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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海巡法規及國際海洋法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或

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答

對者每題給 3 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 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 題分；

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6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依據《海岸巡防器械使用條例》第 3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其他器械？ 

 (A)手銬   (B)艦砲 (C)榴彈槍 (D)手榴彈 

2. 依據《海岸巡防器械使用條例》之規定，有關器械的種類應交由海洋委員會定之。此授權方式

與下列何種行政法原則最有關連性？ 

 (A)比例原則   (B)誠實信用原則 (C)禁止恣意原則 (D)法律保留原則 

3.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有關協助緝私與逕行緝私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在高雄港內，海巡機關所為的緝私應為逕行緝私    

 (B)只有協助緝私才要將私貨移送給海關  

 (C)海巡機關在領海的緝私行動為逕行緝私 

 (D)協助緝私水域不限於沿海 24 海里 

4. 有關海巡人員依據《海岸巡防器械使用條例》使用器械的法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與職務行使無關的使用器械行為，該使用行為本身非依《國家賠償法》辦理  

 (B)執行職務卻故意使用警械傷害，受害人僅能直接向行為人求償 

 (C)合法使用器械導致第三人傷亡，應向第三人賠償  

 (D)因海巡人員重大過失使用器械負賠償責任，國家可向該海巡人員求償 

5. 民國 98 年 11 月 18 日公告修正《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南沙群島採取直線基線劃法  (B)東沙群島的黃岩島採取正常基線 

 (C)蘭嶼採取正常基線劃法 (D)釣魚臺為最北方的領海基點 

6.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所規定限制水域與禁止水域之範圍，係由下列何機關公

告？ 

 (A)國防部  (B)內政部 (C)海洋委員會 (D)大陸委員會 

7.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現行公布「海洋棄置物質之分類」中，「疏浚泥沙、污水下水道

污泥、漁產加工廢棄物、船舶或海洋設施、無機之地質材料及天然有機等無害物質」為下列何

者？ 

 (A)甲類物質 (B)乙類物質 (C)丙類物質 (D)非屬管制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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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民國 92 年 11 月 7 日我國政府核定《中華民國第一批專屬經濟海域暫定執法線》，試問有關該

執法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該線係由國防部核定公告  

 (B)該線並非我國政府對於專屬經濟海域外界線與漁權之終局主張範圍  

 (C)該線係我國行使領域主權之執法範圍依據 

 (D)政府於民國 98 年修正公告第一批專屬經濟海域暫定執法線 

9. 有關公務人員的參政權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公務人員不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B)公務人員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C)公務人員不得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D)公務人員得要求他人代替自己參加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活動 

10. 依據《行政執行法》規定，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如何執行？ 

(A)不得對其遺產強制執行 (B)應向法院取得令狀後執行 

(C)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 (D)應取得檢察官同意書後執行 

11. 下列哪一個名詞，並非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法定用語？ 

 (A)定居種 (B)共享魚類種群 (C)高度迴游魚種 (D)海洋哺乳類 

12.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有關地理不利國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海洋法公約缺乏對地理不利國的定義   

 (B)倘若國家為周邊島嶼國家所包圍，使專屬經濟海域的主張與其他國家嚴重重疊，例如中國

等，則其為地理不利國 

 (C)半閉海沿岸國為地理不利國  

 (D)地理不利國有權直接在周遭其他國家專屬經濟海域開發其生物資源 

13.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下列哪一個魚類種群，沿海國對於其享有漁源國的

地位？ 

 (A)高度迴游魚種 (B)溯河產卵種群 (C)降河產卵魚種 (D)定居種 

14. 《捕魚及養護公海生物資源公約》係在下列哪一個國際會議中通過？ 

 (A) 1958 年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B) 1995 年聯合國跨界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會議  

 (C) 1960 年第二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D) 1982 年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15.  20 世紀率先提出 200 浬海權主張的國家是下列何者？ 

 (A)部分大洋洲國家 (B)部分亞非洲國家 (C)部分群島國家 (D)部分拉丁美洲國家 

16. 主權權利(sovereign right）這一術語最早是用來規定下列何者？ 

 (A) 1958 年大陸礁層公約規定沿岸國對鄰接區的權利     

 (B) 1958 年大陸礁層公約規定沿岸國對大陸礁層的權利  

 (C)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岸國對大陸礁層的權利  

 (D)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岸國對專屬經濟區的權利 

17.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該公約應自第幾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之日後 12 個月生效？ 

 (A) 60  (B) 35 (C) 50 (D) 40 

18. 國際漁業法上針對漁業資源之養護管理採取所謂「TAC」措施，試問該措施之意義為何？ 

 (A)總容許捕獲量 (B)最適度利用 (C)最低捕獲量 (D)最適生產量 

19. 群島水域適用何種通航制度？ 

 (A)無害通航制度    (B)分道通航制度 (C)通過通航制度 (D)自由通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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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關《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為公約》，係由下列何一組織主導起草？ 

