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簽訂日期：民國 50 年 04 月 18 日 

 
本公約各當事國：

鑑於各國人民自古即已確認外交代表之地位，

察及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中有各國主權平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以及促進國際間友好關係等項，

深信關於外交往來，特權及豁免國際公約當能有助於各國間友好關係之發

展，此項關係對於各國憲政及社會制度之差異，在所不問，

確認此等特權與豁免之目的不在於給予個人以利益而在於確保代表國家之

使館能有效執行職務，

重申凡未經本公約明文規定之問題應繼續適用國際習慣法之規例，爰議定

條款如下：

 

第一條  就適用本公約而言，下列名稱之意義，應依下列規定：

    （甲）稱「使館館長」者，謂派遣國責成擔任此項職位之人；

    （乙）稱「使館人員」者，謂使館館長及使館職員；

    （丙）稱「使館職員」者，謂使館外交職員，行政及技術職員，及事

          務職員；

    （丁）稱「外交職員」者，謂具有外交官級位之使館職員；

    （戊）稱「外交代表」者，謂使館館長或使館外交職員；

    （己）稱「行政及技術職員」者，謂承辦使館行政及技術事務之使館

          職員；

    （庚）稱「事務職員」者，謂為使館僕役之使館職員；

    （辛）稱「私人僕役」者，謂充使館人員傭僕而非為派遣國雇用之人

          ；

    （壬）稱「使館館舍」者，謂供使館使用及供使館館長寓邸之用之建

          築物或建築物之各部分，以及其所附之土地，至所有權誰屬，

          則在所不問。

第二條  國與國間外交關係及常設使館之建立，以協議為之。

第三條  一、除其他事項外，使館之職務如下：

        （甲）在接受國中代表派遣國；

        （乙）於國際法許可之限度內，在接受國中保護派遣國及其國民

              之利益；

        （丙）與接受國政府辦理交涉；

        （丁）以一切合法手段調查接受國之狀況及發展情形，向派遣國

              政府具報；

        （戊）促進派遣國與接受國間之友好關係，及發展兩國間之經濟

              、文化與科學關係。

        二、本公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禁止使館執行領事職務。

第四條  一、派遣國對於擬派駐接受國之使館館長人選務須查明其確已獲

            得接受國之同意。

        二、接受國無須向派遣國說明不予同意之理由。

第五條  一、派遣國向有關接受國妥為通知後，得酌派任一使館館長或外

            交職員兼駐一個以上國家，但任何接受國明示反對者，不在

            此限。



        二、派遣國委派使館館長兼駐另一國或數國者，得在該館長不常

            川駐節之國內，設立以臨時代辦為館長之使館。

        三、使館館長或使館任何外交職員得兼任派遣國駐國際組織之代

            表。

第六條  兩個以上國家得合派同一人為駐另一國之使館館長，但接受國表

        示反對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除第五條，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另有規定外，派遣國得自

