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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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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涉及 ICERD第 5 條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7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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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下稱伴盟）是致力推動法律與政

策改革的性別人權團體，於 2017年代理祁家威先生贏得婚姻平權釋

憲案，台灣政府因而於 2019年 5月立法將同婚法制化，成為亞洲第

一個同婚法制化國家。 

然而，2019台灣同婚法制化後，台灣政府聲稱：如同性伴侶一方之

本國法未允許同婚，該對同性伴侶就無法在台結婚；例如台灣、日

本同性伴侶就會受限於日本未允許同婚，而無法在台灣登記結婚。 

台灣政府主張這是因為台灣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婚姻必

須同時符合婚姻雙方當事人本國法；但考量世界各國通過同婚者仍

屬少數，此限制事實上已形成國籍與性傾向歧視，導致跨國同性伴

侶被遺漏在台灣同婚保障之外。 

也因此，伴盟在同婚法制化後，持續透過代理跨國同性伴侶當事人

之一系列影響性訴訟，爭取跨國同志伴侶平等的結婚自由。最後，

在累積五起勝訴案例後，台灣政府終於在 2023年 1月 19日修改行

政函釋，讓一方為台灣人之跨國同性伴侶能合法在台結婚。 

但上開函釋並未包含台灣-中國之同性伴侶（下稱兩岸同性伴侶），

也未包含雙方均為外國人但合法居留於台灣之同性伴侶，其保障仍

有欠缺，伴盟也仍持續倡議並進行影響性訴訟。 

 

貳、各項權利的保障措施 

一、關於跨國同婚之保障（涉及國家報告第 5條，Z第 224點次）： 

（一）國家報告第 244點稱跨國同婚保障方式是由司法院、陸委會

研擬修法，這部分資訊需要更新。於 2023年 1月 19日，內

政部已透過行政函釋准許跨國同性伴侶、港澳同性伴侶均得

在台結婚，不受其本國或港澳法令是否准許同婚限制。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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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跨國同性伴侶結婚保障並不必然需要透過修法，而是

可以透過行政機關以行政函釋方式解決問題。 

（二）但上開內政部函釋範圍僅限於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之跨國同性伴侶與港澳同性伴侶，不及於適用「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兩岸同

性伴侶。故目前兩岸同性伴侶仍無法在台結婚。 

（三）台灣政府雖稱兩岸同性伴侶結婚須待修法，但陸委會也多次

承認現行法規已存在兩岸同性伴侶結合之法制基礎，只要行

政機關修改行政配套，就可立刻保障兩岸同性伴侶締結婚姻

之合法權利，顯見修法並非絕對必要。行政機關長期拖延不

處理兩岸同婚議題，嚴重侵害兩岸同性伴侶平等結婚之權

利。 

（四）另外，部分兩岸同性伴侶係在美國等第三地合法結婚後提出

第三地結婚證明申請來台團聚；但行政機關對於上開情形，

卻違法要求陸籍同性伴侶必須另外提出大陸結婚證明，始得

以配偶身分申請來台團聚。目前已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明確認定上開行政機關要求大陸結婚證明之行政處分違法，

但行政機關迄今不肯遵照確定判決意旨行事，持續禁止兩岸

同性伴侶持第三地結婚證明申請來台團聚。 

（五）伴盟認為： 

1. 台灣與中國長期處於敵對關係，中國亦明確顯露出侵略台

灣之野心，故台灣政府就「中國」與「非中國」之跨國同

婚案件為必要之不同處理，並非不可。 

2. 但台灣政府既然允許兩岸異性婚姻存在，至少也應比照兩

岸異性婚姻結婚要件而一體適用於兩岸同性婚姻，方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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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國籍與性別/性傾向所生之間接歧視與交叉歧視

（ICERD第 25號一般性意見第 1點意旨參照）。 

3. 台灣政府應盡速完成兩岸同性伴侶在台結婚之行政配套措

施，現階段至少可比照需經結婚面談之跨國同性婚姻，修

改中國同性伴侶來台入境面談之相關辦法，讓中國同性伴

侶得以「辦理結婚登記」為事由申請機場結婚面談，並於

通過面談後入境台灣辦理結婚登記，保障兩岸同性伴侶平

等結婚之權利，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修法並非絕對必要。 

二、關於兩名外國人同婚： 

（一）如上所述，目前台灣政府雖已透過行政函釋准許跨國同性伴

侶在台結婚，不受外籍配偶之本國法是否允許同婚所限制，

但此函釋之適用範圍僅限於「一方為台灣人之之跨國同性伴

侶」，不及於兩名外國人之同性伴侶，兩名外國同志伴侶，只

要其中一方本國法不允許同婚，目前台灣政府仍不承認其婚

姻，亦不允許其在台登記婚姻。例如兩名菲律賓同性別移工

在台灣相識成為伴侶後，或一名美國人和菲律賓同性伴侶，

即使長期共同在台生活，也受限於菲律賓法令未開放同婚，

而導致渠等無法在台結婚。 

（二）考量到目前長期居留於台灣之外籍人士有許多為東南亞籍，

以及目前除台灣、尼泊爾以外之亞洲各國均不允許同婚等

情，外籍伴侶只要其中一方本國法不承認同婚，即使在台灣

長期合法居留，也往往無法在台灣合法結婚，而導致台灣法

域之內之不平等對待，讓這些同志伴侶承受身份及財產關係

欠缺法律保障所帶來的風險和損害。 

（三）伴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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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CERD第 30號一般性意見已指出「人權原則上是應該人

