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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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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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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國際公法 

本科 

總分 
 100 分 

 

一、甲國非聯合國會員國，故少有參與國際多邊條約機會，其行政院為求與國際規範接

軌，於 2014年制訂「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多邊國際條約及協定國內法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作業要點」），並以修正相關主管機關法規、制訂該條約之施行法或制訂專

法之方式辦理多邊國際條約及協定之國內法化。例如 2015年制訂之「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施行法」（以下簡稱「施行法」），即為一例。該「施行法」第二條第一項規

定：「公約所揭示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七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

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

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您為玉山國際法學會理事長，受邀就該施行法發表意見，請依您對條約法及國際法

與國內法關係之認識，對該「作業要點」及「施行法」之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

進行說明評估。（40分） 

 

二、甲國因乙國長年從事恐怖活動，故對其頒佈禁運令，其中包括禁止任何甲國生產之

電腦產品輸出至乙國。丙國之Ａ公司長期與乙國企業進行甲國生產之電腦產品交

易，並利用於甲國有存保業務之丁國 C 銀行進行相關匯兌，甲國認定 A 公司對 C

銀行有虛偽不實之陳述，違反其洗錢防制法並構成詐欺金融機構罪，故於 A 公司

總裁於戊國機場轉機時，援引甲、戊兩國間之引渡條約，要求戊國逮捕該總裁並引

渡至甲國。試分析本案所涉之管轄權及引渡相關問題。（30分） 

 

三、中國大陸以所謂之「九段線」係中國「固有疆界」，於南海爭議海域進行海洋執法

及開發活動，菲律賓以中國大陸該等行為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相關規定，

於國際海洋法法庭提出仲裁申請，仲裁庭並於 2016 年 7 月 12 日做成仲裁判斷。

試問該判斷內容及可能影響為何？又臺灣及中國大陸對南海主權之主張分別有

「十一段線」及「九段線」之別，試說明其不同之原因。（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