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各級農會第 2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 簡答題(每題 12 分，共 5題，計 60 分) 

(一) 某農會設供銷部，販售農藥、肥料等農用資材，今理事甲家中經營農藥行

並為負責人，則該理事是否違反農會法規定？如違法，係違農會法第幾條

規定？農會應如何處理？ 

(二) 農會法第十七條規定農會會員有違反本法行為，或不遵守章程或代表大會

決議，直接危害農會，情節重大者，應予除名。請問其處分的程序為何?

(三) 農會法定會議有那幾種？每種會議之召集人為誰？各該會議之開會通知

之簽署人為誰？請逐項說明或列表說明。 

(四) 基層農會開理事會議，到場理事有 8位，其中 6 位在簽到簿上簽名，2位

不簽到，後 2 位已簽到理事塗刪其簽名，另有 1 位理事持未到場理事之委

託書代簽名在簽到簿上，請問該次理事會議是否成會？並說明理由。 

(五) 農會法第 46-1 條規定：農會選任人員任職期間，喪失其候選資格者，由

主管機關或其上級主管機關予以解除職務。請問所稱「選任人員」指那幾

種人員？所稱「候選資格」指農會法第幾條之規定？分別列出農會法第幾

條即可。 

二、申論題(每題 20 分，共 2 題，計 40 分) 

(一)農會定位為公益法人，請就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相關規定申論之。 

(二)農會法規定：台灣農會採行「權責劃分制」，請說明農會「權」與「責」如

何運作?曾有建議改用「權責合一」制，請提出你的看法申論其優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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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級農會第 2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解答】 

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 簡答題 

(一) 

1. 理事甲違反農會法規定。 

2. 違反農會法第 21 條「不得經營與農會有競爭性之營利事業」。 

3. 農會應依農會法施行細則第 21 條規定：農會應通知其在 30 日內自行

選擇；屆期不作決定時，由該農會報請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46 條規定，

解除其理事職務。 

(二) 

   1.農會法施行細則第 25 條規定，審定會員出會為理事會職權之一，為對

會員處分，應由理事會以提案方式敍明事實、理由、相關事證及當事人

之陳述意見，依農會法第 36 條規定，做出決議。 

   2.農會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規定，議決會員之處分為會員(代表)大會之職

權之一，農會就理事會審定之會員處分案，應先敍明處分之事實及理

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當事人如有異議，應於通知送達 7 日內以書面

向農會陳述意見，逾期視為放棄陳述意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1.1.29.

農輔字第 900171447 號令) 

   3.農會法第 37 條規定，會員(代表)大會對會員之處分，須經全體會員代

表 2/3 以上出席，及出席人 2/3 以上之決議行之。 

因此會員除名應經以上程序。 

(三) 

   1.農會法定會議有會員(代表)大會會議、理事會議、監事會議、農事小組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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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2. 

類別 會員(代表)大會會

議 

理事會議 監事會議 農事小組會議

召集人 理事長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組長 

開會通

知簽署

人 

理事長 理事長 理事長 理事長 

(四) 

   1.農會法第 36 條規定：理事會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須有該會議應出席

人數 2分之 1 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會。 

   2.基層農會有理事 9人，因此要有 5人以上出席方成會，可以開會。雖 6

位理事簽到，後有 2 位塗刪，則剩 4位簽到，又農會法施行細則第 34

條規定：理事應親自出席理事會議，即委託出席為無效，故４位理事出

席未達應出席人數之１／２以上，無法成會。 

(五) 

1.選任人員指理事、監事、農事小組長、副組長、會員代表。 

   2.理事、監事之候選資格指農會法第 20-1 條規定之積極資格，第 20-2 條

規定之消極資格。 

   3.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之候選資格規定於農會法第 23 條，第 3項「農

會會員入會滿 6個月以上者，得登記為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候選人」，

係屬積極資格第。第 4 項「有第 15-1 條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登記；

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為消極資格。 

4.會員代表之候選資格及消極資格，規定於農會法第 15-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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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二、申論題 

