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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台南的「新移民」為研究主題。實地走訪移民署，運用問卷、訪

談的方式進行研究以了解新移民在台的發展情況、遭遇到的問題及對台灣的看

法,也希望透過此研究能了解台灣民眾對新移民的認知與看法，並積極培養珍惜

包容之心協助[新移民]共創和諧的[新台灣]多元文化社會。 

研究結果發現： 

(一)103年七月為止在台灣的新移民共 593,799人； 

(二) 大部分的台灣人對新移民都是友善的； 

(三)台灣人認為新移民在台灣最容易遇到的困難是語言溝通困難，其次是

文化差異； 

(四)台灣人認為新移民來台的主要原因是婚姻； 

(五)大部分台灣人對新移民會伸出援手，幫助他們適應生活、語言溝通等

困難； 

(六) 新移民來台也提升了台灣的生育率； 

(七)台灣的某些法律有侵害新移民權利之虞； 

(八)大部分新移民皆非常喜歡台灣，且對台灣的福利措施感到滿意。 



 壹.研究動機 

本學期班級社會科教學主題為｢多元文化｣，老師提及台灣的多元文化,來

自於一個移民的社會,除了早期的四大族群移民,還包括了 1990年代以來日益

增加的台灣第五大族群的－新住民。因此，引起我們對新移民的興趣，於是

獨立研究便選定此題材。希望透過此研究了解在台新移民的生活情況與對台

灣的想法，及台灣民眾對新移民的認知與看法，也希望藉此研究能縮短台灣

民眾與新移民的距離,為共創和諧的[新台灣]文化社會而努力。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新移民在台灣的生活情況 

二、了解台灣民眾對新移民的認知與看法 

三、了解新移民對台灣的想法 

四、探討台灣政府對新移民的政策措施及民眾對其了解深度 

五、探討新移民對台灣的影響與貢獻 



 

參、文獻探討 

一、何謂新移民 

新移民，指剛移民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士。依我國政府現行對

新移民的解釋，是泛指外來人口總稱而言，而這些外來人口包括外籍配

偶、外勞及來台工作的外國人、港澳與大陸來台人士。以在本國的外國

人而言，外籍配偶及外勞的人數，佔全部來台外國人的 75%以上。而這

75%的外籍配偶及外勞，適時的補充了我國中低階層的勞動生產力，對

我國社會的生產結構有重大的影響。 

二、新移民發展與現況 

 

 

 

 

 

 

 

 

 

 

 

 

 

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區域別 總 計 

總 計 494,062       

新北市 95,109         1 

臺北市 55,518         3 

臺中市 51,272         5 

臺南市 31,267         6 

高雄市 57,766         2 

宜蘭縣 7,721 

桃園縣 53,754         4 

新竹縣 12,341 

苗栗縣 12,975        10 

彰化縣 20,945         7 

南投縣 9,943 

雲林縣 14,943         9 

嘉義縣 12,237 

屏東縣 18,140         8 

臺東縣 4,014 

花蓮縣 7,915 

澎湖縣 1,769 

基隆市 9,720 

新竹市 8,615 

嘉義市 4,615 

金門縣 2,348 

連江縣 544 

未 詳 591 

 

截至 103年 7月為止，有效居留在台灣的新移民約有 593,799人，

而台南新移民(外籍配偶)人口約有 31267人，為全台新移民人口第 6多

的城市。 



三、績效： 

(一)「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自 97年至 103年 6月，補助政府及民間團體

共計新臺幣 19億 4,419萬 9,654元。  

(二)「全國新移民火炬計畫」101學年度全國 362所新移民重點學校，共計辦

理 1萬 2,542場次活動，家庭關懷訪視 1萬 6,206戶，參與或受益人數總

計 61萬 7,947人次；102學年度全國 336所新移民重點學校，截至 103

年 6月共計辦理 6,838場次活動，家庭關懷訪視 1萬 9,193戶，參與或受

益人數總計 47萬 9,549人次。相關訊息及感人案例並獲平面、電子及網

路媒體刊登報導及電台專訪約計 337則，不論質、量方面均見成效。 

 

