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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 

 

                                                         

 

◎新編「警察法」精選問答題庫：  
▲試依警察法及警察法施行細則分別說明警察之任務及職權各為何？  

答：　警察之任務：依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之任務為「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

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人民福利」等四項。又依警察法施行細

則第二條規定：「  

      　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為警察之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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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促進人民福利為警察之輔助任務。」  

      上述第二款之輔助任務係指協助一般行政機關推行一般行政而言，其協  助並應以

遇有障礙非警察協助不足以排除，或因障礙而有妨害安寧秩序時為限。茲分別就

其主要任務及輔助任務說明如下：  

     　主要任務：  

      　維持公共秩序：秩序就是規律，公共秩序是人類社會共同生活之各種規範及

法則，能按照規律去做，不超越一定的規範，社會自然能夠和諧安寧；否則

糾紛衝突隨時發生，個人安全勢必受威脅。所以警察如遇有超出社會共同生

活規範之行為，必須加以干涉和糾正，使整個社會保持和諧，但要注意的是：

警察的干涉和糾正行為，必須有法令的依據。  

     　保護社會安全：社會安全，是社會構成份子的生命、身體、財產、自由、名  

          譽等個人法益之安寧與全體安寧的總稱；社會安全為社會文明進化和國家富  

          強康樂的要件，警察依法保護社會安全，則人民就能安居樂業，有利於國家  

          之各項建設。  

     　防止一切危害：凡足以影響個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名譽及社會、國

家之安寧者，均為危害行為。防止危害，係為實現維持公共秩序，與保護社

會安全的目的；危害不論是天然的或人為的，不問為直接的或間接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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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防止及消弭其於無形的責任。  

    　輔助任務：促進人民福利，原為國家目的之一，警察所具特質有輔助行政的作

用，因而國家賦予警察促進人民福利的任務，其內容係指警察協助一般行政機

關，推行一般行政而言，其限度應以遇有障礙非警察協助不足以排除，或因障

礙而有妨害安寧秩序時為限。  

  　警察行使之職權：依警察法第九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十條之規定，警察依法行使  

      下列八大職權：  

      　發布警察命令：中央由內政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縣（市）由縣（市）政

府為之。警察命令乃指各級主管警察行政機關，為達成警察任務，依其法定職

權或基於法律授權，頒定具有強制力量之公的意思表示。  

   　違警處分：違警處分權之行使，依警察法令規定之程序為之。違警處分的範圍，

不僅限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規定，即中央或地方依法所頒的各種法令，而處「違

警罰」之規定者，皆包括在內。例如，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三十四條

至第六十三條之規定，由警察機關處罰，即屬於妨害交通之違警行為。  

   　協助偵查犯罪：偵查犯罪為檢察官的職務，而授予警察以司法警察的身份，協

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並受當地法院檢察官之指揮、監督，因此警察協助

偵查犯罪其性質屬協助刑事司法的輔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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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搜索、扣押、拘提及逮捕：警察依法行使協助偵查犯罪，應執行搜索、扣

押、拘提及逮捕等職權，係依據刑事訴訟法與調度司法警察條例之規定行之，

屬於輔助刑事司法作用之範圍。  
   　行政執行：警察行使行政執行之職權，依行政執行法之規定行之。  

   　使用警械：為達成警察任務，保障人民自身及人民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

安全，特賦予警察人員有使用警械之職權，警察人員使用警械必須依照警械使

用條例之規定行之。  

   　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

理、戶口查察、外事處理等事項。  
     　有關警察業務項目：就是指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

建築、市容整理、戶口查察、外事處理等十一項及以上未盡列舉之有關警察

業務而言，其以警察組織法令規定之職掌為主。  

    　職權的行使：此類有關警察業務，其職權的行使，關於行政事項，由警察機

關為之；關於勤務事項，則由警察人員集體或個別行之。  

   　其他應執行法令事項：指概括規定警察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六款

中之各款未盡列與之有關警察業務及經內政部同意之協助其他行政事項。  

▲何謂「警察職權」？並從學理上分析「警察法」規定之「警察職權」如何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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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警察職權之意義：  

