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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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中，「鄰接區」與「毗連區」、「專屬經濟海域」與「專屬經濟區」、「大陸礁層」與「大陸架」

之概念相同。

5.本試題共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2分，共40分)

1. 所謂的公海自由原則，與下列何人所提倡之何等主張最有關聯？

(A) Hugo Grotius; Mare Liberum (B) Hugo Grotius; Mare Clausum
(C) John Selden; Mare Liberum (D) John Selden; Mare Clausum

2. 1958年《公海公約》所規定之四大自由，下列何者為非？

(A) 公海航行自由 (B) 公海飛越自由

(C) 建造人工島嶼及其它設施之自由 (D) 鋪設海底電纜與管線之自由

3. 下列何種公海犯罪類型，不得依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發動登臨權 (Right of
Visit)？
(A) 未經許可於公海上非法廣播 (B) 非法販運麻醉藥品與精神調理物質

(C) 販運奴隸 (D) 船舶同時懸掛兩國國旗

4.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五部分，將魚類種群分成幾種樣態？ 

(A) 四種 (B) 五種 (C) 六種 (D) 七種

5. 承上題，下列關於魚類種群洄游路徑之圖示與名稱，何者正確？(EEZ(A)、EEZ(B)等分別代

表不同國家之專屬經濟海域、HS代表公海)
(A) 跨界魚類種群 (B) 跨界魚類種群   (C) 共享魚類種群 (D) 共享魚類種群

6. 聯合國糧農組織所發佈之《關於預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未報告和未加管制漁撈的國際行動計

畫》，將「IUU漁撈行為」指定為應取締之捕魚樣態，所謂的IUU是指英語哪三個字母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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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mproper、Undefined、Unreported (B) Illicit、Undefined、Unreported 
(C) Irregular、Unreported、Unregulated (D) Illegal、Unreported、Unregulated

7. 公海上雖享有捕魚自由，但有學者認為應受限制，下列聯合國大會決議何者與流刺網使用無關  

？

(A) 1989年第44屆聯合國大會第225號決議 (B) 2000年第54屆聯合國大會第31號決議
(C) 1990年第45屆聯合國大會第197號決議 (D) 1991年第46屆聯合國大會第215號決議

8. 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測算鄰接區及專屬經濟區之寬度從領海外部界限量

起，應分別不得超過幾海里？

(A) 12及200海里 (B) 24及200海里 (C) 12及188海里 (D) 24及188海里

9. 我國雖非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締約國，仍得以國際法院《馬爾他／利比亞大陸礁層

案》所示之原則主張享有專屬經濟海域，該原則為下列何者？ 

(A) 國際司法判決 (B) 一般法律原則 (C) 條約法 (D) 習慣國際法

10. 甲國主張有專屬經濟海域，則在領海外、專屬經濟區內，下列何者非第三國所享有之權利？ 

(A) 飛越自由 (B) 航行自由權

(C) 科學研究自由 (D) 鋪設海底電纜與管線之自由

11.「軍官指揮」為「軍艦」的構成要件之一，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條中之「軍官」，於英

文正式文件中，係指下列何者？ 

(A) military officer (B) officer (C) war officer (D) fight officer

12. 依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下列有關「沿海國對於專屬經濟區養護義務規定」之敘

述，何者有誤？ 

(A) 如單一魚類種群面臨枯竭之壓力，養護與管理措施之決定，只要考量此魚類種群

(B) 沿海國應決定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之可捕量

(C) 如有剩餘可捕量，應准許其它國家入漁

(D) 以科學證據作為養護與管理措施之依據

13. 我國已經參加〈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並派遣海岸巡防艦對有授權國家之所屬漁船，進行

登臨與檢查，此種登臨與檢查樣態與下列何種法律原則最有關聯？

(A) 普遍管轄原則 (B) 領域管轄原則 (C) 國籍管轄原則 (D) 船旗國專屬管轄原則

14. 最近中、日兩國為了東海大陸架（即我國所謂的大陸礁層），你來我往，依據《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第83條之規定，兩相向國家應在國際法規約第38條所指的國際法基礎上以協議劃定。習

慣國際法為其一，下列何者並非構成習慣國際法的要件？

(A) 須以明確的意思表示同意，否則對其不生效力

(B) 主觀上須有法拘束力的確信

(C) 須符合一致性

(D) 須存有國際慣行

15. 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5條第1款之規定，該規定所謂之「實體」為下列何者？ 

(A) 邦聯之邦 (B) 被保護國 (C) 自治聯繫國 (D) 永久中立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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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予何種類型的國家，對船

舶遵守一般接受的國際規則與標準有較重的管轄義務？

(A) 沿海國 (B) 港口國 (C) 船旗國 (D) 第三國

17. 依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海洋環境的污染」定義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 一切人為或非人為之行為之活動 (B) 直接或間接之活動

(C) 能量或物質引入海洋環境 (D) 妨礙海洋的其它正當用途

18.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之規定，我國採用何種基線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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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常基線 (B) 直線基線 (C) 封口線 (D) 特殊基線  

