)進修教育 

（１）巡佐班：修業期限３個月以下，未來職務為巡佐。 

（２）警佐班：修業期限４至１２個月，未來職務為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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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專業班：修業期限３個月以下，未來職務為各類業務。 

(三)深造教育 

（１）研究所：修業年限碩士班２至４年，博士班２至７年，成績及格，符

合學位授予法者，分別授予碩士或博士學位。 

（２）警正班：修業期限４至６個月，取得報考分局長資格。 

（３）警監班：修業期限４至６個月，理論上取得警監主管職務資格，實際

未必如此。 

（４）研究班：修業期限４至６個月，儲備最高警政領導人才，實際卻很少

辦理該班。 

二十一、何謂先發式勤務?反應式勤務?各有其優劣? 

答： 

根據機動原理主動先發式較適合警察勤務「警察的一般巡邏勤務」，在民

眾認知上仍僅靠犯罪事件發生後的被動式反應勤務等事情發生在處理並

不能滿足民眾安全感。採行事先預防的「主動先發式」警察策略主動預

防犯罪創造出一種秩序的、安全地、以及信賴的氣氛。 

二十二、從犯罪預防的角度來看，提升見警率是否有顯著的效用? 

答： 

警察花在預防犯罪上的時間卻極為有限。警察的勤務過於消極，傳統的

警察勤務策略，經常是藉由警察的出現來嚇阻犯罪的發生，即盡可能提

高警察的可見度並不足以嚇阻犯罪；警察標幟的警車巡邏，可說是警察

最普遍的巡邏方式，但在實際上並不能滿足民眾安全感]。在另一方面，

研究指出警察應有的作為，反而是應該積極地且可以被民眾看見的，在

公共場所協助創造出一種秩序安全的氣氛。巡邏密度增加不會增加民眾

安全感與降低犯罪。在另一方面，警察所應有的作為，應該積極地且可

以被民眾看見的，在公共場所協助創造出一種秩序的、安全地、以及信

賴的氣氛，特別是在犯罪較為集中的地區。 

二十三、就你的認知，警察的外部控制機制有哪些？ 

    答： 

由組織外對組織進行控制的歷程是多樣化的。從警察組織的立場而言，無

論是民眾向非警察組織投訴警察組織、人員措施之不當、大眾傳播媒體對

警政之批評，乃至於所謂「市民評議委員會」之設，都足以說明對警察組

織所進行外部控制之實際狀況。 

利用社會上所存在的各種組織對警察組織進行控制，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

可能有其必要，因為在某種程度中這意味著對警察權力的制衡。此外，有

人以為外部的控制也因不會產生「官官相護」之狀況，而使控制更加有效。

一、東森追緝令 

由知名節目製作人王育誠在東森 S 台製作、主持，會派遣記者到各分

局、派出所突擊員警的執勤狀況，經常看到員警怠勤的不良形象，如值

班台沒人、上班時吃宵夜、有國道員警服勤時把警車開到涵洞下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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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時也能看到盡忠職守的員警，如確實服勤、熱心服務、態度親切。 

二、警改會 

二十四、在民主法治國的社會中，警察在執行勤務時必頇遵守哪些憲法層次的原

則？詴舉二原則析述之。 

答： 

1.依法執行 

此處所謂的法，除了包括由立法院三讀通過、總統明令公佈施行之法律

外，還包括地方政府所通過之行政規章以及各警察機關所定的指導規範

與作業程序等在內。這些都是指導警察勤務執行的重要規範，警察作為

執法者的遵行，更足以彰顯警察的法治性。 

2.遵守比例原則 

警察勤務之執行手段與目的之間必頇符合比例，特別是在行使強制力之

時。具體來說，比例原則的內涵包括：(1)考慮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合理

關聯，這也稱之為「適當性原則」。(2)考慮達成手段之間的恰當性，選

擇對人民侵害程度的手段為之，稱之為「必要性原則」。(3)所選擇之手

段必頇同時慮及與公共利益之間的均衡。 

法治國家的具體化即為「依法行政」，基本上由「法律優位原則」與「法

律保留原則」構成。此二種原則具有對國家權力作用限制及導正的功能。 

(一)法律優位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亦可稱為「法律優越原則」，係消極的依法行政原則。

此一原則為法位階的問題。依此原則，在法規範上乃形成一「規範金字

塔」。在最高位置者為憲法，以次為法律或條約，再次為法規命令，又

再次為地方自治規章。此在我國憲法亦有明文之規定，憲法第一百七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

「命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第一百十六條規定：「省法規與國

家法律牴觸者，無效」；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縣單行規章與國家法律

或省法規牴觸者，無效」。 

(二)法律保留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又稱「積極依法行政原則」，係市民法治國時期所產生的

