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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一、前言

在全球化下，每年有 3-5% 人口在全球流動與遷移，且有遷移女性化現象。

在亞洲，主要是東南亞國家的人民流動到東北亞國家，填補家庭再生產和傳統

產業所需的勞動力（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22）。臺灣進入

後工業社會後，產業轉型、女性工作化衍生家庭再生產和傳統產業勞動力的短

缺，1992 年通過就業服務法，引進移工，同時跨國婚姻數逐年漸增，以「外援」

緩解家庭和產業所需，隨兩岸關係解凍，來自大陸地區跨國婚姻人數漸增，並

已超過東南亞國家。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 2024年 12月新住民人數已破 60萬（內

政部，2024），如算入其子女，人數已破百萬、，人數已超過原民，成為第四

大族群，改變臺灣人口組成、家庭結構。

移民對移入國產生的爭論，遠大於其在特定國家所佔的人口比例，關鍵是

移民牽動民族國家⬀在的政治與社會斷層（蔡繼光譯，2002，頁 11），挑動國

族敏感的界線，衍生正、反相關論述，前者包括維持夕陽工業和所需的勞動力、

帶來多元文化、填補家庭部門和照顧部門所需的再生產人力、平衡人口結構，

產生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效應，後者包括犯罪、非法遷移、財政壓力、社會融

合的張力（Pfeffer &Parra, 2005）。先進國家在人口壓力下，移民政策多次修正，

以便於吸引「想要」的移民，如專業移民、特定技術移民等，控制不想要的移

民（如非法偷渡、假結婚、人口販賣等）（Geddes, 2003）。臺灣於 2024 年 7
月通過《新住民基本法》，進入世界搶人賽局。

《新住民基本法》共 19 條，涵蓋對象包括跨國婚姻、專業工作者外，也將

其子女納入，以平等、包容和發展為主要理念，如第一條所述：「為落實憲法

保障多元文化精神，保障新住民基本權益，協助其融入我國社會，建立共⬀共

榮之族群關係」，此對強調種族同質性的臺灣社會（曾嬿芬，2006），已是劃

時代的法案。

《新住民基本法》建制的制度脈絡，涵蓋㔁育、就業與勞動、醫療和健康、

婚姻與家庭、人身安全和扶助、公職與研究相關人才發展、傳播與公共參與等，

雖然該法在對象界定、內容有所爭議，其建構關於新住民社會工作、福利服務

與社會工作㔁育的環境，為落實該法主張，本文從新住民與其家庭多元性和處

境討論社會工作的使命，論及高㔁社會工作㔁育的任務。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6），頁 141-146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6），頁 141-146 冒䓙評論冒䓙評論

第   142   頁第   142   頁

二、新住民及其家庭多樣性二、新住民及其家庭多樣性

我國跨國婚姻的發展分三階段（監察院，2018）：(1)2003年前驟增階段、

(2)2004年至 2008年的急減階段、(3)2009年以後的持平階段，累積數十多年的

移民群體，隨著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已使臺灣新住民群體相當異質性，因

應「新住民基本法」，增加留學生、專業技術人員，因不同遷移動機、目的、

路徑進入臺灣的移民，有不同的遷移者風險，有不同融合的歷程，要如何落實

新法的目的？「112年新住民基本生活需求調查」的研究發現住民組成已有相

當的改變，其牽涉議題相當複雜（楊文山，2023），先就該研究的發現歸納新

住民整體圖像：

（一）人口組成多樣性：男性新住民人數增加、中高年齡新住民人數成長、教

育程度有增加趨勢，新住民存在世代差異，反映不同時代的遷移脈絡。

（二）婚姻與家庭趨向異質性與流動化。婚姻媒介中透過工作認識的百分比增

加；男性新住民家庭以核心家庭為主。再婚新住民家庭佔 20.9%、單親家戶佔

7.5%、單身家戶佔 3.9%，均較 2008年的百分比高，窺見離婚、再婚引發關係

不穩定和流動性。既有文獻指出女性新住民受家暴和性侵比例較本國籍婚姻高

（許雅惠，2013），女性新住民取得身分證後不再隱忍，離婚後可能與母國異

性結婚，另組「同文化跨國婚姻」，再婚對象可能是在臺母國男性移工或是留

學生等，是男性新住民人數增加的脈絡。「同文化跨國婚姻」包括新二代與在

臺移工的婚姻。因此，新住民家庭組成、型態與早期跨國婚姻已大不相同，婚

後家庭關係和運作、社區連結也有差異。

新住民家庭平均育有 1.65個子女，非本次婚姻所生育的子女百分比佔

12%，其子女可能生活在重組家庭和「跨國性的重組家庭」，牽涉的國籍、文

化和語言、親屬網絡與關係相對複雜。

（三）窮忙家庭：新住民個人勞動參率達 75%，高於臺灣整體勞動參與率。以

製造業和服務業為主，收入在 2萬到 3萬間。其配偶從事製造業、農林漁牧業

的比例較高，收入在 4萬左右。新住民家庭就業人口為 1.9人，高於我國平均，

每月總收入平均為 6萬多，低於全國平均 11萬多。可見新住民家庭中父母忙於

生計，收入只能糊口，衍生近貧、子女照顧和陪伴的需要。

（四）在臺生活困擾，未必隨在生活時間減少：在臺生活未滿 1年的新住民以

生活權益、工作與兒童照顧、交友人際困擾為主；在臺生活有 5年到未滿 15年
的新住民表示有夫妻相處、家人工作的困擾，生活 10年以上的新住民有多重困

擾（居住、家人工作、夫妻相處、照顧等）。面對困擾以非正式支持網絡為主（包

括母國的親友），求助的模式不因在臺生活久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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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調查結果顛覆主流社會對新住民和其家庭既有的想像，尤其是同文化

