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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分科測驗公民與社會考科試題或參考答案之反映意見回覆 

 

題號：2 

題目： 

2. 小嘉讀到教育有助階級流動的理論，之後查閱資料時發現，某個經濟起飛國家晚近

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明顯增加，於是主張「該國已突破階級複製成為開放社會」；但小

文提出另一份該國資料，質疑小嘉主張難以成立。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小文的資料？  

(A)家庭處境不利的子女甄選入學比例較低，多由筆試取得入學資格  

(B)家庭處境不利的子女就讀大學比例上升，但學費仍多數仰賴補助  

(C)公立大學學生多來自中產階級，且畢業生月收入較私校畢業者高  

(D)公立大學學生多來自中產階級，且其大學國際排名更勝私立大學  

意見內容： 

1. 此題各選項都有瑕疵，應送分。此題要討論階級複製卻沒有提及社會的兩端：貧民階級

和富人階級，卻仍想要從中產階級是否流動來討論社會流動。不論結論如何，這都是非

常不合理的。 

(A) 甄選入學不利子女比例較低，的確可以顯示社會的某種不公，但無提及最終的入學情

形，因此有問題。 

(B) 也可能說明此國經濟惡化。 

(C) 無提及富人階級和貧民階級，且社會地位有三大指標：財富、權力、聲望，不能僅從

一判斷。 

(D) 無關。 

2. 本題應為無答案。我們無法透過(C)選項質疑小嘉主張，原因如下： 

(C)選項僅說明公立大學學生多來自中產階級，對於私立學校的學生組成（中產階級或是

弱勢族群所占比例）不得而知，將兩者畢業生月收入進行比較毫無意義。若題幹或選項

中有提到弱勢族群中大多數人就讀私立學校，而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裡大多就讀公立學

校，公立學校畢業生月收入多於私立學校畢業生月收入即有階級複製現象，可成為質疑

小嘉「該國已突破階級複製成為開放社會」的論據，但(C)選項無提到以上相關資訊，因

此本題無答案。 

意見回覆： 

1. 依題目敘述，小嘉根據某國晚近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明顯增加，主張「該國已突破階級複

製成為開放社會」，意即處境不利子女能透過教育達成階級流動；小文則提出另一份該國

資料，質疑小嘉主張難以成立。因此小文的資料須能顯示即使高等教育擴張，其實仍主

要在複製優勢家庭的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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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項(C)公立大學學生多半來自中產階級，又畢業後收入較私校畢業者高，顯示出身中產

階級家庭的學生，透過就讀公立大學繼續擁有較佳收入，維持原來較為優勢的地位而形

成階級再製。因此選項(C)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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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13 

題目： 

13. 甲是 13歲國中生，加入幫派後不再去學校。某日因該幫派與其他幫派發生糾紛，甲

毆打其他幫派成員，造成對方受重傷而被警方逮捕。依據我國司法制度，以下關於

本案的評論何者正確？  

(A)警察應將甲交給父母或學校，循教育輔導協助改正，不應進入司法程序   

(B)甲雖無刑事責任能力，但仍受少年事件處理法規範，檢察官可將其起訴  

(C)甲的犯行是重罪，屬於少年刑事案件，應交由法院依刑事審判程序處罰  

(D)甲有觸犯刑法的行為，會由法院決定將其交付輔導，或是給予保護處分  

意見內容： 

本人認為本題(D)選項錯誤之理由如下： 

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所有有關審理少年案件之司法機構用詞皆為「少年法院」抑

或是「XX法院少年法庭」，並無直接指稱「法院」一詞，且少年法院之配置與一般法院相

差甚遠，本人認為不該予以混用。故本題無正確答案。 

意見回覆： 

《少年事件處理法》為規範少年事件類型與處理程序之重要法規，故於該法中需詳細

指明處理少年事件之法院為何。但「法院」本可廣義指涉國家審判權之行使機關，並有權

審判民事、刑事及其他法律規定訴訟案件，並依法管轄非訟事件，此觀法院組織法第二條

可明。但即使不知法院組織法第二條規定內容，在一般語境中法院也可指涉國家審判權之

權責機關，而國家審判權自包括對少年事件之審理，故選項(D)中的法院包含少年法院或任

一法院中的少年法庭，應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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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14 

