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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緒論】補充資料 

鄭盛 老師提供 

壹、法律制定、修正、廢止及效力 

1. 關於法律之廢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B)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為廢止事由之

一 

(C)同一事項有先後兩個法律予以規定，可依「後法優先於前法」適用之；惟為維持法

規統一起見，施行在前之法律，應明令廢止為宜 

(D)法律已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並不當然廢止，仍應自總統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

效    【110 關務三等】 

(D) 

2. 內政部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後，應即如何處理？ 

(A)送行政院 (B)送司法院大法官 (C)送立法院 (D)送各級地方政府  

【110 關四】 

(C) 

3. 有關法規命令之生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規命令明定自發布日施行者，自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 

(B)法規命令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核定者，由上級機關核定後逕行發布 

(C)數機關會同訂定之法規命令，得共同商定由一機關代表發布 

(D)法規命令定有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 【110 關四】 

(A) 

4. 下列何者係由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規？ 

(A)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B)臺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 

(C)個人資料保護法 

(D)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110 普考】 

(C) 

5.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規條文書寫體例格式中，不冠數字、空二字書寫者為下

列何者？ 

(A)條 (B)項 (C)款 (D)目    【110 司四】 

【解析】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8條第 1項，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

並得分為項、款、目。項不冠數字，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二、三等數字，

目冠以（一）、（二）、（三）等數字，並應加具標點符號。 

(B) 

6.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於下列何種情形，得暫停適用法規之一部或全部？ 

(A)行政院基於施政方便，認有暫停適用法規一部分之必要者 

(B)立法院基於事實之需要，認有暫停適用法規全部之必要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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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 

(D)法規主管機關已因裁撤而消失者   【110 民航三】 

【解析】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9 條，法規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得暫

停適用其一部或全部。法規停止或恢復適用之程序，準用本法有關法規廢止或

制定之規定。 

7.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關於法規之廢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B)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之上級機關為之 

(C)定有施行期限之法規，期滿當然廢止 

(D)廢止之法規於公布或發布廢止日起第 3 日始失效  【110 地三】 

(B) 

8. 下列何者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所規定之法規修正原因？ 

(A)基於政策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 (B)規定之主管機關已經裁併 

(C)有關法規已廢止而應配合修正 (D)經司法裁判認定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 

    【110 地四】 

(D) 

9. 關於法律與命令的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律係由立法機關制定，而命令則由各機關訂定 

(B)通則為法律，細則為命令 

(C)法律與命令，均需經過總統公布後生效 

(D)以命令限制人民之權利義務，應有法律授權  【111 初等】 

(C) 

10. 關於法律優位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行政命令牴觸憲法時，行政命令無效 (B)行政命令牴觸法律時，行政命令無效 

(C)法律牴觸憲法時，法律無效 (D)法律牴觸國際法時，法律無效 

    【111 初等】 

(D) 

11. 某法律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若總統於民國 110 年 6 月 1 日公布該法，則該法

應於何日生效？ 

(A)6 月 1 日 (B)6 月 2 日 (C)6 月 3 日 (D)6 月 4 日 【111 初等】 

(C) 

12. 下列何者的制定程序與其他三者不同？ 

(A)銓敘部遴拔優秀人才計畫綱要 (B)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C)中華民國總統府處務規程 (D)動物用藥品檢驗標準 【111 鐵路高】 

(B) 

13. 假設某法律規定：「本法自中華民國○○○年 3 月 31 日起施行之」；○○○年 3月 31日適

逢星期三，請問某法律應自○○○年何月何日起發生效力？ 

(A)3 月 31 日 (B)4 月 2 日 (C)4 月 3 日 (D)4 月 5 日 

  【111 鐵路員】 

(A) 

14. 法規內容較繁複或條文較多時，下列何者並非增列劃分之方法？ 

(A)增列第某編 (B)增列第某章 (C)增列第某節 (D)增列第某項 

     【111 鐵路佐】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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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為下列何項原則之內涵？ 

(A)憲法保留原則 (B)法律優位原則 (C)法律明確性原則 (D)法安定性原則 

    【111 鐵路佐】 

(B) 

16. 下列何種法律所規範的法律關係與其他三者不同？ 

(A)土地稅法  (B)國民年金法 

(C)警察職權行使法  (D)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111 警四】 

(D) 

17. 關於法規範之廢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律之廢止，由立法院通過，行政院公布之 

(B)命令之廢止，由總統為之 

(C)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係明示之法規廢止原因之一 

(D)廢止之法規，應自公布或發布之日立即失效  【111 高考】 

(C) 

18. 下列有關我國刑法效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A)我國留學生在德國遭德國人殺害之事件，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B)我國國民在泰國販毒，經泰國法院裁判確定且服刑完畢，我國不得對同一行為再定

罪 

(C)犯罪發生在航行於公海之我國籍漁船，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D)我國公務員於日本犯公務侵占罪，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111 普考】 

(B) 

19.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關於行政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關於國家各機關組織規範得由行政命令訂之 

(B)行政命令之原發布機關已裁併者，其廢止則由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之 

(C)行政命令定有施行期限而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須於期限屆滿日前發布延長即

可 

(D)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所制定之行政命令得自行發布，無須送交立法院 【111 司三】 

【解析】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5條，命令之原發布機關或主管機關已裁併者，其廢止或

延長，由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之。 

(B) 

20. 關於法規之制定、廢止及效力位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當修正法規僅廢止少數條文時，得將所廢條文之條次保留，並於其下加括弧，註明