(一) 

   1.農會法第 1 條規定農會之宗旨為保障農民權益，提高農民知識技能，促

進農業現代化，增加生產收益，改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村經濟。即農會

是為農民、農業、農村而設立。 

   2.農會法第 4 條規定農會任務 21 款，均為實現農會宗旨舉辦事業，及發

展業務事項，因此行政院訂定農會舉辦事業，參照農業發展條例及合作

社法有關規定免稅範圍之規定。 

   3.農會法第 40 條有關農會盈餘分配公益金百分之五，農業推廣、訓練及

文化、福利事業費不得少於百分之六十二，各級農會間有關推廣、互助

及訓練經費百分之八，均屬公益性質。 

   4.農會法施行細則第 4 條規定：農會辦理法定任務，得視實際需要組織農

業、四健、家政組織推行之，以服務會員。 

   5.農會法施行細則第 5、6、7條規定：農會辦理法定任務，得設立農業生

產資材配售、會員生活用品供銷部門，農畜產品加工、製造及農業生產

資材加工、製造業務、會員共同利用相關部門、設施，以服務會員。 

   6.農會法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農會辦理法定任務，活絡農村休閒旅遊，

發展農村經濟，得設立農業休閒旅遊部門，以服務會員及社會大眾。 

   7.農會法施行細則第 40 條規定，農業金融機關提撥之各級農會輔導及推

廣事業費，作全國性輔導，推廣業務經費，補助各級農會辦理政策性嘉

惠農民事業、發展推廣事業，輔導事業等，以服務會員。 

   8.農會章程範例規定：農會解散或撤銷時，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自治團體

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亦為公益法人之精神。 

(二) 

   1.農會法第 28 條規定：農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力機構，會員(代

表)大會休會期間，理事會依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策劃業務，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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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監察業務及財務。 

   2.農會法第 31 條規定：農會總幹事秉承理事會決議執行任務，向理事會

負責。 

   3.農會的主權屬於會員全體，但其權利之行使須透過權力機構始能生效，

農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力機構，會員(代表)大會休會期間，理

事會依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策劃業務，監事會監察業務及財務，故會

員(代表)大會、理事會及監事會均為「權」的機構。 

   4.農會設總幹事 1人，由理事會聘任之，總幹事秉承理事會決議執行任務，

向理事會負責，總幹事以外之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農會統一考試合格

人員中聘任並指揮、監督，故總幹事與其他聘雇人員均屬「責」的機構。

   5.會員代表、理事、監事均為榮譽職，毋庸駐守農會辦公，而透過理事會

選聘有經驗和才能的專業總幹事，專職駐會長期辦公。總幹事負責推動

農會業務，向理事會負責，但無權訂定大政方針；農會政策和方針訂定

之權，屬於農會會員代表大會和理事會，這就是農會權責劃分割之精髓。

   6.民國 42 年農會實施改進前，農會係實施權責合一制，當時農會總幹事

係由理事長指派，多係任用其親友，而職員均由理事長任命並接受其指

揮，理事長權責合一，駐會執行業務，因而產生如下流弊：(1)督導策

劃業務與執行業務多為同一人(理事長)，未能產生監督與制衡的作用，

工作效率不易提高，如有執行偏差，難獲糾正。(2)易於利用農會辦理

業務之機會經營利己事業，未能為會員大眾利益著想。(3)農會理事必

具有農民會員資格，但因為農民以農為業，可能缺乏組織管理與企業經

營的訓練和經驗，同時本身尚得從事農務，無法專職駐會全力辦公服務

農民，因此農會業績大多欠佳，問題多，後來才改採權責劃分制。 

  (應試者可另提看法，只要言之成理均得分) 

 


	七職等晉升六職等-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試題)
	七職等晉升六職等-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