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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 
一、依國籍法規定，關於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之撤銷，其要件與程序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高考《國籍與戶政法規》命題範圍明列包括四大相關法規，今年試題打破往例，四題中「戶籍

法」出兩題，「國籍法」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各出一題，而「姓名條例」從缺。本題聚焦

105年新修正「國籍法」有關撤銷歸化之要件與程序，106年普考即曾出過類似實例題，題意明

確，預料一般考生只要能熟記法條，應都可從容應答；若能再輔以修法意旨及其影響，則可獲較

高分數。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著，頁61。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68。 
 

答： 
(一) 撤銷歸化之意義： 

國籍賦予是國家主權之行使，國籍制度須考量國家法益及尊嚴，並適度兼顧移民人權，我國歡迎來自世界

各國的移民，但不希望移民者採用欺騙、虛偽等不法方式取得我國國籍，嚴重侵害我國國家法益與尊嚴，

故我國籍法彷依各國立法例，亦定有關於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之撤銷規定。 
(二)撤銷歸化之要件：依105年12月21日新修正之國籍法第9條規定：   

1.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

齡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11條補充：未能依規定於期限內提出喪

失原有國籍證明者，至遲應於屆期三十日前檢附已向原屬國申請喪失原有國籍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展

延。) 
2.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

明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3.未依前二項規定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前，應不予許可其定居。 

(三)撤銷歸化之程序：依105年12月21日新修正之國籍法第19條規定：  
1.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後，除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應撤銷其歸化許可外，內政部知有與本法之

規定不合情形之日起二年得予撤銷。但自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逾五年，不得撤銷。 
2.撤銷歸化、喪失或回復國籍處分前，內政部應召開審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撤銷其歸化許可，不在此限： 
(1)依第二條規定認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2)經法院確定判決，係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3.前項審查會由內政部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成，其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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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前項審查會之組成、審查要件、程序等事宜，由內政部定之。 

(四)撤銷歸化之特殊限制：依105年12月21日新修正之國籍法第19條第2項規定：  
1.經法院確定判決認其係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受前項撤銷權行使期間之

限制。國籍法明定對此類假結婚無撤銷期間之規定，與各國立法例雷同。 
2.換言之，經法院確定判決假結婚、假收養者，撤銷歸化不受撤銷權行使期間限制，且無須召開審查會。

主要考量法院於判決前已作相當嚴謹之事實調查，亦開庭進行審理，當事人可有完整陳述的機會，當事

人如對司法判決不服，可循司法途徑尋求救濟，如對內政部行政處分不服，亦可提起行政救濟，權益保

障可謂相當完備。 
 

二、依戶籍法規定，戶政事務所應如何處理下列申請？ 

(一)A因出國旅遊，以書面委託朋友B代為申請其新生女之出生登記。（15分）  

(二)成年男子C認領其與D女所生之非婚生女兒E，D女持C同意認領之書面，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認

領登記。（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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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今年試題打破往例，四題中「戶籍法」出兩題(第二及第三題)。本題以實例申論「以書面委託代為

申請戶籍登記」之規定，包括「委託朋友申請出生登記」及「委託生母申請認領登記」之差異。

依戶籍法第47條規定，出生登記可以委託申請，而認領登記原則上不可以委託申請。但因戶籍法

第47條另「有正當理由」，且「經戶政事務所核准者」除外之規定，因此，當分別說明「正當理

由」及「經戶政事務所核准」之情形。另再詳述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時之應注意事項，則答

題內容更加完備，應較可穩操勝券。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著，頁11。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36，申論題庫彙編第一

題，相似度100%！ 
 

答： 
(一)A因出國旅遊，以書面委託朋友B代為申請其新生女之出生登記： 

1.依戶籍法第29條規定，出生登記，原應以「父、母、祖父、祖母、戶長、同居人或撫養人」為申請人。

前項出生登記，如係無依兒童，並得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為申請人。 
2.惟另依戶籍法第47條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認領、終止收養、

結婚或兩願離婚登記之申請，除有正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准者外，不適用前項規定。」 
3.綜上，戶政事務所處理本件A因出國旅遊，以書面委託朋友B代為申請其新生女之出生登記，應于受理。

惟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1)申請人或受委託人應提憑身分證件及證明文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2)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記申請，應切實核對申請人或受委託人之人貌以確定身分，並查核所繳交身分

