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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警察學緒論    

1.（A）以警察組織的形式，賦以警察定義稱為：(A)實定法上的警察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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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警察是什麼？下列定義何者錯誤？(A)蘇頓式說：「警察為增進公共利益及

預防接近所發生的危害為目的之政務」(B)伯倫智理氏說：「國家為保護公

益，以強制力限制人民之自由，而行使其行政行為者為警察，如無強制之

必要，仍得視為警察」(C)美濃布達吉式說：「警察者，以維持社會安全，保

全公共利益為直接目的，基於國家一般統治權，命令或強制人民之作用也」

(D) 胡存忠氏說：「警察者，為防止社會之公共危害，直接維持社會安寧秩

序，而限制個人自由之行政行為也」。 

      【註：如無強制之必要，仍得視為警察。】 
3.（D）關於警察兩字之定義，下列何者敘述是錯誤的？(A)由目的言，警察以維持

公共安寧秩序為直接目的 (B) 由手段言，警察係以權力命令強制人民之作

用 (C)由權力基礎言，警察係基於國家一般統治權之作用(D)廣義的警察就

國家對內對外所表現的主權。 
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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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C) 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D)警察機關、警

察人員與警察裝備之總稱。 
5.（D）警察意義之學說有三，不包括：(A)目的說(B)手段說(C)折衷說(D)權力說 
6.（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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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C）因國家地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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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C）有關警察法跟警察節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A)警察法的公布實施代表中華

民國警察新紀元的開始(B)將 6 月 15 日訂為警察節，因為警察法是在該日公

布實施的(C)警察法是民國四十年由總統公布實施的(D)以上皆非。【註：警

察法是民國四十二年由總統公布實施的。】 
9.（C）下列何者敘述是錯誤的？(A)警察是治權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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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放諸四海

皆準(D)有國家就有警察。 
【註：警察的意義各國皆不同。】 

10（C）警察的本質必須具備那兩大要件？○1 警察是一種司法作用；○2 警察是一種

行政作用；○3 警察以指導、服務、強制為主要手段；○4 警察是以法律為依

據；○5 警察係基於國家一般統治權之作用。 (A)○1 ○2  (B)○2 ○3  (C)○2 ○4  
(D)○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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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根據「警察」一詞的本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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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性與消極性(D)時間性及空間性。 

12（D）警察任務中「促進人民服務」為輔助任務，其任務是指何種範圍而言？(A)
協助上級警察機關推行一般行政(B)協助一般司法機關推行一般行政(C)協
助一般警備機關推行一般警備(D)協助一般行政機關推行一般行政。 

13（D）在警察任務中，有防止「一切危害」一項，其「一切危害」的涵義敘述，

何者有誤？ (A)從來源分，包括了天然的與人為的危害(B)從威脅的對象

分，包括對國家、對社會及對個人的危害(C)從其表現的型態分，包括了

有形無形及直接間接的危害(D)從其來源分為有善意的及惡意的危害。 
14（C）警察為達成警察任務，應以下列何者為手段？(A)協調、溝通、談判(B)執

法、勸導、服務(C)強制、服務、指導(D)強制、指導、溝通。 
15（A）在警察執法的手段中，用下列何者才能樹信？(A)指導(B)溝通(C)勸導(D)

強制。 
16（A）「服務」是達成警察任務的手段之一，對服務手段的實施，下列何者是「錯

誤」的？(A)必須經過人民的請求(B)必須在法令範圍之內(C)必須與警察目

的有關(D)必須是人民有困難或無法做到的事。 
17（B）警察服務民眾的範圍和項目，常因時空因素之不同而不同，我國抗日期間，

警察對人民的服務即側重於下列何種服務？(A)法令的闡釋(B)成人補習教

育(C)犯罪防範的宣導(D)以上皆是。 
18（C）在英美等國，對警察業務不稱之為「警察工作」，而稱之為警察(A)指導(B)

溝通(C)服務(D)執法。 

19（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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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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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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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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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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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B）歐西各國稱警察人員為：(A)執政吏(B)執法吏(C)父母官(D)指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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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下列有關民主法治國家中「警察強制」手段的敘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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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破壞法令者之約束 (D)是對緊急情況之處置。【註：保護人民而非限制人

民自由。】 
26（A）我國各級警察機關之武器彈藥，依警察法之規定，係下列那一層級統籌調

配之？(A)中央 (B)省（市）(C)縣（市）(D)以上均可統籌調配之。 
27（C）依業務分類，警察可分幾種？(A)三種(B)五種(C)七種(D)九種。 

【註：（一）保安警察。（二）專業警察。（三）經濟警察。（四）消防警察。

（五）交通警察。（六）外事警察。（七）政治警察。】 
28（B）英美稱之為偵探（Auxiliary Police），即為我國之(A)行政警察(B)刑事警察

(C)政治警察(D)保安警察。 
29（A）歐洲人民給予其警察人員何種美名？(A)夜間安琪兒(B)和平軍人(C)文的武

裝團體(D)半軍事化的部隊。 
3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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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C）英美稱之為特勤人員(special Agent)，並多隸屬於刑事警察範圍內者，是指

(A)行政警察(B)保安警察(C)政治警察(D)外事警察。 
32（B）在我國稱之為義勇警察，英國稱之為：(A)輔助警察(B)後備警察(C)保安警

察(D)駐衛警察。 
33（B）在警察的分類中，有分為中央警察跟地方警察，其分類方式是(A)因服務

地點而分(B)因隸屬關係而分(C)因警察人員身分而分(D)因業務性質而分。 
34（C）因服務地點分類，警察可分為國家警察跟地方警察，其區分標準有四說，

何者有誤？(A)區域說(B)權限說(C)理論說(D)制度說。【註：（C）為目的說】 
35（D）警察大體上可分為司法及行政兩類，是依下列何種方式而分？(A)業務性

質(B)服務地點(C)警察人員身分(D)功能。 
36（D）以防護國營交通線、工礦、森林、港口、航空站為目的之警察作用，為下 
        述何種警察？(A)行政警察(B)保安警察(C)交通警察(D)專業警察。 
37（B）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警察人員在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時，即 
        為：(A)刑事警察(B)司法警察(C)保安警察(D)行政警察。 
38（A）警察工作的三大特性為何？(A)辛勞性、引誘性、冒險性(B)引誘性、冒險 
        性、永不間斷性(C)冒險性、永不間斷性、犧牲奉獻性(D)永不間斷性、犧 
        牲奉獻性、辛勞性。 
39（C）在警察工作中，下列那一項是特別重要的？(A)能力(B)操守(C)士氣(D)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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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D）警察學是經由何種途徑以研究人類行為？(A)群體(B)權力(C)規範(D)安全。 

 
41（C）就警察學此一門學科而言，下列何者敘述是錯誤的？(A)警察學的綜合性

遠在其他社會科學之上(B)警察學是經驗和研究的累積(C)警察學是警察行

政之「用」，警察行政是警察學之「體」(D)良好的警察學是良好的警察行政

之先驅。【註：警察學是警察行政之「體」，警察行政是警察學之「用」】 

42（C）警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下列那兩層：○1 演繹法；○2 分析論；○3 方法論；

○4 研究法(A)○1 ○2  (B)○1 ○3 (C)○3 ○4 (D)○2 ○4 。 
43（C）西元 1972 年美國堪薩斯市巡邏研究是使用何種研究法？(A)模擬研究法(B)

個案分析法(C)實驗研究法(D)觀察研究法。 
44（D）各種警察學研究法中，下列何者科學性較高(A)調查研究法(B)實驗觀察法 
      (C)內容分析法(D)實驗法。 
45（B）「長期蒐集資料而對某一問題做研究」，此為警察學之何項研究方法：(A) 
      觀察法(B)歷史法(C)內容分析法(D)區位學法。 
46（C）限於資源，卻又想暸解全國各地所有警察人員對於某一問題的看法，此時

最好用：(A)內容分析法(B)實驗法(C)調查研究法(D)歷史研究法。 
47（A）下列何者是警察權的最基本根據？(A)憲法(B)法律(C)命令(D)政策。 
48（A）下列何者發明指紋制度？(A)亨利(B)和麥(C)威爾遜(D)伯特隆。 
49（C）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點，下列何者錯誤？(A)屬於社會科學的一種，其綜

合性遠在其他社會科學之上(B)警察學是所有科學的混合體(C)警察學是經

驗與研究的累積(D)警察學的原理原則為警察行政的依據。 

     【註：警察學是所有科學的化合體。】 
50（D）在警察勤務運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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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因國家地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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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警察的本質必須具備那兩大要件？○1 警察是一種司法作用；○2 警察是一種

行政作用；○3 警察以指導、服務、強制為主要手段；○4 警察是以法律為依

據；○5 警察係基於國家一般統治權之作用。 (A)○1 ○2  (B)○2 ○3  (C)○2 ○4  
(D)○4 ○5   

3.（D）關於警察兩字之定義，下列何者敘述是錯誤的？(A)由目的言，警察以維持

公共安寧秩序為直接目的 (B) 由手段言，警察係以權力命令強制人民之作

用 (C)由權力基礎言，警察係基於國家一般統治權之作用(D)廣義的警察就

國家對內對外所表現的主權。 
4（D）警察任務中「促進人民服務」為輔助任務，其任務是指何種範圍而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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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上級警察機關推行一般行政(B)協助一般司法機關推行一般行政(C)協
助一般警備機關推行一般警備(D)協助一般行政機關推行一般行政。 

5.（D）警察意義之學說有三，不包括：(A)目的說(B)手段說(C)折衷說(D)權力說 
6.（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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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A）以警察組織的形式，賦以警察定義稱為：(A)實定法上的警察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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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B）警察服務民眾的範圍和項目，常因時空因素之不同而不同，我國抗日期間，

警察對人民的服務即側重於下列何種服務？(A)法令的闡釋(B)成人補習教

育(C)犯罪防範的宣導(D)以上皆是。 
9（C）在英美等國，對警察業務不稱之為「警察工作」，而稱之為警察(A)指導(B)

溝通(C)服務(D)執法。 

10.（B）警察是什麼？下列定義何者錯誤？(A)蘇頓式說：「警察為增進公共利益及

預防接近所發生的危害為目的之政務」(B)伯倫智理氏說：「國家為保護公

益，以強制力限制人民之自由，而行使其行政行為者為警察，如無強制之

必要，仍得視為警察」(C)美濃布達吉式說：「警察者，以維持社會安全，保

全公共利益為直接目的，基於國家一般統治權，命令或強制人民之作用也」

(D) 胡存忠氏說：「警察者，為防止社會之公共危害，直接維持社會安寧秩

序，而限制個人自由之行政行為也」。 

      【註：如無強制之必要，仍得視為警察。】 
11（C）根據「警察」一詞的本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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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性與消極性(D)時間性及空間性。 

12.（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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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C) 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D)警察機

關、警察人員與警察裝備之總稱。 
13（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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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C）警察為達成警察任務，應以下列何者為手段？(A)協調、溝通、談判(B)執
法、勸導、服務(C)強制、服務、指導(D)強制、指導、溝通。 

15（A）在警察執法的手段中，用下列何者才能樹信？(A)指導(B)溝通(C)勸導(D)
強制。 

16（A）「服務」是達成警察任務的手段之一，對服務手段的實施，下列何者是「錯

誤」的？(A)必須經過人民的請求(B)必須在法令範圍之內(C)必須與警察目

的有關(D)必須是人民有困難或無法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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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有關警察法跟警察節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A)警察法的公布實施代表中

華民國警察新紀元的開始(B)將 6 月 15 日訂為警察節，因為警察法是在該日

公布實施的(C)警察法是民國四十年由總統公布實施的(D)以上皆非。【註：

警察法是民國四十二年由總統公布實施的。】 
18.（C）下列何者敘述是錯誤的？(A)警察是治權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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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放諸四海

皆準(D)有國家就有警察。 
【註：警察的意義各國皆不同。】 

19（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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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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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D）在警察任務中，有防止「一切危害」一項，其「一切危害」的涵義敘述，

何者有誤？ (A)從來源分，包括了天然的與人為的危害(B)從威脅的對象

分，包括對國家、對社會及對個人的危害(C)從其表現的型態分，包括了

有形無形及直接間接的危害(D)從其來源分為有善意的及惡意的危害。 
2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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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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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B）歐西各國稱警察人員為：(A)執政吏(B)執法吏(C)父母官(D)指導者。 
25（A）下列有關民主法治國家中「警察強制」手段的敘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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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破壞法令者之約束 (D)是對緊急情況之處置。【註：保護人民而非限制人

民自由。】 
26（A）我國各級警察機關之武器彈藥，依警察法之規定，係下列那一層級統籌調

配之？(A)中央 (B)省（市）(C)縣（市）(D)以上均可統籌調配之。 
27（C）依業務分類，警察可分幾種？(A)三種(B)五種(C)七種(D)九種。 

【註：（一）保安警察。（二）專業警察。（三）經濟警察。（四）消防警察。

（五）交通警察。（六）外事警察。（七）政治警察。】 
28（C）警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下列那兩層：○1 演繹法；○2 分析論；○3 方法論；

○4 研究法(A)○1 ○2  (B)○1 ○3 (C)○3 ○4 (D)○2 ○4 。 
29（C）西元 1972 年美國堪薩斯市巡邏研究是使用何種研究法？(A)模擬研究法(B)

個案分析法(C)實驗研究法(D)觀察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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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D）各種警察學研究法中，下列何者科學性較高(A)調查研究法(B)實驗觀察法 
      (C)內容分析法(D)實驗法。 
31（C）英美稱之為特勤人員(special Agent)，並多隸屬於刑事警察範圍內者，是指

(A)行政警察(B)保安警察(C)政治警察(D)外事警察。 
32（B）在我國稱之為義勇警察，英國稱之為：(A)輔助警察(B)後備警察(C)保安警

察(D)駐衛警察。 
33（B）在警察的分類中，有分為中央警察跟地方警察，其分類方式是(A)因服務

地點而分(B)因隸屬關係而分(C)因警察人員身分而分(D)因業務性質而分。 
34（C）因服務地點分類，警察可分為國家警察跟地方警察，其區分標準有四說，

何者有誤？(A)區域說(B)權限說(C)理論說(D)制度說。【註：（C）為目的說】 
35（C）在警察工作中，下列那一項是特別重要的？(A)能力(B)操守(C)士氣(D)智

慧。 
36（D）以防護國營交通線、工礦、森林、港口、航空站為目的之警察作用，為下 
        述何種警察？(A)行政警察(B)保安警察(C)交通警察(D)專業警察。 
37（B）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警察人員在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時，即 
        為：(A)刑事警察(B)司法警察(C)保安警察(D)行政警察。 
38（A）警察工作的三大特性為何？(A)辛勞性、引誘性、冒險性(B)引誘性、冒險 
        性、永不間斷性(C)冒險性、永不間斷性、犧牲奉獻性(D)永不間斷性、犧 
        牲奉獻性、辛勞性。 
39（D）警察大體上可分為司法及行政兩類，是依下列何種方式而分？(A)業務性

質(B)服務地點(C)警察人員身分(D)功能。 

 
 
40（D）警察學是經由何種途徑以研究人類行為？(A)群體(B)權力(C)規範(D)安全。 

 
41（C）就警察學此一門學科而言，下列何者敘述是錯誤的？(A)警察學的綜合性

遠在其他社會科學之上(B)警察學是經驗和研究的累積(C)警察學是警察行

政之「用」，警察行政是警察學之「體」(D)良好的警察學是良好的警察行政

之先驅。【註：警察學是警察行政之「體」，警察行政是警察學之「用」】 

42（B）英美稱之為偵探（Auxiliary Police），即為我國之(A)行政警察(B)刑事警察

(C)政治警察(D)保安警察。 
43（A）歐洲人民給予其警察人員何種美名？(A)夜間安琪兒(B)和平軍人(C)文的武

裝團體(D)半軍事化的部隊。 
4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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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B）「長期蒐集資料而對某一問題做研究」，此為警察學之何項研究方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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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法(B)歷史法(C)內容分析法(D)區位學法。 
46（C）限於資源，卻又想暸解全國各地所有警察人員對於某一問題的看法，此時

最好用：(A)內容分析法(B)實驗法(C)調查研究法(D)歷史研究法。 
47（A）下列何者是警察權的最基本根據？(A)憲法(B)法律(C)命令(D)政策。 
48（A）下列何者發明指紋制度？(A)亨利(B)和麥(C)威爾遜(D)伯特隆。 
49（C）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點，下列何者錯誤？(A)屬於社會科學的一種，其綜

合性遠在其他社會科學之上(B)警察學是所有科學的混合體(C)警察學是經

驗與研究的累積(D)警察學的原理原則為警察行政的依據。 

     【註：警察學是所有科學的化合體。】 
50（D）在警察勤務運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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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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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A )以警察組織的形式，賦予警察定義稱為？ 

    (A)實定法上的警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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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 )下列何者不是我國實定法上的警察？ 
        (A)法警 (B)檢察官 (C)憲兵 (D)以上皆非。 

 
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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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時變化 (C)可能變化 (D)可變可不變。 

 
5、(C)因國家地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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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B)警察任務依警察法第二條規定，共有幾項？ 
        (A)三項 (B)四項 (C)五項 (D)六項。 

 
7、(C)下列警察任務，何者是警察之輔助任務？ 
        (A)維持公共秩序 (B)保護社會安全 (C)促進人民福利 (D)防止一切危   
        害。 

 
8、(D)警察任務中第三項『防止一切危害』。其『危害』所指為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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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達成警察任務所使用的方法是？ 
       (A)警察手段 (B)警察處分 (C)警察命令 (D)警察強制。 

 
10、(C)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察手段是達成警察任務所使用的方法，下列何方法未  
       未包括之？ 
       (A)指導 (B)服務 (C)命令 (D)強制 

 
 
 
 
11、(A)在警察執法的手段中，用下列何者才能『樹信』？ 
       (A)指導 (B)溝通 (C)勸導 (D)強制。 

 
12、(D)下列何者有關實施警察服務手段的準則之敘述是正確的？ 
       (A)必須在法令範圍之內 (B)必須與警察目的有關 (C)必須不辭勞苦 (D) 
       以上皆是。 

 
13、(C)在英美等國，對警察業務不稱之為『警察工作』，而常稱之為何？ 
       (A)指導 (B)強制 (C)服務 (D)執法。 

 
14、(D)警察的強制手段，並不是限制人民的自由，而是對破壞法令的拘束與？ 
       (A)行使公權力 (B)警察的非常手段 (C)達成任務的必要手段 (D)對緊急 
       狀況的處置。 

 
15、(C)在警察執法的手段中，用下列何者才能『懷德』？ 
       (A)指導 (B)溝通 (C)服務 (D)強制。 

 
16、(D)在警察執法的手段中，用下列何者才能『立威』？ 
       (A)指導 (B)服務 (C)勸導 (D)強制。 

 
17、(A)我國各級警察機關之武器彈藥，依警察法規定，由下列那一層級統籌調 
       配之？ 
       (A)中央 (B)省(市) (C)縣(市) (D)以上均可統籌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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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B)我國基層警察人員所採取的態度，依警察法之規定，是下列何種制度？ 
       (A)隊員制 (B)警員制 (C)佐警制 (D)警長制。 

 
19、(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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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C)依警察服制條例規定，警察制服除常服、便服外，尚有？ 
       (A)青年裝 (B)西裝 (C)禮服 (D)工作服。 

 
21、(A)在所有警察工作中，何種警察的工作絕不可以間斷？ 
       (A)行政警察 (B)保安警察 (C)刑事警察 (D) 交通警察。 

 
 
22、(A)警察的分類中最普遍的分類法是？ 
       (A)因業物性質而分 (B)因隸屬關係而分 (C)因服務地點而分 (D)因身分  
       而分。 

 
23、(B)歐洲各國稱警察人員為？ 
       (A)執政使 (B)執法使 (C)父母官 (D)指導者。 

 
24、(A)歐洲人民給予其警察人員何種美名？ 
       (A)夜間安琪兒 (B)和平軍人 (C)文的武裝團體 (D)半軍事化的部隊。 

 
25、(B)美國一般所稱的制服警察人員，為我國下述的何種警察人員？ 
       (A)交通警察 (B)行政警察 (C)刑事警察 (D)保安警察。 

 
26、(C)美國之『輔助警察』，在我國所指為何？ 
       (A)保安警察 (B)刑事警察 (C)義勇警察 (D)政治警察。 

 
27、(B)英美所稱之『偵探』，其主管業務為刑事偵查及鑑識者，是指？ 
       (A)行政警察 (B)刑事警察 (C)政治警察 (D)保安警察。 

 
28、(C)英美所稱之『特勤人員』，並多隸屬刑事警察範圍之內者，是指？ 
       (A)行政警察 (B)保安警察 (C)政治警察 (D)外事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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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D)日本警察職務中的『巡查』，相當於我國的？ 
       (A)分局長 (B)組長 (C)巡官 (D)警員。 

 
30、(B)下列何者不屬於專業警察？ 
       (A)工礦警察 (B)政治警察 (C)森林警察 (D)港口警察。 

 
31、(B)在警察的分類中，有分為中央警察與地方警察，其分類方式是？ 
       (A)因服務地點而分 (B)因隸屬關係而分 (C)因警察人員身分而分 (D)因 
       業務性質而分。 

 
32、(B)以保護管制外橋，處理涉外案件為目地的警察作用，是下列何種警察的 
    業務？ 
       (A)交通警察 (B)外事警察 (C)消防警察 (D) 專業警察。 

 
33、(D)以保護公共安全為目地的警察作用是下列何種警察的業務？ 
       (A)行政警察 (B)刑事警察 (C)專業警察 (D)保安警察。 
34、(D)警察大體上可分為司法與行政兩類，是依下列何種方式而分？ 
      (A)業務性質 (B)服務地點 (C)警察人員之身分 (D)功能。 

 
35、(B)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警察人員在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時，即 
      為？ 
      (A)刑事警察 (B)司法警察 (C)保安警察 (D)行政警察。 

 
36、(B)我國近年來成立運作之『電信警察』，係屬下列何種性質之警察？ 
      (A)保安警察 (B)專業警察 (C)專屬警察 (D)交通警察。 

 
37、(C)下列何種不屬於警察工作的特色？ 
      (A)辛勞性 (B)危險性 (C)高報酬性 (D)引誘性。 

 
3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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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C)警察學是下列何者之累積？ 
      (A)經驗 (B)理論 (C)經驗與研究 (D)經驗與理論。 

 
40、(C)在公法學中，與警察學關係最為密切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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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行政法 (B)刑事法 (C)行政法與刑事法 (D)民事法與商事法。 

 
41、(B)警察繪製犯罪狀況班點圖可應用何種研究法？ 
      (A)個案研究法 (B)區位學法 (C)內容分析法 (D)實驗法。 

 
42、(D)若欲了解輿論對警察是否支持，則可長期蒐集報紙，根據報中所用的褒 

    貶文字來分析，這是警察研究中的： 

      (A)調查研究法 (B)區位法 (C)歷史法 (D)內容分析法。 

 

43、(C) 西元 1972 年美國堪薩斯市巡邏研究是使用何種研究法？ 

      (A)模擬研究法 (B)個案分析法 (C)實驗研究法 (D)觀察研究法。 

 

44、(A)下列何者發明指紋制度？ 

      (A)亨利 (B)和麥 (C)威爾遜 (D)柏特隆。 

 

45、(D)各種警察學研究法中，下列何者科學性比較高？ 

      (A)調查研究法 (B)實驗觀察法 (C)內容分析法 (D)實驗法。 

 

46、(D)下列何者有關警察學之敘述是正確的？      

      (A)警察學是一種綜合的科學 (B)警察學基本上是屬於社會科學的一支    

      (C)警察學也包括自然科學的一部分 (D)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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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D)從警察工作的內容可知警察的重要性，下列何者與警察有莫大的關係？ 
       (A)人民的日常生活權利福祉 (B)社會的安寧秩序 (C)國家的內部安全  
       (D)以上皆是。 

 
48、(C)從現代警察百餘年來發展的史實來看，警察之重要性中，下列何項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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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A)下列有關民主法治國家中『警察強制』手段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是限制一般人民自由而使用統治權的表現 (B)是警察不得已的手段 ( 
       C)是對破壞法令者之約束 (D)是對緊急狀況的處置。 

 
50、(A)下列何項才足以表示警察的本質？ 
      (A)警察是以法律為依據的行政作用 (B)警察是一種司法作用 (C)警察是 
      以指導、服務、強制為手段，行使職權 (D)警察係基於國家一般統治權之 
      作用。 

1(A)根據我國現存文獻研究我國在哪一個朝代之後始有現代

警察相類似之官制(a)唐朝(b)秦漢(c)元朝(d)明朝 

2( D )我國周代有一官職,其職掌跟現代之司法警察或刑事警

察相當,這種職官叫(a)司琥(b)司馬(c)司徒(d)司儀 

3( A )我國哪一個朝代設司琥,與現今行政警察和保安警察極為

相似(a)周(b)秦(c)漢(d)唐 

4( C )周代的川衡相當於現代的何種警察(a)刑事(b)保安(c)水

上(d)政治警察 

5( A )漢代之『執金吾』相類似於今日之(a)保安(b)刑事(c)外事

(d)行政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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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我國哪一個朝代設執金吾,其性質類似於今日的保安警察

(a)漢(b)唐(c)元(d)明 

7( A )依據史實,維繫地方制度的保甲制度創始於(a)宋(b)元(c)

明(d)清 

8( B )明代的錦衣衛一職,下列敘述何者為真(a)現代行政警察

工作的前身(b)性質跟今日的刑事警察類似(c)即是現代的

保安警察(d)負責明代的保安工作 

9( A )明代錦衣衛之性質類似於今日之(a)刑事(b)行政(c)保安(d)

交通警察 

10( D )依據史實,下列何種選項是中國古代的秘密警察(a)漢之

執金吾(b)唐之京兆尹(c)宋之巡檢司(d)明之廠衛 

11( A )刑不上大夫,爵不及庶人所稱的現象是:(a)獎由上先,罰

由下起(b)獎由下起,罰由上先(c)信賞慎罰(d)獎其所需,罰

其所痛 

12( B )下列為我國歷代有關治安方面的職官,是依時間順序先

後排列為 1.五城兵馬指揮司 2.司 3.左右警巡院 4.執金吾

(a)1234(b)2431(c)3412(d)4321 

13( A )中國有正式中央警察機關始於:(a)光緒成立巡警部(b)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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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成立警察事務司(c)民國初年成立京師警察廳(d)北伐成

功時成立公安局 

14( B )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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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 )中國第一個現代警政機構為(a)巡補房(b)巡警部(c)湖南

保衛局(d)北京安民公所 

16( C )我國現代警察經考證是始於何時?(a)光緒 22 年(b)光緒

23 年(c)光緒 24 年(d)光緒 25 年 

17( D )我國近代警察發展史下列敘述何者有誤?(a)近代警察制

度傳入中國約在清同治年間(b)我國建警始於光緒 27 年開

始(c)光緒 31 年正式創設巡警部,翌年於其下設立警政司,

主管全國警察事宜(d)省警務警察局之名稱成為定制,肇始

於民國 16 年國民政府定都於南京時的創舉 

18( A )清末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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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 )有關警察史實下列者敘述有誤(a)近代警察約在宣統年

間由日本傳入中國(b)警察的意義有時間性(c)部落時代已

有警察作用之存在(d)梅可望將我國警察史實分為遠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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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19( A )民國成立之初中央最高主管警察機關的部門為?(a)內務

部(b)內政部(c)民政部(d)司法部 

20( B )民國三十四年抗戰勝利,中央最高主管警察機關之部門

實施幾年的警政建設計畫?:(a)六年(b)五年(c)四年(d)三年 

21( A )下列何者係中華民國成立之後警察官制之改革(a)改京

師內外巡警總局為京師警察廳(b)各省增設巡警道(c)正式

創設巡警部(d)裁汰綠營改練巡警營 

22( C )下列何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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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保甲制度漸行崩潰 

23( C )根據酆裕坤先生研究我國在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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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狀況

日趨惡化(d)城市保甲制度漸行崩潰 

2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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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備總司令部(d)法務部調查局 

25( B )民國五十年代的日新專案是由哪一位先生擔任警務處

長時所提(a)周菊村(b)張國疆(c)孔令晟(d)何恩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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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 )報案三聯單是哪一位先生擔任警政署長時所提出的政

策(a)莊亨岱(b)盧毓鈞(c)顏世錫(d)姚高橋 

2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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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戶警分立(c)民國 84 年警

消分立(d)民國 61 年警察法公布實施我國警政走向新的里

程碑 

28( B )我國將警察節定於六月十五日是因為(a)我國警察組織

在該日成立(b)我國警察法在該日公佈施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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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 )我國就其組織型態,權力大小,業務內容與下列哪些國家

