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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政 統 計 簡 析 

                  第 113-010 號       113 年 10 月 
臺中新住民福利探討 

前言 

隨著全球多元文化交流，異國婚姻普遍，人口頻繁遷移的趨勢下，

臺灣新住民人數逐漸增加，民族性也漸趨多元；立法院於113年7月三

讀通過「新住民基本法」，擴大新住民定義與明定政府應辦服務措施，

建立了新的社會平權里程碑。新住民在生活或文化上都需要多方調

適，為營造友善的移民環境，本市積極協助新住民融入臺灣生活，推

動各項移民輔導政策，保障新住民權利。 

一、 本市113年7月底新住民人數達6萬3,964人，較103年底增1萬2,157

人(23.47％)；其中女性新住民占89.62％為大宗，原屬國籍以中國

大陸地區、越南籍與印尼籍為主，三者合占9成1；男性則以中國

大陸地區與港澳地區為主，二者合占4成5。 

新住民及其子女已是臺灣社會重要的族群，不僅讓在地人文資產

更多元豐富，也為社會注入新活力。本市113年7月底新住民人數達6

萬3,964人，較103年底增1萬2,157人(23.47％)，其中以女性5萬7,322人

(占89.62％)為大宗，增9,074人(18.81％)，男性為6,642人(占10.38％)，

增3,083人(86.63％)；占本市總人數比率2.24％，增0.34個百分點；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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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住民人數比率10.66％，增0.26個百分點(圖1)。 

依新住民性別及原屬國籍別觀察，女性以中國大陸地區3萬7,380

人(占65.21％)為大宗，較103年底增3,770人(11.22％)，占比呈減勢，

減4.45個百分點，越南籍1萬2,207人(占21.30％)次之，增2,913人(31.34

％)，占比呈增勢，增2.03個百分點，印尼籍2,482人(占4.33％)再次之，

增384人(18.30%)，占比減0.02個百分點，三者合占9成1；男性亦以中

國大陸地區2,075人(占31.24％)最多，增882人(73.93％)，占比呈減勢，

減2.28個百分點，中國港澳地區941人(占14.17％)次之，增452人

(92.43%)，占比呈增勢，增0.43個百分點，二者合占4成5 (表1)。 

二、婚姻移民為新住民人口增加主因，市民112年與外籍配偶結婚人

數2,597人，較103年增429人(19.79%)；其中女性新住民占66.42%

最多，原屬國籍以中國大陸地區650人最多，越南籍550人次之；

男性亦以中國大陸地區153人最多，越南籍110人次之。 

隨著異國婚姻普遍化，市民跨國結婚人數除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外，呈成長趨勢，本市103年至108年與外籍配偶結婚人數皆有2,000人

以上，109年受疫情影響開始下降，至110年達最低點944人，疫情後

男性 3,559 1,193 489 50 38 435 1,354

女性 48,248 33,610 654 9,294 2,098 1,819 773

男性 6,642 2,075 941 483 76 574 2,493

女性 57,322 37,380 1,315 12,207 2,482 2,422 1,516

男性 3,083 882 452 433 38 139 1,139

女性 9,074 3,770 661 2,913 384 603 743

男性 86.63 73.93 92.43 866.00 100.00 31.95 84.12

女性 18.81 11.22 101.07 31.34 18.30 33.15 96.1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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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攀升，112年為2,597人，近10年最高，較103年增429人(19.79%)(圖

2)。 

觀察跨國結婚對象性別及原屬國籍別，112年女性配偶以中國大

陸地區650人(占37.68%)最多，受全國政策、經濟等因素影響，較103

年底減445人(-40.64％)，占比呈減勢，減27.19個百分點，越南籍550

人(占31.88%)次之，增223人(68.20％)，為各國籍中增加最多，占比呈

增勢，增12.51個百分點；男性以中國大陸地區153人(占17.55%)最多，

增67人(77.91％)，占比呈減勢，減0.37個百分點，越南籍110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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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臺中市民跨國結婚概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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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男性女性男性女性男性女性男性女性男性 女性

103年① 480 1,688 86 1,095 34 46 10 327 1 61 27 14 51 26 23 4 248 115

104年 494 1,666 77 984 50 58 17 392 3 75 25 18 65 29 20 8 237 102

105年 564 1,704 101 891 34 63 31 489 5 79 30 16 64 39 32 5 267 122

106年 635 1,784 87 760 75 91 49 671 8 56 27 21 77 30 30 7 282 148

107年 637 1,749 103 709 61 93 68 631 4 64 19 25 91 43 27 9 264 175

108年 660 1,678 106 597 69 90 66 661 4 82 19 39 65 37 35 15 296 157

109年 453 754    45 237 61 53 29 268 5 27 10 24 65 41 19 6 219 98

110年 366 578    37 199 46 57 12 174 2 20 3 14 61 37 26 6 179 71

111年 582 940    64 294 55 74 57 321 4 48 21 22 58 19 19 5 304 157

112年② 872 1,725 153 650 97 104 110 550 6 75 21 47 65 34 41 9 379 256

②較①

增減數
392 37 67 -445 63 58 100 223 5 14 -6 33 14 8 18 5 131 141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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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次之，增100人(1,000.00％)，亦為各國籍中增加最多，占比呈

