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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因研究者在新竹市國小任教，時常遇到新移民女性，與他們長期接觸時瞭

解到他們初來台灣時，在生活適應上的不適應之處，因此對他們在生活適應上

所遭遇到的問題，及政府對她們的輔導措施深感興趣。

本研究的目的是藉由分析新竹市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的認知情況，

進而瞭解新竹市新移民對政府輔導措施的利用情形。最後期望本研究的發現能

對日後政府生活輔導措施的擬定與改善能提供一具體的參考建議。

二、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之認知與利用

（一）新移民背景分析

1.國籍
本研究選取在新竹市某國小參加新移民學習課程的新移民27人為研究

對象，其中越南籍共17人，佔62.9 ﹪，印尼籍共8人，佔29.6％，菲律賓籍

共 2人，佔7.4％（表4-1-1）。本研究架構與內政部（全台新移民國籍分佈圖

（1987-2007.08）及新移民在新竹市所佔的比例（表新竹市新移民人數統計

表）相類似。

新竹市新移民國籍
國籍 人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越南 17 62.9 62.9
印尼 8 29.6 92.5
菲律賓 2 7.4 100
合計 27 100

新竹市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
措施之認知與利用

鄭淑靜

資料來源： 內政部戶政司（2006）全台新移民國籍分佈圖（1987-2006.08）新竹市政府民政局戶籍
課統計資料；蔡熊山（2007），地方政府處理新移民問題的實務與挑戰―以新竹市為
例，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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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
年齡以分佈在21-25歲最多，共14人佔51.8％，而20歲以下只有1人，佔

3.7％。26-30歲有5人佔18.5﹪，31-35歲有5人佔18.5﹪。41歲（含）以上有人

佔7.4﹪。這與內政部（2007）公布東南亞新娘結婚年齡為25.7歲比台灣女性

結婚年齡為29.3歲為低之統計相近（內政統計通報九十七年第二十三週）。

新竹市新移民年齡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年

齡

20（含）歲以下 1 3.7 3.7
21-25歲 14 51.8 55.5
 26-30歲 5 18.5 74
31-35歲 5 18.5 92.5
36-40歲 0 0 92.5

41歲（含）以上 2 7.4 99.9

資料來源： 內政部統計處（2008）內政統計通報 九十七年第二十三週97.06.23取自http://www.moi.
gov.tw/stat/

3.教育程度
本研究外籍配偶的教育程度以高中為最多，共11人佔40.7％，依次為國小

7人佔25.9％及大學6人佔22.2％，表4-1-3所顯示之資料，與一般認為新移民多

為素質低落之女性有些出入，來台之新移民亦不乏受過高等教育。

新竹市新移民教育程度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大學 6 22.2 100

高中 11 40.7 77.7
國中 3 11.1 37
國小 7 25.9 25.9
合計 27 100

4.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由下表得知新移民家庭平均年收入以61-90萬佔92.5％的家庭最

多，這與我國一般家庭之平均所得總額112.3萬之經濟狀況還有一段距離（行

政院主計處 2005國情統計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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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經濟狀況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經

濟

狀

況

（家庭平均年收入）

120 萬以上 1 3.7
90-120萬 0 0
61-90萬 25 92.5
31-60萬 1 3.7

30萬以下 0 0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處 2005國情統計通報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5961642771.pdf

（二）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之認知

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在環境適應、家庭適應、語言適應三方面的

認知。

1.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認知之分析-在環境適應方面
從民政局、戶政事務所、辦理居留證、辦理健保卡、辦理國民身份證，

公、民營服務機構、就業的生活輔導措施等幾個面向來討論分析。

(1) 對民政局生活輔導措施之認知

新移民對新竹市民政局生活輔導措施的認知分為對生活適應班訊息、對編

印多國語言生活資訊簡冊、對生活相關資訊簡冊取得管道、對民政局提供生活

適應相關諮詢資料的認知1。

新竹市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之環境適應，對民政局生活輔導措施認

知分析統計表在Q考驗上，對生活適應班訊息的認知、對編印多國語言生活資

訊簡冊的認知、對民政局提供生活適應相關諮詢資料的認知均達顯著差異（＜

0.05）。表示新移民對上列之消息來源集中在某些人。但是對於新移民在生活

相關資訊簡冊取得管道的認知其未達顯著差異（＞0.05），表示其消息來源是

多元的。

就民政局所舉辦的生活適應班訊息，大多數新移民（85%）都知道，其消

息來源以政府單位通知為主要入口。民政局編印的多國語言生活資訊簡冊，可

1 鄭美華  （2006）台灣東南亞外籍配偶照顧政策之評析。2005東南亞多元文化與通識教育課程規劃國際學術
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育達商職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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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駐外單位、相關國家駐華機構或戶政事務所取得，一半以上的新移民並不

知道此訊息（63％），知道此訊息者其消息來源以政府單位（18.5%）、朋友

鄰居（18.5%）通知為主要入口，訊息來源較少。

民政局負責提供生活適應相關諮詢，大約有56％的新移民知道此訊息。知

道此訊息者其消息來源以先生（29.5%）、政府單位（25.8%）通知為主要入口。

新移民對新竹市民政局生活輔導措施的認知分析

民政局生活輔導措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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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知道生活適應班的訊息嗎？ 100％ 0 10 0 17 23 1 0 27 .000＊ 74.692
2. 你知道有編印新移民在台多國
語言生活資訊簡冊嗎？

