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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頻繁與跨國婚姻普及，臺北市新移民已成為臺

北市多元族群的一部分，然而新移民面對語言的隔閡與文化的差異，

易發生與其家庭成員間溝通困難或婚姻調適等課題，甚至難以融入適

應社會生活。本文針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新移民家庭照顧服務之

社區關懷據點家庭關懷訪視服務、家庭服務中心外語諮詢專線家庭諮

詢服務及個案管理服務等相關統計資料進行分析，並探究影響數據變

動成因，作為精進新移民服務措施之參據。

資料分析結果至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社會支持工作小

組及大會報告，獲得各委員及業管機關熱烈迴響，並針對相關照顧服

務措施提出許多建議意見，經綜整後歸納以下 3 點結論與建議：

一、近年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服務人次，除了於民國 109 年受疫情影

響大幅減少外，其餘年服務人次大致呈增加趨勢，其中 110 年面

對疫情三級警戒來襲，提出改以電話訪問及通訊軟體連繫之策進

作為，致全年服務達 2,125 人次，較 109 年增加 66.93%，111 年

持續增加至 2,911 人次，故建議除持續運用現有之通訊軟體外，

再擴增運用各國新移民較常用之通訊軟體平臺，以多元管道接觸

新移民，俾提升其接受關懷訪視服務的機會與意願。

二、觀察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服務及外語諮詢專線家庭諮詢服務人

次，男性雖遠少於女性，惟其中關懷訪視服務男性人次自民國 107

年至 111 年增加 3.11 倍，且外語諮詢專線服務男性人次占比由

107 年 6.69%增加至 111 年 13.87%，爰建議可多關注新移民家庭

中之男性相關服務需求，以協助其順利適應日常生活。

三、民國 112 年 1 至 3 月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個案管理服務計 616 人

次，較 111 年同期減少 1.91%，爰建議服務中心可透過社區資源

拜訪或多元管道宣導等方式，增加服務中心提供新移民個案服務

之曝光度，或透過區公所、社福中心、健康服務中心及學校轉介



個案，以積極發掘隱藏案源，及時提供需求者服務。

臺北市政府全面主動關懷訪視新移民及其家庭成員，並提供外語

諮詢專線服務及多元支持性方案，以協助每一位飄洋過海移居臺北市

之新移民及其家屬能排除語言的隔閡與文化的差異，順利適應新生

活，讓臺北市成為新移民的新故鄉，進而建構臺北市成為多元共融的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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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新移民家庭照顧服務情形之探討

壹、前言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頻繁與跨國婚姻普及，臺北市新移民1已成為

臺北市多元族群的一部分，然而新移民面對語言隔閡與文化差異，易

發生與其家庭成員間溝通困難或婚姻調適等課題，甚至難以融入適應

社會生活，加上自民國109年起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影響，新移民家庭亦需面對與疫情共存的生活挑戰，爰本文針對

近 5 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新移民家庭照顧服務，包括新移民社區

關懷據點及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提供之服務內容等統計資料進行分

析，並探究其變動影響成因，研析結果經提報至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

務委員會社會支持工作小組及大會簡報，供與會學者、專家及相關業

務機關代表討論，作為業務權管機關精進新移民服務措施之參據。

貳、臺北市新移民家庭照顧服務現況

臺北市政府為強化新移民之照顧與輔導，整合相關機關執行新移民

關懷訪視服務措施，於每一新移民家庭成員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結

婚、遷徙、離婚及配偶死亡等 5 項戶籍登記時，即徵詢當事者接受訪視

意願，若同意接受訪視，則由戶政事務所通報至區公所，由區公所里幹

事初訪後，針對有需要者，轉介社會局、衛生局等相關機關提供專業服

務（詳圖 1），期能協助新移民順利適應婚姻生活，進而成為投入社會參

與之力量。惟以下僅就本府社會局建置 4 個新移民社區關懷據點提供之

家庭關懷訪視服務，及 1 個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提供之外語諮詢專線家

庭諮詢服務及個案管理等家庭照顧服務相關統計資料進行分析。

1 臺北市新移民係指尚未取得我國國籍之臺北市民的新移民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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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北市「新移民關懷訪視」簡易流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參、臺北市新移民家庭照顧服務統計分析

一、社區關懷據點家庭關懷訪視服務情形

臺北市政府設立新移民社區關懷據點，以電話訪問或面對面觀

察與會談的方式，主動了解新移民家庭的生活背景、關懷其與家人

互動與生活適應狀況，並給予精神上的支持與鼓勵，同時提供各項

服務方案訊息，協助連結社區資源，以促進交流及人際網絡建立。

(一)民國 112 年 1 至 3 月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服務計服務 840 人

