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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法律不是你的法律】 

班級：     座號：     姓名：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作者吳曉樂引用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詩作為題，說明道：「正

確的解讀法是，第一個『你的』跟第二個『你的』，是不一樣的意思。先是表達關係，才是

表達從屬，而關係跟從屬本就不平等。」 

  你是否曾在新聞、Facebook、Instagram等報導或文章裡看到關於法律規定的敘述？你

查證過嗎？這時你能確定看到的法律，是你認識的法律嗎？ 

  透過以下的題目，練習操作「全國法規資料庫」，找出適合自己使用法律的方式。並將

「大家的全國法規資料庫」，化為「我的全國法規資料庫」，操作自如。 

 

 大家的全國法規資料庫 

請至全國法規資料庫網頁熟悉相關操作，並以一句話說明各項目之功能及內容。 

1. 整合查詢 

 

 

2. 中央法規 

 

 

3. 司法判解 

 

 

4. 條約協定 

 

 

5. 兩岸協議 

 

 

6. 智慧查找 

 

 

7. 法規競賽活動－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學生) 

 

 

 

8. 其他(舉一項你認為好用、有趣或想跟大家分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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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全國法規資料庫 

請操作全國法規資料庫，回答以下問題。 

1. 【國籍法】 

  我國對於國籍的相關規定，在國籍的認定上採屬人主義為主，屬地主義為輔，請

問可以從《國籍法》的第幾條看到相關規定？  

答案：《國籍法》第＿＿＿＿條。 

補充： 

※我國屬人主義： 

(1)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2)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我國屬地主義：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2. 【公民投票】 

請問：文中畫底線處分別規範在《公民投票法》的第幾條? 

  臺灣於 2004年首次進行全國性公民投票，但截至 2017年修法前只有 6案成案，

且皆因投票率未通過門檻而作收，因此也被稱為鳥籠公投。2017 年底《公民投票法》

修正之後，提案人數、連署人數與通過門檻都往下修，投票年齡也降至十八歲，民間

團體自己也能有公投提案能力。(《公民投票法》第＿＿＿條)  

  2018年 11 月 24日九合一選舉與公投同日舉行，發生投票時間結束後，有些地區

民眾還在排隊領票、投票，開票與投票同步進行、許多人光看題目都看很久看不懂等

亂象，因此，2019年 6 月 17日立法院會三讀通過修正《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如下： 

 

(1)為了讓公投案有充足討論時間，公投事項 (含投票日期、公投主文、理由書、政府

機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見書等) 的公告從投票日的二十八日前，修正為應於

投票日九十日前公告之。(《公民投票法》第＿＿＿條)  

 

(2)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起，公民投票每二年舉行一次，以錯開選舉年，公民投票日定

於八月第四個星期六，且應為放假日。(《公民投票法》第＿＿＿條)  

 

(3)公投案主文應簡明、清楚、客觀中立；理由書的闡明及其立場應與主文一致。 

(《公民投票法》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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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由權】 

  1949年政府頒布戒嚴令，直到 1987年時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戒嚴時期維持了

38年。在戒嚴時期，對於報禁有所謂的「三限」，政府以「節省紙張」為由，停止新

報紙登記（限照）、現有報紙每份發行張數限三大張以內（限張）、印刷廠只能在一地

（限印）。從此報紙的經營需經過政府同意，某種程度而言，報紙上的內容也受到政府

的拘束。 

請問： 

(1) 臺灣戒嚴時期政府的報禁政策，是侵害了現今《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權中哪個類

型的權利？答案：＿＿＿＿＿＿＿＿＿＿  

(2) 《憲法》在第幾條法規保障該權利（寫出條號及條文）？ 

答案： 

《憲法》第＿＿＿條： 

「＿＿＿＿＿＿＿＿＿＿＿＿＿＿＿＿＿＿＿＿＿＿＿＿＿＿＿＿＿＿＿＿＿＿ 

 ＿＿＿＿＿＿＿＿＿＿＿＿＿＿＿＿＿＿＿＿＿＿＿＿＿＿＿＿＿＿＿＿＿＿」 

(3) 若以三代人權為分類，該權利屬於第幾代人權？ 

答案：＿＿＿＿＿＿＿＿＿＿＿＿ 

 

4. 【國際條約協定】 

  目前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但許多保障人權的國際公約，在我國亦具有法律之效

力。例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

一切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等。 

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合稱兩公約）為例，

請問我國哪條法規明定其內容在我國具有法律效力？ 

答案： 

《＿＿＿＿＿＿＿＿＿＿＿＿＿＿＿＿＿＿＿＿＿＿＿＿＿＿＿＿＿＿》第＿＿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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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兩岸爭議】 

  兩岸爭議在現今仍有許多不同看法，其中事實主權與法定主權的差異亦是許多人

主張的源頭。我國目前事實主權(實際上主權行使範圍)在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等

自由地區；而法定主權則包含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 

請問我國法定主權包含自由地區與大律地區是依據哪條法律？ 

答案： 

《＿＿＿＿＿＿＿＿＿＿＿＿＿》第＿＿＿＿條：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