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學總整理 550 題 
(B)001.我國「警察」一詞原係譯自那一個國家 

(A)英國        (B)日本         (C)美國         (D)法國。 

(A)002.以警察組織的形式，賦予警察家義稱為： 

(A)實定法上的警察              (B)學理上的警察意義 

(C)組織上的警察意義            (D)實務上的警察意義。 

(B)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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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Die Polizei」。 

(B)004.警察者，乃維護社會公共秩序或公共利益為直接目的，基於國家一般統

治權，以命令或強制人民之作用。此係何種定義？ 

(A)實定法上的警察              (B)學理上的警察意義 

(C)組織上的警察意義            (D)實務上的警察意義。 

(B)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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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6.警察的意義在於闡明警察的 

(A)本質、方法、手段            (B)目的、方法、任務 

(C)本質、手段、任務            (D)角色、功能、手段。 

(D)007.所謂警的意義，在於闡明警察的何者？①本質②制度③任務④職權⑤手

段。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③⑤。 

(D)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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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因國家地域的不同及時代演進而引起警察意義的互異與變化是謂警察意

義的 

(A)時間性                      (B)空間性 

(C)時間性與空間性              (D)積極性。 

(C)010.因國家地域不同而引起警察意義的互異，是指警察意義的： 

(A)時間性      (B)地區性       (C)空間性       (D)任意性。 



 

 

(C)011.從戰前戰後日本警察法令和日本民眾對警察觀念的改變，這種因時代演

進而引起警察意義的變化，是警察意義的： 

(A)空間性      (B)時代性       (C)時間性       (D)地域性。 

(C)012.警察意義的內涵，正與所有國家的行政一樣，是： 

(A)永遠不變    (B)隨時變化     (C)可能變化     (D)可變可不變。 

(A)013.下列何者為是？ 

(A)警察是一種行政作用          (B)警察是一種司法作用 

(C)警察是一種監察作用          (D)警察只是一種法律行為。 

(C)014.下最何者是錯誤的？ 

(A)警察是潔權的一部分      

(B)一國的警察制度是隨著國家的歷史而成長的 

(C)警察的意義是國際共同認知的一部份，放諸四海皆為準 

(D)有國家就有警察。 

(C)015.根據「警察」一詞的義，各民主國家警察的思想，與我國立國精神以及

法律明文規定，「警察的任務」有下列何種特性？ 

(A)積極性                      (B)消極性        

(C)積極性及消極性              (D)時間性及空間性。 

(B)016.我國警察之任務在警察法第幾條有明文之規定？ 

(A)第一條      (B)第二條       (C)第三條       (D)第四條。 

(B)017.警察任務依警察法規定，共有幾項？ 

(A)三項        (B)四項         (C)五項         (D)六項。 

(B)018.依警察法施行細則第二條，區分警察任務為二： 

(A)主要任務與次要任務          (B)主要任務與輔助任務 

(C)重要任務與次要任務          (D)主任務與副任務。 

(C)019.下列警察任務，何者是警察之輔助任務？ 

(A)依法維持公共秩序            (B)依法保護社會安全 

(C)依法促進人民福利            (D)依法防止一切危害。 

(D)020.警察任務中第三項「防止一切危害」其「危害」是指什麼而言？ 

(A)人為的危害                  (B)天然的危害 

(C)傳染病的危害                (D)天然危害與人為危害。 

(C)021.警察學與警察行政的關係為何? 

(A)警察行政的原理原則是警察學的依據     

(B)警察行政是警察學之體 

(C)警察行政是警察學之體 

(D)以上皆是。 

(A)022.警察行政是一種藝術，這種藝行是以下列何者作靈魂的? 



(A)組織        (B)管理         (C)決策         (D)預算。 

 

(C)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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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24.警察變革的規劃，通常是以何種時間為導向? 

(A)過去        (B)現在         (C)未來         (D)視情況而定。 

(B)025.現代警政管理最主要的目的應該是要能夠 

(A)符合組織要求                (B)符合組織及員警期望 

(C)配合政策需要                (D)符合管理者期望。 

(A)026.一般而言，採取何種警政管理方式較有可能增進員警的表現，並減少其     

在行為上出現問題? 

(A)有機性取向                  (B)機械性取向 

(C)有機性與機械性取向          (D)放任取向。 

(B)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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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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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9.下列敘述警察總務的基本要求，何者有誤? 

(A)制度標準化                  (B)管理科學化       

(C)作業專精化                  (D)總務與警勤多元化。 

(D)030.下列何者並非建立良好的警察形象，獲致民眾支持的方法? 

(A)培養優良的警察文化          (B)提昇警察倫理道德 

(C)研發尖端警察科技            (D)滿足全體警察人員需求。 

(C)031.下列人群關係的基本原則，何者有誤? 

(A)人的潛能應加發揮            (B)個別差異的原則 

(C)人權保障的原則              (D)激勵的運用。 

(B)032.警察行政倫的發展趨勢，何者錯誤? 

(A)由微視面朝向巨視            (B)由動態面朝向靜態面 

(C)由實質面朝向過程面          (D)由消極面朝向積極面。 

(B)033.研究如何使警察機關的警察人員，建立意見及思想交流，以增進大家的      

瞭解，縮短彼此距離，使大家團結一致，其赴事功，叫做 

(A)警察協調    (B)警察溝通     (C)警察授權     (D)警察領導。 

(A)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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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5.建立警察公共關係必須具備條件有四，下列何者錯誤? 

(A)要有為民公僕的正確認識 

(B)要有法律之前人人平等的法治精神 

(C)要有妥協的手腕 

(D)尊重他人嚴以律已的胸懷。 

(D)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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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7.下列何者不是改善警察風紀之策進作為? 

(A)貫徹風紀要求，建立正確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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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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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警察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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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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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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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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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我國周代有一職官，其職掌與現在的司法警察或刑事警察工作有相同之      

處，這種職官叫 

(A)司虣        (B)司爟         (C)司烜         (D)司稽。 



(A)043.我國那一朝代設司虣，與今日的行政警察與保安警察，極相近似? 

(A)周          (B)秦           (C)漢           (D)唐。 

(C)044.周朝的川衡相當於現今的何種警察 

(A)刑事警察    (B)衛生警察     (C)水上警察     (D)政治警察。 

(A)045.漢朝之執金吾，其性質類似今日的 

(A)保安警察    (B)刑事警察     (C)外事警察     (D)行政警察。 

(A)046.依據史實，維繫地方治安之保安治制，創始於 

(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清朝。 

(B)047.明代的管制中，有所謂錦衣衛一職，下列有其敘述何者為真? 

(A)即是現代行政警察的前身 

(B)其性質與今日的刑事警察類似 

(C)即是現代保安警察 

(D)負責明代的保安警察工作。 

(D)048.根據史實，下列選項中何者是中國古代之秘密警察組織? 

(A)漢之執金吾                  (B)唐之京兆尹 

(C)宋之巡檢司                  (D)明之廠衛。 

(A)049.中國有正式中央警察機關始於 

(A)光緒成立巡警部              (B)康熙成立警察事務司 

(C)民國初年成立京師警察        (D)北代成功時成立公安局。 

(B)050.我國之警察制度確立於何時? 

(A)同治元年                    (B)光緒三十三年 

(C)民國元年                    (D)民國二年。 

(C)051.中國第一個現代警政機構為 

(A)巡捕房      (B)巡警部       (C)湖南保衛局   (D)北京       

安民公所。 

(A)052.民國成立之初，中央最高主管警察機關之部門為 

(A)內務部      (B)內政部       (C)民政部       (D)司法部。 

(C)053.下列何項並非我國建立警察之原因? 