37％ 63％ 0 0 5 5 0 4 27 .005＊ 16.667

3. 你知道生活相關資訊簡冊可以
在駐外單位、相關國家駐華機

構或戶政事務所可以取得嗎？

37％ 63％ 5 0 2 6 0 3 27 .012 14.688

4. 你知道提供生活適應輔導相關
諮詢資料，在新竹市是由民政

局負責。

56％ 44％ 8 1 5 7 0 3 27 .005＊ 15.294

民政局是新竹市主導新移民有關生活適應的單位，新移民對其應該不陌

生，可是藉由第4項的調查，發現新移民知道民政局是負責生活適應輔導相關

諮詢的單位只有56％，難怪民政局所做的事情無法讓新移民知道。在生活適

應班的訊息獲得上，政府單位的文宣發揮了最大的效用。由1∼4項中發現同

國籍的朋友彼此間的聯絡，也是消息互通有無的重要管道。當然最顯而易見的

是先生的消息傳達與支持，不管是在數據上的顯示，或是深入訪談的發現，先

生是新移民訊息的主要傳達者，甚至是政府執行政策的重要橋樑。這與王良芬

（2004）及蕭昭娟（2000）的研究發現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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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移民對新竹市戶政事務所生活輔導措施的認知分為辦理結婚登記與辦

理結婚登記時所需要的證件。

新移民對戶政事務所的辦理結婚登記與辦理結婚登記時所需要的證件認知

在分析表Q考驗上，均達顯著差異（＜0.05）。表示外籍配對戶政事務所認知

的辦理結婚登記與辦理結婚登記時所需要的證件，消息來源是集中在某些人。

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所有的新移民100％都知道此訊息，其消息

來源先生（88.9%）告知為主要入口。

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所需要的證件，所有的新移民100％都知道此

訊息，其消息來源也是以先生（74%）告知為主要入口。

新移民對新竹市戶政事務所生活輔導措施認知分析

戶政事務所生活輔導措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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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辦理結婚登記要到戶政事
務？

100％ 0 24 1 2 8 3 1 .000＊ 75.755

2. 辦理結婚登記時需要結婚證
書、你的單身證明、戶口名簿

和先生的身份證、印章。你知

道嗎？

100％ 0 20 0 4 10 3 0 .000＊ 56.006

新移民到台灣的第一件事當然是將結婚登記辦好，因此，可以發現新移

民對戶政事務所的生活輔導措施的認知都達到100％，更可以深入瞭解此訊息

的認知先生站著重要的角色，新移民對此向措施的認知又再次證明這王良芬2

（2004）及蕭昭娟3（2000）的研究發現是相同的。

2 王良芬  （2004）台北縣外籍配偶家庭及社區生活之研究。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在職進
修碩士班，未出版。

3 蕭昭娟  （2000）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社頭相外籍新娘為例。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
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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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之環境適應對居留證的認知分析表在Q考驗

上，由表發現為均達顯著差異（＜0.05）。表示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

措施-對居留證認知的消息來源是集中在某些人。

嫁到台灣後，入國之翌日起15日內要申辦外僑居留證，96％新移民都知道

此訊息，其消息來源先生（66.7%）告知為主要入口。政府做的宣導也是新移

民消息的來源（25.8%）。

100％的新移民知道有了居留證後她們可以就業，消息的來源以先生

（66.7%）及朋友鄰居（44.4%）、政府單位（33.3%）為主。

對於居留證相關事宜必須到警察局辦理有93％的新移民知道，主要消息來

源以透過先生（66.7%）及政府的宣傳（33.3%）為主。

新移民如因故，並不因有無子女而影響其居留權之訊息，只有52％的新移

民知道，消息來源以先生（25.8%）、朋友鄰居（25.8）、政府單位（18%）

宣導為主要入口。

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辦理居留證的認知分析

居留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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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嫁到台灣後，應於入國之翌日
起15日內申辦外僑居留證

96％ 4％ 18 1 5 7 2 0 27 .000＊ 45.828

2. 有了外僑居留證，可以就業 100％ 0 18 1 12 9 2 1 27 .000＊ 42.803
3. 居留證的辦理、延期、辦理永
久居留證或居留地址變更皆應

至當地的警察局外事科辦理

93％ 7％ 18 0 5 9 2 0 27 .000＊ 49.589

4. 新移民如因國人配偶死亡或離
婚，並不因有無子女而影響居

留權

52％ 48％ 7 0 7 5 1 3 27 .000＊ 1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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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灣就要辦理外僑居留證，有了它可以就業甚至到警察局辦理居留證之