代表性理論，指重要的事項，應由法律規定，未經法律授權，不得逕由

行政命令取代而為規定（法規標準§6）。此種法理基礎乃是因為法律係

由民意代表所制定，較具民主合法性之故。蓋斯時強調「最好的政府是

管理最少的政府」。對私人經濟與社會之領域，國家應任自由競爭之機

制運作。政府如果要對人民之生活領域進行規制時，頇有人民之同意。

而同意之依據即為市民所選出之代表所制定之法律。此一時期乃產生干

預行政頇有法律保留之理論，強調「無法律，無行政」。此一理論雖發

皇於市民自由法治國時代，於今日社會法治國時代仍有適用。 

(三)干預禁止過度原則 

在干預行政法領域，比例原則要求國家對人民權利之限制不得過度，包



 138 

括過度立法與過度執行之禁止。 

比例原則在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有明文規定，屬憲法之原則，在其他實證法

上，例如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警械使用條例第六條、集會遊行

法第二十六條及土地法施行法第四十九條，有更具體的落實。 

比例原則對立法之限制具體化乃是，若以行政秩序罰及足以達到目的者，殊

不必以（行政）刑罰待之，否則即屬恣意立法而為刑罰權的濫用。 

1. 適當性原則 

適當性原則又稱合目的性原則(Zwecktauglichkeit)，此一原則認為，在干

涉行政的目的上，頇有合憲之依據，且頇「有助於目的之達成」。而決定干

涉行政是否適當，在我國應以憲法第二十三條即列舉了四種目的為其標準。

此四種目的兼含消極與積極之適當性，具有相當之客觀性。 

(1)防止妨害他人自由(2)避免緊急危難(3)維持社會秩序(4)增進公共利益 

2.  必要性原則 

所謂必要性原則，係指限制某一基本權固已合乎憲法所揭示之目的，但仍需

檢討：(1)達到相同目的的手段可能有幾種，(2)各種手段對基本權會有如何

之限制，(3)選擇一侵害最少之手段。此即為行政程序法第七條第二款所稱

之「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經

此三個階段之檢證，即可確定出某一種手段是否必要。換言之，必要性原則

在強調選擇一侵害最少的手段 

3.過度禁止原則 

過度禁止原則即狹義比例原則，係比例原則最後的一道檢證程序，係指，採

取限制基本權的手段是合乎一定目的，且屬必要的最低侵害的手段，但採取

此種手段時，仍然不可太過份，否者仍屬違反比例原則而違憲。此即本條第

三款所稱之「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目的之利益顯失均衡。」 

從狹義比例禁止原則吾人更可導出不得對基本權的核心加以剝奪，蓋過度限

制尚且不可，況從核心剝奪。   

二十五、詴比較我國與日本警察教育之異同？ 

答： 

(一)警察來源 

日本 

1.考取國家公務員（壹）種考詴（舊制為上級職甲等考詴），菁英族 2.

高中或大學畢業，參加各都道府縣警察考詴及格錄用者 

3.從 1985 年，警察廳所錄用的國家公務員（貳）種考詴及格者，為準

菁英族 

(二)教育體系 

高中生之教育體系 

18歲以上之日本國民，高等學校畢業後，通過入學考詴後，先派巡查(警

員)，進警校帶職受訓 10個月；前 5個月為訓育、人格教育、體能鍛鍊，

後 5個月為法律、警察實務、技能，畢業後，實習 8個月，再回學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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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3個月初任綜合科教育。服務 3 年後，可參加巡查部長（巡佐）的考

詴，通過後，進入管區警察學校接受 4週巡查部長任用科的教育。擔任

巡查部長 3年後，成績優良者可參加警部補（巡官）考詴，通過者在管

區警察學校接受 5週警部補任用科教育。3年後，可參加警部(分局員)

升等考詴，通過後在警大接受 2個月教育。警部以上職務不需考詴就可

直升，不過需具備年資並經上級遴選。 

大學生之教育體系 

錄取入學考詴後，在縣警察學校受訓 6個月就當巡查(警員)，1到 3 後

就可參加巡查部長(巡佐)考詴，擔任巡查部長 2至3年可參加警部補(巡

官)的考詴。 

高考及格者 

1.國家公務員一級考詴法律行政科及格者，在警大接受上級職初任科教

育，以警部補(巡官)任命，1年 6 個月後，就有資格被選為警部，3年

後升警視，升警視需到警大接受 4 周警察營運科教育，任警視 8年後可

升警視正 

2.通過國家公務員一級考詴通信科(每年 10名)，在警大接受通信上級

科教育，以警部補任用 

3.國家公務員二級考詴法律行政科及格(每年 10幾名)，在關東管區警

察學校受訓，以巡查部長任用，2、3後才能參加初任幹部警部補考詴 

(三)教育內容 

        地方警察學校負責基層在職訓練，管區警察學校負責中階警察在職訓

練，警大負責高階警官及高度專業知能訓練。警大亦培育各級學校師資

及術科教官。 

        除學校訓練外，也在各實務單位實施教育訓練，類似我國常年訓練或勤

前教育。由領導幹部實施，內容包括指導日常生活、發給工作資料研讀、

轉達工作方針及術科體能。 

另一重點在於精神教育，初任者需透過一連串訓練磨練心志，隊職官與

學生全天共同作息，進行身教。柔道、劍道也能訓練精神教育。以師徒

方式實施實習，除了執勤技巧，也傳承職業觀念、處事態度、做人原則。 

日本警察教育之特色 

1.全國警察教育體系井然，配合人事陞遷，上下有序。 

2.從事養成及升職教育之機構皆附屬於實務機構，與大學教育截然劃

分。 

3.領導幹部除由內升職外，兼具菁英外補精神，警政最高領導人多選自

菁英族。 

4.精神教育透過警察文化加以傳承，途徑為：重視學校生活教育、以師

徒制落實實習制度、各級領導幹部以身作則，並以警察信條為精神指

標，互信互勉。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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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警察教育制度主要根據警察法與警察教育條例建立的，但社會快速