四、新移民在台分布狀況 

102年底我國外籍人士以外籍勞工 48萬 9千人占 67.5％最多（主要分

布在桃園縣、新北市及臺中市），外籍配偶(尚未取得我國國籍)4萬 1千人

占 5.7％次之（主要分布在新北市、桃園縣及臺北市），二者合占在我國外

籍人士之 7成 3，其中屬東南亞籍者高達九成八。與上年底比較，外籍勞工

人數增加 4萬 4千人或 9.8％，其增加人數以產業外籍勞工占 82.7%較多；

外籍配偶人數減少 2千人或 4.8％，主要為配偶已取得我國國籍及中外聯姻

趨緩所致。  

外籍勞工中以印尼籍占 43.6％、越南籍占 25.6％及菲律賓籍占 18.2

％較多；與 101年底相較，外籍配偶以越南籍占 40.3％最多，泰國籍占 13.9

％次之。就近 5年之居留人數變動觀察，外籍勞工之原屬國籍以印尼籍者

比率大幅增加 。102年底在我國停留外籍人士 12萬 5千人，主要為商務及

觀光者，其中以日本籍占 29.4％最多，美國籍占 16.0％次之。  

外國人在我國之居留及停留，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規定，停留

指在我國居住期間未逾六個月；居留指居住期間超過六個月者。 

 

五、政府為協助婚姻移民適應在臺生活，自 94年起即設置「外籍配偶照顧 輔

導基金」，結合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力量，辦理醫療補助、社會救助及法律

服務， 外籍配偶學習課程、宣導、鼓勵並提供子女托育及多元文化推廣。

內政部為落實照護新移民及其子女，自 101年 3月起推動「全國新移民火

炬計畫」，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擇轄內小學新移民子女學生人數超

過 100名或超過十分之一比例者，列為新移民重點學校，辦理新移民家庭

關懷訪視、母語學習課程、多元文化幸福講座、輔導志工培訓、親子生活

體驗營等工作。並舉辦新移民幸福家庭生活短片競賽、創意家譜競賽、多

元文化美食競賽、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感想甄選、新移民親子母語

歌謠競賽等全國性活動，建置火炬計畫專屬網站及線上填報系統；另結合

教育部編印新移民母語學習教材、辦理新移民母語教學人才培訓、新移民

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等工作，期使多元文化從小紮根，培養一般民眾

對新移民家庭與國際多元文化之理解，以營造繁榮公義社會、建立永續幸

福家園，並與全球國際接軌發展。 



六、相關法律 

 (一)國籍法(節錄自第三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

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 

1.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

繼續五年以上。 

2. 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3. 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 

4. 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5. 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由上述得知《國籍法》之中，對於外國人之歸化、歸化後應服

公職的權力，均有很大的限制。以上 5 點中，後 3 點是一種不確定

的法律概念，立法者對於他們可否取得我國國籍的條件標準過於嚴

苛，不免有侵害外國人的權利之虞。 

(二)入出國及移民法(節錄自第 18 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國: 

1. 申請來我國之目的作虛偽之陳述或隱瞞重要事實。 

2. 在我國或外國有犯罪紀錄。 

3. 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寧之傳染病、精神疾病或其他疾

病。 

4. 有事實足認其在我國境內無力維持生活。但依親及已有擔保之情

形，不在此限。 

5.曾經被拒絕入國、限令出國或驅逐出國。 

6.曾經逾期停留、居留或非法工作。 

7.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 

8.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 

9.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由上述得知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對於外國人的入境、居留、

停留與收容、驅逐及遣返等，均訂有很詳細的規定，但這些規定之

中，對於來台灣的新移民外國人來說，亦有許多侵害其公民權及人

權的地方。以上這些條款之中，如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

秩序之虞、從事恐怖活動之虞、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寧

之傳染病、精神疾病或其他疾病等，皆有戕害新移民的基本人權之

虞，也皆為國際輿論所詬病。有關強制驅逐出國、限令出國、收容、

遣返等，與人身自由有關的部分，皆是以行政處分的方式，來取代

司法之涵攝，這與國際上，各人權公約所提倡的維護基本人權的意

旨相去甚遠，同時也為國內外人權維護人士所撻伐。 



 