增勢，增10.53個百分點(表2)。 

三、本市113年1-7月生父或生母非屬本國籍之新生兒登記人數618人，

占總新生兒6.89%，較上年同期增1.24個百分點。112年底托嬰中

心計216家，新住民子女托育人數83人，居六都第3。112學年度新

住民子女就讀國小學生人數8,288人，較103學年度減45.82%，占

國小學生總數比率4.91%；就讀國中學生人數4,120人，減38.65%，

占國中學生總數比率5.61%。 

本市113年1-7月生父或生母非屬本國籍之新生兒登記618人，較

上年同期增71人(12.98%)，其中生父或生母為外國籍之新生兒431人

(占69.74%)，增50人(13.12%)，大陸港澳地區之新生兒計187人(占

30.26%)，增21人(12.65%)；占本市新生兒人數比率6.89%，增1.24個

百分點；占全國新住民新生兒比率12.26%，亦增0.25個百分點。近年

跨國結婚人數受疫情影響減少，連帶新住民新生兒出生登記數也呈減

勢， 112年為1,018人，較103年減783人(-43.48%)，其中自106年起生

父或生母為大陸港澳地區之占比皆低於5成(圖3)。 

 為營造友善生育、養育環境，本市提供托育服務，支持父母育兒，

112年底立案托嬰中心216家，較103年底增124家(134.78%)，新住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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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臺中市新住民子女出生登記人數-按生父或生母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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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托育人數83人，增61人(277.27%)，次於新北市295人及臺北市169

人，居六都第3；其中新住民子女男嬰50人(占60.24%)，較103年底增

37人(284.62%)，女嬰33人(占39.76%)，增24人(266.67%)(圖4)。 

新住民由於生活、語言、文化等差異，來臺後仍需重新學習，其

所面臨子女教育問題，為社會照護重要議題。受少子化影響，本市新

住民子女國小學生數逐年下降，112學年度為8,288人，較103學年度減

7,008人(-45.82%)，占本市國小學生總數比率4.91%，減4.55個百分點；

國中學生數則於105學年度達高點後，逐年下降，112學年度為4,120

人，減2,596人(-38.65%)，占本市國中學生總數比率5.61%，減0.82個

百分點(圖5)。為落實新住民子女教育計畫，鼓勵學校以國際化角度進

行校園情境布置，營造多元視野的校園潛在課程，提供新住民子女沉

浸優質的多元語文學習環境，舉辦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適切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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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觀點融入學校教學，引導新住民學生肯定自我價值。 

四、本市辦理補習學校課程幫助新住民融入本地生活圈，112學年度

就讀國中、小補習學校新住民學生數為741人，以原屬越南籍女

性489人(占65.99%)為大宗，印尼籍女性75人(占10.12%)次之；又

開設生活適應輔導課程，112年參加人數371人，以女性占82.75%

為主。 

 本市辦理補習學校課程幫助新住民充實基本生活知能、融入本地

生活圈，有助於教養子女。112學年度就讀國中、小補習學校新住民

學生數為741人，以原屬越南籍女性新住民489人(占65.99％)為大宗，

印尼籍女性75人(占10.12%)次之，因新住民以女性居多，補習學校各

國籍女性新住民學生皆多於男性，其中大陸地區皆為女性(圖6)，為推

動新住民多元教育計畫，設立4所新住民學習中心，並透過新住民教

育資源網即時提供多元學習課程訊息。 

透過開設多元化生活適應輔導課程，提供衛生保健、性別平等、

法律常識、社會福利、在地特色產業等基礎生活適應輔導課程，協助

新住民快速適應在地生活。112年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參加人數371

人，其中以女性307人(占82.75%)為主，男性64人(占17.25%)，近10年

除104年及109年外，女性占比皆達8成以上；又110年及111年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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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參加人數低於200人(圖7)。 

內政部移民署推動新移民關懷服務諮詢及轉介服務，提供新住民

及其家庭完整資訊與資源。移民署臺中市服務站112年辦理移民諮詢

服務2,736人次，較103年減5,985人次(-68.63％)；總諮詢服務項目計

6,165人次，減2,790人次(-31.16％)，以居留定居2,395人次(占38.85％)