19. 下列關於國際港口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國際港口之法律地位為內水

(B) 港口國實施管制措施是對船旗國專屬管轄權之侵害

(C) 港口國有權關閉港口

(D) 因不可抗力之入港行為，船舶享有豁免權

20. 海洋法「領海無害通過制度」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無害通過不可以停止 (B) 對於不特定海域得暫時停止無害通過

(C) 不得因舉辦軍事演習而停止無害通過 (D) 無害通過之暫停應正式公布後發生效力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3分，共60分)  

21. 有關「基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直線基線的要件中，有「海岸線極度曲折」之用語，該用語由公約所第一次使用

(B) 低潮高地與大陸距離超過12海里，不能當作基點。

(C) 低潮高地與大陸距離在12海里內，可作為測算基線之一部分

(D) 河口的封口線是一條在兩岸高潮線上兩點之間的橫越線

(E) 所謂的海灣是一個明顯的水曲

22. 有關「內水」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高潮線以內的水域 (B) 低潮線以內的水域

(C) 群島基線以內的水域 (D) 潮間帶是內水

(E) 如採直線基線而成為內水，則沿海國對該內水不能享有主權 

23. 有關「人工島嶼、設施與結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所謂的人工島嶼、設施與結構，於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明確的定義

(B) 人工島嶼與設施、結構的差別，只有於專屬經濟區中，才是設置目的差別

(C) 於專屬經濟區之人工島嶼，沿海國對該人工島嶼享有主權權利

(D) 得於人工島嶼、設施與結構周遭設置安全區

(E) 人工島嶼、設施與結構無自己的領海

24. 有關「冰封區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位處於專屬經濟區及公海  

(B) 因氣候嚴寒，對人類居住有困難性，而特別設置之區域

(C) 沿海國於該區域內所制訂之海洋污染規範，無須符合國際規則和標準

(D) 該區域必須限於一年中的大部分時侯處於冰封狀態

(E) 沿海國關於該區域海洋污染防制之規範，應以可靠科學證據與適當顧及航行作為制定基礎

25. 近來索馬利亞海盜肆虐，今年度，我國已有兩艘漁船遭到劫持，下列對於海盜罪之敘述，何

者有誤？

(A) 近來相關國家之護衛艦，對於索國領海內發生之劫持事件所進行之掃蕩活動，係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海盜罪普遍管轄權之規定

(B) 海盜罪之發生地點可以是在國家管轄權以外處所(place)，該處所乃是指公海

(C) 海盜罪係屬普遍管轄權，故有武裝之私人船舶亦得追緝之

(D) 所有的海盜罪都是一艘船對於另外一艘船所實施

(E) 縱使國家之軍艦發生叛變並控制該船舶，此類船舶亦不能成為海盜船

26. 下列關於無害通過與過境通行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對於沿海國而言，採取過境通行較為有利

(B) 軍艦因本身具有威脅性，不得行使過境通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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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潛水艇於行使過境通行權時，無庸浮出水面 

(D) 飛機得作為無害通過之行使主體

(E) 飛機行使過境通行權時，必須遵守「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所制訂之可適用規則  

27. 下列關於「國際法院」與「國際海洋法法庭」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國際法院」由15名法官組成

(B) 「國際海洋法法庭」由21名法官組成

(C) 「國際法院」之法官產生方法中，有提名程序

(D) 「國際海洋法法庭」之法官任期為9年一任

(E) 「國際法院」的管轄權皆無須當事國之提交，即對締約國有管轄權

28. 乙國漁船經過甲國專屬經濟區時，甲國海巡隊認為乙國漁船涉嫌於該海域違法捕魚，表示將

對乙進行登臨，乙認為無理由而加速逃逸，甲續追至乙國之專屬經濟區內，依國際海洋法之

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得於乙國之專屬經濟區實施登臨、檢查

(B) 甲不得於乙國之專屬經濟區實施登臨、檢查

(C) 乙經過甲國專屬經濟海域乃是行使航行自由權，甲無權登臨

(D) 甲所行使者為延伸推定存在之緊追權

(E) 如乙在逃離甲國專屬經濟區前，就受到登臨、檢查，並進行司法程序，如果有關國家無相

反協議，不得監禁之

29. 依據國際海洋法之規定，下列對於「公海」之敘述，何者有誤？ 

(A) 公海包括專屬經濟區

(B) 聯合國所屬船舶所懸掛之旗幟，應是無效的旗幟，得視為無國籍船舶

(C) 於公海上之污染行為，受害之沿海國無管轄權

(D) 公海上之船舶碰撞事件，受害國有優先管轄權

(E) 沿海國所屬之大陸礁層之上覆水域，有可能是公海 

30. 關於專屬經濟區之基本理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對專屬經濟區無庸主張

(B) 公海之法律制度完全可以適用在專屬經濟區

(C) 降河性產卵魚類種群，若出現在專屬經濟區內又出現在公海，在公海上之第三國可以自由

捕撈

(D) 沿海國於專屬經濟區只可行使主權權利

(E) 所謂的主權權利只包括生物性資源及非生物性資源之勘探、開發、養護與管理  

31. 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有關沿海國實施「緊追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所謂的推定存在主義，是為確認子、母船舶管轄權的問題

