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稿代签
第 二 類 （不 加 密 ）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保存年服：

書 函 （稿 ）

地 址 ：10(M 8 台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1段  

124號

受文者：内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發 文 曰 期 ：中 華 民 國 99年 4月 2_7 曰 ^

發文字猇：處 大 一 字 第 號  
速 別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普通  

咐 件 ：檢 附 聲 請 書 （含 委 託 書 ）影 本 一 份 G09910106

主 旨 ：檢送蘇乎星（CHIU K E M L I N，女 ，泰 國 籍 ，現收容於貴署南 

投收容所）聲請解釋憲法理由書（含委託書）影 本 一 份 ，請就 

說明欄二、三所列事項，於文到十曰内查明惠覆。

說 明 ：

訂

線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 、 該理由書指摘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第1項 有 關 「暫予收容」 

之 規 定 ，牴觸憲法第 8條第2項 ，及其他違法偵訊等情事，貴 

署意見如何？

三 、 依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9年度抗字第300號裁定所載，蘇 

乎星聲請居留證延期時，因有提供不實資料之情事，經貴署 

於 99年3月2 4日移署服北縣竣^^998084018號處分書註銷其 

外 僑 居 留 證 ，並 於 99年 3月3 0日以移署專二中市奕字第 

0998095160號處分書將蘇女強制驅逐出國。實情如何？請將 

相關卷證影印送本院參辦。又既已處分強制驅逐出國，何以 

仍將蘇女暫予收容？其法律依據及相關理由、事證如何？是

校 對 監印 發 文

大法宫齋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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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9900380



取

否確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第 1項第 1款 、第2款之情事？

請詳細說明。

四 、請詢問蘇女，上述釋憲聲請書及委託書上「蘇乎星」之簽署 

及按捺指印是否其本人所為？究否真正？或有授權他人代為 

之情事？倘蘇女否認其為真正，請代為製作談話筆錄，送院 

參 辦 。又於暫予收容期間，該蘇女之會客紀錄如何，如蘇女 

已驅逐出國，係何時出境？

正 本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副 本 ：本 處 第 一 科

(廳處室條戳）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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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m  :

丨丨]本

内政部人出國及移民署專勤事務第二大隊書函

]00仙台北市# 正區t 麂南路1段 124沈

.機M  地 址 ..;....4Q.2M i ：m .興 路 .L段 .4.39號 .3. 

樓

聯 絡 人 ：科 M 林 志 信  

聯 絡 電 話 ：（0 4 ) 226G8 3 7 7 分 機 225 

傳 真 電 話 ：（0 4 ) 22即 2972 

電 子 信 箱 ：3280® immigratio[i. 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發 文 13期 ：中 華 民 國 99年 4.月 2 9日 

發 文 字 號 ：移 署 專 二 信 字 第 09S8102749號 

速 別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眼 ：

附 件 ：如 主 旨

主 旨 ：函 轉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99年 4 月 2 7 日處大一字第 

09900101Q6號 函 ，有 關 蘇 乎 星 （CHIU KEWALIN，女 ，泰國 

籍 ，現收容於本署南投收容所）聲請解釋憲法理由書（含 

委託書）影 本 一 份 ，請就上開函說明欄二、三 、四所列事 

項 ，於文到七日内查明，並以署函回覆司法院大法官書記 

處 ，請 查 照 。

正 本 ：臺 中 市 專 勤 隊  

副 本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嘗 記 處 本 大 隊

連麵事齡」大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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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敗: 

保存年限：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函

10048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段 124號

、機 册 地 址 ______4_0256■憂__中'市複興路■段_43_9號 3 _ ■

樓 ( 專 勤 事 務 第 二 大 隊 臺 中 市 專 勤  

隊 ）

聯 絡 人 ：分 隊 長 李 婉 琦  

聯 絡 f 話 ：( 〇4 ) 226〇〇86〇 分 機 9 

傳 真 電 話 ：（0 4 ) 22602013 

電 子 信 箱 ：丨65l@ immigra1：icm.govlw

受文者•司法院大法 S 書記處
發 文 曰 期 ：中華民國 99年5月川曰

發 文 字 號 ：移 署 專 二 中 市 琦 字 第 0990066925號

速 別 ：普 通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眼 ：普 通  

附 件 ：如 主 旨

主 旨 ：檢送泰國籍蘇乎星聲請釋憲相關事項查復資料 1份 ，請 察

日2 〇

說 明 ：復鈞院大法官書記處 99年4 月2 7日處大一字第09900]0106 

號 書 函 。

正 本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副 本 ：本 署 專 勤 事 務 第 二 大 隊 、臺 中 市 專 勤 隊 ( 均 含 附 件 )

署 長 # 主 功

_ _ 丨_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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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復書

m m ..•....有..關...a .法院太.法..宫.為靡理泰國..籍蘇.來i

1 案 ，函查蘇女之收容相關案情及本署法律意見。 

依 據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9 9 年 4 月 2 7 日處大一字第

0990010106 號 畫 函 。 ...................

鏰 i 举項一

蘇乎星聲請釋憲理由書指摘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 條 第 1 項 

有 關 「暫予收容」之規定牴觸蕙法第 8 條 第 2 項 ，及其他違 

法偵訊等情事，本署意見如何？

說 明 ：

一 、牴觸中華民國蕙法（以下簡稱蕙法）第 8 條 第 2 項之 

部 分 ：

(一）聲請釋憲狀所針對者，並 非 「暫予收容」，而 係 「提 

審 」：

查聲請人蘇乎星（以下簡稱聲請人）所提出之聲請 

蕙法解釋狀主文（前言），其爭執之重點在於「…台

中分院9 9 年度抗字第3 0 0號裁定，所適用之入出國 

及移民法第3 8條 第 1 項 ，與憲法第 8 條 第 2 項規範 

聲請楫審要件有牴觸之疑義，聲請釋蕙案」（查聲請 

狀 第 1 頁）；且依據聲請狀第2 頁倒數第 1 0行 ，聲 

請人自行指稱「…移民署以合乎法定程序之收容程 

序 ，掩護…」之 語 可 知 ，聲請人已承說本署之收容 

處 分 合 法 ；又綜觀本狀事實與理由，僅認本署有違 

法偵訊（非釋憲審查標的），其餘均為對法院未依據 

憲法提審聲請人乙事提出質疑

是本件聲請人症藤k 本署依入出國及薇民歲 

赞整也淹）第 3 8條 第 I項所為之「暫予收容」聲請 

釋 憲 ，而^系對 f 收容後卻不得提崖丄產孟來執J 故

本 署 僅 就 「法院未予提審」之部分提出意見，合先

敘 明 （且本署對暫予收容之說明亦無實益，請詳下



方(二)末段所述）̂

三 )本 件 _.大院大法音應泱谦不.受理—............ -..---

依據蕙法第7 8條 「司法院解釋1 法 ，並有統一解釋 

法律及命令之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2 條 

「司法院大法官…合議審理司法院解釋 m 法與統一 

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案件…」及同法第5 條 第 1 項序文 

及 第 2 款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法：…

二 、人 民 、法人 ...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 

起 訴 訟 ，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 

生有抵觸蕙法之疑義者」之規定可知， 大院大法官 

釋 蕙 之 審 查 標 的 乃 憲 法 、法 律 或 命 令 ，即便釋字 

1 5 4、釋 字 1 85號將客體擴張至最高法院判例、釋字 

3 7 4號將客體擴張至最高法院民事庭決議，惟仍不及 

於機關之具體行政行為°

觀本件聲請狀事實與理由，主要係不服「本署違法 

訊問」、「法院拒絕提審聲請人之裁定」之 處 遇 ，此 

行政行為實不合於大法官違憲審查客體標的之要 

求 ，故本署建請大院決議不受理。

又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之 規 定 s 即便認定本件審查標的為「本法規定之 

暫予收容」，則因聲請人並未對收容處分尋求異議、 

訴願或行政訴訟之救濟，是 並 不 合 於 「經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確定終局裁判」之 要 件 ，依據同條第3 

項 ， 大院亦應不受理。

三 ）違憲審查標的應為提審法：

縱認本件聲請人 i f  t青曼憲:標的為法律感土免考曼 

g 憲 ，.而得進入實體審查，則衡諸聲請狀，可知法 

院拒絕提審裁定所依據之法律係本法與提審法，理 

甴為本法所規定之「收容」，非屬提審法所謂之「逮



捕拘禁」；是本件之爭點應為「因收容等同於逮捕拘

.... 禁之.限制■.大身合由■處分―’—故懷據意法■第-8___條第-2…項■■

所制定之提審法 * 其範圍為何不及於本法之收容處 

分 j ，故審查之標的應乃提審法是否符合憲法第 8 條 

第 2 項之意旨，而非本法第3 8條 第 1 項 ，併此陳明。

(四） 本法之定位乃行政法：

承 上 ，如堅認本件聲請人之聲請標的係本法第3 8條 

第 1 項是否違憲，則查本法乃係國家立於高權地位， 

為實施行政行為時所得依據而規範之入出國管理與 

移民事務法律（本 法 第 1條參照），其公任務與公益 

性 甚 明 ，另依據公私法區別之新主體說，本法必以 

國家乃適用主體之一方為要件，故應屬公法領域； 

且其中處罰之規定亦多「罰 鍰 」、「勒令歇業」、「連 

續處罰」等行政罰（本法第 7 5條至第 8 7條參照）， 

是本法為行政法規無疑。

(五） 憲法第 8 條 第 2 項 之 文 義 ：

承 （四 ）結 論 ，本件聲請人如認法院係依據本法第 

3 8條 第 1 項而拒絕提審，有違反憲法第 8 條 第 2 項 

之 虞 者 ，則查該條項「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 

時…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 

内向逮捕之機關提審」之文義可知有適用前提之限 

制 ，而 本 件 聲 請人並非因犯罪嫌疑而受本署「逮 

捕 」，且嗣後本署所為之行政收容亦非刑事法律之 

「拘 禁 」，是則並不合乎本條項之前提要件，故本法 

第 3 8條 第 1 項實無違反憲法該條項之可能，聲請人 

所稱並無所本。

又甴聲請人所引據之釋字5 2 3號 「凡限制人民身體 

之 處 置 ，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 

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依法律規定，其内容更須實質



正當…」，可知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分，須合於

3 依據本法第3M 条第 1 項與提審法二2 定 ，查此 

二者不僅合於釋字第44 3號理由書之層級化法律保 

留 體 系 （m 法律位偕之規定，拒絕提審 ) ，且系爭 

規定為立法自由形成之空間，以入出國及移民「法」 

與 提 審 「法 」之體例制定提審之法定要件，當已合 

乎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是此二法亦無違反釋 

字 5 2 3號之可能。

(六）退 萬 步 言 ，即便認定依本法第3 8 條 第 1 項所收容 

之 人 ，應依憲法第 8 條 第 2 項之規定予以提審，則 

既有提審法之專法規範提審事務，則 本 法 第 3 8 條 

第 1 項實無庸疊床架屋重行規定，所餘者僅前述提 

審法為何不將本法之「行政收容」納入其提審範圍 

之立法政策問題，與本法無涉。

二 、遠法偵訊部分：

有關聲請人聲請釋憲理由書指摘本署違法偵訊等情 

事 ，由於牽涉調查事項二之案情始末，併於調查事項 

二之說明二、三予以敘明。

調 查 事 項 二

本 署於 9 9 年 3 月 2 4 日以移署北縣峻字第 0998084018號處 

分書註銷其外僑居留證，並 於 9 9 年 3 月 3 0 曰以移署專二中 

市 奕 字 第 0998095160號處分書將蘇女強制驅逐出國，實情 

如 何 ？請將相關卷證影印送院參辦。又既已處分強制驅逐出 

國 ，何以仍將蘇女暫予收容？其法律依據及相關理由、事證 

如 何 ？是否確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條 第 1 項 第 ] 款 、第 2

.H f t .事 ..… —一 .一 ........... ........ .......... ..一―...

說 明 ：

一 、經本署調查，聲請人確於9 6 年 1 月 5 曰與國人邱建 

邦 離 婚 後 ，明知其依親居留原因已消失，於 9 7 年 4



月 2 日檢附「9 7 年 2 月 1 2 日中壢市戶政事務所主任

.....林黎_.珠核.發.之挑.本市.戶..騰寧-第..(丙..)...(X).7483-號邱建-邦

個人戶籍謄本」（内無登載「9 6 年丨月 5 曰與泰國人 

蘇乎星離婚」之記事），向本著臺北縣服務站申請居

....留 展延’取 得 2 年居留權延期，案經本署臺北縣服務

站 於 W 年 3 月 2 2 日前往中壢市戶政事務所查證，經 

該所檢閲上述戶籍謄本後表示，因前主任林黎珠任期 

自 9 5 年 1 月 1 0 日 至 9 6 年 1 月 3 0 曰 ，9 7年 2月 1 2  

日所核發之戶謄資料署名主任應為朱順英而非林黎 

珠 ，該戶籍謄本應係偽造，本署確認聲請人9 7 年 4 

月 2 日申請案之申請實料係變造，已觸犯本法第32 

條 第 1 款無誤，於 9 9 年 3 月 2 4 日以移署服北縣峻字 

第 0998084018號處分書註銷其外僑居留證，本署另 

函請十壢市戶政事務所將該戶籍謄本真偽鑑定結果 

函,復本署，註銷該證後聲請人已屬逾期居留狀態，屬 

本法第 3 8條 第 1 項 第 2 款得予以收容對象，遂 於 99 

年 4 月 1 日開具移署中市霖字第 0998095171號收容 

處分書將聲請人予以收容。

二 、 本署收容聲請人後清詢聲請人婚姻真偽及其行使變 

造戶籍謄本部分，發現聲請人疑有遗反刑法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變造公文書、行使變造公文書之情事，經 

深 入 調 查 ，查知聲請人向本署9 7 年 4 月 2 曰提具之

「外國人居停留案件申請表」内之護照姓名（英文姓 

名 ）與中文姓名既非其親筆簽名，且以異於常情之高、 

價 （新 臺 幣 萬 元 ）委託仲介申辦延期居留，聲請 

人並坦承虛偽結婚，上述違反刑法第2 1 1條 、第 214 

條及第 2 ] 6條犯行，由本署臺中市專勤隊另以9 9 年 4 

月 1 9 日移署專二中市字第0998108084號函送臺灣板 

……—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1 —…-—— ... ......——-——…

三 、 按聲請人自9 3年 至 9 7年間遠反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 、變造公文書、行使變造公文書之行為，其犯行非



屬刑事訴訟法第92條規定應於2 4小時内解送檢察官

問其a夸均已^行告 i口 刑 事 訴 訟 法 二 條 所 列 ‘項相 

關權利（詳 如 9 9年 4 月 2 及 7 日聲請人肇錄），訊問 

聲請人時全程均由泰語翻譯（9 9 年 4 月 2 日岳永玲小 

姐 、9 9 年 4 月 7 日李寶鑑先生）在場翻譯並有全程錄 

影錄音為證，該理由書指摘本署以不正方法偵訊聲請 

人 ，未告知聲請人刑事訴訟法第9 5條所列事項等情， 

顯與事實不符。

四 、 另因聲請人經本署撤銷外僑居留證在案，符合本法第 

3 6條 第 1 項 第 9 款得強制驅逐出國之情形，本署遂開 

具 9 9 年 3 月 3 0 曰移署專二中市奕字第 0998095160 

號驅逐出國處分書，而聲請人既屬本法第3 8 條 第 1 

項 第 2 款之逾期居留對象，依據本法第3 8條 第 ]項

「於完成驅逐出國程序前，需予收容，限制其活動」 

之立法意旨，本署收容之目的乃在順利達成驅逐出國 

之 行 政 行 為 ，是在該條款強制驅逐出國之前置作業 

(執行逾期居留行政裁罰、辦理外國人旅行證件出境 

手繽及購買返國機票）尚未完備前，本署袭:依本法第 

3 8條 第 1 項 第 2 款予以收容。

上述收容復依前條第3 項 規 定 ，受收容人若不服收容 

處 分 ，受收容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法定代理人、 

兄弟姐妹、辯 護 人 、保 證 人 ，得 於 7 日内向本署提出 

收容異議，聲請人於9 9年 4 月 7 日向本署表示無收容 

異 議 （詳 如 " 年 4 月 7 日聲請人筆錄）。

五 、 绛務部於9 6 年 1 2 月 2 1 日曾以法檢字第0960〇47608 

號函知内政部、本署及相關機關，有關本署所屬收容 

之外籍人士倘列被告或證人者，應於遣送出國前，徵 

得.7私侧^檢察”官-之词■'意以T免.所.'涉-及…之，刑-事..案■"件-無'從-偵… 

辦 。雖有上述函文，惟本署為免影響人權疑慮，被收 

容人如有涉刑案者，均函請繫屬地方法院檢察署儘速



辦 理 偵 結 ，俾利儘速執行強制出境事宜，是以有關聲

......請人因涉爲造交書罪案前經本署 .壹中市專勤隊以99

年 4 月 1 9 曰移署專二中市字第0998108084號函送臺 

灣板橋地方法院檢瘵署偵辦在案，由本署依前函規定 

另函請該署檢察官同意可否遣送出國。

調 查 事 項 三

請詢問蘇女，上述釋蕙聲請書及委託書上「蘇乎星」之簽署 

及按捺指印是否其本人所為？究否真正？或有授權他人代 

為之情事？倘蘇女否認其為真正，請代為製作談話筆錄，送 

院參辦。又於暫予收容期間，蘇女會客紀錄如何？如蘇女已 

驅 逐 出 國 ，係何時出境？

說 明 ：經本署調查，聲請人之釋蕙聲請書及委託書上「蘇乎 

星」之簽署及按捺指印確其本人所為，該釋憲聲請書 

及委託書為會客人陳映志所提供，受收容期間每週

二 、四 、六 、曰均有會客紀錄，會客人均有王邦年或 

陳映志等人，聲請人現由本署南投收容所收容中，尚 

未遭送出境。

附 件 ：
一 、 本署註銷聲請人居留證、收容及移送臺灣板橋地方法 

院檢察署相關卷證

二 、 聲請人會客紀錄及調查事項三之談話筆錄

三 、 法務部9 6 年 1 2月 2 1 日法檢字第 0960047608號函影 

本



適 用 饱 子 交 換 ：第 一 龈 （不 加 密 ）
指  號

保 存 年 限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書 函 （稿 ）

地 址 ：10048台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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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受 文者：高榮志\律師等

發 文曰期：中華K 國^丨年多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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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普 通  

附 件 ：如 文

號 _ _ W 1 _
G10105854

主

說明

%

正 本

副 本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 PURWATK印尼籍）聲請釋蕙案，需暸解說 
明攔所列事項，請於文到後十日内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第 1項 辦 理 。
二 、 台端等代理PURWATK印尼籍）聲請釋蕙案，該釋蕙聲請書除 

主張提審法第 1條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 違 蕙 外 ，其餘或 
主張提審法第 8條違蕙（聲請書第 1頁倒數第10行 、第2頁第8 
行）或謂同法第9條違憲（聲請書第2頁倒數第9行 ，第3頁倒數 
第10行 、第4頁倒數第9行 、第11頁第2行），此部分聲請釋憲 
之 客 體 ，究為同法第8條或第9條 ？

三 、 中華民國98年]月2 3日修正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共有6項 = 
本件聲請釋憲係主張該條文何項規定違憲？聲請書泛稱該條 

文 遠 憲 ，聲請釋蕙之客體尚欠明確，併請陳明。
四 、 檢 附 旨 揭 _憲 聲 請 書 ，請 參 酌 。

高 榮 志 律 師 、林 超 駿 教 授 、廖 元 豪 教 授

校 對 監印

扪 頁 共 1頁 _ _ _
Q10100125



釋 憲 聲 請 補 充 陳 報 狀

聲 請 人 PURWATI

代 理 人 向榮志"1聿師

曰 前 接 獲 大 院 書 記 處 函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1 0 1年 3 月 2 曰 ，發 

文 字 號 ：處大一字第 1010⑻5 8 5 4號 ，

) ，請求說明聲請釋憲之客體，茲陳報相關事項如后：

壹 、  本 案 釋 *客 體 ：《提審法》部 分 ，僅 主 張 《提審法》第丨條違憲 5 

不及於其它；《入出國及移民法》部 分 ，主張《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 3 8條 第 1 項 、第 2 項 、第 3 項 違 惠 。

貳 、  隨狀並附上原聲請書「刪 除 （用雙刪除線標明）」與 「增 添 （用 

斜 體 字 、加 粗 、並加底線標明）」之 處 5裨便對照參考之用。

參 、  另陳報複代理人之一林超駿副教授，擬於五月初再行補充本案 

相關之法律意見 5 尚 祈 大 院 卓 餐 &

此 致

司法院大法官書&己處

中 華 民 國  一〇 一 年 三 月 十五 曰

螌 請 人 ：PURWATI 

代 理 人 ：高 榮 志 律 師

隱_匯1_1
G 10107684



釋 憲 聲 請 凝 兹 意 宽 書

聲 請 人 PURWATI

代 理 人 高榮志律師

磁 < 複 代 理 人 林 超 駿

廖元豪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及第 8 條 第 1 項之 

规 定 ，聲請解释憲法：

壹 、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請求宣 告 ：聲請人等所受駿回請求提審之確定裁判，其適用之提審法 

第 1 條 、第~8__條與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备第一頊、第二 

頊 、第三m ，因違反蕙法第 8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權、蕙 

法 第 1 6條之訴訟基本權，並有違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之 

要求而應予變更或補充。

貳 、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 疑義之經過：聲請人為印尼國籍人，原係因合法來台工作， 

後因工作繁重不堪負荷，又礙於法令限制、無法自由轉換 

僱 主 ，是於民 國 9 7 年逃離原合法偏主、四處違法打工致遭 

'— ■_一—_—逮 捕 〜 ，—且 百k 酉 ■祖-罕—z 月—r…『起

所屬台北收容所，聲請從除不知所涉犯罪名，亦不知為何



同遭逮捕之其他友人均已離境，獨聲請人一人無由返鄉，

.....道_99__年__5__月_ 13__曰檢_蔡管甘走憤訑為止，祛知_雇孫运戾國…

9 7 年逃離原僱主時，遭舉報涉犯竊盜，檢察官並當庭告知 

由於案件移轉管轄之放，始會耽誤審理之日期，並迅速於 

隔 天 （9 9 年 5 月 1 4 日）作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始能於遭 

拘禁莫約四個月餘後離境。而日前聲請人認受逮捕拘禁， 

並未經法院之審理且准許，進 而 依 據 《提審法》請求法院 

提 審 遭 駁 回 ，抗告仍遭高等法院驳回而告確定；是聲請人 

認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提審法》苐 1 條 ，第 8 條 ’與 

《入出國及移民法》% 淡 叙 第一语、第二m 、第三m ，均 

有牴觸我國憲法第 8 條 、第 1 6條 、第 2 3條 之 疑 義 。

二 、 疑 義 之 性 質 ：

(1〕本件因聲請人受逮捕拘禁請求法院提審遭駁回並確定，而依 

據確定終局裁判所認定，《提審法》第 1 條 所 謂 「逮捕拘禁」 

之 情 況 ，並 未 涵 括 同 為 「限制人身自由」之 「收容處分」， 

是倘原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無誤，則聲請人認為《提審法》 

第 1 條 嬰 禁 專 務 ，僅 適 用 於 「刑事犯罪之逮捕拘禁！，竟来 

涵 括 同 為 「限制人身自由；之 「收 容 處 分 I，已有牴觸憲法 

第 8 條 與 第 1 6條 之 疑 義 。

(2)或 倘 認 為 《提審法》第 1 條 亦 得 適 用 於 「收容處分」（僅係 

原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不當），則 ，聲 請 人 亦 認 《入出國 

及移民法》第 3 8條 j t —廣 •漠二項，於此限制人身自由之  

場奋 (第一次之收容處分或後讀之延長收容處分，此等區分 

詳容後述），未 賦 予 相 類 於 《提審法》第 1 條法官保留之司



法審查權，亦有牴觸憲法第 8條與憲 法 第 16條 暨 憲法第 23 

# 乏 故 義 。

(3) 縱算一如原確定終局裁判所持之見解，《入出國及移民法》 

.... 第...38條者 一 •康謂 「暫 .予 敗 容 處 分 與 蕙 法 第 ..8

條 及 《提審法》第 1 條 規 定 之 「逮 捕 、拘 禁 」直_盟，並無牴 

觸憲法 第 8 條 ；「收容處分」亦非屬應 予 「法官保留」之事 

務 ；至 少 ，第一 JBT、患二須所 謂 「暫 予 收 容 I竟得無限期延 

長 ，有抵觸憲法第2 3條 之 疑 義 。

(4) 無論如何，《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條 普 一 廣 *患 T ：廣之「暫 

予 收 容 處 分 I ，於第一次收容時無區分任何實質理由，均一 

律未予收容程序權之保障與規定，已有牴觸憲法第 1 6條與 

第 2 3條 之 疑 義 ；後續之延長收容處分，亦未賦予受收容人  

陳 述 、答辯之程序機會，處分機關亦得未附任何理由即得繼  

績 延 長 ，均有牴觸憲法第 1 6條 暨 第 2 3條 之 疑 義 。

三 、 所涉及之憲法條文：蕙法第 8 條 、第 1 6條 與 第 2 3條 。

聲請解釋蕙法之理由，以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 、 《提審法》第 1 條 未 涵 括 同 為 「限制人身自由」 

之 「收容處分」，牴觸憲法第 8 條 ：

(1)按 憲 法 第 8 條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釋 字 第 56 7號解釋理由 

