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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締結婚姻篇/愛，在疫情蔓延時

愛，在疫情蔓延時

人權故事

曉玲出生於臺灣桃園市，從小就對法國文化有濃厚的興

趣，在大學時期除研讀資訊工程的專業課程外，還修畢法文初

級至高級課程，她也如願在大四那年，前往法國當交換學生㇐

年。回到臺灣後，曉玲對在法國交換時的生活念念不忘，所以

積極透過法國友人介紹尋找在法國的工程師職缺。終於皇天不

負苦心人，經歷過㇐番面試及繁瑣的文書作業申請，曉玲終於

成功到法國展開她的工程師生涯。

隻身在法國雖然不容易，但曉玲卻樂在其中，也在工

作不久後與職場同事法國人阿祥相戀，兩人於交往三年後在法

國登記結婚並打算回臺灣宴客。當曉玲與阿祥正熱烈討論婚紗

照片、宴客地點及賓客名單等細節時，電視上正報導中國武漢

封城的消息，那時候是民國109年1月23日，兩人並不知道他

們的計畫，將會在短時間內受到劇烈的影響。

109年2月初，曉玲因為年邁的母親摔倒住院，心急如

焚地飛回臺灣照顧母親。沒想到隨著COVID-19疫情延燒，各

國紛紛祭出邊境管制措施，我國政府更是在同年5月19日宣布

進入第三級警戒。在此期間，我國政府宣布執行「邊境嚴管」

措施，未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的非本國籍人士暫緩入境(具有

緊急或人道考量等經專案許可者除外)。曉玲透過手機視訊鏡

頭看著阿祥，兩人都沒想到，曉玲回臺灣前在法國戴高樂機場

的最後擁抱，居然是如此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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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曉玲在回臺前已在法國與阿祥完成結婚登記，但因阿

祥尚未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在不符合規定的情形下，阿祥在

三級警戒期間完全無法來臺與曉玲團聚。曉玲在照顧母親的同

時，每每看到新聞發布有開放外籍學生或是外籍商務人士入境

措施的訊息，總是期待外籍配偶也在開放名單內的好消息，不

過結果不免令人失望，曉玲只能在視訊時與阿祥訴苦，並嘆氣

討論著遙遙無期的婚禮。

想㇐想

在疫情期間如何兼顧，國人與遠距離外籍伴侶之團聚權？

人權指南針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家庭為社會的

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的保護。男女已達結

婚年齡者，其結婚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

二.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規定：本公約締約

國確認，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

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的兒童時，

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婚姻必須婚嫁雙方自由同意方得締

結。

三. 如果㇐群人根據㇐國的立法和慣例被視為㇐個家庭，就必

須給予這個家庭第23條所述的保護(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9

號㇐般性意見第2段)。

締結婚姻篇/愛，在疫情蔓延時



3

人權方向盤

㇐.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3條確認家庭為社會之自

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對家庭及其成

員的保護須獲得《公約》其他條款直接或間接的保證。例

如，第17條禁止對家庭無理或非法侵擾。（人權事務委員

會第 19 號㇐般性意見第 1段）

二. 在國與國之間，甚至在㇐國的不同區域之間，家庭的概念

在某些方面不盡相同，因此難以為此概念定標準定義。但

委員會強調，倘㇐群人根據㇐國的立法和慣例被視為㇐個

家庭，就須給予這個家庭第23條所述的保護。（人權事務

委員會第 19 號㇐般性意見第 2段）

三. 成立家庭的權利原則上意味著能夠生兒育女和共同生活。

締約國通過的計畫生育政策應符合《公約》條款，尤其不

應有歧視性或強制性。同樣，為使家庭成員能共同生活，

就須在各國內部，並在需要時與其他國家合作，採取適當

的措施，確保家庭成員的團圓或重聚，尤其是家庭成員因

政治、經濟或類似原因分離的時候。（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9 號㇐般性意見第 5段）

故事的結語

疫情嚴峻時期，我國持續實施邊境嚴管措施，對於因疫情

分隔兩地遠距離外籍伴侶的團聚權造成衝擊。

締結婚姻篇/愛，在疫情蔓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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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於《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3條及《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皆明文規定家庭為社會之自然

基本團體單位，應受國家的保護與協助。再者，參照我國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362號、552號、554號、696號及712號解釋，

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的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綜

上所述，兩公約及我國歷年司法院釋字解釋皆認為夫妻團聚共

同生活是家庭制度之核心領域，應受保障。

是以，因應國人配偶返國團聚需求，指揮中心於110年9

月13日開放未持有居留證之國人外籍配偶(含中港澳)入境團聚，

若國人在國外與配偶完成結婚登記，可持憑相關結婚證明文件

及無犯罪紀錄證明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停留簽證入境。在防疫

的同時，也兼顧保障國人完成跨國婚姻程序，以利家庭團聚的

權益。

在得知上開消息後，曉玲與阿祥不禁喜極而泣，相距㇐

萬多公里的兩人，終於能夠在我國團聚並且完成終身大事。疫

情期間確實帶來許多限制與不便，內政部移民署除落實邊境政

策把守國門外，亦致力於維護我國國民與外來人口的家庭團聚

權，減少遠距離伴侶的相思之苦。內政部移民署展現出兼顧人

道與防疫之用心，讓愛在疫情時，也能綿延不絕。

<The End>

締結婚姻篇/愛，在疫情蔓延時



5 締結婚姻篇/我們的愛情跨越了國境線

我們的愛情跨越了國境線

人權故事

均均獨自從中國大陸四川來臺灣旅行，民國106年在臺中認

識翔翔，兩人無話不談，均均很喜歡臺灣，交往2年多來，每2

個月來臺與翔翔會合，兩人旅行足跡遍布全臺，分隔兩地的遠

距戀愛，沒有擋下他們繼續走下去的決心，均均決定跟著翔翔

為愛走天涯。在辦完結婚登記後，放棄在中國升職加薪機會，

辭去穩定工作，將所有積蓄和嫁妝投入裝修兩人在臺灣的家，

並將全部家當寄到臺灣。

然而，突來的COVID-19疫情打亂計畫。109年2月6日，我

國政府宣布對中港澳實施邊境管制措施，中國大陸人士除了持

有居留證的國人配偶，全面暫緩入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同年4月23日宣布延⾧邊境管制措施。此後，相聚變成㇐場沒

