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大眾捷運公司 104年度第 2次新進人員甄試 

甄試職別：類別全 

共同科目(2)：大眾捷運概論、政府採購法、勞安衛相關法令 

注意： 

1.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卷卡、准考證號、桌角號碼及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2.本試卷一張單面，選擇題20題，每題2分，皆為單選，限以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並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

答者，不予計分；非選擇題3題，每題配分為 20分，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從答案卷第一頁

開始書寫，違反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3.請勿在答案卷卡上書寫姓名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及符號。 

4.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

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

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5.應考人若於當節測驗結束鈴(鐘)響前繳卷者，應將試題卷及答案卡(卷)併同繳回給監試人員，若未同時繳回試題卷及答案卡

(卷)者，該科以零分計。 

◎請勿於答案卡（卷）正反面書寫姓名、其它任何文字、編號或符號，違者該科以零分計。 

 

壹、 選擇題【第1-20題，每題2分，合計40分】 

（B）1.關於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之監督與檢查，下列何者錯誤： 

（A）分為定期與臨時檢查兩種。（B）由中央主管機關派員執行。 

（C）檢查人員執行任務時應配戴主管機關所發之檢查證。（D）主管機關得通知營運機關提出口頭說明。 

（C）2.關於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行車安全、修建養護、車輛機具檢修、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相關規則及辦法

之擬定，下列何者正確： 

（A）中央主管機關定之。（B）中央主管機關與地方主管機關共同擬訂。 

（C）地方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D）地方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C）3.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不合分區使用規定之建築物，其處理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A）得繼續為原有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B）原有合法建築物不得增建、改建、增加設備或變更為其他不合規定之使用。 

（C）因災害毀損之建築物，得以原用途申請重建。 

（D）建築物有危險之虞，確有修建之必要，得在維持原有使用範圍內核准修建。 

（A）4.依據大眾捷運法，關於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之計算公式，下列何者正確： 

（A）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B）營運機構擬訂，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定。 

（C）地方主管機關定之。（D）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D）5.大眾捷運系統之定期檢查，檢查頻率為： 

（A）每月一次。（B）每季一次。（C）半年一次。（D)每年一次。 

（B）6.下列何者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A）資訊服務。（B）場地之出租。（C）權利之買受。（D）工程之定作。 

（D）7.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案，下列何者非屬於政府採購法規定得選用之招標方式：  

（A）公開招標。（B）限制性招標邀請廠商比價。 

（C）限制性招標辦理公開評選。（D）公開取得書面企劃書。 

（C）8.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承辦之採購人員離職後幾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原任職機關接洽處理離職前

5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  

（A）1年。（B）2年。（C）3年。（D）5年。 

（C）9.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辦理未達查核金額採購，於開標後經減價結果，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不逾預算數

額，且機關確有緊急情事需決標時，應經原底價核定人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得辦理超底價決標，其不得超過

底價為多少%? 

（A）3%。（B）5%。（C）8%。（D）10%。 

（C）10.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得標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 100人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人

數不得低於總人數之多少？  

（A）1%。（B）1.5%。（C）2%。（D）3%。 

（B）11.依據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雇主有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時，勞工有些債權受償順序與

第一順位抵押權、質權或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相同，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A）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給付之退休金。（B）雇主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給付之退休金。 

（C）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給付之資遣費。（D）雇主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給付之資遣費。 

（A）12.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下列

何種化學品，應將相關運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A）優先管理化學品。（B）新化學物質。（C）管制性化學品。（D）危害性之化學品。 

（B）13.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勞動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

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是為本法所稱下列何種場所？ 

（A）勞動場所。（B）工作場所。（C）就業場所。（D）作業場所。 

（A）14.依據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第二條規定，從事石油產品之裂解反應，以製造石化基本原料之工作場

所，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那一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分類？ 

（A）甲類。（B）乙類。（C）丙類。（D）丁類。 

（C）15.依據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事業單位對經檢查機構審查及檢查合格之丙類

工作場所，應於製程修改時或至少每幾年依第十三條檢附之資料重新評估一次，為必要之更新並記錄之？ 

（A）二年。（B）三年。（C）五年。（D）十年。 

（C）16.下列何者非大眾運輸具備之功能？  

（A）提供容量較大之運輸系統，有利永續發展。（B）降低車輛交通所產生之負面效果。 

（C）提高流動乘客之機動性。（D）降低肇事率，提高行車安全。 

（C）17.軌道運輸經營者為達成整體運輸安全的目標，採取系統化的方法來有效地運用各種資源，期充分辨識、分析

及衡量各項風險因素，並事先加以有效控制和處理，以降低軌道運輸之失事率和達成零失事率的目標。此為

軌道運輸之何種管理？  

（A）營運管理。（B）成本管理。（C）風險管理。（D）工程管理。 

（A）18.廣義「副大眾運輸系統」包括：「私用型態」、「半公共型態」及「公共型態」。下列哪一個項目不是「公共型

態」所涵蓋的範圍？  

（A）小汽車共乘。（B）計程車。（C）撥召服務。（D）隨停公車。 

（C）19.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於年度終了後幾個月內，應將系統狀況、營業盈虧、運輸情形及改進計畫等事項報請

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A）四個月。（B）五個月。（C）六個月。（D）七個月。 

（B）20.瞭解事故發生原因及事故發生次數，有助於管理者事先預防事故發生，台北捷運營運初期，最常發生下列何

種行車事故？ 

（A）號誌事故。（B）列車事故。（C）非法侵入。（D）軌道故障。 

貳、非選擇題【第1-3題，每題20分，合計60分】 

1.依據大眾捷運法，何謂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大眾捷運系統規劃如採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之型態，規劃報告書

之內容應再記載何事項？試說明之。 

2.機關辦理招標案，得規定免收押標金或保證金之情形有哪些?另機關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有哪些情形，其

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3.事業單位勞動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除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之災害外，請問還有發生那三種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試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