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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概要》 
一、請就地方制度法的規範，說明地方自治團體有那些作為應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備查。（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乃地方自治之標準題型，純屬地方制度法之彙整，就題意依序詳述有關規定即可。本題可謂

是97年高考《地方政府》考題：「地方自治團體從事那些作為時，需要報請上級政府或機關核

定」之翻版。考生只要能搜尋相關條文意旨，分條論述應即可獲得相當之分數，若能再強調「備

查」之事後監督性質及其消極作用，則應可獲更高分。 

考點命中 
1.《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上課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40-41。 

2.《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99頁第40題。 

 

答： 

(一)「備查」之意義及其性質： 

1.依地方制度法第 2 條規定：「備查：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理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力

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之謂。」 

2.備查之其性質，乃係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為保障國家行政之利益，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之行使權限，加以

注意，必要時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得加以干涉；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之行政監督通常採預防或抑制性之

監督措施，以矯正下級官署之行政措施。其中相關監督方式概分「事前監督」（積極監督）與「事後監

督」（消極監督）。 

(1)事前監督：亦稱預防監督，係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為期下級政府或機關能適法行使權限起見，於行

使之前，應先經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之同意或承認，始能取得合法之效力。例如：核定、核准、認

可、審核等均是。 

(2)事後監督：則係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於下級政府行使權限後，應向上級政府提出報告，俾使上級知

悉瞭解，並保留事後審查之權力，以使糾正其不正之結果所為之監督。本題之「備查」即屬此一性

質。 

(二)地方自治團體需要報請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備查」之作為，依地方制度法相關規定，綜述如下： 

1.處理跨域合作事務： 

依地方制度法第 24 之 1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理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

源之利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成立區域合作組織、訂定

協議、行政契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 

2.制定地方自治法規： 

(1)依地制法第 26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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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規定有罰則時，直轄市法規應報經行政院、縣（市）規章應報經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2 其餘未定有罰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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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鄉（鎮、市）規約發布後，應

報縣政府「備查」。 

(2)依地制法第 27 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自治規則，除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

另有規定外，應於發布後分別函報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備查」，並函送各該地方立

法機關查照。 

(3)依地制法第 31 條規定：地方立法機關得訂定自律規則。自律規則除法律或自治條例另有規定外，由各

該立法機關發布，並報各該上級政府「備查」。 

3.制定相關組織自治法規： 

(1)依地制法第 54 條規定：地方立法機關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市) 民代表會之組織準

則、規程及組織自治條例，其有關考銓業務事項，不得牴觸中央考銓法規；各權責機關於核定後，應

函送考試院「備查」。 

(2)依地制法第 62 條規定：地方行政機關之各直轄市政府應依內政部之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經直轄市

議會同意後，報行政院「備查」。各縣（市）政府應依內政部之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經縣（市）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3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議會同意後，報內政部「備查」。各鄉（鎮、市）公所應依內政部之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經鄉

（鎮、市）民代表會同意後，報縣政府「備查」。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與

其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織準則、規程及組織自治條例，其有關考銓業務事項，不得牴觸中央考銓法

規；各權責機關於核定或同意後，應函送考試院「備查」。 

 

二、試述地方選舉之性質為何？又何謂選舉無效之訴？何謂當選無效之訴？（25分） 

試題評析 

地方選舉本屬地方自治之重要命題範疇，只是出題頻率不一，平均三至五年循環一次，本題為101

年普考「請說明地方選舉的意義與地方選舉的功能」之考古題型重現；解題內容應兼論地方自治

法制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方能獲取高分。唯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等地方公民參政權，乃

本科之基本概念及命題大綱明列之重點，一般考生當均可熟稔應對。 

考點命中 
1.《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上課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107頁第10題。 

2.《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72頁第17題。 

 

答： 

(一)地方選舉的意義： 

所謂地方選舉乃指，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特區的居民，基於生活上的共同需要，在國家憲法和法律 監督

下，透過投票的型態，選出行政首長組成地方政府獲推舉地方民意代表組成議會，依據居民的意思，謀求

地方發展，增進地方福利，改善地方環境，以及處理地方上公共事務之謂。 

依大法官會議第498號解釋令意旨，地方選舉為地方自治不可或缺的基礎，基於住民自治之理念與垂直分權

之功能，必先落實地方選舉，方能依據居民的意思組成地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行政機關及立法機關，始

能享有自主組織權；另透過地方選舉，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產生，分別

綜理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或行使地方立法機關之職權，地方行政機關與地方立法機關間，方能依法

享有權責制衡之關係，進而，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享權力行使之主體，於中央與地方共同協力關

係下，垂直分權，以收因地制宜之效。此外，透過地方選舉，亦可反映民意，影響政府決策，甚可由下而

上造成政黨輪替，進而和平轉移政權；總之，地方選舉之功能大矣哉！ 

(二)地方選舉的法制： 

因此，地方選舉為憲法所當然保障之制度，並明確規範於各項相關法律中： 

1.我國憲法第 17 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2.第 123 條規定：「縣民關於縣自治事項，依法律行使創制、複決之權，對於縣長及其他縣自治人員，依

法律行使選舉、罷免之權。」 

3.依地制法第 16 條規定，地方居民之權利亦包括：「對於地方公職人員，有依法選舉、罷免之權。」 

4.並另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範有關地方選舉之各項法制規定，其中包括「選舉無效」與「當選無

效」之訴，謹依相關規定敘明如下。 

(三)選舉無效之訴：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8 條及第 119 條規定： 

1.選舉無效之義意：選舉委員會辦理選舉違法，足以影響選舉結果，檢察官或候選人得自當選人名單公 告

之日起十五日內，以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選舉無效之訴。 

2.選舉無效之提起事由：係因選舉委員會辦理選舉違法，足以影響選舉結果。 

3.選舉無效之原告：由檢察官或候選人自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提起訴訟。 

4.選舉無效之被告：以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 

5.選舉無效之目的：請求法院判決該選舉區或特定投票所內之選舉不生效力。 

6.選舉無效之效力：選舉無效之訴，經法院判決無效確定者，其選舉無效，並定期重行選舉。其違法屬選

舉之局部者，局部之選舉無效，並就該局部無效部分，定期重行投票。 

(四)當選無效之訴：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0 條規定： 

1.當選無效之義意：當選人有下列情事一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

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1)當選票數不實，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 

(2)對於候選人、有投票權人或選務人員，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競選、自由行使投

票權或執行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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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者。 

(4)或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益，而約其不行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行使

者。 

2.當選無效之提起事由：係因當選票數不實，或因上述違反選舉法規諸行為，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 

3.當選無效之原告：由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三十日內，

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4.當選無效之被告：以各該當選人為被告。 

5.當選無效之目的：請求法院判決該當選人之當選不生效力。 

6.當選無效之效力：當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無效確定者，當選人之當選，無效；已就職者，並應自判決確定

之日起，解除職務。 

(五)「選舉無效」與「當選無效」訴訟之管轄法院，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6 條至第 128 條規定： 

1.第一審選舉訴訟，由選舉行為地之該管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管轄，其行為地跨連或散在數地方法院或分院

管轄區域內者，各該管地方法院或分院俱有管轄權。 

2.不服地方法院或分院第一審判決而上訴之選舉訴訟事件，由該管高等法院或其分院管轄。 

3.選舉訴訟，設選舉法庭，採合議制審理，並應先於其他訴訟審判之，以二審終結，並不得提起再審之

訴。各審受理之法院應於六個月內審結。法院審理選舉訴訟時，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 

4.選舉訴訟程序，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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