有盡頭的等待。均均突然從帶著家人朋友祝福、準備成家的幸

福新娘，剎那人生陷入停頓，不得已只能暫居父母家，又因擔

心隨時會宣布開放入境又不敢找正式工作，只能偶爾接案維生。

在歷經⾧期的分離，雙方都因身心俱疲而生病，翔翔已經

決定辭掉工作，趕赴中國大陸與均均先㇐起生活㇐陣子。所幸

109年9月23日，指揮中心宣布開放國人的中國大陸配偶申請來

臺團聚，內政部移民署也恢復團聚入出境許可證申請與面談。

兩人終於可以在臺灣開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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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 有鑑於COVID-19疫情升溫，我國指揮中心於109年5月19

日宣布，為因應疫情提升至三級警戒，並限制外國人入境，

此㇐政策對無數的國際家庭造成極大的影響，導致我國國人

與其外籍眷屬無法團聚。許多於疫情前已規劃舉家遷臺的家

庭，抑或是即將合法組成家庭並有我國籍子女的外來人口，

無法入臺，同時失去居所與工作，滯留海外，讓整個家庭陷

入愁雲慘霧的困境。

二.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其相關子法規

定，大陸配偶及其子女可申請來臺居留，享有與臺灣家人共

同生活之家庭團聚權，卻因 COVID-19疫情無法來臺，嚴重

影響其家庭團聚權，入出國管理與家庭團聚權之保障應取得

平衡。

三.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10號解釋理由書略以，對於合法入境

大陸地區人民之遷徙自由權應予保障，若人民失去遷徙自由

的基本權益，無異損及人身自由權，且違反憲法第8條保障

人身自由權的規定，照前揭理由書之意旨，對於合法在我國

停(居)留之外來人口，都應屬憲法保障的範圍，例如言論自

由權、婚姻與家庭團聚權等，始符合法治國家原則。

人權指南針

㇐.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略以：家庭

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締結婚姻篇/我們的愛情跨越了國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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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52號大法官王澤鑑協同意見書略以：

確認婚姻與家庭係㇐種基本權，應受憲法制度性之保障，

得對抗公權力之侵害，並使國家負有保護義務，影響及於

法院對憲法及民法相關規定之解釋適用，具體形成關於婚

姻、家庭、子女之法律關係，體現憲法係具有生命力、動

態、向前開展之價值體系。

人權方向盤

㇐. 法治國概念是民主國家治國的原則及目標，除了在於規範

人民遵守法律外，亦避免人民遭受政府不當的侵犯，國家

所有的法令規範都要在法治概念下形成。因此，法治即成

為憲法和㇐切法律的上位概念，也就是憲法及所有法律的

原理原則，都包含在法治的概念中，如此，國家權力的行

使則必須基於憲法為主的法律基準上，符合所有的法理原

則，以保障基本人權，達到法的自由、正義，這也就是

「法治國原則」的精神。

二. 法律明確性原則是法治國家重要原則之㇐，政府對人民行

使公權力時，能有具體之要求，才能使人民清楚本身行為

之當與不當，且明白違反法律時所需面臨之法律效果。因

此，國家如欲剝奪人民權利時，均應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行政機關不能咨意以行政命令侵害人民權益。

締結婚姻篇/我們的愛情跨越了國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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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結語

雖然我國憲法未明文規定保障家庭團聚權，依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712號解釋略以，婚姻與家庭都受到憲法制度性保障，惟

結婚之權利係屬基本之人格權，自當受憲法保障，也因此外籍配

偶來臺依親居留之權利，憲法第23條明確指出規定應以法律定

之且不得踰越必要之程度。因此規範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入出境

相關規定須符合合憲性，並考量政府行政與人權、法治之間的衡

平性及比例原則。

我國㇐向相當重視人權之民主法治國家，在此原則下，政府

所有的行政作為都必須於法有據，並充分達到人權的保障。但由

於兩岸關係特殊，大陸地區人民在我國法令及相關權益之區分上，

其身分始終存在著爭議性，難以直接適用與外國人相同之法規。

依我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之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

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再者，疫情肆虐期間，指揮中心也被賦予權力，權衡現實得失，

對入出境管理相關規定，作適當之處置。

「家庭團聚權」作為㇐項國際人權指標，從具國內法效力之

《國際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便可以看出端倪。這項權利也是各國憲法

所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然而，為了防止家庭團聚權遭濫用，考

量我國境安全及社會治安，只有「真結婚」的家庭才能享有「家

庭團聚權」，對於外籍與陸籍配偶的個人資料審核與面談相關措

施，行政與執法機關也須妥善把關。

<The End>
締結婚姻篇/我們的愛情跨越了國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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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復航的日子

人權故事

小翠是來臺灣工作的越南籍移工，在臺工作期間，經朋友

介紹認識了臺灣男朋友阿豪，交往3年後阿豪正式向小翠求婚，

小翠也開心地答應了，為了辦理結婚手續，小翠在民國108年

12月時向公司提出離職申請，打算與阿豪㇐同返回越南辦理結

婚登記。

109年1月時，小翠帶著阿豪回到越南，兩人正式辦理結婚

登記，並在小翠越南的娘家辦理婚宴，宴請親朋好友㇐起見證

小翠的幸福。阿豪返臺前，兩人依依不捨的在機場道別。

小翠雖然很想跟著阿豪㇐起回臺灣，但是兩人還須等待通

過臺灣駐越南代表處的面談，取得簽證後，小翠才能來臺灣與

阿豪㇐起生活，兩人登記的面談時間是109年3月30日，阿豪也

已經規劃好在109年3月28日再度前往越南，小翠㇐直期待那㇐

天的到來。

無 奈 人 算 不 如 天 算 ， 就 在 109 年 初 ， 國 際 間 爆 發 嚴 重

COVID-19疫情，越南政府在短時間內很快宣布，為了防止疫情

擴散，從109年3月19日起禁止所有外籍人士入境，也禁止所有

國際航班降落，阿豪原本訂好的航班也被取消了，無法前往越

南接受駐外館處的面談，小翠也因此無法取得來臺簽證，兩人

只能分隔兩地㇐直等待…‥，等待航班復航的那㇐天，才可以再

度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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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疫情期間，能否限制我國國民之外籍配偶來臺？如何能兼

顧防疫及家庭團聚權？

人權指南針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家庭為社會之

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二.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規定：(㇐)家庭為社

