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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根據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簡

稱為 IOM)之估計，全球之移民者，約為 2 億 1 仟 4 百萬，其中，非法移民之比例，約

為 10%至 15%。而在非法移民之動機方面，最主要之動力，係為尋找更高薪資之工作。

全球各國為了防制非法移民之問題，計提出以下之相關對策：1、強力打擊走私人口之

有組織化犯罪集團；2、增強國境管控；3、目的國加強境內管控與勞動市場之檢查；4、

協助非法移民來源國進行社經發展，以防制非法移民；5、遣送回國、協助返國與強制

驅逐出國之相關計畫與協定；6、目的國就地合法化境內之非法移民者；7、非法移民者

須向目的國執法機關登記註冊對策之評估；8、目的國與相關國家進行多樣化之跨國合

作對策；9、勞動移民管理計畫；10.難民保護政策；11.(聯合國)重視非法移民者之人

性尊嚴之模式；12.將非法移民者加以犯罪化執法模式。 

  針對台灣非法移民之課題而論，本文提出以下之防制對策，以供各界參考之用：1、

台灣宜重視非法移民是一個相當複雜之問題，不宜輕忽其嚴重性；2、在防制非法移民

之對策模式方面，宜在符合國際人權法，重視與維護非法移民者之基本人權及人性尊嚴

之標準下，採取符合台灣實際國情之對策為佳；3、美國強化美墨及其他處國境線上之

國境管理及防制非法移民之諸多作為與措施，頗值得台灣參考之；4、不斷精進及強化

國境管理機制與能量；5、強化勞動檢查機制；6、對於僱用非法外國人之雇主，提升懲

罰之額度；7、精進我國外勞之聘用與管理機制；8、加強與外國、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

執法機關之合作連繫機制，並積極推展情報之交換；9、對於非常特殊之族群，諸如：

中央警察大學法學碩士、博士，曾任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分隊長、警務員，中央警察大學助教、講
師、副教授，現為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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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臺泰國緬甸地區之國軍後裔，宜考量該族群特別艱困之處境，採用有限度、有條件之

「就地合法化」對策；10、台灣宜儘速通過「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減少合法外勞演

變成為非法外勞之情事；11、台灣宜儘速通過「難民法」草案，並建構難民保護之機制。 

【關鍵字】非法移民、不正常人口移動、非常規人口移動、難民、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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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非法移民」之議題，從過去 40 年以來迄今，受到全球各國政府、學者及專家們

之熱切關注，進行非常大量之研究與分析，然而，並未有跡象顯示，非法移民之現象，

業已衰退（there are no indications that the phenomenon is on the wane）；或者，

非法移民者之生活與工作環境，業已作大幅度之改進（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orld Migration,2008:201）。 

 

  在非法移民之定義方面，有關於「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tion）一詞，尚有

另外一種說法，即為「不正常人口移動」（irregular migration），不過，乃以「非法

移民」較被廣泛之使用。在國際社會上，聯合國之專門機構之一---「毒品與犯罪辦公

室」亦漸漸使用「不正常人口移動」一詞。「非法移民」與「不正常人口移動」於諸多

文獻之中，常被混用與交替使用。因兩者具有可替代性，故本文就先針對「不正常人口

移動」下定義。在國際社會及學術圈內，有關於不正常人口移動之定義，最被人們廣為

接受者，乃為「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簡稱

為 IOM）之定義與見解(柯雨瑞，2010：91-118)。 

 

  IOM 認為「不正常人口移動」之定義，在於它是指非法入國、非法(逾期)停留及非

法工作，共計有 3 個次級概念，共同組成「不正常人口移動」之內涵。在「非法移民」

之定義中，簡而言之，乃指在未取得他國之審核同意之下，非法進入他國。除了以上之

介紹之外，「非法移民」尚有很多不同之說法，亦被人們所使用之，這些不同之名稱，

包括：非法外國人 (illegal alien)、非法移入者 (illegal immigrant)、黑工

(clandestine workers)、無證件之人(sans papiers/ without papers)、不正常移入

者(irregular immigrant)、不正常遷徙（移居）者(irregular migrant)、不正常外國

人(irregular alien)、不正常工人(irregular worker)、不正常居留者(irregular 

resident)、躲在陰暗處之人(hiding in the shadows)、住在陰暗處之人、停留於黑暗

處之人、於黑暗處工作者、未取得核可移入者(unauthorized immigrant)、未取得許可

遷徙（移居）者、未取得許可外國人、未取得許可工人、未取得許可居留者、未具移民

身分之移入者(immigrant without immigration)、未具合法身分之移入者(out of 

status immigrant)、無身分移入者、無身分遷徙（移居）者、無身分外國人、無身分

工人、無身份居留者、未入國籍移入者(unnaturalized immigrant)、未入籍遷徙（移

居）者、未入籍外國人、未入籍工人及未入籍居留者等(柯雨瑞，2010：91-118；Wikipedi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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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與台灣非法移民之現況與特色 

  在 2001 年，根據國際移民組織（IOM）之估計，當時全世界之國際移民人口，約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Poopl_(law)&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mi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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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億，其中，約有 4000 萬屬於非法移民，比例約為 26.6%（4000 萬/1.5 億＝26.6%）

(徐軍華，2007:1-3)。在美國部分，於 2000 年時，當時之非法移民人數，約為 840 萬；

於 2001 年，非法移民人口約 930 萬；於 2002 年，非法移民人口約 940萬；於 2003 年，

非法移民約 970 萬；於 2004 年，非法移民約 1040 萬；於 2005 年，非法移民約 1110

萬；於 2006 年，非法移民約 1130 萬；於 2007 年，非法移民約 1200萬。 

 

  於 2007 年之際，美國境內之非法移民人數，達到歷史上之最頂點，係為 1200 萬。

之後，由於：1、美國經濟疲軟；2、美國加強國境執法；3、墨西哥人口老化，非法移

民的數目，似乎未再達到 2007 年時 1200 萬之高峰點 (BBC 中文網，2012)。另外，根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於 2007 年 3月之調查，當時之全般外來

移入人口約為 3800 萬人，其中約三分之一，係屬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人數約為 1200

萬，占約 31.6%(1200 萬/3800 萬＝31.6%)，近約 1/3 (Abhijit Naik，2010)。 

 

  於 2008 年，非法移民約 1160 萬；2009 年，非法移民約 1110 萬(Passel & Cohn，

2010：1-3)；於 2009 年，在美國境內之外國出生的人口，約為 3940 萬人（100%）。其

中，合法之移入者，約為 2840 萬，占約 72%。在合法之移入者中，歸化美國籍人口為

1460 萬人，占約 37%；合法永久居留者為 1240 萬人，占約 31%；合法短期停留者，約

為 140萬，占約 4%，以上合計約 72%，均為合法移入者。在未持有核准證件之移入者部

分，約為 1110 萬人，占約 28%。是以，在 2009 年時，美國非法移民所占之比例，約為

在美國境內之外國出生人口之 28% (Passel & Cohn，2010：1-3；柯雨瑞，2010)，比

例相當高。 

 

  於 2010年，美國境內之非法移民人數，係為 1160萬人(BBC中文網，2012；CBS News，

2010 )。於 2012 年，美國境內非法移民人數，則達 1110 萬至 1150 萬之間。美國約 55%

至 59%的非法移民，係來自墨西哥(BBC 中文網，2012)。就「未具有合法旅行證件移民

者(遷徙者)之國際合作論壇組織」(The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Undocumented Migrants，簡稱為 PICUM)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之實證

調查結果，於 2013 年，美國境內之非法移民人數，係為 1110 萬人左右(The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Undocumented Migrants，2013：1-3)。 

 

  有關於近年來全球非法移民之人數，仍是以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簡稱為 IOM)於 2010 年所出版之全球移民報告書(World 

Migration Report)為最新之依據與標準(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0)。根據「未具有合法旅行證件移民者(遷徙者)之國際合作論壇組織」(The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Undocumented Migrants，簡稱為 PICUM)於 2013

年向聯合國「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委員會(the UN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之年度大會，針對上述公約所要求，須呈交移民統計報告與移民政策之角色等議題之一

般性討論大會之當日 (Day of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migration 

statistics for treaty reporting and migration policies)，所提交之統計報告數

據顯示，全球之移民者，約為 2億 1 仟 4 百萬，其中，非法移民之比例，約為 10%至 15%，

約 佔 一 成 至 一 成 五 左 右 (The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Undocumented Migrants，2013：1-3)。 

http://www.buzzle.com/authors.asp?author=2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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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上述「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與「未具有合法旅行證件移民者之國際合作論壇

組織」等機構之看法，大多數之移民者，仍屬於合法移民。不過，非法移民之比例，約

為 10%至 15%之數據，這是一個平均數，實際未具有合法旅行證件移民者之人數與比例，

會隨著各國與各地區，而有非常大之差異性，這是一個相當嚴重之議題。 

 

  再者，「非法移民」係屬於一個牽涉移民、勞動巿場、外勞聘用及管理、入出國管

理及國際人權法之複雜性議題，總結而言，它具有以下若干之重要特徵（色）（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8:221）： 

  1、從發生之趨勢而言，非法移民之現象，普遍地發生於全球各大主要之地區，故

它能廣泛地吸引國際社會之普遍重視（ it is of general inte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亦即，它具有廣泛性及普遍性。 

  2、在不同之地區，非法移民者之數量，呈現巨大之差異性；不同之地區，會有不

同之非法移民數量（人數）；假若吾人鎖定某一個地區加以觀察，「非法移民」似乎是

具有以下 4種「功能」；首先它是屬於全般移民數量中之一項「功能性」之機制（a function 

of the overall volume of migration）；換言之，從全部移民總量加以切入，非法移

民具有「功能性」之機制；它具有何種之「功能」或「作用」（function）？它能補強

合法移民需求之不足。從地緣關係而論，非法移民者之出發地與目的地，兩者距離頗為

接近（the proximity）；由於地緣接近，故非法移民有發揮與運行之空間與功能；當

目的國所需之合法移民人數不足時，此時，非法移民即可發揮其正面及積極性之「功能

性」機制，滿足目的國所需之缺工移民人數。另外，從可穿透性（the permeability）

而論，「非法移民」具有「穿透」各國國境管制與執法之功能；另外，若從移民網絡強

度（the strength of migration networks）而論，「非法移民」之功能，主要顯現在

它能連繫非法移民者之移民社會網絡；透由非法移民之機制，它確實能增強移民社會網

路。歸納言之，「非法移民」之機制在下列 4個區塊之中，著實地發揮其本質中之「功

能」：1.全般性之移民數額(量）；2.「出發地」與「目的地」之兩地距離；3.穿越國

境；4.強化移民社會網絡。在上述 4個區塊中，「非法移民」機制能有效地將其本質中

之「功能」（或稱作用）加以展現出來。 

  3、根據 IOM 之研究，發現一個頗為重要之原則，即為「工作機會」（work 

opportunities）之吸引。針對於低薪資、低技術之移民工作者（移工）而言，「工作

機會」之變項，係為一個重要之動力（刺激）變項（an important incentive）；是以，

就非法移民者而論，「工作機會」是一個非常大之誘因變項，不容加以忽略之。非法移

民者心目中之考量重點，係為「工作機會」。何處有「工作機會」，就向何處進行非法

遷徙。 

  4、「非法移民」另外之重要特點，根據 IOM之觀察，它具有「全球化產業」（a global 

industry）之特性；為何稱之為「全球化之產業」？因其具有廣泛性、普遍性及全球化

之屬性；再者，它在「合法移民機關（構）」（legitimate migration agencies）與

「犯罪網絡」（criminal networks，諸如人蛇犯罪集團）之間，建立一個「聯結」機

制（connections）。當移民者無法透由合法之移民業務機構或管道進行人口移動時，

即會選擇委由人蛇犯罪集團之安排，進行「非法移民」。 

  5、一位移民者之所以會選擇「合法」或「非法」之移民（人口移動）管道，受到

一系列因素之影響，這些影響因子，計包括： 

  (1）合法移民管道之可利用性（availability of regular channels）；(2）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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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程序所需花費之時程；(3）在申請移民之程序中，可能遭遇之行政官僚之困難問題

（bureaucratic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4）過多之移民條件與要求（excessiv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5）移民者當事人本身偏愛能獲得「立即性」之利

益，而非「長遠」福利（preference for immediate profit over long-term benefits）；

(6）其他可供代替性之合法選擇方案，對於移民者而言，係處於缺乏或難以取得之狀態

（lack of or difficult access to available alternatives）。 

  6、假若將人口移動整個流程區分為若干個部分，則人口遷徙可被切割為以下之區

塊：1.通越國境；入國；2.停、居留；3.在目的國工作。就非法移民而言，最受到各界

廣泛關注之處，係為「非法通越國境」（irregular crossings）；不過，在實際之現

實情境中，最常發生之情景，乃為移民者以合法之身分，進入目的國（lawful entry）；

之後，因逾期居停留或未取得工作許可證而私自就業，將其合法身分(諸如依親居留、

家庭團聚）轉為非法狀態（drift into irregularity）；是以，為何會產生非法移民？

乃起因於非法移民者之最終極之目的，在於尋找「工作機會」（finding work is the 

ultimate determinant of irregular migration）。 

  以上，係從全球之觀點，討論「非法移民」若干之重要特徵（色）。以下，本文擬

聚焦於以台灣地區為目的地之非法移民活動。台灣地區「非法移民」之現況與重要特徵

（色），如下所述(孟維德，2007：331-3891；陳素珍，2008:124-2172)：一、從兩岸

地緣關係而論，非法移民者之出發地與目的地(台灣地區)，兩者距離頗為接近；二、「非

法移民」具有「穿透」台灣地區國境執法與管制之能量；三、四、來台非法移民者主要

動機乃為尋找更佳之「工作機會」（work opportunities）；五、人蛇集團安排中國大陸

女性非法移民來台之走私人口方式，在犯罪手法上，逐漸捨棄暴力、恐嚇、與詐欺手法，

而改採取「假結婚」之模式；六、來自於中國大陸地區之大陸女子多以合法之身分來台，

之後，因逾期居停留或從事非法工作，合法身分遂轉為非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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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非法移民防制對策之剖析 

  為了處理非法移民之問題，國際社會所採行非法移民之防制對策，可行因應方案如

下所述（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4；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8 :221-227；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0 :28-45；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1；Collyer, 2006；

Redpath, 2007; Levinson, 2005；孟維德，2010，2012，2013；黃翠紋、孟維德，2012：

36-359；江世雄，2013：159-180）：一、與販運移民者之有組織化之走私犯罪集團進

行對抗（打擊人口走私犯罪集團）（fight against organized smuggling in migrants）；

二、當事國應有效控制該國之外部國境，俾利降低非法入國之現象；三、勞動主管機關

加強勞動場所之勞動（工）檢查，俾利降低非法就業情形；四、與非法移民之來源國進

行發展性合作（cooperation towards development），以緩和來源國人民海外移民之

壓力（ease migration pressure from countries of origin）；五、「遣送回母國」

與「歸國計畫」（repatriation and return programmes），以及來源母國、過境中轉

                                                           

1孟維德教授之研究，施測對象共計為 600人，其中，男性大陸人民樣本為 300人，女性大陸人民樣本為 300人，

樣本來自於宜蘭及新竹靖盧，經清除廢卷之後，實際分析之樣本卷數，則為 471人。本研究調查之時間，係在移

民署尚未成立之前，故宜蘭及新竹之收容所，在當時，均稱為靖盧，移民署成立之後，則改為收容所。 

2陳素珍氏之實證調查研究，係使用立意抽樣法，施測之對象，係為宜蘭收容所之 125位女性受收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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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目的國三者相互簽署防制非法移民之國際協定；六、當事國採取「合法化」（the 

regularization of migrant）策略，以降低境內非法移民之人數；不過，此項作法，

尚未取得多數國家之共識；七、非法移民向當地國政府公部門登記註冊，當事國利用「登

記註冊」之手段，管制非法移民；八、目的國與相關國家進行跨國合作；九、勞動移民

管理計畫；十、難民保護政策；十一、(聯合國)重視非法移民者之人性尊嚴之模式；十

二將非法移民者加以犯罪化執法模式。 

 
。。。。。。。。。。。。。。。。。。。回目錄>> 

肆、美國「夢幻法案」（DREAM Act）草案之剖析 

  美國「夢幻（想）法案」草案（DREAM Act，本文以下簡稱為 DREAM）之全名，乃

為「外國籍未成年人發展、救援暨教育法」（Development, Relief, and Education for 

Alien Minors Act）；DREAM 對於在美國境內之青少年非法移民者而言，有無比之重要

性；假若該法案被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則目前在美國境內之青少年非法移民者，可取得

以下之權利：1.永久居留權利；2.在大學註冊，並可修習大學學位；3.服兵役；4.繼續

在美生活，追求其人生之希望與夢想（pursue their hope and dreams）；不過，截至

2014 年為止，Dream 法案仍未被美國國會通過；Dream 法案之本質，具有「在地合法化」

目前仍處在美國境內之非法未成年移民者之特質與色彩；在回應非法移民之課題上，美

國對於「合法化」之政策，始終具有極高度之爭議性，在 Dream 法案之立法過程中，即

可發現正反兩派支持者相互不認同對方之見解，最後，Dream 法案仍未通過，僅屬草案

而已；但因支持者眾，乃有國會議員力圖於未來重新再提草案，企圖令 Dream 法案草案

能順利被通過(Dream Act of 2009 © 2009 at Homestead, 2013)。 

 

  Dream 法案有數個版本，分別於 2001、2005、2007、2009 與 2011 年進入國會，接

受國會議會之審查；最近於國會接受審查之年度，係為 2011 年，但未被通過，可看出

Dream 法案極具有爭議性，民主黨與共和黨很難取得共識，逐導致 Dream 法案未被美國

參議院通過。Dream 法案之內涵，很多之部分，係由過去未被通過之相關移民改革法案

所構成，此類之內涵，包括：1.「2006 年全面性移民改革法」（the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ct of 2006）；2.「2007 年全面性移民改革法」（the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ct of 2007）。移民改革法案之所以未在國會被審議通過，主因

在於共和黨議員之反對，共和黨（Republicans）對於移民改革之議題，似乎是較持保

守之作法與態度。故當 Dream法案進入參議院後，即遭共和黨參議員加以封殺(Dream Act 

of 2009 © 2009 at Homestead, 2013)。 

 

  就 2011 年版本之 Dream 法案草案而言，本法案係由參議員 Richard Durbin 所主導

與倡議，於 2011 年 5 月 11 日送進國會參議院接受國會議員審查；於 2011 年 6 月 28

日，國會參議院所屬之「移民、難民暨國境安全司法次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Border Security）遂針對

