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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壹、 前言 

近年來，政府不斷努力在復甦原住民的文化傳承與原住民族的競爭能

力培育，以保障原住民文化的永續發展，原住民教育能夠透過小學、中學、

高中職、大學至研究所等正規學習場域來延續原民文化，並且也能夠落實

原住民教育法的內涵與精神，以永續原住民的語言與文化。透過教育的力

量，肯定原住民文化的價值，尊重原住民的教育人權，增加原住民族選擇

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進而促進社會正義與公平機會的實現。 

從開放兩岸探親至南向政策，從少子化到男女比例失衡，從不婚、晚

婚至高離婚率，從高齡化、工業化至農村人力短缺，跨國婚姻買賣仲介的

暴利加上國內公民需求，我國新住民人數持續攀升，2011 年 12 月已經超

過 50 萬人大關（內政部移民署，2015.03.31）。新住民已成為原住民、福

佬、客家、外省人之外台灣的第 5大族群，並將在幾年後超過原住民人口，

所以針對新住民問題將不可輕忽。 

本人口統計篇主要在呈現原住民族及新住民，於本行政區居住之人口

數、結構、變遷、分佈、特徵及其變動情形，從而瞭解原住民族、新住民

之人力資源分配及其素質，據以作為規劃人力運用、社會福利及經濟發展

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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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原住人口分布及特性 

一、 現居原住民人口數 

103 年底我國戶籍登記註記為原住民身分之人口數有 54 萬 23 人（平

地原住民有 25 萬 3,716 人占 46.98％，山地原住民有 28 萬 6,307 人占

53.02%），較 102年底增加 1.2%，增加率高於同期總人口之 0.26%；占總人

口比率為 2.03%，該比重逐年上升。 

本行政區雖為山坡地較多地區，惟非屬山地原住民專屬地區，區內原

住民男性因工作關係遷入，而女性皆因婚姻關係而遷入本行政區居住；在

本轄區 7 個里中分居於 2 個里內，總計 18 位原住民人口數。【參考圖 2-1 

103年新北市坪林區各里原住民人口數】 

 

  

 

     圖 2-1   103年新北市坪林區各里原住民人口數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災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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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居原住民人口結構 

區內原住民成年男性人口數為 2、未成年人口數為 4，成年女性人口數

為 8、未成年人口數為 4。【參考圖 2-2  103年新北市坪林區現住原住民人

口結構圖】 

 

          

 

   圖 1-2  103年新北市坪林區現住原住民人口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災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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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新住民各國籍人口特性 

台灣的新住民，是指從外國移民到台灣、並在台灣定居的人。大部份

的新住民以來自大陸、越南居多，為瞭解本行政區新住民居住狀況，參考

新北市政府新住民生活適應宣導暨資料庫服務網資料，特以本篇加以分

析。做為未來本區幫助外來人士適應在臺生活，並提昇其教育及生活品質。 

本行政區內新住民大部份皆因與本區居民婚姻關係，而遷入本行政區

居住;在本轄區大陸配偶計 52人，占新住民口數 57.14%;外籍配偶共 39人，

以越南籍配偶計 28人最多，占新民人口數 30.77%，另有其他國籍 11人，

占新住民人口數 12.09%;新住民居住本區總計 91人。【參考圖 3-1  新北市

坪林區新住民國籍統計表】 

 

圖 3-1   103年新北市坪林區新住民國籍別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新住民生活適應宣導暨資料庫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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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台灣自古就是移民社會，早已具備成熟的多元文化素養與積極作為，

使今日的新住民如同我們移民而來的祖先一般成長與發展。台灣新住民處

遇與發展困境，外籍配偶在台生活適應 7大問題： 

一、種族歧視與文化偏見造成的壓力。 

二、商業化的婚姻導致夫家嚴密監控，生活侷限在家庭中。 

三、短期婚配，婚姻穩定性不足。 

四、語言不適與文化差異。 

五、子女教養壓力。 

六、就業問題與貧窮化。 

七、婚姻暴力問題。 

另外就法的立場目前存在尚待加強修改與執行問題有下列： 

一、不合理的移民法規。 

二、模糊的權責架構。 

三、跨國婚姻媒合管理與婚前教育。 

四、家庭勞務價值與新住民就業。 

五、新住民識字教育與全球化流通。 

六、新住民子女教育與社區培力。 

七、社利輸送體系的可能與限制。 

新住民因婚姻關遷分本區，依上述統計資料，本區新住民已遠遠超過

原住民，其教育方面與社會福利照目前通過法規，實無法滿足爾後對其婚

姻狀況及小孩教育的關懷照顧，建議上級修改法令規章，比照原住民的社

利狀況以符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