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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冊第六課 高中公民與社會 命題教師：        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單選題 （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   ) 2011 年 3 月，日本強震導致福島核電廠爆炸，引發核能外洩輻射飄散的問題，中國民眾誤以為吃鹽可以防止輻射

，同時也爆發嚴重的「搶鹽潮」；無獨有偶，時隔 12 年後，日本計畫將福島第一核電站處理的放射性汙水排入

太平洋，許多人又紛紛購買足以讓全家吃上數十年的鹽，因此有網友諷刺道：「世上最痛苦的是什麼？輻射來了

，鹽沒了；世上最痛苦的是什麼？輻射來了，吃鹽沒用；世上最最最痛苦的是什麼？輻射沒來，鹽買太多了；世

上最最最最痛苦的是什麼？人都死了，鹽還沒用完。」請問搶鹽的行為是否屬於經濟學中所謂「理性的選擇」？  

(Ａ)是，無法以經濟學解釋的行為也可稱理性 (Ｂ)是，理性選擇的結果不見得會有利於自己 (Ｃ)否，這些民

眾的行為雖是自利卻不算理性 (Ｄ)否，理性的選擇是指經過真正的深思熟慮。 

答案：(Ｂ) 

解析：經濟學假設人是自利的，會進行理性的分析後才進行選擇。但因為每個人在做選擇的時候，資訊是有限的

，因此即使是理性的選擇，仍有可能後悔，選擇的結果也可能不利於己，故(Ｂ)正確。 

2. (   ) 一般學者認為，在對各項公共支出做成本效益分析時，困難的地方在於何者？  

(Ａ)成本效益項目眾多，計算不易 (Ｂ)因為支出大小不同，所以項目之間不容易取捨 (Ｃ)各種成本效益的價

值不易決定 (Ｄ)成本效益項目眾多，何者應納入計算不易決定。 

答案：(Ｃ) 

解析：(Ｃ)由於各種成本效益的價值不易測度，甚至難以量化，例如：環境與生態受損的成本、生命價值、治安

等，故對各項公共支出做成本效益分析時十分困難。 

3. (   ) 公民課上到「生產可能線」後，四位同學分別題出他們所學到的內容 

甲：座標平面圖的縱軸與橫軸分別表示將資源投入生產的兩種產品的產量。 

乙：現有的資源與技術下，業者生產一種商品所對應不同勞動投入量而構成的產量線。 

丙：在固定的資源和技術下，生產兩種產品，能達到的各種最大生產組合連成的曲線。 

丁：在達到最有效率的技術水準下，廠商將各種生產組合描繪出價格與數量關係的曲線。 

以上四位的觀點分析，正確者為何？  

(Ａ)甲乙 (Ｂ)乙丁 (Ｃ)甲丙 (Ｄ)丙丁。 

答案：(Ｃ) 

解析：生產可能線是充分運用既有的技術與資源，所能生產兩種產品的最大數量組合，故選(Ｃ)甲丙。乙、丁為

產品市場的供給線。 

4. (   ) 「誘因」是指做一件事所需付出的代價與所能得到的報酬。經濟學認為透過誘因也可以改變人們選擇。請問下列

何者是透過誘因來達成改善環境，以達永續發展的做法？  

(Ａ)高速公路全面免收通行費 (Ｂ)垃圾處理費採隨垃圾袋徵收 (Ｃ)汽機車空汙稅採按車輛引擎排氣量徵收 

(Ｄ)政府置入性行銷呼籲全民節能減碳。 

答案：(Ｂ) 

解析：(Ａ)此政策無法達到改善環境及永續發展。(Ｂ)垃圾處理費採隨垃圾袋徵收是負向的金錢誘因，抑制消費

者製造垃圾。(Ｃ)應該隨油徵收才符合改善環境。(Ｄ)只有宣導政策沒有誘因。 

5. (   ) 人稱「嘉義趙又廷」是在各大夜市拍賣海鮮的高手，為人風趣又帥氣，最常使用的拍賣術語是「這片魚，一片 

300、兩片 300、三片 300、這片送你、這片再送你、再送你一片，總共 6 片賣你 300，1 片才 50 元」，拍賣現場

往往引起圍觀的人群掏錢搶購，在農曆過年前，幾乎是每日拍賣百箱以上的漁貨，民眾幾乎是下手就是數袋魚貨

滿載而歸。而消費者願意掏錢購買的主要原因，最可能是何者？  

(Ａ)價格低廉的誘因刺激消費者多購買的銷售策略 (Ｂ)嘉義趙又廷帥氣又風趣，成為拍賣活動的焦點 (Ｃ)年

關將近，民眾手頭較為寬裕，消費能力提高 (Ｄ)逛夜市就是要買東西，愈多人圍觀就愈想要買。 

答案：(Ａ) 

解析：消費者願意掏錢購買的原因，是嘉義趙又廷常說「這片魚，一片 300、兩片 300、三片 300、這片送你、

這片再送你、再送你一片，總共 6 片賣你 300，1 片才 50 元」。題目強調(Ａ)價格低廉，因此成為刺激消費的重

點。 

6. (   )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國陸續採取封城措施，但此項措施引發民眾反彈。有人以堅定口吻說：「政府絕對不能

封城，這樣我就會沒工作，很快就沒飯吃，雖然病死和餓死的結果都一樣，但我寧願是上班染疫病死，也不願沒

工作餓死。」若以機會成本的觀念來評估，下列哪項政策最可能改變這位民眾的選擇？〔111.分科〕  

(Ａ)調漲基本工資 (Ｂ)增加失業給付 (Ｃ)提高職業災害補助 (Ｄ)擴大醫療保險給付。 

答案：(Ｂ) 

解析：經濟學假設人們會理性做選擇，「理性做決策」時會考量利弊得失，而誘因就是驅動人們產生特定行為的

推動力。文中的民眾認為，比起染疫（病死）更擔心因政府封城措施而導致自己失業沒收入（餓死），因此政府

如果增加失業給付金額，等於透過政策提供金錢誘因，最有可能會改變這位民眾的選擇，故應選(Ｂ)。

(Ａ)(Ｃ)(Ｄ)對於文中的民眾而言，並非有效的誘因。 

7. (   ) 某國甲科系畢業學生只有不到一半從事相關行業，不少人選擇找親友一起開店當老闆，該系畢業生表示，在國內

唸甲科系很辛苦，畢業即失業，創業反而是另一種更好的出路。若以機會成本分析甲科系畢業生的選擇，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Ａ)選擇創業或繼續深造甲科系的機會成本相同，僅是偏好不同 (Ｂ)選擇繼續深造甲科系的隱藏成本為出社會