Dream 法案先進行委員會之審議工作；於 2011年 11月 5 日， Dream法案呈交由參議院

審議，最終結果因共和黨參議員們之反對，導致 Dream 法案草案未被國會通過。 

 

  本文綜合整理與分析 2011 年版本之 Dream 法案草案之重要內涵之後，發現 Dream

法案具備以下頗為重要之特色： 

  (一）就某種程度而言，Dream 法案係將美國境內之非法外國人，進行「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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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赦」；但「大赦」之射程，並非所有在美境內之非法外國人，均可「在地合法化」，

美國仍設定相當多之條件及要求; 非法外國人須符合上述之要求，始可被合法化；雖然

Dream 法案已設定合法化之諸多要求，仍受到「反對合法化」參議院議員之攻擊，導致

Dream 法案草案並未被通過； 

  (二）截至 2014 年為止，美國政府在處理非法移民之議題上，仍不放棄使用「在地

合法化」或「大赦」之移民管理政策;不過，從 Dream 法案之經驗中，在國會之中，尤

其是共和黨籍之參議員，相當反對「就地合法化」之移民管理政策，渠等非常擔憂一旦

將在美國境內之非法移民者就地合法化之後，彼等將與美國公民爭食美國之社會福利與

利益，且恐導致更多之非法移民者湧入美國，而期待另一個與 Dream法案相似之合法化

法案;在此等氛圍之下，雖然民主黨籍國會議員支持在地合法化之移民管理政策，仍遭

受多數共和黨籍參議員之封殺； 

  (三）即使美國推出 Dream 法案，擬合法化在美境內之非法外國人(非法移民者），

但仍會設定相當多之條件，挑選各式條件較佳之外國人(非法移民者），加以合法化；

亦即，條件惡劣之外國人，無法被合法化；美國所設定合法化之門檻中，非常值得關注

之條件如下：(1）Dream 法案實施後，年齡須在 35 歲以下；(2）外國人須在 15 歲之前，

業已進入美國，且已居留 5年以上；(3）須具備良好操守；(4）須取得高中或高中以上

之文憑；(5）建立一個「附帶條件式永久居留」之觀察考核機制，禁止外國人直接取得

美國國籍；換言之，在成為美國公民之前，須經歷「附帶條件永久居留」及「永久居留

身分」之觀察考核期；通過此兩項觀察考核期，始可申請歸化入籍美國；(6）外國人如

欲取得「永久居留」之身分，在門檻方面，其要求比「附帶條件式永久居留」機制更加

嚴格，諸如:已取得高等教育機構之入學資格，或已光榮退伍。 

 

  綜合以上之特色，可發現美國雖然有意將非法移民者加以合法化，但在本質上，仍

是用心地挑選優秀之非法移民者，賦予其附帶條件之永久居留權；並非針對所有之非法

外國人(非法移民者)，一律加以「在地合法化」；透過 Dream 法案精心設計之挑選與合

法化機制，仍遭受共和黨籍參議員反對；由此可知，美國在處理非法移民之課題上，就

「合法化」政策而言，其所持之態度，可謂非常保守與謹慎。即便人權團體不斷地對美

國政府與國會施壓，期待 Dream 法案草案能被國會通過，美國國會仍是採取最謹慎之作

法，未令 Dream 法案生效，頗令移民人權團體大失所望。因此，亦更能驗證非法移民議

題之本質，它本身極具爭議性與複雜性，並非一個簡單(易)之課題。 

 
。。。。。。。。。。。。。。。。。。。回目錄>> 

伍、台灣面臨非法移民之相關問題  

  針對台灣社會目前所面臨之非法移民相關課題而論，台灣社會非法移民之問題點，

如下文所述(孟維德，2005，2007，2010，2012，2013；黃翠紋、孟維德，2012：36-359；

陳素珍，2008:124-217；陳瑞榆、杜旻霏，2013；江世雄 2013)：一、非法移民之相關

課題似乎未受到廣泛之關注；二、非法移民(含難民)之人性尊嚴未受到高度之重視；三、

國境管理能量與執法尚有不足之處；四、勞動場所之檢查機制，仍待不斷地精進；五、

課予僱用非法外國人雇主之懲處額度尚容有精進空間；六、我國外勞聘用與管理機制存

有若干之缺陷；七、我國與兩岸及外國執法機關之合作，仍有相當大之改進餘地；八、

對於非常特殊之族群(諸如滯臺泰國緬甸地區之國軍後裔)採取「就地合法化」之對策，

是否過於嚴厲，有待進一步加以檢討；九、台灣尚未通過「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造

成合法外勞演變成為非法外勞之情事持續不斷發生；十、台灣尚未通過「難民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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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建構難民保護之機制。 

 
。。。。。。。。。。。。。。。。。。。回目錄>> 

陸、台灣回應非法移民問題可採行之防制對策 

  台灣回應非法移民問題可採行之防制對策，如下所述：一、重視非法移民者之人權

及人性尊嚴，同時，宜採取符合台灣實際國情之對策；二、不斷精進及強化國境管理與

執法之機制及能量；三、強化勞動檢查機制；四、對於僱用非法外國人之雇主，提升懲

罰之額度；五、精進我國外勞之聘用與管理機制；六、加強與外國、中國大陸及港澳地

區執法機關之合作連繫機制，並積極推展情報之交換；七、對於非常特殊之族群(諸如滯

臺泰國緬甸地區之國軍後裔)，宜考量該族群特別艱困之處境，採用有限度、有條件及小

幅度之「就地合法化」對策；八、台灣宜儘速通過「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減少合法

外勞因其權益受損，求助無門，而演變成為非法外勞之情事；九、台灣宜儘速通過「難

民法」草案，並建構本土型難民保護之機制。 

 
。。。。。。。。。。。。。。。。。。。回目錄>>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全球非法移民之問題，仍是一個相當嚴重之問題，亦為極具爭議性及人權性之問題，

在防制非法移民之對策方面，有數種不同之觀點。聯合國站在維護人權之高度觀點，主

張國家若基於國家安全與國境安全管理之理由，而對非法移民進行規制時，宜用國際人

權法之標準，善待非法移民，不應侵犯非法移民者之人權與人性尊嚴。本文認為，我國

在回應非法移民之問題時，實宜考量上述聯合國之普世人權觀點，同時，兼顧台灣之現

況需求，採取符合台灣實際國情之對策為佳。 

二、建議 

  (一）台灣宜重視非法移民是一個相當複雜之問題，不宜輕忽其嚴重性。 

  (二）在防制非法移民之對策模式方面，宜在符合國際人權法，重視與維護非法移民

之基本人權及人性尊嚴之標準下，採取符合台灣實際國情之對策為佳。 

  (三）美國強化美墨及其他處國境線上之國境管理及防制非法移民之諸多作為與措施，

頗值得台灣參考之。 

  (四）不斷精進及強化國境管理機制與能量，台灣在強化國境人流管理及防制非法移

民方面，可由以下個面向加以著力及精進之，此為：境外審核過濾；生物特徵辨識；風

險評估分析；自動通關系統；國際情資交流；建立執法機關聯繫平台，以利資源整合；

精進國境線上之面談審核機制，防止不法居停留；重視恐怖組織與其他各類型跨國犯罪

之結合或戰術上交互學習；建構一套可行之國境管理成效評估之機制；建構國境安全情

資整合與分享平台，及情資導向之新警政策略。 

  (五）強化勞動檢查機制。 

  (六）對於僱用非法外國人之雇主，提升懲罰之額度。 

  (七）將我國勞動市場之需求，廣作宣傳；同時，亦宜不斷地精進我國外勞之聘用與

管理機制。 

  (八）加強與外國、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執法機關之合作連繫機制，並積極推展彼此

防制非法移民相關情報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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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對於非常特殊之族群，諸如：滯臺泰國緬甸地區之國軍後裔，宜考量該族群特

別艱困之處境，採用有限度、有條件之「就地合法化」對策。 

  (一〇）台灣宜儘速通過「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減少合法外勞演變成為非法外勞

之情事。 

  (一一）台灣宜儘速通過「難民法」草案，並建構本土型難民保護之機制。 
 

。。。。。。。。。。。。。。。。。。。回目錄>> 

參考文獻 

。中文參考文獻。英文參考文獻。網路參考文獻。其他參考文獻 

 

中文參考文獻： 

◎Antonio, Tujan. Jr.著，黃國治譯(2008)，勞工遷移、彈性化與全球化，收錄於夏曉鵑、陳

信行、黃德北編(2008)，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上冊，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

誌。 

◎Babbie, Earl 著，劉鶴群等人譯(2010)，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雙葉書廊：台北市。 

◎Donnelly, Jack 原著，江素慧譯(2007)，普世人權：理論與實踐，台北巿：巨流，頁 7-10。 

◎Forsythe, David P.著（2002），高德源譯，人權與國際關係，台北：弘智文化。 

◎Kivisto, Peter & Faist, Thomas 著(2013)，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葉宗顯譯(2013)，跨越

邊界：當代遷徙的因果，新北：韋伯文化國際。 

◎Kumar, Ranjit 著，潘中道.等人譯(2000)，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學富文化：台北市。 

◎Stalker, Peter.著（2002），蔡繼光譯，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台北：書林出版。 

◎Symons, Theresa（2012）。協助人口販運被害人返國—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經驗分享。載於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主辦之 2012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會議論文集。 

◎刁仁國（2000），論外國人入出國的權利，中央警察大學學報，第 37期。 

◎刁仁國(2000)，證照查驗工作之探討，收錄於蔡庭榕編，警察百科全書（九）外事與國境警

察，臺北：正中書局。 

◎刁仁國(2001)，外國人入出境管理法論，桃園：中央警察大學，頁 1-23。 

◎刁仁國(2006)，論外國人個人資料之保護─以按捺指紋及入出境管理資料庫之利用為中心，

國境執法與移民政策學術研討會，頁 185-207。 

◎刁仁國(2007)，入出境資料庫建置與利用法律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 7，頁

1-18。 

◎刁仁國(2007)，英國反恐法制初探，國土安全與移民、海巡執法學術研討會，頁 85-96。 

◎刁仁國(2007)，淺論美國與歐盟乘客姓名記錄（PNR）協議對我國國境執法的啟示，第一屆國

境安全與人口移動 學術研討會，頁 75~88。 

◎刁仁國(2008)，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移民政策初探，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十期，頁

103-132。 

◎刁仁國(2008)，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移民政策析論，第二屆國土安全學術研討會，頁 56~71。 

◎刁仁國（2008），非法移民與人口販運問題析論，第二屆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 

◎刁仁國（2009），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制之研究—以歐洲委員會採取行動打擊人口販運公約

為中心，2009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央警察大學國境系。 

◎刁仁國(2010)，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制之研究─以歐洲理事會採取行動打擊人口販運公約

為中心，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十三期，第 38-45頁。 

◎刁仁國（2010），淺論生物辨識技術在機場安全維護之運用與對隱私權之影響，發表於中央警

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與移民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之國境管理與移民事務學術研討會。 

◎刁仁國、簡建章（2011），我國旅客入出境自動查驗通關系統介紹及評析，2011 年人口移動與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10 

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刁建生（2007），全球治理下打擊人口犯運犯罪之策略-我國打擊人口犯運犯罪之個案研究，

台灣大學政治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論文。 

◎三民補習班(2011)，移民實務，臺北：三民補習班。 

◎上官涵怡(2013)，探討我國人口販運罪構成要件設計之妥當性—從國際間防治組織犯罪及我

國實務判決之視角觀察，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于宗先、王金利（2009），台灣人口變動與經濟發展，台北：聯經。 

◎于長豪(2007)，開放大陸人民來台政策衍生之犯罪問題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

研究所碩士論文。 

◎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研究中心（2008），國土安全研發計畫。 

◎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研究中心（2008），國土安全科技研發中程計畫。 

◎中國勞工編輯部(1992)，首宗非法大陸勞工職業災害案例──雖為非法，只要有受僱用事實，

仍可獲勞基法保障，中國勞工，第 907期。 

◎內政部（2004），現階段移民政策綱領草案。 

◎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2010），人口政策資料彙集，內政部 99年年刊，內政部。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07）。跨國人口販運之態樣、原因及防治策略之研究。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09)，移民行政白皮書，台北市：移民署。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10），2010年防制人口販運成效報告。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編（2010），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98 年年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編（2011），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99 年年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 

◎內政部警政署委託研究報告（2005），防制大陸地區人民非法移民之研究--從國家安全利益觀

點之分析與對策，台北：內政部警政署。 

◎天下雜誌(2011)，非懂不可---中國 2015 獨家解密十二五規劃，天下雜誌特刊 50號，台北：

天下雜誌。 

◎手塚和彰原著(1991)，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譯，外籍勞工問題之探討，臺北：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 

◎方承輝（2011），臺、蒙簽署防制人口販運，第一份合作瞭解備忘錄，移民月刊，第 21期。 

◎王仁弘(2003)，我國外國人收容政策執行之研究，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

文。 

◎王兆鵬(2000). 搜索扣押與刑事被告的憲法權利，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124），臺北：國

立台灣大學。 

◎王如哲(2002)，知識經濟與教育。臺北市：五南。 

◎王孟平、張世強（2006），亞太技術勞工的國際移動與政策議題：人才流失或人才交換，收於

國境學報第五期，桃園縣：中央警察大學。 

◎王孟平、張世強（2010），涉外執法中的政治考量與人權爭議：美國亞利桑納州移民法爭議的

借鏡與省思，收錄於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舉辦之 2010年涉外執法政策與實務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頁 18-37。 

◎王尚志(2003)，我國外籍勞工許可及管理法制與實踐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152-154。 

◎王俊元(2012)，計畫趕不上變化？風險因素對台灣地方政府策略管理影響之研究，東吳政治

學報，第三十卷第三期，頁 109-159頁。 

◎王保鍵(2013)，解析美國 2013 年移民改革政策，國會，第 41卷，第 9期。 

◎王書錚（2004），全球非法移民現況及發展之研究，收錄於非傳統性安全威脅研究報告，第 3

輯，頁 217-240。 

◎王清峰(2007)，人口販運法律及政策初探，婦研縱橫，第 84期。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11 

◎王清峰(2007)，人口販運議題之法律及政策初探，2007 年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人口販運防治座

談會會議資料。 

◎王翊涵（2013），媒合婚姻，媒合適應？！在臺跨國（境）婚姻媒合協會之服務內涵探究，社

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7：2。 

◎王惠玲(1991)，德奧外籍勞工問題探討，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與國際勞工研究資料中心

共同舉辦之經社變遷與勞工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 

◎王惠玲(1993)，德奧外籍勞工問題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勞動學報，第 1～17 頁。 

◎王智盛（2008），兩岸條例的國家安全解析—以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為例，臺灣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王智盛(2010)，後 ECFA 時期大陸在台人士之安全管理，台北：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後 ECFA

時期大陸在台人士之安全管理座談會。 

◎王智盛(2010)，陸客來台自由行對我政府之挑戰，台北：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陸客來台自由

行對我政府之挑戰座談會。 

◎王智盛(2012)，大陸地區人民來台的國境管理機制---以管制理論分析，第二屆國境管理與執

法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警察大學。 

◎王智盛（2012），全球化下的人才競逐—臺灣專技移民法制的探討，收錄於中央警察大學移民

研究中心主辦 2012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84。 

◎王智盛(2013)，兩岸互設辦事處之前景與展望，亞太和平月刊，第 5卷第 2 期。 

◎王智盛(2013)，兩岸互設辦事處之芻議：路徑、規制與挑戰，第五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昆

明：全國台灣研究會。 

◎王琪琨等（1996），防制大陸地區人民非法入境，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王寬弘(2003)，國境查緝走私處罰之研究，2003年國境安全與刑事政策學術研討會。 

◎王寬弘（2007），我國人口販運概念發展之探討，第一屆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 

◎王寬弘(2009) ，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問題之因應作為，中央警察大學國境學報，第 11期。 

◎王寬弘（2010），我國警察機關防制人口販運執行作為之實證調查研究，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

國境警察學系與移民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之國境管理與移民事務學術研討會。 

◎王寬弘(2011) ，我國司法警察防制人口販運執行意見實證調查，載於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

與國境管理學報，第 15 期。 

◎王寬弘(2011)，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相關入出境法令問題淺探，發表於 2011 年人口移動與

執法學術研討會。 

◎王寬弘(2012)，人口販運與偷渡，收錄於跨國（境）組織犯罪理論與執法實踐之研究分論，

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王寬弘(2012)，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相關入出境法令問題淺探，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

第 17期。 

◎王寬弘(2012)，我國打擊人口販運查緝困境之研究—以警察及移民機關為例，發表於 2012年

人口移動與國境執法學術研討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王寬弘(2012)，國境安全檢查若干法制問題之探討，發表於 2012年國境管理與執法學術研討

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頁 1-14。 

◎王寬弘(2013)，國家安全法上國境安檢之概念與執法困境，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第 20

期，頁 155-185。 

◎王寬弘、柯雨瑞(1997)，國境警察、外事警察與入出國及移民署危害防止任務分配之研究，

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術研討會。 

◎王寬弘、柯雨瑞(1998)，美國 1996 年移民及國籍法收容、遣返及司法審查制度之介紹 ，發

表於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術研討會。 

◎王寬弘、柯雨瑞(1999)，國境警察、外事警察及入出國及移民署危害防止任務分配之比較分

析，警學叢刊 29卷 4期。 

◎王寬弘、柯雨瑞(2000)，美國 1996年移民及國籍法收容、遣返及司法審查制度之介紹，警學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12 

叢刊 30卷 5期。 

◎王寬弘、柯雨瑞、簡建章、許義寶(1999)，大陸地區人民收容及遣返問題之研究 ，警學叢刊

第 30卷 2期。 

◎王寬弘、陳佩雯(2012），我國查緝人口販運困境研究─以警察、移民機關為例，收錄於中央

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主辦 2012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84。 

◎王曉明(2006)，安全管理理論架構之探討，發表於風險管理與安全管理學術研討會，(桃園：

中央警察大學、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合辦)，頁 16。 

◎王澤鑑(2004)，民法總則，臺北：三民書局。 

◎王燦槐(2009)，從我國外籍勞工之逃逸因素看人口販運之預防，2009 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及

兩岸學術研討會，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王鴻英（2007），人口販運的真相，刑事雙月刊，第 21期。 

◎王鴻英(2012)，司法體系中的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檢察新論，第 11期。 

◎王鴻英、白智芳(2008)，異鄉血淚、溫暖何處尋？－談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律師雜誌，第

349期。  

◎王耀德(2012)，兩岸打擊人口販運刑事政策之比較研究，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 