題目： 

14. 甲到乙經營的小吃店用餐，和乙激烈爭吵，甲以手機將吵架過程錄影；之後乙顧及

其他顧客仍在用餐，就不收甲的餐費讓他離開。幾天後，甲未經查證便在網路指控

乙使用過期食材，並將乙照片上傳網路，加以辱罵。甲的行為造成乙小吃店營業損

失慘重，乙氣憤不已，幾天後過世。其配偶丙決定採取法律行動。依據現行法律規

定，以下各項丙可能採取的法律行動何者正確？  

(A)乙雖已過世，丙仍可向甲請求支付當天餐費  

(B)乙個人名譽受甲的侵害，丙可向甲請求賠償  

(C)因乙已經過世，丙不可請求甲賠償營業損失  

(D)丙不可因乙的肖像權受到甲侵害而對甲索賠  

意見內容： 

選項(A)亦是正確答案，理由如下： 

依題意描述，本題乙和甲間，仍有債權債務關係，因甲乙間有買混合契約（包含買賣

餐點及其他服務等），而甲尚未給付價金，乙對其有請求支付價金之請求權，自不待言，有

爭議者為，題意所謂「不收甲的餐費讓他離開」，是否屬債務免除之意思表示？本意見以為，

讓他離開僅為消極之不請求，尚難謂其有債務免除之意，嗣後乙死亡，乙之繼承人丙自得

對甲請求給付價金。綜上所述，應開放(A)選項。 

意見回覆： 

依題意，乙與甲在爭吵中，若乙仍有請求甲清償其債務之意思，乙不會僅消極不收取

甲之餐費，而應會加以追討。根據民法第 343條規定，債權人向債務人表示免除其債務之

意思者，債之關係消滅，此處之意思表示並未有法定方式之規定，故乙表達其意思表示的

方式，明示或默示皆可。本題乙不收甲之餐費任其離開，應解釋為乙有免除甲之債務之意

思，而債務既經免除、債之關係消滅，丙自不可向甲請求清償當天餐費，故選項(A)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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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19 

