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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需求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本調查主要在蒐集臺灣地區外籍與大陸配偶基本資料、生活狀況及照顧輔導措施需

求等資料，以分析當前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生活、生育情形及子女狀況、工作狀況、醫

療保健及各項照顧輔導措施的需求狀況，作為政府及民間團體推動外籍與大陸配偶各項

照顧服務、醫療保健與就業服務措施，以及政府制定相關服務政策之參考。 

本調查採抽樣調查，調查對象以截至民國 97 年 7 月 31 日止，持有有效外僑居留證、

永久居留證之外籍配偶，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以及申請入境停留、居留及

定居之大陸配偶(含港澳配偶，以下均同)為調查母體，抽樣方法為採分層比例系統抽樣

法辦理，並採實地訪問調查，共計完成 13,345 份成功樣本。茲將調查重要結果摘述如下： 

一、外籍與大陸配偶在臺生活概況分析 

（一）在臺取得相關證件情形：以持有駕照方面的證照比例較高占 45.0%，其中以

機車駕照持有比例占 31.5%為最高。 

（二）在臺保險情形：整體而言，已有 90.7%之外籍與大陸配偶納入全民健康保險

保障中，而投保勞工保險者占 16.5%，顯示外籍與大陸配偶在臺的個人生活

保障主要仰賴全民健康保險。 

（三）平日生活個人零用來源：外籍與大陸配偶在臺生活有平日個人零用花費者占

整體 96.5%，其中，最主要來源係來自「配偶提供」占 66.4%，其次為「本

人工作收入」占 27.4%。 

二、外籍與大陸配偶就業狀況分析 

（一）勞動力狀況： 

1.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於 97 年 9 月底數據顯示，具有合法工作權身分者共

計達 260,120 人，其中勞動力人口共計有 145,558 人，占整體外籍與大陸

配偶56.0%；非勞動力人口共有114,562人，占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44.0%。 

2.勞動參與率：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偶勞參率為 55.96%，比較各國籍外籍

與大陸配偶整體勞參率，以港澳地區配偶勞參率達 74.50%較其他各國籍配

偶來得高，其次為其他國家勞參率為 61.10%。 

3.就業狀況： 

（1）從事行業別：外籍與大陸配偶從事行業別以「製造業」占 35.3%較其

他行業別來得高，其次為「住宿及餐飲業」占 21.5%，再其次為「批

發及零售業」占 12.9%，「其他服務業」占 10.7%，其他各行業比例

皆在一成以下。 

（2）從事職業別：外籍與大陸配偶從事職業以「非技術工及體力工」占

38.9%為最高，其次為「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占 29.8%，其他各

職業比例皆在一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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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業身分：外籍與大陸配偶從業身分以受雇者占 80.5%為居多，其次

