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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商業區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關連之調查研究 

(社區居民) 

過錄編碼簿 

題號 變項名稱 變項說明 選項數值說明 備註 
一 對外籍勞工聚集及其對都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看法 
1 v1 外勞在本地區聚集後，導致社區人口密

度及人口壓力有增加的趨勢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2 v2 外勞在本地區聚集後，對當地人口組成

有影響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普通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3 v3 外勞在本地區聚集後，社區可做為跨文

化交流的介面，可促進異質文化的融合

 

4 v4 外勞在本地區聚集後，社區可做為跨文

化交流的介面，卻讓社區居民感到身處

「異質地方」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5 v5 外勞進駐本社區後，異文化將會取代在

地文化 
 

6 v6 外勞在本地區聚集以及在公共空間的

使用，會引發您迴避和防禦性的反應 
 

7 v7 外勞在本地區聚集和消費後，使當地的

土地使用和商業業種產生變化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普通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8 v8 社區中許多被遺棄的閒置空間，因外勞

的聚集而得到重新利用 
 

9 v9 外勞在本地區已形塑出獨立的、分割化

的都市空間（divided space）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10 v10 外勞與社區居民應享有使用公共空間

的權益以及社區福利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普通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11 v11 外勞進駐社區，主要是想爭奪公共領

域，而非共同分享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12 v12 外勞聚集商業區，可說是落後的象徵，

會引起當地居民的劃界排擠和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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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v13 外勞聚集商業區，可說是國際化的象

徵，可促進社區經濟的發展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普通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14 v14 外勞在本地區聚集及消費後，導致社區

居民搬離社區，社區居民組成發生了變

化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15 v15 因外勞在本地區聚集消費，可促進社區

發展更加多元化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普通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16 v16 您會消極地面對外勞聚集於公共空

間，視而不見，不影響日常作息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17 v17 您會積極友善地看待這些外籍勞工，將

社區公共空間當作是展示東南亞文化

的櫥窗以及彼此文化交流的橋樑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普通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18 v18 東南亞進口商品的商店增加，增添了異

國的風味，會吸引顧客前來逛街 
 

19 v19 因外籍勞工的聚集和消費，增加了購物

選擇上的多樣化 
 

20 v20 外籍勞工佔據社區公共空間，會產生不

便與困擾，造成居民活動空間減少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21 v21 外籍勞工聚集在社區附近，會對社區治

安產生不良影響 
 

22 v22 您會質疑外籍勞工利用本地區的空間

進行社交活動的正當性 
 

23 v23 因外勞聚集、商店街東南亞文字符號的

存在、以及東南亞商品的充斥，導致「異

質族裔化」（註：東南亞元素的出現），

而改變了地方意義 

 

24 v24 本社區已成為外勞高度聚集之處，店家

模擬東南亞的食物、文字、佈置裝飾，

形成所謂的「外勞街」，社區當地居民

反而成為「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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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v25 外籍勞工佔用公共空間或商店街，人數

眾多，商店業種充滿東南亞風格，會造

成空間的殖民化（colonisation of public 
space） 

  

26 v26 外籍勞工聚集的地區是一種不屬於自

己的“他者、另類空間”(other space)，一

種讓人不會去的空間（no-go space） 

 

27 v27 您會介意外籍勞工在社區逗留，但不介

意他們去 DISCO 舞廳或 PUB 聚集 
 

28 v28 為了捍衛社區公共領域，您願意與外籍

勞工進行空間協商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普通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29 v29 您會同情外籍勞工離鄉背井謀頭路，而

不忍指責他們在社區中的逗留 
 

二 受訪者基本資料 
1 v30 性別 1. 男 

2. 女 
 

2 v31 年齡 1. 20 歲以下 
2. 21~30 歲   
3. 31~40 歲 
4. 41~50 歲  
5. 51~60 歲 
6. 61 歲以上 

 

3 v32 教育程度 1. 國小及以下 
2. 國中 
3. 高中職 
4. 大學專科 
5. 研究所以上 

 

4 v33 宗教 1. 天主教 
2. 基督教 
3. 佛教 
4. 道教 
5. 伊斯蘭教 
9. 其他 (請註明) 

 

5 v34 職業 1. 農林漁牧 
2. 工 
3. 低白領上班族、中低階

軍人 
4. 高白領上班族、中產階

級( 如大學教授、高中

以下教師 )、中高階軍

人 
5. 資產階級 ( 如商店老

闆…….)、自由業( 如

問卷選

項為「97.
其他」與

資料檔

「9.其
他」不

符，以資

料檔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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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律師、會計師 ) 
6. 大資本家  
7. 家庭管理    
8. 無 
9. 其他 (請註明) 

6 v35 婚姻狀況 1. 未婚   
2. 已婚    
3. 離婚 

 

7 v36 個人每月薪水 1. 30,000 元以下 
2. 30,001~60,000 元 
3. 60,001~90,000 元  
4. 90,001 ~120,000 元 
5. 120,001 ~150,000 元 
6. 150,001 元以上 

 

8 v37 您目前的家庭結構 1. 夫婦加小孩 
2. 夫婦加小孩加公婆   
3. 四代以上  
9. 其他 (請註明) 

問卷選

項為「4.
其他」，

與資料

檔「9.其
他」不

符，以資

料檔為

主。 
9 v38 您家是否聘請外籍幫傭或看護 1. 是   

2. 否 
 

10 v39 平常外出或在社區附近活動的時間：

（可複選） 
1. 早上(06:00-10:00) 
2. 中午(10:00-14:00) 
3. 下午(14:00-18:00)   
4. 晚上(18:00-22:00)  
5. 深夜(22:00 以後) 

除單選

外，複選

者都以

數字呈

現。 

11 v40 平常和外籍勞工相遇或接觸的時間：

（可複選） 
1. 早上(06:00-10:00) 
2. 中午(10:00-14:00) 
3. 下午(14:00-18:00)   
4. 晚上(18:00-22:00)  
5. 深夜(22:00 以後) 

除單選

外，複選

者都以

數字呈

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