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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14 學年度甄選入學中央警察大學初試 國際海洋法 試題

單選題：（一）40 題，題號自第 1 題至第 40 題，每題 4 個選項，每題 2.5 分，計 100 分。

（二）未作答者不給分，答錯者不倒扣。

1.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海洋環境的污染」定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一切人為或非人為之活動 (B) 直接或間接之活動 (C) 能量或物質引入海洋環境 (D) 妨礙海洋之其它正當用途。

2.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用語有特別定義者，不包括下列何者？

(A) 閉海或半閉海 (B) 內陸國 (C) 海洋科學研究 (D) 無害通過。

3. 沿海國如果有河流注入海洋，關於河口基線之劃定，請選出正確組合。○1如果該河流是注入海灣，則其基線主張應

依據海灣之相關規定，○2如果該河流是注入海灣，河口之領海基線應是一條在兩岸低潮線上兩點之間橫越河口之直線，

無須考慮海灣之相關規定，○3如果該河流是直接注入海洋，則無論是依據 1958 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或 1982 年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河口之領海基線，應是一條在兩岸高潮線上兩點之間橫越河口之直線，○4 如果該河流是直接注入海洋，

則無論是依據 1958 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或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河口之領海基線，應是一條在兩岸低潮線上兩

點之間橫越河口之直線。

(A) ○2 ○3 (B) ○1 ○3 (C) ○1 ○4 (D) ○2 ○4 。

4.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關於「內水」之敘述，請選出正確組合。○1高潮線以內之水域，○2低

潮線以內之水域，○3群島基線以內之水域，○4 潮間帶是內水，○5 如果採直線基線而成為內水，則沿海國對該內水不能

享有主權，○6 如果採直線基線使原來並未認為是內水之區域被包圍在內成為內水，則在此種水域內應有本公約所規定

之過境通行權。

(A) ○1 ○3 (B) ○2 ○4 (C) ○3 ○5 (D) ○4 ○6 。

5. E 國船舶進入 F國港口停泊，船上 G國籍船員 g因 H國籍船員 h 欠錢不還，兩人產生嚴重肢體衝突均致重傷，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關於管轄權之歸屬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按照法國法系立法例，F 國無管轄權 (B) 按照英美法系立法例，F 國無管轄權 (C) E 國因有船旗國專屬管轄權，

因此 F國發動管轄權應得 E國之許可 (D) 以上皆非。

6.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0 條規定，關於海灣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涉及海岸屬於多國的海灣 (B) 適用於所謂歷史性海灣 (C) 水區面積必須等於或大於封口線做為半徑所畫半圓的

面積 (D) 水曲內之島嶼，應視為水曲水域的一部分而包括在水曲面積之內。

7. 下列何者得視為永久海港工程，請選出正確組合。○1港口浮動碼頭，○2港口臨時搭建之倉庫，○3港口未完工之船塢，

○4人工島嶼，○5近岸設施 ○6港口燈塔，○7港口外海的岸外設施防波堤，○8港口瞭望塔台。

(A)○5 ○7 (B) ○1 ○3 (C) ○2 ○4 (D)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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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關於低潮高地可做為領海基線基點之狀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如果低潮高地一部與島嶼之距離超過領海寬度，該高地之低潮線，可做為測算領海寬度之基線 (B) 在低潮高地上

築有高於海平面的設施 (C) 以這種高地做為劃定基線之起訖點已獲得國際一般承認者 (D) 以上皆非。

9.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如果兩國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鄰，關於領海劃界之敘述，請選出正確組合。○1兩

國可自行訂定協議，○2無論如何，均無權將其領海延伸至距離相等之中間線以外，○3 該等距中間線，是一條其每一點

都同測算兩國中每一國領海寬度之基線上最近各點距離相等的中間線，○4 歷史性所有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亦應一致適

用等距中間線原則。

(A) ○1 ○2 (B) ○1 ○3 (C) ○2 ○4 (D) ○3 ○4 。

10.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得對通過領海之外國船舶實施的管制，不包括下列何者？

(A) 指定海道通過 (B) 實施分道通航制 (C) 海上交通管理，例如：限制通過的最低船速 (D) 以通過領海為由向外國

船舶徵收費用，但不應有任何歧視。

11. 沿海國可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與其他國際法規則，對下列哪一項制定關於無害通過領海之法律與規

章？

(A) 保護電纜與管道 (B) 防止違犯沿海國之漁業法律與規章 (C) 防止違犯沿海國之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之法律

與規章 (D) 以上皆是。

12.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可對通過其領海之外國船舶，行使刑事管轄權之範圍，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罪行可能及於沿海國 (B) 罪行屬於擾亂當地安寧或領海之良好秩序 (C) 經外國外交代表請求地方當局予以協助