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

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

助。婚姻須為婚嫁雙方自由同意方得締結。

人權方向盤

㇐. 如果㇐群人根據㇐國的立法和慣例被視為㇐個家庭，就必

須給予這個家庭第23條所述的保護(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9號

㇐般性意見第2段)。

二. 成立家庭的權利原則上意味著能夠生兒育女和在㇐起生活。

締約國通過的計畫生育政策應符合《公約》的條款，尤其

不應是歧視性或強制性的。同樣，為使能夠在㇐起生活，

就要在各國內部，並在需要時與其他國家合作，採取適當

的措施，確保家庭的團圓或重聚，尤其是家庭成員因政治、

經濟或類似原因分離的時候(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9號㇐般性

意見第5段)。

締結婚姻篇/等待復航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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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結語

㇐. 依「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持外國護

照申請簽證，應填具簽證申請書表，並檢具有效外國護照及最

近六個月內之照片，送外交部或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核辦。同條第

3項規定：外交部及駐外館處得要求申請人面談、提供旅行計

畫、親屬關係證明、健康檢查合格證明、無犯罪紀錄證明、財

力證明、來我國目的證明、在我國之關係人或保證人資料及其

他審核所需之證明文件。因此，越南籍人士與我國國民結婚，

依規定須先實施面談，作為審核判斷文件證明及簽證申請案件

之基礎。

二. 越南政府為防止COVID-19疫情擴散於109年3月中旬，除全面

禁止外籍人士入境外，並暫停所有本國及外國民用航空器進入

越南，致我國國人無法前往越南國內接受駐外館處面談，駐外

館處亦無法依據面談結果准駁結婚申請案，許多跨國婚姻因此

受阻而無法團聚。

締結婚姻篇/等待復航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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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因應COVID-19疫情期間，我國人因外國政府限制入境措

施及航班取消而無法赴國外完成結婚依親面談困難，經內政

部移民署及外交部多次開會協調、商討可行方案後，終於在

109年9月研擬彈性面談及審查的專案措施。若跨國配偶因疫

情致雙方無法同時於駐外館處進行面談，得由外交部加強查

核外籍配偶之實質資格及背景資料，並通知其至駐外館處面

談；國人部分則以書面審查方式查核。婚姻真實性經審認無

虞者，同意給予簽證及入境申請；婚姻真實性尚有疑慮者，

核發外籍配偶可延期、不得改辦居留之停留簽證，供其入境

團聚，再由內政部移民署於境內進行查察後，將查察的結果

回復駐外館處，以作為面談准駁及驗證結婚證書之依據，以

維護跨國婚姻之家庭團聚權。

四. 阿豪雖因班機停航無法前往越南與小翠㇐起接受面談，惟依

據內政部移民署及外交部協商之權宜措施，可經書面審核或

先由小翠接受面談確認婚姻真實性後，核發小翠來臺之簽證，

小翠便可持簽證入境臺灣，因此不用等到越南開放邊境，小

翠就可以來臺灣和阿豪團聚了。

<The End>

締結婚姻篇/等待復航的日子



13 締結婚姻篇/邊境封閉，無礙你我婚姻路

邊境封閉，無礙你我婚姻路

人權故事

國人小玉與香港男友阿信已認識交往⾧達5至6年，阿信於

民國108年底在臺灣向小玉求婚成功，雙方原預訂於109年間在

臺灣、香港兩地辦理喜宴，所以早早就預訂好飯店的桌席、婚

禮攝影與婚紗，同時間小玉亦發現自己懷孕，原本是雙喜臨門

的好事，卻因109年2月起，政府因應COVID-19疫情，實施邊

境管制，對於未持有效居留證的非本國籍人士，必須符合特定

事由，例如：為國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基於家庭團聚才能入

境。對於已準備結婚的跨境伴侶而言，前述境管措施將造成他

們無法入境登記結婚。

無奈受到疫情阻隔，阿信無法依約入境，獨留小玉在臺灣

產子，又因阿信尚未與小玉辦理結婚登記，無法以國人配偶身

分來臺，阿信沒有見證到孩子出生的那㇐刻，深感遺憾，甚至

從孩子滿月到周歲，他都無法參與，連孩子生病的時候，也只

能在遠方擔心，所有事情均由小玉獨自在臺照顧及處理，阿信

心中滿是虧欠與不捨，雙方只能透過每天的視訊遙望及關心。

阿信多次向不同的政府機關陳情，得到的答案都是因為指

揮中心尚未開放該類對象來臺，礙難協助。後因內政部移民署

人員發現阿信的困境，對其處境感同身受，希望在境管防疫措

施下，能兼顧情、理、法給予阿信必要的關懷和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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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在阿信的努力及相關人員協助下，提供孩子的出生證明

書、交往證明、喜宴婚紗預訂之收據訂單、往來航班訂位紀錄等資

料，內政部移民署在審查阿信所檢附的證明資料內容均無誤之後，

立即聯絡駐香港辦事處受理阿信來臺申請書，並專案簽報指揮中心

許可。

受疫情阻隔的戀人，面對⾧期思念及等待漫漫的婚姻路，歷經

種種考驗，選擇不放棄任何希望的阿信，終於迎來曙光可以來臺灣

和小玉及孩子團圓。在歷經漫⾧2年的分離後，終於等到辦理結婚

登記，可以成為㇐家人，還可以親自抱抱從未抱過的孩子，共享締

結婚姻之天倫樂！

想㇐想

COVID-19疫情期間，嚴守邊境管措施與國人家庭團聚權，如

何兼顧？

人權指南針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規定：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 ，無

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見或其他 主張民族

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 等，㇐律享受

本公約所確認之權利。

(二)本公約締約國承允遇現行立法或其他措施尚無規定時 ，各

依本國憲法程序，並遵照本公約規定，採取必要 步驟，制

定必要之立法或其他措施，以實現本公約所確認之權利。

締結婚姻篇/邊境封閉，無礙你我婚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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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家庭為社會之

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男女已達結

婚年齡者，其結婚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婚姻非經

婚嫁雙方自由完全同意，不得締結。本公約締約國應採取

適當步驟，確保夫妻在婚姻方面，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

以及在婚姻關係消滅時，雙方權利責任平等。婚姻關係消

滅時，應訂辦法，對子女予以必要之保護。

人權方向盤

㇐. 如果㇐群人根據㇐國的立法和慣例被視為㇐個家庭，就必

須給予這個家庭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所

述的保護（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9號㇐般性意見第2段）。

二. 締約國通過的計畫生育政策應符合《公約》的條款，尤其

不應是歧視性或強制性的。同樣，為使能夠在㇐起生活，

就在各國內部，並在需要時與其他國家合作，採取適當的

措施，確保家庭的團圓或重聚，尤其是家庭成員因政治、

經濟或類似原因分離的時候（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9號㇐般

性意見第5段）。

締結婚姻篇/邊境封閉，無礙你我婚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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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結語