人享有的，締約國有義務保障公民和非公民在國際法承認

的範圍內平等享有這些權利」，並指出公民與非公民之區

別對待如非基於合法目的，或區別對待標準是以目的不相

稱之方式應用者，即屬歧視。另外，該號一般性意見也指

出國家應注意非公民面臨之多重歧視問題，特別是歧視非

公民勞工配偶問題。 

2. 結婚權利為基本人權，在台灣境內，無論是否為台灣公民

均應平等享有；台灣政府允許一方為台灣人之跨國伴侶得

在台結婚，不受他方本國法是否允許同婚所限制，卻拒絕

以相同標準適用兩名居留台灣之外國人婚姻，也未說明此

等拒絕適用之理由為何，此一差別對待措施具有歧視性，

應予改正。 

3. 長期居留臺灣之外籍人士結婚權利應受保障，台灣政府應

參酌內政部 112年 1月 19日台內戶字第 1120240466號函

釋，研議適當規範令合法居留於台灣之兩名外籍人士亦得

在台結婚，不受其本國法令所限制。 

三、關於結婚面談（涉及國家報告第 5條，I第 140、141點次）： 

（一）即使國家報告聲稱針對特定國家進行結婚面談無涉種族因素

云云，但國家人權委員會獨立意見書已指出「台灣政府擇定

境外結婚面談並無明確指標及規範」，而上開國家報告亦僅是

空泛稱「特定國家選定係參酌以往案例，並基於維護國境安

全、防制人口販運、對我治安影響等考量」，並未提出具體標

準。 

（二）事實上，僅以外籍配偶本國國籍作為是否應經結婚面談之唯

一標準，完全不考量其他因素（例如申請人過往有無入境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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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紀錄等），本身即形成對特定國籍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而屬

國籍歧視。 

（三）特別要強調的是：ICERD第 25號一般性意見已經指出，在

某些情況下，種族歧視只影響或主要影響婦女，或以不同方

式影響婦女，或影響程度不同於對男人的影響。如果不明確

承認婦女和男子在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方面的不同經驗，這

種種族歧視往往難以查覺。現行之特定國籍結婚面談，往往

是針對「台灣男性—外籍女性」組成之婚姻關係(註 1)，導致

特定國籍結婚面談政策形成對特定國籍外籍女性之歧視。 

（四）且結婚面談內容往往高度涉及婚姻隱私，其通過與否之標準

也往往奠基於傳統異性戀家庭想像，有可能對 LGBT多元家

庭較為不利。例如跨國異性婚姻如育有親生子女，較可能被

認定為「真結婚」而通過結婚面談，但如以此標準衡量跨國

同性配偶，即有不公。 

（五）伴盟認為：臺灣政府應通盤檢討結婚面談制度，提出個案

「國籍」以外可受檢驗、客觀之應經面談標準，並應培訓相

關公務人員對於多元性別之知能，認識婚姻家庭之多元面

貌，勿以異性戀中心之想法粗率評斷同性配偶婚姻真實性。 

 

【註 1】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所發布之外籍配偶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

歷年來明顯女性多於男（最近發布日期為 2023年 5月 31日，參見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l

Jvq!GDSYHCFfHU73DDedA%40%40） 

此外，駐菲律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要求申請人填寫的「問卷調查

表」（如附件所示），從英文中可以看到預設台灣方為男性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lJvq!GDSYHCFfHU73DDedA%40%40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lJvq!GDSYHCFfHU73DDedA%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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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im），外籍方為（she/her）。該問卷調查表來源：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ph/post/3583.html 

上開問卷設計除了可以明顯看出台灣政府對婚姻面談採取「台灣男

性—外籍女性」的性別預設，而在台灣與外籍（中國以外）跨國同

婚已開放的現在，此問卷所反映的「異性戀中心」顯然也需要與時

俱進地調整改善。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ph/post/3583.html


Reference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 
Ma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ema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AIWANESE:  國人 

1. 您在台灣從事那一方面的工作? 工作穩定嗎? 教育程度?What is your work? Education? 

 

2. 您在那裡認識? 認識多久了? Where, how & when did you met?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her? 

 

3. 您通常都怎麼跟對方聯絡? 電話? EMAIL? 傳簡訊? How do you communicate? 

講英文嗎還是中文? 

 

4. 您來過菲律賓幾次了?看過她的家人嗎? 看到誰?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here? Have you  

Met her family? Who?  

 

5. 您家裡有那些人?您的家人看過她嗎?幾次?喜歡她嗎? Have she met your family? Who? 

 

6. 結婚後跟誰住在一起? 溝通會有問題嗎? After Marriage where do you plan to stay? With Whom? 

 

7. 您曾經離過婚，多久了?跟前妻/夫有小孩子嗎?小孩子跟你住在一起?女朋友知道嗎?小孩子知道

您要跟這位小姐結婚有什麼看法? 

 
FILIPINO  

1. How long have you know him? Since? 您在那裡認識? 認識多久了? 你從怎麼時候開始交往? 

 

2. How do you communicate?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您通常都怎麼跟對方聯絡? 講英文,中文? 

 

3. Have you met his family? How many times? 您在台看過他的家人嗎?看到誰? 

 

4. Have he met your family? Who? When? 您家裡有那些人? 

 

USER
文字框
附件

USER
矩形

USER
矩形



5. What is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你的教育程度? 

 

6. What were your previous working experiences? 你以前在菲律賓做什麼? 

 

7. Previous Marriage? Kids? Who take care of them? Does your child know you are getting married again? 

What is their opinion? 你有前婚姻嗎? 有孩子嗎? 他們知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