(A)欲變法圖強                  (B)欲革差役之害   

(C)治安狀況日趨惡化            (D)城市保甲制度之漸行崩潰。 

(C)054.我國在戒嚴時期受到臨時條款的約束而設置的太上警察機構是 

(A)憲兵司令部                  (B)國家安全局 

(C)警備總司令                  (D)法務部調查局。 

(B)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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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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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大 (C)德國、法國   (D)司班牙、英國。 

 

(A)057.有現代警察之父之稱的是 

(A)英國皮爾氏  (B)法國孟非士   (C)英國亨利     (D)美國威爾遜。 

(B)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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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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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二十世紀以來，英國人民已將警察視為捉賊人的觀念改變為 

(A)夜間安琪兒                  (B)二百磅牛肉    

(C)我們的朋友、警察            (D)和平的軍人。 

(B)060.現代警察制度發韌於 

(A)法國        (B)英國         (C)德國         (D)美國。 

(A)061.下列有關行為或不行為義務之行政執行敘述，何項有誤？ 

       (A)收繳、註銷證照，係屬間接強制方法。 

       (B)斷絕營業所必須支自來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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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62.依法令或本於法令之行政處分，負有行為或不行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

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履行，逾期不履行者，由執行機關依間接強制、

直接強制方式執行之，其作用係屬於： 

       (A)處罪之一種。                 

(B)警察下令處分。 

       (C)警告義務人履行義務。     

(D)告知於一定時間內履行義務之通知行為。 

(A)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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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英美兩國之警察罰與我國不盡相同，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英美兩國之警察罰也有申誡    (B)英美兩國之警察罰也有罰鍰 

       (C)我國之警察罰也有拘留        (D)我國之警察罰有勒令歇業。 

(A)065.在下列有關我國規定警察罰的法律中，以何者為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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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66.依社會秩序法規定，違序行為者不罰之情形，哪一項是錯的？ 

       (A)未滿十四歲者 

       (B)對於未來不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利之行為 

       (C)不可抗力之行為 



       (D)依法令之行為。 

 

(A)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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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68.下列何者非我國「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警察罰的種類： 

       (A)拘留        (B)勒令歇業     (C)沒收         (D)罰鍰。 

(D)069.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何種情形應以書面為之？ 

       (A)解散命令    (B)檢查命令     (C)禁止或勸阻   (D)以上都是。 

(C)070.我國社會秩序維護法，由總統明令公布的日期為： 

       (A)民國七十六年七月十六日      (B)民國七十九年一月一日 

       (C)民國八十年六月二十九日      (D)民國八十二年五月五日。 

(C)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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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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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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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得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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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之日起，逾兩個月。 

       (C)為拘留、勒令歇業者，自裁處確定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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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集會遊行跨越兩個以上警察局轄區者，其主管機關為： 

       (A)警政署      

(B)警務處 

       (C)由兩個警察局協調，擇一警察局為主管機關 

       (D)該兩個警察局皆為主管機關。 

(D)075.公務人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利者，可能要負何種責任？ 

       (A)行政責任    (B)刑事責任     (C)民事責任     (D)以上皆是。 

(D)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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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77.公務人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利者，可能要負何種責任？ 

(A)行政責任    (B)刑事責任     (C)民事責任     (D)以上皆是。 

(A)078.有關我國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列何者之敘述有誤？ 

(A)我國憲法第十四條明文規定 

(B)國家賠償法於民國六十九年，經立法院三讀通過 

(C)國家賠償法於民國六十九年七月二日總統明令公佈 

(D)國家賠償法於民國七十年七月一日正式實施。 

(C)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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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被處罰人不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表送達之翌日起幾日聲明異

議？ 

       (A)三日內      (B)五日內       (C)七日內       (D)十日內。 

(A)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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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提起訴願、再訴願、行政訴訟。 

(A)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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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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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84.警察機關的違法處分，致人民的權利受損害時，請求行政法院以審判程

序審查該處分或決定，而為一定裁決，即稱之為： 

(A)訴願        (B)國家賠償     (C)行政訴訟     (D)聲明異議。 

(B)085.人民因警察機關違法或不當處分，請求有關機關，以行政上的程序審查

該項處分或決定，而為一定之裁決，此謂之？ 

(A)行政訴訟    (B)聲明異議     (C)請願         (D)訴願。 

(A)086.警察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有違法或不當時，人民得於處分書送達次日起

幾日內提出訴願？ 

(A)十日        (B)二十日       (C)三十日       (D)四十日。 

(A)087.由於警察機關的違法處分致人民的權利受損時，得請求行政訴訟，其方

式是以： 

(A)書面審理為原則              (B)兩造當事人對質為原則 



(C)視情況而定                  (D)交叉辯論為原則。 

 

(C)088.下列何者不屬於訴願提起的要件？ 

(A)警察機關所為處分為違法或不當 

(B)由權利或利益受損害的人提起 

(C)由特設的行政法院審理 

(D)對受理訴願機關，請求以行政上之程序，審查原處分。 

(C)089.下列何者有關對警察機關訴願之敘述有誤？ 

(A)須警察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 

(B)須由權利或利益受損害的人提起 

(C)須向原處分機關之上及司法單位提起 

(D)係對受理訴願機關，請求行政上的程序，審查原處份。 

(D)090.因交通違規之受處分人其聲明異議須向何種機關提起？ 

(A)向原處分機關提起 

(B)向原處分機關的上級機關提起 

(C)向行政法院提起 

(D)須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地方法院提起。 

(C)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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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治條例 

       (C)廢棄物清理法                (D)檢肅流氓條例。 

(D)092.人民因執行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

失時，得: 

       (A)請求國家賠償      

(B)提起訴願 

       (C)行政執行法無明文規定，故不用賠償 

       (D)請求補償。 

(A)093.消防隊位救火而依行政執行法之即時強制，強制拆毀某一建築物為防火 

       人民損害依法: 

       (A)得請求賠償  

       (B)得依民事賠償之規定，向執行消防員請求賠償  

       (C)得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向政府請求損害賠償 

       (D)行政執行法無明文規定，故不需補償。 

(C)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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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訴願法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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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95.警察機關為其公有公共設施的瑕疵，致使人民受到損害，而負有賠償之

責任。此所謂受到傷害之損害賠償責任，下列何者不在範圍之內? 

       (A)人民之生命                  (B)人民之財產 



       (C)人民之身體                  (D)人民之信用。 

 

(B)096.人民因執行機關依法實行即時強制，至其生命、身體財產遭受特別損失

時，得請求補償，其補償方式: 

       (A)應以精神慰藉為主，物質補償為輔  

       (B)應以金錢為之 

       (C)應以回復原狀為主  

       (D)準用國家賠補法之定。 

(C)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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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有關警察權行使的救濟，下列何者為非? 

       (A)可對違法處分提起訴願        (B)可對不當處分提起訴願 

       (C)可對違法處分提起行政訴訟    (D)可對不當處分提起行政訴訟。 

(C)099.警察行為的救濟，依照我國的法律規定，有: 

       (A)訴願                        (B)行政訴訟 

       (C)訴願及行政訴訟              (D)聲明異議。 

(D)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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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1.下列警察行使職權之程序，何者係義務人及利害關係人之請求，始須為

之: 

       (A)表明身分 

       (B)告知事由 

       (C)將異議之理由製作紀錄交付之 

       (D)若因而有至人受傷者，應予必要之救助或送醫救護。 

(D)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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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3.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有關救濟之敘述，何者有誤: 

       (A)義務人對警察攔停查證身分措施，有侵害利益之情事，得當場表示異 

          議 

       (B)警察攔檢時，對義務人於當場陳述之理由，應即製作筆錄，並交付之 

       (C)警察認為受攔檢之義務人所陳述無理由時，得繼續執行之 

       (D)義務人因警察行使職權有違法之情事，致損害其利益，得依法提起 

          行政訴訟。 

(C)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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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

況下，依法他應先提出的救濟方法為下列何者? 

       (A)行政訴訟                    (B)聲明異議 

       (C)訴願                        (D)國家賠償。 

(D)105.因交通違規之受處分人其聲明異議須向何種機關提起? 

