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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隨堂測驗第一回 

廖震 老師提供 

（ ）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非憲法上比例原則的內容？ 

(A)授權明確性原則  (B)手段必要性原則 

(C)限制妥當性原則  (D)目的正當性原則。 

（ ）2. 有關憲法本文中「基本國策」一章裡我國國防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國防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B)現役軍人得兼任文官 

(C)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 

(D)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 

（ ）3. 有關受驅逐出國外國人之收容，依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人身自由受正當法律程序保障 

(B)不問是否為刑事被告，正當法律程序對於人身自由之保障程度均應相同 

(C)任何人不分國籍，均應受憲法第 8 條之保障 

(D)對外國人之暫時收容處分，無須由法院為之。 

（ ）4. 依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下列有關居住遷徙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A)旨在保障人民有任意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 

(B)包含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C)立法機關對於居住遷徙自由之限制，應有法律之依據 

(D)限制出境並非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重大限制。 

（ ）5. 依司法院釋字第 756 號解釋，有關受刑人之書信檢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監獄行刑法規定受刑人投寄報章雜誌之文稿須無礙監獄信譽，與憲法保障表現自

由之意旨不符 

(B)受刑人發送書信予其他受刑人造成心理壓力，與監獄紀律無關，不得加以限制 

(C)監獄行刑法規定監獄長官檢閱書信確認有無夾帶違禁品，與憲法保障秘密通訊自

由之意旨不符 

(D)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規定，受刑人撰寫題意正確之文稿得准許投寄報章雜誌，與

法律保留原則無涉。 

（ ）6.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8 號解釋，集會遊行法之事前許可制，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

遊行部分違憲，係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A)比例原則 (B)法律保留原則 (C)法律明確性原則 (D)信賴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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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依司法院釋字第 694 號解釋，所得稅法以受扶養人須未滿 20 歲或年滿 60 歲，始得減

除免稅額之規定違憲，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系爭規定以無謀生能力之受扶養人年齡為分類標準，目的之一係鼓勵國人孝親 

(B)對於以年齡限制形成差別待遇之系爭規定，是否違反平等原則，應採最嚴格之審

查基準 

(C)系爭規定以年齡為分類標準之差別待遇，手段與目的欠缺實質關聯，違反平等原

則 

(D)因受扶養人之年齡因素，致已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之納稅義務人不能減除扶養親

屬免稅額，不符合課稅公平原則。 

（ ）8. 有關徵收及人民財產權之保障，根據相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逾期未發給補償，徵收土地核准處分應失其效力 

(B)原補償處分確定後始發現錯誤，而應發給補償費差額，其發放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3

年 

(C)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徵收人民之財產，應給予相當或合理之補償 

(D)個人財產權仍應依法受社會責任及環境生態責任之限制。 

（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職業自由之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等執行職業自由之限制，立法者須為追求重要

公共利益始得予以限制 

(B)立法者所欲限制者，如屬從事特定職業之個人應具備之專業能力或資格，例如知

識、學位、體能等，須有特別重要公共利益存在 

(C)立法者所欲限制者，如屬對從事特定職業之條件限制，非個人努力所可達成，例

如行業獨占制度，須為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為之 

(D)對職業自由之限制，雖有內容之差異，但在憲法上不得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 

（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保障之訴訟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特定刑事案件分配給特定法官後，即不得以相牽連為由，將多件案件改由同一法

官合併審理 

(B)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至少應予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C)訴訟權保障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剝奪 

(D)法官迴避制度應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人民受基本教育，為憲法基本國策章之規定 

(B)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得請求國家對其子女提供國民教育，但未成年子女無此請求權 

(C)憲法第 21 條所保障國民受教育權，包括接受大學教育之權利 

(D)人民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包括得請求入學許可及提供特定教育給付之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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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民法婚姻章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民法婚姻章規定，未容許相同性別二人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與婚姻自由意旨有違 

(B)結婚自由，包含「是否結婚」暨「與何人結婚」之自由 

(C)繁衍後代是婚姻不可或缺之要素 

(D)民法婚姻章規定，以性傾向為分類標準，違反平等權意旨。 

（ ）13. 下列何者非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已承認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自由或權利？ 

(A)姓名權 (B)收養自由 (C)婚姻自由 (D)生命權。 

（ ）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規定處罰「跟追行為」，

所要保護被跟追人之自由或權利，不包括下列何者？ 

(A)新聞自由 (B)行動自由 (C)身體權 (D)資料自主權。 

（ ）15. 關於總統、副總統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 

(B)總統任期屆滿，但若次屆總統尚未選出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 

(C)總統在位且能視事，但副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副總統職權 

(D)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其期限不得逾 3 個月。 

（ ）16.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

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應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 10 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 

(B)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之覆議案未經議決者，原決議效力概不受影響 

(C)立法院如為休會期間，應於下次會期優先處理 

(D)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過半數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辭職。 

（ ）17. 有關監察院之彈劾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監察院不得彈劾總統，也不得彈劾地方民選首長 

(B)監察院不得彈劾考試委員，但可彈劾總統 

(C)監察院既可彈劾總統，也可彈劾法官 

(D)監察院不得彈劾總統，也不得彈劾立法委員。 

（ ）18. 下列何者之決定具有法院裁判之性質？ 

(A)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B)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C)律師懲戒委員會  (D)教師評審委員會。 

（ ）19. 下列那一部法律規範我國政府體制之垂直分權？ 

(A)行政院組織法  (B)地方制度法 

(C)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D)原住民族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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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有關中央與地方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監察院得對地方公務員提出彈劾 

(B)地方公務員概無至立法院委員會備詢之義務 

(C)行政院概不得指揮監督地方公務員 

(D)地方公務人員之退休撫卹非由考試院辦理。 

（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行政法規變更與信賴保護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

誤？ 

(A)行政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者，期滿後變更仍受信賴保護原則拘束 

(B)經變更之原法規有明顯違反上位規範者，即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C)解釋性行政規則因主張權益受害者提供不正確資料而發布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D)法規適用對象僅對法規存續有主觀之願望或期待者，欠缺信賴要件，不在保護範

圍。 

（ ）22. 下列何者不具有行政機關之地位？ 

(A)臺北市政府  (B)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C)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D)臺北市文山區試院里辦公處。 

（ ）23. 關於地方行政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地方自治團體設立行政機關，個數及規模應受內政部所發布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

則之限制，但直轄市不在此限 

(B)地方行政機關之設立，府級須有自治條例之依據，其餘層級之機關以組織規程定

之 

(C)地方自治團體本於組織自主權，雖享有組織形式之選擇自由，但不得設立行政法

人 

(D)地方自治團體設立公營事業機構，除須有自治條例之設立依據外，尚須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始得為之。 

（ ）24. 關於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下列何者非屬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 

(A)國家應就土地所有權人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土地部分給予損失補償 

(B)既成道路喪失其原有功能者，主管機關應隨時檢討並予廢止之 

(C)依民法規定提供土地供公眾通行之道路，與因時效而形成之既成道路不同 

(D)公用地役關係乃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 

（ ）2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司法院設大法官 15 人，並以其中 1 人為院長、1 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

法院同意任命之 

(B)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C)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8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院長

之大法官，受任期之保障 

(D)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 78 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

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