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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戶政 

科 目：國籍與戶政法規（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宮井鳴老師解題 

 

一、甲與前配偶乙前因請求離婚等事件提起民事訴訟，經法院判決確定甲未成年長子丙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由甲單獨任之。甲於民國（下同）113年 5月 31日依户籍法第 13條及第 35條

第 3項規定，向 A户政事務所申請登記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甲單獨任之。後甲於同年 6月

7日依戶籍法第 17條第 1項及第 41條第 1項規定，向 A户政事務所申請將丙戶籍地址遷入

至甲戶内。嗣 A户政事務所於 113年 9月 2日接獲乙陳情，指稱丙現仍實際居住於乙戶內，

並未有居住於甲戶地址之事實，案經 A戶政事務所於 113年 9月 3日派員會同員警至甲户調

查，現場經甲表示丙自 107年迄今均未居住於該地址。試問，A户政事務所針對甲不實登記

之事實，應如何處置？（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題目提及戶政機關發現不實登記之事實，請考生說明應如何處置，建議同學答題上能輔

以法規體系詳加論述，例如提及戶籍法、戶籍法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亦建議能補充函釋相

關內容，相信論述上會更加豐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戶籍法第 23、46、47、48、48-2、76條等 

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3、19 條等 

《命中特區》 

部分條文內容建議可參酌（志光，11307四版）/AH124/國籍與戶政法規-宮井鳴/ p3-140~p3-

151 

【擬答】 

關於 A户政事務所針對甲不實登記之事實，應如何處置之相關討論，本文依據戶籍法、戶籍法施

行細則等內容，詳述如下： 

登記之討論 

撤銷登記 

依據戶籍法第 23條：「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應為撤銷之登記。撤銷中華

民國國籍之喪失或撤銷中華民國國籍者，亦同。」故戶政機關發現甲不實登記依前述規定，

似應為撤銷登記． 

申請人 

依據戶籍法第 46條規定：「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請人。本人不為或

不能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戶

政事務所依職權為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亦同。」故撤銷登記參酌前開條文原則以本人

為申請人，本人不為或不能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且，戶政事務所並

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又倘若戶政事務所依職權為撤銷登記，亦須踐行前開程序． 

委託申請 

依據戶籍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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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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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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時間與催告 

依據戶籍法第 48條規定：「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但出

生登記至遲應於六十日內為之。前項戶籍登記之申請逾期者，戶政事務所仍應受理。戶政

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 

依據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2項：「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之催告，其所定期限不得少

於七日，催告書應送達應為申請之人。」 

證明文件 

依據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3款：「下列登記，申請人應於申請時提出證明文件正本：

十三、變更、撤銷或廢止登記。」 

戶政事務所之逕為登記程序 

依據戶籍法第 48條-2第 7款規定：「下列戶籍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

行為之：七、遷徙登記。」故戶政事務所對於撤銷登記，倘若經催告申請人仍不申請者，依

前述條文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 

依據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3項：「戶政事務所辦理本法第四十八條之二所定登記之催

告，應載明經催告屆期仍不申請者，由戶政事務所依本法第四十八條之二規定逕行為之。」 

依據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4項：「戶政事務所依本法第四十八條之一及第四十八條之二

規定逕為登記後，應通知應為申請之人。」 

處罰之討論 

依據戶籍法第 76條規定：「申請人故意為不實之申請或有關機關、學校、團體、公司、人民故

意提供各級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所不實之資料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故

戶政事務所對於當事人係故意為不實申請者，依前開條文有權處以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

鍰．附帶一提，不實登記亦可能涉及刑法相關問題之討論（如：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罪），並此敘明． 

函釋補充 

內政部 83年 04月 28日台內戶字第 8302342號函：「有關處理虛報遷徙登記，請依說明一規

定辦理。一、本案核復如下： 虛報遷徙人口如未曾遷離原戶籍地，其遷出及遷入登記應予

撤銷。惟為使當事人瞭解其戶籍異動情形，得先催告當事人自行辦理撤銷登記，如經一次催

告仍不申請者，可由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逕予撤銷其遷入登記，並通報原遷出地戶政事務所憑