題目： 

19-20為題組  

◎  我國的《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保障同性婚姻，使同性戀者與異性戀

者皆擁有結婚的權利。該法實施至今，許多民眾透過各種管道發聲表達認同及支持，

但也持續有反對的聲音。另外，在現行制度下，我國國民的同性伴侶若為外國人，

且其所屬國家的法律不承認同性婚姻，則伴侶雙方在我國便無法結婚。因此有公民

團體倡議，應進一步修法保障跨國同性伴侶，但這項倡議，也引發不同立場團體的

質疑。請問：  

19. 依據題文，該法最能落實以下哪項與人權有關的理念？  

(A)保障社會處境不利群體的積極平權  

(B)凝聚社會處境不利群體的國家認同  

(C)肯認社會不同群體的多元身分認同  

(D)促進社會不同群體的意見表達自由  

意見內容： 

1. 多元身分認同多指文化、民族、國籍，用此指性向，稍有不妥，此題應送分。 

2. 請問答案適切性。 

（1） 首先，由題文中和現實中之情況，可知同性族群相較與大眾之主流文化，仍屬不

利族群，此點無疑。雖婚姻自由與婚姻權是屬於基本權，還給欲同婚之族群本當

擁有的權利，是屬消極平權措施；但應不只單論權利本身，而須審度其實行之手

段與過程，在我國目前的狀況中，大法官於 106年 5月 24日公布釋字 748號，認

為民法將成立具有排他性和親密性之永久結合關係的權利從欲結婚之相同性別的

兩人身上剝奪，有違平等原則，可我國仍於 2018年時利用公投的方式拒絕修改民

法婚姻的規定，反而是以另立專法的方式賦予同性婚姻族群合法權利，若真謂之

消極平權，為何不能修改民法中關於婚姻之規定，反而需要另立專法？又為何在

大法官認為違憲後，還可以藉由發起公投，以所謂「主流民意」來限制同婚族群本

當享有，與他人應無不同的權利。故單論婚姻權，的確是屬消極平權；惟應考量同

婚族群之權利在我國實踐與立法保障的過程與手段，答案(A)亦難謂不可。 

（2） 再者，答案(C)似乎也有所不妥，論及身分認同一詞，其具有多面向之解釋與意涵，

例如：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等等…，即便取與該題最接近之文化與心理面向，

所謂身分認同與性傾向應是不同之二事。所謂身分認同，應就自身對於自我之認

定討論。舉例而言，一個男生，他喜歡的也是男生，這是屬於性傾向；而一個男生

認為自己應該要是或其實是一名女生，這是屬於身分認同之中的性別認同。題文

中所述之同性族群，僅看題文，也只能得出其是性傾向與大眾所謂之主流不同，

難謂其身分認同與他人必然有所差異。最後，若是答案(A)之所以為非是因為還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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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婚姻權利是屬於消極平權，那答案(C)也不應正確，畢竟所謂「肯認」是指「肯

定、認同」，但若只是單純「還給他們本就不應該被剝奪的權利」，這樣的措施能說

是肯認多元身分認同嗎？這只是政府需要消極不侵犯人民天生該有的權利，並非

如答案(C)所言，屬於一種肯認，畢竟肯認一詞應該是較為積極面向的，而不單純

是還給他們權利就可謂之肯認身分認同。 

3. 根據以下理由： 

（1） 題目中所指稱之「該法」為題幹中所提及之公民團體所倡議的「修法保障跨國同

性伴侶」。 

（2） 題組文章中提及在現行制度下，跨國同性伴侶僅有在同性婚姻於外籍方所設籍的

國家合法的情況下，方可於我國登記結婚。 

（3） 綜合 1、2兩點，可得知公民團體所倡議之新法與現有法律最大之差異為對婚姻自

由之保障是否延伸至跨國同性伴侶（同性婚姻於其中一方之母國並未合法化者），

也因此可得知，公民團體所倡議之新法要旨即在於修法使我國政府對同性婚姻之

保障可不受他國法律限制，遍及所有於我國登記結婚之同性伴侶，此立意正符合

我國憲法所保障之平等權。 

（4） 以(A)選項而言，社會處境不利之團體可理解為對同性伴侶之指稱，而積極平權則

是指政府進行修法以積極保障跨國同性伴侶（同性婚姻於其中一方之母國並未合

法化者）與本國同性伴侶、跨國同性伴侶（同性婚姻於雙方母國皆合法者）同樣享

有婚姻自由之作為。 

綜上所述，題組與題幹中皆有明確之根據足以支持(A)選項之敘述，是故答案應開放

(A)選項。 

意見回覆： 

1. 首先，同性戀者在現代社會中，相較於主流大眾文化確實有可能遭受異性戀霸權等文化

現象影響，而在社會地位、社會資源分配上有所不利益，有屬於社會處境不利群體的可

能性。  

2. 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748號解釋文之意旨「民法……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

經營……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障

人民平等權意旨有違」，可見大法官認為民法當前規定僅保障異性戀得以經營永久結合

關係，而排除同性戀者，係屬不合理的差別待遇，侵害同性戀者應受保障的婚姻自由權

與平等權，故大法官強調應使同性戀者受與異性戀者相同的婚姻自由與平等權保障，此

為形式平等之保障，亦即消極平權。 

3. 但前項同解釋之解釋文亦提及「……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

形成之範圍。」由此可觀之，大法官認為，在我國權力分立之憲政基礎下，司法權可要

求立法權修法保障人民權利，但應如何立法保障則為立法權之權責，司法權不應干涉。

因此不論是公投結果亦或立法院依公投結果訂立同婚專法，皆為落實同性戀者與異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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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得經營永久結合關係之形式平等，與直接修改民法婚姻規定乃作法上的差異，並不