跨國家庭、跨國重組家庭，挑戰在臺灣生活愈久，問題會愈少的假定，未來新

住民更包括專業工作者、留學生，使新住民與家庭整體圖像更加複雜。

三、新住民社會服務與社會工作現狀三、新住民社會服務與社會工作現狀

新住民社會工作服務場域包括公私部門，政府部門在各縣市在社會局處設
有相關主責科室，其下設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關懷據點等，特定縣市設有新
住民會館。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關懷據點較針對新來者提供轉銜和社區融入
相關服務。當新住民有家暴、性侵等情事時，由各縣市社會局處下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主責，符合社會安全網脆弱家庭的定義者，由各縣市政府社會
局處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提供在地服務，如家中有長期照顧需要者，連結長期
照顧體系，以此類推。為此，新住民和其家庭服務的體系原則上是以在台時間
或取得國籍與否分流，實際服務輸送存在縣市間的差異。就各縣市有專責科室、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關懷據點所需的人力規模近達數百人，需具備那些專業
素養和核心能力？

民間單位包括協會或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近年接受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
推動新住民服務或活動的民間團體有 169 家，申請的案數有 316 案（許雅琪，

2024），以辦理新住民家庭學習成長及子女托育、多元文化推廣、相關宣導計
畫最多（佔 75% 強），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畫有

70 案，投入服務人力規模保守估計（如以每個機構 1 督 1 員）也近千人，此還
未估計志工人數。

「先求有、再求好」是服務建置的階段性目標，新住民相關服務和活動已
有一定數量，其內涵回應新法的要求或是新住民整體需要？「好的」新住民與
家庭服務要如何界定？需要哪些原則和內涵？許雅琪（2024）建議新住民社會
工作教育的重要性，方能「生產」一定質量的新住民社會工作人力。

四、新住民社會工作㔁育的結構性需要四、新住民社會工作㔁育的結構性需要

不少學者強調社工教育面臨國際化 / 本土化等挑戰（江柏毅，2007；王增勇，

2014；古允文，2016；彭淑華，2016），至今，國內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專門開
設新住民社會工作課程相當有限，輔仁大學社工所自 2021 年開授新住民社會工
作實務工作專題（碩士班，2 學分），幾所社工系開大學部選修課（如東吳社
工系和文化兒童與青少年福利學系），其他系所可能安排在多元文化社會工作
課程，也可能在既有課程安排一次或數次有關新住民的主題，並未像原住民社
會工作已成一個領域，包括實習教育，產生的結果是當學校沒有系統性和策略
性發展新住民社會工作課程和實習計畫時，使提供服務場域成為新住民社會工
作的主要教育者（馬宗潔，2012）。

從實務發展的實務智慧相當重要（Payne, 2005:p.58），也需要歸納和整理

成為模式，建立理論，也無法有效回應《新住民基本法》的要求，包括新住民

社會工作和㔁育的條文就有 7 條（自第 9 條至 15 條），規範政府應於國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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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設立新住民事務相關類科（第 9 條）、八大服務類別（第 10 條）、設立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第 11 條）、關注新住民學術研究與培育新住民專業人才（第

13 條）、就業服務（14 條）、新住民關懷協助（第 15 條），此需一定質量的

人才，因應專業化與品質化的時代。

五、結語：新住民社會工作㔁育的展望五、結語：新住民社會工作㔁育的展望

《新住民基本法》的頒訂是因應少子女化產生的發展危機，引發國家間搶

人大戰的脈絡，該法建置新的制度環境，其中有關於新住民社會工作和社會工

作㔁育的建置。本文檢視臺灣新住民（家庭）的多元性、新住民社會工作和新

住民社會工作㔁育的現狀，反思社會工作㔁育的展望，以回應全球化下流動生

命歷程的需要，並能與國際接軌。推動新住民社工社會工作㔁育是社會運動，

應是社會工作專業㔁育集體關注且共同推動的重點㔁育，建議可能行動如下：

首先，進行新住民社會工作㔁育體系建置的相關研究與建置，從實務界、

㔁育界、專業會社的角度，盤點既有㔁育和服務的現況，同時進行國際比較，

發展高等㔁育新住民社會工作㔁育課程；並按區域、採階段式建置實驗，透過

學校間網絡合作授課，以利集結相關師資與資源。

最後，透過獎勵和補助，鼓勵社會工作院、系、所開設新住民社會工作課

程，建置從大學到博士班的課程規劃。逐步開展新住民社會工作跨領域學程，

聚焦於特定主題或領域，培育特定領域的新住民社會工作人才。

最後，建置新住民實務工作者在職㔁育訓練體系，回應實務現場的需要外，

也能與國際和學校㔁育接軌，促使服務人力質量的提升。透過與專業會社、實

務組織協力發展，也與國外相關㔁育學會接軌、交流，齊力發展實務取向的新

住民社工在職㔁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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