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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附中 113學年度公民與社會科代理教師甄選試題 

解答 
 

一、依據公民與社會科 108課綱「公 Dv-Ⅴ-1 國家為促進社會安全，為什麼需

要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等多種制度的規劃？」請就社會救助、

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之目的、請領之資格條件和財源經費做比較。（9分） 

答 
 社會救助 社會福利 社會保險 

目的 

（制度性質） 

維持民眾最低生

活水準 

（提供給貧窮者

的最低生活保

障） 

滿足人民各種基本

需求的福利服務 

（照顧生活基本需

求的補助和服務） 

保障就業人口或全

體國民的經濟安全 

（由國家推行的保

險制度） 

涵蓋對象 

（資格條件） 

貧窮線以下人口 

（資產調查） 

特定人口 

（居住設籍） 

就業人口 

（繳費紀錄） 

財源經費 政府租稅 政府租稅 受僱者、雇主及政

府 

舉例說明 生活扶助、醫療

補助、急難救

助、災害救助 

長期照顧體系、社

會住宅、生育補

助、育兒津貼… 

勞工保險、全民健

康保險、就業保

險、公教人員保

險、國民年金保

險… 

 

二、.請簡要說明「媒體近用權」的概念與內涵。（8分） 

答 

媒體近用權是指：任何人或任何團體有平等接近與使用媒體的權利。(2 分) 

其中包含接近權與使用權： 

1.接近權：包含回應、解釋不公平報導或評論的「答辯權」(2 分)；以及請媒體

訂正不實或錯誤報導的「更正權」(2 分)。 

2.使用權：閱聽人可以直接建立自己的媒體，或自製節目提供媒體播放。(2 分) 

 
三、1.我國法律賦予原住民族集體權利，請描述這些集體權利的法源基礎、定

義並舉例之（6分）。 

2.其中一項權利與智慧財產權概念類似，請說明其與著作權相關法律有何

差異（任寫 3項，6分）？ 

答 

 集體諮商同意權 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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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定義 要求政府或私人，若要在原住民

族土地部落周邊一定範圍內的公

有土地，從事開發、生態保育及

學術研究行等為時，應諮商原住

民族或部落，並取得其同意或參

與的一種權利，且原住民可分藉

此分得利益。 

為保護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

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智慧創作即

原住民族之宗教祭儀、音樂、舞

蹈、歌曲、雕塑、編織、圖案、

服飾、民俗技藝或其他文化成果

的表達，他人若欲使用應取得專

用權人之同意。 

舉例 亞泥案中，經濟部若要延展亞泥

公司的在新城山礦場採礦期間，

太魯閣族族人可主張諮商同意

權，進行協商。 

欲在公開場合表演原住民族的舞

蹈，應先向擁有該舞蹈著作權的

部落或原住民族申請並取得同

意。 

 

2.寫到任三點即可 

 著作權 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 

權利類型 可為個人權利 不能為個人權利，僅可是集體

權利 

使否需登記 無須 需登記才能獲保障 

主管機關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住民族委員會 

保護期間 著作人格權→永久 

著作財產權→著作權人存續期

間以及其死後 50 年 

人格權與財產權皆為永久 

 

四、政府推出「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精進方案」，簡稱新青安方案，不

但給予買房貸款者優貸加碼利率補貼，更寬鬆的申請條件，貸款年限也提

高至四十年，而建設公司也喊出「租不如買」的口號，趁機吸引年輕買

家。請問： 

1.新青安方案對於「租屋市場」與「買房市場」各有甚麼影響？請畫出供

需圖並解釋之(各 5分，共 10分)。 

說明此政策對於抑制房價的效果如何？(2分) 

2.若政府為抑制房價進行房價管制，請問對社會福祉有何影響？請以圖形

分析解釋之。(8分) 

答 

1.租屋市場，需求線左移，需要畫圖。(5 分) 

2.買房市場，需求線右移，需要畫圖。(5 分) 

3.造成反效果，助漲房價。(2 分) 

4.房價管制的價格為 PH，交易量將萎縮，社會福祉將下降，出現無謂損失如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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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額 

色三角形這塊。(8 分) 

 

 

五、甲國央行為了刺激景氣，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請問 

1.如何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6分） 

2.請繪出可貸資金市場在實施寬鬆貨幣政策後的變動結果（4分），並說明

效果為何（2分）。 

答 

調整法定存款準備率：調降法定存款準備率 

調整重貼現率：調降重貼現率 

公開市場操作：買回更多公開市場上的票據 

 

利率下降， 

可貸資金提高 

 

六、不同的社會學理論如何解釋階層化所蘊含的資源分配不均等現象？功能

論、衝突論及符號論對社會階層的立場為何？請簡要說明之。（6分） 

答 

功能論：對階層化持正面態度，社會階層讓社會得以維持穩定與秩序。 

衝突論：對階層化持負面態度，優勝階層與被壓迫者之間充滿對立與衝

突。 

符號論：在互動過程中，同一階層的成員透過符號互相學習，而形塑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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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階層。 

八、我國立法院於 2024年 5月 28日三讀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案，

行政院提出的覆議案於 6月 21日在立法院進行覆議投票，在立法院外則

另有公民團體也要求聲請釋憲。請問： 

1.此案能聲請大法官違憲審查的主體有誰？(2項，共 4分) 

2.是否能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法案後，就聲請大法官釋憲？請說明原因。

（共 4分） 

3.大法官若受理此案件並做出判決，《憲法訴訟法》規定的評議及決議門

檻為何？（共 4分） 

4.我國 2022年開始施行《憲法訴訟法》，與舊制相比，新施行的制度帶來

什麼改變？(請寫出 4項，共 8分) 

答 

1.此案能聲請大法官違憲審查的主體有誰? (一項 2 分，共 4 分) 

立委總額四分之一以上聲請、行政院 

2.是否能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法案後，就聲請大法官釋憲? 請說明原因。 

  大法官只能審理「經總統公布」的法律，必須總統先公布法令，再由有聲請

釋憲權利的主體提出聲請，大法官才能受理 

(「需公布施行的法律才能審查」、「大法官的被動性」，一項 2 分，共 4 分) 

3.大法官若受理此案件並做出判決，《憲法訴訟法》規定的評議及決議門檻為

何? 

 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 

 (「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總額過半數同意」，一項 2 分，共 4 分) 

4.我國 2022 年開始施行《憲法訴訟法》，與舊制相比，新施行的制度帶來什麼

改變？(請寫出 4 項，一項 2 分) 

寫出以下其中三項即可(或參考下面一個表格) 

舊制 新制 

僅審查法律和命令 審查法律、命令和裁判 

不公開的大法官會議 公開的憲法法庭 

以解釋文公布審查結果 以憲法判決公布審查結果 

 有法庭之友制度 

立委總額三分之一才可聲請釋憲 立委總額四分之一可聲請釋憲 

個別法院法官可為聲請主體 以法院為聲請主體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