肆、研究設備器材 

電腦、手機、Excel、Word軟體、數位相機、計算機、紙、筆 

 

伍、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過程: 

                     

 

                   

 

 

 

 

 

 

 

 

 

 

二、研究對象:  

(一)、問卷對象:台南民眾(隨機採樣) 

(二)、訪談對象:移民署的新移民(隨機採樣) 

    (三)、觀察對象:台南新移民

選定題目 

資料蒐集整理 

設計問卷、訪談題目 

設計問卷、訪談題目 

至移民署訪談新移民 收發問卷 

統計問卷 訪談資料整理 

撰寫報告 

文書處理、圖表製作 

發表成果 



陸、研究結果 
一、一般台灣民眾問卷調查結果 

 

 

 

 

 

                  圖(一)                                  圖(二) 

 

 

                                   圖(三) 

 

 

從圖(一)我們可以了解台灣人覺得新移民在台最容易遇到的困難第一是

語言溝通困難；其次是文化差異；第三是就業問題；第四是家庭關係、教育

子女；第五是台灣人不友善的對待；最後是居留問題。 

從圖(二)我們可以了解：台灣人對於台灣有哪些機構是專門幫助新移

民，知道的佔 22%；不知道的佔 78%。 

從圖(三)我們可以了解台灣人認為自己對新移民的友善程度。第一是友

善佔 49%；其次是非常友善佔 27%；第三是普通佔 18%；第四是其他佔 5%；最

後是不友善佔 1%。



 

二、不同年齡層的台灣民眾對新移民的問卷結果 

(一)10～20歲 

 

 

 

 

 

 

 

 

 

 

 

 

 

 

 

從圖(一)我們可以了解：10-20歲的台灣人認為新移民在台灣最容易遇到

的困難，第一是文化差異；其次是語言溝通困難；第三是就業問題；第四是

台灣人不友善的對待；第五是居留問題、家庭問題；最後是教育子女。 

從圖(二)我們了解 10-20歲的台灣人認為新移民來台灣的主要原因第一

是工作，有 52%；其次是婚姻，有 48%。 

從圖(三)我們可以了解 10-20歲的台灣人認為自己對新移民友善的程度

第一是友善佔 46%；其次是非常友善佔 27%。

圖(一) 

圖(二) 

圖(三) 



(二)20～30歲 

 

 

 
 

 

 
從圖(一)我們可以了解，21-30歲的台灣人認為：新移民在台灣最容易遇

到的困難第一是文化差異；其次是與語言溝通困難；第三是家庭關係；第四

是教育子女；第五是台灣人不友善的對待；第六是就業問題；最後則是居留

問題。 

從圖(二)我們可以了解 21-30歲的台灣人認為新移民來台灣的主要原因

第一是工作佔 53%；其次是婚姻佔 47%。 

從圖(三)可以了解 21-30歲的台灣人認為自己對新移民友善的程度第一

是友善佔 61%；其次是不友善、其他佔 13%。 

圖(一) 

圖(二) 

圖(三) 



(三)30～40歲 

 

圖(一)                                    

 

 

 

 

 

 

 

 

圖(二) 

 
圖(三) 

從圖(一)我們可以了解 31-40歲的台灣人覺得新移民在台灣最容易遇到

的困難第一是文化差異；其次是語言溝通困難；第三是教育子女、就業問題；

第四是家庭關係；第五是居留問題；最後是台灣人不友善的對待。 

從圖(二)我們可以了解 31-40歲的台灣人認為新移民來台的主要原因第

一是婚姻佔 69%；其次是工作佔 26%。 

從圖(三)我們可以了解 31-40歲的台灣人認為自己對新移民友善的程度

第一是友善佔 62%；其次是非常友善佔 27%。 



(四)41～50歲 

 

圖(一) 

 

圖(二) 

 
圖(三) 

