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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 現職：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             國土管理署國土規劃量能提升及人才培養交流平台中部區

域規劃中心主持人
• 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臺灣憲法學會理事。
輔仁大學法學士、法學碩士。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博士。

2018 年 7 月於北海道大學愛努、原住民研究中心訪問研究。

2010 年獲日本交流協會招聘，於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部訪問研究。

2023 年起擔任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

2023 年起擔任臺中市都市更新審議會委員。

2022 年起擔任內政部訴願會委員。

2021 年起擔任雲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委員。

2020 年起擔任內政部土地徵收小組委員。

2020 年起擔任內政部都市更新公開評選申訴審議會委員。

2019 年起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

2019 年起擔任台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委員、農地重劃審議會員。

2017 年起擔任內政部土地徵收條例修法諮詢小組委員。
2023/12/202

2018 年 3 月至 2023 年 2 月擔任新竹市政府地價
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
2015 年 3 月至 2021 年 2 月擔任新竹縣政府地價
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
2015 年 3 月至 2021 年 2 月擔任苗栗縣政府地價
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
2017 年至 2020 年擔任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委
員。
2018 年擔任雲林縣不動產經紀人員獎懲委員會。
2017 年擔任苗栗縣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
委員。
2016 年擔任台中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變更專責審議小組委員。
多次擔任內政部地政司市地重畫審議委員會委員



居住權保障 V.S. 開發效益

先問：開發目的？
區段徵收：政府基於都市開發建設、舊都市更新、農村社區更新或其他開發
目的需要，對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新加以規劃整理後，由
政府取得開發目的所需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其餘可供建築土地，部分供作原
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用，部分讓售或撥供需地機關使用，剩餘土地，則
辦理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以處分土地之收入償還開發總費用。
辦理區段徵收，政府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節省龐大建設經費支出，土地
所有權人亦可領回抵價地，享有土地利用價值提高、公共設施完善、生活品質
提昇等多重開發利益，是公私互蒙其利之措施。

徵收，為什麼要談效益？



什麼是
「效益

」？

誰的效益？
地主？
市政府？
開發商？

https://estate.ltn.com.tw/article/15779


https://www.xiubei.com.tw/page/about/index.aspx?kind=134




在此效益的理解下，效
益與居住權保障衝突嗎？



國際人權法
是什麼？



人權，為何要被重視
從權利、基本權到人權
人權概念是一個伴隨人類經驗成長的過程

保障人作為一個「人的條件」→ Human Dignity
人性尊嚴的兩大要素
    1. 人不可被當成客體
    2. 人的自主決定：理性→自主能力→意志→人格養成
每個都具有價值，蘊含「平等」的意涵於其中，世界人權

宣言第 1 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與權利上一律平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0v2ZdZwik


人權公約形成的歷程
1948 世界人權宣言：已具有國際習慣
法的性質

1965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

1966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

1979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1984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1989 兒童權利公約

1990 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
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2006 身障者權利公約

2006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
蹤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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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人權

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

約
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

約

兒童權利
公約

原住民族
權利宣言

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
際公約

幾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

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



國際人權公約的解釋

• 整體性：人權的論述與解釋朝向
整體的滿足為必要

• 不可分性：人權的類型雖有多種，
但彼此相互關聯

• 互補性：人權的項目彼此具有功
能與目的間的互補關係2

社會

4

公民

1

經濟 3

文化5

政治

人權

五大領域



涉及徵收的國際人權
如何成為內國法？

國際人權的實體權利面向

國際人權法的內國法化到居住人
權於台灣法律秩序的內化



國際人權公約的解釋

全球化的權利保障機制

國家
全球：聯合國

區域：歐洲、非洲、
美洲

國家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鄉鎮市

地方政府：縣市

傳統以國家為本位的權利保障



人權公約的落實

國際法院或

區域法院的

落實與實踐 國際法院→
歐洲人權法院、
美洲人權法院、
非洲人權法院→
內國法院

依循基準：
國際公約、
國際習慣法、
法律一般原
則



SEAR
CH

台灣如

何實現

國際人

權？

作為領頭羊的
「大法官」

大法官解釋
為什麼重要！



「適當生活水準」及「健康權」
第十一條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度，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不斷改
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此種權利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由同意之
國際合作極為重要。 
本公約締約國既確認人人有免受饑餓之基本權利，應個別及經由國際合作，採取為下列目的所需
之措施，包括特定方案在內：
(一 ) 充分利用技術與科學知識、傳佈營養原則之知識、及發展或改革土地制度而使天然資源獲得 
  