        由委派使館職員。關於陸，海，空軍武官，接受國得要求先行提

        名，徵求該國同意。

第八條  一、使館外交職員原則上應屬派遣國國籍。

        二、委派屬接受國國籍之人為使館外交職員，非經接受國同意，

            不得為之；此項同意得隨時撤銷之。

        三、接受國對於第三國國民之亦非為派遣國國民者，得保留同樣

            之權利。

第九條  一、接受國得隨時不具解釋通知派遣國宣告使館館長或使館任何

            外交職員為不受歡迎人員或使館任何其他職員為不能接受。

            遇此情形，派遣國應斟酌情況召回該員或終止其在使館中之

            職務。任何人員得於其到達接受國國境前，被宣告為不受歡

            迎或不能接受。

        二、如派遣國拒絕或不在相當期間內履行其依本條第一項規定所

            負義務，接受國得拒絕承認該員為使館人員。

第十條  一、下列事項應通知接受國外交部或另經商定之其他部：

        （甲）使館人員之委派，其到達及最後離境或其在使館中職務之

              終止；

        （乙）使館人員家屬到達及最後離境；遇有任何人成為或不復為

              使館人員家屬時，亦宜酌量通知；

        （丙）本項（甲）款所稱人員雇用之私人僕役到達及最後離境；

              遇有私人僕役不復受此等人員雇用時，亦宜酌量通知；

        （丁）雇用居留接受國之人為使館人員或為得享特權與豁免之私

              人僕役時，其雇用與解雇。

          二、到達及最後離境，於可能範圍內，亦應事先通知。

第十一條  一、關於使館之構成人數如另無協議，接受國得酌量本國環境

              與情況及特定使館之需要，要求使館構成人數不超過該國

              認為合理及正常之限度。

          二、接受國亦得在同樣範圍內並在無差別待遇之基礎上，拒絕

              接受某一類之官員。

第十二條  派遣國非經接受國事先明示同意，不得在使館本身所在地以外

          之地點設立辦事處，作為使館之一部分。

第十三條  一、使館館長依照接受國應予劃一適用之通行慣例。在呈遞國

              書後或在向接受國外交部或另經商定之其他部通知到達並

              將所奉國書正式副本送交後，即視為已在接受國內開始執

              行職務。

          二、呈遞國書或遞送國書正式副本之次第依使館館長到達之日

              期及時間先後定之。

第十四條  一、使館館長分為如下三級：

          （甲）向國家元首派遣之大使或教廷大使，及其他同等級位之

                使館館長；

          （乙）向國家元首派遣之使節，公使及教廷公使；



          （丙）向外交部長派遣之代辦。

          二、除關於優先地位及禮儀之事項外，各使館館長不應因其所

              屬等級而有任何差別。

第十五條  使館館長所屬之等級應由關係國家商定之。

第十六條  一、使館館長在其各別等級中之優先地位應按照其依第十三條

              規定開始執行職務之日期及時間先後定之。

          二、使館館長之國書如有變更而對其所屬等級並無更動時，其

              優先地位不受影響。

          三、本條規定不妨礙接受國所採行關於教廷代表優先地位之任

              何辦法。

第十七條  使館外交職員之優先順序應由使館館長通知外交部或另經商定

          之其他部。

第十八條  各國接待使館館長，對於同一等級之館長應適用劃一程序。

第十九條  一、使館館長缺位或不能執行職務時，應由臨時代辦暫代使館

              館長。臨時代辦姓名應由使館館長通知接受國外交部或另

              經商定之其他部；如館長不能通知時，則由派遣國外交部

              通知之。

          二、使館如在接受國內並無外交職員時，派遣國得於徵得接受

              國同意後，指派行政或技術職員一人，主持使館日常行政

              事務。

第二十條  使館及其館長有權在使館館舍，及在使館館長寓邸與交通工具

          上使用派遣國之國旗與國徽。

第二十一條  一、接受國應便利派遣國依照接受國法律在其境內置備派遣

                國使館所需之館舍，或協助派遣國以其他方法獲得房舍

                。

            二、接受國遇必要時，並應協助使館為其人員獲得適當之房

                舍。

第二十二條  一、使館館舍不得侵犯。接受國官吏非經使館館長許可，不

                得進入使館館舍。

            二、接受國負有特殊責任，採取一切適當步驟保護使館館舍

                免受侵入或損害，並防止一切擾亂使館安寧或有損使館

                尊嚴之情事。

            三、使館館舍及設備，以及館舍內其他財產與使館交通工具

                免受搜查、徵用、扣押或強制執行。

第二十三條  一、派遣國及使館館長對於使館所有或租賃之館舍，概免繳

                納國家、區域或地方性捐稅，但其為對供給特定服務應

                納之費者不在此列。

            二、本條所稱之免稅，對於與派遣國或使館館長訂立承辦契

                約者依接受國法律應納之捐稅不適用之。

第二十四條  使館檔案及文件無論何時，亦不論位於何處，均屬不得侵犯

            。

第二十五條  接受國應給予使館執行職務之充分便利。

第二十六條  除接受國為國家安全設定禁止或限制進入區域另訂法律規章

            外，接受國應確保所有使館人員在其境內行動及旅行之自由

            。

第二十七條  一、接受國應允許使館為一切公務目的自由通訊，並予保護

                。使館與派遣國政府及無論何處之該國其他使館及領事

                館通訊時，得採用一切適當方法，包括外交信差及明密



                碼電信在內。但使館非經接受國同意，不得裝置並使用

                無線電發報機。

            二、使館之來往公文不得侵犯。來往公文指有關使館及其職

                務之一切來往文件。

            三、外交郵袋不得予以開拆或扣留。

            四、構成外交郵袋之包裹須附有可資識別之外部標記，以裝

                載外交文件或公務用品為限。

            五、外交信差應持有官方文件，載明其身分及構成郵袋之包

                裹件數；其於執行職務時，應受接受國保護。外交信差

                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權，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

