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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本國配偶是否有權利為外配居留權遭駁回提出訴

訟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8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實務選擇題】 
 

甲為其外籍配偶申請來臺居留，經內政部移民署審查後，予以否准。甲提起訴

願遭駁回後，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依實務見解，行政法院應以下列何項理由判

決駁回之？ 

(A)否准外籍配偶申請來臺居留，非行政處分 

(B)否准外籍配偶申請來臺居留，甲無法律上利益受損 

(C)外籍配偶無來臺居留請求權 

(D)內政部移民署有許可外籍配偶來臺之裁量權限 

答案：B 
 

 

【裁判要旨】 

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

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

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據

此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

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

為其要件。如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遭駁回之事件，法令上並未賦予第三人有為其

申請之公法上請求權，第三人即不可能因主管機關之駁回該項申請而有權利或法

律上利益受損害之情形。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1條：「居留簽證適用於持外國護

照，而擬在我國境內作長期居留之人士。」第12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受理簽

證申請時，應衡酌國家利益、申請人個別情形及其國家與我國關係決定准

駁；……」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應審酌申請人身分、申請

目的、所持外國護照之種類、效期等條件，核發適當種類之簽證。」據此等規定

可知，得以外國護照申請居留簽證者，限於持外國護照之外國國民，該外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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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國配偶，並無為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下稱公政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經社文公約）所揭示保

障人權之規定，固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然其得否直接發生人民對國家機關請求

作成一定行為之請求權，仍應視此兩公約之各別規定，對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

件有無明確之規定而定。有明確規定者，例如公政公約第24條第3項兒童之出生登

記及取得名字規定，及經社文公約第13條第2項第1款義務免費之初等教育規定，

始得作為人民之請求權依據。至公政公約第23條第1項：「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

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經社文公約第10條第1款前段：「家庭為社

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

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就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件，並未明確

規定，不得據以認為本國配偶有為其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因

此，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經主管機關駁回，本國配偶主張此事實，不可能因主

管機關否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之情形，其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行政法

院應駁回其訴。 

【爭點說明】 

(一)課與義務訴訟之提起以具有公權利受侵害為前提 

 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

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

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

人民根據此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

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

管機關申請遭駁回為其要件。如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遭駁回之事件，法令上

並未賦予第三人有為其申請之公法上請求權，第三人即不可能因主管機關之

駁回該項申請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之情形。 

(二)外國護照簽證條例並無賦予外國國民之本國配偶公法上請求權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1條：「居留簽證適用於持外國護照，而擬在我國境內

作長期居留之人士。」第12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受理簽證申請時，應衡

酌國家利益、申請人個別情形及其國家與我國關係決定准駁；……」同條例

施行細則第6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應審酌申請人身分、申請目的、所持

外國護照之種類、效期等條件，核發適當種類之簽證。」據此等規定可知，

得以外國護照申請居留簽證者，限於持外國護照之外國國民，該外國國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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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配偶，並無為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 

(三)兩公約亦無賦予外國國民之本國配偶公法請求權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下稱經社文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固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然其

得否直接發生人民對國家機關請求作成一定行為之請求權，仍應視此兩公約

之各別規定，對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件有無明確之規定而定。有明確規定

者，例如公政公約第24條第3項兒童之出生登記及取得名字規定，及經社文

公約第13條第2項第1款義務免費之初等教育規定，始得作為人民之請求權依

據。至公政公約第23條第1項：「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

會及國家之保護。」經社文公約第10條第1款前段：「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

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

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就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件，並未明確規

定，不得據以認為本國配偶有為其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 

(四)結論 

 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經主管機關駁回，如本國配偶主張此事實，不可能因

主管機關否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之情形，故其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並不合法，行政法院應駁回其訴（最高行政法院103年8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參照）。 

【相關法條】 

行政訴訟法第5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