延期等事項，由表4-2-3中可以發現上項訊息的得知，仍然以先生的告知為主

要來源。透過朋友鄰居的告知，也可以得知就業的機會。新移民對事故發生

時，只要有居留證仍可留在台灣訊息，只有52％的人知道，可見有一半的人

還是留在過去先生過世就必須回原生國的舊觀念中。由受訪者B、C深度訪談

中，更深入瞭解到，她們雖然知道有居留證可以留下來，但是如何辦理對新移

民而言卻是另一個難題，這部分值得政府再深入瞭解與解決。

(4) 新竹市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之環境適應對健保卡的認知分析表在

Q考驗上，均達顯著差異（＜0.05）。表示新移民對健保卡認知的消息來

源是集中在某些人。

有新移民93％都知道有外僑居留證的人，在台居留滿四個月起，就應該參

加全民健康保險，其消息來源先生66.7%告知為主要入口。另有朋友鄰居、政

府做的宣導、生活適應班老師的告知。

對於已經上班應由雇主加保（健保），而且不受四個月之限制之認知只有

48％的新移民知道此訊息。上班後可以由雇主處加入健保，消息的來源以先生

（37%）為主要消息來源，另有朋友鄰居、政府單位、生活適應班老師的告知

等。

有一定雇主應在服務單位申請參加健保有63％的新移民知道，主要消息來

源以透過先生（40.7%）為主，另有朋友鄰居（29.6%）、政府單位（18%）

等。

上班後可以依附雇主加入健、勞保有高達70％的新移民知道此訊息，消息

來源以先生（44.4%）為主，和朋友鄰居（22.2%）、政府單位、仲介、生活

適應班老師等。

對健保卡遺失、毀損處理之訊息，有78％的新移民知道如何處理，消息來

源以先生（44.4%）為主、朋友鄰居、政府單位、仲介、生活適應班老師為另

外的消息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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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對全民健康保險提供的醫療服務訊息，全部的新移民100％知道，

消息來源以先生（100%）為主、夫家親人、朋友鄰居、政府單位、生活適應

班老師為另外的消息的來源。

新移民在生活輔導措施中對健保卡之認知分析

健保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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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領有外僑居留證的人，自在台
居留滿四個月起，就應該參加

全民健康保險。

93.％ 7％ 18 0 6 7 0 1 27 .000＊ 49.861

2. 已經上班，有一定的雇主，
於受雇時應由雇主加保（健

保），不受四個月之限制。

48％ 52％ 10 1 6 2 0 1 27 .000＊ 26.905

3. 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應在服
務單位，申請參加健保。

63％ 37％ 11 0 8 5 0 0 27 .000＊ 32.264

4. 上班後除了可以依附雇主加入
健保還可以加入勞保。

70％ 30％ 12 0 6 2 1 2 27 .000＊ 28.810

5. 卡片遺失、毀損時要向中央健
保局洽詢，電話0800030598。

78％ 22％ 17 0 3 7 1 4 27 .000＊ 43.284

6. 全民健康保險提供疾病、傷
害、生育、事故或住院之醫療

服務。

100％ 0 27 1 6 8 0 2 27 .000＊ 89.186

新移民對健保卡的認知只有第2項較陌生，而且由深度訪談中發現新移民

雖然知道此項之規定，但是雇主似乎遵守者有限，新移民也不想爭取。有了工

作可以由雇主處加入勞保與健保，受訪者對此項之認知達70％，可是雇主真正

遵守也是有限。這個問題也是需要政府再思考對策，讓雇主單位確實遵守該有

的份際，不要讓新移民有做二等公民的感覺。由6項措施中發現，新移民對健

保卡輔導措施的認知，其訊息來源幾乎都是由先生處得知，再次驗證先生對新

移民在生活適應上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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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移民對辦理國民身份證的認知分析表在Q考驗上，只有新移民對新竹

市設置辦事處及申請歸化時要由戶政事務所轉呈內政部之事宜未達顯著

差異（＞0.05），表示這兩部分訊息來源是多元的。移民署的成立、辦

理歸化時對有關居住事宜的認知、歸化時要辦理放棄國籍、歸化時需要

良民證、需要財產證明、國籍歸化的問題直接詢問戶政事務所的人均達

顯著差異（＜0.05）。表示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環境適應對辦理

國民身份證認知的消息來源是集中在某些人。

移民署的成立，目的是辦理外籍人士之相關事宜有74％（20人）的新移民

知道此訊息，其消息來源先生告知為為主、另有朋友鄰居、政府單位、仲介、

生活適應班老師等。

辦理歸化時對有關居住事宜的認知，有89％的新移民知道。主要消息來源

以透過仲介告知為主，另有朋友鄰居、先生、政府單位等。

對於歸化時要辦理放棄國籍的認知，100％的新移民知道。其消息來源朋

友鄰居告知為主，其他有先生、政府單位、仲介為另外的消息的來源。

對於歸化時要良民證的認知，96％的新移民知道。其消息來源仲介告知為

主，其他為先生、朋友鄰居政府單位等。

對於歸化時要財產證明的認知，89％的新移民知道。其消息來源仲介、先

生告知為主，朋友鄰居、政府單位為另外的消息的來源。

對於國籍歸化的問題直接詢問戶政事務所的認知，52％的新移民知道。其

消息來源先生告知為主，朋友鄰居、政府單位、仲介為另外的消息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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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對生活輔導中國民身份證的認知

國民身份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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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於西元2007年1月2日成立
了移民署，主要辦理外籍人士