(D) 取締運送藥品。

13.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軍艦之定義，下列何者非要件之一？

(A) 屬於一國武裝部隊 (B) 屬於一國海軍 (C) 具備辨別軍艦國籍之外部標誌 (D) 由該國政府正式委任並名列相應

的現役名冊之軍官指揮。

14.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關於沿海國主張「領海」與「鄰接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劃定領海與鄰接區之基線相同 (B) 領海寬度應小於鄰接區 (C) 沿海國在其領海與鄰接區享有相同之權利 (D)

外國船舶在鄰接區享有無害通過權。

15.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規定，關於海洋考古之規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針對海洋考古特別規定，專章規定之 (B) 沒有針對海洋考古特別規定，而是直接將其視為海洋科學研究之一部 (C)

為了控制在海洋發現之考古與歷史文物，這種文物的販運，沿海國可在適用本公約第三十三條時推定，未經沿海國許

可將這些文物移出該條所指海域之海床，將造成在其領土或領海內對該條所指法律以及規章之違犯，且無法舉反證推

翻 (D) 在「區域」內發現之一切考古與歷史文物，應為全人類之利益予以保存或處置，但應特別顧及文化上之發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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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關於通行制度有：○1無害通過制度，○2過境通行制度，○3不得停止之無害通

過制度，○4 航行自由制度；試問：那些用於國際航行海峽之海峽沿海國，於所謂國際航道上，可能各得以主張的通行

制度，請選出正確組合。

(A) ○1 ○2 ○3 (B) ○1 ○2 ○4 (C) ○1 ○3 ○4 (D) ○2 ○3 ○4 。

17. 如果澎湖群島向臺灣一側構成內水之水域為「用於國際航行之海峽」，則其可能之海峽樣態為下列何者？

(A) 死巷例外海峽 (dead end strait exception) (B) 莫西拿式海峽 (Messina Exceptions) (C) 條約有特別規定的

海峽 (D) 以上皆非。

18.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群島國應符合之客觀標準，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基線長度之限制 (B) 海底深度之限制 (C) 基點選擇之限制 (D) 基線內水域與陸地面積之最低以及最高比例規

定。

19. 甲國主張有專屬經濟海域，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則在其專屬經濟區內，下列何者非第三國所享有

之權利，請選出正確組合。○1航行自由，○2 飛越自由，○3鋪設海底電纜與管道之自由，○4 建造國際法所容許的人工島

嶼與其他設施之自由，○5捕魚自由，○6科學研究之自由。

(A) ○1 ○2 ○3 (B) ○2 ○3 ○4 (C) ○3 ○4 ○5 (D) ○4 ○5 ○6 。

20.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關於「人工島嶼、設施與結構」之敘述，請選出正確組合。○1 本

公約無明確定義，○2沿海國對於其專屬經濟區之人工島嶼、設施與結構，享有主權權利，○3得於周遭設置安全區，○4有

自己的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大陸礁層。

(A) ○1 ○3 (B) ○2 ○4 (C) ○1 ○2 (D) ○3 ○4 。

21. 在專屬經濟區內捕魚的其他國家之國民，應遵守沿海國的法律與規章中所制訂之養護措施，以及其他條款和條件，

而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這種規章無涉及下列哪一內容？

(A) 決定可捕魚種，和確定漁獲量的限額 (B) 確定可捕魚類和其他魚種的年齡和大小 (C) 對於內陸國與地理不利國

之補償 (D) 要求在沿海國授權和控制下進行特定漁業研究計劃，並管理這種研究的進行。

22.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規定，關於大陸礁層之權利，請選出正確組合。○1所有國家按照本

公約規定都有在大陸礁層上鋪設海底電纜與管道之權，沿海國不可因任何情形而採取措施並加以阻礙，○2 沿海國對於

其他國家在其大陸礁層上鋪設電纜與管道擁有專屬管轄權，須經沿海國明示同意才能從事這種活動，○3 沿海國對進入

其領海之電纜或管道有權訂立條件，○4 沿海國為勘探大陸礁層與開發其自然資源之目的，對大陸礁層行使主權權利並

擁有專屬管轄權。

(A) ○1 ○2 (B) ○1 ○3 (C) ○2 ○4 (D) ○3 ○4 。

23.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關於定居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定居種不適用專屬經濟區之規定 (B) 在 200 浬內之定居種，得適用專屬經濟區之規定 (C) 定居種必須符合於任

何階段皆在海床上或海床下不能移動 (D) 定居種屬於非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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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第 83 條規定，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關於大陸礁層劃界之敘述，

下列何者錯誤？

(A) 本公約指出「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指國際法之基礎上以協議劃定」，可知可用習慣國際法做為基礎 (B)