所面臨的失業焦慮 (Ｃ)甲科系畢業生選擇創業的機會成本高於繼續堅持求學之路 (Ｄ)選擇開店創業的機會成

本應包括裝潢與店面租金人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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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Ｄ) 

解析：(Ａ)兩者的機會成本不同。(Ｂ)隱藏成本是失業與創業。(Ｃ)低於繼續深造；如果高於繼續深造，則甲科

系的學生應該選擇繼續深造。(Ｄ)機會成本＝隱藏成本＋外顯成本，裝潢與店面租金人事費用為外顯成本，故正

確。 

8. (   ) 北韓在 2017 年 7 月 4 日宣稱已成功發射首枚洲際彈道飛彈，同年 7 月 20 日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報告卻指

出，北韓正面臨 2001 年以來最嚴重的饑荒，媒體戲稱北韓有導彈卻無麵包。假設附圖為北韓生產導彈與麵包的

生產可能線，北韓有其戰略考量無法捨棄導彈、又需要解決饑荒的問題，請問北韓政府應如何調整生產組合，最

能適度解決當前問題？ 

 

(Ａ)從組合 C →組合 A (Ｂ)從組合 B →組合 A (Ｃ)從組合 A →組合 D (Ｄ)從組合 A →組合 B。 

答案：(Ｄ) 

解析：(Ａ)代表從全部生產麵包不生產導彈，改為全部生產導彈不生產麵包。(Ｂ)代表從一半生產導彈一半生產

麵包，改為全部生產導彈，不生產麵包。(Ｃ)代表從全部生產導彈不生產麵包，改為生產一些導彈及一些麵包，

屬於無效率的生產組合。(Ｄ)代表從全部生產導彈不生產麵包，改為一半生產導彈，一半生產麵包，以解決饑荒

的問題，故正確。 

9. (   ) 匈牙利詩人裴多斐．山多爾（1823 ～ 1849）與新婚妻子結婚不久，即參與布達佩斯起義爭取匈牙利的獨立建國

，但其後於戰役中被匈牙利的統治者奧地利皇帝斐迪南與俄國聯軍所殺死。裴多斐曾說過：「生命誠可貴，愛情

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請問根據經濟學相關理論，裴多斐個人追求「愛情」的機會成本為何？  

(Ａ)生命 (Ｂ)愛情 (Ｃ)自由 (Ｄ)生命加自由。 

答案：(Ｃ) 

解析：機會成本是指其他選擇當中放棄最高價值的方案。裴多斐的選擇是自由＞愛情＞生命，故追求生命的機會

成本是自由；追求愛情的機會成本是自由；追求自由的機會成本是愛情，應選(Ｃ)。 

10. (   ) 某高中學生向校方爭取「中午開放外食」，請問學生們寧願多走一段路、多花錢到校外吃飯，也不在教室內就近

吃便宜的團膳，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意味著什麼？  

(Ａ)在教室吃團膳的價格便宜，因此效益較低 (Ｂ)走路到校外吃飯貴又費時，因此機會成本較大 (Ｃ)吃團膳

的總效益低於到校外吃飯 (Ｄ)學生偏好多花錢與時間到校外吃飯是違反自利的非理性行為。 

答案：(Ｃ) 

解析：學生們寧願多走一段路、多花錢到校外吃飯，也不在教室內就近吃便宜的團膳，表示到校外吃飯得到的總

效益大於吃團膳，故(Ｃ)正確。(Ａ)(Ｂ)兩者相較下，對學生而言到校外吃飯的機會成本較低，故學生選擇到校

外吃飯。(Ｄ)仍為理性自利的行為。 

11. (   ) 瑞凡原本每週一至五的晚上固定會在餐廳兼職 3 小時，時薪 400 元。上週四，適逢情人節為了給老婆安真驚喜，

他特別請假一天慶祝（費用如附表）。請問瑞凡與老婆共度情人節的成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內容 花費 

W 餐廳套餐 
500 元∕套×2 人 

＝1,000 元 

75 度 C 提拉米蘇蛋糕 380 元∕個 

玫瑰花束 400 元∕束 

(Ａ)瑞凡慶祝情人節的外顯成本為 1,200 元 (Ｂ)瑞凡慶祝情人節的機會成本為 2,980 元 (Ｃ)瑞凡慶祝情人節

的隱藏成本為 1,780 元 (Ｄ)瑞凡慶祝情人節的機會成本為 1,200 元。 

答案：(Ｂ) 

解析：(Ａ)外顯成本：1,000 元＋380 元＋400 元＝1,780 元。(Ｂ)(Ｄ)機會成本：外顯成本 1,780 元＋隱藏成本 

1,200 元＝2,980 元。(Ｃ)隱藏成本：3 小時×400 元＝1,200 元。 

12. (   ) 阿珠姨在雄女福利社擺攤，專門賣糖葫蘆與茶葉蛋，附圖為阿珠姨工作 3 小時的生產可能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Ａ)阿珠姨若提高工時至 4 小時，可能生產到 G 點 (Ｂ)阿珠姨生產第 2 顆茶葉蛋的機會成本是 6 支糖葫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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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阿珠姨若僱用校內工讀生，可使生產點由 C 移到 D (Ｄ)阿珠姨生產第 20 支糖葫蘆的機會成本大於第 4 支

糖葫蘆。 

答案：(Ｄ) 

解析：(Ａ)(Ｃ)阿珠姨提高工時、僱用工讀生，代表資源增加，故應移至 F 點。(Ｂ)生產第 2 顆茶葉蛋，糖葫蘆

由 18 支減少為 14 支，表示機會成本是 4 支糖葫蘆。(Ｄ)由於機會成本遞增，故生產第 20 支糖葫蘆機會成本大

於第 4 支糖葫蘆，為正解。 

13. (   )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提出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透過「一隻看不見的手」可以調整供給與需求數量達到均衡，

發揮經濟效率。請問「一隻看不見的手」是指下列何者？  

(Ａ)淨效益 (Ｂ)機會成本 (Ｃ)比較利益 (Ｄ)市場機能。 

答案：(Ｄ) 