   警察職權是國家基於統治權之立法作用，除授權主管警察行政機關發布警察命令

外，賦予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職責，對行政客體有行使警察處分、警察強制與

違警裁決之權力，以達成警察任務之行政作用；並協助偵查犯罪，執行搜索、扣

押、拘提、逮捕之輔助刑事司法作用。  

  　從學理上分析「警察法」規定之「警察職權」之行使如下：  

   　發布警察命令及公權力的意思表示：發布警察命令，中央由內政部、直轄市由

直轄市政府、縣（市）由縣（市）政府為之。即指各級主管警察行政機關，為

達成警察任務，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授權，頒定具有強制力量之公的意思

表示。  

   　輔助刑事司法作用：偵查犯罪為檢察官的職務，而授予警察以司法警察的身份，

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並受當地法院檢察官之指揮、監督，因此警察協

助偵查犯罪其性質屬協助刑事司法的輔助作用。  

   　達成警察任務之行政作用：警察法第九條中除第二、三款如前述屬司法作用之

範圍外，其他各款職權之行使，均係依法為達成警察任務，所為的警察處分、

警察強制、違警裁決之權力，屬為行政作用之行政處分：  

    　違警處分係對行政客體過去違警行為之制裁。  

新編警察法規問答精粹 6 

    　行政執行與使用警械，係對行政客體將來實現警察義務之強制，與排除目前

之危害，維護人民生命、財產與公序良俗之手段。  

    　各種警察業務，乃為達成警察任務，對於人、地、事、物所實施保護、管理

之各種活動。  

▲試依警察法及有關警察機關組織法之規定，論述我國現行各級警察機關（舉名稱）組

織體制。  

答：我國警察機關組織體制，係採「中央與地方均權統一」的國家警察體制，依警察法

第四條、第五條、第六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五條及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例第

二條之規定，分為　中央　直轄市　縣（市）警察機關，其組織如下：  
  　中央警察組織：  

   　內政部：內政部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

警衛之實施之實施（警察法第四條）。故以內政部主管掌理全國警察行政機關，

內政部部長為全國最高的警察行政首長，對各直轄市、縣（市）實施警政，有

指揮、監督之權。  

   　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設置警政署，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並掌理保安、外

事、國境、刑事、水上及各種專業等全國性的警察業務（警察法第五條）。內政

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長之命，執行全國警察行政業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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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執行警察任務（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例第二條）。  

   　中央警官學校：中央設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辦理警察教育（警察法第十

五條）。是以中央警官學校隸屬內政部，辦理高級警察教育，研究警察學術，兼

受教育部之指導。  

   　警察專科學校：警察法第十五條規定：「中央設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辦理

警察教育。」前臺灣省警察學校，已於七十七年六月十五日改制為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隸屬於內政部警政署。  

  　直轄市警察機關組織：警察法第八條規定：「直轄市政府設市警察局，縣（市）政

府設縣（市）警察局（科），掌理各該管區之警察行政及業務。」  
  　縣（市）警察機關組織體制：警察法第八條規定：「直轄市政府設市警察局，縣（市）

政府設縣（市）警察局（科），掌理各該管區之警察行政及業務。」目前各縣（市）

政府設有警察局，掌理警政、警衛、民防、動員及戶政等事項，並受內政部警政

署之指揮監督，各警察局內設各課、室外，亦設立分局，分局外部又設分駐（派

出）所及警勤區。  

▲我國中央與地方的警察權限（立法權與執行權）依法應如何劃分？試述之。  
答：中央與地方之警察權限，乃關於中央與地方之警察立法權與執行權之劃分，我國憲

法規定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之標準，以 國父孫中心先生所提倡之均權主義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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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警察法乃依憲法第一百零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警察制度由中央立法制定

之。  

  　全國警察制度之立法權與執行權屬於中央職權：警察法第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度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由中央立

法⋯⋯。」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度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即

是警察制度。  

  　全國警察制度之執行權交由地方│直轄市及各縣（市）執行之：警察法第三條第

一項後段規定：「警察官制⋯⋯，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之。」  

  　地方警政與警衛之立法權與執行權均屬於地方職權：警察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有關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警衛之實施事項，其立法及執行，應分屬於

直轄市、縣（市）。」  

  　中央與地方警察之立法權與執行權之劃分原則：直轄市警政、警衛之實施，係在

中央交賦範圍內有實施之立法權與執行權；縣（市）警衛之實施，在中央交賦範

圍內有實施之立法權與執行權。所以，警察事權除由國家行使外，並分授地方自

治團體，由直轄市、縣（市）行使之。  
▲偵查犯罪為檢察官之職權，警察協助偵查犯罪，其性質如何？試依警察法規定，說明

警察協助偵查犯罪應執行那些事項？其所依據之法律規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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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偵查犯罪為檢察官的職務，而授予警察以司法警察的身份，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