所有的相關事宜。

74％ 26％ 13 0 6 5 2 1 27 .000＊ 29.103

2. 政府為了方便新移民辦理歸化
事宜，在各地都有設置辦事處

 。新竹市設在在中華路三段。
67％ 33％ 5 0 6 7 3 2 27 .066 10.347

3. 新移民辦理歸化時，必須在取
得外僑居留證後於國內每年和

計有183天以上合法居留之事
實且繼續三年以上，始可申請

歸化我國國籍。

89％ 11％ 12 0 10 9 13 0 27 .000＊ 29.884

4. 申請歸化時向住所地轄區的戶
政事務所申請，轉呈內政部

56％ 44％ 5 0 7 6 6 0 27 .008 15.625

5. 辦理歸化時要辦理放棄原生國
之國籍

100％ 0 13 0 14 8 12 0 27 .000＊ 33.216

6. 辦理歸化時需要原生國政府核
發之警察刑事記錄證明及在我

國居住期間之警察刑事記錄證

明。

96％ 4％ 10 0 11 6 14 0 27 .000＊ 31.048

7. 辦理歸化時需要相當之財產證
明。

89％ 11％ 12 0 11 4 12 0 27 .000＊ 32.358

8. 對於國籍歸化尚有任何問題最
直接的方法是詢問戶政事務所

的人。

52％ 48％ 9 0 3 6 2 0 27 .000＊ 23.171

由表中第3、5、6、7項發現，這些都是新移民歸化時所需要的文件與程

序，這些法規對新移民而言她們都非常的清楚，認知度幾乎達90％以上，可見

這是她們非常關心的議題。再深入瞭解發現這些訊息的來源有共通點，在於透

過先生以外，還包括了她們的同鄉人及仲介。當歸化文件齊全時轉呈主辦單位

戶政事務所或者有歸化疑問可以詢問戶政事務所時，新移民對此訊息的認知大

約只有50％，可見新移民在遇到問題時，不會主動找到真正或利用可詢問之單

位，這可能與她們的語言程度或對環境的熟悉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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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公、民營服務機構的認知分析表在Q考驗上，均達顯著差異（＜

0.05）。表示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環境適應對公、民營服務機構

認知的消息來源是集中在某些人。

當身體或精神受到不法的侵害時可以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請保護或是請新竹

市警察局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社工員協助，100％新移民都知道此訊息，其消息

來源朋友鄰居告知為主要入口。先生、政府單位做的宣導、生活適應班老師則

次之。

有關家庭暴力防治資訊，可以撥打113婦幼保護專線，有93％新移民知道

此訊息，其消息來源先生告知為主要入口。朋友鄰居、政府單位做的宣導、生

活適應班老師則次之。

對於政府提供新移民保護諮詢專線0800088885，設有英語、越南、印

尼、柬埔寨、泰國等五種語言提供家庭暴力、性侵害防制的諮詢服務。70％新

移民知道，主要消息來源以透過政府的宣傳為主。其次為先生、夫家親人、朋

友鄰居、生活適應班老師再次之。

有任何法律上的問題（財產、婚姻⋯）可以詢問地方法院或是警察局外事

科。93％的新移民知道，其消息來源先生告知為主要入口。夫家親人、朋友鄰

居、政府單位做的宣導、生活適應班老師次之。

政府採取多國語言的口試或筆試以方便新移民取得駕照。85％的新移民知

道。其消息來源告知主要為生活適應班老師。先生、朋友鄰居、政府單位做的

宣導次之。

政府提供了廣播電台（非英

語）節目供新移民收聽諮詢。只有

44％的新移民知道。其消息來源告

知主要為朋友鄰居。先生、朋友鄰

居、政府單位做的宣導、生活適應

班老師則次之。
新移民輔導班始業式(95.04.17)
每一個人都好學，認真積極的請老師解答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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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在生活輔導措施中對公、民營服務機構的認知

公、民營服務機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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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身體或精神受到不法的侵害
時可以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請保

護或是請新竹市警察局家庭暴

力防治中心社工員協助。

100％ 0 11 0 13 5 0 2 27 .000＊ 35.827

2. 有關家庭暴力防治資訊，可以
撥打113婦幼保護專線它是提
供24小時免付費諮詢服務

93％ 7％ 13 1 10 9 0 5 27 .000＊ 25.375

3. 政府提供新移民保護諮詢專線
0800088885，設有英語、越
南、印尼、柬埔寨、泰國等五

種語言提供家庭暴力、性侵害

防制的諮詢服務

70％ 30％ 6 1 4 8 0 6 27 .000＊ 13.440

4. 有任何法律上的問題（財產、
婚姻、、）可以詢問地方法院

或是警察局外事科。

93％ 7％ 19 1 11 3 0 1 27 .000＊ 57.384

5. 政府採取多國語言的口試或筆
試以方便新移民取得駕照

85％ 15％ 6 0 6 10 0 11 27 .000＊ 23.392

6. 政府提供了廣播電台（非英
語）節目供新移民收聽諮詢。

44％ 56％ 3 0 5 3 0 3 27 .000＊ 8.788

值的一提政府雖然特別為新移民設置保護專線，但是知道者反而比知道

113電話者來的少而且其消息來源更分散，這是政府要深入瞭解的部分。廣播

電台的設置可以提供新移民call in諮詢，可惜知道者不到一半。因為如果能加

入空中平台，他們的所有資訊都會更即時，更暢通。但是政府的文宣，基本上

還是平面國語的。政府對新移民駕照的取得採取特殊辦理，這方面訊息的獲得

以生活適應班老師及政府的宣傳為主要的來源，這可說是政府開設生活適應班

的收穫。

(7) 對就業的認知分析表在Q考驗上，只有參加政府舉辦的職業課程有顯著

差異（＜0.05）。表示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環境適應對參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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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的職業課程的消息來源是集中在某些人。對於就業服務站的認知、