的制度較為接近(a)英國:日本(b)美國:加拿大(c)德國:法國

(d)西班牙:英國 

30( A )下列有關英國警察敘述何者錯誤?(a)倫敦法官克路亨博

士曾提議組織一支有紀律之正式警察團體,引起社會人士

共鳴(b)西元一八二九年英國皮爾爵士以內政部長身分向

英國國會提出都市警察法案,獲得通過並成立(c)英國現代

警察制度行之有年,成績斐然倫敦之治安與秩序因而大有

改進犯罪之情事減少大半,歐陸各國紛紛仿效,進而傳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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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d)英國之現代警察制度成效居世界各國之冠,其成功的

原因,為執法嚴厲,態度和藹,加以英國人守法精神與社會

秩序所致 

3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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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 )西元一七八六年英國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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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米德薩克斯郡(d)亞伯丁 

33( B )英國官方對警察首次採用 police 一詞始於何年,何事:(a)

西元一七八六年亨利費丁,在倫敦報街建立「報街走使」

用以捉拿或偵查罪犯(b)西元一七八六年都柏林城建立一

支全天候的警察力量(c)西元一七九二年英國的米德薩克

斯郡的法官設立了七個警察局,內有支薪的警察(d)西元一

八零零年,正式成立泰晤士河警察部隊 

34( A )英國皮爾爵士對警察最大的貢獻是:(a)西元一八二九年

推動「都市警察法案」,終於促成現代警察的誕生(b)採用

車巡,主張專業化的警察訓練(c)出版「警察行政」一書確

定現代警察研究中的地位(d)發明指紋鑑識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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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 )英國皮爾爵士在一八二九年為現代化警察立下了九個

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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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D )下列何者不是皮爾爵士設立倫敦警察的基本原則(a)挑

選良好者給予良好的訓練(b)警察應像軍隊一樣,有良好的

組織(c)警察權的授予,應該因時因地制宜(d)警察不應受政

府的控制 

37( C )二十世紀以來,英國人民已將警察視為「捉賊人」觀念

改變為:(a)夜間安琪兒(b)二百磅牛肉(c)我們的朋友(d)和

平的軍人 

38( C )現代警察於西元一八二九年誕生於何處? (a)美國洛杉

磯市(b)美國紐約市(c)英國倫敦(d)法國巴黎 

 

40( B )現代警察制度發韌於：(a)法國 (b)英國 (c)德國 (d)美國 

41( B )現代警察制度在何國實施成功後，歐美各國紛紛仿行，

建立新警察制度：(a)西元 1800 年英國正式成立泰晤士河

警察部隊，向倫敦進行戰鬥成功(b)英國皮爾爵士於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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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 年提出「警察法案」，倫敦首都警察廳宣告成立 (c)

美國現代警察之父和麥於西元 1909 年擔任加州柏克萊警

察局局長 (d)西元 1960 威爾遜擔任美國芝加哥市警察局

長，主張警察專業化，高教育水準。 

42( B )西元 1786 年，英國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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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得薩克斯郡 (d)亞伯丁。 

43( D )有「世界鄉村警察先驅」之譽的是：(a)美國學者陳得勒

式(C.F.Chandler)(b)曾任芝加哥警察局長的威爾遜

(O.W.Wilson) (c)主張專業化警察訓練的美國人和麥

(August Vollmer) (d)向英國國會提出「都市警察法案」的

皮爾爵士(Sir RodeetPeel)。 

44( C )現代形式的警察，也就是穿著警察制服，執行治安 

維護，並配有專屬辦公廳舍的警察，誕生於：(a)西元 178 

6 年，都柏林城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力量，官方首 

次採用「police」一詞 (b)西元 1792 年，英國東南部 

米德薩克斯郡的法官設置了七個警察局，內有支薪的 

警察 (c)西元 1829 年，英國內政部長皮爾爵士，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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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警察法案」之生並招募執行法律之代表 ( D )西 

元 1840 年，法國巴黎率先出現現代形式的警察機構， 

    並招考警察人才，發給薪資，負有打擊犯罪之職權。 

45( A )「蘇格蘭場(Scotland Yard)」是指：(a)倫敦首都警察 

(b)蘇格蘭警察總局 (c)泛稱英國國家警察 (d)愛丁堡 

警察廳。 

46( B )英美等國之「Beat」（必特區）相當於我國的：(a) 

社區巡守隊 (b)警勤區 (c)警察派出所 (d)警察分局。 

47( B )美國警察泰斗和麥(August Vollmer)於西元 1909 年擔 

任加州柏克萊警察局長，他的許多措施一直為警察界人士

所注目，包括哪些措施？正確的組合是：①採用連巡②採

用女警③採用機動警調巡邏④採用智力測驗⑤運用專業

人才辦理鑑識工作⑥運用測試機偵辦刑案⑦倡導組織少

年警察⑧推行守望警察勤務制度(a) ①③⑤⑦⑧ (b) ①

④⑤⑥⑦ (c) ②③④⑥⑧ (d) ③④⑥⑦⑧ 

48( C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美國警界泰斗—和麥 

(August Vollmer)先生所推動實施之警政作為?(a)採用車 

巡，建立回召信號制，運用測謊機辦案 (b)任用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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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任基層警員，任用鑑識專業人才(c)建立身高、體重達 

一定標準之選任制度(d)專業化之警察訓練、組織少年警 

察隊 

49( C )下列何者不是美國警察泰斗和麥氏(August Vollmer)對 

    於警察組織的意見?(a)警察組織事權應該統一，警察局 

    的事務應由局長直接指揮(b)警力的分配必須適合情勢(c)

分局長如非失職或是不勝任，不宜任意撤換(d)整個警察

局的事務應該由局長單獨負責任 

50( C )有關警察演進和麥(August Vollmer)之敘述何者有誤?(a)

是美國現代警察之父(b)採用車巡(c)西元1950年著有警察

行政一書(d)任用大學畢業生充任基層警員 

51( B )首先採用車巡、建立回招信號制度、採用智力測驗、主

張專業化警察訓練、運用專業人才辦理鑑識工作，被稱為

「現代警察之父」為何人?(a)皮爾爵士(b)和麥(c)陳德勒(d)

威爾遜 

52( C )美國警察稱和麥氏為現代警察之父，下列和項非屬於其

任職內之重大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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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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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d)任用大學畢業生充任基層警察 

53( A )下列何者非和麥(August Vollmer)的警察措施?(a)實施社

區警政(b)運用專業人才辦理鑑識工作(c)採用車巡(d)倡導

組織少年警察 

54( B )力倡警察是人民公僕、警察要以服務為手段之美國警察

泰斗為何人?(a)威爾遜(b)和麥(c)亨利(d)克姆爾 

55( A )何人曾說出一句名言:「汝等在警勤區內之主要警察任

務，非為大量之逮捕，而係協助預防犯罪。」?(a)美國警

察泰斗，也是犯罪學家和麥氏(b)前英國內政部長皮爾爵

士(c)我國梅可望博士(d)美國威爾遜 

56( A )下列何者敘述威爾遜生平及其在警察發展史之貢獻，何

者有誤?(a)威氏美國人，是和麥的老師(b)威氏之警察生涯

始於西元 1921 年，於西元 1960 年擔任芝加哥警察市警察

局長，在很短的時間內，芝加哥市警察局由最腐敗的機官

變為最優良的警察機關之ㄧ(c)威士強烈支持專業化，高

教育水準及科學方法之採用(d)威氏於西元 1950 年著有警

察行政一書。 

57( A )下列何人，係美國警察之父和麥的學生，他於西元 1960



 24

年擔任之芝加哥市警察局長，在很短的時間內，使芝加哥

市警察局由最腐敗的機關變為最優良的警察機關之ㄧ?(a)

威爾遜(b)陳德勒(c)克姆爾(d)亨利。 

58( B )於西元 1950 年代出版「警察行政」一書，而成為警察

教科書的經典之作的作者為何人?(a)和麥(b)威爾遜(c)陳

德勒(d)羅望與麥尼。 

5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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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機關採用作為教材。 

60( A )美國聯邦政府的警察機構，均成立於十九世紀下半期以

後，其成立先後為；(a)秘密勤務處→移民局→聯邦調查

局(b)聯邦調查局→移民局→秘密勤務處→(c)移民局→秘

密勤務處→聯邦調查局(d)秘密勤務處→聯邦調查局→移

民局。 

61( D )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被公認為是重要的警政研究，下列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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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是該研究的主要發現?(a)不同程度的隨機巡邏並沒有

對犯罪率造成顯著的影響(b)不同程度的隨機巡邏並沒有

對警察所提供的服務造成顯著的影響(c)不同程度的隨機

巡邏並沒有對民眾的安全感造成顯著的影響(d)促同程度

的隨機巡邏可以對犯罪率造成顯著的影響。 

62( B )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之研究對象，共劃分為幾

組?(a)二組(b)三組(c)四組(d)五組。 

63( D )在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中，研究者將對象劃分為

三組，結果發現以何者的成效最好?(a)反應組(b)先發組(c)

控制組(d)三組均相類似。 

6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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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力局對可以提升民眾的安全感(d)快速反應絕對可 

    以提升刑案破獲率。 

65( C )美國在七十年代做了許多警察巡邏的實驗，下列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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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為其共通結論；(a)警力增加與犯罪力降低有直接關 

    係(b)二人巡邏比一人巡邏有效(c)報案反應時間對破案 

    並非十分重要(d)機動巡邏可有效降低犯罪率。 

66( A )在我國稱之為義勇警察，美國則稱之為；(a)輔助警察 

    (b)後備警察(c)保安警察(d)駐衛警察。 

67( D )美國警察勤務演進在第一階段的傳統時期，下列何 

    者不屬於其勤務策酪之ㄧ?(a)機動巡邏(b)快速反應(c)犯 

    罪偵查(d)犯罪預防。 

68( B )美國的警察制度屬於；(a)集權制(b)分權制(c)均權制(d) 

    集權制。 

69( C )依據美國警政發展之脈絡，現代化之科技影響警察 

    工作方式的起始年代為；(a)1900 年代(b)1920 年代 

    (c)1930 年代(d)1940 年代。 

70( C )世界上第一次有組織之正式警察的國家是；(a)美國(b) 

    英國©法國(d)中國。 

71( B )世界上第一次有正式警察組織是；(a)孟非士與底比等 

    古城之保安隊(b)法國西元 1356 年成立之馬巡隊(c)英國 

    在中世紀時在鄉村所建立之聯保制度(d)英國羅勃皮爾 



 27

    於西元 1829 年所提出成立之半陸軍警察。 

72( D )皇家騎警隊(Royal Commission Mounted Police

 RCMP) 

    是下列哪個國家特有的警察組織設計；(a)美國(b)英國(c) 

    法國(d)加拿大。 

73( B )官方首次採用「Police」一詞，並首先建立一支全天候 

    的警察力量，是下列哪一個城市?(a)倫敦(b)都柏林(c)紐 

    約(d)費城。 

74( A )同出一源的現代警察制度，會因國家不同而有所差異， 

    其因素包括以下何者? ①主義；②政策；③政制；④ 

    文化；⑤風俗習慣。(a) ①②③④⑤(b) ②③④(c) ① 

    ②③(d) ①②④⑤ 

75( C )下列有關警察史實之敘述，何者有誤?(a)警察國家係指 

    國家對於人民之權利加以剝奪，警察可以任意破壞法律 

    ，將人民加以搜索、逮捕、拘禁、處罰或任意侵害人民 

    之身體和財產(b)採用大陸派警察制度國家有德國、法國 

    、義大利、西班牙、泰國、日本©採用海洋派的警察制 

    度國家有中、英、美等國(d)若干美國警察也稱和麥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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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警察之父。 

76( A )世界警察制度，可分哪二派?(a)大陸派和海洋派(b)大陸 

派和西洋派©集中派和分散派(d)集權派和分權派。 

77( B )大陸派的警察制度有何特色?(a)警察權力的範圍較 

    小(b)全國有統一性的組織(c)特別強調服務精神(d)警察 

    制度多為地方分權制。 

78( C )就組織型態言，下列何者為大陸派警察制度?(a)英國(b)

美國©法國(d)加拿大。 

79( A )下列何國之警察為大陸派之警察制度?(a)西班牙(b) 

    英國(c)美國(d)加拿大。 

80( B )下列哪個國家是海洋派警察制度的代表；(a)中國(b) 

    英國©日本(d)德國。 

81( B )我國警察之制度比較接近下列何種派別之警察制度 

    ?(a)海洋派(b)大陸派(c)折衷派(d)整合派。 

82( D )就組織型態言，下列哪個國家為海洋派之警察制度 

    ?(a)法國(b)義大利(c)日本(d)美國。 

83( A )海洋派警察制度的國家，對於警察行為之救濟多項何 

    種法院提起訴訟?(a)普通法院(b)行政法院(c)最高法院(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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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 

84( D )以下哪一個國家，其警察制度係屬海洋派的警察制度? 

(a)德國(b)義大利(c)日本(d)加拿大。 

85( A )組織分權、重視服務的警察制度，屬於何種派別的警察? 

(a)海洋派(b)大陸派(c)折衷派(d)整合派 

8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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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指揮權監督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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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 )下列何者為非? (a)相當分權的警察制度-德國(b)軍權統

一制的警察制度-美國(c)完全中央集權的警察制度-泰國

(d)部分分權制的警察制度-英國。 

88( D )以保護公共安全為目的的警察作用稱為(a)政治(b)行政

(c)刑事(d)保安警察 

89( A )在美國稱之為輔助警察在我國稱為(a)義勇警察(b)後備

警察(c)駐衛警察(d)保安警察 

90( A)下列哪個國家是海洋警察國家制度的代表(a)美國(b)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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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c)加拿大(d)英國 

91( A )下列哪一個國家不是大陸派警察制度的代表(a)美國(b)

日本(c)西班牙(d)德國 

92( B )完全中央集權的警察制度是(a)中國(b)泰國(c)日本(d)英

國 

93( D )下列何者非日本警察業務的分類(a)治安(b)交通(c)民眾

服務(d)鎮暴 

94( B )1840~1900 年初期警察淪為政治工具稱為何種時期(a)

傳統時期(b)政治干涉時期(c)改革時期(d)社區警政時期 

95( A )何地的警察局長和麥進行警察專業化的改革(a)加州柏

克萊(b)費城(c)芝加哥(d)堪薩斯市 

96( C )何地的警察局長威爾遜出版警察行政一書(a)加州柏克

萊(b)費城(c)芝加哥(d)堪薩斯市 

97( B)威爾遜將何種理論應用至其所領導的警察機關中(a)經

濟學(b)公共行政管理(c)物理學(d)天文學 

98( A )何人將聯邦調查局轉化成唯一專業的警察機關(a)胡佛

(b)林肯(c)威爾遜(d)雷根 

99( A )法國之馬巡隊何時成立為世界上第一之有組織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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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a)1356(b)1366(c)1466(d)1566 

100( C )下列何者非美國專業化警察的特色(a)重視效率(b)重

視教育(c)重視休閒(d)重視管理 

101( C )美國學者提升社區警政的概念是因(a)自殺率(b)生育

率(c)犯罪率(d)出生率的提高 

102( C )美國屬於聯邦政府的警察機構均成立於何時(a)18世紀

中(b)20 世紀中(c)19 下半期(d)15 世紀初 

103( D )下列何者非英國皮爾爵士設立倫敦警察的基本原則(a)

適任者給予訓練(b)有良好的組織(c)授權應因時因地制宜

(d)自由放任方式 

104( C )戶警分隸於民國幾年(a)80(b)79(c)81(d)85 年 

105( A )警消分隸於民國幾年(a)84(b)83(c)82(d)81 年 

106( B )民國幾年警察法公佈實行我國警政走向新的里程碑

(a)43(b)42(c)48(d)50 

107( C )顏世錫於任職署長時提出(a)日新專案(b)獵龍專案(c)

報案三聯單(d)清源專案 

108( D )下列何者非我國警察現代化的原因(a)欲變法圖強(b)

司法改革(c)城市保甲制度逐漸崩潰(d)推翻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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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B )國內何學者將警察史實分為遠期跟近期(a)朱源葆(b)

梅可望(c)沈守敬(d)李西河 

110( B )日新專案是由張國疆先生擔任何職位時所提出(a)警政

署長(b)警務處長(c)刑事局長(d)法務部長 

111( C )我國戒嚴時期的太上皇警察機構警備總部是依據何法

產生(a)馬關條約(b)台灣關係法(c)臨時條款(d)真調會條例 

112( A )1907 年於各省設立什麼,我國警察制度就此確立(a)巡

警道(b)巡警部(c)巡警司(d)巡警所 

113( C )巡警部為第一個正式警察機關,成立於何時(a)明末(b)

元末(c)清末(d)民國初 

114( A )何時的軍事警察業務是在維護軍人風紀仿日本憲兵所

設(a)晚清(b)清初(c)明末(d)民國初 

115( C )戰國至秦末設中尉,類似於今日的(a)交通(b)軍事(c)保

安(d)政治警察 

116( A )據警察先進酆裕坤先生的考証我國於何時建警於湖南

長沙保衛局(a)光緒 24 年(b)宣統元年(c)同治 10 年(d)乾隆

初 

117( C )周朝的山虞相當於現金的何種警察? (a)刑事警察(b)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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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警察(c)森林警察(d)政治警察 

118( B )哪個朝代設「執今吾」，其性質類似今日的保安警察? (a)

唐朝(b)漢朝(c)明朝(d)清朝 

119( A )周朝的司恒其執掌與今日相似的是何種警察? (a)消防

警察(b)刑事警察(c)行政警察(d)外事警察 

120( D )王安石變法後開始實施，是宋代的基層治安體系的

是；(a)保丙法(b)一條鞭法(c)青苗法(d)保甲法 

121( C )清代負責邊防治安的是(a)卡達(b)卡特(c)卡倫(d)達倫 

122( B )宋代何人寫洗冤集錄，是全世界第一本法醫專書? (a)

包青天(b)宋慈(c)范仲淹(d)王安石 

123( B )清朝巡警部警政司底下設何掌管國際警察事務規則? 

(a)行政科(b)國際科(c)司法科(d)政治科 

124( A )晚清的偵探警察類似今日的何種警察? (a)刑事警察(b)

外事警察(c)國境警察(d)行政警察 

125( C )近代警察約在光緒 24 年由何國傳入中國?(a)德國(b)美

國(c)日本(d)英國 

126( D )民國幾年各級公安機構更名為各地警察局? (a)民國 23

年(b)民國 24 年(c)民國 20 年(d)民國 2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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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C )中央警察大學前身為(a)中央陸軍軍官學校(b)中央大

學(c)中央警官學校(d)台灣警察學校 

128( A )何位警政署長受美國專業化警政影響，推動警政現代

化工程，對我國警察勤務制度進行改革? (a)孔令晟(b)姚高

橋(c)張國疆(d)胡志崇 

129( D )下列何者不是孔署長令晟認為警政的最高指導原則? 

(a)民主(b)法治(c)人權(d)科學 

130( B )我國警察專業化的過程，而為提高警察素質，將警長

制改為(a)警官制(b)警員制(c)軍官制(d)官僚制 

131( C )民國 61 年警政司改制為(a)內政部(b)調查局(c)警政署

(d)國防部 

132( A )西元 1750 年，亨利費爾丁在倫敦報街建立什麼，用以

偵查犯罪或捉拿罪犯? (a)報街走使(b)報街清理人(c)治安

維護者(d)公安 

133( B )西元 1829 年英國皮爾爵士推動什麼法案，促使了現代

警察的誕生? (a)人權法案(b)都市警察法案(c)鄉村警察法

案(d)社區警政法案 

134( A )美國警察制度原多採用何國的方法? (a)英國(b)德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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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d)俄國 

135( B )西元 1636 年美國何處建立巡夜制度?(a)紐約(b)波士頓

(c)費城(d)芝加哥 

136( D )在美國專司保護總統及其家屬之責的是；

(a)FBI(b)CIA(c)航太暑(d)祕密勤務處 

137( B )美國專司保護總統及其家屬的秘密勤務處隸屬於；(a)

國防部(b)財政部(c)內政部(d)情報局 

138( A )日本何時實施民主法治`建立了現代形式的警察? (a)明

治維新(b)鎖國時期(c)家康時代(d)信長時代 

139( C )日本警察勤務活動中的巡迴聯絡類似我國的: (a)巡邏

(b)守望(c)戶口查察(d)學校 

140( A )日本警察制度中的「交番」，類似我國的；(a)派出所(b)

分局(c)警察局(d)警政署 

141(D)我國警察制度係屬什麼制的警察制度? (a)集權制(b)分

權制(c)分散制(d)均權制 

142( D )英國皮爾爵士認為現代警察的任務是；(a)逮捕罪犯(b)

社區服務(c)美化社區(d)犯罪預防 

143( B )英國皮爾爵士認為現代警察與民眾的關係是: (a)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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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立(b)警民合一(c)警民對抗(d)警民冷漠 

144( C )英國警察制度係屬於何種的警察制度? (a)分權制(b)集

權制(c)部分分權制(d)均權制 

145( A )威爾遜於西元 195 年代出版什麼著作是警察教科書的

經典之作? (a)警察行政(b)警察倫理(c)警察學(d)國家警察 

146( A )何人被美國稱之為現代警察之父? (a)和麥(b)皮爾爵士

(c)威爾遜(d)林肯 

147( B )美國警界泰斗-和麥強調什麼為巡邏工具? (a)步巡(b)

車巡(c)船巡(d)自行車巡 

148( D )美國警界泰斗-和麥任用何人充任基層警員? (a)小學生

(b)中學生(c)研究生(d)大學生 

149( A )美國警界泰斗-和麥採用何種測驗，淘汰不適合認警察

工作的人(a)智力測驗(b)體能測驗(c)EQ 測驗(d)德育測驗 

150( A )西元 1840 法國何處設置現代形式的警察機構? (a)巴黎

(b)馬賽(c)波爾多(d)巴塞隆納 

警察學 

（B）1.因救火之需要，對停在路旁之車輛，執行拖吊，其法律性質為：（A）直接

強制 （B）即時強制（C）間接強制（D）代執行。 

（B）2.警察機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於有立即處理之必要

時，所採取之強制措施，一般稱為：（A）一般之行政強制（B）即時強制（C）緊

急命令（D）戒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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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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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關於訴願之情況決定要，下列之敘述何者錯誤：（A）警察機關所為處分確

屬違法或不當（B）需由權利或利益受損害的人提起（C）不需賠償訴願人之損害

（D）須對原處分機關的上級機關提起。 

（C）5.我國行政訴訟法有幾種訴訟類型：（A）僅有一種撤銷訴訟（B）撤銷訴訟

及給付訴訟二種（C）撤銷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三種（D）撤銷訴訟及確認

訴訟二種。 

（D）6.下列何者關國家因公有公共設施應負賠償責任要件之論述，何者錯誤：公

有公共設施設置不當（B）公有公共設施管理不當（C）須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

受有損害（D）須為故意或過失所致。 

（D）7.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為例，下列何者非屬警察罰種類：（A）拘留（B）勒令

歇業（C）沒入（D）罰金。 

（C）8.勒令歇業，吊扣牌照，係屬下列何種處罰：（A）刑罰（B）懲戒罰（C）行

政罰（D）執行罰。 

（C）9.消防人員為恐火勢蔓延而開闢防火巷，至拆除鄰人房屋之行為稱為：（A）

直接強制（B）間接強制（C）即時強制（D）正當防衛。 

（C）10.「警察實施臨檢作業規定」之法律性質為：（A）行政指導（B）行政處分

（C）行政規則（D）法規命令。 

（B）11.實施臨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臨檢行為之救濟，均應有法律之明確規

範，方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意旨，是為下列何種原則：（A）法律優位原

則（B）法律保留原則（C）比例原則（D）平等原則。 

（D）12.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行使職權，不得逾越所欲達成執行目的之

必要限度，且應以對人民權益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此法明定警察行使職權

應符合：（A）正當性原則（B）平衡性原則（C）中立原則（D）比例原則。 

（B）13.警察臨檢係屬對人貨物之查驗，干預，故其執行應有下列何者依據：（A）

組織法（B）作用法（C）救濟法（D）爭訟法。 

（B）14.為規範警察依法行使職權，以（A）保障人民權益（B）維持公共秩序（C）

保護社會安全（D）以上均對，特制定警察職權行使法。 

（B）15.指法律對於行政權之優越地位，以法律指導支配行政，行政行為或其他

一切行政活動，均不得與法律相牴觸，如有牴觸者，應不生效力，謂之：（A）法

律保留原則（B）法律優越原則（C）積極的依法行政（D）比例原則 。 

（D）16.警察行使職權，不得逾越所欲達成執行目的之必要限度，且應以對人民

權益侵害最小知識當方法為之，此即：（A）法律保留原則（B）法律優越原則（C）

積極的依法行政（D）比例原則。 

（D）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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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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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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持行使職權實，即使目的無法達成，

仍應繼續行使。 

（D）18.警察機關行使裁量權，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此即：（A）裁量限制縮

至零（B）裁禁止逾越（C）裁量合乎比例（D）裁量合目的。 

（A）警察職權行為，依其作用之形式區分，有具體之警察行為與抽象之警察行為，

下列何者係屬抽象之警察行為：（A）發布警察命令（B）行政執行（C）使用警械

（D）違警處分。 

（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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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0.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當警察依其規定對人執行即時強制之

管束時，最長不得逾越幾小時：（A）八小時（B）十六小時（C）二十四小時（D）

三十六小時。 

（A）21.下列何者並「非」警察處分之定義要素：（A）警察機關之雙方行政行為

（B）警察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行政行為（C）警察機關所為之決定或其

他公權力措施（D）該行政行為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 

（A）22.「警察所為之命令或處分，如有違法或不當時，人民得依法訴請行政救

濟」上述所稱「命令」之性質為：（A）下令處分（B）法規處分（C）行政規則（D）

委任命令。 

（C）23.警察命令可分為職權命令與授權命令，下列何者「非」警察依其職權法

定職權訂定之命令：（A）玩具槍處理規則（B）當鋪業管理規則（C）自衛槍枝徵

借辦法（D）沒入物品處理規則。 

（A）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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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位階為何：（A）法律（B）授權命令（C）職權命令（D）行政規則。 

（D）25.下列何者屬「法律」位階：（A）各縣（市）警察組織規程（B）玩具槍管

理規則（C）行政執行法施行細則（D）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則。 

（A）26.下列何者「不」屬於法規命令：（A）內政部警察法學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B）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理辦法（C）警察法施行細則（D）拘留所設置管

理辦法。 

（C）27.警察命令，可分為職權命令與授權命令，下列何者「非」警察基於法律

授權訂定之命令：（A）自衛槍枝徵借辦法（B）查禁煙毒獎懲辦法（C）玩具槍管

理規則（D）拘留所設置辦法。 

（B）28.命令違法聚集之群眾解散，是下列何種行政處分：（A）特定作為（B）不

作為（C）忍受（D）給付義務。 

（B）29.下列何者並「非」為法歸命令：（A）警察施行細則（B）內政部警政署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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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警察局組織通則（C）沒入物品處分規則（D）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理辦

法。 

（A）30.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犯人民自由或權

利者，人民得：（A）請求國家賠償（B）提起訴願（C）法律無明文規定者（D）不

用賠償，請求補償。 

（A）31.公務員代於執行職務，至人民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者，人民得：（A）請

求國家賠償（B）請求補償（C）不予補償（D）提起訴願。 

（C）32.人民因警察機關實施即時強制，至財產權遭受損失時，得如何請求救濟：

（A）依國家賠償法訴諸賠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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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3.警察機關為阻止犯罪，得對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扣留，扣留之物無

繼續扣留必要者，應即發還，於多久內無人領取或無法發還，其所有歸屬國庫：（A）

六個月（B）一年（C）二年（D）三年。 

（D）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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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5.下列敘述何者有誤：（A）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得於警察行使職權時，不

得表示異議（B）警察行使職權有違法或不當情事，致損害其權益者，得依法提起

訴願及行政訴訟（C）人民因警察依法行使職權（含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

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或特別犧牲時，得請求公平合理之補償（D）警察人員行使職

權時，係以公務員身分行使國家公權力，如發生損害賠償情事時，受損害人自得

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 

（A）36.義務人對於警察根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處

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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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人對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之處罰，有所不服，其救濟方式為何

者：（A）異議（B）上訴（C）抗告（D）申訴。 

（C）37.對於有引起危害之虞的人，依警察權得執行即時強制之管束，最長不得

逾幾小時：（A）八（B）十六（C）二十四（D）三十六 小時。 

（D）38.警察對於依法扣留之物，除依法應沒收、沒入、毀棄或應變價發還者外，

原則上扣留時期間不得逾越多久：（A）十日（B）十五日（C）二十日（D）三十日。 

（B）39.警察局依法核准發給人民自衛槍枝執照。該「核准發照」行為之法律性

質為：（A）警察下令處分（B）警察許可處分（C）警察認可處分（D）警察廢除處

分。 

（B）40.下列何者屬於警察處分之定義要素：（A）警察機關與人民合意作成之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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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行政行為（B）警察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C）