解析：在自由競爭的市場，市場的價格機能可以指導資源做有效率的分配，亦即亞當．斯密主張的「一隻看不見

的手」。 

14. (   ) 經濟問題的根源是來自於「資源有限且有多種用途」，因此人們在有限的資源下，就需要做出選擇。下列何者最

能代表「資源有限」的涵義？  

(Ａ)人們擁有的財富有限，因為所有的資源都要用金錢來購買 (Ｂ)對於擁有財富的富豪，就不會面臨資源有限

必須選擇的問題 (Ｃ)相對於人們無窮的欲望而言，資源的數量具有稀少有限性 (Ｄ)若人們擁有的資源只能做

限定的用途，仍會面臨選擇問題。 

答案：(Ｃ) 

解析：(Ａ)並非所有的資源都是用金錢來購買，有些可能用排隊或抽籤等方式。(Ｂ)每個人都會面臨資源有限的

問題。(Ｃ)即資源有限，欲望無窮。(Ｄ)如果資源的用途受限，就無法選擇。 

15. (   ) 某國政府為改善當地的交通狀況，擬定了下列三種政策，請問：若依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下列何者政策較符合

公共利益？ 

 

預估達成 

效益 

（萬元） 

預估成本 

（萬元） 

增加捷運路線 8,000 7,000 

興建快速道路 5,000 3,500 

加強警察取締

違法 
1,000 50 

(Ａ)政府應該採取增加捷運路線，其帶來效益最大 (Ｂ)政府應該選擇興建快速道路，其機會成本較小 (Ｃ)政

府應該選擇加強警方取締，其成本花費最小 (Ｄ)政府應該採取總效益最大者，其效用也會最大。 

答案：(Ｂ) 

解析：此三項政策的淨效益（預估效益－預估成本）如下表。(Ａ)(Ｃ)以興建快速道路的淨效益最大，政策的效

用也最大，機會成本最小，所以不能只單憑總效益或總成本來判斷，故答案為(Ｂ)。(Ｄ)要改為淨效益。 

 
增加 

捷運路線 

興建 

快速道路 

加強警察 

取締違法 

預估達成 

效益 

（萬元） 

8,000 5,000 1,000 

預估成本 

（萬元） 
7,000 3,500 50 

淨效益 1,000 1,500 950 

機會成本 1,500 950 1,500 

 

16. (   ) 花花國政府正在盤點全國各處公有閒置空間，並與正在推動的社會住宅政策橫向連結，將因應(甲)少子化而出現

的校園閒置空間、(乙)整修現有社區活動中心等建築物時，同時(丙)規劃興辦日照中心，並(丁)補助社會住宅設

置日間照顧、公共托育及幼兒園等社會福利資源。花花國政府對於畫線處可分別採取什麼做法，以解決區域發展

變化及高齡化的問題配置資源？  

(Ａ)(甲)：將少子化嚴重區域的國小預定地變更規劃為公園綠地 (Ｂ)(乙)：將現有社區活動中心場地整修符合

國際體育賽事規格 (Ｃ)(丙)：利用現有校園閒置空間並整合各資源規劃作日照中心 (Ｄ)(丁)：將日照中心與

社會住宅統一規劃在現有國小閒置空間。 

答案：(Ｃ) 

解析：依題意，花花國政府主要要解決區域發展變化及高齡化問題，應選(Ｃ)。(Ａ)將國小預定地變更為公園綠

地並無法解決高齡化問題。(Ｂ)符合國際賽事規格無助於解決高齡化問題。(Ｄ)應視國小閒置空間多寡再做整體

評估考量，而非直接將日照中心與社會住宅統一設置。 

17. (   ) 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全球都出現醫護人員荒。阿真原本在診所擔任護理師，薪水是 4.5 萬，現在大醫院開出

職缺薪水是 6 萬元；若到國外醫院工作，薪水則是國內大醫院的 2 倍，但須支付每個月的生活開銷或國外生活費

用（如附表）。阿真可以選擇原工作、在國內大醫院當護理師，或到國外醫院工作，若不考慮其他條件，阿真選

擇到國外工作 1 個月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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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金額（單位：萬元） 

國外生活費與房租 3 

國內住在家中生活費 1 

(Ａ) 10.5 萬元 (Ｂ) 8 萬元 (Ｃ) 9 萬元 (Ｄ) 12.5 萬元 

答案：(Ｃ) 

解析：阿真選擇到國外工作，放棄國內大醫院的薪水 6 萬元屬隱藏成本，外顯成本則是在國外生活費與房租 3 萬

元，故機會成本為 6＋3＝9 萬元，故選(Ｃ)。 

18. (   ) 臺大及史丹佛大學科學家在科學雜誌上共同發表全新的鋁電池新技術，可在 1 分鐘內將手機的電力充飽，使用壽

命超過傳統鋰電池，且製作成本較傳統的電池低廉也更安全。假設這項新技術應用在 3C 產品上，若以橫軸為手

機，縱軸為平板，此新技術會使生產可能線如何變動？  

(Ａ)整條生產可能線向外移動 (Ｂ)整條生產可能線向內移動 (Ｃ)生產組合點沿著原來的生產可能線向右移動 

(Ｄ)生產組合點沿著原來的生產可能線向左移動。 

答案：(Ａ) 

解析：新的鋁電池技術可以突破原先的生產可能線，故(Ａ)整條生產可能線向外移動。 

19. (   ) 生產可能線是廠商在生產兩種產品時，最大可能組合的生產軌跡，而畫出的圖形可能是曲線或是直線。請問：有

關生產可能線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Ａ)生產可能線畫出來的斜率為正，代表兩種產品間的正向關係 (Ｂ)生產可能線代表生產兩種產品的取捨關係

，斜率即機會成本 (Ｃ)生產可能線若為曲線，代表生產某產品的機會成本維持不變 (Ｄ)生產可能線若為直線

，代表生產某產品的機會成本隨之遞減。 

答案：(Ｂ) 

解析：(Ａ)生產可能線畫出來的斜率為負，代表兩種產品間的取捨關係。(Ｃ)生產某產品的機會成本維持不變，

其生產可能線應為直線。(Ｄ)生產某產品的機會成本隨之遞增，其生產可能線應為曲線。 

20. (   ) 「入罪化」是指將某些足以危害社會的犯罪方式，透過立法，明文列為犯罪行為。而「除罪化」則是將犯罪的行

為，以修法方式排除在犯罪類型外，不再以刑罰來達到制裁目的。這兩種政策都是政府透過法律規範改變或影響

人民的行為，符合下列何種說法？  

(Ａ)兩者都是非金錢誘因 (Ｂ)兩者都是金錢誘因 (Ｃ)入罪化是非金錢誘因；除罪化金錢誘因 (Ｄ)入罪化是

金錢誘因；除罪化非金錢誘因。 

答案：(Ａ) 