對勞保的認知均未達顯著差異（＞0.05）。表示這兩部分訊息來源是多

元的。

想要工作時可以透過住家附近的就業服務站獲得許多就業資訊，只有4％

新移民知道此訊息，其消息來源是朋友鄰居的。

如果想找到理想的工作，可以參加政府辦的職業課程，培養更多的專長。

如社區大學辦的電腦班。只有44％新移民知道此訊息。消息的來源以朋友鄰居

為主要消息來源。其次朋友鄰居、政府單位也是消息的來源。

有參加勞保的人，退休時可以請領勞保退休金，對未來的生活更有保障。

41％的新移民知道此訊息。主要消息來源以透過朋友鄰居為主。先生、政府單

位、仲介、生活適應班老師也是消息的來源。

新移民在生活輔導措施中對就業的認知

就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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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要工作時可以透過住家附近
的就業服務站獲得許多就業資

訊

4％ 96％ 0 0 1 0 0 0 27 .416 5.000

2. 如果想找到理想的工作，可以
參加政府辦的職業課程，培養

更多的專長。如社區大學辦的

電腦班。

44％ 56％ 3 0 10 9 0 0 27 .000＊ 38.140

3. 有參加勞保的人，退休時可以
請領勞保退休金，對未來的生

活更有保障。

41％ 59％ 5 0 6 1 1 1 27 .012 14.688

新移民對就業的認知，似乎都達不到一半以上，尤其是可以透過就業服務

站的介紹，找到工作。由深入訪談中發現她們的工作不是透過人力仲介介紹，

就是以透過同國籍的朋友介紹為主。對於政府要幫助她們培養更多的專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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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未來找到更多更好的工作訊息，竟然是口耳相傳的朋友鄰居較知道此訊息，

可以假設推估政府的宣傳不夠，所以連家人對此訊息的得知都較薄弱。其中關

鍵在於新移民特殊的人際關係群，並未像一般民眾開放。

2.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之認知分析-在家庭適應方面
(1) 對家庭的輔導與服務的認知分析在Q考驗上，只有對政府舉辦的國際日

活動有顯著差異（＜0.05）。表示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環境適

應對參加政府舉辦國際日活動的消息來源是集中在某些人。對於文化局

的認知、對新移民家庭之幼兒優先就讀公幼的認知均未達顯著差異（＞

0.05）。表示這兩部分訊息來源是多元的。

政府為了加強族群、性別平等與文化尊重之觀念宣導曾經舉辦國際日活

動。新竹市政府去年（2006）時於北門國小辦理。100％新移民知道此訊息，

其消息來源生活適應班老師告知為主要入口。先生、夫家親人、朋友鄰居、政

府單位也是消息的來源。

新移民認真的學習電腦課程(9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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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在生活輔導措施中對家庭之輔導與服務的認知

家庭之輔導與服務措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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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於為了個案發掘、並使服
務的據點不僅提供休閒、聯誼

等功能，更成為家庭服務中心

個案諮詢、服務與轉介之窗

口。新竹市是由市政府文化局

辦理。

4％ 96％ 0 0 1 0 0 0 27 .416 5.000

2. 政府為了加強族群、性別平等
與文化尊重之觀念宣導曾經舉

辦國際日活動。新竹市政府去

年（2006）時於北門國小辦
理.

100％ 0 8 5 0 22 0 27 27 .000＊ 91.009

3. 政府為了提供跨國家庭，成長
的優質安全的學習環境，於

2004年起辦理新移民家庭之幼
兒優先進入公立國小附設幼稚

園共讀。

59％ 41％ 7 2 3 7 0 6 27 .032 12.238

政府對新移民的家庭適應輔導可說是多元，可是由數據中發現，新移民似

乎沒有想要瞭解的積極態度，因此文化局主導的各項活動對他們來說，都是陌

生的。也可以說一旦夫家對此部分採較消極的態度。政府所舉辦的國際日活

動，也是透過學校的告知與政府的文宣宣導才得以傳達訊息至新移民。面對此

問題，政府需要再加強宣傳在家庭輔導措施的管道。

3.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之認知分析-在語言適應方面

在語言適應方面

(1) 對語言之輔導與服務措施的認知分析表在Q考驗上，只有參加政府舉辦

的成人教育研習班有顯著差異（＜0.05）。表示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

施-環境適應對參加政府舉辦的成人教育研習班的消息來源是集中在某些

人。對於進入補校取得正式學歷的認知及對外國學歷可以透過認定而加

以採認，均未達顯著差異（＞0.05）。表示這兩部分訊息來源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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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設立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對新移民施以語文教育課程，以充實基本