該行為不直接對外發生法律效果（D）該行為對相對人民不生拘力。 

（B）41.警察因遂行維護治安任務，需限制人民之基本權利時，依憲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應以法律限制之，此乃何種原則之要求：（A）比例原則（B）法律保留（C）

禁止不當結合（D）重視公益原則。 

（C）42.警察機關處分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所欲達成之結果顯然不成比例，

係屬下列何者原則：（A）適當性原則（B）必要性原則（C）狹義比例原則（D）侵

害最小原則。 

（B）43.警察權對人民自由權利之限制，僅得於必要最小限度內為之，此稱為：（A）

信賴保護原則（B）必要信原則（C）狹義比例（D）侵害最小原則。 

（D）44.下列何者警察行為「不」是行政處分：（A）對「非」法聚眾舉牌命令解

散（B）命令駕駛人接受酒精濃度測試之檢定（C）沒入查禁物（D）警察機關對下

級機關下達職權命令。 

（B）45.人民對警察所為之行政處分，如有不服，得提起何種行政救濟：（A）提

起告訴（B）訴願（C）內部申訴（D）民事。 

（B）46.在警察強制範圍裡，公法上義務人所負之義務行為義務，其行為不能由

其他人履行，而義務人拒不履行者，警察機關應如何處理：（A）得拘提管收之（B）

處義務人新台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以下怠金（C）以實力直接強制其行為（D）定

履行期間。 

（A）47.下列何者屬於間接強制之方法：（A）怠金（B）斷絕水電或其他能源（C）

解除佔有、處置，使用或限制使用動產或不動產（D）進入、封閉、拆除住宅、建

築物或其他處所。 

（D）48.對於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為預防危害之必要，得先採取何種措施：（A）

沒收（B）沒入（C）毀棄（D）扣留。 

（B）49.在即時強制，警察機關於下列何種情形得進入，人民之住宅、建築物或

其他處所：（A）為預防危害之必要，搜查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品時（B）人

民面臨生命、身體、財產之迫切危害，非進入不能救護時（C）處理違規營業時（D）

為阻止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人之義務逃匿時。 

（B）50.代履行費用或怠金，逾期未繳納者，移送何處執行之：（A）民事執行處

（B）行政執行處（C）法制室（D）原處分機關。 

（C）51.警察機關得「委託」何人代履行之：（A）指定人員（B）第三人（C）第

三人或指定人員（D）警察機關。 

（D）52.行政機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

必要時，得為即時強制，下列何者非屬於該即時強制之方法：（A）對於人之管束

（B）對於物之扣留、使用、處置、或限制其使用（C）對於住宅、建築物或其他

處所之進入（D）指定人員代繳怠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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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下列何者屬於警察強制之間接強制方法：（A）拘留（B）代履行（C）收

繳證照（D）斷絕營業用水。 

（C）54.下列何者「非」屬於警察強制之直接強制方法：（A）封閉建築物（B）解

除佔有不動產（C）怠金（D）註銷證照。 

（D）55.警察路檢時，將蛇行車輛攔下，經盤問駕駛人，發現其已泥醉口齒不清，

乃制止其駕駛，此制止行為之性質為：（A）行政處分（B）間接強制（C）直

接強制（D）即時強制。 

（D）56.下列何者非即時強制之方法：（A）管束人身（B）扣留物品（C）進入處

所（D）搜索行李箱。 

（C）57.高速公路發生重大車禍，警察徵調附近醫院救護車運送傷患，此徵調行

為之性質為：（A）間接強制（B）直接強制（C）即時強制（D）行政規則。 

（D）58.有關警察強制中介接強制之怠金制度，下列何者為非：（A）怠金得連續

科處（B）每次處以怠金錢，皆須以告誡書限期履行（C）怠金是強迫義務人

自動履行義務之手段（D）怠金又稱秩序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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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學 

(B)1.被處罰人不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表送達後之一日起幾日內聲請異

議:(A)三日內(B)五日內(C)七日內(D)十日內 

(C)2.某甲認為其利益受到行政機關違法或不當行政處分而致損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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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違序行為者不罰之情形有幾種？(A)三種(B)四種(C)

五種(D)六種 

(A)4.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比例原則之內涵？(A)平等原則(B)適當原則(C)

必要性原則(D)利益權衡原則 

(D)5.警察權之根據為何？a.憲法 b.法律 c.契約 d.解釋 e.命令

(A)abcd(B)bcde(C)acde(D)abde 

(B)6.警察權為國家所享有，屬於下列何種權的一種？(A)政權(B)治權(C)民權(D)

人權 

(D)7.命令違法聚集之群眾解散，即為警察權行使之：(A)警察強制(B)警察拒絕(C)

警察作為令(D)警察不作為令 

(B)8.發布警察命令，中央由何機關發布？(A)行政院(B)內政部(C)總統(D)警政署 

(B)9.依新修正行政執行法規定，間接強制方法的種類有:(A)代執行與罰鍰(B)代

履行與怠金(C)對人之管束與罰鍰(D)代執行與怠金 

(A)10.行政機關之即時強制處分，其目的主要在：(A)阻止犯罪及危害之發生(B)

強制行政義務人履行行政義務(C)強制執行(D)行使警察職權 

(D)11.有關即時強制與直接強制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A)直接強制常以義務之

成立和不履行為前提(B)直接強制所使用隻實力得由行政機關適宜定之(C)即

時強制必須嚴格遵守法律上之規定(D)直接強制為警察所專用之手段 

(C)12.警察行為的救濟，根據我國法律規定，有:(A)訴願(B)行政訴訟(C)訴願及

行政訴訟(D)聲明異議 

(D)13.行為或不行為義務之執行，程序上須：(A)口頭告誡(B)書面告誡不限期限

(C)不必告誡(D)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履行不依限履行時將予強制執行 

(C)14.下列何者非為警察權運用的原則？(A)不干涉民事(B)合乎比例(C)屬於間

接原因(D)對有責任者行之 

(C)15.行政法中的「禁止不當連結原則」係下列何者原則的延伸？(A)法律保留原

則((B)法律優越原則(C)比例原則(D)誠信原則 

(D)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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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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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下列何項係新修正行政執行法新增適用行政執行之範圍？A)公法上金錢給

付義務之執行(B)行為或不行為義務之間接強制執行(C)行為或不行為義務之

直接強制執行(D)即時強制 

(B)18.警察處分可分好幾種，下列哪一種非警察處分？(A)警察下令(B)警察命令

(C)警察許可(D)警察認可 

(A)19.下列何者係警察權發動最基本之根據？(A)憲法(B)法律(C)法令(D)命令 

(D)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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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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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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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以上，三週以下(C)一月以上，三月以下(D)一日

以上，二十日以下 

(C)23.人民因警察機關實施即時強制，致財產權遭受損失時，得如何請求救濟？

(A)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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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4.為達警察目的，直接因警察上的必要，以實力強制人民的身體與財產，此

謂:(A)直接強制(B)間接強制(C)即時強制(D)警察罰 

(D)25.有關「怠金」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A)學理上又稱為執行罰(B)乃對義

務人科處一定數額之金錢使心理上發生強制作用(C)須先經告誡程序()適用

一事不再理原則 

(C)26.下列何者對警察權運用的原則之敘述是不正確的？(A)其為警察自由裁量

時之準繩(B)其又稱為警察權的界限(C)其違警察權的唯一根據(D)其為運用

警察權時應遵循之適當原則 

(D)27.適當性與必要性原則係指警察人員行使警察權時，面對多種可以選擇之處

置方式，應選擇方式不包括：(A)最適當(B)最必要(C)最少不良後果(D)最省

時 

(B)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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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及警查勤務條例(D)刑事訴訟法及警察勤務條例 

(C)29.警察權行使而發生命令強制效力，稱之為？(A)警察責任(B)警察職權(C)警

察行為(D)以上皆是 

(D)30.加附款的警察許可之形式有三，下列何者為非？(A)附條件的許可(B)附期

限的許可(C)附負擔的許可(D)單純的許可 

(B)31.警察機關依法予人民以義務，倘人民不履行，警察機關乃以強制手段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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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履行，或實現與已履行同一狀態，此謂：(A)警察命令(B)警察強制(C)警察

處分(D)警察罰 

(C)32.下列何者不屬於直接強制方式？(A)扣留收取交付解除佔有處置使用或限

制使用動產不動產(B)進入封閉拆除住宅建築物或其他處所(C)代履行怠金(D)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來水電力或其他能源 

(A)33.依行政執行法之規定，下列各種情況，何項是屬於代為履行者？(A)代拆廣

告招牌((B)代為尋找遺失物(C)代其注射疫苗(D)代繳罰鍰 

(A)34.依法令或本於法令之行政處分，負有行為義務而不為，其行為不能由他人

代履行者，對義務人得科以：(A)代金(B)罰鍰(C)代履行(D)罰役 

(B)35.對酗酒泥醉者之管束，以置於何處為宜？(A)拘留所(B)保護室(C)留置室(D)

辦公室 

(D)36.警察之即時強制處分，對人之管束，其時間不得逾：(A)六小時(B)十二小

時(C)十八小時(D)二十四小時 

(C)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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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該項處分或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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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下列何者有關警察權之敘述有誤？(A)警察權屬國家所享有(B)警察權屬於

政權的一種(C)警察權對人民有命令強制的效果(D)為達到警察目的並不一定

要行使警察權在必要時才可行使 

(B)39.根據國際法之規定，警察權行使的範圍，係採：(A)屬人主義(B)屬地主義

(C)屬地為主屬人為輔(D)屬人屬地兩者並重 

(B)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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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1.下列警察行使職權之程序，何者係經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之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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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人受傷者應予必要之救助或送醫救護 

(D)42.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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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是 

(D)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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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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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警察人員巡邏時，聞某家宅內叫救命之聲，應依何法規進入救護？(A)警察

勤務條例(B)行政執行法(C)警察法()警械使用條例 

(A)46.根據何種法源警察權不及於外國駐華大使？(A)國際法與條約(B)憲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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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令()解釋 

(B)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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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8.房屋租賃所引起之爭執，倘無礙社會安寧秩序，警察機關不予介入，此乃

警察權運用的：(A)私生活自由原則(B)不告不理原則(C)不干涉民事原則(D)

比例原則 

(D)49.下列何機關可以行使廣義之警察權？(A)警察機關(B)工務機關(C)戶政機

關(D)各級政府有關之機關 

(C)50.行政執行，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令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履行

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幾年內未經執行者不再執行？(A)一年(B)三年

(C)五年(D)七年 

                                     基特一隊 第二教授班 43 號 林世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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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學期中作業：警察權 

94年基層特考班    第一中隊    第 2 教授班    044 號    黃嘉生 

 

 

1.(C)下列對「警察權」之敘述，何者有誤？ 

(A)警察權者乃國家基於統治權，為達成警察目的之必要，以命令或強制方式為手

段之權力作用之權。 

(B)梅可望博士對警察權所下的定義為：「國家為維持社會安寧秩序，有時得對人

民行使命令強制之權力，是即警察權。」 

(C)警察權是專指警察執行權。 

(D)警察權包括警察職權，而警察職權卻未能包括警察權。 

 

2.(B)下列何者有關警察權之敘述有誤？ 

(A)警察權屬國家所享有。 

(B)警察權屬於政權的一種。 

(C)警察權對人民有命令強制的效果。 

(D)為達到警察目的並不一定要行使警察權，在必要時才可使用。 

 

3.(D)對於警察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警察權在必要時才為私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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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下列敘述警察權之意義及警察職權行使之基本原則，何者有誤？ 

(A)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基於執行〈行政〉權而行使之權力，可謂狹義的警察權。 

(B)為切實保障民權，行使警察權應遵行八項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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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行使警察權應以依法行使原則，在法律授予之權限內行使之。 

(D)警察權界限論形成於警察國家時代。 

 

5.(B)根據國際法之規定，警察權行使的範圍，是採： 

(A)屬人主義。 

(B)屬地主義。 

(C)屬地為主、屬人為輔。 

(D)屬人、屬地兩者並重。 

 

6.(C)「主權在民」，就公權力而言，「警察權」的解釋，下列何者不妥？ 

(A)警察權屬於治權，為國家所有，治權來自人民的委託。 

(B)警察權的行使，其目的在維持治安，即為達到警察目的而行使警察權。 

(C)警察權雖然對人民有命令強制的效果，但人民不服可以抗拒。 

(D)為達到警察目的，必要時才可行使警察權。 

 

7.(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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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C)警察權乃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得對人民行使命令強制之權力，下列何項要素

不屬於警察權之範圍？ 

(A)警察權屬於治權的一種。 

(B)警察權行使之特殊目的即在行使社會安寧秩序。 

(C)警察權之行使，對人民有特別權力關係之效果。 

(D)為達到警察目的並不一定行使警察權，在必要時才可行使。 

 

9.(D)警察權之根據為何？①憲法；②法律；③契約；④解釋；⑤命令。 

(A) ①②③④ 。 

(B) ②③④⑤ 。 

(C) ①③④⑤ 。 

(D) ①②④⑤ 。 

 

10. (A)下列有關警察權根據之敘述，何項有錯誤？ 

(A)警察單行規章及行政命令，不得作為警察權之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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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經立法程序通過及公布之法律，自然是警察權發動之依據。 

(C)經有權解釋機關所作的解釋。 

(D)警察權之發動範圍，雖採屬地主義，但仍應遵守國際公法或條約。 

 

11. (A)下列何者係警察權發動最基本之根據？ 

(A)憲法。 

(B)法律。 

(C)法令。 

(D)命令。 

 

12. (C)下列何者非警察權之根據？ 

(A)憲法。 

(B)法律。 

(C)慣例。 

(D)條約。 

 

13. (A)根據何種法源，警察權不及於外國駐華大使？ 

(A)國際法與條約。 

(B)憲法。 

(C)命令。 

(D)解釋。 

 

14. (A)凡在法律範圍之內或根據法律的規定而制定的行政命令或警察單行規章，

也可以作為警察權的根據，是謂： 

(A)命令。 

(B)解釋。 

(C)憲法。 

(D)國際法與條約。 

 

15. (A)總統  蔣公對警察官執行國家政令，特別強調事項有三，亦是現代警察人

員運用警察權時的暮鼓晨鐘，以下何者是錯誤的？ 

(A)用言教代替身教。 

(B)用身教代替言教。 

(C)用勸導來代替處罰。 

(D)用愛護關切代替管理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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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有關警察權運用之原則，以下何者有誤？ 

(A)合乎比例原則。 

(B)對有責任者行之。 

(C)不干涉民事。 

(D)間接原因原則。 

 

17. (D)警察權運用的原則（又稱警察權的界限），約可分為幾項？ 

(A)三項。 

(B)四項。 

(C)六項。 

(D)七項。 

 

18. (C)下列何者對「警察權運用的原則」之敘述是不正確的？ 

(A)其為警察自由裁量時之準繩。 

(B)其又稱為警察權的界限。 

(C)其為警察權的唯一根據。 

(D)其為運用警察權時應遵循之適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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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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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標準之一。 

 

20. (C)私生活自由是警察權運用原則之一，是以警察對於人民之私生活，應該： 

(A)無條件的不加予干涉。 

(B)當事人有異議時，即不加予干涉。 

(C)有條件的加予干涉。 

(D)由警察人員自行決定是否加以干涉。 

 

21.(B)警察以維護社會公共安寧秩序，防止一切危害為主要任務，對於不直接影

響公共安寧秩序之個人私生活，均以不加干涉為原則，又稱私生活自由之原

則，包括三項，下列何者不包括在內？ 

(A)私人生活不可侵犯之原則。 

(B)私人行為不可侵犯之原則。 

(C)私人住所不可侵犯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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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不干涉民事法律關係之原則。 

 

22.( C)房屋租賃所引起之租賃雙方爭執，倘無礙社會安寧秩序，警察機關不予介

入，此乃警察權運用的 

(A)私生活自由原則。 

(B)不告不理原則。 

(C)不干涉民事原則。 

(D)比例原則。 

 

23.( D)適當性與必要性原則係指警察人員行使警察權時，面對多種可以選擇之處

置方式，應選擇之方式不包括 

(A)最適當。 

(B)最必要。 

(C)最少不良後果。 

(D)最省時。 

 

2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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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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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理之原則。 

(C)不當聯結禁止之原則。 

(D)禁止恣意之原則。 

 

25.(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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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則。 

 

26.(D)警察職權之發動，以社會公共安寧秩序被危害或有危害之虞之直接原因為

限，不能對危害發生之間接行使職權，以限制人民自由權利；否則人民自由

權利受拘束之範圍可能擴大。此為： 

(A)警察目的之原則。 

(B)警察公共原則。 

C)警察責任之原則。 

(D)直接原因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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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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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A)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比例原則」之內涵？ 

(A)平等原則。 

(B)適當性原則。 

(C)必要性原則。 

(D)利益權衡原則。 

 

29.(C)警察在執行任務時，絕不可過當地行使非必要之公權力，此為： 

(A)警察公共原則。 

(B)警察消極目的原則。 

(C)警察比例原則。 

(D)警察責任原則。 

 

30.(D)警察比例原則又稱 

(A)最少侵害原則。 

(B)禁止過分原則。 

(C)最少不良後果原則。 

(D)A+B。 

 

31.(C)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應基於急迫需要，不得逾必要程度；此為： 

(A)警察目的原則。 

(B)警察公共原則。 

(C)警察比例原則。 

(D)適當性與必要性原則。 

 

32.(C)行政法中的「禁止不當聯結原則」係下列何項原則的延伸？ 

(A)法律保留原則。 

(B)法律優越原則。 

(C)比例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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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誠信原則。 

 

33.(C)違法阻卻原則中有四種情況，何者有誤？ 

(A)依法令之行為。 

(B)業務上之正當行為。 

(C)過當防衛行為。 

(D)緊急避難行為。 

 

34. (D)下列何機關可以行使廣義之警察權？ 

(A)警察機關。 

(B)公務機關。 

(C)戶政機關。 

(D)各級政府有關之機關。 

 

35. (B)依警察法第九條及警察法施行細則第十條之規定，警察依法行使之職權有： 

(A)七大職權。 

(B)八大職權。 

(C)九大職權。 

(D)十大職權。 

 

36. (A)違警處分的範圍，哪些法規有明文規定？ 

(A)社會秩序維護法及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B)社會秩序維護法及警察勤務條例。 

(C)警察法及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D)憲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 

 

37.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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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警察機關基於職權，就特定具體事實，所為一定合法之單方面意思表示，

依其意思表示即發生法律效果者謂之： 

(A)警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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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警察命令。 

(C)警察強制。 

(D)警察罰。 

 

39. (B)警察處分可分好幾種，下列哪一種非警察處分？ 

(A)警察下令。 

(B)警察命令。 

(C)警察許可。 

(D)警察認可。 

 

40.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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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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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警察機關對於人民命其負擔作為、給付、或忍受的義務，因特定場合原因

消失，而免除其履行謂之： 

(A)警察許可。 

(B)警察免除。 

(C)警察認可。 

(D)警察解除。 

 

43. (B)「警察下令」中為達到警察目的，使人民負擔一定的義務稱之為？ 

(A)不作為令。 

(B)作為令。 

(C)忍受令。 

(D)給付令。 

 

44. (B)作為令屬於下列何種警察權運用的形式？ 



 54

(A)警察命令。 

(B)警察處分。 

(C)警察許可。 

(D)警察認可。 

 

45. (A)警察機關對人民於非法律上所禁止之行為，使其發生法律效果稱之為？ 

(A)警察認可。 

(B)警察免除。 

(C)警察許可。 

(D)警察拒絕。 

 

46. (D)警察對人民請求的申請，經審查合乎一定要件後，逕予准許之。例如李四

經營舊貨業，經依台灣省特定營業管理之規定，申請登記許可證，為合法行

為，警察機關予以許可。此警察許可處分為： 

(A)附條件的許可。 

(B)附期限的許可。 

(C)附負擔的許可。 

(D)單純的許可。 

 

47. (B)發布警察命令，中央由何機關發布？ 

(A)行政院。 

(B)內政部。 

(C)總統。 

(D)警政署。 

 

48. (C)下列何者不屬於「警察命令」？ 

(A)警察機關依法發布之職權命令。 

(B)警察機關依法發布之授權命令。 

(C)警察處分中之警察下令。 

(D)警察任務所訂定發布之行政命令。 

 

49. (A)何種警察的執法行為模式其裁量權最大？ 

(A)政治看守型。 

(B)嚴正執法型。 

(C)社區服務型。 

(D)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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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C)有關罰緩逾期不繳納之強制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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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於警察組織具有紀律性,警察業務具有緊急性,因之警察組織需具有何原則,才
能發揮高度的行政效率 A 深入性的深耕 B 全面性的分佈 C 統一性的體系 
D 單一性的指揮………………………………………………………… D 

2. 警察機關自上至下,脈絡一貫,步調齊一,此種警察組織的基本原則 A 單一性的

指揮 B 統一性的體系 C 全面性的分佈 D 深入性的深耕………………B 
3. 警察組織體系的統一,採用形式中,下列何者為包括之 A 地域性的分層統一 B 

業務性的單獨統一 C 責任性的權責統一 D 地域與業務的綜合體系…C 
4. 警察是行政作用的一種,代表國家行使部分的統治權,統治權是及於國家每一吋

土地,因此統治權的徹底執行,有賴警察組織作 A 單一性的指揮 B 統一性的體

系 C 全面性的分佈 D 深入性的深耕…………………………………C 
5. 警察組織全面性分佈,其意義下列何者未涵之 A 及於國家領土的一部分 B 不

以人民居住為必要 C 隨同地方自治需要而進退 D 隨民眾需要而存在..C 
6. 以下何者行動性幕僚 A 警察機關的督察單位和分局 B 警察局下各科室 C 

各分駐(派出)所 D 保安隊…………………………………………………….A 
7. 主管警察業務執行的監督與考核,如督察單位和分局為 A 設計性幕僚 B 行動

性幕僚 C 首腦機構 D 執行機構…………………………………………B 
8. 警察局各科室,主管業務設計,資料收集分析整理,是何性質的幕僚 A 專門性 B 

業務性 C 行動性 D 設計性………………………………………………D 
9. 警察機關內部分工最被廣泛採用的原則為 A 依工作性質 B 依工作程序或方

法 C 依地區 D 依時間劃分………………………………………………A 
10. 對各種行動計畫有提供意見之義務,對所屬人員不能辭其考核之責 A 首腦機構 

B 行動性幕僚機構 C 設計性幕僚機構 D 執行機構…………………..D 
11. 首腦機構對種種計畫作原則上抉擇,特別重大而緊急的事件應 A 親自執行 B 

親自到場監督其執行 C 親自考核 D 親自計畫執行考核………………….B 
12. 何者是警察組織之神經中樞,是該機構最上層,也是該機關重心所在 A 首腦機

構 B 幕僚機構 C 執行幕僚……………………………………………….A 
13. 警察機關首長經常親自指揮交通或指揮刑案偵查,違反組織原理中所說 A 基礎

穩固 B 權責相符 C 節制適當 D 層級簡明…………………………….B 
14. 警察上級主管為了工作順利推展,簡化工作流程起見,而將本身的權力授與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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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發現部屬濫用權力或執行不力,可以隨時將權力收回,稱之為 A 分權 B 分

工 C 授權 D 領導………………………………………………………..C 
15. 增進警察組織行政效率的因素有幾項 A 三項 B 四項 C 五項 D 六項….C 
16. 世界各國警察組織慣例是依何者而分工 A 業務 B 地區 C 職務 D 事物繁

簡………………………………………………………………………………..B 
17. 日本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建立分權式的警察組織,但旋又於何年公佈新警察法,建

立集中統一的組織 A 1947 B1949 C 1952 D 1954……………………….D 
18. 我國基層警察組織,必須以何者作基礎,才算合理 A 分駐所 B 派出所 C 分局 

D 縣市警察局……………………………………………………………..C 
19. 下列何項非警察內部分工原則中,依工作對象劃分之決定準則 A 運用靈活而便

利 B 重複 C 工作量平衡 D 無漏洞即能配合……………………………B 
20. 警察機關形成紅包政治,污染了警察風紀,是由於何種病項所引起的 A 組織龐大 

B 權力集中 C 法規森嚴 D 白京生定律…………………………………C 
21. 警察首長喜歡增加用人,以顯出自己的權勢,是由何種病項所引起的 A 寡頭制鐵

律 B 白京生定律 C 多軌的控制體系 D 機關組織龐大…………………B 
22. 警察機關之督察單位屬 A 首腦機構 B 行動性幕僚 C 設計性幕僚 D 執行機

構………………………………………………………………………………B 
23. 警察機關內部橫的分工,少年隊及女警隊是依何性質劃分 A 工作性質 B 工作

程序或方法 C 地區 D 工作對象…………………………………………...B 
24. 在現代警察組織中,下列何者不屬於警察首長之職責 A 設計 B 人事 C 對外

關係 D 勤務執行……………………………………………………………..D 
25. 警察首長,在現代組織中,以七種職責最為主要, 惟下列何者未涵之 A 組織 B 

協調 C 執行 D 預算…………………………………………………………..C 
26. 根據科學管理的原則,一個行政組織上下的層級,應該多少級才適合 A 二級 B 

三級 C 四級 D 少到最小程度…………………………………………….D 
27. 警察組織內部一致與協調的無形的因素,係 A 幕僚長制度的採行 B 行政三聯

制的實行 C 激發責任感與榮譽心 D 各階層各單位目標一致………….D 
28. 中央警官學校隸屬 A 行政院 B 內政部 C 警政署 D 教育部……………..B 
29. 入出境管理局,刑事警察局,航空警察局,國道警察局,屬於警政署之 A 幕僚機構 

B 執行機構 C 分支機構 D 專務機關……………………………………D 
30. 避免警察機關頭重腳輕的原則有五項,下列何者有誤 A 不可以勤務活動中心為

基層單位 B 基層單位須有法定的組織及權力和編制 C 基層單位必須與首腦

單位有不同的組織內容 D 所有警察直接向基層單位負責…………….C 
31. 先進民主國家警察組織設計的趨勢,多朝向何種形式設計 A 社區服務形 B 專

業執法形 C 專制權威形 D 政治看守形………………………………….A 
32. 警察人員多聽命於首長而工作, 自己不願意主動的去做事,養成多做多錯,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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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錯,不做不錯,的作風,毫無責任心可言,是由於何種病項所引起 A 法規森嚴 B 
權力集中 C 寡頭鐵律制 D 多軌的控制體系…………………….B 

33. 下列我國警察組織體系改進之道,何者有錯 A 指揮幅度應予放大 B 單位名稱

與業務執掌應予統一並符合體制 C 組織法規力求健全 D 明確指揮體

系………………………………………………………………………………..A 
34. 幕僚長是一個機關的 A 經理 B 襄理 C 助理 D 協理……………….C 
35. 警察組織的分工,必須縱橫兩方面都能顧及,這種原則下的分工,才能使警察機關

變成 A 人為的有機體 B 機械式組織 C 管制式組織 D 集權式組

織………………………………………………………………………………..A 
36. 何種機構是警察機關的重心所在 A 協調機構 B 督察機構 C 幕僚機構 D 

以上皆非………………………………………………………………………..D 
37. 警察組織與民眾結合,此為警察組織基本原則中之何項而言 A 單一性指揮 B 

統一性體系 C 全面性分佈 D 深入性生根…………………………..D 
38. 所謂行政三聯制,下列何者未涵之 A 計畫 B 溝通 C 執行 D 考核……B 
39. 依據警察法第五條之規定,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的機關是 A 行政院 B 內政

部 C 內政部警政署(司) D 法務部………………………………………..C 
40. 增進行政效率的組織因素有五項,下列何者有誤 A 權責平衡 B 層級簡明 C 

節制適當 D 一致與協調………………………………………………………D 
41. 警察組織體系的統一,以主管業務範圍作為組織的範圍,例如我國刑事警察局,美

國聯邦調查局皆以偵查犯罪為其組織範圍,此種統一形式為 A 地域性的統一分

層 B 業務性的單獨統一 C 地域與業務的綜合體系 D 深入性的組織統

一………………………………………………………………………………..B 
42. 我國警察制度是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之,或交由省縣執

行之,是規定於憲法第幾條中 A 107 條 B 108 條 C 109 條 D 111 條…...B 
43. 下列警察機關中,何者是根據組織通則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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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目前我國警察派出所類型之組合,可否作為警察基層機關 A 可以 B 不可以 C 

巡官(含)以上擔任主管之派出所,可以 D 巡官(含)以下擔任主管之派出所,可
以…………………………………………………………………………….B 

45. 關於預防犯罪及協助偵查內亂外患重大犯罪,屬於何種警察業務 A 保安警察 B 
外事警察 C 刑事警察 D 專業警察………………………………………C 

46. 關於供衛中樞,準備應變,及協助地方治安,屬於何種警察之業務 A 保安警察 B 
外事警察 C 刑事警察 D 專業警察………………………………………A 

47. 為增進行政效率,如何才能激發各單位和各級人員的責任感和榮譽心 A 權限與

責任成正比例增減 B 簡明的組織層次 C 主管直接監督指揮部屬之數量須視

當 D 整個機關應一致與協調,密切合作…………………………………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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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一個上級節制幾個下級才算適當呢,學者間對此並無定論,但一般認為一個上級

