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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隨堂測驗第六回 

廖震 老師提供 

（ ）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租稅法定主義之內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納稅涉及人民財產權之限制，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B)租稅法定主義不適用於稅捐減免優惠 

(C)主管機關本於職權作成解釋性函釋，以供下級機關個案中具體判斷，不違反租稅

法定主義 

(D)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須符合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 

（ ）2. 人民依據憲法第 19 條，有依法律納稅的義務，關於納稅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

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

稅構成要件，以法律定之而禁止授權以命令定之 

(B)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而法律規範之租稅構成要件，應遵守法律明確性原則。

不得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其他抽象概念 

(C)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並依各該法律之立法

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D)國家依法課徵所得稅時，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申報，如未自行申報或提示證明文件

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此項推計核定方

法，與憲法規定本旨有所牴觸。 

（ ）3. 下列何項法律強化憲法並無明文保障之人民身體健康權？ 

(A)警械使用條例  (B)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C)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D)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關於公務員及教師之權益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主管機關為照顧退休公務員之生活，於法定退休給與以外酌予補助，須有法律或

法規命令之依據 

(B)曾任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其退休之權益事項與人民權利之限制無涉，無

須法令明文規定 

(C)教師待遇之高低屬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故教師之敘薪及核計應由法律或法

規命令予以規範 

(D)公立學校教師依法退休後再任公立學校教師，重行退休之制度設計，由主管機關

以行政規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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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下列何者非憲法所保障之自由權利？ 

(A)志願為奴隸 (B)出家為僧尼 (C)參加同鄉會 (D)主張共產主義。 

（ ）6. 依司法院釋字第 756 號解釋，「監獄行刑法」第 66 條規定：「發受書信，由監獄長官

檢閱之。如認為有妨害監獄紀律之虞，受刑人發信者，得述明理由，令其刪除後再行

發出；受刑人受信者，得述明理由，逕予刪除再行收受。」其中檢查書信及刪除書信

內容部分，尚與憲法保障下列何者無違？ 

(A)財產自由 (B)秘密通訊 (C)遷徙自由 (D)集會自由。 

（ ）7.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及憲法法庭裁判，關於立法院調查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立法院之調查權為其固有之權能且為輔助性之權力 

(B)立法院調查權之對象與事項，受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之限制 

(C)立法院得經院會決議，調閱文件原本與影本 

(D)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對象，以與調查事項相關之政府人員為限。 

（ ）8. 關於考試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考試委員依據憲法及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B)憲法增修條文明定考試院設考試委員 7 人 

(C)考試院掌理公務人員保障事項 

(D)考試院得向立法院提出與其職權相關之法律案。 

（ ）9. 甲為常任文職公務員，國家基於甲公務員身分所為之行為，下列何者係屬於司法院之

職權？ 

(A)對於甲實施訓練  (B)對甲之工作條件保障措施 

(C)對於甲提出彈劾  (D)對於甲施以懲戒。 

（ ）10. 依憲法訴訟法規定，法院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聲請書應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 

(B)聲請客體之法律位階法規範，應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 

(C)聲請主體為各級法院院長 

(D)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者。 

（ ）11. 依司法院解釋意旨及憲法法庭裁判，立法院以總統提名之監察委員人選不適任為由，

拒絕行使同意權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係總統提名行為違憲，應重新提名 

(B)立法院遲不行使同意權，若造成憲政機關無法運作，其不行使同意權之行為違憲 

(C)對於立法院遲不行使同意權之行為，係屬議事自律事項，司法院不得介入 

(D)因涉及總統與立法院互動過程中所引發的爭議，均屬政治問題，憲法法庭得不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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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下列何者不屬於得依訴訟權之保障而提出司法救濟的事項？ 

