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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5萬人左右，約占我國總人口數的7.5% 1。

然而，上述人口眾多之新住民與國際移工在

臺灣居住和工作的狀況，到底對臺灣的經濟

與社會創造了什麼樣的貢獻，或者造成了什

麼樣的影響，截至目前為止，並未有足夠的

研究成果針對上述議題進行深入的剖析與探

討。對此，為了讓吾人能夠更了解新住民與

國際移工對於臺灣之經濟與社會的貢獻與影

響，筆者以下將以政府所公布之統計數據和

相關研究成果為基礎，希冀能夠回答上述之

研究，並讓吾人能對此一議題有更深入和完

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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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對於新住民和移工依舊存著許多因不了解而產生的刻板印象，其中，新住

民與引入更多國際移工更常被認為會對本國勞動力市場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於搶奪了本國

籍勞工的就業機會。然而，本文在經過檢視相關統計資料與研究成果後發現，事實上新住

民與國際移工對臺灣的經濟發展，以及維持為數眾多之中小企業的營運，扮演了關鍵性的

角色，而其在臺生活所創造出來的各類產業商機，亦值得吾人以更正面和珍視的態度對待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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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我國移民署的統計資料顯示，截

至 2022年 4月底為止，在臺灣居住

之新住民和外籍配偶的人口數已逾 57萬人

（571,798），不僅已和擁有 58萬人之 16族

原住民族的人口數相當接近，再加上 45萬的

新住民子女之人口數的話，當前長期居住在

臺灣的人口中有超過一百萬人（102萬）擁有

外籍和移民的身分，或是其父親或母親一方

為外籍人士，占我國總人口數約 5%左右。但

若再加上短期或暫時來臺工作近 70萬名國際

移工的話，當前短期、長期居住在我國或者

其雙親有一方擁有外籍背景之總人口數將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