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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一般民政 

科 目:地方自治概要 

陳季凡老師 

一、回答下列問題： 

國籍法與戶籍法為我國重要的國民身分準據法。請問國籍與戶籍間相互關係為何？(5 分) 

外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依户籍法第 15 條申請初設户籍登記，其應具備之條件有何不同？另

同條第 4 款規定，在國內出生者，在何種條件下，應為初設戶籍登記？(10 分) 

另户籍法上第 15 條第 1 款「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者，應為初設戶籍登記。

惟在進行此登記時，於何種情事下，戶政事務所應通知內政部移民署？(1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有關初設戶籍之議題曾經多次在國考出現，但是可以發現題目難度大幅提升，除細究初

設戶籍各款規定外，亦要求寫出細則規定要通知移民署的情形，答題時建議要有信心，不要

看到題目很長就慌了手腳。 

建議依題意分成三段，答題版面建議依各小題配分，第 段簡要說明先有國籍才能戶籍登

記，第 段引述戶籍法說明外國人及大陸人士初設戶籍登記要件之不同，第 段則依細則相

關規定說明通知移民署之情形。 

《相關考題》 

中華民國領域內設有戶籍者，是否一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是否均

設有戶籍？試析論之。【94 薦升】 

依戶籍法規定，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之我國國民，具有何種情形者，應為初設戶籍登記？

【108 薦升】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戶籍法第 1、15 條。 

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9 條之 1。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志光出版社，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壹篇第一章戶政法規概論，頁 1-15〜16、第二章主登記事項，頁 1-183〜186、

189，作者：劉秀。 

【擬答】 

  國籍與戶籍是兩個不同但相關的法律概念，分別關係到個人的國家身分與居住地管理。

茲依戶籍法第 1、15 條相關規定，分段論述如下： 

國籍與戶籍間相互關係為何： 

國籍是身份，代表國家與個人之間的法律關係，具備國際層面的效力；戶籍是登記則側

重於管理個人在國內的居住地和人口資訊，主要是國內事務。 

依戶籍法第 1 條，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依戶籍法之規定。故戶籍登記之前提係以

取得中華民國人民身分為先決要件，而此處人民宜限縮為具有國籍者為限。 

因此，中華民國領域內設有戶籍者，一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惟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未必均設有戶籍，蓋我國長期於國外居住之華僑，或依法歸化我國國籍之外國人、無國

籍人，以及依法回復我國國籍者，於申請設立戶籍前，均屬具有我國國籍卻未設立戶籍

之情形。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及在國內出生者其初設户籍登記條件： 

依戶籍法第 15 條第 2、3、4 款規定，說明如下： 

「外國人歸化我國國籍後，經核准定居」以及「大陸地區人民，經核准定居」，在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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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設有戶籍，應為初設戶籍登記。兩者條件有如下不同： 

法律依據：外國人依據「國籍法」；大陸地區人民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 

先決程序：外國人須先完成歸化程序；大陸地區人民須先取得居留許可。 

放棄原籍：外國人須放其原屬國籍；大陸地區人民則無辦理放棄原籍之特別規定。 

在國內出生，12 歲以上未辦理出生登記，合法居住且未曾出境者，應為初設戶籍登記。 

本款指涉對象又稱「無戶籍人口」，指於國內出生，12 歲以上未辦理出生登記，合法

居住且未曾出境，但遲未辦理出生登記或申報戶籍之國民。 

此種無戶籍人口未設戶籍之情形，在實務上相當多樣化，包括無戶籍非婚生子女、生

父或生母身分不明、無法提出身分證明文件，或偽冒婚姻、出生、身分證明文件等情

形。 

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者，為初設戶籍登記，戶政事務所應通知內政部移民署

之情形： 

依國籍法 15 條第 1 款，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應為

初設戶籍登記。 

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者，為初

設戶籍登記，有下列情事之一，戶政事務所應通知內政部移民署：一、未居住國內。

二、申請初設戶籍地址不得設籍。 

上述條文係為落實設立戶籍，應於國內有居住事實。因此，內政部移民署若已核發定居

證，但申請人未居住國內無法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或申請初設戶籍地址不得設籍，致戶

政事務所無法逕為初設戶籍登記，此等情形均應通知內政部移民署，以落實行政機關行

政處分一體之精神。 

  綜上所述，國籍決定了個人的基本法律身分，而戶籍則進一步影響個人在該國的地方權

利與義務，兩者共同構成個人與國家的法律聯繫體系。而戶籍法第 15 條各款則針對初設戶籍

登記不同情形設有不同要件規定。 

 

二、為我國國民之外國籍配偶 C 與非為我國國民配偶之外國人 D，兩者申請歸化之條件有何異

同？(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係考古題之變化題，曾經多次上課提醒「外配歸化之優惠條件」，今年終於直接命題，

上課有認真聽的考生，這題對你而言，應該是送分題，沒有 20 分以上，不要回來見我。 

答題關鍵在於如何分段，建議分成兩段，第 段寫相異之處，各點直接將區別寫成小標題，

然後再分別敘明一般歸化與外配歸化差異。第 段則說明相同之處。 

《相關考題》 

正華係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泰國工作時認識泰國人瑪莎，兩人回台灣辦竣結婚登記

後，瑪莎想要取得我國國籍，請指點她應具備之法定要件為何？並請再告訴她申請歸化時，

應取用中文姓名之相關規定及更改中文姓名之次數限制為何？【105 高三】 

我國國民之外籍配偶安琪兒，欲申請歸化我國國籍，請為她說明我國歸化之相關法令規定。

【102 普考】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國籍法第 3 條。 

國籍法第 4 條。 

國籍法第 9 條。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志光出版社，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參篇第一章國籍法，頁 3-27、3-40、3-51，作者：劉秀。 

【擬答】 

  外籍配偶歸化我國國籍享有較寬鬆規定，主要是考量婚姻家庭團聚的需求，促進家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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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社會融合，此舉符合人道關懷與保障配偶權益的政策目標，強調對婚姻關係的尊重與支

持。茲依題意，就國籍法第 3、4、9 條等相關規定，分述說明如下：  

相異之處： 

居留事實：外配 C 只須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

實繼續三年以上；外國人 D 一般歸化須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

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 

道德條件：外配 C 其外僑居留證之居留事由為依親者，得免附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

他相關證明文件；外國人 D 則須檢附。 

財力證明：外配 C 歸化不須提供相關財力證明；外國人 D 一般歸化須提出財力證明，例

如最近一年於國內平均每月收入逾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二倍。 

基本常識：外配 C 歸化以上課時數認定基本常識及權利義務，僅須達 72 小時以上，若

採歸化測試，僅須達 60 分，認定標準較為寬鬆；外國人 D 一般歸化上課總時數須達 200

小時以上，歸化測試合格分數須達 70 分，條件較為嚴格。 

相同之處： 

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兩者均須有久住之意思，住於我國領域內，且持有有效之

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者。 

有行為能力：兩者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喪失原籍：兩者均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有國

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綜上所述，外籍配偶歸化的寬鬆規定體現我國對家庭價值與人道關懷的重視。透過此政

策，兼顧國籍歸化程序的嚴謹與家庭團聚的合理需求，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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