為自營作業者占 11.4%，其他各類從業身分比例皆在一成以下。受雇

者又「受私人僱用」占 79.4%為最高，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受政府僱

用比例占 1.1%。 

（4）工作收入：外籍與大陸配偶主要工作收入以「1萬元至未滿 2萬元」

占 47.2%為最高，其次為「2 萬至未滿 3 萬元」占 22.7%，再其次為

「未滿 1萬元」占 12.3%，其他收入等級皆在一成以下。 

（5）就業者投保情形：外籍與大陸配偶有就業者，投保勞保比例為 40.6%。 

（6）工作滿意度：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工作滿意度，以「還算滿意」占

50.3%為最高，其次為「普通」占 31.7%。 

（7）對工作表示不滿意原因：外籍與大陸配偶對工作表示不滿意者，共

計有 439 人，最主要原因為「薪水太低」占 73.9%，其次為「工作時

間太長」占 19.4%，「工作時間不固定」占 10.9%，其他各選項比例

皆在一成以下。 

（二）非勞動力狀況：外籍與大陸配偶未參與勞動之原因，主要以「無工作料理家

務」占 96.9%為最高，其他各項原因皆在一成以下。 

（三）求職狀況說明： 

1.求職過程有無遭遇困難：外籍與大陸配偶求職時，表示沒有遭遇困難比例

占 79.7%，有遭遇困難比例為 20.3%。 

2.求職過程遭遇困難狀況：外籍與大陸配偶求職最主要遭遇的困難為「雇主

以無身分證為由不願僱用」占 30.7%，其次為「語言溝通能力較弱」占

21.9%，再其次為「中文識字及書寫能力較弱」占 13.8%、「雇主以口音為

理由不願僱用」占 12.8%。其他各項原因皆低於一成。 

（四）照顧輔導參加狀況及需求： 

1.外籍與大陸配偶過去參加照顧輔導措施狀況：曾參加照顧輔導措施之外籍

與大陸配偶占 27.7%，其主要參加的課程，以「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識

字班」占 11.9%為各項課程中參加比例較高者，其他課程參加比例皆未達

一成。而沒有參加照顧輔導措施之外籍與大陸配偶占 72.3%。 

2.外籍與大陸配偶沒有參加照顧輔導措施的原因：外籍與大陸配偶沒有參加

照顧輔導措施最主要原因係需「料理家務及照顧家人、小孩」重要度為

42.9，其次為「不知道有輔導照顧措施」重要度 33.6，再其次為「要工作」

重要度 14.1。 

3.外籍與大陸配偶希望接受之訓練課程：外籍與大陸配偶首要希望接受的訓

練課程為「就業訓練」占 35.3%，其次為「語文訓練、識字教育」占 19.1%，

再其次為「親職教育、育嬰常識」占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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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籍與大陸配偶個人生活適應狀況分析 

（一）與家人相處狀況：近八成八外籍與大陸配偶表示在與家人相處上沒有困擾，

表示有困擾比例僅占 5.7%。 

（二）外籍與大陸配偶個人人際網絡：外籍與大陸配偶在臺生活的個人人際網絡，

最主要仍以臺灣的親戚、親人為主，占 50.9%，其次為來自同鄉的親友占

21.3%，再其次為鄰居 11.7%，其他各種人際網絡比例皆不到一成。 

（三）生活環境整體感受：整體而言，居住在臺灣的外籍與大陸配偶，對於在臺生

活整體感受的評估，皆偏向正面、滿意的態度。 

四、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成員狀況分析 

（一）婚配對象特性：國人配偶年齡層方面，以 35-44 歲國人與 25-34 歲外籍與大

陸配偶的比例占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的 27.5%為最高。國人教育程度方面，

主要以高中職比例占 40.1%為最多，其次為國中、初中程度。九成二婚配對

象(國人)健康狀況良好，七成六婚配對象(國人)本次婚姻為初婚，雙方婚姻

狀況的組合皆為初婚者達七成以上，八成婚配對象(國人)目前有從事工作，

以從事製造業比例最高，其次為營造業、批發零售業及其他服務業。從事職

業別部分，主要從事以「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為最高，其次為「服務工

作人員及售貨員」、「非技術工及體力工」。其他國家及港澳地區配偶之婚配

對象(國人)，主要從事的工作，在「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理

人」、「專業人員」等類比例上較高；而東南亞國家、大陸地區配偶之婚配對

象(國人)從事「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非技術工及體力工」比例較高。 

（二）家庭狀況 

1.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型態：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主要型態以核心家戶、複

合家戶為主，比例分別占 44.8%及 44.6%。 

2.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生活費用來源：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生活費用主要來

源，最主要皆為「本人或配偶工作或營業收入」重要度達 80.0 以上，其

他項目重要度皆在 10 以下。 

3.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就業人口數：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中，就業人口數以

1人占 49.3%為最高，其次為 2人就業占 29.9%，平均每人家庭就業人口數

為 1.53 人。 

4.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每月總收入狀況：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目前每月總收

入以 3 萬至未滿 4 萬元占 21.2%為最高，其次為 2 萬至未滿 3 萬元占 17.2%，

再其次為 4 萬至未滿 5 萬元、未滿 2 萬元，比例分別占 14.1%及 13.5%，

收入在 5 萬元至未滿 6 萬元者，占 10.6%，其他各家庭月收皆占一成以下。 

（三）生育子女概況：外籍與大陸配偶，有生育子女者占整體 61.9%，子女人數以

1-2 人比例較高，各國籍配偶有生育子女比例皆達五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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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籍與大陸配偶對各項照顧輔導措施需求 

