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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揮彥 

ゆ摘要よ 

釋宴第 709號首次援引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1條第 1項

的る適當住房權れ，並將其視為得作為限制駒住自衣及財產權的法律依據を

此號解釋為大法官首次針對非憲法所保障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權利予以討論，其重要性可見一斑を然而，此解釋卻與國際人權機構之解釋

及其他締約國實踐間出現顯著差異，甚至可能影響我國對此權利之實施，導

致違反公約義務的結果を本文之研究目的在釋宴第 709 號對適當住房權首

次適用的背景下，自國際人權法探討適當住房權的規範性質及義務內涵，並

探究此權利在我國司法體系實施的狀況是否符合其規範目的，包括是否受釋

宴第 709號之影響，以及在適用上所呈現之問題為何を據此，本文第貳章將

探討國際法中住房權的形成背景及適當住房權的規範要素及國家義務內涵，

第參章將探究此權利的可司法性及在其他國家的司法及司法以外的實踐狀

況を在完整地瞭解此權利的規範內涵及實踐狀況後，本文在第肆章將探究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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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住房權規範在我國國內法律制度中的規範依據，Ε析釋宴第 709 號對適

當住房權的認識與前二章所釐清的國際規範與實踐間是否一致，並觀察我國

司法制度中關於適當住房權之案件對於此權利的解釋與適用是否正確，最後

在第伍章做出本文之結論，針對適當住房權在我國司法制度的實踐狀況做出

觀察を 

關鍵宴：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適當住房權、居住自由、生延權、

強迫驅離、釋宴第 7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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