機關(人員)節制幾個下級人員是最適當的 A 二至三個 B 三至四個 C 三至六

個 D 五至十個…………………………………………………………..C 
49. 機關執掌分配要合理,將相同或相似工作納入一個或兩個以上單位,至於一個主

觀節制下,此為 A 經濟合度 B 事權明確 C 完整統一 D 分工負責…C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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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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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孫中山先生曾說:「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不以奪取為目的。」

以此觀之警察人員應建立何種人生觀 ? (A)創造   (B)力行   

(C)互助   (D)大我  

( C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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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為本   (C)枉法濫權   (D)人人平等   

( C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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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這種工作的人應有從政精神  

( B )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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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6.從警察人員辭職問題，各國警界多採取:(A)積極鼓勵原則   (B)

消極抵制原則   (C)輔導轉任原則   (D)強迫留任原則   

( D )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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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 8.我國警察法規定警察人員之任用，以曾受警察教育或經中央

考銓合格者為限，此即要求警察人員必須:(A)制度化   (B)標

準化   (C)專業化   (D)普通化   

( C ) 9.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升遷的合理條件之一 ? (A)年資   (B)

考試   (C)選舉   (D)考績   

( D ) 10.理想警察人員的取才程序，下列何者並不包括在內 ? (A)考

試   (B)試用   (C)身家調查   (D)心理測驗   

( B )11.警察人員經常須冒險營救人質，犧牲假期加班，故而須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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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人生觀 ? (A)大我   (B)創造   (C)力行   (D)互助   

( B )12.警察人員要養成公正的態度，須有三個要素:情、理、法; 其

運用順序為:(A)情、理、法   (B)法、理、情   (C)理、法、

情   (D)法、情、理   

( D )13.我國兵學大家揚宜子論「勢與機」時說:「勢之推繫處為機，

事之轉變處為機」，此可說明警察人員在制止犯罪中，應妥為

運用下列何項原則 ? (A)宣傳技術，說服的方法   (B)利用反

間、誘降、收買的謀略   (C)攻其不備的用兵原則   (D)把握

時機，造機乘勢而致勝   

( D )14.下列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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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下列何者不是應具有的內涵 ? (A)誠

實  (B)廉潔   (C)要顧大體   (D)獲取世人恭維   

( A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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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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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18.警察人志願以警察作工為終身事業，謂警察人員之:(A)專家

化  (B)永業化   (C)專業化   (D)職業化   

( C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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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項   

( C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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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這種工作的人應有從政精神   

( B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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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警察須要正確的人生觀，國父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不以

瑰取為目的」是屬於(A)力行之人生觀   (B)創造之人生觀   

(C)大我之人生觀   (D)工作之人生觀  

( A )23.為確立警察工作的堅固基礎，警察人員應培養何種人生觀 ? (A)

大我之人生觀    (B) 創造之人生觀  (C)力行之人生觀   

(D)積極之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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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4.下列何者非為梅可望先生所謂的警察應有的人生觀 ? (A)大

我之人生觀  (B)創造之人生觀   (C)探究之人生觀   (D)

力行之人生觀 

( D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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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行之人生觀   (D 積

極之人生觀   

( A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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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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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健的體魄   (D)豐富的知識 

( D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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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品德及豐富的知識   (C)強健的體魄   

(D)悲觀的人生觀   

( B )29.警察人員應具備有幾項品德 ? (A)六項   (B)七項   (C)八

項   (D)十項   

( C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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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觀的人生觀   

( C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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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危難或單調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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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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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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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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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顧大體  

( A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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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其應具備之內涵中，下列何者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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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A)要誠   (B)要廉   (C)要求虛名   (D)要顧大體   

( D )37.警察人員要有所為，有所不為，下列那一項是有所不為的表

現 ? (A)誠   (B)顧大體   (C)不求虛名   (D)廉  

( D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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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精神」和「心理」乃是現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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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理正常，心理就容易健全   (C)現代警人員必須在形態和

精神雙方面都合要求   (D)生理正常，心理就不易健全   

( B )40.對問題的領悟、分析、者慮、解釋的能力此謂:(A)學習力   (B)

理解力   (C)想像力   (D)判斷力   

( C )41.警察人員除有強健的魄外，應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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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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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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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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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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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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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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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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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48.警察工作壓力的來源有幾 ? (A)二種   (B)三種   (C)四種   

(D)五種   

( B )49.警察人員的權力細分有幾種 ? (A) 七種   (B)八種   (C)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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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D)十種   

( B )50.警察人員之法律責任有幾 ? (A)二   (B)三   (C)四   (D)

五    種。 

 
 

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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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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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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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警察人員志願以警察為終身事業，謂為警察人員之：（A）專家化（B） 

       永業化（C）專業化（D）職業化。 

5.（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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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A）首先應以實務工作為基礎（B）是工作為糊口 

       工具（C）這種工作需有特殊的社會功用（D）從事這種工作的人應有從  

       政精神。 

6.（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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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品德及豐富的智識（C）強健的體魄（D）悲觀的人生觀。 

7.（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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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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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知識（C）強健的體魄（D）高尚 

       的道德。 

9.（B）警察人員常需冒險營救人質，犧牲假期加班，故需建立何種人生觀？（A） 

      大我（B）創造（C）力行（D）互助 

10.（B）警察人員應具備有幾項品德？（A）六項（B）七項（C）八項（D）十 

        項。 

11.（D）警察人員服從長官命令有四種學說，已採何說為正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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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D）警察人員要有所為、有所不為，下列哪一項系有所不為的表現？（A） 

        誠（B）顧大體（C）不求虛名（D）廉。 

13.（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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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B）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應有四項內涵，何者為錯？（A）要誠（B）要 

        公正（C）要廉（D）要顧全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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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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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D）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下列何者不是應具有的內涵？（A）誠實（B） 

        廉潔（C）要顧大體（D）獲取世人恭維。 

17.（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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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思想教育（B）品德教育（C）知識教育（D）體能教育。 

18.（B）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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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一種：（A）職業（B）事業（C）志業（D）工作。 

19.（C）下列何者非為梅可望先生所謂警察應有的人生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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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A）為確立警察工作的兼顧基礎，警察人員應培養何種人生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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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B）下列哪一人生觀是警察工作進步最大動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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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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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行的人生觀（D）積極的人生觀。 

23.（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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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C）警察需要正確之人生觀，國父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不已奪取為目的」 

        是屬於：（A）力行的人生觀（B）創造的人生觀（C）大我的人生觀（D） 

        工作的人生觀。 

25.（C）警察人員有哪一人生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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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觀的人生觀。 

26.（B）警察人員之法律責任有幾？（A）二（B）三（C）四（D）五種。 

27.（A）警察人員第一要務是（A）執行職務（B）服從命令（C）嚴守秘密（D） 

       保持品味。 

28.（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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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A）警察人員服務命令規定是：（A）就其職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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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直屬長官之命令（D）遵從各 

       級長官之命令。 

30.（C）下列敘述警察人員之義務，何種有錯？（A）警察人員既已同意國家之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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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A）梅可望先生認為現代警察人員最基本要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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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D）警察人員要有所為，有所不為，下列哪一項是有所不為的表現？（A） 

        誠（B）顧大體（C）不求虛名（D）廉。 

33.（C）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其應具備之內涵，下列何者是錯誤的？（A）要 

        誠（B）要廉（C）要求虛名（D）要顧大體。 

34.（A）警察人員之權利可大別為：（A）經濟上權利與身份上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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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B）警察人員的權利細分有幾種？（A）七種（B）八種（C）九種（D）十 

        種。 

36.（A）因警察持有工作壓力下，產生之影響，包括：（1）身體健康（2）親情 

        疏遠（3）人格的改變（4）人際關係（5）工作表現（6）家庭生活。正 

        確的組合是：（A）1356（B）1256（C）1345（D）2456。 

37.（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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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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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識（D） 

        外界給予協助解決壓力可分為正式協助與非正式協助。 

39.（D）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下列何者不是應該有的內涵？（A）誠實（B） 

        廉節（C）顧大體（D）獲取世人恭維。 

40.（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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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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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A）警察工作的壓力來源有幾？（A）二種（B）三種（C）四種（D）五種。 

43.（D）由於一定事實，致警察人員關係消滅者有：（A）死亡（B）喪失國籍（C） 

       退休（D）死亡及喪失國籍。 

44.（B）對問題的領悟、分析、考慮、解釋的能力，此謂：（A）學習力（B）記 

        憶力（C）說服力（D）判斷力。 

45.（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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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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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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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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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勇。 

47.（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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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唯有守，不做不合道德標準的事，因此要：（A）誠實（B）廉節（C） 

        不求虛名（D）顧大體。 

4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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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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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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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理(形態)和心理(精神)雙方 

        面都合要求（D）生理正常，心理就不易健全。 

 

（c）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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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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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下列何者不是應具有的內涵？ 

a.誠實 b.廉潔 c.要顧大體 d.獲取世人恭維。 

（c）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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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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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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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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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

種： 
  a.職業 b.事業 c.志業 d.工作。 
（c）8.警察人員志願以警察工作為終身事業，謂為警察人員之： 
  a.專家化 b.永業化 c.專業化 d.職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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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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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作為糊口工具 c.這種工作須有特殊的社會公

用 d.從事這種工作的人應有從政的精神。 
（d）10.現代警察應具備重要條中，下列何者是錯誤的？ 
  a.革命的人生觀 b.高上的品德及豐富的智識 c.強健的體魄 d.悲觀的人生觀。 
（c）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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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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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知識 c.強健的體魄 d.高尚的品德。 
 (a)  13.梅可望先生認為現代警察人員最基本要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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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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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行的人生觀 d.積極的人生觀. 
 (c)  15.下列何者非為梅可望先生所謂警察應有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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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為確立警察工作的兼顧基礎,警察人員應培養何種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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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7.警察需要正確之人生觀, 國父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不已奪取為目的」是

屬於 a. 力行的人生觀 b. 創造的人生觀 c. 大我的人生觀 d.工作的人生觀. 
 (b)  18.下列哪一人生觀是警察工作進步最大動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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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警察長需冒險營救人質,犧牲假期加班,故而須建立何種人生觀: 
  a. 大我 b. 創造 c. 力行 d.互助. 
(c)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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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危險貨單調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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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警察人員有哪一人生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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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觀的人生觀. 
(b)  22.警察人員應具備幾項品德? 
  a.六項 b.七項 c.八項 d.十項. 
(d)  23.警察人員服從長官命令有四種學說,已採何說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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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  24.警察人員要有所為,有所不為,下列哪一項是有所不為的表現? 
  a 誠 b 顧大體 c 不求虛名 d 廉. 
(c) 25.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其應具備之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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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警察人員之法律責任有幾?(a)二(b)三(c)四(d)五 種. 
(a)  27.警察人員服務命令規定是: (a)就其職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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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直屬長官之命令(d) 遵從各級長官之命令 . 
(a)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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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品味. 
(a)  29.警察人員第一要務是(a)執行職務(b)服從命令(c)嚴守秘密(d)保持品味 . 
(d)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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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31.下列敘述警察人員之義務,何種有錯? (a)警察人員既已同意國家之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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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32.警察人員之權利可大別為: (a)經濟上權利與身份上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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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33.警察人員的權利細分有幾種? (a)七種(b)八種(c)九種(d)十種 . 
(c)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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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本身及他人之認識(d)外界給予協助解決壓力可分為正式協助與非正式協助 . 
(b)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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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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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37.因警察持有工作壓力下,產生之影響,包括: (1)身體健康(2)親情疏遠(3)人格

的改變(4)人際關係(5)工作表現(6)家庭生活 .正確的組合是

(a)1356(b)1256(c)1345(d)2456 
(a)  38.警察工作的壓力來源有幾? (a)二種(b)三種(c)四種(d)五種 . 
(d)  39.由於一定事實,致警察人員關係消滅者有: (a)死亡(b)喪失國籍(c)退休(d)死
亡及喪失國籍 . 
(c)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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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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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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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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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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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顧大體. 
(b)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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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唯

有守,不做不合道德標準的是,因此要: 
  a 誠實 b 廉節 c 不求虛名 d 顧大體. 
(c) 45.下列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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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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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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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必須在生理(形態)和心理(精神)雙方面都合要求(d)生理正常,心理就不易健

全 . 
(b)  48.對問題的領悟.分析.考慮.解釋的能力,此謂: (a)學習力(b)記憶力(c)說服力(d)
判斷力 . 
(c)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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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50. .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下列何者不是應愈有的內涵? 
a 誠實 b 廉節 c 顧大體 d 獲取世人恭維. 
（c）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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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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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下列何者不是應具有的內涵？ 

a.誠實 b.廉潔 c.要顧大體 d.獲取世人恭維。 

（c）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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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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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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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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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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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

種： 
  a.職業 b.事業 c.志業 d.工作。 
（c）8.警察人員志願以警察工作為終身事業，謂為警察人員之： 
  a.專家化 b.永業化 c.專業化 d.職業化。 
（c）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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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作為糊口工具 c.這種工作須有特殊的社會公

用 d.從事這種工作的人應有從政的精神。 
（d）10.現代警察應具備重要條中，下列何者是錯誤的？ 
  a.革命的人生觀 b.高上的品德及豐富的智識 c.強健的體魄 d.悲觀的人生觀。 
（c）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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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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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知識 c.強健的體魄 d.高尚的品德。 
 (a)  13.梅可望先生認為現代警察人員最基本要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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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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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行的人生觀 d.積極的人生觀. 
 (c)  15.下列何者非為梅可望先生所謂警察應有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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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為確立警察工作的兼顧基礎,警察人員應培養何種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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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7.警察需要正確之人生觀, 國父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不已奪取為目的」是

屬於 a. 力行的人生觀 b. 創造的人生觀 c. 大我的人生觀 d.工作的人生觀. 
 (b)  18.下列哪一人生觀是警察工作進步最大動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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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警察長需冒險營救人質,犧牲假期加班,故而須建立何種人生觀: 
  a. 大我 b. 創造 c. 力行 d.互助. 
(c)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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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危險貨單調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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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警察人員有哪一人生觀,對一切工作做到「真純專一,貫徹到底,處紀若安,履
險如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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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大我的人生觀 b. 創造的人生觀 c. 力行的人生觀 d.樂觀的人生觀. 
(b)  22.警察人員應具備幾項品德? 
  a.六項 b.七項 c.八項 d.十項. 
(d)  23.警察人員服從長官命令有四種學說,已採何說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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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警察人員要有所為,有所不為,下列哪一項是有所不為的表現? 
  a 誠 b 顧大體 c 不求虛名 d 廉. 
(d) 25.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其應具備之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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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警察人員之法律責任有幾?(a)二(b)三(c)四(d)五 種. 
(a)  27.警察人員服務命令規定是: (a)就其職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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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直屬長官之命令(d) 遵從各級長官之命令 . 
(a)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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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品味. 
(a)  29.警察人員第一要務是(a)執行職務(b)服從命令(c)嚴守秘密(d)保持品味 . 
(d)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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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31.下列敘述警察人員之義務,何種有錯? (a)警察人員既已同意國家之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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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32.警察人員之權利可大別為: (a)經濟上權利與身份上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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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33.警察人員的權利細分有幾種? (a)七種(b)八種(c)九種(d)十種 . 
(c)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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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本身及他人之認識(d)外界給予協助解決壓力可分為正式協助與非正式協助 . 
(b)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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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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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37.因警察持有工作壓力下,產生之影響,包括: (1)身體健康(2)親情疏遠(3)人格

的改變(4)人際關係(5)工作表現(6)家庭生活 .正確的組合是

(a)1356(b)1256(c)1345(d)2456 
(a)  38.警察工作的壓力來源有幾? (a)二種(b)三種(c)四種(d)五種 . 
(d)  39.由於一定事實,致警察人員關係消滅者有: (a)死亡(b)喪失國籍(c)退休(d)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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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及喪失國籍 . 
(c)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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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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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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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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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顧大體. 
(d)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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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唯

有守,不做不合道德標準的是,因此要: 
  a 誠實 b 廉節 c 不求虛名 d 顧大體. 
(e) 45.下列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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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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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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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必須在生理(形態)和心理(精神)雙方面都合要求(d)生理正常,心理就不易健

全 . 
(b)  48.對問題的領悟.分析.考慮.解釋的能力,此謂: (a)學習力(b)記憶力(c)說服力(d)
判斷力 . 
(c)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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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50. .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下列何者不是應愈有的內涵? 
a 誠實 b 廉節 c 顧大體 d 獲取世人恭維. 

                                           
 
 
 

(C)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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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新力量 
   (B)全國警察教育體系井然：配合認識擢升，有軌道可循 
   (C)警察教育與大學教育密切配合 
   (D)注重現任教育與專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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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日本警察教育培養巡察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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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諸內者行諸外，積於中者內於行」，此乃謂警察人員教育應注重 
   (A)思想教育 
   (B)品德教育 
   (C)知識教育 
   (D)體能教育 

 
(D)4.警察長年教育的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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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集訓與集中教育 
   (D)集中教育、分別集訓、機會教育 

 
(A)5.我國警察教育制度中的進修教育，應由哪個單位辦理？ 
   (A)中央警察大學 
   (B)警察專科學校 
   (C)警政署 
   (D)內政部 

 
 (B)6.辛勞性、危險性、引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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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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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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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各大學可辦理警政院系 
   (D)全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 

 
(D)8.依現行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下列選項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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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警察升職教育的時間通常不超過 
   (A)四個月 
   (B)四個星期 
   (C)兩個月 
   (D)十二個禮拜 

 
(A)10.警察機關對於有關制度、政策性、全國性或專門化的問題，應該採取何種長

年化教育方式進行研討？ 
   (A)集中教育 
   (B)分別集訓 
   (C)機會教育 
   (D)勤前教育 

 
(D)11.在警察教育的方法中，以何種方法最為重要 
   (A)注入與啟發 
   (B)生活鍛鍊 
   (C)指導與考核 
   (D)實務練習 

 
(B)12.下列何者不是梅可望先生所謂之理想教育警察制度的原則？ 
   (A)警察人員的教育水準不可在其他種人員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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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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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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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4.有關美國警察教育的特色，下列何者為非 
   (A)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系院 
   (B)全國警察教育體系完整 
   (C)警察幹部多半從基層提升 
   (D)大學與警察行政機關密切配合 

 
(C)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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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下列何者並非英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基層養成教育須先在警察訓練中心接受基本訓練 
   (B)新任警員須有大學以上學歷 
   (C)警察幹部原則上不向外界吸收新血 
   (D)對現職幹部予以補充教育 

 
()17.良好的警察教育，除了各種主觀的條件外，還有哪三大客觀條件 
   (A)教學方法、教育設備、師資 
   (B)教材、教育設備、師資 
   (C)優良校風、師資、硬體設備 
   (D)教材、教學方法、師資 

 
(A)18.下列關德國警察教育的敘述，何者錯誤    
   (A)警察教育完全由聯邦統一辦理 
   (B)採用學徒制 
   (C)採短期訓練班制 
   (D)教育與升遷並重 

 
(D)19.日本警察初級教育，由下列何者負責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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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警察大學校 
   (B)管區警察學校 
   (C)警察訓練所 
   (D) 都道府縣警察學校 

 
(C)20.有關各國警察教育制度的特色，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中華民國 
   (B)全國警察教育制度無完整之體系可循-美國 
   (C)警察教育與大學教育相結合-日本 
   (D)警察幹部絕多數由基層提升-英國 

 
(C)21.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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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教育、深造教育 
   (C)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D)以上皆非 

 
(B)22.理想的警察教育制度，應與下列何者配合 
   (A)警察功獎 
   (B)升級制度 
   (C)警察職務 
   (D)實務單位 

 
(C)23.警察「常年教育」在日本稱之為 
   (A)機會教育 
   (B)在職訓練 
   (C)一般教養 
   (D)一般訓練 

 
(B)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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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年教育 
   (C)進修教育 
   (D)養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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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本警察教育採三級制，其中負責中級警察教育的是 
   (A)警察大學校 
   (B) 都道府縣警察學校 
   (C)警察訓練所 
   (D)管區警察學校 

 
(A)26.有關警察之升職教育，下列何者為非 
   (A)教育對象必須以有發展潛力為主 
   (B)升職教育的時間無庸太長 
   (C)升職教育的目標，在要求升職人員可適應所有工作 
   (D)教學方法上，層次越高者應多採用討論之方式 

 
(B)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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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教育 
   (D)升職教育 

 
(C)28.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不包括下列何者敘述 
   (A)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院系 
   (B)全國之警察教育制度體系脈絡一致 
   (C)警察機關可單獨辦理警察的養成教育與升級教育 
   (D)各大學隨時協助警察機關培養專門人才 

 
(A)29.下列敘述，何者並非交通安全教育的重心 
   (A)駕車技術 
   (B)駕駛道德 
   (C)公路禮貌 
   (D)行人教育 

 
(C)30.我國自民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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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民國幾年改為警察學校 
   (A)34 年 
   (B)36 年 
   (C)37 年 
   (D)3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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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日本在其中央設有警察大學校，各都道府縣設有警察學校，其警察教育制度

採幾級制？ 
   (A)一級 
   (B)二級 
   (C)三級 
   (D)四級 

 
(B)32.我國一向極重視警察教育，自民國幾年起，統一全國警察教育，設置中央警

官學校 
   (A)15 年 
   (B)25 年 
   (C)35 年 
   (D)45 年 

 
(C)33.下列哪一個國家警察教育與升遷制度配合最密切 
   (A)英國 
   (B)美國 
   (C)日本 
   (D)以上皆是 

 
(A)34.「專業班」屬於警察教育中何種教育 

(A)進修教育 
(B)養成教育 
(C)深造教育 

   (D)常年訓練 

 
(A)35.美國警察人員之養成及升級教育，由下列何單位辦理？ 

(A)各警察行政機關     
(B)各大學院校級警政相關系所 
(C)聯邦調查局 
(D)各級政府 

 
(B)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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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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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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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教育與深造教育 

 
(A)37.英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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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教育與深造教育 

 
(C)38.日本警察為使在職各級人員智能不致落伍，特注重現任教育與何種教育？ 

(A)養成教育 
(B)深造教育 
(C)專門教育 
(D)職前教育 

 
(B)39.下列何者非屬理想警察教育制度之原則？ 

(A)警察幹部之培養、內升與外補，應等量齊觀 
(B)警察教育應與一般普通教育配合 
(C)警察教育應與內升制度配合 
(D)中高級警察人員，必須有充分受教育之機會 

 
(D)40.警察「常年教育」為世界各國所重視，且為警察教育之特色，其名稱於日本

稱之謂： 
(A)再教育 
(B)再教養 
(C)一般教養 
(D)在職訓練 

 
(B)41.實習、實驗、演習、參觀是何種警察教育之實踐？ 

(A)理論化 
(B)實用化 
(C)科學化 
(D)行動化 

 
(C)42.下列何者非屬我國現行警察教育之範疇？ 

(A)養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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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深造教育 
(C)職前教育 
(D)進修教育 

 
(C)43.警察教育所採用之方法是： 

(A)與一般學校相同 
(B)與軍事學校相同 
(C)介於一般學校、軍事學校之間 
(D)與一般學校軍事學校不同 

 
(D)44.下列何者非屬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B)警察教育對象由內(警員)對外兼取 
(C)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 
(D)警察教育與警察勤務相配合 

 
(B)45.警察常年教育中之養成教育，是將受教員警集中於何處受教？ 

(A)各警察局 
(B)各級警察教育機構 
(C)各警察分局 
(D)各有關訓練機關 

 
(C)46.依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我國警察教育可分為三類，下列何種組合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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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7.警察教育之辦理，各國特色不同。下列所述各國警察教育制度特色中，何者

與事實不符？ 
(A)我國警察幹部之培養，採內生與外補並行制度 
(B)美國各級大學可以自行辦理警政相關學院、學系 
(C)日本大學畢業生與中學畢業生必須從基層「巡察」幹起 
(D)英國警察幹部由內部升任，絕不向外界吸收新血 

 
(D)48.各國警察常年教育，多有採機會教育方式實施，關於本項施教方法，下列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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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敘述有誤？ 
(A)寓常年教育於工作之中，多由上級對下級隨時行之 
(B)施教時機為開會時間、出勤前後、每日編排時間等方式 
(C)僅適用於都市警察機關 
(D)教育時間不得短於一小時，惟時間過短，不能作深入性的專門教育是為此

制之缺點 

 
(C)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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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幹部大都採內生之教育制 
(D)大學協助警察機關培養人才 

 
(B)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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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1.下列何者非為理想警察教育制度之原則？ 

(A)警察幹部培養應多向外界吸收新血 
(B)警察教育應自成體系 
(C)中高級人員有充分受教機會 
(D)教育與升級制度配合 

 
(B)52.英美警察在職訓練 

(A)養成教育 
(B)升職教育 
(C)深造教育 
(D)常年教育 

 
1 有關美國警察教育的特色，下列何者為非？（B） 

（A）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政院系 （B）全國警察教育體系完整 

（C）警察幹部多半從基層提升   （D）大學與警察行政機關密切配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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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年資 （B）考試 （C）考績（含功勛）（D）教育成績（含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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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察教育著重在實用，下列何者不是「實用化」的實踐？（C） 

（A）實習、實驗 （B）參觀 （C）考核 （D）演習 

4. 現代警察人員體魄的必備條件為：（C） 

（A）豐富的政治、法律學識 （B）良好的法紀教育 

（C）精神的健全與心理的正常 （D）優良的工作態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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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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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教育、（D）分別集訓、機會教育 

6. 合理的警察決策須特別重視：（B） 

（A）實體 （B）程序 （C）教育 （D）技巧 

7. 梅可望先生認為現代警察人員最基本的要素為：（A） 

（A）正確的人生觀 （B）高尚的品德 （C）豐富的知識 （D）嚴格的教育 

8. 限於資源卻又想瞭解全國所有警察人員對於某一個問題的看法，此時最好用：（C） 

（A）內容分析法 （B）教育制度法 （C）調查研究法 （D）歷史研究法 

9. 有關大陸派與海洋派警察制度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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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下列何者並非英國警察教育之特色？（B） 

（A）基層養成教育須先在警察訓練中心接受基本訓練 

（B）新任警員須有大學以上學歷 

（C）警察幹部原則上不向外界吸收新血 

（D）對現職幹部予以補充教育 

11. 下列何者並非現代警察發展的趨勢之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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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有關警察勤務監督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D） 

（A）教育單位通常可監督外勤 （B）督察單位以監督內勤為主 

（C）外勤與內勤之教育方法並無不同 （D）車輛定位系統的使用屬形式監督之一 

13. 為使警察機關首長不生「五日京兆」之心，故而須建立何種人事制度？（D） 

（A）教育制度 （B）考績制度 （C）退休制度 （D）任期制度 

14. 日本警察教育制度，係採幾級制？（C） 

（A）一級 （B）二級 （C）三級 （D）四級 

15. 日本警察教育中之「一般教養」，在我國屬：（C） 

（A）養成教育 （B）深造教育 （C）常年教育 （D）升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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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列何者為警察教育中最重要之教育方法？（A） 

（A）實務練習 （B）指導與考核 （C）生活鍛練 （D）注入與啟發 

17. 為瞭解新進警察人員是否適任警察工作，最適當的方法是：（D） 

（A）教養 （B）面談 （C）教育 （D）試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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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教學方法、教育設備、師資 （B）教材、師資、教育設備 

（C）優良校風、師資、硬體設備 （D）教材、教學方法、師資 

19. 駐衛警察使用警械之教育訓練、監督、考核，由下列何者辦理？（B） 

（A）當地警察分駐（派出）所 （B）當地警察局(分局) 

（C）各地方政府 （D）內政部警政署 

20. 有關警察教育制度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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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依現行「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九十一年六月五日修正公布），下列選項中何者並

非警察人員之深造教育？（D） 

（A）研究班（B）警監班（C）警正班（D）警佐班 

22. 警察升職教育的時間通常不超過：（D） 

（A）四個月（B）四個星期（C）兩個月（D）十二個星期 

23. 下列何者不是英國皮爾爵士設立倫敦警察的基本原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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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不應受政府的教育訓練 

24. 選擇警察人才之最正確方法為何？（B） 

（A） 結合公平之考試及嚴格之教育 

（B） 結合公平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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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之考試 

25. 「一方面要吸收優秀的警察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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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警察勤務（B）警察業務（C）警察人事管理（D）警察教育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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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集中教育（B）分別集訓（C）機會教育（D）勤前教育 

27. 在警察教育的方法中，以何種方法最重要？（D） 

（A）注入與啟發（B）生活鍛鍊（C）指導與考核（D）實務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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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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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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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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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點，下列何者不正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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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教育是社會教育的混合體（D）警察學是警察行政之「體」 