生活知能，參加者無須負擔任何費用。89％新移民知道，其消息來源以政府單

位為主要入口。先生、夫家親人、朋友鄰居、生活適應班老師也是消息來源。

新移民生活輔導措施中對語言之輔導與服務的認知

語言之輔導與服務措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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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鼓勵新移民進入國小補校
就讀，以取得正式學歷。

7％ 93％ 0 0 1 1 0 0 27 .549 4.000

2. 政府對於持國外學歷入境的新
移民，其學歷可以透過認定而

加以採認。

7％ 93％ 0 0 1 1 0 0 27 .549 4.000

3. 政府設立成人基本教育研習
班，對新移民施以語文教育課

程，以充實基本生活知能，參

加者無須負擔任何費用。

89％ 11％ 20 1 4 24 0 1 27 .000＊ 90.208

在政府所做的生活適應語言輔導措施方面，只有政府設立的成人基本教育

班為新移民所熟知，其消息來源也是以先生的支持及政府單位的積極宣傳為

主。值得一提的，由深度訪談中有新移民對政府所做的一切感恩在心，這和雷

淑娟4（2006）所做的研究結果相似。

（三）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

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在環境適應、家庭適應、語言適應三方面的利

用又是如何呢？ 

利用了問卷量表「新竹市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採李克特

（Likert）四點量表，以三至0分表示利用程度，分數愈高代表受試者對政府的

4 雷淑娟  （2006）台北市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之成效評估-第四代政策評估觀點。台北市：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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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措施利用越高。本量表每道題之平均值為1.5分，若新移民在此量表

每題的平均得分高於平均值（1.5分）則視其利用政府之生活輔導措施界定為

「常使用」，低於平均值則視為「不常使用」，以下分析據此標準。

1.新移民對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分析-在環境適應方面
(1) 由新移民對民政局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表平均數與標準差中可知：只有

參加民政局舉辦的生活適應班（2.96分）高於平均值（1.5分），顯示新

移民目前對民政局舉辦的生活適應班不僅知道還會主動去參加。在民政

局所做的輔導措施中以新移民參加生活適應班為最被認知與利用。

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民政局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

題號 分量表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民
政
局

1 我會參加政府舉辦的生活適應班 2.96 .19
2 我會利用多國語言編印的新移民在台生活相關資訊簡冊 .30 .49

3
我會利用駐外單位、相關國家駐華機構或戶政事務所取得

生活相關資訊簡冊
.26 .45

4 我會利用民政局提供的生活適應輔導相關諮詢資料 .59 .50

(2) 由新移民對政府辦理居留證輔導措施之利用表平均數與標準差中可知：

新移民到警察局辦理居留證相關事宜較不陌生（1.19分），但對於利用

外僑居留證就業就顯得較少被利用，可見新移民雖然有經濟上的需要，

但是利用居留證尋求就業，卻是較少被利用。

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辦理居留證輔導措施之利用

題號 分量表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居
留
證

5
我會到察警局外事科辦理移居留證的延期、永久居或居留

地址變更
1.19 .68

6 我會利用外僑居留證就業 .70 .67

(3) 由新移民對政府民辦理健保卡輔導措施之利用表平均數與標準差中可

知：新移民經常使用健保卡（2.85分）於醫療方面，顯現她們對健保卡

的認知與利用。對於健保卡如果不甚遺失或毀損時她們就不知道如何是

好。也可以由另一方解釋她們知道健保卡是非常重要的文件，一旦遺

失、毀損時可能需要繁雜的手續，所以她們都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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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辦理健保卡輔導措施之利用

題號 分量表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健
保
卡

7
卡片遺失、毀損時要我會向中央健康保險局發卡服務中心

辦理補發
.00 .00

8 我會利用健保卡看病及其他醫療服務 2.85 .46

(4) 由新移民對政府辦理身份證輔導措施之利用表平均數與標準差中可知：

新移民對新竹移民署的利用（0.52）屬於不常使用。因為新竹移民署是

2007時才成立的，政府可能未大力宣傳，以致於新移民對移民署的認知

還停留在台北才有。佐以深入訪談發現：

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辦理身份證輔導措施之利用

題號 分量表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國民身

份證
9 我會利用新竹的移民署辦理外籍人士居留、停留相關事宜 .52 .51

(5) 由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戶政事務所輔導措施之利用表平均數與標準差中

可知：新移民對戶政事務所的利用（1.04）屬於不常使用。新移民到台

灣後第一件事到戶政事務所辦結婚登記，所以她們對戶政事務所的第一

印象是辦理結婚登記的場所。因為歸化的手續較繁雜，所以她們幾乎都

委託仲介請仲介辦理。

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戶政事務所輔導措施之利用

題號 分量表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戶政事務所 10
我會利用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或詢問歸化國籍相

