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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案案案案例例例例-第第第第 9 條條條條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無國籍人士無國籍人士無國籍人士無國籍人士 

一一一一、、、、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 
原籍越南的新住民 A 女，於放棄母國籍後被丈夫瞞著離婚，直到

申請歸化時才知道自己喪失我國國人配偶身分，不但不能歸化，且即

將失去居留資格…. 
二二二二、、、、    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 

（一） CEDAW第2條：「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協議

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為此目

的，承擔：（f）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

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規章、習俗和慣例。」 
（二） CEDAW第9條：「1.締約各國應給予婦女與男子有取得、改變

或保留國籍的同等權利。締約各國應特別保證，與外國人結

婚或於婚姻存續期間丈夫改變國籍均不當然改變妻子的國籍，

使她成為無國籍人，或把丈夫的國籍強加於她。 2.締約各國

在關於子女的國籍方面，應給予婦女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三） CEDAW一般性建議第21號：「國籍對於充分參加社會生活至

為重要。一般而言，國家會依據出生地授與國籍，亦可能基

於移民或無國籍等人道因素而取得。若婦女不具備國民或公

民的地位，就沒有選舉或擔任公職的權利，並且可能無從獲

得公共福利和選擇居所。成年婦女應能改變國籍，且其國籍

不應由於結婚或婚姻關係的解除、丈夫或父親國籍的改變，

而遭任意更動」。（21/6） 
（四） CEDAW一般性建議第27號 

1. 「具有難民身分、無國籍、尋求庇護，以及移工或國內流離失

所的高齡婦女，經常面臨歧視、虐待和忽略。」（27/18） 
2. 「締約國應採用適當的性別及年齡敏感的法律和政策，以確保

對具有難民身分或無國籍的高齡婦女、國內流離失所或移工的

高齡婦女等提供保護。」（27/50） 
（五） CEDAW一般性建議第28號：「第2條(a)、(f)和(g)款規定，締

約國具有提供法律保護、廢除、修訂歧視性法律和規章的義

務，作為消除對婦女的歧視政策的一部分。…締約國亦應頒

布法律，禁止對《公約》所規定的各領域及婦女的全生命週

期加以歧視。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步驟，修改、廢除構成對婦

女歧視的現行法律、規章、習俗和慣例。特定族群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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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被剝奪自由、難民、尋求庇護者和遷徙婦女、無國籍婦

女、同性戀婦女、身心障礙婦女、人口販運的女性受害者、

喪偶和高齡婦女等，尤其易受到民法和刑法、規章和習慣法

和慣例的歧視。」（28/31） 
（六） CEDAW一般性建議第32號： 

1. 「…本一般性建議具體說明《公約》對《世界人權宣言》第十

四條所載的庇護權、對按照國際難民和人權文書規定的現有義

務不驅回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原則、對《公約》第 9條所載的

國籍權以及對防止無國籍狀態的適用問題。」（32/5） 
2. 「關於庇護、難民地位、國籍和無國籍狀態，尊重的義務要求

締約國不從事直接或間接剝奪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的

任何歧視婦女行為，並確保國家當局、官員、人員、機構和代

表國家行事的其他行為體遵守這一義務。…保護的義務要求締

約國除其他外，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國家和私人行為體不

非法侵犯婦女的權利。實現的義務包括締約國為充分實現婦女

的權利提供途徑和條件的義務。它還要求締約國通過一切適當

方式促進事實上或實質性的平等，包括為此採取旨在提高婦女

地位和實現此種平等的具體和有效的政策和方案，諸如根據

《公約》第 4 條第 1 款和第 25號一般性建議酌情採取暫行特

別措施。」（32/8） 
3. 「…委員會重申，在流離失所週期的每個階段以及在享有持久

解決、包括在接受國就地安置和/或重新安置以及/或自願返其

回原籍國的過程中，締約國有義務有尊嚴地對待婦女，並尊重、

保護和實現她們的《公約》權利。」（32/14） 
4. 「…締約國有義務確保不將任何婦女驅逐或遣返到其生命、身

體健全、自由、人身安全將受到威脅或將遭受嚴重歧視、包括

基於性別的嚴重迫害或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的另一個國家…」

（32/23） 
5. 「第 1至第 3條、第 5條(a)款和第十五條規定締約國有義務確

保婦女在從抵達邊境時開始的整個庇護過程中不受歧視。尋求

庇護婦女的《公約》權利有權得到尊重。她們有權在庇護程式

的所有時候以及在其後、包括在接受國承認其庇護地位後謀求

持久解決辦法的整個進程中獲得不歧視和受尊重以及有尊嚴

的待遇。」（32/24） 
6. 「《公約》第 2條(c)款要求國家庇護程式准許婦女提出庇護申

請，並以公平、公正和及時的方式平等地予以評估。應該在庇

護進程的每個階段都採用對性別問題有敏感認識的方法。這意

味著裁定婦女庇護申請的庇護系統應該在其政策和行動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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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面都徹底瞭解婦女因其社會性別或生理性別而遭受的歧