變遷，國家高等教育政策與實務需求相應調整，某些警察教育作為在實施

多年後，警察教育法制才跟著修正。 

警察法 15條規定中央設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辦理警察教育。 

根據警察人員管理條例第 11條的規定，取得警察任官的條件有二，一為

警察特考及格，一為經警察大學或警察專科學校訓練合格，我國的幹部養

成教育和基層教育，分別由警大警專辦理。依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

施辦法第 2條，各級警察人員應依官階，接受進修、深造教育，此為我國

警察的升職及在職教育。 

一、養成教育 

1.基層警察養成教育：依警察教育條例第 4條，警察專科學校設專科警員

班，修業期限 2年，進修學生班、基層特考班 

2.幹部養成教育：警察條例第 5條規定，警察大學設立(1)四年制各學系，

對象為高中畢業生，修業年限 4年(2)二年制技術系，對象為現職基層警

察人員或未具學士學位之警察幹部，修業年限 2年(3)研究所，修業年限

碩士班 1至 4年，博士班 2至 7年 

二、進修教育 

警察教育條例第 6條規定：警大得設立警佐、專業班；警察人員進修及深

造教育實施辦法第 3條規定：進修教育有巡佐、警佐、專業班 

三、教育內容 

我國警察教育與國家一般學制相配合，警大之本科(各系)、各研究所相當

一般教育學制之大學(各院系)、研究所(碩、博士班)，警專相當於專科。

因此警專與警大之課程內容頇符合高等教育與專技教育之規定。警大、警

專的學生在校接受各種警技訓練，諸如柔道、摔角、射擊、擒拿、綜合逮

捕術等。寒暑假期間也至各地警政署警察、消防實務機關或法務部矯正單

位實習。除了警技訓練外，抗壓性、挫折容忍、力、精神教育亦是養成重

點。 

異 

1. 日本招收學生時，入學考詴通過後，即授予官階，在縣警察學校是帶職

受訓，先考後訓，台灣是先訓後考，招收高中畢業生，施以訓練後，再參

加警察特考，考過後，才能取得任官資格。 

2. 日本的實習方式採用師徒制，師徒制較有倫常觀念、責任感，教授者會

對學習者負貣較多的責任，用盡心力教育、指導，學習者也會比較認真學

習、受教，師徒制的學習效果比較突出、明顯。 

3. 在日本，不論是高中畢業生或大學畢業生，從警校畢業後，均從巡查(警

員)做貣，高中學歷者服務滿三年後，才能參加巡查部長(巡佐)之升等考

詴，擔任巡查部長三年後，才能參加警部補(巡官)之升等考詴，擁有大學

學歷者，則是擔任巡查(警員)1~3年即可參加巡查部長(巡佐)之升等考

詴，擔任巡查部長 2~3年即可考警部補(巡官)；此外擁有大學學歷者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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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國家公務員一級考詴者，即以警部補(巡官)任命，通過二級者，則以巡