        最有效之開發與利用，以改進糧食生產、保貯及分配之方法。
(二 ) 計及糧食輸入及輸出國家雙方問題，確保世界糧食供應按照需要，公平分配。
第十二條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精神健康。
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利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列目的所必要之措施：
(一 ) 設法減低死產率及嬰兒死亡率，並促進兒童之健康發育。
(二 ) 改良環境及工業衛生之所有方面。
(三 ) 預防、療治及撲滅各種傳染病、風土病、職業病及其他疾病。
(四 ) 創造環境，確保人人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藥服務與醫藥護理。 



適足居住權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1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

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
活條件。各締約國將採取適當的步驟保證實現這一權利，並承認為此而實行基於自願
同意的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 1966 年 12月 16日聯合國大會通過， 1976 年 1月 3日正式生效並於 1991 年公布
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第 4 號與第 7號《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s)的解釋，所謂「適足住房權」（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於該
號意見書開宗明義揭示「適足的住房人權由來於相當的生活水準之權利」（第 1段）。
並明確指出「適足住房權」涵納對象適用於「每個人」（第 6段）；對居住權利的保
障不應狹隘地把住所視作商品，而是安全、和平與尊嚴地居住某地的權利（第 7
段）。從這個觀點具體延伸，只要有「使用權」，無論租用、占用、非正規社區等各
種形式，理應受一定程度的保障（第 8段第 a點）。



適足居住權的內涵及目的

任何人有和平、安全而有
尊嚴地居住在某處的權
利。

國家的義務不僅僅是讓每
個人都有房子住，還必須
讓每個人都住得安心、自
在。

即使缺乏某塊土地的所有
權，住房權仍不應被侵犯。

重點在於：
1. 家，作為個人或族群 

 
     長期發展基礎之特有 
  
     功能，重點反而不是 
   
     物質上的不動產或土 
     地。
2. 人的自我發展與人格
    養成。



台北‘

台中
高雄

台南

• 經社文委員會：強制驅離涉及改
變現狀，干預行為須接受與公政
權利同等的高密度審查，不但
不是用漸進式保障，更應「採取
一切適當方式」有效而嚴格管制
驅離執行的條件。

• 因此，執行的機關須證明具有
「迫切的社會需求」。

1. 租賃的保障
2. 負擔能力
3. 可居住性
4. 可接近性或無障礙性

範疇

適足居住權



• 台灣憲法的依據：憲法第 10 條之居住權、第 15 條之生存權、社會國原則。
• 釋字 709號 (文林苑案 )與財產權結合而連結到居住問題，解釋理由書第三段：「都市更新為都市
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
利益。都市更新條例即為此目的而制定，除具有使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與尊嚴之適足居住環
境之意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參照）外，並作為限制財產權與居住自
由之法律依據。都市更新之實施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實質環境及居民權利等因素之考
量，本質上係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事務，故縱使基於事實上需要及引入民間活力之政策考
量，而以法律規定人民在一定條件下得申請自行辦理，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
監督及審查決定。…」

• 國際法上的依據：《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及經社文委員會之相關意見與解釋、《公政公約》第 17
條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之相關意見與解釋，以及歐洲人權法院之見解。

• 居住為基本人權，不得歧視待遇。
• 限制居住權的條件（須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與人權事務委員會所作之相關意見與解釋）。
1. 維護社會安全及重大公共利益。
2. 與利害關係人本於居住權利保障精神（包括安置措施及替代方案）進行協商。　　



要如何保障
居住人權？

落實國際人權法的程序面向
由上而下的決定，或由下而上的形成



大法官怎麼說

 釋字 709號解釋理由書第四段

 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
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
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由立法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本院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
參照）。都市更新之實施，不僅攸關重要公益之達成，且嚴重影響眾多更新單元及其週
邊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並因其利害關係複雜，容易產生紛爭。
為使主管機關於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能確實符合重要公
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立共識，以提高其
接受度，本條例除應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
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項、處分之內容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
之正當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適時向主
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而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
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本條例並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
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
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始無違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



 釋字 739號理由書第二段後段、第三段

 又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
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由立法
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本院釋字第六八九號、第七０九號解釋參照）。

