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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 
 
一、國籍法第6條第1項「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其認定標準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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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試題仍循往例，就「國籍法」、

「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各出一題。 
本題屬「國籍法」，「有殊勳之歸化」為基本重點概念，但因題意針對「殊勳之認定標準」，轉

向冷僻艱澀之死角，一般較不引人矚目；幸好本班講授內容及教材資料，均曾充分準備，本班同

學應該都能從容應對。 

考點命中 1.《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23~24。 
2.《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申論題庫彙編，頁72第4題。 

 
答：  
(一)依國籍法第六條規定： 

1.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雖不具備第三條第一項各款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2.內政部為前項歸化之許可，應經行政院核准。 

(二)「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之認定標準： 
內政部於106年9月18日訂定發布《歸化國籍有殊勳於我國者認定原則》，明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認定

有殊勳於我國： 
1.曾依勳章條例授予勳章。 
2.對我國民主、人權、宗教、內政、國防、外交、教育、文化、藝術、科技、經濟、金融、醫學、體育、

農業、社會福利、醫療服務或其他領域事務，具有重大貢獻，曾獲部會級以上政府機關獎章、外國政府

勳章或獎章。 
3.為馬偕計畫適用對象，對我國長期奉獻服務或具有特殊貢獻。 
4.創辦或服務於醫療、社會福利、社會教育等相關機構逾二十年，並為政府資源不易到達之偏鄉地區長期

提供服務、照護弱勢、教化輔導、精神援助，有功於我國社會，事蹟具體明確。 
5.有助於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提升我國國際形象，促進我國與他國之交流、合作，事蹟具體明確。 
6.其他對國家或社會有特殊貢獻。 

(三)其他相關規定 
1.國籍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依本法第六條規定有殊勳於中華民國申請歸化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 
(1)歸化國籍殊勳事蹟表 
(2)殊勳相關證明文件。 
(3)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2.內政部依上述《歸化國籍有殊勳於我國者認定原則》各款之規定予以認定， 並得徵詢相關機關提供意

見。 
3.認定確有殊勳於我國，由內政部呈報行政院，經行政院核准後，為前項歸化之許可。 
4.國籍法第九條規定：外國人依第六條規定有殊勳於中華民國申請歸化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二、原住民身分喪失之事由為何？請分別舉法條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原住民身分登記屬「戶籍法」之基本題型，惟與第一題相似，一般較不引人矚目。 
幸好本班講授內容及教材資料，均曾充分準備，本班同學應該都能從容應對。考生可先就「戶籍

法」有關原住民身分登記與申請人著手，爭取基本分數，至於「喪失之事由」，則依「原住民身

分法」之規定，盡力發揮。 

考點命中 
1.《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44至45。 
2.《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申論題庫彙編，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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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戶籍法新增原住民身分登記項目之緣起： 

1.《原住民身分法》第11條規定，「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

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註記或塗銷其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及族

別，並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2.為配合上述法規，特於104年1月戶籍法修法時增列「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之規定，併列為戶籍登

記項目中第九類之「身分登記」。 
(1)新增戶籍法第14-1條規定：「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之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應為原住民身分及民

族別登記。前項登記，依原住民身分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2) 新增戶籍法第14-1條規定：「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以本人為申請人。但本人未婚未成年時，

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之取得或變更之登記，得以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 
(二)原住民身分喪失之事由： 

謹依題意，分別列舉法條說明如下： 
1.「原住民身分法」第9條規定，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 

(1)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者。 
(2)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 
(3)年滿二十歲，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者。 
(4)依前項規定喪失原住民身分者，除第三款情形外，得於婚姻關係消滅或收養關係終止後，檢具證明文

件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5)依第一項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其申請時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2. 「原住民身分法」第5條規定： 
(1)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2)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3)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

之限制。 
(4)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喪失。 

3.「原住民身分法」第6條規定： 
(1)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2)前項非婚生子女經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者，喪失原住民身分。但約定從母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其原

住民身分不喪失。 
4.「原住民身分法」第7條規定： 

(1)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未成年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依個人

意願取得或變更，不受民法第1059條及姓名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 
(2)前項子女嗣後變更為非原住民父或母之姓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5.原住民身分喪失之程序與效力： 
(1)「原住民身分法」第11條規定：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審

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內為原住民身分別及民族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前項原住民

之民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2) 「原住民身分法」第12條規定：因戶籍登記錯誤、遺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為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

記為原住民身分者，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更正之登記，

或由當事人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查明，並為更正之登記。 
 
三、姓名條例第9條規定，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者，得申請改名。其立法理由為

何？若申請改名結果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戶政機關得否撤銷其改名？（25 
分） 

試題評析 
「姓名條例」本為戶政法規本科最易得分之一題，但今年難度較往年略高，題幹以單一條文中之

單一款項(三親等內申請改名完全相同)為題，看似簡單，實則難以下手。考生應答只得將「姓名

條例」第9條規定，全部複誦一遍，再將明顯易答的立法理由詳細陳述，最後再針對實務上都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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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問題，各抒己見。 

考點命中 
1.《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著，頁85至86。 
2.《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申論題庫彙編，頁65第4題。 