㇐. 疫情期間港澳居民來臺的管制措施

為避免COVID-19疫情擴散，世界各國均採行嚴格邊境管制

措施，減少非必要人口移動，指揮中心自109年1月22日起，逐

步調整港澳居民申請來臺之管制措施。惟阿信因未與小玉辦理結

婚登記，無法取得配偶之身分，在疫情期間，因邊境管制措施不

能申請來臺團聚及探視親生子女。

二. 港澳居民以準配偶身分申請來臺短暫團聚

內政部移民署衡量國人之香港或澳門伴侶有來臺辦理結婚登

記之需求，經與大陸委員會協調，同意國人之非本國籍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得申請入境前提下，兼顧國內檢疫量能及疫苗覆蓋率，

以「準配偶」的角度給予「短暫團聚」事由，即國人之港澳伴侶

比照國人之非本國籍配偶，於邊境嚴管期間得申請入境，惟因渠

等非屬指揮中心開放來臺對象，仍須逐案查核來臺之必要性，並

報請指揮中心同意。

疫情期間阿信與小玉因未在我國辦理結婚登記，無法以配偶

身分來臺。然阿信雖不具有配偶身分，惟實有來臺辦理結婚登記

之需求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佐證，終在內政部移民署人員基於維

護國人之香港、澳門未婚伴侶得入境辦理結婚登記之原則下，查

核其具來臺必要性，並經報請指揮中心同意，使渠得以在臺締結

婚姻，攜手共度人生的考驗及共享天倫之樂!

<The End>

締結婚姻篇/邊境封閉，無礙你我婚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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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保障團聚篇/克服障礙在疫起

克服障礙在疫起

人權故事

阿愷因⾧期在大陸工作認識了小黎，民國100年辦理結婚

登記，順利通過團聚面談並獲准在臺依親居留，時隔1年便有了

愛的結晶，也順利生下孩子小宇。然而這份跨境婚姻得來不易

的喜悅，卻未維持許久時間。

由於工作性質關係，小黎與阿愷頻繁往返兩岸，小黎依親

居留證不小心在大陸逾期，原可依㇐般程序申請依親居留證副

本或團聚入出境許可證來臺照顧小宇，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於109年2月發布大陸地區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考量全球

COVID-19疫情升溫快速傳播，遂執行邊境嚴管措施，未持有

我國有效居留證之非本國籍人士均暫緩入境，因此小黎暫時無

法依㇐般程序申請來臺團聚。

因孩子小宇在就學前被醫師診斷出患有自閉症候群，屬於

重度身心障礙。另外，因為須就讀特教班，以及定期至醫院門

診治療，並由家人時時留意其身心狀態，礙於家中無其他成員

可協助照顧，阿愷極度盼望讓回大陸探親而不小心致依親居留

證逾期的小黎，能儘快來臺團聚，期待㇐家人共同扶持，彼此

相互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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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 指揮中心於109年2月發布大陸地區（含港澳）疫情警戒標

準為第二級，為防止疫情蔓延，嚴格落實邊境管理，規定

中港澳地區未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之非本國籍人士，暫緩

入境。

二. 小黎雖然與阿愷在臺灣完成結婚登記，並已通過團聚面談

及獲准在臺依親居留，惟因居留證在境外逾期失效，致疫

情期間無法入境臺灣，是否侵害到其家庭團聚權？

人權指南針

㇐. 我國雖非兩公約締約國，惟98年公布的《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業將公約

國內法化，使之具有法律效力，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12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人人應有自由離去

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上列權利不得限制，但法律所

規定、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他

人權利與自由所必要，且與本公約所確認之其他權利不牴

觸之限制，不在此限。」

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家庭為社會

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保障團聚篇/克服障礙在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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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方向盤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第2項規定：「人人應

有自由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以本案為例，小

黎與阿愷婚後獲准依親居留，雖因工作因素須時常往返兩

岸，但在居留證有效期間仍可隨時入境臺灣與家人相聚。

惟疫情爆發後，各國紛紛採取高強度邊境管制措施，離開

本國及進入他國均須依照當地國防疫的規定，各國對於入

境旅客的身分加以過濾限制，是疫情之下不得已的作法，

多數人也都能遵守。

二. 《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7號㇐般性意見第19項規定：

「㇐個人進入本國的權利承認這個人與其國家間的特殊關

係。」

故事的結語

本案中小黎已獲准在臺依親居留，無奈因疫情影響造成家

庭分隔兩地無法團聚，又因指揮中心考量我國防疫量能及國際

疫情急速加劇，為防止疫情擴散蔓延臺灣，不得已必須嚴控邊

境，在防疫優先前提下，疫情期間採取個案專簽方式，除確認

婚姻真實性無虞外，也要確保當事人是否有染疫情形，俾境外

移入疫情之可能性降到最低，落實臺灣整體防疫工作的推動。

保障團聚篇/克服障礙在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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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的孩子小宇經醫院診斷病名為自閉症候群，領有重度身

心障礙證明，醫囑敘明應定期門診追蹤治療，急需小黎照料其身

心狀況及生活起居；因為小黎已提供證明佐證自身健康狀況無異

常，基於人道考量及家庭團聚權，內政部移民署協助專案簽陳以

團聚事由入境，並請小黎入境前至「入境檢疫系統」進行健康申

報及入境後配合相關檢疫措施，俾利在臺照顧小宇，與阿愷相互

扶持。

故事最終，依阿愷陳情書陳述情形及小黎提供之健康佐證資

料，經指揮中心同意核發「團聚 事由入出境許可證」，讓小黎能

來臺㇐家團聚並照顧小宇。我國雖非兩公約締約國，惟基於善盡

國際責任及尊重國際人權公約，面臨人權相關案件時，在不違反

本國法令原則下，為保障人權盡最大努力，彰顯我國人道關懷精

神。

<The End>

保障團聚篇/克服障礙在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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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的爸爸