解析：金錢誘因是政府透過實質的金錢補貼或獎勵，引導人民改變行為模式；非金錢誘因則是指政府透過法律規

範、教育、政令宣導的方式引導人民改變行為模式。「入罪化」與「除罪化」皆屬於(Ａ)非金錢誘因。 

21. (   ) 「資源有限，欲望無窮」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因為我們有太多想要被滿足的欲望，所以相對地，資源才會顯得

有限，因此才必須做取捨，去尋找可以為我們帶來較多幸福的選擇。由此可知，若能將「幸福」量化，其公式應

最接近下列何者？  

(Ａ)幸福＝個人的欲望∕個人擁有的資源 (Ｂ)幸福＝個人擁有的資源 × 個人的欲望 (Ｃ)幸福＝個人擁有的資

源∕個人的欲望 (Ｄ)幸福＝個人擁有的資源＋個人的欲望。 

答案：(Ｃ) 

解析：在欲望增加，個人資源不變時，幸福指數就會下降；資源增加而欲望不變時，幸福指數就會提升，故

(Ｃ)幸福＝個人擁有的資源∕個人的欲望。 

22. (   ) 請判斷以下敘述，哪些具有經濟學中「選擇」的概念？(甲)升格為直轄市的國立高中，在政府的要求下改制為市

立高中(乙)高三的紫安目前還不清楚自己的興趣，卻面臨了選擇申請推甄校系的困難(丙)前行政院院長宣布參與

某政黨的總統初選登記(丁)教育局長至市立高中校園說明社會領域新課綱上路後的因應之道  

(Ａ)(甲)(乙) (Ｂ)(乙)(丙) (Ｃ)(甲)(丙) (Ｄ)(乙)(丁)。 

答案：(Ｂ) 

解析：經濟學的「選擇」概念，是指行為人因「資源有限」而面臨如何「分配」的問題。(乙)面臨校系的選擇；

(丙)面臨參選總統初選的選擇。 

23. (   ) 子瑄目前在某電子大廠工作，工作收入 3 萬 5 千元，生活費支出 1 萬元。最近有一間新的公司要挖腳子瑄，月薪 

4 萬 5 千元，子瑄任職新公司將使生活費支出 1 萬 5 千元。根據以上條件，請問子瑄選擇新工作的機會成本是多

少？  

(Ａ) 2 萬 5 千元 (Ｂ) 3 萬元 (Ｃ) 3 萬 5 千元 (Ｄ) 4 萬元。 

答案：(Ｄ) 

解析：子瑄選擇新公司的機會成本：原工作薪資 35,000 元＋額外支出的生活費 5,000 元（15,000 元－10,000 元）

＝40,000 元，故選(Ｄ)。 

24. (   ) 中橫公路在九二一地震中斷後，豐原客運的 6506 路線公車為了繼續行駛「豐原—梨山」路線，曾借道南投與花

蓮，行車路線改為豐原、石岡、東勢、新社、國姓、埔里、清境、合歡山、武嶺，才抵達梨山，單程 170 多公里

，成為爬上臺灣公路最高點的公車。隨著中橫便道開放中型巴士通行後，6506 公車將取消行駛借道、不繞行合歡

山，回歸行駛中橫公路，這條路線移撥為臺中市公車 865 路，恢復行經中橫谷關、德基水庫、新佳陽到梨山。其

實這班公車行經偏鄉深山，每天只對開一班次，不僅班次少、路線長，營運成本高，雖然政府提供補助，仍年年

虧損上百萬，即便如此，仍考量偏鄉居民的需求，維持營運以服務梨山居民與上山旅客。政府持續編列預算補助

公車行駛這條路線，是基於何種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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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以社會大眾的福利極大化為目標 (Ｂ)資源重分配以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 (Ｃ)選擇機會成本較低者做補貼

的選擇 (Ｄ)透過成本效益分析，追求經濟上的效益。 

答案：(Ｂ) 

解析：政府編列預算補助偏鄉的公共運輸，透過政策實施來考量偏鄉的需求，即使不符合經濟效益，卻有助於

(Ｂ)資源重分配以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 

25. (   ) 阿芬打算租屋，選擇的唯一考量是每坪房租高低，附表是她蒐集某區不同格局的租屋資訊。若阿芬的公司每月補

貼房租 10,000 元，此租金補貼對她租屋決策有何影響？〔112.學測〕 

選項 面積（坪） 月租（元） 

一房一廳 20 16,000 

兩房一廳 30 21,000 

兩房兩廳 40 26,000 

三房兩廳 50 32,000 
 

(Ａ)補貼前後，都選擇兩房兩廳 (Ｂ)補貼前後，都選擇三房兩廳 (Ｃ)補貼前選兩房兩廳，實行後選兩房一廳 

(Ｄ)補貼前選三房兩廳，實行後選一房一廳。 

答案：(Ｄ) 

解析：阿芬租屋選擇的唯一考量是每坪房租高低，因此當公司未補貼每月房租時，其租屋選擇每坪單價如下： 

選項 
面積 

（坪） 
月租 

換算每坪單價 

（月租／面積） 

一房一廳 20 16,000 800 

兩房一廳 30 21,000 700 

兩房兩廳 40 26,000 650 

三房兩廳 50 32,000 640 
 

在公司補貼每月房租 10,000 元之下，阿芬租屋須自付的部分，每坪單價如下： 

選項 
面積 

（坪） 

公司

補貼

後自

付額 

換算每坪單價 

（自付額／面積） 

一房一廳 20 6,000 300 

兩房一廳 30 11,000 367 

兩房兩廳 40 16,000 400 

三房兩廳 50 22,000 440 
 

在公司尚未補貼前，三房兩廳的每坪單價最低，在公司實行補貼後，一房一廳的每坪單價最低，故選(Ｄ)。 

26. (   ) 麗澤有兩種選擇來安排她的春節假期：一是在阿姨的豆花店打工賺取 3,000 元；一是參加北臺灣老街的文化之旅

。試問下列哪一 個情況發生時會減低她在阿姨的豆花店打工的機會成本？  

(Ａ)文化之旅中一個精彩項目被取消 (Ｂ)打工的工資降為 2,000 元 (Ｃ)參加文化之旅費用調漲 (Ｄ)阿姨同

意聘請麗澤最要好的朋友與她一起工作。 

答案：(Ａ) 

