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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11 學年度甄選入學中央警察大學初試  國際海洋法  試題 

單選題：（一）40 題，題號自第 1 題至第 40 題，每題 4 個選項，每題 2.5 分，計 100 分。 
（二）未作答者不給分，答錯者不倒扣。 

1.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不適用在下列哪一個水域？ 

 (A) 南海 (B) 日本海 (C) 地中海 (D) 裏海 

2. 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國際海洋法法庭」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TLOS) 由多少獨立法官所組成？ 

 (A) 10 (B) 9 (C) 15 (D) 21 

3. 有關「公海」之法律地位，過去國際社會成員間有不同看法。請問現代國際間最普遍接受之公海法律定位

是： 

(A) 「無主物」 (terra nullis)  

(B) 「共有物」(terra communis)  

(C) 人類共同繼承的遺產 

(D) 聯合國所有 

4. 第一個以總統宣告且明文宣稱對大陸礁層擁有主權之國家為： 

 (A) 法國 (B) 美國 (C) 聯合王國 (D) 蘇俄 

5. 公海適用船旗國專屬管轄權，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下列哪一個海上犯罪非船旗國

可行使最大程度的管轄權？ 

 (A) 販奴行為 (B) 走私行為 (C) 海盜行為 (D) 販毒行為 

6. 下列哪一種船舶的領海無害通過權，在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討論中，有重大分歧者？ 

 (A) 漁船 (B) 貨櫃輪 (C) 海洋科學研究船 (D) 軍艦 

7. 下列哪一個國際法院判決的案件，其判決內容與直線基線有關？ 

(A) 1949 年《科甫海峽通行案》(Corfu Channel Case)  

(B) 1982 年《突尼斯與利比亞大陸礁層畫界案》 (Tunisia/Libya Continental Delimitation Case)  

(C) 1951 年《英挪漁業案》 (Anglo-Norwegian Fisheries Case)  

(D) 1969 年《北海大陸礁層案》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 

8. 依據《海洋法公約》之規定，群島國所劃定群島基線，長度超過 100浬者，佔基線總數的百分之多少？  

 (A) 基線總數百分之二 (B) 基線總數百分之三 (C) 基線總數百分之五 (D) 基線總數百分之六 

9. 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對「溯河產卵魚種」有下列何種義務：  

(A) 在專屬經濟區外部界限向陸一面海域，容許他國開發利用該等魚類種群之義務  

(B) 禁止他國船舶捕撈該等魚類種群之義務 

(C) 養護與管理該魚類種群之義務  

(D) 僅能於專屬經濟海域向海一面海域進行捕撈之義務 

10. 「歷史性水域」之英文專有名詞為： 

 (A) historic rights (B) historic waters (C) historic bays (D) historic titles 

11. 於國際海洋法的發展史上，曾經於日內瓦舉辦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並通過相關公約，下列何者並不屬之： 

(A)《跨界魚類種群協定》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greement)  

(B)《領海及鄰接區公約》 (Convention on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  

(C)《公海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D)《大陸礁層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12. 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沿海國在鄰接區中所得行使一些特定管轄權事項，下列何者

並不屬之？ 

 (A) 海關 (B) 衛生 (C) 財政 (D) 安全 

13. 下列有關「無害通過制度」的敘述，何者為 錯誤 ？  

(A) 該制度不適用於群島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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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無害通過是沿海國領海主權與國際社會航行權間的妥協  

(C) 潛艇必須浮出水面展示旗幟  

(D) 無害通過船舶在符合一要件下可下錨 

14.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附件一》，將特定高度洄游魚類種群列入，下列何者屬之? 

 (A) 鮭魚 (B) 旗魚類 (C) 秋刀魚 (D) 鰻魚 

15. 下列有關「大陸礁層」 (continental shelf)概念的描述，下列何者 並非 正確？ 

(A) 大陸礁層採自然延伸，自基線起算不足 200浬，仍可主張 200浬  

(B) 當前聯合國文件的中文件，稱之為「大陸架」  

(C) 沿海國必須主張大陸礁層始得享有大陸礁層  

(D) 沿海國在該國大陸礁層享有主權權利 

16. 近年來聯合國開始討論 ABNJ 的生物多樣性養護與永續利用的問題，試問此處的 ABNJ的地理概念，可能是

指下列何者地理範圍？ 

 (A) 專屬經濟海域 (B) 領海 (C) 區域 (D) 內水 

17. 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22 條之規定，倘若某一個國家要依據該條文採用分道航行制時，下

列何者事項並非公約所明文規範者？ 

(A) 主管國際組織的建議   

(B) 習慣上用於國際航行的水道  

(C) 特定船舶和水道的特殊性質   

(D) 船上起落或接載任何飛機 

18. 我國與周遭國家的專屬經濟海域重疊時，依法應採取下列何等之原則決定分界線？ 

 (A) 公平原則 (B) 中間線原則 (C) 實際控制原則 (D) 衡平原則 

19. 作為海洋憲法的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在何時生效的？ 

 (A) 1978 年 (B) 1982 年 (C) 1994 年 (D) 1996 年 

20.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本身條文共有 320條，且進一步區分為 17個部分，試問下列哪一項議題，

並未作為獨立的部分？ 

(A) 領海  

(B) 專屬經濟海域  

(C) 最後條款  

(D) 國家管轄權外區域生物多樣性 

21. 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各個海洋區域的規範，下列哪一個區域顯然是只有執行管轄權，