影響前述保障同性戀者於婚姻上的形式平等之結論。 

4. 又，身分認同之意旨，乃指個人對自我身分之認知與認同，而個人形塑自我身分認知、

認同之來源，可能相當複雜且多種多樣，無論政治、文化、心理亦或性傾向皆為構建個

人身分認同之一環，而要以哪些面向、來源做為自我身分認同之形塑，在不侵害他人之

權利與身分認同之前提下，皆應受保障與肯認，此即多元身分認同。因此，立法肯認同

性戀者的婚姻自由與平等權，亦即對同性戀者的性傾向（即同性戀者的身分認同之一環）

與異性戀者的性傾向等同視之，實為形式平等的體現，與前述並不衝突，也不能認為肯

認多元身分認同推翻釋字第 748號解釋保障同性戀者婚姻自由和形式平等之意旨，以及

同婚專法為消極平權措施之性質。 

5. 另，同婚專法之全名為「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該法主要為落實釋字第 748

號解釋之解釋意旨，該解釋意旨中提及的婚姻自由權與平等權之保障主要仍為我國人民，

尚未擴及跨國同性婚姻，故跨國同性婚姻之議題尚與本題無關。 

6. 綜上所述，本題答案應為選項(C)，選項(A)並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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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26 

題目： 

26-28為題組  

◎  據媒體報導，因飼料價格上漲，加上禽流感肆虐、蛋商囤貨等因素，即便今年年初

蛋價已上漲三成，市場依然一蛋難求，民眾苦不堪言。為了因應市場缺蛋現象，各

方採取多項措施，例如：（甲）店家限制顧客每次只能購買 2盒雞蛋，政府（乙）亦

公告補貼蛋農生產的獎勵措施，（丙）宣布蛋價凍漲，要求售價不得超過每台斤 35

元，並（丁）進行現場稽查，嚇阻蛋商囤積行為。不過蛋商普遍反映收購價格及運

輸成本均不斷提高，漲價為不得已，除非政府提高補貼才可能「凍漲」。另外運輸

業不滿政府只補貼蛋農，因為他們也面臨油價大漲的壓力。請問：  

26. 以下何種情形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上的聯合行為？  

(A)蛋商如願獲得補貼後卻違背對政府的承諾，仍持續漲價  

(B)運輸業者與蛋商共同發表聲明，要求政府適度補貼油價  

(C)蛋商公會會員大會決議反對全面漲價，並要求其會員按地區採不同售價  

(D)消保團體發起「一星期不吃蛋」運動，民眾串聯響應迫使雞蛋價格下跌  

意見內容： 

題文提及「蛋商普遍反映……除非政府提高補貼才可能『凍漲』。」由「普遍」二字，

可知此題「蛋商」一詞應泛指多數蛋商。而(A)選項描述蛋商在獲得補貼後仍持續漲價，依

此題蛋商之定義，多數蛋商無視補助，仍決議漲價之行為，應屬聯合行為，故(A)(C)選項皆

為正確答案。 

意見回覆： 

公平交易法上的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

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

供需之市場功能者。」選項(A)並無法看出廠商有彼此串聯協議漲價之行為，故非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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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27 