       (A)向原處分機關提起 

       (B)向原處分機關的上級機關提起 

       (C)向行政法院提起 

       (D)須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地方法院提起。 

(C)106.台北市因都市計畫，必須拆除拓寬工程沿線違建房屋，通知違建戶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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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7.依行政執行法第三十六條所為之扣留，其主要目的為： 

(A)沒收該物    (B)沒入該物     (C)預防危害     (D)變價發還。 

(D)108.依行政執行法規定，對下列那種物品非扣留不能預防其危害時，得扣留

之: 

       (A)軍器        (B)兇器         (C)危險物品     (D)以上皆是。 

(C)109.即時強制對物之扣留，除依法律應沒收沒入、毀棄或變價發還者外，其

扣留期間最長不得逾幾日？ 

(A)十日        (B)二十日       (C)三十日       (D)四十日。 

(B)110.即時強制對物之扣留，其扣留期間不得逾三十日，但扣留之原因未消失

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不得逾： 

(A)一個月      (B)二個月       (C)三個月       (D)四個月。 

(D)111.以下何種因素是賦予警察機關生命，將警察行政昇華到藝術化的領域？

(A)卓越的警察首長              (B)優良的行政計劃 

(C)目標一致的警察同仁          (D)健全的警察組織。 



 

  

(D)112.警察組織強調團隊精神，此一「團隊」的意義乃強調共同認識之所在。

下列何者是不應該強調的「認識」？ 

(A)共同價值    (B)共同榮譽     (C)共同責任     (D)共同利益。 

(A)113.認為「組織是機關權責分配的關係或層級節制體系」。此種組織的意義是

屬於： 

(A)靜態的意義  (B)動態的意義   (C)生態的意義   (D)心態的意義。 

(B)114.認為「組織就是人員交互行為的功能活動體」此種組織的意義是屬於：

(A)靜態的意義  (B)動態的意義   (C)生態的意義   (D)心態的意義。 

(D)115.一般而言，組織四要素，不包括： 

(A)物質要素                    (B)效率的或機緣的要素 

(C)目的要素                    (D)事權統一要素。 

(D)116.警察組織的內容(要素)有三，下列何者為非？ 

(A)警察人員    (B)警察事項     (C)警察公物     (D)警察職權。 

(D)117.警察組織的因素(內容)，包括下列那一項？ 

(A)人員、事權、領導            (B)人員、公務、關係 

(C)事權、領導、公物            (D)人員、事權、公物。 

(C)118.警察組織中最大的資產為何？ 

(A)經費        (B)設備         (C)人員         (D)裝備。 

(C)119.我國警察組織體制採： 

(A)集中制      (B)分散制       (C)均權制       (D)混合制。 

(B)120.下列有關我國警察組織之敘述，何者有誤？ 

(A)我國警察組織體制採均權方式 

(B)學者稱之謂「中央與地方均權分散制度」 

(C)內政部設警政署，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

關執行任務 

(D)掌理保安、外事、國境、刑事、水上、專業等全國性警察事務。 

(B)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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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2.我國警察制度是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省縣執行之。這是明定於

憲法第幾條中？ 

(A)第一百零七條                (B)第一百零八條 

(C)第一百零九條                (D)第一百一十條。 

(D)123.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之事項，下列那一組

合是正確的？①警察官制②警察官規③警察教育④警察勤務制度⑤省警

政之實施⑥縣(市)警衛之實施。 



(A)①②③⑤    (B)①③④⑤     (C)②③④⑤     (D)①②③④。 

 

(A)124.警察法第三條規定，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度，係由中

央立法，究由何層次執行？ 

(A)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之 

(B)由省縣執行之 

(C)由縣、(市)執行之 

(D)由中央執行之。 

(A)125.中央與地方警察機關，採何種指揮制度？ 

(A)均權統一指揮制              (B)中央集權指揮制 

(C)地方公權指揮制              (D)折衷指揮制。 

(C)126.下列那些事項為內政部警政署之權限？①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②掌理

刑事司法行政③掌理海關緝私④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行任務⑤

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 

(A)①②③      (B)①③⑤       (C)①④⑤       (D)①②④。 

(A)127.依警察法施行細則規定，縣(市)政府設警察局，如全縣(市)人口未滿四

萬人，而警員額未滿幾人者，得設警察科？ 

(A)八十人      (B)一百人       (C)一百二十人   (D)一百五十人。 

(B)128.各縣(市)警察局區分為幾種編制？ 

(A)甲乙兩種                    (B)甲、乙、丙三種 

(C)甲、乙、丙、丁四種          (D)祇有一種編制。 

(A)129.各市、縣(市)警察局區分為甲、乙、丙三種編制，其標準是依據各縣(市)

轄區之：①人口；②面積；③政情；④民意；⑤交通；⑥經濟；□治安

情況。 

(A)□□□□    (B)□□□□     (C)□□□□     (D)□□□□。 

(C)130.依據各市、縣(市)警察局組織規程規定，下列那些市警察局為甲種編制？

□基隆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 

(A)□□□      (B)□□□       (C)□□□□     (D)□□□。 

(C)131.依據各市、縣(市)警察局組織規程規定，下列那些縣警察局為甲種編制？

□台北縣□新竹縣□南投縣□台中縣□桃園縣□高雄縣□嘉義縣。 

(A)□□□□    (B)□□□□     (C)□□□□     (D)□□□□。 

(C)132.警察局得視轄區治安情況設置分局，警察分局可區分甲、乙兩種編制，

此項編制係以轄區人口數多少為區分標準，以多少人以上為甲種編制？

(A)五萬人以上                  (B)八萬人以上 

(C)十萬人以上                  (D)十二萬人以上。 

(C)133.縣分局區分甲、乙編制，市分局及縣甲種分局設幾組辦事？ 

(A)三          (B)四           (C)五           (D)六組。 

(C)134.目前我國國家公園，設有公園警察隊之機構有多少單位？ 



(A)四個        (B)五個         (C)六個         (D)七個。 

 

(D)135.梅可望博士對警察組織的基本原則有四，下列那一項並非梅氏所主張？

(A)單一性的指揮                (B)統一性的指揮 

(C)全面性的分佈                (D)整體性的配合。 

(C)136.下列何者非為梅可望先生所論之警察組織的基本原則？ 

(A)單一性的指導                (B)統一性的體系 

(C)區域性的分佈                (D)深入性的生根。 

(D)137.下列現代化的警察組織基本原則，何者並非陳立中先生所主張的？ 

(A)統一性的體系原則            (B)完整統一的結構原則 

(C)指揮靈活的運用原則          (D)督導性的組織原則。 

(D)138.陳立中先生組織結構原則有三，不包括： 

(A)完整統一    (B)經濟合度     (C)事權明確     (D)指揮靈活。 

(B)139.陳立中先生提出現代化的警察組織之基本原則中，運用的原則有：□完

統一□事權明確□指揮靈活□經濟合度□一致協調 

(A)□□        (B)□□         (C)□□         (D)□□。 

(C)140.警察行政組織結構應該遵守那二個原則？ 

(A)完整統一、職掌分配合理 

(B)職掌分配合理、妥定幅度與層次 

(C)完整統一、經濟合度 

(D)經濟合度、職掌合理分配。 

(A)141.穆尼(Jemes D.Money)與雷利(Alan.C.Reiley)曾提出組織原則，在下列

敘述中那一項並非彼等所主張？ 

(A)平衡原則    (B)機能原則     (C)幕僚原則     (D)協調原則。 

(C)142.現代化之警察組織，必須有「單一性的指揮」，最主要且明顯之理由係警

察組織具有紀律性與下列何種特性？ 

(A)危險性      (B)辛勞性       (C)緊急性       (D)引誘性。 

(A)143.警察機關必須有單一的首長來指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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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44.警察組織須單一性指揮的理由，是因為警察組織具有下列何種特性？ 

(A)辛勞性與危險性              (B)危險性與引誘性 

(C)引誘性與紀律性              (D)紀律性與緊急性。 

(A)145.「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這句話突顯出那種警察組織原則的重要性？ 

(A)單一指揮    (B)統一體系     (C)全面分佈     (D)深入生根。 

(C)146.有關警察組織「單一指揮」原則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下級警察機關只向一個上級機關負責 

(B)一個下級警察人員只向一個上級長官負責 



(C)可只由一個委員會指揮 

(D)不可與「業務監督」相混淆。 

(A)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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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的分佈                (D)深入性的生根。 