證件及證明文件之真偽。 
(3)申請人或受委託人提憑之身分證件及證明文件，如有疏漏或錯誤應請其補正，身分證件及證明文件於

核對無誤後應影印或掃描檔存。 
(4)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記申請，於人別確認或事實查證如有疑義，應經由電話、傳真、內網通訊或其

他適當途徑，洽當事人之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共同會商、協助查證或調查事實，以利認定個案情形。 
(5)經查核人貌、身分證件及證明文件均屬正確，依法辦理戶籍登記。 

(二)成年男子C認領其與D女所生之非婚生女兒E，D女持C同意認領之書面，申請認領登記： 

1.依戶籍法第30條規定，認領登記，以認領人為申請人；認領人不為申請時，以被認領人為申請人。 
2.另依戶籍法第47條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認領、終止收養、結

婚或兩願離婚登記之申請，除有正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准者外，不適用前項規定。」 
3.綜上，成年男子C認領其與D女所生之非婚生女兒E，D女持C同意認領之書面，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認領登

記，戶政事務所原則上應不于受理；惟依戶籍法第47條規定之反面解釋，若「有正當理由」，且「經戶

政事務所核准者」，即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因此，男子C若能「有正當理由」，如罹犯重病或常駐

國外，非婚生女兒E尚在襁褓，而受委託人D女確為生母；且經戶政事務所審酌，男子C確有辦理認領非

婚生女兒E之必要，若有類此特殊情事，戶政事務所得受理C男委託D女申請認領非婚生女兒E之認領登

記。 
4.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時，亦應注意以下事項： 

(1)申請人或受委託人應提憑身分證件及證明文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2)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記申請，應切實核對申請人或受委託人之人貌以確定身分，並查核所繳交身分

證件及證明文件之真偽。 
(3)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記申請，於人別確認或事實查證如有疑義，應經由電話、傳真、內網通訊或其

他適當途徑，洽當事人之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共同會商、協助查證或調查事實，以利認定個案情形。 
(4)經查核人貌、身分證件及證明文件均屬正確，依法辦理戶籍登記。 
 

三、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依戶籍法之規定，應如何決定其姓氏而

為登記？請依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無依兒童，分別說明之。（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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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今年試題打破往例，「戶籍法」連出兩題，顯見本科《國籍與戶政法規》命題範圍雖明列包括四

大相關法規：「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實則仍以

「戶籍法」為重，畢竟戶政人員最應詳熟者，當為「戶籍法」；本班在課程安排及講授內容配當

上，即早已超前部署。本題屬傳統常見之命題(107年地特四等剛考過)，以戶籍法第49條「逕為出

生登記」為核心，參照戶籍法第49條立法理由及民法1059條相佐證，依序分別說明即可，一般考

生應都可從容以對。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著，頁18。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50。 
 

答： 
(一)出生登記： 

1.出生登記的重要性：自然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故出生登記，不僅為生命記錄之開始，

亦自然人權利能力認定之開始，為各種登記中之最重要者。 
2.出生登記的對象：依戶籍法第6條規定，在國內出生未滿十二歲之國民，應為出生登記。無依兒童尚未辦

理戶籍登記者，亦同。 
3.出生登記的種類： 

(1)婚生子女之出生登記：民法第1061條：「稱婚生子女者，謂由婚姻關係受胎而生之子女。」 
(2)非婚生子女之出生登記：民法第1064條：「非婚生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女。」    

民法第1065條：「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其經生父撫育者，視為認領。非婚生子

女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 
(3)無依兒童之出生登記：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兒童」之定義，指未滿十二歲之人，爰

配合修正國內出生未滿十二歲之國民，應為出生登記。(另十二歲以上者，依戶籍法第15條規定應辦

理初設戶籍登記。) 
(二)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 

依戶籍法 49 條設有如下之規定：  
1.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 

(1)婚生子女，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 
(2)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 
(3)無依兒童，依監護人之姓登記。 

2.戶政事務所依戶籍法48條之2規定（當事人如遲未約定子女姓氏致逾法定申請期間）逕為出生登記時，出

生登記當事人姓氏，婚生子女，以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無依兒童，

依監護人之姓登記，並由戶政事務所主任代立名字。 
(三)逕為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之相關法律規定說明： 

1.依民法第1059條第1項規定：「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未約定或約定

不成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 
2.依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兒童出生時就應有取得姓名之權