書並闡其意旨；「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應以法律規定， 

並經審判程序，始 得 為 之 a立法機關於制定法律時，其内容 

更須合於實貫正當—，殿 爲 防 正 妨 礙 他 、_11免緊憙_苊一 

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仍不得逾越必



要之限度，復為憲法第二十三條所明定。…人民身體自由享

H 合摇障，为耔故其意法上拓除其远福刹^齑捉，為f

要之基本人椹，縱於非常時期，對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仍須 

合於憲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不予釋放而逕 

行拘束其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不論其名義係強制工作或管 

訓 處 分 ，實與剝奪人民行動自由之刑罰 無 異 ，性質上均為嚴 

重侵害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依憲法第八條之规定，應甴法 

院依法定程序始得為之」。質 言 之 ，人民身體自由乃係重要 

之 基 本 人 權 ，無論何種限制，均須合乎憲法第 8 條 及 第 23 

條 之 規 定 ，並 且 ，不論其名義為何，只要實際上係剝奪人民 

行 動 自 由 ，性質上均為嚴重侵害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

(2) 本 案 中 ，聲 請 人 因 受 《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 3 8條患 一 頂 * 

遵 之 「暫予收容處分」，自民國 g g年 2 月 1 日起，行動 

自由即遭限制，為客觀上無法否認之事實；無論何種對聲請 

人行動自由限制之「名義」為 何 ，性質上均為嚴重侵害人民 

身體自由之處罰，依蕙法第 8 條所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 

旨 ，自得依法請求法院提審。

(3) 是 故 ，《提審法》 第 1 么 ■■條竟 未 涵 括 同 為 「限制人身 

自由」之 「收容處分」，致使聲請人無由依攄《提審法》之 

相關規定請求法院提審，明顧係牴觸了憲法第 8 條 之 規 定 ， 

應予宣告違憲或命修正為是。

：-■

賦予法官保留之司法審查，牴觸惠法第 8 條 與 第 1 6條 ：



(1) 按憲法 第 8 條 與 第 1 6條分別為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與訴訟 

___ _墓本權_而設_，# 学苐3吾4號解#理由__#益補_其意旨：_r人民

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 

利 之 前 提 ，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故憲法第八條對人民身體自 

由之保障，特詳加規定。…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在 

—定限度内為憲法保留之範園，不問是否屬於刑事被告身 

分 ，均受上開規定之保障。」質 言 之 ，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 

之處置，均為憲法保留之範圍，均需經法官保留之司法審查。

(2) 本 案 中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條患 一 頂 、患~二：須 明顳乃 

係針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於 第 3 項 固 有 「得於七曰内向 

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收容異議 j 之 救 濟 規 定 ，然 查 ：（a)入 

出國及移民署僅為行政機關，無經過憲法保留、法官保留 

依法應不能作出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分，《入出國及移民 

法》第 3 8條患 一 患 二 展 至此已有遠憲之處 ; (b )針對人 

民身體自由之限制，既係為憲法保留與法官保留之事項，自 

應由法院依法定法官原則來審理關於人民身體自由限制是 

否合憲、合法等掠心事項，其性質上並不適合向屬於行政權 

之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異議」；是 故 ，（c)所 謂 「收容異議」 

應解為僅係針對被收容人對於人身自由依法「應 」受 限 制 ，

^嗣 後 j對於相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務不服而提起之異議 

(例 如 ：因故請求收容於台北收容所卻遭收容於南投收容所 

之 不 服 、受施用戒具不當之不服等），並不能涉應受憲法保 

…留 或 法 官 保 留 審 認 人 瓦 身 由 '懼 制 '是 '吝 吾 露 、合法」 

等核心事項《



干憲法保留、法官保留之規定而違憲；亦 應 解 為 該 「異議」 

之程序规定，業 已 「越俎代庖」，因不當逾越行政暴、偕侵 

司法權之核心而 遑 憲 ;是縱算不予以宣告該條第3 項關於 

「收容異議」之规定違憲，無論如何，亦僅應解釋為係人身 

自 由 「以 外 t，對於相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務不服而提起 

之異議矣 °

(3)是 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第 3 8 條磨 一 須 • 患 二 ，第三頊

三 、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 % % 第 一 頂 '箆 二 谞 、雖 謂 「暫予」 

收 容 ，然並無特定時程之規定，解釋與實務運作上均得無 

限 期 延 長 ，有牴觸憲法第2 3 條 之 疑 義 ：

(1)按憲 法 第 2 3條 规 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 

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釋 字 第 66 9號解釋 

理由書並闡其意旨：「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限制人民 

之基本權利，係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 

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並認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 

成 ，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 

用 ，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刑罰對人身自 

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其 

_ 法 . 观 度 . 乏 高 . 低 應 為 所 之 見 ¥ .、'孖為X 賢往-乏鞋 .涵^ 

符 ，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無



違 」（釋字第六四六號、第五五一號、第五四四號'第四七

… 六蜣#蘀赤同也老:旨）v 是;牙‘故：制人身之自由乃益重限制 

人民之基本權利，係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故對人身自由之  

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始與憲法 

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無違。

(2) 而 查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條所欲維護之法益暨其所由 

設 之 目 的 =僅係為順利將外國人「遣送出國」前 之 「暫時 」 

收 容 而 已 ，第 2 項並規定以 6 0 曰為限，第 4 項亦明文倘有 

事 實 上 「無法遣送」之 情 況 ，入出國及移民署亦得「限定其 

住居所或附加其他條件後，廢止收容處分」；質 言 之 ，任何 

收容與否、對人身自由限制之考量，均 應 以 「遣送出國所需 

時 程 I為 核 心 ，始符合手段有助於目的達成之適當性原則， 

並 且 ，搞 若 於 60日内無法遣送出國，則亦應添附具體理由 

說明無法遣送之原因、暨倘若再稍作延長即得遣返之理由， 

始能例外再予延長收容，否 則 ，即應以限定住居所或附加其  

他 條 件 、廢止收容之較小侵害性手段代之 ;換 言 之 ，尚不得 

以其他理由作為收容之目的（例 如 ：收容人尚有案件繫屬於 

檢 、警 、調 、法 院 ，附 帶 一 提 ，此實為實務上之大宗），亦 

不得在無考量是否事實上果無任何遣送之方法，即率而續為 

收 容 ，否則均有違反憲法第 23條之要求^

(3) 是 故 ，聲 請 人 認 ：（a)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8 % 箆 一 頊 、 

募二須来根據收容人「遣送出國難易不同」之種 類 、情 況 、

―里£ 作l 不W 收容I 斯乏區分了 

已失比例 而遑蕙法第2 3條 之 要 求 ；（b)縱 算 將 「6 0 日為限」



解為立法者之形成自由，該條 第 2 項漏無類 如 「倘 於 B0 曰 

… 内無i 遣 出 li，則 應 添 附 真 也 理 由 說 明 遭 送 之 原 因 …、 

暨倘若再稍作延長即得遣返之理由，始能例外再予延長收 

容 」之 規 定 ，亦有違反憲法第2 3條 之 處 ；況J _ ，（c)縱算將 

「6 0 日為限、例外得廷長」均解為立法形成自由，然 而 ， 

未有任何延長之次數限制，導致在解釋與實務運作上均得無 

限期延 長 ，均有違反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附帶一 

提 ，舉 重 明 輕 ，連涉嫌刑事重大犯罪之被告，均有刑事訴訟 

法 第 1 0 8條限制其人身自由期間與次數之限制了，更可突顯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條患 Z ：須漏未有類如規定之重大 

違 憲 O

四 、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热备 第 一 項 、第 二 頊 、第 三 頊 I  
容處分」，第一次收容時均未賦予受收容人任何程序之保 

障 ，已牴觸憲法第 8 條 、第 1 6條 與 第 2 3 條 之 規 定 ：

( 1 ) 按憲法第 8 條與第 16條分別為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與訴訟 

基 本 權 而 設 ，釋 字 第 3 8 4號解釋理由書並闡其意旨：「人民 

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 

利 之 前 提 ，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故憲法第八條對人民身體自 

由之保障，特詳加規定°…除現行犯之遠捕 > 由法律另定外， 

其他事項所定之程序，亦須以法律定之，且立法機關於制定 

法 律 時 ，其内容更須合於實質正當，並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 

條所定之條件，此乃屬人身自由之制度性保障。舉凡憲法施  

抒 q 果己存在之摇障 A 身I 击乏各鐘建制及視代法潘疆家  

對於人身自由所普遍賦予之權利與保護，均 包 括在内，否則



人身自由之保障，勢將徒託空言，而首開憲法規定，亦必無

… 箭运貪fjL奮 之 蔣 f 艟法立备本法巍 

定之 内 容 *就實體法而言，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程序 

法 而 言 ，如犯罪嫌疑人除現行犯外，其 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 

法 程 序 、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 

定 '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 

人之權利、審判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爲原則及對 

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為其要者。除依法宣告戒嚴或國 

家 、人民處於緊急危難之狀態，容許其有必要之例外情形 

外 ，各種法律之規定，倘與上述各項原則悖離，即應認為有 

違憲法上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

(2)本 案 中 ，入出國及移民署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條 

第 一 頊 '第 二頂作 出 「收容處分」之 前 ，完全無任何之「程 

序 j ，更 遑 論 有 任 何 「實體法」原則之考量與審酌。就實體 

法 而 言 ，該 條 文 第 i 項 第 4 款所謂「其他在事實上認有暫予 

收容之必要」之 要 件 ，既無法使一般理性第三人於事前理見 

並 預 見 ，亦不利司法於事後之審查，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就程序法而言，被收容人遭逮捕、拘禁僅由司法警察（即移 

民署之專勤隊）片面審核，並未踐行必要之句法程序（例如 

移民法庭法官之裁定）；僅 「形式審查」被收容人居留是否 

逾期即一律予以收容，未能稍予實質審認證攄，是否有遭剝 

削 、凌 辱 、詐 害 、人口販運之情事；更遑論賦予收容人任何 

—興證人對質或語問證入之權 利 判與檢 H 分谶T 聲譜I  

容與准予收容同為移民署之專勤隊，並無分離）、審判過程



以公開為原則 (查移民署專勤隊作成處分書並無任何他人之

1 . 與 ）__及屬裁 W 不舨碱挺睿焱妓瘠挲了至胃於^彳欠容之__卜異______

議 」，聲請人主張僅係針對事務性、技術性之内容為之，已

.....如前逃 )， ................................................

(3)是 故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备第一 m 、第 二 頊 、第 三 項 ， 

第一次之「收容處分 J於收容時均未賦予被收容人任何產產 

JE當 程 序 之 保 障 ，已有牴觸憲法第 8 條 、第 1 6條 與 第 23 

條 a

五 、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條嚴 一 适 ，患 二 适 ，患三^ 之 「收 

容處分」，後續之延長收容處分，未賦予受收容人陳述、答 

辯 之 程 序 機 會 ，亦得未附具任何理由即繼續延長收容，均 

已牴觸憲法第 8 條 、第 1 6條 與 第 2 3 條 之 規 定 ：

( 1 )  按憲法第 8條 與 第 16條分別為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與訴訟 

基 本 權 而 設 ，第 2 3條比例原則之憲法精神並要求限制上揭 

之自由權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 *釋字第3 8 4號解釋理由書詳 

闡其意旨已如前述。

(2) 縱算入出國及移民署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條患一 

項 'm 二 頊 、第三項取 么 「第一次之收容處分」有（美其名 

為 「國家安全」）之急迫性而得為憲法低密度之審查，是得 

享法律之充份授權，非但僅毋庸（移民）法官保留之介入，亦 

毋庸進行較嚴格之證據調查程序，亦毋庸遂行聲請人與裁判

一……_—者 分 力 香 五 措 施 荨 等 踩 两 鞋 序 ，__然馬了無論；柯

少 、至 少 於 「第二次以後」之繼續性收容處分時，該所謂之

10



「急迫性」應 已消失，憲法至少即應為中密度以上之審 查 ， 

後^桌桌認善延矣歧容貪务S 必姜，豈釭完荃耒賦丰全收备 

人陳述、答辯之程序機會？亦豈又得未附具任何理由即能繼  

績延長收容之決定?

(3)是 故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條游 一 眉 ^第 二 項 *遵 三 厨 ， 

至 少 於 「第二次以後」之繼續性收容處分時，已牴觸 *法第 

8 條 、憲 法 第 1 6條與憲法第 2 3條 。

聲請人之其他意見與建議：

综 上 所 述 ，聲請人主張：（1 ) 《提審法》第 條 未 包 括  

同為限制人身自由收容處分已有違憲；（2 ) 《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 3 3條第 一 頂 、第 二 頂 、虔三适於载定收容前，即應有類如移 

民法官制度之法官保留暨司法審查；（3 )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條 第 2 項規定收容並無次數與固定時程之限度，解釋與實務 

運作上幾近於不定期刑已有失比例；（4 )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8條患*—項 、第 二 項 、第 三 項 Y % —久 |收容處分時未賦予任 

何法律正當程序保障已有違憲 ; (5)而 至 少 ，無 論 如 何 ，《入出 

國及移民法》第 說 备 第 一 頊 '築 二 頊 、第 三 ％二 夂 ! 

之 收 容 處 分 時 ，未賦予任何兹樂 iF當程序保障已有達憲。

實 則 ，外國人人權（於此尤指東南亞移工移民之人權）乃係 

制度性問題，從外國人初入我國時起，國家種種不合理之勞動、 

'簽證t 居留政策性管制__，_~^：國後X 民 乏 普 遍 性 歧 瑭 :削 '甚 1 ： 

凌 虐 ，均係造成外國人屢屢逾期居留之主要原因，而伴隨我國



經濟日漸成熟暨全球化，臺灣早已成為人口之輸入國，卻直至

”迸崩；■ 知 桌 誠 封 # 崑 而 耒 7瓦國飞6___$勒 _長_鼻__貪之_

入出國移民署後，相關之法規難免尚有缺漏，侵害外國人人權 

甚 飯 ，在 在 均 巫 符 大 院 爱 清 審 度 ，是 尚 祈 大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能惠予受理並作出解釋為核。

伍 、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略 ）

附 件 一 、聲請人提出於板橋地方法院之聲請提審書狀。 

附 件 二 、板橋地方法院 9 9 年度提字第 1 號刑事裁定。 

附 件 三 、聲請人提出於高等法院之刑事抗告狀。

附 件 四 、臺灣高等法院9 9 年度抗字第5 4 3號刑事裁定。 

附 件 五 、委任狀正本己紙。

附 件 六 、複委任狀正本乙紙。

此 致

司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 年 兰  月 + 四  曰

聲 請 人 ：PURWATI

.顯  n —.蔡 —_恙._
'W h i

r d  v. ¥ 

二、 m u . V v  ■_!
1 - ； I ：

.. i

游 複 代 理 人 : 林 超 駿  '廖 元 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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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聲請補充意見書

i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〇 / 年 / 〇 月 2 令日 

會台字第/ cc?3《一I號

梂超

高榮志

覆司法院「處大______'字第1010005854號 」文 （ ），謹提釋

憲聲請補充意見書如下。

壹 、聲請釋憲之目的

茲依攄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針對臺灣高等法院 

99年度抗字第543號終局裁定所適用之法律 > 以及其他具有重要關聯性之法律， 

聲請釋憲：

請求宣告恭釋憲聲請之系爭裁定所直接適用之法律，即提審法第一條、第八 

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1與 4 款 、及同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違 

憲 ；另依大院釋字第五四五號解釋之見解，當其他法律與釋憲標的有重要關聯性 

時 ，大法官亦得解釋之見解，亦請大院一併宣告人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六條第二 

至五項規定違憲。

又入出國及移民法於民國一百年間修法，新法並於同年十二月九曰開始施行。 

本釋憲聲請所屯張遠憲之部分條文，於此次修法中1或是條文規定内容有所修改 

(如新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或是在款項上次序有所調整 

(如新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1 與 4 款 、新法第三十八條第五項），或是原屬立法 

怠 情 ，而於本次修法後新增（新法第三+六條第四項>  但由於基本上法制架構 

與特定條文内容實質未變，故除對舊法既存條文聲請釋憲外1亦對新法新增條文 

聲請釋憲。

貳 、疑義之經過、釋憲標的及所涉之憲法條文

…-、疑義經過：

聲請人係印尼國籍人 > 初因合法獲得工作簽證來台，後於民國九十七年逃離 

原合法僱主違法打工而遭遝捕，自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一日起 > 遭收容於移民署所 

敗蓉薪了 A 出爾岌栘民法中2 祕遂S 丽極序遲耒發動' 經長邏 I f 備胃 

之拘禁期間後，始被遣送回國。

.■ 交 ！c你 ""

G 10130056

G10130056



聲諝人於被收容後兩個月即依據提審法第一條之規定，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就移民署依據人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八條第…項規定對聲請人所為之收容，以及 

-移民署末立即進行遭送程序發動所造成入SF苜西受■到侵蓄乏倩浼7 S 諝提審 

該院以提審法之適用對象僅限於刑事被告，以及人出國及移民法另有提供異議救 

濟管道為由，以裁定駁回聲請人先前聲請提審之訴=*後聲譜人對該裁定向臺灣高 

等法院提起抗告，該院亦以聲請人非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不得聲請提寮， 

故亦駁回聲1 人所提出之抗告。

二 、釋憲標的與所涉憲法條文：

以上述釋憲疑義之經過為莶礎 > 謹將本釋憲聲諝之標的與所牽涉之憲法條文 

先扼要敘述如下：

(一） 、提審法適用範圍：提審法第一條以及第八條之規定，未明示提審法適用 

範圍包含各類非刑事被告，係違反憲法第八條第二、三 '四項之規定，應屬違憲。

(二） 、收容之程序:人出國及移民法中第三十八條第三項有關收容之程序規定* 

因違反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前段法定程序之規定，特別是違反自釋字第三八四號解 

釋以來所闡釋之實質正當法律程序概念，並未給予聲請人必要之保障，且部分程 

序規定付諸缺如，所以違憲。具體而言，現行法除未有拘捕規定外，相關程序違 

反法律及法官保留等原則，另欠缺答辯之保釋程序，故屬違憲。

(三） 、收容之要件：入出國及移民法中有關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與第二項有關收 

容之要件規定，因違反憲法第八條第…項前段法定程序之規定，要件過於概括， 

所以違憲。

(四） 、遺送程序發勳之時點與要件：入出國及移民法中第三十六條第四、五項 

有關遣送程序之規定，除亦違反法律保留以及法官保留等原則外，且因未與收容 

程序間有密切聯繫，未賦予聲請人答辯之機會，故違反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後段法 

定程序以及憲法第十六條訴訟權之規定，所以違憲。

(五） 、待遣送外國人之分類：就人出國及移民法之蹩體言，第三十六條第二、 

三項以及第三十八條第三項等規定，未對移民類型作必要之细分，進而於收容與 

遣送程序上做必要之分類，有違憲法上平等原則第七條之實踐。

參 、釋憲理由（一）：提審法第一條與提審法適用範圍

由於本案釋憲聲請人之人身自由，當初之所以無法獲得法院救濟之關鏈，是



在於法院係以提審法之適用範圍僅限於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J 之慵形，強調

人出國及民法中之收容不屬之，故對聲請人所捉起聲請提審之訢，依據提審法第 

四條第二項苡裁定駁回敌 S 於先程序後賞體之法理__，__有關釋憲標的Z 順序_，_從| 

提審法適用之範圍說明起。

本釋憲聲請之系爭裁定，即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抗字第 S4 3號終局裁定， 

依據提審法第一條之規定，以為人出國及移民法中之收容規定，因 非 屬 罪 嫌  

疑被速捕拘禁」之情形，故無提審法之適用t但 這 樣 之 見 無 論 是 從 憲 法 第 八  

條之源起，抑或是從憲法第八條之架構，甚至是憲法第八條第四項之文義看，提 

審制度本就是應適用至非刑事拘禁之情形，謹以下四點，做進一步之申論：

提審法應適用至非刑事拘禁之理由（一 ）：人身保護令狀法制之借鏡 

提審法制之所以應適用至非刑事拘禁場合理由之一1是在於我國提審法一般 

以 為 1係源自於英_ 人之身保護令狀法制（the writs of habeas corpus ) ，而英美 

之人身保護令狀法制自始迄今 >便是得用以處理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限制之問題。 

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兩點予以進一步申論：

(一）、從歷史角度看人身保護令狀本就是從處理行政拘禁等之問題1

人身保護令狀於英_係經過數個世紀之發展，最後到十七世•紀中之後，特別 

是在一六七九年之後，發展出今日吾人所理解人身保護令狀制度之雛形。而依據 

the Habeas Corpus Act 〇f 1679之規定》人身保護令狀主要是在規定當有警察或行 

政官員所為之人身自由限制之情況時，人身自由受拘朿人請求法院聽審之權利1 

也就是說*人身保護令狀是在處理未經法院裁判，便予以人身自由限制之情形， 

而這也是美國獨立初期一般人對人身保護令狀之看法。所 以 ，人身保護令狀最初 

之坊能 j是在強調法院介入行政機關所為人身自由受限之場合u

(二）、就實務運作言 1美國人身保護令狀法制適用至包含移民收容之各類非刑 

事被告

基本上，美國法實務運作之情況 > 是人身保護令狀法制，得適用至各類非刑 

事被告人身自由限制之最佳證明=以美國法與本釋憲聲請類似問題之為例，自二 

零零一以迄二零零五年間，以 為 首 之 三 個 與 移 民 收 容 有 關 最 高  

法院解釋，皆明示美國之人身保護令狀法制，得予以適用至外國人驅逐出國程序 

中各類不同人身自由限制之情形。

:栽議憲活篥條之體系賦予入昆

1 煩請# 考 ：林超駿1提審法 ' 人# 保護令狀與外_ 人驅逐出國程序之收容，憲法解釋之琎論與 
實務第七輯，頁 519以下 > 闰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主動爭執人身自甶限制之機會2

如果以為以英、美法之歷史與實務運作用以說明提審法制■適用至非刑事拘 

禁之立論方^ 稍嫌迂阔的話則我 l i S 法第_八條本身，應適用以闡釋提審法制' 

得適用至非刑事拘禁場合最佳基礎。這是一個向來被忽視，但卻是極其重要之問 

題 。具體而言，提審制度之所以可適用至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受限場合之基礎， 

應是在憲法第八條第四項之人民可謂求法院追究非法拘捕之規定。這樣之立論， 

主要可分從憲法第八條體系之架構，以及自該條第四項之立法宗旨與文義上見 

之 。

先就憲法第八條之體系言，該條第…項與第二項前段，是對機關、法院之程 

序遵守義務規定，而同條第二項後段以及第三、四項之規定，則是憲法之提審規 

定 。是 故 ，從憲法第八條規定之用意觀之，說提審程序與一般司法救濟之正當法 

律程序並存3至少可以說並不違反制憲者之原意，也就楚本釋憲聲請書所稱之雙 

正當法律程序。與憲法第八條體系同樣重要之點是，憲法第八條四項之規定，究 

其意旨言，應主要是針對非刑事拘禁赋予當事人聲請追究之機會，也就是陚予各 

類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受限之時^就其人身自由受限之情形1予以爭執其合法性 

之機會 g

從憲法第八條之架構看，可推論出制憲者之立場是分從法定程序與提審法制 

二者•以強化對人身自由之保障◊ 所以，問題關鍵在於 1憲法第八條究竟有無意 

思賦予非刑事拘禁聲請提審之機會？這應是有的！簡單說，憲法第八條架構蘊含 

兼顧刑事與非刑事正當程序與提審法制之架構，茲將問題區分為三部分以為閬 

釋 ：

( 一 ）、憲法第八條正當法律程序規定部分：第一項與第二項前段

憲法第八條中有關正當程序規定之部分，主要有二： •是大家所熟知之第一 

項 ，另一則是第二項前段。

首 先 ，就第八條第一項言，因為係說「人民之身體国由應予以保障」1故第 

一項之適用對象，顯然是指所有人身_甶受到限制之情形，也就是不論人身自由 

受限之人是否係因犯罪嫌疑（刑事被告）3 皆有第一項之適用，達 捕 、拘 禁 、審 

問及處罰等程序，皆須依攄法律規定。這也是釋字第三八西號解釋所強調之無論 

是刑事被告與否 1皆受實質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這是處理憲法第八條中有關司 

法 、醤察機關以及法院所應遵循正當程序之問題。

一_其次「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亦是屬正當法_ 序乏規萣，祖 _就 政 歴  

機關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拘捕機關應遵循之程序。具體而言，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以

同前註，頁 554-560。



及第二項前段，也就是至「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内移送該管法院審問」者 ，基本 

上係對執行人身自由受限之機關義務性之規定，也就是強調對於人身自由之拘禁、 

蟇 商 亟 …宓蒗嵌- 运萣裎厗7_吳歹卜更強調—，■■■___疑被逯捕拘… 

禁 時 ，除須聘F原因告知本人及其親友外，更須於二十四小時内移送法院0

(二 )  、第二項後段以及第三項以下為刑事提審規定：人民主動出擊權利之一 

反 之 ，一偭大院迄今較未觸及 > 以及學界亦較未討論之部分，則是自憲法第

八條第二項後段以迄第三' 第四項之規定，憲法第八條這部分之規定，基本上便 

是有關提審法制之規定1也就是人民可以主動要求法院就人身自由受限情形審問 

之權利。而此處提審之發動，憲法第八條又區分為因犯罪嫌疑所為之逮捕拘禁，

以及非因犯罪嫌疑之逮捕拘禁（二 者 區 別 詳 如 下 述 因 此 ，依攄憲法第八條之 

規 定 ，即便是非形式被告，如本文所處理之待驅逐出國之外國人，當然亦有聲請 

追究之權。總 之 ，憲法第八條第項與第二項前段 > 是對機關、法院之程序遵守 

義務規定，制憲者竟然在第一項程序規定以外再加上第二、三、四項之提審規定，

顯係有其用苦心孤詣。

具體而言，於第二項、第三項與第四項之規定，是顯現了憲法第八條對刑事 

犯罪嫌疑人與其他刑事被告、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限制程序差異之所在。其 中 1 