「廢止」二字 

(B)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並冠以第某條字樣，同時得以分為項、款、目為記載 

(C)依照法規範之位階，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 

(D)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之事項，應以法律規定，不得以命令定之 【111 原五】 

(A) 

21. 有關法律之意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是社會生活上人和人間關係之規範 (B)以正義為其存在之基礎 

(C)有權執行法律之機構僅以法院為限 (D)以國家之強制力為其實施之手段  

  【111 地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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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那一個法規範的效力位階最高？ 

(A)臺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 (B)勞工教育實施辦法 

(C)新北市公園管理辦法 (D)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111 地四】 

(D) 

23. 下列何種法規的位階最高？ 

(A)自治條例  (B)自治規則 

(C)委辦規則  (D)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 【111 地四】 

(D) 

24. 有關「法規施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律之施行日期，不得授權以命令定之 

(B)法規明定自發布日施行者，自發布之日起算至第 3 日起發生效力 

(C)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算至第 3 日起發生效力 

(D)法律之施行區域，不得授權以命令特定之  【111 地四】 

(B) 

25. 修正法規時，如欲廢止或增加少數條文時，應為如何之處理？ 

(A)不保留所廢條文之條次 

(B)保留所廢條文之內容，且須註明「刪除」二字 

(C)得將增加之條文，列在適當條文之後，冠以前條「之一」、「之二」等條次 

(D)增加編或章時，不得冠以「之一」、「之二」等編或章次  【112 初等】 

(C) 

26. 下列有關命令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執行職務的方法，所發布的命令，稱為法規命令 

(B)命令都可以作為法源，包括職務命令 

(C)憲法上的緊急命令，其效力位階低於法律 

(D)各機關發布的命令，依其性質，有不同的名稱  【112 關三】 

(D) 

27. 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與下列何者之規範位階相同？ 

(A)校園霸凌防治準則 (B)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C)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D)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 

【112 關三】 

(C) 

28. 立法院所議決之議案，除法律案外，下列何項議案亦須經三讀程序，始得議決？ 

(A)大赦案 (B)條約案 (C)人事同意案 (D)預算案 

【112 關三】 

(D) 

29. 關於法律之廢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律之廢止，直接由總統依職權公布即可生效 

(B)法律之廢止應將擬廢止之法律全文刊載，不得僅公布法律名稱與施行日期 

(C)法律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主管機關不必公告 

(D)法律定有施行期限者，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送立法院

審議    【112 鐵路高】 

(D) 

30. 有關不溯及既往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不溯及既往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相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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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溯及既往原則涉及立法之原則 

(C)不溯及既往原則涉及法律之適用 

(D)現在制定之法規適用於過去已終結之事實，並非溯及既往  【112 鐵路高】 

31. 下列何者不是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所稱之命令？ 

(A)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 (B)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C)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D)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112 警四】 

(C) 

32. 有關憲法解釋及法規範之位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行政法院解釋之 

(B)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 

(C)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D)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   【112 高考】 

(A) 

33. 行政院新聞局裁併後，部分業務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承受。有關原新聞局發布命令

之廢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得由立法院廢止之 

(B)僅得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廢止之 

(C)僅得由法務部廢止之 

(D)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行政院皆有權廢止之  【112 普考】 

【解析】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5條，命令之原發布機關或主管機關已裁併者，其廢止或

延長，由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之。 

(D) 

34.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 條規定：「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92 條第 4 項規定訂定之。」以此一規定判斷，該細則

之性質為下列何者？ 

(A)法規命令  (B)關於機關內部業務處理方式之行政規則 

(C)協助下級機關統一解釋法令之行政規則 (D)協助下級機關行使裁量權之行政規則  

     【112 普考】 

(A) 

35. 法是人類共同生活中，為形成秩序、解決紛爭、實現自由之規範。下列敘述中，何者屬

於符合此定義的規範？  

(A)為了考上國考，自己規定每天 6 點起床唸書，要唸滿 10 小時，若沒做到就不能休

息  

(B)朋友結婚請喜宴時，要包禮金  

(C)交通警察以手勢指揮車輛行駛的順序或方式  

(D)伊斯蘭教中不吃豬肉的戒律   【112 司三】 

(C) 

36. 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民法第 1030 條之 1 條文，並自公布日起施

行。請問修正條文之生效日期應為：  

(A)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 (B)民國 110 年 1 月 22 日  

(C)民國 110 年 1 月 30 日  (D)民國 110 年 2 月 20 日 【112 司五】 

【解析】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條，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

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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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關於法規的訂定及名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律」由立法院通過，得名之為「律」  

(B)「法規命令」由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而訂定，得名之為「通則」  

(C)「地方自治法規」由地方立法機關通過、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公布者，係「自治條例」 

(D)地方立法機關得訂定「自律規則」，並報各該上級政府備查 【112 地三】 

【解析】 (B)錯誤，「法規命令」由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而訂定，得名之為「稱規程、

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B) 

38. 下列法規範何者法位階最高？  

(A)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B)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C)新竹市公有收費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 (D)花蓮縣急難救助實施辦法 【113 關務四】 

【解析】位階排列，法律高於自治條例，自治條例高於自治規則。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

，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

者，無效。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

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A) 

39. 我國民法債編將民間合會習慣加以法制化。由此一制定法的來源來看，與下列那項法規

屬同一種類？  

(A)洗錢防制法 (B)祭祀公業條例 (C)動產擔保交易法 (D)兩公約施行法 【113 警四】 

(B) 