◎王鐵崖等編著(1992)，國際法，台北：五南出版社。 

◎丘宏達(1997)，現代國際法基本文件，三民書局。 

◎丘宏達(2002)，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書局。 

◎古允文、丁華、林盈君、張玉芬（2010），風險基礎的社會政策：永續社會發展之路，收錄於

古允文等著(2010)，透視台灣軟實力，台北：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頁 128-207。 

◎田宏杰（2003），妨害國邊境管理罪，新刑法法典分則實用叢書，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版

社，第一版。 

◎成之約(1992)，十四項重要工程得標業者聘僱海外補充勞工措施之追蹤調查評估，就業與訓

練，第 10卷第 5期，第 6～9頁。 

◎成之約(1993)，美國移入勞動人口問題及相關政策之探討，勞動學報第 3期，第 69～84 頁。 

◎朱金池(2007)，警察績效管理，桃園縣：中央警察大學。 

◎朱金池等著(2009)，行政學析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朱愛群(1994)，論德國外籍勞工管理及其法令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術研討會外

籍勞工管理論文集。 

◎朱愛群(2002)，危機管理，台北：五南書局。 

◎朱愛群(2007)，政府危機管理，台北：空大。 

◎朱愛群(2011)，政府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實例系統分析，桃園：中央警察大學，第 1-945

頁。 

◎朱愛群(2012)，行政學，初版，新北市：揚智文化。 

◎朱蓓蕾(2003)，兩岸交流衍生的治安問題：非傳統安全威脅之概念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6卷第 5期。 

◎朱蓓蕾(2004)，兩岸毒品走私問題：非傳統性安全之分析 ，兩岸關係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朱蓓蕾(2005)，外籍勞工與配偶管理問題之探討，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研究報

告，內政（研）094-003 號。 

◎朱蓓蕾（2005），兩岸交流的非傳統安全，台北：遠景基金會。 

◎朱劍明(2003)，九一一事件對美國之衝擊及其強化國土安全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

研究所碩士論文。 

◎朱誼臻（2010），呼喚傳統媒合精神?－營利禁止與跨國婚姻仲介業之運作，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碩士論文。 

◎江世雄（2013），論刑事司法互助之基本理論與其在海峽兩岸的實踐困境，涉外執法與政策學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13 

報第 3期，頁 159-180。 

◎江妮諺(2010)，人口販運服務工作者文化能力探索—多元文化觀點，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所碩士論文。 

◎牟永平(1994)，論法國之外籍勞工管理，外事警察學術研討會外籍勞工管理論文集，中央警

察大學。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7），防制大陸地區人民非法入境，台北：陸委會編印。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2)，大陸事務法規彙編，編訂九版。 

◎行政院勞工委員(1995)，中華民國八十三年臺灣地區外籍勞工（幫傭）管理及運用調查報告，

頁 1至 2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95)，中華民國八十四年臺灣地區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報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編(2011)，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調查報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編印(1990)，十四項重要建設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彙編

資料。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編譯(1989)，日本外籍勞工問題的處理方向，頁 12至 16。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編譯(1992)，外籍勞工問題之動向與觀點──日本關於外工於

勞動層面所成影響之研討會報告書，頁 130至 133。  

◎何志鵬(2008)，人權全權化基本理論研究，初版，吉林：科學出版社，頁 62-257。 

◎余昭、陳明傳等合著(2013)，涉外執法的傳承與蛻變，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余國成(2007)，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之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國境組) 碩

士論文。 

◎吳俊明(1989)，各國對外籍勞工之管理簡介，勞工行政，第 18期，頁 28至 30。 

◎吳俊明(1992)，就業服務法立法經過及主要內容，就業與訓練，第 10卷第 4 期。 

◎吳家慶(2013)，保全服務定型化契約之研究--以消保法觀點探討免責條款在實務上之適用，

臺灣法學雜誌第 226期。 

◎吳啟安、廖福村(2013)，警察執行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之挑戰，警專學報第 5 卷第 5 期，

頁 169-190。 

◎吳景芳(1998)，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應有之作法─為兩岸之間的區際刑事司法互助催生，中興

法學，第 44 期。 

◎吳朝彥（2000），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旅行業管理制度之比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吳進發(2006)，刑法、刑訴法應試精要，臺北：作者自印。  

◎吳傳安(1999)，台灣省漁港走私與非法移民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碩士

論文。 

◎吳嘉生(2000)，國際法學原理—本質與功能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頁 314。 

◎吳嘉生(2008)，當代國際法(上)，初版，臺北巿：五南公司。 

◎吳學燕(2004)，國內外移民政策與輔導之探討，國境警察學報，第 3期。 

◎吳學燕(2004)，移民政策與法規，臺北：文笙書局。 

◎吳學燕(2009)，入出國及移民法逐條釋義，臺北：文笙書局。 

◎吳學燕(2011)，移民政策與法規，台北市：文笙書局。 

◎吳錦棋、曾秀雲、嚴愛群(2008)，“沒有他們行嗎？”：從東南亞跨國婚姻困境談婚姻當事

者與媒合業者的權力—依賴關係，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10期。 

◎吳耀宗(2003)，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月旦法學，97 期。 

◎吳耀宗(2013)，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鑑定許可書強制抽血---違法，台灣法學雜誌第 228期。 

◎呂岳城(2000)，大陸地區人民海上非法移民偵查活動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研究所

碩士論文。 

◎呂炳寬、項程華、楊智傑(2007)，中華民國憲法精義，2版，臺北市：五南公司。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14 

◎呂珊(2011)，論拐賣人口犯罪的成因及其應對措施，中國海洋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呂鴻進(2007)，我國外勞管理與強迫勞動之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

論文。 

◎宋世傑(2010)，臺灣與新加坡移民政策制定因素之比較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

所碩士論文。 

◎宋學文(2009)，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理論、政策與治理，台北：巨流圖書。 

◎巫立淳(2006)，人口販運被害人處理流程之建構：以外國籍性剝削女性受害者為例，桃園，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小麗(2009)，歐盟移民難民庇護政策評述，李慎明、王逸舟（編），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09），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李佩芳（2005），兩岸非法入出境刑事處罰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 

◎李其榮(2007)，國際移民對輸出國與輸入國的雙重影響，社會科學，第 9期。 

◎李宗勳、吳斯茜（2010）。新制警察人員評量方法之研究。人事行政，173，20-25。  

◎李忠榮(2013)，我國處理人口販運犯罪之研究-以臺灣各地方法院判決書為例，中央警察大學

警察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明峻（2006），針對特定對象的人權條約，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34期，2006 年 6月。 

◎李明峻（2007），移民人權導讀－外國人的人權，人權思潮導論，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李明峻(2011)，人口販運的國際管轄問題，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8卷，第 3 期。 

◎李冠弘（2005），移民對我國家安全之研究-以大陸地區合法入境人民為例，中央警察大學公

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建良(1999)，憲法理論與實踐(二)，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李建良(2000)，自由、人權與市民社會，收於李建良著，憲法理論與實踐（二），學林文化。 

◎李政展(2009)，全球化人口移動之國境管理安全之研究，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 

◎李強（2003），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總第 139期。 

◎李惠宗(2000)，行政法要義，臺北：五南出版社。 

◎李惠宗(2006)，中華民國憲法概要---憲法生活的新思維，5版，臺北市：元照公司，頁 1-385。 

◎李惠宗（2011），中華民國憲法概要──憲法生活的新思維（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9版第 1刷，台北：元照。 

◎李貴雪（2007），歐盟人口販運問題與對策，第一屆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 

◎李銀英(2009)，婚姻無效之有效化--兼論婚姻無效之訴與提訴權失效，法令月刊第 60 卷第 1

期，頁 61-74。 

◎李震山(1993)，德國入出境管理法制與執行，載於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學術研討會，

我國警察安全檢查理論與實務。 

◎李震山(1995)，入出境管理之概念與範疇，警專學報第 1卷第 8期。 

◎李震山(1999)，入出境管理之一般法理基礎，收錄於李震山等著(1999)，入出國管理及安全

檢查專題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李震山(2000)，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臺北：元照出版社。 

◎李震山(2000)，入出國管理之一般法理基礎，收錄於蔡庭榕編，警察百科全書（九）：外事與

國境警察，臺北：正中書局。 

◎李震山(2001)，行政法導論，臺北：三民書局，修訂四版。 

◎李震山（2006），從憲法保障基本權利之觀點論大陸地區人民之收容與遣返－ 以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為中心，警察法學第五期。 

◎李震山(2007)，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台北市：元照出版。 

◎李震山(2009)，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台北：元照出版。 

◎李震山等編著(1999)，入出國管理及安全檢查專題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15 

◎李震山譯(1993)，德國外國人法----居留許可之核發與延長，新知譯粹，第９卷第２期。 

◎李謀旺、徐坤隆(2001)，申根資訊系統之探討與啟示，涉外執法與政策學報。 

◎李權龍(2008)，機場偷渡犯罪分析之資料探勘應用，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資訊管理

學程碩士論文。 

◎杜明珍(2011)，人口販運被害者庇護安置服務與庇護所經營，載於 2011年人口販運被害者保

護安置服務方案分享實務研討會，善牧基金會出版論文集。 

◎汪毓瑋（2001），移民問題之威脅，收錄於國家安全局主編，非傳統安全威脅研究報告（第一

輯），台北市：國家安全局，頁 75-101。 

◎汪毓瑋(2002)，非法移民問題威脅，非傳統安全威脅研究報告 2002，國家安全叢書。 

◎汪毓瑋（2003），二十一世紀國家安全議題之探討，台北：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汪毓瑋(2007)，人口移動與移民控制政策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8期。 

◎汪毓瑋(2008)，台灣國境管理應有之面向與未來發展，發表於 2008年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

術研討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汪毓瑋(2008)，我國專技移民及投資移民之策略研究，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委託研究報告。 

◎汪毓瑋(2008)，國土安全之情報導向警務及台灣警務發展之思考方向，第二屆國土安全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桃園：中央警察大學，頁 1-28。 

◎汪毓瑋(2008)，情報導向警務運作與評估之探討，第四屆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 49-67。 

◎汪毓瑋(2009)，社會安全之情治資訊分享網建構與台灣警務發展之啟示，中央警察大學國境

警察學報第 11期，頁 1-55。 

◎汪毓瑋(2009)，情報導向警務運作與評估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12 期，頁

177-217。 

◎汪毓瑋(2009)，移民政策發展之國家安全、法治、人權內涵之平衡思考─兼論處理人口販運

應有之改善作為，2009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及兩岸學術研討會，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汪毓瑋（2010），移民政策之犯罪與安全思考及未來發展方向初探，2010年國境管理與移民事

務研討會論文集，桃園：中央警察大學，頁 1-14。 

◎汪毓瑋(2010)，移民與國境安全管理機制，2010 國土安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頁 

169-186。 

◎汪毓瑋(2011)，國境執法之情報導向警務與運作， 2011年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術研討會論

文，頁 1-30。 

◎汪毓瑋（2012），安全脈絡下之移民政策發展，收錄於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主辦 2012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84。 

◎汪毓瑋(2012)，美國強化移民與國境管理之研究，2012 年國境管理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65-95。 

◎汪毓瑋(2012)，移民與國境管理，發表於 2012年國境管理與執法學術研討會，桃園：中央警

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頁 57-70。  

◎汪毓瑋(2013)，國土安全(上)，臺北：元照。 

◎汪毓瑋(2013)，國土安全(下)，臺北：元照。 

◎汪毓瑋(2013)，從歐盟聯合調查組之運作探討跨境執法合作之發展，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

報，第 20期，頁 105-149。 

◎沈道震、宋筱元等編（2002），現階段兩岸有關偷渡之相關法令、管理及其問題之研究，台北：

遠景基金會。 

◎沈道震等（2001），兩岸共同打擊犯罪之可能性研究，台北：遠景基金會。 

◎邢啟春(2003)，從 1996年美國非法移民管制法案探討有關中國大陸人民非法入境來台的相關

問題，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邢愛芬(2009)，非法移民子女的人權保護問題，2009 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及兩岸學術研討會，

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16 

◎阮文杰(2008)，兩岸海上偷渡問題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6卷第 8期。 

◎周成瑜（2004），兩岸走私及偷渡犯罪之研究，台北：護專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周成瑜(2007)，論兩岸刑事司法互助之困境與對策，展望與探索，第 5卷第 5期。 

◎周聿娥、王顯峰（2005），當代中國非法移民活動的特徵-以福建沿海地區非法移民為例，廣

州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 

◎周聿峨、阮征宇(2003)，當代國際移民理論研究的現狀與趨势，暨南學報，第 25 卷第 2 期。 

◎周佳靖（2006），大陸地區人民來台管理之研究，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周珈宇(2010)，防制人口販運之研究-以人口販運案件查緝及其被害人之保護為中心，中央警

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愫嫻、呂新財(2006)，假結婚真賣淫—大陸女子與台灣配偶之配對研究，國境警察學系，

第 6期。 

◎周愫嫻、曹立群（2007）。犯罪學理論及其實證。臺北市:五南。 

◎周慶東(2011)，貪瀆罪中的職務行為意義--德國刑法上的觀點，法學叢刊第 56卷第 3期。 

◎周慶東(2012)，刑罰執行之司法互助---以德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為考察，司法新聲第 103 

期，頁 26-36。 

◎周慶東(2012)，檢警關係新探--以德國的檢警關係為考察，警察法學第 11期，頁 27-47。 

◎周憶如（2008），誰是劊子手?－遭性剥削東南亞籍人口販運被害人在台灣之處境與困境分析，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豐加(2011)，鴨榨外勞工廠，移民月刊，第 23期。 

◎周繼祥(2000)，中華民國憲法概論，初版，臺北市：揚智文化公司，頁 1-365。 

◎孟維德（200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跨境犯罪原因論及防制對策之實證研究。 

◎孟維德（2004），公司犯罪－問題與對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孟維德(2004)，海峽兩岸人口走私活動之實證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犯罪學期刊，第 7

卷，第 2期。 

◎孟維德(2004)，海峽兩岸跨境犯罪之實證研究－以人口走私活動為例，犯罪學期刊，第 7 卷

第 2期。 

◎孟維德（2005），海峽兩岸跨境犯罪之實證研究，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八），法務部

編印，頁 137~183。 

◎孟維德(2007)，犯罪分析與安全治理，台北市：五南公司。  

◎孟維德（2010），跨國組織犯罪及其防制之研究－以人口販運及移民走私活動為例，警學叢刊，

第 40卷第 6期，頁 1~30。 

◎孟維德（2011），白領犯罪，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孟維德（2011），國際警察合作機制之研究－以警察聯絡官為例，涉外執法與政策學報創刊號，

頁 59~92。 

◎孟維德（2012），跨國犯罪，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孟維德（2013），全球性執法合作組織的運作與挑戰，涉外執法與政策學報，第 3期，頁 1~39。 

◎孟維德、許福生(2011)，臺灣警察組織的變遷，臺灣警政發展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7-62。 

◎孟維德、黃翠紋(2012)，警察與犯罪預防，(台北：五南)。 

◎岳綺安(2012)，我國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政策發展探析：（3+1）i決策模型之應用，國立中正

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房志娟(2010)，兩岸防制人口販運與共同合作機制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

所碩士論文。 

◎林山田(1995)，刑法特論(上)，三民書局公司，再修訂 5版。 

◎林山田(1999). 刑法各罪論(下冊)，臺北：台大法學院圖書部。 

◎林山田(2005)，刑法各罪論(上)，自版，修訂 5版。 

◎林山田、林東茂、林燦璋(2002)，犯罪學，臺北：三民書局。 

◎林文翼(2013)，大陸地區人民假結婚來臺問題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17 

班碩士論文。 

◎林佳和(2003)，外勞人權與行政管制---建立外勞保護體系之初步研究，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委

託，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 

◎林佳和(2007)，社會保護、契約自由與經營權─司法對勞動契約的衡平性控制，台灣勞動法

學會學報，第 6期。 

◎林佳和(2008)，全球化與國際勞動人權保障－國際法事實之觀察，臺灣國際法季刊，第 5卷，

第 2期。 

◎林坤亮(1993)，我國外籍勞工管理制度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明俊(2008)，警察人員防制人口販運法制之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 

◎林政論(1991)，日本外籍勞工問題的現況（上），勞工行政，第 32期，頁 52 至 54。 

◎林政論(1991)，日本外籍勞工問題的現況（下），勞工行政，第 33期，頁 44 至 46。 

◎林盈君(2006)，人口販運議題在台灣，婦研縱橫，第 77期。 

◎林盈君（2009），人口與社會排除:性別、人口販運與社會排除：以中國女子遭受人口販運至

臺灣為例，發表於邁向融合的社會：新時代下的社會排除與社會政策回應國際研討會，台

北：臺灣社會政策學會年會主辦，臺灣大學。 

◎林盈君（2012），人口販運受害者保護服務現況及困境:以三個庇護所收容所為例，收錄於中

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主辦 2012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林盈君(2012)，國境管理中的人口販運議題：分析受害者庇護所方案，2012 年國境管理與執

法學術研討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林盈君、王冠謹（2012），人口販運被害者保護服務現況及困境:以移民署庇護所收容者為例 ，

發表於 2012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通識中心。 

◎林紀東(1993)，中華民國憲法釋論，臺北市：大中國圖書公司。 

◎林婉婷(2012)，跨境人口販運防制對策成效評估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

所博士論文。 

◎林崑員(2009)，中國大陸女子假結婚來臺防制實務之研究，中山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

文。 

◎林淑馨(2010)，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第 1版，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林萬億(2008)，我國的人口販運問題與防制對策，警學叢刊，第 38卷，第 6 期。 

◎林雍昇(2011)，從國際刑法觀點檢視我國人口販運法制，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8卷第 3期。 

◎林實芳(2007)，就子賣落煙花界日治時期台灣色情行業中的婦女人身買賣，女學學誌：婦女

與性別研究，第 23 期。  

◎林寶安(2011)，台灣移民史與新移民，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林寶安、鄭瓊月、蔡素穎、鄭雅愛(2011)，新移民與在地社會生活，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法治斌、董保城(2008)，憲法新論，3版，臺北市：元照，頁 1-485。  

◎法律扶助編輯部(2008)，人口販運被害人協助：就國內外 NGO 團體之社工觀點，法律扶助季

刊，第 23期。 

◎法思齊(2012)，跨域人口販運犯罪之探討與防制，輔仁法學，第 43期。 

◎法務部調查局編印(2000)，大陸地區毒品氾濫情勢調查研究，臺北：法務部調查局。 

◎法務部調查局編印（2001），台海及中國大陸地區偷渡問題調查研究，臺北：法務部調查局。 

◎邱丞爗(2006)，大陸地區人民來台管理之研究—以國境安全維護為中心，中央警察大學外事

警察研究所國境組碩士論文。 

◎邱垂正、王智盛(2010)，中國大陸民主化的二元思考，第 11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