次，較 111 年同期增加 1.57%；近五年除 109 年因 COVID-19

疫情影響服務人次減少至 1,273 人次外，服務人次大致呈現增

加趨勢。

民國 112 年 1 至 3 月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服務計 840 人次，

較 111 年同期增加 1.57%。若觀察近年家庭關懷訪視服務情形，除

109 年受 COVID-19 疫情（以下簡稱疫情）影響服務人次減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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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 人次外，服務人次大致呈現增加趨勢。又 110 年 5 月 18 日

至 111 年 6 月雖受疫情影響暫停當面訪問及家庭訪視，除原有電

話訪問方式外，另增加以通訊軟體與新移民家庭持續保持聯繫傳

遞訊息，致 110 年及 111 年服務人次不減反增，分別較 109 年、

110 年增加 852 人次(66.93%)、786 人次(36.99%)。（詳圖 2）

(二)民國 107 年以來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服務對象，均以女性服務人

次居多，111 年女性占比達六成二，惟男性較 107 年增加 3.11 倍。

按性別觀察，民國 112 年 1 至 3 月服務新移民家庭女性 552

人次（占 65.71%）、男性 288 人次（占 34.29%）；縱觀近年家庭關

懷訪視服務情形，107 年以來均以女性服務人次居多，111 年服務

女性 1,818 人次（占 62.45%），男性則為 1,093 人次（占 37.55%），

分別較 107 年增加 33.09%及 3.11 倍，顯示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男

性服務人次雖遠少於女性，惟同期隨著男性新移民人數增加2，其

接受家庭關懷訪視服務人次亦大幅增加。（詳圖 2）

圖 2 臺北市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服務人次—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 明：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服務不僅服務新移民個人，且服務新移民家庭成
員（如︰與新移民離婚後之本國籍原配偶及其子女、舉家移民及重組
家庭之家庭成員等）。

2 民國 111 年底男、女性新移民人口數分別為 4,500 人、31,030 人，較 107 年之男性 3,872 人、

女性 31,939 人，分別增加 628 人(16.22%)及減少 909 人(-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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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服務中心外語諮詢專線家庭諮詢服務情形

臺北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服務中心）設置多國語言

之「外語諮詢專線」，由外語通譯志工及社工人員提供新移民家庭電

話諮詢服務，服務內容包括：情緒支持、活動訊息傳達、家庭成員溝

通等。（詳圖 3）

圖 3 臺北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服務介紹影片

資料來源：臺北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一)民國 112 年 1 至 3 月外語諮詢專線家庭諮詢服務 288 人次，較

111 年同期減少 19.33%。

民國 112 年 1 至 3 月服務中心提供外語諮詢專線家庭諮詢服

務（以下簡稱外語諮詢專線服務）288 人次，較 111 年同期減少 69

人次(19.33%)；若觀察近年外語諮詢專線服務情形，107 年以來服

務人次逐年增加，至 109 年達 4,486 人次，110 年 7 月起因社會福

利系統轉換，新系統剔除個案管理成案服務人次，致 110 年及 111

年服務人次下降。（詳圖 4）

(二)新移民外語諮詢專線服務以女性需求較高，民國 112 年 1 月至

3 月占比逾八成二，惟全年男性服務人次占比由 107 年 6.69%

增加至 111 年 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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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諮詢服務之諮詢者性別觀察，自民國 107 年以來外語諮

詢專線服務以新移民家庭女性需求較高，112 年 1 月至 3 月女性諮

詢服務 237 人次（占 82.29%），遠多於男性 51 人次（占 17.71%），

另進一步觀察各性別近年之變動情形，全年男性服務人次占比由

107 年 6.69%增加至 111 年 13.87%，顯示近年來男性外語諮詢專

線服務需求呈增加趨勢。（詳圖 4）

圖 4 臺北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外語諮詢專線家庭諮詢服務人次

—按諮詢者性別分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 明：1.新移民外語諮詢專線服務不僅服務新移民個人，且服務新移民家庭成員（如︰與

新移民離婚後之本國籍原配偶及其子女、舉家移民及重組家庭之家庭成員等）。
2.服務人次計算方式為通譯志工接聽電話諮詢加上社工人員專業諮詢人次。
3.因社會福利系統轉換，新系統剔除個案管理成案服務人次致110年起服務
人次大幅減少。

三、家庭服務中心個案管理服務情形

臺北市政府從前述關懷訪視服務及外語諮詢專線服務中，發現特

殊或重大案件且社會資源不足者，或從其他機關轉介3至服務中心之

新移民家庭，經社工人員評估達到開案標準4，即提供個案管理服務，

依據新移民及其家庭成員之個別需求擬定個別處遇計畫，提供關懷支

持、經濟補助或結合社會資源等方式，協助新移民紓緩壓力、適應生

3如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移民署、相關社福機構、學校等單位轉介。
4經社工員評估新移民個案有婚姻、法律、經濟、心理、就業輔導、面臨家庭關係困擾、社會適應