人權故事

國人小華與大陸地區人民阿昊，於民國108年8月因工作關

係邂逅交往，109年3月在大陸辦理結婚，小華已懷有身孕在臺

待產(預產期為同年9月2日)，阿昊懷著將初為人父的喜悅、嚮

往在寶島臺灣這片土地生活的雀躍心情，準備由高雄小港國際

機場入境陪產照護，不料因為疫情的蔓延，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下稱指揮中心)為有效控制疫情，自109年2月7日起，宣布

中國大陸人士除為國人配偶且持依親或⾧期居留證(含副本)、定

居證(含副本)身分外，探親、團聚等均暫緩入境。

這突如其來的疫情及公告邊境管制措施，讓持有團聚入出

境許可證的阿昊頓時被拒絕在境外，只能焦急徬徨地等待指揮

中心放寬入境條件的到來。隨著在臺灣待產的妻子產期越來越

近，疫情的發展也越來越嚴峻，遲遲等不到放寬限制的消息，

阿昊的心情只有著急、徬徨與困惑。

眼看著妻子即將臨盆，疫情的發展卻遠遠看不見終點，阿

昊無奈地說：「我與妻子初次結婚，我妻子懷有身孕並且馬上

要生產了，我也離開家鄉打算來到臺灣共組家庭生活，卻因為

疫情不能來臺灣團聚，覺得好無助。」

保障團聚篇/焦急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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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 疫情期間邊境管制措施，對於家庭團聚權，是否有違人倫

親情、人道保護的價值？

二. 當家庭團聚權與邊境管制相抵觸時，得否依人道考量個案

審查，放寬團聚入出境許可證的入境條件？

人權指南針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家庭為社會

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二.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1項規定：家庭為

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

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

協助。

人權方向盤

㇐. 為使家庭成員能夠在㇐起生活，就要在各國內部，並在需

要時與其他國家合作，採取適當的措施，確保家庭的團圓

或重聚，尤其是家庭成員因政治、經濟或類似原因分離的

時候。（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9號㇐般性意見第5段）

二.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54號解釋文略以，婚姻與家庭為

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婚姻制度植

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

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

制定相關規範。

保障團聚篇/焦急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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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結語

在疫情尚未明朗之初，指揮中心為防治與控制疫情需要，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頒

布邊境管制，為防疫優先的作法，係以國人最佳利益優先之考

量。本案例阿昊雖持團聚入出境許可證，依規定列為暫緩入境

對象，然小華已懷有身孕逾32週在臺待產，依家庭團聚權、人

道考量等，同意其入境，符合保障人權精神，可彌平爭議。

經過㇐番波折，內政部移民署輾轉接獲小華的陳情，並協

處阿昊提供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最終由指揮中心會同相關機

關以親情、人道的角度個案審查後拍板，同意以專案許可阿昊

入境，因疫情分隔兩岸的㇐家自此㇐掃陰鬱，露出曙光。

<The End>

保障團聚篇/焦急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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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存6個月生命裡，盼能見到妻小㇐面… 

人權故事

國人力明因⾧期在大陸經商，認識大陸地區人民翠花，兩

人年齡相差27歲，是大家眼中的老少戀。就在親朋好友還在質

疑兩人是否為真愛時，力明及翠花於民國95年1月4日在大陸地

區結婚登記，翠花也在同年5月20日產下兩人愛的結晶。隔年

力明也順利幫翠花申請團聚來臺，兩人並於96年4月30日完成

在臺的婚姻登記。

因力明是臺商，所以結婚後的生活重心主要在大陸，但力

明因身體病痛的緣故，時常需要回臺就醫，在109年初全球爆

發COVID-19疫情，各國皆採取嚴格邊境管制措施，當時，國

人的大陸地區配偶要取得有效居留證才能回臺。翠花雖曾持有

依親居留證，但已過有效期限，力明急需回臺拿藥，便隻身先

行返臺。

就在力明回臺就診期間，經醫院診斷罹患胰臟癌，且已是

第四期，可存活的時間保守估計只有3到6個月！在接獲這個噩

耗後，力明為了妻子和小孩，決定接受化療，但因力明在臺已

無其他親屬可協助照料，㇐旦接受化療，身體產生的排斥反應

將會使力明的身體更為虛弱。

僅存6個月生命裡，盼能見到妻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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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明瞭解目前疫情嚴峻下的境管措施，又想到自己所剩時日

不多，希望能在臨終前見到妻小㇐面。可是沒想到這個願望因為

疫情的關係，變得好像比登天還難！兒子雖然是國人，但只有6

歲，需要母親的陪同才能搭機返臺。力明只能請醫院志工將陳情

書送到相關單位，希望好心人士可以幫幫忙，完成他臨終前的願

望。內政部移民署承辦人員接獲力明的狀況，積極想完成力明的

最後遺願。終於，在承辦人員積極奔走協助下，力明及翠花所提

出證明文件經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專案同意，可以順利攜子來臺與

家人團聚了！

翠花帶著兒子順利入臺後，在解除隔離的第㇐時間就趕往醫

院與力明團聚，在相處3日後，力明才放下心中大石安詳地離世

了。

想㇐想

為避免全球疫情擴散所實施之必要境管措施與國人家庭團聚

權，如何取捨？

人權指南針

㇐.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規定：家庭為社會

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

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婚

姻必須婚嫁雙方自由同意方得締結。

僅存6個月生命裡，盼能見到妻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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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家庭為社會之

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男女已達結

婚年齡者，其結婚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婚姻非經

婚嫁雙方自由完全同意，不得締結。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步

驟，確保夫妻在婚姻方面，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及在

婚姻關係消滅時，雙方權利責任平等。婚姻關係消滅時，

應訂辦法，對子女予以必要之保護。

三.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規定：家庭為社會

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

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

婚姻必須婚嫁雙方自由同意方得締結。

人權方向盤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如果㇐群人根據㇐國的立法

和慣例被視為㇐個家庭，就必須給予這個家庭第23條所述

的保護（人權委員會第19號㇐般性意見第2段）。

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成立家庭的權利原則上意味

著能夠生兒育女和在㇐起生活。締約國通過的計畫生育政

策應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條款，尤其不應

是歧視性或強制性的。同樣，為使能夠在㇐起生活，就要

在各國內部，並在需要時與其他國家合作，採取適當的措

施，確保家庭的團圓或重聚，尤其是家庭成員因政治、經

濟或類似原因分離的時候（人權委員會第19號㇐般性意見

第5段）。

僅存6個月生命裡，盼能見到妻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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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結語

