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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外」　處處不容易生活在「外」　處處不容易

2014-12-14  記者 杜以翔 報導

在臺灣若是有人與來自歐美國家的另一半結婚，多數人會說是「異國婚姻」，而來自大陸及東南

亞國家的配偶，通常會以「外籍配偶」來稱之。如此可見，在這樣一個稱呼之下，就隱藏著臺灣

社會對於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與無形的偏見。然而外籍配偶來臺，在入籍、家庭負擔以及刻板印

象所造成的種種影響上，都使得他們的生活處處不容易。

 

仲介婚姻　與想像不同仲介婚姻　與想像不同

據內政部統計，國內外籍配偶人數截至一百○三年九月底已接近五十萬人，全部以大陸地區的配

偶人數最多，高達64.83%，在東南亞籍配偶則占28.12%，其中越南籍為最大宗占18.28%，

也可以看出跨國婚姻已成為臺灣新興族群，是社會無法忽視的一部份。

臺灣在外籍配偶近年逐漸成長，已接近五十萬大關。（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國立交通大學越南籍學生陳秋河提到，在越南透過仲介婚姻來臺的外籍配偶幾乎都是因為原生家

庭的教育、經濟程度較低，為了改善家裡生計嫁來臺灣，有些人帶著美好憧憬，來了之後才發現

與想像的不同。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督導鄭婷云也表示，因為在臺灣會透過仲介尋求婚姻

的家庭，有許多都是先生需要被照顧，或是家裡本身的經濟狀況就不富裕。而外籍配偶面對這樣

的婚姻，也像是為自己的命運賭一把，儘管與想像不同，都選擇吞忍下來，為了就是要改善原生

家庭的困境。

 

生活難融入　家庭重擔壓身生活難融入　家庭重擔壓身

由於多數外籍配偶的家庭處於經濟弱勢、社會支持網絡薄弱以及家庭地位低落等環境，經常在媒

體中看到外籍配偶不幸的遭遇。造成外籍配偶在臺生活困境的因素，最主要的還是語言文化的隔

閡造成溝通不良，還有因為透過仲介婚姻，配偶家庭背景的優劣也影響適應。臺灣宏泰媒合婚姻

協會秘書長羅李鋐即指出，仲介婚姻雙方會透過見面、聊天先大致認識彼此，短短的會面時間結

束就決定結婚，契約簽署完成之後，透過仲介機構辦理相關手續讓配偶來臺，下次見面就是在臺

灣辦理結婚登記。因此可以看出外籍配偶婚姻的快速以及缺乏感情基礎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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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共有十六篇稿

件。此期喀報與廣袤

的社會下所發生的事

物息息相關，由多面向去探討各種

不同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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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人，處女座，喜

歡拍照、電影、書

籍、單純的東西。

不喜歡海鮮、虧心

事。 台南人，但台語很爛，和計
程車司機聊天總是有聽沒有懂，

處女座，但不潔癖，對於生活卻有

自己的堅持。 思想很老派，老...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陳亞柔陳亞柔

我叫陳亞柔，典型水

瓶座，熱愛跳躍式思

考，以及不按牌理出

牌的個性總是令人摸

不著頭緒。自認是條大懶蟲，大多

數的時候可以說是超級懶惰，但是

哪天發神經，勤奮起來卻可以沒日

沒夜的enjoy著。與其張著嘴巴說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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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的婚姻基本上都像是「相親」的模式，短短的會面談話即決定結婚。

（資料來源／臺灣宏泰媒合婚姻協會）

此外，媒體形塑的刻板印象也使得外籍配偶求職困難，外籍人士只要擁有居留證就有在臺合法的

工作權，許多雇主並不清楚，沒有身分證都會被認為是非法勞工，所以為了生計有許多人從事低

薪勞力的工作。然而外籍配偶遇到的另外一個家庭問題即是在子女教養上的困境，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副署長黃子騰表示，在外籍配偶的子女教育上，除了因為新住民原生母國風俗文化與

臺灣的差異，使得新住民子女成長過程中產生影響，還有整個社會民眾對於新住民的刻板印象、

學校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動、以及教師在新住民教育範疇內的專業成長，都仍有進步的空間。