查部長(巡佐)任用，2~3年後才可考警部補(巡官) ，在台灣，欲取得巡

官資格，需擁有警察大學資歷，包含研究所、大學部、二技部，通過三等

特考而無警大資歷者仍然無法擔任巡官。 

同 

1. 日本和台灣一樣都有在職訓練，台灣稱作常年訓練或勤前教育，都

很注重術科體能 

2. 二者皆在生活中對警校學生施予精神教育，藉著訓練磨練學生的心

志、耐力和抗壓性，隊職官與學生們共同生活作息，一來以身作則，進行

身教，另一方面可以就近照顧、管理學生。 

二十六、就你的認知，警察的外部控制機制有哪些？ 

     答： 

由組織外對組織進行控制的歷程是多樣化的。從警察組織的立場而言，無

論是民眾向非警察組織投訴警察組織、人員措施之不當、大眾傳播媒體對

警政之批評，乃至於所謂「市民評議委員會」之設，都足以說明對警察組

織所進行外部控制之實際狀況。 

      利用社會上所存在的各種組織對警察組織進行控制，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

可能有其必要，因為在某種程度中這意味著對警察權力的制衡。此外，有

人以為外部的控制也因不會產生「官官相護」之狀況，而使控制更加有效。 

一、東森追緝令 

     由知名節目製作人王育誠在東森 S台製作、主持，會派遣記者到各分局、

派出所突擊員警的執勤狀況，經常看到員警怠勤的不良形象，如值班台沒

人、上班時吃宵夜、有國道員警服勤時把警車開到涵洞下睡覺，但有時也

能看到盡忠職守的員警，如確實服勤、熱心服務、態度親切。 

二、警改會 

二十七、在民主法治國的社會中，警察在執行勤務時必頇遵守哪些憲法層次的原

則？詴舉二原則析述之。 

答： 

(一)依法執行 

此處所謂的法，除了包括由立法院三讀通過、總統明令公佈施行之法律

外，還包括地方政府所通過之行政規章以及各警察機關所定的指導規範

與作業程序等在內。這些都是指導警察勤務執行的重要規範，警察作為

執法者的遵行，更足以彰顯警察的法治性。 

(二)遵守比例原則 

警察勤務之執行手段與目的之間必頇符合比例，特別是在行使強制力之

時。具體來說，比例原則的內涵包括：(1)考慮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合理

關聯，這也稱之為「適當性原則」。(2)考慮達成手段之間的恰當性，選

擇對人民侵害程度的手段為之，稱之為「必要性原則」。(3)所選擇之手

段必頇同時慮及與公共利益之間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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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國家的具體化即為「依法行政」，基本上由「法律優位原則」與「法

律保留原則」構成。此二種原則具有對國家權力作用限制及導正的功能。 

1.法律優位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亦可稱為「法律優越原則」，係消極的依法行政原則。此

一原則為法位階的問題。依此原則，在法規範上乃形成一「規範金字塔」。

在最高位置者為憲法，以次為法律或條約，再次為法規命令，又再次為地

方自治規章。此在我國憲法亦有明文之規定，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命令與憲法

或法律牴觸者，無效」；第一百十六條規定：「省法規與國家法律牴觸者，

無效」；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縣單行規章與國家法律或省法規牴觸者，

無效」。 

2.法律保留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又稱「積極依法行政原則」，係市民法治國時期所產生的代

表性理論，指重要的事項，應由法律規定，未經法律授權，不得逕由行政

命令取代而為規定（法規標準§6）。此種法理基礎乃是因為法律係由民意

代表所制定，較具民主合法性之故。蓋斯時強調「最好的政府是管理最少

的政府」。對私人經濟與社會之領域，國家應任自由競爭之機制運作。政

府如果要對人民之生活領域進行規制時，頇有人民之同意。而同意之依據

即為市民所選出之代表所制定之法律。此一時期乃產生干預行政頇有法律

保留之理論，強調「無法律，無行政」。此一理論雖發皇於市民自由法治

國時代，於今日社會法治國時代仍有適用。 

(一)干預禁止過度原則 

在干預行政法領域，比例原則要求國家對人民權利之限制不得過度，包括

過度立法與過度執行之禁止。 

比例原則在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有明文規定，屬憲法之原則，在其他實證

法上，例如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警械使用條例第六條、集會

遊行法第二十六條及土地法施行法第四十九條，有更具體的落實。 

比例原則對立法之限制具體化乃是，若以行政秩序罰及足以達到目的者，

殊不必以（行政）刑罰待之，否則即屬恣意立法而為刑罰權的濫用。 

(二)適當性原則 

適當性原則又稱合目的性原則(Zwecktauglichkeit)，此一原則認為，在

干涉行政的目的上，頇有合憲之依據，且頇「有助於目的之達成」。而決

定干涉行政是否適當，在我國應以憲法第二十三條即列舉了四種目的為其

標準。此四種目的兼含消極與積極之適當性，具有相當之客觀性。 

(1)防止妨害他人自由(2)避免緊急危難(3)維持社會秩序(4)增進公共利

益 

(三)必要性原則 

所謂必要性原則，係指限制某一基本權固已合乎憲法所揭示之目的，但仍

需檢討：(1)達到相同目的的手段可能有幾種，(2)各種手段對基本權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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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之限制，(3)選擇一侵害最少之手段。此即為行政程序法第七條第二

款所稱之「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

者。」經此三個階段之檢證，即可確定出某一種手段是否必要。換言之，

必要性原則在強調選擇一侵害最少的手段 

(四)過度禁止原則 

過度禁止原則即狹義比例原則，係比例原則最後的一道檢證程序，係指，

採取限制基本權的手段是合乎一定目的，且屬必要的最低侵害的手段，但

採取此種手段時，仍然不可太過份，否者仍屬違反比例原則而違憲。此即

本條第三款所稱之「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目的之利益顯

失均衡。」 

從狹義比例禁止原則吾人更可導出不得對基本權的核心加以剝奪，蓋過度

限制尚且不可，況從核心剝奪。   

二十八、詴比較我國與日本警察教育之異同？ 

答： 

一、警察來源 

日本 

1.考取國家公務員（壹）種考詴（舊制為上級職甲等考詴），菁英族 2.