以撤銷其遷出登記。 虛報遷徙人口未居住原戶籍地而居住於第三地者，其戶籍應依前項規

定處理後，再遷出第三地，如申請人不將戶籍遷出第三地時，應依戶籍法第 58條第 3項（現

行條文第 16條）規定辦理逕為登記。 虛報遷徙人口未居住原戶籍地行方不明者，可由現戶

籍地戶政事務所逕予撤銷其遷入登記並通報原遷出地戶政事務所撤銷其遷出登記後，再依行

方不明有關規定處理。」 

內政部 87年 06月 23日台內戶字第 8705251號函：「有關虛報遷徙登記人口在撤銷虛報遷徙

登記前，仍應受理他項戶籍登記。既在虛報遷入地受理之他項戶籍登記係依法受理，且當事

人虛報之事項僅為遷徙登記，對他項戶籍登記並未虛報，他項戶籍登記不合撤銷之要件，不

應予以撤銷，基於後令優於前令之法規適用原則，自應適用後令之規定。」 

內政部 87年 8月 11日台內戶字第 8787113 號函：「一、撤銷虛報遷徙登記作業法令依據：

戶籍法第 25條（現行條文第 23條）規定：『戶籍登記項目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應

為撤銷之登記。』 戶籍法第 45條規定撤銷登記以本人、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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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第 46條規定，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請人。本人不為或不能

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戶政事務

所依職權為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亦同。） 戶籍法第 47條規定撤銷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

者，戶政事務所得逕為登記。（現行條文第 48 條之 2第 7款規定，下列戶籍登記，經催告仍

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7、遷徙登記。） 戶籍法第 54條規定申請人故意為不

實之申請者，處新臺幣 9仟元以下罰鍰。（現行條文第 76條規定，申請人故意為不實之申請

或有關機關、學校、團體、公司、人民故意提供各級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所不實之資料者，

處新臺幣 3,000元以上 9,000元以下罰鍰。）另內政部 86年 5月 28日台內戶字第 8603081號

函訂定『戶籍罰鍰科罰金額標準表』規定，不實之申請案件，申請人自動撤銷者，處新臺幣

3千元罰鍰；經戶政人員發現者，處新臺幣 6千元罰鍰，被人檢舉者，處新臺幣 9千元罰

鍰。二、催告書之製發、送達： 製發機關：原戶籍地或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當事人未

曾遷離戶籍地，如經原戶籍地戶、警人員發現者，可由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製發催告書催告

申請人撤銷遷徙登記，並副知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當事人未曾居住現戶籍地，如經現戶

籍地戶、警人員發現者，可由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函請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如其仍居原

戶籍地，催告程序依二 規定辦理；如經查明未居住原戶籍地而為行方不明人口時，經完

成撤銷遷出登記程序後，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依行方不明有關規定處理（內政部 83年 12月

9日台內戶字第 8305262 號函）。 當事人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如確實查明當事人未曾居住

現戶籍地址，且無誤辦撤銷登記之虞，亦可不經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之查證，逕予催告當事

人辦理撤銷登記（87年 4月 20日台內戶字第 8703975 號函）。 製發時機：自遷入登記日

起，須逾法定申請期間 30日，申請人未申請時為之（87年 3月 25日台內戶字第 8703336號

函）。 催告期限：不得少於 7日（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現行條文第 19條））。 送

達：依公文程式條例第 13條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送達之規定辦理。（行政程序法於 90