第二與第三項必須一起看t此因第三項有「前項」乙 詞 ，因而此兩項之規定自僅 

針對第二項開頭之所言「因犯靡嫌疑被逮捕拘禁」者 ，也就是僅適用於刑事犯罪 

嫌疑人。而依攄此兩項之規定，與其他包括非刑事被告在内之人身自由限制程序 

憲法規定上差異，主要是在於第二項除要求被逮捕拘禁者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内移 

送於法院外，並同時規定，本人得聲誧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第三項則是針 

對因犯罪嫌疑聲請提審時，法院之作為義務心

(三） 、第四項為非刑事拘禁之提審規定：人民主動出擊權利之二

至於第四項 1則是有關非刑事被告提審之規定。相對前茴刑事之提審，此處 

有關#刑事之提審規定則簡單得多，只是強調，當其他機關對包括非刑事被告在 

内之人，若進行非法逮捕拘禁之情形，便得聲請法院提審時，且法院須於二十四 

小時内追究之規定。與第二項提審之主要差別，或許可以說是在於第二項是要求 

法院於人身自由受限後二十四小時内提審，反 之 ，本項之規定應是強調於聲請追 

究 後 t 法院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内依法進行追究之工作。

三 、提審法應適用至非刑事拘禁之理由（三 ）：憲法第八條第四項追究乙詞之内

鉬果以上所言大致不差，則■八條窠四S i 究之盖蠢'，’赤 运 涵 罕 了  

申言之，如県憲法第八條第二項之審問必須作如上解釋，則該條後段之提審，亦 

應與此有所呼應，因 此 ，應是指法院對拘禁、速捕合法性之審查。類似地，憲法



第八條第四項追究之意義，亦應從此角度予以詮釋。具體而言，有四項問題必須 

於此閫釋：

(一）、憲法第八條第四項追究之意義

憲法第八條第四項追究之意義 > 也就是追究之對象，可能有兩者：一是僅指 

尚在被掏禁2 ：情膠二是彳S包括 t 被逮捕拘禁但已被釋放之情形。如果是前者 

情 形 ，追究之内涵如不包括對人身自由限制部分之審理 > 實不可想像，故此時， 

自等同於賦予被人身自由限制之非刑事被告，聲請提審之權力。反 之 ，如果是後 

者 》包括曾被逮捕拘禁但已被釋放之情形，是否有必要於二十四小時内由法院追 

究 ？實有問題 1故前者情形較屬可能^是故 > 憲法第八條第四項之追究，亦應是 

限於人身自由尚在受限之情形。

如果憲法第八條第四項之適用範圍，係指人身自由限制仍往進行中之情形， 

則第四項所言之追究之意義，在憲法第八條規定之脈絡下，基本上有三種可能意 

義 ：第 一 ，非指提審，而是指對進行非法拘捕機關之責枉追究：第 二 ，與第二項 

後段及第三項之刑事被告情形同，皆是指提審；第 三 =則是指既能提審亦能聲請 

對責任追究。

本釋憲聲請書以為*即便只是追究機關之責任，但由於對人身自由限制之本 

身必須一併審蜜，故較為合理之意義應指第三者。即基於以下三項理由，本項之 

適用範圍遠大於前三項，因此憲法第四條所稱之追究，其對象自包括非刑事被告， 

且包括對人身自由限制合法與否審查之提審。

(二適用受拘禁之對象大於第二項、彐項之刑事提審

從文義上看，憲法第八條第四項並未如第二、第三項之情形，有 「因犯罪嫌 

疑而被拘捕」之字眼，故其適用範圍自擴大及於非刑事被告。

(三）、適用之機關及於任何非法逮捕拘禁之機關

但更重要的或許是，本項規定之範圍及於所有機關之非法拘禁逮捕，也就是 

法院本身之非法拘捕也是追究對象，就此意義而言，與美國聯邦人身保護令狀法 

制更為類似（同時有包括追究其他刑事人身自由限制情形1如因被誤認而人監服 

刑 之 情 形 因 此 ，無論如何 f憲法第八條第四項，雖未用提審而用追究之字眼， 

但_包括當事人也人可要求法院介人審問之櫂利至於法院應如何追究？這應 

該是法律層次應該肖¥決之問題，只要立法得當，法院追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限 

制 ，應屬可運作之事！
.------•.....'..•"•.....•■■-■..as . .... . . .... . . ................... . - ... . .... ....... .     ......      ....... .....

(四）、更重要的是，適用時點也大於第二、三項之刑事提審

憲法第八條第四項適用之範圍與第二、三項之最大之不同，應是憲法第八條



第四項之迴用及於任何時點之人身自由限制，但第二、第三項之刑事提帮，則僅

限於最初之人身自由限制。比如說，於刑事被告情形1如被逾期羈押或監禁，此 

時應有第八條第四項之適用；又比如説，如本轉憲聲請書之外瞳人陷於不定期收 

容之情形，亦應有憲法第八條第四項之適用。

基於以上三項理由，憲法第八條第四項之追究之意義，包括提審但大於提審。 

但必須再強調的是，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刑事被告之聲請提審，與第四項刑事被告

與非刑事被告之誚來法院追究1二者法條規定之重要差別，是在於前者係強調於 

人身自由限制時起二十四小時内得聲請提審，至於後者則是強調自聲諝法院追究 

後 1法院必須於二-__丨训小内為之。

(五 ）、小 結 ：我國提審法當然可運用觅外醑人驅逐出國之程序

由以上之說明可知，無論是從英美人身保護令狀之法制，或是從我國當前憲

法第八條與提審法所建構之提審法制，應可適用於非刑事被告，所以現行實務見 

解或有檢討之必要u

三 、 兩項重要附帶議題澄清：

在閫釋提審法制應遛用至非刑事拘禁之同時，有兩項重要關聯議題必須於此 

一併漦清：

(•一）、人出國及移民法屮之對收容異議制度，並不妨礙提審制度之發動

必須先強調的是 f人出國及移民法中所規定之異議制度，並不妨礙另外提審 

法制之發動，這是學理上所稱之平行救濟逯徑（coflateral review >

(二）、提審法第八條不但不應用以限縮提審法之適用範圍，反是該條規定亦有 

違憲之疑慮

另外，提審法第八條僅規定「…有犯罪嫌疑者，應移付檢察官偵查」之規定，

不僅不能用以說明提審法僅能適用至刑事案件之場合，反而應是本規定有違憲之

虞 。

四 、 大法官至少應對提審法第條規定作出合憲性解釋

最 後 ，大院其實可對上述提審法第一條及第八條從合憲性解釋之觀點，將問

題予以解決，不過相關問題還髂其他配套（提審法本身規定之增補），所 以 ，還 

不如將整部法制重新撿討■■修改為當。

肆、就外國人於驅逐出國程序中收容相關規定之釋憲基礎：應採較釋



字第六九零號解釋更為嚴格之判準

' 茹 王 兩 漏 i s蓰提審活M m i 自乏英荑x 身保護夸狀法制之觀點t抑或' 

是從我國憲法第八條體系以及同條第四項文義解釋之觀點，提審法之適用範圍， 

應及於驅逐出國程序中之被收容外國人。然待遒送移民人身自由限制之癥結，邐 

不僅只悬當下提審法適用_圍不及於非刑事被告違憲而已，更重要的或許是〃當 

下整體外國人驅逐岀固程序法制有闢待遣送移民人身自甶保障之不足，有違憲之 

虞 。而作為此相關法制違憲論述之塾礎者，是強調遣送移民之收容應較釋字第六 

九零號解釋所處理之檢疫隔離措施，受到更完整之程序保障，以下謹以三點做進 

一步申論：

一 、大院有關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法定程序「刑事與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保障之程 

序不必一致」之見解應予以補充

依據大院自釋字第三八四號、第五八八號解釋以來之見解，就憲法第八條第 

一項所稱法定程序之意義，強調非刑事被告亦受正當程序之保障，但在有關刑事 

與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保障之程序不必…致 ，而這樣之看法，亦為釋字第六九零 

號解釋所繼受，甚至可說是該號解釋推論之大前提。這樣之見解，在近二十年前 

言 ，基本上是具有劃時代之意義的，但經過相當期間之演變後，特別是各界對於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意義，以及對人身自由之保障二者有較新之體會後，上述僅 

調 「刑事與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保障之程序不必一致」之見解，就現今而言 T基 

本上雖屬無誤，但恐有所不足^之所以如此3原因主要有二：

第•_… 刑事與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保障之程序不必一致之見解固屬無誤，但 

或許需要更進一步探討的是，二者究竟可如何之不同？第 二 ，或者更重要的是， 

在特定個案之場合，問題重點或許已不只是刑事與非刑事被告間，人身自由保障 

之程序是否一致，而是各類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保障到底可應姻何之相同或是 

可如何之不同？進一步閫釋各類非刑事拘禁程序保障之異同，或許才是大院曰後 

有關人身自由保障解釋之重點！亦 即 ，問題關鍵茌於 *當非刑事拘禁之類型並非 

單一之情況下，如何將各類非行拘禁之情形予以合理分類，進而以建構各類型之 

正當程序，便屬重要之事！

舉例言，釋字第六九零號解釋之問題重點，是有關檢疫隔離是否應採取法官 

保留之設計？該號解釋以「刑事與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保障之程序不必一致j作 

為推論前提，故導出檢疫隔離措施不必如刑事程序般之採法官保留。在這推論過 

程中被忽視的問題，是大院在先前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受限之解釋中1也就是兩 

號與違# 罰法合憲性S i 之:解每(S孛i 二六天i 苡;I S 学葉三S 二■雨號 

釋），是強調於非刑事被告拘禁之場合，亦有落實憲法第八條法官保留之必要性° 

以此而言，僅強調「刑事與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保障之程序不必一致」乙點 > 恐



是有所不足者！

夫 院 有 保 障 特 H曝有關非■事拘禁之部分/恐過須有所 

補 充 ，而為更細緻之論述！

二 ，細緻化之方向：非刑事拘禁之兩層次再分類3

如果說現行有關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法定程序意義之見解必須有所補充，則其 

具體方向為何？本聲請書建議大院從對非刑事拘禁之兩層次分類著手:第一層次 

是先從對非刑事拘禁區分著手|將非刑事拘禁本身區分為懲罰性與預防性拘禁； 

第二層次則是以預防性之目的以及與刑擊程序之關係為據，對預防性拘禁再為細 

分 =•茲再為闊釋如下：

(— ) 、非刑事拘禁之再分類

首先，為使有關非刑事拘禁之論述更為周延，大院或必須考慮將非刑事拘禁 

予以區分為以下二者：懲罰性拘禁與預防性拘禁。由於前者對於人櫂侵害較為嚴 

重 ，故於懲罰性與預防拘禁於程序上做不同處理，應是理論上可被接受之事。 

以此為基礎 > 也可以說明為何大院於上述兩號違警違法之解釋中，特別強調法官 

保留之原因所在，同時也可以說明，為何同屬非刑事拘禁1於釋字第六九零號解 

釋中之檢疫隔離措施，毋須強調法宫保留。

(二），預防性拘禁之再分類

然在非刑事拘禁之議題上，僅是區分懲罰性與預防性之拘禁尚有未足，為解 

決各類不同之非刑事拘禁，特別是預防性拘禁之場合，還有必要對非刑事之預防 

性拘禁做進一步分類。本聲請書建議大院，就預防性拘禁之分類言，可從預防性 

之目的以及是否與刑事程序間有其關係為攄，作為進一步分類之基礎。而就本聲 

請書所處理之移民收容問題言，其與釋字第六九零號解釋檢疫隔離措施本質上之 

差 異 ，便是在於二者之預防目的有別，而二者之預防目的有別，正是遣送移民究 

其收容乙事應享有更為完蹩程序保障之關鏈所在。

三 、移民收容應較檢疫隔離程序受更完整程序保障之具體理由：收容僅係純粋 

之手段

移民收容程序所以應較檢疫隔離有較強較為嚴格之程序保障，關鍵在於二者 

之預防目的本質上有別，故為不同之非刑寧拘禁類型，不能籠統以非刑事被告人 

身自由概念以涵攝。進一步言，移民收容之所以必須較釋字第六九零號解釋所處 

理之檢疫隔離措施有較強程序保障之理由1關鍵茌於，人身自由限制本身在檢疫 

' 漏 祕 之 : 情 不 僅 有 寅 急 迫 性 季 S 亦S 目的了亦即，S i 於迢砑哇溪运

1 煩 譜 參 考 ：林 超 駿 ，非 刑 寧 拘 禁 之 法 官 （院 ）保留一兼評鞞宇第六九零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

第 207期 ，頁 176以下，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



拘禁之同時，隔離之目的即已達成。反 之 ，若於移民收容之場合，人身自由限制 

係為達成其他目的所為Z 手 段 *也就是為遣送。此 時 ’無論是從人身国由限制本 

_身Z 角 度 署 查 有 1 亡等葆圣嬖伴2 _真撒_;涵徒本素蕃埵乏淘藶 

身自由限制完整之程序，當然皆需有更完備之程序保障，鼓以下列五點做進一步 

閫 釋 ：

(― )、移民收容欠缺檢疫隔離之急迫性

移民收容與檢疫隔離之首要差別，是在於收容本身欠缺檢疫隔離作為之急迫 

性 。在不具急迫性之情況下，自然得要求更完整之程序保障。

(二） 、收容僅係遣送之前置作業

與檢疫隔離之另重要差別，在於收容本身不是目的之達成，因而必須有更完 

整之程序保障。

(三） 、收容程序得與遣送程序分離

此 外 1與檢疫隔離之第二項差別1是茌於移民之收容與遭送跫分開之程序， 

所以必須有較強之程序保障，至少就遣送程序言。

(四） 、遣送程序才是解決移民人身自由之關鏈

接續前者，遣送程序才是解決移民人身自由限制之關鍵。

(五〕、遺送隱含有懲罰之性質

最後，之所以相較於檢疫隔離程序移E 應享有更完整之程序保■障，係因遺送 

本身具有懲罰之性質。

伍 、現行遣送移民收容程序機制有違憲之虞

遣送移民究其收容於學理上較應於檢疫隔離之場合受到更完整之程序保障， 

則下一步之問題是，我國現行相關法制，究竟有哪些不足？具體而言，現行入出 

國及移民法中之相關規定中，有下列規定恐有違憲之虞：

就遒送移民收容程序保障之議題，違憲規定檢視範圍必須包括收容與遣送程 

序二者：

必須先強調的是，有關遣送移民收容程序保障之問題*不能僅看收容程序， 

而宓爾蓮面M i 福副一¥涵 赛 。5 兩 运 远 瓦 原 因 S 於上述之藏闺收容目的在 

於進行驅逐出國程序，如果該外國人毋庸被遣送收容之問題自亦解決：反 之 ，如 

果該外國人最終決定被遒送，收容正當與否之最终關鏈，亦在遣送程序，此因渉

10



及收容與遣送二者間之關係，這包括最初收容與遒送程序之發動時點，以及驅逐

出國處分作成後，該待遣送之外國人，於多少期間內應被驅逐出國。

二 ，現行遣送與收容程序之兩項共通問題

現行遣送與收容程序有兩項共通問題：

(一 ) 、均由單一機關決定，欠缺制衡機制，係球員兼裁判4

當前移民收容法制之問題 > 在於行政機關本身球員兼裁判。姑不論遣送程序 

中之移民收容究應如何採用法官保留原則j於現行制度下，單一機關（内政部移 

民署）既決定移民收容與遣送程序之發動，又負責最後是否遣送，球員兼裁判而 

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情形，昭然若揭！是 故 ，無論是否採取法官保留，應酌採美 

國 法 ，將職司移民事務之機關予以分割，透過學理上所謂内部制衡原則，將有利 

於移民人身自由之保障！

(二 至 少 應 採 法 院 保 留

再者，如以為移民收容法制上採取純粹之法官保留有其困難，但至少應採取 

法院保留。採取法院保留，不但為外國法類似情形所採，亦符合憲法第八條第一 

項後段之所稱未經法院不得審問處罰之意旨。

三 、收容程序有違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所強調之實質正當法律程序

如果有關移民收容法制必須有更完整之程序保障、現行入出國及栘民法中有 

關移民收容之部分，究竟有哪些不足？具體而言，至少應有下列幾者：

(一）、最初之人身自由限制欠缺法律明確規定*違反法律保留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八條僅規定外國人已被限制人身自由後之收容問題， 

亦 即 ，對於相關外國人最初如何被進行類似刑事之「拘提」、「逮捕」，相關規定 

付諸缺如，有立法怠情之違憲疑慮■=

(二）、外國人未被告知理由及原因

現行收容程序之另一問題，是外國人對其被人身自由限制之原因，法律未規 

定應充分告知，此不僅違憲，亦違顯然反國際人權公約之相關規定。

(三 最 初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之 時 ，應有類似刑訴之交保程座：賦予被收容外國人 

提起爭訟之機會

就現行之人出國及移民法言，就人身自由限制之部分，於逮補拘禁之後，並

呆先麵 K B i 葡蔡荇S g 荇S 查 ; 對 最 初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提 起 爭 執 之 機 會  * 11

煩 讅 参 考 ：林 超 駿 ，體系法官保留？櫂力削衡與釋憲對話下之美國移民收容救濟，硏討會論文 

(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八日輔仁大學 /第二屆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之展望」學術硏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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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不當！制度之設計上，至少必須先有類似刑事訴訟之羈押程序始屬妥適丨就 

此點而自T應重新證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前段之法定程序意義！

四 、 本案之遣送程序與人身自由限制程序欠缺合憲之配套：遺送與收容程序應有 

更密切之連結

當前移民收容法制之第二個可能違憲之問題，是在於收容與遣送程序二者間， 

並未有任何聯繫。簡單說，於當前規定之下，於其人身自由限制之後，究竟何時 

得向主管機關，甚至是法院，就其人身自由受限乙事，並未有任何預知可能性。 

對 此 ，宜仿效美國法，至少應於法律中規定，於收容後二十四小時或四十八小時 

内 ，遣送程序必須發動，以賦予當事人同時爭執人身自由限制與本案遺送程序之 

機 會 。

五 、 遣送程序之三項基本問題：

再就現行遣送程序言，亦有三項重要問題：

(― ) 、驅逐出國程序之規定違反法律保留

現行驅逐出國程序依攄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規定，係由主管機 

關以行政命令定之，對於個可能嚴重侵害人權之程序，竟僅以行政命令定之= 

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法律保留u

(二） 、遣送程序應公開，且應賦予被遣送人答辯、委任律師之機會

首先，現行遣送程序除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情形有召開審查會外，其他情形 

之驅逐出 _程序，基本上是密室作業，從程序公開•■透明之角度看，恐有不妥。

抑有進者，當事人於此情況下，甚至連委任律師之機會均喪失了！

(三） 、至少應採事後自動地法官保留

此 外 ，如前所述，影響移民人身自由限制最為關鏈者，為具本案性質之遣送 

程序本身，但依據現行法，除少部分例外1基本上無正式公開之遣送程序，從人 

身自由保障之觀點，應赋予任何待遣移民至少應有類似行政程序法規定之程序保 

障 。另 外 ，在遣送決定作成後，更應該進行所謂自動地（叫 to m atic)法官審查 

程 序 （法官保留〕，以利於移民之人身自由保障。

六 、問題之難者：不定期收容欠缺審查機制

最後，對於移民人身自由限制最嚴璽者，其實不是在於最初之人身自由限制， 

而是未能順利遣送時所淪為不定期拘禁之情形 > 然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對於此一
...... ,s. ......... . ..... . . -s-,.. .. .. .............. ... . W.., - .-.--s.—

情 形 ，基本上欠缺完整之規定，應屬遠憲。相關問題之解決，除在於要件上應有 

更具正當性之規定外 > 更需要有定期審查機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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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現行收容實體要件亦有.違憲之虞s ........................

然現行有關遣送移民收容法制之違憲與否問題1遷不僅止於程序保障上之不

足 ，入出國度移民法中有關移民收容之實體要件，過於概括，不符人權保障 U

— 、基本問題:未針對不同階段性質而為實體要件規定

當前外國人驅逐出國程序中收容要件冏題，主要是在於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 

定之四款要件。

從外國人之人身自由限制觀點，驅除出國程序從發動到結束，基本上有三階 

段 ，如果再加上最後可能發生之不定期收容部分，其實還可能區分為四階段，亦 

即第一階段是強制外國人進人驅逐出國程序，其次則是驅逐出國處分作成前之收 

容 ，接著則是處分作成後最長可至…百二十天之定期收容〔包括驅逐出國處分前 

之收容），以及當最初之六十天後結束無法遣送時，於延長…•次後，所可能發生 

之不定期收容。其 中 ，第四種情形由情況特殊，將留待於於以下第四段中苒予以 

論 述 6基 本 上 ，就收容之前三階段言，區分不同要件應是有其必要性的。

以刑娇為例，若從最初之拘捕、之後羈押到最後判決確定之執行，各三階段 

人身自由限制性質若是顯有不同者，則於入出國及移民法中有關收容要件之規定1 

何能不做此區別？現行的規範架構會有何問題？這是必須重視的！然可惜的是*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四款事由1至少從形式上看，是未區別 

不同階段而一體適用者。總 之 ，從收容實體耍件之觀點，現行法未區別最初收容 

事由與待遣返收容於性質上差異，進而未從實體要件上予以差別之規定，是恐有 

不妥者。

二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要件之檢討：驅逐出國處分作為收容事由之恐嫌於 

概括

由於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以驅逐出國處分之作成作為收容之要件，此時 

有必要檢討是否一商驅逐出國處分之作成，便得將該外國人予以收容。

按驅逐出國處分之作成，主要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與第二項所列驅逐出國事由 

規 定 ，而該等事由如細究之，其實不外是以下四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大家所最 

熟知者，未經查驗便進入我國者，也就是一般所謂偷渡之情形。第二類型，雖經 

查驗後入國 1但人國之要怦上有瑕疵，因而應被強制驅逐出國者。本法第三十六
„ . . ...... • S- •  . .  . ... • s.     .. . •• -  ̂    • —     ——• • -       

條第一項第二（有禁止人國事由）、第 三 （未獲許可入國要件）以及第四款（臨

5 煩 請 參 考 ：林 超 駿 、陳 長 文 ，論待壇送外國人合 1 收容要件一預防性拘禁觀點，政大法學評論 

第 期 ，頁丨9 3 以 下 ，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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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入國要件不符）之規定，基本上便是屬於此類。第三類型 I則是合法人境後， 

因形式要件規定之違砭，而得作為強制驅逐出_之事由者，第 五 （擅離夜宿之住 

所 _)、第天(從事與申譜停留奪不符之洁動或工作_)_、第t  (違:反對外福人泛轉別 

限制）以及第八（逾期居留或停留之情形）等款所規定之内容，皆屬此一類型。 

第四類型，則是因被撤銷、廢止居留許可，並同時註銷外僑居留證，而得被驅逐 

出國之情形，這是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至第三款，以及第三十三條第一至第三款 

之情形。

以上得被遣送外國人之類型，基本上可謂是涵蓋甚廣 > 各外國人可能逃亡， 

或是對我國社會公安發生危害之可能性/可說是大不相同，然現行法卻一律予以 

相同對待，其有問題實屬甚為顯然。

三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不足：收容要件必須符合預防'匣目的

此外，第三十八條第一項之四款事由中，現行法之第四款宵其檢討之必要性。

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四款收容事由中，看似與收容目的最 

無關係者，應是第四款以「受外國政府通緝」為由而收容之規定》簡單說，理由 

除前已提及受外國政府通緝外國人之態樣眾多外》從收容目的之角度看 > 更重要 

的理由或許是，若收容係欲將該被外國政府通緝之外國人引渡，則此時應循引渡 

程 序 ，而非循一般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再 者 1當特定外國政府與我國無簽署引 

渡條約或協定時，此時根本無法以受外國政府通緝為由而將該外國人收容，若真 

將之收容，此時對人身自由之侵害真不知將伊於胡底？

四 ，延長收容要件仍有所不足

當下有關收容要件之最嚴峻問題，不是在於定期收容，而是在於驅逐出國程 

序中可能形成之不定期收容（indefinite detention h 雖然現行法已於民國…百年 

修法，依據新的第三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當收容人因「所持護照或旅行文件造 

失或失效，尚未能換發、補助或延期者、得延授收容至有效證件備齊後三十E 止 」， 

人身自由之限制在此情況下，便可以六十天為單位不斷延長，而形成所謂不定期 

收容。這樣之規定，雖看起來較先前僅以「必要時」作為要件者，改善很多，但 

毋寧還是有所不足。

事實上，如與其他各類人身自由限制之情形相較，於外國人驅逐出國程序中 

收容之最大特色，就是不定期之牧容，雖然並非於個案皆會發生，但似不可避免， 

且每每是發生在於無法控制之因素，比如說該人之母國拒絕接受該人時1或是該 

接艮之每圖因■絕承运吳為該國之人T故不給予換發新的有效證件者。是 故 ，當 

問題之癥結不免是在有效入出境證件是否能取得時，新法卻以此作為延長收容之 

要 件 ，不免有未能對症下藥之嫌°對 此 ，美 國 最 高 法 院 於 Da此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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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_Zc^y也s ITD涵y 乙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強調•，_對於移E 延長收容此_不 

定期拘禁T至少必須有兩個以上之複數理由，方能證立此不定期拘禁^亦即，最 

高法院以為不能單以被拘禁之外國可能造成美_ 社會危險作為拘禁之理由，而在 

該案中美國政府所提出之另一理由是避免逃亡M旦最高法院以為 > 當該人以無法 

順利遺送時，無所謂擔心逃亡之問題。亦即 > 美國最高法院以為，遣送作業本身 

之不順遂，不能反用以作為不定期收容外國人之理由。

蕋 此 ，我國新法以遣送作業上之問題作為延長收容之依據，是顯與美國最高 

法院之見解有違者。

中 之 意 見 1 可 為 參 考 。

_ 、現行有關遣送外國人之區別不舞細敏，恐違反憲法平等櫂(原則)

現行遣送移民收容法制最後一項可能違憲之處T是在於對於各類待遣送移民 

之分類不夠細緻，無論是在移民遣送程序抑或是遣送之要件上，欠缺必要之分類， 

因而有違憲之虞。亦 即 ，就整體驅逐出國法制之建構要言，無論是有關待遣送收 

容之程序保障，抑或是實體要姅問題，必須從待遣送外國人主觀上分類下手，相 

關問題方能說得清楚。此處所言之主觀分類，係指針對各個待遣送之外國人，是 

否屬合法人境或具有合法居留■，再作之區分。

一、外國人分類之必要性:從預防性人身自由角度(非刑事被告之分類無法說明） 

人身自由限制要件視受限人主觀上之不同而予以區別，是向柬之作法，比如 

說 1於刑罰之場合，犯罪人是否具備責任能力自會影響其刑貴=當 然 ，刑責未必 

是自由刑，但若所宣告之刑為自由刑時，同樣犯罪行為因有無實任能力，其刑期 

輕重自有不同，甚至不必受任何人身自由限制u這是說明了，人身自由被限制之 

個 人 ，其主 _上之差異，將會影響其結果者。類似地，於待遣送外國人之場合， 

亦有區別該外國人主觀上異同，進而決定其收容實體要件或期間之實益。

由以上簡單分析，即可知其中問題之複雜性。按待遣送之外國人中=有合法 

入境者亦有非法入境者，以及被禁止人境者《而合法入境而須被遭返之外國人中， 

又可區分為具備我國永久住民身分 '具長期居留資格以及只能短期停留等三者； 

而於非法人境者中，又可區分為經海關入境與偷渡入境者。簡單之區分，待遣送

之外國人便有六種之多（詳表一）！對於此六種外國人，遣送收容程序與要件難 

道皆一律相同？足見其中相關問題之複雜性，似有作進一步分類必要性！但究應

同前註，頁 23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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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類？

表 一 ：待遣送外國人之可能主觀分類

是否需強制預防性定期 

收容？

是否可預防性不定期收 

容 ？

合法人境（… ）：永久居 

留

視有無犯重罪？ 否

合法人境（二）：其他得 

居留情形

視有無犯鐘;罪？ 視有無犯重罪？

合法人境（三 ）：一般短 

期停留

可 ？ 可

非法入境（一 ）：自海關 

入境

可 可

非法入境（二 ）：偷渡入 

境

可 可

未入境：於海關處被禁止 

入境或屬 stop at the 

border情形

可 可

二 、外國人分類之建議四項重要準據

本聲請書以為，從待遣送外國人人櫂保障之角度看，在處理與收容有關之議 

題 上 ，至少以下四點必須斟酌：

是否曾具有永久住民資格

首先 > 對於是否合法入境之外國人，應作區別，另於我國享永久居留與長期 

僑外居留資格者，亦應有別於一般合法入境者。

2•合法入境或非法入境

美國法原以是否入境，而不問是否採取合法方式作為區別準據，當然有其道 

理 。不 過 1除美國法本身已變動外，從遏阻非法移民、偷渡等觀點，以是否屬合 

法人境而非單純是否人境作為區別外國人之準據，應是較佳之作法。

3. 是否犯刑事重罪

... .區别曼.否盤刑事重罪主要意義在於，_配合以合法入境作為準攄區別係因犯. 

