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財政與產業發展的關係 
陳 金 發 

一、國體－以主權所屬分類－靜態 

（一）君主國－主權在－人 
1、專制君主國 
2、立憲君主國 

（二）貴族國－主權在少數人 
（三）民主共和國－主權在多數人 

二、政體－以主權行使分類－動態 

（一）獨裁－沒有民意，不受法律約束，不須負責 
（二）民主－遵循民意，服從法律，必需負責 

三、國家類型 

（一）單一國 
（二）複合國 

1、身合國－君合國、人合國 
2、政合國－事合國、物合國 
3、邦聯－可隨合隨離，依條約組成，對內、對外皆自主 
4、聯邦－以憲法為根據，各邦相互間及對於中央間，屬國內公法。 

組成各邦對內自主，不得直接對外。 

四、國家要素 

（一）人民 
（二）領土 
（三）主權 
（四）政府 

五、我國政府組織 

（一）中央政府－行政、立法、司法、考試、監察 
（二）地方政府 

1、省及院轄市政府 
2、縣及省轄市政府 
3、鄉鎮及縣轄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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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財政制度 

（一）財政收支劃分 
（二）補協助收支 

七、財政與產業發展的關係 

（一）擴大內需的影響 
（二）赤字預算 
（三）盈餘預算 
（四）稅收 
（五）內債 
（六）外債 

八、貨幣政策對產業的影響 

（一）存款準備率 
（二）重貼現率 
（三）公開市場操作 
（四）直接與間接管制 

九、地方政府財務行政的運作 

（一）財務計畫 
（二）財務執行 
（三）財務監察 
（四）財務調整 

十、人事制度 

（一）政務官－特任、比照簡任 
1、制定或決定政策 
2、監督政策的執行 
3、公共關係 

（二）事務官－簡任、荐任、委任 
1、提供政務官資料、意見及專業知識 
2、執行政策 
3、執行法定及例行業務 

十一、國際及兩岸關係 

（一）WTO 
（二）WHO 
（三）APEC 
（四）兩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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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府際關係 

對下、平行、對上 

十三、公共政策 

（一）內容 
1、經濟政策－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混合經濟、管制與輔導、經濟成

長、農業 
2、外交政策－安全、經濟利益、領土維護、促進和平 
3、安全政策－嚇阻戰略、維持集體安全、裁軍 
4、人權政策－政治參與，政府責任，治權限制－立法及行政，自由、

平等、參政、受益權及國民義務 
5、福利政策－社會安全、基本生活、貧富差距 

（二）目的 
1、保障社會安寧與秩序－外交、國防、治安 
2、維持社會正義－人權、司法 
3、保證經濟成長－財、經、金、貿、農、人 
4、提供社會服務－就業、保險、安貧、公衛、醫護、退撫 
5、促進文化進步－教、科、文、古 
6、保護生存環境－資源保護、公害消除、城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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