題目： 

26-28為題組  

◎  據媒體報導，因飼料價格上漲，加上禽流感肆虐、蛋商囤貨等因素，即便今年年初

蛋價已上漲三成，市場依然一蛋難求，民眾苦不堪言。為了因應市場缺蛋現象，各

方採取多項措施，例如：（甲）店家限制顧客每次只能購買 2盒雞蛋，政府（乙）亦

公告補貼蛋農生產的獎勵措施，（丙）宣布蛋價凍漲，要求售價不得超過每台斤 35

元，並（丁）進行現場稽查，嚇阻蛋商囤積行為。不過蛋商普遍反映收購價格及運

輸成本均不斷提高，漲價為不得已，除非政府提高補貼才可能「凍漲」。另外運輸

業不滿政府只補貼蛋農，因為他們也面臨油價大漲的壓力。請問：  

27. 題文哪項措施最無助於解決市場雞蛋供不應求的現象？  

(A)甲  (B)乙  (C)丙  (D)丁  

意見內容： 

在此想提問的是，雖然(C)選項之宣布凍漲（手段丙），乍看之下會使價格停留在目前，

而使得需求線跟供給線維持原樣而較無助於緩解供不應求的現象。然而，考量某財貨之價

格不斷上漲時，應考量民眾因預期心理而造成的搶購（即因民眾的預期心理而造成的需求

線右移），在我國，也曾發生過因廠商宣布衛生紙將漲價而導致民眾大肆搶購，進而導致衛

生紙真的缺少，想買的人、需要的人只能以更高價購買的狀況。所以，宣布凍漲看似無助

於緩解，但其實可以一定程度緩解民眾因預期會再漲而現在大量搶購的現象，當需求線因

消費者預期心理而不斷右移的現象可以得到緩解，自然供不應求和價格不斷飆漲的現象就

能得到緩解。 

再者，選項(D)之方法（手段丁）—現場稽查，單論其手段而言，現場稽查是一個耗時、

耗力的工作過程，而且其效用與效率實難論斷。以現實情況而言，公司與廠商方面不應只

有一處生產據點、貨艙、儲存地等等…，所謂現場稽查，實難直接謂之有效或有助於緩解

題幹所述之現象。如前所述，其成效與效率實是有待商榷，若是採用現場稽查，投入人力、

物力、財力、時間之後卻無收獲，反而可能造成廠商與政府兩方面的損失。 

意見回覆： 

本題提問為哪項措施最無助於解決市場雞蛋供不應求的現象。選項(C)之宣布凍漲（手

段丙），使價格機能無法調節市場供需，甚至因價格管制措施導致超額需求持續，故無助緩

解供不應求的現象。若如來函所述，宣布凍漲使得不致發生需求因消費者預期心理而不斷

右移的現象，也只能說不讓供不應求現象更惡化，無助於解決。相對的，(D)實施稽查嚇阻

囤積行為，使蛋商不敢囤積，而將蛋釋出至市場，有利於增加市場供給，舒緩供不應求現

項，故選項(D)非本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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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31 

題目： 

31. 《原住民身分法》要求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之子女，須跟著具有原住民身分