 自辦市地重劃個案係由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成立之籌備會發動，此發動將使重劃
範圍（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至第六十條之一所稱重劃區、重劃地區，及獎勵重劃辦法所稱重
劃區、重劃範圍、重劃區範圍等語，本解釋概稱重劃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被迫參與自
辦市地重劃程序，面臨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被限制之危險。又土地所有權人於自辦市
地重劃範圍經核定後，因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重劃範圍內土地之移轉及建築改良物之新建
等，對其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使用、收益、處分權能已造成一定之限制；於執行重劃計畫時，亦
應依主管機關核定之重劃計畫內容，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貸款利息，並僅
於扣除重劃負擔後之其餘土地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時才可受土地分配（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九條、
第六十條、第六十條之ㄧ、獎勵重劃辦法第二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規定參
照），而受有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限制。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成立籌備會之要件、主管機關
核定擬辦重劃範圍及核准實施重劃計畫應遵行之程序，暨申請核准實施重劃計畫合法
要件之同意比率規定，均為整體行政程序之一環，須符合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以衡平國
家、同意參與重劃者與不同意參與重劃者之權益，始為憲法之所許（本院釋字第四八八號、第七
０九號解釋參照）。

 解釋理由書第六段再次重申釋字 709號解釋的嚴謹行政程序



行政機關在落實
適足居住權
可做什麼？

從整體機制的建構到具體執行的落實



壹、建立指標

在確定適足居住權具適宜性、獲得服務的方便性、房價的合理性、持有權保
障後，確定體制－過程－成果指標，持續做滾動式的回饋與檢討。

1) 體制指標：反映法律文書的批准或通過情況，以及對促進具體人權實現的必要基
本機制之存在情況。體制指標基本上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

2) 過程指標：涉及里程碑式的政策文書，這些文書累積起來，就是成果指標，可以
與人權的實現有更直接的關係。這些指標有助於評估問責（課責、責信）制。

3) 成果指標：涵蓋個人和集體的成就，反映在某一特定背景下實現人權的情況。其
有兩大特徵：第一，與實現相應的權利有更直接的關係；第二，一些過程能促進
取得成果。



貳、對弱勢民眾所面對的情況持續觀察與檢討

 婦女居住權是否受到社會結構性破壞及法規範上的歧視

 原住民族的土地是否受到侵奪而使其無法安心生活



參、嚴格化強制遷離的機制及程序

搬遷前
1. 強化所有受到影響之人的參與，確保受到影響的群

體或個人能夠獲取資訊，並與相關單位進行對話及
協商，並能就替代方案做協商，如果不能就提出的
替代備選方案達成協議，應由具憲法權威的獨立機
構，如法院、法庭或監察專員進行適當調停、仲裁
或判決。

2. 語言權的確保。

3. 評估非貨幣的損失。

4. 法律諮詢機會的確保。

5. 對沒有能力自己解決問題的人採取適當措施來依其
生活上的需求提供適足替代住房、重新安置或獲得
有生產價值的土地。

遷離只能在「例外情
況」下，並有「充分理
由」和程序保障時進行



參、嚴格化強制遷離的機制及程序

搬遷中
1. 政府官員在場
2. 提示強制搬遷的依據，不妨礙國際觀察員的在場
3. 不侵犯受影響者的尊嚴及涉及生命安全的人權，

如依法使用強制力，必須遵守必要性和相稱性原
則及相關的基本原則

4. 天賜良機之禁止
5. 確保不遭受暴力對待，財物也受到相應保護
6. 不可要求或強迫被搬遷者拆毀自己的住宅或其他
結構

7. 確保弱勢人權，如婦女或兒童不遭受基於性別的
暴力和歧視



參、嚴格化強制遷離的機制及程序

搬遷後
1. 除非不可抗力，否則必須立刻政府負責提供公正賠償

和充分的替代住處、協助人民回復生活。
2.無歧視地確保搬遷的人或群體安全而有保障地獲得

「基本食物、飲用水和衛生設施」、「基本住處和住
房」、「適當的衣服」、「基本醫療服務」、「生活
來源」、「牲畜飼料和以前他們依賴的共有財產資
源」、「兒童的教育和育兒設施」