最多，減3,745人次(-60.99％)，福利服務1,532人次(占24.85％)次多，

增796人次(108.15％)。除移民諮詢服務外，亦主動關懷及轉介，預防

可能發生的危機，112年移民關懷服務764人次，其中電話關懷741人

次(占96.99％)，家庭訪視23人次(占3.01％)；又移民轉介服務僅5人次 

(表3、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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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臺中市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參加人數-按性別分

≈

單位：人次

合計
居留

定居

就業

服務

福利

服務

醫療

衛生
其他

103年 8,721 8,955 6,140 442 736 141 1,496

104年 10,756 11,519 6,695 2,111 1,575 444 694

105年 7,583 9,357 5,495 955 1,688 977 242

106年 5,596 7,226 3,673 807 1,431 1,019 296

107年 6,264 8,747 4,735 1,097 1,516 1,222 177

108年 3,604 5,390 2,623 388 1,178 1,036 165

109年 1,716 3,401 1,491 358 887 615 50

110年 1,520 3,375 1,478 521 709 556 111

111年 1,961 4,945 1,943 806 1,012 953 231

112年 2,736 6,165 2,395 971 1,532 1,250 17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表3  內政部移民署臺中市服務站移民諮詢服務

年別

移民諮詢服務項目
移民諮詢

服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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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市 113 年 1-7 月新住民新登記求職就業人數 344 人，以女性 323

人(占 93.90%)為主，求職就業率 87.62%，高出男性 13.01 個百分

點； 112 年新住民新登記求職人數 654 人，較 103 年減 68 人

(-9.42%)。103 年至 113 年 7 月新住民有效求職推介就業總人數結

構，女性以「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機械設備操作及組

裝人員」及「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合占 8 成 3 為大宗，男性以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及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合占 5 成 6 為大宗。 

為協助新住民就業，本市設置 27 個就業服務據點，提供就業服

務及職業訓練諮詢，協助有就業意願之新住民工作媒合，並辦理就業

促進活動，使了解各產業職能，以順利銜接職業訓練課程或創業，穩

定職涯發展。本市 113 年 1-7 月新住民新登記求職人數 344 人，較上

年同期減 2 人(-0.58%)，其中以女性新住民新登記求職人數 323 人(占

93.90%)為主，求職就業率 87.62%，男性僅 21 人，求職就業率 57.14%

低於女性 13.01 個百分點；觀察歷年資料，112 年新住民新登記求職

人數 654 人，較 103 年減 68 人(-9.42%)，以女性 615 人(占 94.04%)為

主，減 78 人(-11.26%)，男性 39 人(5.96%)，增 10 人(34.48%)(圖 8)。 

單位：人次

合計 電話關懷 家庭訪視

103年 2,219 2,149 70 60

104年 2,520 2,462 58 55

105年 3,095 3,033 62 29

106年 2,501 2,422 79 52

107年 2,139 2,066 73 10

108年 1,692 1,628 64 11

109年 879 836 43 14

110年 742 669 73 10

111年 800 772 28 2

112年 764 741 23 5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表4 內政部移民署臺中服務站移民關懷服務及轉介服務

年別
移民關懷服務

移民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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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3 年至 113 年 7 月新住民有效求職推介就業總人數各職業別

結構觀察兩性差異，女性以「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占 46.66%

為大宗，其次為「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占 19.87%，「服務及銷

售工作人員」占 16.01%再次之，三者合占 8 成 3；男性則以「基層技

術工、勞力工及其他」占 22.68%最多，其次為「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

人員」占 18.22%，「技藝有關工作人員」占 15.24%再次之，三者合占

5 成 6(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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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臺中市新住民求職推介就業概況-按性別分
男性新住民新登記求職人數(左標) 女性新住民新登記求職人數(左標)

男性新住民求職就業率(右標) 女性新住民求職就業率(右標)人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備 住：1.求職就業率=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新登記求職人數*100。

2.新登記求職人數：指在當月內辦理求職登記之人數。

3.有效人數：指當月新登記人數外，尚包括有效期限內已辦理登記，延至當月仍需予以

介紹者。有效期限一般訂為二個月，若屬於專案介紹之求職登記有效期限，則依各專

案法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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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臺中市近10年新住民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結構

-按性別及職業別分
男性新住民有效求職推介就業占比 女性新住民有效求職推介就業占比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備 註：1.本圖累計103年至113年7月總人數資料。

2.有效求職推介就業占比=各職業別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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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協助新住民家庭，本市提供各項福利扶助服務，112年新住民

