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公法 1 
 

中央警察大學 106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所  別：外事警察研究所、國境警察學系碩士班、公共安全研

究所 

科  目：國際公法(同等學力加考) 

 

作答注意事項： 

1.本試題共 4題，每題 25分；共 1頁。 

2.不用抄題，可不按題目次序作答，但應書寫題號。 

3.禁用鉛筆作答，違者不予計分。 

 

一、何謂引渡？請列舉四種引渡的原則，並加以說明。 

二、請說明「無害通過權」（Right of Innocent Passage）和「過境通行

權」（Right of Transit Passage）的意義，並比較其差異。 

三、在國際社會，一個國家的行為與不行為有可能致使其他國家受到損

害。欲使受害國家有要求侵害國家負起國家責任。請分析國家責任

構成之要件。 

四、領土主權指國家對於領土所享有之主權，其取得之方式種類有幾 

種？針對釣魚台我國與日本之主張係基於何者？請分述主張理由。 

 

 



國際公法 1 
 

中央警察大學 107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所  別：外事警察研究所、國境警察學系碩士班、 

公共安全研究所 

科  目：國際公法(同等學力加考) 

 

作答注意事項： 

1.本試題共 4題，每題各占 25分；共 1頁。 

2.不用抄題，可不按題目次序作答，但應書寫題號。 

3.禁用鉛筆作答，違者不予計分。 

 

一、為加強洗錢防制與國際司法互助，以因應今年底第三輪的亞太防制

洗錢組織（APG）評鑑，立法院院會於四月十日三讀通過「國際刑

事司法互助法」，並將中國、港澳地區納入刑事司法互助範圍。請

說明此法之重要內容及標準作業程序。 

二、今年 3 月發生日本公務船追逐台灣漁船事件，外交部針對該事件發

布聲明表示外交部護漁態度將會強硬且不被動搖，這次事件也將列

入第 7 次「台日漁業委員會」議程，針對雙方於 2013 年簽訂之台

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作業規則進行討論。請先說明台日締結之漁業

協議重要內容及其意涵，再以海洋法公約說明若一群島國的群島水

域與鄰國重疊之處理原則。 

三、在論述「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關係」方面，存在哪些理論？試說明

之。依據我國政府機關之實務見解，我國政府係採取何種理論？並

說明理由。 

四、國際裁判程序係國際爭端和平解決的途徑之一，一般又可區分為

「國際仲裁裁判」與「國際司法裁判」，試針對兩者在法院的組

成、裁判依據與裁判效力等方面所存在之差異，進行論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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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8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所  別：外事警察研究所、國境警察學系碩士班、公共安全研

究所 

科  目：國際公法(同等學力加考) 

 

作答注意事項： 

1.本試題共 4大題，每題各占 25分；共 1頁。 

2.不用抄題，可不按題目次序作答，但應書寫題號。 

3.禁用鉛筆作答，違者不予計分。 

 

一、針對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國際法上存在哪些理論，試論述之。 

二、國際爭端和平解決乃是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在國際爭端和平解

決的途徑當中有所謂「調停」、「仲裁裁判」與「司法裁判」，試

論述此 3 種途徑的特徵與其相異點。 

三、維基解密（WikiLeaks）創辦人亞桑傑（Julian Assange）於 2010 年

被控在網站上公布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大量機密資料，亦被瑞典指

控涉及某些犯罪，由於擔心被引渡到瑞典接受調查和審判，自

2012 年以來始終躲藏在厄瓜多駐倫敦大使館；英國警方最後於今

（2019）年 4 月 11 日於厄瓜多大使館逮捕他，美國隨後對其提出

引渡要求。請先解釋何謂「外交庇護」（diplomatic asylum），再

說明可以尋求外交庇護之情形。 

四、成為國家的要素之一為「領土」，領土主權（ territorial 

sovereignty）之行使範圍包含陸地領土、環繞陸地的領海、專屬經

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及大陸礁層（continental shelf）

等屬於國家管轄之海域和領空等。請說明國家領土主權取得之方式

有哪些？ 

 



 

國際公法 1 
 

中央警察大學 109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所  別：外事警察研究所、國境警察學系碩士班、公共安全研

究所 

科  目：國際公法（同等學力加考） 

 

作答注意事項： 

1.本試題共 4 大題，每題各占 25 分；共 1 頁。 

2.不用抄題，可不按題目次序作答，但應書寫題號。 

3.禁用鉛筆作答，違者不予計分。 

 

一、有關引渡之基本原則有雙重犯罪、罪刑特定、國民不引渡、政治犯

或軍事犯不引渡、一事不再理等原則，請擇定其中 3 個原則，詳細

說明其意義。 

二、何謂條例？請分別就 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我國大法官釋字

第 329 號解釋及我國條約締結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說明之。 

三、數世紀以來，源自各國實踐的國際習慣法向來是國際法中重要法

源。雖在現今的發展中，逐漸被明文的條約等所替代，但在影響的

層面仍非條約法可全面取代。請分析國際習慣法形成之客觀與主觀

要件的內容。 

四、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沿海國有權利立法實施管

理外國船舶非無害通過領海的行為。試分析該公約所規定，沿海國

對外國船舶通過領海時，沿海國所得採取之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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