（一）外籍與大陸配偶對醫療衛生輔導需求：外籍與大陸配偶對於醫療衛生輔導，

最主要需求為「提供醫療補助」重要度 27.5，其次為「提供幼兒健康檢查」

重要度 10.9，再其次「提供育嬰、育兒知識產前、產後指導」重要度 7.3。 

（二）外籍與大陸配偶對生活照顧需求：對於生活照顧需求，最主要需求為「保障

就業權益」重要度 29.3，其次為「提供生活救助措施」重要度 12.5，再其次

「協助子女就學」重要度 11.2。 

（三）外籍與大陸配偶得知政府相關照顧輔導措施資訊管道：主要透過以「親友告

知」獲得政府相關照顧輔導措施資訊占 24.3%為最高，其次為「電視廣播」

占 18.5%，再其次為「政府單位的通知」占 14.6%，其他各種管道比例皆在

一成以下。另有 40.7%外籍與大陸配偶表示「都不知道相關訊息」。 

六、重要結論 

（一）外籍與大陸配偶基本特性 

1.在我國之外籍與大陸配偶，女性比例達 96.5%為居多，男性占整體外籍與大

陸配偶 3.5%。 

2.年齡別方面，以 25-34 歲占 52.0%為最多，其次為 35-44 歲占 25.4%。 

3.教育程度方面則以國中、初中程度占 37.1%為最多，其次為高中、高職程度

占 28.0%。 

4.個人健康狀況良好為最多占 98.0%。 

5.地區別方面，以北部地區占 37.1%為最多。 

6.與配偶認識方式方面，以親友介紹占 52.8%為最多，其次為自行認識占

33.8%。 

7.外籍與大陸配偶婚姻次數方面，初婚者占 84.9%為最多，再婚比例占

14.0%；結婚年數方面，以七年至未滿十年占 23.8%為最多。 

8.外籍配偶持有外僑居留證者占 42.0%，持有外僑永久居留證者占 7.9%，臺

灣地區長期居留證占 22.4%，領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占 27.7%。不論是東

南亞國家或其他國家配偶，教育程度較高者，較不願意放棄原有國籍，願

意歸化我國之外籍配偶，教育程度為中等以下比例較高。 

9.大陸配偶目前取得團聚資格占 44.2%，取得依親居留資格占 23.3%，取得長

期居留資格占 12.7%，已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占 19.7%。 

10.港澳地區配偶取得居留資格占 52.6%，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占 47.4%。 

（二）外籍與大陸配偶在臺生活狀況 

1.目前外籍與大陸配偶在臺持有證件以持有駕照方面證照比例較高占

45.0%，其中以機車駕照持有比例占 31.5%，其次為汽車駕照占 13.5%，而

持有職業認證證照者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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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籍與大陸配偶已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占 90.8%，而投保勞工保險者占

16.5%。顯示外籍與大陸配偶在臺的個人生活保障主要仰賴全民健康保險。

其他種類保險投保狀況皆在一成以下，值得一提的是，外籍與大陸配偶自

行投保其他保險比例占 6.2%，主要險種為醫療險、人壽險等類。 

3.外籍與大陸配偶在臺生活平日個人零用花費最主要來源係來自「配偶提供」

占 66.4%，其次為「本人工作收入」占 27.4%。 

4.經質化分析發現，不願意歸化、持有我國中華民國身分證之外籍與大陸配

偶，對於生活中感到略有不便，並認為應該對於生活重心在臺者給予些許

保障與權益照顧，此外外籍與大陸配偶對於臺灣健保制度最為推崇。 

（三）外籍與大陸配偶就業狀況 

1.勞動力分布與就業狀況 

（1）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於 97 年 9 月底具有合法就業權人數共計 260,120

人。 

（2）勞動力人口共計有 145,558 人，占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 56.0%，其中就

業者共計有 135,134 人，失業者達 10,424 人，占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

4.0%。經推估數據顯示，97 年 9 月底外籍與大陸配偶整體失業率為

7.16%。東南亞國家配偶失業率為 5.63%，其他國家配偶失業率為

4.74%。大陸地區配偶失業率為 8.33%；港澳地區配偶失業率達 13.01%。 

（3）非勞動力人口共有 114,562 人，占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 44.0%。主要以