小錯以及違反社會治安或犯重罪等不同情形5而洪定收容要件與收容期間。基此， 

從驅逐外國人觀點，哪些罪名屬値得非難之重罪？便是須細細考慮之事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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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已人境

是否人境雖不再是區別外國人主要準據，但就我國法而言個被忽視之問  

題 是 ，對於在上述所藹邊界、海關被禁止人境者，__我國法並未將其與其他非法入 

境者作區別。

總 之 ，收容與遣送程序之整體設計應以外國人分類為基礎。

捌 、聲請人其他意見與相關附件說明

最 後 ，有 二 事 必 須 向 大 院 陳 報 ：

一 ，本釋憲聲請應進行言詞辯論：

由於求釋憲聲諝涉及諸多憲法、移民法學理上之重要問題，且事涉為數_多 

之我國境内外國人權益保障，故建請大院就本釋憲聲諝應進行言詞辯論。

二、相關附件：
臺灣高等法院9 9年度抗字第543號裁定。

此 致 

司法院

複代理人：林超駿

代理人： 高榮志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 年 十 月  二十四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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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裁 判 書 - 刑 事 類

【裁判字號】 叹抗,M 3

S90506

【狨判菜由】聲請提審
【裁判全文】

:1餺品等法院刑；裁定 y 9年度抗字笫543號

抗 告 人 中 0 0 〇 0 〇 0  2.

選-f千铝f護人 高衆志涕師

1 列A 苫人1用聲請菡審“件 塵 灣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中 華 NJ或199

年 相 2阳 裁 定 （99年度提字第1號） ，挺起抗缶，本院裁定如下

抗告駁回。

理 H.-丨

— *原裁定意肖略以：入丨_[丨國及移拭署係以盤請人逾期居跗，逋 

反入出國及移说法第兇條规定，而爲收容處分，依入出_及 

栘风法第38條第3埙规定 1受收容人對其收容處分+服 #， 

應於7 H 內向入出國及移民普捉出收容興謙。聲請人因逾期 

居 留 ，經入出阈及移拭署爲收容處分，顯與闪渉柯犯罪嫌疑 

，經法院以外之機關逮捕拘禁之情形冇異。從 而 ，聲請人聲 

請 提 審 1爲to师 由 1颅予駁N 。

二 、 抗 告 意 卽 ：抗告又並不爭執嵙逾期居留之事窗，然 而 ， 

縱箅小服收容處分，S 尙未提出收容興議，倘若仍符合提審 

法之耍件，即 不 「常然排斥」捉審法之適用，原裁定似認受

收荇之處分，即當然排斤提濟法之適用，尙嫌速斷云云。

三 、 按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K 本人成他人得 

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鹽請提漉；法院接受聲請_3狀 1依 
法律之規定，認爲無理由者，應於24小時内以裁定駁吲之 ，

提帮法第1條 、第4條第1项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外國人非法 

人國或逾期停留、居 留 ，成其他在事實上認啊暫予收容之必 

要者 *入出 _ 及移尻署得暫予收容=並得令丼從事勞務；前 

項收鞞以⑽日爲限，必 驭 時 ，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延長茧遣送 

出闕爲出，则據入出_ 及移民法笫38條第丨项第2款 、第4款
1第2职分別規定甚明。乂提密制度 > 係淵源於英_…六七 

九什：之 人 身 保 _令 （Writ of [丨at>eas Corpus) 制 度 1並爲 

我國憲法所採用 i刖规定於憲法第S條第2項及第3項 ：「人 

民因犯罪嫌疑被迎:補拘禁時•其逮補拘禁機關應將逮補拘禁 

原 因 ，以齊而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並茧遲於」十四小 

畤內移送該f¥法院審冏，木人成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 

二十四小時內向逮補之機關提密。i及 「法院對於前項聲誚

.........，.不得扼絕丄並丕櫸先命逮捕拘禁之機關査麗.。速 禁 之 ...

機 關 ，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 ，我丨副並據以制 

定提審法，以落貿提審制度之保障。足 以 ，捉審法第]條所 

稱 ：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述拙拘禁，依沿不解釋 *係 

指憲法第s條第2項 所 謂 n 因犯罪嫌疑被速補拘禁」之惜形， 

如非囚犯罪嫌疑被铋補拘狖，依反而解釋，内無提港法卽 

條之適用。否 则 ，依其他彳政法令得以收容之情形，均得聲

3/2 20I2/IQ/24 F-̂ *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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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法院提帮，應非捉帮法第]條之立法木F

四 、聲請人甲〇〇〇〇〇〇爲印尼籍人士，於K .闕y7年8m 2 i__:i初次入境 

，受備於張義明，吧雇日期原趵97年8月27H 茧9y年8月]2 H  
止 ，嗣於98年2月13日經以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撤銷聘厢許_!_!卜居  

■ ■舊效期帮9 坪 2月5曰止*存法務部外勞齋詢資料及内政部入…… ■ 

出國及移民:署外來人士收容入所申請表附卷可資佐證，£ 聲 

請人於99年 1月11日爲響迤獲時，已屬逾期居留之外I国人無 

疑 》次依細哥 t暖表之記載，入出國及移M 署係以聲請人逾 

期居留，而爲收抖處分，並非以抗告人因犯罪嫌疑被逮補拘 

禁 ，依上開說明，自不得據以聲請提審。原鞯因而駁回亦件 

聲 請 ，並無違誤 1抗告人仍執陳詞，請求准予提審，核無理 

由 ，應予駁回。
三 、據上論結 1應 依 刑 事 訟 法 第 412條' 裁定如主文。

Jd中 華 段 國 99 年 5 月 6

刑事第卜匕庭帮判長法 .H 聰明

法 黄雅芬

法 官 陳̂丨比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丙抗告。

#T記抒 李徒颖
中 華 民 圃 99 年 5 ]二1

2/2 2012/10/24 12：〇4



檢送釋憲聲請書兩份，請貴處評估若將現行法制之「暫予 
收容丁案件劃歸法院，現行制度能否負荷:

― 、入出國及移民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有關「暫 

 ̂_予收容」之規定，涉及限制入民身體自由，目前依法係宙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行政處分決定之，惟若將此等「暫予 

收容」案件劃歸法院刑事庭、簡易庭或行政訴訟法庭裁決， 

請評估我國現行法院人力可否負擔？如須増員時，情形如 

何 ？

二 、檢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之4 9 年至98年大陸地區人民及 

外國人收容人統計表」乙件及雨份釋憲聲請書，請參酌。

【參考法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 3 8 條

I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暫予收蓉，並得

令其從事勞務：

一 、 受驅逐出國處分尙未辦妥出國手續。

二 、 非法入國或逾期停留、居留。

三 、 受外國政府通緝。 _

四 、 其他在事實上認有暫予收容之必要。

I[前項收容以六十曰爲限；必要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延長至遣 

送出國爲止。

ni受收容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法定代理人、兄弟姊妹 > 得於 

七日內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收容異議。

IV受收容之外國人無法遣送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限定其住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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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外國人涉嫌犯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其收容於第三十九

_______條收容處所之日數，以一甘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刑法第

四十二條第三項、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

VI前項規定，於木法修正施行前尙未執行完畢之外國人，亦適用
_ _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 。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1 8條

I進入ffi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_____-者，治安機關得逕 

行強制出境。但其所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應先經司法機關之

N 思 ■

一 、 未經許可入境。

二 、 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

三 、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四 、 有事實足認爲有犯罪行爲。

五 、 有事實足認爲有危害園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n 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已取得居留許可而有前項第三款至 

第五款情形之一者，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強制其出境前，得召 

開審查會，並給予常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nr第一項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並得令其從事 

勞務。

rv第一項大陸地區人民有第一項第三款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 

或工作之情事，致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而未涉有其他狍罪情事者， 

於調查後得免移送簡易庭裁定。

v 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涉及刑事案件，經法官或檢察官責 

付而收容於第三項之收容處所，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其收容 

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刑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



VI前五項規定，於本條例施行前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適用

va第一項之強制出境處理辦法及第三項收容處所之設置及管理辦 

法 ，由內政部擬訂 >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二項審查會之組成、審查要件、程序等事宜，由內政部定之。



有關 請本處就將「暫予收容」案件劃歸法院刑

事 庭 、簡易庭或行政訴訟法庭裁決，評估我國現行法院人力 

可否負擔？如須增員時，情形如何？一事提供資料一案，說 

明 如 下 ：

一 、 依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總 員 額 法 規 定 ，本 院員額高限為 

13, 9⑽ 人 ，本院暨所屬機關 1 0 0年度配置預算員额總 

數 為 13, 2 0 5人 ，可實增員餘額僅69 5人 ，先予敘明。

二 、 因應立法院9 9 年 1 1月 5 日三讀通過「少年及家事法 

院組織法」，院會並通過附帶決議，要 求 本 院 5 年内 

在 北 、中 、南 、東各設 1 個少年及家事法院，及本院 

刻正籌備之臺灣鳳山地方法院等新法院成立所需員 

额 ，囿於前開總員额法所匡定本院員額高限，本院及 

所屬機關增員空間相當有限。

三 、 鑑於國家財政困難，增 員 不 易 ，本院近年來遇有新增 

司法業務，均本人力精簡，先由各級法院現有預算員 

额範圍内調整因應為原則，不足部分亦僅就各級法院 

最迫切需要之人力為增員。惟邇來社會急速轉型、經 

濟高度發展，各種利益衝突糾紛迭起，訴訟案件及非 

訟事件逐年增加，有關各法院法官及配套人力之增員 

實難配合各法院實際需求。

四 、 至 如 將 「暫予收容」案件劃歸法院，現行法官人力可 

否負荷一節，事涉此類案件之年案件量、每法官每月

可辦理件數及推估所需法官人力，爰建請先由業.務廳:
'—• ...... ....... , , 、.-

j 平估案件劃歸法院後需用之法官人力，以利後續評估 

是否須增加預算員額。

五 、 另本（100)年 8 月預計將分發法官 1 1 4人 ，1 0 1年將分 

發 1 0 3人 ，2 年間挹注之法官人力超過2 0 0人 ，附予

敘 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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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軒邊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保 存 年 限 ：

f 函 （稿 ）

地 址 ：1 0 0 4 8台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1段

12 4-it

受 文 者 ：内政部1 出國及移民署 

發文曰期：中革民國啊年丨丨月丨丨3

J 發 文 字 號 ： 處 大 一 字 第

速 別 ：最 速 件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普 通

#  附 件 ：檢 附 聲 請 書 影 本 乙 份

圓|1_1丨_
G09927257

主旨■檢送PURWATI (印尼籍）釋憲聲請書（含委任狀）影 本 乙 份 1請 

就說明攔所列事項，於文到 1個月内查明惠復，請 查 照

說 明 =

一 、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 1項蜆定辦理。

二 、 該聲請嘗指摘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違憲各情 f煩請詳細論 

述 貴 署 ^ 見 ，並請說明裁處收容之程序、細節為何？

三 、 聲請人PURWATI因何事收容於貴署收容所？收容期間如何？ 

已否出境？何時出境？其收容期間會客紀錄如何？

四 、 貴署收容所收容之對象為何？除外籍人士外，有無包括依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8條規定收容之大陸人民？ 

收容外國人與大陸人民之待遇有無差異，是否分別收容、管 

理 ，情形如何？

五 、 最近 1.0年收容前述對象人數各計若干？請區分年度類別、男 

女列表供本院大法官參考。又二者平均收容期間長短如何？ 

另因外國人提出收容異議而停止收容或廢止收容之件數若干？

六 、 檢送委任狀所载委任人 PURWATI之簽名是否其本人所為？請

..........查 w 。- —...一■_ ... ...…… .….  .......—. —..._

七 、 對於外國人非法入境或逾期居留，應如何依法裁處收容、監

枝 對 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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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禁 ，以及不服裁處如何救濟等制度性問題（譬如設置移民法 

庭■).… 貴署■有無^外獨“立^法 +請提供資料參考 -°

八 、本處99年4月2 7日處大一字第0990010106號函所查詢之蘇乎 

星（泰 國 籍 ，原收容於貴署南投收容所），已否出境？

正 本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副 本 ：本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第 一 科

處戰 )

訂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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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沏 I队 ：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函
■ ..........機 1 _地址 _: 2 2 0 6 9 臺 北 縣 板 橋 市 三 民 路 2段 37

E 5樓 （專 勤 事 務 第 一 大 隊 ）

觸 絡 人 ：專 M  )王 湘 連  

聯 絡 電 話 ： （0 2 )  2961 1 3 5 6 分機 1[)9 

傳 真 電 話 ： （0 2 )  2 9 6 1 2 8 1 7  '

電 子 信 箱 ：1 8 7 7r [migration, 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發 文 曰 期 ：中 華 民 國 1 0 0年 1 月 5 a 

發 文 字 號 ：移 署 專 一 蓮 字 第 1 0 0 0 0 0 5 8 2 3號  

速 別 ：普 通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普 通

附 件 ：如 主 旨 （1 0 0D2 0 0 0 1 2 6 . D O C，1 0 0D2 0 0 0 1 2 T  1 ) 0 0  1 0 0D2 0 0 0 1 2 8 .DOC，1 0 0D2 0 0 0 1 2 9  

,D0 C = 1 0 0D2 0 0 0 ]則 .X U S，1 0 0D2 0 0 0 1 3 1 . DOC) ( 請 至 本 署 附 件 下 載 區 下 载 附 件 ， 

^ijb ： http;/Avww. iimnigration.gov. tw/od2 0 down/ )

主 旨 ：檢陳PURWATI (印尼籍）釋憲聲請案之調查事項查復書 1份 

，請 鑒 核 。

說 明 ：依據大處99年 11月1 1日處大一字第0990027257號函辦理。

正 本 ：

副 本 ：

司 法 院 太 法 官 書 記 處  

本 署 專 勤 事 務 第 一 大 隊 (含 附 件 ) |曝

第 1 頁 技 丨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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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復書

案由：PURWATI (印尼籍）釋憲聲請案。

依 據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9 9 年 1 1 月 1 1 日處大一字第 

0990027257 號函。

調查事項一

依據聲請書指摘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 條違憲各情，煩 

請詳細論述貴署意見，並請說明裁處收容之程序、細節為 

何 ？

― 、「提審法 j 第 1條 、第9 條未涵括同為「限制人身自由」 

之 「收容處分」牴觸憲法第8 條 。

查復如下：

按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 

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法院接受 

聲 請 書 狀 ，依法律之規定，認為無理由者，應 於 2 4 小 

時内以裁定駁回之，提審法第 1 條 、第 4 條 第 1 項分別 

明文規定。次按外國人符合驅逐出國條件時，本署得強 

制驅逐出國；外國人符合暫予收容要件時，本署得暫予 

收 容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6條 第 1 項 、第 3 8條 第 1 項 

規定甚明。又提審制度係淵源於英國 1 6 7 9年之人身保 

護 令 制 度 ，並為我國憲法所採用，而規定於憲法第 8 條 

第 2 項 及 第 3 項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



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 

指定之親友，並 至 遲 於 2 4 小時内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 2 4 小時内向逮捕之 

機關提審。」及 「法院對於前項申請，不得拒絕，並不 

得先令達捕拘禁之機關查覆° 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 

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我國並據以制定提審法， 

以落實提審制度之保障。是 以 ，提審法第 1 條 所 稱 ：人 

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依沿革解釋，係指 

憲法第 8 條 第 2 項 所 謂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 

之 情 形 ，如非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依反面解釋，自 

無提審法第 1 條之適用。否 則 ，依其他行政法令得以收 

容之情形，均得聲請法院提審，應非提審法第 1條之立 

法 意 旨 。前開規範與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 條 ，就滯 

留在臺無合法居留權之外國籍非法移民，為確保能將其 

順利遣送出國，而暫予行政收容之情況有間。按行政收 

容之受收容人依提審法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提出聲請 

提審被駁回有案可稽，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99

二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條 ，未賦予法官保留之司法審查，



牴 觸 憲 法 第 8 條 與 第 1 6 條 。

查復如下：

(一）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 條規範外國人收容之目的，係 

為順利執行強制驅逐出國，為遣送前之暫時措施，本 

質 上 係 為 「行政收容」，與刑事案件偵審及為保全刑 

事追訴程序之「司法羈押」須法官保留之情況截然不 

同 ，不宜相提並論混為一談。

(二）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 條規定得予收容之對象，如 

有不服收容處分，得依同條第3 項規定向本署提出異 

議 ，亦可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提出救濟。綜 上 ，爰 

無牴觸上開憲法第 S 條 及 第 1 6條 規 範 。

三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 條 ，雖 謂 「暫予」收容，然並無 

特定時程之規定，解釋與實務運作上均得無限期延長， 

有牴觸憲法第2 3條之疑慮。

查復如下：

(一）依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條 第 2 項 規 定 ，「前項收 

容 以 6 0 曰為限；必 要 時 ，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延長至

原 則 上 係 以 6 0 曰為限，惟辦理遣返外國人出國手續



所 需 時 程 不 一 ，尤以當事人國籍不明或無有效護照 

( 因 遺 失 、逾效期或無護照一持偽造變造護照入  

國），須為渠辦理護照或旅行文件時，若當事人原籍 

國與我國無邦交或在臺未設辦事處（駐華機構），尚 

須透過外交管道協助辦理，致造成所耗時間較長之情 

形 ，如 未 於 6 0 日完成遣送出國程序者，於 必 要 時 ， 

基於收容目的之考量，爰有延長收容規定，依法得延 

長收容至遣送出國。

(二 ）為使收容期限更臻明確，避免外界產生「無限期收容」 

之 疑 慮 ，内政部爰提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 條 第 2 項 

修 正 草 案 ，明定收容及延長收容之期限與次數。該項 

草案内容為「前項收容以6 0 日為限，收容期間屆滿， 

本署在事實上認有繼續收容之必要，得 延 長 收 容 60 

日 ，以一次為限。但受收容人所持護照或旅行文件遺 

失或失效，尚未能換發、補發或延期者，得延長收容 

至有效證件備齊後3 0 日止。」

四 、入忠國及移民法第3 8條 之 「收容處分」，第一次收容時

條 、第 16條與第23條之規定。



查復如下：

本署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 條規定所為之「收容 

處分」，本質上係為行政處分，當事人如有不服，同前 

陳 述 ，得依同條第3 項規定向本署提出異議，亦可依訴 

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提出救濟。

五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條 之 「收容處分」，未赋予受收容 

人 陳 述 、答辯之程序機會，亦得未付具任何理由及繼績 

延 長 收 容 ，已牴觸憲法第8 條 、第 1 6條與第 2 3條之規 

定 。

查復如下：

依行政程序法第 3 9 條 規 定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 

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本 

署 於 「違 法 （規 ）外來人口收容遣送戒護標準作業程序」 

規定查獲符合收容要件者，應進行人別訊問並製作調查 

筆 錄 ；接收其他機關查獲移送收容案件 *或視案情需要 

進行複訊釐清及蒐證手續，應檢視初訊筆錄是否符合收 

容要件規定。如不符合收容要件者不予收容，應通知其

.—..--..親.友辦-理"贵或.具保.帶.回■〜本署於執-待■收馨.處-分..時.t — 均" 

依前揭規定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附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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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裁處收容之程序、細 節 。

查復如下：

以 印 尼 籍 外 勞 P U R W A T K女 性 ，護 照 號 碼  

AL271695，1987年 2 月 7 日生）為 例 ，因其違反入出國 

及移民法第 3 8條 1 項 2 款 ，非法入國或逾期停留、居 

留 ，經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9 9 年 1 月 1 1 日 22 

時於桃園縣八德市興豐路 11 76號 内 查 獲 ，並 於 9 9 年 1 

月 1 2 曰 2 0 時 3 0 分許以警察機關舉發逾期停（居）留或 

非法工作案件通知書轉送至本署桃園縣專勤隊，經確認 

真實身分無誤後，經審核 PURWATI應由本署執行遣送， 

其情形符合逾期居停留之條件，且未符合外國人收容管 

理規則第4 條 第 1 項各款得暫不予收容及第2 項暫時停 

止收容之情形，爰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 條 第 1 項 

規定作成暫予收容處分，並依法開立收容入所申請表及
"mdimfnmiifciihiiiiniiP*1 n~  ■hum i i ■■嶋 ■■ _|__丨||||■■■■■in

收容處分畫(移署專一桃縣渭字第 0998027812號）後暫 

置桃園縣專勤隊臨時收容所收容，由本署辦妥出國手續 

後執行遣送出國。另依據法務部9 6 年 1 2 月 2 1 日法檢 

— - 第 Q8 -5虎 函 - 附 4奉■ 2 )」〜’〜 一 

士倘列為被告或證人者，於 遣送固國前，需徵得承辦檢



察官之同意，以免所涉及之刑事案件無從偵辦。該外勞 

PURWATI因涉及竊盜刑案，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 

偵 辦 中 ，故暫緩辦理遣返作業，復 於 9 9 年 2 月 1 曰開 

立 入 所 申 請 表 及 處 分 書 （移 署 專 一 桃 縣 渭 字 第 099 

8027969號 )轉往本署收容事務大隊臺北收容所收容，渠 

業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  

定 ，於 9 9 年 6 月 2 9 日以長榮航空公司BR2 3 7班機遣送 

出 國 。

調查事項二

聲請人 PU R W A T I (印尼籍，女 性 ，護照號碼 A L 271695， 

1987年 2 月 7 日生）因何事收容於貴署收容所？收容期間如 

何？已否出境?何時出境?其收容期間會客紀錄如何？

查復如下：

PURWATI被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於9 9年 1 月 

1 1 曰查獲逾期居停留涉及竊盜刑案，復 於 9 9 年 1 月 12 

曰由本署桃園縣專勤隊收案，又其情形符合逾期居停留 

之 條 件 1 未符合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第4 條 第 1 項各款 

得暫不予收容情形，本署爰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 

條 第 〖 項規定作成暫予收容處分，辦妥出國手續後執行 

遣送出國。收容期間自9 9 年 1 月 1 2 日起算至9 9 年 6



月 2 9 曰出所由祧縣專勤隊執行遣送，搭乘長榮航空公 

司 BR2 3 7班機出國。經 查 PURWATI收容期間會客紀錄共

計 4 次 （如 附 件 3 ) 。

調查事項三

貴署收容所收容之對象為何？除外籍人士外，有無包括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 8 條規定之大陸地 