(B)148.有關警察組織需要「單一指揮」，下列何者之敘述有誤？ 

(A)警察組織是由一個人「單一」指揮的 

(B)警察機關也可以由一個「單一」的委員會指揮 

(C)是指警察下級機關，只向一個上級機關負責 

(D)也是指下級警察人員，只向一個上級長官負責。 

(C)149.警察機關的組織的基本原則中統一性的體系，可採用形式有三，不包括：

(A)地域性的分層分析            (B)業務性的單獨統一 

(C)事務性的全國統一            (D)地域與業務的綜合體系。 

(B)150.鐵路警察局的設置，是以何者為組織基礎？ 

(A)地域性                      (B)業務範圍 

(C)地域與業務綜合體系          (D)以上皆非。 

(D)151.名學者斯賓塞(Herbert Spencer)曾言：「警察是單獨作戰的單人，軍人

是聯合作戰的警察。」所以，建立警察組織系統的基礎與基本原則何在？

(A)須有正確的人生觀            (B)絕對遵守法律的規範 

(C)優良的品德操守              (D)嚴格遵守單一指揮原則。 

(D)152.如果你是某一分局之警察人員，轄區內恰發生一件治安事件，分局長、

督察長、副局長、局長同時均對你有所指示，請問你應聽從何人之指揮？

(A)分局長      (B)督察長       (C)副局長       (D)局長。 

(C)153.警察機關自上至下，脈絡一貫，步調齊一，協調合作，共同負起警察任

務，此種組織原則應屬： 

(A)深入性的生根                (B)全面性的分佈 

(C)統一性的體系                (D)單一性的指揮。 

(A)154.現代警察組織需要有「統一性的體系」，其最主要原因為何？ 

(A)減少業務上的爭執            (B)排除警察工作的危險性 

(C)避免警察指揮的緩不濟急      (D)以上皆是。 

(B)155.警察組織必需隨著民眾的需要而存在，指的是： 

(A)深入性的生根                (B)全面性的分佈 

(C)統一性的體系                (D)單一性的指揮。 

(C)156.現代警察組織必備條件之一，是警察機構在全國所有地區普遍分布，下

列所述意義，何者不屬之？ 

(A)及於國家領士之每一部分      (B)隨同國家主權而進退 

(C)以有人民居住為必要          (D)隨民眾之需要而存在。 



(C)157.梅可望先生曾將警察機關比喻為交響樂團，其中執行人員有如： 

(A)指揮        (B)樂曲         (C)演奏者       (D)作曲家。 

(B)158.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區別有幾項？ 

(A)五項        (B)六項         (C)七項         (D)八項。 

(B)159.欲創造警察之光明前途，最基本因素，乃是全體警察應把警察工作看成

一種： 

(A)職業        (B)事業         (C)志業         (D)工作。 

(C)160.警察人員志願以警察工終身事業，謂為警察人員之： 

(A)專家化      (B)永業化       (C)專業化       (D)職業化 

(C)161.警察人員應以警察為終身事業，根據美國學者唐立綱的看法，下列何者

屬於事業要素之一： 

(A)首先應以實務經驗作基礎      (B)視工作為糊口工具 

(C)這種工作須有特殊的社會功用  (D)從事這種的人應有從政精神。 

(D)162.現代警察應具備重要條件中，下列何項是錯誤的？ 

(A)革命的人生觀                (B)高的品德及豐富的智識 

(C)強健的體魄                  (D)悲觀的人生觀。 

(C)163.下列何項不是警察人員建立正確服務觀念應有之態度？ 

(A)以民為主    (B)仁愛為本     (C)枉法濫權     (D)人人平等。 

(A)164.警察工作有其極高危險性與辛勞性，所以現代警察人員最基本的要素為

何？ 

(A)正確的人生觀(B)高尚的品德   (C)豐富的知識   (D)強健的體魄。 

(D)165.警察要有正確革命的人生觀，其要點有三，不包括： 

(A)大我的人生觀                (B)創造的人生觀  

(C)探究的人生觀                (D)積極的人生觀。 

(A)166.梅可望先生認為現代警察人員最基本的要素為 

(A)正確的人生觀(B)高尚的品德   (C)豐富的知識   (D)強健的體魄。 

(C)167.下列何者非為梅可望先生所謂的警察應有的人生觀？ 

(A)大我的人生觀                (B)創造的人生觀  

(C)探究的人生觀                (D)力行的人生觀。 

(A)168.為確立警工作的堅固基礎，警察人員應培養何種人生觀？ 

(A)大我人生觀  (B)創造人生觀   (C)力行人生觀   (D)積極人生觀。 

(C)169.警察需要正確之人生觀，  國父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不以奪取為目

的」是屬於 

(A)力行之人生觀                (B)創造之人生觀  

(C)大我的人生觀                (D)工作之人生觀。 

(B)170.下列那一人生觀是警察工作進步的最大動力，也是社會安全幸福的最佳

保障？ 

(A)大我的人生觀                (B)創造的人生觀 



(C)力行的人生觀                (D)積極的人生觀。 

 

(B)171.警察人員常須冒險營救人質，犧牲假期加班，故而須建立何人生觀？ 

(A)大我        (B)創造         (C)力行         (D)互助。 

(C)172.警察工作如能以何種精神和行動去實踐，則能鐵杵磨成針，聚沙成塔，

任何繁雜工作，艱苦危險或單調的事，都可做得成功完滿？ 

(A)大我的人生觀                (B)創造的人生觀 

(C)力行的人生觀                (D)進取的人生觀。 

(C)173.警察人員有那一人生觀，對一切工作做到「真純專一，貫徹到底，處紀

若安，履險如夷」？ 

(A)大我的人生觀                (B)創造的人生觀 

(C)力行的人生觀                (D)進取的人生觀。 

(B)174.警察人員應具備有幾項品德？ 

(A)六項        (B)七項         (C)八項         (D)十項。 

(D)175.警察人員服從長官命令有四種學說，以採何說為正確？ 

(A)絕對服從說  (B)絕對不服從說 (C)相對服從說   (D)意見陳述說。 

(D)176.警察人員要有所為、有所不為，下列那一項係有所不為的表現？ 

(A)誠          (B)顧大體       (C)不求虛名     (D)廉。 

(B)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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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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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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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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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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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警察人員要養成公正的態度，須有三個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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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一個現代警察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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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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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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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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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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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警察人員必須在形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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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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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不公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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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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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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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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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警察工作的壓力來源有幾？ 

(A)二種        (B)三種         (C)四種         (D)五種。 

(A)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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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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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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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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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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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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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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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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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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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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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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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警察人員之法律責任有幾？ 

(A)二          (B)三           (C)四           (D)五  種。 

(A)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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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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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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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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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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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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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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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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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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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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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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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新的方式應付這種新發生的問

題，而所有警察人員均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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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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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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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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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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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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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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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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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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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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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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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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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起。 

(C)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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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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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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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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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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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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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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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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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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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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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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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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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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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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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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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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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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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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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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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我國自民國二十五年起統一全國警官教育，設置中央警官學校，各省一



律設置警察訓練所，並自民國幾年起改為警察學校？ 

(A)三十四年    (B)三十五年     (C)三十六年     (D)三十七年。 

(D)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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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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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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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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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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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有充分受教育的機會。 

(C)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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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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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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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警察常年教育的實施，各國情形不盡相同，但歸納起來其種類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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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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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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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教育、深造教育          (D)專業教育、進修教育。    

 

( )257.警察人員對警察任免官職之敘述，何者正確？ 

(A)初任警正警察官，不得超過 45 歲。 

(B)警察官之任官資格必須經警察人員考試及格或曾任警察官，經依法升

官等任用或銓敘合格者，並具有警察學歷者。 

(C)警察官規，原則上係依據「警察人員管理條例」規範之。 

(D)警察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 

(E)警察免職處分，得依法提起複審、再複審、及行政訴訟救濟之。 

( )258.下列何種法律為警察官任用資格及述級、晉級升等之依據？ 

(A)警察法                      (B)公務人員任用法 

(C)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D)公務人員考試法。 

( )259.廣義(警察人員)應不包括下例何者： 

(A)官警兩校學生                 

(B)警察機關內之主計人事人員 

(C)警察機關內之技士、技佐等技術人員 

(D)警察機關內之書記。 

( )260.下列何者不能擔任警察人員？ 

(A)未成年人 

(B)有交通違規之記錄之人 

(C)有雙重國藉之人 

(D)因犯傷害罪判處罰金刑確定並已執行完畢之人。 

( )261.警察官職採下例何制度？ 

(A)官職分立制                  (B)職位分類制 

(C)官等職等並立制              (D)官等職等分立制。 

( )262.下列何者為警察之官階？ 

(A)警佐待遇    (B)簡任         (C)技監         (D)警監。 

( )263.依警察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警察官職採分立制，其官等是什麼？ 

(A)簡任、薦任、委任            (B)警監、警正、警佐 

(C)警長、警員、警士            (D)一職等至十二職等。 

( )264.警察官等之名稱並不包括： 

(A)警監        (B)警正         (C)警務佐       (D)警佐。 

( )265.下例何者並非警察職務之名稱？ 

(A)署長        (B)局長         (C)巡佐         (D)辦事員。 

( ) 266.下例有關警察人員之敘述，何者為誤？ 

(A)基層警佐警(隊員)，均為警察官 

(B)警察人員包括警察官與技警佐待遇人員 

(C)警察基層人員應採警員制 



(D)警察官職採分立制。 

 