40. 已廢止之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施

行期間自生效日起算五年。」該暫行條例於民國 89 年 2 月 3 日公布。依上開規定，

該暫行條例施行至何時？  

(A)民國 94 年 2 月 2 日 (B)民國 94 年 2 月 4 日  

(C)主管機關公布廢止之日 (D)主管機關公布廢止之日起算至第 3 日起失效【113 警四】 

(B) 

41. 某命令訂有施行期限，於期限屆滿前主管機關認有延長之必要，則應如何處理？ 

(A)由原發布機關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發布之  

(B)由原發布機關之上級機關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發布之  

(C)由主管機關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送立法院審議通過後發布之  

(D)由主管機關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送立法院備查後發布之  【113 警四】 

(A) 

42.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法規內容條文較多時，得依下列何種順序排列？  

(A)編、章、節、款、目  (B)章、目、編、款、節  

(C)章、節、段、篇、目 (D)目、章、節、段、篇 【113 高考】 

(A) 

43.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關於法規之廢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律之廢止，應經原提案之行政機關提出，並經立法院通過後由總統公布  

(B)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亦無需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C)法律定有施行期限者，不得再行延長，應重新制定新法因應  

(D)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並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113 司四】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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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律種類、淵源 

1.  關於委辦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委辦事項為原屬國家或上級地方自治團體之事務 

(B)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委辦事項時應以委辦之中央或上級地方自治團體名義為之 

(C)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委辦事項時，須受委辦機關指令之拘束 

(D)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委辦事項所需經費，應由委辦之中央或上級地方自治團體負擔  

【110 關務四等】 

(B) 

2.  新北市制定之自治條例若牴觸憲法，應由下列何者予以函告無效？ 

(A)行政院 (B)內政部 (C)司法院 (D)立法院  

    【110 關四】 

(A) 

3.  委辦規則應函報下列何者核定後發布之？ 

(A)內政部 (B)地方立法機關 (C)委辦機關 (D)行政院【110 警四】 

(C) 

4.  關於一般法與特別法的區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二者係以法律適用之範圍作為區分標準 

(B)區別實益在於決定法律適用的先後 

(C)一般法與特別法的區分是相對性的 

(D)公司法是民法的特別法，公司法也是證券交易法的特別法  【110 鐵路員】 

(D) 

5.  下列有關「命令」的敘述，何者錯誤？ 

(A)「命令」的名稱可為「標準」或「準則」 

(B)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所訂定的命令，其性質為「法規命令」 

(C)命令不得牴觸憲法 

(D)命令的廢止須經立法院通過   【110 鐵路員】 

(D) 

6.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法律？ 

(A)運動彩券發行條例 (B)地方稅法通則 (C)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D)有機農業促進法 

 【110 鐵路員】 

(C) 

7.  關於民法第 1 條規定之習慣成立要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須有慣行多年之事實 (B)必須已有法院透過判決予以承認 

(C)須為成文法未規定之事項 (D)須為社會一般大眾確信其有法之效力  

【110 高考】 

(B) 

8.  某縣政府為保障觀光客之安全，擬規定該縣內觀光用漁業舢舨，必須提供救生衣，違反

者處 5 萬元以下之罰鍰。依據地方制度法之規定，此一法規應屬下列何者？ 

(A)自治條例 (B)委辦規則 (C)自律規則 (D)自治規則 

【110 高考】 

(A) 

9.  某地方自治法規明訂對於拒絕裝設再生能源系統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上述自治法規除須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外，尚須經何種程序始能生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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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應報經司法院備查後發布 

(B)無須呈送中央，直接由地方行政首長發布 

(C)應報經立法院核定後發布 

(D)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110 高考】 

10.  下列有關自治條例之敘述，何者錯誤？ 

(A)自治條例得規定罰鍰之處罰 

(B)自治條例須經地方立法機關之通過 

(C)自治條例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 20 萬元為限 

(D)自治條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  【110 司四】 

(C) 

11.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關於地方自治法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命令 

(B)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 

(C)地方自治團體得就其自治事項，制定自治法規 

(D)地方自治團體得依法律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  【110 民航三】 

【解析】(A)錯誤，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 

(A) 

12.  定有罰則之直轄市自治條例，其生效程序為何？ 

(A)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B)發布後，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C)發布後，函報行政院，並函送各該地方立法機關 

(D)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   【110 民航三】 

【解析】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項，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

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律或縣

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縣（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鎮、市）規約發布後，

應報縣政府備查。 

(A) 

13.  下列何者並非地方行政機關所得制定之法規範？ 

(A)行政程序法之行政規則 (B)地方制度法之自治規則 

(C)地方制度法之委辦規則 (D)地方制度法之自律規則 【110 民航三】 

【解析】自律規則是由地方立法機關訂定（參地方制度法第 31條）。 

(D) 

14.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於下列何種情形，得暫停適用法規之一部或全部？ 

(A)行政院基於施政方便，認有暫停適用法規一部分之必要者 

(B)立法院基於事實之需要，認有暫停適用法規全部之必要者 

(C)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 

(D)法規主管機關已因裁撤而消失者   【110 地三】 

【解析】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9條，法規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得暫

停適用其一部或全部。法規停止或恢復適用之程序，準用本法有關法規廢止或

制定之規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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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關於「成文法」與「不成文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A)成文法與不成文法的區別，主要是否以書寫文字規定為斷。成文法又稱制定法，不

