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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幾十年來，每年都有許多新住民因為婚姻的原因移民來台，新住民人

口逐年上升，近幾年已接近原住民人口數量，儼然成為台灣的第四大族群，

政府也為此推行了許多新的政策。而在新住民人口中，屬中國大陸移民佔多

數，其次就是越南籍新住民，我的母親就是其中一員。除了近年來常看到新

住民的相關報導外，國小到高中的公民教育中也常提到台灣多元文化的形成

與跨國婚姻有著顯著的關聯性，因此，我很好奇從跨國婚姻開始在台灣盛行

以來，新住民在台的待遇與發展演變，尤其是近二十年來的變化。而由於家

母來自越南，故此報告將以越南及新住民為主要討論對象，並結合我自身的

成長經驗以及家母的在台經驗探討台灣新住民的發展演變。 

 

貳、本文 

(一)緣起與歷史背景 

1960~1980 年代，婚介業者開始將經濟與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東南亞國

家女性引入台灣，介紹給居住在勞力密集的農、漁村中的男性以及面臨擇偶

困境的退伍老兵，這可以視為台灣跨國婚姻的開端。 

 1980 年以後，由於國內產業轉型，許多傳統工業將工廠遷至經濟發展

較弱的東南亞國家，因此許多來自台灣的派駐人員便藉地利之便與當地女性

通婚。這時開始有業者意識到台灣與這些國家之間婚姻市場的潛力，於是跨

國婚介業者日漸增長。後來隨著外籍移工的引進，造成許多本國勞工失業，

加上國內女性教育水準與工作能力提升，導致許多經濟弱勢的台灣男性在本

國婚姻市場的價值大幅滑落，他們便轉而與外籍女性通婚，使得跨國婚姻市

場不斷擴大，台灣男性與東南亞國家女性通婚的現象也逐漸普及。 

 

(二)人口變化 

近二十年來的跨國婚姻人數與比率變化如下圖： 

 



圖一：2001至 2020年台灣跨國婚姻人數與比率(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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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一，我們可以發現跨國婚姻人數的最高峰發生在 2003 年，而在

2004 年出現斷層式下跌的原因一部分為當時照顧式婚姻、「假結婚真賣淫」

亂象頻傳，導致政府對於不論是中國籍抑或外籍配偶實施面談制度所致。雖

然人數大幅減少，但在此之後的十幾年間依舊維持每年約 20000 人的數量，

直到 2020年因疫情原因減至 10000人。而截至 111年 12月止，台灣的新住

民人口已達 57.8 萬，逼近原住民人口的 58 萬，若算上所謂的「新二代2」

則已突破百萬。在這群新住民中，來自大陸及港澳地區的人數約有 65%，其

次則是越南籍的 19.52%3。由此可見，新住民族群已成為台灣人口組成中不

可忽視的一部分。 

 

(三)政策的演變 

1. 南向政策與新南向政策 

南向政策最早是由李登輝總統提出，到陳水扁時期也有推行，當時推動

台灣的資本往東南亞地區投資，也就是前面歷史背景所述台商到東南亞設廠，

進而導致許多台灣男性與當地女子通婚，台灣與東南亞通婚的人數大增。南

向政策可以說是早期台灣與東南亞地區通婚的一大推手。不過，當時推動南

向更多的是著重經濟，看中的是開發中國家低廉的勞力以及土地資源，而新

南向政策則是由蔡政府所提出，基底與先前的南向政策類似，不過最大的不

同點在於新南向政策相較於南向政策更強調人民與人民之間的聯繫，以人為

核心，推動雙方人才間的交流，因此，政府開始期待新住民二代能夠發揮語

言與文化優勢協助政策推動，並推行許多政策培養新二代，例如移民署推行

的一系列「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計畫」、以及各種獎學金等等。此後，從前

被視為「劣勢」的母語與家鄉文化開始漸漸受到重視並逐漸轉為「優勢」。 

 

2. 移民管理 

本來政府對於跨國婚姻移民採取不干預的政策，對於新移民的適應問

題也有訂定許多輔導計畫與措施，編列經費協助她們適應台灣的環境。而

在千禧年後，由於東南亞外配「假結婚」的負面新聞頻傳，為了打擊此現

象，外交部在 2005年開始對來自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等特定 21個

國家的外籍配偶實施面談制度，審查演格且面試內容也涉及隱私，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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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降低了台灣與東南亞地區通婚的人數。反觀與歐美國家人民結婚的流

