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3 

考生：許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圖(二)為 1946年至 1995 年臺灣月平均晒鹽產量統計圖，其中某些月分的產量明顯較低。根據臺灣

晒鹽產區的氣候特性判斷，造成這些月分產量較低的氣候因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蒸發較弱 

(B)降雨量較多 

(C)風力較強勁 

(D)日照時數較短 

疑
義
內
容 

依題意判斷臺灣某區域月平均晒鹽產量，在每年的 6、7、8、9月晒鹽產量明顯較低，根據題意可推斷此區域為臺灣南部區域，

雖然臺灣南部區域屬於熱帶氣候，一年四季都日照充足，而且夏季的日照時數應該更長，但是由於受到西南季風的影響，帶來

豐沛的水氣，導致陽光被雲雨遮擋，有可能，會造成夏季日照時數反而較短。因此題目答案 D(日照時數較短)也是可能造成臺灣

南部區域在夏季晒鹽產量較低的原因，請老師們明察，謝謝！ 

說
明 

臺灣晒鹽產區主要位於西南沿海地區，由圖中可知 6 至 9 月的產量明顯較低，主要是因為正值西南部地區的雨季，晒鹽過程中

一旦遇到降雨，已結晶的鹽即再度溶於水，整個流程須重新來過，因此造成鹽產量偏低。而此時期因夏季晝長夜短，日照時數

應較其他季節長，雖偶會受到雲雨遮蔽陽光的影響而減少，但整體來說，日照時數還是多於其他月分。本題選項(B)屬最佳選項，

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28 

考生：  

教師：周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金芳工廠評估三種營運策略的收支情況，如表(四)所示。若僅考量利潤，該工廠的最佳選擇是

「維持現狀」，且此選擇的機會成本是「增產乙產品」。根據上述內容判斷，表中「☆」處的數

值，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 80 

(B) 70 

(C) 60 

(D) 50 



疑
義
內
容 

題目有問題： 

維持現狀 80、40，增產甲產品 120、90，依題意甲產品增產時，銷貨收入增加 40萬，成本卻增加 50 萬，甲產品是一個賠錢貨，

根本不會存在。 

本題答案為 B，依然如上所述，乙產品增產時，銷貨收入增加 25 萬，成本增加30萬，乙產品也是一個賠錢貨，根本不會存在。 

甲乙兩個產品都不會存在，如此命題，不符現實狀況，該送分。 

當然貴中心可說，會有現實中會有的產品，增加的銷貨收入小於成本，但此說法有兩大問題： 

1.題目述說是原始狀況 80、40，增加甲為 120、90，增加乙為 105、70，原始狀況在銷貨收入 80萬元，只有 40萬的成本，銷貨

收入增加最多一半(120)時，成本卻增加超過 1倍，現實中好像找不到這種產品，有的話，請貴中心賜教。 

2.這種情形若存在，在經濟學中是為邊際收益小於邊際成本，已超出國中課程，得送分。 

說
明 

本題題幹情境為生產者面對選擇時，透過利潤與機會成本進行評估後所作出的決定。若未經表中資料對三種策略加以比較、評

估，生產者恐難以得知三項策略中的最佳選擇為何。故本題題幹假設評估不同策略之情境，符合真實可能發生的情境。 

本試題假設之情境與條件皆足以作答，答題所需之知識內容(利潤、機會成本)皆在國中三年學習範圍內，學生只要能將相關知識

融會貫通即可作答。綜上所述，本題選項(B)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42 

考生：  

教師：周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圖(十九)是一則網路新聞報導，根據圖中內容判斷，在此案的處理過程中，最可能會出

現下列何種情況？ 

(A)大法官對案件進行公平審理 

(B)檢察官主導案件的偵查工作 

(C)消保官追訴負責人的犯罪行為 

(D)書記官協助業者進行調解事宜 



疑
義
內
容 

答案有問題： 

題目述說，相關單位經調查後，決定提起公訴，公訴必須先經過偵查階段，當檢察官因為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而知

道有犯罪嫌疑時，檢察官就會啟動偵查階段，開始調查犯罪，等到偵查終結後，檢察官就會根據偵查結果判斷是否提起公訴，

而藥事法的主管單位是衛福部，實務上是衛生單位經調查後，輕者行政罰處理，重者移送地檢署，再由檢察官提起公訴，檢察

官不主動偵查，看看電視一堆磷蝦油廣告就知。 

此題敘述：相關單位調查是指衛生單位，提起公訴的是檢察官，二者不同，題目有誤，不符現實狀況，該送分。 

若心測中心堅持不改，那本題就是暗指衛生單位怠惰，不執行本身業務，卻由檢察官代勞。 

邏輯—原命題：若P廣告違反藥事法，則Q檢察官提起公訴，貴中心答案認為是真。 

那逆命題：非Q檢察官不提起公訴，則非 P廣告就不違反藥事法，也要為真，但現實情形是衛生單位還是依違反藥事法開了很

多罰單，但檢察官沒有提起公訴。所以此題違反邏輯，應該送分。 

說
明 

根據題幹內容揭示該公司負責人遭提起公訴，可知圖中所指違反《藥事法》的行為屬於犯罪行為，依我國刑事訴訟程序規定，

檢察官知有犯罪嫌疑時，即可開始展開調查，檢察官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足以認定有犯罪嫌疑時，應提起公訴。故關於圖中違

