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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與法規》 
一、請說明大陸地區人民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情形為何？何種申請不受配額限制，其

理由為何？請依現行法規分別詳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屬於一般性、綜合性問題，拿分並無困難。上課時，有特別強調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的

樣態及其理由。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講義》總複習第二回，楊慎編撰，頁54-56。 

 

答： 
(一)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有關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之情形如下： 

1.該條例第16條第2項，可申請在臺定居之情形有： 
(1)臺灣地區人民之直系血親及配偶，年齡在七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者。 
(2)其臺灣地區之配偶死亡，須在臺灣地區照顧未成年之親生子女者。 
(3)民國三十四年後，因兵役關係滯留大陸地區之臺籍軍人及其配偶。 
(4)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臺後，因作戰或執行特種任務被俘之前國軍官兵及其配偶。 
(5)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臺前，以公費派赴大陸地區求學人員及其配偶。 
(6)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前，因船舶故障、海難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滯留大陸地區，且在臺灣地區

原有戶籍之漁民或船員。 
2.另同條例第17條第5項規定，經依前2項規定（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合法居留逾183日；基於政治、經

濟、社會、教育、科技或文化之考量，專案許可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許可在臺灣地區長

期居留者，居留期間無限制；長期居留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1)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連續二年且每年居住逾一百八十三日。 
(2)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 
(3)提出喪失原籍證明。 
(4)符合國家利益。 

(二)有關數額限制問題，說明如下： 
1.依同條例第16條第3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前項第1款規定，每年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之數額，得予限

制（目前針對直系血親及配偶，年齡在70歲以上者有配額限制，每年60名—可參考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

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及定居設額表）。 
2.同條例第17條第6項規定，內政部得訂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及定居之數額及類別，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

告之(目前僅針對長期居留連續2年，且每年居住逾一百八十三日，並符合定居條件者，其每年數額不予

限制)。 
3.其不受配額限制之理由為： 

(1)基於親情倫理及為免在臺灣地區未成年之親生子女，因臺灣地區父或母死亡而造成乏人照顧之困境，

形成社會問題，故許可有類似狀況者可直接申請定居臺灣，無數額之限制。 
(2)因臺灣人口密集、社會資源有限，相關人等來臺，涉及公共設施、社會福利及工作機會等生活資源之

分配，並與我國人口政策、勞工政策、經濟貿易及社會安定等息息相關，政府爰採取配額限制，其目

的在紓緩人口壓力，並保障臺灣地區之人口生態及維護社會必須之生存環境。 
 
【參考書目】 

楊翹楚，《移民法規》，元照出版，頁 214-221。 

 
二、近年來因香港政治經濟動盪，香港居民申請來台居留、定居案件數大幅增加。請依現行法規相

關規定，說明外國人與香港居民以投資方式申請定居之申請人資格、條件與相關申請程序分別

為何？並請評述投資移民對於我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之利弊，以及現行投資移民相關法規

是否有修正之必要。（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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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現今最火紅議題：香港問題。由於日前香港人以投資移民方式來臺，造成輿論之要求檢

討規定，故本題屬於時事題。上課時也特別要同學注意，並且針對投資來臺條件等，特別製作了

總整理個別講義。特別注意的是，未有以投資取得定居權之規定，是本題陷阱。因本題牽涉範圍

廣，要拿高分不易。個人覺得本題題意有誤，出題人對投資及移民概念可能不熟悉。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講義》上課補充講義，楊慎編撰。 

 

答： 
依目前法令，外國人及香港居民未有以投資直接取得定居權，仍應以居留、而後定居之模式為之。茲就外國人

及香港居民投資方式來臺之資格、條件及程序分別說明之。 
(一)外國人投資部分 

其步驟可分： 
1.依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規定，申請居留簽證目的，包括投資。另依照「外國投資人或

外國法人投資人之代表人申辦居留簽證之作業規定」，投資美金20萬元者，即可申請居留簽證。申請時

必須先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投資證明函正本及影本一份，向外交部駐外館處申請。取得簽證

後，經查驗入國，換取外僑居留證。 
2.外國人取得國人身分，須先依國籍法規定辦理歸化，故該外國人依國籍法第3條第1項規定，合法居留183
日連續5年以上、年滿20歲、無不良素行、有相當之財產及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等，可向戶政機關申請

歸化（由戶政司審核），審核通過即取得我國國籍，但須於1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3.該外國人取得我國國籍後，身分轉換成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9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在臺灣地區有一定金額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者。換言之，其原先之投資仍

存在著，可繼續在臺居留，檢附相關證明向移民署（各地服務站）申請。 
4.依第3點之在臺投資居留，如連續居留滿1年或居留滿2年，每年居留270日，或居留5年，每年居留滿183
日，則可向移民署（各地服務站）申請定居，拿定居證向戶政機關換領身分證。 