31. 我國警察教育制度中的進修教育，應由那一個單位辦理？（A） 

（A）中央警察大學 （B）警政署訓練科 （C）警政署 （D）內政部 

32. 下列何者不是我國警察教育的特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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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以我國論，下列何者已成為選用警察人員最重要的方法？（B） 

（A）教育 （B）考試 （C）選舉 （D）抽籤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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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交通教育與交通工程 （B）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 

（C）警察執法與警察交通教育 （D）交通教育、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35.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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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我國警察組織採用何種形式在民眾中深入生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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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根據警察教育條例，「警監班」被歸類為下列何者？（C） 

（A）養成教育 （B）進修教育 （C）深造教育 （D）高階教育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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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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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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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教育 （B）溝通 （C）強制 （D）說服 

40. 下列那一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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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的修業年限為：（B） 
（A）1 年 （B）2 年 （C）3 年 （D）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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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下列何者非屬日本警察教育的特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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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日本警察教育培養巡查部長（即巡佐）之學校為下列何者？（C） 
（A）都道府縣警校（B）皇宮警察學校（C）管區警察學校（D）警察大學校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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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思想教育 （B）品德教育 （C）知識教育 （D）體能教育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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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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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為使警力足以掌握日益繁複的警察業務，其答案就是：（B） 
（A） 合理化的獎勵制度 （B）科學化的教育制度  
（C）標準化的教育訓練制度 （D）合理化的休假制度 
47.中央警察大學乃我國最高警察教育機關，應隸屬於：（A） 
（A）內政部 （B）警政署 （C）教育部 （D）考試院 
48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可自行招收的班期隊別為：（C） 
（A）基層特考班 （B）年度特考班 （C）專科警員班 （D）警正班 
49.一般員警常訓，應該到下列那個單位接受精實的訓練：（B） 
（A）警察局 （B）分局 （C）台灣警察專科學校（D）中央警察大學 
50.為求警察的素質精良，我國警察教育在實務上的作法是： 
（A） 由大學聯考志願選填，招收有志青年 
（B） 由警政署從新兵訓練中心，挑選壯丁 
（C） 國防部由軍校體系中挑選忠誠人選 
（D） 由警察大學與警察專科學校獨立招生 

                                 
 
 
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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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幹部大都採內生之教育制 
(D)大學協助警察機關培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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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下列何者非屬理想警察教育制度之原則？ 
(A)警察幹部之培養、內升與外補，應等量齊觀 
(B)警察教育應與一般普通教育配合 
(C)警察教育應與內升制度配合 
(D)中高級警察人員，必須有充分受教育之機會 

 
3、(A)下列敘述，何者並非交通安全教育的重心 
   (A)駕車技術 
   (B)駕駛道德 
   (C)公路禮貌 
   (D)行人教育 

 
4、(D)日本警察初級教育，由下列何者負責辦理 
   (A)警察大學校 
   (B)管區警察學校 
   (C)警察訓練所 
   (D) 都道府縣警察學校 

 
5、(A)警察升職教育的時間通常不超過 
   (A)四個月 
   (B)四個星期 
   (C)兩個月 
   (D)十二個禮拜 

 
6、(C)警察教育之辦理，各國特色不同。下列所述各國警察教育制度特色中，

何者與事實不符？ 
(A)我國警察幹部之培養，採內生與外補並行制度 
(B)美國各級大學可以自行辦理警政相關學院、學系 
(C)日本大學畢業生與中學畢業生必須從基層「巡察」幹起 
(D)英國警察幹部由內部升任，絕不向外界吸收新血 

 

 
7、(A)英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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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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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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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教育與深造教育 

 
 
8、(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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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教育 
   (D)升職教育 

 
9、(A)良好的警察教育，除了各種主觀的條件外，還有哪三大客觀條件 
   (A)教學方法、教育設備、師資 
   (B)教材、教育設備、師資 
   (C)優良校風、師資、硬體設備 
   (D)教材、教學方法、師資 

 
1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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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B)警察常年教育中之養成教育，是將受教員警集中於何處受教？ 

 (A)各警察局 
 (B)各級警察教育機構 
 (C)各警察分局 
 (D)各有關訓練機關 

 
12、(A)美國警察人員之養成及升級教育，由下列何單位辦理？ 

 (A)各警察行政機關     
 (B)各大學院校級警政相關系所 
 (C)聯邦調查局 
 (D)各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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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日本警察教育採三級制，其中負責中級警察教育的是 
   (A)警察大學校 
   (B) 都道府縣警察學校 
   (C)警察訓練所 
   (D)管區警察學校 

 
1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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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A)我國警察教育制度中的進修教育，應由哪個單位辦理？ 
   (A)中央警察大學 
   (B)警察專科學校 
   (C)警政署 
   (D)內政部 

 
16、(C)警察教育所採用之方法是： 

 (A)與一般學校相同 
 (B)與軍事學校相同 
 (C)介於一般學校、軍事學校之間 
 (D)與一般學校軍事學校不同 

 
17、(C)下列哪一個國家警察教育與升遷制度配合最密切 
   (A)英國 
   (B)美國 
   (C)日本 
   (D)以上皆是 

 
18、(C)警察「常年教育」在日本稱之為 
   (A)機會教育 
   (B)在職訓練 
   (C)一般教養 
   (D)一般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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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B)實習、實驗、演習、參觀是何種警察教育之實踐？ 

   (A)理論化 
   (B)實用化 
   (C)科學化 
   (D)行動化 

 
 
20、(C)中央設有警察大學校，各都道府縣設有警察學校，其警察教育制度採幾

級制？ 
   (A)一級 
   (B)二級 
   (C)三級 
   (D)四級 

 
21、(C)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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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教育、深造教育 
   (C)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D)以上皆非 

 
22、(D)在警察教育的方法中，以何種方法最為重要 
   (A)注入與啟發 
   (B)生活鍛鍊 
   (C)指導與考核 
   (D)實務練習 

 
 
23、(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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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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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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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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新力量 
   (B)全國警察教育體系井然：配合認識擢升，有軌道可循 
   (C)警察教育與大學教育密切配合 
   (D)注重現任教育與專門教育 

25、(D)警察長年教育的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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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集訓與集中教育 
   (D)集中教育、分別集訓、機會教育 

 
26、（B） 下列何者並非英國警察教育之特色？ 

      （A）基層養成教育須先在警察訓練中心接受基本訓練 

      （B）新任警員須有大學以上學歷 

      （C）警察幹部原則上不向外界吸收新血 

      （D）對現職幹部予以補充教育 

 
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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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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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教育是社會教育的混合體 

       （D）警察學是警察行政之「體」 

 
29、（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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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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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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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B）溝通  

（C）強制  

（D）說服 

 

 
 
 
 
31（C）. 限於資源卻又想瞭解全國所有警察人員對於某一個問題的看法，此時最好 

用： 

     （A）內容分析法  

     （B）教育制度法  

     （C）調查研究法  

     （D）歷史研究法 

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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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教育設備 

      （C）優良校風、師資、硬體設備  

      （D）教材、教學方法、師資 

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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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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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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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C）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可自行招收的班期隊別為： 
     （A）基層特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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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年度特考班  
     （C）專科警員班  
     （D）警正班 

 
36、（B）. 合理的警察決策須特別重視： 

      （A）實體 

      （B）程序  

      （C）教育  

      （D）技巧 

 

 
                                                                                     
37、（A） 下列何者為警察教育中最重要之教育方法？ 

      （A）實務練習  

      （B）指導與考核  

      （C）生活鍛練  

      （D）注入與啟發 

 
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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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教育 

      （B）分別集訓 

      （C）機會教育 

      （D）勤前教育 

 
39、（B 我國警察組織採用何種形式在民眾中深入生根？ 

      （A）教育、指導民眾 

      （B）建立義警制度  

      （C）建立替代役制度  

      （D）增加巡邏密度 

 
40、（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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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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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集中教育、分別集訓、機會教育 

 
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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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的法紀教育 

      （C）精神的健全與心理的正常 

      （D）優良的工作態度 

 
42、（C）14. 日本警察教育制度，係採幾級制？ 

      （A）一級 

      （B）二級  

      （C）三級 

      （D）四級 

 

 
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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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不應受政府的教育訓練 

 
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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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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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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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C）考績（含功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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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教育成績（含功獎） 

 
47、（D） 有關警察勤務監督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教育單位通常可監督外勤  

      （B）督察單位以監督內勤為主 

      （C）外勤與內勤之教育方法並無不同  

      （D）車輛定位系統的使用屬形式監督之一 

 
48、（D） 警察升職教育的時間通常不超過： 

      （A）四個月 

      （B）四個星期 

      （C）兩個月 

      （D）十二個星期 

 

 
 
 
 
4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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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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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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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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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有最合理 
            最健全的警察人事管理 
（B）2.下列有關警察人事制度敘述，何者有誤？ 
       （A）警察官職，採分立制度 
       （B）警察基層人員採品位制 
       （C）警察人事制度之原則有三：1.求才原則 2.取才原則 3.養才原則 
       （D）警察法規定，警察行政人員之任用以曾受警察教育，經中央考銓合

格者為限 
（B）3.警察人員之管理主要法規是： 
       （A）警察法（B）警察人員管理條例（C）公務人員管理條例（D）警察

人員服務法 
（C）4.建立警察人事管理適法、公平、合理的任職、升遷制度，以宏警察行政功

能之條件有幾？ 
       （A）三種（B）四種（C）五種（D）六種 
（D）5.警察人員的任用若出自選舉，易產生下列何種結果： 
       （A）公平執法（B）能選出真正的警察專家 
       （C）警察人員更將集中精力從事警察工作（D）警察倫理被破壞 
（A）6.選擇警察人員，下列何者方法較適當，且較公平合理？ 
       （A）考試（B）甄別（C）選舉（D）推薦 
（C）7.考驗新進警察人員是否適任警察工作，最適當之方法為： 
       （A）面談（B）考試（C）適用（D）觀察 
（D）8.選擇警察人員方法中需三者相結合，下列何項是錯誤的？ 
       （A）公平的考試（B）詳細的身家調查 
       （C）嚴格的教育（D）與長官有親屬關係優先錄用 
（D）9.各國有關警察幹部之選拔，下列哪一個敘述有誤？ 
       （A）我國之警察幹部選拔兼顧內升與外補兩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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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美國之警察幹部均從基層提升，絕少向外吸收新血 
       （C）英國警察幹部絕不向外界吸收新血 
       （D）日本警察幹部教育之對象全部自下級選拔 
（C）10.學者一般認為甄選警察，智力測驗最低的及格分數為？ 
       （A）九十分（B）九十五分（C）一百分（D）一百○五分 
（B）11.下列警察官之任用資格規定，何項有誤？ 
       （A）警察官之任用，必須具備警察官之任用資格，即必須具備警察考銓

條件與警察教 
             育條件，使教育、考試、任用三者合一 
       （B）警察官之任用，其考銓條件資格有二：1.考試及格者 2.依法升等任

用者 
       （C）警察官任用，除需具備上列考銓資格之一外，警佐一階以上並須經

警官學校畢業 
             或訓練合格 
       （D）警佐二階以下須經警察學校（或警察專科學校）畢業或訓練合格 

 
（B）12.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之規定，辦理全國警察人員遴用、管理之機關為： 
       （A）行政院（B）內政部（C）銓敘部（D）法務部 
（D）13.警察官之任用，警佐一階以上應經警官學校畢業或訓練合格，所稱之「訓

練合格」指依 
        警察教育條例所定之業務訓練及各種講習合格，其期間最短不得少於： 

（A）四年（B）二年（C）六個月（D）四個月 
（B）14.我國中央警官學校警正科畢業學生於任官前應實習（試用）多少期間？ 
       （A）三個月（B）六個月（C）一年（D）二年 
（A）15.下列何者不是警察法中規定的官等？ 
       （A）巡佐（B）警佐（C）警正（D）警監 
（D）16.下列選項中，有關「任用警察人員」之人才選擇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以選拔者之意見來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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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7.有關警察人員任用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初任警察官時應宣誓 
       （B）任用前不需實施身家調查 
       （C）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及格者，取得警正三階任官資格 
       （D）初任警察官之年齡並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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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我國警察法規定警察人員之任用，以曾受警察教育或經中央考銓合格者為

限，此即要求 
        警察人員必須： 

（A）制度化（B）標準化（C）專業化（D）普通化 
（D）19.合理的俸給制度不僅要使警察人員與其他公務人員取得平衡，還要在警

察人員彼此間求 
        得公平，所謂彼此間的公平不包括下列哪一項？ 

（A）同工同酬（B）勞險加給（C）年階優先（D）均分獎金 
（A）20.良好的薪給制度，應考慮五大因素，下列何者錯誤？ 
       （A）公務員的薪給應高於同等受雇於私營企業人員 
       （B）擔任等量工作者其待遇應該相同 
       （C）擔任質量均不相同之工作者，其待遇多寡應與工作質量高低成適當

的比例 
       （D）因物價的變遷，適時調整薪俸 
（C）21.關於警察人員之俸給，下列何者不屬之？ 
       （A）本俸（B）年功俸（C）津貼（D）加給 
（A）22.下列敘述警察人員待遇，合理的俸給制度原則中，何項錯誤？ 
       （A）滿足警察最高水準生活要求 
       （B）與他種從業人員的待遇平衡 
       （C）因生活指數而增減 
       （D）警察人員彼此間待遇合理 
（C）23.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彼此之間待遇合理、公平之原則？ 
       （A）同工同酬（B）年階優先（C）均分額外之收入（D）上下接近 
（D）24.下列哪一項收入，警察人員得額外領取？ 
       （A）罰金（B）工本費（C）沒入物品拍賣款（D）獎金 

 
 
（A）25.以下有關警察「升遷」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升遷專指較高職務人員的升遷 
       （B）升遷，是給予具有辛苦、危險、平淡等特殊性的各級警察工作者以

希望 
       （C）升遷間接促成人事的新陳代謝 
       （D）升遷是一種鎮定劑 
（D）26.綜合各國警察人事制度，警察人員升遷的合理條件中，何者有誤？ 
       （A）要有長的年資 
       （B）要經適當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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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考績與功勳也是升遷的重要依據 
       （D）同事中人際也是升遷的參考 
（D）27.各國警界對主官在升遷上的權衡，多半有下列何種權限？ 
       （A）有選擇權（B）有否決權（C）有提名權（D）以上皆是 
（D）28.綜合各國警察人事制度，警察人員升遷的合理條件有四，下列何者為非？ 
       （A）一定的年資 
       （B）適當的考試 
       （C）考績與功勛 
       （D）才能的權衡 
（B）29.有關警察人員合理升遷的價值，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A）升遷間接促成了新陳代謝 
       （B）升遷制度會助長奔競營鑚之風 
       （C）升遷是所有警察人員希望之所寄 
       （D）合理的升遷始能杜絕警察明爭暗鬥之風 
（A）30.合理的警察升遷必須要有一定的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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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1.為使警察人員遷調合理，現行之遷調規定，以下列何種警察法令為主要依

據？ 
       （A）警察法（B）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C）警察人員升遷要則（D）警察人員職期調任、地區調任及經歷調任辦

法 
（D）32.警察紀律之執行，在警察人事管理上具有： 
       （A）積極作用（B）消極作用（C）安撫作用（D）兼具積極與消極作用 
（C）33.布魯斯‧史密斯（Bruce Smith）提出：何者「對解決都市警察問題之貢

獻，比其他任何 
        因素都來得重要」？ 

（A）有選擇權（B）升遷（C）紀律（D）忠誠 
（B）34.下列何者非屬最合理的獎懲也是執行警察紀律四大原則？ 
       （A）公平（B）公正（C）適時（D）恰當 
（D）35.要適時辦理獎懲，最基本之因素與最高之守則為： 
       （A）確定必經之程序（B）處理獎懲案件之期限 
       （C）發布之時間（D）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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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6.下列有關達成紀律原則中「適時」之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程序的紊亂是適時的大敵（B）要獎懲及時發表，首先要確定必經之

程序 
       （C）任何懲罰，不需確定必經之程序（D）任何獎懲案件之發表，都以迅

速為佳 
（B）37.下列選項，何者並非紀律執行之手段中對警察人員之懲罰方式？ 
       （A）記過、申誡（B）加班、扣假（C）減俸、扣薪（D）免職、停職、

降級、調職 
（D）38.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獎懲之公平原則？ 
       （A）以具體事實為懲處依據（B）按法定程序嚴格執行 
       （C）使受懲罰者有申訴機會（D）按個案而有法外之懲 
（B）39.依考績法之規定，年終考績以平時考核為依據，而下列何者非屬平時考核

之範圍？ 
       （A）工作（B）士氣（C）學識（D）才能 
（D）40.下列何者非屬與警察人員之職位保障？ 
       （A）官職分立（B）終身官職（C）調遷合理（D）特別福利 
（D）41.警察人員非因法定事由及非因法定程序，不受免職、退職、停職、休職、

撤職等處分之 
        權利，稱為： 
       （A）保持地位之權利（B）保持品位之權利 
       （C）保護身體之權利（D）保持職位之權利 
（B）42.下列敘述警察官職分立制說明，何者有誤？ 
       （A）是將官階與職務分別處理 
       （B）屬職位分類制度的一種 
       （C）有官不一定有職，但擔任職位必須有官 
       （D）喪失職務並不一定表示喪失官階，但喪失官階必由於極嚴重之違法

行為 
（C）43.警察「官職分立」制，係指： 
       （A）有官一定有職（B）職受保障，官得調降  

（C）任職必須有官（D）免職一定免官 
（D）44.官職分立，是警察人員職位的保障措施，下列何者不是官職分立的條件？ 
       （A）官階非因重大原因不得禠奪 
       （B）不因職務的有無影響官階 
       （C）有官階及有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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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職務是永久性的，官階是常變更的 
（C）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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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公務人員保障 
        法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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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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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公務人員保障法得提出之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A）申訴（B）復審（C）申復（D）訴願 
（A）47.下列何者非屬警察人員新陳代謝的主要動力？ 

（A）任用制度（B）考績制度（C）退休制度（D）互調制度 
（C）48.下列有關警察人員的新陳代謝敘述，何者錯誤？ 

（A）任期制度、考績制度、退休制度、互調制度是警察人員新陳代謝的

四大辦法 
（B）警察人事管理總目標：一在提高士氣，二在增進效率 
（C）各國警界對警察辭職，均採積極鼓勵態度 
（D）非經主管機關首長核准，不可擅自離職，否則將受法律制裁 

 
（D）49.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職務「調遷合理」之原則？ 

（A）需要有正當原因且被調動者有獲知該原因之權利 
（B）無適當原因之調動應取得被調動者之同意 
（C）絕不輕易或隨意調動 
（D）主官基於政治壓力不得不然 

（D）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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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規定之互調必須徵詢當事人同意 

（B）51.下列何者非「任期制度」之缺點？ 
（A）不以工作成績論去留有失公允之處 
（B）會令首長有五日京兆的心理 
（C）有保障有心貪瀆不肖之徒之餘 
（D）使真正愛護警察事業者，無法做極長期打算 

（D）52.下列敘述警察任期制度之要點，何者有誤？ 
（A）以若干年限為一任，任滿即解除是項職務 
（B）在法定任期內，除非犯法經判決有罪得予免職外，不得解除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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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法定任期中如服務優異，其主管機關於其任滿後，得准其連任 
（D）任期制度以適用於全體警察 

（D）53.警察人員互調制度（又稱經歷調任），依現行之規定，下列何種職務非屬

經歷調任之範 
        圍？ 

（A）幕僚職務（B）外勤職務（C）教育職務（D）技術性職務 
（C）54.警察人員職務互調應在同一何職位中行之？ 

（A）級（B）等（C）類（D）階 
（A）55.下列選項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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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6.本世紀來，警察人事管理發展之方向為何？ 

（A）公開化與公平化（B）制度化與標準化 
（C）公開化與專業化（D）永業化與年輕化 

 
 

（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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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下列有關警察官等之述，何者為非？ 

（A）警察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  

（B）晉升警監需具警察大學學士學位 

（C）警察人員經升等考試及格得晉升官等  

（D）晉升警正官等訓練辦法，由考試院定 

（D）3.下列何者不屬於警察人員之職位保障? 

(A)官職分立(B)終身官職(C)調遷合理(D)特別福利 

(A)4.下列何者非警察職務上之處分 

(A)減俸(B)免職(C)停職(D)降級 

  (D)5.下列哪項收入警察得額外領取? 

         (A)罰金(B)工作費(C)賄款(D)獎金 

  (C)6.警察人員俸給下列何者不屬之? 

(A)本俸(B)年工俸(C)津貼(D)加給 

(B)7.警察人員之管理主要法規? 

     (A)警察法(B)警察人員管理條例(C)警察人員服務法(D)憲法 

(D)8.警察人員任用若出自選舉易產生下列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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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平執法(B)選出真正警察專家(C)選舉不公(D)警察倫理破壞 

(A)9.警察人員之選擇以何種方法最適當? 

     (A)考試(B)選舉(C)推薦(D)指派 

（A）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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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1.考驗新進警察最適當方法? 

       (A)考試(B)選舉(C)試用(D)觀察 

(B)12.哪一國以選舉決定警察人員? 

       (A)英國(B)美國(C)中國(D)韓國 

(C)13.世界各國皆不採用的選擇警察人員方法? 

     (A)考試(B)選舉(C)推薦(D)甄別 

(C)14.學者認為甄選警察智力測驗最低分數? 

      (A)90(B)95(C)100(D)105 

(B)15.辦理全國警察人員遴用管理之機關? 

      (A)行政院(B)內政部(C)銓敘部(D)法務部 

(B)16.警大正期畢業生任官前應實習多久? 

      (A)三個月(B)六個月(C)九個月(D)一年 

(B)17.我國目前選用警察最重要方法? 

    (A)觀察(B)面談(C)考試(D)試用 

(A)18.何者不是警察法中規定的官等? 

    (A)巡佐(B)警佐(C)警正(D)警監 

（D）19.下列何者並非警察職務之名稱？ 

    （A）署長 （B）局長 （C）巡佐 （D）辦事員 

（C）20.下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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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警佐待

遇人（C）警察基層人員應採警員制 （D）警察官職採分立制 

(C)21.下列何者警察人員升遷合理條件之一? 

    (A)年資(B)考試(C)選舉(D)考績 

（A）22.警察基層人員，得採什麼制，其實施程序由內政部定之？ 

（A）警員制 （B）警長制 （C）警士制 （D）警官制 

(D)23.各國警界對主官在升遷上的權衡多半有下列何權限? 

    (A)選擇權(B)否決權(C)提名權(D)以上皆是 

（C）24..警察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各分幾階？ 

（A）二階 （B）三階 （C）四階 （D）六階 

(D)25.下列何者並非警察警察人員升遷的合理條件之一? 

    (A)年資(B)考試(C)選舉(D)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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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警察基層人員，得採什麼制，其實施程序由內政部定之？ 

（A）警員制 （B）警長制 （C）警士制 （D）警官制 

（B）27.依據警察法第十二條之規定，基層警察人員得採警員制，其實施程序由

何機關定之？ 

（A）行政院 （B）內政部 （C）警政署（D）各縣市警察局 

(D)28.警察升職教育應已下列何種人為主? 

      (A)年資(B)考試(C)選舉(D)考績 

(D)29.警察紀律的實施手段(A)獎勵(B)處罰(C)獎勵與處罰(D)控制 

（D）30.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A）警察官等分為警監、警正、警佐，每一官等各分四階，以第一皆為

最高  

（B）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屬於警察法第三條所稱之警察官制 

（C）警察人員之任、免、遷、調等事項，屬於警察法第三條所稱之警察

官規  

（D）警察機關之警察官與簡、薦、委任職等人員，均得互相調任 

（E）有警察教育或訓練合格，並經由警察人員考試及格者，具有警察官

之任官資格 

（A）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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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位階為何？ 

（A）法律 （B）授權命令 （C）職權命令 （D）行政規則 

（C）32.警察官之任用須具備考銓及警察教育條件，係依據下列何者之規定？ 

（A）警察法 （B）警察法施行細則 （C）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D）警察

教育條例 

(D)33.警察紀律實施對象? 

       (A)違法行為(B)失職行為(C)失德行為(D)違法行為與失職行為 

(C)34.下列何者是警察人事管理重要法寶? 

       (A)升級(B)俸級(C)紀律(D)福利 

(E）35.依警察法第十三條規定，警察官之任用資格，係：A.考銓條件；B.忠誠條

件；C.身心條件；D.公民條件；E.教育條件。 

（A）ABCDE （B）ACD （C）DE （D）BCD （E）AE 

（B）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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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7.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之規定，警察專科學校或警察學校畢業生，在警察

官之任用上，職務等階最高得列至：` 

（A）警正三階 （B）警正四階 （C）警佐一階 （D）警佐二階 

(B)38.下列何者是對警察違法失職行為的消極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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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獎勵(B)懲罰(C)控制(D)管理 

（C）39.各縣市警察局長之遴任，主要係依據下列何種法律為之？ 

（A）內政部組織法 （B）公務人員任用法 （C）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D）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B）40.下列有關警察官等之述，何者為非？ 

（A）警察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  

（B）晉升警監需具警察大學學士學位 

（C）警察人員經升等考試及格得晉升官等  

（D）晉升警正官等訓練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C）41.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規定，下列何種情形不需經任官程序？ 

（A）警佐一階晉升警正四階 （B）警正一階晉升警監四階  

（C）警正三階晉升警正二階 （D）警監三階晉升警監二階 

（C）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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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任 

（C）43.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規定，下列何種情形不需經任官程序？ 

（A）初任警察官 （B）巡佐調小隊長 （C）警正升警監 （D）警正二階

晉一階 

（B）44.下列有關警察官規之敘述，何者為非？ 

（A）擬任警察官前，應依內政部所訂標準實施身家調查  

（B）警察官等採職位分類制，一職務得列二至三個職等  

（C）警察人員遭免職處分，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救濟之 

（D）警察人員因公涉訟，得於判決確定前向所屬機關申請核發律師費 

(A）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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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6.警察人員取得升等任官資格者，須再經何程序，始得升任等任官： 

（A）經省市政府遴任後 （B）經內政部甄審合格後  

（C）經內政部遴任後 （D）經省市政府甄審合格後 

（D）47.警察官初任、晉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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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監、警正、警佐 （B）只有警正（C）警監、警正（D）警正以上

主管人員 

(A)48.警察人員人事制度採何制? 