家庭福利服務2萬388人次，較111年減7,738人次(-27.51%)，以社

會支持服務、電話訪問及個案管理服務合占7成最多；新住民特

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376人次，減13人次(-3.34%)，以女性占7成

4最多，服務項目以子女生活津貼為主；新住民家庭暴力保護扶

助5,831人次，增432人次(8.00%)，兩性皆以諮詢協談最多。 

 本市建立資源支持網絡服務及實行關懷訪視，協助新住民照顧家

庭生活及培育子女。112年新住民家庭福利服務計2萬388人次，較111

年減7,738人次(-27.51％)，其中以社會支持服務6,429人次(占31.53％)

最多，電話訪問4,770人次(占23.40％)次之，個案管理服務3,155人次

(15.47%)再次之，三者合占7成(圖10)。 

為加強照顧新住民及兒童、少年福利，扶助遭逢特殊境遇之新住

民渡過生活困難，辦理各項扶助服務。本市112年新住民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服務計376人次，總扶助金額136萬8,076元，較111年減13人次

(-3.34%)及增9萬595元(9.09%)，其中女性為277人次(占73.67%)，減40

人次(12.62%)，男性為99人次(26.33%)，增27人次(37.50%)，且服務項

目以子女生活津貼為主(圖11)。 

社會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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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003 人次

圖10 臺中市新住民家庭福利服務

111年 112年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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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住民受身份條件因素，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風險大於一般

家庭，為降低家庭暴力再發生及協助個案提升自我保護能力，本市提

供整合資源服務， 112年新住民家庭暴力保護扶助達5,831人次，較111

年增432人次(8.00%)，其中女性為5,408人次(占92.75%)，增490人次

(9.96%)，男性為423人次(占7.25%)，減58人次(-12.06%)。以扶助類型

觀之，女性以諮詢協談4,676人次(占女性86.46%)最多，增389人次

(9.07%)，法律扶助238人次(占女性4.40%)次之，減11人次，男性以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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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臺中市新住民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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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扶助人次

扶助金額

男性 女性

合計
諮詢

協談

庇護

安置

陪同

出庭

法律

扶助

經濟

扶助

心理

諮商

與輔

導

轉介/

提供

目睹

暴力

服務

子女

問題

協助

通譯

服務

其他

扶助

男性 481     442     5         1        -       -         -     -       -         1        32      

女性 4,918  4,287  24       41      249  7        -     42    27      14      227    

男性 423     352     21       1        6      3        -     2      -         3        35      

女性 5,408  4,676  33       35      238  17      30   38    76      13      252    

男性 -58 -90 16 - 6 3 - 2 - 2 3

女性 490 389 9 -6 -11 10 30 -4 49 -1 25

男性 -12.06 -20.36 320.00 -         -- -- -- -- -- 200.00 9.38

女性 9.96 9.07 37.50 -14.63 -4.42 142.86 -- -9.52 181.48 -7.14 11.0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增減

數

增減

率

備     註：其他扶助包含陪同報案偵詢(訊)、驗傷診療、聲請保護令、就業服務、就學或轉學服務等。

表5 臺中市新住民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
單位：人次、%

時間及性別

111年

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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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協談352人次(占男性83.21%)最大宗，較111年減90人次(-20.36%)，

庇護安置21人次(占男性4.96%)次之，增16人次(320.00%) (-4.42%)(表

5)。 

結語 

為落實新住民照顧輔導政策，本市於100年設立臺中市新住民事

務委員會，以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能力，共創多元文化社會，並

於每年召開2次會議，推動各相關機關結合民間團體共同辦理新住民

照顧與輔導措施，同時加強性別觀念融入政策措施之規劃、執行與評

估，致力透過各項政策替新住民打造安心生活環境、提升新二代多元

文化認同及辦理新住民家庭預防性與支持性服務。 

又建置新住民資訊網，以多國語言提供最新消息與活動(含免費

資訊課程、多語宣導摺頁及臺中市設籍前新住民社會救助計畫…等)、

生活資訊(含新住民在臺(中)生活資訊手冊、教育與學習、培力與就業、

福利服務、衛生機構、家庭暴力防治…等)、國籍專區及通譯服務，一

站式的功能便利新住民可即時利用。 

同時推動照顧新住民措施，設置「單一服務窗口」提供諮詢，定

期辦理「生活適應輔導課程」及座談會，提升新住民生活知能與進行

意見交流，再透過辦理「移民節慶祝活動」及設置「新住民藝文中心」

策辦常設展及相關配套活動，展現新住民多元文化，讓市民與新住民

有瞭解彼此文化及交流的機會，進而打造「富市臺中，新好生活」的

美好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