區人民？收容外國人與大陸人民之待遇有無差異？是否分別 

收 容 、管 理 ，情形如何？

查復如下：

本署收容所收容之對象包括臺灣地區無戶籍國  

民 '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及大陸地區人民等外來人 

口 ^■受收容人之待遇並不因身分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外 

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待遇並無二致，亦未分別收容、 

管 理 。

調査事項四

最 近 1 0 年收容前述對象人數各計若干？請區分年度類 

別 、男女列表供本院大法官參考。又二者平均收容期間長短 

如何？另因外國人提出收容異議而停止收容或廢止收容之件  

數若干？

查復如下：
..........................................................................................-................................................................... .........................^

案經統計如「8 9 年 至 9 8 年收容大陸地區人民及外



國人統計表」（詳 如 附 件 4 ) 。當事人得依入出國及移民 

法 第 3 8 條 第 3 項於收到處分書之次日起7 日内，向本 

署提出收容異議，亦得依訴願、行政訴訟救濟制度提出 

救濟。9 6 年本署成立至目前因受收容人提出收容異議而 

停止收容或廢止收容之件數共 1 件 （該 案 於 9 8 年 1 月 

1 1 日廢止收容），之後因本署成立「強制驅逐外國人出 

國審查會」，類似案件進入審查會審查，觀 至 g 前未再

有提出收容異議而停止收容或廢止收容案件。

調查事項五

檢送委任狀所載委任人PURffATI之簽名是否其本人所為？

請查證。

查復如下：

經本署臺北收容所查證，該簽名確係其本人所為。 

調查事項六

對於外國人非法入國或逾期居留，應如何依法裁處收 

容 、監禁，以及不服裁處如何救濟等制度性問題（譬如設置 

移民法庭），貴署有無外國立法例，請提供資料參考。

查復如下：

—(■…一 0 -'如何■依法翁處~收■容■-、一監〜禁—:一-■一—一一■ - —....... -—-—-

1.非 法 入 國 ：本項所稱非法入國，應係指未經許可而入



國 （偷渡）或持用偽、變造或冒領（用）之 護 照 、簽 

證入國之情形，爰得分別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 4條 、 

國家安全法第6 條 第 1 項及刑法第2 1 6條規定移送管 

轄地檢察署偵辦，由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程序規定辦 

理 ，若無羈押之必要時，因當事人在臺無合法居留身 

分 ，為非法入國，未符合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第4 條 

第 1 項各款得暫不予收容情形，本署得依入出國及移 

民法第3 8 條 及 第 3 6 條 之 規 定 ，予以暫予收容處分， 

並得予以強制驅逐出國。又依據法務部9 6 年 1 2 月 21 

曰法檢字第 0960047608號 函 （如附件 2 ) ，本署收容 

之外籍人士倘因涉刑事偵審案件列為被告或證人者， 

於遣送回國前，需徵得承辦檢察官之同意，以免所涉 

及之刑事案件無從偵辦，則為暫缓遣送而收容之理由。

2.逾 期 居 留 ：本項所稱逾期居留，應係指原有我國合法 

居 留 權 ，持有本署核發之外僑居留證之對象，因在臺 

居留原因消失或逾核准居留有效期限而仍未離境而 

言 °

仍繼續存在者，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 條 規 定 ，



經依同法第 8 5條 第 4 款規定處以罰鍰後，得向本 

署重新申請居留（本項情形實務上無收容之必要）。

( 2 )  若該外國人居留原因業已消失或逾居留效期3 0 曰 

以 上 * 本署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6條 第 1 項規定 

得予強制驅逐出國，依同條第2 項規定本署於強制 

驅逐其出國前得召開審查會，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 

之 機 會 。

( 3 )  本署為順利執行強制驅逐出國，避免非法移民逃 

逸隱入社群，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 8條 規 定 ，得 

予暫予行政收容，並為其辦理護照（或旅行文件）、 

安排班機及訂定機票等出國手續。

(二） 不服收容處分救濟制度：當事人得依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 3 8 條 第 3 項提出異議，亦得依訴願、行政訴訟救 

濟制度提出救濟。

( 三 ）  外國立法例：有關外國人收容之決定是否須由法官裁 

定 ，本署曾蒐集鄰近及先進國家（美 國 、曰本、加拿 

大 、南 韓 、法國及新加坡等6 個聯合國會員國）之收

... ...—容 制 疾 .參 考 〈士册件 .冬 )本均丨讲士法鲁為〜收溶每裁“定 ^



調查事項七

本處 9 9年 4 月 2 7 日處大一字第0990010106號函所査 

詢之蘇乎星（泰國籍，女 性 ，護照號碼 M 465012原收容於貴 

署南投收容所），已否出境？

查復如下：

蘇乎星由本署臺中市第一專勤隊（原臺中市專勤隊）於 

9 9年 6 月 2 9 日遣送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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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5 — 美 國 、日本、加 拿 大 、南 韓 、法國及新加坡等6 個 

聯合國會員國之收容制度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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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哥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m 號 ：

保 存 年 限 ：

函 （稿 ）

地 址 ：1 0 0 4 8台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 段
1 9/1 缺

受 文 者 ：内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锃 零 稱 年 空 乃 州 盘 1 3 、

發 文 字 號 ：秘 台 火 一 字 第 ^ 扣 ’ 號  

速 別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普 通  

裝 附 件 ：

疆__11
G10007780

: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 PURWATK印尼籍）聲請釋蕙案，需暸解說 

明攔所列矣事項疑義，請實部惠示意見，並請檢附相關資料 

於文到後儘速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第 1項 辦 理 《

二 、 貴署 100,1. 5移署專一蓮字第 1000005823號函所載調查事項

^ 一第六段裁處收容之程序、細節部分（第六頁第1 4 、15行)敘

及/依法開立 I 容入所申請表及收容處分書」後暫予收容一 

節 ，請將申請表、處分書範*例檢送參辦。

三 、 承 上 ，A 依法勒立收容入所申請表及收容處分書」 ，其所稱 

之申請表由何人填載申請？處分書又係由何人製作裁決？相 

關作業程序有何法令依據？如有作業規範，亦請一併檢送參 

辦 。

正 本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副 本 ，

決 行 f T 用 補

校 對 監印 嫌 文 i
n m  …
第 1 頁 共 1莫

……_ 大法官»記處
Q10000209

Q10000209



保 存 年 现 ：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函
..... ... ... ......__… _____… ________— 地址' _ _ 2 2 邱9新 H 板 橋 區 三 民 路 2段 耵 號 5  _

樓
聯 絡 人 ：專 員 注 湘 蓮  

聯 絡 電 話 ： （0 2 )  2 9 6 1 1 3 5 6 分 機 109 

傳 真 電 話 : （0 2 )  2 % 1 2 8 1 ?

電 子 信 箱 ：1 8 7 7 @ imoiigrauon. 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 文 曰 期 ：中華民國 1〇〇年4 月 6 曰 

發 文 字 號 ：移 署 專 一 蓮 字 第 1 0 0 0 0 5 0 3 5 4號  

速 別 ：普 通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

附 件 ：如 說 明 案 （1 0 0D 2 0 0 5 8 8 4 . D O C，1 0 0D2 0 05885. D0 C ，1 0 0D2 0 0 5 8 8 6 . DOC) ( 1 0 0 D200 

5884. D O C、1 0 0D2005885. D O O  1 0 0D2 0 0 5 8 8 G. D0 C )

主 旨 ：檢陳PURWATI ( 印尼籍）申請釋憲案所需相關資料，請

VI、 " 、、

說 明 ：

一 、 復司法院秘書長 100年3月3 1日秘台大一字第1000007780號

二 、 依據外國人收容管理第3條 規 定 「收容外國人，入出國及 

移民署應製作收容處分書」 ，依來函所需資料檢附如下：

(一） 收容入所申請表範例 1份

(二） 收容處分書範例 1份

( 三 ） 臨時收容所管理作業規定

三 、 依 據 「臨時收容所管理作業規定」肆 、入 （出）所管理第 

四 點 規 定 ，入所申請表及開立收容處分書由查獲人員或當 

曰備勤同仁填寫。

四 、 收容處分依據本署分層負責明細表授權第三層核定’亦即
由專勤隊單位主管核定

正 本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副.本電帶！纖

%  ] I 共 丨 頁

_ 1 _ 1 1  e e

G10008422

j

率

…



署收寐處分書（中印對照）

内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處分書

Surat Tindakan Kedisiplinan Departemen Dalam Negeri Kantor Imigrasi

日 期 /Tanggal : / /  (Tahun/ Bulan/Tanggal)

電 腦 編 號 /No. Koniputer:

文 號 / No. Surat: 移 署 Imigrasi 字 第 Mo, 號

受 處 分 人 /Yang Mendapat Tindakan Kedi si pi i nan/Hukimian :

出 生 日 期 /Tanggal Lahir:

- 性 別  /Jen i s Ke 1 am i n :

國 籍 /Warganegara :

〃 護 照 號 媽 /Na Paspor :

住址/Alamat: *  1
一 、主文/Surat Keputusan :

受 處 分 人 被 法 暫 予 收 容 於 本 署 （臨 時 ） 收 容 所 ° /Sesuai dengan hukum, pelanggar akan 
ditempatkan sementara waktu pada Rumah Detensi Imigrasi/penajupungan.

、 、違法華實/Pelanggaran :
1. □ 受 處 分 人 受 驅 逐 出 國 處 今 尚 未 辦 妥 出 國 手 續 P a d a 巧 at akan dideportasi，

pelanggar belum menyelesaikan, kepengurusan administrasi keluar negeri/negara.
2. 〇 受 處 夺 人 #  法 入 國 或 逾 期 停 留 、居齒  7 Pelanggar tel ah melanggar masuk negara Taiwan

atau izin tinggal yang kedaluwarsa,
3. □ 受 處 分 人 受 國 政 府 通 缉 。/ Pelanggar sebagai huronan dari pemerintah sehuah negara.
4. □ 受 處 分 人 其 他 在 事 實 上 認 有 暫 予 彳 £ 容 之 必 要 19 / Pada kondisi tertentu mendapat

keharusan untuk ditenipatkan pada Ruaiah Detensi Im I gras i / penarapuagan.

三 、 處 分 内 容 /Isi dari Tindakan Kedisiplinan/ Hukuman.

前 揭 事 實 符 合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第 3 8 條 第 1 項 第 _ 款 規 定 ，爰 依 法 暫 予 收 容 。/ Dengan

menyingkap fakta yang ada, sesuai dengan perundangan keiitiigrasian pasal 38 ayat 1 bab _____,

maka sesuai dengan hukum akaa ditempatkan pada Rumah Detensi Imigrasi/penascpungan scmentara. 

收容處所及收容期間/ Tempat dan masa dalam Rumah Detensi Imigrasi.
1. □ 本 署 ________________ 專 勤 隊 臨 時 收 容 所 （自 中 華 民 國 ______________  (Y/M/D) to______________

(Y/M/ 0 )〇/Tim InteLijen imigrasi______________akan menerapatkanpada Ruraah Detensi Imigrasi.

(Sejak________________ (Tahun/Bulan/tanggal) hingga_______________ (Tahun/Bulan/tanggal)

; ) 2 .  □ 本 署 ______________收 容 所 （自 中 華 民 國 _ 年 _ 月 _ 曰 起 至 _ 年 _ 月 ______日 止 ） /

Rumah Detensi Imigrasi________________ (Mulai________Tahun___ Bulan___ Tanggal hingga

_______ Tahun___Bulan— Tanggal)*

四 、 救濟方式/ Cara permohonan bantuan:
受 收 容 人 或 其 配 偶 、直 系 親 屬 、法 定 代 理 人 、兄 弟 姐 妹 ，如 不 服 本 處 分 ，得 依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第 3 8條 苐 3項 規 定 ，於 收 到 本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7 曰 内 ，向 本 署 提 出 收 容 異 議 。/ Bagi pelanggar 

yang ditempatkan pada Rumah Detensi imigrasi, atau pasangan hidupnya, saudara kandung, wal i, 
maupun kakak-adik, jika menolak hukuman dari iastansi yang bersangkutan, maka berdasarkan 

perundangan keimigrasian pasal 38 ayat 3, terhitung sejak 7 hari setelah mendapat surat 

 ̂ tindakan kedispl inan/hukuman, dapat mengajukan keberatan dirumahkan detensi imigrasi kepada 

kantor Imigrasi yang bersangkutan.

正 本 / Doku邮 n asli :

副 本 /Dokumen salinan :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规 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第 1 頁 ，共 1 頁



^ 檢 附 文 件

□基本資料表 

□调查筆錄 

□旅行證影本 

□電腦端末查詾表 

□ 移 送 書 、□點名單 

□其他

□調查筆錄

□護照影本

[□入出境電腦實料報表 

□外僑居留電腦資料報表

□ 收 容 處 分 書 （文號:____

□ 移 送 書 、□點名單 

□其他

内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外來人士收容入所申請表
電 腦 編 號

..觸鄉恤 ..專 勤 踩

本署界勤事務第_大隊  

專 勤 _ 制 斤

申 請 入 所

a 期
/ /

斤
本著收容事務大隊 

收容所

申請入所  

a 期
/ /

受收容人 
姓 名i

國 籍

□ 越 南□ 印龙  

□桊國□菲律賓  

□ 大 陆□港澳  

□無戶籍囤民 

□其他

性

別 H J 出 生 曰 期 / /

謾 照 ^ 碼  

旅 字 號

護 照 效 期  
或

通行證效期
/ /

統 一 證 號  

(無則免填 )

最 近 入 境  

曰 期
/ /

入 境 事 由

□ 居 留 （E) □ 停 留 〔V 天 ） 

□ 探 親 □ 團 聚 □ 依 親 居 留  

□ 長 期 居 留  □其他

停 （居）留 

效  期
/ / 分 隊 長 簽 章

查 獲 單 位 查 獲 曰 期 / /

承辨人

□違反入出 

國及移民 

法

收 容 依 據
□違反臺灣 

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

□其他或涉 

刑案案由

§38. I.丨受駆逐出境尚未辦妥出國手續者 
§38. 1 . 2非法八围或逾期停留、居留者 
抑 8. 1 . 3受外围通緝者
拟 8. 1 . 4其他在事實上認有暫予保謹/收容之必要者

"L 1 未衄許可入境者
§18.1.2衄 許 可 入 境 ，己逾停留、居留期限者 
§18.1.3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勤或工作者 
§ 1 8 . 1 . 4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者 
§ 1 8 . 1 . 5有事實足涊為有危害遛家安全或杜會安定之 

虛犯 II行為者
隊長簽 章

木是否為势委會合法申請弓I 
進外勞」是□否□

承 辦 人 電 話（自動） - （傳真） - （行動〕

徤康狀況
□良好 
□备性病 
□其他

承辨人/值曰員（執勤員）簽章

入所時間 年 月  a 時 分

所„長，或值..曰―官值-曰分腺長.X簽-章

備註：

外
僑
及
逃
逸
外
勞

大
陸港澳人民



内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臨時收容所管理作業規定
98年 &月 2 0曰修正

壹 、 依據

一 、 入出國及移民法。

二 ' 外 國 人 收 容 管 理 规 則 。

三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收 容 處 所 設 置 及 管 理 辨 法 。

貳 、 目 的 ：

為 強 化 各 專 勤 隊 臨 時 收 容 所 受 收 容 人 之 管 理 ，爰 建 立 臨 時 收 容 所 管 理 作 業  

規 定 （以 下 簡 稱 本 规 定 ）°

参 、設置及編配及用詞定義

— 、為 臨 時 收 容 外 國 人 及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及 台 灣 地 區 無 戶 籍  

國 民 之 需 要 ，各 專 勤 隊 駐 地 内 設 置 臨 時 收 容 所 ，執 行 臨 時 收 容 相 關 事

項 。

二 、 輪 值 分 隊 長 負 責 臨 時 收 容 所 各 項 内 部 管 理 、一 般 及 緊 急 狀 況 處 置 、收 

容 業 務 及 勤 務 督 導 等 事 宜 ；隊 長 、副 隊 長 負 責 綜 （襄 )理 收 容 業 （勤 )務 

全 般 事 宜 。

三 、 臨 時 收 容 所 勤 務 由 各 隊 同 仁 執 勤 ，辦 理 收 容 管 理 相 關 事 宜 ；所内無受  

收 容 人 時 ，前 述 執 勤 人 員 應 變 更 為 在 隊 備 勤 等 勤 務 。

四 、 臨 時 收 容 所 勤 務 依 勤 務 分 配 表 排 定 執 行 之 。

五 、 本 規 定 稱 「案 件 承 辦 人 員 」，如 屬 各 隊 自 行 查 獲 之 案 件 ，由查獲人員

負貴承辦；如屬他單位移送或自首之案件，由當曰收案人員負責承辦

〇

肆 、入（出）所管理

— 、收 容 對 象 應 符 合 法 定 收 容 要 件 ，且 有 收 容 之 必 要 者 為 限 ，其法定收容  

要 件 如 下 ：

(― )外 國 人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第 3 8 條 。

(二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

1 、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第 1 8條 。

2 、 香 港 澳 門 關 係 條 例 第 1 4 條 。

(三） 臺 灣 地 區 無 戶 籍 國 民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第 1 5 條 。

二 、 男 、女 性 受 收 容 人 應 予 區 隔 收 容 ，並 由 執 勤 人 員 詳 細 填 寫 「臨時收容 

所 受 收 容 人 登 記 薄 」（附 件 1 ) 備 查 。

三 、 受 收 容 人 入 （出）臨 時 收 容 所 時 ，應 備 妥 入 （出）所 申 請 表 （附 件 2 、3)

....... — 始得辦理入 rar>所平贖—。——〜— ............... ._—…

四 、 各 隊 查 獲 人 員 或 當 曰 備 勤 同 仁 應 備 妥 受 收 容 人 相 關 資 料 ，移 由 臨 時 收  

容 所 辦 理 入 所 事 宜 ，其 應 備 文 件 如 下 ：

(一 ）外 國 人 ：



1 .  受 收 容 人 入 所 申 請 表 。

2 .  受 收 容 人 護 照 正 本 、居 留 證 正 本 或 其 他 足 資 證 明 其 身 分 之 文 件  

......再.(.....影；)本均.無者由...查獲.單俾...出.具所屬.鬼.管複章孓®服書

代 之 ）°

3. 受 收 容 人 之 調 查 （偵 訊 ）筆 錄 =

4. 受 收 容 人 之 （資 訊 系 統 ）入 出 境 資 料 及 居 留 實 料 。

5. 〜彳尤谷處分書°

(二）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

1 .  受 收 容 人 入 所 申 請 表 。

2 .  受 收 容 人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往 來 臺 灣 通 行 證 正 本 （或 證 件 保 管 收 據  

) 、入 出 境 許 可 證 正 本 或 其 他 足 資 證 明 其 身 分 之 文 件 正 （影 ）本 

(均 無 者  > 由 查 獲 單 位 出 具 所 屬 主 管 核 章 之 說 明 書 代 之 ）。

3■受收容人之調查（偵 訊 ）筆 錄 。

4.收 容 處 分 書 。

(三） 臺 灣 地 區 無 戶 籍 國 民 ：

L 受 收 容 人 入 所 申 請 表 。

2• 受 收 容 人 臺 灣 地 區 居 留 （定 居 ）證 正 本 或 其 他 足 資 證 明 其 身 分  

之 文 件 正 （影 ）本 （均 無 者 ，由 查 獲 單 位 出 具 所 屬 主 管 核 章 之 說  

明 書 代 之 ）。

3. 受 收 容 人 之 調 查 （偵 訊 ）筆 錄 。

4. 收 容 處 分 書 。

五 、 收容處分書應送達受處分人。除以電話通知受收容人配偶或指定之親  

屑 外 ，並應將收容處分書副本通知受收容人配偶或指定之親屬。但無

法 通 知 者 ，不 在 此 限 。受 收 容 人 入 所 前 ，應 由 執 勤 人 員 負 貴 檢 查 其 身  

體 。受 收 容 人 為 女 性 者 ，由 輪 值 分 隊 長 指 派 女 性 同 仁 為 之 ；無女性同 

仁 執 勤 時 ，執 勤 人 員 應 先 以 目 視 方 式 為 之 ，俟 有 女 性 同 仁 到 勤 後 ，輪 

值 分 隊 長 應 即 指 派 女 性 同 仁 加 以 檢 查 ，以 確 保 受 收 容 人 之 人 身 安 全 。

六 、 受 收 容 人 入 所 時 ，應 自 行 將 口 袋 内 全 部 物 品 取 出 受 檢 ，攜帶 之 物 品 及  

行 李 亦 應 予 檢 查 ，惟 日 常 用 品 及 新 臺 幣 3, 0 0 0元 以内之 金 錢 可 隨 身 攜  

帶 =

七 、 受 收 容 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案 件 承 辦 人 員 應 於 入 所 前 詳 實 告 知 臨 時  

收 容 所 值 班 人 員 ，陳 核 單 位 主 管 ，得 暫 不 予 收 容 ：

(一 ）心 神 喪 失 或 罹 患 疾 病 ，因 收 容 將 影 響 其 治 療 或 有 危 害 其 生 命 之 虞  

者 0

(二 ）懷 胎 5 個 月 以 上 或 生 產 、流 產 未 滿 2 個月者  

限"1傳 蛋 痛 麻 洛 法 第 T 條 两 竟 得 染 蔬 者 ：'_…

(四 ）衰 老 或 身 心 障 礙 致 不 能 自 理 生 活 者 。

八 、受 收 容 人 入 所 後 ，值 班 人 員 始 知 悉 有 第 七 點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應通知 

案 件 承 辦 人 員 負 責 處 置 並 陳 核 單 位 主 管 ，俟 其 原 因 消 失 後 ，再行決定



是 否 予 以 收 容 。但入所後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轉介至安置  

處 所 。

...........九二障碍收签所故签人軚顯滿時丄新到皇伴各受攸棼 ^^里報准後丄得直

接 解 送 收 容 事 務 大 隊 所 屬 各 收 容 所 執 行 收 容 。

十 、借 （提 ）訊 受 收 容 人 時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於 所 内 應 訊 部 分 ：各 單 位 派 員 至 各 隊 借 訊 受 收 容 人 ，應 事 先 備 文  

經 專 勤 隊 單 位 主 管 核 准 後 ，由 執 勤 人 員 戒 護 ，於偾訊室應訊並全  

程 錄 音錄影。詢問受收容人一次以2 小 時 為 限 ，案情複雜或特殊 

原 因 者 ，得陳報單位主管核准延長 2 小 時 。應 訊 ，並 於 應 訊 結 朿  

後 將 受 收 容 人 帶 回 收 容 室 。

(二 )  於 所 外 應 訊 部 分 ：借 （提 )訊 單 位 應 事 先 備 文 經 專 勤 隊 單 位 主 管 核  

准 後 ，由借（提 ）訊 單 位 派 員 負 貴 受 收 容 人 借 （提 ）訊 及 戒 護 事 宜 。

(三） 執 行 受 收 容 人 借 （提 ）訊 之 出 所 作 業 時 ，執 勤 人 員 應 填 報 出 所 申 請  

表 ，並 由 借 （提 ）訊 單 位 於 申 請 單 位 之 戒 護 人 員 攔 位 簽 名 後 交 接 。

(四） 受 收 容 人 借 （提 )訊 返 回 臨 時 收 容 所 後 ，執 勤 人 員 應 詳 填 出 所 申 請  

表 之 「實 際 返 所 時 間 」攔 位 及 「受 收 容 人 身 體 狀 況 證 明 單 」（附 

件 4 ) ，並 由 借 （提 ）訊 單 位 簽 收 確 1忍 。

(五 ） 情 治 單 位 至 各 隊 單 位 内 借 訊 受 收 容 人 時 ，各 隊 戒 護 人 員 應 注 意 其  

談 話 内 容 ，若 發 現 有 不 當 言 語 影 響 受 收 容 人 情 緒 ，應 即 時 制 止 並  

作 成 紀 錄 &

十 一 、受 收 容 人 入 出 臨 時 收 容 所 前 ，執 勤 人 員 應 嚴 格 搜 身 ，防止通聯及危  

險 物 品 夾 帶 進 出 。

十 二 、受 收 容 人 出 臨 時 收 容 所 （室）時 ，應 有 適 當 人 力 戒 護 為 原 則 ，不可單 

獨 由 替 代 役 男 擔 任 戒 護 工 作 ：戒 護 受 收 容 人 時 ，應 保 持 適 度 距 離 ，以 

防 止 受 收 容 人 脫 逃 或 攻 擊 執 勤 人 員 情 事 。

十 三 、案 件 承 辦 人 員 應 負 貴 辦 理 受 收 容 人 出 境 （含 取 得 護 照 、訂購機票等  

) 手 續 （含 移 送 收 容 事 務 大 隊 收 容 事 宜 ），並 以 1 5 曰 内 遣 返 為 原 則 ， 

不 得 無 故 拖 延 ；無 法 於 1 5 日 内 完 成 遣 返 者 ，應 依 法 開 立 6 0 日之收容  

處 分 書 延 長 收 容 ，並 儘 速 移 送 收 容 事 務 大 隊 所 屬 各 收 容 所 ；涉案之受 

收容人應儘速移送本署大型收容所收容。另 案 件 承 辦 人 員 接 獲 輪 值 分  

隊 長 催 辦 案 件 時 ，應 積 極 配 合 ，不 得 推 諉 延 宕 。

伍 、會客接見及通信管理

一 、 受 收 容 人 會 客 地 點 以 接 見 室 為 原 則 ，並 於 一 般 上 班 曰 會 客 ，每日會客  

時 段 為 上 午 1 0 時 至 1 2 時 、或 下 午 2 時 至 4 時 ；受 收 容 人 不 得 同 時 2 

人 於 同 一 時 間 、地 點 進 行 會 客 ，應 以 申 請 時 間 先 後 安 排 受 收 容 人 輪 流

.會 客 ：  ..............._…一. . . . . . . … — ......................... —

二 、 受 收 容 人 會 客 以 每 次 1 人 、會 客 時 間 5 分 鐘 為 限 ，惟 情 形 特 殊 經 隊 長  

核 准 者 ，得 延 長 會 客 時 間 ，全 程 不 得 逾 2 0 分 鐘 ^

三 、 受 收 容 人 會 客 時 應 由 臨 時 收 容 所 執 勤 人 員 全 程 戒 護 ，並 依 規 定 登 記 會



客 情 形 。為 防 止 串 供 ，必 要 時 全 程 錄 音 、錄 影 （附 件 5 ) 。會客人應提  

出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及 聯 絡 電 話 ，以 供 各 隊 登 錄 資 料 備 查 及 作 為 臨 時 事 故

.................聯.鳋各用......;拒■提散身..分舉.码A f t展.聯鳞..S 楚盘丄 .玉 .f ;會 箄 .°........

