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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規- 1 0 0 年警特新制考試方向及命題趨勢 

 

一、法海羅盤—指引八方迷津 

警察法規，在檢肅流氓條例廢止後，基本上分為七大類科。然而這七大類科法規，不但法律科系學生都

未必選修過，對於一般無法律基礎之考生，更會感到迷失在茫茫法海之中。持平而論，這七大類科乍看

之下似乎內容五花八門，相關法令函釋龐雜，不過在採取「選擇題」且為單選題型之考試型態下，命題

方式、問法受到題型之限制，歷經數年考試後，命題重點已經漸漸浮現，只要觀念正確，毋須花費太多

時間背誦法條，考生大多都可以掌握考題。了解這個前提之後，請各位考生朋友告訴自己：要征服這項

科目，並不是這麼困難重重！ 

前面提到考試題型的限制，因此考題基本的命題方式不外是在選項中選擇題示目標的答案，因此大部分

不是選對（如：下列何者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方式？）就是選錯（如：下列何者非警械使用條

例所稱之警械？），偶爾會有複選題型。因此考生在研讀時，除了應該有一個基本的體系架構，接下來

「類型化」的功夫便很重要，這也是本書內容的一大重點。 

此外，比較常見又棘手的題型是比較題，在幾個選項的敘述中選出對或錯的敘述。這類題目也不是完全

無跡可尋，從以往命題紀錄來看，容易混淆的名詞或觀念常常會是比較的對象，而在不同法規之間，相

同或類似的比較也是一種命題方式。面對這類題目，筆者的建議是不要心急，可以等先全部唸過一次後，

再針對這些內容相互參照比較。 

另外必須要提醒考生的是：與數字有關的規定（如：幾日內、幾公尺）千萬要牢記！畢竟唸過這麼多法

規後，這些數字的內容也許不是那麼記憶猶新，不過請把有關數字的規定當作複習的重點，畢竟直接問

一些跟數字有關的規定是選擇題命題上最簡單的方式。 

如果考生有時間從基礎開始唸，最好是每類法規唸過一次後再研讀歷屆試題，最後針對歷屆試題中常考

或自己不熟的部分再加強，相信可以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如果真的時間不足，不妨先看看經過整理的

考題，了解命題重點，再反過來唸法律規定的內容，這是比較迅速便利的方式，會比較快找到重點，但

缺點是如果出了以前沒命題過的東西，可能就只能聽天由命了！其實基礎還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的法

學概念清晰，尤其是有學習行政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之基礎者，相信可以輕鬆上手。在考試題型是選

擇題的狀況下，相信競爭是非常激烈的，上榜與否可能就差在一、兩題，因此除非萬不得已，筆者還是

建議從基礎打起，才能增加上榜機會。 

二、研修心法—道破箇中巧妙 

分析 9 1 ～9 9 年度警察特考三等、四等，警察法規命題之分布，大略情況如下： 

社會秩序維護法 

行政執行法 

警察法 

集會遊行法 

警械使用條例 

警察職權行使法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從以上命題趨勢來看，雖然不是十分精確，但考生還是可以了解命題的重點，也可以配置準備時間。除了

已經廢止的檢肅流氓條例，總體上筆者建議可以分為三大科、四小科，其標準乃以前述命題紀錄多寡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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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及相關附屬法規之內容分類。筆者認為三大科為：社會秩序維護法、行政執行法、警察法，至於四小科

為集會遊行法、警械使用條例、警察職權行使法與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前述分法主要是作為分配研讀各科時間的參考，當然所謂「大科」就要花多一點時間唸。唸書的時間配置

不妨以一大科、一小科穿插研讀，如早上唸社會秩序維護法、下午就唸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此外有關聯

的部分也可以一併研讀（如警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如果有重複的部分，不妨略微安排研讀順序，如

行政執行法與警察職權行使法有部分重複，不妨先研讀行政執行法，即可節省時間。以下茲就各科說明如

下： 

社會秩序維護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條文應該是所有警察法規考試範圍中，單一法規條文最多者，因此曾經命題的考題也最

多，是重點中的重點。基本上社會秩序維護法的結構跟刑法很類似，因此只要有刑法基礎，不難掌握本法

重點。此外本法也具有程序法之性質，因此有刑事訴訟法基礎者，也比較容易進入狀況。另外，本法重點

集中在總則部分，分則部分相形之下不是命題的重點。 

行政執行法： 

行政執行法條文雖然不多，不過卻是警察法規命題的常客。基本上有行政法及強制執行法基礎者，對於本

法容易融會貫通。行政執行主要是以可以實現目標的手段實現公法上種種目的，因此必須了解：行政執行

目的為何，以決定適用之方法。此外警察業務中較常遭遇的行政執行應該是即時強制，但是命題上並無特

別偏重此一部分，即使如公法上金錢債務之強制執行，主要與行政執行處職權有關，但考試上仍然常常被

命題。此外，9 8 年立法院修正關於限制出境的部分及 9 9 年關於禁止命令之修法可能成為命題素材，

然而此一考點單純，應不難準備。 

警察法： 

警察法堪稱警察組織之基本法，條文規定雖簡單，但重點在於附屬法規眾多。因此警察法主要是把相關事

項之立法權力歸屬加以明訂而授權相關機關制定，本身的規定則十分原則性。具有行政組織法基本概念

者，相信不難了解警察法架構，不過相關法規龐雜，考生必須花點時間了解各法規之概要。 

在 9 6 年度警察法規以「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之修正幅度最大，也有可能成為命題重點。 