(二)香港居民部分 
香港居民投資來臺，如同外國人，未有直接定居，仍須先取得居留後，再辦理定居。其程序為： 
1.依「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6條第1項第5款前段規定，在臺灣地區有新臺

幣600萬元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可持證明函及申

請書、香港永久居留資格證件、保證書、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及警察紀錄證明書等，向移民署（各地服務

站）申請居留。 
2.取得居留許可及臺灣地區居留證後，在臺居留；依「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第29條第1項第1款規定，經許可居留，在臺灣地區居留一定期間，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復依同條第2
項規定，一定期間指連續居留滿1年，或連續居留滿2年，每年居留270日以上者，檢附定居申請書、香港

永久居留資格證件、臺灣地區居留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投資事實仍存在），向移民署（各地服務

站）申請定居，由移民署發給定居證，當事人持向戶政機關申請戶籍登記、領取身分證。 
(三)至於投資移民部分，因投資金額不高，取得身分證件容易，難免為有心人士所用，甚或聽聞取得身分證

後，立即辦理取消投資之情事，對國家政、經、社會及安全將有不良影響。 
建議：可考量是否刪除，或者如要保留，其投資門檻可加高，如比照新加坡，投資要高達6千萬臺幣，方

可取得居留資格。 
 
【參考書目】 

楊翹楚，《移民法規》，元照出版，頁 25-31；436。 

 
三、A男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並於2002年入籍葡萄牙，其與具香港永久居留資格之B女結婚後定居

大陸地區廣州市。A、B婚後育有一名在美國出生之3歲男童C，並將其接至廣州一同生活。試問

A、B、C一家人基於投資事業與照顧B在臺灣具我國國籍之母親等理由，決定全家至臺灣定居、

就學。依據現行法相關規定，請分別分析就A、B、C三人所適用之法規為何，以及應如何辦理，

其申請條件、限制及方式為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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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是綜合性及實例性題目，解題之關鍵在於其身分競合之認定。於課堂上要求同學對於實例

題，一定要將身分釐清，再根據其身分找尋其適用之準據法，再加以分析，才不容易出錯。另本

題題意有點語意不清，定居大陸廣州市係指何者，單純居住或定居設籍？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講義》上課補充講義，楊慎編撰。 

 

答： 
有關ABC三人在臺定居及就學之身分、法規適用及申請條件、限制等，分析如後： 
(一)A部分 

依題意，A係於2002年取得葡萄牙籍，係於澳門移交中國大陸後取得，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4條第2項規

定，本條例所稱澳門居民，指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或雖持有葡萄牙

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故A之身分為外國人。但因A定居於大陸地區廣州市，此時就

必須分析其身分： 
1.如有在大陸地區設籍，則其身分為大陸地區人民，因大陸地區人民目前並無以投資來臺居留之事由，故

其只能依（適用法）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4項規定，以政治、經濟、教育、科技、

文化及社會考量，辦理專案長期居留。 
2.如A無大陸地區人民身分（設籍），則身分為外國人，如以投資來臺或依親來臺，後續居留及定居之法

令包括有外國護照簽證條例、入出國及移民法及國籍法等，另可參考前一題投資程序回答（名義為以依

親簽證居留來臺，其程序大同小異，檢附文件為親屬關係證明等）。 
(二)B部分 

B因其具香港永久居留身分，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所稱香港居民，指具有香港永

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者，故其身分為香港居民。其來

臺之法律依據為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及其子法。但因B同A定居於大陸地區廣州市，此時就必須分析其身分： 
1.如有在大陸地區設籍，則其身分為大陸地區人民，因大陸地區人民目前並無以投資來臺居留之事由，故

其只能依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4項規定，以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及社會

考量，辦理專案長期居留。 
2.B無大陸地區人民身分（設籍），則身分為香港居民，其以投資方式來臺，其程序同前一題。另B因其在

臺有具我國國籍之母親，如無投資事實，則可以「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直系血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其申請程序、文件及

後續定居，可參考前一題之程序。 
(三)C部分 

依題意，C在美國出生，依美國屬地主義，C具有美國籍。但因被AB接至大陸廣州定居，此時就必須分析

其身分，因C為3歲未成年男童，其並無行為能力，相關申請等須其父母AB之同意： 
1.如有在大陸地區設籍，則其身分為大陸地區人民，（適用法）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但因