成文法又稱口傳法（Orallaw） 

(B)成文法之內容較為具體明確 

(C)成文法往往是由立法機關依照一定程序制定成條文形式 

(D)成文法的體系通常較為完整周密   【110 地四】 

(A) 

16.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委辦規則與法律牴觸者無效。此為何種行政法基本原則之展現？ 

(A)法律明確性原則 (B)法律保留原則 (C)法律優位原則 (D)法律安定性原則 

   【111 初等】 

(C) 

17.  關於公法與私法之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救濟之方式不同，公法適用行政爭訟，私法則適用民事訴訟 

(B)強制執行之依據不同，公法適用行政執行法與行政訴訟法，私法適用強制執行法 

(C)損害賠償管道不同，公法適用國家賠償法，私法適用民法 

(D)勞動基準法之規範客體為私法上僱傭關係，故屬純粹的私法  【111 初等】 

(D) 

18.  關於固有法及繼受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固有法為成文法，繼受法為不成文法  

(B)繼受法包含習慣法的繼受與立法的繼受 

(C)固有法係指沿襲國外固有之法律制度或習慣  

(D)固有法與繼受法為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  【111 鐵路高】 

(B) 

19.  關於法源之位階與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地方自治條例效力優先於中央法規命令 (B)緊急命令不得牴觸法律 

(C)法適用機關應優先適用下位階法源 (D)普通法規定優於特別法規定 

    【111 鐵路高】 

(C) 

20.  下列何者非屬間接法源？ 

(A)經批准後的條約 (B)大法庭裁定 (C)學說 (D)外國法  

    【111 鐵路員】 

(A) 

21.  關於國內法與國際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國內法與國際法有牴觸或衝突時，一律以國際法為優先 

(B)國際法多以國際習慣及國際條約為法源 

(C)國際私法，如我國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屬於國內法 

(D)聯合國憲章屬於國際法   【111 鐵路佐】 

(A) 

22.  土地法第 194 條係有關土地稅減免之原則性規定，土地稅法第 39 條係專就土地所有權

移轉時之土地增值稅減免事項之規定，因此土地稅法應優先於土地法適用，此種適用法

律之原則為： 

(A)公平適用法律之原則 (B)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 

(C)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D)新法優於舊法原則 【111 鐵路佐】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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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於地方法規之位階及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地方法規之位階，低於中央法律 

(B)判斷地方法規是否牴觸中央或上位法規位階時，要平衡考慮地方自治權之保障及全

國法秩序統一性之維護，不宜過度偏重一方 

(C)地方法規若牴觸法律而無效，即不發生效力，無庸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縣政府予以函告 

(D)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111 鐵路佐】 

(C) 

24.  有關自治法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規則 

(B)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

其他種類之行政罰，其額度並無限制 

(C)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

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D)直轄市自治規則，除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於發布後函報立法

院備查，並函送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查照   【111 警四】 

(C) 

25.  地方制度法關於自治條例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地方行政機關得對地方立法機關所議決的自治條例提起覆議 

(B)自治條例制定有罰則者，以罰鍰為限，不得處以勒令停工停業等不利處分 

(C)自治規則有無牴觸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D)直轄市自治條例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111 警四】 

(B) 

26.  普通刑法與陸海空軍刑法皆有處罰竊取行為之規定。現役軍人竊取彈藥，優先適用後者

。此為何種法律適用原則？ 

(A)從新從優原則  (B)罪刑法定原則 

(C)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D)一罪不二罰原則  【111 警四】 

(C) 

27.  立法院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關於其法律屬性，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固有法及國內法 (B)繼受法及國際法 (C)固有法及成文法 (D)繼受法及國內法  

    【111 普考】 

(D) 

28.  下列有關我國刑法效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A)我國留學生在德國遭德國人殺害之事件，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B)我國國民在泰國販毒，經泰國法院裁判確定且服刑完畢，我國不得對同一行為再定

罪 

(C)犯罪發生在航行於公海之我國籍漁船，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D)我國公務員於日本犯公務侵占罪，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111 普考】 

(B) 

29.  有關地方政府得透過自治規章訂定行政罰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

其他種類之行政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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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透過自治規則訂定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惟需函

送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查照 

(C)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決議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

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D)地方政府為罰鍰之規定，最高以新臺幣 10 萬元為限；逾期不繳納者，得依相關法律

移送強制執行    【111 司三】 

【解析】(B)錯誤，自治規則不得訂定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地方歷法機關得以自治

條例訂定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參地方制度法第 26條。 

30.  關於法律之種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成文法須經過一定之立法程序，不成文法無制定與公布之程序 

(B)土地法相對於民法為特別法，但相對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則為普通法 

(C)公法法規為強行法，私法法規為任意法 

(D)民法為典型之實體法，但其中亦有關於程序之規定  【111 司四】 

(C) 

31.  臺中市政府住宅審議會設置辦法係由臺中市政府訂定並發布，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係屬

下列何者？ 

(A)自治條例 (B)自治規則 (C)行政規則 (D)職權命令 

【111 原五】 

(B) 

32.  地方自治團體為維護環境，訂定景觀維護自治條例，並訂有罰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報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受合法性及適當性之監督 

(B)報請行政院及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受合法性及適當性之監督 

(C)報請行政院及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僅受合法性監督 

(D)報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僅受合法性監督  【111 地三】 

(B) 