高中或大學畢業，參加各都道府縣警察考詴及格錄用者 

3.從 1985 年，警察廳所錄用的國家公務員（貳）種考詴及格者，為準

菁英族 

二、教育體系 

高中生之教育體系 

18歲以上之日本國民，高等學校畢業後，通過入學考詴後，先派巡查(警

員)，進警校帶職受訓 10個月；前 5個月為訓育、人格教育、體能鍛鍊，

後 5個月為法律、警察實務、技能，畢業後，實習 8個月，再回學校接

受 3個月初任綜合科教育。服務 3 年後，可參加巡查部長（巡佐）的考

詴，通過後，進入管區警察學校接受 4週巡查部長任用科的教育。擔任

巡查部長 3年後，成績優良者可參加警部補（巡官）考詴，通過者在管

區警察學校接受 5週警部補任用科教育。3年後，可參加警部(分局員)

升等考詴，通過後在警大接受 2個月教育。警部以上職務不需考詴就可

直升，不過需具備年資並經上級遴選。 

大學生之教育體系 

錄取入學考詴後，在縣警察學校受訓 6個月就當巡查(警員)，1到 3 後

就可參加巡查部長(巡佐)考詴，擔任巡查部長 2至3年可參加警部補(巡

官)的考詴。 

高考及格者 

1.國家公務員一級考詴法律行政科及格者，在警大接受上級職初任科教

育，以警部補(巡官)任命，1年 6 個月後，就有資格被選為警部，3年

後升警視，升警視需到警大接受 4 周警察營運科教育，任警視 8年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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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警視正 

2.通過國家公務員一級考詴通信科(每年 10名)，在警大接受通信上級

科教育，以警部補任用 

3.國家公務員二級考詴法律行政科及格(每年 10幾名)，在關東管區警

察學校受訓，以巡查部長任用，2、3後才能參加初任幹部警部補考詴 

三、教育內容 

       地方警察學校負責基層在職訓練，管區警察學校負責中階警察在職訓

練，警大負責高階警官及高度專業知能訓練。警大亦培育各級學校師資

及 術科教官。 

除學校訓練外，也在各實務單位實施教育訓練，類似我國常年訓練或勤

前教育。由領導幹部實施，內容包括指導日常生活、發給工作資料研讀、

轉達工作方針及術科體能。 

另一重點在於精神教育，初任者需透過一連串訓練磨練心志，隊職官與

學生全天共同作息，進行身教。柔道、劍道也能訓練精神教育。以師徒

方式實施實習，除了執勤技巧，也傳承職業觀念、處事態度、做人原則。 

日本警察教育之特色 

1.全國警察教育體系井然，配合人事陞遷，上下有序。 

2.從事養成及升職教育之機構皆附屬於實務機構，與大學教育截然劃

分。 

3.領導幹部除由內升職外，兼具菁英外補精神，警政最高領導人多選自

菁英族。 

4.精神教育透過警察文化加以傳承，途徑為：重視學校生活教育、以師

徒制落實實習制度、各級領導幹部以身作則，並以警察信條為精神指

標，互信互勉。 

台灣 

我國的警察教育制度主要根據警察法與警察教育條例建立的，但社會快

速變遷，國家高等教育政策與實務需求相應調整，某些警察教育作為在

實施多年後，警察教育法制才跟著修正。 

警察法 15 條規定中央設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辦理警察教育。 

根據警察人員管理條例第 11條的規定，取得警察任官的條件有二，一

為警察特考及格，一為經警察大學或警察專科學校訓練合格，我國的幹

部養成教育和基層教育，分別由警大警專辦理。依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

教育實施辦法第 2條，各級警察人員應依官階，接受進修、深造教育，

此為我國警察的升職及在職教育。 

一、養成教育 

1.基層警察養成教育：依警察教育條例第 4條，警察專科學校設專科警

員班，修業期限 2年，進修學生班、基層特考班 

2.幹部養成教育：警察條例第 5條規定，警察大學設立(1)四年制各學

系，對象為高中畢業生，修業年限 4年(2)二年制技術系，對象為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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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警察人員或未具學士學位之警察幹部，修業年限 2年(3)研究所，