其無行為能力，故隨同其父或母申請。 
2.如C無大陸地區人民身分，其為美國人，後續居留及定居之法令準據法為：外國護照簽證條例、入出國及

移民法及國籍法等，但因C為無行為能力，故應由其父母申請或隨同父或母申請來臺。另可參考前一題投

資程序回答（以依親簽證居留來臺，其程序大同小異，檢附文件為親屬關係證明等）。 
 
【參考書目】 

楊翹楚，《移民法規》，元照出版，頁 297-299；325-328。 

 
四、A是大陸地區人民，B是外國人，兩人以交換生方式來臺灣某大學修習一學期課程（5個月）。

A、B兩人相當喜歡臺灣的開放社會與社會氛圍，學期結束後相約環島旅行。兩人至某休閒農場

旅遊時，由於旅費短缺，A、B為該農場工作賺取工資並換宿。由於內政部移民署接獲檢舉該休

閒農場僱用違法移工，指派某區移民署專勤隊前往該農場突襲稽查，查獲A、B均已逾越許可停

留臺灣期間，並有違法工作事實，兩人均移送法辦。請就現行法規相關規定分別闡述A、B兩人

是否有逾期滯臺、違法工作情形？應由何機關處理？主管機關依法應如何處理？A與B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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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延長停留期間？（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綜合性及實例性題目，有點複雜，牽涉不少法規；包括未在考題範圍內之就業服務法，解題

之關鍵在於其身分認定及準據法適用。本次考試現象之一，為身分適用準據法題目占了一半，但只

要同學掌握老師在課堂上所說的，認定身分及準據法令之判斷，分開處理，回答本題即無困難。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移民政策與法規講義》上課補充講義，楊慎編撰。 

 
答： 
依題意，因AB為不同國籍人員，A為大陸地區人民，B是外國人，其法律適用分別不同，且涉及農場雇主非法

僱用問題，擬分述如下： 
(一)A部分 

A為大陸地區人民，其法律適用為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因目前尚未開放大陸地區人民可在

臺工作，除身分為國人配偶且取得居留權外，該條例第17條之1定有明文。故A係屬違法在臺工作應無疑

義，且已逾越許可在臺停留。擬就工作及逾期再分述如下： 
1.違法工作部分：有關違法工作認定部分，屬勞動部權責及認定，故於查緝時，應由勞動部會同移民署執

行，依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工作，內政部

移民署得逕行強制出境或限令其於10日內出境，逾限令出境期限仍未出境，內政部移民署得強制出境。

另同條例第18條之1，如有無相關旅行證件、有事實足認有行方不明或於境外遭通緝之情形，移民署得暫

予收容。爰此些事項係由移民署負責執行。 
2.逾期停留部分：是否有逾期，因當事人來臺係以交換生方式，故為停留許可在臺，停留時間為3個月，可

延長3個月。最長停留期間為6個月，除非有特別許可延期之情形，如天災、事變、流產、親屬死亡等，

可再另核予停留時間。因當事人未申請特別延期，題意也敘明逾越許可在臺停留，故逾期應可確認。依

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87條之1規定，大陸地區逾期停留，處新臺幣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

鍰。同條例第94條前段規定，本條例所定之罰鍰，由主管機關處罰。逾期部分，由移民署進行裁處。另

逾期停留，依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期限，

由移民署執行強制出境。 
3.總之，A除逾期罰鍰外，可執行強制出境，皆屬移民署執行。 

(二)B部分 
1.逾期停留部分：B為外國人，應係持停留簽證來臺，依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規定，停留簽

證每次停留不超過6個月。若有特殊事件要辦理延期，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停留期間屆滿

前，有繼續停留之必要，向移民署申請延期。未申請延期，至逾期者，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85條第4款規

定，處新臺幣2千元以上至1萬元以下罰鍰，由移民署負責裁處。另B若有特殊需求，可另依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23條第1項第6款規定，持停留簽證，基於外交考量，經外交部專案核准在我國改換居留簽證。 
2.非法工作部分：另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9規定，外國人在我國停留，不得從事與許可停留原因不符之工

作。B非法工作，依題意應至臻明確。此部分，可交由勞動部處理。 
3.故，B可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2項第4款及第6款規定，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工作、未申請停留延

期，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其於10日內出國。若有同法第38條第1項有無相關旅行證件、有事實

足認有行方不明或於境外遭通緝之情形，移民署得暫予收容。故此些事項係由移民署負責執行。 
4.B除逾期罰鍰外，另可執行強制驅逐出國，皆屬移民署執行。 

(三)農場雇主部分 
1.A違法工作部分，依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5條第4款，下列行為不得為之：僱用或留用大陸地

區人民從事未經許可不符之工作，違反者，依同條例第83條第1項規定，違反同條例第15條第4款規定者，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故依題目所示，該農場之雇主聘請A大陸地區人

民違法工作，恐有此規定之適用。故移民署應將調查結果，移送該地之檢察署(官)進行後續的處置。 
2.B非法工作部分，因該農場雇主並未依就業服務法申請聘僱B許可，故應依就業服務法第68條第1項規

定，由勞動部處B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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