(B) 所謂的延伸推定存在主義，是為確認共犯船舶管轄權的問題

(C) 如船舶在公海上犯海盜罪，而在公海實施緊追，此種緊追亦屬第111條規定範圍

(D) 緊追權實施始點的認定應由實施者所認定之時開始起算

(E) 升起國際旗號S旗，代表系爭船舶應停船受檢

32. A國船舶販運精神調理物質與麻醉藥品，從B國港口出發經C國領海及專屬經濟海域後，抵達

公海，下列各種假設情況，何者正確？ 

(A) A船駛出B國領海前，B國有管轄權。 

(B) A船舶經過C國領海時，C國有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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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船經過C國專屬經濟海域時，C國得實施扣押、逮捕

(D) A船行駛於公海時，B、C國須得A國之允許方得實施登臨與檢查

(E) 販運精神調理物質與麻醉藥品係萬國公罪，任何國家皆有普遍管轄權

33. 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關於國際海峽之敘述，何者有誤？ 

(A) 中央存有公海或專屬經濟區航道之海峽，適用不得停止的無害通過制度

(B) 中央存有公海或專屬經濟區航道之海峽，通過沿海國之領海適用無害通過制度

(C) 大陸／島嶼型海峽，是指大陸與島嶼分屬不同國家之海峽

(D) 大陸／島嶼型海峽，中間之水道不適用過境通行之制度

(E) 死巷海峽適用不得停止之無害通過 

34. 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關於海洋科學研究之論述，何者有誤？ 

(A) 外國科研船到沿海國專屬經濟海域實施科學研究，應得到沿海國之明示同意

(B) 默示同意制度只適用於國家

(C) 視為同意制度只適用於國際組織

(D) 公海科學研究無庸取得任何國家之同意

(E) 區域進行科學研究需得到國際機構之同意

35. 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有對於防止來自於船舶污染之立法管轄權，下

列論述何者正確？

(A) 沿海國基於領海主權，針對行使無害通過之油輪，得制定比一般接受的國際規則更嚴格

之法律規範   

(B) 與無害通過制度相較，沿海國對行使過境通行之船舶，較少限制其立法管轄權

(C) 當海洋法條文上出現「立法需接受一般國際規則與標準」字樣，對於沿海國而言，是立法

權之限制

(D) 沿海國對特別敏感區域的立法管轄權，可以較「一般國際規則與標準」更嚴格

(E) 有關特別敏感區域之特別強制措施之採用，程序上應包含與其他相關國家之適當協商

36. 對於海洋爭端和平解決機制之論述，何者正確？

(A) 只有法律爭端，才能夠提交國際司法機制

(B) 締約國有遞交強制調解義務之事項中，包括專屬經濟海域之科學研究

(C) 爭端進入一般調解程序，調解委員會應於14個月內提出報告

(D) 涉及專屬經濟區管轄權行使之爭端，只能進行強制爭端解決程序

(E) 國際海洋法法庭之判決，對當事方有拘束力

37. 下列關於大陸架之敘述何者有誤？ 

(A) 完全以自然延伸原則認定其寬度，但最多不得超過200海里
(B) 超過200海里的大陸架，稱之為外部大陸架

(C) 「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由21名專家所組成

(D) 沿海國對於大陸架之主張為有效的佔領

(E) 沿海國對於大陸架權利之行使，對公約規定之其他自由，絕對不得造成不當干擾

38. 下列關於定居種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定居種不適用專屬經濟海域之規定

(B) 定居種的英文為：resident species
(C) 定居種必須是在任何階段都要在海床上或海床下不能移動

(D) 在200海里內的定居種，因專屬經濟海域及於海床，因此得適用專屬經濟區之規定

(E) 定居種屬於生物資源

39. 甲國船舶進入乙國港口停泊，船上丙國籍船員David因丁國籍船員Lotus欠錢不還，不慎在船

上將Lotus打死，關於管轄權之歸屬判斷，何者正確？

(A) 依法國法系立法例，乙國無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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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英美法系立法例，乙國無管轄權

(C) 無論依法國法系立法例或者英美法系立法例，乙國皆有管轄權

(D) 甲國因有船旗國專屬管轄權，因此乙國發動管轄權應得甲國之許可

(E) 丙國有管轄權

40. 依據海洋法公約及相關國際司法實踐，關於海域劃界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鄰接區有劃界明確的規定

(B) 自然延伸原則出自於《突尼西亞/利比亞案》

(C) 「相關情況」係《大陸礁層公約》第六條規定之構成要件之一

(D) 對於大陸礁層的劃界中，應列入相關參考的情況包括社會經濟因素

(E) 1969年《北海大陸礁層案》將《大陸礁層公約》第六條視為習慣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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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99年 6月 7日修正版

水上警察學系

國際海洋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B D A D B C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D A C C A B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E ACE DE CDE ABCDE CE ABCD AE ABCD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 ABD AC ABE CDE ABE AD AE CE ABC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