㇐. 人權委員會第19號㇐般性意見指出，家庭成員的團圓與重

聚，是需要國家採取適當的措施，尤其是在家庭成員因政

治、經濟或類似原因分離的時候。

二. 108年底，大陸地區爆發第㇐例武漢肺炎病例，隨之109年

初在全球快速蔓延；我國政府為避免疫情擴散，訂定「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防治

COVID-19疫情，維護人民健康。另依該條例第7條規定，

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

處置或措施，因此自109年1月22日起，陸續發布相關境管

措施，管制人流移動，以降低病毒自海外移入風險，並自

109年2月6日至同年7月16日期間，僅開放持有效居留證

之國人陸籍配偶來臺。

三. 上述境管措施，是為避免疫情蔓延，所實施之必要應變措

施，但也影響到力明與翠花的家庭團聚權。政府於疫情管

控及兼顧人權考量下，雖設有邊境管制規定，但也訂定專

案許可入境措施，針對疫情前已有申請來臺資格，惟因邊

境管制措施無法來臺，現入臺事由有必要性、急迫性及不

可替代性者，將會同各主管機關依個案審酌。如申請人有

前述情形，可檢具陳情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現住地之內政

部移民署服務站或我國駐外館處陳情，將依個案狀況審酌

是否符合專案許可資格。

僅存6個月生命裡，盼能見到妻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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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力明因⾧期在大陸從商，家庭生活重心都在大陸地區，造

成翠花的依親居留證逾期，所以在COVID-19疫情邊境管制

措施下，無法入境臺灣。本案內政部移民署人員基於人道

考量，為維護國人家庭團聚權且兼顧防疫需求，協助翠花

攜子來臺，讓全家人得以在臺團圓，完成力明的遺願！

<The End>

僅存6個月生命裡，盼能見到妻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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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親情團聚無「距」離

人權故事

阿梅為大陸地區人民，在四川成都認識事業有成的臺商阿

峰，雙方交往數年後，結婚並生下兩名兒女。疫情期間因阿峰

家庭遭逢變故，所以先行返臺。又因當時受COVID-19疫情影

響，兩岸航班減少，僅上海及廈門等兩城市開放，造成來臺機

位㇐票難求，讓阿梅始終沒辦法順利來臺完成結婚登記，兩名

嗷嗷待哺的小孩也久未見到父親阿峰。

阿峰為能儘速完成與阿梅在臺結婚登記手續，四處奔波後

終於替配偶阿梅辦妥來臺團聚及兩名兒女的定居證件，同時阿

梅也順利替自己及兩名小孩訂妥來臺機票。不料來臺當天因班

機延誤致抵達時間接近夜間23時，依照「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

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國境線團聚面談每日受理至22時

截止，逾時來不及面談則責由運輸業者照護，等候翌日接受面

談。阿峰在機場得知後大失所望，為能儘快與配偶及兒女見面，

進而向移民官申請進行夜間面談。

內政部移民署考量阿梅班機逾時乃不可抗力因素，且同行

的兩名孩童幼小，倘若交由運輸業者照護夜宿於機場，將增加

安全風險，所以立即機動調派面談官，並取得阿峰及阿梅的同

意後，實施夜間面談。終於，阿梅順利通過國境面談並核准入

境，在移民官的引導下前往入境大廳與阿峰團聚，㇐家四口歡

喜返家。COVID-19疫情雖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遠」了，

卻也讓親人間團聚的心變得更「近」。

保障團聚篇/疫情期間，親情團聚無「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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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 案例所指之面談管理辦法規定，逾22時截止受理面談，並

須等候翌日接受面談，是否須排除不可抗力之因素?

二. 在依法行政原則及民眾普遍認知情理法之普世價值天秤下，

如何取得內政部移民署執法與人道考量的衡平?

三. 案例中孩童是否可以成為人道協助的考量標的?

人權指南針

㇐.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

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族、膚色、性

別、語言、宗教、政見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律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利。

二.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家庭為社會之

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三. 《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10條規定：家庭為社會

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力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立及當

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

四. 《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規定：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

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

保障團聚篇/疫情期間，親情團聚無「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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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兒童權利公約》第10條規定：兒童或其父母為團聚而請

求進入或離開締約國時，締約國應以積極、人道與迅速之

方式處理之。締約國應尊重兒童及其父母得離開包括自己

國家在內之任何國家及進入自己國家的權利。

人權方向盤

㇐.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國家應盡力給予保護與

協助，並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

離。

二. 兒童或其父母為團聚而請求入境時，國家應以積極、人道

與迅速之方式處理，亦即尊重兒童及其父母進入自己國家

的權利。

故事的結語

故事中依照「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

法」，在國境線上的團聚面談，每日受理至22時截止，惟本案

因班機延誤抵達，以致面談時間逾22時，考量同行還有兩名孩

童，取得面談兩造同意後實施夜間面談，遂立即機動調派面談

官進行面談，盡力給予保護與協助在臺團聚權。針對上述做法

兼顧依法行政與維護家庭團聚權益，足見我國對於兩公約落實

人權保障精神所做的努力。

<The End>

保障團聚篇/疫情期間，親情團聚無「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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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小萍的故事

人權故事

大陸地區人民小萍曾㇐度對婚姻生活，不再抱持任何的期

待。因為國人大文對自己前段婚姻所生的女兒安安關懷有加而

感動，大文常陪伴他們母女倆出遊，讓小萍答應大文的追求，

於是兩人在大陸正式辦理結婚，並由大文安排兩人入境臺灣，

並把安安收養為養女，讓小萍與安安在臺生活。

不過，事情難以預料，原本過著幸福快樂生活的㇐家人，

6年後，卻因大文的過世而畫下句點，加上大文的臺灣家人對小

萍的敵意，讓小萍孤苦無依無靠想返回大陸生活。小萍在友人

鼓勵之下，決定帶著安安獨自在外租屋，靠著自己對紋眉的熱

愛，讓小萍慢慢打出名號，雖然收入不多，每個月2萬多元臺幣

收入，勉強度日，而已經就讀國中的安安，個性乖巧聽話，讓

小萍有了重生的力量。

每天為生活努力奮鬥的小萍，拿出⾧期居留證，預備前往

內政部移民署辦理延期時，卻看到居留證效期已經逾期20天。

她突然呆住了，立刻來到內政部移民署臺北市服務站洽詢，櫃

檯承辦人跟她說，逾期就不能延期，除必須繳納罰款新臺幣

4,000元外，因為依親對象過世，小萍與大文並無親生子女不符

合法令可以繼續居留，所以必須10天內出境，如果需要再入境，

依法只能以探親的名義申請來臺探望安安，小萍當場大哭崩潰

地說，難道政府無法同情㇐時的疏忽造成的逾期，非得把她趕

出臺灣，留下安安㇐人在這裡嗎?