實踐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邱華君(2009)，警察法規，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邱駿彥(1989)，日本的外籍勞工問題及其對策(上)(下)，勞工行政第 16期，第 57～61頁。 

◎邱駿彥(2009)，外國人聘僱及管理法制研究計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研究報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18 

告，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執行，頁 103-109。 

◎邵宗海(2012)，兩岸關係史，兩岸關係研究第 2版，新北市：新文京。 

◎金國平(2012)，台灣非政府組織在處理人口販運問題中之角色與功能，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碩士論文。 

◎保成法學苑(2011)，基本小六法，臺北：新保成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俞正山(2001)，武裝衝突法，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 10月。 

◎俞寬賜(2002)，從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法及國際刑法研究個人的國際法地位問題，初版，

臺北巿：國家編譯館，頁 124-128。 

◎姜皇池(1999)，論外國人之憲法權利---從國際法觀點檢視，憲政時代，第 25 卷第 1 期，頁

15。 

◎姜家雄 (2010) ，歐洲聯盟與打擊人口販運，2010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姜家雄(2004)，移民與國家安全，國家安全之再思考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 

◎姜家雄(2009)，人口販賣：人類安全的新興議題?，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編）國際關係學

會第二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中正大學。 

◎宣政大（2011），憲法精要，2版，台北市：來勝文化公司。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2)，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

託研究案，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 

◎施行德(2004)，大陸人士假結婚申請來臺之為治安影響及違法分析，清流月刊，第 12 卷第 7

期。 

◎施念慧(2008)，論我國之外國人永久居留制度-與加拿大、德國、新加坡比較，中央警察大學

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明德(2010)，實施個人生物特徵蒐集對入出境通關查驗流程之影響，台北市：內政部自行

研究報告，頁 1-75。 

◎施博琦(2005)，國際人口販運問題之法律研究。台北，世新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銀河(1992)，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之政策規劃，勞工行政，第 53期。 

◎柯宜汾(2007)，人口販運案件中檢察官之角色，人口販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  

◎柯雨瑞 (2008)，試論美國防制人口販運之法制，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10期。 

◎柯雨瑞(1996)，外籍勞工在臺工作問題之探討--兼論就業服務法與外國人聘僱許可及管理辦

法若干條文之修訂，中國勞工第 949期，頁 12-14。 

◎柯雨瑞(1996)，外籍勞工聘僱與管理，台北：三鋒出版社。 

◎柯雨瑞(2003)，入出國管理法制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第 8期。 

◎柯雨瑞(2003)，入出境管理理論之研究，發表於外事警察法制學術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外

事警察學系主辦。 

◎柯雨瑞(2004)，2002年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之探討---兼論對我國移民法制之啟示，發表

於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2004)，2002 年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對我國移民法制之啟發，中央警察大學國境

警察學報第 3期。 

◎柯雨瑞(2004)，我國移民管理機關之組織定位與未來發展--美國聯邦移民管理機關的啟示，

警學叢刊第 34卷第 6期，頁 161-184。 

◎柯雨瑞(2007)，日本人口販運防治對策初探-兼論對我國之啟示，國境警察學報，第 8期。 

◎柯雨瑞(2007)，美國打擊人口販運法制初探，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第一屆國境

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2008)，人口販運被害者之保護與協助初探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第二屆

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2008)，試論美國防制人口販運之法制，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9 期，頁

209-247。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19 

◎柯雨瑞(2009)，加拿大人口販運防治對策之研究，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2009年

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2009)，淺論人口販運被害者之保護與協助，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11期，頁

131-183。 

◎柯雨瑞(2009)，論國境執法面臨之問題及未來可行之發展方向---以國際機場執法為中心，中

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12期，頁 217-272。 

◎柯雨瑞（2010），2010 年來國際反制人口販運與非法移民之作為，收錄於非傳統安全威脅研究

報告第 10輯，台北市：國家安全局，頁 91-118。 

◎柯雨瑞(2010)，人口販運被害者之保護與協助初探，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2010

年第二屆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暨移民論壇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2010），新加坡移民法之初探，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與移民研究中心共

同舉辦之國境管理與移民事務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2010)，新加坡移民法之探討----兼論對我國移民法之啟示，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

學報第 14期，頁 151-202。 

◎柯雨瑞(2010)，論韓國防制人口販運之法制，警學叢刊第 41卷第 3期，頁 215-244.  

◎柯雨瑞(2010)，韓國防制人口販運之探討----兼論對台灣之啟示，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

報第 13期，頁 147-193。 

◎柯雨瑞(2011)，加拿大防制人口販運對策之探討---兼論對台灣之啟示，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

全與國境管理學報第 15 期，頁 1-65。 

◎柯雨瑞(2011)，淺論加拿大安大略省外籍家庭幫傭薪資與工作時間之法制保障，發表於中央

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2011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2011)，新加坡國境人流管理機制與具體作為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國境

管理學報第 16期，頁 47-115。 

◎柯雨瑞(2011)，新加坡國境管理對策之初探----以人流管理為中心，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 2011

年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2012)，從國際法探討驅逐出國相關之法規範，發表於 2012年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

學系國土管理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2012)，臺灣入出國及移民法有關驅逐出國機制之現況、問題與未來可行之發展方向，

初版，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柯雨瑞(2012)，論加拿大安大略省外籍家事勞工薪資與工作時間之法制保障----對台灣之啟

示，涉外執法與政策學報第 2期，頁 55-111。 

◎柯雨瑞(2013)，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策略評析----以高鐵炸彈案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5

期，頁 38-43。 

◎柯雨瑞、侯夙芳(2012)，2010 年聯合國國際法院 Diallo 驅逐出國案例之評析，發表於 2012

年中央警察大學 2012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侯夙芳(2013)，2004 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Ahani 驅逐出國案例之研究，發表於

2013年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國境管理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柯雨瑞、侯夙芳(2013)，憲法逐條釋義與人權保障，初版增訂，桃園：自行出版。 

◎柯雨瑞、曾琦(2006)，加拿大對於外國人入出國管理救濟機制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

察學報，第五期，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柯雨瑞、蔡政杰(2012)，論我國對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之國境人流管理機制之現況與檢

討，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第十七期，頁 58~59。 

◎柯慶忠(2007)，東協警察組織簡介，刑事雙月刊，第 17期。 

◎柯麗玲(2007)，人口販運概念之研究。檢察新論，第 2期。 

◎洪文玲(2005)，行政調查制度之研究，內政部警政署警察法學第四期。 

◎洪文玲(2006)，警察實用法令，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洪孟君（2010），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執法現況之研究---以警察、移民與海巡機關為例，中央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20 

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泉湖、盧瑞鍾、劉阿榮、李炳南、樊中原(2000)，憲法新論，初版，臺北市：幼獅，頁 1-370。 

◎洪嘉仁、王士榮、張若霖、廖瓊樅（2011），憲法與立國精神，新北市：高立圖書公司。 

◎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2012)，2011 年度各國人權報告(台灣部分)。  

◎胡佛、沈清松、周陽山、石之瑜(1993)，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初版，臺北市：三民，

頁 1-642。 

◎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合譯（2005），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Ramjit Kumar 原著，初

版七刷，台北：學富。 

◎范世平(2009)。開放第一類陸客來臺旅遊 1周年對兩岸關係影響之研究。中共研究。 

◎范世平(2011)，大陸地區人民來臺管理機制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案，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執行，頁 271-280。  

◎唐國強(2004)，中國大陸女子假結婚，臺北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夏曉鵑（2003），實踐式研究的在地實踐：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9。 

◎夏曉鵑(2011)，全球化下臺灣的移民/移工問題，收錄於瞿海源、張苙雲主編(2011)，臺灣的

社會問題，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夏曉鵑、陳信行、黃德北（2008）。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臺北：臺灣社會研究

雜誌社。 

◎孫三陽(2005)，大陸地區女子偷渡來台從事性交易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 

◎孫以凡(1996)，外籍勞工法制與國際法上保障之研究，中華法學第 6期。 

◎孫健忠（2008)，移工社會保障宣言及實施：國際經驗與我國現況的初探，社區發展，第 123

期。 

◎徐旭輝(2011)，破獲剝削外籍勞工案，移民月刊，第 19期。 

◎徐軍華(2007)，非法移民的法律控制問題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徐振雄(2008)，憲法學導論，4版修訂，新北市：高立，頁 1-388。 

◎徐福基(2009)，我國防制人口販運相關問題之研究—以性剝削為探討中心，基隆，國立海洋

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慧怡(2000)，國際法中對於婦女性交易之規範-兼論我國之實踐，美歐季刊，第 14卷，第 4

期。 

◎徐學陶等編著(1991)，新加坡外籍勞工制度考察報告，臺北：職業訓練局，頁 3至頁 55。 

◎徐靜儒(2012)，全球化人口移動下我國跨境人口販運防制之研究，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碩士論文。 

◎柴松林(2001)，人權伸張與人權譜系的擴增，收錄於中國人權協會編，人權法典，初版，台

北巿：遠流，頁 III-V。 

◎桑原昌宏(1991)，產業國際化下外籍勞工問題對勞動關係之影響，就業與訓練，第９卷第１

期，頁 65至 69。 

◎翁里(2001)，國際移民法理論與實踐，北京：法律出版。 

◎翁明賢(2003)。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臺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 

◎翁萃芳（2010），解讀警察情境實務---保安警察，2010 治安與警政學術研討會。 

◎荊長嶺(2009)，中國大陸治理跨國跨法區販運人口的理論與實踐，收錄於 2009 年防治人口販

運國際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 

◎袁愷(2011)，非法人力仲介銀行，移民月刊，第 23 期。 

◎財團法人臺灣綜合研究院(2006)，人口結構變遷對經濟發展之影響，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託研究報告。 

◎馬福美(2008)，我國移民法制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在職

進修碩士專班碩士論文。 

◎高小帆（2007），由台灣人口販運現況看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婦研縱橫，第 84 期。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21 

◎高玉泉(2003)，國際人口販運的問題與定義，台灣終止童妓協會人口販賣問題與政策研討會

論文集。 

◎高玉泉(2009)，人口販運被害人之保護與安置，月旦法學雜誌，第 167期。  

◎高玉泉、謝立功等（2004）。我國人口販運與保護受害者法令國內法制化問題之研究。臺北：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委託研究報告，台灣終止童妓協會執行。 

◎高承濟(1973)，韓國移民史，首爾：章文閣。 

◎高政昇（2001），兩岸共同合作打擊犯罪之探討，2001 年犯罪防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

中央警察大學。 

◎高瑞謙(2010)，跨國人口販運防制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瑞鍾、謝文忠、高瑞新(2013)，我國與南韓人口販運防制工作之比較研究，金大學報，第 3

期，頁 131-150。 

◎高鳳仙(2008)，論我國法院辦理人口販運之實務問題。萬國法律，第 157期。 

◎國立編譯館(2009)，人權的概念與標準，臺北巿:國立編譯館，頁 58-243。 

◎崔衛國、汪建豐(2009)，社會科學學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中勇，亞太區域防制人口販運實踐對我國之影響與啟示，戰略安全研析，第 14期。 

◎張中勇，美國 2007年人口販運報告之觀察與對應，戰略安全研析，第 27期。 

◎張五岳(2010)，臺海兩岸政經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全球、兩岸、臺灣—蔡政文教授七十華誕

學術論文研討會，台灣大學政治系。 

◎張五岳、劉駿耀(2003)，兩岸關係研究－兩岸通婚與大陸新娘問題，臺北：新文京開發出版。 

◎張亞中、李英明著（2001），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張明偉(2011)，人口販運犯罪之規範檢討。輔仁法學第 42期。 

◎張春暉（2012）。2012防制人口販運亞洲區域合作論壇論文集。內政部、外交部及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共同舉辦。 

◎張英陣(2011)，人口販運的販運網絡與受害者經歷，載於 2011年人口販運被害者保護安置服

務方案分享實務研討會論文集，善牧基金會出版。 

◎張晉芬(2004)，台灣女性與兒童的安全—國際比較與本土性議題，施正峰主編，人類安全，

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張素紅(2012)，考察新加坡移民政策，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出國考察報告。 

◎張淑中、姚中原（2012），台灣憲政改革－修憲理論、政治過程與制度影響，台北市：五南圖

書公司。 

◎張淑卿(2003)，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假結婚之探討，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第 105期。 

◎張添童(2010)，台灣外籍勞工行蹤不明之研究，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瑞源(2006)，台灣外勞管理機制之探討---以高雄捷運泰勞事件為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

士論文，頁 114-126。 

◎張増樑(1998)，大陸地區人民逾期停留問題之研究，警學叢刊，第 28卷第 5 期。 

◎張増樑（2002），現階段大陸地區人民偷渡問題研究，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出版。 

◎張增樑(1995)，大陸地區人民非法入境問題之研究，臺北：三鋒出版社，初版。 

◎張增樑(2000)，兩岸人民假結婚問題之研究 ，假結婚、真賣淫為中心，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

察系入出國管理及毒品查緝學術研討會。 

◎張增樑(2002)，兩岸人民假結婚問題之研究---以假結婚、真賣淫為中心，警學叢刊第 33 卷

第 1期。 

◎張增樑（2004），國際反制非法移民作為，收錄於非傳統性安全威脅研究報告第 3 輯，頁

77-110。 

◎張曉春(1994)，引進外勞，根留臺灣，勞資關係月刊，第 12卷第 11期，頁 13至 20。 

◎張顯超(2003)，兩岸三通的開放調整與協商，中國大陸研究，第 46卷，第 6 期。 

◎戚可瑜(2012)，我國警察機關執行防制人口販運現況及其問題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

研究所碩士論文。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22 

◎曹顧齡(2010)，人權大步走，落實兩公約，移民月刊，第 2期。 

◎梁世興(2013)，夜間偵訊容許性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第 25期，頁 181-202。 

◎梁國棟(2010)，打擊跨國人口販運：中國再注法治力量，中國人大，第 1期。 

◎梁淑英(2009)，論國際法反對販運人口，收錄於 2009 年防治人口販運國際研討會，中央警察

大學。 

◎梁添盛(2011)，論我國警察任務規範之修正，警察法學 10 期，1～34 頁。 

◎梁添盛(2011)，論警察權限之強制手段與任意手段，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48 期，223～260 頁。 

◎梁添盛(2012)，論警察權限法上之強制手段與任意手段，101 年度警察執法專題研究年報，1

～44 頁。 

◎梅可望、陳明傳、朱清池等合著(2008)，警察學，桃園：中央警察大學，頁 25-32。 

◎梅可望、陳明傳、朱清池等合著(2008)，警察學，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梅可望等人合著(2008)，警察學，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章光明(2013)，臺灣警政發展史，桃園：中央警察大學，頁 113-114。 

◎章光明主編(2006)，美國刑事偵查法制與實務，台北：五南。 

◎莊國良(2007)，強化人口販運防制工作--針對被害者採行之保護與預防措施。台灣勞工季刊，

第 7期。 

◎許世楷編(1995)，世界各國憲法選集，初版，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許育典(2006)，憲法，初版，臺北市：元照。 

◎許春金（2007）。犯罪學。臺北：三民書局。 

◎許春金，陳玉書(2013)，犯罪預防與犯罪分析，二版，臺北：三民。 

◎許春金、吳景芳、李湧清、曾正一、許金標、蔡田木(1994)，死刑存廢之探討，台北：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許春金、陳玉書、游伊君、柯雨瑞、呂宜芬、胡軒懷(2006)，從修復式正義觀點探討緩起訴

受處分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 7期，頁 141至 188。 

◎許家雋(2011)，外籍漁工血汗值多少，法扶會訊第二十九期。 

◎許書揚(2013)，外籍人才政策彈性化---打造新臺灣競爭力，臺灣經濟論衡，第 11卷第 2期。 

◎許義寶(2002)，外國人居留權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術研討會。 

◎許義寶(2005)，淺論聘僱外國人工作之雇主義務，警學叢刊 36卷 2期，頁 1-18。 

◎許義寶(2005)，論驅逐出國處分之停止執行，警學叢刊 35卷 6期，頁 273-288。 

◎許義寶(2006)，外國人之入國程序與限制之研究，法令月刊 57卷 11期，頁 27-44。 

◎許義寶(2007)，外國人入出國與居留之研究—以我國法制為探討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

究所博士論文。 

◎許義寶(2007)，論外國人之居留資格與法定範圍，警察法學第 6期，頁 265-299。 

◎許義寶(2008)，禁止外國人出國之法定程序與事由之研究，收於變遷中的警察法與公法學，

皮特涅教授七十歲祝壽論文集，五南，頁 201-232。 

◎許義寶(2009)，日本永久居留權之取得及其衍生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 17 期，

頁 89-135。  

◎許義寶(2009)，外國人相關基本權利之初探，警察法第 8期，頁 81-127。 

◎許義寶(2009)，論新移民之基本權與其保障─以工作權與財產權為例，警學叢刊 185 期，頁

113-134。 

◎許義寶(2010)，入出國法制與家庭權保護，國境警察學報 14期，第 111-140 頁。 

◎許義寶(2010)，我國移民政策與法制之初探，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與移民研究

中心共同舉辦之國境管理與移民事務學術研討會。 

◎許義寶(2010)，論人民之入出國及其規範，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第 40卷 4期，頁 3。 

◎許義寶(2010)，論禁止入國之規範--以反恐事由為例，國境警察學報 13期，頁 67-111 。 

◎許義寶(2011)，外國人合法居留期間相關法定義務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國境管

理學報 15期，頁 69-115。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23 

◎許義寶(2011)，論外國人之權益保護與行政救濟--以入出國與居留為中心，中央警察大學國

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 16 期，頁 117-168。 

◎許義寶(2012)，入出國法制與人權保障，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許義寶(2012)，外國人之相關基本權利保障，收錄於許義寶著入出國法制與人權保障，初版 1

刷，台北:五南。 

◎許義寶（2012），港澳居民在臺居留與定居相關問題之研究，收錄於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

心主辦 2012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84。 

◎許義寶(2012)，論人民出國檢查之法規範與航空保安，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

報，第 17 期，頁 113-153。 

◎許義寶(2012)，論人民出境安全檢查與航空保安，發表於 2012年國境管理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許義寶(2013)，外國人作為基本權利主體相關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國境管

理學報 19期，頁 19-61。 

◎許義寶(2013)，論外國人收容之相關法律問題--兼論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8條未來之修正，中