(A)大學學生於憲法一科之期末成績不及格 

(B)公務員遭免職處分 

(C)大學教師未通過升等 

(D)役男體位之判定。 

（ ）13. 公共設施因設置缺失致人民權利受損時，有「國家賠償法」之適用。所稱人民權利尚

不包括下列何者？ 

(A)名譽 (B)生命 (C)財產 (D)身體。 

（ ）14. 下列何者不得提起總統、副總統當選無效之訴？ 

(A)檢察官 (B)候選人 (C)選舉人 (D)選舉罷免機關。 

（ ）15. 有關隱私權保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隱私權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 

(B)隱私權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C)憲法對隱私權之保障應採絕對保障 

(D)得以法律明確規定對隱私權予以適當之限制 

（ ）16. 關於比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學說與實務一般將憲法第 23 條「除...必要者外」之文字詮釋為比例原則 

(B)行政行為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行政目的之達成 

(C)同時有多種能達成行政目的之方法時，行政機關應選擇效率最高者 

(D)行政行為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間，不得顯失均衡。 

（ ）17. 下列何者不得作為地方性公民投票之提案？ 

(A)地方自治條例之複決 (B)地方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創制 

(C)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 (D)地方預算案之複決。 

（ ）1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行政院依法撤銷臺北市政府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之決定，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行政院所為之撤銷，性質為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發布之職務命令 

(B)行政院所為之撤銷，乃涉及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地方自治團體基於專業性監督之職

權所為 

(C)臺北市政府如不服該撤銷而聲請司法院解釋時，司法院大法官應就該具體撤銷行

為之適法性進行解釋 

(D)臺北市政府如不服該撤銷時，其行政首長應得代表臺北市，依訴願法及行政訴訟

法相關規定提起救濟請求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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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委辦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委辦係指地方自治團體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

行責任之事項 

(B)針對委辦事項，地方自治團體得依法定職權訂定委辦規則，報請委辦機關核定後

發布之 

(C)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委辦事項，應受委辦機關合法性及妥當性監督 

(D)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委辦事項所需費用，應由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收入支應之。 

（ ）2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不違反性別平等？ 

(A)民法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行使親權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 

(B)對於從事性交易之行為人，僅處罰意圖得利之一方，而不處罰支付對價之相對人；

且現況性交易意圖得利之一方多為女性 

(C)民法規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贅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但若雙方有約定，從其

約定 

(D)祭祀公業條例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派下員依規約定之，但

規約僅限男系子孫為派下員。 

（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獨立行政機關之地位及組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獨立行政機關對一般性政策及個案之決定，均不受行政院指揮監督 

(B)行政院總辭時，獨立行政機關委員仍應同時辭職 

(C)立法院得以立法規定獨立行政機關委員由總統與立法院各任命半數，以確保其獨

立性 

(D)行政院仍得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對於獨立行政機關委員予以停職。 

（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司法審判獨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法官之身分或職位不因審判之結果而受影響 

(B)審判獨立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權力分立與制衡之重要原則 

(C)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應以提升審判效率及維持裁判正確為主要目標 

(D)最高司法機關依司法自主性發布之規則，得規定審理程序之細節性事項。 

（ ）2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受刑人之通信檢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受刑人發受書信，由監獄長官檢閱之，與憲法第 12 條保障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不

符 

(B)受刑人撰寫之文稿，須題意正確且無礙監獄紀律及信譽者，始得准許投寄報章雜

誌，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不符 

(C)監獄長官不得刪除受刑人書信之內容，否則即違反憲法保障秘密通訊及表現自由

之意旨 

(D)以施行細則規定，受刑人撰寫無礙監獄紀律及信譽之文稿，得准許投寄報章雜誌，

無違法律保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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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下列各基本權利中，何者與人格發展關係最為密切？ 

(A)財產權 (B)環境權 (C)資訊隱私權 (D)契約自由。 

（ ）2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司法院之年度概算，由下列何機關編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

立法院審議？ 

(A)考試院 (B)行政院 (C)司法院 (D)審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