有關國家如果在合理期間內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得訴諸第十五部份所規定之程序 (C) 在達成第一款規定之協議以前，

有關各國應基於諒解與合作之精神，盡一切努力作出實際性之臨時安排 (D) 如果有關國家間存在現行有效之協定，關

於劃定大陸礁層界限之問題，應按照該協定之規定加以決定。

25.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規定針對特定魚類種群進行管理，請選出正確組合。○1鮪魚，○2鰻魚，○3

鮭魚，○4降河產卵魚種，○5 溯河產卵種群，○6高度洄游魚類，○7 魚源國養護管理與國際合作，○8 本公約附件一將小型

鯨類納入因而引發批評，○9此種魚類生命週期與溯河產卵魚種相反。

(A) ○1 ○4 ○7 (B) ○2 ○5 ○8 (C) ○3 ○6 ○9 (D) 前三選項皆不正確。

26. 近來乙國海盜肆虐，丙、丁兩國漁船遭到劫持，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關於「海盜罪」之

敘述，請選出正確組合。○1 按照本公約關於海盜罪普遍管轄權之規定，丙、丁兩國之國家護衛艦，可進入乙國領海內

針對持續發生之劫持事件進行掃蕩活動，○2海盜罪發生地點可以是在國家管轄權範圍外之處所，例如：公海，○3 海盜

罪係屬普遍管轄權，故有武裝之私人船舶，亦得扣押涉有海盜行為之船舶或飛機 ○4海盜罪限於一船舶對另外一船舶所

實施，○5國家之軍艦由於其船員發生叛變並控制該船舶而從事海盜行為，此類船舶即成為海盜船，但不至於喪失國籍，

國籍保留或喪失由原來給予國籍之國家法律予以決定。

(A) ○1 ○4 (B) ○2 ○5 (C) ○2 ○3 (D) ○3 ○5 。

27. 我國積極參與並與中西太平洋漁業管理委員會 (WCPFC) 合作，派遣海岸巡防對有授權國家之所屬漁船，進行登臨

檢查，此種登臨態樣對應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內容，下列何者最有關聯？

(A) 條約授權的干涉行為 (B) 普遍管轄原則 (C) 領域管轄原則 (D) 國籍管轄原則。

28. 戊國漁船 X經過己國專屬經濟區時，己國海巡認為戊國漁船涉嫌於該海域違法捕魚，表示將對 X進行登臨，X認為

無理由而加速逃逸，己國海巡續追至戊國之專屬經濟區內，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關於「緊追

權」之敘述，請選出正確組合。○1己國海巡得於戊國之專屬經濟區實施登臨檢查，○2 X 經過己國專屬經濟區是航行自由，

己國海巡無權登臨，○3己國海巡所行使者為延伸推定存在之緊追權，○4如果 X 在逃離己國專屬經濟區前，就受到登臨

檢查，是按照本公約第五十八條第二款規定，亦即本公約第一百一十條與專屬經濟區規定不相牴觸因此可適用於專屬

經濟區，以本公約第一百一十條規定進行登臨，○5如果 X 在逃離己國專屬經濟區前，就受到登臨檢查，並進行司法程

序，若有關國家無相反協議，不得監禁之。

(A) ○1 ○2 (B) ○3 ○4 (C) ○2 ○4 (D) ○1 ○5 。

29. 關於專屬經濟區內加油行為問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2014 年國際海洋法法庭之「維吉尼亞號案」中認定，在專屬經濟區內對漁船進行加油行為，沿海國可主張管轄，

屬於捕魚相關行為 (B) 2014 年國際海洋法法庭之「維吉尼亞號案」中認定，在專屬經濟區內對漁船進行加油行為，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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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不可主張管轄，屬於公海自由行為 (C) 此問題早在 1999 年「賽加號第二號案」中即曾提及，但當時並未進行討

論 (D) 有論者認為，將加油行為視為捕魚相關活動，如果僅限於對在專屬經濟區內從事捕魚行為的漁船進行加油之情

形，似乎較為妥適。

30. 在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有明文規定對於公海自由作出限制者，其範圍包括下列何者？

(A) 適當顧及原則 (B) 誠意原則 (C) 禁止權利濫用原則 (D) 以上皆是。

31. 今有一船舶庚在公海上進行非法廣播行為，其船旗國為 I國，船上廣播設備登記國為 J國，廣播人所屬國為 K 國，

L國可以收到這種廣播，但與 L國相鄰之 M國則沒有收到這種廣播，N國則是得到許可之無線電通信受到干擾。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下列何者得對庚的行為實施管轄？

