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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擬答】 
  本題所揭中央與地方財政之論爭，主要是針對「地方財政權」的角色及定位進行論述比較，學理上可從「中

央財政集權」及「地方財政分權」兩項角度來探討之，依序論述如下： 

地方財政權之意涵： 

依學者管歐的看法，「地方財政權得簡稱為地方財政或自治財政，就其與中央財政之對稱言之，謂為地方財政，

就其與國家財政的對稱言之，謂為自治財政，國家財政即中央財政，地方實行自治，地方財政即自治財政，亦

得概稱為地方自治財政。」就我國現行的制度意涵，可包含下列 4 層面： 

財政自主權：即指地方自主課稅權，包含租稅立法權、徵收權、收益權三種。 

財源保障請求權：基於滿足地方自治團體最低財政的需求，地方自治團體享有國家保障其相對應財源的權

利，例如依據地方制度法 69 條規定。 

財產管理與事業經營權：例如金門縣政府的金酒公司。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63 到 65 條，規定有各級政府的收入來源，而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有各級政府之支出事

項。 

支持「中央財政集權」的論點： 

避免各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解決跨區域的外部性問題。 

公共財生產的規模經濟。 

避免社會福利給付標準不一。 

利於建立整體財政政策。 

支持「地方財政分權」的論點： 

而相對於支持中央財政集權的論點，「地方財政分權」支持者提出論點駁斥如下： 

有助於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提供適切公共服務，並可藉由補助款解決地區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可藉由協調合作的府際治理、跨域治理等模式來共同解決外部性問題。 

不同類型的公共財有不同的生產規模，無需統籌生產。 

可促進政府間的競爭，讓公民「以腳投票」選擇所需的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提供方式。 

促成各級政府有效分工，各司其職：中央政府主要功能為所得重分配與經濟穩定，地方政府則為資源配置，

提供地方性的財貨與。 

爭論解決之道： 

中央與地方的財政資源分配，可依據下列三原則進行區分： 

依據全國性和地區性公共財（public goods）性質：公共財，指（政府所提供的）財務或勞務具有「非排他性」

及「非敵對性」（不能排除他人使用及不能影響他人使用的權益），其因地域範圍、對象的關係而有所區別，

成為全國統一性，或地方特殊性，依各地政府不同的屬性來支配財政。 

依據地區人民偏好的差異性：人民對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有不同的需要時，此一公共財未必是適用於全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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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採因地制宜的方式以滿足此區人民的差異性，但若同質性高時，則可由政府統一配置。 

依據執行效率與決策成本：通常由地方政府來做，會較符合民意所需的政策回應性，因為必須考慮地方以及

中央，何者能迅速反應人民的需要，而適得其所。 

二、【擬答】 
賽蒙（H. A. Simon）的理性決策理論： 

賽蒙（Herbert A. Simon，1916～2001）整合了行政學、管理學、政治學、心理學、工業心理學暨各種組織理論，

提 出 理 性 決 策 理 論 （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theory ）。 於 其 論 述 中 ， 他 認 為 傳 統 行 政 學 僅 注 重 「 執 行 」

（executing），而忽略執行前的決定（deciding），事實上執行政策不過是許多決策的集合而已。 

由於傳統行政學所認為「好」或「正確」的行為，本質上就是指有效率的行政行為；但實際上決定組織的運作

是否有效率，端視行政決策中每一個人之理性程度（rationality）。但因一般行政人員程度不足，通常僅能做出

「滿意決策」（good enough decision-making），故他以「有限理性」的概念代替「全知理性」的概念，認為行政

組織的決策應以如何獲致最適的（optimal）決定為最高目標。 

理性決策理論對我國政府決策之啟發： 

傳統的政府決策過程，講究的是「理性廣博」的決策分析模式，整個決策過程從研擬政策方案、建立衡量標準

（criteria），並依據這些標準，仔細分析並比較各政策方案之利弊得失，最後從中選擇「效益最大化」的方案。

然而，從林布隆、魏達夫斯基到凱登等學者針對政府決策過程的各項研究顯示，決策過程並非如此科學化及工

具理性的，反而是充滿「政治性」的權衡、協商與斡旋，而這些學者的理論基礎就來自賽蒙「理性決策理論」

所提出的有限理性觀點所導引出的決策行為，也是當前我國政府各項政策的規劃及合法化過程中所常見的模

式。 

正是由於傳統全知理性下的政策過程面臨決策與執行上的困境，使得政府往往陷入凱登（Caiden）所謂的「在

目標上策略的撤退」（strategic retreat on objectives），也就是在有限理性下，雖然政府難以完全掌握所有決策所

需的資訊及變數，但可以設法以其能加控制運用的工具而可獲得的目標，來取代不能控制或無法獲知的變數所

達成的目標。整體來說，就是透過「政策目標的適切界定」及「政策工具的有效運用」來解決以前政府決策難

以周延的難題。透過上述各學者研究的啟發，建議我國政府決策過程可往「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的

方向邁進，協助政府決策體制和機制的適切價值目標取向，並能優化政府決策體制和機制。 

馬師婁（A. H. Maslow）的需要層級理論： 

同屬於修正理論時期的學說，馬斯婁（Abraham H. Maslow，1908～1970）則從人員的需求層面出發，提出其

著名之需要層次（hierarchy of needs）理論；其認為人類有五層次的需要，當低層次之需要得到相當的滿足後，

此項需求之激勵作用便會減低。茲分述如下： 

生理的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餓即食，渴即飲，天冷穿衣，以維持生命之各種基本需求。 

安全需求（Safety needs）：不受剝奪及威脅，使其能毫無恐懼之生活需求。 

愛與隸屬感的需求（Love needs）：希望與其他人感情融洽，而歸屬於某一個團體的需求。 

受人尊重的需求（Esteem needs）：希望生活得有尊嚴，得到別人尊敬之需求。 

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希望能使自己之能力獲得發揮，使自己之理想獲得實現之需求。 

需要層次理論對我國人事政策設計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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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馬師婁的需要層次理論，可知對組織中的人員而言，激勵的過程是源起於未滿足的需求，因此一旦某一層

次需求獲得滿足時，則該項需求即不具有激勵效果。因此就馬師婁的觀點來看待組織人事，機關必須先了解員

工所處的需求狀態，順應個體，迎合其願望之滿足，從而誘導其行為以有效地達成組織目標，所以，組織必須

提供有效的「激勵辦法」來激勵員工。甚至，由於每個員工的需求都不相同，因此特定無彈性的（自己不可選

擇）激勵措施可能對某些員工有效，而對其他員工則否。 

因此，馬師婁的需要層次理論可作為我國「人事發展政策」之參考，藉由探討如何將該理論運用於提升激勵、

訓練及陞遷功能上，使政府人事機制更能發揮其功效，進而能激勵員工的效率與機關的績效。以下謹列出四項

可能的設計及應用方向： 

訂定一套獎懲規定，獎優懲劣，對於績優者適時給予獎勵，促使其為更佳的績效努力。主管要多了解員工的

需求，應依據不同需求給予不同的獎勵。 

訂定一套完整的訓練進修辦法，並鼓勵具發展潛能及自我期許較高的員工多參加訓練或進修，以善用、挖掘

其潛能，並為機關創造績效。 

訂定一套完整的陞遷制度，以嘉勉優秀人才能藉此管道獲致較好職位及擔負較高責任，相對也滿足員工的心

理需求。 

確定機關的願景與組織目標，並與員工溝通獲致共識後，雙方為達成願景與目標而戮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