解析：麗澤打工的機會成本是參加文化之旅，減低打工的機會成本（亦即減低因打工而沒有參加文化之旅的代價

）包括了(Ａ)文化之旅精彩項目被取消、(Ｂ)工資應改成調漲超過 3,000 元、(Ｃ)文化之旅費用應改成降價。 

27. (   ) 高中公民與社會課上，老師想了解學生對於「生產可能線」（PPC）概念知多少，以下是 5 位同學發表。請選出

正確的選項。 

婷婷：「生產可能線上任何一點都是最有效率的組合。」 

清河：「線上的每一點都是有效率的。」 

美美：「只要稍稍偷懶，就會掉至生產可能線之外。」 

小英：「公司研發新技術，產量組合將會移到生產可能線上的任何一點。」 

安安：「從生產可能線可以看出品質改善。」 

(Ａ)清河、小英 (Ｂ)清河、美美 (Ｃ)婷婷、清河 (Ｄ)小英、安安。 

答案：(Ｃ) 

解析：PPC 曲線上的任何一點都是充分運用既有的技術與資源，所能生產兩種產品的最大數量組合，也就是達成

生產效率，故(Ｃ)婷婷、清河的說法正確。美美：「只要稍稍偷懶，就會掉至生產可能線之『內』。」小英：「

公司研發新技術，產量組合將會移到生產可能線『外」的任何一點。」安安：「從生產可能線可以看出『數量』

改善。」 

28. (   ) 能源及空汙近年成為選舉期間的焦點，有的陣營主張廢核、發展再生能源的迫切性，有的陣營則強調廢核將增加

燃煤發電，危害國人健康。不過，有環保團體表示，核能與燃煤並非二擇一的問題，如何推動適當的政策也相當

重要；政府不應該再將電價壓到全球前三低價的水準，才能激勵再生能源及節能技術的發展，促使人們珍惜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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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下列何者符合上述環保團體的主張？  

(Ａ)適當的政策必須在核能與燃煤之間做出選擇 (Ｂ)電價提高是負向金錢誘因，可減少電力浪費 (Ｃ)應藉由

核能減少燃煤發電，以改善空氣汙染 (Ｄ)政府應該發展再生能源，才能拉高電力價格。 

答案：(Ｂ) 

解析：若政府不把電價壓到全球前三低價的水準，才能激勵再生能源及節能技術的發展，這對再生能源廠商會有

正向的金錢誘因，對一般民眾而言，則會有負向的金錢誘因，促使人們珍惜用電。(Ａ)適當的政策不是僅在核能

與燃煤之間做出選擇。(Ｂ)電價提高對民眾而言是負向金錢誘因，可減少電力浪費，故正確。(Ｃ)題文的重點在

改變電的價格，而不是藉由核能減少燃煤發電。(Ｄ)題文的重點是政府應先提高電價，才能鼓勵再生能源廠商投

資。 

29. (   ) 下表是某市府對購買新型低汙染機車，以及報廢舊機車換購新型低汙染機車（汰舊換新）的補助。若這兩年新購

置機車的數量與品質皆相同，僅有政府補助金額改變，則今年相較於去年，對消費者行為和空氣汙染的影響為何

？〔111.學測〕 

年分 新購機車補助 汰舊換新補助 

去年 10,000 元 8,000 元 

今年 6,000 元 10,000 元 
 

(Ａ)更多人願意汰舊換新，但去年的政策比較能改善空汙 (Ｂ)更多人願意汰舊換新，且今年的政策比較能改善

空汙 (Ｃ)更多人願意新購機車，且今年的政策比較能改善空汙 (Ｄ)更多人願意新購機車，但去年的政策比較

能改善空汙。 

答案：(Ｂ) 

解析：從表中數據可發現，今年在新購低汙染機車的補助金額為 6,000 元（較去年 10,000 元為低），但是在汰舊

換新的補助上，今年為 10,000 元（較去年 8,000 元為高），對於消費者而言，市府提供了金錢的誘因促使消費者

購買或汰舊換新低汙染機車，而今年的汰舊換新金額又較去年為高，因此應會有更多人願意汰舊換新、報廢舊機

車換購新型低汙染機車，所以今年的政策比較能改善空汙情形。故選(Ｂ)。 

30. (   )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如有多次違規紀錄、危險駕駛、酒駕或未成年人無照駕駛等情事，應接受道安講

習課程，學習駕駛道德、交通法令、案例分享等內容。請問道安講習對上述行為具有何種誘因？  

(Ａ)金錢的正向誘因 (Ｂ)金錢的負向誘因 (Ｃ)非金錢的負向誘因 (Ｄ)非金錢的正向誘因。 

答案：(Ｃ) 

解析：道路安全講習等處分是要制止違規行為，故為負向，屬於非金錢誘因，應選(Ｃ)。 

31. (   ) 日本東京 2020 年奧運因疫情延至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8 日辦理，本次比賽項目共有 33 項，339 面金牌。除

了精彩賽事外，不少人也關注各國選手比賽成果與各國之獎勵辦法。根據媒體報導部分國家在本次奧運奪得金牌

及其得名的獎勵辦法如表（一）、表（二）： 

▼表（一） 

國家 
喬治

亞 

新加

坡 
臺灣 印尼 

亞塞

拜然 
中國 英國 

金牌

數 
2 0 2 1 0 38 22 

金牌

獎金

（臺

幣） 

3,778 

萬 

100 

萬（

2,335 

萬） 

2,000 

萬 

1,201 

萬 

797 

萬 

50 萬

（210 

萬） 

0 元 

▼表（二） 

國家 菲律賓 南韓 
白俄羅

斯 
德國 

金牌

獎勵

辦法 

（政府）20 萬

美元、（民間）

2 棟房子，終身

免費搭機 

免當兵 
香腸吃

到飽 

終身免

費喝啤

酒 

  
根據以上資料判斷，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Ａ)奪牌希望低的國家獎金高於體育大國 (Ｂ)各國的獎勵辦法中，隱含各國的文化背景 (Ｃ)藉由體育盛事，