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 20期，頁 151-196。 

◎許義寶等編著（2011），國境警察專業法規彙編，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印行。 

◎許福生(2010)，風險社會與犯罪治理，台北：元照出版。 

◎許德琳(2005)，台灣外籍勞工問題之研究---以外籍勞工管理為中心，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許慶雄、李明峻(1993)，現代國際法入門，臺北：月旦出版社。 

◎連橫(1985). 台灣通史，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第 6版。 

◎郭怡青(2007)，人口販運案件試探台灣人口販運問題--以移工為中心。律師雜誌，第 337期。 

◎郭振恭(2002)，民法，修訂 3版，臺北：三民書局。 

◎陳文德(2007)，我國防制人口販運作為之研究-以全球治理的觀點，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

究所碩士論文。 

◎陳四信（2006），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管理機制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陳正良(1990)，我國外籍勞工政策之檢討，勞工研究季刊，第 100期。 

◎陳正芬(2008)，人口販運案件偵查與訴訟實務—台灣經驗座談會，法律扶助季刊，第 23 期。 

◎陳正芬(2008)，兩岸人口販運犯罪之偵查實務概況。展望與探索，第 6卷第 5期。 

◎陳正芬(2009)，人口販運防制法於偵查實務之影響—以兩岸性販運案件為中心，展望與探索，

第 7卷第 4期。 

◎陳正芬(2009)，歐洲人口販運之現況與展望──以德國為中心，檢察新論，第 3期。 

◎陳正芬(2010)，兩岸人口販運實務案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8卷，第 2期。 

◎陳禾耀(2009)，入出國及移民署偵查犯罪之研究：以人口販運案件之外國女性遭性剝削為例，

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光偉(2005)，外籍勞工平等待遇原則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勞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47-152。  

◎陳自強（2002），民法講義（1）---契約之成立與生效，臺北：學林文化，頁 175-180。 

◎陳志強(2010)，全球化語境下的歐洲化移民治理困境，華東經濟管理，第 24 卷第 10期。 

◎陳志華(2012)，中華民國憲法概要，修訂 5版，臺北市：三民公司，頁 1-383。 

◎陳佩詩等編著(2011)，警察專業英文，Professional Police English，桃園縣：中央警察大

學出版社。 

◎陳佳秀(2009)，人口販運防制法淺介，檢察新論，第 6期。  

◎陳奉林(2009)，從全球化的角度看當前國際人口販運問題，2009 防治人口販運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陳岳隆(2010)，臺灣自動通關系統及生物特徵辨別技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2010年國境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24 

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陳怡如(2010)，台灣與德國移民政策之比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怡伶(2011)，我國人口販運刑事規範之研究，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怡君(2009)，外國人逾期收容問題及收容所參訪，台灣人權促進會電子報，上網瀏覽時間：

2012年 11月 1日，http://enews.url.com.tw/human/54882。 

◎陳怡倩(2012)，婚姻移民與子女親權酌定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陳明傳（1992），論社區警察之發展，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陳明傳（2004），反恐與國境安全管理，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3期，桃園：中央警

察大學。 

◎陳明傳(2007），跨國(境)犯罪與跨國犯罪學之初探，收於第一屆國土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桃園縣：中央警察大學。 

◎陳明傳(2008)，國際防制人口販運問題之研究，第二屆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研討會，桃園：

中央警察大學主辦。 

◎陳明傳（2009），全球情資分享系統在人口販運上之運用與發展，2009 年 11 月防制人口販運

國際及兩岸學術研討會，中華警政研究學會、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 

◎陳明傳(2009)，國土安全相關理論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12期。 

◎陳明傳(2010)，我國移民管理之政策與未來之發展，文官制度季刊，第六卷第二期，考試院。 

◎陳明傳(2010)，涉外執法與社區警政，收錄於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舉辦之 2010年涉

外執法政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陳明傳(2012)，公私協力之國土安全管理發展之研究，發表於 2012年國境管理與執法學術研

討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陳明傳（2012），國家安全、移民與國境執法，收錄於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主辦 2012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84。 

◎陳明傳(2013), 國土安全之新發展與我國因應之新方向，中央警察大學 2013 年國境管理與執

法學術研討，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陳明傳、孟維德（1995），警政品質管理，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印行。 

◎陳明傳、潘志成(2009)，全球情資分享系統在人口販運上之運用與發展，2009 年防治人口販

運國際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陳明傳、潘志成(2010)，移民與國境執法，中央警察大學 2010年國境管理與移民事務學術研

討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國際會議廳。 

◎陳明傳、蕭銘慶、曾偉文、駱平沂合著(2013)，國土安全專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陳明傳、駱平沂（2010），國土安全之理論與實務，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印行。 

◎陳明傳、駱平沂(2010)，國土安全導論，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頁 21-165。 

◎陳明傳、駱平沂（2013），國土安全專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陳信良(2009)，警政發展的新典範─COMPSTAT初探，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46期，頁 169-182。 

◎陳冠宇(2009)，中國大陸女子假結婚來臺防治實務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臺北淡江大學中國

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建榮(2004)，中華民國憲法，華立圖書。 

◎陳彥君(2009)，跨國公司與國際勞動人權保障─管制類型的觀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

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玲玲(2009)，我國與國際合作防制跨國人口販運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陳美華(2010)，性化的國境管理：假結婚查察與中國移民/性工作者的排除，台灣社會學，第

19期。 

◎陳英傑(2013)。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航前旅客系統」簡介，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09期。 

◎陳素珍(2008)。大陸女子來台非法打工問題之實證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

http://enews.url.com.tw/human/54882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25 

論文，頁 125-245。 

◎陳國勝(2013)，從入出國及移民法論海巡機關與警察職權行使法之關聯，中央警察大學國土

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第 19 期，頁 107-135。 

◎陳崑員(2005)，大陸女子來臺假結婚真賣淫：因素形成與防制作為，高雄中山大學大陸研究

所碩士論文。 

◎陳清福(1999)，我國入出境管理法制化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通和(2009)，論刑事證據法中證據能力之原則，中央警察大學學報第 46期，第 385~411頁。 

◎陳菊(2001)，植基於勞動人權與勞動競爭力之台灣外籍勞工政策，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隆志(2005)，制止中國的侵略併吞台灣法---國際法評判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新世紀智庫

論壇第 29期。 

◎陳慈幸、林婉婷(2012)，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政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法學新論，第 36 期。 

◎陳慈幸編(2002)，組織犯罪，嘉義：濤石文化。 

◎陳新民(1992)，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上冊)，臺北：三民書局。 

◎陳新民(1992)，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下冊)，臺北：三民書局。 

◎陳新民(1999)，中華民國憲法釋論，修訂 3版，臺北市：三民，頁 1-875。 

◎陳新民(2005)，憲法導論，5版，臺北市：新學林公司，頁 1-466。  

◎陳嘉宏(2008)，非法移民的跨國性比較－以美、日為例，台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

士論文。 

◎陳維宗(2007)，大陸配偶實施面談機制失效因素之研究，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維宗(2012)，血汗私娼寮之人口販運集團，移民月刊，第 26期。 

◎陳澤憲(2008)，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批准與實施，初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 

◎陳錦華譯(1999)，國際法，臺北：五南公司。 

◎陳霞素(2009)，人口販運有關性剝削判決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駿璿(2007)，國家安全維護之研究-以大陸人民來臺觀光為中心，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

究所碩士論文。 

◎陳鵬先(2011)，防制大陸地區人民虛偽結婚進入臺灣地區之研究，臺中逄甲大學公共政策研

究所碩士論文。 

◎凱瑟琳‧麥金儂（Catharine A. MacKinnon），莊韻親譯(2013)，陳昭如審校，人口販運、娼

妓制度與不平等，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44期。 

◎彭台臨(1995)，瑞士的外籍勞動力引進與管理，就業與訓練。 

◎彭晟（2011），移民政策（概要），臺北市：志光。 

◎曾文昌(1999)，入出國及移民法釋論，台北：中正。 

◎曾正一（2004），兩岸共同打擊犯罪之可行性研究，第四屆兩岸遠景論壇，兩岸交流的回顧與

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曾柔鶯(1993)，瑞士外籍勞工政策及對我企業適用性之調查，勞動學報。 

◎曾國森(1995)，非法外勞取締技巧及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外事

警察學術研討會論文。 

◎曾華新(2013)，越南偷渡犯於台灣地區上岸時空與海象關係之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海

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曾嬿芬（1998），居留權商品化：臺灣的商業移民市場，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7 期，頁 37-67。 

◎植憲（2011），憲法解題概念操作（下），6版，台北：高點文化公司。 

◎植憲（2012），憲法必背釋字精研，7版 2刷，台北：植憲公司。 

◎植憲（2012），憲法解題概念操作（下），7版 1刷，台北：植憲公司。 

◎焦興鎧(2005)，保障外籍家事工作者勞動權益國際基準之研究，經社法制論叢，第 35期，頁

147-180。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26 

◎童振源(2003)，兩岸經濟整合與臺灣的國家安全顧慮，台北：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4卷第 3期。 

◎賀祥宏（2010），中華民國憲法，台北：高點公司。 

◎黃文志(2002)，赴加拿大出席國際警察首長協會第一Ｏ八屆年會暨執行委員會出國報告，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黃文志(2008)，前進越南、眺望世界，刑事雙月刊。 

◎黃立陞(2010)，我國人口販運犯罪手法之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

文。 

◎黃坤祥(1994)，我國外籍勞工政策的回顧與展望，勞工之友第 521期。 

◎黃炎東(2006)，中華民國憲法新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黃俊能，郭燿禎(2013)，關鍵基礎設施風險評估機制之建立-以台北車站重要交通場站為例，

前瞻科技與管理，第 3卷第 1期，頁 1-19。 

◎黃秋龍（2004），大陸非法移民分佈要況及其活動與影響之研析，國家安全叢書－非傳統安全

研究報告。 

◎黃秋龍(2004)，非傳統安全的理論與實踐，展望與探索(新北市新店區)，第 2 卷第 4 期，頁

11-22。 

◎黃秋龍（2006），國家安全報告與新安全觀，展望與探索，第 4卷第 6期。 

◎黃秋龍(2008)，中國大陸網路犯罪及其衝擊，展望與探索，第 6卷第 12期，頁 90-106。 

◎黃秋龍(2008)，兩岸情勢中的網路犯罪因素，展望與探索(新北市新店區)，第 6 卷第 9 期，

頁 73-89。 

◎黃秋龍(2009)，大陸社會發展情勢--以中共應對網路犯罪之職能為觀察角度，展望與探索(新

北市新店區)，第 7卷第 9期，頁 90-103。 

◎黃秋龍(2009)，中國大陸經濟犯罪中的網路安全因素，展望與探索(新北市新店區)，第 7 卷

第 6期，頁 89-103。 

◎黃秋龍(2010)，中亞涉毒恐怖主義及中共應對之研析，展望與探索(新北市新店區)，第 8 卷

第 1期，頁 67-86。 

◎黃秋龍(2013)，涉毒恐怖主義對上海合作組織治理能力之衝擊，展望與探索(新北市新店區)，

第 11卷第 4期，頁 71-88。 

◎黃美美(2006)，台灣外籍監護工問題與改進之研究，逢甲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黃英貴（2011），臺灣移民仲介業管制治理之政策網絡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黃英慈(2007)，東歐人口販運之研究—以性販運為例，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外

事組)碩士論文。 

◎黃郁珊(2012)，被害人許可對於犯罪成立之影響－以承諾與同意他人的危害為中心，國立成

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黃祖成、羅志有、張樂泉、蔡景鋕(2013)，擴大合作打擊跨境人口販運犯罪，收錄於第八屆

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學研討會收錄論文集，頁 715-723。 

◎黃異(1996)，國際法，台北：啟英文化公司。 

◎黃紹祥(1994)，我國外籍勞工管理實務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術研討會論文。 

◎黃富源(2008)，跨國人口販運被害因素與保護策略之研究。防制人口販運研討會論文集，嘉

義，國立中正大學。 

◎黃富源等（2007），跨國人口販運之態樣、原因及防治策略之研究期末報告，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委託研究報告。 

◎黃朝義(2013)，刑事訴訟法，台北市：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黃越欽等編著(1992)，十四項重要工程得標業者聘僱海外補充勞工措施之追蹤調查與評估─

─我國外籍勞工政策之長期研究第一期計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研究。 

◎黃雅羚(2004)，販運人口行為之研究。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翠紋(2007)，大陸籍女性配偶觸法行為影響因素及其防治對策之研究，執法新知論衡第三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27 

卷第二期，頁 45~82。 

◎黃翠紋(2007)，治安維護與城市治理—以台中市為例，警學叢刊第三十七卷第五期，頁 1~28。 

◎黃翠紋(2007)，涉及暴力之家事事件調解現況及改進方向之研究--以試辦法院之推動狀況為

中心，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十），頁 97~138。 

◎黃翠紋(2009)，我國家事事件調解機制運作現況之比較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一七三期，頁

42-~62。 

◎黃翠紋(2009)，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調解家事事件現況與成效之研究，執法新知論衡第五卷

二期，頁 125-163。 

◎黃翠紋(2009)，調解委員調解能力認知與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家庭暴力案件調解為例，刑事

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十二）。 

◎黃翠紋、孟維德（2012），警察與犯罪預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黃潤龍（2001），中國的非法移民問題，人口與經濟總第 124期。 

◎黃錦秋(2011)，臺灣人口販運案件偵查及起訴現況，第一屆兩岸四地共同打擊人口販運研討

會專刊。 

◎黃耀曾(2003)，論外國人入出國管理---對外國人遣返程序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

究所碩士論文。 

◎黃馨慧(2010)，我國人口販運犯罪之防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齡玉(2006)，考察美國移民政策之現況，行政院考察報告。 

◎黃齡玉(2010)，臺灣防制人口販運政策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齡玉(2012)，考察澳洲移民政策，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考察報告。 

◎楊子葆（2007），如何防制跨國人口販運及改善面談機制，外交部。 

◎楊日旭、鄧學良等編著(1991)，高雄市外籍勞工問題研究，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委託研究。 

◎楊君仁(2011)，新移民的勞動-權利與法治，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楊秀玲(1989)，外籍勞工如何引進臺灣﹖歐美各國作法介紹，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12 卷第

6期。 

◎楊秀玲(1989)，失衡的西德外籍勞工政策，國際經濟，第 12卷第 10期，頁 71至 75。 

◎楊婉瑩(2012)，我國婚姻移民政策措施之影響評估與因應對策，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楊智傑（2010），圖解憲法，2版 1刷，台北市：書泉出版社。 

◎楊舒涵(2010)，歐盟非法移民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適瑜（2006），防制兩岸偷渡犯罪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靜利(2011)，人口問題，收錄於瞿海源、張苙雲主編(2011)，臺灣的社會問題，臺北：巨

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楊翹楚(2009)，我國移民制度之探討—以大陸地區配偶與外籍配偶為例，國境警察學報，第

12期。 

◎楊翹楚(2012)，移民政策與法規，臺北：元照。 

◎葉宗鑫(2004)，政府人流管理機制之考察與我國制度之省思，發表兩岸經貿研究中心族群與

文化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葉俊榮(2000)，行政法案例分析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 

◎葉祐逸（2007），當前海峽兩岸跨境犯罪類型化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5卷第 8期。 

◎葉肅科(2006)，新移民女性人權問題：社會資本/融合問題，應用倫理研究通訊，第 39期。 

◎葉毓蘭（2005）。人口販運被害人的特殊需求。婦女救援基金會於中央警察大學國際會議廳主

辦之防制人口販運國際訓練工作坊會議論文集。 

◎葉毓蘭(2007)，人口販運與外事警察，桃園，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第 38卷第 1期，頁 59。 

◎葉毓蘭(2008)，人口販運與性別平等，教育部防制人口販運研討會。 

◎葉毓蘭（2010），涉外執法政策的擬定與執行：以人口販運為例，收錄於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28 

察研究所舉辦之 2010年涉外執法政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9-146。 

◎葉毓蘭(2010)，涉外執法政策的擬定與執行—以人口販運為例，中央警察大學警政論叢，第

10期。 

◎葉錦鴻(2011)，國際法上人口販運議題的新近發展趨勢，臺灣國際法季刊，第 8卷 3期。 

◎葛廣薇(2011)，我國非法外來人口收容制度合憲性之研究—以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為中心 ，

政大碩士論文。 

◎詹志文(2006)，人道關懷—抗制人蛇集團治本之道，刑事雙月刊。 

◎詹寧斯(Robert Jennings)、瓦茨(Arthur Watts)修訂，王鐵崖、陳公綽、湯宗舜、周仁譯(1995)，

奧本海國際法，第 1卷第 1分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廖元豪(2008)，移民－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期，頁 83-104。 

◎廖元豪(2012)，移民收容程序之檢討，行政法學會國境管制/行政法之舉發研討會論文集。 

◎廖正宏(1995)，人口遷移，臺北，三民書局。 

◎廖其偉（2011），中華民國憲法，台北：鼎文書局。 

◎廖福村(2007)，犯罪預防，(臺北：警專)。 

◎廖福特(2007)，國際人權法：第一講，國際人權法典---普世人權範疇，月旦法學教室第 54

期，頁 88-100。 

◎管中閔(2004)，統計學—觀念與方法，第 2版，台北：華泰出版社。 

◎管歐著、林騰鷂修訂(2010)，中華民國憲法論，修訂 12版，臺北市：三民，頁 1-406。 

◎翟振武、明豔(2005)，定義人口安全，人口研究，第 29卷第 3期。 

◎趙守博(1992)，談引進大陸勞工的前提與要件，中國勞工，第 905期。 

◎趙守博(1993)，外籍勞工的引進及因應對策，勞工行政第 57期。 

◎趙明義(2003)，當代國際法導論，初版，臺北巿：五南圖書公司，頁 171-177。  

◎趙秉志主編（1996），中國大陸特別刑法要論，台北：中庸出版社，初版。 

◎趙軍(2008)，略論我國拐賣犯罪的立法缺陷-以山西黑磚窯事件及聯合國 The UN Traff icking 

Protocol為視角，法學評論，第 1期。 

◎趙海涵(2007)，美國移民法案的現狀及其展望，瀋陽建築大學學報，第 1期，頁 53-55。 

◎趙晞華(2011)，人口販運之防制與我國立法之檢討，刑事法雜誌，第 55卷，第 5期。 

◎劉世林(2006)，「911」後我國國家安全的新思維--警察組織在國安體系中的角色，警學叢刊，

第 36卷第 5期。。 

◎劉兆榮、林麗香、林宗達、柳金財、梁文興、陳朝政、葉怡君、蔡志昇（2011），中華民國憲

法綜論，新北市：晶典文化出版社。 

◎劉志山主編(2010)，移民文化及其倫理價值，北京：商務印書館。 

◎劉家綾(2005)，我國外籍勞工管理法制合憲性的檢討，國立臺北大學法律所碩士論文。 

◎劉家綾(2007)，外籍勞工在我國憲法上應享有的人權，就業安全，第 6卷第 1 期，頁 105-115。 

◎劉國福(2010)，中國反販運人口法律的理性回顧和發展思考︰以國際法為視角，甘肅政法學

院學報，第 112期。 

◎劉國福(2010)，試論中國反販運人口法律制度之完善，政法學刊，第 27卷，第 3期。 

◎劉進幅(2000)，簽證，收錄於蔡庭榕編，警察百科全書（九）外事與國境警察，臺北：正中

書局。 

◎劉進福 (2007)，人口流動與基本人權－從相關國際條約論起，中央警察大學第一屆國安全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劉進福(1991)，中日兩國外國人居留管理之研究及其比較，中日關係研究會。  