「無工作料理家務」占 96.9%為最高。 

（4）外籍與大陸配偶勞參率為 55.96%，以港澳地區配偶勞參率達 74.50%為

最高，其次為其他國家配偶勞參率 61.10%。 

（5）外籍與大陸配偶從事行業別以「製造業」占 35.3%較其他行業別來得高，

其次為「住宿及餐飲業」占 21.5%，再其次為「批發及零售業」占 12.9%，

「其他服務業」占 10.7%。外籍與大陸配偶從事職業以「非技術工及體

力工」占 38.9%為最高，其次為「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占 29.8%。

東南亞、大陸地區配偶主要從事以「非技術工及體力工」、「服務工作人

員及售貨員」等類職業比例較高。而其他國家配偶從事工作則以「專業

人員」、「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理人」比例較高；港澳地

區配偶從事職業則為「事務工作人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比例

較高。 

（6）外籍與大陸配偶從業身分以受雇者占 80.5%為居多，其次為自營作業者

占 11.4%，受雇者又以「受私人僱用」占 79.4%為最高。 

（7）外籍與大陸配偶主要工作收入以「1 萬元至未滿 2 萬元」占 47.2%為最

高，其次為「2 萬至未滿 3 萬元」占 22.7%，再其次為「未滿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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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2.3%。 

（8）五成以上就業之外籍與大陸配偶對工作而言是滿意的。對工作表示不滿

意者約占 10.0%，最主要原因為「薪水太低」占 73.9%，其次為「工作

時間太長」占 19.4%，「工作時間不固定」占 10.9%。 

2.求職狀況 

（1）求職時，表示有遭遇困難比例為 20.3%，人口特性以女性比例較高；大

陸地區配偶占 24.8%較其他各國籍配偶來得高。 

（2）求職最主要遭遇的困難為「雇主以無身分證為由不願僱用」占 30.7%，

其次為「語言溝通能力較弱」占 21.9%，再其次為「中文識字及書寫能

力較弱」占 13.8%、「雇主以口音為理由不願僱用」占 12.8%。東南亞國

家配偶求職時主要困難為語言、溝通能力部分；大陸地區配偶主要為身

分認定、認同感的困擾。 

（四）個人生活適應狀況 

1.近八成八外籍與大陸配偶表示在與家人相處上沒有困擾，表示有困擾比例

僅占 5.7%。 

2.外籍與大陸配偶與家人相處有困擾者，主要會產生困擾的對象以配偶的父

母占 57.5%為最高，其次為配偶占 55.8%。 

3.與家人相處上，最主要會產生困擾的原因係「語言溝通問題」占 43.9%，

其次為「對事情看法不同」占 34.5%，再其次為「經濟問題」占 23.9%。 

4.外籍與大陸配偶在臺生活的個人人際網絡，最主要仍以臺灣的親戚、親人

為主，占 50.9%，其次為來自同鄉的親友占 21.3%，再其次為鄰居 11.7%。 

5.對於居住地區教育環境、環境的友善度、安全度等，外籍與大陸配偶的同

意程度均達到九成以上。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對於居住在臺灣感到快樂

表示同意者占 89.2%，表示不同意者占 10.8%。 

（五）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成員概況 

1.婚配對象(國人)特性 

（1）年齡層方面，年齡層主要以 35-44 歲占 41.0%為最高，雙方年齡層以

35-44 歲國人與 25-34 歲外籍與大陸配偶的比例占整體外籍與大陸配偶

的 27.5%為最高。如以不同國籍觀察，東南亞及大陸地區配偶呈現婚

配對象(國人)年齡層略長，而其他國家及港澳地區配偶則與婚配對象

(國人)年齡相當。 

（2）國人教育程度方面，主要以高中職比例占 40.1%為最多，其次為國中、

初中程度占 24.8%。近九成二婚配對象(國人)健康狀況良好，本次婚姻

為初婚比例達七成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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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八成婚配對象(國人)目前有從事工作，以從事製造業比例最高占

30.7%，其次為營造業占 13.8%、批發零售業占 11.8%及其他服務業占

10.0%。職業別部分，主要從事以「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為最高占

23.8%，其次為「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占 18.5%、「非技術工及體

力工」占 17.2%。其他及港澳地區配偶之婚配對象從事「民意代表、

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理人」比例分別占 21.2%及 22.2%；從事「專

業人員」分別占 16.9%及 18.7%，比例上較其他各國籍配偶之婚配對象

從事比例較高；而東南亞國家、大陸地區配偶之婚配對象(國人)從事「技

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分別占 26.6%及 23.7%、「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22.9%及 14.8%比例較其他國籍配偶之婚配對象比例略高。 