(A)官職分立制(B)資位職務分立制(C)聘派制(D)職位分類制 

（B）49.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之規定，警察官任官資格之教育條件，何種職務等階，

應經警察大學或警官學校畢業或訓練合格？ 

（A）最高列警正二階以上 （B）最高列警正三階以上 （C）最高列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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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階以上 （D）最高列警佐一階以上 （E）最高列警正一階以下 

（D）50.警察人員之法律責任為： 

（A）行政責任 （B）刑事責任 （C）民事責任 （D）以上皆是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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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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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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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在警察業務中，保衛國家元首的三大要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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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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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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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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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7最具價值的科學化警察紀錄中，除了犯罪方法紀錄之外，尚有下列何者亦最具價值？ 

   (A)戶口調查紀錄(B)交通事故記錄(C) 理報案紀錄(D)警察事故情況圖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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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揮是整交通最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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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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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巡羅(D)特定勤務（專案） 

 

(D)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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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警察業務要圓滿執行，應以何者為基礎？ 

   (A) 優良的工作態、取得民眾的瞭解(B) 取得民眾的瞭解、良好的公共關係(C)良好的

公共關係、科學化的警察記錄(D)科學化的警察記錄、犯罪預防 

 

(C)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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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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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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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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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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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廢棄物清理法(D)檢肅流氓條例 

 

(c)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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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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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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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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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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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逮捕律(D)強調導入政治力量 

 

(A) 21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執行交通法令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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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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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準政治(C)民主與否(D)社會治安情況 

 

(C)23掃蕩，可以說是警察突然且大量出現及實施執法活動。警政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普遍

認為，警察實施掃蕩的有效要點為何？ 

   (A) 時間愈晚愈好(B)時間愈長愈好(C)短暫且難以被潛在犯罪者預期(D)長期且易於讓

民眾準備 

 

(A) 24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交通警察勤務分配之要點？ 

    (A)24小時不間斷(B)掌握點線彈性(C)增減值勤班次(D)特定勤務 

 

(B)25下列何者不是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 

   (A) 永不間斷，任何地區都有警察勤務活動(B)內、外勤並重(C)巡邏重於守望(D)控制預

備警力 

 

(B)26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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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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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從效果上來看，何者是警察業務中最瑣碎以及影響最深遠的工作？ 

   (A) 服務民眾(B)保安正俗(C)交通管制(D)犯罪預防 

 

(C)28下列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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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9下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執行交通整理之範圍？ 

   (A) 交通工程(B)交通指揮(C)優先權之確定(D)交通制限 

 

(B)30下列有關警察「制壓犯罪」業務之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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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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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重要手段(D)可達成預防犯罪之目的 

 

 

(A) 31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保衛國家元首之工作要領？ 

    (A) 忠誠調查(B)安全檢查(C)隨護(D)警戒 

 

(D)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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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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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4在警察業務中，保衛國家元首的三大要素為何？ 

   (A)安全檢查、隨護、警戒僚(B)保密、機動、警戒僚(C)建立內線、電信截譯、資料研

判僚(D)機動、建立內線、隨護 

 

(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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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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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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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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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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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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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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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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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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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上必須立即反應的犯罪(D)嚴重的暴力案件 

 

(A)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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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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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執理軍事化(D)勤務管理效率化 

 

(C)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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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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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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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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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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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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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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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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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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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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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煙火業、車輪修配保管業、    

        委託寄售及舊貨業 

（C）5、我國警察管理之十數種特定營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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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處理警察業務有其基本原則，下列何種原則非屬之？ 

       （A）事前預防重於事前處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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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謂警察要做「無名英雄的工作」，指的是哪一項處理警察業務的基本 

        原則？ 

       （A）經常重於臨時（B）事前預防重於事前處置 

       （C）主動重於被動（D）最先五分鐘重於事後五分鐘。 

（A）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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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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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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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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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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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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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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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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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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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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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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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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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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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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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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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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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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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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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平均分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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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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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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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為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之有期徒刑之罪，方得核發通訊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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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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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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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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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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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持續進行    （D）必須透過資料分析方可進行 

（C）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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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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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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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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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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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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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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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5、人血與毛髮均與其他動物不同，其犯罪鑑識的基本原理在於： 

       （A）不同類物也可能有相同之點 （B）同類物必有共同的特性 

       （C）不同類物必有不同的特性   （D）同類物個別之間必有不同之點 

（C）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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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7、警察在執行任務時，絕不可過當地行使非必要之公權力，此為： 

       （A）警察公共原則 （B）警察消極目的原則  

       （C）警察比例原則 （D）警察責任原則 

（C）38、警察機關常用的轄區治安狀況斑點圖，係屬下列何種警察學研究方法 

         之具體化？ 

        （A）觀察法 （B）內容分析法 （C）區位學法 （D）調查研究法 

（C）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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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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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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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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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犯罪「熱點（ hotspots）」係指： 

       （A）交通要衝之地點 

       （B）犯罪經常發生之時間 

       （C）在時、空上犯罪頻仍發生，以致有高預測性之地點 

       （D）犯罪移轉之地區 

（C）43、下列「犯罪熱點」研究之相關述，何者是不正確的？ 

        （A）係指犯罪之發生，常集中在特定之時間及地點 

        （B）有足夠之警力出現在犯罪熱點，將有助於降低犯罪之發生 

        （C）增加警車巡邏之密度即能有效降低犯罪率 

        （D）將警察之可見度均勻分布在整個轄區，對預防犯罪之效益極其有   

             限 

（A）44、從效果上來看，何者是警察業務中最瑣碎以及影響最深遠的工作？ 

        （A）服務民眾（B）保安正俗（C）交通管制（D）犯罪預防 

（C）45、下列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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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6、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執行交通整理之範圍？ 

        （A）交通工程（B）交通指揮（C）優先權之確定（D）交通制限 

（C）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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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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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9、下列有關警察「制壓犯罪」業務之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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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0、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保衛國家元首之工作要領？ 

        （A）忠誠調查（B）安全檢查（C）隨護（D）警戒 

（D）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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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下列何者非為一般警察情報來源之種類？ 

        （A）政治情報（B）社會情報（C）內線情報（D）外圍情報 

（D）53、在眾多的警察業務中，何者是最基本與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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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犯罪壓制（B）戶口查察（C）保衛國家安全（D）犯罪預防 

 

（A）54、站在警察工作的立場，犯罪可約略分為那三大類？ 

        （A）政治性、刑事性、風化性 

        （B）政治性、社會性、風化性 

        （C）社會性、經濟性、文化性 

        （D）社會性、刑事性、治安性 

（B）55、縮短警察反應時間，對於何種犯罪的處理較具有重要性？ 

        （A）冷卻的犯罪（B）正在進行的犯罪 

        （C）白領犯罪  （D）各類型的犯罪 

（D）56、少年犯罪的防止，屬於下列何種工作之範疇？ 

        （A）犯罪制壓      （B）為民服務 

        （C）廣義的犯罪預防（D）狹義的犯罪預防 

 

（D）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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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平均分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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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犯罪「熱點（ hotspots）」係指： 

       （A）交通要衝之地點 

       （B）犯罪經常發生之時間 

       （C）在時、空上犯罪頻仍發生，以致有高預測性之地點 

       （D）犯罪移轉之地區。 

（C）3、下列「犯罪熱點」研究之相關述，何者是不正確的？ 

        （A）係指犯罪之發生，常集中在特定之時間及地點 

        （B）有足夠之警力出現在犯罪熱點，將有助於降低犯罪之發生 

        （C）增加警車巡邏之密度即能有效降低犯罪率 

        （D）將警察之可見度均勻分布在整個轄區，對預防犯罪之效益極其有   

             限 

（D）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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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保衛國家元首之工作要領？ 

        （A）忠誠調查（B）安全檢查（C）隨護（D）警戒 

（B）6、國家元首保衛工作的警戒線，至少應分為幾線？ 

（A）二線 （B）三線（C）四線（D）五線。 

（A）7、在警察業務中，保衛國家元首的三大要領（要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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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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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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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眾多的警察業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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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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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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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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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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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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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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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謂警察要做「無名英雄的工作」，指的是哪一項處理警察業務的基本

原則？ 

       （A）經常重於臨時（B）事前預防重於事前處置 

（C）主動重於被動（D）最先五分鐘重於事後五分鐘。 

（D）17、警察業務中的交通管制，以何者為主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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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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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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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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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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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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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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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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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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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5、下列有關警察「制壓犯罪」業務之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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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6、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交通警察勤務分配之要點？ 

        (A)24 小時不間斷(B)掌握點線彈性(C)增減值勤班次(D)特定勤務 

（C）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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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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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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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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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下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執行交通整理之範圍？ 

        (A) 交通工程(B)交通指揮(C)優先權之確定(D)交通制限 

（B）30、縮短警察反應時間，對於何種犯罪的處理較具有重要性？ 

        （A）冷卻的犯罪（B）正在進行的犯罪 

        （C）白領犯罪  （D）各類型的犯罪 

（B）31、下列有關警察「制壓犯罪」業務之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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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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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3、下列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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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掃蕩，可以說是警察突然且大量出現及實施執法活動。警政學者及實務

工作者普遍認為，警察實施掃蕩的有效要點為何？ 

         (A) 時間愈晚愈好(B)時間愈長愈好(C)短暫且難以被潛在犯罪者預期(D)

長期且易於讓民眾準備 

（C）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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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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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局警察人員 

（B）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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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持續進行    （D）必須透過資料分析方可進行 

（A）38、世聞名的交通三 E 政策，係由下列何人釐定？ 

        （A）美國克姆爾 （B）美國威爾遜（C）美國格林（D）英人亨利 

（C）39、處理警察業務有其基本原則，下列何種原則非屬之？ 

       （A）事前預防重於事前處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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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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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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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必須為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之有期徒刑之罪，方得核發通訊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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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1、人血與毛髮均與其他動物不同，其犯罪鑑識的基本原理在於： 

       （A）不同類物也可能有相同之點 （B）同類物必有共同的特性 

       （C）不同類物必有不同的特性   （D）同類物個別之間必有不同之點 

（C）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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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3、我國警察管理之十數種特定營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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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交通管制之主要目的，在於安全與？ 

        （A）變換（B）彈性（C）迅速（D）經濟 

（C）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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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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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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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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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煙火業、車輪修配保管業、    

        委託寄售及舊貨業 

（B）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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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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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1、站在警察工作的立場，犯罪可約略分為那三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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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政治性、刑事性、風化性 

        （B）政治性、社會性、風化性 

        （C）社會性、經濟性、文化性 

        （D）社會性、刑事性、治安性 

 

1、(C)勤前教育實施之起訖時間，由何者訂定？ 

(A)警政署統一訂定 (B)警政廳統一訂定 (C)警察機關訂定 (D)勤務執行機構訂定 

2、(A) 下列何者非屬民防工作的法定範圍？ 

(A)協助整理交通秩序(B) 空襲之情報傳遞(C) 擔任民間自衛(D) 支援軍事勤務 

3、(D)下列何者非屬義勇警察之任務？ 

(A)協助防竊防盜 (B)協助擔任一般警戒勤務 

(C)協助執行一般警察勤務 (D)協助擔任社區出殯隊伍之交通指揮 

4、(D) 針對特定人、物或處所實施的警戒衛護措施，其目的在排除一切危害，以保護其

安全，此為下列何種勤務？(A)警戒勤務 (B)警備勤務 (C)警衛勤務 (D)守望勤務 

5、(C)下列各項何者非達成保安警察任務之主要手段？ 

(A)安檢勤務 (B)警衛勤務 (C)警戒勤務 (D)警備勤務 

6、(D)保安警察遇有必要派駐地方執行職務時，基於治安與業務需要，得與當地警察機關

互請協助，關於勤務分配應如何處理？ 

(A)由保安警察自行決定 (B)由當地警察機關自行決定 

(C)由內政部警政署決定 (D)由保安警察與當地警察機關會商行之 

7、(B)警勤區員警於何時應妥訂「勤區查察腹案計畫表」？ 

(A)執行勤查勤務中 (B)執行勤查勤務前 (C)執行勤查勤務後 (D)執行戶口查察時 

8、(C)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為因應警察設備情況及警力

需要，得集中機動使用警力，免設分駐（派出）所之地區是： (1)鄉村治安單純區 (2)

都市人口稠密區 (3)郊區治安特殊區域(4)都市治安嚴重區 

(A)12   (B)13   (C)   23    (D)34 

9、(B)我國目前員警執行「盤詰」職權的法律依據，是規定在「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

的何種勤務方式內？(A)勤區查察 (B)巡邏 (C)臨檢 (D)守望 

10、(C)勤務方式之互換輪服，最主要的考量理由是： 1-勤務普及轄區 2-力求勞逸平均 3-

調節精神體力 4-控制機動警力 

(A)12   (B)13   (C)   23    (D)34 

11、(B)巡邏人員到達巡邏要點，應下車作小區域查察，其範圍以多少公尺為原則？ 

(A)直徑30 公尺 (B)半徑50 公尺 (C)半徑30 公尺 (D)半徑40 公尺 

12、(A)有兩個以上科（課、組）室、隊共同辦理事（案）件或專業性勤務，加入勤務指

揮中心作業之情形，各級勤務指揮中心係實施那一級開設？ 

(A)一級 (B)二級 (C)三級 (D)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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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下列有關勤區查察的敘述，何者正確？ 

(A)為共同勤務 (B)由警勤區警員專責擔任 

(C)不限於警勤區內執行之 (D)不必擔任社會治安調查之任務 

14、(D)下列何者非「警察勤務條例」所訂勤前教育種類？ 

(A)基層勤前教育 (B)聯合勤前教育 (C)專案勤前教育 (D)常年勤前教育 

15、(B)聯合勤前教育，以下列何者為實施單位？ 

(A)警察局 (B)警察分局 (C)警察分駐所 (D)警察派出所 

16、(B)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配備標準，由何機關定之？ 

(A)內政部 (B)內政部警政署 (C)警察局 (D)警察分局 

17、(D)下列何種勤務方式，最類似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作法？ 

(A)車巡 (B)臨檢 (C)值班 (D)勤區查察 

18、(A)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行及督導事項的機構為何？ 

(A)警察分駐（派出）所 (B)警察分局 (C)警察局 (D)內政部警政署 

19、(C)我國警察勤務制度在警力部署方面，係採： 

(A)集中制 (B)散在制 (C)集中與散在併用制 (D)非集中制，亦非散在制 

20、(A)「警察勤務條例」的立法依據是： 

(A)警察法 (B)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C)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例 (D)行政程序法 

21、(B)根據「警察勤務條例」，深夜勤務以不超過幾小時為度？ 

(A)二小時 (B)四小時 (C)六小時 (D)八小時 

22、(D)警察勤務機構的基本單位是： 

(A)警察局 (B)警察分局 (C)警察分駐（派出）所(D) 警察勤務區 

23、(C)下列何者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行機構？ 

(A)內政部警政署 (B)警察局 (C)警察分局 (D)警察分駐（派出）所 

24、(D)有關警勤區之劃分規定，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 

    (A)以超過二千人口，劃設一警勤區 

    (B)不論村里大小，應以一村里劃設一警勤區為原則 

    (C)警勤區之劃分，不必參酌治安狀況，適當調整之 

    (D)五百戶以下劃設一警勤區 

25、(B)警察局基於事實需要，須將個別勤務與共同勤務分別實施時，得以下列何者為單

位，指派警員專責執行勤區查察？(A) 警察分局 (B)警察分駐所 (C)警察派出所 (D)

警察局 

26、(C)勤前教育施教內容主要包括： 1-勤務檢討及工作重點提示  2-專題演講 諮商輔導  

3-宣達重要政令  4-檢查服務、儀容、服勤裝備及機具 

    (A)12   (B)13   (C)   23    (D)34 

27、(A)警勤區佐警接到戶政事務所戶籍登記申請書副份，應於幾日內過錄於戶口查察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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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三日 (B)五日 (C)七日 (D)十五日 

28、(B)各分局編排戶口查察業務督導分配表，列丙級專責輔導對象，多久至少編排一次？ 

(A)每二個月 (B)每一個月 (C)每半個月 (D)每星期 

29、(D)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巡邏之主要任務為： 

(A)人犯查捕 (B)交通整理 (C)秩序維護 (D)防止危害 

30、(B)勤區查察的主要手段是： 

(A)情報佈建 (B)戶口查察 (C)社會治安調查 (D)戶口調查 

31、(B)警勤區員警對戶長及有素行紀錄人口之： 1-姓名  2-住址  3-特徵  4-素行  5-身

分證統一編號，應予背誦及指認： 

(A)1245 (B)1234 (C)2345 (D)1345 

32、(B)警察勤務之實施，以何種警察為中心？ 

    (A)社區警察(B)行政警察(C)刑事警察(D)交通警察 

33、(C)每日勤務時間為二十四小時，零時至六時為深夜勤，每人深夜勤時間，以不超過

幾小時為原則？ 

    (A)六小時(B)五小時(C)四小時(D)三小時 

34、(C)蒐集、查證、處理、通報、陳報等預警情資的情資處理區分，係指那一層次機關

（構）勤務指揮中心的運作程序？ 

    (A)警察分局(B)警察局(C)內政部警政署(D)警政廳 

35、(C)民國九十年十二月十四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是針對何項法規所

作的解釋意旨？ 

    (A)警察法(B)集會遊行法(C)警察勤務條例(D)警察教育條例 

36、(D)警勤區員警執行戶口查察時，以下敘述何者為不正確？ 

    (A)執行前，應妥訂勤區查察腹案計畫表(B)執行時，應逐戶、逐口查 

    (C)應穿著警察制服(D)查察後於戶口名簿簽章 

37、(B)警勤區員警對轄內人、地、事、物、概況等項資料，依警勤區手冊表卡，及警勤

區概況背誦表，隨時調查、註記，保持資料完整常新，並予熟記，對那些對象應予背

誦及指認其姓名、住址、特徵？ 

    (A)戶長及其配偶(B)戶長及有素行紀錄人口(C)有前科紀錄人口(D)有違警及犯罪前科

者 

38、(D)警察執行交通稽查勤務時，以下所述執行要領，何者不正確？ 

    (A)除現行犯或經合理懷疑為刑事犯者外，應避免追車(B)應避免於高速行駛中攔車 

    (C)應避免任意查車(D)應避免於攔停地點當場舉發 

39、(B)值班勤務以擔任通訊、連絡、傳達命令、接受報告為主，必要時可擔任： 

    (A)巡邏勤務(B)守望勤務(C)勤區查察(D)臨檢備勤 

40、(A)關於勤務規劃與執行，選出錯誤的述： 

    (A)勤務基準表為勤務執行機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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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勤務基準表之訂定應考慮服勤人員編組、服勤方式互換、勤務時間分配等三大原

則 

    (C)五人以下勤務執行機構，其夜間值班均改為值宿 

    (D)勤務執行機構變更勤務應陳報上級備查 

41、(C)為處理SARS疑似民眾等特別事故，所實施之勤教，應屬於： 

    (A)基層勤教(B)聯合勤教(C)專案勤教(D)特殊勤教 

42、(D)根據警察勤務條例，警勤區之劃分首要原則是： 

    (A)根據業務(B)根據人口(C)根據治安(D)根據自治區域 

43、(D)根據警察勤務條例，「專責勤區查察」之辦理為下列何者之權責？ 

    (A)各級勤務機構(B)內政部警政署(C)勤務規劃監督機構(D)警察局 

44、(A)勤務簡單、人數較少之單位，在勤務時間上適合採： 

    (A)半日更替制(B)勤六息六制(C)勤四息八制(D)勤八息四制 

45、(D)警勤區佐警欲實施政令宣導與家戶訪問，應採取： 

    (A)間接查察(B)直接查察(C)特定查察(D)安全檢查 

46、(B)警勤區佐警根據轄內人口性質予以分類，此稱之為： 

    (A)動態查察(B)間接查察(C)安全調查(D)平時查察 

47、(B)就組織原理言，警勤區之劃分是基於： 

    (A)時間責任制(B)空間責任制(C)全面責任制(D)人員責任制 

48、(B)台北市博愛特區發生特殊治安事故，此時轄區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應實施： 

    (A)萬全開設(B)一級開設(C)最高開設(D)頂級開設 

49、(B)既有之建設、土地利用或開發行為，如對野生動物構成重大影響時，下列何單位

得要求當事人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改善辦法？ 

    (A)經濟部(B)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C)縣（市）政府(D)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 

50、(A)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之規定，民防工作與軍事勤務相關者，在動員實施

階段之執行方式何者正確？ 

    (A)由國防部協調內政部運用民防團隊，支援軍事勤務 

(B)由國防部協調中央各機關執行 

    (C)由內政部執行 

(D)由內政部協調中央各機關執行 

51、(B)下列何者為「野生動物保育法」之立法目的？ 

    (A)人道主義、保護個別物種(B)維護物種多樣性、保持自然生態平衡 

    (C)保護個別物種、保持自然生態平衡(D)人道主義、維護物種多樣性 

52、(C)有關防空避難設備之使用分配，下列何者正確？ 

    (A)防空地下室由列管單位以戶為單位，在一百公尺內作使用分配 

    (B)高級中學之防空避難設備，不對外提供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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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影劇院、歌舞廳之防空地下室，一律不予對外分配使用 

    (D)機關防護團之防空避難設備，有多餘之容量由機關自行掌控 

53、(D)空襲時之交通管制與疏導，下列何者正確？ 

    (A)緊急警報發布後，在非幹道行駛之車輛，准予繼續行駛 

    (B)緊急警報發布後，郊區之一般車輛不得進入市區，人員在車內避難 

    (C)緊急警報發布後，在高速公路行駛之車輛，為安全理由，可繼續行駛 

    (D)由警察及民防任務隊擔任，當地駐軍及憲兵協助之，其任務包括維持秩序 

54、(D)警察執行勤務的行為，係屬於下列何種性質的行為？  

(A)事實行為 (C)法律行為  

(B)行政行為 (D)兼具事實行為與法律行為的性質  

55、(C)依「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理辦法」申請之槍砲、彈藥執照遺失時，持有人應向

戶籍所在地之何機關申請補發執照？ 

    (A)縣（市）政府(B)鄉鎮公所(C)縣（市）警察局(D)警察分局 

56、(C)機關團體購置使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所規定之槍砲、彈藥者，除可向內

政部申請許可外，內政部亦可委任那一個機關辦理？ 

    (A)縣（市）政府(B)鄉鎮公所(C)內政部警政署(D)縣（市）警察局 

57、(B)自衛槍枝所配子彈，手槍每枝不得超過： 

    (A)三十發(B)五十發(C)六十發(D)一百發 

58、(B)關於勤務指揮中心，選出錯誤的述： 

    (A)勤務中心主任負督導之責 

    (B)重大事故發生應實施甲級開設 

    (C)值勤員負責受理案件與製卡標圖等工作 

    (D)通訊員負責器材維修與保養 

59、(C)關於專案，選出錯誤的述： 

    (A)專案是非例行性的工作與計畫(B)專案實施之效果可能存在著「霍桑效應」 

    (C)為維護警察機關自身安全之專案為「培元計畫」(D)專案運用不當，可能會「邊際

效用遞減」 

60、(A)參加民防團隊編組人員，因接受訓練、演習、服勤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

得依其本職身分有關規定請領各項給付。但各項給付之請領權，除有特別規定外，自

可行使之日起，幾年內不行使將消滅請領權？ 

(A)二年 (B)三年 (C)四年 (D)五年 

61、(B)民防總隊首席副執行長一職，由下列何人兼任？ 

    (A)縣（市）政府主任秘書 (B)縣（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C)警察分局分局長 (D)縣（市）政府民政局局長 

62、(D)張三擬舉行之遊行路線跨越台北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大安分局轄區，依

法應向何機關提出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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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中正第一分局 (B)大安分局 (C)警政署 (D)台北市政府警察局 

63、(A)民防團隊之演習區分為那四種？ 

    (A)配合災害防救演習、全民防衛動員演習、全民防空演習、其他演習 

    (B)配合全民防衛動員演習、全民防空演習、災害防救演習、支援軍事勤務演習 

    (C)配合全民防衛動員演習、全民防空演習、支援軍事勤務演習、其他演習 

    (D)配合災害防救演習、全民防空演習、支援軍事勤務演習、其他演習 

64、(D)各級警察機關執行山地管制事項，除應受內政部警政署之指導外，尚應接受何單

位之督導？ 

    (A)縣（市）政府 (B)觀光局 (C0林務局 (D)國防部 

65、(A)集會、遊行，經該管主管機關命令解散而不解散，仍繼續舉行經制止而不遵從，

首謀者將會遭受何種制裁？ 

    (A)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B)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C)新臺幣六萬元以下罰鍰 (D)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66、(B)下列何種室外集會活動，依集會遊行法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A)佛教法會 (B)問政說明會 (C)體育競賽 (D)民俗表演 

67、(C)室外集會、遊行之申請許可或不許可，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之日起，幾日內

以書面通知負責人？ 

     (A)一日 (B)二日 (C)三日 (D)四日 

68、(A)集會遊行不得在各國駐華使領館、代表機構及其週邊範圍舉行，此週邊範圍由那

一個單位劃定公告，不得逾多少公尺？ 

    (A)由外交部劃定公告，但不得逾五十公尺  

(B)由內政部劃定公告，但不得逾五十公尺 

    (C)由外交部劃定公告，但不得逾一百公尺  

(D)由內政部劃定公告，但不得逾一百公尺 

69、(B)住戶於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瓦斯或其他危險營業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經催告幾日內仍未辦理者，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應代為投保？ 

     (A)六日 七日 十日 十五日 

70、(B)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應於開會前幾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

各區分所有權人？ 

(A)七日 (B)十日 (C)十五日 (D)二十日 

71、(D)依自衛槍枝管理條例規定，下列何者為錯誤？ 

(A)自衛槍枝查驗給照，每兩年為一期，期滿應即繳銷舊照，換領新照 

(B)置槍之限制，人民每人以甲、乙種各一枝為限 

(C)自衛槍枝管理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D)機關團體因警衛必要，其置槍數量，不得超過實有人數的三分之一 

72、(B)警察役役男執行勤務時，以使用下列何種警械為原則？ 



 125

(A)警棍 (B)警刀 (C)手槍 (D)瓦斯槍 

73、(C)一般警衛的服勤方式為何？  

(A)以守望、備勤為主，巡邏、值班為輔  

(B)以巡邏、備勤為主，守望、值班為輔  

(C)以守望、巡邏為主，備勤、值班為輔  

(D)以守望、值班為主，巡邏、備勤為輔  

74、(A)警勤區佐警執行戶口查察應於日間行之，但屢查不遇人口則不在此限。其中，所

謂「屢查不遇人口」，係指查察幾次以上？  

(A)2次 (B)3次 (C)4次 (D)5次  

75、(C)在勤務編排上，如某勤務執行機構係採半日更替制，則其所屬員警人數應為下列

何者？  

(A)8人 (B)6人 (C)4人 (D)2人  

             

（D）1、依據梅可望先生「警察學原理」一書之論述中，美國近五十年來警察勤

務之演變分為三個階段，即傳統機動反應時期、社區導向時期以及下列何種

時期？  

 (A)被動導向時期(pass ive  or ien ted(B)回應導向時期(reac t ive  or ien ted) 

 (C)科學導向時期(scientific oriented)(D)問題導向時期(problem oriented) 

（A）2、英美警察傳統之勤務制度中，所謂必特區(beat)勤務制度，為其警察勤務

之基本單位，其勤務活動實應與我國之何種勤務制度較類似或相近？  

 (A)巡邏區    (B)警勤區    (C)守望區    (D)責任區 

（B）3、民國八十一年警政署訂定「警察勤務改進方案」，分階段擇地試辦，即所

稱「新勤務制度」，或稱之為下列何者？  

 (A)兩班勤務制    (B)三班勤務制    (C)勤休正常制    (D)勤務減化制 

（D）4、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勤區劃分在法條排列上首先考慮的因

素為下列何者？  

 (A)面積因素    (B)治安狀況因素    (C)人口因素    (D)自治區域因素 

（B）5、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勤務方式共有幾種？  

 (A)五種    (B)六種    (C)七種    (D)八種 

（C）6、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服勤時間之分配，以下列何者為原則？  

 (A)三班制    (B)兩班制    (C)勤四息八    (D)勤四息四 

（A）7、根據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之意旨，員警對於人之臨檢，必須具備

下列何種法律認定之要件，足認為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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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臨檢勤務執行之合法時機？  

 (A)相當理由(probable cause)         (B)合理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  

 (C)程序正義(due process)            (D)實質正義(substantial justice) 

（C）8、下列何者為一九七０年代，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The 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的研究結果發現？  

 (A)巡邏密度愈高，愈能降低犯罪率 

 (B)巡邏密度愈高，愈能減少民眾對犯罪的恐懼感 

 (C)民眾對警察的態度，不會因預防巡邏之改變而受到明顯的影響 

(D)二人巡邏比一人巡邏安全 

（B）9、強調警察處理治安案件不應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該把造成治安

問題的癥結找出來，對症下藥，才能有效改善治安，此一看法為下列那一警

政策略主要強調的觀點？ 

(A)社區警政    (B)問題導向警政    (C)綜合導向警政    (D)案件導向警政 

（A）10、下列何者並非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對狀況處置的要求？ 

(A)蒐情快    (B)通訊快    (C)指揮快    (D)行動快 

（D）11、依據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對「場所」臨檢發動之門檻，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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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係依據下列那一法律而訂定的？ 

(A)刑法    (B)警察職權行使法    (C)警察法    (D)社會秩序維護法 

（B）13、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之規定，其為受毒品戒治人者，多久應查訪

一次？ 

(A)二個月    (B)三個月    (C)四個月    (D)六個月 

（A）14、警察分局轄區發生重大事故，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應即循何系統，陳報警

察局勤務指揮中心，並同時報告分局長及通報有關單位處理？ 

(A)全國治安管制系統      (B)全國維安執勤系統     

(C)八號分機通報系統      (D)全國通訊監察系統 

（A）15、警政署曾於民國何年，函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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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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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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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機關首長喜歡增加用人，故而員額不斷膨脹產生浪費現象，又僅注重職

場建築之外觀與設備之豪華，但其勤、業務之效率卻日趨低落，則合乎下列

行政學之何種定律？ 

(A)白京生定律〈Parkinson＇s Law〉    (B)彼得定律〈The Peter Principle〉     

(C)寡頭鐵律〈Iron Law of Oligarchy〉    (D)形式主義〈Formalism〉 

（B）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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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力三人至五人的勤務執行機構，其勤

務編配得採下列何制？ 

(A)三班制    (B)勤四息八制    (C)半日更替制    (D)全日更替制 

（A）20、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巡邏勤務應彈性調整巡邏區（線），採

定線、不定線，並應注意下列何種方式的交互運用？ 

(A)逆線、順線    (B)逆線、曲線    (C)亂線、順線    (D)順線、曲線 

（B）21、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各級勤務機構因治安需要，得指派人員

編組下列何種單位，以便運用組合警力，在指定地區執行巡邏、路檢、臨檢

等勤務？ 

(A)警備隊    (B)機動隊    (C)保安隊    (D)勤務隊 

（D）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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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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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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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英、美等國之必特區（beat），乃警察勤務制度之基本單位，即在警察局

所轄範圍內，劃成若干巡邏區，使員警在該區往復巡邏；此乃下列何位美國

警察泰斗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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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    (D)史密斯（Bruce Smith） 

（B）25、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The 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

共分成為下列幾組的不同工作指派之巡邏實驗（即不同巡邏密度指派之實

驗）？ 

(A)2 組    (B)3 組    (C)4 組    (D)5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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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6、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是一種經營警政之策略與哲學，然亦是

警政的復古運動，因為早在西元 1829 年創立現代警察之下列何人，即提出社

會治安必須警民合作，且偵查、預防並重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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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    (D)史帝芬爵士（Sir John Stevens） 

（C）28、近年來，國內外經濟情勢日益險峻，維護良好的社會治安乃成為政府拼

經濟的最大基石。因此，內政部警政署乃繼春安演習、治安燈號評比之後，

於九十二年三月起為落實整頓治安、打擊黑金，推出那一項專案，以呼應國

人望治心切的聲音? 

