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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使用之名稱及提出之資料，皆不表示聯合國祕書處對任何國家、地區、城市或區域或其權力機關

之法律地位，或其邊疆或國境之定界表達任何意見。 

聯合國文件的符號由大寫字母與數字構成，提及此數字時表示參照聯合國文件。 

《資料來源指引》係於歐盟之財務援助下建立而成。本文內容由 OHCHR 全權負責，且不必然代表歐

盟之意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bility/Pages/sdg-crpd-resour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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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 每年提出居留申請並獲批准的身心障礙者人數和比例，相對於

其他提出並獲批准居留申請的人數和比例，依性別、年齡和身心障

礙類別區分。 

第二級：該指標可以通過對現有的資料蒐集工作，進行簡單的添加或修改 

許多國家會公布申請及獲得居留權的人數統計資料，但目前未發現任何國家依障礙區分資料。

行政表單中需要新增身心障礙問題，以針對此指標進行報告。需要在行政表格中添加身心障

礙問題以報告此指標。例如，美國的移民局（移民統計辦公室）每年出版一本《移民統計年

鑑》，其中包含各類移民（合法永久居民、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入籍者和非移民入境者）選定

的特徵數據（如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業、出生國家、上一個居住國家、在美國的居住

狀況和入境類別）。它不報告身心障礙狀況。所呈報的年度數據，主要來自美國國土安全部的

工作量和案件追蹤系統。 

歐盟報告了獲得公民身份的人數但並未報告其特徵。這些資訊請至

https://ec.europa.eu/eurostat/en/web/products-datasets/-/TPS00176 查閱。 

義大利的報告提供取得居留許可者人數和他們某些特徵的資料，但並不包括身心障礙。欲需

相關資訊，請造訪 www.istat.it。 

18.15 每年申請國家國籍身分並獲得同意的身心障礙者人數和比例，

與申請國籍並獲得同意的其他人比較，依年齡、性別和身心障礙類

別區分。 

第二級：該指標可以通過對現有的資料蒐集工作，進行簡單的添加或修改 

此指標與指標 18.14 情況類似，指標 18.14 提及的美國資料來源，或是歐盟的公民身分取得情

形資訊等來源中，皆以未經區分的形式大範圍提供相關資料。 

歐盟統計局的報告中，會提供申請受保護身分與一審獲准的資料，報告內容可至 

www.asylumineurope.org 查閱。 

18.16 身心障礙者中無國籍者的人數和比例，與總無國籍人數相比，

依性別、年齡和身心障礙類別區分。 

第二級：該指標可以通過對現有的資料蒐集工作，進行簡單的添加或修改 

UNHCR 難民人口統計資料庫（Refugee Population Statistics Database）包含被迫流離失所

人口的資訊，包括難民、尋求庇護者、境內流離失所者與無國籍者。另外，UNHCR 也會在 

全球趨勢報告（Global Trends）和年中統計報告（Mid-Year Statistical Report）提供無國籍相

https://ec.europa.eu/eurostat/en/web/products-datasets/-/TPS00176
https://www.istat.it/en/archivio/224325
https://www.dhs.gov/immigration-statistics/yearbook/2018#*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Acquisition_of_citizenship_statistic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Acquisition_of_citizenship_statistics
https://www.asylumineurope.org/reports/country/france/statistics
https://www.unhcr.org/refugee-statistics/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9/
https://www.unhcr.org/5d9e182e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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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這些資料範圍僅涵蓋 70 多個有資訊可報告的國家，原因在於大多數國家並不會蒐集

／報告無國籍者的資料。UNHCR 關於無國籍人口的國家層級資料，係依性別和年齡區分人口，

但經過區分之資料的可得性因國而異。其中，沒有任何資料依身心障礙進行區分。 

無國籍人口的資料蒐集具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這些人往往身處社會的邊緣。另外，無國籍者

可能會因為擔心庇護申請受影響，而不願意透露自己的身心障礙，所以身心障礙狀態的資料

可能也蒐集不易。UNHCR 統計技術系列報告（Statistics Technical Series）的近期簡報中，

對於當前涉及無國籍人口的資料蒐集實務、資料來源和挑戰列有詳細說明。 

對身心障礙者的資料不足，持續阻礙對其在流離失所中所面臨風險的更深入了解，根據人口

調查顯示，在受危機影響的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更普遍，例如敘利亞身心障礙的普遍程