的父親或母親的姓氏，或取原住民傳統名字，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這導致部分有

原住民血統的民眾，因為隨著非原住民的漢人父親取了漢姓，而無法取得原住民身

分。憲法法庭認定，此種情形違反憲法所保障有關原住民身分認同之人格權，亦牴

觸種族平等及性別平等。下列有關性別平等原則的判斷，哪些符合本件憲法判決的

精神？  

(A)原母漢父的子女登記為原住民的比例遠低於原父漢母，呈現性別實質不平等  

(B)該法規定原住民之身分須經國家認定登記才能取得，故造成性別實質不平等  

(C)原住民子女不選擇從原母姓氏而選擇從漢父姓氏之行為，牴觸憲法性別平等  

(D)唯有登記原住民傳統名字，才得以超越性別且有效保障原住民種族平等與身分

認同  

(E)取得原住民身分須跟從具原住民身分父母的姓氏，使身分認定受主流性別文化

影響  

意見內容： 

1. 第 31題之參考答案中並未有(B)選項。想請問，從題文中可見，《原住民身分法》的規定

造成部分原住民後代因跟隨漢人父親從姓，致使無法取得原住民身分，而大法官也已針

對該法認為其違憲與牴觸種族和性別平等；再者，既然選項(A)屬正確解答，足以依此證

明，國家原先認定的登記的確造成性別實質不平等，即國家原先認定原住民須將姓氏登

記為父或母有原住民身分之一方，才可取得原住民身分，造成原母漢父的子女其比例遠

低於原父漢母，上述(A)選項不就是因國家僅認同特定之登記而造成兩種登記比例相差甚

遠，彰顯出的性別實質不平等嗎？若選項(A)正確，為何(B)不成立？（選項(A)的敘述可

得知國家原先特定之認同造成兩種登記的比例相差甚遠，即因須經國家認定登記才能取

得身分而造成的性別實質不平等。） 

2. 此題無正確答案。因 111憲判字第 4號（下稱本判決）判決主文與理由，均未明確宣告

原住民身分法相關規定「牴觸性別平等」或違反「性別平等原則」。故題幹稱「下列有關

性別平等原則的判斷，哪些符合本件憲法判決的精神？」此前提既已錯誤，沒有任何選

項可選。以下說明： 

（1） 大法官判決僅主文或形成主文之重要理由有拘束力，「性別平等原則」並非本判決

多數意見之違憲論理依據。從新課綱強調之閱讀理解能力，法律解釋方法分析本

判決，理由書第 33到 48段標題與結論僅提到種族平等（第 33、38段），根本沒

有標題或結論寫明違反性別平等。另可從憲法法庭書記廳整理之判決摘要佐證，

若性別平等原則為本判決主要論據，怎會在判決摘要內完全沒有出現「性別平等」

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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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由書第 45段僅屬旁論，多數意見確實未宣告違反性別平等原則，命題不宜扭曲、

超譯本件憲法判決之精神。從以下三面向證明。 

A. 由段落本身文意理解，同段標題（第 38-44段）大幅分析種族平等並認定違憲。

第 45段顯然無法自成論理，且大法官僅是表示聲請人主張「性別實質不平權之

違憲情形，亦非顯然無據。」這就只說明大法官認為聲請人主張不是完全沒有

根據，這個「根據」表明的是指相關規定適用結果，會有性別上的「差異」，但

仍不等同違反憲法性別平等原則。 

B. 上述解讀，可從「多數大法官」立場說明與佐證。除了 5 位大法官表決持不同

意見外，在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許宗力、謝銘洋、楊惠欽三位大法

官加入）第 22段明確提及「…以導出系爭規定與性別平等有違之結論，仍難以

確定。」因此可證明，相關規定未違反性別平等原則，有 9 位大法官不認為此

憲法判決可彰顯性別平等原則！此點亦可從主筆黃虹霞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推知，

其原先草擬的性別實質不平等論點，因無法獲得多數採納成為違憲理據，僅能

大篇幅刪除，列在協同意見書末作為附件。 

C. 對比大法官類似案件先例，從釋字第 791 號論理，亦可觀察大法官確實在間接

歧視案件中，會區分「實際試用結果」（有無性別失衡），以及「法理上」（是否

已符合憲法性別平等之要求），對比兩個大法官決定亦可知，若釋字第 791號討

論稍多篇幅之情況，都已被認為「保持沉默」（如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所批

評），本判決也當是如此。此外，《台灣法律人》於今年 4 月 8 日所舉辦之研討

會中，陳昭如教授批評本判決僅使用曖昧模糊字眼，未積極討論性別平等。 

（3） 作為大考測驗題，此考題是否具有測驗學生程度之有效性、鑑別度與公平性，是

否有足夠充分資訊可判斷出「性別實質不平等」？ 

A. 上述判決主旨分析、大法官對此論點贊成意見的計算、與先前釋字比較，均是

認真的師生必然了解的「爭議」。有爭議的概念不能直接出成有標準答案的選擇

題，應是大考命題基本原則。較適合測驗的題型可以是足夠資訊的閱讀理解判

讀題、開放答案的申論題，總之不應是有正解的考題。若出成選擇題，將使得越

認真準備、熟悉此解釋，或與出題者對本判決有相反解讀之同學深受其害，恐

認為沒有正解而猶豫甚久。此將喪失命題之公平性，不符考試制度的基本精神。 

B. 即使勉強作為選擇題，此題資訊亦不充分。因未呈現本判決理由（與判決註解

2、3）內容，無數據讓同學判斷事實上性別差異，就無法證成憲法上性別實質不

平等判斷，故也確實沒有選項可選。若堅持此題有正解，已淪為命題者（國家）

個人觀點加諸於應試同學價值觀上，實在不符公民與社會科強調的思辨素養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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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上所述，請務必採納、更改答案。作為稍關心憲法的老師，想澄清自己不是反對