            六、派遣國或使館得派特別外交信差。遇此情形，本條第五

                項之規定亦應適用，但特別信差將其所負責攜帶之外交

                郵袋送交收件人後，即不復享有該項所稱之豁免。

            七、外交郵袋得托交預定在准許入境地點降落之商營飛機機

                長轉遞。機長應持有官方文件載明構成郵袋之郵包件數

                ，但機長不得視為外交信差。使館得派館員一人徑向飛

                機機長自由取得外交郵袋。

第二十八條  使館辦理公務所收之規費及手續費免徵一切捐稅。

第二十九條  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外交代表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

            禁。接受國對外交代表應特示尊重，並應採取一切適當步驟

            以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嚴受有任何侵犯。

第三十條  一、外交代表之私人寓所一如使館館舍應享有同樣之不得侵犯

              權及保護。

          二、外交代表之文書及信件同樣享有不得侵犯權；其財產除第

              三十一條第三項另有規定外，亦同。

第三十一條  一、外交代表對接受國之刑事管轄享有豁免。除下列案件外

                ，外交代表對接受國之民事及行政管轄亦享有豁免：

            （甲）關於接受國境內私有不動產之物權訴訟，但其代表派

                  遣國為使館用途置有之不動產不在此列；

            （乙）關於外交代表以私人身分並不代表派遣國而為遺囑執

                  行人、遺產管理人、繼承人或受遺贈人之繼承事件之

                  訴訟；

            （丙）關於外交代表於接受國內在公務範圍以外所從事之專

                  業或商務活動之訴訟。

            二、外交代表無以證人身分作證之義務。

            三、對外交代表不得為執行之處分，但關於本條第一項（甲

                ）、（乙）、（丙）各款所列之案件，而執行處分復無

                損於其人身或寓所之不得侵犯權者，不在此限。

            四、外交代表不因其對接受國管轄所享之豁免而免除其受派

                遣國之管轄。

第三十二條  一、外交代表及依第三十七條享有豁免之人對管轄之豁免得

                由派遣國拋棄之。

            二、豁免之拋棄，概須明示。

            三、外交代表或依第三十七條享有管轄之豁免之人如主動提

                起訴訟即不得對與主訴直接相關之反訴主張管轄之豁免

                。

            四、在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上管轄豁免之拋棄，不得視為對

                判決執行之豁免亦默示拋棄，後項拋棄須分別為之。



第三十三條  一、除本條第三項另有規定外，外交代表就其對派遣國所為

                之服務而言，應免適用接受國施行之社會保險辦法。

            二、專受外交代表雇用之私人僕役亦應享有本條第一項所規

                定之豁免，但以符合下列條件為限：

            （甲）非接受國國民且不在該國永久居留者；

            （乙）受有派遣國或第三國之社會保險辦法保護者。

            三、外交代表如其所雇人員不得享受本條第二項所規定之豁

                免，應履行接受國社會保險辦法對雇主所規定之義務。

            四、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規定之豁免不妨礙對於接受國社

                會保險制度之自願參加，但以接受國許可參加為限。

            五、本條規定不影響前此所訂關於社會保險之雙邊或多邊協

                定，亦不禁止此類協定之於將來議訂。

第三十四條  外交代表免納一切對人或對物課徵之國家、區域、或地方性

            捐稅，但下列各項，不在此列：

        （甲）通常計入商品或勞務價格內之間接稅；

        （乙）對於接受國境內私有不動產課徵之捐稅，但其代表派遣國

              為使館用途而置有之不動產，不在此列；

        （丙）接受國課徵之遺產稅、遺產取得稅或繼承稅，但以不抵觸

              第三十九條第四項之規定為限；

        （丁）對於自接受國內獲致之私人所得課徵之捐稅，以及對於在

              接受國內商務事業上所為投資課徵之資本稅；

        （戊）為供給特定服務所收費用；

        （己）關於不動產之登記費、法院手續費或記錄費、抵押稅及印

              花稅；但第二十三條另有規定者，不在此列。

第三十五條  接受國對外交代表應免除一切個人勞務及所有各種公共服務

            ，並應免除關於徵用、軍事募捐及屯宿等之軍事義務。

第三十六條  一、接受國應依本國製定之法律規章，准許下列物品入境，

                並免除一切關稅及貯存、運送及類似服務費用以外之一

                切其他課徵：

            （甲）使館公務用品；

            （乙）外交代表或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之私人用品，包

                  括供其定居之用之物品在內。

            二、外交代表私人行李免受查驗，但有重大理由推定其中裝

                有不在本條第一項所稱免稅之列之物品，或接受國法律

                禁止進出口或有檢疫條例加以管制之物品者，不在此限

                。遇此情形，查驗須有外交代表或其授權代理人在場，

                方得為之。

第三十七條  一、外交代表之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如非接受國國民

                ，應享有第二十九條至三十六條所規定之特權與豁免。

            二、使館行政與技術職員暨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如非

                接受國國民且不在該國永久居留者，均享有第二十九條

                至第三十五條所規定之特權與豁免，但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所規定對接受國民事及行政管轄之豁免不適用於執行