四 、 若 當 眷 人 係 為 送 i 受 收 容 人 行 李 、物 品 尾 金 錢 他 # 利 儘 ^ 辦 理  

受 收 容 人 遣 送 事 宜 者 ，得 報 告 分 隊 長 以 上 斡 部 ，准 予 會 客 。會客時所 

收 受 之 行 李 （應標示所有人以茲辨識）、金 錢 、責重物品等皆應登錄

...吾己 ....... .管 3̂^̂ .。  ...... ........ .......

五 、 各 隊 得 准 予 受 收 容 人 接 見 所 屬 國 家 或 代 表 其 國 家 之 外 交 或 領 事 人 員 ， 

或 國 内 （際）慈 善 團 體 (機 構 )人 員 等 ，或 准 其 與 前 揭 人 員 通 信 。

六 、 執 勤 人 員 應 先 行 檢 查 受 收 容 人 通 信 内 容 ，若 有 下 列 情 形 時 + 得不准予 

寄 送 或 接 收 ：

(一） 顯 為 虛 偽 不 實 、誘 騙 、侮 辱 或 恐 嚇 之 不 當 陳 述 ，使 他 人 有 受 騙 '  

造 成 心 理 壓 力 或 不 安 之 虞 。

(二 )  使 用 符 號 、暗 語 或 其 他 方 法 ，使 檢 查 人 員 無 法 暸 解 書 信 内 容 ，有 

影 響 收 容 管 理 安 全 掌 控 之 虞 。

(三） 有 脫 逃 之 虞 。

(四） 述 及 機 關 内 之 警 備 狀 況 、臨 時 收 容 所 位 置 ，有 影 響 戒 護 安 全 之 虞

0

(五） 有 其 他 妨 害 臨 時 收 容 所 安 全 紀 律 之 虞 °

七 、 若 受 收 容 人 係 為 聯 絡 辦 理 驅 逐 出 國 事 宜 （含 繳 納 機 票 、罰 鍰 ）1得准其 

使 用 手 機 或 電 話 ，惟 均 應 由 臨 時 收 容 所 執 勤 人 員 全 程 戒 護 。

八 、 法 院 、檢 察 署 或 行 政 機 關 送 達 受 收 容 人 之 文 書 或 受 收 容 人 寄 送 法 院 、 

檢 察 署 或 行 政 機 關 之 書 狀 ，應 設 專 薄 登 記 （附 件 6 ) ，並 應 於 登 記 後 速  

為 轉 送 或 寄 發 。

九 、 自首之逃逸外勞於收容5 日内執行遣返者，須經分隊長以上複訊。（ 

自首之定義：依 據 刑 法 笫 6 2 條 ，自首以自動接受裁判為必要，告知 

自己之所在，接受轄管公權力拘束之下，或自居於可接受裁判狀態； 

如告知犯罪事實之後卽逃亡，不 屬 之 。）

陸 、生活管理

一 、臨 時 收 容 所 執 勤 人 員 於 受 收 容 人 入 所 時 ，須 告 知 被 收 容 者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_

(一） 不 得 喧 嘩 、爭 吵 、鬥 毆 、強暴或脫逃。

(二） 不 得 吸 煙 、嚼 檳 榔 、飲酒 或 赌 博 。

(三） 不 得 藏 匿 違 （查 ）禁 物 或 其 他 危 險 物 品 。

(四） 不 得 違 抗 命 令 或 妨 害 秩 序 。

(六）其他經收容處所規定應行遵守之事項。

二 、受收容人之入出所、安 全 戒 護 、衛 生 、書信管理及每日受收容人數統 

計 等 事 項 ，由臨時收容所執勤人員負責執行之。



三 、 受 收 容 人 用 膳 均 於 臨 時 收 容 所 收 容 室 内 進 食 ，各 餐 用 膳 時 段 如 下 ： 

早 餐 ：8 時 至 9 時 。

...........午 . 餐 時  m  時」 ............ ........... .......... .............

晚 餐 ：1 8 時 至 1 9 時 °

四 、 用 餐 時 段 ，執 勤 人 員 均 應 在 所 ，不 得 擅 離 。另 為 維 護 臨 時 收 容 所 内 環  

境 清 潔 ，執 勤 人 員 應 負 責 要 求 受 收 容 人 於 平 時 及 用 餐 後 均 應 協 助 及 保  

持 環 境 整 潔 。

五 、 受 收 容 人 沐 浴 時 間 於 每 日 1 5 時 至 2 1 時 實 施 。

六 、 男 性 受 收 容 人 在 臨 時 收 容 所 内 禁 止 打 赤 膊 或 僅 著 内 褲 ；女 性 受 收 容 人  

禁 止 穿 著 過 於 暴 露 之 服 裝 （如 熱 褲 、短 裙 、小 可 愛 ）。

七 、 受 收 容 人 收 容 期 間 ，值 勤 人 員 應 隨 時 留 意 其 身 體 健 康 及 心 理 狀 沉 *受  

收 容 人 有 異 狀 ' 罹 病 或 受 傷 時 ，應 立 即 報 告 分 隊 長 以 上 幹 部 並 逐 級 報  

告 ，病 危 時 應 立 即 通 知 其 在 臺 關 係 人 或 國 外 家 屬 。

八 、 受 收 容 人 除 借 （提)訊 、身 體 不 適 須 就 醫 等 特 殊 原 因 經 報 准 得 入 出 男 女  

收 容 室 外 ，其 餘 時 間 一 律 留 置 於 男 女 收 容 室 内 ；受 收 容 人 因 故 報 准 入  

出 收 容 室 者 ，應 調 派 人 力 執 行 戒 護 * 以 免 發 生 脫 逃 情 形 。

九 、 受 收 容 人 罹 患 疾 病 時 ，應 送 醫 診 治 ，其 相 關 规 定 如 下 ：

(一） 受 收 容 人 若 係 罹 患 一 般 病 痛 ，執 勤 人 員 應 通 報 輪 值 分 隊 長 指 派 屬  

員 負 責 送 醫 診 治 並 派 員 戒 護 ，必 要 時 移 送 適 當 之 療 養 處 所 ；如受 

收 容 人 係 病 況 危 急 或 身 體 重 大 不 適 及 其 他 突 發 狀 況 ，臨時收容所  

執 勤 人 員 應 立 即 通 知 消 防 單 位 協 助 送 醫 ，並 同 時 通 知 輪 值 分 隊 長  

指 派 屬 員 負 責 全 程 戒 護 。

(二） 受 收 容 人 罹 患 病 痛 送 醫 者 ，執 勤 人 員 應 依 規 定 填 寫 「受收容人就  

醫 登 記 薄 」（附 件 7 ) ，陳 核 單 位 主 管 。

(三） 受 收 容 人 若 係 罹 患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3 條 所 訂 傳 染 病 時 ，執勤人員 

應 通 知 當 地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協 商 隔 離 或 醫 療 ，陳 核 單 位 主 管 ，並 

陳 報 上 級 長 官 。

十 、開 啟 男 女 收 容 室 之 鐵 門 時 ，須 以 執 勤 人 員 及 備 勤 人 員 等 2 人以上均在  

場 為 原 則 ，開 啟 鐵 門 後 ，應 立 即 關 閉 上 鎖 ，以 免 受 收 容 人 有 擅 離 收 容  

室 之 情 形 。

十 一 、遇有受收容人自殺、脫 逃 、鬧 房 、集 體 絕 食 、鬥 毆 、暴動等事件時 

，視為重大突發狀況，應立即向分隊長以上幹部報告，派遣適當人力 

協 助 戒 護 ，視情況通報警察、消 防 、醫療等相關機關協助處理，並立 

即依署頒通報作業規範，逐級陳報上級。
發 至 影 響 及 笑 安 吾 狀 說 蟬 ，1五 _即 運 報 普 渾 長 ___「副像長或厚_長 嚴 夏  

協 助 處 理 ，並 視 情 況 通 知 消 防 機 關 支 援 救 災 ：如 有 危 及 受 收 容 人 生 命  

安 全 時 1 應 即 採 取 下 列 疏 散 措 施 ：

(一）受 收 容 人 由 執 勤 人 員 戒 護 離 開 現 場 ，並 請 隊 部 勤 務 人 員 協 助 安 全



戒護'>

(二）受 收 容 人 經 戒 護 離 開 臨 時 收 容 所 後 ，應 另 覓 適 當 處 所 暫 予 安 置 ，

.......... ::...........巷签 .:晷 ..執衧處罐巷覺蹕 .....¥ 里兔 .發 4  興鸮.情.事丄 .... ............

+ 三 、臨 岭 收 容 所 & 勤 人 員 i 邊 守 下 列 拳 項 ：

(一 ） 同 仁 服 勤 接 班 ，務 必 準 時 或 提 早 ，以 利 相 關 交 接 事 項 延 績 及 避 免  

脫 班 情 事 發 生 。

(二 ) 服 勤 人 員 應 穿 著 制 服 } 並 依 规 定 佩 帶 配 件 。

(三） 不 得 有 吸 煙 、嚼 檳 榔 ' 飲 酒 或 赌 博 之 行 為 。

(四） 不得任意擅離職守，若因故暫離崗位，應另指派備勤人員看守。

(五） 平 時 與 受 收 容 人 談 話 ，應 謹 言 慎 行 ，遵 守 保 密 相 關 規 定 。

(六） 隨 時 保 持 高 度 警 覺 ，防 止 受 收 容 人 色 誘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伺 機 脫 逃 。

(七） 應 保 持 臨 時 收 容 所 環 境 整 潔 衛 生 ，並 監 督 受 收 容 人 保 持 良 好衛生 

習 慣 。

(八） 不 得 於 臨 時 收 容 所 置 放 危 險 （尖 銳 )物 品 。

十 四 、為 強 化 臨 時 收 容 所 管 理 作 為 ，各 隊 分 隊 長 以 上 幹 部 應 輪 流 每 日 至 臨  

時 收 容 所 機 動 督 勤 2 次 以 上 ，並 記 錄 於 勤 務 督 導 紀 錄 薄 （附 件 8 ) ;如 

發 現 有 任 何 狀 況 ，應 立 即 作 適 當 處 置 （檢 查 項 目 應 包 含 安 全 設 施 部 分  

【如 鐵 窗 之 攔 杆 是 否 牢 固 】、監 視 系 統 部 分 及 受 收 容 人 是 否 攜 帶 日 常  

用 品 以 外 物 品 入 所 等 規 定 。

柒 、臨時收容所内財物保管及收支作業流程

一 、 受 收 容 人 之 日 常 用 品 及 新 臺 幣 3, 0 0 0 元以内之 金 錢 可 隨 身 攜 帶 ，其餘  

金 錢 、手 錶 、飾 品 等 貴 重 物 品 （以 下 簡 稱 財 物 ）、行 動 電 話 、大型行  

孪 於 入 所 時 均 應 由 專 勤 隊 代 為 集 中 保 管 。其 中 大 型行李應有標簸標示  

所 有 人 資 料 ，以茲辨識 。財 物 應 裝 袋 封 緘 於 彌 封 處 及 填 寫 「臨時收容  

所 受 收 容 人 登 記 薄 『財 物 保 管 資 料 』」後 ，由 受 收 容 人 及 封 緘 人 員 共  

同 簽 章 ，影 本 交 受 收 容 人 收 執 。財 物 保 管 袋 ，應 置 入 專 櫃 上 鎖 保 管 ， 

鑰 匙 並 由 專 人 （輪 值 分 隊 長 及 執 勤 人 員 ）保 管 。於 出 所 時 發 還 受 收 容 人  

並 簽 收 ；他 人 寄 送 予 受 收 容 人 之 物 品 ，亦 同 。

二 、 其 他 治 安 機 關 （單 位 ）查 獲 並 送 交 專 勤 隊 辦 理 收 容 者 ，應 辦 妥 受 收 容 人  

財 物 清 點 交 接 ，並 請 該 單 位 人 員 於 「受 收 容 人 代 管 物 品 袋 」上 「點交 

人 」欄 位 内 簽 名 後 交 接 ，另 於 「臨 時 收 容 所 受 收 容 人 登 記 薄 『財物保 

管 實 料 』」詳 實 記 錄 。

三 、 財 物 保 管 袋 因 公 務 需 要 開 啟 時 ，必 須 由 分 隊 長 以 上 幹 部 核 准 後 登 記 於  

工 作 紀 錄 薄 ，財 物 保 管 袋 内 容 有 異 動 時 應 由 開 啟 人 紀 錄 於 「臨時收容  

所 受 收 容 人 登 記 薄 『財 物 保 管 資 料 』」，由 受 收 容 人 及 封 緘 人 員 共 同 簽

............

錄 薄 登 載 交 接 保 管 抽 品 之 名 稱 及 數 量 n

四 、 受 收 容 人 收 容 期 間 之 伙 食 、醫 療 費 用 等 支 出 應 由 受 收 容 人 自 行 負 擔 ， 

若 遇 無 力 負 擔 之 受 收 容 人 ，應 由 案 件 承 辦 人 員 負 貴 聯 繫 其 在 臺 關 係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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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應負擔之人）支 付 ，索件承辦人因辧理收容遭送事宜對外之各頊  

聯繫應作成聯絡紀錄表（附 件 9 ) 置 於 卷 首 ，一案一卷備查。專勤隊

..... 承辨人於收受代辨機票 ...費或罰鍰等費用時’應.開.立「代辨款項明細單

...... 」（附 件 1 0 、1 1 ) ，若 有 結 餘 ，應 另 開 立 「代 辦 餘 額 明 細 單 」（附 件 12)

; 明 細 單 應 依 流 水 編 號 順 序 使 用 ，以 便 查 核 使 用 情 形 。代辦受收容人  

罰 鍰 、機 票 等 款 項 時 *應自受收容人財物保瞢袋内提領，並登錄於受 

收容人登記簿且儘速辦理。

五 、專 勤 隊 有 代 收 款 項 時 ，個 別 財 務 收 支 登 記 表 （附 件 13)應 與 財 務 收 支 登  

記 總 表 〔附 件 14)帳 目 相 符 。

六 ' 專 勤 隊 應 指 定 專 人 ( 輪 值 分 隊 長 及 執 勤 人 員 ）負 責 登 載 及 保 管 「受收 

容 人 財 務 收 支 登 記 總 表 」、「受 收 容 人 財 務 收 支 登 記 表 」、「代辦款項明 

細 單 」及 「代 辦 餘 額 明 細 單 」。

七 、案件承辦人不得自行以信用卡代辦受收容人機票，並應參考對受收容  

人最有利之票價辨理。代辧受收容人日用品時，嚴禁赚取差~價。

捌 、 受收容人遣返前相關經費核銷程序及財務收支登記

— 、受 收 容 人 遣 返 前 於 臨 時 收 容 所 收 容 期 間 a 常 用 品 費 ' 醫 療 費 、伙食費 

、機 票 費 應 自 行 負 擔 ，當 受 收 容 人 無 力 支 付 時 ，相 關 經 費 來 源 分 述 如  

下 ：

(一）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部 分 ，向 保 證 人 催 繳 。經 書 面 函 請 催 繳 無 結 果 時 ， 

須 載 明 相 關 辦 理 情 形 ，始 得 由 本 署 公 務 預 算 支 付 ，並 依 法 移 送 ！  

制 執 行 。

(二 ） 外 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部 分 ：須 載 明 相 關 辦 理 情 形 ，始得 由 本 署 公  

務 預 算 支 付 。

(三 )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合 法 引 進 之 外 勞 ：機 票 費 及 伙 食 費 由 就 業 安 定  

基 金 支 出 。其 餘 非 屬 就 業 安 定 基 金 負 擔 者 ，須 載 明 相 關 辦 理 情 形

，始 得 由 本 署 公 務 預 算 支 付 。

二 、 經 費 應 按 月 結 報 ，並 依 上 述 收 容 對 象 類 別 分 別 列 冊 。

三 、 收 容 對 象 之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醫 療 費 等 支 出 標 準 及 核 銷 程 序 ：

(一） 曰 常 用 品 費 ：每 人 每 月 上 限 2 5 0 元 ，檢 據 核 實 報 銷 。

(二） 醫 療 費 1 檢 據 枝 貫 報 銷 。

(三 )  機 票 費 ：檢 據 核 實 報 銷 並 應 附 出 境 紀 錄 。

(四） 伙 食 費 ：經 費 來 源 為 本 署 公 務 預 算 時 ，每 人 每 日上 限 1 5 0元 ; 經 

費 來 源 為 就 業 安 定 基 金 時 ，每 人 每 日 上 限 1 5 0 元 。並填 寫 受 收 容  

人 伙 食 費 登 記 薄 （如 附 件 1 5 ) ，檢 據 核 實 報 鎖 。

四 、 前 項 支 出 應 登 記 於 「財 務 收 支 登 記 表 」。

開 拆 之 財 物 保 管 袋 及 支 出 費 用 收 據 影 本 應 併 「受 收 容 人 財 務 收 支 登 記  

表 」、「受 收 容 人 財 務 收 支 登 記 總 表 」，列 專 卷 歸 檔 ，以 備 曰 後 查 考 。

玖 、 其他



一 、 專勤隊每年應自行辧理收容遣送勤務之教育訓練。

二 、 辦 理 本 案 有 功 （過 ）人 員 ，依 照 本 署 獎 懲 案 件 處 理 原 則 及 獎 懲 案 件 额

...... 摩考秦辦 .缉 ...............................................
三 、 聶#收容邊送應長照「違 & ( 規 ）外 來 人容遣 ^標準作業程序，

(附 件 1 6 )、f 辦理外國人入所標準作業流程 i (附 件 1 7 )、「辦理大陸 

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入所標準作業流程 i ( 附 件 1 8 )、「臨時收容所財 

務保管作業流程圖 I辦 理 （附 件 1 9 )。

拾 、附件

附 件 1 :臨 時 收 容 所 受 收 容 人 登 記 薄

附 件 2 :受 收 容 人 入 所 申 請 表

附 件 3 :受 收 容 人 出 所 申 請 表

附 件 4 :受 收 容 人 身 體 狀 沉 證 明 單

附 件 5 :受 收 容 人 會 客 登 記 薄

附 件 6 : 代 收 （寄 ）受 收 容 人 物 品 、書件登記薄

附 件 7 :臨 時 收 容 所 受 收 容 人 就 醫 登 記 薄

附 件 8 :臨 時 收 容 所 勤 務 督 導 紀 錄 薄

附 件 9 :辦 理 外 人 遣 返 事 宜 聯 絡 紀 錄 表

附 件 10 :代 辦 款 項 明 細 單 （餘 額 退 還 受 收 容 人 ）

附 件 11 : 代 辦 款 項 明 細 單 (餘 額 退 還 委 託 人 ）

附 件 12 :代 辦 餘 額 明 細 單

附 件 13 :受 收 容 人 伙 食 費 登 記 薄 表

附 件 14 :受 收 容 人 財 務 收 支 登 記

附 件 15 :受 收 容 人 財 務 收 支 登 記 總 表

附 件 16 : 違 法 （規 ）外 來 人 口 收 容 遣 送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附 件 17 :辦 理 外 國 人 入 所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附 件 18 :辦 理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港 澳 居 民 入 所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附 件 19 :臨 時 收 容 所 財 物 保 管 作 業 流 程 圖

(電子檔下載位置：内 網 G:\000公布攔\專勤事務隊專用\法令 

規定）



保 存 年 限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函 （稿 ）

 ̂ 地 址 ：1 0 0 4 8台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1段

1 2 4號

: 承 辦 人 ：雷 超 智

； 電 話 ：（0 2 ) 2 3 6 1 8 - 5 7 7轉 200

受 文 者 ：如正本襴

發文曰期：中華民翮丨…年 斗 月 丄 0

： 發 文 字 號 ：處 大 二 字 第 號

丨 速 別 ：普 通 件

丨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普 通

^  附 件 ：

、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PURWATI、蘇乎星聲請釋憲案，請惠予就 

下述事項於文到二週内作覆。L

說 明 ：

— 、入出國及移民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有關「 

暫予收容」之 規 定 ，涉及限制人民身體自由，目前依法係由 

r 内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行政處分決定之，惟若將此等「暫

予收容」案件劃歸法院刑事庭或簡易庭裁定（比照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案件由簡易庭裁定） ，請評估我國現行法院人力 

可 否 ? 如 須 增 員 形 如 何 ？

二 、檢 附 蕙 聲 請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之 「89年至98 

1 年大陸地區人民及外國人收容人統計表」乙件及參考法條K

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8條 請 卓 參

丨 已 掲 印 _f

正 本 ：本 院 刑 事 靡

… — . . . . —

校 對  監 印  發 文

_國1_111
Q 100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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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
描 波 ：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刑 事 應 函

地 址 ：iG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段
124

1Q048 承 辦 人 ：i 宛蝮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1樓 電 話 ：C〇2)23fi卜8577轉 G仙

受文者•本院大法⑤書記處
發 文 日 期 ：令華民國100车5月2 日 

發 文 字 號 ：廳.刑二字第]000010665號 

-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丨 附 件 ：如文

裝 主 旨 ：有 關 貴 處 徵 詢 「暫予收容」案件劃歸法院刑事庭或簡易庭 
裁 定 ，我國現行法院人力可否負擔乙事，復 如 說 明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處 100年4月2 6日處大二字第1000000256號 函 。

二 、 旨 揭 「暫予收容」案件如劃歸法院刑事庭或簡易庭裁定，以 
我國現行法院人力似有未足，應予補充。依 「收容案件劃歸

： 法院刑事庭或簡易庭後第一二審法院人力需求預估表」 （如
：r 附件一）初 估 ，需增置法官人數約為38名 ；需增置書記官人

數約為58名 。

三 、 有關收容之規定事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及第38條之修正， 

屬内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之職掌 * 目前修正草案條文仍以收 
容由主管機關以行政處分決定之，且該草案業於 100年2月24 

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並於 100年3月2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

四 、 檢附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 
各乙份供參（如附件二） °

線
正 本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副本.

—— _ _ _天赏|齡己『處

第 m  Q10000272

Q10000272



收 容 案 件 劃 歸 法 院 刑 事 庭 或 簡 易 庭 後 第 一 二 審 法 院 人 力 需 求 預 估 表

備 註 一 ：每 件 所 需 工 作 時 數 係 考 量 收 容 索 件 涉 及 人 身 自 由 之 眼 制 ，理 當 賦 予 受 收  

容 人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如 包 含 閲 卷 、開 庭 訊 問 等 程 序 ，合 理 工 作 時 數 每 件  

約 為 6 小 時 。

備 註 二 ：第 一 審 法 院 需 增 置 法 官 人 數 係 以 9 6 年 至 9 8 年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受

收容平均人（件 ）數 （每年平均人數為7, 82G 人 ）x6 (每件所需工作時數） 

+26】（全年度工作天）+8 ( —天工作時數）而 得 。

備 註 三 ：第二審法院需增置法官人數係以9G 年 至 9 8 年内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受 

收容平均人（件 ）數 （每年平均人數為7, 8 2 6人）x2 2 %  (提起抗告率）x 

6 (每件所需工作時數）+261 (全年度工作天）+8 (—天工作時數）x3 ( 第 

二審採三人合議制）而 得 。

備 註 四 ：需增置書記宫人數係以法官人數與書記官合理配置比例 1 : L  5 ，其他輔 

助人力應相應增加。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入出國及移民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制定施行 

，其間為吸引高科技人才及對我國有特殊貢獻之外國人、配合行政程序法 

之公布施行、放寬受保護管束人經指揮執行之少年法院法官或檢察署檢察 

官核准得出國、酏合内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入出國及移民署） 

成立、解決滯臺泰緬僑生及藏族人士居留問題，分別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 

九曰、七月十日 '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及九十八 

年一月二十三曰五次修正c

茲為因應實務作業所需，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J 及 「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權之意旨，檢討本法有關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之國民禁止出國範圍事宜；本法施行細則第四條所定權責機關 

應提升至法律位階；無戶籍國民及外國人得暫予收容、強制驅逐出國規定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禁止出國與未經許可入國等相關罰則亦 

納入本法規範等，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臻明確完善，其要點

如下：

一、 為保障人民遷徙自由，規範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 

或執行未畢之國民，有關其禁止出國，以宣告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 

缓刑以外之情形者為限。另明定法務部調查局或内政部警政署於偵辦 

特定重大案件時，基於急迫之需要，得為緊急禁止出國處分，並須於 

二十四小時内報請檢察官依法偵辦，以避免行政機關過多權限。（修 

正條文第六條、第八十八條）

二 、 修正取得居留、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於強制驅逐其出國前均應召 

開審查會；明定無戶籍國民及外國人收容、延長收容之期限與次數及 

刪除受收容人得令其從事勞務之規定；明定受收容人收容期滿，其另 

涉及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司法機關認有羈押之必要時，移由 

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程序處理，以釐清權責T並進一步保障人權。（修 

正條文第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

三 、 增列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準用外國人禁止出國之規定：及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未經許可入境之罰則。（修正條文第 

二十一條、第七十明條）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i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六 條 國 民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應  

禁 止 其 出 國 ：

一 ' 經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尚 来 執 行  

或 執 行 未 畢 。但 宣 告  

六 個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緩 刑 者 ，不 在 此  

限 。

二 、 通 缉 中 。

三 、 因 案 經 司 法 或 軍 法 機  

關 限 制 出 國 。

四 、 有 事 實 足 認 有 妨 害 國  

家 安 全 或 社 會 安 定 之  

重 大 嫌 疑 。

五 、 涉 及 内 亂 雅 、外 患 罪  

重 大 嫌 疑 。

六 、 涉 及 重 大 經 濟 犯 罪 或  

重 大 刑 事 案 件 嫌 疑 。

七 、 役 男 或 尚 未 完 成 兵 役  

義 務 者 。但 依 法 令 得  

准 其 出 國 者 ，不 在 此  

限 。

八 、 護 照 、航 員 證 、船員  

服 務 手 冊 或 入 國 許 可  

證 件 係 不 法 取 得 、偽  

造 ' ■ 變 造 或 冒 用 。

Aj 、驾L照 、為瓦員言皆、 員 

月̂ 務 手 冊 或 入 國 許 可  

證 件 未 依 第 四 條 規 定  

查 驗 。

十 、依 其 他 法 律 限 制 或 禁  

止 出 國 。

受 保 護 管 束 人 經 指 揮  

執 行 之 少 年 法 院 法 官 或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核 准 出 國 者 >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同 意 其

.一.出网 ° ....... .…. .......