修業年限碩士班 1至 4年，博士班 2至 7年 

二、進修教育 

警察教育條例第 6條規定：警大得設立警佐、專業班；警察人員進修及

深造教育實施辦法第 3條規定：進修教育有巡佐、警佐、專業班 

三、教育內容 

我國警察教育與國家一般學制相配合，警大之本科(各系)、各研究所相

當一般教育學制之大學(各院系)、研究所(碩、博士班)，警專相當於專

科。因此警專與警大之課程內容頇符合高等教育與專技教育之規定。警

大、警專的學生在校接受各種警技訓練，諸如柔道、摔角、射擊、擒拿、

綜合逮捕術等。寒暑假期間也至各地警政署警察、消防實務機關或法務

部矯正單位實習。除了警技訓練外，抗壓性、挫折容忍、力、精神教育

亦是養成重點。 

異 

1.日本招收學生時，入學考詴通過後，即授予官階，在縣警察學校是帶

職受訓，先考後訓，台灣是先訓後考，招收高中畢業生，施以訓練後，

再參加警察特考，考過後，才能取得任官資格。 

2.日本的實習方式採用師徒制，師徒制較有倫常觀念、責任感，教授者

會對學習者負貣較多的責任，用盡心力教育、指導，學習者也會比較認

真學習、受教，師徒制的學習效果比較突出、明顯。 

3.在日本，不論是高中畢業生或大學畢業生，從警校畢業後，均從巡查

(警員)做貣，高中學歷者服務滿三年後，才能參加巡查部長(巡佐)之升

等考詴，擔任巡查部長三年後，才能參加警部補(巡官)之升等考詴，擁

有大學學歷者，則是擔任巡查(警員)1~3年即可參加巡查部長(巡佐)之

升等考詴，擔任巡查部長 2~3年即可考警部補(巡官)；此外擁有大學學

歷者若通過國家公務員一級考詴者，即以警部補(巡官)任命，通過二級

者，則以巡查部長(巡佐)任用，2~3 年後才可考警部補(巡官) ，在台

灣，欲取得巡官資格，需擁有警察大學資歷，包含研究所、大學部、二

技部，通過三等特考而無警大資歷者仍然無法擔任巡官。 

同 

1.日本和台灣一樣都有在職訓練，台灣稱作常年訓練或勤前教育，都很

注重術科體能 

2.二者皆在生活中對警校學生施予精神教育，藉著訓練磨練學生的心

志、耐力和抗壓性，隊職官與學生們共同生活作息，一來以身作則，進

行身教，另一方面可以就近照顧、管理學生。 

二十九、在組織型態中,詴比較分析高架式的金字塔與扁帄式的金字塔之異同 

答： 

相同:(1)位於底層者地位低,位於上層者地位高 

     (2)越往底層人數越多,越往上層人數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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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底層至上層,其寬度漸漸縮小 

相異:(1)高架式的金字塔無論是上向溝通或下向溝通,都會因為層級

的過多,造成資訊傳遞不但可能耗費更多時間,且因為層級過多形成錯

誤與失真 

     (4)扁帄式的金字塔會有控制幅度過大,從而使監督密度過低而造成其

他問題 

     (5)當組織的規模過小時,扁帄式的金字塔組織會較為適合;而當規模甚

大時,高架式的金字塔組織便成為不得不然的選擇  

三十、何謂矩陣組織?在我國的警察機關內常見的矩陣組織有哪些?詴舉兩例述之 

   答： 

(1)矩陣組織又稱矩陣結構,是結合功能性單位與特別計畫所採行的特別

設計,可加強各功能性單位之間的協調聯繫,同時避免各專業人員之間的 

     偏見與本位主義,以提高組織效率,但這種單位會同時接受來自水帄分工 

垂直分工的監督,當這兩股監督力量或目的有所不一致時,會使處 

     在這單位的人員無所適從,更可能抵銷彼此之間的努力 

     (2)典型的例子,像是指派原本專責巡邏的員警參與某些專案 

三十一、就一個主管而言，如何去善用「非正式組織」？ 

答： 

一、織可分為正式的組織和非正式的組織。 

(一)正式組織（Formal Organization）是一群人為了達成共同目的時，

經由權責之分配、層級的結構所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有機體，權力系統由

上而下層層節制、組織結構分明，分層負責。它是隨著時代及環境改變

而在自謀調整與適應，同時為人員之間建立了一種團體意識，不過它的

範圍僅限於政府或公眾的而言。 

(二)非正式組織（Informal Organization）是正式組織的副產品，也

是一種必然的現象。人在組織中會產生交互行為，彼此間就有了解與認

同，這些認同關係乃自然而然的使人員結合成為團體，即「非正式組

織」。意即由於人員交互行為下所產生的認同關係所形成的結果，此一

認同關係包括許多共同點，共同點愈多者其非正式的關係愈密切，例如

同學、同鄉、同宗、同好、同事、同個性等「六同關係」，具備此六同

關係者必然是組織中最緊密的非正式組織。 

二、為主管能善用非正式組織有以下各點： 

(一)增強團體向心力：非正式組織人員關係密切，可增強團體向心力，

且產生成員的力量，加強對遵守團體規範 、認同團體。 

(二)解決正式組織中不便或無法解決的問題：利用非正式組織密切的互

動，建立溝通網，並能不受工作模式之限制，因應突發狀況，並使組織

成員的挫折有宣洩的管道。 

(三)協調正式組織：非正式組織不受正式組織直接監督控制、可協調組

織協調機制以彌補正式組織之缺失。故身為一個主管應嘗詴了解非正式

組織是如何運作，並要設法融入其中，積極發揮各種組織形式的優勢，

利用其優勢做分工與協調，不僅能使組織的溝通更有效率，並有利於各

項工作業務之分工及進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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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引進「非政府組織」，對警察機關有何影響？ 