                職務範圍以外之行為。關於最初定居時所輸入之物品，

                此等人員亦享有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所規定之特權。

            三、使館事務職員如非接受國國民且不在該國永久居留者，

                就其執行公務之行為享有豁免，其受雇所得酬報免納捐

                稅，並享有第三十三條所載之豁免。



            四、使館人員之私人僕役如非接受國國民且不在該國永久居

                留者，其受雇所得酬報免納捐稅。在其他方面，此等人

                員僅得在接受國許可範圍內享有特權與豁免。但接受國

                對此等人員所施之管轄應妥為行使，以免對使館職務之

                執行有不當之妨礙。

第三十八條  一、除接受國特許享受其他特權及豁免外，外交代表為接受

                國國民或在該國永久居留者，僅就其執行職務之公務行

                為，享有管轄之豁免及不得侵犯權。

            二、其他使館館員及私人僕役為接受國國民或在該國永久居

                留者僅得在接受國許可之範圍內享有特權與豁免。但接

                受國對此等人員所施之管轄應妥為行使，以免對使館職

                務之執行有不當之妨礙。

第三十九條  一、凡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之人，自其進入接受國國境前往

                就任之時起享有此項特權與豁免，其已在該國境內者，

                自其委派通知外交部或另經商定之其他部之時開始享有

                。

            二、享有特權與豁免人員之職務如已終止，此項特權與豁免

                通常於該員離境之時或聽任其離境之合理期限終了之時

                停止，縱有武裝衝突情事，亦應繼續有效至該時為止。

                但關於其以使館人員資格執行職務之行為，豁免應始終

                有效。

            三、遇使館人員死亡，其家屬應繼續享有應享之特權與豁免

                ，至聽任其離境之合理期間終了之時為止。

            四、遇非為接受國國民且不在該國永久居留之使館人員或與

                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死亡，接受國應許可亡故者之動

                產移送出國，但任何財產如係在接受國內取得而在當事

                人死亡時禁止出口者，不在此列。動產之在接受國純係

                因亡故者為使館人員或其家屬而在接受國境內所致者，

                應不課徵遺產稅、遺產取得稅及繼承稅。

第四十條  一、遇外交代表前往就任或返任或返回本國，道經第三國國境

              或在該國境內，而該國曾發給所需之護照簽證時，第三國

              應給予不得侵犯權及確保其過境或返回所必須之其他豁免

              。享有外交特權或豁免之家屬與外交代表同行時，或單獨

              旅行前往會聚或返回本國時，本項規定同樣適用。

          二、遇有類似本條第一項所述之情形，第三國不得阻礙使館之

              行政與技術或事務職員及其家屬經過該國國境。

          三、第三國對於過境之來往公文及其他公務通訊，包括明密碼

              電信在內，應一如接受國給予同樣之自由及保護。第三國

              於已發給所需護照簽證之外交信差及外交郵袋過境時，應

              比照接受國所負之義務，給予同樣之不得侵犯權及保護。

          四、第三國依本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所負之義務，

              對於各該項內分別述及之人員與公務通訊及外交郵袋之因

              不可抗力而在第三國境內者，亦適用之。

第四十一條  一、在不妨礙外交特權與豁免之情形下，凡享有此項特權與

                豁免之人員，均負有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之義務。此等

                人員並負有不干涉該國內政之義務。