◎劉進福(1992)，日本外人入出境管理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學術研討討會論文。 

◎劉進福(1993)，論我國外事警察之外國人管理──與日本比較研究，初版一刷，桃園：中央

警察大學出版社。 

◎劉進福(1994)，日本外籍勞工管理中之研修制度，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外籍勞工管理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第 19～42 頁。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29 

◎劉進福(1997)，外事警察學，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劉德勲(2008)，兩岸交流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人員往來，兩岸交流二十年-變遷與挑戰，台

北：名田出版社。 

◎劉擇昌、黃俊能(2011)，運用地理資訊系統與犯罪製圖提升警政執法效能之探究，執法新知

論衡(Law Enforcement Review)，第 7卷第 2期。 

◎劉璟薇(2013)，勞力剝削人口販運罪成因及其防治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中央警察大學犯

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鐵錚，陳榮傳(1998)，國際私法論，臺北；三民書局。 

◎歐本漢(2002)，國際法 Q&A，初版，臺北巿：風雲論壇出版公司。  

◎潮龍起(2007)，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國主義理論，史學理論研究，第 3期。 

◎蔡文豪(2011)，移民署查獲豆腐血汗工廠，移民月刊，第 21期。 

◎蔡令恬(2010)，我國外籍家事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 

◎蔡田木(2008），外籍人士在台犯罪狀況及其分析，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第九期，頁

165-192。 

◎蔡百銓(2007)，邁向人權國家，初版，臺北巿：前衛。 

◎蔡育岱(2011)，人口販運與人的安全：以美國 2010 年人口販運報告對台灣的評議探析，涉外

執法與政策學報，創刊號。 

◎蔡育岱(2011)，國際法律脈絡下的人口販運：以人類安全概念分析，臺灣國際法季刊，第 8

卷，第 3期。 

◎蔡宜瑾(2011)，自由與安全：申根資訊系統對歐盟內部安全的影響，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

士論文。 

◎蔡尚宏(2006)，我國外籍勞工勞動人權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所碩士論文。 

◎蔡青龍、謝立功、曾嬿芬等（2004），移民政策白皮書，於 2004年 12月 14 日公布。 

◎蔡庭榕(2000)，警察百科全書（9）外事與國境警察，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蔡庭榕(2003)，論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台灣地區面談規定，警學叢刊，第 33卷第 6期。 

◎蔡庭榕（2003），論反恐怖主義行動法制與人權保障，中央警察大學國境安全與刑事政策學術

研討會。 

◎蔡庭榕(2007)，論跨國人口販運之問題與防制—以 4Ps 策略為中心，國土安全與移民、海巡

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蔡庭榕(2010)，兩岸共同打擊人口販運問題之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第 40 卷，

第 6期。 

◎蔡庭榕、刁仁國、簡建章、許義寶、蘇麗嬌、柯雨瑞(2000)，外國人入出境管理法制之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蔡庭榕、簡建章、許義寶(2007)，論跨國婚姻仲介之問題與規範，國境警察學報 8 期，頁

163-234。 

◎蔡庭榕、簡建章、許義寶(2009)，人口販運防治立法問題之研究，月旦法學 167 期，頁 25-44。 

◎蔡培源(2004)，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條之一面談規定之剖析及其實施現況

之研究一併提出修法建議，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德輝(2009)，犯罪學，臺北：五南。 

◎蔡震榮(2004)，警察職權行使法概論，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蔡震榮(2008)，自外籍配偶家庭基本權之保障論驅逐出國處分---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

度訴字第 02581 號判決，收錄於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暨移民研究中心第 2 屆

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9-92。 

◎蔡震榮(2009)，自外籍配偶家庭基本權之保障論驅逐出國處分---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

度訴字第 2581號判決，法令月刊第 60卷第 8期，頁 21-37。 

◎蔡震榮(2012)，國境管制與人權保障，月旦法學雜誌第 204期，頁 5-33。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30 

◎蔡震榮(2012)，國境管制與人權保障，收錄於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社團法人台

灣行政法學會，2012年國境管制/行政法上之舉發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1-48。 

◎蔣坤志（2006），兩岸人蛇集團成因、組織架構及偷渡模式之研究，國立台北大學社會科學學

院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衛民（2007），兩岸是人為造成的制度：以建構主義為本體論的新制度分析，新北市：韋伯。 

◎鄧煌發(1997)，犯罪預防，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鄧煌發(2000)，社區與問題導向警政在犯罪預防策略之實證研究，警察大學學報，第 30 期，

第 1-36頁。 

◎鄧煌發(2012)，犯罪預防理論與實務，台北：洪葉。 

◎鄧煌發、李修安(2012)，犯罪預防，臺北：一品。 

◎鄧煌發、陳淑雲、鍾志宏等(2012)，犯罪預防理論與實務，臺北：洪葉。 

◎鄧磊(1994)，從外勞逾時加班問題談起，中國勞工，第 928期，頁 44至 45。 

◎鄧學仁（2008）。日本人口販運之現狀與防制對策。桃園：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第 44期。 

◎鄭又平(2006)，全球化與國際移民：國家安全角度的分析，發表於政府再造與憲政改革系列

研討會-全球化之下的人權保障｣，台北: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鄭文竹(2012)，警察職權行使之研究，桃園市：中央警察大學。 

◎鄭玉琴(2011)，移民署破獲熊哥賣淫集團，移民月刊，第 16期。 

◎鄭安玲、宋鎮照(2011)，勞動移民政策之政經分析：臺新兩國之比較研究，稻江學報，第 5

卷第 2期。 

◎鄭津津(2008)，我國外籍勞工人權保障問題之研究，月旦法學，第 161期，頁 67-82。  

◎鄭津津(2011)，外籍勞工之政策及人權保障之檢視，監察院第四屆人權保障工作研討會論文

集。 

◎餘國寧(2007)，從國際法觀點析論我國外籍勞工之法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頁 24-90。  

◎黎熙元、陳惠雲、陳國賁(2012)，流動與跨地域認同：香港內地專才移民的生活經驗，香港

社會科學學報第 43期，頁 83-123。 

◎盧映潔(2008)，刑法分則新論，新學林出版，2008 年。 

◎盧倩儀(1999)，從歐盟移民政策決策過程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 

◎盧倩儀（2006），政法學與移民理論，臺灣政治學刊第十卷第二期。 

◎盧倩儀(2007)，發展中的人類安全概念及其在歐盟非法移民問題上之適用，問題與研究，第

46卷，第 4期。 

◎蕭文龍(2009)，多變量分析最佳入門實用書(第二版)：SPSS+LISREL，台北市：碁峰公司。 

◎蕭明欽(2008)，我國防制人口販運法制之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勝芳(2011)，大陸配偶面談政策之研究---以高雄為例，高雄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

文。 

◎蕭博銘(2005)，全球趨勢下對勞動人權影響的政治經濟分析---以我國外籍勞工勞動人權為例，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銘慶(2012)，美國設置國家情報總監對情報組織管理與工作執行的啟示，警學叢刊，第 42

卷第 6期，頁 135-158。 

◎賴械壹、彭鏡琴、吳慧娟(2005)，淺析外國人之基本權及其限制，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

報第 4期，頁 157-189。 

◎賴農惟（2012），憲法與立國精神，第(2)版第 1刷，台北：千華書店。 

◎戴鼎翰(2009)，全球化與勞動販運防制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外事組碩士論

文。 

◎薛學團(2012)，我國防制人口販運政策之研究—以人類安全的觀點，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公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31 

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立功 (2005)，台灣人口販運問題分析，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會訊，第 30期。 

◎謝立功(2001)，國際抗制毒品犯罪之研究-以台灣地區之跨境毒品犯罪為核心，警學叢刊，第

31卷第 6期。 

◎謝立功（2002），兩岸跨境偵查之理論與實務，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謝立功(2002)，淺析中美刑事互助協定及其對防制跨國犯罪之影響，國境警察學報創刊號。 

◎謝立功（2003），中共反偷渡法制之探討，台灣海洋法學報第 2卷，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法

律研究所出版。 

◎謝立功（2003），兩岸洗錢現況與反洗錢法規範之探討---兼論兩岸刑事司法互助，桃園：中

央警察大學。 

◎謝立功(2007)，由國境管理角度論國土安全防護機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成果報告。 

◎謝立功(2007)，我國人口販運防制對策，收錄於臺北市法務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

(十)。 

◎謝立功(2007)，建構打擊犯罪無國界之思維，刑事雙月刊，第 17期。 

◎謝立功(2008)，全球化下台灣人口販運問題現況，法律扶助季刊，第 23期。  

◎謝立功(2008)，兩岸人口販運犯罪問題之研究，展望與探索，第 6卷，第 5 期。 

◎謝立功(2009)，防制人口販運之國際刑法意涵，月旦法學雜誌，第 167期，頁 5-14。 

◎謝立功(2011)，大陸地區人民來臺現況及因應作為，展望與探索第 9卷第 9 期，頁 29-35。 

◎謝立功、孟維德（2003），兩岸入出境管理法治之比較－兼論防杜偷渡之道，桃園：中央警察

大學。 

◎謝立功、邱丞爗（2005），我國移民政策之前瞻規劃，中央警察大學我國入出國與移民法制之

變革與挑戰研討會論文集。 

◎謝立功、邱丞爗(2005)，我國移民政策之檢討，國境警察學報，第 4期。 

◎謝立功、柯雨瑞(2006)，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方向之探討----以外國人收容、救濟為核心，

發表於 2006年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國境執法與移民政策學術研討會。 

◎謝立功、柯雨瑞(2007)，台日兩國人口販運防治對策之比較，發表於 2007年中央警察大學國

境警察學系國土安全、移民與海巡執法學術研討會。 

◎謝立功、柯雨瑞(2007)，試論外國人之收容及救濟法制，警學叢刊 37卷 4期，頁 133至 156。 

◎謝立功、黃翠紋(2005)，大陸與外籍配偶移民政策與法制之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謝立功、楊金滿（2013）。強化移民適應與營造多元文化友善環境。公共治理季刊，1（4）。 

◎謝立功等 (2001)，跨境犯罪偵查之理論與實務務，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謝立功等(2002)，跨境犯罪偵查之理論與實務，中央警察大學。 

◎謝立功等(2004)，建立兩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之作法與協商機制之研究，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委託研究。 

◎謝立功等(2005)，我國移民政策之前瞻規劃，我國入出國與移民法制之變革與挑戰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謝立功等(2006)，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面談機制之研究，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輔助

研究報告。 

◎謝如媛(2007)，刑法第二九六條之一買賣質押人口罪之修正初探，月旦法學雜誌，第 149期。  

◎謝青志(1991)，外籍勞工對勞動市場影響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建國(2013),以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觀點論兩岸防制人口販運犯罪應有作為,收錄於第八屆

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學研討會收錄論文集，頁 295-318。 

◎謝庭晃(2009)，刑法第 296 條之 1立法之批判及其適用疑義，華岡法粹，第 43期。 

◎謝開平(2009)，檢視我國販賣人口刑罰規定之演進，成大法學，第 18期。 

◎謝瑞智(1996)，中華民國憲法精義與立國精神，文笙書局。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32 

◎謝瑞智(1999)，憲法新論，臺北市：文笙書局。  

◎謝瑞智(2005)，憲法概要，文笙書局。 

◎謝瑞智(2009），中華民國憲法，初版，台北市：台灣商務書局。 

◎謝瑞智(2009)，憲法概要，增訂 13版，臺北市：文笙，頁 1-309。 

◎謝瑞智（2010），憲法概要，增訂 14版，台北：文笙書局。 

◎謝瑞智(2011)，國際法概論，初版，臺北巿：台灣商務印書館公司。  

◎謝瑞智、謝世雄（2007），中華民國憲法精義與立國精神，台北市：文笙書局。 

◎謝銘元(2012)，中共發展史，中國大陸研究第 3版，新北市：新文京。 

◎鍾京佑(2010)，後九一一時期美國國土安全政策之探討：戰略的觀點，第六屆恐怖主義與國

家安全學術暨實務研討會。 

◎鍾起岱（1998），從政府再造來談政府管制的改革，臺灣經濟，第 264期。 

◎簡建章(2001)，兩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研究，警學叢刊，第 32卷第 1期。 

◎簡建章（2006），入出國許可基本問題之研究，國境警察學報，第 6期。 

◎藍玉春(2001)，解析歐盟阿姆斯特丹條約，政治科學論叢，第 15期。 

◎藍玉春(2004)，歐盟尼斯條約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3卷，第 4期。 

◎顏敏如(2012)，移民署專勤隊角色定位之研究－以屏東為例，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

究所碩士論文。 

◎魏靜芬(2011)，國際法，初版 1刷，台北：五南，頁 1-266。  

◎羅光智(2007)，從美、日立法例論我國防制人口販運法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羅吉旺(2004)，兩岸司法互助發展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邊子光(1994)，兩岸非法移民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 

◎關宇(2011)，移民人權(含 Q&A與案例探討)，臺北：學儒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蘆部信喜(1997)，李鴻禧譯，憲法，臺北：月旦出版公司。 

◎蘇秀義編著(1989)，新加坡外籍勞工管理暨就業服務考察報告，臺北：職業訓練局，行政院

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叢書，頁 10至 51。 

◎蘇俊雄（1995），國內地區間刑法適用之問題-分裂國家之刑法適用理論，刑事法雜誌 39 卷 5

期。 

◎蘇起(2003)，危險邊緣：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台北：天下遠見。 

◎蘇景輝(2010)，弱勢者人權與社會工作，初版，台北巿：巨流。 

◎蘇群恩(2013)，移民署成立及其移民管制研究探討---以歷史角度探討我國境管沿革，中國文

化大學文學院史學系碩士論文。 

◎蘇嘉宏(2007)，增修中華民國憲法要義，5版，臺北市：台灣東華。 

◎蘇麗嬌(2000)，在台外國人工作及其相關權利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碩士論

文。 

◎顧玉玲、張榮哲(2008)，談台灣當前反人口販運論述的政治弔詭，第二屆國境安全與人口移

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龔文廣(1994)，論我國外籍勞工之聘僱與管理，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術研討會論文。 

◎龔顯宗、王儀君、楊雅惠(2010)，移居-國家與族群，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 

。。。。。。。。。。。。。。。。。。。回目錄>> 

英文參考文獻： 

◎Aldershot, David. Bonner. (2007). Executive Measures, Terror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 : Have the Rules of the Game Changed? Vermont : Ashgate.  

◎Aleinikoff, Thomas. Alexander., Martin, David. A., Motomura, Hiroshi., & Fullerton, 

Maryellen. (2012).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lected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33 

Statutes Regulations and Forms. U.S.: West. 

◎Allison, Charles. R. Comp. (2012). Alien Enemies and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Trading 

With Enemy Act. U.S.A.: Forgotten Books.  

◎Andreas, Peter. (2009). Border Games: Policing the U.S.-Mexico Divide (Cornell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Ankarlo, Darrell. (2010). Illegals: The Unacceptable Cost of America's Failure to 

Control Its Borders. Tennessee: Thomas Nelson.  

◎Apap, Joanna. (2002). The Rights of Immigrant Worke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 

Evaluation of the EU Public Policy Process and the Legal Status of Labor Immigrants 

from Maghreb Countries in the New Receiving States. New York : Springer.  

◎Asekun, Olusegun. (2005). A Handbook for Aliens to Remain Lega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ana: Author House. 

◎Balderrama, Francisco. E., & Rodríguez, Raymond. (2006). Decade of Betrayal : Mexican 

Repatriation in the 1930s. Albuquerque :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Barbieri, William. A. (1998). Ethics of Citizenship: Immigration and Group Rights 

in German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ausum, Ann. (2009). Denied, Detained, Deported : Stories From the Dark Side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Washington, DC : National Geographic.  

◎Benhabib, Seyla. (2004). The Rights of Others: Aliens, Residents, and Citizen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habib, Seyla. (2004). The Rights of Others: Aliens, Residents, and Citize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kman, Alexander. (2012). Deportation, Its Meaning and Menace: Last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America. USA: Forgotten Books.  

◎Berkowitz, Peter. (2005). Terrorism, Laws of War and the Constitution.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Blake, Nicholas., & Hussain, Raza. (2003). Immigration Asylum and Human Right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oemraad, Irene. (2006 ). Becoming a Citizen: Incorporat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Californ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oth, Daniel. (2006). Federalism on Ice: State and Local Enforcement of Federal 

Immigration Law. Michigan : Thomson Gale.  

◎Borjas, G. J(1989)., Economic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3, No. 3. 

◎Borjas, George. J. (Ed.).(2000). Issues in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sniak, Linda. (2008). The Citizen and the Alien: Dilemmas of Contemporary Membership.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swell, Richard. A. ( 2010).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Law.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Bray, Ilona., & Lewis, Loida. Nicolas. (2012). How to Get a Green Card. California : 

Nolo.  

◎Brotherton, David. C., & Kretsedemas, Philip. (Eds.). (2008). Keeping Out the Other: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Toda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ullock, Jane., Haddow, George., & Coppola, Damon. P. (2012). Introduction to Homeland 

Security : Principles of All-Hazards Risk Management . Massachusetts :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34 

Butterworth-Heinemann.  

◎Burn, Jennifer. (2001). The Immigration Kit: a Practical Guide to Australia’s 

Immigration Law. Sydney: The Federation Press. 

◎Butcher, Kristion. F., & Piehl, Anne. Morrison. (2000). The Role of Deportation in 

the Incarceration of Immigrations, pp351-383. In Borjas, George J. Issues in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lhoun, Frederick. S. (1982).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Right to an Education: The 

Case of Illegal Alien Children, Plyler v. Doe. U.S.A.: Educational Research Service.  