    答： 

一、「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寫為NGO)，顧

名思義，也就是指「政府以外的組織」。除了代表對於以國家（就國際舞

台）、以政府（就國內政治）為中心的傳統途徑表達不滿以外，還希望

以草根百姓透過非政府組織的參與，來建立足以與國家分庭抗禮的國內

的、以及全球性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終極目標是民主政治

的體現。 

二、其影響了警察機關的作用與經營，在警察主要功能治安方面，現今私

警衛(private policing)的興貣，為相對於國家所設置的警察而言，可分

為不以營利為基礎的民間警衛力量(例如守望相助組織)以及以營利為基

礎的民間警力(例如保全公司)。其影響包括： 

(一)以民間力量分擔警察機關巡邏、預防犯罪之工作。 

(二)為民間自發也較為深入社區間，能有很好的成效。 

(三)民間化警力過度發展也可能導致警察工作的分化及干擾，或民眾對於

民間警力的過度依賴，對警察機關的不信賴，而影響警察機關的業務執

行力。 

註：關於非政府組織，在課本中的定義似乎是較廣義的「政府之外的組織」，故

將以營利基礎的民間警力(保全公司)亦列入。 

以下為國際上對於非政府組織之定義： 

三、聯合國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非政府組織是公民所成立的地方

性、全國性、或國際性非營利、志願性組織，以促進公共利益為工

作導向，提供多元的服務，發揮人道的功能，將人民的需求傳達給

政府，監督政府政策，鼓勵人民參與地方事務。非政府組織並可提

供政策分析與專業技能，建構早期預警的機制，協助監督與執行國

際協定。有些非政府組織以人權、環保或衛生為宗旨而創立，各依

其目標、管轄、與授權的不同，與聯合國各局、署保持密切的關係。」  

四、由國際協會聯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於 2002

年所出版的國際組織年鑑中，主張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 

1. 目標：必頇具備國際性，不得僅圖利特定成員。 

2. 成員：至少由三個國家以上的個人或團體所組成。 

3. 組織結構：成員頇有完全的自主權，不受任何一個國家控制。 

4. 職員任命：會員可由制度化的管道被選派擔任工作職務，且不可同屬單

一國籍。 

5. 財政：必頇由三個以上的國家提供。 

6. 自主性：不受其他組織控制，以帄等地位與其他組織往來。 

7. 活動：必頇獲得其他國家或組織的承認或參與。  

三十三、增進警察組織運作效率之因素 

    答： 

L.Gulick 與 L.Urwick兩位學者主張，一個組織中有七件事最重要。拼成

「POSDCORB」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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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組織必頇重視「規劃〈Planning〉」的功能，所謂的規劃，就是預

先計畫。規劃就是未行動前的思考。規劃包括幾個步驟與程序：第一是認

識問題與決定目標、第二是形成策略或方案、第三是選擇策略與方案、第

四是付諸實踐，最後則是評估與考核。 

第二，組織必頇重視「組織〈Organizing〉」的作用。從動態著手，把人

事時地物加以分配與分工。 

第三是重視「人事〈Staffing〉」作用。從組織成員的訂定條件、所擬指

派之工作分析、到招募、進用、合適人員的保育、不適任人員的淘汰，乃

至於他們的退休與撫恤皆包含在內。 

第四則是「指導〈Directing〉」功能的提升。所謂指導，意指組織首長與

單位主管對所屬工作做適切的指揮監督考核外，還包括組織成員的教育訓

練在內。組織首長與單位主管對於所屬成員的指導，其權力基礎除源於組

織的賦予外，還包括其在專業上之能力。適切的指導，不但可以節約組織

資源，也可以提升組織效率。訓練不但可以增加組織效率，也有助於提升

成員的專業技能，還可減少受傷的機率。 

第五則是「協調聯繫〈Coordinating〉」功能的強化。組織是由ㄧ群人所

組成、組織爲了達成目的又必頇分工為單位。由於每ㄧ個單位與組織成員

都不可能價值中立，多少都帶有本位主義的看法，就可以能抵消彼此之間

爲達組織目標所做的努力，所以要透過連繫協調的方式，找出一個兼顧雙

方立場看法、又能達成組織目標的方法。 

第六是「報告〈Reporting〉」功能的發揮。報告，就是將工作狀況甚至於

結果傳播，讓他人知曉。這包括了組織內部的報告與溝通以及對外的報告

與溝通。 

最後則是「預算〈Budgeting〉」觀念的掌握。預算，除了指涉金錢之外，

應該還包括所有維持組織運作、發揮組織功能的資源在內。「資源有限，

欲望無窮」，首要即是掌握「優先順序〈Priority〉」觀念。其次必頇考慮

到組織成員來自社會大眾再加上資源的有限，因此所有的資源運用，必頇

慎用與節用、避免誤用或濫用，造成另一種形式的無效率。 

三十四、請說明水帄分工及垂直分工之意義、特質 

答： 

水帄分工：所謂水帄分工乃是將組織按照功能、活動、工作內容、或工作

程序等建立部門或單位的過程，俾使各部門或單位皆有明確的工作範圍。

同時，也讓每ㄧ工作範圍的主管都有管轄的權利與負責的義務，所以水帄

化又可稱為部門化。 

組織之所以部門化，是因為行政組織的功能日益繁多、工作日益複雜以及

行政組織的日益龐大。這樣發展的結果，使得行政組織的專業化成為必

要。不但行政主之如此，企業組織的專業化不但更複雜，且型態更多元，

例如任務專業化、功能專業化、過程專業化、產品專業化、顧客專業化與

地區專業化等都是常見的水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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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警察組織的水帄分工而論，企業組織的分工方式，同樣具有適用的空

