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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下兩題請擇一作答，兩題皆答者不予計分。	 （34 分）	 

（一）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曾有一些讓人眼睛一亮的政策作為。例如，他曾

提出廢除加班費和交通補助費，而將之改為績效獎金。請就政策制訂與

政策執行的觀點，提出您對這些政策變革的評論。	 

	 

（二）就一般公共政策的制訂與執行而言，都會重視其可行性分析，至少包括

政治可行性、經濟可行性，及法律可行性分析。請以中央政府任一福利

政策為例，說明它在 1987 年解除戒嚴前與後，至 1996 年總統大選之後，

即前後三個階段中，其政治可行性、經濟可行性，與法律可行性的內涵

因素，大致上有何主要的變化或差異？	 

	 

	 

二、  以下兩題請擇一作答，兩題皆答者不予計分。	 （33 分）	 

（一）在大陸政策上，國民黨政府主張「一中各表」，堅持「一中憲法」，但是

又主張「不統」；希望推動包括 ECFA 與服貿協議在內的兩岸經貿自由

化，但是又主張加強軍備，視大陸為重要假想敵，積極向美國尋求武器

的購買；希望兩岸和平發展，但是不願與北京就簽署和平協議事進行協

商；希望擴展國際活動空間，但是又不與北京進行政治性對話。希望推

動兩岸民間交流，但是不想與北京談論簽署文化交流協議；希望與大陸

加強合作，但是在東海與南海問題上拒絕合作。試分析國民黨政府大陸

政策的中心思想，並表示您的看法、批評或建議。	 

	 

（二）在兩岸關係核心論述上，國民黨主張主權只有一個，屬於中華民國，中

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容許「一中各表」，兩岸關係是「一國

兩區」，主張「不統、不獨、不武」；民進黨主張兩岸有兩個互不隸屬的

主權，台灣已經獨立，有「台灣前途決議文」，亦不放棄「台獨黨綱」，

主張公投決定台灣前途；北京主張主權只有一個，屬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岸可以是「一國兩制」，台灣所享有的地位高於港澳，不放棄使用武力。

這三種主張有無可能找到交集，請說明具體理由。如果三方均堅持自己

主張，兩岸關係可否長久的和平發展？您如果有建議權，您會建議兩岸

【背面尚有試題】 

 



政治定位（主權與治權關係）及走向應如何才能兼顧彼此的核心考量？	 

	 

	 

三、  以下兩題請擇一作答，兩題皆答者不予計分。	 （33 分）	 

（一）韓國首爾市長朴元淳 2012 年上任之後，推動「省下一座核電廠」(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的城市節能計畫，不僅提前半年達成目標，目前更

積極進入第二階段的計畫。台灣兩大政黨主席朱立倫及蔡英文最近都公

開聲稱要學習首爾的能源計畫，試評論分析此一政策的發展。	 

	 

（二）房價太高，是近年來政府民意調查中，排名第一的「民怨」。您若是行政

院長，會採取怎樣的策略，以抑制高漲的房價?	 試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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