可凝聚人民的國家認同 (Ｄ)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提供負向的金錢誘因。 

答案：(Ｄ) 

解析：題目中出現各國對比賽選手之獎勵辦法，故(Ｄ)絕大多數國家都提供正向的金錢誘因，「負向的金錢誘因

」如罰款等。 

32. (   ) 慕祝的學校提供了 5 種畢業旅行方案供學生選擇，附表為她對此 5 種方案的偏好順序。根據表中內容判斷，慕祝

時間上只能於 2 月 5 日出發，且最後她選擇前往沙巴戲水，請問她的機會成本應為下列何者？ 

方案 行程 偏好順位 出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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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日本購物行 第一喜歡 2∕1 

乙 沙巴戲水樂 第二喜歡 2∕5 

丙 韓國滑雪行 第四喜歡 2∕1 

丁 臺東單車行 第五喜歡 2∕5 

戊 泰國文化行 第三喜歡 2∕5 

(Ａ)日本購物行 (Ｂ)韓國滑雪行 (Ｃ)臺東單車行 (Ｄ)泰國文化行。 

答案：(Ｄ) 

解析：機會成本是指決策過程中面臨多項選擇，當中被放棄而價值最高的選擇。由於慕祝只能選擇 2 月 5 日出發

，因此只有三個選擇機會，偏好依序為：乙→戊→丁。最後他選擇了乙，因此戊（泰國文化行）就是慕祝的機會

成本。 

33. (   ) 行為人為自己的經濟行為要付出機會成本，機會成本的大小則影響到行為人的抉擇。衡量機會成本必須考慮「外

顯成本」與「隱藏成本」，下列對此二者的解釋，何者說明正確？  

(Ａ)外顯成本主要是指以貨幣形式的成本；隱藏成本可以加入時間成本 (Ｂ)外顯成本的金額一定大於隱藏成本

的金額 (Ｃ)外顯成本可以以金錢衡量；隱藏成本無法以金錢衡量 (Ｄ)沒有外顯成本就一定沒有隱藏成本。 

答案：(Ａ) 

解析：(Ａ)外顯成本是實際以金錢支出的成本；隱藏成本則包含以金錢放棄的成本及抽象的其他成本，故正確。

(Ｂ)兩者的成本金額不一定。(Ｃ)隱藏成本則包含以金錢放棄的成本。(Ｄ)朋友請客吃飯沒有外顯成本（不用付

錢），但仍有隱藏成本（花時間）。 

34. (   ) 某廠商依法將補休制度納入公司規定後，在生產 Y 產品時，員工因為能領到加班工資，而更願意加班。請問員

工之所以改變決策，願意選擇加班，是因為選擇時的哪一項因素變動？  

(Ａ)誘因改變 (Ｂ)資源具有稀少性 (Ｃ)市場運作的結果 (Ｄ)資源有多種用途。 

答案：(Ａ) 

解析：員工因為加班費而顥意加班，表示加班費是改變員工決策的(Ａ)誘因。 

35. (   ) 某年國慶連假期間發生多起外送員車禍事件，外送員與外送平臺業者間到底是承攬還是僱傭契約，引起眾人討論

。若為承攬契約，代表沒有工時上下限，業者不需負擔外送員勞健保；若是僱傭契約，則代表有工時規定，業者

須替外送員投保勞健保，並提撥退休金。如果業者增加這些成本，不少外送員表示擔心個人薪資恐會受影響。目

前勞動部正積極規劃研擬保障外送員權益相關制度。請問下列對於政府可提供的政策誘因，何者敘述正確？  

(Ａ)採取非金錢誘因，對於不配合的外送業者予以罰款 (Ｂ)採取非金錢誘因，對於配合的外送平臺業者公開讚

賞表揚 (Ｃ)採取金錢誘因，對於配合外送員予以獎金、考績等公司內部相關福利 (Ｄ)採取金錢誘因，人民若

檢舉未配合的外送平臺業者，政府將公布平臺名稱以示警惕。 

答案：(Ｂ) 

解析：(Ａ)處以罰款是負向的金錢誘因。(Ｃ)選項敘述屬於公司內部的福利，非政府提供的政策誘因。(Ｄ)公布

未遵守規定的外送平臺名單屬於負向的非金錢誘因。 

36. (   ) 根據媒體報導，我國政府在 2018 年至 2022 年投入高達 2,500 億提出「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要解決出生人口過

少的問題，但實際上總生育率由 1.40 人下降至 0.98 人，自該計畫推動後，至今尚未能反轉出生人口及總生育率

長期下滑趨勢，砸大錢的政策並未見效。請問：下列何者較「不符合」對此政策計畫的說明？  

(Ａ)該計畫是提供正向誘因鼓勵民眾生養子女 (Ｂ)該計畫誘因已有效達成政府欲解決的問題 (Ｃ)該計畫提供

的誘因目前無法達到干預效果 (Ｄ)該計畫需進行調整以便政策誘因發揮效果 

答案：(Ｂ) 

解析：依題意來看，政府要解決我國出生人數過少的問題，所以提供大量經費為誘因，鼓勵民眾生養子女，但似

乎該政策誘因無法解決生育率下降問題，需進行調整或增加配套方案，因此(Ａ)(Ｃ)(Ｄ)是正確的。(Ｂ)目前無

法有效解決少子女化問題。 

37. (   ) YouBike 制度在道路擁擠的都市，是一項兼顧環保、節能減碳、通行運動的政策措施。然而在「是否租借前 30 分

鐘需要付費」，臺北市與新北市的做法不同，前者需要付費，後者免費。雖然收費方式差異，但是兩個市政府的

決策相同的應為下列何者？  

(Ａ)都是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Ｂ)都是基於理性選擇後的決定 (Ｃ)都是基於道路擁擠量的考慮 (Ｄ)都是

基於車輛淘汰率的多寡。 

答案：(Ｂ) 