年 1月 1日施行，爰有關催告書之送達應依該法第 1章第 11節辦理。）三、撤銷登記程序、

機關：由遷入端戶政事務所辦理撤銷登記後，通報遷出端戶政事務所接撤銷遷入通報（87年

4月 7日台內戶字第 8703633 號函）。四、撤銷登記日期、通報： 撤銷遷入、遷出登記日

期，以實際辦理撤銷遷入、遷出登記之日期為準（87年 5月 8日台內戶字第 8704260號

函）。 遷入端戶政事務所辦理撤銷遷入登記後，除於編造選舉人名冊基準日前 2日（含當

日）撤銷之案件，應於當日以傳真或電話通知遷出端戶政事務所接通報，並於當日辦理撤銷

遷出登記。五、未撤銷虛報遷徙登記前，不受理改遷第三地，已受理者應予撤銷（87年 5月

18日台內戶字第 8704645 號及 87年 8月 3日台內戶字第 8787081號函）。六、未撤銷虛報

遷徙登記前，除遷徙登記外，仍應受理他項戶籍登記（86年 12月 3日台內戶字第 8606557

號函、87年 8月 3日台內戶字第 8787081號函）。七、記事例： 申請人主動撤銷：因虛報

遷入（遷出、住址變更）民國ｘ年ｘ月ｘ日撤銷遷入（遷出、住址變更）登記。 戶政事務

所逕予撤銷：因虛報遷入（遷出、住址變更）民國ｘ年ｘ月ｘ日逕為撤銷遷入（遷出、住址

變更）登記（87年 6月 1日台內戶字第 8704780 號函）。八、科處罰鍰： 科罰機關：原則

上由遷入地戶政事務所科罰，惟申請人未於催告期限辦理者，遷入地戶政事務所逕予撤銷其

遷入登記，罰鍰則改由遷出地戶政事務所科罰（87年 4月 23日台內戶字第 8703869號

函）。 繳納期限：申請人應自罰鍰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 7日內繳納。 科罰單位：全戶遷

徙登記，按戶科罰；戶內個人虛報遷徙登記，按口科罰 87年 5月 18日台內戶字第 8704622

號函）。 處理虛報遷徙登記案件應確實科罰。九、強制執行： 移送程序：虛報遷徙登記

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未繳納者，該管戶政事務所備文敘明移送之原因、法律依

據、連同催告書影本及罰鍰處分書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所應移送之地方法院，參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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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所載管轄區域移送（87年 5月 18日台內戶字第 8703869號

函）。 移送法院強制之作業中，申請人申請各類戶籍登記或戶籍事項均應受理（87年 4月

23日台內戶字第 8703869 號函）。十、其他： 戶政事務所受理遷徙登記時，如發現有遷徙

異常或一址多戶遷入之情形時，得送請分駐（派出）所查復；並應加強戶籍巡迴查對（87年

7月 17日台內戶字第 8796095 號函）。 除依相關規定處理外，得將虛報遷徙登記資料通報

當地檢察機關查察賄選執行小組（87年 7月 17 日台內戶字第 8796095號函）。」 

內政部 87年 08月 14日台內戶字第 8706429號函：「戶籍法已於第 25 條（現行條文第 23

條）規定：「……則虛報遷徙登記之撤銷，既屬撤銷登記之一種，戶籍法已有明定，自宜優

先適用此特別規定。」 

內政部 105年 12月 8日台內戶字第 10504424863 號函：「……三、綜上，有關虛報遷徙登記

當事人辦理撤銷遷入及遷出登記，應由遷入地（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受理。惟如遷入地

（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查明當事人居住事實之需，得請當事人遷出地（原戶籍地）戶政

事務所協查，遷出地（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不得拒絕。四、又實務作業上，若當事人身分

被冒用持其中華民國護照出境，嗣後該當事人因出境滿 2年經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出（國外）

登記，惟後續發現其係身分被冒用，致須撤銷該遷出（國外）登記，應由當事人向遷出地

（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撤銷遷出登記，併予敘明。」 

內政部 87年 10月 29日台內戶字第 8707876號函：「戶內個人虛報遷徙登記，按口科罰 1

節，係指同一虛報遷徙登記案件，僅處罰一人；戶內不同之虛報遷徙登記案件，應分別處

罰。」 

內政部 98年 09月 04日台內戶字第 0980159405 號函：「……三、如經切實查明虛報遷徙登

記屬實，應依戶籍法第 76條規定處以罰鍰，並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規定。另應同時催告