2.生育子女狀況 

（1）有生育子女者占整體 61.9%，子女人數以 1-2 人比例較高，各國籍配偶

有生育子女比例皆達五成以上。 

（2）外籍與大陸配偶子女年齡層主要分布在 3 至 6 歲占 37.9%，其次為 7

至 12 歲占 32.9%，再其次為 1 至 2 歲占 21.1%，以學齡前、小學階段

的孩童為主。 

（3）外籍與大陸配偶所生育子女，九成八子女健康狀況良好，患病或傷殘

占 0.5%，重大傷病占 0.1%，長年臥病在床 0.0%，發展遲緩占 0.2%。 

3.家庭型態與生活狀況 

（1）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主要型態以核心家戶、複合家戶為主，比例分別

占 44.8%及 44.6%。其他家戶占 9.0%。 

（2）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生活費用主要來源，最主要皆為「本人或配偶工

作或營業收入」重要度達 80.0 以上。 

（3）整體而言，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目前每月家庭總收入約為 2-4 萬元間，

又以 3 萬元至未滿 4 萬元占 21.2%為最高。國籍別觀察，東南亞國家、

大陸地區配偶每月家庭總收入在 4 萬元(未滿)以下者比例相對較其他

國家、港澳地區配偶家庭來得高；其他國家、港澳地區配偶比例家庭

每月總收入則以 7 萬元以上比例相對較高。 

（六）照顧輔導措施需求 

1.外籍與大陸配偶對於醫療衛生輔導，最主要需求為「提供醫療補助」重要

度 27.5，其次為「提供幼兒健康檢查」重要度 10.9，再其次為「提供育嬰、

育兒知識產前、產後指導」重要度 7.3。 

2.外籍與大陸配偶對於生活照顧需求，最主要需求為「保障就業權益」重要

度 29.3，其次為「提供生活救助措施」重要度 12.5，再其次為「協助子女

就學」重要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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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照顧輔導措施參與狀況 

1.參加照顧輔導措施之外籍與大陸配偶占 27.7%，其主要參加的課程，以「成

人基本教育研習班、識字班」占 11.9%為各項課程中參加比例較高者。 

2.曾參加照顧輔導措施之外籍與大陸配偶特質，以女性；東南亞國家；教育

程度較低；15 歲至 34 歲間；居住於中部、南部之外籍與大陸配偶曾參加

照顧輔導措施比例較高。 

3.外籍與大陸配偶沒有參加照顧輔導措施最主要原因係需「料理家務及照顧

家人、小孩」重要度為 42.9，其次為「不知道有輔導照顧措施」重要度 33.6，

再其次為「要工作」重要度 14.1。 

（八）希望接受之訓練課程 

1.外籍與大陸配偶首要希望接受的訓練課程為「就業訓練」占 35.3%，其次

為「語文訓練、識字教育」占 19.1%，再其次為「親職教育、育嬰常識」

占 11.0%。 

2.東南亞國家配偶可開設語文課程，以增進日常生活與溝通之能力，本調查

發現其他輔導課程如「衛生保健常識」、「親職教育、育嬰常識」、「醫療照

護技能」、「婦幼安全資訊」、「就業訓練」等課程東南亞、大陸地區配偶亦

有相對較高的需求，針對東南亞、大陸地區配偶可開設此類衛生、親職、

婦幼資訊等類課程。其他國家方面，則可提供「翻譯人才培訓」相關課程，

供其可應用、發揮原有語言優勢。 

七、建議 

（一）政策方面 

1.全面提升雇主聘僱須知以及外籍與大陸配偶就業權益認知 

就本調查發現，雇主不論在應徵外籍與大陸配偶時，或後續僱用上，

對於相關適用規範並不清楚，對於外籍與大陸配偶就業權益則無法提供保

障，諸如以無身分証而不願僱用，或無法投保勞保等，對於外籍與大陸配

偶就業權益均有所損害。 

未來政策方面應全面提升雇主、外籍與大陸配偶雙方對於就業權益之

認知。對於提升雇主對外籍與大陸配偶就業權益與相關規範的了解，促使

雇主重新檢視內部聘僱制度與規範的合理性，進而可由需求端保障外籍與

大陸配偶就業權益。 

針對國人雇主方面，主管機關可透過公告、各行業公會及相關團體、

大眾傳媒、網站等管道，以書面、影音、廣告等方式提供聘僱外籍與大陸

配偶的簡要說明或意向宣導，以提升國人雇主對於僱用外籍與大陸配偶求

職者相關之規範與權益的認知，進而提升僱用意願。 

針對外籍與大陸配偶方面，除提供就業訓練課程，輔導求職外，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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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就業訓練中安排勞工權益保障相關說明，提供外籍與大陸配偶求職時對