利。故子女出生後，理當迅速為其立姓名，並申請戶籍登記，以免其身分關係處於不安定狀態，而造成

生活上之不便。如父母就子女之姓氏協議不成或未為協議時，應求助其他不涉及裁量權行使，並能最快

速及便利決定子女姓氏之方法，而抽籤方式即為目前最符合上開目的之方法。 
3.故當事人如遲未約定子女姓氏致逾法定申請期間未辦理出生登記時，將由戶政事務所主任代立姓名並逕

為出生登記，因涉及民眾姓名權，特予立法規定，並將代立姓氏之方式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四、我國人甲男乙女結婚後即前往美國加州洛杉磯居住，10年後甲乙離婚，乙女欲對甲男主張婚後

剩餘財產分配，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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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常為本科較難掌控之單元，對於非法律系之同學常感吃力而難以應付。

本題類似題意甫於107年高考才剛出過(只是題意改為「我國人甲男與日本人乙女在臺灣結婚，婚

後在日本東京有共同住所，後兩人感情不睦協議離婚」)，且該法第六章「親屬」(第45條至第57

條)，更為課堂一再強調之講授重點。本題搶分之關鍵，除詳述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8條及第49

條規定外，因涉及我國「民法親屬篇」(亦為戶政專業考科)之適用，故若能補強民法第1030-1條至

第1030-4條，有關夫妻法定財產制之婚後剩餘財產分配規定，則可享「跨考科一魚兩吃」之紅

利。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著，頁121。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54，申論題庫彙編第四

題，相似度100%！ 
 

答： 
依題意，我國人甲男乙女結婚後即前往美國加州洛杉磯居住，10年後甲乙離婚，乙女欲對甲男主張婚後剩餘財

產分配，我國法院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下列有關規定以為準據。 

(一)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8 條規定： 

1.夫妻財產制，夫妻以書面合意適用其一方之本國法或住所地法者，依其合意所定之法律。 
2.夫妻無前項之合意或其合意依前項之法律無效時，其夫妻財產制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

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3.關於夫妻之不動產，如依其所在地法，應從特別規定者，不適用之。 
4.適用準據說明： 
規定夫妻財產制得由夫妻合意定其應適用之法律，但以由夫妻以書面合意適用其一方之本國法或住所地

法之情形為限；夫妻無前項之合意或其合意依前項應適用之法律無效時，其夫妻財產制應適用之法律，

仍應與夫妻之婚姻關係具有密切關係。爰規定其應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

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9條規定： 

1.夫妻財產制應適用外國法，而夫妻就其在中華民國之財產與善意第三人為法律行為者，關於其夫妻財產

制對該善意第三人之效力，依中華民國法律。 
2.適用準據說明： 
夫妻財產制應適用之法律，原應適用於所有涉及夫妻財產之法律關係，但夫妻處分夫妻財產時，如其相

對人不知該準據法之內容，即可能受到不測之損害。為保護內國之財產交易安全，對於夫妻財產制之準

據法為外國法，被處分之特定財產在中華民國境內，而該外國法之內容為相對人所不知時，實宜適度限

制該準據法對相對人之適用範圍。爰規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外國法，而夫妻就其在中華民國之財產與善

意第三人為法律行為者，關於其夫妻財產制對該善意第三人之效力，依中華民國法律。蓋關於其夫妻財

產制對該善意第三人之效力，即善意第三人與夫妻財產制間之關係，與內國之交易秩序實關係密切，應

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以維護內國之交易秩序。 
(三)本題題示甲乙離婚後剩餘財產分配，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 

1.若甲男乙女針對夫妻財產制，雙方原既有以書面合意，適用其一方之本國法或住所地法者，我國法院即

應依其合意所定之法律。 
2.若甲男乙女夫妻無前項之合意或其合意依前項之法律無效時，其夫妻財產制應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依

題意甲男乙女均為我國人，其共同之本國法當為我國法，我國法院即應適用我國法為準據法。 
另我國民法有關夫妻法定財產制之婚後剩餘財產分配規定，簡述如下： 
(1)依我國民法第1030-1條規定：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

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或慰撫金。依前

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

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前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

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9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5 

(2)依我國民法第1030-2條規定：

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

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

算。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前條第一項但書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負債務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3)依我國民法第1030-3條規定：

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五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

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前項情

形，分配權利人於義務人不足清償其應得之分配額時，得就其不足額，對受領之第三人於其所受利益

內請求返還。但受領為有償者，以顯不相當對價取得者為限。前項對第三人之請求權，於知悉其分配

權利受侵害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4)依我國民法第1030-4條規定：

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

為準。依前條應追加計算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處分時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