33.  關於自律規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自律規則係地方立法機關基於議會自律權而來，性質上為議會的內部事項規範 

(B)與地方居民之權利義務相關之事項，亦得以自律規則定之 

(C)自律規則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係由各該立法機關發布，並且須報

各該上級政府備查 

(D)自律規則不得牴觸上級自治法規   【112 初等】 

(B) 

34.  關於地方法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地方行政機關針對自治事項所訂定的自治法規，稱為自治規則 

(B)自律規則僅拘束地方立法機關內部成員 

(C)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自治法規稱為自治條例 

(D)自治法規分為自治規則與委辦規則兩種   【112 關四】 

(D) 

35.  依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規定，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之自治法規，為下列何

者？ 

(A)自治規則 (B)自治條例 (C)委辦規則 (D)自律規則 

【112 關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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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何者為不成文法源？ 

(A)法理 (B)命令 (C)條約 (D)自治法規 【112 關四】 

(A) 

37.  下列何者非法律適用的原則？ 

(A)普通法優於特別法原則 (B)從新從優原則 

(C)不溯及既往原則  (D)程序從新實體從舊原則 【112 關四】 

(A) 

38.  以下有關成文法源之敘述，何者錯誤？ 

( A )憲法規範人民基本權利及國家組織，是所有成文法源中，效力位階最高者 

(B)作為成文法源的法律，指的是狹義的法律，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其名稱包含

法、律、條例、通則 

(C)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地方自治法規之種類包含經地方議會三讀通過的自治條例，以

及地方政府訂定發布的行政規則 

(D)條約必須經過行政院會議決議，並送交立法院審議通過及總統公布後，才會產生拘

束力    【112 警四】 

(C) 

39.  以下有關法律繼受及固有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A)固有法係根據一國固有的社會狀態、風土民情及生活習慣而制定之法律，繼受法則

係仿造外國法之內容而制定出來之法律 

(B)我國現行的民法典，多係繼受自英、法等國的民法典規定而來 

(C)法律的繼受依其方法，可以分為藉由司法裁判而為之習慣法的繼受，以及藉由立法

機關而為的立法繼受 

(D)日耳曼各國在 13、14 世紀對於羅馬法的繼受，即屬習慣法的繼受 【112 警四】 

(B) 

40.  有關法源的敘述，何者錯誤？ 

(A)憲法、法律、行政命令、地方自治法規及條約，都屬於成文法源的範圍 

(B)習慣法與法理，屬於不成文法源之範圍 

(C)習慣必須經過法院裁判的援引跟認可，才能成為法源之一所稱的習慣法 

(D)習慣跟法理，都可以作為民事及刑事案件中的裁判依據  【112 普考】 

(D) 

41.  下列關於強行法與任意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A)法律行為違反強行法規定時，該法律行為一概無效  

(B)強行法又可再區分為強制規定及禁止規定  

(C)任意法又可再區分為補充規定及解釋規定  

(D)強行法與任意法的區分標準，在於是否容許基於當事人之自由意思，決定該法律應

否加以適用    【112 司三】 

(A) 

42.  關於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實體法規範權利主體之權利義務；程序法是實現權利義務之手段與方法之法律  

(B)民法為實體法，民事訴訟法為程序法  

(C)實體法與程序法密不可分，兩者間相輔相成，以促進人民權利之實現  

(D)法院審理時，必須依照「先實體後程序」之原則  【112 司五】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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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關法律適用之「三段論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三段論法之大前提，即為法律規定之構成要件  

(B)三段論法之小前提，即為具體個案之事實  

(C)將具體個案事實置於法律規定之構成要件中，以得到結論，此過程稱為準用 

(D)刑法第 309 條規定：「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其中「公然侮

辱人者」為構成要件    【112 司五】 

(C) 

44.  苗栗縣所制定無罰則之苗栗縣石虎保育自治條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苗栗縣政府訂定，函報內政部備查  (B)由苗栗縣議會制定，報內政部備查  

(C)由苗栗縣政府訂定，函報行政院備查  (D)由苗栗縣議會制定，報行政院備查 

    【113 關務三】 

【解析】地方制度法第 26條第 4項，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

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律或縣

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縣 (市) 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 (鎮、市) 規約發布後

，應報縣政府備查。 

(B) 

45.  依據地方制度法，關於自治法規之訂定機關與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地方行政機關得訂定自律規則，由各地方立法機關發布，並報各該上級政府備查  

(B)直轄市議會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訂定委辦規則，並報請委辦機

關核定 

(C)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如自治條例有罰則時，應分

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D)自治規則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公布，如自治規則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地方立法機

關、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113 司四】 

(C) 

參、法律解釋、適用 

1.  下列何者非法律明文規定類推適用之用語？ 

(A)得 (B)準用 (C)比照 (D)亦同 【110 警四】 

(A) 

2.  民事法官在審理過程中發現，現行民事法律都無法透過解釋適用於系爭個案，下列何者

為該民事法官應採之作法？ 

(A)法官不得拒絕審判，所以法官應直接判決原告敗訴 

(B)法官應依法審判，所以法官應該拒絕審理該案件，以裁定駁回 

(C)法官應依法審判，所以法官應依法律解釋之方法，制定法律來審理案件 

(D)法官不得拒絕審判，所以法官應運用漏洞填補方法，以習慣或法理審理此案  

【110 警四】 

(D) 

3.  有關法律漏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規範不完全，通稱為法規範有漏洞 

(B)立法者有意不規範者，也屬法律漏洞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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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民事法規中，立法者無意中疏漏未予規定之事項，可用類推適用填補之 