3.確保同一大家庭或社區的成員不因搬遷而被拆散
4. 婦女的權利保障：應特別努力確保婦女平等參與所有
規劃進程以及基本服務和供應的分配。

5.確保對受傷和生病者的人權保護達到最佳的身心健康
標準



參、嚴格化強制遷離的機制及程序

其他措施
1.呼籲在遷離前開展全面的「搬遷影響評估」。考慮強迫搬遷對婦女、兒童、
老年人、邊緣化社會階層的影響。

2.呼籲根據人權標準提供補償、賠償和適當復原

3.就造成遷離的其他現象 (如災難 )提供有用的指導。

4. 對居住條件困難的被遷離社區規定「重新安置權」。

5.呼籲各國在履行「直接義務」時，保證當前沒有住房和土地權的所有人其持
有權受到保障。且保護對象包含非正式住居的人民。

6. 具有很強的性別觀，包括保護婦女及其權利 。

7.呼籲各國採取干預措施，確保避免市場力量不會使得受強迫搬遷的低收入和
邊緣化群體的弱勢情況加重。



發揮程序的含納功能

興辦事業計畫

土地徵收計畫

一般徵收

區段徵收

都市更新

市地重劃

土地利用計畫

環境影響計畫

水土保持計畫

1. 上游的程序赤字嚴重
2.火線的往上游延燒
3.頭過身就過的鐵律

1. 下游決策可否推翻上游決定？
2. 民眾參與在什麼時候進行最有效率？
3. 公益性、必要性的論證，誰的事？
4. 補償及安置措施的決定時點？

幾個觀察 幾個問題



 需用土地人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 公益性及必要性的說理義務（包括達成適足住房權的要求）。

2.須考量原所有權人社會生活的適應，安置本身並非目的，而是區段徵收具有公益性
及必要性的前提下，規劃妥當的安置及補償方案，與當事人真摯協商。

3.進入土地徵收作業階段，取得土地同時，需除去原居住其上之人與社會環境隔閡、
生活回復，乃至於安置住宅的可接近性，須與公益性、必要性的審查共同納入考量。

4. 涉及強制搬遷時，在公益性、必要性的說理必須更充分，審查標準必須從嚴。

5. 必要時發動嚴謹的聽證程序來確保當事人的需求是否有被充分考量。

6. 土地徵收小組成為需用土地人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整體開發計畫後的第二道防
線，確保行政符合適足住房權要求。



準備階段
1. 類型
1) 已發布實施細部計畫且明確載明區段徵收範圍者，都市計畫委員會必須對區段徵收的公益性、

必要性負擔第一線的舉證責任，考量對象包括居住於土地上民眾的生活回復或安置措施，而此
處的安置計畫更可以從整個都市發展的空間發展思考。

2) 有需用土地人的情形，應由相關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負責考量，其後如進入都市計
畫委員會進行審議，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都市計畫變更合理性時，應一併將對人民適足居住權
的影響納入審議。

2. 程序機制
3. 都市計畫考量調和型公益，有必要更積極地採用聽證制度來確保都市計畫的考量更為全面。
正式作業階段
4. 協議價購、補償費、抵價地分配的初步規劃形諸區段徵收計畫書，將適足居住權納入思考，在

資訊清楚情況下才能與權利受衝擊的當事人誠摯協商
5.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審議時必須檢視是否有強制搬遷的情形，以及所採取的補償及安置措施是

否周全。



現行土地徵收條例的安置計畫規定僅針對中低收入人口，對人民而言，面
對的是要離開居住的家園，重建家園的問題，原本的鄰里關係被切斷、生
活秩序需要重整，衍生的無形成本難以估算，現行法律是否具有完整正當
行政程序以保護住戶應有權利？
在兩公約以內國法化的情形之下，並不代表不須對非屬徵收公告一年前有
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考量安置問題。



安置規範
的反饋

搬遷所面臨的問題
1. 離開居住的家園而須重建家園

2. 原本的鄰里關係被切斷

3. 生活秩序需要重整

4. 補償及安置的功能具有侷限性

 土地徵收條例第 34 條之 1僅針對中低收入人口，
在兩公約內國法化的情形下仍須對非屬徵收公告
一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
考量安置問題。

即便法律未明文，也須具完整正當行政程序以保
護住戶權利。



居住權，保障家的
完整及人格的養成

期待以人權的落實成
就一個偉大的國家



以上簡報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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