( )266.警察基層人員，得採什麼制，其施行程序由內政部定之？ 

(A)警員制      (B)警長制       (C)警士制       (D)警官制。 

( )267.依據警察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警察基層人員，得採警員制，其施行程序由

何機關定之？ 

(A)行政院                      (B)內政部        

(C)警政署                      (D)各縣市警察局。 

( )268.「警察人員管理條例」，為辦理警察人員任用、管理之法令依據，請問 

其法律位階為何？ 

(A)法律        (B)授權命令     (C)職權命令     (D)行政規則。 

( )269.警察人員任用的積極要件，下例何者不包括在內： 

(A)國籍                         

(B)年齡 

(C)犯內亂外患，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D)對國家忠誠及適合職務相當之要件。 

( )270.警察人員管理條例第六條規定：擬任警察前應實施下例那一項程序並注

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 

(A)領導能力之測驗              (B)適應能力之考量 

(C)修養深淺之調查              (D)身家調查。 

( )271.依警察法第十三條規定，察官之任用資格，係：○1考銓條件；○2忠誠條

件；○3身心條件；○4公民條件；○5教育條件； 

(A)12345       (B)134          (C)45           (D)234 

(E)15。 

( )272.警察人員管理條例規定初任警察官之年齡，警佐不得超過： 

(A)三十五歲     (B)四十歲       (C)四十五歲     (D)五十歲。 

( )273.警察官之任官資格，第一為： 

(A)教育條件     (B)忠誠條件     (C)考銓條件     (D)公民條件。 

( )274.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之規定，警察官從警佐升任警正，除須警官學校畢

業或訓練合格者外，尚須具有下列什麼資格？ 

(A)普通考試及格 

(B)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乙)等及格 

(C)特種式警察人員考式四(丙)等及格 

(D)基層人員考試及格。 

( )275.下列何者非屬警察人員之考績？ 

(A)年終考績    (B)另予考績         (C)特別考績  (D)專案考績。 

( )276.警察官於下列何種情形，不須經任官程序？ 

(A)初任        (B)晉階             (C)調職      (D)升等。 



( )277.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中，一職務得列多少個官階？ 

(A)一至二個    (B)二至三個         (C)三至四個  (D)四至五個。 

( )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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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市長。 

( )279.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第十七條規定，初任警察職務先予試用多久，期滿

成績及格者，予以任職。不及格者，延長試用期限，惟不得超過六個月？

(A)三個月      (B)六個月       (C)一年         (D)二年 

(E)免予試用。 

( )280.警察官初任、晉級、升等時均應任官，何官等之任用須由內政部核轉銓

敘部審定後，呈請總統任官： 

(A)警佐、警正、警監            (B)只有警正 

(C)只有警監                    (D)警監、警正 

(E)警正以上主管人員。 

( )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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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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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A)行政科(課)  (B)督察室       (C)交通警察隊   (D)秘書室 。 

( )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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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84.下列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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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5.得應警監警察官升官等考試之各項資格中，不包括下列何者？ 

(A)現任警正一階警察官三年以上   

(B)已敘警正一階本俸最高級  

(C)38 歲以下  

(D)經警察大學、警官學校畢業或四個月以上訓練合格者 。 

( )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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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處理何者正確？  

(A)以晉一級為限                (B)以晉一階為限  

(C)以晉一官等為限              (D)以晉一職等為限 。 

( )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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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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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話的勤務制度  

(C)標準化的訓練制度            (D)合理化的休假制度 。 

( )288.辛勞性、引誘性、危險性是警察工作的三大特色，要使警察站在這三大

因素之前屹立如山，除了教育之外，還須有何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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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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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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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C)選舉         (D)抽籤 。 

( )291.合理的警察升遷必須要有一定的軌道，而升遷的軌道基礎在於？ 

(A)精密的職業分類              (B)數字話的績效制度  

(C)良好的教育                  (D)良好的紀律 。 

( )292.年資、考試、考績及主管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列何者的依據？  

(A)警察人員進休                (B)警察人員升遷  

(C)警察人員淘汰                (D)警察勤務效能 。 

( )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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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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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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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規定的互調必須徵詢當事人的同意 。 

( )2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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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97.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職務之重大保障？  

(A)官職分立    (B)恰當獎懲     (C)終身官制     (D)調遷合理 。 



( )298.警察升職教育的時間通常不超過  

(A)四個月      (B)四個星期     (C)二個月       (D)十二個星期 。 

( )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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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00.在我國稱的「義勇警察」，在美國稱之為：  

(A)輔助警察    (B)後備警察     (C)保安警察     (D)駐衛警察 。 

( )301.下列選項中，何者屬於我國警察機關之「特業幕僚」？  

(A)督察室      (B)人事室       (C)資訊組       (D)刑警隊 。 

( )302.一方面要吸引優秀的警察人才，使其樂意努力工作，一方面要淘汰不適 

當的員警，促進新陳代謝」。這是何項工作的目的？ 

(A)警察勤務    (B)警察業務     (C)警察人事管理 (D)警察教育 。 

( )303.選擇警察人才最正確方法為何？  

(A)結合公平之考試及嚴格之教育  

(B)應採美國傑克遜總統時之政治分贓制度  

(C)應採各國流行之恩惠制度  

(D)以客觀事實需要及條件來選拔 。 

( )304.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之待遇應與其他公務人員平衡之原則？ 

(A)同階級者同待遇              (B)同素質者同待遇  

(C)同艱苦者同待遇              (D)同工同酬 。 

(C)305.各國警察業務內容，重要者可分幾大類？ 

(A)六大類      (B)八大類       (C)十大類       (D)十二大類。 

(D)306.有關警察業務項目，有列舉之項目共幾項？ 

(A)八項        (B)九項         (C)十項         (D)十一項。 

(D)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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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酒吧、特種咖啡茶室 

(C)遊藝場、旅館、傭工介紹所 

(D)爆竹煙火藥、車輪修配保養業、委託寄售及舊貨業。 

(C)308.我國警察管理的十種特定營業，於何年由行政院會議議決簡化為現今之

三種？ 

(A)民國七十年                  (B)民國七十二年  

(C)民國七十四年                (D)民國七十六年。 

(C)309.處理警察業務有其基本原則，下列何種原則非屬之？ 

(A)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置        (B)最先五分鐘重於事後五分鐘 

(C)運用警力重於運用民力        (D)主動、經常重於被動、臨時。 

 



 

 

(A)310.所謂警察要作「無名英雄的工作」，指的是那一項處理警察業務的基本原

則？ 

(A)經常重於臨時                (B)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置 

(C)主動重於被動                (D)最先五分鐘重於最後五分鐘。 

(C)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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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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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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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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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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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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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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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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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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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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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21.預防交通事故主要手段為何 

(A)交通教育    (B)交通工程     (C)交通取締     (D)交通指揮。 

(C)322.危害交通安全與擾亂交通秩序之一切行為，以法律加以抑制制裁，稱為

(A)交通措施    (B)交通教育     (C)交通執行     (D)交通工程。 

(A)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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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24.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執行交通整理之範圍 

(A)交通教育    (B)交通取締     (C)交通事故調查 (D)交通整理。 

(A)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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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以保護公共安全為目的的警察作用稱為 

(A)政治警察    (B)行政警察     (C)刑事警察     (D)保安警察。 

(C)327.何種警察人員的任務為警戒與警備，以靜態的執勤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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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下列何者是增進警民關係的最佳媒介，也是促進人民福利的優良基礎？

(A)服務        (B)犯罪預防     (C)犯罪制壓     (D)戶口查察。 

(C)329.過去在警界所辦理之遊民習藝所，即是警察服務項目之： 

(A)貧困救濟    (B)福利服務     (C)工作安置     (D)危難救濟。 

(A)330.梅可望先生以為下列何者是警察業務中最瑣碎的一部分： 

(A)服務民眾    (B)消防救災     (C)戶口查察     (D)犯罪預防。 

(A)331.從效果上來看，何者是警察業務中最瑣碎及影響深遠的工作？ 

(A)服務民眾    (B)保安正俗     (C)交通管制     (D)犯罪預防。 

(A)332.下列何者是警察「救災」的主要工作？ 

(A)水災、地震、風災            (B)蟲災 

(C)旱災                        (D)癘疫的救護。 

(C)333.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執行救災工作之原則？ 

(A)盡速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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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34.警政署推動全國執行取締雛妓，整頓非法色情營業的工作，稱之為： 