困難且需即時生活功能協助者。



6

活或解決問題。

(一)民國 112 年 1 至 3 月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個案管理服務計 616

人次，較 111 年同期減少 1.91%。

民國 112 年 1 至 3 月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個案管理服務（以

下簡稱個案管理服務）計 616 人次，較 111 年同期減少 1.91%；若

觀察近年個案管理服務人次變動情形，以 109 年服務 2,585 人次為

最多，110 年受疫情影響，三級警戒期間以電話訪問及通訊軟體聯

繫取代面訪，加以服務中心重新檢視及評估服務 2 年以上個案，

對已無其他需求者予以結案，致服務人次減少至 2,202 人次。111

年因疫情趨緩，服務中心積極與舊案及資源單位聯繫及拜訪，故個

案管理服務回升至 2,374 人次。（詳圖 5）

(二)個案管理服務男性人次雖少於女性，民國 112 年 1 月至 3 月占

比僅 3.90%，惟民國 111 年全年服務人次較 107 年增加 2.17

倍，殊值重視。

若按性別觀察，民國 112 年 1 至 3 月服務新移民家庭女性 592

人次（占 96.10%）、男性 24 人次（占 3.90%）；又觀察 107 年以來

個案管理服務男、女性人次變動情形，111 年全年服務男性 92 人

次、女性 2,282 人次，分別較 107 年增加 2.17 倍及 16.43%，顯示

新移民家庭成員中男性列入個案管理人次雖遠少於女性，惟近年

需求大幅增加，殊值重視。（詳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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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個案管理服務概況—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 明：新移民個案管理服務不僅服務新移民個人，且服務新移民家庭成員（如

與新移民離婚後之本國籍原配偶及其子女、舉家移民及重組家庭之家庭
成員等）。

肆、結論與建議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新移民及其家庭成員相關協助與支持，以

順利適應生活融入社會，透過觀察其關懷訪視服務、外語諮詢專線服

務及個案管理服務等統計資料變動趨勢，並分析其影響成因後，將統

計結果至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社會支持工作小組及大會報

告，獲得各委員及業管機關熱烈迴響，並針對相關照顧服務措施提出

許多建議意見，經綜整後歸納以下 3 點結論與建議：

一、受疫情驅動，社區關懷據點新增通訊軟體連繫等家庭關懷訪視服

務，以多元管道提升新移民接受訪視服務的機會與意願。

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服務人次於民國 109 年受疫情影響大幅

減少，110 年社區關懷據點改以電話訪問及通訊軟體連繫，且考量新

移民之居留或停留、經濟需求增加，加強關懷訪視，致全年服務達

2,125 人次，較 109 年增加 66.93%，111 年持續增加至 2,911 人次，故

建議除持續運用現有之通訊軟體外，再擴增運用各國新移民較常用之

通訊軟體平臺，以多元管道接觸新移民，俾提升其接受關懷訪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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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與意願，並對疫情過後新移民可能遇到的問題預做準備，如開

放入境後其身分恢復、戶籍及保險等；亦可透過連結新移民的非政府

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或向社會局申請補助的

NGO 來進一步了解新移民的關懷需求。

二、隨著男性新移民家庭照顧服務人次日益增多，建議主動關注其服

務需求，並與相關資源體系合作。

觀察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服務及外語諮詢專線服務人次，男性雖

遠少於女性，惟其中關懷訪視服務男性人次自民國 107 年至 111 年增

加 3.11 倍，且外語諮詢專線服務男性人次占比由 107 年 6.69%增加至

111 年 13.87%，爰建議可多關注新移民家庭中之男性相關服務需求，

如與新移民離婚後之本國籍男性原配偶及其子女的溝通不良問題、舉

家移民生活適應的問題及重組家庭之家庭成員求職就業、中文學習方

面的問題，並與相關單位和資源體系合作，以協助其順利適應日常生

活。

三、因應近二年個案管理服務人次減少，爰建議服務中心增加提供個

案服務之曝光度，或透過其他單位轉介個案，以積極發掘案源，

及時提供需求者服務。

民國 112 年 1 至 3 月新移民個案管理服務 616 人次，較 111

年同期減少 1.91%，爰建議服務中心可透過社區資源拜訪或多元管

道宣導等方式，增加服務中心提供新移民個案服務之曝光度，或透過

區公所、社福中心、健康服務中心及學校轉介個案，以積極發掘隱藏

案源，及時提供需求者服務。

臺北市政府全面主動關懷訪視新移民及其家庭成員，並提供

外語諮詢專線服務及多元支持性方案，以協助每一位飄洋過海移

居臺北市之新移民及其家屬能排除語言的隔閡與文化的差異，順

利適應新生活，讓臺北市成為新移民的新故鄉，進而建構臺北市

成為多元共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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