(D)立法者忽略某些事項的差異，而未自構成要件中予以剔除者，應以目的性限縮填補

該漏洞    【110 鐵路員】 

4.  法律有漏洞時之補充方法，不包括下列何者？ 

(A)類推適用 (B)目的性限縮 (C)法律續造 (D)擴充解釋 【110 普考】 

(D) 

5.  下列法律條文，何者非法律的擬制？ 

(A)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亡 

(B)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 

(C)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D)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

就    【110 司三】 

(A) 

6.  司法院釋字第 615 號解釋所提及之「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所為釋示」，應屬下列何種

有權解釋？ 

(A)立法解釋 (B)行政解釋 (C)司法解釋 (D)學理解釋 【110 司四】 

(B) 

7.  下列關於法律適用之敘述，何者正確？ 

(A)法院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但仍應遵循適用法律之原則 

(B)法院知有爭議事實，應主動審理民刑事案件 

(C)民事法院若發現法律不明不備，應拒絕適用法律 

(D)刑事法院對於法律不備之案件，應以解釋或類推方式，補充法律不備之處 

     【110 地四】 

(A) 

8.  下列有關法律適用方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A)「法律三段論法」即指法律的構成要件規定作為大前提，案件事實作為小前提，經

由涵攝之後，得出案件事實是否適用法律所定之法律效果的結論 

(B)「擬制」在法律上的用語，通常表現為「準用」一詞 

(C)「擬制」是立法者基於公益或政策上之需要，在法律上對於特定事實之存在或不存

在直接予以規定 

(D)「推定」意指特定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因為缺乏明確的證據，由法律規定直接加

以認定    【110 地四】 

(B) 

9.  當法律規範有漏洞時，可以運用法律補充之方法使其完全。下列何者非屬法律補充之方

法？ 

(A)類推適用 (B)文義解釋 (C)目的限縮 (D)法律續造【111 初等】 

(B) 

10.  將案例類型 A 所適用的法律效果，移轉適用於法律未設規定的案例類型 B 上，使類型

B 適用類型 A 的法律效果，試問此種方法屬於下列何者？ 

(A)目的性限縮 (B)目的性擴張 (C)類推適用 (D)體系比較 【111 身三】 

(C) 

11.  訴願法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訴願人誤向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以外之機關

提起訴願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起訴願之日。」此「視為」之規定，法律上稱

為：    【111 鐵路員】 

(A)推定 (B)擬制 (C)準用 (D)類推適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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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法律解釋與法律補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類推適用係針對公開之漏洞，本於相同者應為相同處理之法理，所為之法律補充方

法 

(B)法律之適用，必須先解釋法律，有漏洞時才予補充 

(C)因法官不能拒絕審判，故在所有法律領域，均應該進行法律補充 

(D)解釋單一法條，可以適用不同之解釋方法，並整合考量各種解釋方法之功能，求得

最適之解釋    【111 鐵路佐】 

(C) 

13.  法官無法找到適當的法規範（包含制定法與習慣法）針對個案進行裁判時，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因無適當的法規範為依據，拒絕裁判 

(B)針對民事案件，依據法官個人之主觀價值，進行判決 

(C)針對民事案件，依據法理，進行類推適用，判決爭議 

(D)針對刑事案件，進行類推適用，判處被告有罪，並因此加重刑罰 【111 普考】 

(C) 

14.  司法院釋字第 792 號解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將販賣毒品與

製造、運輸毒品之構成要件併列，並對該三種犯罪態樣，科以相同之法定刑。由此推論

，本條所指之『販賣』毒品行為嚴重程度，應與製造及運輸毒品相當。所謂製造毒品係

將毒品從無至有，予以生產，進而得危害他人；而運輸毒品係從一地運至他地，使毒品

流通於他地，產生危害。基於同一法理，販賣毒品罪，應在處罰『賣出』毒品，因而產

生毒品危害之行為，蓋販賣須如此解釋，其嚴重程度始與上述製造與運輸毒品之危害相

當。」是屬於下列何種解釋方法？ 

(A)文義解釋 (B)歷史解釋 (C)體系解釋 (D)目的解釋 【111 司三】 

【解析】依司法院釋字第 792 號解釋意旨，次就毒品條例整體體系觀之，本條例第 5條

及第 14 條第 1項及第 2項分別定有「『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意圖販

賣而持有』罌粟種子、古柯種子或大麻種子罪」，如該二條文所稱販賣一詞之

理解得單指購入，勢必出現僅意圖購入即持有毒品之不合理解釋結果。基於同

條例散見不同條文之同一用詞，應有同一內涵之體系解釋，益見毒品條例第 4

條所稱之販賣，非得單指購入之行為。 

(C) 

15.  「公園魚池旁有禁止垂釣之警告，網魚雖然沒有明示在警告之中，但應包含在內。」此

段話所採取的是何種法律解釋方法？ 

(A)文義解釋  (B)舉輕以明重之當然解釋 

(C)比較法解釋  (D)歷史解釋  【111 司四】 

(B) 

16.  我國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規定，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

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

過失者為限。民法第 89 條規定，意思表示，因傳達人或傳達機關傳達不實者，得比照

前條之規定撤銷之。民法第 89 條所稱之比照，係屬何種法律解釋方法？ 

(A)文義解釋 (B)目的解釋 (C)準用 (D)目的性擴張 

【111 地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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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司法院釋字第 697 號解釋將膠原蛋白燕窩飲料，認定屬於貨物稅條例所說的清涼飲料。