            二、使館承派遣國之命與接受國洽商公務，概應逕與或經由

                接受國外交部或另經商定之其他部辦理。



            三、使館館舍不得充作與本公約或一般國際法之其他規則、

                或派遣國與接受國間有效之特別協定所規定之使館職務

                不相符合之用途。

第四十二條  外交代表不應在接受國內為私人利益從事任何專業或商業活

            動。

第四十三條  除其他情形外，外交代表之職務遇有下列情事之一即告終了

            ：

        （甲）派遣國通知接受國謂外交代表職務業已終了；

        （乙）接受國通知派遣國謂依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該國拒絕承認

              該外交代表為使館人員。

第四十四條  接受國對於非為接受國國民之享有特權與豁免人員，以及此

            等人員之家屬，不論其國籍為何，務須給予便利使能儘早離

            境，縱有武裝衝突情事，亦應如此辦理。遇必要時，接受國

            尤須供給其本人及財產所需之交通運輸工具。

第四十五條  遇兩國斷絕外交關係，或遇使館長期或暫時撤退時：

        （甲）接受國務應尊重並保護使館館舍以及使館財產與檔案，縱

              有武裝衝突情事，亦應如此辦理；

        （乙）派遣國得將使館館舍以及使館財產與檔案委託接受國認可

              之第三國保管；

        （丙）派遣國得委託接受國認可之第三國代為保護派遣國及其國

              民之利益。

第四十六條  派遣國經接受國事先同意，得應未在接受國內派有代表之第

            三國之請求，負責暫時保護該第三國及其國民之利益。

第四十七條  一、接受國適用本公約規定時，對各國不得差別待遇。

            二、但下列情形不以差別待遇論：

            （甲）接受國因派遣國對接受國使館適用本公約任一規定有

                  所限制，對同一規定之適用亦予限制；

            （乙）各國依慣例或協定、彼此給予較本公約所規定者更為

                  有利之待遇。

第四十八條  本公約應聽由聯合國或任何專門機關之全體會員國，或國際

            法院規約當事國，及經聯合國大會邀請成為本公約當事一方

            之任何其他國家簽署，其辦法如下：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

            一日止在奧地利聯邦外交部簽署，其後至一九六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在紐約聯合國會所簽署。

第四十九條  本公約須經批准。批准文件應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存放。

第五十條  本公約應聽由屬於第四十八條所稱四類之一之國家加入。加入

          文件應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存放。

第五十一條  一、本公約應於第二十二件批准或加入文件送交聯合國秘書

                長存放之日後第三十日起發生效力。

            二、對於在第二十二件批准或加入文件存放後批准或加入本

                公約之國家，本公約應於各該國存放批准或加入文件後

                第三十日起發生效力。

第五十二條  聯合國秘書長應將下列事項通知所有屬於第四十八條所稱四

            類之一之國家：

        （甲）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條對本公約所為之簽

              署及送存之批准或加入文件；

        （乙）依第五十一條本公約發生效力之日期。

第五十三條  本公約之原本應交聯合國秘書長存放，其中文、英文、法文



            、俄文及西班牙文各本同一作準；秘書長應將各文正式副本

            分送所有屬於第四十八條所稱四類之一之國家。

 

為此，下列全權代表，各秉本國政府正式授予簽字之權，謹簽字於本公約

，以昭信守。

西元一千九百六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訂於維也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