(A) I (B) I、J、K、L (C) I、J、K、L、N (D) I、J、K、L、M、N。

32. 下列哪一個判決案例中，主要爭點之一在於探討公海上船旗國之刑事管轄權問題？

(A) 1927 年「蓮花號案」(Lotus Case) (B) 1949 年「科孚海峽案」(Corfu Channel Case) (C) 1951 年「英挪漁業案」

(Anglo-Norwegian Fisheries Case) (D) 1982 年「突尼西亞/利比亞大陸礁層案」(Continental Shelf (Tunisia/Libyan

Arab Jamahiriya))。

33. 關於接近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無清楚規範接近權 (B) 現代國際法依然認為得接近事項僅限於該船從事海盜、販奴或

另有條約授權之情形 (C) 現代國際法將得接近事項予以擴張，包括對無國籍船舶實施接近權 (D) 「瑪麗安娜．佛羅

那號」案 (Mariana Flora Case) 確認軍艦公海之接近權，但如果不能提出充分理由證明其行為正當，則應負賠償責

任。

34.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關於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之刑事管轄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發生航行事故涉及該船為船舶服務人員之刑事責任時，對此種人員之刑事訴訟，可向被害人所

屬國的司法當局提出 (B) 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發生航行事故涉及該船為船舶服務人員之刑事責任時，對此種人員之刑事

訴訟，僅可向涉及刑事犯罪之船員所屬國的司法當局提出，不可向船旗國的司法當局提出 (C) 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發生

航行事故涉及該船為船舶服務人員之刑事責任時，對此種人員之刑事訴訟，僅可向船旗國的司法當局提出，不可向涉

及刑事犯罪之船員所屬國的司法當局提出 (D) 船旗國當局以外的任何當局，即使作為一種調查措施，也不應命令逮捕

或扣留船舶。

35.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每個國家應責成懸掛該國旗幟航行的船舶之船長，在不嚴重危及其船舶、船

員或乘客之情況下，負有救助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救助在海上遇到的任何有生命危險之人與物 (B) 如果得知有遇難者需要救助之情形，在可以合理地期待其採取救

助行動時，盡速前往拯救 (C) 在碰撞後，對另一船舶、其船員與乘客給予救助，無論如何都必須將自己船舶之名稱、

船籍港以及將停泊之最近港口通知另一船舶 (D) 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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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關於海洋科學研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外國科研船到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實施科學研究，應得到沿海國之明示同意 (B) 區域科學研究至少應得到管理局之

默示同意 (C) 默示同意制度只適用於國家 (D) 公海科學研究無須取得任何國家之同意。

37.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起因於船舶污染之相關規範中，沿海國對於違規排污船舶之執行管轄，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 當船隻自願位於沿海國港口或岸外設施時，沿海國可對該船違反通過主管國際組織或一般外交會議制訂的可適用

之國際規則與標準，在沿海國內水、領海或專屬經濟區外之任何排放進行調查 (B) 在該船能遵守相關國際規則與標準

之規定包括關於船隻設計、建造、裝備、人員配備等規定以前，沿海國可禁止該船有出海航行之機會 (C) 有明顯客觀

證據證明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航行之船隻違規排污對專屬經濟區內資源造成重大損害，沿海國可按照其本國法拘留

該船 (D) 以上皆非。

38.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第 234 條所指的冰封區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本公約並未就「冰封地區」作明確定義 (B) 沿海國對「冰封地區」就其領海範圍內，有權制定與執行非歧視性之

法律以及規章，以防止、減少、控制船隻在領海內冰封區域之污染 (C) 該等法律與規章之訂定，必須適當顧及航行，

以及以現有最可靠之科學證據為基礎 (D) 僅須是現有最可靠之科學證據為已足，是否正確在所不問。

39.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第 287 條所規定的爭端解決程序選擇，請選出正確組合。○1一國可

自由作出其程序選擇聲明，但僅能以書面方式為之，○2 一國可自由作出其程序選擇聲明，但僅能於該國簽署、批准或

加入本公約時完成，○3如果爭端各方已接受同一程序以解決這項爭端，除各方另有協議外，爭端僅可提交該程序，○4如

果爭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程序以解決這項爭端，除各方另有協議外，爭端僅可提交國際海洋法法庭仲裁。

(A) ○1 ○2 (B) ○1 ○3 (C) ○2 ○4 (D) ○3 ○4 。

40. 我國並非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本公約）之締約國，如果我國認為本公約具有拘束力，對應國際法上之

理由，請選出正確組合。○1本公約規範之部分條文為習慣國際法，○2我國單方面明文承認公約之效力且自願遵守，○3本

公約規範之部分條文創造習慣國際法，○4本公約是特殊條約，無需成為締約國也會發生效力。

(A) ○1 ○2 (B) ○1 ○4 (C) ○2 ○4 (D) ○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