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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警 察 大 學 1 1 3 年 海 佐 班 第 7 期 第 1 類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 目：國際海洋法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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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題共 6 頁。 

ㄧ、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1951 年「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對英國與挪威兩國爭議所為之判決，其中

重要事項是肯定下列何者？ 

 (A)承認內水制度之存在 (B)承認領海制度之存在  

 (C)承認正常基線之存在 (D)承認直線基線之存在 

2.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在決定沿海國劃定基線時，流川河口間距離 30 浬，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河口兩岸低潮線連接劃定封口線  

 (B)河口兩岸高潮線連接劃定封口線  

 (C)河口基線應在 24 浬寬處低潮線連接劃定封口線  

 (D)河口基線應在 24 浬寬處高潮線連接劃定封口線 

3. 國際間首次確定領海寬度明文規定為 12 浬原則，係由下列何一會議決定？ 

 (A)1930 年《法典化會議》 (B)1958 年《第一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C)1960 年《第二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D)1982 年《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4. 1949 年美國宣布的宣言，且成為日後大陸架制度的起源，是下列何一宣言？ 

 (A)羅斯福宣言  (B)甘迺迪宣言 

 (C)杜魯門宣言  (D)尼克森宣言 

5. 甲船同時掛著 A、B 兩國國旗，該船的國籍如何認定？ 

 (A) A 國或 B 國均可 

 (B)視為無國籍的船舶 

 (C)由相對國的船舶認定其為 A 國與 B 國的聯合國籍 

 (D)應看何面國旗置於靠近船艏，在前者視為該國船舶  

6.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有關外國軍艦通過沿海國的領海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明文沿海國得採許可制管制  

 (B)明文沿海國得採報備制管制 

 (C)未有針對外國軍艦為明文規定 

 (D)軍艦是有害船舶，原則上禁止通過沿海國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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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有關海洋考古之規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針對海洋考古特別規定，專章規定之 

 (B)針對海洋考古特別規定，以條文作出規定 

 (C)未有特別規定，直接視為海洋科學研究的一部分 

 (D)海底文物屬於全人類所有，欲進行海洋考古，應向聯合國申請 

 

8.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有關外國船舶因污染海洋所提起司法程序，追訴其

違法行為時效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從違反行為發生之日起滿三年後 

 (B)從違反行為發生之日起滿五年後 

 (C)從得知違反行為發生之日起滿三年後  

 (D)從得知違反行為發生之日起滿五年後 

9.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應決定其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的可捕量，

應由下列何者決定之？ 

 (A)沿海國自行決定  (B)相關區域漁業組織決定 

 (C)鄰近所有有關國家共同決定 (D)由聯合國農糧組織決定 

10. 「蓮花號案」（The Lotus Case）主要爭點之一在於探討公海上船旗國之刑事管轄權歸屬問題，

試問該案之爭端國為下列何者？ 

 (A)法國對土耳其  (B)法國對比利時                             

(C)英國對法國  (D)法國對紐西蘭 

11. 有關「臺日漁業協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於 2016 年 4 月 10 日簽署        

 (B)在東京簽署          

 (C)簽約雙方為我國農業委員會與日本農林水產省        

 (D)簽約雙方為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12. 有關 1962 年丹麥與英國間發生之「紅十字軍號」（The Red Crusader）案仲裁內容之重點，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外國船執行公海登檢時應清楚表明身分                 

 (B)過度使用武力及無預警開炮致人死傷為不合法行為          

 (C)公海上之船旗國專屬管轄應受到優先尊重                    

 (D)緊追應在管轄水域發起始具有合法性 

13. 有關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於 1982 年 12 月 10 日生效 (B)僅開放給參與談判的國家簽署 

 (C)本公約包含 9 個附件  (D)自第 60 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之日起生效 

14.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測算領海寬度的正常基線，是指下列沿海國官方承

認的何種圖示？ 

 (A)大比例尺海圖 (B)衛星地圖 (C)小比例尺海圖 (D)軍事測量地圖 

15. 下列何者為「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 1969 年《北海大陸礁層案》（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判決中所提出的法律見解？ 

 (A)「衡平原則」尚未成為海域劃界之習慣法基準       

 (B)內陸國不得主張大陸礁層        

 (C)大陸礁層為沿岸國之主權範圍         

 (D)「中間線原則」尚未成為海域劃界之習慣法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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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條約當中，最早將「捕魚實體」（fishing entity）之規定明文納入者為何？ 

 (A)1958 年《捕魚及養護公海生物資源公約》   

 (B)1958 年《公海公約》 

 (C)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D)1995 年《履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養護和管理跨界魚類種群和       

   高度洄游魚類之養護和管理協定》 

17.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劃定海域外界線應考慮「海底深度」之因素，屬於

下列何者？  

 (A)大陸礁層 (B)鄰接區  (C)專屬經濟區  (D)領海 

18. 國際海洋法法庭成立後做成的首次判決為下列哪一案件？ 

 (A) The MOX Plant Case  (B) The Camouco Case          

(C)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   (D) The M/V Saiga Case 

19.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船籍國 A 的漁船，由 B 國籍船長駕駛，在沿海國 C

所主張的專屬經濟海域外之大陸架採捕「定居魚種」，被 D 國的公務船發現，其管轄權應屬下

列何者？  

 (A) A 國 (B) B 國 (C) C 國 (D) D 國 

20.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海洋科學研究應符合下列何者？ 

 (A)商業利益均衡 (B)各國權力平衡 (C)和平目的 (D)公平目的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分) 