從圖(一)我們可以了解 41-50歲的台灣人覺得新移民在台最容易遇到的

困難第一是語言溝通困難；其次是文化差異；第三是教育子女、家庭關係；

第四是就業問題；第五是居留問題；最後是台灣人不友善的對待。 

從圖(二)我們可以了解 41-50歲的台灣人認為新移民來台灣的主要原因

第一是婚姻佔 52%；其次是工作佔 43%；其他(如環境)佔 5%。 

從圖(三)我們可以了解 41-50歲的台灣人認為自己對新移民友善的程度

第一是友善佔 37%；其次是非常友善佔 32%。 



(五)51歲以上 

 

圖(一) 
 

                                    
圖(二) 

 

 
圖(三) 

從圖(一)我們可以了解 51歲以上的台灣人覺得新移民在台灣最容易遇到

的困難第一是語言溝通困難；其次是文化差異；第三是就業問題；第四是居

留問題；第五是台灣人不友善的對待 家庭關係 教育子女；第六是；最後是

其他。 

從圖(二)我們可以了解 51歲以上的台灣人認為新移民來台灣的主要原因

第一是婚姻佔 71%；其次是工作佔 29%。 

從圖(三)我們可以了解 51歲以上的台灣人認為自己對新移民友善的程度

第一是友善佔 43%；其次是非常友善佔 30%。 



三、一般民眾問卷總表 

依據上述結果整理出表一、表二、表三 

表一：台灣人認為新移民最容易遇到的困難（依百分比排序） 

年齡 

(歲) 

語言溝

通困難 

居留

問題 

就業

問題 

台灣人不

友善對待 

文化

差異 

家庭

關係 

教育

子女 

以上

都有 

10-20 2 5 3 4 1 5 6 7 

21-30 2 7 6 5 1 3 4 8 

31-40 2 5 3 6 1 4 3 7 

41-50 1 5 4 6 2 3 3 7 

51以上 1 4 3 5 2 5 5 6 

不論年齡層為何，文化差異和語言溝通，都是台灣人認為新移民最常遇

到的困難。 

 

表二：台灣人對新移民的友善程度（依照百分比排序） 

年齡(歲) 非常友善 友善 普通 不友善 其他（如沒遇過） 

10-20 27% 45% 16% 2% 9% 

21-30 13% 61% 10% 3% 13% 

31-40 27% 61% 11% 0% 1% 

41-50 32% 37% 27% 0% 4% 

51以上 30% 43% 27% 0% 0% 

大致上來說，大部分的台灣人對新移民的態度都是友善的。 

 

表三：台灣人認為新移民來台灣的原因（依百分比排序） 

年齡 婚姻 工作 其他（環境） 

10-20 48% 52% 0% 

21-30 47% 53% 0% 

31-40 69% 26% 5% 

41-50 52% 43% 5% 

51以上 71% 29% 0% 

台灣民眾認為婚姻和工作是新移民來台的主要原因。 

 

 



四、新移民訪談結果(節選) 

(一)您為什麼來台灣? 

A1(美國):求學. 

A2(印尼):婚姻. 

A3(中國):婚姻. 

A4(印尼):工作.  

A5(越南):工作. 

A6(英國):工作.  

A7(越南):婚姻. 

A8(中國):婚姻. 

 

(二)來台灣後覺得最不能適應或最辛苦的地方? 

A1(美國):語言.  

A2(印尼):語言，家庭. 

A3(中國):天氣. 

A4(印尼):語言. 

A5(越南):語言，就業. 

A6(英國):文化差異. 

A7(越南):語言.  

A8(中國):沒有. 

 

(三)請問您喜歡台灣嗎?為什麼? 

A1(美國):非常喜歡，因為台灣人很可愛，對我非常照顧。 

A2(印尼):普通，近年來台灣發生許多問題，且少數台灣人對我們仍有

些許歧視。 

A3(中國):非常喜歡，很有人情味兒，東西很好吃.  

A4(印尼):喜歡，因為很熱情. 

A5(越南):喜歡，大家對我很好. 