程認證則相對寬鬆許多，可以看出當時存在明顯的差別待遇。2003年開始

有許多新住民自發成立了各種社會團體，爭取他們的權益，政府才將此群

體從「外籍配偶」正名為「新住民」，《國籍法》也跟著修改，歸化條件才

變得寬鬆許多。近年來也有許多聲音提倡成立《新住民基本法》，此法目前

還在起草階段。雖然法規尚有待改進之處，但可以看出新住民的權益在這

二十年間有顯著的改善。 

 

3. 教育政策 

為了因應與日俱增的新住民與新二代人數，教育部於 2005 年推行了發

展新移民文化計畫，旨在促進社會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協助外籍配偶建立終

身學習體系以及培養新移民子女雙邊文化認同。雖已建立措施，但整體性仍

稍嫌不足，成效不算顯著。而到了 2012 年，教育部推動「全國新住民火炬

計畫」，將各縣市轄區內新住民子女學生人數超過一百名或是總數十分之一

的小學列為新住民重點學校，推動家庭關懷、母語學習課程、多元文化講座

等活動。雖然火炬計畫的經費執行率與學員參與率頗高，但仍存在許多問題，

例如：欠缺彈性、師資不足等等。上述兩個計畫，基本上可以視為教育部為

了新住民群體所訂定的「額外的」計畫，但到了 108新課綱，則開始將新住

民語文如同本土語言一般融入課綱中，列為學習科目之一，在國小階段甚至

明訂每週一節課，而各縣市也陸續辦理國中小新住民語文競賽，由此可見新

住民語言地位的提升。 

 

(四)社會態度的轉變 

在第一部分的歷史背景曾提到，一開始東南亞地區女性多是嫁給國內相

對經濟弱勢的男性，本身社經地位就相對較低，加上語言隔閡與各種標籤化

的報導，導致一部分台灣人對於這群婚姻移民的抱持偏見。例如當時曾有報

導指出外籍配偶生下的子女通常有發展遲緩的問題，在校表現也較差，但事

實上根據內政部的調查報告，新移民子女發展遲緩的比率並未較高，在小學

高年級之後學習與適應的差異也相對減少許多。4此外，外籍配偶假結婚的負

面新聞大肆報導也強化了偏見的產生。下表是 2004、2008與 2012 年時台灣

民眾對大陸配偶與東南亞配偶社會態度的調查結果： 

 

 

 

 

 

 
4 台灣新移民子女教育課題與方向─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之重建，https://reurl.cc/65DxGk，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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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民眾對於大陸配偶、東南亞配偶社會態度分布之跨時期比較  

(單位: %)(表格來源)5 

 
 

由表一可見，直到 2012 年台灣人對於東南亞配偶的印象仍是偏負面居

多。後來通過各種文化推廣加上教育水準提高、政府政策等因素，不同的文

化開始能和平共處，偏見才逐漸消弭。新聞媒體對於新住民群體的報導內容

也逐漸由負面轉向正面報導居多，使用的稱呼與用詞也漸漸由所謂的「外籍

新娘」、「新台灣之子」改為「新住民」以及「新二代」。 

 