21. 沿海國在鄰接區內為防止特定事項得進行必要的管制，該特定事項包含下列何者？                  

(A)海關  (B)國防          

(C)財政  (D)衛生 

 (E)移民 

22. 有關內水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外國船舶享有入港停泊的權利 (B)沿岸國僅享有主權權利 

 (C)外國船舶享有過境通行的權利 (D)係屬國家領域之一部分 

 (E)係為領海基線向陸一面的水域 

23. 對於緊追權（right of hot pursuit）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內陸國無權行使緊追權   

 (B)沿岸國不得以軍機進行緊追  

 (C)緊追權於被追逐之外國船舶進入其本國或第三國之領海立即終止  

 (D)1958 年《公海公約》首次明文規定  

 (E)緊追權係一項習慣國際法 

24. 群島國（Archipelagic States）應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之客觀基準，下列何者屬於該

基準規定？ 

 (A)基線長度的限制 

 (B)海底深度的限制 

 (C)基點選擇的限制             

(D)基線內水域和陸地面積的最低和最高比例規定            

(E)基線必須符合群島的一般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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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有關「第二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舉行目的之一，係決定領海之寬度            

(B)會議通過《公海公約》            

(C)舉行目的之一，係決定捕魚區之界限            

(D)舉行地點於英國倫敦             

(E)於 1970 年舉行 

26. 軍艦或公務船舶在公海水域，發現船舶進行下列哪些行為時，可逕行登檢？ 

(A) IUU 的洗魚     (B)海盜 

(C)販運奴隸  (D)非法販運麻醉藥品 

(E)未經授權的廣播 

27. 有關「海洋科學研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公海上的海洋科學研究應依據各國海洋開發能力進行合理分配  

(B) 1958 年《公海公約》明文規定各國享有海洋科學研究的自由  

(C) 1958 年《捕魚及養護公海生物資源公約》明文，各國得平等參與養護公海漁業之研究  

(D)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明文例示該項自由  

(E) 1958 年《大陸礁層公約》明文，各國不得妨害以公開為目的而進行之海洋科學研究 

28. 目前世界上已有多個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egional Fisher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FMOs）成立，下列何者為臺灣參與之漁業管理組織？ 

(A)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B)印度洋鮪魚委員會 

(C)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 (D)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之延伸委員會  

(E)北太平洋鮪類及似鮪類國際科學委員會 

29.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有關「主權權利」（sovereign rights），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對於非生物資源不得享有勘探、開發、養護和管理之主權權利 

(B)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針對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享有主權權利  

(C)沿岸國對於其大陸礁層之主權權利具有專屬性  

(D)此權利性質上等同於「國家主權」 

(E)為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與大陸礁層行使之權利 

30.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有關「海盜行為」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行為人出於私人目的  

(B)被害船舶必須為私人船舶或私人飛機   

(C)犯罪地點必須處於國家管轄範圍外的處所或公海  

(D)若係同一艘船舶內部之人員以武力挾持該船舶，亦構成海盜行為  

(E)叛變的政府船舶亦有可能構成行為之主體 

31.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得對通過領海的外國船舶實施交通管制項目，

包括下列何者？ 

(A)指定海道通過  (B)實施分道航行通過 

(C)限制通過的最低船速 (D)禁止無故的下錨 

(E)針對通過領海收取適當的費用 

32.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

（Rocks），可主張的權利包括下列何者？ 

(A)內水  (B)領海 

(C)鄰接區  (D)專屬經濟區 

(E)大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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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87 條規定，對公海自由中未明列有受其他部分或章節特

別限制之自由項目，屬於下列何者？ 

(A)航行自由  (B)飛越自由 

(C)鋪造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 (D)捕魚自由 

(E)科學研究自由 

34. 有關《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於 2001 年 11 月通過  

(B)於 2009 年 1 月生效 

(C)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  

(D)公約禁止以商業為目的進行開發活動 

(E)水下文化遺產應優先保留在原來的位置，即水底 

35. 我國目前參與的區域性國際漁業組織中，現行得以漁業實體參與執法的漁業組織，屬於下列何

者？ 

(A) CCSBT    (B) IATTC 

(C) NPFC  (D) WCPFC 

(E) IOTC 

36. 為了因應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國際海事組織根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

過的「ISPS」，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是 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 Code 的縮寫  

(B)是 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 Convention 的縮寫 

(C)是國際海事組織根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的決議所產生  

(D)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根據國際海事組織通過的決議所產生 

(E)於 2004 年開始生效 

37. 有關「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所適用的範

圍，屬於下列何者？  

(A)沿海國之內水  (B)沿海國之領海 

(C)沿海國之鄰接區  (D)沿海國之專屬經濟區 

(E)區域 

38. 有關以執行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名義，而通過的國際協定（Agreement），屬於下

列何者？  

(A) 1994 年深海床協定  

(B) 1995 年跨界漁種協定 

(C) 2002 年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章程協定  

(D) 2011 年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E) 2023 年生物多樣性協定 

39.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有關船舶通過國際海峽實施「過境通行權」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沿海國應遵守「不應妨害原則」                                                    

(B)沿海國應遵守「不應予以停止原則」 

(C)航空器不得享有該項權利                                                                

(D)核動力船舶得享有該項權利                                                                   

(E)國際海峽實施「過境通行權」係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首創的通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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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對於沿海國主張「領海」與「鄰接區」，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劃定領海與鄰接區之基線相同                                                       

(B)沿岸國在其領海與鄰接區享有相同的權利                                         

(C)領海寬度應小於毗鄰區                                                         

(D)領海位置應於鄰接區之內側                                                     

(E)外國在鄰接區亦享有無害通航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