合法居住篇/因為愛-小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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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小萍經許可在臺⾧期居留，因疏忽致合法居住逾期居留20

日，是否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

條例)第18條之2，即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下稱許可辦法)第26條第2項第1款但

書第1目規定，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不廢止其原⾧期居留許可之

處分。

人權指南針

㇐. 《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規定：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

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

二. 「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5條第1項規定，政府及

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

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序權衡

其意見；有關其保護及救助，並應優先處理。

人權方向盤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施行法」第 2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

內法律之效力。

合法居住篇/因為愛-小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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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結語

㇐. 案例故事涉及家庭團聚權保障，探討如下：《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家庭為社會之自

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經濟、社

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1項、第3項規定：對作

為社會的自然和基本的單元的家庭，特別是對於它的建立

和當它負責照顧和教育未獨立的兒童時，應給以盡可能廣

泛的保護和協助。……」家庭作為社會的自然和基本的單

元，其成員相聚的權益亦應予以尊重與協助。

二. 依兩岸條例第18條之2第1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逾期居留

未滿30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依第87條之

1規定處罰後，得向內政部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不適用

第17條第8項規定。

三. 小萍前因先生死亡未再婚，依許可辦法第26條第2項第1款

第1目規定，而繼續在臺⾧期居留，渠在臺⾧期居留權利

既予保留，其權利並無異於其他在在臺⾧期居留之陸籍配

偶者，依據平等原則及前揭兩岸條例第18條之2簡政原則

之立法意旨，是符合許可辦法第26條第2項第1款但書第1

目規定之不予廢止居留許可原因。

四. 故事中主角小萍為安安在臺唯㇐實際照顧者，如因逾期居

留而必須出境，則安安將面臨無人照顧之困境。基於家庭

團聚、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及平等原則，應可援引兩岸條

例相關規定，同意小萍在臺重新辦理⾧期居留。

合法居住篇/因為愛-小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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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越情-阿賢的故事

人權故事

阿賢是越南人，民國104年與國人阿芳結婚，依親申請取

得外僑居留證，在臺共同生活4年後，阿賢於109年申請歸化，

依我國國籍法規定，必須於1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但越

南因COVID-19疫情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令，造成阿賢無法於1年

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最糟的是，他被內政部撤銷歸化許

可，得重新申請外僑居留證。

阿賢於110年8月再次申請歸化，卻因逢COVID-19疫情

再起，又無法於1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而居留證恰巧又

過期，因此向內政部移民署尋求協助。

阿賢的越南護照已過期，在本人希望不出境、能照顧家

庭的前提下，阿賢聯絡越南駐臺北辦事處，該處願意受理更新

他的護照，內政部移民署則受理他的陳情，以人道考量同意回

復外僑居留證並完成延期，讓他的家庭團聚權及工作權獲得保

障。

合法居住篇/臺越情-阿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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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因疫情因素以致申請喪失原有國籍以致外僑居留證過期，

是否侵害國人配偶之家庭團聚與共同生活權?

人權指南針

㇐.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1項規定：家庭

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盡力廣予保護與協助。

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第1項規定：家庭為

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人權方向盤

㇐. 享受公約權利者並不限於締約國的公民，而且必須包括任

何國籍或者地區的所有個人。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7號㇐般

性意見第20段指出，包括因與某國或某地區特殊聯繫和具

有的特殊權利而不能被僅僅視為外來人口，而有損及權利。

二.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公

約締約國應確保若㇐群人根據該國的立法和慣例被視為㇐

個家庭，則必須給予這個家庭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23條所述之保護。(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9號㇐般性意見)

合法居住篇/臺越情-阿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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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結語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2號解釋明確指示，維護人格尊嚴與

確保人身安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行政

機關應保障婚姻家庭衍生之相關生存權利。

憲法第7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律平等。同法第22條亦指出，凡人民

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

障。

本案阿賢受到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於1年內提出喪失

原有越南國籍證明，導致歸化國籍申請案被撤銷，連帶外僑居留

證逾期，影響家庭團聚權及工作權。在阿賢積極聯絡越南駐臺北

辦事處協助更新他的護照。希望能在臺照顧家庭前提下，不出境

能夠繼續居住，經內政部移民署受理其陳情，基於人道及家庭團

聚考量，協處完成外僑居留證的延期，讓他破涕為笑，希望等到

疫情已結速後，重拾心情繼續申請歸化我國籍。

<The End>

合法居住篇/臺越情-阿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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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愛相知，疫要相守

人權故事

阿政是來自臺灣的青年，在大陸工作時認識了同事小蘭，

她是大陸地區人民，兩人因互有好感進而交往，並決定在民國

108年9月在大陸公證結婚，並打算婚後在臺灣定居。阿政為了

兩人的新生活，先行向公司請調回臺灣，㇐方面也積極地準備

相關文件，向內政部移民署提出小蘭的團聚案申請，兩人也順

利地通過面談入境臺灣，並向戶政事務所申請結婚登記。惟兩

人打算向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提出依親居留證申請時，卻發現

當初申辦的刑事紀錄證明已逾期，不符合依親居留證的申辦規

定，經過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的承辦人員解釋，兩人決定小蘭

先返回大陸重新申辦刑事紀錄證明，阿政則留在臺灣等小蘭完

成相關手續後再行向移民署提出申請。

回到大陸的小蘭，開心的發現自己懷孕了，得知消息的

阿政也非常興奮。終於，小蘭的刑事紀錄證明文件都經海基會

驗證完成，阿政再次來到移民署要提出小蘭再次團聚案申請時，

卻發現大陸地區疫情嚴重，我國自109年初起，針對大陸地區人

民採行全面暫緩入境措施，僅取得有效居留證的國人配偶才能

進入臺灣，移民署的同仁向阿政表示，因應疫情指揮中心的規

定，目前全面暫緩受理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入境，阿政聽了頓時

心情猶如五雷轟頂。

親情維護篇/因愛相知，疫要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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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急的阿政表示，小蘭前次來臺團聚，因刑事紀錄證明已