由法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由於膠原蛋白燕窩飲料遠比一般果汁等清涼飲料更為昂貴，

立法者既已針對一般清涼飲料課徵貨物稅，依據量能課稅原則，自然可以課徵膠原蛋白

燕窩飲料貨物稅，係屬下列何種法學方法？ 

(A)文義解釋 (B)體系解釋 (C)目的性限縮 (D)目的性擴張 

【111 地四】 

(D) 

18.  若具體事實不明或難以證明時，法律得為何種立法技術以暫時認定事實？ 

(A)準用 (B)類推 (C)推定 (D)但書 【112 初等】 

(C) 

19.  司法院釋字第 794 號解釋認為其他法律（如商業團體法、商業登記法、商業會計法）對

於「商業」的定義，可用於理解菸品廣告的「商業宣傳」性質。這是屬於下列何種法律

解釋方法？ 

(A)目的解釋 (B)憲法取向解釋 (C)歷史解釋 (D)體系解釋 

【112 關三】 

(D) 

20.  下列有關法律解釋方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A)歷史解釋是藉由立法過程中的相關討論等資料（例如立法草案說明、立法機關議事

錄等），以探討法律條文的真意何在 

(B)論理解釋通常又被稱為體系解釋，應優先於文義解釋而適用 

(C)文義解釋又稱為文理解釋，係指透過語言文字可能的表達方式，掌握法律條文的字

面含義，進而理解法律條文的意旨 

(D)目的解釋是藉由探究法律條文的立法目的，進而瞭解法律條文之意義的一種解釋方

法    【112 關三】 

(B) 

21.  下列關於法律適用方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A)法律條文的結構主要有兩部分：一為構成要件部分，一為法律效果部分 

(B)構成要件部分規定抽象的生活事實被具體化的內容，並成為法律效果部分之前提 

(C)探討生活事實與構成要件是否相符之問題，乃以「涵攝」的方式進行 

(D)構成要件部分得由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以行政命令補充  【112 關四】 

(B) 

22.  大法官解釋案件時參考制憲、修憲及立法資料，此種解釋方式為何？ 

(A)文義解釋 (B)當然解釋 (C)歷史解釋 (D)體系解釋 【112 警四】 

(C) 

23.  最高法院曾有判決認定，關於想像競合犯，部分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自首，須參照法條編

排因素來解釋。此係何種法律解釋方法？ 

(A)文義解釋 (B)目的解釋 (C)歷史解釋 (D)體系解釋 

【112 警四】 

【解析】體系解釋，係以特定法律條文在整個法律體系上的地位及法條與其他法條之關

係，其章節條款之關聯性或相關法條之意義，藉此闡明規範意旨。 

(D) 

24.  下列何者屬於「擬制」的法律？ 

(A)專利法第 99 條第 1 項：「製造方法專利所製成之物在該製造方法申請專利前，為國

內外未見者，他人製造相同之物，推定為以該專利方法所製造。」 

(B)人工生殖法第 23 條第 1 項：「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經夫同意後，與他人捐贈之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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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受胎所生子女，視為婚生子女。」 

(C)民法第 153 條第 1 項：「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 

(D)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

實。」    【112 普考】 

【解析】擬制，係依據法律政策，將特定事實確定，而不考慮真實為何，在法條文字中，

以「視為」表示；由於擬制為法律政策上的一種擬定，並以立法手段將法律適

用的價值判斷決定生活關係中的事實，故不容許舉反證加以推翻。例如：民法

第 7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

生」。 

25.  下列有關「準用」的敘述，何者錯誤？  

(A)準用是以法條明文規定的類推適用  

(B)準用只適用於法律原因，不適用於法律效果  

(C)「比照」其意同於「準用」  

(D)「亦同」其意同於「準用」   【112 司三】 

(B) 

26.  司法院釋字第 792 號解釋謂：「前開條文構成要件中所稱之『販賣』一詞，根據當前

各版本辭典所載，或解為出售物品，或解為購入物品再轉售，無論何者，所謂販賣之核

心意義均在出售，均非單指購入物品之行為。」是屬於何種法律解釋方法？  

(A)文義解釋  (B)歷史解釋  (C)體系解釋  (D)目的解釋 【112 司四】 

(A) 

27.  關於法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律解釋的作用之一，在於其可因應時空背景改變所造成的法律適用落差  

(B)在法律適用的步驟上，法律解釋應先於法律補充  

(C)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所作出的法律解釋由於會產生拘束力，故又稱為有

權解釋  

(D)若論理解釋與文義解釋所作出之結果互相衝突時，法官必須採用論理解釋之結果，

以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致性   【112 司五】 

(D) 

28.  關於法律解釋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論理解釋有時亦稱體系解釋  

(B)論理解釋乃從法律條文之邏輯結構和體系，考量整體法規範之意義而做之解釋  

(C)法條規定之文意若過寬，此時應採取擴充解釋之方法，使其意義出現  

(D)由法條字面之意思，推論其反對結果，從而探求法文真意的解釋方法，稱為反面解

釋【112 地三】 

【解析】(C)錯誤，法條規定之文意若過寬，此時應採取「限縮解釋」之方法，使其意

義出現。 

(C) 