關問題
1.04 .34

(6) 由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公、民營機構輔導措施之利用表平均數與標準差

中可知：新移民對地方法院或警察局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尋求保護、113、

新移民保護諮詢專線0800088885、有任何法律問題時會詢問法院或是警

察外事科的利用皆屬於知而不用（.00）。此現象可以推測為她們的家庭

都是幸福美滿，也未遇到任何法律上的問題；亦可以推測為新移民即使

受辱或家暴，仍然抱著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根本拒絕接受任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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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對監理所的利用（.70）甚於廣播電台（.30）的協助，這是較現

實面的問題。

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公、民營機構輔導措施之利用

題號 分量表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公
民
營
服
務
機
構

11
當我精神或身體受到不法的侵害時我會當向地方法院或警察

局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尋求保護或是協助。
.00 .00

12 當我受到家暴時我會利用113尋求協助 .00 .00

13
當我受到家暴或性侵害時我會利用新移民保護諮詢專線

0800088885
.00 .00

14 當我有任何法律問題時我會詢問法院或是警察外事科 .00 .00
15 我會利用監理所的多國語言口試或筆試取得駕照 .70 .47
16 我會利用廣播電台諮詢在生活適應上相關的問題 .30 .47

(7) 由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就業機構輔導措施之利用表平均數與標準差中可

知：新移民新移民對就業服務站的利用利用不佳（.19）一方面她們對就

業服務站的認知只有4％，因此在尋找工作時通常是靠朋友或仲介的引

介。新移民對於政府開設的社區大學的電腦班的利用也是不佳（.15）。

一方面只有44％知道，真正想要去上課時，又是家庭小孩要兼顧，因此

無法成行。

新移民對新竹市就業機構輔導措施之利用

題號 分量表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就

業

20 我會利用就業服務站找工作 .19 .40
21 我會去上社區大學的電腦班然後找到更理想的工作 .15 .36

 2.新移民對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分析-在家庭適應方面
由新移民對政府家庭適應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表平均數與標準差中可知：

新移民對政府辦理家庭適應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皆未達平均數（1.5）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有100％的人都知道政府辦理國際家庭活動日，但真正參與的卻

是少之又少。對於新移民的子女可以優先就讀公立幼稚園，新移民雖然有59％

知道，可是真正讓孩子就讀公立幼稚園的，也是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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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辦理家庭適應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

題號 分量表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家庭之輔導與

服務措施

1
我會利用市政府文化局辦理的家庭服務休閒、聯誼

等功能
.52 .51

2 我會參加政府舉辦的舉辦國際日活動 .93 .83

3
我會利用政府提供的成長優質安全的學習環境，讓

幼兒優先進入公立國小附設幼稚園共讀。
.63 .74

3.新移民對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分析-在語言適應方面
由新移民對政府語言適應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表平均數與標準差中可知：

新移民對於政府在語言適應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上，只有參加政府設立成人基

本教育研習班比較普遍（2.04），其他二者皆未見新移民加以利用（.00）。

新移民對新竹市政府語言適應生活輔導措施之利用

題號 分量表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語言之輔導

與服務措施

1 我會進入國小補校就讀，以取得正式學歷 .00 .00
2 我會持國外學歷入境透過認定而加以採認。 .00 .00

3
我會參加政府設立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以充實基

本生活知能。
2.04 .90

綜合以上所知新移民在環境適應、家庭適應、語言適應生活輔導措施的利

用上，以參加生活適應班（ 2.96）、到警察局辦理居留證的延期、永久居留

或居留地址的變更（1.19）、健保卡的使用（2.85）、最為新移民普遍利用的

部分。至於建保卡的毀損、掛失的辦理、受暴可以尋求協警局的協助、113、

新竹市政府辦理國際家庭活動日（96.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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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8885的保護專線、有法律問題可以尋求法院的幫助、進入補校就讀以取

得正式學歷、及持外國學歷透過認定可加以採認的部分，卻是新移民不曾加以

利用的部分。由此可以推得，新移民對於生活環境越需要經常接觸的單位，他

們不但越熟知，且利用得越頻繁。5 6

三、總結
根據研究分析結果得知發現：

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環境、家庭、語言）的認知情形視其需要而

定，需要辦理身分與健保最迫切，所以知道最多最快。

整體而言新移民對政府輔導措施都有一定的瞭解程度，其中最切身關係的

居留證、健康保險的申請、到政府公部門辦理必要的手續、日常生活接觸的服

務機構、歸化問題最為瞭解。他們瞭解與利用的程度又以家人的態度佔重要的

部分。

（一） 政府透過各種媒介積極放送各種訊息，其中以生活適應班最為政府所

大力推廣，其目的就是希望透過生活適應班更能快速融入我們的社

會，及達到他們的目標（歸化）。雖然有些政府輔導措施的訊息是他

們透過家人、朋友、同鄉，甚至仲介才得知的，但是對於習俗的深入

認知與利用、對語言認字，生活適應班卻是有它的功勞存在。

1. 環境適應輔導措施的認知

 研究者發現新移民到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個公部門（如入出

境管理局、外交部、警察局、各戶政事務所）辦理相關事宜。這些

受訪者其實未受生活輔導課程，就會前往並處理事情，家人、朋友

佔有絕對重要的輔助角色。

5 蔡熊山  （2007）地方政府處理新移民問題的實務與挑戰---以新竹市為例。

 新竹市。2007年地方政府與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新竹：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6 蔣偉民  （2006）新竹市外籍配偶及其子女教育與輔導策略。「外籍配偶及其子女教育與輔導北區研討
會」。論文集-單行本（論文發表一）。新竹：玄奘大學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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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新移民人身安全的問題受到廣泛的注意，因此113保護專線的宣

