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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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不少青年回鄉參與地方再造，例如宜蘭的「松園小屋」，苗栗「南

庄老寮」青年旅社等；如果您是縣市長或鄉鎮市長，在相關議題的倡導、

地方資源的整合、地方社會人力的動員等方面，如何推動、執行類似的

政策？試申論及分析您的看法與作法。 

 

（二）由於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國家將面臨高齡者的就業、就養、就醫等社會

保障問題，增加國家與社會極大的負擔與壓力。這些日益嚴重的社會現

象與社會問題，其主要的產生因素為何？政府應提出哪些政策與做為加

以因應，試申論己見，並請提供可以參考的政策建議。 

 
 

二、 以下兩題請擇一作答，兩題皆答者不予計分。 （33 分） 

（一）當今的網路時代 

網路的訊息傳播力道，是各層級各個執政者必須正視的問題。以下是一

篇教授的報章投書文章，有若干的思考可供作初步參考，但同學們也可

以有自己的看法： 

總統投票前夕，周子瑜所謂「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驕傲」的影片，被瘋

狂轉傳，比起二○○四年「三一九槍擊」的兩顆子彈還令人震撼。據調

查，有七十一％年輕選民因為這個影片，用選票來表達自己立場。行動

媒體效應在最近的國際外社會重大事件，都發揮了相當大影響力。只要

一個網路訊息，就能發揮出超乎預期的群眾串連效應。從先前的秒買秒

退滅頂事件，到高雄三姊弟布丁事件等，網民就單一事件接力串連出接

二連三的訊息，形成「鄉民正義」，儼然成為新的一股輿論制裁力量。這

些事件在網際網路一夕間造成社會巨變，是資訊財的特質：「無遠弗屆，

鉅細靡遺」所帶來的影響。在網路世界，資訊傳遞完全不受時空限制，

可立刻把即時事件，鉅細靡遺、無遠弗屆傳布世界各角落。Facebook、

Twitter 等社交平台不需要有機器設備，每天產出訊息，成為全世界主流

【背面尚有試題】 

 



社會中最重要文字、圖片資訊提供者。Youtube 不需要有攝影棚，卻成為

全世界最大的影音內容提供者。這些網路平台沒有所謂產能、頻道受限

的問題，現在行動電話透過各種免費通訊軟體 App，可數百萬、數千萬、

甚至數億人即時下載，訊息可隨時溝通，卻也可瞬間刪除，消失無形。

網路議題是透過網友串連也就是一種群眾外包的力量，旋風所至，鄉民

在彈指之間可獲得正義或發揮正義，或者能發揮自己力量幫助別人，這

樣的成就動機，使得資訊財往往造成實體財貨鮮見的市場傾覆，一秒改

變世界，影響輿論與公共政策。相對地，網路世界經由虛擬平台而溝通

建立的信任，也益加脆弱；只要鄉民們發現事實真相與多數價值信念相

背離，則排山倒海的力量，也足以讓世界瞬間翻轉。 

試問： 

（1）如果你（妳）是行政院秘書長，在行政院這個層級，你認為應建立

如何的機制，才能有效率效能地因應這種經由網路引發的高動態性

的言論傳播與群眾集結力？ 

（2）針對網路時代所謂「鄉民正義」—請注意，只針對這個問題，有無

必要，由立法院制定一個專門的管制性法律？ 

 

（二）參與式預算，審議式市政 

網路的一份「市政白皮書」指出： 

2014 年 3 月 18 日的一場學運，不只證明台灣的代議制度功能失調，同時

也在危機之中，找到了可行的修正方法，以及支持新方法的社會條件。

你╱妳知道嗎？世界上已經有大約 1500 個城市採用參與式預算了。2014

年 3 月新上任的巴黎市長，她推出的第一個創新政見也是「參與式預

算」。你╱妳認為這意味著什麼呢？我們就是在這個脈絡下，思考民主

2.0。 

預算的編定與審議是政府施政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希望透過市民參與，

達到除弊與興利的雙重目的。興利係指，未來台北市政府預算的編制過

程，匡列一定比例或金額，開放公民團體或個人提案，經過專家評選及

網路投票後，交給相關局處編列預算執行，發揮民間創意，推動符合民

眾需要的計畫。除弊係指，市政府各機關編列預算過程，市長將會要求

外部審議機制，讓專家及市民團體可以參與，並完全在網路上揭露，讓

市民可以監督政府預算的編制，減少政府不必要的浪費。 

試問： 

（1）這樣的作法，對於預算案的編制有何危險？得經由如何措施而導引

到一個市政與擴大公共參與之「雙贏」理想？ 

（2）這樣的作法，有無抵觸地方議會的（諸多）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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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下兩題請擇一作答，兩題皆答者不予計分。 （33 分） 

（一）績效指標的擬定是很重要的，它不僅衡量組織運作的成效，影響組織行

為，也會影響組織的聲譽與考評，因此各單位都非常重視績效指標的制

定。假設今天您是 A 縣衛生局新上任的主管，因過去 A 縣分配在食品安

全的資源與人力缺乏，因此食安問題重重，因此 A 縣府請您來負責改善

該縣的食品安全抽查檢驗工作，上任不久後，您發現衡量您單位工作績

效的指標之一是食品安全抽驗的合格率，合格率越高，則績效分數越高，

請問： 

（1）您覺得這績效指標合理嗎？ 

（2）為了組織績效，請問您可以採用哪些策略來提升績效分數？請詳述

之。 

（3）上題的策略行為會有助於改善該縣的食品安全嗎？為什麼？請詳述

之。 

（4）請問您在實際業務工作上，會採取上述的策略行為嗎？為什麼？請

詳述之。 

（5）如果可以的話，請問您會建議上級機關改變這個績效指標嗎？為什

麼？請詳述之。 

 

（二）學者 Matland（1995）將政策執行的方式以衝突性（Conflict）與模糊性

（Ambiguity）兩個向度進行分類，衝突性指該項政策會對所牽涉到之行

為者的利益或是資源分配產生衝擊，因而所造成之衝突與爭議程度；而

模糊性則是指該項政策之目標，與實際執行之手段關連並不清晰。其分

類方式如下表所示。 

 衝突性 

模糊性 

 低 高 

低 

類型：行政執行 

關鍵因素：資源 

類型：政治執行 

關鍵因素：權力 

高 

類型：實驗執行 

關鍵因素：前後脈絡關聯 

類型：象徵執行 

關鍵因素：聯盟力量 

請針對上表中的四個類型，各舉一個台灣的實際個案或實例，來說明其

政策執行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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