A6(英國):非常喜歡，好天氣、人們友善、很多新鮮食材、工作容易找、

生活費較低. 

A7(越南):喜歡，台灣人很熱情，且有很多美景. 

A8(中國):喜歡，來台後覺得台灣人很親切很真誠，醫療也比原來國家

好很多，警察們都很熱心，不會拒絕幫忙我。 

 

(四)台灣人對您友善嗎?為什麼? 

A1(美國):非常友善，因為不管在哪裡都有人願意幫我翻譯，即使是陌

生人。 

A2(印尼):友善，剛到台灣時有許多人對我非常關心照顧。 

A3(中國):非常友善，他們會把我當自己人看待，對我非常地照顧.  

A4(印尼):友善，很好相處還很熱心地在生活上給我幫助. 



A5(越南):友善，他們總是在就業上給我很多很多協助. 

A6(英國):非常友善，他們總是對我非常親切. 

A7(越南):非常友善，因為很好相處，感覺就像一家人. 

A8(中國):友善，當我在菜市場購買東西時，商家總是熱情招待還會給

予折扣，我認為這是很友善的舉動，就算只看不買，也不會

被責罵! 

 

(五)對於台灣有關新移民的福利政策或機構滿意嗎? 

A1(美國):滿意，對外籍學生台灣政府有時會補助獎學金。 

A2(印尼):沒有使用過，不清楚。  

A3(中國):滿意，生活中遇到困難只要上網查詢就會有機構幫我.  

A4(印尼):滿意，移民署有實際幫我解決問題而且人都很親切. 

A5(越南):非常滿意，在移民署裡有許多問題都可以儘快解決. 

A6(英國):非常滿意，住 5年可以和台灣人一樣有很多權利. 

A7(越南):非常滿意，剛到台灣時移民署幫助我很多. 

A8(中國):沒有實際用過，但對政府人員打電話關心感到很溫馨. 

 

柒、結論 

一、台灣新移民現況與發展 

至 103年 7月止，台灣約有 593,799位新移民，台南約有 31267 位，

在各地均設有移民署，以便就近服務，而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地，

近年正推動”火炬計畫”，舉辦各項競賽，使新移民在台灣也能綻放光

芒，更讓在地台灣人有機會認識異國文化，增進對多元文化的認同感。

另在全台廣設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使新移民能盡快適應台灣生活，一

些學校也設立夜間輔導學校，鼓勵新移民學習。近來許多新移民家長也

投身教育行列，為台灣教育部分增添了一份力量。 

二、台灣民眾對新移民的瞭解與看法: 

1.極少數人知道有哪些機構是幫助新移民的 

─台灣人對新移民顯然不夠關心 

2.大多數人認為語言是最大障礙,文化差異為其次 

─為使語言不再成為最大障礙，台灣在語言教育上應更積極努力 

3.大多數人不會因為國籍的不同而心生排斥 

─台灣對多元文化的接受度正逐漸提升 



4.多數人認為自己對新移民是友善的 

─台灣民眾對外來文化的認同與包容程度日漸增加 

5.民眾身邊的新移民親友最多是越南(38%),其次是中國(37%) 

─新移民多來自亞洲，尤其是東南亞一帶。 

6.年齡層愈輕愈覺得語言溝通問題沒那麼大 

─台灣在與外語教育上較前普及許多。 

三、新移民的訪談結果: 

1.新移民多為「婚姻」而來 

─顯示台灣性別比失衡，需要外籍配偶平衡 

2.新移民多對台灣有非常好的印象，原因多為「台灣很有人情味」 

─顯見台灣的特色多讓新移民留下好印象，願意繼續留在台灣 

3.新移民曾使用過機構的多感到滿意，尤其是移民署的服務 

─政府對新移民照顧有加，提升台灣國際形象 

4.有些新移民認為台灣較原來國家好找工作及生活花費較低 

─台灣的福利政策算是完善 

5.由文獻探討得知，其實台灣許多法規對於新移民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但外國人願意移民至我國，且對台灣印象如此良好，表示我國亦有過

