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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嶄露頭角，成為臺灣多元文化不可或缺

的重要關鍵。

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對數穩定維持

在2萬對左右

早期國內對於新住民並無正式的統計資

料 2，因過去規定「新移民」第一次入境臺灣

住滿 6個月就得出境，故 1998年以前的統計

人數包括重複核發簽證 2次的人數，致使統

計人數大於實際入境人數。自 1998年開始，

內政部知會外交部，改為統計首次依親簽證

的人數，因此 1998年後的數據較為正確。根

據內政部統計，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對數，

從跨國婚姻看新住民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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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遠渡重洋來到臺灣，不論在文化、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面都得適應，而社會大

眾對其存在的刻板印象，使其在生活與職場參與的過程中，得面對更多的挑戰。然而，隨

著社會變遷、多元文化的推廣，再加上民間團體及政府的支援與協助，新住民已漸漸地走

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並開始在這塊土地上嶄露頭角，成為臺灣勞動市場上不可或缺的人力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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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國際間交流、互動的日趨頻繁，異國

聯姻漸漸成為婚姻的選項之一。根據內

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 1，外裔、外籍配偶與大

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截至 2021年 11月

止（自 1987年 1月始）達 56萬 9,449人，其

中，女性占九成（90.73%）。跨國婚姻已有

數十年的歷史，回顧過去，早期跨國移民還

被稱為「外籍新娘」的年代，由於社會大眾

對其存在的認知與刻板印象，使得外籍配偶

經常受到排斥或歧視，甚至被貼上標籤；然

而，隨著社會變遷、多元文化的推廣，再加

上民間團體及政府的支援與協助，新住民漸

漸地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並開始在這塊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