當事人辦理撤銷遷徙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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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在美國出生，具有美國國籍，惟已隨父母歸國多年並取得我國國籍，在臺灣完成學業，並

參加國家考試及格。甲如欲擔任我國公職，依國籍法規定應如何辦理？（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題目提及甲如欲擔任我國公職，依國籍法規定應如何辦理之問題，建議同學答題上能輔

以法規體系詳加論述，例如提及國籍法、國籍法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亦建議切勿輕易忽略

題目提及「甲具美國國籍」！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國籍法第 20條 

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19條 

《命中特區》 

部分條文內容建議可參酌（志光，11307四版）/AH124/國籍與戶政法規-宮井鳴/ p1-93~p1-

100  

【擬答】 

關於甲如欲擔任我國公職，依國籍法規定應如何辦理之相關討論，本文說明如下： 

條文規定 

國籍法第 20條：「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已擔任者，除

立法委員由立法院；直轄市、縣（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鄉（鎮、市）民選公職人

員，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直轄市政府、縣政府；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解

除其公職外，由各該機關免除其公職。但下列各款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一、

公立大學校長、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構）首長、副首長、研究

人員（含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及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

文化機構首長、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含兼任主管人員）。二、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

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人員。三、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計工作而以契約定期聘用之非主

管職務。四、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遴聘僅供諮詢之無給職委員。五、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

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第一項之公職，不包括公立各級學校未兼任行政主管之教師、講座、

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擬任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

職時，應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

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19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稱各該機關，指有權進用該公職人員之機

關。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之規

定，於外國人取得我國國籍，仍保留外國國籍者，亦適用之。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及第

二項所列職務之人員，由各該管主管機關認定之。」 

說明 

本題中，甲具有美國國籍，惟已隨父母歸國多年並取得我國國籍，依題所述，似未放棄美國國

籍，先予敘明．又甲倘若擬擔任上開國籍法第 20 條應受限制之公職時，原則上應依據前開條文

規定辦理，亦即甲擬任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時，原則上應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外

國國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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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生兒父甲至戶政事務所辦理新生兒乙之出生登記。甲欲申報姓名當中有 1字「羏（音同

祥」為非常用字。試問，戶政機關依法應如何辦理登記？（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題目提及甲欲申報姓名當中有 1字「羏（音同祥」為非常用字。並請考生說明戶政機關

依法應如何辦理登記，建議同學答題上能輔以法規體系詳加論述，例如提及姓名條例、戶籍

法等相關規定，亦建議切勿輕易忽略題目提及「出生登記申報非常用字」之問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姓名條例第 2條第 1、2 項 

戶籍法第 4條 

戶籍法第 6條 

戶籍法第 29條 

《命中特區》 

部分條文內容建議可參酌（志光，11307四版）/AH124/國籍與戶政法規-宮井鳴/ p2-8~p2-9、

p3-16 

【擬答】 

關於戶政機關依法應如何辦理登記，本文說明如下： 

條文規定 

姓名條例第 2條第 1、2 項：「辦理戶籍登記、申請歸化或護照時，應取用中文姓名，並應使

用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姓名文字未使用

前項所定通用字典或國語辭典所列有之文字者，不予登記。」 

戶籍法第 4條：「戶籍登記，指下列登記：一、身分登記： 出生登記。 認領登記。 收

養、終止收養登記。 結婚、離婚登記。 監護登記。 輔助登記。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登記。 死亡、死亡宣告登記。 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二、初設戶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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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遷徙登記： 遷出登記。 遷入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四、分（合）戶登記。五、出

生地登記。六、依其他法律所為登記。」 

戶籍法第 6條：「在國內出生未滿十二歲之國民，應為出生登記。無依兒童尚未辦理出生登

記者，亦同。」 

戶籍法第 29條：「出生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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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酌前述戶籍法第 4條規定，「出生登記」為戶籍登記應無疑問，且甲為新生兒之父，屬前開