◎Cann, Steven. J. (2005). Administrative Law.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Carens, Joseph. H. (2010). Immigrants and the Right to Stay. Massachusetts : MIT Press.  

◎Casablanca, Maria. Isabel., & Bodin, Gloria. Roa. (2010). Immigration Law for 

Paralegals.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Chacon, Justin. Akers., & Davis, Mike. (2006). No One Is Illegal: Fighting Racism 

and State Violence on the U.S.-Mexico Border.Chicago: Haymarket Books.  

◎Chan, Wendy., & Mirchandani, Kiran. (Eds.). (2002). Crimes of Colour : Racialization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Canada.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Cholewinski, Ryszard. I. (1997). Migrant Workers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ir Protection in Countries of Employmen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Aviva. (2007). They Take Our Jobs!: And 20 Other Myths about Immig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Clayton, Gina. (2010). Textbook on Immigration and Asylum Law.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yton, Richard., & Tomlinson, Hugh. (2000).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ates, David., & Siavelis, Peter. (2009). Getting Immigration Right: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Dulles: Potomac Books Inc. 

◎Cohen, Katherine. Benton. (2009). Borderline Americans : Racial Division and Labor 

War in the Arizona Borderlands.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hen, Steve. (2005). Deportation Is Freedom!: The Orwellian World of Immigration 

Controls. Philadelphia: Jessica Kingsley Pub. 

◎Cole, David. (2005). Enemy Aliens: Double Standards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s In 

The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 New Press. 

◎Cole, David., & Dempsey, James. X. (2006). Terrorism and the Constitution: Sacrificing 

Civil Liberties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New Press.  

◎Coleman, Nils. (2009). European Readmission Policy : Third Country Interests and 

Refugee Rights. Boston :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Collins, Donald. E. (1985). Native American Aliens: Disloyalty and the Renunciation 

of Citizenship by Japanese 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I.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Collyer, M.(2006). States of insecurity: Consequences of Saharan transit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No. 31, UK: Centre on Migration Policy and Society (COMPAS), 

University of Oxford. 

◎Cornelisse, Galina. (2010). Immigration Detention and Human Rights : Rethinking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Boston :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Curry, Charles. Forrest. (2012). Alien Land Laws and Alien Rights. U.S.A.: BiblioLife.  

◎Daniels, Roger. (2002).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35 

◎Davis, Howard. (2009). Human Rights Law : Direction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s, Jeffrey. (2008). Justice Across Borders: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U.S. 

Court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wson, Frank. Griffith. (1971).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Tribunals and the Rights 

of Aliens. London: Eurospan.  

◎DeConto, Jesse. James. (2011). Muddled Masses: the Immigration Detention System 

Treats Suspected Illegal Aliens Like Criminals but with Fewer Rights. USA: Reason 

Foundation.  

◎Demissie, Fassil. (Ed.). (2010). African Diaspora and the Metropolis : Reading the 

African, Africa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xperience. New York : Routledge. 

◎Doomernik, Jeroen., & Jandl, Michael. (2008). Modes of Migration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n Europ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Douglas, R. M. (2012). 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Dow, Mark. (2005). American Gulag: Inside U.S. Immigration Prisons. Californ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rori, Israel. (2009). Foreign Workers in Israel : Global Perspectives. Albany : Suny 

Press. 

◎Düvell, F. and Vollmer, B., Improving US and EU Immigration Systems’ Capacity for 

Responding to Global Challenges：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s. 

◎Edwards, Alice., & Ferstman, Carla. (Eds.). (2010). Human Security and Non-citizens : 

Law,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lermann, Antje. (2009). States Against Migrants: Deportation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ragher, John. Mack. (2006). A Great and Noble Scheme: 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Fekete, Liz. (2009). A Suitable Enemy: Racism, Migration and Islamophobia in Europe, 

New York： Pluto Press. 

◎Fernandes, Deepa., & Zinn, Howard. (2007). Targeted: Homeland Security and the 

Business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Fisher, Anne. (1970). Exile of a Race; a History of the Forcible Removal and 

Imprisonment by the Army of the 115, 000 Citizens and Alien Japanese Who Were Living 

on the West. U.S.A.: F&T Publishers.  

◎Foerstel, Herbert. N. (2008). The Patriot Act : a Documentary and Reference Guide. 

Connecticut : Greenwood Press. 

◎Fox, Stephen. (2009). Homeland Insecurity: Aliens, Citizens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in World War II. Bloomington: iuniverse. 

◎Gale Reference Team. (2008). In Action by Foreign National under Torture Victim 

Protection Act against U.S. and its Officers for Removal Plaintiff from U.S. to 

Syria . U.S.A.: Transnational Law Associates. 

◎Gania, Edwin. T. (2006). U.S. Immigration : Step by Step. Illinois : Sphinx Pub. 

◎Garcia, Michael. John. (2010). Immigration: Terrorist Grounds for Exclusion and 

Removal of Aliens. U.S.A : BiblioGov.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of U.S.A. (2011). Illegal Aliens: Opportunities Exist to 

Improve the Expedited Removal Process: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U.S.A :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36 

Books LLC.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2005).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Better 

Data and Controls Are Needed to Assure Consistency with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Long-Term Alien Detention---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Reports & Testimony. USA: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2012).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Better 

Data and Controls Are Needed to Assure Consistency with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Long-Term Alien Detention---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ers. USA: Books LLC. 

◎Genova, Nicholas. (2005). Working the Boundaries: Race, Space, and Illegality in 

Mexican Chicag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Genova, Nicholas., & Peutz, Nathalie. (Eds.). (2010). The Deportation Regime : 

Sovereignty, Space, and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NorthCarolina : Duke University 

Press. 

◎Ghosh, Bimal. (1998). Huddled Masses and Uncertain Shores: Insights into Irregular 

Migration. New York: Springer.  

◎Gibney, Mark. (2010). Global Refugee Crisis : a Reference Handbook. California : 

ABC-CLIO. 

◎Gleeson, Shannon. (2012). Conflicting Commitments: The Politics of Enforcing 

Immigrant Worker Rights in San Jose and Houston. U.S.A.: ILR Press. 

◎Golash-Boza, Tanya. Maria. (2012). Due Process Denied: Detentions and Deport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aming 21st Century Social Issues). New York :Routledge.  

◎Golash-Boza, Tanya. Maria. (2012). Immigration Nation: Raids, Detentions, and 

Deportations in Post-9/11 America. Colorado :Paradigm Pub.  

◎Goldberg, Danny., Goldberg, Victor., Greenwald, Robert., & Garofalo, Janeane. (2003). 

It's a Free Country: Personal Freedom in America After September 11. New York: Nation 

Books. 

◎Government of U.S.A. (2011).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ICE Could Improve Controls to 

Help Guide Alien Removal Decision Making---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ers. 

U.S.A.: Books LLC. 

◎Grose, Howard. Benjamin. (2008). Aliens or Americans? USA: BiblioBazaar.  

◎Grussendorf, Paul., & Oh, Hyang. Suk. (2012). My Trials: Inside America's Deportation 

Factories. USA: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Guild, Elspeth. (2004). Legal Elements of European Identity: EU Citizenship and 

Migration Law.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Gutiérrez, David. D., & Hondagneu-Sotelo, Pierrette. (Eds.). (2009). Nation and 

Migration : Past and Future. Baltimore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afetz, Jonathan. (2011). Habeas Corpus after 9/11: Confronting America's New Global 

Detention System. New York: NYU Press.  

◎Hammar, Tomas. (1990).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 State: Aliens, Denizens, and Citizens 

in a World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K.: Gower.  

◎Hardy, Colleen. E. (2009). The Detention of Unlawful Enemy Combatants During the War 

on Terror. USA: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Henry, Zig. Layton. (1990).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in Western Europe. 

California: Sage. 

◎Hernandez, Kelly. Lytle. (2010). Migra!: A History of the U.S. Border Patrol (American 

Crossroad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iggins, Imelda. (Ed.). (2004). Migration and Asylum Law and Policy in the European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37 

Union : FIDE 2004 National Report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ng, Bill. Ong. (2004). Defining America Through Immigration Poli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olbrook, Ames. (2007). The Deporter : One Agent's Struggle Against the U.S. 

Government's Refusal to Expel Criminal Aliens. New York : Sentinel. 

◎Hull, Elizabeth. (1985). Without Justice For All: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Aliens.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2004).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Y: Simon & Schuster.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1982), Ten Years of Activities -1971-1981 . 

Washington : IACH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0,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1).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1,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2).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2,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3).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3: 

Managing Migration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for People on the Move,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4).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4,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5).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5: Costs 

and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6).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6,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7).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7,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8).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8,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9).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9,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1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0---The 

Future of Migration: Building Capacities for Change,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11).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1,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12).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2, U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13).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3, UN: 

Geneva. 

◎Iranzo, Susana., & Peri, Giovanni. (2011). Migration and Trade in a World of 

Technological Differences : Theory with an Application to Eastern-Western European 

Integration. Indio : Robert Langhorst & Company Booksellers. 

◎Janeiro, Rio. (2001). The Human Rights of Aliens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New York : Springer. 

◎Janis, Eark. W., Kay, Richard. S., & Bradley, Anthony. W. (2008).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Text and Materi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sper, Margaret. C. (2008). The Law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 Oceana.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38 

◎Johnson, Kevin. R. (2004). The Huddled Masses Myth: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Kevin. R. et al.(2009). Understanding Immigration Law. New Jersey : Lexis 

Nexis. 

◎Kahn, Robert. S. (1996). Other People's Blood: U.S. Immigration Prisons In The Reagan 

Decade. USA: Westview Press. 

◎Kalir, Barak. (2010). Latino Migrants in the Jewish State : Undocumented Lives in 

Israel.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Kamto, Maurice. (2006). Second Report on the Expulsion of Aliens (A/CN.4/573). Geneva : 

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Kamto, Maurice. (2007). Third Report on the Expulsion of Aliens(A/CN. 4/581). Geneva：

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Kamto, Maurice. (2009). Expulsion of Aliens---Draft Articles on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Persons Who Have Been or Are Being Expelled, as Restructured by 

the Special Rapporteur, Mr Maurice Kamto, in the Light of the Plenary Debate dur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Sixty-First Session(A/CN. 4/617). Geneva：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Kamto, Maurice. (2009). Fifth Report on the Expulsion of Aliens(A/CN. 4/611). Geneva：

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Kamto, Maurice. (2010). Six Report on the Expulsion of Aliens (A/CN. 4/625). Geneva：

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Kamto, Maurice. (2011). Seventh Report on the Expulsion of Aliens (A/CN. 4/625). 

Geneva：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Kansas, Sidney. (1940). U.S. Immigration, Exclusion, Deportation, and Citizen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York:Matthew Bender Co. 

◎Kanstroom, Daniel. (2007). Deportation Nation : Outsiders in American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nstroom, Daniel. (2010). Deportation Nation: Outsiders in American Histor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nstroom, Daniel. (2012). Aftermath: Deportation Law and the New American Diaspor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rmi, Ghada., & Cotran, Eugene. (Eds.).(1999). The Palestinian Exodus, 1948-1998. 

Reading : Ithaca Press.  

◎Kelly, Tobias. (2011). This Side of Silence: Human Rights, Torture, and the 

Recognition of Cruelty. Pennsylvani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Kershaw, Roger., & Pearsall, Mark. (2004). Immigrants and Aliens: A Guide to Sources 

on UK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Surrey: UK National Archives.  

◎King, Nancy. J., & Hoffmann, Joseph. L. (2011). Habea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ses, Abus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Great Wr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rkin, Larae. (1997). The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Detention and 

Interment of Aliens and Minorities in the Interest of National Security. USA: Edwin 

Mellen.  

◎Laufer, Peter. (2004). Wetback Nation : the Case for Opening the Mexican-American 

Border. Chicago : Ivan R. Dee. 

◎Law, Anna. O. (2011). The Immigration Battle in American Cour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E. S(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Vol. 3, No. 1.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39 

◎Legomsky, Stephen. H. (1999). The Detention of Aliens: Theories, Rules, and Discretion. 

Washington :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Legomsky, Stephen. H. (2005),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Law and Policy.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Letsas, George. (2008). A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vinson, A. (2005). The Regularisation of Unauthorized Migrants: Literature Survey 

and Country Case Studies, COMPAS,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Lewis, Mary. Dewhurst. (2007). The Boundaries of the Republic: Migrant Rights and 

the Limits of Universalism in France, 1918-194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ibrary of Congress of U.S.A. (2003). Clear Law Enforcement for Criminal Alien Removal 

Act of 2003: Clear Act---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Border 

Security, and Claims. U.S.A: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Lillich, Richard. B. (1985). The Human Rights of Alien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U.S.A.: William S Hein & Co.  

◎Lin, Ying-Chun. (2007). Globalization and Sex Trafficking: Changes in Trafficking 

for Sex Exploitation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lavery: 

Unfinished Business. Hull: Hull University. 

◎Lin, Ying-Chun. (2010). Sex Trafficked Women in Taiwan: An Examination of the 

Trafficking Proc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PhD thesis. UK: Newcastle 

University. 

◎Lin, Ying-Chun., & Ku, Yeun-Wen. (2009). Gender Inequality and Social Exclusion: an 

Example of Sex Trafficking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6th EAS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Welfare Restructuring in 

East and West. Sheffield: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Lindall, Taylor. M. (2011). Border Security and the Removal of Illegal Aliens 

(Terrorism, Hot Spots and Conflict-Related Issues). New York: Nova Science.  

◎Loyd, Jenna. M., Mitchelson, Matt., & Burridge, Andrew. (2012). Beyond Walls and Cages: 

Prisons, Borders, and Global Crisis (Geographies of Justic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Luibheid, Eithne. (2002). Entry Denied: Controlling Sexuality at The Border. 

Minnesota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rquardt, Marie. Friedmann., Steigenga, Timothy. J., Williams, Philip. J., & Vasquez, 

Manuel. A. (2011). Living Illegal: The Human Face of Unauthorized Immigration. New 

York: New Press. 

◎Martin, P. L. (2004).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tinuing Immigration Debate. 

Controlling Immigration – A Global Perspective. Ed. Wayne A.Cornelius., et al.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Martinez, Grant. (2011). Indefinite Detention of Immigrant Information: Federal and 

State Overreaching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8 C.F.R. (section) 236.6.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McDonald, William. F. (2009). Immigration, Crime and Justice. Bingley : JAI Press. 

◎Meyers, E. (2004).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Policy: 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NY:PALGRAVE MACMILLAN. 

◎Moloney, Deirdre. M. (2012). National Insecurities: Immigrants and U.S. Deportation 

Policy since 1882. North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40 

◎Nash, K.(2000). Contemporary Polilical Sociology.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 

In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11). Growing Global Mi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vins, Joseph. (2001). Operation Gatekeeper: The Rise of the 'Illegal Alie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U.S.-Mexico Boundary. New York: Routledge. 

◎Newman, Lori. (2006). What Rights Should Illegal Immigrants Have? U.S.A.: Greenhaven.  

◎Ngai, Mae. M. (2004). Impossible Subjects :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gai, Mae. M. (2005).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eppen, Ceri. (2010). Hopes, Needs, Rights & Laws: How Do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Manag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U.S.A.: Crabtree.  

◎Olszewski, Laura. Michalec. (2012). Expansion of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s Criminal Alien Program in the War on Terror. California: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Ovey, Clare., & White, Robin. Jacobs. (2002).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k, John. S.W., & Park, Edward. J.W. (2005). Probationary Americans :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 Shaping of Asian American Communities. New York : 

Routledge. 

◎Passel, Jeffrey S. & Cohn, D’Vera. (2010). U.S. Unauthorized Immigration Flows Are 

Down Sharply Since Mid-Decade, NW: Pew Research Center, pp 1-3. 

◎Pecoud, Antoine., & Guchteneire, P. F. A. (2007). Migration Without Borders: Essays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People. USA: Berghahn Books.  

◎Pratt, Anna. (2006). Securing Borders: Detention and Deportation in Canada. 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ton, William. (1994). Aliens and Dissenters: Federal Suppression of Radicals, 

1903-1933.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ublius, John. (2008). How To Report Immigration Violations. USA: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Qureshi, Asim. (2010). Rules of the Game: Detention, Deportation, Disappea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cht, Charles. ( 2012). American Deportation and Exclusion Laws: A Report. USA: 

Forgotten Books.  

◎Redpath, J.(2007). Bio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R. Cholewinski, R. 

Perruchoud and E. MacDonald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Developing 

Paradigms and Key Challenges, The Hague :Asser Press, pp427-445. 

◎Reitz, J. G. (2004).Canada: Immigr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the Transition to a 

Knowledge Economy. Controlling Immigration – A Global Perspective. Ed. Wayne 

A.Cornelius., et al.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Roberts, Barbara. (1988). Whence They Came : Deportation from Canada, 1900-1935. 

Ottawa :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Roth, A. J. (1999). The Research Paper – Process, Form, and Content. Boston: Thomson 

Wadsworth. 

◎Sarat, Austin., Douglas, Lawrence., & Umphrey, Martha. (2010). Law and the Stranger. 

California: Stanford Law Books.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41 

◎Scaros, Constantinos. E. (2007). Learning about Immigration Law. NewYork : Thomson 

Delmar Learning.  

◎Senate of Congress of United States. (2010). To Amend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to Facilitate the Apprehension, Detention, and Deportation of Criminal Alien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USA: BiblioGov.  

◎Senate of Congress of United States. (2011). Establish Office of Children's Services 

Within Dept. of Justice to Coordinate Government Actions Involving Unaccompanied 

Alien Children. USA: BiblioGov.  

◎Senate of Congress of United States. (2011). Strengthening Interior Enforcement: 

Deport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Join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Border Security. USA: Books LLC. 

◎Sheikh, Iram. (2008). Racializing, Criminalizing, and Silencing 9/11 Deportees, 

pp81-107, in the Brotherton, David. C., & Kretsedemas, Philip. (Eds.). Keeping Out 

the Other---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Today.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heikh, Irum. (2008). Racializing, Criminalizing, and Silencing 9/11 Deportees, pp 

81-102, in Brotherton, David. C., & Kretsedemas, Phiclip. (Eds.). Keeping Out the 

Other: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Toda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hiekh, Irum. ( 2011). Detained without Cause: Muslims' Stories of Detention and 

Deportation in America after 9/11 (Palgrave Studies in Oral History).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Singapore Immigration & Checkpoints Authority(2009). ICA annual report 2009, p65-70. 

◎Siskin, Alison. (2012). Immigration-Related Detention: Current Legislative Issues. 

US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parke, Matthew. (2006). A Neoliberal Nexus： Citizenship,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order. Political Geograph, 25(2), pp151-180. 