視或迫害和侵犯人權行為的具體形式…」（32/25） 
7. 「此外，第 2條、第 15條第(1)款和第 16條要求締約國承認婦

女可獨自提出庇護申請…」（32/26） 
8. 「…《公約》第 2條(e)款要求締約國承擔盡職盡責的義務，並

確保婦女得到有效保護，免受可能由非國家行為體施加的傷

害。」（32/27） 
9. 「…《公約》第 2 條(d)款和(e)款要求締約國確保婦女免受非

國家行為體作出的歧視。對難民婦女而言，委員會指出，難民

地位的實質是向難民婦女提供有效的保護。委員會還指出，如

果接受國考慮採用國內逃亡的辦法，則必須使這種選擇符合嚴

格的要求，例如婦女必須有能力前往有關地區，並獲准進入和

在那裡定居…」（32/28） 
10. 「…《公約》第 5 條要求締約國在評估婦女的庇護申請時不

帶偏見，也不帶基於男女尊卑的刻板觀念…」（32/31） 
11. 「根據《公約》第 2條(c)款和第 15條第 1款，締約國必須採

取措施，消除公共和私人領域中對婦女的歧視，並應該確認婦

女在法律面前與男子平等…」（32/32） 
12. 「《公約》第 3 條和第 10至 13條規定，應該一視同仁地給

予尋求庇護的婦女和難民婦女獲得住宿、教育、保健和其他支

助的權利，包括適合婦女特殊需求的食物、衣物以及必要的社

會服務…」（32/33） 
13. 「…根據《公約》第 1條、第 2條、第 5條(a)款和第 12條，

不滿足移民羈押婦女的特殊需求和不確保以尊重的方式對待

被拘留的尋求庇護婦女的情況可能構成《公約》所指的歧視…」

（32/34） 
14. 「國籍法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歧視婦女。表面看來不區分性

別的法律條款可能會在實踐中對婦女享有國籍的權利產生過

分和不利的影響。婦女依然比男子更有可能在與外籍人結婚後

試圖將自己的國籍改為其外籍配偶的國籍，因此，如果國籍法

存在缺失，允許或要求她們在沒有取得或得到將取得配偶國籍

的保證的情況下就放棄其國籍，則她們就會面臨無國籍的更大

危險。許多國籍法禁止雙重國籍，這增加了無國籍的可能性…」

（32/54） 
15. 「入籍要求也可能間接地歧視婦女，因為婦女可能比男子更

難達到它們所要求達到的條件或標準…」（32/55） 
16. 「《公約》第 9 條規定，婦女與男子平等享有取得、改變或

保留其國籍並將其國籍傳給子女的權利…」（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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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 9 條第 1 款要求締約國確保與外籍人結婚或在婚姻存續

期間丈夫改變國籍均不自動改變妻子的國籍，使她成為無國籍

人，或將丈夫的國籍強加於她。婦女可能因歧視性法律和慣例

成為無國籍人，例如，婦女在與外籍人結婚但卻無法以婚姻為

由取得丈夫的國籍時自動喪失國籍；如果丈夫改變國籍、成為

無國籍人或死亡，或是她的婚姻以離婚告終，她也會自動喪失

國籍。」（32/60） 
18. 「《公約》第 9 條第 2 款要求締約國確保婦女和男子有平等

權利將其國籍傳給子女…」（32/61） 
19. 「《公約》第 1 至第 3 條還支持婦女同男子平等地使本人及

其配偶因入籍而獲益的權利。」（32/62） 
20. 鑒於上述情況，委員會建議尚未採取下述行動的締約國：(b)