人或值得生根發展之處 ，作為文明國家一份子，政府當局應運用衡

平、寬容的態度將民主、法治、人權深植台灣，使新移民者能融入我

國社會，進而有歸屬感。 

6.本研究取名為「『新新』相惜」，即是希望台灣能更加珍惜這些新移民。

台灣本是移民社會，我們對於這些新移民，更應該要以多一點的包容

及關懷來取代一般社會對他們的排斥、鄙視及疏離。若台灣民眾願意

改變固有的主觀想法，對新移民們給予更多的愛，而政府在法規上對

於新移民的人權問題也能有更深入的檢討規劃，如此一來，不僅新移

民能有更完善的生活甚至對台灣產生歸屬感，更能使台灣成為「新台

灣」，在文明社會中繼續邁進。 

  

四、新移民對台灣的影響與貢獻 

使台灣成為多元文化的社會，對各地文化交流影響極大，也提高了

台灣的生育率與結婚率。他們對台灣好的印象，更增加了台灣在國際間

的形象，另在許多學校有新移民媽媽配合進行晨間教學或陪同參與戶外

教學，為台灣的教育出了一份力量。而近年在積極推廣的「火炬計畫」，

逐漸培養了一般民眾對新移民家庭與國際多元文化之理解，使多元文化

從小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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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附錄(一)                      訪談題綱 

1. 您為什麼來台灣? 

2. 來台灣後覺得最辛苦的地方? 

3. 喜歡台灣嗎?為什麼? 

4. 台灣人對您友善嗎?為什麼? 

5. 曾經因為身分不同被歧視過嗎? 

6. 對於台灣有關新移民的福利政策滿意嗎?為什麼? 

7. (1)您是否使用過專門幫助新移民的機構或政策? 

(2)有實際幫您解決問題嗎? 



附錄(二)              問卷原本 

                        新移民調查表(民眾版) 

您好，我們是國中3年級的學生，為增進學生多元文化的覺察意識與素養並學生

對新移民家庭與原生文化之理解，及消弭民眾對新移民根深蒂固的歧視及偏

見，我們要做有關新移民的問卷調查。我們將採匿名制，請大家安心填答，您

的回答將為我們的研究帶來很大的幫助，謝謝。 

 

基本資料  ---性別   □男  □女    ---職業   □在職□學生 

          ---年齡   □10-20歲□21-30歲□31-40歲□40-50歲□51歲以上 

1.您有朋友或親人是新移民嗎?  □是  □否  2.承上題他(們)來自哪裡? 

3.您是否曾經因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而心生不同的想法?  □是  □否 

4.您認為新移民來台灣最主要的原因?   □婚姻   □工作   □其他 

5.您覺得新移民在台灣最容易遇到什麼困難?(至多擇3) 

□語言溝通困難   □文化差異   □教育子女  □家庭關係 (婆媳問題)    

□就業問題       □居留問題   □台灣人不友善的對待  □其他_________ 

6.承上題，當他們遭遇困難時您會如何幫助他?  

7.請問您知道在台灣有哪些機構是專門幫助新移民的嗎? □知道  □不知道                             

8.您覺得自己對新移民友善嗎? 非常友善  □友善  □普通  □不友善   

□其他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附錄(三)      問卷第 6、7題之民眾訪談回答 
一、第 6題─當新移民遭遇困難時您會如何幫助他們? 

M1: 嘗試了解新移民的家庭狀況及原住民國家的風土民情、文化,了解是否

有生活或經濟問題,介紹新移民三家政府輔導機關課程,除了學習中

文、 了解台灣風土民情外,也可以結交許多朋友。 

M2: 鼓勵學習本地語言,多參與教育課程。 

M3: 協助相關單位尋找解決方案。 

M4: 請傾聽他們的問題,協助他們融入家庭生活。 

M5: 鼓勵他們,並試著提供能力能及的協助。 

M6: 教他們關於我們台灣的一些文化或語言。 

M7: 增加溝通,使其多了解台灣文化背景,早日融入。 

M8: 試著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與我們有何差異,並分享我們的文化。 

M9: 介紹他們至相關機構,並時常關心幫助他。 

M10:陪伴他們用心聽取他們的心聲。 

二、第 7題─請問您知道在台灣有哪些機構是專門幫助新移民的嗎? 
S1: 移民署。 

S2: 社區大學。 

S3: 南洋台灣姐妹會。 

S4: 地方政府的新移民文化中心、新移民語言教學。 

S5: 漁會推廣課、新移民關懷協會。 

S6: 新移民會館、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S7: 財團法人國家研究政策基金會。 