性別平等，而只是想提醒命題者（大考中心）應更加謹慎，不要過度抬舉、誇大大

法官在性別平等上的貢獻，不論是站在何種性別平等的立場，都必須承認：無法

從本判決（多數意見）掌握「性別平等原則」（不僅是性別差異）的判斷，故此題

無解。 

意見回覆： 

1. 依 111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以下簡稱系爭判決）之意旨，性別實質不平等現象之產生，

在於原住民族身分法規定原父漢母或原母漢父之子女，須從原民父或原民母之姓氏獲取

原住民傳統姓名方能取得原住民身分（以下稱系爭規定），而民法 1059條雖規定子女之

姓氏應由父母約定，但因社會傳統而導致大部分子女仍從父姓，故產生國家法律規定雖

非以性別為理由進行差別待遇，卻產生實質不平等之效果。但選項(B)所描述者，是法律

要求具原住民血統者須經國家認定方能取得原住民身分，與漢人不同，而須經登記才能

取得身分係屬種族不平等的問題，故非正確選項。 

2. 而本題所指「憲法法庭認定，此種情形違反憲法所保障有關原住民身分認同之人格權，

亦牴觸種族平等及性別平等。」之情形，主要記載於系爭判決理由第 45 段：「憲法第 7

條亦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我國長久以來之子女從父

姓習慣……致生同樣從父姓者，因究係父或母為原住民而其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之結果

有差異……，（系爭規定）另有性別實質不平權之違憲情形，亦非顯然無據。」可顯示大

法官認定系爭規定因違反性別平等而違憲，此部分既已論述於判決理由內，與種族不平

等同為支持主文「……違反憲法保障原住民身分認同權及平等權」之主要理由，自無疑

義，原提意見認此部分屬於旁論，恐有誤解。至於判決書內各理由段落之文字多寡、協

同意見書之內容或學界意見均非認定該判決拘束力範圍之依據，併予指明。 

3. 而本題題文中，針對憲法法庭之意見描述，也僅有「憲法法庭認定，此種情形違反憲法

所保障有關原住民身分認同之人格權，亦牴觸種族平等及性別平等。」等文字，而記載

憲法法庭對系爭規定有性別不平等情形之判決理由第 45段為支持判決主文之主要理由，

已如前述，足以證明憲法法庭確有系爭規定違反性別平等之判斷，即使來函意見認為性

別不平等並非形成系爭判決主文之主要理由，亦不妨礙本題題目成立。 

4. 又應予強調者，本題並未要求考生須知曉 111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內容才能解題，考生

僅須憑藉其對於性別平等、實質平等之相關知識，以及對題文、選項之正確閱讀理解，

即可解題，應無答題資訊不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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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34 

題目： 

33-34為題組  

◎  某立委針對檢察官偵查中的公務員貪瀆案件，質詢檢察機關最高首長，要求檢察機

關在一個月內起訴，否則首長應下台，並要求檢察機關配合立法院調查，提供該案

件相關證據。某學者得知此事後投書報紙，文章標題：「立委揭弊仍應注意刑事訴

訟基本原則」。內文指出：「檢察官若於起訴前提供相關證據給立委，可能讓案情洩

漏，再加上媒體推波助瀾，恐怕法院未審結，輿論便已認定嫌疑人有罪，因而影響

其受公平審判的權利，若最後發現不構成犯罪，當事人的隱私、名譽也已遭受無法

回復的損害。」請問：  

34. 依據題文，學者文章標題所指原則最可能為何？此原則對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為何

重要？請在答題卷表格左欄勾選原則，並於右欄摘述題文說明此原則為何重要的一

項理由。（5分）  

勾選原則  此原則為何重要的一項理由（ 30 字內）  

□刑法謙抑原則  

 
□自由心證原則  

□偵查不公開原則  

□不自證己罪原則  

意見內容： 

本人在此對本題答案的選擇提出建議。本人認為「自由心證原則」和「偵查不公開原

則」皆應列為正確答案。 

題述「恐怕法院未審結，輿論便已認定嫌疑人有罪，因而影響其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強調違背無罪推定對公平審判的危害。而「公平審判」顯然以法官於獨立審判之時所依據