之職權，並受當地法院檢察官之指揮、監督，因此警察協助偵查犯罪其性質屬「協

助刑事司法的輔助作用」。  
  　警察依法行使協助偵查犯罪，應執行搜索、扣押、拘提及逮捕等職權。（警察法第

九條第三、四款，同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前段）  

  　警察行使上述職權，「依刑事訴訟法及調度司法警察條例之規定行之。」（警察法

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後段）  

▲試述警察法及其施行細則中關於警察與檢察官之關係之規定。  

答：警察法及其施行細則中有關警察與檢察官之關係之規定如左：  
  　警察依法行使協助偵查犯罪，應執行搜索、扣押、拘提及逮捕等職權。（警察法第

九條第三、四款）  

  　警察協助偵查犯罪與執行搜索、扣押、拘提及逮捕，依刑事訴訟法及調度司法警

察條例之規定行之。（警察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刑事警察兼受當地法院檢察官之指揮、監督。（警察法第六條中段）  

  　關於預防犯罪及協助偵查內亂外患重大犯罪之刑事警察業務。（警察法第五條第四

款）  

  　刑事警察受檢察官之命執行職務時，如有廢弛職務情事，其主管長官應接受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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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提請依法予以懲處。（警察法第十四條）  

▲何謂「警察許可」？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行時，依集會遊行法第十四條第三款，

就關於維持交通秩序事項所為之必要限制，其性質係屬「警察許可之附款」抑或「獨

立之警察命令」？試分述之。  

答：　警察許可處分之意義：  

   　許可乃相對禁止之行為，在特定之條件，將它解除，使其得為合法特定行為之

處分。即是解除相對禁止之警察處分，屬於賦予能力之處分。（註：此為陳立中

先生之解釋）  

   　所謂許可乃禁止一般人所為的特定行為，對於特定人，或關於特定事件，解除

其禁止，使其必得為適法的行為。因此所謂警察許可處分，即係警察機關為達

成警察任務，對於一般禁止之特定行為，在特定的條件或特定的場合下，解除

其禁止之規定，使成為適法行為之處分。（註：此為邱華君先生之解釋）  

  　主管集會、遊行之機關│警察機關，其許可室外集會、遊行時，依集會遊行法第

十四條第三款，就關於維持交通秩序事項所為之必要限制，其性質係屬「警察許

可之附款」抑或「獨立之警察命令」？茲說明如下：  
   警察許可之附款，乃警察機關對於警察許可之內容，所附加之意思表示（包含條

件、期限、負擔、撤銷權之保留等），用以限制許可之效果者之謂。「警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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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可加附款？依通說，警察機關，僅在法令有特別規定，或該項處分屬於警察

自由裁量的範圍時，始得附加款。否則無附加款的權力，而擅加附款者，其附款

為無效。」而集會施行法第十四條第三款就「關於維持交通秩序⋯⋯之事項」即

法令有特別規定者，且該法規定主管機關│警察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行時，「得」

為必要之限制，即賦予警察機關自由裁量的範圍。總之，其性質係屬「警察許可

之附款」。  

▲試依「警察法」之規定，回答下列各項問題：  

 　警察基層人員係採行何種制度？其目的何在？  

 　警察法對於建立警察人事制度之原則為何？  
答：　警察基層人員得採警員制（警察法第十二條），其目的在提高基層人員的地位與增

加其待遇。  

  　警察人事制度之原則：  

   　求才原則：警察法第十一條規定，「警察官職採分立制，其官等為警監、警正、

警佐。」警察法第十二條規定，「警察基層人員，得採警員制，⋯⋯。」前者是

顯示警察的特種名位，後者為提高警察基層人員的地位，以精神上的榮譽與物

質上的待遇，二者並重，使賢能有為的人，皆樂於從事警察工作。  

   　取才原則：警察法第十三條規定：「警察行政人員之任用，以曾受警察教育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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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考銓合格者為限。⋯⋯。」這就說明警察人員有一定之任用標準。  

   　養才原則：警察法第十一條規定，「警察官職採分立制，⋯⋯。」以避免任免混

為一談，使官職劃分，確立善才的合理標準，職位之高低，不影響其官等。警

察人員管理條例第四條亦規定：「警察官、職分立，官受保障，職得調任，非依

法不得免官或免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