 (A)聯合國大會    (B)國際海事組織 (C)聯合國安全理事會(D)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有關《行政執行法》規定之管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管收之聲請，應向義務人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  

 (B)義務人不服法院關於管收之裁定者，得於 10 日內提起抗告  

 (C)行政執行處不服法院關於管收之裁定者，應於 3 日內提起抗告 

 (D)義務人所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不因管收而免除   

 (E)關於管收之法院裁定不服者，得提起抗告，其程序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抗告程序之規定 

22. 有關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實施海域登臨檢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登船後應由登船小組長指揮，採取必要之自衛部署  

 (B)無論船舶大小、種類、情況，登船檢查應以全船全員為檢查範圍 

(C)受檢查船舶之人員不具威脅性時，應以柔性方式召集查驗                              

(D)檢查過程發現可疑情形，應依職權立即檢查私人空間與物品 

 (E)登臨檢查時，由船長或其指定人員陪同檢查 

23.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下列哪些爭端不接受強制爭端解決程序？ 

 (A)軍事活動所引起的爭端  

 (B)行使航行自由引起的爭端 

 (C)行使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和權利引起的爭端 

 (D)專屬經濟海域內的決定可捕量爭端 

 (E)針對沿海國關於在其專屬經濟海域的養護和管理，所制訂的條款和條件的斟酌決定權爭端 

24. 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有關使用「砲」的各種限制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遭受武力危害或脅迫時為可能的使用時機  

 (B)使用砲時不受比例原則之限制   

 (C)經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就該情形合理判斷，認已無其他手段制止時，於必要限度內使用 

 (D)犯罪嫌疑人逃亡或有逃亡之虞時為可能的使用時機 

 (E)於情況急迫或無法有效通聯時，得由現場最高指揮官認定使用時機 

25. 有關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之外界界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行政院訂定  

 (B)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與相鄰或相向國家間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重疊時，

其分界線依中間線原則劃定  

 (C)我國周圍海域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之外界界線，已經全部公告完竣 

 (D)劃界協議未能達成前，得與相鄰或相向國家作成過渡時期之臨時安排  

 (E)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之外界界線與專屬經濟海域暫定執法線相同 

26.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下列何者行為「應沒入」船舶？ 

 (A)經命其停駛，其抗不遵照之船舶，查明以載運私貨為主要目的者  

 (B)非不可抗力亦無正當理由，船舶未經允許擅自駛入非通商口岸者 

 (C)船舶在沿海 24 浬界內或經追緝逃出界外，將貨物或貨物有關文件，毀壞或拋棄水中者

 (D)船舶未在指定地點卸貨 

 (E)該船舶以走私毒品為目的而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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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大陸船舶進入禁止、限制水域的管制，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  

 (B)限制或禁止水域及限制區域，由內政部公告之 

(C)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的大陸船舶，可以為 3 個月留置處分 

(D)留置之大陸人民由海巡機關收容遣返並強制出境 

 (E)倘若大陸船舶涉及違法情事，不論情節應對該船舶沒入 

28. 依據《菸酒管理法》之規定，有關「私菸」的定義為何？ 

 (A)未依本法取得許可執照而產製  

 (B)未依本法取得許可執照而輸入 

 (C)菸製造業者於許可執照所載工廠所在地以外場所產製  

 (D)中華民國漁船載運屬自用之菸 

 (E)中華民國船舶載運非屬自用或超過一定數量之菸酒 

29. 我國籍漁船載運私菸（價值新臺幣 600 萬）在領海外、鄰接區內，準備走私進入我國領海內，

為海巡隊所查獲，船長也坦承這批香菸將運送到台灣嘉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構成《菸酒管理法》第 45 條的輸入私菸未遂罪   

 (B)構成《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的走私未遂罪 

 (C)構成《菸酒管理法》運輸私菸的行為，以行政制裁手段懲處  

 (D)構成《海關緝私條例》走私的行為，處以行政罰 

 (E)僅以《香菸走私管理法》論處 

30. 下列何者行為，海巡人員可以依據《海岸巡防法》，直接對違規者裁罰？ 

 (A)非法走私香菸的行為 (B)使用滾輪漁具捕魚 

 (C)打 118 電話，故意謊報案件           (D)登檢過程中，船長故意不出示相關文書 

 (E)受命有接受登檢義務的船舶，應停船而不停船 

31. 有關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執行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NPFC)公海登臨檢查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執行公海登檢之巡防艦船，應為登錄於 NPFC 之授權檢查船舶  