度和負面影響更加普遍，其中 12歲以上的總人口中有 27%有身心障礙。 

18.17 持有至少一份身分證明文件的人口比例，依性別、年齡和身心

障礙類別區分。 

第二級：該指標可以通過對現有的資料蒐集工作，進行簡單的添加或修改 

此指標通常會透過一次性調查蒐集資料，但目前沒有找到任何包含身心障礙的調查，但這些

調查中其實都可以新增身心障礙相關問題。藉由國家身心障礙調查，也可以蒐集到這部分的

資訊。 

世界銀行點出兩種身分證明文件資料的來源： 

• ID4D 全球資料集（ID4D Global Dataset）運用身分證件核發機關的自主通報資料，以

及其他公開資料（例如 UNICEF 出生登記率與選民登記率），將兩者結合得出全球身

分證明文件相關差距的估算值。報告指出：「建置該資料集之目的，在於評估全球整體

身分證明落差的規模；個別經濟體的估算值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不得作為精準點估算

值使用。」 

• 該資料集是為了衡量全球身份證缺口的規模而創建的《全球金融包容性研究（Global 

Findex Study）》是關於成年人如何儲蓄、借貸、付款和管理風險的全球最全面的數據集。

2017 年，他們與與 ID4D 合作進行調查，範圍涵蓋 99 個經濟體中 100,000 位以上的

人數。這項研究雖在收入與性別方面有重要見解，但並未詢問身心障礙的資料。 

還有其他針對此議題的調查可供參考（雖然未包括身心障礙狀態），例如： 

•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布倫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at NYU School of 

Law）的調查，該單位調查 987 位隨機挑選之已達投票年齡的公民，過程中有幾個問

題詢問受訪者是否已有公民身分證明文件，或政府核發之附有相片的身分證件。 

• 在印尼的澳洲與印尼司法夥伴關係（Australia Indonesia Partnership for Justice）一次

性調查，其研究面向有出生證明書、結婚證明書與離婚證明書，但並未包括身心障礙。 

未來，這些方面的調查可納入身心障礙相關問題，並針對此指標進行資料區分。 

https://www.unhcr.org/5d9e182e7.pdf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confronting-statelessness-statistics#:~:text=Current%20statistics%20cover%203.7%20million,million%20people%20are%20stateless%20worldwide.
https://www.unhcr.org/5d9e182e7.pdf
https://id4d.worldbank.org/global-dataset
https://id4d.worldbank.org/sites/id4d.worldbank.org/files/2018-08/ID4D%20Data%20Notes%20revised%20082918.pdf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953621531854471275/Global-ID-Coverage-Barriers-and-Use-by-the-Numbers-Insights-from-the-ID4D-Findex-Survey.pdf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d/download_file_39242.pdf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d/download_file_39242.pdf
http://www.cpc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AIPJ-PUSKAPA-BASELINE-STUDY-ON-LEGAL-IDENTITY-Indonesia-2013.pdf
http://www.cpc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AIPJ-PUSKAPA-BASELINE-STUDY-ON-LEGAL-IDENTITY-Indonesia-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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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已登記出生的人口比例，依性別、年齡和身心障礙類別區分。 

第二級：該指標可以通過對現有的資料蒐集工作，進行簡單的添加或修改 

澳洲與印尼司法夥伴關係在印尼展開一次性調查，該研究關於有出生證明書、結婚證明書與

離婚證明書，但未涉及身心障礙。該調查發現，接受調查的 206,900 名 18 歲以上（含）成人

中，有 74% 沒有出生證明。未來類似的調查可納入身心障礙相關問題，以針對此指標區分資

料。 

其他研究出生登記的調查，聚焦於兒童而非整個人口，例如 WHO 的出生登記覆蓋率，以及範

圍為 0 到 17 歲對象的印尼 SUSENAS 資料集。 

18.19 已向民政機關進行出生登記之 5 歲以下兒童比例，依年齡

（SDG 指標 16.9.1）、性別、身心障礙類別、居住地和家庭財富數

五分位組區分。 

與此 SDG 指標相關資料連結 

「這些資料可透過人口普查、家庭調查（例如 MICS 與 DHS）、和國家民事登記系統加以

取得。 

民事登記系統：有效運作的民事登記系統可彙整了重要統計數據，用於比較一個國家在特

定期間內估計的總出生人數與實際註冊出生人數之間的差異。這些資料通常係指一年內、

或國家適用之法定登記時限內，登記的活產（live births）案例。 

家庭或其他人口調查：在缺乏可靠行政資料的情況下，家庭調查成為監測出生登記程度與

趨勢的重要資料來源。DHS 和 MICS 中用以報告出生登記情形的標準指標，係指擁有出生

證明的 5 歲以下（0 到 59 個月）兒童比例，其中並不考慮訪員是否看到出生證明，或是

其出生在調查當下是否已登記於民事當局。根據國家的不同，蒐集這些資料的調查可能每

3-5年進行一次，或者可能更頻繁地進行。 

人口普查也能提供已獲得合法身分之權利的兒童資料。然而，人口普查僅在每十年才進行

一次（在大多數國家），因此不太適合進行例行監測。」 

 