而缺乏規範管轄權者？ 

 (A) 鄰接區 (B) 專屬經濟海域 (C) 領海 (D) 公海 

22. 專屬經濟海域的部分制度，乃是適用公海者，因此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部分公海的規定，明

文規定適用於專屬經濟海域者，這些項目下列何者屬於之？ 

(A) 鋪設海底電纜與管道的自由  

(B) 捕魚自由  

(C) 海洋科學研究自由  

(D) 船旗國專屬管轄 

23. 於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軍艦的定義中，下列何者 並非 要素之一？ 

 (A) 屬於一國的海軍 (B) 外部標誌 (C) 國家委任           (D) 服從紀律 

24. 與有過失的 A國船舶與無過失的 B國船舶於公海發生碰撞，導致 A國船舶船上 D國籍船員死亡，試問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哪一個國家有權扣押船舶，以為後續調查？ 

 (A) A國 (B) 僅船旗國 (C) D國 (D) B 國 

25. 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下列有關海盜罪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只能是一艘船舶對於另一艘船舶  

(B) 只能在公海上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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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任何海域都有可能發生  

(D) 屬於普遍管轄 

26.  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要發動公約第 110條的登臨權，執法船舶的發動門檻為何？ 

 (A) 認為有必要時 (B) 認為有合理根據時 (C) 認為有正當理由時 (D) 認為有客觀證據時 

27.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公海所鋪設的海底電纜，有相關保護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屬於正確？ 

(A) 所有國家都有權在公海海底上鋪設  

(B) 海底電纜無論基於何等情況都不能破壞  

(C) 各國有義務制訂懲罰故意壞電纜行為的法律  

(D) 漁船為避免損害海底電纜而拋棄漁網，該電纜所有人不予賠償。 

28. 根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規定，下列何種船舶通過中華民國領海時，必須持有經國際協定認可之

文件，且須經我國政府許可？ 

 (A) 超級豪華郵輪 (B) 外國軍艦 (C) 核動力船舶或載運核物質船舶 (D) 外國軍艦 

29. 於海洋法發展的歷史上，過去曾經有所謂的「承襲海」概念，該英文名稱為下列何者？ 

 (A) patrimonial seas (B) territorial seas (C) territorial seas (D) internal seas 

30. 倘若國家有意在某一沿海國的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架上進行海洋科學研究，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的規定，應在海洋科學研究計畫預定開始日期前幾個月，向該國提出說明？ 

 (A) 4個月 (B) 5 個月 (C) 6個月 (D) 7 個月 

31. 承上題，說明中依據公約的規定，不應該 包含下列何者？ 

(A) 使用的方法與工具  

(B) 主持機構的名稱  

(C) 沿海國應能參加或有代表參與計畫的程度  

(D) 應給付給沿海國的金額 

32. 我國並非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就國際法的效力而言，其對我國依舊有拘束力，則下

列何者並非是其原因？ 

(A) 公約的位階高過於內國法  

(B) 我國單方明文承認公約  

(C) 公約中的部分條文是具備有習慣國際法效力  

(D) 公約部分條文在創設習慣國際法的效力 

33. 海洋法公約所謂的「冰封地區」，其發生海域為下列何者？ 

 (A) 領海 (B) 公海 (C) 北極 (D) 專屬經濟海域 

34. 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海洋環境污染的定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必須採許嚴格因果關係證明有損害結果  

(B) 排入熱水並非污染行為  

(C) 造成環境優美的損害並非是海洋環境污染  

(D) 對捕魚行為造成妨礙也是海洋環境污染 

35. 依據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下列有關領海內對外國船舶民事管轄權的行使，何者屬於正

確？ 

(A) 沿海國國民對船舶船長有債權可扣押船舶  

(B) 沿海國對於該船舶有抵押權可扣押該船舶  

(C) 船舶損壞港口設施，命其賠償而從港口逃離  

(D) 船舶船長拒絕繳納於該沿海國所應繳納的所得稅 

36. 下列有關「過境通行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A) 過境通行權發生在構成國際海峽的領海及專屬經濟海域  

(B) 只有船舶才能行使過境通行權  

(C) 過境通行權不會發生在內水  

(D) 船舶應毫不遲延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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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有關「群島水道通過權」的描述，何者為正確？ 

(A) 只有船舶才能夠行使  

(B) 適用群島水域及其鄰接的領海  

(C) 這種航道不應偏離中心線 30海里  

(D) 群島國不指定時，該權利即消失 

38. 下列有關人工島嶼的安全地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只有設置在專屬經濟海域的人工島嶼才有所謂的安全地帶  

(B) 人工島嶼有管轄權的國家，可以單方規定安全地帶內航行的標準  

(C) 安全地帶的設置不得設在對使用國際航行必經的公認海道可能有干擾的地方 

(D) 設施與結構不可比照人工島嶼設置安全地帶 

39.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海洋哺乳類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原則上禁止採補  

(B) 養護與管理原則不適用公約的規定  

(C) 沿海國不得採取比公約更嚴格的規定  

(D) 應通過適當的國際組織，致力於這種動物的養護、管理和研究 

40. 下列有關軍艦豁免權的規定，何者敘述為正確？ 

(A) 軍艦僅在公海享有此等權利  

(B) 軍艦僅在公海及專屬經濟海域享有此等權利  

(C) 軍艦在領海也皆享有此等權利  

(D) 載有鎮海火箭彈的海巡署船舶並不享有此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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