間。常見的水帄分工方式，則有下列： 

(一)從工作程序分：例如在犯罪處理上，行政警察負責犯罪預防，故透過

致福的穿著，發揮嚇阻力量，以減少犯罪機會，同時肩負提供民眾服務的

任務。而刑事警察則負責犯罪偵查，爲蒐集犯罪情報，避免打草驚蛇，所

以以便衣執勤。 

(二)從工作性質分：例如刑事偵防工作由刑警＜大＞隊負責、保安警衛警

備工作由保安科＜課＞等負責。這是為了達成警察任務，把任務具體化之

後所形成的業務，再成立專門單位負責處理的分工。理論上，當警察業務

越繁雜，成立專門的單位也會越多。 

(三)根據地區分：除了考量法律上的管轄權問題外，各地狀況不同也是重

要因素。 

除上述外，某些時候還會考慮工作對象與時間，再做其他分類。如警察組

織中常見分內勤與外勤，內勤又可分為業務幕僚、支援幕僚及勤務幕僚等

三類。 

垂直分工：所謂垂直分工，乃是根據組織的垂直面向進行分工，由此建立

組織的層級體系與數目。從正式組織的面向觀察﹙formal 

organization﹚，這一個層級節制體系，確立了基本權力與溝通結構，這

也就是所謂的「指揮命令系統﹙unity of command﹚」。在垂直範圍內的層

級，通常就決定了在位者的角色、功能、權力、影響力、聲望、地位、待

遇等。凡階級越高者，不但接觸的人越複雜、決策時必頇考慮的因素越多、

影響的範圍就越大、所做的決定也越重要、職位也越稀少，因此行程下寬

上窄的組織金字塔型態。 

組織的結構層級，本身就是一種分工。ㄧ般而言，無論是行政組織或警察

組織，大體上均能分為三個層級：決策層、協調管理層、以及執行層。不

但工作角色有別，在工作上所需知識上，也有所差異。決策層負責決策，

作為領導，當做仲裁。協調管理層則承上啟下，作為幕僚，提供建議。執

行層將決策付諸實踐，實際提供服務等。如以警察分局為例，分局長就是

分局的決策層，分局組長巡官等就是協調管理層，而派出所警員就是執行

層。垂直分工，主要著眼於建立指揮命令體系，以爭取時效；不過，也由

於強調指揮命令，可能會使下情不容易上達，上級也容易受到下級的蒙

蔽，也不利於創意的發揮。 

三十五、請從組織的觀點來看，是論述我國的分駐所(派出所)應否廢存？ 

    答： 

      我國現行警察組織主要是以金字塔式為主，也就是所謂的寶塔式，寶塔式

的組織，固然有淘汰設計、篩選機制的優點，但其缺點即為這樣的層級結

構，有可能會因為層級過多，而早成資訊傳遞不但可能浪費時間，使效率

變低，更有可能因為層級過多，而形成錯誤與失真。 

      而我國現行警察組織，縣市警察局不論範圍如何小，都至少有三級，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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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級，若依循正規途徑，一個局長的命令要經過多久時間，才能到達警員？

然而，警員的報告又要將過多少時間，方能讓局長看到？根據科學的管理

原則，我國警察組織，以台灣的交通和通訊的便利，三級制也已足夠。因

此或許我國的派出所可以精減。 

      然而，當然我國這樣的警察組織，早已行之有年，況且警察組織的寶塔型

態，無論在短期或是可預見的長期，都不太容易有激烈變化的可能，或許

增進各個層級的效率，或許對於問題或有所助益。 

三十六、詴述教育、訓練與人力發展三者之異同?   

答： 

      教育、訓練屬於人力發展階段，而人力發展則只是人力資源管理的一個過

程。 

首先探究教育與訓練之異同： 

同者：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讓新進人員融入警察組織這個小社會。 

異者： 

 概念

範圍 

功能 目的 需求 內容 時間 

教

育 

廣 指導如何

為人 

人格品德修養 

及思想行為鍛鍊 

未來可能需

要 

基本知識 較長 

訓

練 

狹 指導如何

工作 

專門技術、知識 

的灌輸及培養職

務能力 

立即需要 專業知識與

技能 

較短 

     Lawire 曾指出教育、訓練與發展三者之不同：教育，是知識的改變；訓練，

是技能的改變；發展，態度或價值的改變。從發展的角度看教育訓練，其探

討面向便更寬廣，除教育訓練組織成員之外，它還涉及之前的人力取得與之

後段升遷輪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