 
答： 
(一)依姓名條例第9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改名： 

1.同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構、機關（構）、團體或學校服務或肄業，姓名完全相同。 
2.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 
3.同時在一直轄市、縣（市）設立戶籍六個月以上，姓名完全相同。 
4.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 
5.被認領、撤銷認領、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 
6.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 

(二)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者，得申請改名之立法理由： 
1.立法院於民國72年11月修正姓名條例，在得申請改名之要件中，增列第二款規定「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

親屬名字完全相同」，迄今仍適用。 
2.當時之立法理由為：「為維護家庭倫理，與直系尊親屬三親等以內名字完全相同，應准予改名，爰增列

第二款規定。」 
(三)若申請改名結果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戶政機關仍不得撤銷 

1.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令第399號解釋意旨，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故如何命

名為人民之自由，應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姓名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就人民申請改名，設有各種限

制，繫於姓名權人主觀之價值觀念，主管機關於認定時允宜予以尊重。 
2.原姓名條例規定與他人遇有同姓名情事得申請改名，但未限制當事人有意造成姓名完全相同之事實。早

年實務上，基於家庭成員同姓名可能混淆身分識別，戶政機關因而限制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不得使用相

同姓名。 
3.民國108年9月內政部回復某「申請改名與其妹同名應否撤銷案」相關函釋，明文表示，戶政機關限制直

系親屬或兄弟姊妹不得使用相同姓名，係為法律所無之限制，應予停止適用。同一函釋：改姓、改名 及
更改姓名申請書表格中，類此切結文字「事後如經查使用與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同姓名，同意撤銷改名

登記。」，應予以刪除。  
4.該案申請改名與其胞妹同姓名，雖已切結如經查使用與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使用相同姓名，同意撤銷改

名登記，惟姓名條例未限制當事人有意造成姓名完全相同之事實，如當事人之改名符合姓名條例規定，

則無由予以撤銷。 
綜上所述，若申請改名結果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戶政機關無由予以撤銷。 

 
四、A國繼承法規定，被認領非婚生子女之應繼分為婚生子女的二分之一。A國人甲於我國死亡後， 

其於我國所認領之非婚生子女乙主張就甲於我國遺產之繼承，應適用我國法，並認為A國法違反

我國公序良俗不應適用。 
乙之主張是否有理？（25分） 

試題評析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一向為本科多數考生的痛點，命題熱區飄忽不定，聚焦不易，重點難

捉。高考每年一題，往年以第六章「親屬」最受矚目，但今年又改到第七章「繼承」；本題又加

考「總則」有關外國法適用之限制，以墊高深淺難易之鑑別力度。整體而言，程度適中，只要能

掌控相關之二三條文意涵，應都可切題中的。 

考點命中 
1.《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91。 
2.《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申論題庫彙編，頁29及頁31。 

 
答：   
本題涉及涉外民事法律之適用準據，非婚生子女乙主張就生父A國人甲於我國遺產之繼承，僅依「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相關規定分述如下： 
(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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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8條規定：「繼承，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但依中華民國法律中華民國

國民應為繼承人者，得就其在中華民國之遺產繼承之。」 
2. 準據：繼承關係之準據，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但依中華民國法律中華民國國民應為繼承人者，

得就其在中華民國之遺產繼承之 
3.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9條規定：「外國人死亡時，在中華民國遺有財產，如依前條應適用之法律為

無人繼承之財產者，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之。」 
4.準據：舊法就外國人死亡，而在中華民國遺有財產之情形，規定如依其本國法為無人繼承之財產者，即

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之，惟此時仍應考慮中華民國國民得依中華民國法律為繼承人之規定。新法爰將舊

法條文「依其本國法」，修正為「依前條應適用之法律」，以符合立法本旨。 
(二) A國人甲遺產繼承之適用準據 

1.我國民法第1065條規定：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 
2.我國民法第1138條規定：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序定之： 

(1)直系血親卑親屬。(2)父母。(3)兄弟姊妹。(4)祖父母。 
3.我國民法第1141條規定： 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4.依本題題意，非婚生子女乙既已經生父甲認領，自享有甲遺產之繼承權。惟依上述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58條規定，該項繼承之準據適用，應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即應適用A國法；但乙享有甲遺產

之繼承權，得就其在中華民國之遺產繼承之。 
(三)乙主張A國法違反我國公序良俗不應適用，應為有理由 

1.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規定：「依本法適用外國法時，如其適用之結果有背於中華民國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者，不適用之。」 
2.準據：涉外民事事件原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但當事人巧設連結因素或連繫因素，使其得主張適用外國

法，而規避中華民國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適用，並獲取原為中華民國法律所不承認之利益者，該連

結因素或連繫因素已喪失真實及公平之性質，其法律之適用亦難期合理，實有適度限制其適用之必要。

爰明定經認定為此種情形者，不應適用依變更後之連結因素或連繫因素所定應適用之法律，而仍適用中

華民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以維持正當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之利益。 
3.依本題題意，本案遺產之繼承原應適用A國法，但A國繼承法規定，被認領非婚生子女之應繼分為婚生子

女的二分之一，其連繫因素係以婚生與非婚生為區別，顯失真實及公平之性質，其法律之適用亦難期合

理，實有適度限制A國繼承法適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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