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禁 止 出 國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於 查 驗 發 現 時 應 通 知  

管 轄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處 理 ，

第 六 條 國 民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應  

禁 止 其 出 國 ：

— 、經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尚 未 執 行  

或 執 行 未 畢 11

二 、 通 緝 中 。

三 、 因 案 經 司 法 或 軍 法 機  

關 限 制 出 國 。

四 、 有 事 實 足 認 有 妨 害 國  

家 安 全 或 社 會 安 定 之  

重 大 嫌 疑 。

五 、 涉 及 内 亂 罪 、外 患 罪  

® 大 嫌 疑 a
六 、 涉 及 重 大 經 濟 犯 罪 或  

重 大 刑 事 案 件 嫌 疑 。

七 ' 投 男 或 尚 未 完 成 兵 投  

義 務 者 1■ 但 依 法 令 得  

准 其 出 國 者 ，不 在 此  

限 。

八 、 護 照 、航 員 證 、船員  

服 務 手 冊 或 入 國 許 可  

證 件 係 不 法 取 得 、偽  

造 、變 造 或 冒 用 。

九 、 護 照 、航 員 證 、船員 

服 務 手 冊 或 入 國 許 可  

證 件 未 依 第 四 條 规 定  

查 驗 。

十 、依 其 他 法 律 限 制 或 禁  

止 出 國 "

受 保 護 管 朿 人 經 指 揮  

執 行 之 少 年 法 院 法 官 或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核 准 出 國 者 ，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同 意 其  

出 國 。

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禁 止 出 國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於 .查 驗 發 .現 .時 廬 通 和  

管 轄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處 理 ， 

入 國 時 查 獲 亦 同 ；依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规 定 禁 止 出 國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於 查

一 、 依 司 法 院 妩 計 經 詢 處 看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__。 尚 未 執 行 或 執 行 未 畢  

、每 年 約 十 餘 萬 件 ，數  

量 龐 大 ，如 全 部 禁 止 出  

國 ，耗 費 行 政 資 源 頗 巨  

_ 且 有 期 徒 刑 之 樣 態 繁  

多 ，如 宣 告 六 個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緩 刑 等 情  

節 輕 微 者 ，無 立 即 限 制  

出 國 之 必 要 ，故 若 一 律  

限 制 出 境 ，對 人 民 權 益  

之 保 障 未 盡 周 延 。為節  

约 行 政 實 源 及 適 當 維  

護 人 民 權 益 ，爰 增 列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但 書 ，以明 

定 其 範 圍 。

二 、 基 於 司 法 或 軍 法 機 關 於  

偵 審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至  

第 六 款 案 件 ，亦 得 本 於  

刑 事 訴 訟 之 職 權 ，依 法  

限 制 當 事 人 住 居 * 並 通  

知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禁  

土 其 出 國 ，非 僅 限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 情

形 ，爰 修 正 第 四 項 规 定  

0

三 、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或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基 於 偵 辦 刑 衆  

之 急 迫 性 ，得 對 於 具 有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至 第 六  

款 情 形 者 ，為 禁 止 出 國  

處 分  > 惟 禁 止 出 國 涉 及  

人 民 遷 徙 自 由 ，不 宜 賦  

予 行 政 機 關 過 多 權 限  

，須 於 二 十 四 小 時 内 報  

請 檢 察 官 依 法 偵 辦 ，爰 

道 烈 1 基 項 丄 .................................

四 、 配 合 草 案 第 五 項 之 修 正

*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或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於 辦 理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至 第 六 款 案



人 國 時 查 獲 亦 同 ；依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規 定 禁 止 出 國  

者 …「六：出•猶•及移•民•署於查 

驗 發 現 時 應 立 即 逮 捕 ，移  

送 句 .法 機 M 。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左  

款 應 禁 止 出 國 之 情 形 ，由 

司 法 、軍 法 機 關 通 知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第 十 款 情  

部 ，由 各 權 貴 機 M 通 知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

法務部調查局或内政 

邨警政署因偵辦第一項第 

四款至第六款應禁止出國 

案 件 1 情 沉 急 迫 ，得通知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禁 止 出  

國 ；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内  

報請檢察官依前項规定辦

除 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或  

第 八 敫 规 定 禁 止 出 國 者 ， 

無 須 通 知 當 事 人 外 ，依 第  

一 款 ，苐 三 款 至 第 六 款 规  

定 禁 止 出 國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經 各 權 貴 機 關 通 知  

後 ，應 以 書 面 敘 明 理 由 通  

知 當 事 人 ；依 第 十 款 規 定  

限 制 或 禁 止 出 國 者 ，由 各  

權 貴 機 關 通 知 當 事 人 ；依  

第 七 款 、第 九 款 、第十款:  

及 第 五 項 規 定 禁 止 出 國  

者  >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於 查  

驗 時 ，當 場 以 書 面 敘 明 理  

由 交 付 當 事 人 ，並 禁 止 其

驗發現時應立即逮捕 '移  

送 司 法 機 關 。

......第.， .項.■第.■一款至;.■第.旦.■

款 應 禁 止 出 國 之 情 形 ，由 

€法 、軍法機關通知入出 

國 及 移 民 署 ；第四款至第 

六款及第 十 款 情 形 * 由各 

權貴機關通知入出國及移 

民 署 1'

除依第一項第二款或 

第八款規定禁 止 出 國 者 ， 

無 須 通 知 當 事 人 外 * 依第 

—款 、第三款至第六款规  

定 禁 止 出 國 者 ，入出國及 

移民署經各權賣機關通知 

後 ，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 

知 當 事 人 ；依第十款規定 

限 制 或 禁 止 出 國 者 1 由各 

櫂 責 機 關 通 知 當 事 人 ：依 

第 七 款 、第 九 款 、第十款 

規 定 禁 止 出 國 者 ，入出國 

及 移 民 署 於 查 驗 時 ，當場 

以書面敘明理由交付當事 

人 1 並 禁 止 其 出 國 。

件 ，緊 急 禁 止 出 國 處 分  

索 件 、由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查驗■嘴事■大■出-國…時' 

，當 場 以 書 面 敘 明 理 由  

交 付 當 事 人 ，並 禁 止 其  

出 國 ，爰 修 正 現 行 第 五  

項見疋...。.现彳亍.項.次JiE配  

合 遞 移 為 第 六 項 °

出 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十 五 條 臺 灣 地 區 無 戶 籍  

國 民 未 經 許 可 八 國 ，或 經  

許 可 入 國 已 逾 停 留 、居 留  

或 隈 令 出 國 之 期 限 者 ，入  

出國及移民署得逕行強制  

H ■ 了  I W W  再 ' X  

國 6

臺 灣 地 區 無 戶 籍 國 民  

逾 期 居 留 未 滿 三 十 日 ，且  

原 申 請 居 留 原 因 仍 繼 續 存

第 十 五 條 臺 灣 地 區 無 戶 籍  

國 民 未 經 許 可 入 國 ，或 經  

許 可 入 國 已 逾 停 留 、居 留  

或 限 令 出 國 之 期 限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逕 行 強 制  

—n ® —，m w  再 入  

M °
臺 灣 地 區 無 戶 籍 國 民  

逾 期 居 留 未 滿 三 十 日 ，且 

原 申 請 居 留 原 因 仍 繼 續 存

― 、現 行 第 三 項 規 範 之 勞 務 : 

係 指 由 受 收 容 人 清 洗 自  

我 衣 物 、輪 流 括 受 收 容  

人 便 當 等 公 差 之 勞 動 ， 

屬 於 團 體 生 活 之 應 盡 義  

… 項7 輿 爾 法 第瓦干 

二 條 、監 狱 行 刑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等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及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第 八 條 第 二 款 第 一



在 者 ，經 依 第 八 十 五 條 第  

■■四款规定處罰後，得 向 入  

出 .國及移民 .署重新 .申請居 . 

留 ；其 申 請 定 居 1 核 算 在  

臺 灣 地 區 居 留 期 間 ，應 扣  

除 一 年 。

...第.一.項棠.弹.魁出.M 煮
於 出 國 前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暫 予 收 容 。出 國 後 ，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廢 止 其  

入 國 許 可 1 並 証 銷 其 入 國  

許 可 證 件 。

前 三 項 规 定 ，於 本 法  

施 行 前 入 國 者 ，亦 適 闬  

之 。

第 一 項 所 定 強 制 出 國  

之 處 理 方 式 、程 序 、管 理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之 辦  

法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一 项 之 強 制 出 國 ， 

準 用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八 項 規 定 ； 

第 三 項 之 收 容 ，準 用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至 第 △ 項 及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

第 二 十 一 條 外 國 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應 禁 止 其 出 國 ：

一 、 經 司 法 機 關 通 知 限 制  

出 國 ■=

二 、 經 財 稅 機 關 通 知 限 制  

出 國 。

外 國 人 因 其 他 索 件 在  

依 法 查 證 中 ，經 有 關 機 關  

請 求 限 制 出 國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禁 止 其 出 國 。

禁 止 出 國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應 以 書 面 敘 明 理  

由 ，通 知 當 事 人 。

前 三 項 禁 止 出 國 之 規  

' 定 ，於 大 - 陸 地 區 大 民 、 香

港 或 澳 鬥 居 民 準 用 之

第 三 十 六 條  外 國 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強 制 驅 逐 出 國 ：

在 者 ，經 依 第 八 十 五 條 第  

四 款 规 定 處 .罰 後 ；.得 向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重 新 .申 請 居  

留 ；其 申 請 定 居 ’核 其 在  

臺 灣 地 區 居 留 期 間 ，應 扣  

除 一 年 、

f 一 項 受 強 制 出 國 者  

於 出 國 前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暫 予 收 容 ，並 得 令 其  

從 事 勞 務 。出 國 後 ^ 人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廢 止 其 入 國  

許 可 ，並 註 銷 其 入 國 許 可  

證 件 。

前 三 項 规 定 ，於 本 法  

施 行 前 入 國 者 ，亦 適 用

之 。

第 一 項 所 定 強 制 出 國  

之 處 理 方 式 、程 序 、管 理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之 辦  

法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三 項 之 收 容 ，準用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至 第 六  

項 及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

第 二 H■— 條 外 國 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應 禁 止 其 出 國 ：

一 、 經 司 法 機 關 通 知 限 制  

出國

二 、 經 財 稅 機 關 通 知 限 制  

出 國 。

外 國 人 因 其 他 案 件 在  

依 法 查 證 中 ，經 有 關 機 關  

請 求 限 制 出 國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禁 止 其 出 國 。

禁 止 出 國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_ 應 以 書 面 敘 明 理  

由 ，通 知 當 事 人 a

第 三 十 六 條  外 國 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強 制 驅 逐 出 國 ：

目 之 勞 役 有 間 ，更 與 同  

公 约 第 八 條 第 二 款 第 二  

且 之 苦 投 大 異 其 趣 .，為 

求 立 法 經 濟 性 考 量 及 精  

簡 文 字 ，避 免 曲 解 及 混  

遗 原 意 ，爰 予 刪 除 「並  

得 令 其 從 事 勞 務 」 等字
C

實 務 上 ，強 制 驅 逐 出 國  

及 收 容 對 象 包 括 臺 灣 地  

區 無 戶 籍 國 民 及 外 國 人  

，為 求 遣 返 及 收 容 等 规  

範 標 準 能 趨 於 一 致 ，符 

合 實 際 執 行 情 況 ，爰 配  

合 第 三 十 六 條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修 正 外 國 人 強 制 驅  

逐 出 國 及 暫 予 收 容 之 規  

定 ，修 正 第 六 項 準 用 規  

定 。

鑑 於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亦 有 與 外 國 人 相 同  

在 我 國 發 生 應 禁 止 出 國 情 形  

，為 確 立 限 制 出 國 必 要 時 之  

法 源 依 據 ，爰 增 訂 第 四 項 準  

用 外 國 人 禁 止 出 國 之 规 定 。

一 、為 使 語 意 明 確 適 當 及 配  

合 第 二 十 九 條 文 字 内 容  

，爰 修 正 第 六 款 文 字



一 、違 反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规  

定 … 未 經 查 驗 入 國 。
_二 _ _ 入_國後__ v _ 發現有第 __十 

八 條 禁 止 入 國 情 形 之

三 1 違 反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未 經 許 可 臨 時  

入 國 6

W 、違 反 依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辦 法 中 有 關 應  

備 文 件 、證 件 、停 留  

期 間 、地 區 之 管 理 規  

定 。

五 、 違 反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楦 離 過 夜 住 宿  

之 處 所 。

六 、 違 反 第 二 十 九 錄 規  

定 ，從 事 與 許 可 停  

留 、居 留 原 因 不 符 之  

活 動 或 工 作 。

七 ' 違 反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依 第 三 十 條 所 定 限 制

一 、違 反 第 四 條 第 一 项 規  

定 ，未 經 查 驗 入 國 "

■二;-八:國■後… 發 現 有 -第 十 i_ 

八 條 禁 止 入 囤 情 形 之

三 、 違 反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未 經 許 可 臨 時  

入 國 。

四 、 違 反 依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辦 法 中 有 關 應  

備 文 件 、證 件 、停 留  

期 間 、地 區 之 管 理 規  

定 。

五 ，違 反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擅 離 過 夜 住 宿  

之 處 所 c

六 、 違 反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從 事 與 _ 請 停  

留 、居 留 原 因 不 符 之  

活 動 或 工 作 a

七 、 違 反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依 第 三 十 條 所 定 限 制

二 、依 現 行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外 國 人 逾 期 居 留  

未 泌 三 十 曰 ，原 + 讀 : 居  

留 事 由 仍 繼 續 存 在 者 ， 

經 依 法 處 罰 後 ，得 重 新  

申 請 居 留 .^ 應 不 受 本 條 丨  

第 一 項 強 制 驅 逐 出 國 之  

規 範 ，爰 增 列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但 書 ，以 保 障 其 居  

留 權 益 。

三 ' ■ 鑑 於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四 項  

規 範 外 國 人 於 居 留 期 間  

内 ，居 留 原 因 消 失 者 I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廢 止 其  

居 留 許 可 ，並 註 銷 其 外  

僑 居 留 證 《該 外 1 人 已  

無 合 法 居 留 身 分 1 除 有  

該 項 但 書 臚 列 得 准 予 繼  

續 居 留 之 情 形 外 ，為 免

住 居 所 、活 動 或 課 以  

應 行 遵 守 之 事 項 。

八 、 遠 反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於 停 留 或 居  

留 期 限 屆 滿 前 ，未申 

請 停 绍 、居 留 延 期 。 

但 有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三  

項 情 形 者 ，不 在 此  

限 。

九 、 有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1E3 項  

規 定 情 形 3 居 留 原 因  

消 失 1 經 廢 止 居 留 許  

可 ，並 註 銷 外 僑 居 留

證 。

土 ' 有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 規 定 情 形 ， 

經 撤 銷 或 麻 土 居 留 許  

可 ，並 註 銷 外 僑 居 留  

— .證、.….一― ....

H— 、有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 規 定 情  

形 ，經 撤 銷 或 廢 止  

永 久 居 留 許 可 ，並

住 居 所 、活 動 或 課 以  

應 行 遵 守 之 事 項 。

八 、 違 反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於 停 留 或 居  

留 期 限 屆 滿 前 | 未 申  

請 停 留 、居 留 延 期 。

九 、 有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 規 定 情 形 j 

經 撤 銷 或 廢 止 居 留 許  

可 ，並 註 銷 外 僑 居 留  

證 。

土 、有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 規 定 情 形 ， 

經 撤 鎖 或 廢 止 永 久 居  

留 許 可 ，並 註 銷 外 儒  

永 久 居 留 證 。

外 國 人 已 取 得 居  

留 、永 久 居 留 許 可 而 有 前  

'm m 、甯六'wr、_'第乇_ 

款 、第 九 款 或 笫 十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於 強 制 驅 逐 其 出 國 前 得 召  

盟 審 查 會 ，並 給 予 當 事 人

其 非 法 滯 留 我 國 ，爰 增  

列 第 一 項 第 丸 款 規 定 。 

現 行 第 一 項 第 九 款 及 第  

十 款 配 合 款 次 變 更 。

四 、外 國 人 構 成 強 制 驅 逐 出  

國 之 事 由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得 本 於 國 家 主 權 之  

行 使 強 制 外 國 人 出 國 ， 

現 行 第 二 項 規 定 係 於 例  

外 時 始 召 開 審 查 會 ，給  

予 當 事 人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惟 為 進 一 步 保 障 已  

取 得 居 留 、永 久 居 留 許  

可 外 國 人 之 居 留 權 益 ， 

參 照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風優公約1 莖土丢金規: 

定 ，對 於 國 内 合 法 居 留  

之 外 國 人 執 行 驅 逐 出 國  

前 ，以 每 案 召 開 審 查 會  

審 查 為 原 則  > 例 外 始 得



註銷外僑永久居留

證 .......  ....

....入...出..國.及.移...民..署.依

前項規定強制驅逐已取得 

居 留 、永久居留許可外國 

么出國前，應组成審查會 

審 查 之 ，並給予當事人陳 

述意見之撼;會。: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 

經審查會，逕行強制驅逐 

出國：

一 、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 

意見或自願出國。 

二'經法院於裁判時併宣 

告驅逐出境。

三 、 依其他法律應限令出 

國 。

四 、 有危害我國利益、公 

共安全、公共秩序或 

從 事 恐 怖 活 動 之  

慮 ，且情況急迫應即 

時處分。

外國人有第一項第 

二 款 、第四款至第十二款 

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 

民署得於強制驅逐出國 

前 ，限令其於七日内出 
國 。

第一項所定強制驅 

逐 出 國 之 處 理 方 式 、程 

序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

第 二 項審查會之組  

成 、審查要件、程序等事 

宜 1 由主管機關定之。

陳述意見之機會。

前 項 審 查 會 之 組  

…成審 .查要餘 . 程.序..等事 

宜 ，由主管機關定之。

外國人有第一項第二 

款 、第四款至第七款、第 

九 款 或 第十款情形之一 

者 ，八出國及#瓦署彳夺於 

強制驅逐出國前，限令其 

於七曰内出國。

不經蜜查會逕行強制驅 

逐由國，臺修正現行第

....土項規定。............

五 、 取得居留、永久居留許 

可之外國人，構成第一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入 

出國及移民層:應於 i f  J 

驅逐其出國前召開審查 

會 ，並給予當事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以為強制 

驅逐出國執行前之前置 

審查階段；惟若當事人 

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 

見或自願出國'經法院 

於裁判時併宣告驅逐出 

境 、依其他法律應限令 

出國或有危害我國利益 

'公共■安全、公共秩序 

、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且情況急迫應即時處分 

等情形之一者，則得不 

經審議，逕行強制驅逐 

其出國，爰增列第二項 

但 書 ，以節約行政資源

、適當維護國家及社會 

安 全 ，衡平落實人權及 

安全之保障。

六 、 另為保障人權及節約執 

行遣返人力 * 爰修正第 

三項規定，入出國及移 

民署得於強制驅逐出國 

前 ，限令其於七日内出 

國 。

七 、 配合行政程序法有關法 

律授權以法規命令限制 

a S 之 虿 人 瓦 以  

義務或規定其他重要事 

項 者 ，其授權之目的、 

内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6



第 三 十 八 條 外 國 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非 予 收 容 1 顯 

難強制驅逐出國者 ，入出 

國及移民署得暫予收容： 

— 、受驅逐出國處分或限

第

令七日内出國仍未離

二 、 未經許可入 國 °

三 、 逾:期停•留、居 留 。

I 、受 外 國 政 府 通 緝 5

前 項 收 容 以 六 十 日 為 i 

限 ，收 容 期 間 屆 滿 1 入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在 事 實 上 認 有  

繼 螬 收 容 之 必 要 ，得 延 長  

4欠 容 六 十 日 ，以 一 次 為  

限 。但 受 收 容 人 所 待 護 照 i 

或 旅 行 文 件 遺 失 或 失 效 ， 

^ 来 能 換 發 、補 發 或 延 期  

者 ，得 延 長 收 容 至 有 效 證  

件 備 齊 後 ■ 三 十 曰 止 。

受 收 容 人 或 其 配 偶 、 

直 系 親 屬 、法 定 代 理 人 、 

兄 弟 姊 姝 ，得於七日内向: 

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收容

異 議 。

受收容人無法遗送直丨 

經認定無暫時收容之必要 

時 1 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限 

定其住居所或附加其他條 
件複〃 _廢_玄收容處分_T _ — 

受 收 容 人 經 收 容 期  

滿 ，其有涉及刑事索件已 

進入■司法■程序者， 出國 

及夥民署於執行強制軀逐

五 十 八 條 外 國 人 有 下 列 「 

情 形 之 一 盍 ，入出國及移 

民 署 得 暫 予 收 容 ，並得令 

其 從 事 勞 務 :

— 、受聪逐出國處分尚未 

辦 妥 出 國 手 續 。

二 '  非 法 入 國 或逾期停  

留 、居 留 。

三 、 受 外 國 政 府 通 缉 6

四 、 其他在事實上認有暫 

予 收 容 之 必 要 。 

前項收容以六十曰為

限 1 必 要 時 ，入出國及移 

民署得延長至遣送出國為 

止 。

受 收 容 人 或 其 配 偶 、 

直 系 親 屬 、法定代理人'  

兄 弟 姊 妹 ’得於七日内向 

入尚國及移民署提出收容 

異 議 。

受收容之外國人無法 

遣 送 時 ，入出國及移民署 

得限定其住居所或附加其 

他 條 件 後 ，麻 止 收 容 處  

分 。

外國人涉 嫌 犯 罪 1 經 

法 院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者 + 其 

收容於苐三十九條收容處 

所 之 日 数 T 以一日折抵有 

期徒刑■歲拘役-一日〜或刑法 

第四十二條第 三 項 、第六 

項 項 裁 判 所 定 之 罰 金 額  

數 。

前 項 規 定 1 於本法修

* 爰 增 列 第 四 項 主 管 機  

關 應 訂 定 執 行 強 制 驅 逐  

出 國 之 辦 法 V 本 項 辦 法 , 

規 範 内 容 不 包 括 審 查 會  

相 關 事 宜 6

八 、為 符 合 法 制 規 定 應 按 順  

序 規 範 ，爰 將 現 行 第 三  

項 規 定 1 移 列 至 最 後 一  

項 （第 五 項 ），其 援 引 項  

次 並 配 合 一 併 修 正 。

一 、 參 照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 

人 人 有 權 享 有 身 體 自 由  

及 人 身 安 全 。任 何 人 不  

得 無 理 予 以 逮 捕 或 拘 禁

。非 依 法 定 理 由 及 程 序  

，不 得 剝 奪 任 何 人 之 自  

由 。」 之 精 抻 及 審 酌 保  

障 人 權 與 公 益 間 應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T於 保 障 人 權  

外 ，亦 應 考 量 國 家 主 權  

及 國 家 自 衛 權 之 意 涵 ， 

爰 將 外 國 人 收 容 程 序 參  

考 曰 本 、南 韓 、糾■加坡 

等 國 之 法 制 ，由 移 民 機  

關 為 驅 逐 出 國 或 收 容 之  

決 定 。又 因 實 務 上 ，執  

行 暫 予 收 容 有 其 立 即 性  

與 急 迫 性 之 特 性 ，爰 決  

議 宜 由 移 民 機 關 （入出  

國 及 移 民 署 ） 為 外 國 人  

收 容 之 決 定 °

二 、 基 於 我 國 與 日 本 同 為 大  

陸 法 系 國 家 ，且 地 狹 人 i 

稠 、國 情 相 近 ，關 於 收

- - _ 容 之 相 關 規 定 __ T'我國'如 

參 照 曰 本 「出 人 國 管 理  

及 難 民 認 定 法 J 修 正 ， 

應 較 無 窒 礙 難 行 之 處 ； 

矧 曰 本 業 經 檢 视 「出 入



出 國 十 五 日 前 ，應 先 通 知 正 施 行 前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之 國 管 理 及 難 民 認 定 法 」