解析：(Ａ)臺北市基於預算有限、採使用者付費；新北市基於推廣綠色交通工具，鼓勵市民多騎乘。(Ｂ)雖然立

基點不同，但是都是理性選擇後的決策，故正確。(Ｃ)雖然兩城市道路都很擁擠，但並不是付費與否的考慮關鍵

。(Ｄ)題文中未提及車輛淘汰率的多寡，無法判斷。 

38. (   ) 德國宣布 2022 年全面廢核，政府預計 2025 年再生能源將負擔四成以上的電力，2045 年完成高階核廢料的掩埋

。儘管代價龐大，每個月電費高漲 7 千元，多數民眾選擇反核的立場堅決。從經濟學理性自利觀點分析，關於德

國人的選擇，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Ａ)選擇廢核負擔成本高，可見人民選擇違反經濟學的理性選擇 (Ｂ)對於德國民眾而言，選擇使用核能的機會

成本比廢核來的高 (Ｃ)上述突顯電力資源有限，人民必須在有限的電力下謹慎使用 (Ｄ)若考量永續發展選擇

廢核，其機會成本將高於選擇使用核電。 

答案：(Ｂ) 

解析：即使每個月電費高漲 7 千元，多數德國民眾反核選擇仍堅決，表示對於德國民眾而言，選擇使用核能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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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本比廢核來的高，故選(Ｂ)。(Ａ)符合經濟學的理性選擇。(Ｃ)人民必須在核能發電與非核能發電中做選擇

。(Ｄ)考慮電費成本，廢核的機會成本較高；考慮永續發展，廢核的機會成本較低。 

39. (   ) 某家日本料理店推出原價 200 元的日式便當以 1 元特惠價出售，小花特地請假 1 小時，放棄在超商打工每小時賺 

180 元的時薪，排了許久終於買到便當。請問小花排隊買便當的機會成本是多少元？  

(Ａ) 1 元 (Ｂ) 179 元 (Ｃ) 180 元 (Ｄ) 181 元。 

答案：(Ｄ) 

解析：本題的機會成本包括：○１因請假 1 小時而未賺取的金錢（隱藏成本）180 元＋○２額外支出的金錢（外顯成

本）1 元＝181 元。。 

40. (   ) 附圖實線為澳門知名店家製作杏仁餅和豬肉乾的生產可能線，為了因應絡繹不絕的中國觀光客，店家決定添購新

的機臺生產豬肉乾。請問其生產可能線將會如何變動（實線為原本的生產可能線，虛線為變動後的生產可能線）

？  

(Ａ)  (Ｂ)  (Ｃ)  (Ｄ)  

答案：(Ｃ) 

解析：店家添購新的機臺生產豬肉乾，可增加生產數量，故在生產可能線上豬肉的部分會外擴，故(Ｃ)正確。

(Ａ)代表豬肉乾的生產數量減少。(Ｂ)代表杏仁餅的生產數量增加。(Ｄ)代表杏仁餅的生產數量減少。 

41. (   ) 阿達在新來百貨公司週年慶的抽獎中，獲得獎金 1,600 元，但這 1,600 元只能做兩種用途：第一種是百貨公司附

加 400 元，以阿達的名義捐出 2,000 元；或換拿一張五月天樂團的演唱會門票。如果阿達決定去享受五月天樂團

的演唱會，那麼阿達的機會成本為何？  

(Ａ) 0 元，因為是兌換來的 (Ｂ) 1,600 元 (Ｃ)捐款 2,000 元後得到的效益 (Ｄ)去看演唱會所獲得的效益。 

答案：(Ｃ) 

解析：阿達決定去享受五月天樂團的演唱會，阿達的機會成本為獎金 1,600 元加上百貨公司附加之 400 元，總數

為 2,000 元，即(Ｃ)捐款 2,000 元後得到的效益。 

42. (   ) 新聞報導：2020 年 1 月總統選舉過後，隨著 COVID-19 疫情延燒，各行各業都受到衝擊，紛紛放起無薪假，勞

動部的紓困振興特別預算中，總共編列了 41.25 億，從原本 500 億的「就業安定基金」分出了 30 億，再從原本 

150 億的「就業保險基金」擠出一點錢，加上部分勞動部本身預算，就是這次特別預算的內容。下列有關上述新

聞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紓困金的挪用，產生了排擠效應，說明了資源有限，因此必須做選擇 (Ｂ)政府在預算的編列上必須以要給

予人民的補助或津貼為優先 (Ｃ)突發事件須動用到紓困金時，行政院可自行要求人民多繳稅，以因應需求 

(Ｄ)對政府來說，讓人民看到政府把錢用於人民，就能夠贏得總統選舉的選票，因此願意提供紓困金。 

答案：(Ａ) 

解析：(Ａ)紓困金是一種資源，當用於勞工，就不能用於其他地方，因此會有排擠效應，即資源有限，必須選擇

如何分配，故正確。(Ｂ)預算編列是綜合各方面的因素考量結果，不一定須以人民補助或津貼優先。(Ｃ)政府向

人民課稅要有法律明確授權，否則違法。(Ｄ)政府即使把錢用於人民，也不一定能勝選。 

43. (   ) 某新款遊戲中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分別是勇士和弓箭手。原本小新玩一小時遊戲，不管是只選擇勇士或只選擇

弓箭手，最高可讓該角色的戰力升五級，但一小時內也可以任意轉換角色。某日小新抽到弓箭手升級速度加倍的

一小時優惠，若以弓箭手戰力升級數為橫軸，勇士戰力升級數為縱軸，並以實線代表獲得優惠前每一個小時的生

產可能線，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哪一個示意圖最適合用來顯示此優惠對小新一小時生產可能線的影響？〔

109.學測〕  

(Ａ)  (Ｂ)  (Ｃ)  (Ｄ)  

答案：(Ａ) 

解析：生產可能線是指在特定技術與生產資源下，生產兩種產品的最大可能產量的組合軌跡。小新抽到弓箭手升

級速度加倍的一小時優惠，在生產資源增加的情況下，弓箭手戰力將升級而生產力將外擴，至於勇士戰力則為維

持不變，因此(Ａ)圖為最佳答案。 

44. (   ) 請問下列政府政策哪些是欲透過「正向金錢誘因」試圖改變民眾的行為？ 

甲、捐贈一定金額給社會處境不利團體的民眾，提供報稅減免措施。 

乙、編列預算發放老人年金以解決高齡化社會老人安養問題。 

丙、新冠疫情趨緩政府提供國內自由行旅客住宿優惠補助方案。 

丁、依據全家家戶所得水準，作為認定學生是否免繳學費的依據。 

(Ａ)甲乙丙 (Ｂ)甲丙丁 (Ｃ)甲丙 (Ｄ)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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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Ｃ) 