審查並改革其國籍法，確保在取得、改變和保留國籍方面男女

享有平等待遇，並使婦女能將其國籍傳給子女及其外籍配偶，

並確保充分按照《公約》第 1至 3條和第 9條消除對切實實施

此種法律的任何障礙；(c)廢除規定在婚後自動取得國籍或因婚

姻狀況改變或其丈夫國籍的改變而使婦女國籍自動喪失的法

律；(d)考慮准許與外籍男子結婚的婦女以及此種結合所生的子

女擁有雙重國籍，尤其是在規定雙重國籍的法律制度可能導致

無國籍狀態的情況下；(e)通過法律條款防止無國籍狀態，規定

喪失或放棄國籍須以擁有或取得另一國國籍為條件，並准許因

沒有此種保障而成為無國籍人的婦女重新取得國籍；(f)宣傳最

近制定的法律和政策，這些法律和政策賦予婦女與男子平等取

得、改變或保留國籍的權利或使婦女能將國籍傳給子女及其外

籍配偶；(g)解決國籍法中因入籍要求等所產生的間接歧視問題。

在實踐中，婦女可能比男子更難滿足這種要求；(i) 不採取和

實施剝奪婦女國籍並使她們成為無國籍人的任何措施；(j)就其

關於查明、減少和防止無國籍狀態以及保護無國籍人、特別是

無國籍婦女的工作同難民署開展合作；(k)收集、分析並提供各

自境內按性別分列的無國籍人統計資料；(l) 採取有效措施，

確保婦女和女童平等獲得身分檔，包括國籍證明。（32/63） 
（七） 國籍法 

1. 第 3 條：「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

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三、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

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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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前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其認定、測試、免試、收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

內政部定之。」 
2. 第 4 條：「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

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

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並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一、為中華民國國民

之配偶。二、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三、為中華民

國國民之養子女。四、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3. 第 9 條：「外國人依第三條至第七條申請歸化者，應提出喪失

其原有國籍之證明。但能提出因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致無法

取得該證明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者，不在此限。」 
4. 第 19條：「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後，五年內發現有

與本法之規定不合情形，應予撤銷。」 
（八）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

發給外僑居留證：一、喪失我國國籍，尚未取得外國國籍。

二、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 

 
三三三三、、、、    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 

對於因不符國籍法相關要件，遭駁回或撤銷歸化國籍之外籍女

性人士，內政部、勞動部及衛福部將持續協助其在我國生活相關措

施如下1： 
（一） 倘日後符合我國國籍法相關要件，將輔導渠等重行申請歸化

我國國籍。 
（二） 為避免外籍配偶喪失原屬國國籍卻無法歸化我國國籍，而處

於無國籍狀態，邀集專家學者及政府機關共同研商有關外國

人歸化我國國籍無須喪失原有國籍等相關規定，研析其他國

家國籍法之外國人歸化有條件允許雙重國籍相關規定，作為

政策規劃參考。 
（三） 針對未完成歸化，要回復原國籍或無國籍的婦女及兒童，若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經許可取得外僑居留證，

則可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參加全民健保，衛福部將積極

協助辦理健保納保事宜，並提供必要協助。 

（四） 若外籍配偶因歸化資格被撤銷而成為無國籍之外國人，且依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規定，取得外僑居留證者，考量其在
                                                      

1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華民國(臺灣)第 2 次國家報告 9.15、9.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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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居留期間生活與經濟上之需要，即類推適用就業服務法第

51條規定，得專案辦理無國籍者工作許可之申請及核發，並

已縮短申請審核期程。 
另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規定，取得外僑居留證者，通常核

予1年期限，並同時要求持證人須向原屬國提出回復國籍之申請。 
四四四四、、、、    性別觀點解性別觀點解性別觀點解性別觀點解析析析析 

部份民眾對於女性東南亞籍或陸籍配偶存有偏見，例如將其貼上假

結婚的標籤，為了取得身分證、占用臺灣資源等，本案例A女之所以淪

為無國籍人士，係因我國國籍之取得，依國籍法第4條規定，以具備中

華民國國民之配偶身分為要件。國籍法雖未明文規定，因種族、膚色、

性別等因素，而有取得國籍之限制，亦未明文強制婦女必須因婚姻而改

變國籍，但因許多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及權利行使，皆與取得我國國籍

有關，若外籍人士欲享有相關的社會保障，就必須取得我國國籍。依據

國籍法之規定，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必須先放棄母國國籍後，並等

待行政作業審查，始能歸化取得國籍。 
依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104年因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3,612人，以

女性為主，占94.8%，其中歸化原因以「為國人之配偶」占93.4%最多。

而依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之現況，最有可能淪為無國籍人者，自然以女性

婚姻移民居多，影響其自由遷徙、參政、工作、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

權利，為解決此問題，內政部研擬朝已核准取得我國國籍後，再放棄原

國籍之方向修法。本案例之A女，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

經許可取得外僑居留證，則可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參加全民健保，

及類推適用就業服務法第51條規定，得專案辦理無國籍者工作許可之申

請及核發。 

 
五五五五、、、、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 現行國籍法規定任何外籍人士若要取得我國國籍，須先放棄

其母國國籍，在此規定之下，須放棄母國國籍來申請歸化國

籍者的性別統計為何?為什麼? 
（二） 無國籍人士在生活上可能遭遇的困難有哪些?應如何修改現

行法規以避免製造無國籍人球案件及保障無國籍女性人權? 
（三） 針對在臺無國籍人士、難民(含婦女及兒童)，內政部、衛生福

利部及地方政府需提供哪些服務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