法行為應是由檢察官主導案件的偵查工作。 

疑義者所提「實務上是衛生單位經調查後，輕者行政罰處理，重者移送地檢署」，此恐是對刑事犯罪處理流程的誤解。對於違

法行為是採行政罰或刑事訴訟流程處理，乃是依法律規範及行為是否符合構成要件而定，並非是根據犯行的情節輕重；凡是法

律規範應負起刑事責任的違法行為，即使犯行再輕也不會只由行政機關處以行政罰，就如同竊盜行為，儘管只偷 50元，也不會

由應負起刑事責任而變成處以罰鍰。至於疑義者指稱「現實情形是衛生單位還是依違反藥事法開了很多罰單，但檢察官沒有提

起公訴」，應是不同違法樣態適用不同法律條文的結果，並非檢察官因為涉案情節較輕而未提起公訴。故疑義者所提之命題邏

輯問題與本題作答無涉。 

綜上所述，本題選項(B)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43 

考生：邱同學、潘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阿治在網路上分享自己潛水過程中觸碰綠蠵龜的影片，引發了爭議。由於他隨意觸碰保育類動物的行為，涉嫌違反《野生動物

保育法》，一旦確定行為違法，最重將可能面臨有期徒刑的處罰。根據上述內容判斷，若阿治遭罰但不服，他採行下列哪一方

式進行權利救濟最適當？ 

(A)向相關單位提出請願 

(B)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 

(C)向訴願管轄機關提出訴願 

(D)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上訴 

疑
義
內
容 

1.《野生動物保育法》是行政法，應上訴至高等行政法院，答案應選(D)，而非(B)。 

2.題目中提到：「若阿志遭罰但不服……」以目前觸碰綠蠵龜常見結果：通報海巡署→函送地檢署偵辦。若是經地方法院判刑則

答案應是(B)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但題目是說「遭罰」，若是遭到行政裁罰不服，則是(C)向訴願管轄機關提出訴願。建議(B)(C)

都給分。 



說
明 

疑義者指稱《野生動物保育法》是行政法，主張應上訴至高等行政法院，但實際上法律責任的性質無法單從適用法律的名稱來

判斷。一部名稱看似屬於行政法的法律，其內容中所規範的罰則可能不全然為行政罰，部分條文亦可能包含刑罰，故違法行為

所承擔的法律責任類型，並非僅依照適用法律的名稱而定。 

又有疑義者認為「遭罰」二字是指行政裁罰，但不論是遭受行政罰或刑罰，皆是違法者遭國家公權力處罰，並無專指行政罰之

意，違法者所受處罰之法律責任性質，仍應視所受處罰為何方可判斷。 

本題題幹內容已揭示阿治將可能面臨有期徒刑的刑罰，故其違法行為所承擔的法律責任屬於刑事責任，若遭受刑罰但不服，應

循刑事訴訟管道進行權利救濟，依法可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綜上所述，本題選項(B)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59 

考生：葉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59.文中多數受訪者目擊雲豹的地點為下列哪兩個原住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區？ 

(A)布農族、鄒族 

(B)魯凱族、排灣族 

(C)泰雅族、賽夏族 

(D)太魯閣族、阿美族 



疑
義
內
容 

參照司法院 803 號解釋(院台大二字第 1100013641 號中《黃大法官昭元提出，許大法官志雄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之內容，

〈對許多原住民族而言，「狩獵」或「獵人」其實是來自漢人語彙之外來語，而非其語言、文化傳統之固有語彙，甚至欠缺與狩

獵相當或等同之語彙或概念。這是不同族群文化在互動後，由於多數或主流族群的影響或宰制，加諸於原住民族之外來、翻譯

用語，未必能精準傳達或表現所謂狩獵活動於原住民族文化傳統內之原本意涵。〉(以角括號標示之部分為原文抄錄，下同)〈以

和傳統文化所包含之其他部分，明確區隔。漢人所稱的狩獵，就原住民而言，其實更應理解為「傳統領域之巡視守護」。漢人所

稱之獵人，依原住民族文化，則應定位並理解為「巡護者」。在巡護領域的過程中，如不違背傳統、祖靈指示等禁忌，遇到敵人

就會出草，遇到野生動物則予獵捕，遇到植物則予採集，〉(以下為本人自身觀點，但以前述之來源內容進行改寫)後兩項之土地

自然資源利用行為，往往都是整個傳統文化、祭儀信仰之不可分要素，而無法從漢人文化的觀點，將之強行歸類為「狩獵」。而

本題之作答依據(即題本中與題目同頁之選文)中，試圖要求考生將狩獵與「傳統領域之巡視守護」進行連結，來選擇適當的原住

民分布，然如上文所述之理由，這樣的連結是不當的，心測中心在出題時應保持中立客觀，而非以特定多數族群之文化思維，

意圖給予學生不正確的觀念，並以此觀念來要求考生做選答，此舉也不合乎《原住民基本法》第 10 條中「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

文化」之內涵。但願本題迅速成為臺灣(中華民國)邁向原漢和解共生、多元文化立國的漫漫長路上，可以忽視、遺忘的一個小小

路標。 

說
明 

根據選文可知大多數受訪者目擊雲豹的地點多位於中央山脈南段的山區，考生只要將臺灣山地分布圖對照臺灣原住民族分布

圖，即可得知目擊雲豹的地點多位於魯凱族與排灣族的主要分布地區，據此即可作答。而考生對於「狩獵」一詞的理解，則不

影響此題的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