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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與法規》 
試題評析 本次考題幾乎是背誦題，上課皆有提醒，同學只要記熟，回答不成問題。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講義》第二回，楊慎編撰，頁66-67。 
第二題《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講義》第二回，楊慎編撰，頁84-86。 

《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總複習講義》第二回，楊慎編撰，頁19。 
第三題《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講義》第二回，楊慎編撰，頁60。 

《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總複習講義》第二回，楊慎編撰，頁17。 
第四題《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講義》第二回，楊慎編撰，頁14、33-34。 

《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總複習講義》第二回，楊慎編撰，頁12-14。 

 

一、大陸地區人民依法得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時，其所得財產總額或是繼承不動產、大陸地區

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者之繼承，依現行相關規定有那些限制？（25分） 

 

答： 
可分成2部分回答 
(一)以大陸地區人民身分者：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1項規定，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

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限制1）。超過部分，歸屬臺灣地區同為繼承

之人；臺灣地區無同為繼承之人者，歸屬臺灣地區後順序之繼承人；臺灣地區無繼承人者，歸屬國庫。 
復依同條第4項規定，第一項遺產中，有以不動產為標的者，應將大陸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利折算為價額

（限制2）。但其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

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 
另依同條例第66條第1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三年內（限制3）

以書面向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 
(二)以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者：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5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其繼承在

臺灣地區之遺產或受遺贈者，依下列規定辦理（限制1-3）： 
1.不適用第1項及第3項總額不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之限制規定。 
2.其經許可長期居留者，得繼承以不動產為標的之遺產，不適用前項有關繼承權利應折算為價額之規定。

但不動產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者，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

遺產總額。 
3.前款繼承之不動產，如為土地法第17條第1項各款所列土地，準用同條第2項但書規定辦理。 

 

二、申請設立移民業務機構之許可，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規定，應具備那些法定要件？移民業務

機構依法得經營那些移民業務？（25分） 
 

答： 
(一)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57條第1項規定，移民業務機構申請設立許可，應具備下列要件： 

1.一定金額以上之實收資本額。 
2.置有符合規定資格及數額之專任專業人員。 
3.在金融機構提存一定金額之保證金。 
4.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具備之要件。 

(二)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移民業務機構得經營下列各款移民業務： 
1.代辦居留、定居、永久居留或歸化業務。 
2.代辦非觀光旅遊之停留簽證業務。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7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3.與投資移民有關之移民基金諮詢、仲介業務，並以保護移民者權益所必須者為限。 
4.其他與移民有關之諮詢業務。 

 

三、請試述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4項及第6項有關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前，應踐行給予陳述意見

機會及召開審查會之相關規定。（25分） 

 

答： 
(一)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4項規定，入出國及移民依規定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強制驅逐已取得居留或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出國前，並應召開審查會。但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經審查會審查，逕行強制驅逐出國： 
1.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見或自願出國。 
2.經法院於裁判時併宣告驅逐出境確定。 
3.依其他法律規定應限令出國。 
4.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且情況急迫應即時處分。 

(二)另條第6項規定，第4項審查會由主管機關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成，其中單

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四、請試述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條及第18條規定，有關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應不予許可或禁止入國之

情形及外國人得禁止其入國之情形。（25分） 

 

答： 
(一)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不

予許可或禁止入國： 
1.參加暴力或恐怖組織或其活動。 
2.涉及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3.涉嫌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4.護照或入國許可證件係不法取得、偽造、變造或冒用。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兼具有外國國籍，有前項各款或第18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

不予許可或禁止入國。 
(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8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國： 

1.未帶護照或拒不繳驗。 
2.持用不法取得、偽造、變造之護照或簽證。 
3.冒用護照或持用冒領之護照。 
4.護照失效、應經簽證而未簽證或簽證失效。 
5.申請來我國之目的作虛偽之陳述或隱瞞重要事實。 
6.攜帶違禁物。 
7.在我國或外國有犯罪紀錄。 
8.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寧之傳染病、精神疾病或其他疾病。 
9.有事實足認其在我國境內無力維持生活。但依親及已有擔保之情形，不在此限。 
10.持停留簽證而無回程或次一目的地之機票、船票，或未辦妥次一目的地之入國簽證。 
11.曾經被拒絕入國、限令出國或驅逐出國。 
12.曾經逾期停留、居留或非法工作。 
13.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 
14.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 
15.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外國政府以前項各款以外之理由，禁止我國國民進入該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經報請主管機關會商外交部

後，得以同一理由，禁止該國國民入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