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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社會行政 

科 目：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 

張庭老師 
 
一、為因應超高齡社會來臨，行政院於民國 111 年 11 月核定「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

115 年）」，請說明我國人口老化的趨勢如何？又該方案之研擬背景及重點內容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 顆星) 

《解題關鍵》：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115)  

【擬答】： 

人口老化趨勢 

1993 年台灣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 ，即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於達 7.1%。 

2018 年進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已達 14.5%。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中推估，2025 年預估會升高 20.7%，接近老年人口比達 21%的超高

齡社會 

2036 年預估進入老年人口比達 28%的極高齡社會。 

研擬背景 

行政院於 111 年 11 月 10 日核定「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以公私協力、4 年整備、世代

互助、跨域整合等策略積極推動辦理，提升高齡者自立與自主，及整體社會共融與永續；對策

方案透過 15 個部會協力推動 345 項工作，投入逾 1,200 億元，積極推動健保住院整合照護計

畫、設立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加速布建銀髮就業服務據點、擴大補助經濟弱勢獨居

老人安裝緊急救援裝置等，以回應高齡者的多元需求。 

重點內容 

為回應高齡社會需求，結合智慧科技促進高齡者健康、提升社會參與機會，因地制宜提升照顧

量能與服務品質，增進區域資源平衡，落實全人整合照顧理念，並發展高齡創新產業，打造支

持高齡者友善無礙共融的環境，本方案透由跨部會協力推動「增健康、有照顧」、「廣參與、

助活力」、「數位力、樂學習」、「無障礙、增自立」，及「興產業、穩財源」作為五大重點

工作，以達「增進高齡者健康與自主」、「提升高齡者社會連結」、「促進世代和諧共融」、

「建構高齡友善及安全環境」、「強化社會永續發展」之政策目標。 

 

二、學者 Esping-Andersen 所著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如何將福利國家分為自由主義體制、

保守統合主義體制和社會民主體制？請說明此三種模式的體制特徵，並說明其後學者對此主

張的批評。（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 顆星) 

《解題關鍵》：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自由主義+保守統合+社會民主 

《命中特區》：課本 P1-30—P1-33 

【擬答】： 

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 

自由主義 

以美國、加拿大、澳洲為代表。以資產調查的社會救助、適度的普及移轉性方案或適度

的社會保險為主。故福利國家的受益者是低收入者，通常是勞工階級及依賴人口，如兒

童、身心障礙者、老人等。 

這類型的福利國家的社會改革，是由傳統的、自由的工作倫理規範所主導，也就是不主

張以福利來取代工作。福利權的賦予是有限的，且經常與「烙印」連結在一起，給付也

是適度的。換言之，國家鼓勵市場介入社會福利，不論是採取消極的最低保證或是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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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貼私人社會福利方案，都會產生烙印的影響。 

保守統合 

以奧地利、法國、德國及義大利等歐陸國家為代表。是由歷史的組合、國家主義的傳統

提昇到迎合「後工業階級結構」的福利國家。 

自由主義、市場效率與商品化不再是社會主流，社會權的議題很少被爭議，而地位的差

別仍被保存，權力與地位和階級相關聯。 

國家完全準備來替代市場成為福利的提供者，因此私人保險及職業福利僅是一小部分。

但是，由於國家強調地位的差別，因而再分配的效果較不被重視。 

社會民主 

主張將普及主義及去商品化的社會權擴及新中產階級。 

積極追求高標準的公平，但並非是齊頭式的給付：即服務與給付都提高到新中產階級可

以接受的水準，且保障勞工能有完全參與改善生活的相同權利，然而，保險給付仍會因

所得不同而有差別（例如：基礎年金外，受僱者又可加入附加年金保險）。 

強調市場與傳統家庭理念：即本模型無待家庭能量枯竭，而主動將家庭成本社會化。也

就是先儲備一些社會化服務，如托兒、托老、家庭服務等，以解除家庭壓力。 

批判 

福利體制是否僅有三個世界，未提及下列福利體制 

地中海地區：葡萄牙、西班牙及希臘形成拉丁語系圈或未成熟的福利國家體制，反應出

結合天主教傳統及殘補式福利特色。 

南太平洋地區：紐澳資產調查門檻寬鬆，重分配是透過薪資控制與就業安全，應屬基進

體制，非屬自由主義體制。 

東亞地區：所謂儒家式福利國家、生產型福利國家。強調高社會投資與低社會安全支

出。福利階層、性別差別待遇及未普及的年金涵蓋率。強調自我責任與家庭福利責任。 

具有性別盲點的缺陷 

其隱含的公民概念為男性工人，只注意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和對階級關係的影響，未注意