(A)維平專案    (B)維和專案    (C)維安專案    (D)維祥專案 

（D）29、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的改善，不能完全歸責於警察，因為道路交通問題

亦關乎人、車、路等因素，以及交通工程、教育、執法與環境等相關問題，

即所謂之： 

(A)4C 政策    (B)4D 政策   (C)4N 政策    (D)4E 政策 

（B）30、制服員警於犯罪熱點密集徒步巡邏，以提昇犯罪預防之嚇阻效果，即為

符合： 

(A)快速機動之要求    (B)提高見警率之要求    (C)優勢警力部署之需求    (D)

守望相助之需求 

（D）31、我國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係對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所定之那一項

勤務方式，所提出之釋義？ 

(A)守望    (B)巡邏    (C)勤區查察    (D)臨檢 

（D）32、下列那一項並非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所運用的執勤手段? 

(A)檢查    (B)取締    (C)盤詰    (D)跟監 

（A）33、依據警察勤務條例第八條之規定，警察局於必要時，得設警衛派出所，在

特定地區執行何種任務？ 

(A)守護    (B)監控    (C)查緝    (D)為民服務 

（C）34、警察勤務指揮中心之功能包括 C3I，即情報資料處理、指揮、通信及： 

(A)勤務編配    (B)監控    (C)管制    (D)督導 

（B）35、巡邏線上設置巡邏箱之主要目的在於： 

(A)方便督察人員查勤    (B)預防治安事故、消滅治安死角     

(C)滿足民意需求        (D)防止員警偷勤 

（D）36、對於勤務督導之重點，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A)激勵工作士氣    (B)指導工作方法     

(C)考核勤務績效    (D)發現員警勤務缺失 



 129

（B）37、依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對各單位成敗負完全責任者為： 

(A)督察人員    (B)各級主官(管)    (C)業務人員    (D)勤務人員 

（C）38、勤務督導分為駐區督導、機動督導(專案督導)及： 

(A)慰勤督導    (B)駐地督導    (C)聯合督導    (D)五層督導 

（B）39、警察機關設立「治安風水師」之任務團隊，其主要之用意在於： 

(A)蒐集治安情報         (B)教導民眾對住宅防竊、防盜的知識與做法     

(C)為民服務，解答疑難   (D)為民眾看風水，以促進警民關係 

（B）40、勤務之分配派遣，應力求勞逸平均，動、靜態工作務使均勻，藉以調節

精神體力，即必須： 

(A)內、外勤務交替編排             (B)攻勢、守勢勤務交替編排    

(C)制服、便衣勤務交替編排         (D)埋伏、守望勤務交替編排 

（A）41、各級警察勤務指揮中心接受報案或報告後，指揮「立即反應」警力到達

現場處理，其所指之「立即反應」警力是指： 

(A)線上巡邏員警    (B)刑事組偵查員     

(C)警備隊備勤員警    (D)派出所備勤員警 

（A）42、警察勤務運作有所謂「TAP 理論（警察到達時間理論）」，該理論強調何

種原理之運用？ 

(A)迅速原理    (B)機動原理    (C)彈性原理    (D)顯見原理   

（D）43、依據警察勤務規範之規定，守望之工作項目並未包括： 

(A)為民服務    (B)人車管制    (C)警戒、警衛    (D)職務協助 

（C）44、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之共同勤務及個別勤務各為幾種？ 

(A)共同勤務六種，個別勤務一種   (B)共同勤務四種，個別勤務二種    

(C)共同勤務五種，個別勤務一種   (D)共同勤務五種，個別勤務二種 

（D）45、下列那一項不是「備勤」勤務派遣的時機？ 

(A)處理突發、臨時事件    (B)解送、戒護人犯     

(C)替補缺勤勤務          (D)參加常年訓練 

（A）46、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警察勤務條例規定警察機關執

行勤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行勤務得採取之方式加以列舉」，因之該條例： 

(A)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行為法之性質    (B)應屬絕對之作用法    

(C)應屬單純之行為法                        (D)應屬單純之組織法 

（B）47、「警察勤務條例」是依何種法令制定？ 

(A)國家安全法     (B)警察法      

(C)行政執行法     (D)社會秩序維護法 

（B）48、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警察勤務之實施以何種警察為中心？  

(A)刑事警察   (B)行政警察   (C)交通警察   (D)保安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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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9、警察勤務條例第五條規定，警勤區由警員一人負責，依學理而言，「由

警員一人負責」所代表之意義，下列何者為非？  

(A)高素質化   (B)專責化     (C)專業化     (D)節約警力化 

（A）50、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行及督導，是由那一單位負責之？ 

(A)分駐所、派出所   (B)警察分局     (C)警察局      (D)警政署 

（B）51、警察勤務條例規定，各級勤務機構因治安需要，得運用組合警力，並得

保留預備警力；依理論而言，這是屬於勤務運作原理中的： 

(A)迅速原理    (B)機動原理    (C)彈性原理    (D)顯見原理 

（A）52、從警察勤務發展的軌跡分析，下列何種勤務將日趨重要？ 

(A)巡邏    (B)臨檢    (C)值班    (D)守望 

（C）53、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零時至六時之服勤時間以不超過幾小時為原則？ 

(A)2 小時      (B)3 小時       (C)4 小時     (D)5 小時 

（B）54、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勤務交接時間，是由那一機關定之？  

(A)警察分局     (B)警察局    (C)警政署   (D)各機關自行定之 

（D）55、警察事故之發生具有不特定性，依警察勤務條例第 14 條、第 17 條之規

定，各級勤務機構為因應需要，於規劃執行勤務時，得如何處理？ 指派人員

編組機動隊(組) 經常控制適當之機動警力 保留預備警力  運用組合警力 

(A)     (B)     (C)     (D)  

（B）56、各級警察機關內負責統一調度、指揮、管制所屬警力，執行各種勤務的

單位為： 

(A)機關主管（官）    (B)勤務指揮中心       

(C)業務單位          (D)督察單位 

（A）57、有關「臨檢」勤務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臨檢屬任意性之行政調查行為      (B)臨檢屬強制性之行政執行行為   

(C)臨檢屬強制性之行政命令行為      (D)臨檢屬任意性之刑事搜索行為 

（A）58、關於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結果發現，下列何者正確？ 

(A)刑案發生與巡邏密度無關      

(B)市民對犯罪的恐懼與巡邏密度明顯相關 

(C)警察反應時間與巡邏密度明顯相關     

(D)市民對警察之態度與巡邏密度明顯相關 

（A）59、下列何者不是警察實施臨檢要件之一？ 

（A）得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於公共場所任意臨檢或隨機檢查 

（B）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易生（即將發生）危害之處所、

交通工具或人為之 

（C）對私人居住處所為之者，該處所並應受住宅相同之保障 

（D）實施時，應遵守比例原則，不得逾越必要程度 

（C）60、警察實施臨檢程序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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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臨檢進行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   

（B） 臨檢進行前應對在場者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C） 臨檢以帶離現場實施為原則，在現場實施為例外 

（D） 身分一經查明，除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理者外，即應任其

離去，不得稽延 

（A）61、警察事故發生後，警察到達事故現場之時間會影響破案之機會；依理論

而言，這是屬於勤務運作原理中的： 

(A)迅速原理    (B)機動原理    (C)彈性原理    (D)法治原理 

（B）62、警察擔服勤務，因治安狀況需要而停止輪休時，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

下列處理方式何者正確？ 

(A)不得停止輪休                  (B)得停止輪休，並酌予補假   

(C)得停止輪休，並必須完全補假    (D)得停止輪休，並發給超勤加班費 

（B）63、警員執行勤區查察時，主要以下列何種工作項目為主？ 

(A)社會調查   (B)戶口查察   (C)情報佈建   (D)推行政令 

（B）64、我國警察勤務制度在警力部署方面，係採： 

(A)機動制    (B)集中與散在併用制    (C)散在制    (D)集中制 

（A）65、日本警察最基層單位，在市區稱之為交番(KOBAN)，其性質類同於我國

那一警察機構? 

(A)派出所    (B)駐在所    (C)守望哨(崗)    (D)警察分局 

（D）66、依據「警察勤務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之規定，勤務督導之緣由，在

該項條文之項目與原則之排列上，被列為第一順位者，為下列何項目？ 

(A)考核勤務績效    (B)指導工作方法    (C)考核紀律與風紀     

(D)激勵服勤人員工作士氣 

（B）67、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局基於事實需要，得指派警員專責

執行勤區查察之工作，即學界所謂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之專責警

勤區制度，此項規定為該條例第幾條之規定？ 

(A)第十八條    (B)第十九條    (C)第二十條    (D)第二十一條 

（A）68、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勤區查察時間之分配，得斟酌勞逸情形

每日以分配幾小時為原則？ 

(A)二至四小時    (B)二至五小時    (C)三至五小時    (D)四至六小時 

（C）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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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0、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為勤務規劃監督之機構，並對重點性勤

務，得逕為執行者，為下列之何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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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內政部    (B)警政署    (C)警察局    (D)警察分局 

（D）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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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2、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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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3、下列何種勤務執行之方式非為梅可望先生「警察學原理」一書中，所論

述之勤務方式名稱？ 

(A)巡邏    (B)臨檢    (C)守望    (D)當值 

（D）74、為深入社區預防犯罪，聽取民眾對治安狀況的反映，並協助居民解決有

關治安之疑難問題，社區巡邏勤務最宜採行： 

(A)汽車巡邏    (B)機車巡邏    (C)腳踏車巡邏    (D)徒步巡邏 

（C）75、由內政部所訂定之「全民拚治安行動方案」，將偵辦何種犯罪列為強化

治安之主軸，以回應民眾對整頓治安的要求？ 

(A)討債、擄人勒贖與走私犯罪     (B)搶劫、殺人與色情犯罪     

(C)詐騙、竊盜與暴力犯罪       (D)強盜、擄人勒贖與販毒犯罪 

 
1（B）下列那一種國家，以警察為控制人民、壓迫民眾的重要工具（A）民主世界

（B）共產世界（C）第三世界（D）原始世界。 
2（C）下列那個國家，是全世界國家中走向民主政治獲得成功最顯著的例子（A）

南非（B）南韓（C）中華民國（D）中國大陸。 
3（A）我國曾受到何種法律的約束，加上因「戒嚴」而設置的「太上」警察機構，

如「台灣警備總司令部」的運作，警察的形象與功能，實在與民主國家的警察有

一段距離（A）臨時條款（B）憲法增修條文（C）省縣自治通則（D）警察法。 
4（B）從民國三十八年到七十九年，長達四十一年之久，全台的最高警察首長，

包括台灣省警務處處長和其後的內政部警政署署長，清一色由軍中將領轉調而

來，負起警政全責，這時期稱為（A）「訓政時期」（B）「軍管時期」（C）「軍政時

期」（D）「憲政時期」。 
5（B）警察機構為政治服務，亦即為執政黨服務，未能保持「政治中立」，被譏為

打擊政治異己的工具。這是警察在那個時期為社會所垢病者（A）「訓政時期」（B）

「軍管時期」（C）「軍政時期」（D）「憲政時期」。 
6（B）警察人員未能嚴格執行法令，遷就現實的政治勢力，致弱小者未能獲得法

律給予的應有保障，強橫者因其政治地位獲得了不當、甚至非法的種種利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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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警察在那個時期為社會所垢病者（A）「訓政時期」（B）「軍管時期」（C）「軍政

時期」（D）「憲政時期」。 
7（D）警察人員對政治人物有所忌憚，任其胡作非為，不敢加以阻止或處理，使

警察工作者失其「執法人員」的公正立場與超然形象。這是警察在那個時期為社

會所垢病者（A）「訓政時期」（B）「憲政時期」（C）「軍政時期」（D）「軍管時期」。 
8（A）在那個時代，正常警察作用之無法彰顯，實在是時代的悲劇，更是真正以

警察為事業的專業人員的最大痛苦。（A）勘亂時期戒嚴時代（B）七 O 年代（C）

八 O 年代（D）九 O 年代。 
9（A）民國七十六年七月十四日政府宣怖廢除那個法律及宣佈解嚴，象徵戒嚴權

威的「台灣警備總司令部」撤銷了。全國最高警察首長的「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改由警察專業人員擔任，警察的「軍管時代」宣告結束。（A）勘亂時期臨時條款

（B）戰時軍令（C）國家安全法（D）強制執行法。 
10（C）我國從什麼時候開始，警察開始負起「憲政法治」時代應負的全責。全國

警察人員由五萬多人激增成八萬多人。（A）民國五十六年七月十四日（B）民國六

十六年七月十四日（C）民國七十六年七月十四日（D）民國八十六年七月十四日。 
11（A）政治民主化的結果，不僅使警察行政未能順利實施，而且由於什麼情結與

黑金黑道的介入警政，使警察工作與警察人員的執法立場及服務精神，大受阻擾！

（A）政黨情結（B）李登輝情結（C）郝柏村情結（D）林洋港情結。 

 
12（全）為求民主至政治的合理推行以及警察行政在民主社會能夠「正常化」與

「成熟化」，警察必須建立並堅持那些原則和立場，才能使我國的民主政治真正落

實，不致虛有其表，甚至每況愈下。（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

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13（A）警察必須如何？是任何成熟的民主政治必備條件，也是先進民主國家如歐、

美、日、德等國的正常現象。（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

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14（A）警察行政不受政黨政治的影響，警察人員和警察行政在政黨相互競爭時，

保持其超然的、中立的地位，絕對不能有所偏袒。這是警察必須建立並堅持的何

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

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15（A）警察人員個人可以參加任何合法的政黨，但不可參加政黨的任何活動，包

括為政治人物的助選活動在內；公開或密秘密參加政黨活動，一律嚴格禁止。這

是警察必須建立並堅持的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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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16（B）警察組織自上至下，由中央至基層，系統分明，形成一條鞭。上級單位對

下級單位的指揮靈活，如臂使指，不受任何外力的干預。這是警察必須建立並堅

持的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

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17（B）警察機關的指揮系統非常明確，全國、全省、全縣市，都有明確的指揮體

系，以單一指揮為最高原則，不產生「多頭馬車」的現象，也不發生「越級指揮」

的亂象。這是警察必須建立並堅持的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

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

「社區化」。 

 
18（C）在民主國家，個人依法享有的權力是神聖的！是必須由執法人員，包括司

法與警察人員，全力予以保障與保護的！這是警察必須建立並堅持的何種原則和

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

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19（A）警局行政的行為，在政黨競選或競爭性的活動時，應保持嚴格的中立立場。

換言之，在任何競選或競爭場合，警察應嚴格保持其執行法律的立場，對任何政

黨或政治人物，不得作左右偏袒，應該站在「執法者」的地位，保障競選或競爭

者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應該排除任何違法的競爭或競選行為。這是警察必須建立

並堅持的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

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20（A）警察人員代表法律，以執行法律、維護法律尊嚴為唯一職志；由此達成其

維護公共安全、建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合法權益的神聖任務。這是何種原則和

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

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21（A）對於各種政治活動，包括各政黨的活動，除非有違反法律情事，警察機關

及其所屬人員，不得干預或干涉，而應在法律許可範圍之內，提供應有的保障和

服務。這是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

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22（A）民主政治下的警察，應該超然卓立於政治活動與政黨行為之外。嚴守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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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際，對合法的政治行為予以尊重與保護；對非法、違法的政治行為予以禁止

和取締！這是基於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

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23（A）在民主政治運作的大前提下，警察是代表國家的，不是代表某一政黨或某

政治勢力或某一政治人物的。以上是警察的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

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

務的「社區化」。 

 
24（C）下列那一個國家實施嚴格的地方分權制度，民選的縣市長有權派任警察首

長，但除此之外縣市長不得干預警察局的內部人事。（A）台灣（B）英國（C）美

國（D）日本。 

 
25（D）下列那一國家各州的法律都規定給予警察局長以行政和人事的全權。連縣

市議會，除對警察局的年度預算、計劃等可以審查核定外，對於警察業務和人事，

一概不准干預。（A）日本（B）澳洲（C）英國（D）美國。 

 
26（A）警察人員與政黨人士和政治人物，在法律規範之下，相互尊重，彼此合作，

形成一片和諧守法的社會風尚。這是警察的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

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

務的「社區化」。 

 
27（A）警察的何種原則和立場實為民主政治重要的基石；而警察對此種原則和立

場的堅持，正是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必備條件。（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

「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28（D）二十世紀下半葉各國警察最主要的任務是什麼？亦即與犯罪者對抗。（A）

查察賄選（B）防治性侵害（C）刑事鑑定（D）防治與偵察犯罪。 

 
29（B）警察機關的組織體系自成一格，不與軍事體系及司法體系相混淆。換言之，

軍事與司法體系或行政體系，不得介入警察體系，應尊重警察體系的一體性和獨

立性。以上是警察的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

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30（B）警察的何種原則和立場？是各先進民主國家警察組織的最高守則，沒有例

外。（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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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31（B）警察工作要發揮其力量，必須行動迅捷，動員徹底；如果經常受到外來不

必要的干預和牽制，則必產生畏首畏尾的心態，不能勇於任事，不僅無法達成任

務，反而成為處事的累贅。以上是警察的何種原則和立場的考量？（A）「政治中

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

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32（B）為使警察易於建立其足以自傲、自尊的「專業文化」，提高其士氣，願以

警察工作作為其「終身的事業」。所以要建立並堅持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

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

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33（B）警察要與現代化的犯罪者或犯罪集團相對抗，如果本身的組織不健全，缺

乏效率，則根本不是犯罪者的對手，對打擊犯罪便會徒勞無功，無法克敵制勝！

所以要建立並堅持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

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34（A）警察人員與政黨人士和政治人物，在法律規範之下，相互尊重，彼此合作，

形成一片和諧守法的社會風尚。這是警察的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

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

務的「社區化」。 
35 下列那一國家各州的法律都規定給予警察局長以行政和人事的全權。連縣市議

會，除對警察局的年度預算、計劃等可以審查核定外，對於警察業務和人事，一

概不准干預。（A）日本（B）澳洲（C）英國（D）美國。 
36（C）在民主國家，個人依法享有的權力是神聖的！是必須由執法人員，包括司

法與警察人員，全力予以保障與保護的！這是警察必須建立並堅持的何種原則和

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

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37（B）警察機關的組織體系自成一格，不與軍事體系及司法體系相混淆。換言之，

軍事與司法體系或行政體系，不得介入警察體系，應尊重警察體系的一體性和獨

立性。以上是警察的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

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38（B）警察人員未能嚴格執行法令，遷就現實的政治勢力，致弱小者未能獲得法

律給予的應有保障，強橫者因其政治地位獲得了不當、甚至非法的種種利益。這

是警察在那個時期為社會所垢病者（A）「訓政時期」（B）「軍管時期」（C）「軍政

時期」（D）「憲政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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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B）警察工作要發揮其力量，必須行動迅捷，動員徹底；如果經常受到外來不

必要的干預和牽制，則必產生畏首畏尾的心態，不能勇於任事，不僅無法達成任

務，反而成為處事的累贅。以上是警察的何種原則和立場的考量？（A）「政治中

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

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40 警察組織自上至下，由中央至基層，系統分明，形成一條鞭。上級單位對下級

單位的指揮靈活，如臂使指，不受任何外力的干預。這是警察必須建立並堅持的

何種原則和立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

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41（C）人權的範圍與內容，必定是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任何政府機構，包括警察

機關，任何政府官員（從總統到警員），都不准侵犯！在民主國家，個人依法享有

的權利是神聖的！是必須由執法人員，包括司法與警察人員，全力予以保障何和

保護的！以上是說明什麼？（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

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42（C）近二十年來，各國警政當局處理「人質」與「劫機事件」和台北南非大使

館武官被挾持等事件的和平圓滿落幕，說明了以「人文精神」去處理犯罪份子獲

致成功，仍舊是可能的。也說明了什麼？（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

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43（C）所謂「人文精神」是指從人類的本性去瞭解對方，其基本論點是「人性本

善」，不論何種暴徒惡棍，及十惡不赦之徒，其內心深處仍有其一念之善。這也是

以下何種論點？（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

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44（D）最近ㄧ期的美國「國家地理」雜誌，介紹北歐主要國家之一的哪一個國家？

是警察行政的人性化明顯成功的例子（A）挪威（B）芬蘭（C）瑞典（D）丹麥。 
45（A）警察行政的「人性化」從何著手，不包含以下那一項？（A）警察勤務人

員應與社區民眾打成一片，密切往返，關心社區的一切問題（B）整個警察制度必

須人性化（C）警察界各級人員之間的關係應該人性化（D）警察對外界的作風應

該人性化。 
46（D）以下何者其目的是在提昇社區居民間相互接觸的機會，由接觸而認識瞭解，

而建立友誼，而相互關切，而合作互勵，而團結行動，來增進社區的種種福祉？

（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

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47（D）警察勤務區的劃分應改以社區為單位，將傳統的人口、面積、業務等因素

變為次要地位。以上是說明何者的要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

體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48（D）警察機關對犯罪叢聚或經常發生事故的社區，民眾及其負責人作專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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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說明何者的要領？（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制一元化」的

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49（B）以下那個國家？其警察組織體系的一元化，更是全世界各國的典範。（A）

美國（B）日本（C）德國（D）義大利。 
50（B）至於其他高度民主化的國家，如法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澳洲、瑞士

等，其警察組織都採行以下何種原則？（A）「政治中立化」的堅持（B）「警察體

制一元化」的強調（C）警察行政的「人性化」（D）警察勤務的「社區化」。 

 
  
1. ( 1 )1945 年何國宣佈無條件投降,正式結束為期四年,人類歷史上慘烈無比的第              
次世界大戰 (1)日本(2)德國(3)美國(4)英國 
2. ( 2 )全世界在意識形態方面分為兩個世界,民主世界是以何國為主?(1)英國(2)美
國(3)中國(4)法國 
3. ( 1 )全世界在意識形態方面分為兩個世界,共產世界是以何國為主?(1)蘇聯(2)日
本(3)印尼(4)德國 
4. ( 1 )以民主世界為首的美國,其厲行的政治為?(1)民主政治(2)極權政治 
5. ( 2 )以共產世界為首的蘇聯,其厲行的政治為?(1)民主政治(2)極權政治 
6. ( 4 )何國的警察是以為服務民眾的重要機制,保障民權的重要機制?(1)伊朗(2)伊
拉克(3)利比亞(4)美國  
7. ( 4 )何國的警察是控制人民`壓迫民眾的重要工具?(1)台灣(2)菲律賓(3)泰國(4)蘇
聯 
8. ( 1 )走向民主世界的國家在下列選項中,何者為正確?(1)南美洲國家(2)伊朗(3)伊
拉克(4)敘利亞 
9. ( 1 )走向極權世界的國家在下列選項中,何者為正確?(1)伊索比亞(2)菲律賓(3)泰
國(4)馬來西亞 
10.( 3 )全世界國家中走向民主政治或的成功最顯著的例子是?(1)馬來西亞(2)日本

(3)臺灣(4)印尼 
11. ( 1 )何時政府宣布廢除「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宣布解嚴?(1)76 年 7 月 14 日(2)74
年 7 月 14 日(3)76 年 7 月 16 日(4)72 年 7 月 14 日 
12. ( 1 )各級政府首長與民意代表是如何產生的?(1)公開普選(2)秘密(3)直接(4)間接 
13. ( 3 )各級民意代表的崛起,使各級政府首長受到嚴厲的監督,產生了何弊端? (1)
政黨政治(2)政治多元化(3)分贓政治(4)一黨專政 
14. ( 2 )下列何項非開放後的重要政黨? (1)國民黨(2)自由黨(3)民進黨(4)新黨 
15. ( 2 )基於各級政府首長與民代公開普選方式產生,何種政治開始流行污染了民主

政治? (1)多黨政治(2)黑金政治(3)一黨專政(4)政治多元 
16. ( 1 )自解嚴後,撤銷了象徵戒嚴權威的是?(1)台灣警備總司令(2)警政署署長(3)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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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4)副總統 
17. ( 1 )民國 38 年到 79 年,全台最高警察首長至內政部警政署署長,皆由軍中將領轉

調,為何時期?(1)民主時期(2)多黨時期(3)黑道時期(4)軍管時期 
18. ( 2 ) 民國 38 年 79 年,由軍中將領負起警政責任,最為社會詬病者,下列敘述何者

為非?(1)警察為政治服務(2)警察保持政治中立(3)警察未能嚴格執行法令(4)遷就政

治勢力 
19. ( 1 )戡亂時期,戒嚴時期,警察最為社會所詬病者,下列敘述何者為非?(1)仍保持

公正立場(2)遷就政治人物(3)弱小者未能獲法律給予應有之保障(4)為執政黨服務 
20. ( 3 )宣布解嚴後,全國最高警察首長的「內政部警政署署長」改由誰擔任?(1)立
委(2)軍人轉調(3)警察專業人員](4)監察委員 
21. ( 1 )財團`黑道介入政治,搖身一變成為立委,縣市議員,議長,利用議會控制警察

機關預算,個及警察首長的質詢,此為何現象? (1)開倒車(2)多黨政治(3)政治中立(4)
政治多元 
22. ( 3 )下列何者非使警察工作和執法的立場大受阻撓?(1)政黨情結(2)黑金(3)政治

中立(4)黑道 
23. ( 4 )下列何者非警察落實民主政治所需建立並堅持之原則?(1)正常化(2)成熟化

(3)政治中立(4)黑金黑道 
24. ( 3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1)警政的政治中立是成熟民主政治的必備條件(2)警政

的政治中立是歐美的正常現象(3)政治中立指警察受政黨的影響(4)在政黨相互競爭

時,保持超然`中立地位 
25. ( 2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警察可以參加任何合法政黨(2)警察可以參加政黨任

何活動(3)警察不可以幫助政治人物助選的活動(4)嚴格禁止公開或秘密參加政黨活

動 
26.( 2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警察行政行為在政黨競選時,保持嚴格中立立場(2)對
政黨可以偏袒(3)嚴格保持執法的立場(4)排除違法競爭`競選 
27.( 4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警政必須中立(2)嚴禁對政黨作有利及不利的批評(3)
不得對政黨表示支持或反對(4)在非公開場合可以表示批評 
28. ( 3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警察代表法律並執行法律(2)在非公開場合亦不得批

評政黨(3)政黨活動在法律許可內亦得干涉(4)政黨活動除有違法外,警察不得干預 
29. ( 4 )民主政治下的警察應如何,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超然卓立於政治活動(2)
對合法政治行為予以尊重(3)對非法政治行為予以取締(4)警察代表某一政黨 
30. ( 3 )警察一律以法律為依歸,不受政黨政治的影響,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警察

工作(2)警察制度(3)警察政黨行為(4)警察人事 
31. ( 3 )下列有關美國制度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1)實施地方分權(2)民選縣市長

有權派任警察首長(3)縣市長也可干預警察局內部人事(4)縣市長不得干預 
32. ( 2 )下列有關美國制度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1)各州法律規定給予警察局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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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人事權(2)縣市議會對警察業務`人事亦得干預(3)縣市議會對警察局的年度計畫

可以審核(4) 縣市議會對警察局的年度預算可以審核 
33. ( 3 ) 警察政治中立化的優點,下列敘述何者為非?(1)政治人物尊重警察職權(2)
政治人物尊重警察專業,不因私人擔任警察工作(3)因政黨選舉成敗而任意調動警察

首長(4)一旦發現有違法情事,絕對依法取締 
34. ( 1 )警察要如何為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1)政治中立化(2)政治偏袒(3)多元政治

(4)黑金政治 
35. ( 3 ) 20 世紀的下半葉,各國的警察任務,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防制偵查犯罪(2)
與犯罪者對抗(3)放縱犯罪發生(4)逮捕作姦犯科之徒 
36. ( 4 )警察體制一元化,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系統分明,形成一條鞭(2)指揮靈活,
不受外力干預(3)指揮系統明確(4)多頭馬車現象 
37. ( 3 )警察體制一元化,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以單一指揮為最高原則(2)不發生

越級指揮(3)警察的組織與軍事`司法體系混淆(4)不產生多頭馬車 
38. ( 3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警察堅持政治中立化是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必備條

件(2)警察體系具一體性`獨立性(3)警察組織指揮受外力干預(4)警察組織不與軍事`
司法體系混淆 
39. ( 1 )警察組織體系一元化使警察亦建立自傲`自尊的是什麼?(1)專業文化 (2)政
治中立化(3)人性化(4)社區化 
40. ( 3 )何者是先進民主國家警察組織的最高守則? (1)政治中立化(2)人性化(3)組織