之自由心證原則為其中十分重要之內涵。兩者因果關係明確強烈，應予開放「自由心證原

則」為正確答案。 

意見回覆： 

題文中學者所針對的情形為立委對檢察官提出提供證據的要求，而相關案件仍在偵查

中，因此檢察官若提供資訊給立委，明顯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而自由心證原則所指涉者，

為法官於審理案件時，應不受外界影響，憑藉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形成心證。違反偵查不

公開原則確實可能對法官的心證形成造成影響，但不應解釋為檢察官對外界提供資訊會導

致法官違反自由心證原則。因此本題左欄若勾選自由心證原則，應為錯誤答案。另外，非

選擇題評分原則將於 07月 25日（一）公布於本會大考中心網站，較詳細的評分標準說明

與考生作答情形分析，請參閱本會大考中心將於 08月 15日（一）出刊的第 332期《選才

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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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35 

題目： 

35-36為題組  

◎  今年初基本工資上調到 25,250元，原本理論預測調高基本工資會引發失業，但臺灣

今年面對的卻是缺工潮來襲。論者認為這是因為全球半導體短缺，臺灣相關產業的

人才需求旺盛，間接吸走了其他產業的人力，加上疫情後有些人選擇離開職場，各

行各業突然都缺人。請問：  

35. 下列何者最能正確描繪題文所述近來臺灣勞動市場狀況？  

(A)臺灣受惠於全球半導體短缺，因而使結構性失業人口大幅減少  

(B)缺工引發換工潮，會出現一些摩擦性失業，但循環性失業減少  

(C)受疫情影響，臺灣的勞動參與率逐漸增加，因而帶動薪資上漲  

(D)提高基本工資有助於生產設備自動化，進而提高整體平均薪資  

意見內容： 

依大考中心公布，(B)為正確答案。惟此恐有疑義。從題幹僅能推論「換工潮引發缺工」，

但卻無法反向推理「缺工引發換工潮」。 

題述「臺灣相關產業的人才需求旺盛，間接吸走了其他產業的人力」，雖說「需求旺盛」，

但其字面意義與「缺工」顯然有別。「吸走了其他產業的人力」之換工潮恐怕不應導因於缺

工；而被吸走人力的其他產業，其所面臨之缺工，是由換工潮導致，與(B)之反向推理亦無

涉。後「加上疫情後有些人選擇離開職場，各行各業突然都缺人。」，從中可以推導出換工

潮導致缺工，與(B)之反向推理卻仍無涉。排除此選項與錯誤之(C)、(D)，易致使考生答(A)

而失分。 

然而(A)也未必錯誤！題述「臺灣相關產業的人才需求旺盛」，需求旺盛表示所需勞力

增加，也有可能雇用經充分職訓或成功培養專業技能之結構性失業者，使結構性失業人口

減少。(A)所述之「大幅」減少雖因無法從題幹中明確看出而有可議之處，但相較於(B)、

(C)、(D)中出現明確錯誤，(A)選項應較為適切。本人建議，將(A)訂為正確答案，或作此題

送分之處置。 

意見回覆： 

1. 依題文所述的近來臺灣勞動市場狀況，因全球半導體短缺，臺灣相關產業的人才需求旺

盛，且吸引了其他產業的人力。上述相關產業因缺工，必須以較高薪資吸引其他產業人

力，提高人們換工作以提高薪資的意願，轉換工作期間自然會出現一些摩擦性失業。缺

工潮顯示景氣好，工作機會增加，可推論循環性失業（因景氣衰退導致的失業）減少。

故選項(B)正確。 

2. 結構性失業為產業結構轉變而形成的失業，主因為勞工的工作技能暫時無法與新型態工

作的需求相契合。缺工潮雖可能使廠商更有意願培訓相關人力，但題文中並無相關資訊，

無法推論結構性失業人口大幅減少，故選項(A)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