到階級內的性別差異和國家與家庭的關係，其對女性負擔的家務勞動與無酬照顧工作視

而不見。 

他的分析架構未能考慮國家福利在兩性權力關係和兩性不平等上產生的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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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了預防跟蹤騷擾，我國於民國 111 年 6 月 1 日施行「跟蹤騷擾防制法」。請說明該法之主

要內容，並針對其不足或限制提出論述。（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 顆星) 

《解題關鍵》：跟蹤騷擾防制法 

《命中特區》：課本 P6-13 

【擬答】： 

主要內容 

明定跟蹤騷擾，是對特定被害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八大類行為

，如監視、跟蹤、盯梢、守候、威脅、辱罵、歧視、用電子通訊設備干擾、要求約會等，使

心生畏怖，足以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跟蹤騷擾行為就是犯罪（告訴乃論），得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

金，如有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加重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

金；違反保護令者，得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為保護被害人安全，警察除得啟動犯罪調查、發動相關刑事強制處分外，並同時以書面告誡

犯罪嫌疑人；如經告誡後再犯者，法院得核發保護令；行為人如有攜帶凶器、其他危險物品

或違反保護令，而有反覆實行之虞者，法院並得預防性羈押。 

不足或限制(引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anti-stalking-law-six-months-examination) 

非與「性」或「性別」有關無法受理:警方收到討債、鄰里糾紛等事件，無法依跟騷法受理。 

「書面告誡」效力有限:僅具警告意義，又跟騷犯罪具有在外力介入後暫時消停、隔一段時間

又再次發生，欠缺長期追蹤。 

跟騷保護令無法及時核發: 保護令由民事法庭審理，由於跟騷保護令的核發，需要與遺產、

財產糾紛等其他民事案件一起「排隊」，曠日費時。 

相關資源不足:跟騷法規定，被害人可以從社政、衛政、教育、勞動機關，取得身心治療、諮

商、保護扶助等資源；但對加害人，法院只能核發「相對人治療性處遇計畫」。 

 

四、請說明「國民年金法」之內涵與特色為何？又該法規定配偶必須負連帶繳納保險費之義務，請

說明該條款的內容及立法用意，並申論其利弊。（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 顆星) 

《解題關鍵》：國民年金法 

《命中特區》：課本 P7-55 

【擬答】： 

內涵與特色 

整合相關津貼，防止任意加碼老年福利津貼，債留子孫。  

提供弱勢者完善保障：提高民眾補助 40%，對於弱勢民眾（如低收入、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

）提高保障，補助比率為 55%～100%；提供身心障礙者保證年金，加保前已致重殘且無工

作能力者，於參加本保險得按月發給基本保證年金 4,000 元；延長補繳保費期限，得補繳最

近 10 年保險費之設計，確保民眾領取年金之權利。 

在國保投保期間享有身心障礙年金、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的保障。 

勞保退休年資可以採計國保年資取得領取勞保年金給付之適格。 

鼓勵重視家庭責任及夫妻互助精神。  

面對經濟變動，勞動人口的社會安全保障年資不會中斷。 

  〔引自：吳明儒（民 98）從爭議審議案件論述國民年金問題，從監理制度面評析我國國民年

金制度研討會會議實錄，內政部國民年金監理會，185〕 

配偶負連帶繳納之義務 

內容:國民年金法第 15 條「本保險之保險費及其利息，於被保險人及其配偶間，互負連帶繳

納之義務，並由保險人於被保險人未依規定繳納時，以書面限期命其配偶繳納」。 

立法用意: 參酌「家務有酬」概念，要求有能力之配偶能為無工作之被保險人繳納國保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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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來保障家庭主婦(夫)等家務勞動者之基本經濟生活。 

利弊:此規定的優點在於家庭主婦老年後仍享有基本經濟安全，缺點在於因婚姻而承受特別

不利益，同為本法之被保險人，如為未婚者，並無裁罰之規定，已婚後之他方配偶反而須承

擔此不利益。再者，夫妻財產制度中之法定財產制，已傾向夫妻財產債務各自分離原則，夫

妻各自所負擔之債務是否包含社會保險保費，惟親屬法上婚姻與家庭並未被定性為財產或

經 濟 共 同 體 ( 立 法 院 ， 2018 ， 國 民 年 金 欠 繳 保 費 處 罰 配 偶 問 題 研 析 ，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17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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