解析：甲：以減稅鼓勵並增加民眾捐贈財產給社會處境不利團體的行為、丙：以優惠補助鼓勵並增加民眾國內旅

遊的行為皆為正向金錢誘因，故為正解。乙：發放老人年金、丁：家戶所得水準為政府編列社會福利政策預算的

資源配置考量，並未產生「增加或改變人民行為」的效果。 

45. (   ) COVID-19 疫情雖在 2020 年造成全球經濟大蕭條，讓人類付出慘痛的代價，卻也讓地球環境有前所未有的緩解。

報導指出中國的廢氣排放和空氣汙染明顯下降，歐洲二氧化氮濃度大幅下降，世界各處觀光勝地也恢復平靜。以

經濟學的觀念省思疫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何者最為正確？  

(Ａ)疫情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經濟成長 (Ｂ)各國選擇採取各種防疫措施的機會成本

為讓地球環境得到緩解 (Ｃ)各國若維持疫情前的全球化互動，機會成本會是無法控制的疫情 (Ｄ)可見「造成

全球經濟大蕭條」比「無法控制疫情」的機會成本高。 

答案：(Ｃ) 

解析：(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經濟學所稱之自由財，具有永恆不變的特性，經濟成長並非如此。(Ｂ)各國選擇

採取防疫措施的機會成本是「造成全球經濟大蕭條」。(Ｃ)若維持疫情前的互動模式，沒有實施邊境管制、阻絕

疫情蔓延等措施，將使疫情擴大和無法控制疫情，為正解。(Ｄ)可見「造成全球經濟大蕭條」的機會成本較低。 

46. (   ) 印度國會在討論建設廁所的議題中，決定使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式來評估，再決定是否通過預算，以下四人

對「成本效益分析」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Ａ)甲：直接問當地居民，廁所帶給居民的效益程度 (Ｂ)乙：利用間接資料，估算建設廁所的成本以及可能帶

來的效益 (Ｃ)丙：就是估算建設廁所的市場供需，成本就是需求線，效益就是供給線 (Ｄ)丁：成本效益分析

就像是天秤，如果成本大於效益，才值得建設廁所。 

答案：(Ｂ) 

解析：「成本效益分析」指對一項政策的成本與效益進行衡量後，思考成本與效益相比，是否效益大於成本，當

效益大於成本才有進行此政策的必要。(Ａ)僅有效益衡量不夠。(Ｃ)成本應為供給線，效益應為需求線。(Ｄ)應

該為效益大於成本。 

47. (   ) 行政院正式核定電動車發展方案，電動機車發展祭出免徵貨物稅誘因，並延長全國性補助款，小型補助 7,200 元

，輕型與重型車補助 1 萬元，補貼至 2022 年，預期五年下來累積銷售 22.6 萬輛。請問對於行政院核定的電動車

發展方案，以下何者正確？  

(Ａ)以金錢誘因解決環境汙染問題 (Ｂ)以金錢誘因增加環境汙染 (Ｃ)以非金錢誘因解決環境汙染問題 

(Ｄ)以非金錢誘因增加環境汙染。 

答案：(Ａ) 

解析：民眾購買電動車會比購買傳統機車更環保，故應屬「外部效益」，而政府是「補貼民眾」（減少付費，正

向金錢誘因），讓民眾多購買電動車，故選(Ａ)。 

48. (   ) COVID-19 肆虐之初，國內熔噴不織布原料雖夠日產 2 千萬張外科口罩所需，但因為要移部分去做醫療用的 N95 

口罩，導致實際不夠。若圖為 PPC，縱軸為我國外科口罩生產數量，橫軸代表 N95 口罩生產數量，則下列何者敘

述較為正確？ 

 

(Ａ) A 點因專業化生產，可發揮規模經濟的效果，因此其生產效率較 B 點還高 (Ｂ)因為須調動部分產能用以

生產 N95 口罩，因此實際的生產組合較可能為 G (Ｃ)生產 N95 口罩的機會成本隨產量增加，生產外科口罩的

機會成本是遞減 (Ｄ) C 到 D 點平均每生產一個 N95 所減少的外科口罩數量較 D 到 E 點間少。 

答案：(Ｄ) 

解析：(Ａ)線上的 A、B、C、D、E 點的效率都是最高的。(Ｂ)只要資源與技術固定，即使資源調度到生產 N95 

口罩，也只是代表生產點向右下方移動。(Ｃ)當 PPC 線是曲線時，代表機會成本遞增。(Ｄ)因為機會成本遞增

，所以愈往 E 點生產方向移動時，代表生產 N95 的機會成本會愈大，故正確。 

49. (   ) 政府在做分配資源時，往往要考量為多數人謀取福利的政策「效率」，還是為少數人達到「公平」。以下是政府

在疫情期間所做出的幾項政策，請問：何項政策的目的與其他三項不同？  

(Ａ)政府發放五倍券，每人享有 5,000 元的額度以刺激消費 (Ｂ)各地方政府為鼓勵民眾施打疫苗，祭出高額的

優惠禮券 (Ｃ)持健保卡民眾依身分證單雙號，可至藥局購買家用快篩試劑 (Ｄ)針對製造業和服務業勞工非自

願失業，可申請就業獎勵津貼。 

答案：(Ｄ) 

解析：(Ａ)每人均享有 5 倍券，是為刺激消費達經濟效率。(Ｂ)鼓勵民眾施打疫苗需提供優惠，也是為提倡防疫

的效率。(Ｃ)購買快篩試劑雖然依身分證字號分流，但也是為了讓大家都可以買到快篩試劑，要達到防疫的效率

。(Ｄ)針對特定失業對象申請獎勵津貼，是為照顧特定處境不利的民眾，為實現公平正義。故(Ａ)(Ｂ)(Ｃ)強調

政策效率，只有(Ｄ)為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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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 A 咖有一筆 200,000 元的現金，假設他將錢存在銀行，一年有 5 ％的利息收入。他的好朋友 B 咖最近急需現金週

轉，因此向 A 咖借錢，若 A 咖決定無息將 200,000 元借給 B 咖 1 年，請問他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Ａ) 210,000 元 (Ｂ) 200,000 元 (Ｃ) 10,000 元 (Ｄ) 0 元。 

答案：(Ｃ) 

解析：A 咖決定無息將 200,000 元借給 B 咖 1 年，即是放棄把錢於在銀行的利息收入(Ｃ) 200,000 元 × 5 ％＝

1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