司 法 機 關 ；其 係 經 司 法 機 外 國 人 ，亦 適 用 之 。
，認 定 並 未 不 符 或 牴 觸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關 .責 .付 者 應 .經 ..司法機 .關

同 意 ，始 得 執 行 強 制 驅 逐

出 國 ，司 法 機 關 認 為 有 羈
公 约 」 及 、經 濟 社 會 文

押 之 必 要 者 ，移 請 司 法 機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基 於

關 處 理 。 「他 山 之 石 ，可 以 攻 錯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形 之 外  

國 人 * 涉 及 刑 事 索 件 ，經

」之 理 念 ，爰 參 考 曰 本  

關 於 收 容 之 立 法 體 例 ； 

並 配 合 我 國 國 情 及 為 求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等 憲 法 、 

行 政 法 上 之 一 般 法 律 原  

則 ，轰 修 正 本 條 條 文 ， 

俾 保 障 基 本 人 權 。

三 ' 為 確 立 本 條 收 容 之 目 的  

■ 係 為 順 利 執 行 強 制 驅  

逐 出 國 ，為 遣 送 前 之 短  

暫 措 施 ，爰 修 正 第 一 項

法 官 或 檢 察 官 貴 付 而 收 容

於 第 三 十 九 條 收 容 處 所 1

經 法 院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者 ，其 收 容 之 曰 數 ，以一  

日 折 抵 有 期 徒 刑 或 拘 役 一  

曰 或 刑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第 六  

項 裁 判 所 定 之 罰 金 額 數 。

前 項 规 定 ，於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前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之  

外 國 人 ，亦 適 用 之 。

第 二 项 收 溶 、延 長 收

容 及 第 三 十 六 條 強 制 驅 逐 序 文 ，並 刪 除 第 一 項 本

出 國 之 處 分 ，應 以 當 事 人 文 後 段 「並 得 令 其 從 事

理 解 之 語 文 以 書 面 通 知 ， 勞 務 」 等 字 ，修 正 理 由

附 記 處 分 理 由 及 不 服 處 分 同 第 十 五 條 說 明 一 。

四 、 配 合 第 一 項 序 文 之 修 正  

及 為 約 制 限 令 自 行 離 境  

者 ，能 依 規 定 期 限 內 出  

境 ，爰 修 正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五 、 為 求 語 意 具 體 明 確 ，爰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非 法 入 國 」修 正 為

r未 經 許 可 入 國 」；又 「 

来 經 許 可 入 國 」 與 「逾 

朗 停 留 、居 留 」，乃 不 同  

事 由 ，有 分 款 規 定 之 必  

要 ，爰 增 列 第 三 款 。現  

行 第 三 款 款 次 配 合 遞 移

提 起 救 濟 之 方 法 ' 期 間 、

受 理 機 關 等 相 關 規 定 ；收

容 處 分 並 應 聯 螌 當 事 人 原

籍 國 駐 華 使 領 館 或 授 權 機

構 。

\

六 、為 使 第 一 項 各 款 規 範 暫

.... 予_收容之條_件__'、_'__能__清黄

明 確 ，避 免 擴 張 收 容 適  

用 範 園 ，爰 刪 除 現 行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認 定 條 件 模  

糊 之 概 括 规 定 ，以 充 分



保 障 人 權 。

七 、 第 一 項 收 容 乃 道 送 出 國

.....之 姐 -暫 措 施 - 其 有 食 容 ■

之 必 要 時 * 應 由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處 分 收 容 以 一  

次 六 十 日 以 内 為 限 ，若 

收 容 期 間 屆 滿 而 事 實 仍  

有 繼 續 收 容 之 必 要 ，則 

得 延 長 收 容 一 次 並 以 六  

十 曰 為 限 ，以 避 免 造 成  

長 期 收 容 之 情 形 發 生 而  

侵 害 人 權 ，爰 增 列 第 二  

項 規 定 。但 若 發 生 受 收  

容 人 所 搏 護 照 或 旅 行 文  

件 遺 失 或 失 效 ，JL未 能  

於 前 開 延 長 收 容 期 滿 前  

獲 得 換 發 、補 發 或 延 期  

之 特 殊 情 沉 者 ，如 不 繼  

續 收 容 * 勢 必 衍 生 非 法  

滯 臺 外 國 人 勤 態 難 以 掌  

握 ，產 生 治 安 顧 慮 之 情 : 

形 ，爰 明 定 得 延 長 收 容  

至 前 開 證 件 備 齋 後 三 十  

曰 止 ，以 適 當 維 護 社 會  

之 安 全 °

八 、 考 量 廢 止 收 容 處 分 之 原  

因 ，並 不 < 定 均 為 無 法  

遣 送 ，或 亦 有 其 他 事 由

，爰 修 正 第 四 項 規 定 。

九 、 為 避 免 受 收 容 人 因 另 涉  

及 刑 事 案 件 ，於 侦 審 未  

結 、尚 待 查 證 釐 清 時 ， 

即 遭 遣 返 之 情 形 ，爰 增  

列 第 五 項 前 段 。又 為 避  

免 行 政 收 容 對 象 因 另 涉  

刑 事 案 件 不 能 遣 返 而 致  

造 成 長 期 收 容 ，形 同 羈  

押 之 不 當 情 形 ，句 法 機  

關 若 有 限 制 當 事 人 人 身  

自 由 之 必 要 ，入 出 國 及

: …—移_瓦署應_移n 法 機 前 _ 

，依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處 理  

，爰 增 列 第 五 項 後 段 規  

定 ，以 進 一 步 保 障 基 本  

人 權 。



十 法 機 關 依 刑 事 系  

訟程序責付與移民機關 

. . .依本儀第.一項！ ，純.行政 

收 容 之 情 況 有 間 ，經參 

照 外 國 立 法 例 ，如紐西 

蘭 、新 加 坡 、香港等國 

家 （或地區）及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十八條第五項规  

定 ，係採取經司法機關 

責 付 而 收 容 ，始得折抵 

刑 期 ，爰修正第六項前 

段 规 範 。

十 一 、桉現行刑法第四十二 

條 第 三 項 ，係規範易 

服勞役折抵以罰金額 

度 計 算 之 规 定 ，與本 

法第六項後段规範收 

容與罰金之折抵無涉 

，爰 酌 予 修 正 。

十 二 、為 保 障 人 權 ，使依本 

法受強制驅逐出國及 

收 容 處 分 之 外 國 人 ， 

得以充分暸解其救濟 

權 益 ，並讓其原籍國 

駐 華 機 構 ，知悉其國 

民 在 臺 收 容 狀 況 ，爰 

增 列 第 八 項 規 定 ，以 

進一步維護外國人人 

身 自 由 權 利 。

第 七 十 四 條 未 經 許 可 入 國  

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 

者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投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 九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條 

第一項或香港澳 n 關係條 

例 第 十 一 镍 第 一 項 覘 定 ， 

来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亦 同 。

第 七 十 四 條 未 經 許 可 入 國  

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 

者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 九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因應國家安全法將刪除第三 

條人民入出境應申請許可及 

第六條第一項来經許可入出 

境 罰 則 之 規 定 ，大陸地區人 

i 民 或 香 港 、澳門居民非法入 

國 （境 ）將 無 法 相 繩 = 草案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業已增列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香港或澳門 

居民準用外國人禁止出國之 

規 定 ，袭 再 配 合 修 正 本 條 ， 

增列 ..第_二項以取我凰家 ..安. 

全法第六條第一項相關罰則 

功 能 ，俾 使 非 法 入 、出 國 （ 

境 ）者均適用修正後罰則之 

H _________

10



第 八 十 八 條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十 八 條 第  >  項 

第 十 三 款 ' 第 十 五 款 、苐 

二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二 款 及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情 形 ，主 管 機 關 應 聘  

請 杜 會 公 正 人 士 及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共 同 審 核 1 經 審 核  

通 過 者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應 同 意 或 許 可 其 入 國 、出 

國 、居 留 、變 更 居 留 原 因 、 

永 久 居 留 或 定 居 。

苐 八 十 八 條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第 五 款 、第 九 條  

.第一項第■八款 Y ■第■十一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十 三 款 、第 十 五  

款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 一 款 第 二 款 及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情 形 ，主 管 機  

關 應 聘 請 杜 會 公 正 人 士 及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共 同 審 核 1 

經 審 核 通 過 者 3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應 同 意 或 許 可 其 入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及 第 五  

款 為 禁 止 國 民 出 國 案 件 ，因: 

具急■迫性且涉及人 .民 .權益 .甚_ 

鉅 ，於 第 六 條 明 定 權 責 機 關  

僅 有 二 十 四 小 時 禁 止 出 國 權 :  

限 ，因無 提 審 查 會 審 核 必 要  

，爰 予 刪 除 須 提 審 查 會 之 規  

定 。

國 、出 國 、居 留 、變 更 居

留 原 因 、永 久 居 留 或 定

居 。



保存斗限

監察院 . 函 ..
機關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段2號 

聯 絡 人 ；曾荊t  

聯絡電話 __ (02)23413183分撫202 

傅 真 ：（02)23584265

發 文 B 期 ：中華民國99年9月14曰 

發文字號：（99)院台内字第099〗⑽ 0760號 

速 別 ：普通件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普 通  

附 件 ：如 义 （⑽ 9 1卯 C76(M f D O C )

主 旨 ：有關外籍人士在台因案遭「收容」卻 形 同 「羈押 j 等人權 

保障問題，案經本院調查竣事，檢附調查意見，請檢討改

進見復 ◊

說 明 ：依99年9月8 日本院内政及少數民族、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 

4屆第2 7次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正 本 ：句法院

副 本 ：本院内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不含附件）



調查意見

法務部及司法院應加強督促所屬加速偵審，並落實管 

考 ，以 免 衍 生 故 收 _.菩之名，.致型事義！ .之.复J 

之 爭 議 ；若 一 再 延 長 其 收 容 期 限 ，行政機關將來並應 

予 適 當 之 補 償 ，以 維 護 人 權 ：

(一）依 移 民 署 統 計 涉 案 受 收 容 人 收 容 日 數 高 於 司 法 判  

決曰數達百日以上者，共 計 有 1 2 案（詳 如 下 表 ，已 

於約詢時提供司法院及法務部參處）：

表 1 移民署涉案受收容人收容日數高於司法判決曰數統計表

系瓦¥ 吾案受收容人收H 奴 高 於 司 法 ^ 娆 計 表
序

號
性 名 涉 案 別

收 容

曰 數

判 決

曰 數

相 差

曰 數
備 考

1

—2—

CHI WANCHAT 德 造 文 書 3 1 7 90 2 2 7

BUI TKI NH1JNG 偽 造 文 書 2 5 2 60 1 9 2

3 WASILAH 偽 造 文 嘗 291 60 231

4 TRAN THI BAY 竊 盜 25 0
..... ■■■

30 2 2 0

NIKOANG

SUMIARTHIING

SIR

偽 造 文 書 2 0 3 25 1 78

6

GINES

FERDINAND

ESTRADA

偽 造 文 書 4 3 2 1 2 0 3 1 2

7
LOHHANA

SUPHAF
偽 造 文 書 4 5 6 90 3 6 6

S
■ D A Y A N  I 

HEN I
偽 造 文 書 441 4 5 3 9 6

9 WANPSiEN SHIU 偽 造 文 書 379 0 3 7 9
不 起 诉 處  

分

10
BUNYEK

KANTHAWONG
偽 造 文 書 379 0 3 7 9

不起^■斥處 

分

11

12

EKO
移 民 法 '  

搶 奪 等
36 0 1 8 0 180

有 期 6 月 

緩 硐 2 年

LE KHOKG LONG 

PI-iAM NGOC

.....wm 一

竊 盜 189 15 174 拘 役 丨 5 曰

(二）另 依 移 民 署 統 計 ，戴自九十九年 六 月 十 五 日 止 ，涉



案受收 容 人 收 容 3 0 日 以 下 許 9 人 ’ 31-6 0 天 計 34 

人 ，6 1 - 9 0天 計 5 3 人 ，M - 1 2 0天 計 1 3 人 ，1 2 0天 

以 上 計 7 6 人（詳如〈附件二J 。經檢視上開收容數據

，涉案受收容人之收容天數明顯高出一般受收容人............................................. ....................

甚 多 ，難 免 衍 生 「以行政收容之名行刑事羈押之實 

」爭 議 ，造成受收容人基本權益受損，引發民間團 

體對政府不重視人櫂保障質疑。

(三） 詢 據 法 務 部 吳 陳 鐶 次 長 及 句 法 院 謝 文 定 秘 書 長 對  

上開事實亦坦認有加強檢討策進之空間。

(四） 有關收容代替羈押問題，為正本清源確保受收容人 

基 本 人 權 ，篆 n k 提丛工雨直建議、二

1 、 .l 「.先败事i 行 處 」原 則 辦 理 ：對於涉案外籍人

士於司法程序完成後，方交由移民署執行驅逐出 

國 事 宜 （如 日 本 、韓 國 、加 拿 大 ）。

2 、 限 制 收 容 期 限 ：依移民法三十八條規定收容六十 

天 内 即 執 行 遣 返 （司 法 程 序 需 於 六 十 日 内 完  

成 ），却 厘 法 程 序 未 完 成 而 有 繼 續 偵 審 必 要 *J … ' I ' '. ' ''

.則.即解除收容，請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瓣 

理 ，俟司法程序完成後再執行驅逐出國事宜（法 

國）。

(五） 至有關外籍人士因案遭收容所衍生救濟義■補償.> 允 

由各相關機關依政策另為規劃，決定適用國家賠償 

法或另立特 別 救 濟 機 制 ，若 一 再 延 長 其 收 容 期 限 ， 

行政機關將來並應予適當之補償。

(六） 綜 上 論 結 ，法務部及司法院身為檢察行政及司法行 

政 之 主 管 機 關 ，允應重視上開數據及移民署建議所

——數赢主.莖f l M i l .....，除應針對個案加強檢討」H  
就 法 制 面 進 行 研 議 ，加強督促所屬發揮同理心加速 

偵 審 ，並 落 實 管 考 ，以 免 衍 生 「以 行 政 收 容 之 名 ， 

行刑事羈押之實」之 爭 議 。另針對一再延長涉案受



收 容 人 收 容 期 限 案 件 ，允 應 規 劃 妥 適 救 濟 機 制 ，予 

以 適 當 之 補 償 ，以 維 護 人 權 。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保 存 年 限 ：

書 函 （相J )

地 址 ：1 0 0 4 8台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1段  

124 號  '
承 辦 人 ：雷 超 智  

電 話 ：（0 2 ) 2 3 6 1 8 - 5 7 7轉 200

受 文 者 ：如正本攔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 °丨年V "月 

發 文 字 號 ：處 大 二 字 第 P  號

速 別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鉻 # 成 保 柬 期 . 限 ：普 通  

裝 附 件 ：無 ,

1 W U I I P 圓 II
G 10128785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蘇乎星（泰國籍）及PURWATI ( 印尼籍） 

聲請解釋憲法案，須 暸 解 說 明 事 項 ，請惠示卓見，並 

請檢附相關資料於函到後十日内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 、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第3項 規 定 ： 「受收容人或其配偶、 

直系親屬、法定代理人、兄弟姊妹，得於七日内向入出國及 

移民署提出收容異議 D 」請提供民國96年至今依該規定提出 

異議之總件數3 各 該 聲 請 人 異 議 之 理 由 為 何 ？以及各 

件後續之處理結果如何3

三 、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第4項 規 定 ：「受收容人無法遣送或 

經認定無暫予收容之必要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限定其住居 

所或附加其他條件後，廢 止 收 容 處 | 請 提 供 民 國 96年至 

今 依 此 規 定 廢 止 收 容 處 分 之 總 件 數 聲 請 人 為 何 、因何 

故廢f 收 容 、以及廢止收容後有無限定住居所或附加其他條 

件 者 Y 蓺行結果如何？被廢止收容者，事後有無逃逸或遣送

.― ......-出； -夕.禪 雜 ， 與 嫌 働 …  .... .'.: v . -  ； ■ . . . …… … — ....

正 本 ：内 政 部  \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

校 對  監 印  發 文

Q10100655

Q10100655



副 本 ：

第 三 層 決 行

承 辦 拳 位  …  ̂  ̂  ̂  ̂  ̂  ̂ 決 行

訂

1 %

第2 頁 共 2頁



松 此 ： 

保存午眼]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函

地 址 ：22 0G9斬 北 市 板 橋 ( I 三 民 路 2段 3 7號 5 

樓 ( 專 勤 事 務 第 一 大 隊 ）

聯 絡 人 ：專 員 汪 湘 運  

聯 絡 電 話 ： （0 2 )  2 9 6 1 1 3 % 分 機 109 

傅 真 電 話 ： （0 2 )  2 9 6 1 2 8 1 7  

電 子 信 箱 ：1 8 7 7 @ii腦 igration. 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 發 文 曰 沏 ：t 華 民 國 1 0 1年 1 0月3 0 日

| 發 文 字 號 ：移 署 專 一 遽 字 第 1 0 1 0 1 7 0 8 7 7號

I 速別：普遜件 ...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 ' /

m 件 ：如 主 旨 （1 0 〗D2[)28391,D O C，1G1D2 0 2 8 3 9 2 .DOC) ( 請 至 本 署 备 件 下 载 區 下 栽 时 件  

+ ： http://wivi(rL msinigration. gov. tw/od20down/.)

主 旨 ：檢送大院大法官審理蘇乎星（泰國籍）及PURWATI (印尼 

籍）聲請解釋憲法案所需資料，詳如說明，請 察 照 。

說 明 ：

一 、 復大院書記處 101年10月11日處大二字第1010028785號書

函 。

二 、 本署辦理96年1月2 日至101年9月3 0日辦理收容異議及廢止 

收容案件統計實料如下：

(一：)收容異議案件 

1 '總件數7件 。

2 、 聲請人多為受收容人或其配偶，理由為不服本署收容 

處 分 ，詳如所附個別資料°

3 、 後續之處理結果有3件遣送出國，4件廢止收容。

(二）廢止收容案件

.............1.....、.....總彝數M 件.上…............ ... . . . … …一 . .— . .......

2 、廢止收容之聲請人多為本署主動廢止收容，少數為收

第1员= 共2贷

■ i i l i l l i

G10130637

http://wivi(rL


容 異 議 聲 請 人 。

3 、 廢 止 收 容 原 因 ：無 法 遣 送 或 經 認 定 無 暫 予 收 容 之 必 要

〇

4 、 廢 止 收 容 案 件 有 4 0件 限 定 住 居 所 ，2 4件 附 加 其 他 條 件

，2件 已 逃 逸 ，1 5件 已 遣 送 出 國 。

正 本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副 本 ：本署專勤事務第一大隊丨

吊2 頁 I 共2 贡



保 存 年 限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書 函 （稿 ）

裴

訂

受 文 者 ：如正本攔 

發文曰期：中 華 段 國 年 ~ / 2 千 曰  

發 文 字 號 • • 處 大 二 字 第 卜 卜 。$ ~ ^ 1 號  

逯 別 ：最逋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普通  

附 件 ：無

地 址 ：1 0 0 4 8台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1段  

1 2 4號

承 辦 人 ：雷 超 智

電 話 ：（0 2 ) 2 3 6 1 8 - 5 7 7轉 2 00

/

G10130071

主 旨 ：本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蘇 乎 星 （CHIU KEWALIN，泰 國 籍 ）及 

PURMTI (印尼籍）聲請解釋憲法案，須暸解說明翻二所列 

事 項 ，請惠示卓見，並請檢附相關資料於函到後七日内惠復， 

俾供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 、 提審法於民國24年6月2 1日公布，37年4月2 6日第一次修正， 

請擇供24年與37年當時該法第一條之立（修）法理由及立（修） 

法 絮 錄 。如5 ^ ^ . : 無相關資料，亦請惠李現復。

正 本 ：立 法 院 法 制 局  

别 本 -

第 三 層 決 行  

承 辦 單 位 決 行

校 對  監印

第1貝 ■}

Q 10100680

Q10100680



丨 保存年瓜:

立 法 院 法 制 局 函
! 地扯：台北市中山南路1 號
! 謅龉方式T 方 華 杏 _
I 電話：23588G2?

受 文 者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發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1 0 1年 1 0月 30 3 
發文 字 號 ：台立制字第1〇]〇[]〇5763號 
速 別 ；：!：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

| 主 旨 ：貴處函請提供提審法第 1 條民國 2 4 年 及 3 7 年 之 立 （修 ）

f 法理由及立（修 ）法紀錄一案，復如說明二，請 查 照 。

’ 說 明 ：

| 一 、復 貴 處 民 國 1 01年 1 0月 2 4 日處大二字第 101.0030071號 

書 函 。

; 二 、旨揭條文係國民政府時制定公布，本院法律系統並未收錄 

卜 相 關 立 （修 ）法理甴及立（修 ）法 紀 錄 。

正 本 ：司法院大法官嘗記處 
副 未 ：笨院法制局

G10130671



保 存 年 限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書 函 （相I )

地 址 ：1 0 0 4 8台 北 市 中 正 區 盡 慶 南 路 1段

n m  ：-

承 辦 人 ：雷 超 智  /

電 話 ：（G2 ) 2 3 til8 - 5 7 7轉 2 G0 /

裝

受 文者：如正本欄

發 文 日 期 ：中 華 民 ® 卜丨坪

發 文 字 號  

速 別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附 件 ：無

.....  月

處 大 二字第 1〇丨 0 0多 明 Ij 號

通

■曜 _ _ _
G10130446

主 旨 ：本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蘇 乎 星 （CI11U K E W A L I N 泰 國 籍 ）及 

P U R W A T I  (印尼籍）聲請解釋憲法案，請就說明二所列事項 

提供相關資料，並於函到後十日内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 、 依貴署 100年丨月5 日移署專一蓮字第1000005823號函所附查 

復書調查事項一之四（第4至5頁），所述對貴署所為「收容處 

分」除得提出異議外 …亦可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提出救濟 

等 語 。請查96年 至 今 ，經收容處分者，提出訴願及行政訴訟 

之件數若千？結果如何？

線 正 本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副 本 ：

第 三 增 決 行  

承 辦 單 位

校 對 監印  

第]頁

發 文

Q10100689



保存年

地址：22069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纟段37號5 
樓（專勤事葙第一大隊）

槨絡人：專民汪湘蓮 

禪絡電話：（ 02 ) 2961135G 分機109 

傳真電話：（ 02 ) 29612817 

電子信箱：1877⑷ mmigrat i on, gov. tv;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函 /

受文者：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發文 13期 ：中華民國101年11月15日 

： 發文字號：移署專一蓮字第1010178223號

丨 速別：普通件 

丨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檢送大院大法官審理蘇乎星（泰國籍）及PURWATI (印尼 

籍）聲請解釋憲法案所需資料，詳如說明，請 察 照 。

說 明 =

— 、復 貴 處 101年10月29日處大二字第1010030446號書函。

二 、本署96年1月 2 曰 至 101年9月 3 0曰 ，經收容處分者，提出訴 

願及行政訴訟件數及結果統計如下：

(―)訴願案件共4件 ，結果為3件訴願不受理，1件訴願駁回

〔二）行政訴訟案件共2件 ，結果為1件上訴駁回，1件原判決 

廢 棄 ，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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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聯絡人，肩n 玉湘.丄4

聯絡電鈷： 四(M l汜()分機10!)

;.... K H M K .................................. 傳真電話.:.（.Q2.)..29(i.].28.1.7..................
全北市中正區重麾南路1段]24號 電子信箱：丨8771̂ 川1!14「;:11」<)11.8〇\1.1次

受 文 者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發文a 期 ：中膝民國1〔)2年2 H 3 u 

發文字號：移畀專一述字第i〇2()()2⑵()]猇 

速 別 ：普 通 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 .密期限: ,

%： 丨!3汴；如t 旨 .：

主 旨 ：檢 送 大 院 為 審 理 蘇 乎 星 （泰國籍）及PURWATIC印尼籍）聲 

請解釋憲法案所需資料共8份 ，詳 如 說 明 ，請 察 照 。

說 明 ：

丨 一 、依據本署 102年 1月8 日因旨揭案件於本署臺北收容所舉辦

; 參訪座談會決議事項辦理。

丨 二 、相 關 文 號 ：本署 102年 1月24 9 移署收輝字第 1 020021760

丨 三 、上述函文附件所列提出收容異議之外國人，收容異議相關

丨 資料如下：

\ (一）MA YUAN HE (編號 1 ) : 收 容 異 議 （投泝書）内 容 、本

署訴願答辯書及内政部訴願決定書影本。

(二） DAKMAR TULKU LUIS (編號2 ) : 收 容 異 議 （訴願暨請 

求撤銷收容書）内 容 、本署訴願答辯書、内政部訴願決

j 定 書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訟起訴狀、最高行政法

r 院判決影本°

(三） NG[;Y_  T!n KIM Cl.ll (編號3 ) :收容異議内容、本署 

訴願答辯書及内政部訴願決定書影本。

(四） NGUYEN THI KIM SON (編號4 ) : 收 容 異 議 （刑事聲請

I 交保暨停止羈押狀）内 容 、本署訴願答辩書及内政部訴

願決定番影本。

i 五 )NGUYKN TH I H O N G  GAM .(’編號5 ) ' .未 署 訴 .願 ¥辯 ¥ ; . 

廢止強制驗逐出國處分函。

， （六）CHIU KEWALIN (編號6 ) :收 容 異 議 内 容 、内政部函影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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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0
_ 〔七 )SURA_PH_I_ AMMRIT (編號 7 ) :收容異議内容、 内政部

函 影 本 。

(八)Bin Tin K1_M PH.UONG〔編號8 ) :收容異議内容、本署 

限制住居處分函稿。

ji-_本 ：。]法.丨克大:m 為兄 4  

副 木 ：本署專 . 勤事務第一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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