表 1 範例來自迦納 MICS。 

http://www.cpc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AIPJ-PUSKAPA-BASELINE-STUDY-ON-LEGAL-IDENTITY-Indonesia-2013.pdf
https://www.who.int/healthinfo/indicators/2015/chi_2015_115_birth_registration.pdf
http://www.cpc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AIPJ-PUSKAPA-BASELINE-STUDY-ON-LEGAL-IDENTITY-Indonesia-2013.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16.9
https://mics-surveys-prod.s3.amazonaws.com/MICS6/West%20and%20Central%20Africa/Ghana/2017-2018/Survey%20findings/Ghana%202017-18%20MICS%20Survey%20Findings%20Report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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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依是否已辦理出生登記區分的 5 歲以下兒童比例，以及母親／照顧者知道如何辦理出生

登記，但未辦理的兒童比例，迦納，2017/18 

背景特徵 

已向民事當局辦理出生登記的 5 歲以下兒童 

未
辦
理
出
生
登
記
的

 5
 歲

以
下
兒
童

人
數

 

有出生證明 

無
出
生
證
明
（

%
）

 

已
辦
理
登
記
者
總
計
（

%
）

 

5
 歲

以
下
兒
童
人
數

 

母
親
／
照
顧
者
知
道
如
何
辦

理
出
生
登
記
的
兒
童
（

%
）

 

有
看
到
（

%
）

 

沒
看
到
（

%
）

 

總計 43.0 18.9 8.7 70.6 8,879 55.0 2,610 

性別 

男性 43.5 19.6 8.9 72.0 4,370 55.2 1,222 

女性 42.5 18.2 8.6 69.3 4,509 54.9 1,388 

年齡（月） 

0-11 34.2 10.3 13.0 57.4 1,701 61.0 725 

12-23 48.9 17.6 7.9 74.4 1,694 52.7 434 

24-35 46.3 21.3 6.9 74.5 1,754 56.5 448 

36-47 44.7 21.8 8.5 75.0 1,928 49.0 481 

48-59 40.8 22.7 7.4 71.0 1,802 52.8 523 

住處 

都市 48.3 23.0 8.2 79.5 3,825 73.7 786 

鄉村 39.0 15.8 9.1 63.9 5,054 46.9 1,825 

地區  

西部 43.6 17.4 8.3 69.3 931 52.1 286 

中部 44.2 19.6 10.4 74.2 927 63.8 239 

大阿克拉 46.9 26.6 5.9 79.3 865 85.7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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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特 34.4 21.9 10.3 66.7 710 32.1 237 

東部 39.2 15.3 5.2 59.6 953 63.7 385 

阿散蒂 44.4 18.8 11.9 75.2 2,111 62.7 523 

布朗阿哈福 30.7 19.6 7.9 58.3 833 49.8 348 

北部 49.2 17.2 4.5 70.9 1,055 33.1 307 

上東部 58.4 10.6 11.8 80.9 282 57.2 54 

上西部 47.3 14.3 12.6 74.2 211 50.0 54 

兒童功能困難（2 至 4 歲） 

有功能困難 45.5 19.4 6.9 71.7 593 52.8 168 

無功能困難 43.8 22.3 7.7 73.7 4,903 52.6 1,288 

母親功能障礙（18 至 49 歲） 

有功能困難 46.1 16.8 7.7 70.6 602 57.6 177 

無功能困難 44.3 17.7 9.0 71.0 7,554 55.8 2,192 

無資訊 27.0 33.2 6.4 66.6 723 45.7 241 

財富指數五分位 

最貧窮 32.2 14.6 8 54.8 1,966 39.1 888 

第二分位組 41.8 15.6 9.6 67 1,834 47.4 605 

中等分位組 41.6 19.9 9.8 71.3 1,771 66.1 509 

第四分位組 48.0 21.0 8.7 77.6 1,678 70.7 375 

最富有 53.7 24.6 7.5 85.7 1,630 86.1 233 

資料來源：迦納統計局，多指標叢集調查（MICS2017/18）之調查結果報告（迦納阿克拉，GSS，2018），第 

260 頁 

DHS 有出生登記的相關資料，但並未依身心障礙類別予以區分。相關範例可查閱尚比亞 DHS 

第 28 頁表 2.11。 

 

https://dhsprogram.com/pubs/pdf/FR361/FR36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