(A)順風專案    (B)正風專案     (C)索驥專案     (D)獵狐專案。 

(A)335.警政署推動加強執行查緝失竊車輛及嫌犯的工作，稱之為： 

(A)順風專案    (B)正風專案     (C)索驥專案     (D)獵狐專案。 

(B)336.毒品依其癮性、濫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下列何者不屬於第一

級毒品： 



(A)海洛因      (B)大麻         (C)嗎啡         (D)鴉片。 

 

(B)337.警察業務的正俗工作最嚴重的有三個問題，下列何者為非？ 

(A)賭博        (B)吸煙         (C)賣淫         (D)吸毒。 

(D)338.以保護公共安全為目的的警察作用稱為： 

(A)政治警察    (B)行政警察     (C)刑事警察     (D)保安警察。 

(D)339.為使警察人員指揮交通時便於決定何者交通者應先「行進」，何者應先「停

止」，就必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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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警察在制壓犯罪中，無不有賴靈活之情報，而一般警察情報之來源，概

可分為內線情報，外圍情報，以及下列何種情報？ 

(A)政治情報    (B)社會情報     (C)一般情報。 

(B)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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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是解決犯罪問題之重要手段 

(D)可達成預防犯罪之目的。 

(D)342.為了在制伏犯罪的艱鉅工作中獲勝，警察人員應有的作為中，下列敘述，

何者錯誤？ 

(A)警察人員要有旺盛的戰鬥精神 

(B)要有「有敵有我、有我無敵」的革命精神 

(C)要有科學化的犯罪偵查和鑑識方法 

(D)要有唯利是圖的觀念。 

(B)343.科學化之犯罪偵查，其重要的第一步驟為： 

(A)人犯訊問    (B)現場偵查     (C)案情研究     (D)物證鑑識。 

(B)344.下述何者為犯罪偵查的第一步工作？ 

(A)人犯訊問    (B)現場偵查     (C)物證鑑識     (D)案情研判。 

(D)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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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46.警察人員偵辦刑案時，為取得破案證據，應特別注意下列何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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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五分鐘重於最後五分鐘。 

(C)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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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48.下列選項中，何者並不非警察人員對現場偵查應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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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協助偵查內亂、外患重大犯罪，為何種警察之業務？ 

(A)保安警察    (B)外事警察     (C)海上警察     (D)刑事警察。 

(D)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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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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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要徹底防止少年犯罪發生，單純的警察力量是不夠，必須多方想密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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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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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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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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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繳年犯罪的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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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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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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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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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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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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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我國警察精神，對警察的任務是？ 

(A)積極性                      (B)消極性 

(C)積極與消極兼籌並顧          (D)積極與消極兼不顧。 

(C)362.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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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63.保衛國家安全的警察業務是側重在下列何種工作？ 

(A)犯罪預防工作                (B)犯罪壓制工作  

(C)政治顛覆工作                (D)社會安寧工作。 

(D)364.保衛國家安全的警察業務是徹重在： 

(A)犯罪預防                    (B)犯罪壓制      

(C)忠貞調查                    (D)消滅政治顛覆。 

(A)365.下列選項中何者非保衛國家元首之工作要領？ 

(A)忠貞調查    (B)安全檢查     (C)隨護         (D)警戒。 

(B)366.國家元首保衛工作之警戒線，至少分為幾線？ 

(A)二線        (B)三線         (C)四線         (D)五線。 

(D)367.國家元首在辦公室或在家休息時，警察人員應負使其不受干擾的責任，

此工作係為： 

(A)安全檢查    (B)隨護         (C)警備         (D)警戒。 

(A)368.下列何者非為一般警察情報來源種類？ 

(A)政治情報    (B)社會情報     (C)內限情報     (D)外圍情報。 

(B)369.進行通訊監察(電話監聽)之期間，每次不得超過： 

(A)十日        (B)三十日       (C)五十日       (D)六十日。 

(B)370.以下國家機密的敘述何項是錯誤的 

(A)凡接近機密員應實施保密訓練 

(B)凡接近機密員不必實施保密訓練 

(C)使知道秘密的決不向外界洩漏 

(D)防止不應接近機密的人接近秘密,並將機密保管於機密處所。 

(B)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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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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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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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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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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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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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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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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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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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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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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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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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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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82.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勤務機構區分為規話劃監督機構、執

行機構及下列何種單位？ 

(A)端末單位    (B)基礎單位     (C)基層單位     (D)基本單位。 

(C)3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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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疏密    (B)面積大小     (C)業務份量     (D)裝備。 

(A)384.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勤務執行機構(非重點性勤務)係指： 

(A)警察分駐(派出)所            (B)警察分局 

(C)各警察隊                    (D)警察局 。 

(B)385.以分局為實施單位之勤前教育，稱之為何？ 

(A)綜合勤教    (B)聯合勤教     (C)專案勤教     (D)專業勤教。 

(D)386.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所謂之夜勤期間，為下列何者？ 

(A)十八時至二十一時            (B)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C)十八時至二十三時            (D)十八時至二十四時。 

(C)387.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服勤人員每日應有連續幾小時之睡眠時

間？ 

(A)四小時      (B)六小時       (C)八小時       (D)十小時。 

(D)388.警察勤務分配，必須善為劃分： 

(A)內勤警力    (B)外勤警力     (C)預備警力     (D)內外勤警力。 

(B)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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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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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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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行政警察    (B)刑事警       (C)交通警       (D)保安警察。 

(C)392.警察勤務條例規定，依人口疏密，幾戶已下劃設一勤務區？ 

(A)二百戶以下                  (B)三百戶以下 

(C)五百戶以下                  (D)六百戶以下。 

(A)393.從各國警勤區劃分的標準觀之，在鄉村地區應以何種原則為劃分的 

(A)主體人口疏密面積大小        (B)面積大小業務份量 

(C)業務份量人口疏密            (D)地區繁簡人口疏密。 

(C)394.警察機關最理想的情況是多少警察全部的警勤區之工作量一次？ 

(A)三個月      (B)半年         (C)一年         (D)兩年。 

(D)395.我國警勤區之前身為： 

(A)巡警區      (B)警務區       (C)受持區       (D)警管區。 

(D)396.警勤區警員對遷徙人口應於多久內復查： 

(A)一週        (B)兩週         (C)三週         (D)一個月。 

(D)397.執行警勤區查察時主要是下列何種勤務為主？ 

(A)社會調查    (B)人口調查     (C)情報佈建     (D)戶口查察。 

(D)398.警勤區員警之基本資料為依圖、二表、三簿冊，其中一圖是指下列何種

圖？ 

(A)地區特性圖                  (B)戶口查察圖    

(C)戶口狀況圖                  (D)警勤區轄境圖。 

(C)399.號稱警察「勤務活動中心」的是: 

(A)警察局      (B)分局         (C)派出所       (D)警勤區。 

(B)400.以分局為實施單位之勤前教育稱之為何？ 

(A)綜合勤教    (B)連合勤教     (C)專案勤教     (D)專業勤教。 

(D)401.警察勤務分配必須善為劃分 

(A)內勤警力    (B)外勤警力     (C)預備警力     (D)內外勤警力。 

(C)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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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03.警政署曾於民國何年，頒「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據以為警察勤

務之策進作為? 

(A)84年        (B)85年        (C)86年        (D)87年。 

(C)404.依據警政署函頒之「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之規定，必要時每日



服勤時間以延長幾小時為度? 

(A)二小時      (B)三小時       (C)四小時       (D)五小時。 

(D)405.我國各警察機關，刻正欲推廣之勤務指揮中心 gis(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m)指揮管制系統，乃指下列何者? 