體系一元化(4)社區化 
41. ( 1 )何國採中央集權,警察組織體系一元化,是全世界各國的典範?(1)日(2)德(3)
美(4)法 
42. ( 3 ) 美國警察的制度,下列敘述何者為非?(1)聯邦‵州‵地方警察機關,其各別

組織體系絕對一元化(2)自成體系(3)受他機關,政治勢力干預(4)各警察體系講求高

度合作,協調 
43. ( 3 )警察單位像訓練有素的球隊,有一個目標,下列何者為非?(1)零犯罪(2)零車

禍(3)低犯罪(4)零傷風敗俗 
44. ( 4 )警察形象下列敘述何者為是? (1)以力服人(2)高高在上(3)執法無力(4)公正

執法 
45. ( 2 )警察人員間和各警察機關間應如何,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以倫理代替紀律

(2)以處罰代替說服(3)以互助代替鬥爭(4)以愛心代替妒嫉 
46. ( 4 )警察制度需人性化,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組織結構(2)人事管理(3)教育訓

練(4)處事無力 
47. ( 3 )做到零損害的條件,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政治中立化(2)行政人性化(3)以
力服人(4)勤務社區化 
48. ( 4 )傳統時代警察勤務區以什麼來劃分,下列敘述何者為非?(1)人口數目(2)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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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3)警察業務數量(4)社區 
49. ( 3 )警察勤務正常活動,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1)巡邏(2)守望(3)訴苦(4)訪問 
50. ( 1 )民主時代警察勤務的劃分應以何為單位?(1)社區(2)人口(3)面積(4)業務 

 
A1.日本西元幾年宣布無條件投降，結束為期四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A〉1945〈B〉1943〈C〉1946〈D〉1947 

C2.全世界在意識形態方面分裂為哪兩個世界？ 

〈A〉 台灣、日本〈B〉英國、荷蘭〈C〉美國、蘇聯〈D〉韓國、印尼 

B3.美國厲行何種政治？ 

〈A〉極權〈B〉民主〈C〉共和〈D〉專制 

C4.蘇聯厲行何種政治？ 

〈A〉共和〈B〉民主〈C〉極權〈D〉專制 

C5.美國警察主要機制為何？ 

〈A〉 壓迫民眾〈B〉控制人民〈C〉服務人民〈D〉羈押人民 

A6.哪一國為全世界國家中走向民主政治最成功的例子？ 

〈A〉中華民國〈B〉美國〈C〉英國〈D〉法國 

C7.何時政府宣布廢除戡亂時期臨時條款？ 

〈A〉民國 77 年 7 月 14 日〈B〉民國 73 年 5 月 1 日〈C〉民國 76 年 7 月 14 日

〈D〉民國 70 年 1 月 14 日 

B8.民國幾年宣布解嚴？ 

〈A〉78〈B〉76〈C〉86〈D〉90 

C9.解嚴後什麼時代宣告結束？ 

〈A〉共和〈B〉民主〈C〉軍管〈D〉專制 

C10.解嚴後，警察開始負起什麼時代應負的全責？ 

〈A〉 壓迫民眾〈B〉控制人民〈C〉憲法政治〈D〉羈押人民 

A11.黨禁、報禁開放，四十多年的一黨專政改變為何？ 

〈A〉多黨競爭〈B〉三黨競爭〈C〉兩黨競爭〈D〉四黨競爭 

C12.台灣過去重要政黨有哪四個？ 

〈A〉共和黨、民主黨、黑手黨和建國黨〈B〉親民黨、青年黨、黑手黨和建國

黨〈C〉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建國黨〈D〉共和黨、民主黨、黑手黨和

建國黨 

B13.何為警政成熟民主政治之必備要件？ 

〈A〉民主中立化〈B〉政治中立化〈C〉極權中立化〈D〉專制中立化 

C14.警察人員個人可以參加任何合法的政黨嗎？ 

〈A〉隨意〈B〉否〈C〉可，但不能參加政黨的任何活動〈D〉可，還能參加政

黨的任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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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警察行政行為，在政黨競選或競爭性的活動時，應保持何種立場？ 

〈A〉壓迫民眾〈B〉控制人民〈C〉中立〈D〉羈押人民 

A16.美國實施何種制度，民選的縣市長有權派任警察首長，縣市長不得干預警察局

的內部人事？ 

〈A〉地方分權〈B〉中央集權〈C〉一黨專政〈D〉一黨獨大 

C17.美國實施嚴格的地方分權，各州的法律都規定給予警察局長何種全權？ 

〈A〉消防和稅捐〈B〉司法和立法〈C〉行政和人事〈D〉考試和監察 

B18.縣市議會，除對警察局的年度計畫、預算等可以審查核定外，對何種不得干預？ 

〈A〉消防和稅捐〈B〉警察業務和人事〈C〉行政和人事〈D〉考試和監察 

C19.美國警察局長的任命標準？ 

〈A〉身高、學歷〈B〉身家背景〈C〉必須具備警察專長、學者〈D〉體格健壯 

C20.二十世紀下半葉各國警察最主要的任務為何？ 

〈A〉消防和稅捐〈B〉警察業務和人事〈C〉防制與偵查犯罪〈D〉考試和監察 

A21.警察組織自上至下，自中央至基層，系統分明，此為何種組織？ 

〈A〉一條鞭〈B〉中央集權〈C〉地方分權〈D〉一黨專政 

C22.警察機關的指揮系統非常明確，全國、全省、全縣市以何種體系違最高原則？ 

〈A〉一條鞭〈B〉中央集權〈C〉單一指揮〈D〉一黨專政 

B23.警察組織體系如何，是各先進民主國家警察組織的最高守則？ 

〈A〉一條鞭〈B〉一元化〈C〉單一指揮〈D〉一黨專政 

C24.美國有聯邦憲法，所以有何種警察？ 

〈A〉州警察〈B〉縣警察〈C〉聯邦警察〈D〉地方警察 

C25.日本採何種體制？ 

  〈A〉一條鞭〈B〉地方分權〈C〉中央集權〈D〉一黨專政 

A26.日本全國最高警察機關為何？ 

〈A〉國家公安委員會〈B〉警政署〈C〉警察局〈D〉派出所 

B27.日本各地方經由民選的首長，對何種均不加干預？ 

〈A〉消防和稅捐〈B〉警察的組織、業務和人事〈C〉防制與偵查犯罪〈D〉考

試和監察 

B28.高度民主化的國家，如法國、英國、德國採何種化原則？ 

〈A〉民主中立化〈B〉一元化〈C〉極權中立化〈D〉專制中立化 

C29.民主政治的特色是對何種權利的尊重？ 

〈A〉自由〈B〉民主〈C〉人權〈D〉博愛 

C30.所謂人文精神是指從人類的本性去瞭解對方，其基本論點為何？ 

〈A〉壓迫對方〈B〉人性本惡〈C〉人性本善〈D〉羈押對方 

A31.三十年前梅可望先生在中央警官學校時，曾一再勉勵學生如何？ 

〈A〉作人性的工程師〈B〉人性本惡〈C〉人性本善〈D〉羈押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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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哪一國差不多已經沒有犯罪？ 

〈A〉台灣〈B〉英國〈C〉丹麥〈D〉韓國 

B33.整個警察制度必須人性化，包括哪四種應採行人性化原則？ 

〈A〉消防和稅捐〈B〉組織結構、教育訓練、人事管理和勤務執行〈C〉防制與

偵查犯罪〈D〉考試和監察 

C34.勤務方面則應深入社區與基層，建立何種警察？ 

〈A〉地方警察〈B〉中央警察〈C〉社區警察〈D〉州警察 

C35.要做到零損害，除了政治中立化、體制一元化和行政人性化之外，還有哪項必

要條件？ 

〈A〉壓迫民眾〈B〉控制人民〈C〉勤務社區化〈D〉羈押人民 

A36.何種是二十世紀下半葉，特別是六十年代以後的新寵兒？ 

〈A〉社區〈B〉家庭〈C〉警政〈D〉環保 

C37.現代大都市的興起，已由都市叢林轉變為何？ 

〈A〉社區化〈B〉多元化〈C〉郊區化〈D〉一元化 

B38.現代大都市的興起，已由什麼轉變為郊區化？ 

〈A〉社區化〈B〉都市叢林〈C〉郊區化〈D〉一元化 

C39.社會學家為提昇社區居民相互接觸的機會，推動何種制度？ 

〈A〉共和〈B〉民主〈C〉倡導社區意識和社區發展〈D〉專制 

C40.警察勤務區以何種傳統因素來劃分？ 

〈A〉壓迫民眾〈B〉控制人民〈C〉人口數目、土地面積大小和警察業務的數量

〈D〉羈押人民 

A41.警察勤務區的劃分應改以何種為單位，以傳統因素為次要單位？ 

〈A〉社區〈B〉家庭〈C〉警政〈D〉環保 

C42.美國近五十年警察勤務的演變第一階段為哪一個年代？ 

〈A〉七十至八十年代〈B〉二十至三十年代〈C〉五十至六十年代〈D〉四十至

八十年代 

B43.美國近五十年警察勤務的演變第一階段為何種時期？ 

〈A〉問題導向時期〈B〉傳統時期〈C〉社區導向時期〈D〉環保導向時期 

C44.美國近五十年警察勤務的演變第二階段為哪一個年代？ 

〈A〉七十至八十年代〈B〉二十至三十年代〈C〉七十年代〈D〉四十至八十年

代 

C45.美國近五十年警察勤務的演變第二階段為何種時期？ 

〈A〉社區導向時期〈B〉傳統時期〈C〉問題導向時期〈D〉環保導向時期 

C46.美國近五十年警察勤務的演變第三階段為哪一個年代？ 

〈A〉七十至八十年代〈B〉二十至三十年代〈C〉七十年代〈D〉八十年代 

A47.美國近五十年警察勤務的演變第三階段為何種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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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社區導向時期〈B〉傳統時期〈C〉問題導向時期〈D〉環保導向時期 

B48.美國警界發明了兩個簡寫名詞，問題導向英文縮寫為下列何種？ 

〈A〉PAP〈B〉POP〈C〉PDP〈D〉PCP 

C49.美國警界發明了兩個簡寫名詞，社區導向英文縮寫為下列何種？ 

  〈A〉PAP〈B〉POP〈C〉COP〈D〉PCP 

C50 美國近五十年警察勤務的演變第一階段，以何種事項為主體.？ 

〈B〉 壓迫民眾〈B〉控制人民〈C〉機動巡邏、快速反應及犯罪偵查〈D〉羈押

人民 

(C)1.警察勤務制度的基本原則有：(A)三項(B)四項(C)五項(D)六項。 
(B)2.要使警力足以安安穩穩的掌握無止盡的警察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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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下列何者為我國警察勤務基本單位？(A)警勤區(B)駐在所(C)分駐所(D)分局。 
(C)4.警察機關最理想的情況是多少檢查全部警勤區之工作量一次？(A)三個月(B)
半年(C)一年(D)二年。 
(C)5.「警察勤務條例」規定依人口疏密依多少人口劃設一警勤區？(A)一千人口以

下(B)一千五百人口以下(C)二千人口以下(D)三千人口以下。 
(D)6.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主觀權衡其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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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凍結權。 
(D)7.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下列何者不是應具有的內涵？(A)誠實(B)廉潔(C)顧大體

(D)獲取世人恭維。 
(A)8.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勤區的規劃應考量哪三個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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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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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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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警察勤務的編排，得採半日更替之警察勤務執行機構，所置人員應為：(A)
四人以下(B)四人至六人(C)五人以下(D)三人至五人。 
(A)12.刑事警察工作者的勤務分配，各國採用原則並不一致，歸納起來可分三種，

下列何者為含之？(A)戶口查察(B)劃分管區(C)犯罪巡邏(D)特定勤務。 
(A)13.行政警察值勤人數之配當，主要以下列何者為依據？(A)警察業務多寡(B)轄
區面積大小(C)轄區人口多寡(D)交通便捷。 
(D)14.警察常年教育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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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5.根據我國警察機關之內部分工，下列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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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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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16.有關內、外勤警力部署運用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為非？(A)人犯看管，押

送與案件之訊問是屬於外勤工作(B)警察機關規模愈大，內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小(C)
愈至基層，外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大(D)內勤人員亦須分班執勤並應配合外勤分班，

二十四小時均不間斷。 
(C)17.下列何者有關警察勤務分配之敘述有誤.？(A)愈至基層，外勤人員所佔比率

愈大(B)警察機關規模愈大，內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小(C)公共關係事項屬於外勤工作

(D)人犯看管與押送屬於內勤工作。 
(A)18.二十一世紀警察最大的問題仍為警察人為的：(A)操守問題(B)紀律問題(C)
健康問題(D)風氣問題。 
(D)19.二十一世紀良好警察形象如何建立，以下何者為非？(A)創建優良警察文化

(B)提升警察倫理道德(C)研發尖端警察科技(D)建立良好警察制度。 
(C)20.警察尖端科技研發的目標應該不包含下列何項？(A)人性科技(B)群眾科技(C)
客人科技(D)審判科技。 
(D)21.現在警察發展的趨勢應包含(甲)組織的集中和統一(乙)人員專家化與專業化

(丙)教育_較長的時間高深的研究(丁)人事管理的制度化與標準化(戊)業務 
-高度的運用科學和廣泛的為民服務(己)勤務_-機動性的強化人力時間的節約組合

警力的運用(A)甲乙丙(B)甲乙丙丁(C)甲乙丙丁戊(D)甲乙丙丁戊己。 
(D)22.一九三九年起，內政部復先後分區創辦三種事業，下列何者不是？(A)刑事

實驗室(B)警用無線電台(C)警察訓練學校(D)國際警察組織。 
(C)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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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4.治安顧慮人口查察辦法係依據下列何法而制定？(A)行政執行法(B)行政程序

法(C)戶籍法(D)警察職權行使法。 
(D)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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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皇家騎警局為哪一國家的警察機構？(A)法國(B)英國(C)加拿大(D)德國。 
(A)27.慢車所有人與其駕駛人之違規行為由下列何單位處罰？(A)警察機構(B)公路

主管機關(C)交通事件裁決所(D)地方法院。 
(C)28.在美國專司保護總統及家屬之責的是？(A)聯邦調查局(B)中央情報局(C)秘
密勤務處(D)國家安全局。 
(A)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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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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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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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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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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內政部於民國哪一年將施行多年的警管區改稱為警勤區？(A)民國三十六年

(B)民國三十八年(C)民國五十一年(D)民國六十七年。 
(A)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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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4.下列何者並非紀律執行之手段中對警察人員之獎勵方法？(A)保送一般大學

進修(B)榮譽獎(C)物質獎(D)升遷。 
(D)35.下列何者是社區警政時期警察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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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警員。 
(A)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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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我國警察就其組織型態、權利大小、業務內容與下列哪些國家之制度為接

近？(A)英國、日本(B)美國、加拿大(C)德國、法國(D)西班牙、英國。 
(A)38.下列救濟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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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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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警察的目的任何情況皆可行使強制力 
(C)40.於重大災變之際，警察機關命人民防護救助是屬警察下命中之：(A)忍受令(B)
不作為令(C)作為令(D)給付令。 
(D)41.下列何者非警察處分之內容？(A)警察下令(B)警察許可(C)警察免除(D)警察

命令。 
(D)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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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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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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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4.現代警察首先創行於何國？(A)美國(B)德國(C)中國(D)英國。 
(D)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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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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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法並警察學之研究方法(D)警察學是經驗與研究的累積 
(B)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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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警察工作中，下列何者被認為是最後訴諸且應慎重使用的手段？(A)指導(B)
溝通(C)強制(D)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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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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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B)警察的知識(C)民眾是否迅速報案(D)警察的裝備。 
(C)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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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警察組織的形式，賦予警察定義稱為：（A）實定法上的警察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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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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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C）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D）警察

機關警察人員與警察裝備之總稱。 
（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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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是一種法律行為。 
（B）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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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人民福利（C）依法保護社會安全（D）依法防止一切危害。 
（C）5 警察為達成警察任務應以下列何者為手段.？（A）協調溝通談判（B）執

法勸導服務（C）強制服務指導（D）強制指導溝通。 
（A）6.我國各級警察機關之武器彈藥依警察法之規定，係下列哪一層級統籌調配

之：（A）中央（B）省（市）（C）縣（市）（D）以上均可統籌調配 
（B）7.在公法學中與警察學公係最為密切的是：（A）行政法立法法（B）行政法

刑事法（C）司法法刑事法（D）刑事法民事法。 
（C）8.限於資源卻又想了解全國各定所有警察人員對於某一個問題的看法，此時

最好用：（A）內容分析法（B）實驗法（C）調查研究法（D）歷史研究法。 
（D）9 各種警察學研究法中，下列何者科學性最高？（A）調查研究法（B）實驗

觀察法（C）內容分析法（D）實驗法。 
（B）10.警察學之重要支柱，除經驗以外尚有：（A）案例（B）研究（C）判斷（D）

執行。 
（C）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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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警察大體上可分為司法與行政兩類，是依下列何種分事而分？（A）業務

性質（B）服務地點（C）警察人員之身分（D）功能。 
（C）13.下列何者有關警察強制手段之敘述有誤？（A）是對破壞法令者的拘束（B）

是對緊急情況的處置（C）限制自由是中華民國警察的最主要手段之一（D）

警察用強制才能立威。 
（A）14.根據我國現代文獻研究，我國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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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5.我國警察之警察制度確立於何時？（A）同治元年（B）光緒二十年（C）

光緒三十三年（D）民國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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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有現代警察之父之稱的是：（A）法國孟非士（B）英國亨利（C）美國威

爾遜（D）英國皮爾氏。 
（B）17.西元一七八六年英國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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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得薩克斯（D）

亞伯丁。 
（A）18.英國皮爾爵士對警察最大的貢獻是：（A）西元一八二九年推動「都市警

察法案」終於促成了現代警察之誕生（B）出版「警察行政」一書確定現

代警察研究中的地位（C）採用車巡主張專業化的警察訓練（D）發明了

指紋鑑識制度。 
（C）19.有關警察演進，和麥之敘述何者有誤？（A）是美國現代警察之父（B）

採用車巡（C ）西元一九五 O 年著有警察行政一書（D）任用大學畢業生

充任基層警員。 
（A）20.下列何者非和麥的警察措施？（A）實施社區警政（B）運用專業人才辦

理鑑識工作（C）採用車巡（D）倡導組織少年警察。 
（B）21.力倡警察是人民的公僕，警察要以服務為手段之美國警察泰斗為何人？

（A）威爾遜（B）和麥（C）亨利（D）克姆爾。 
（A）22.在我國稱之為義勇警察，美國則稱之為：（A）輔助警察（B）後備警察（C）

保安警察（D）駐衛警察。 
（B）23.世界上第一次有組織之正式警察是：（A）美國（B）英國（C）法國（D）

中國。 
（A）24.世界警察制度可分哪兩派？（A）大陸派與海洋派（B）大陸派與西洋派

（C）集中派與分散派（D）集權派與分權派。 
（B）25.我國警察之制度較接近下列何種派別之警察制度？（A）海洋派（B）大

陸派（C）折衷派（D）整合派。 
（D）26.以下哪一個國家其警察制度係屬海洋派的警察制度？（A）德國（B）義

大利（C）日本（D）美國。 
（B）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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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8.下列何者係警察權發動最基本之根據？（A）憲法（B）法律（C）法令

（D. ）命令。 
（D）29.警察人員行使警察權時面對多種可以選擇之處置方式，應選擇方式不包

括（A）最適當（B）最必要（C）最少不良後果（D）最省時。 
（B）30.依警察法第九條及警察法施行細則第十條之規定，警察依法行使之職權

有：（A）七大職權（B）八大職權（C）九大職權（D）十大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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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違警處分的範圍哪些法規明文規定？（A）社會秩序維護法及違反道路交

通管理條例（B）社會秩序維護法及警察勤務條例（C）警察法及違反道路

交通管理條例（D）憲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 
（B）32.警察處分可以分好幾種，下列哪依種非警察處分？（A）警察下命（B）

警察命令（C ）警察許可（D）警察認可。 
（A）33.警察機關依據法令規定人民不得紅燈右轉，是屬於警察下命中的：（A）

作為令（B）不作為令（C）忍受令（D）給付令。 
（D）34.命令違法聚集之群眾解散，即為警察權行使之：（A）警察強制（B）警察

拒絕（C）警察作為令（D）警察不作為令。 
（D）35.加附款的警察許可之形式有三，下列何者為非？（A）附條件的許可（B）

附期限的許可（C）附負擔的許可（D）單純的許可。 
（A）36.行政執行法中之「進入封閉拆除住宅建築物或其他處分」係屬：（A）直

接強制（B）間接強制（C）即時強制（D）執行強制。 
（C）37.依法令或本於法令之行政處分附有行為義務而不為其行為不能由他人代 
      履行者，對義務人得科以：（A）罰緩（B）代履行（C）怠金（D）罰役。 
（C）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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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即時強制對物之扣留，除依法律應沒收沒入毀棄或應便價發還者外， 

其扣留期間最長不得逾幾日？（A）十天（B）二十天（C）三十天（D）四

十天。 
（B）40.警察之即時強制處分，對人之管束其時間不得逾：（A）十二小時（B）二

十四小時（C）四十八小時（D）七十二小時。 
（D）41.警察組織的內容包刮下列哪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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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2.所謂行政三連制是指：（A）政策計畫執行（B）規劃執行評估（C）評估

決策執行（D）計畫執行考核。 
（B）43.世界各國警察組織慣例是依據何者而分工？（A）業務（B）地區（C）

職務（D）.事務繁減。 
（D）44.下列何者非警察首長的主要職責？（A）對外關係（B）協調（C）設計

（D）執行。 
（B）45.梅可望博士認為現代警察組織的縱剖面可分為三種不同機構，下列何者非

屬之？：（A）首腦機構（B）協助機關（C）幕僚機構（D）執行機構。 
（B）46.警察機關內部分工大都已下列何者為主體？（A）事務（B）業務（C）

勤務（D）任務。 
（D）47.就縣市警察局之組織而言，下列何者係屬執行機構？（A）警察局（B）

警察分局（C）督察室（D）保安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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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8.先進民主國家其警察組織設計的趨勢多朝以何種形式設計：（A）社區服

務型（B）專業執法型（C）專制威權型（D）政治看守型。 
（B）49.警察組織「節制範疇」因素，通常與下列何項原則不相容？（A）權責平

衡（B）層級簡單（C）基礎鞏固（D）決策合理。 
（B）50.警察授權的功能有四，下列何者有錯？（A）可加強警察組織結構與力量

（B）可減輕下級工作負擔（C）可發展警察人員能力（D）可提高工作效

率。 

 
(C)1.警察人員自願以警察工作為終身事業，位為警察人員之：(A)專家化(B)永業化

(C)專業化(D)職業化。 

(C)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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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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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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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警察人員第一義務是：(A)恪守誓言(B)執行職務(C)服從命令(4D)保持品位。 

(A)6.警察人員服務命令規定是：(A)就其職務遵從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布之命令(B)

遵從上級長官之命令(C)遵從直屬長官之命令(D)遵從各級長官之命令。 

(D)7.美國柏克利市前警察局長何人有言現代警察人員應具備十大要件？(A)威爾遜

(B)克林(C)柏林(D)格林。 

(C)8.我國警察教育制度是根據何法建立的？(A)警察法(B)警察教育條例(C)警察法

與警察教育條例(D)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D)9.理想之警察教育制度應與下列何者配合？(A)警察功獎(B)實務單位(C)警察職

務(D)升級制度。 

(C)10.警察教育的方法中，以何種方法最重要？(A)實務練習(B)生活鍛鍊(C)潛移默

化(D)注入與啟發。 

(B)11.警察教育是以何為著眼的？(A)理論(B)實用(C)教育(D)理想。 

(D)12.良好的警察教育，須具備三大要件，下列何者不是？(A)教材(B)師資(C)教育

設備(D)經費。 

(A)13.「有諸內者形諸外，積於中者見於行」，此乃位警察人員之教育應注重：(A)

品德教育(B)思想教育(C)知識教育(D)技能教育。 

(A)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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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教育

(C)深造教育(D)升職教育。 

(B)15.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之訓期為多久？(A)三週(B)五週(C)七週(D)

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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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英國警察學者何人說：「在今天，教育之道大行，不僅警察人員如此，各種業

務人員莫不皆然！」(A)威爾遜(B)林納德(C)哈德(D)合麥。 

(C)17.日本警察教育制度採幾級制？(A)一級制(B)二級制(C)三級制(D)四級制。 

(B)18.英國警察教育制度分幾級？(A)一級制(B)二級制(C)三級制(D)四級制。 

(B)19.依保送現職警察人員進修辦法，其保送進修之期間以幾年為限？(A)一年(B)

二年(C)三年(D)四年。 

(B)20.何者非屬警察常年教育之ㄧ般訓練的項目？(A)組合訓練(B)特定任務訓練(C)

個人訓練(D)幹部訓練。 

(D)21.我國依警察教育條例第二條規定，分為下列三種，下列何者不屬之？(A)養成

教育(B)進修教育(C)深造教育(D)在職教育。 

(A)22.依警察教育條例規定，「警監班」被歸類為下列何種教育？(A)深造教育(B)進

修教育(C)養成教育(D)高階教育。 

(D)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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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實用化。 

(D)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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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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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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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7.選擇警察人員方法中須三者結合，下列何項是錯誤的？(A)公平的考試(B)詳

細的調查(C)嚴格的教育(D)與長官有親屬關係優先錄用。 

(B)28.以選舉來決定警察人員，見之於何國？(A)英國(B)美國(C)中國(D)日本。 

(A)29.何種方式是選擇警察人員最適當的方法，也是最客觀的方法？(A)考試(B)面

試(C)人脈關係(D)金錢。 

(C)30.何國是以選舉來決定警察人員的方式？(A)英國(B)日本(C)美國(D)中國。 

(C)31.下列何者世界各國選舉警察人員之方法？(A)考試(B)選舉(C)推薦(D)甄別。 

(D)32.下列何者要件不是警察人員升遷的依據？(A)主官權衡(B)考績(C)年資(D)服

務機關。 

(A)33.我國警察法規定警察人員之任用，以曾受警察教育或經中央考銓合格者為

限，此即要求警察人員必須：(A)制度化(B)標準化(C)專業化(D)普通化。 

(D)34.警察人員的新陳代謝是自下列各方面來推行，何者不屬之？(A)任期制度(B)

考績制度(C)退休制度(D)獎懲制度。 

(D)35.警察人員互調制度(又稱經歷調任)，依現行之規定，下列何種職務非屬經歷

調任之範圍？(A)幕僚職務(B)外勤職務(C)教育職務(D)技術性職務。 

(C)36.依照梅可望先生的看法，現代警察要獲得發展，在警察人事管理上，要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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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哪一向目標才能獲得？(A)合理化、制度化(B)制度化、人性化(C)制度化、

標準化(D)標準化、人性化。 

(C)37.布魯斯․史密斯提出：何者「對解決都市警察問題之貢獻，比其他任何因素

都來的重要」？(A)福利(B)升遷(C)紀律(D)忠誠。 

(C)38.為了使獎懲在紀律方面的效果增加數倍，應把握下列何原則？(A)公平(B)公

開(C)適時(D)恰當。 

(A)39.以選舉來決定警察人員，見之於何國？(A)美國(B)日本(C)英國(D)中國。 

(B)40.美國出自民選的警察人員不包括下列何者？(A)縣警察長(B)州警察長(C)實行

市委員制的公安委員(D)鄉村警察。 

(A)41.下列何者不是處理警察業務的基本原則？(A)外勤重於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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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2.國家安全依廣義解釋不包括下列何者？(A)教育(B)政治(C)經濟(D)文化。 

(D)43.美國公認最佳聯邦警察機構之一為下列何者？(A)調查局(B)國安局(C)州警局

(D)祕勤處。 

(C)44.站在警察工作的立場犯罪可大略分為下列三類何者不屬之？(A)政治性(B)刑

事性(C)經濟性(D)風化性。 

(B)45.1953 年美國哪一州通過父母責任法規定，兒女犯罪父母得受 300 元以下罰金

的處分，因此該州少年犯罪的比例降低百分之四十一以上？(A)威斯康辛州(B)

密西根州(C)路易斯安那州(D)德州。 

(A)46.警察業務中何者是最新興的部門？(A)交通管制(B)電腦資訊(C)毒品防治(D)

賭博詐欺 

(D)47.現代交通管理原則世稱之為三 E 政策不包括下列何者？(A)交通教育(B)交通

工程(C)交通執行(D)交通環境。 

(C)48.何國警察學者對交通事故特別重視？(A)日本(B)德國(C)美國(D)中國。 

(C)49 歐美各地警察機關對管區內不良份子有詳細記載俗稱之為？(A)紅冊(B)白冊

(C)黑冊(D)藍冊。 

(A)50.何者是警察業務最基本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A)犯罪預防(B)刑事偵查

(C)犯罪鑑識(D)犯罪偵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