於自身權益基礎的認知，並提供檢舉、申訴管道，如遇求職、到職時未按

規範辦理之公司行號，能夠提出申訴。 

2.開設切合外籍與大陸配偶需求之訓練課程 

針對東南亞國家配偶開設語文課程，以增進日常生活與溝通之能力，

並鼓勵持續學習，強化中文聽說讀寫能力。此外其他如「衛生保健常識」、

「親職教育、育嬰常識」、「醫療照護技能」、「婦幼安全資訊」、「就業訓練」

課程方面，亦可針對東南亞國家配偶開班訓練。 

針對其他國家配偶方面，則可開設「翻譯人才培訓」相關課程。 

針對大陸地區配偶則可開設「衛生保健常識」、「親職教育、育嬰常

識」、「醫療照護技能」、「婦幼安全資訊」、「就業訓練」等類課程。 

港澳地區配偶方面，開設就業、創業訓練課程，語文方面，可開設臺

語能力方面訓練課程。 

相關訓練課程的開設，可設計能力分級制度，針對不同外籍與大陸配

偶，對於該課程之能力進行分班，並提供持續學習、升級制度，以鼓勵其

持續的學習。 

對於外籍與大陸配偶學歷方面的認證，則未來可考量採基礎測驗，衡

量有意願參與職業訓練者之「學力」而非「學歷」。對於有意願上課者，可

進行基礎的測驗，作為未來取得相關職訓證照或參與各式訓練課程之能力

檢定依據。藉此，亦可避免大陸地區配偶因原屬國的特殊性，致使即便本

身具備一定的程度或專業的能力，卻因無法獲得認證，而未能在臺繼續深

造或投入專業職場。 

3.生活救助計算範圍與標準應考量外籍與大陸配偶原屬國狀況 

就本調查發現，外籍與大陸配偶對生活救助措施的需求重要程度相當

高，但由座談會討論發現，有申請生活救助之外籍與大陸配偶表示需提供

居住於原屬國之直系血親薪資證明，若無資料證明則套用我國基本薪資計

算。然而，以我國薪資水準套用計算居住於原屬國之直系血親，若與當地

薪資水準相較之下有所落差，產生計算基準不同的情形。 

依目前社會救助法規定，外籍與大陸配偶申請人其家庭人口計算範圍

需包含未共同生活，仍居住於原屬國之直系血親，需提出收入證明，且就

工作收入方面若未能提出薪資證明者，則依我國之各職類別薪資水準或基

本薪資核算。可自行提出相關申請之外籍與大陸配偶已取得我國身分證，

審查標準亦應依據我國法定條件，唯薪資計算基準上可考量外籍與大陸配

偶原屬國薪資標準進行微調，以降低上述計算基準不同產生的落差情形。

建議未來可進行我國及國際間各職類薪資水準，以及國際間基本工資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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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以訂定公平之薪資換算準則。 