 (B)執行公海登檢之巡防艦船，應於巡防艦船主桅杆處懸掛會員四角旗幟 

 (C)受檢漁船船長應允許檢查員使用通訊儀器  

 (D)負責執行公海登檢之人員由海巡署偵防分署選任  

 (E)負責執行公海登檢之人員並不以具備司法警察身分為必要 

32. 外國軍艦或公務船舶通過我國領海時，依據「海岸巡防機關海域執法作業規範」之規定，下列

處理措施何者正確？ 

 (A)外國潛水艇，於通過我國領海時，應在海面上航行，並展示其船籍旗幟  

 (B)外國公務船舶不遵守我國領海法規且不理會我國向其提出遵守法規要求者，海巡署得對其

進行停船登檢 

 (C)外國軍艦不遵守我國領海法規且不理會我國向其提出遵守法規要求者，通報國防部查處 

 (D)外國潛水艇以外之其他外國潛水器，得自由通過我國領海，無須在海面上航行 

 (E)應先行告知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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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岸國的大陸礁層向海的自然延伸超過 200 浬時，應受到哪

些限制？ 

 (A)外界限不應超過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 350 浬  

 (B)外界限不應超過 2,500 公尺等深線 100 浬  

 (C)沿海國應將永久標明其大陸礁層外部界限的海圖和有關情報，包括大地基準點，交存於聯

合國大陸礁層委員會     

 (D)不受任何限制  

 (E)應連接以經緯度座標標出的各定點劃出長度各不超過 60 浬的若干直線，劃定其大陸架的外

部界限 

34. 內陸國得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享有海洋之權利。試問下列何者屬於內陸國？ 

 (A)阿富汗 (B)蒙古 

 (C)列支敦士登 (D)比利時 

 (E)匈牙利 

35. 有關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七所成立的仲裁法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仲裁法庭與 1899 年成立的常設仲裁法庭是各自獨立的組織  

 (B)《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仲裁法庭仲裁員名單由海牙的國際法院保存  

 (C)《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仲裁法庭仲裁員得為爭端國之本國國民                                   

 (D)《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締約國得對仲裁程序提出保留   

 (E)《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仲裁法庭應由仲裁員 5 人組成 

36. 有關《海洋汙染防治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中央主管機關為環境部   

 (B)執行機關為海岸巡防機關 

(C)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海域管轄範圍，由地方政府劃定                                

(D)海關屬於協助執行機關  

 (E)地方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政府與縣（市）政府 

37.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倘若 A 國船舶與 B 國船舶在公海上發生碰撞，導

致兩船舶上都有人員死亡，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A)當事國應責成懸掛該國旗幟航行的船舶船長，不危害自身安全的情況下實施救助  

 (B) A 國當局僅能對 A 國船舶海難調查、B 國僅能對 B 國船舶實施海難調查 

 (C) A 國與 B 國應共同合作調查                                 

 (D)倘若發現 A 國船舶船長與 B 國船舶船長都有刑責，A 國與 B 國任一司法當局，都可對所有

涉及刑責的船長進行司法追訴 

 (E)僅 A 國的司法當局可對 A 國船舶船長起訴；僅 B 國的司法當局可對 B 國船舶船長起訴 

38.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對於海盜行為的定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從事海盜行為乃是基於財產目的  

 (B)在公海上的某甲於某國船舶上的武裝劫持並掠奪財物的行為，並非海盜行為 

 (C)遭到海盜劫持的我國漁船，船長遭利誘而駕駛漁船以協助海盜尋找下一個目標，該駕駛行

為為海盜  

 (D)海盜只會發生在公海與國家管轄外的處所 

 (E)領海內沒有海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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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有關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應經一般出境查驗程序 

 (B)縣市長屬地方政府民選首長，進入大陸地區無需申請許可  

 (C)於國防、外交、科技、情報、大陸事務或其他相關機關從事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

之人員於離職前禁止進入大陸地區  

 (D)直轄市長進入大陸地區應經申請，並經內政部會同相關部會機關組成之審查會審查許可

 (E)臺灣地區所有公務員，均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40.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沿海國對於扣押的船舶與船員，應迅速釋放，下

列有關迅速釋放之敘述，何者正確？ 

 (A)扣留國在合理的保證書或其他財政擔保經提供後應迅速釋放  

 (B)向國際海法法庭提出釋放問題申請時，只能以船旗國的名義 

 (C)主管的國內法庭對該船隻、其船主或船員的任何案件的是非曲直，應受該審理釋放法庭的

拘束                              

 (D)扣留國當局應迅速遵從法院或法庭關於釋放船隻或其船員的裁定 

 (E)受理釋放的法庭等應僅處理釋放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