(A)報案號碼自動顯示系統        (B)案地址自動顯示系統 

(C)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D)報案地圖自動顯示系統。 

(D)406.社會警察在各國盛行之後，世界各國均設有類似我國派出所之固定警察

崗哨，此種組在新加坡稱之為: 

(A)派出所      (B)小型警局     (C)受理台       (D)鄰里警崗。 

(B)407.「警察勤務」一關鍵詞 , 若要以英文在網路上搜尋全球警察勤務相關之

英文資訊 , 則可鍵入下列何詞較為正確？  

(A)police investigation        (B)police operation  

(C)police force                (D)police corruption。 

(D)408.我國警察勤務條例首於民國何年 , 由立法院三讀通過並公布施行之？ 

       (A)5年         (B)55年        (C)60年        (D)61年。 

(A)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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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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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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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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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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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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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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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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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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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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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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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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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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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21.以警勤區為單位，紀錄警勤區佐警執行戶口查察所獲的的素行資料，按

戶卡頁次裝訂成冊，稱為： 

(A)戶口查察記事簿              (B)戶口查察簿 

(C)警勤區手冊                  (D)戶口狀況調查表。 

(D)422.警勤區警員對遷徙人口，應於多久內複查： 

(A)一週        (B)二週         (C)三週         (D)一個月。 

(C)423.警勤區員警執行勤查勤務，於到達警勤區前，到達後即離開前應繞巡警

勤區一遍，查簽巡邏簽章表，此方式稱為： 

(A)警民聯防    (B)巡守合一     (C)查巡合一     (D)戶警合一。 

(D)424.執行警勤區查察時，主要是下列何種勤務為主？ 

(A)社會調查    (B)人口調查     (C)情報佈建     (D)戶口查察。 

(C)425.號稱警察「勤務活動中心」的是： 

(A)警察局      (B)分局         (C)派出所       (D)警勤區。 

( )426.以分局為實施單位之勤前教育，稱之為何？ 

(A)綜合勤教    (B)聯合勤教     (C)專案勤教     (D)專業勤教。 

(C)427.警力分配上有兩個重要的變項，那就是： 

(A)地點與設備  (B)設備與時間   (C)地點與時間   (D)時間與薪資。 

(C)428.以不同的警力，來應付不同性質的警察事故，在警察勤務制度的原則，

稱： 

(A)因時制宜    (B)因地制宜     (C)因事制宜     (D)無處勿屆。 

(A)429.警察勤務規範規定：「各項任務，均應依據任務需求、地區分析作細密規

劃，使警力作最有效之運用」，此明示規劃勤務應運用何原則？ 

(A)戰性功利之原則              (B)活用適用之原則 

(C)分權授權之原則              (D)迅速機動之原則。 

(D)430.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勤務機構區分為規劃監督機構執行

機構及下例何種單位？ 

(A)端未單位    (B)基礎單位     (C)基層單位     (D)基本單位。 

(B)431.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分駐所、派出所之設置基岪由下最何者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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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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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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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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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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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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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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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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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警政採水平式之組織型態 

(D)社區警政以控制犯罪及執行法律為主要目的。 

(D)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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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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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41.採取社區服務型之警察執行法模式，其社區人口特質應屬： 

(A)流動人口量大                (B)人口異質性高 

(C)人口素質具同質性            (D)人口年齡具同質性。 

(A)442.下列有關有效率的警察勤務概念，何者有誤？ 

(A)是靜態的                    (B)是充滿變化的 



(C)是接觸民眾，深入社會的      (D)是解決問題的。 

 

(C)443.下列何者為警察勤務「永不間斷」之附帶條件？ 

(A)因時制宜    (B)執勤永續     (C)負擔平衡     (D)永恆警察。 

(D)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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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警政署曾於何年，函頒「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據以為警察勤務

策進作為？ 

(A)84年        (B)85年        (C)86年         (D)87年。 

(C)446.依據警政署函頒之「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之規定，必要時每日

服勤時間以延長幾小時為度？ 

(A)二小時      (B)三小時       (C)四小時       (D)五小時。 

( )447.下列有關現代警察發展的聲勢敘述,何者錯誤? 

(A)組織:分散與分權              

(B)人員:專業化與專家化 

(C)教育:較長的時間,高深的研究,完整的體系 

(D)人事管理:制度化與標準化。 

( )448.下列警察發展的敘述,何者有錯? 

(A)組織:集中與統一         

(B)人員:專業化與專家化 

(C)業務:高度的運用科學,廣泛的為民服務 

(D)勤務:高度固定性,時間人力的節約。 

( )449.從現代警察百餘年來發展的史實觀之,警察是下列何者的產物? 

(A)科學        (B)民主         (C)法治         (D)萬能政府。 

( )450.梅可望認為下列有關現代警察發展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人員專家化                  (B)勤務標準化 

(C)人事管理制度化              (D)業務上廣泛為民服務. 

( )451.我國警政工作的現代化,下列何種觀點為非? 

(A)警察贏的民心以服務為基礎    

(B)公權力的伸張應以增強強制力量為基礎 

(C)社會治安應以警民合作為基礎 

(D)警察的團隊精神應建立在倫理與紀律上. 

( )452.現代國家的警察人員,尤其是我國警界同仁,如果能照蔣故總統經國先生

的指示做到,也就合乎警察的倫理信條,此指示係指 

(A)去三弊,取七要               (B)去七弊,取三要 



(C)去五弊,取三要               (D)去三弊,取五要。 

 

( )453.下列何者是助成現代警察產生和蓬勃發展的重大因素? 

(A)民主思想    (B)科學發達     (C)萬能政府     (D)法治社會。 

( )454.從現代警察發展的沿革觀之,將來警政要有所成,其聚焦的重心在: 

(A)組織        (B)科技         (C)學術         (D)人。 

( )455.下列何者不是現代警察蓬勃發展的因素? 

(A)萬能政府理念之產生          (B)科學之突飛猛進 

(C)民主思想的奠基              (D)共產國家的沒落。 

( )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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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7.現代交通管理強調三 E政策,下列何者不在其中? 

(A)Education   (B)Emergency    (C)Engineering  (D)Enforcement。 

( )458.在我國近代警察發展史中,下列哪一個警察組織未曾有之? 

(A)警察總署    (B)警政署       (C)治安部       (D)巡警部。 

( )459.從現代警察百餘年來發展的史實來看警察之重要性中,下列何者有誤? 

       (A)警察是科學的產物,是萬能政府的基礎 

(B)警察是民主思想的果實 

(C)警察是考試制度的產物 

(D)警察是合乎民主科學法治的原則。 

( )460.現代警政管理最主要的目的應該是要能夠?  

(A)符合組織要求                (B)符合組織及民主期望 

(C)配合政策需要                (D)符合管理者期望。 

( )461.下列何者不是當代警政管理理論,對於警察組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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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的組織型態較事實處理穩定環境下的例行事務。 

( )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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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警察總務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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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雙重性。 

( )463.下列何者並非建立良好的現代警察形象,獲致民眾支持的方法?  

(A)培養優良的警察文化          (B)提升警察倫理道德 

(C)研發尖端警察科技            (D)滿足全體警察人員需求。 



 

 

( )464.下列何者不是改善現代警察風紀之策進作為?  

(A)策進風紀要求建立正確觀念     

(B)健全考核制度 

(C)強化警察探訪功能 

(D)抱持家醜不外揚,大事化小之心態以維護警譽。 

( )465.古代的官籤及現代的行政倫理,現代警察人員應具備工務倫理可分幾部

分?  

(A)五部分      (B)六部分       (C)七部份       (D)八部分。 

( )466.明代的官制中,有所謂錦衣衛一職,下列有其敘述何者為真?  

(A)即是現代行政警察的前身      (B)其性質與今日的刑事警察類似 

(C)即是現代的保安警察          (D)負責明代的保安警察。 

( )467.中國第一個現代警政機構為?  

(A)巡捕房                      (B)巡警部        

(C)湖南保衛局                  (D)北京安民公所。 

( )468.明朝錦衣衛之性質類似現代之?  

(A)刑事警察    (B)行政警察     (C)保安警察     (D)交通警察。 

( )469.我國現代警察考證是始於何時?  

(A)光緒二十二年                (B)光緒二十三年  

(C)光緒二十四年                (D)光緒二十五年。 

( )470.明末清初我國警察制度現代化的歷程乙書,為何人之著作? 

 (A)王家儉      (B)李士珍       (C)梅可望       (D)王志和。 

( )471.有現代警察之父之稱的是? 

 (A)英國皮爾氏  (B)法國孟非氏   (C)英國亨利     (D)美國威爾遜。 

(D)472.下列選項中，有關「警察國家」之述，何者是正確的? 