S8: 縣市政府社會局。 

S9: 世新大學台灣立報社─四方報。 

S10:伊甸基金會。 

 

附錄(四)               實際參與訪談心得 

M1:從來沒有料想過，有天能踏入移民署，還跟那麼多新移民有接觸，很新鮮，

也很有挑戰性，從幾個青少年自己搭公車到進去移民署到訪談，真的很緊

張。一開始開不了口，躊躇不決，直到同伴間一拉一推，才支支吾吾地跟

新移民有了接觸。有些語言無法溝通，幸虧有同為新移民的志工。有些則

不願意接受訪談，總之狀況連連。經過這次實際走訪移民署，讓我明白新

移民不再只是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異地人，而是台灣的一份子。

透過訪談也讓我深入了解他們在台灣的情況與對台灣的看法。這次因能力

有限只有在台南做研究。希望有更多台灣人能知道並關心這些來自不同土

地的人。 

M2:首次到移民署參訪，一整天下來有非常多的新移民進出移民署。對於我們

的調查，有些不太願意成為訪談對象，但大部分的新移民都非常友善且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6%96%B0%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6%96%B0%E5%A4%A7%E5%AD%B8


為訪談對象，為我們提供了相當多的訊息。移民署提供了我們與新移民訪

問的橋樑。非常謝謝移民署所有的服務人員及所有接受訪問的新移民，為

我們的報告提供協助。 

M3:為了要調查新移民的狀況，我們到移民署去訪談，結果多半都是不會講中

文或英文的。好在最後遇到了願意幫忙翻譯的人。雖然人數不多，但總算

可以統計了。這真是一次特別的經驗！ 

M4:由於研究報告的需要，我們到移民署做訪談，對於個性內向的我簡直是一

項艱難的挑戰，好在有幾位好心人幫助我們，才達成這項任務。 

M5:生平第一次去移民署，裡面都是新移民，很多人都不會講中文，所以也增

加了我們訪問的難度，幸好有好心人士幫我們，度過了這次的困難。 

 

附錄(五)                     研究心得 

M1:這是第一次沒有指導老師，全程由我們五個人完成的研究，真的非常”獨

立”!在選定題目與進行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有許多想法的魔盒甚至意見

分歧，又因為沒有外人的幫助，有段時間真的非常辛苦，也有想過放棄，

但半途而廢實在太遺憾了。於是犧牲暑輔前的假期以及開學後的午休，終

於有些成果了!雖然數據不完美，但確實有深入了解台南新移民的生活情

形與民眾對他們的想法，包括我們自己對新移民也改觀了!透過這次的研

究，當我們以後遇到新移民，我想我不在是從旁邊冷漠走過的人，而是主

動關心的人。 

M2: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新移民的熱情及平易近人。對他們來說，來到台

灣也許只是個偶然，但它們卻表現出不輸給台灣人的熱情及喜歡。我想更

加認識他們，也希望能藉由這份調查幫助新移民。 

M3:這次的專題研究讓我了解到新移民跟台灣的各種關係，透過實地訪談、問

卷調查及共同討論，我們研究出在台新移民的問題及對台灣的看法，也擴

展了我對新移民的認識。 

M4:這次的獨立研究，讓我更了解新移民對台灣的影響，由問卷及實地探訪得

知得知新移民在台的問題與台灣人對新移民的看法等，同時也增進了我對

新移民的了解。 

M5: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獨立研究，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發問卷與訪談時真

的非常緊張、不知所措，但卻讓我增進了膽量，也更加了解新移民的各種

問題，希望藉由這次研究，大家能更關心新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