逾期3個月，為了辦到依親居留證才返回大陸辦理，而小蘭目前

懷孕4個月，預產期為111年1月18日，阿政也因工作無法請假

赴陸陪產，若邊境開放恐因懷孕超過7個月無法登機，故希望內

政部移民署協助小蘭辦理依親居留在臺待產，未來全家三人可以

在臺團聚。

內政部移民署同仁審視小蘭的資料後，發現小蘭返回大陸

後，都待在娘家湖北待產，有襄陽市中心醫院彩色超聲檢查報告

單佐證，而湖北省的確診病例只有20例，移民署服務站同仁考

量湖北省現確實非疫情嚴重地區，也對阿政及小蘭的處境深表同

情，經過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的努力，終於成功讓小蘭獲准申辦

團聚證入境，讓小蘭得以在臺灣順利生產，㇐家三口團聚。

想㇐想

疫情期間之境管措施與國人家庭團聚權，如何兼顧？

人權指南針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家庭為社會之

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人權方向盤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如果㇐群人根據㇐國的立法

和慣例被視為㇐個家庭，就必須給予這個家庭第23 條所述

的保護(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9 號㇐般性意見第2 段)。

親情維護篇/因愛相知，疫要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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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使家庭能夠在㇐起生活，

就要在各國內部，並在需要時與其他國家合作，採取適當的

措施，確保家庭的團圓或重聚，尤其是家庭成員因政治、經

濟或類似原因分離的時候(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9號㇐般性意

見第5 段)。

故事的結語

㇐.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 條規定，大

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

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而小

蘭因前次入境時，刑事紀錄證明時效已逾3個月，故不符申

辦依親居留之規定。

二. 指揮中心於110年6月11日宣布，未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之

非本國籍人士，暫緩入境（緊急或人道考量等經專案許可者

除外）。倘有入境必要性，須向本署申請專案許可，並簽報

該指揮中心同意後，始得持憑入境。

三. 本案小蘭因屬尚未取得我國有效居留證之非本國籍人士，暫

緩入境，而小蘭現有孕4個月，又湖北省自110年7月1日起

至110年7月27日止，全省有確診病例共計20例，均為境外

輸入，該省疫情已趨緩。考量當事人實際狀況及衡量防疫管

制，基於家庭團聚權及人道考量，由移民署服務站專簽報請

指揮中心核准後，受理小蘭來臺團聚案，使㇐家三口在臺團

圓，攜手共度難關。

<The End>

親情維護篇/因愛相知，疫要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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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地相思，望妳早歸

人權故事

國人阿明派駐大陸工作期間，遇見了上海姑娘阿麗，兩人

相戀並結婚。隨著COVID-19疫情爆發，工廠運作停擺，業務

量大減，阿明的公司決定結束大陸業務，並將阿明調回臺灣總

公司。

就在阿明回臺不久後，阿麗發現自己懷有身孕，然而，由

於疫情的影響，阿麗好㇐段時間不能夠如期申請團聚入出境許

可證來臺與阿明團聚。就在疫情已和緩，臺灣的國門再度開放

時，阿明終於能申請阿麗來臺辦理結婚登記，並且打算在臺灣

迎接兩人的第㇐個寶寶，然而，團聚證從送件、訪查到發證所

需的作業時間，可能來不及讓阿麗在臺灣生子。面臨無法預知

的未來，阿明十分焦急地，懇求內政部移民署承辦人員提供協

助，期盼讓阿麗能早日來臺團聚。

想㇐想

COVID-19疫情期間，我國政府為防止病毒的傳播，採取

了㇐系列嚴格的入境管制措施，甚至㇐度暫停團聚入出境許可

證的申請，在公共衛生和家庭團聚之間作出抉擇，是㇐個很難

的決定，內政部移民署在這樣的情況下，該如何平衡這兩者需

求？

親情維護篇/疫地相思，望妳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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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指南針

㇐. 《世界人權宣言》第16條規定：「成年男女，不受種族、

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 他們在婚

姻方面，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利。

只有經男女雙方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締結婚姻。家庭

是自然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家庭為社會

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男女已達

結婚年齡者，其結婚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婚姻非

經婚嫁雙方自由完全同意，不得締結。本公約締約國應採

取適當步驟，確保夫妻在婚姻方面，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

以及在婚姻關係消滅時，雙方權利責任平等。婚姻關係消

滅時，應訂定辦法，對子女予以必要之保護。」

三.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規定：家庭為

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

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

協助。婚姻必須婚嫁雙方自由同意方得締結。母親於分娩

前後相當期間內應受特別保護。工作之母親在此期間應享

受照給薪資或有適當社會保障福利之休假。

親情維護篇/疫地相思，望妳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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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方向盤

㇐. 兩公約均肯定了婚姻團聚的權利，並強調了國際保護和承

認的必要性，旨在保護家庭和家庭成員的權益。我國憲法

第22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

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二.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略

以，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

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

居留。

故事的結語

家庭團聚權利經常與政府對跨境婚姻審查制度產生抗衡，

政府㇐方面要遵守兩公約及憲法保障人民家庭團聚權，另㇐方

面又要考量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透過審查程序防止有心人士

透過婚姻從事不法行為。

我國針對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的團聚依親申請，力求在便

民與執法間取得平衡。針對單純無疑慮的團聚申請案件，採取

更快捷的審核流程，縮短配偶的等待時程；針對有疑慮的案件，

在做出不利夫妻婚姻團聚的行政處分時，提供人民公平公開的

申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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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阿明及阿麗若在申請婚姻團聚時，已經提供完整的婚姻

相處證明文件，例如兩人日常相處生活照片、與對方家人的互動

紀錄、婚宴儀式紀錄佐證，或是兩人共同生活的相關文件（如租

屋證明、水電費繳費紀錄、阿麗至婦產科的產檢紀錄等），且證

明此段婚姻關係，明確且充滿相處實據，在不違反防疫相關規定

的前提下，為保障兩人的婚姻團聚權，並基於人道考量，受理案

件的服務站及審查案件的專勤隊職員共同努力，積極加快行政作

業流程，讓阿麗得以於孕期中後段順利搭機來臺與阿明完成婚姻

登記，並在阿明陪伴下迎接兩人第㇐個寶寶。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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