新住民子女在文化、國籍認同上，都會有一段適應的時間與過程。

（資料來源／新紀元周刊）

 

歸化流程多　國籍法爭議多歸化流程多　國籍法爭議多

來臺的外籍配偶因為婚姻必須長久居住臺灣的關係，大多會申請臺灣國籍的歸化，這也是他們最

關注的部份，不過在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的過程中需要繁雜的手續以及過程。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所公佈的歸化流程表分為大陸配偶以及外國籍人士兩部份，大陸配偶在透過海峽交流基金

會驗證在大陸的結婚證書之後，再前往臺灣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必須依親居留滿四年，下

一階段則是長期居留滿兩年，且每年在臺居住都必須超過183日，至少要花費六年的時間才能入

籍並且拿到臺灣身分證。

而外國籍人士配偶則是在申請外僑居留證之後，必須擁有從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的申請日往前

推算合法居留達三年以上的居留事實，之後再申請喪失原屬國國籍，下一階段則要合法居留三年

以上，才能拿到臺灣地區的居留證，進而申請戶籍登記。除了繁雜的申請流程使得外籍配偶入籍

不容易之外，國籍法的法條上也有許多爭議。

外籍配偶擁有居留證就享有工作權，不過申請居留證需要多年時間與龐雜的流程。

（資料來源／痞客邦）

國內由外籍配偶所組成的南洋臺灣姐妹會，近年來也希望透過連署使國籍法修改爭議的部分，像

是在國籍法上明訂「為避免外國人因歸化而產生雙重國籍，因此在法律上明確規定申請歸化者，

應提出喪失其國籍之證明」，許多新移民要歸化，必須先放棄母國國籍，割捨自己原有國家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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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女孩　越「政」越亮眼學運女孩　越「政」越亮眼

　　

一位美麗女大生在參與太陽花學運之後休學，
並進入台北市市長候選人的競選團隊，成為青
年部主任的故事。

路痴人生不迷路路痴人生不迷路

關於一個路痴不斷迷路，也不斷覓得新體悟的
故事。

人關係，「回娘家只能拿觀光簽證」。相較之下，臺灣人卻可具備雙重國籍，顯示法令的雙重標

準。另外，目前「陸籍配偶」申請定居設籍已經不需要附財力證明，但「外國籍配偶」申請歸化

設籍，仍需附上財力證明或專業技能，確保生活無虞，雖然比以前需要四十二萬存款的規定寬鬆

許多，但仍是對外國籍人士配偶歸化的限制，也看出國籍法有許多爭議點需要再被檢視與討論。 

 

福利問題浮現　政府做應變福利問題浮現　政府做應變

新竹市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督導鄭婷云提到，臺灣對於外籍家庭並沒有特定的法條去保障他們的權

利，政府提倡去標籤化，在福利方面基本上以跟國人相同的標準去申請，像是社會救助法的申請

補助資格，並沒有因為是外籍配偶家庭而有所不同。

在政府方面的回應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新竹市服務站的黃專員則表示，目前政府方面對於

外籍配偶的福利，設有「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由縣市政府辦理申請，這筆專款拿來辦理給

外籍配偶家庭參加的活動、就職訓練等等，也可以用來申請社會救助、返鄉機票等費用，是政府

政策上對於外籍配偶的福利安排。近年來外籍配偶家庭數量逐年增多，對於相關的福利問題逐一

浮現，這也是外籍配偶在臺灣生活漸漸被關注到的議題與面向。

內政部設有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專區，提供他們各項諮詢與資訊。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新住民配偶　不該被標籤化新住民配偶　不該被標籤化

對於新住民配偶，近年來許多團體以及政府都提倡去標籤化，希望國人拿掉對於外籍配偶的刻板

印象。這方面，新竹市外籍配偶關懷協會理事長賀豫驪則指出，新住民女性嫁來之後其實就是臺

灣媳婦，也是臺灣人的一份子，不該以有偏見的眼光去看待外籍配偶，把對於他們的標籤拿掉，

是接納他們的第一個步驟。而在外籍配偶上面，也應該努力與臺灣社會融合，雖然目前還有許多

問題還在發展與討論，卻可看見未來臺灣社會將擁有多元文化的面向。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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