此外「警察勤務條例」、「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在 9 6 年度亦分別有少許修正，考生應稍微留意。以

上修正條文，亦可請考生參照保成文化出版之《警察特考法典》。其餘法規，如「戶警聯繫作業要點」、「射

擊運動槍枝彈藥管理辦法」、「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施辦法」、「內政部警政署辦事細則」等雖有修正，

惟與考試命題較無相關，請考生自行參酌保成文化出版之《警察特考法典》。 

集會遊行法： 

集會遊行法命題紀錄雖然不少，但筆者認為本法條文不多，相關法規、解釋也不繁雜，準備上並不困難，

相較之下投資報酬率也高，值得考生好好把握。近來社會運動方興未艾，集會遊行產生之各種爭議又再度

浮上檯面，在命題上也可能以活潑的方式出現，考生研讀時應不忘配合時事，以了解法條實際運用。 

警械使用條例： 

警械使用條例之重點不外乎：警械種類、使用時機與行政管制與補償、賠償規定等。本條例條文不多，研

讀上應該不困難，不過相關法規則應了解基本內容，因為相關法規也是出題之重點。 

警察職權行使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在以往警察法規的命題紀錄固然不多，但是如果你因此就掉以輕心，將可能使你錯失上榜

良機。警察行使職權的規範內容是相當明確的，所以基本上這不是很難準備的科目，只要熟悉各種行為的

要件與規範，並能區分各類行為，答題上將不是難事。更何況本法有一部分與行政執行法即時強制部分重

疊，只要針對相異之處相互比較即可。 

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 

因「檢肅流氓條例」之廢止，警察法規因而增加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項目。此一法規雖屬新制定，然而

準備上並不困難，且警察人員每逢選舉或政治活動，亦常在第一線面對人民，學習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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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實用。 

首先，本法在準備上雖屬新規定，然而我國常有行政中立相關新聞，實際上並不少見，讀者應不難進入狀

況。且考試上納入此一類科，重點應該是建立警察人員行政中立概念，在實際面對人民時知所進退，而非

為了考倒考生，或該法有何理論上值得深入探討之處。 

而本法規定及施行細則之內容，相對其他科目甚少，考點亦屬清晰易見，因相關規定不多，建議讀者熟讀，

應屬高投資報酬率之科目，至於法規內容主要無非就適用對象及相關禁止或限制之行為加以了解，即無困

難之處。 

三、申論題型準備方向 

由於今年警察特考考試方式改變，大幅增加申論題型之比例，為幫助考生在短時間內掌握申論題型之重

點，筆者除整理近幾年相關考題，雖然考古題未必與將來命題軌跡一致，然仍可作為準備考試之借鏡，

以下分析申論題型重點供考生作為參考。 

出題偏重部分科目： 

從近幾年考題的內容可以發現，申論題型的重點集中在警察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用條例與警察職

權行使法。至於行政執行法、集會遊行法，命題比例相對偏低，因此如果考生在有限準備時間中，將精神

放在命題重點加強，投資報酬率應該是比較高的。 

各科重點觀念浮現： 

其實申論題型表面上似乎是擅長背誦的考生占優勢，然而實際的考試上雖然不免要背誦，但也重視考生的

觀念。例如警察法常考組織法與作用法上的警察，乃是與警察定義、授權明確性等問題相關；警械使用條

例超愛考比例原則，此外使用警械之賠償責任以及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的比較也是常見考點。至於警察職權

行使法，臨檢、攔停等規定也是考試重點。所以除了具體的規定，更重要的是處理事情的原則與觀念，畢

竟警察實務上遭遇的情況千變萬化，如何掌握法律原則比法條背誦更為重要，不過如果觀念清楚，法條又

能精確引用，當然是更好。 

相關規定比較分析： 

申論題型，簡單的命題方式就是把一些相似的觀念或規定拿來比較，這也是警察法規出題者喜愛的命題方

式之一，例如警察職權行使法與警械使用條例相關規定、國家賠償與警械使用之補償責任等等，都曾是命

題內容。這種跨章節、法規的命題方式，除了從相關考題尋找蛛絲馬跡，也是要靠考生平常有敏銳度，懂

得將有考試價值之相關概念或類似制度加以整理比較，考試時才能當場完整作答。 

實例題型增加趨勢： 

雖然申論題一開始不免偏向背誦記憶的作答方式，然而最近亦有實例題型出現，實例題的解答，一方面是

事實的掌握，一方面是法律規定的涵攝運用，有賴平時多多注意相關時事。建議考生平常看到相關新聞時，

應該思考：如果這則新聞是考題我該如何作答？如果是我自己遇到新聞中的情況，要如何處理？此外考題

也常常要求考生舉出實例，如果不是平時有留意，要在考場上臨機應變，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四、警察法規 

修訂說明 

9 9 年度相關法規修法動態上，大部分法規修訂不多，以行政執行法之管收及禁止命令之相關修正較為

重要，命題上較具份量，至於其他法規則屬零星修正。另外相關大法官會議解釋，則應注意與社會秩序

維護法有關之釋字第 6 6 6 號解釋，本書也會針對解釋要旨加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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