(A)政府萬能促使警察國家之發展 

(B)警察人數急據膨帳易形成警察國家 

(C)警察快速發展易形成警察國家 

(D)警察國家與警察之發展及政府萬能無關。 

(D)473.全面品質管理」是當代警政管理途徑之一，下列何者不是該途徑所強調

的內容? 

(A)以顧客為導向 

(B)運用人力資源及計量罣法以進行持續性的改善 

(C)組織成員的持續學習 

(D)個人主義及個人成就。 

(D)474.下列何者不是警政專業化運動的內函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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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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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B)警察組織應是封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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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76.下列何項不是警察人員建立正確服務觀念應有的態度? 

(A)以民為主    (B)到愛為本     (C)枉法濫權     (D)人人平等。 

(B)477.下列何者並非現代警察發展的趨勢之一? 

(A)組縜集中與統一              (B)教育時間建漸縮短 

(C)業高度運用科學              (D)勤務強化機動性。 

(D)478.下列何者不是目前台灣之警政資訊系統的功能 

(A)查詢、蒐集資料               

(B)提拱通報功能 

(C)提供統計表報              

(D)提供行政規劃及決策的狀況統計性資料。 

(C)479.下列何者是助成現代警察產生和蓬勃發展的重大因素? 

(A)民主思想    (B)科學發達     (C)萬能政府     (D)法治社會。 

(D)480.從現代警察發展的沿革觀之，將來警政要有所成，其聚焦的重心在? 

(A)組織        (B)科技         (C)學術         (D)人。 

(C)481.關於未來警力發展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人力素質的提昇與數量的增加，同等重要 

(B)警察應以專業化的人性工程師自許 

(C)集權的行使，分權的監督 

(D)妥善運用民間資源。 

(C)482.警政署刻正在全國各警察機構，所推廣之警察勤、業務等工作之 ISO 認

證，其核心工作乃在於工作之減化與下列之何種重要原則? 

(A)民主化      (B)效益化       (C)標準化       (D)實用化。 

(A)483.下列何者是增進警民合作的最佳媒介，也是促進人民福利的優良基礎? 

(A)服務        (B)犯罪預防     (C)犯罪制壓     (D)戶口查察。 

(D)484.英國皮爾爵士在西元一八二九年即為現代化警察立下了九個原則，下列

何者不在其中？ 

(A)警察的基本任務是犯罪預防。 

(B)警察執勤能力繫於民眾對警察活動的認同。 

(C)警民一體。 

(D)警察效率的測試是以破案能力為標準。 

(C)485.二十世紀的現代警察，英國人民已將過去警察視為「捉賊人」的觀念，



改為： 

(A)夜間安琪兒  (B)二百磅牛肉   (C)我們的朋友   (D)和平的軍人。 

(C)486.現代警察於西元一八二九年誕生於何處？ 

(A)美國洛杉磯  (B)美國紐約市   (C)英國倫敦     (D)法國巴黎。 

(B)487.現代警察制度發軔於？ 

(A)法國        (B)英國         (C)德國         (D)日本。 

(B)488.現代警察制度在和國實施成功後，歐美各國紛紛仿效建立警察新制度： 

(A)英國正式成立泰晤士河部隊，向倫敦犯罪進行戰鬥成功 

(B)英國皮爾爵士提出「警察法案」，倫敦首都警察廳成立，著整齊制服，

專責的警察正式服務 

(C)美國現代警察之父和麥於西元一九零九年擔任加州柏克萊警察局局

長 

(D)西元一九六 O年威爾遜擔任美國芝加哥警察局局長主張警察專業水

準化，高教育水準。 

(C)489.現代化型式的警察，也就是穿著警察制服，執行於治安維護，並配有專

屬辦公廳舍的警察誕生於？ 

(A)西元一七八六年，都柏林城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力量，官方首次採

用「警察」一詞 

(B)西元一七九二年英國東南部米德薩克郡的法官設置了七個警察局，內

有支薪的警察 

(C)西元一八二九年，英國內政部長皮爾爵士，推動「都市法案」之生並

招募執行法律之代表 

(D)西元一八四Ｏ年，法國巴黎率先出現現代化型式的警察機構並招募警

察人才，發給薪資。 

( )490.美國警察稱和麥氏為現代警察之父，何項非屬於其任職內重大措施？ 

(A)採用智力測驗淘汰不適任警察工作者 

(B)運用測謊機偵辦刑案 

(C)建立電腦資訊網路協助偵察犯罪 

(D)任用大學畢業生充任基層警察。 

(A)491.同出一元的現代化警察制度，會因國家不同而有所差異，其因素包括以   

下何者？ a.主義 b.政策 c.文化 d.政治 e.風俗習慣。 

    (A)abcd        (B)abd          (C)ace          (D)cde。 

(D)492.下列現代化的警察組織，基本原則何者並非陳立中先生所主張的？ 

    (A)統一性的體系原則      (B)完整統一的結構原則 

      (C)指揮靈活的運用原則          (D)督導性的組織原則。 

( )493.陳立中先生現代化警察組織結構中原則有三，不包括： 

    (A)完整統一  (B)經濟合度   (C)事權明確   (D)指揮靈活。 

 



 

 

( )494.陳立中先生提出的現代化警察組織結構之基本原則中運用的原則有： 

a.完整統一 b.事權明確 c.指揮靈活 d.經濟合度 e.一致協調 

    (A)ac          (B)ce           (C)bd           (D)ae。 

(C)495.現代化警察組織，必須有「單一性的指揮」，最主要且最明顯之理由係    

    警察組織具有紀律性與下列何種特性？ 

    (A)危險性   (B)辛勞性    (C)緊急性    (D)引誘性。 

(A)496.現代化警察組織需要有「統一性的體系」，其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A)減少業務上的爭執            (B)排除警察工作的危險性 

(C)避免警察指揮的緩不濟急      (D)以上皆是。 

(C)497.現代化警察組織必備條件之一，是警察機構在全國所有地區普遍，分         

佈下列所敘述，何者不是？ 

    (A)及於國土每一部份       (B)隨同國家主權而進退 

    (C)以有人民居住為必要     (D)隨民眾之需要而存在。 

( )498.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警察四大任務中，何者是指將人民的生活行動 

，納入一定的規範？  

(A)維持公共秩序                (B)保護社會安全 

(C)防止一切危害                (D)促進人民福利。  

( )499.警察人員在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時，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即

為：  

(A)行政警察    (B)治安警察     (C)保安警察     (D)司法警察。  

( )500.下列何者在於闡明警察的本質、任務和手段？ 

(A)警察的目的  (B)警察的價值   (C)警察的形象 (D)警察的意義。  

( )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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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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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03.警察的手段，是以何者為主要手段？  

(A)指揮、服務、管制          (B)指導、服務、管制  

(C)指揮、服務、強制          (D)指導、服務、強制。  

(B)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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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現代警察首先創行於何國？  

(A)美國      (B)德國         (C)中國         (D)英國。 

(A)506.清光緒 32年設立了「民政部」，其下設「警政司」掌管警察事務，當時

將「國際警察」歸入： 

(A)行政警察  (B)司法警察     (C)高等警察   (D)刑事警察。  

(A)507.周代何種職官與今日的保安警察有相似之處？  

(A)禁暴氏    (B)環人         (C)澤虞       (D)川衡。  

(C)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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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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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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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11.下列救濟方式中，何者須向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提起？  

(A)訴願      (B)行政訴訟     (C)民事訴訟   (D)刑事訴訟。 

(B)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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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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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14.於重大災變之際，警察機關命人民防護救助，此屬於警察下令中之： 

(A)忍受令      (B)不作為令   (C)作為令       (D)給付令。 

(D)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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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下列何者非為「警察處分」之內容？ 

 (A)警察下令  (B)警察許可     (C)警察免除   (D)警察命令。 



 

  

(B)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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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警察權之行使，若對人民的自由權利加以限制，必須以法律定之，或有

法律明確授權的警察命令作為依據，此為何項原則？  

(A)平等原則                  (B)比例原則     

(C)誠信原則                  (D)法律保留原則。 

(A)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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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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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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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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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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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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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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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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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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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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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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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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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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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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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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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試應考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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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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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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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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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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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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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警察常年教育的實施，各國情形不盡相同，但歸納起來其種類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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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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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得應警監警察官升官等考試之各項資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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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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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以晉一階為限  

(C)以晉一官等為限            (D)以晉一職等為限。  

(D)5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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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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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提起申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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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B)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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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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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