傳效果可見非常成功。

 在監理所輔導新移民取得駕照方面，採取多國語言的口試或筆試以

方便新移民取得駕照，大部分的新移民都知到此訊息，而受訪的六

位中全知道此訊息；在就業方面，受訪者有五位在工作，他們工作

的獲得同國籍彼此介紹者居多，但是他們對於政府提供職業訓練與

輔導其就業之措施，卻完全不知。

 對於歸化的規定，他們早就瞭若指掌。他們的家人，甚至他們自己

都會透過關係，詢問同鄉人或者是台灣朋友。

2. 家庭適應輔導措施的認知

 在文化局辦理家庭的輔導措施方面，對新移民而言幾乎是陌生的，

問卷中只有少數知道文化局的功能，受訪的六位中更是無人知曉文

化局為何。

    國際家庭日透過生活適應班的大力宣導，新移民都知道此訊息。

 2004年起辦理新移民家庭之幼兒優先進入公立國小附設幼稚園共

讀，這項訊息受訪者竟然都不知情，甚至沒注意。

3. 語言適應輔導措施的認知

 研究者發現不論任何國籍的新移民，其實他們在聽、說部分都沒有

困難。他們自己透過電視劇、廣播、與人交談，耳濡目染半年後就可

聽、說自如。但是對於對於認字、記字、中國字的一字多音、注音符

號中的三個字拼音、輕聲、喬舌音，都是他們頭痛的部分。政府開設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新移民透過先生及政府單位的宣傳而施以施以

語文教育，她們的態度是積極的。可是對於可以進入補校取得正式學

歷與透過認定，讓外國學歷加以採認卻是知道者少之又少。

（二） 新移民對政府生活輔導措施（環境、家庭、語言）的利用情形，有關

環境、家庭關係的資源，不若語言教育的推廣成功。新移民透過先

生、夫家親人、朋友鄰居、政府宣傳、仲介、生活適應班老師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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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生活輔導措施與訊息，但是他們是否真正的利用在日常生活上

值得更深入瞭解。

1. 環境適應輔導措施利用方面

 在環境適應生活輔導措施的認知上，對生活適應班、到警察局辦理居

留證的延期、永久居留或居留地址的變更、健保卡的認知，都是新移

民在認知方面較為普遍的部分，因此對於利用部分較能得心應手與普

遍。至於建保卡的毀損、掛失的辦理、受暴可以尋求協警局的協助、

113、080008885的保護專線、有法律問題可以尋求法院的幫助，新移

民對這些部分有程度上的認知，但卻是不曾利用的部分。

2. 家庭適應輔導措施利用方面

 在家庭適應生活輔導措施的認知上，國際家庭日及新移民家庭之幼

兒優先進入公立幼稚園就讀是她們最熟悉的訊息，可是卻無法經常

利用上，在於她們仍然有本身的考量與想法。對政府的美意政策，

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實行，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3. 語言適應輔導措施利用方面

 在語言適應生活輔導措施的認知上，進入補校就讀以取得正式學歷

及持外國學歷透過認定可加以採認的部分，新移民本身對其認知較

少，因此惶論利用了。但對於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新移民不僅大

部分知道，而且大部分的新移民真正參加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此

部分政府可以再加以大力推廣。

4. 政府的輔導政策需要重視實質的溝通，鄉里長是相當好的考量。

新移民的資源有限，活動範圍亦不廣，所以能否利用公共資源，幾乎全繫

於丈夫與家庭的協助。所以如果能夠委託他們與其家庭熟悉的鄰里長，比較能

夠迅速而確實的傳達政府輔導政策。何況因為住得近，鄉里長也能根據實際發

生的狀況，迅速處理。

研究者的研究透過個案的訪查結果，瞭解政府的輔導措施對新移民在生活

適應上助益，政府是否還需要再檢討輔導措失的成效。結果是，政府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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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立意良好，但，新移民對訊息的得知幾乎是來自家人、朋友（台灣、同

鄉），甚少是自己透過傳播媒體知道。對於來上生活適應班的學員，不能說他

們在生活適應班完全沒有收穫，就如監理所的機車考照，語言的學習、多元文

化彼此的尊重、都是透過林老師的諄諄教導才知道與瞭解。這也是政府輔導措

施績效之一，只是效果似乎不是達到百分之百。政府是否應該再想想對策，讓

政府的美意不要被打折。

環境、家庭、語言都是新移民來台灣要面對的問題，政府積極的對新移民

實施生活輔導措，他們都能感受政府的用心。諸如健、勞保的加入，有雇主就

未遵照政府規定辦理，這些新移民雖然透過家人或是林老師的教導，仍然不敢

積極爭取自己的權益，讓政府的美意大打折扣。

攜家帶眷一起遊故宮（96.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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