◎Stana, Richard. M., & Blume, James. M. (2000). Illegal Aliens: Opportunities Exist 

to Improve the Expedited Removal Process . U.S.A.: Diane Pub Co. 

◎Steiner, Josephine., Woods, Lorna., & Twigg-Flesner, Christian. (2007). EU Law.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wain, Carol. M. (2007). Debating Immig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choupitoulas, Claiborne. (2010). The Deportation Officer Handbook . USA: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 United States. (2012).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dentification of Criminal Aliens in Federal and State Custody 

Eligible for Remova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S.A.: Books LLC.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of Congress of United States. (2010). To Strengthen 

Procedures Regarding Detention and Removal of Aliens. USA: BiblioGov.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of Congress of U.S.A. (2011). 

Alien Gang Removal Act of 2005 by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Border Security, 

and Claims . U.S.A: Ulan Press.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Congress of U.S.A. (2010). Solving the OTM 

Undocumented Alien Problem: Expedited Removal for Apprehensions Along the U.S. 

Border. U.S.A.: BiblioGov.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Congress of U.S.A. (2010). To Amend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to Permit Certain Long-Term Permanent Resident Aliens to Seek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42 

Cancellation of Removal under Such Act, and for Other Purposes. U.S.A: BiblioGov.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Congress of U.S.A. (2010). To Permit Certain Long-Term 

Permanent Resident Aliens to Seek Cancellation of Removal or Waiver of 

Inadmissibility under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and for Other Purposes. 

U.S.A.: BiblioGov.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Congress of U.S.A. (2011). Alien Removals Under 

Operation Predator: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Border Security. 

U.S.A.: Books LLC.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Congress of U.S.A. (2011). To Amend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to Adjust the Status of Aliens with Ties to the U.S. to That 

of an Alien Lawfully Admitted to Permanent---Affecting Removal of Aliens from the 

U.S. U.S.A.: BiblioGov.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Congress of U.S.A. (2011). To Amend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to Bar the Admission, and Facilitate the Removal of Alien 

Terrorists and Their Supporters and Drug Traffickers, and Other Illegal Aliens. 

U.S.A.: BiblioGov.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Congress of U.S.A. (2012). Solving the OTM 

Undocumented Alien Problem: Expedited Removal for Apprehensions along the U.S. 

Border: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conomic. U.S.A.: Books LLC.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Justic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3). The September 

11 Detainees: A Review of the Treatment of Aliens Held on Immigration Charg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eptember 11 . USA: William S Hein & Co .  

◎The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Undocumented Migrants (PICUM)(2013). 

PICUM Submission to the UN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Day of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migration statistics for treaty reporting and migration policies, UN: Geneva, p1. 

◎The Senate of Congress of U.S.A. (2010). An Act to Restore the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s Authority to Detain Dangerous Aliens, to Ensure the Removal of Deportable 

Criminal Aliens, and Combat Alien Gang Crime. U.S.A.: BiblioGov. 

◎The Senate of Congress of U.S.A. (2010). To Authorize the Cancellation of Removal 

and Adjustment of Status of Certain Alien Students Who Are Long-Term United States 

Residents. U.S.A.: BiblioGov.  

◎Tiburcio, Carmen. (2001). The Human Rights of Aliens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New York : Springer. 

◎Tichenor, Daniel. J. (2002). Dividing Lines: 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 in 

America (Princeton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ynbee, Arnold. Joseph. (2010). The Belgian Deportations. USA: Nabu Press.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Office of Field Operations(2010). CBP Private Air 

APIS Guide. Version 2.0. 

◎Uehling, Greta. Lynn. (2004). Beyond Memory : the Crimean Tatars' Deportation and 

Return.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2010). Smuggling of Migrants :A Global Review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cent Publications, pp6-12. 

◎United Nations(2004). Combating Human Trafficking in Asia: A Resourc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Legal Instruments, Political Commitment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United Nations.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43 

◎Varsanyi, Monica. (Ed.). (2010). Taking Local Control: Immigration Policy Activism 

in U.S. Cities and States.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rachnas, John., Boyd, Kim., Bagaric, Mirko., & Dimopoulos, Penny. (2008). Migration 

and Refugee Law: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Austral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ters, William. (2010). Deportation, Expuls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ce of 

Aliens, pp83-94, in the Nicholas De Genova & Nathalie Peutz (Eds.). The Deportation 

Regime---Sovereignty, Space, and Freedom of Movement.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Weissbrodt, David. (2005). Immigration Law and Procedure in a Nutshell. Minnesota : 

Thomson/West.  

◎Weissbrodt, David. S. (2008). The Human Rights of Non-Citize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issbrodt, David., & Danielson, Laura. (2005). Immigration Law and Procedure. U.S.: 

Thomson West. 

◎Welch, Michael. (2002). Detained: Immigration Laws and the Expanding I.N.S. Jail 

Complex.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elch, Michael. (2005). Quiet Constructions in the War on Terror: Subjecting Asylum 

Seekers to Unnecessary Detention. USA: Thomson Gale. 

◎Wheeler, Rachel. Sabates., & Feldman, Rayah. (2011). Migr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Claiming Social Rights Beyond Borde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Wilborn, Derrick. R. (2006). USCS Court Rule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ited 

States Tax Court, Military Courts, Rail Reorganization Court, Veterans Claims Court, 

Alien Terrorist Removal Court,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 New Jersey: 

LexisNexis. 

◎Wilsher, Daniel. (2011). Immigration Detention: Law, History,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rthington, Andy. ( 2007). The Guantanamo Files: The Stories of the 774 Detainees 

in America's Illegal Prison . Ann Arbor: Pluto Press.  

◎Yates, Megan. A. (2011). Immigrants and Illegal Aliens: Removal, Deterrence and 

Detention Issues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Issue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 Inc. 

。。。。。。。。。。。。。。。。。。。回目錄>> 

網路參考文獻 

◎Archibold, Randal C. (2010). Arizona Enacts Stringent Law on Immigration, 2010.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0/04/24/us/politics/24immig.html. 

◎BBC 中文網（2012），美非法移民數量下降，亞裔移民增多，retrieved 02/02, 2014, from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2PRMLzbAlwJ:www.bbc.co.u

k/zhongwen/trad/world/2012/12/121206_us_census_immigration.shtml+&cd=7&hl=zh-T

W&ct=clnk&gl=tw。 

◎BBC 中文網（2012），美國境內非法移民人數達 1,150 萬，retrieved 02/02, 2014, from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rolling_news/2012/03/120324_rolling_us_ille

gals.shtml 

◎Bloomberg(2013). “The Madness of U.S. Immigration Policy, Continued”, September 

26, 2013,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0/04/24/us/politics/24immig.html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2PRMLzbAlwJ: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12/121206_us_census_immigration.shtml+&cd=7&hl=zh-TW&ct=clnk&gl=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2PRMLzbAlwJ: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12/121206_us_census_immigration.shtml+&cd=7&hl=zh-TW&ct=clnk&gl=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2PRMLzbAlwJ: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12/121206_us_census_immigration.shtml+&cd=7&hl=zh-TW&ct=clnk&gl=tw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rolling_news/2012/03/120324_rolling_us_illegals.shtml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rolling_news/2012/03/120324_rolling_us_illegals.shtml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44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9-26/the-madness-of-u-s-immigration-policy

-continued.html 

◎CBS News(2010). Number of Illegal Immigrants Plunges by 1M: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Reports Sharp Drop in Undocumented Population, Renewing Divisive Debate,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10/02/11/national/main6197466.shtml. 

◎Chehade, Alonso. (2010). ICE Upgrade: Dismissing 17,000 Unjust Removal Proceedings.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immigration.change.org/blog/view/ice_upgrade_dismissing_17000_unjust_re

moval_proceedings. 

◎Dream Act of 2009 © 2009 at Homestead(2013), Dream Act2013 , retrieved 03/01, 2014, 

from http://www.dreamact2009.org/ 

◎Foley, Elise. (2010). ICE Halts Some Deportation Proceedings.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washingtonindependent.com/95926/ice-halts-some-deportation-proceedings.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2010).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4, 2010.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www.mha.gov.sg/basic_content.aspx?pageid=81. 

◎Naik, Abhijit. (2010). Illegal Immigration Statistics,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www.buzzle.com/articles/illegal-immigration-statistics.html. 

◎Novosti, RIA. (2010). Russia reports 4 mln illegal migrant workers,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en.rian.ru/russia/20100908/160519155.html. 

◎Passel, Jeffrey S. & Cohn, D’Vera. (2010). U.S. Unauthorized Immigration Flows Are 

Down Sharply Since Mid-Decade, NW: Pew Research Center, pp 1-3. 

◎Preston, Julia. (2010). Immigration Agency Ends Some Deportations.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0/08/27/us/27immig.html?_r=1. 

◎Restrepo, Marcos. (2010). New ICE rules stop deportation of immigrants trying to gain 

legal status (Corrected).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floridaindependent.com/6677/new-ice-rules-stop-deportation-of-immigrant

s-trying-to-gain-legal-status. 

◎Reuters, U.N(2010). Warns states on illegal immigrant rights,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68T2OT20100930. 

◎Simanski, John F. & Sapp, Lesley M.(2013).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ction: 2012,”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ecember, 2013 , from ＜

http://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ois_enforcement_ar_2012_0.

pdf＞。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2010).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statutes.agc.gov.sg/non_version/html/homepage.html.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03)，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04)，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05)，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06)，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07)，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08)，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09)，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10)，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11)，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12)，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9-26/the-madness-of-u-s-immigration-policy-continued.html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9-26/the-madness-of-u-s-immigration-policy-continued.html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10/02/11/national/main6197466.shtml
http://immigration.change.org/blog/view/ice_upgrade_dismissing_17000_unjust_removal_proceedings
http://immigration.change.org/blog/view/ice_upgrade_dismissing_17000_unjust_removal_proceedings
http://www.dreamact2009.org/
http://washingtonindependent.com/95926/ice-halts-some-deportation-proceedings
http://www.mha.gov.sg/basic_content.aspx?pageid=81
http://www.buzzle.com/articles/illegal-immigration-statistics.html
http://en.rian.ru/russia/20100908/160519155.html
http://www.nytimes.com/2010/08/27/us/27immig.html?_r=1
http://floridaindependent.com/6677/new-ice-rules-stop-deportation-of-immigrants-trying-to-gain-legal-status
http://floridaindependent.com/6677/new-ice-rules-stop-deportation-of-immigrants-trying-to-gain-legal-statu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68T2OT20100930
http://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ois_enforcement_ar_2012_0.pdf
http://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ois_enforcement_ar_2012_0.pdf
http://statutes.agc.gov.sg/non_version/html/homepage.html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45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13)，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S-Link電子六法全書(2014)，完整六法，https://www.6laws.net/。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10).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esa.un.org/migration/p2k0data.asp. 

◎US State Department(2003).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03 , from 

http://www.state.gov/. 

◎US State Department(2004).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04 , from 

http://www.state.gov/. 

◎US State Department(2005).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05 , from 

http://www.state.gov/. 

◎US State Department(2006).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06 , from 

http://www.state.gov/. 

◎US State Department(2007).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07 , from 

http://www.state.gov/. 

◎US State Department(2008).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08 , from 

http://www.state.gov/. 

◎US State Department(2009).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09 , from 

http://www.state.gov/.  

◎US State Department(2010).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10, retrieved 11/04, 2010, 

from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10/142744.htm.  

◎US State Department(2011).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11 , from 

http://www.state.gov/. 

◎US State Department(2012).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12 , from 

http://www.state.gov/. 

◎Watanabe, Teresa. (2010). Illegal immigrant numbers plunge, 2010.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0/feb/11/local/la-me-immig11-2010feb11。 

◎Wikipedia(2010). irregular migrant population , retrieved 11/01, 2010,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Illegal_immigration. 

◎大紀元(2013)，美國遣返有犯罪紀錄移民 5年增 89%，2013年 11月 5日, fro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11/5/n4002957.htm。 

◎大智人力（2013），外勞行蹤不明人數破 4萬人大關，越政府提懲罰防堵措施，勞委會肯定，

retrieved 02/22, 2014, from 

http://www.dart-wits.com.tw/_chinese/06_latestnews/02_newsdetail.aspx?NID=170 

◎大智人力（2013），法令不具嚇阻效果，外勞逃逸毫無忌憚，行蹤不明人數破 4萬，社會治安

隱憂，retrieved 02/25, 2014, from 

http://www.dart-wits.com.tw/_chinese/06_latestnews/02_newsdetail.aspx?NID=163 

◎中工網工人日報(2012)。非法移民---“難念的經” 。 

(http://news.163.com/12/0525/02/82AKFC7600014AEE.html) (2014/04/14)。 

◎中國公安出入境管理系統示意圖(2008)，上網瀏覽時間：2014年 2月 15日，

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165/1291517.html。 

◎中國新聞網(2014)，美國參議院提議移民改革為保通關可延後實施，2014年 2月 10日, from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2-10/5816123.shtml。 

◎中華民國總統府(2013)，全民焦點---兩岸和解－風險極小化、機會極大化，瀏覽日期：102

年 3月 4日，網址：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103&rmid=2780&itemid=26540。 

◎內政部(2012)，難民法草案，(http://www.moi.gov.tw/chi/chi_Act/Act_detail.aspx?sn=2 

http://www.6law.idv.tw/
http://www.6law.idv.tw/
http://esa.un.org/migration/p2k0data.asp
http://www.state.gov/
http://www.state.gov/
http://www.state.gov/
http://www.state.gov/
http://www.state.gov/
http://www.state.gov/
http://www.state.gov/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10/142744.htm
http://www.state.gov/
http://www.state.gov/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0/feb/11/local/la-me-immig11-2010feb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Illegal_immigration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11/5/n4002957.htm
http://www.dart-wits.com.tw/_chinese/06_latestnews/02_newsdetail.aspx?NID=170
http://www.dart-wits.com.tw/_chinese/06_latestnews/02_newsdetail.aspx?NID=163
http://news.163.com/12/0525/02/82AKFC7600014AEE.html
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165/1291517.html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2-10/5816123.shtml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103&rmid=2780&itemid=26540
http://www.moi.gov.tw/chi/chi_Act/Act_detail.aspx?sn=2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46 

)(2014/02/16).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12)，如何澈底解決行蹤不明外勞之問題?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148449&ctNode=32862&mp=soc)(2014/

04/14)。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專勤事務大隊(2013)，移民署長謝立功關懷外籍漁工工作生活，上網

瀏覽時間：2014年 3月 27日，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41011&ctNode=34815&mp=mobmp1。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2008)，中國公安出入境管理機構設置與職責分工，上網瀏覽時間：2014

年 2月 15日，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165/1291532.html。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2013)，31個城市允許符合條件的大陸居民異地提交大陸居民往來臺灣

通行證及簽注申請，上網瀏覽時間：2014年 2月 15日，

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211/n84288/n398967/3942574.html。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2013)，大陸居民可在居住地提交換發補發大陸居民往來臺灣通行證以

及再次赴台相同種類簽注的申請，上網瀏覽時間：2014年 2月 15日，

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211/n84288/n398967/3942618.html。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2014)，增加赴台探親多次簽注，進一步為大陸居民赴台探親提供便利，

上網瀏覽時間：2014年 3月 25日，

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196/4009433.html。 

◎台北歌德學院(2011)，歐洲移民潮的新動向，2011 年 11月, from 

http://www.goethe.de/ins/cn/tai/ges/pok/cn8368613.htm。 

◎石剛，全球非法移民問題綜述（2010）. 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19740&cid=16。 

◎安全管理網(2010)，安全管理之定義，上網瀏覽時間：2013年 8月 12日，

http://www.safehoo.com/Manage/Theory/201003/40388.shtml。 

◎呂苡榕（2011），元旦慶融合，孤軍後裔仍流浪，retrieved 02/22, 2014, from 

https://groups.google.com/d/topic/yotu/tEX7zGxrBeE。 

◎李明峻（2006），針對特定對象的人權條約，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34期，

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34/34-08.pdf。 

◎李雲陽(2010)，臺灣當前外勞政策之盲點，

(http://www.maar.org.tw/maa-4_view.php?vid=18)(2014/04/15)。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2013)，外勞組工會，謝立功赴南方澳參訪，上網瀏覽時間：2014年

3月 26日，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471644。 

◎梁勇律師事務所(2013)，波城爆炸案移民改革延遲，2013年 4月 16日, from 

http://www.lianglaw.com/illegal-immigrant-reform/illegal-immigrant-plan-update

.htm。 

◎陳瑞榆、杜旻霏(2013)，620 世界難民日，我要活下去，給我難民法，

(https://www.tahr.org.tw/node/1246)(2014/04/15)。 

◎蔡明彥(2010)，美國土安全部近公佈四年期國土安全檢討報告之研析，台北：遠景基金會網

站，

http://www.pf.org.tw/8080/FCKM/inter/research/report_detail.jsp?report_id=8437 

◎謝立功（2010），境外過濾及國際情資交流精實國境人流管理，retrieved 11/02, 2010, from 

http://www.nownews.com/2010/04/30/301-2597676.htm。 

◎謝立功，臺灣人口販運問題分析，上網瀏覽時間：2014 年 3月 27日，

http://www.pra.cpu.edu.tw/paper/3/8/pdf。 

◎蘋果日報(2014)，2317位中國人行蹤不明，台聯：國安危機，上網瀏覽時間：2014年 3月 14

日，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14/360040/。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148449&ctNode=32862&mp=soc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41011&ctNode=34815&mp=mobmp1
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165/1291532.html
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211/n84288/n398967/3942574.html
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211/n84288/n398967/3942618.html
http://www.mps.gov.cn/n16/n84147/n84196/4009433.html
http://www.goethe.de/ins/cn/tai/ges/pok/cn8368613.htm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19740&cid=16
http://www.safehoo.com/Manage/Theory/201003/40388.shtml
https://groups.google.com/d/topic/yotu/tEX7zGxrBeE
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34/34-08.pdf
http://www.maar.org.tw/maa-4_view.php?vid=18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471644
http://www.lianglaw.com/illegal-immigrant-reform/illegal-immigrant-plan-update.htm
http://www.lianglaw.com/illegal-immigrant-reform/illegal-immigrant-plan-update.htm
http://www.pf.org.tw/8080/FCKM/inter/research/report_detail.jsp?report_id=8437
http://www.nownews.com/2010/04/30/301-2597676.htm
http://www.pra.cpu.edu.tw/paper/3/8/pdf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14/360040/


〈〈不正常人口移動防制對策之研究〉〉  47 

 

其他參考文獻：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11)，入出國自動查驗通關系統使用簡介。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