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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102 學年度第 1 次專任教師甄選公民與社會科試題 

注意事項: 

1.本試題共有伍大題，共兩頁。 

2.不須抄題，答案請書寫於答案用紙所標示的題號內，否則該題不予計分。 

 

壹、名詞解釋(20 %) 

一、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請輔以圖形說明】 

二、文化資本 

三、沉默螺旋理論 

四、無過失責任 

五、聯立制 

 

貳、最近針對核四問題應不應該透過公投解決，社會各方有眾多不同意見。台大新聞所舉辦了校園辯

論沙龍日，由東吳大學與成功大學分別擔任正、反方。成大辯士主張目前公投法設計不良，台灣

人民無法信任公投結果，不論哪一個政黨來修正公投法都會被說是政治算計。東吳辯士則認為，

民主的重點是訴諸表達，瑞士、奧地利、立陶宛等國家都曾經舉辦過公投。台灣政府應激發人民

對於公投的信心與對公共事務的熱忱，「那是政府應該努力的事。」【資料來源:核四應否公投 大

學生熱辯-文教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請以此案例說明公民投票的意義與內涵，並分析台灣公民投票制度的問題與爭議所在？(20%) 

 

參、今年日本新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被媒體稱為「量化寬鬆總動員」，是向「量和質兩方面大膽寬鬆」

的大轉變，顯示了日本新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貫徹執行「安倍經濟學」的決心。 

何謂量化寬鬆？請以日本的作法，說明該項政策之目的、預期達成之效果，及其可能造成之影響。

(20%) 

 

肆、請說明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及重要原則(20%) 

 

伍、本題包括兩小題，請依序作答： 

〈一〉下列為一題組型試題，請檢視題文及試題內容，依命題原則判斷，符合或不符合哪些命題原則？

( 8%) 

【題文】 

 

 

 

 

 

 

 

 

  馬政府與美國簽署牛肉輸臺議定書之前，並未與立法院溝通，事後行政院又宣導不足，引

起國人普遍質疑，在民意壓力下，立法院三讀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案，禁止美牛 6

個高風險部位進口，違反美國牛肉輸臺議定書部分協議。馬總統舉行記者會，希望此項立法

對臺美關係的衝擊僅於農產品貿易。 

  美牛案的整個決策過程與結果，不僅造成臺美關係緊張，亦顯現馬政府的治理危機，從執

政黨內部到行政院與立法院的溝通，再到立法程序中的政黨協商，幾乎看不到國民黨完全執

政的優勢與應有表現。                            【資料來源： 2010-01-05 聯合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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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1】立法院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案之後，其法律效力的發生與行政部門的關係，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立法院完成三讀修正程序後，即具有法律效力    

         (B)總統公布施行後才生效，但總統有權拒絕公布    

         (C)行政院院長得同時提請總統同意後解散立法院 

         (D)行政院得經總統核可後將法案移請立法院覆議   

 

【試題 2】我國行政部門簽署的《美國牛肉輸臺議定書》，與立法院通過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

條文，兩者的法律性質與效力，下列各項敘述的組合，何者正確？ 

        (甲)前者是國際條約，效力高於國內法      

        (乙)前者是行政協定，立法院得監督之     

        (丙)後者屬行政法、特別法，效力高於普通法      

        (丁)後者屬公法、普通法，效力高於行政命令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二〉請參考下列資料，命一題組型的試題，須包括題文、試題及答案、所測驗的核心概念。(12%) 

 

 

 

 

 

 

 

 

 

 

 

英國鐵娘子  柴契爾夫人辭世  
 
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前保守黨首相柴契爾女爵（ Baroness Thatcher ），八

日因中風辭世，享年八十七歲。柴契爾是英國第一位、至今唯一一位女首相，也是
主要政黨第一位女黨魁，在當時男人主導的全球政壇裡，樹立獨特的施政風格。柴
契爾任內推動英國經濟轉型、鐵路等公營事業民營化、打贏福克蘭戰爭，更創造出
「柴契爾主義」的政治哲學。右派讚許她將英國拉離經濟蕭條、強化國際地位，左
派卻指控她瓦解傳統產業、導致社會結構崩解，強勢作風評價兩極。  
 
在位 11 年期間  改造英國  
柴契爾夫人病逝消息傳出後，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首相卡麥隆等隨即表示哀

悼。白金漢宮發言人表示，女王得知柴契爾夫人病逝十分悲傷；卡麥隆宣布縮短訪
歐行程提前返國，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也降半旗誌哀。美國總統歐巴馬也發表聲
明，哀悼美國失去一位「真正的友人」。  
 
對抗冷戰  打贏福島戰役  
柴契爾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三日出生於英格蘭林肯郡格蘭瑟姆城的一個食品雜

貨家庭，五九年成為倫敦北部芬奇理的保守黨國會議員，之後擔任教育大臣，七五
年打敗前首相奚斯（ Edward Heath）成為黨魁，八二年在英、阿福克蘭群島戰爭中
獲勝，大舉提高她的政治聲望，中英兩國移交香港主權的協議也是在她任內達成。 
 
鐵腕作風施政  評價兩極  
柴契爾夫人在政治上奉行保守主義，在經濟上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她的領導風

格非常具有爭議性，支持者認為她和美國前總統雷根領導西方贏得冷戰，並導致蘇
聯解體。反對者則認為，柴契爾夫人實施貨幣主義經濟、降低稅收、限縮公共支出、
提倡私有化又削弱工會，忽略社會群體。她的施政理念導致英國社會和經濟不平
等，種下現在無法彌補的貧富差距，窮人無法翻身。外交方面，她從不跟歐陸國家
唱和，對歐洲整合更是質疑。  
柴契爾夫人死訊傳到福克蘭島上後，自治政府隨即宣布降半旗誌哀。福克蘭自治

議會主席桑默斯表示，柴契爾夫人一九八二年領導英國打贏福克蘭戰爭，從阿根廷
手中奪回福克蘭的歷史，將永遠留在島民心中。一名島民甚至稱呼柴契爾為「我們
的邱吉爾」。                                      【資料來源 摘自 2013-04-09自由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