29.  A 法與 B 法就同一事項均有規定，而 B 法制定在後，應適用 B 法規定，係屬下列

何種法律適用的原則？  

(A)法律不溯及既往  (B)從輕從舊原則  (C)後法優先於前法 (D)情事變更原則 

    【112 地四】 

(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6%96%E7%82%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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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列何者並非有權解釋機關？  

(A)行政機關  (B)立法機關  (C)司法機關  (D)學術機關 【113 初等】 

(D) 

31.  針對終審法院統一法律見解的做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目前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可以選編重要判決，編纂判例要旨，以統一法律見解 

(B)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可設置庭長會議，以其決議內容統一不同法庭的法律見解 

(C)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可提請大法官進行統一解釋，統一院內各法庭不同的法律見

解  

(D)依法設置大法庭，由大法庭以個案裁定之方式，統一各庭間的不同法律見解 

    【113 關務三】 

(D) 

32.  司法院釋字第 75 號解釋文指出：「查制憲國民大會對於國民大會代表不得兼任官吏，

及現任官吏不得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之主張，均未採納。……足見制憲當時並無限制國

民大會代表兼任官吏之意，故國民大會代表非不得兼任官吏。」大法官於此所運用之解

釋方法為何？  

(A)文義解釋  (B)體系解釋  (C)目的解釋  (D)歷史解釋 

    【113 關務三】 

(D) 

33.  民法第 1194 條規定，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

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對於本條之代筆遺囑是否須以同一見證人

為筆記、宣讀、講解之爭議，最高法院曾有決議認定：「法律規定須由見證人加以筆記

、宣讀、講解，僅在確保代筆遺囑確係遺囑人之真意。準此，見證人筆記、宣讀、講解

之行為，乃係各自分立之行為，各有其作用及目的，並非三者合成一個行為，見證人三

人並得互證所為遺囑筆記、宣讀、講解之真實，初無限於同一見證人為筆記、宣讀、講

解之必要，俾能符合其立法之目的，並免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依此敘述，最高法院

決議所採之解釋方法為何？  

(A)目的解釋  (B)歷史解釋  (C)文義解釋  (D)體系解釋 

    【113 關務三】 

(A) 

34.  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肯認大法官釋憲時，為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之損害，且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亦得於當時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無明文之情況下，作成暫

時處分。蓋為確保司法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

因憲法解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有異。就此而言，係屬於何種法學

方法之運用？  

(A)超越制定法之法續造（司法造法） (B)法律解釋  

(C)類推適用   (D)目的性限縮  【113 關務三】 

(A) 

35.  關於法律解釋方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法律適用者可依據自己的偏好，自訂各種法律解釋方法的順序與位階關係  

(B)法條對構成要件的規定不明確，就表示法律有漏洞  

(C)必須先進行法律解釋，確定存在法律漏洞，才考慮進行法律補充  

(D)如果各種解釋方法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法官一定要採用目的解釋所得之結果 

【113 關務四】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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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民法第 41 條規定：「清算之程序，除本通則有規定外，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

。」此條規定之準用，是指下列那種法律解釋或補充方法？  

(A)類推適用  (B)文義解釋  (C)目的解釋  (D)反面推論 

    【113 關務四】 

(A) 

37.  新修正之民法規定滿 18 歲為成年人。據此文字之反面意義可知，未滿 18 歲為未成年

人。此屬於何種法律解釋？  

(A)文義解釋  (B)體系解釋  (C)目的性解釋  (D)歷史解釋 【113 警四】 

(A) 

38.  下列何者為法官得不予適用的規範？  

(A)傳染病防治法   (B)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C)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D)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 

    【113 警四】 

(D) 

39.  下列關於文義解釋之敘述，何者錯誤？  

(A)文義解釋乃指依照語言文字之可能表達方式，掌握法律條文之字面意義  

(B)文義解釋有其極限  

(C)應進行文義解釋之法條，不以法條意義含混者為限  

(D)文義解釋為法律解釋之一種，解釋時以法學用語為斷，無需顧及一般非法律專業者

之語言習慣    【113 高考】 

(D) 

40.  在疫情期間，某國立大學為了協助因疫情而陷入經濟困難的學生，公布紓困助學金辦法

規定，學生家長如因疫情失業，可以申請補助。甲為該校學生，其父母雖未失業，但也

因疫情而被迫放無薪假，致使經濟困難。甲生如申請該項紓困助學金，從法學方法的觀

點來看，該校行政單位下列那一作為最為適當？  

(A)採取反面推論，因無薪假不屬於規定允許提供紓困條件，故不發給甲助學金  

(B)採取目的解釋，因給予甲助學金符合規範目的，故把無薪假解釋為一種失業  

(C)採取目的性擴張，基於規範目的，超過文義範圍適用，讓助學金給予對象包含無薪

假  

(D)採取類推適用，因為無薪假不屬於失業，故不發給甲助學金，但提供甲其他經濟協

助    【113 普考】 

(C) 

41.  農業部就動物保護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之具攻擊性之寵物為何，發布公告加以定義

，係屬下列何種解釋？  

(A)立法解釋  (B)行政解釋  (C)司法解釋  (D)學理解釋 【113 司三】 

(B)  

42.  有學者主張，民法第 194 條對於慰撫金請求權是否可以讓與，並未有明文規定，此時

應該基於法律上相同的理由，填補法律漏洞。此時該學者所主張的漏洞填補方法，應是

下列何種方法？  

(A)反面推論  (B)目的性擴張  (C)目的性限縮  (D)類推適用 【113 司四】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