(五)筆者與筆者母親的自身經驗 

1. 筆者母親的在台經驗 

家母於 2003 年 5月 28日來到台灣，在她來台之前，對於台灣的印象

幾乎為零，僅在胡志明市學過一個月的中文就來到台灣生活了。剛開始的

適應問題包含食物、水土不服、語言與文化等等，當時政府有提供新住民

一些課程，例如：語言課、才藝班、電腦教學等等，基本上就是晚上在學

校跟老人家一起上課的形式。婆家與周遭對她的態度都很友好，不過她認

識的同胞大多受到的對待都不太好，尤其是婆媳關係，有時候會被歧視，

覺得她們是用錢買來的。當時有些大人會不允許自家小孩和新住民子女一

起玩，導致有些新住民子女不敢承認自己的母親是新住民，對母親的態度

也很差，甚至有些越南同胞因為怕被嘲笑或被婆家責罵而在外不敢承認自

己來自越南，在我小時候家母便見過這種例子。 

在 2005至 2007年間，家母曾在移民署與警察局擔任志工，幫忙翻譯

並協助新住民及移工辦理居留證或填寫表格等事宜。她說那時在警局平均

每 1~2週便會有一樁家暴案件，有些受害者甚至是多次報案，可見當時外

籍配偶確實大多處於弱勢。家母還見過一個個案，那名母親的孩子不願承

認自己母親來自越南，在家也鮮少與她互動，該名母親因此罹患憂鬱症。 

 
5 台灣民眾對於婚姻移民的社會態度，https://reurl.cc/N0ZDdn，於 2023 年 6 月 3 日下載 

https://reurl.cc/N0ZDdn，於2023年6月3


在政府態度方面，家母認為政府對於新住民一直以來都不錯，不管是

在她剛來台時還是到移民署、警察局擔任志工時，她所觀察到工作人員對

待新住民的態度都是相當親切的。她認為重點在於社會態度的轉變，她舉

例從前新住民不敢在外穿著傳統服飾，否則容易被指指點點，但現在她們

可以非常大方地展示自己的文化而不需擔心是否會遭到異樣的眼光，這種

轉變得益於政府對於新住民群體權益的日漸重視以及許多新住民團體大力

推廣自己的文化，近年來政府甚至提供經費補助這些新住民團體辦理各種

文化推廣活動，更能促進文化間的互相理解與認識。 

 

2. 筆者的求學經驗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一直以來我都很大方地向朋友、老師分享自己的家

庭背景和母親的家鄉文化，不過我也有遇過部分像我一樣的朋友不願意主動

提起自己的身分，這讓我開始意識到新住民在台灣社會所面臨的困境。由於

我出生後政府剛好開始推行各種的針對新住民子女的教育政策，因此我可以

從第一視角感受這些計畫的成效以及政府在教育方面對於新住民子女的政

策演變。 

首先是火炬計畫，我在小學三年級時曾參與火炬計畫的母語課程以及繪

本親子共讀競賽，可以感受到官方的確想要推動新住民子女更加認識母親的

家鄉文化與母語，不過我個人認為效果有限。到了國高中，我得知政府有為

新住民子女開設獎學金，考大學時，也可以藉由新住民子女的身分報名特殊

選才，開始漸漸感受到政府對新住民子女的重視以及自己身為新住民子女的

優勢所在。在我錄取清大後，移民署也特別透過學校找到我進行採訪，並邀

請我參加以及協助宣傳他們開辦的計畫，讓我感受到政府確實對於新住民日

漸重視。這些年來，除了政策的演變外，我遇到不願意坦承家庭背景的朋友

也越來越少，我認為這代表新住民在台灣的社會地位確實有漸漸提高，社會

上的歧視與偏見也明顯減少。不過，在因為錄取清大而受到媒體採訪後，看

到新聞標題上「新住民之女」等字眼仍讓我不禁思考，像我這樣的身分考上

頂大能被當作新聞內容報導是否某種程度上代表社會仍普遍對於新住民子

女存在著弱勢的刻板印象呢？ 

 

參、結論 

綜上所述，若以政策作為台灣新住民發展的轉捩點，大致可將南向政策與新

南向政策作為兩大分水嶺。南向政策前為初期，這時政府基本上還未系統性推行

與新住民相關的政策；南向政策到新南向政策之間可視為發展期，每年增長人數

趨於穩定，政府也開始嘗試因應新住民的需求訂定相關發展措施，不過成效稍顯

不足，且社會接受度也仍待改善；新南向政策以後可視為穩定期，政府開始有較

為周全的政策與計畫，且民間的文化交流也逐漸成熟，社會對於外來文化較為認

識，也漸漸放下刻板印象與偏見。 



而台灣的跨國婚姻移民(尤其是東南亞籍)，在這二、三十年來，透過她們自

身的努力以及各種政策的推行，從原先的「外籍新娘」到現在的「新住民」，從

開始的劣勢轉為優勢，這些改變有目共睹。雖然目前仍然有許多待改進之處，但

相信只要抱持著包容的心，不要以個案將整個群體標籤化，未來不同文化與群體

在台灣這片土地能夠更加融洽地共存，歧視與偏見也會漸漸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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