4.落實受暴配偶安全與權益保障 

對於處理調解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衝突之公務機關及第一線執法人

員，首要需針對其態度與認知再教育，避免因個人或社會普遍存在之印象，

影響其執行勤務時態度的差異，造成受暴配偶二度傷害。 

在家暴處理現場，除提供目前規格之簽署文件(如保護令或其他書面

記錄)或相關協助說明外，可提供外籍與大陸配偶之後續相關事宜處理辦法

及注意事項說明簡冊，並印製不同語言版本諸如英文、泰文、越南文等，

使其當遭遇嚴重衝突時，能夠了解尋求什麼樣的管道可維護自己權益，以

及各項證明文件的主管機關及申請辦法。且期能落實協同通譯人員，或未

來設置專門獨立輔導協助機構，由通曉外籍與大陸配偶語言文化者，協同

警務人員處理相關衝突。 

5.培養國人具備正確的認知 

國人對於外籍與大陸配偶認知與心態上，普遍存在刻板印象，此部份

亦有可能係由於本身認知不足且媒體負面、評論性的報導，致使普羅大眾

對外籍與大陸配偶的認知導向特定的觀感。而如此的想法，不僅在於私領

域的生活面，尤有甚者，更廣泛的影響到外籍與大陸配偶在就業、人身安

全的保障上，均受到影響。 

因此，未來的照顧輔導並不僅只針對外籍與大陸配偶，更應該對於其

所要投入、生活的臺灣社會環境心態加以調整與教育。使臺灣民眾重新認

識外籍與大陸配偶，並視之為同樣生活在此的一份子。面對一般民眾認知

的提升，最有效益的辦法即透過大眾媒體，不論是電視、電影等類戲劇的

製作，或是各類綜藝、藝文、社會趨勢觀察類節目討論，最深入人心且能

潛移默化，將正確的觀念帶入民眾日常的生活。 

而全民對於外籍與大陸配偶，甚或國際觀的認知，更應由教育環境中

逐步培養，目前國中小學、大專以上課程安排，照顧輔導措施實行辦法中

均納入外籍與大陸配偶的風俗文化或社會觀察與學生進行對談與討論，未

來更應持續並鼓勵學校及教師持續辦理此類課程與活動。 

（二）主管機關管理方面 

1.單一窗口專責統籌各項在臺生活事物 

外籍與大陸配偶在臺生活期間需要辦理相關證件、各項生活中諸如醫

療、就業等希望能有統籌的諮詢窗口、專責的服務機構，使其在臺生活能

夠方便尋求協助。 

2.設置外籍與大陸配偶管理資訊公佈管道 

希望能夠設置有定期、即時更新的網路資訊，以供外籍與大陸配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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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查詢。且由於我國對外籍與大陸配偶管理辦法有所不同，因此部分訊

息的公佈、法規查詢等，可針對不同類別之外籍與大陸配偶，提供專屬之

資訊發布、查詢的服務。網站上更應可查詢、連結至生活中各式相關單位，

諸如就業、居停留、定居證件的申請，以及在臺生活之權益，諸如置產、

購屋、辦理金融服務等。諸如此類生活中的應用與權益的維護，應提供完

整、易懂的資訊，以及辦理步驟與方法。 

另亦可結合不同的溝通媒介，透過電視或廣播等大眾媒體固定時段、

頻道播放，讓外籍與大陸配偶對於自身權益或相關訊息有興趣者，能夠透

過固定其收視、收聽行為進而獲得資訊。再者，經由大眾媒體的傳播，更

能使訊息的發布亦可透過親友間的口耳相傳，傳遞至需要之外籍與大陸配

偶。 

3.建立由外籍與大陸配偶文化角度出發之輔導內容 

對於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上的適應輔導，目前已有各類課程供其參加

學習。但對於與婚配家庭成員的相處上如遭遇問題時，由於外籍與大陸配

偶，尤其在東南亞國家配偶方面，在生活中個人人際網絡的貧乏，易造成當

與家人發生困擾，卻無人能夠提供良好的建議或指導的窘境，且因東南亞國

家配偶語言不通，發生困擾時，更易形成孤立無援，無法自主尋求協助管道。 

建議未來可設立專人、專文，透過設立了解外籍與大陸配偶文化背

景、思考邏輯、語言用詞的專業人才，以母語向外籍與大陸配偶解釋、輔

導與說明當面臨與家人相處困擾時，應如何應對，以解決其生活中與家人

相處上因語言溝通不良所產生的困擾。 

4.建置完善外籍與大陸配偶資料庫，定期追蹤其在臺適應及生活狀況 

由本調查針對移民署提供之底冊母體整理過程中發現，由於過往外籍

與大陸配偶填寫資料參差不齊，因過往規格之設計、各地填寫與管理辦法，

造成移民署外籍與大陸配偶資料庫中同時存有不同時期、不同資料內容之外

籍與大陸配偶入出境資料，難免產生資料重複，或資料時效性等問題。 

對於外籍與大陸配偶資料庫，首要需將資料庫內容加以清查，對於外

籍與大陸配偶婚姻狀況已無存續、已離境、註記不明等狀況加以整理。唯資

料的更新與代換，僅能被動等待外籍與大陸配偶申請來臺，或申辦證件後，

才能更新管理資料庫。建議可利用本次消費券發放，或未來相關大量接觸外

籍與大陸配偶之機會，統一填寫基本資料與內容，以便維護資料庫正確性。 

另外，未來須統一資料鍵入格式，對於結婚申請來臺、申辦證件或各

式生活中其他服務之外籍與大陸配偶，統一填寫基本人口特性等資料的短

卷，以確實掌握我國外籍與大陸配偶分佈狀況。長期而言，對於大陸與外籍

配偶在臺生活狀況、家庭狀況辦理定期追蹤，則可由完善之資料庫中進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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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式的抽樣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