戶籍法第 29條之申請人，復參酌前述姓名條例第 2條第 1項，辦理戶籍登記應使用辭源、辭

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故倘若甲欲申報姓名當中，姓

名文字未使用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參酌前

述姓名條例第 2條第 2項規定，原則似應不予登記之． 

函釋補充 

內政部 99年 11月 25日台內戶字第 0990222975 號函：「一、按姓名條例第 1條規定：「中華

民國國民之本名，以一個為限，並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本名（第 1項）。中華民國國民與外國

人、無國籍人結婚，其配偶及所生子女之中文姓氏，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外國

人、無國籍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者，其中文姓氏，亦同（第 3項）。…」同法第 2條規定：

「戶籍登記之姓名，應使用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或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中所列有之

文字」。二、有關民眾申請戶籍登記所提之證明文件（如定居證等），其姓名取用之文字應符

合上開規定為教育部編定之國語辭典或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所列有之文字，惟如係因

電腦字體呈現差異，如「玲」與「玲」，「芬」與「芬」，而非文字登載錯漏，應先查明當事

人使用文字之意願，如姓名使用之文字符合姓名條例規範，無庸請民眾至原發證機關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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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籍甲男與女子乙共赴 A國留學，畢業後在 A國就業、結婚。甲、乙均歸化取得 A國國

籍，甲放棄我國國籍，但乙仍保留我國國籍。甲因工作，與乙共同回國。後因婚姻關係破

裂，乙憤而向我國法院訴請離婚。試問，我國法院應依何國法律進行審判？（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題目提及乙憤而向我國法院訴請離婚，並請考生說明我國法院應依何國法律進行審判之

問題，建議同學答題上能輔以法規體系詳加論述，例如提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等相關規

定，亦建議切勿輕易忽略題目提及「甲放棄我國國籍，但乙仍保留我國國籍」之問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0 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 條 

《命中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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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關於甲乙訴請裁判離婚之事件，我國法院應依何國法律進行審判之討論，本文說明如下： 

條文規定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0條：「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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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條：「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而當事人有多數國籍時，依其

關係最切之國籍定其本國法。」 

說明 

本題中，甲乙訴請裁判離婚之事件應如何為準據法適用之問題，參酌前述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第 50條規定，宜先判斷起訴時夫妻是否具有共同之本國法，甲已放棄我國國籍，原則上以

A國法為其本國法；惟乙仍保留我國國籍，其本國法應如何判斷？參酌前述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第 2條規定，原則依其關係最切之國籍定其本國法，本文以為，乙於 A國留學，畢業後

在 A國就業、結婚，似應以 A國法為其關係最切之國籍，故原則上似亦以 A國法為其本國

法，而使夫妻雙方具有共同之本國法．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我國法院似宜依 A國法進行審判較為妥適． 

立法說明補充 

資料來源：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修正草案（司法院 97年 6月 30日第 125 次院會通過） 

（修法前）現行條文關於離婚僅規定裁判離婚，而不及於兩願離婚，其 關於離婚及其效力應

適用之法律，規定亦非一致。爰合併（修法前）現 行條文第 14條及第 15條，移列為本條，

並就其內容酌予修正及補充。 

關於離婚及其效力應適用之法律，（修法前）現行條文並未兼顧夫妻雙 方之連結因素或連繫

因素，與兩性平等原則及當前立法趨勢，均難謂合 。爰修正決定準據法之原則，以各相關法

律與夫妻婚姻關係密切之程度為主要衡酌標準，並規定夫妻之兩願離婚及裁判離婚，應分別

依協議時及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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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所稱離婚之效力，係指離婚對於配偶在身

分上所發生之效力而言，至於夫妻財產 或夫妻對於子女之權利義務在離婚後之調整問題等，

則應依關於各該法 律關係之規定，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現行實務見解有與此相牴觸之部分，

應不再援用，以維持法律適用之正確，併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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