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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們為了擁有更好的生活，可能選擇移民到高經濟發展國家工作或是透過婚姻

翻轉人生而跨國移動。在高薪的吸引下，過去十年臺灣每年已有數萬名專業人才赴

美國、新加坡、大陸等地區工作。根據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2021 年

國際人才報告中，以 46 個國家、21 種產業裡的 352位高階人資主管為對象，調查

發現各國專業人才外移以臺灣最嚴重，專業人才占外移人口達 61.1%，居世界第一

（詳如圖一）。 

至於跨國婚姻部分，有些人選擇海外他國伴侶，可能是因為雙方的愛情，也可

能是基於經濟考量，例如：有些經濟發展程度較低國家的女生，希望日子能夠過好

一點，而選擇經濟良好或是穩定的國家移動，這某種程度上說明了臺灣近一、二十

年的社會狀況。但是，近年嫁到臺灣越南新娘、印尼新娘等女性外籍配偶人數驟減，

去年僅 5000人，不到 2004年的三分之一。 

 臺灣跨國婚姻也正出現性別翻轉，內政部統計，2014 年臺灣男性外籍配偶計

4521人，創下近十年新高；顯示愈來愈多臺灣女性選擇外籍男性做為伴侶。過去跨

國婚姻多以臺灣男性配外國女性居多，雖然近幾年來女性外籍配偶人數仍高於男性

外籍配偶，但差距已逐漸縮小。 

如何吸引外國專業人才來臺或應該開放多少外籍勞工是目前政府重要施政考

量，而跨國婚姻更直接影響人民實際生活，那麼，影響這些人跨國移動的原因是什

麼？與臺灣的經濟或政策有關嗎？ 

為了釐清上述的問題，本組以臺灣主要外籍移工的來源國：越南、印尼、泰國、

菲律賓及柬埔寨五個國家為研究對象，分別從 PRIDE資料庫及其他資料來源蒐集相

關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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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牛津經濟研究院；本組彙整繪製。  

圖一、各國人才外移比一比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本組彙整繪製。 

圖二、近十年外籍配偶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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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跨國婚姻與外籍勞工之現況 

一、大陸港澳籍新娘減少  

    大陸配偶是因為 1987年政府基於倫理、親情的考量，開放臺灣民眾可前往大陸

探親，因此兩岸改變了隔絕對峙的局勢，也促進兩岸的接觸與交流。之後陸續開放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居留、探親等政策，以及我國政府公佈「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成為兩岸人民往來的重要法律依據。對於大陸的投資審議逐漸

放寬，部分臺商為了本地投資環境等因素，開始進大陸投資設廠，也放寬兩岸的學

術、觀光等民間交流，有了更多機會接觸大陸地區的人民，因此讓大陸配偶人數越

來越多。 

    但因為假結婚的情況，為了遏止假結婚來臺從事不法行為，於 2003年起內政部

與外交部實施大陸配偶面談制度及加強外籍配偶境外訪談措施，因此可由圖三發

現，於 2004年起大陸配偶來臺人數明顯下降許多。而根據圖四可知，在 2015年的

外籍配偶中，大陸籍配偶占比 67.6％最多，次之為東南亞國籍配偶占 28.10%，最後

為其他國家為 4.3%。雖然大陸配偶人數出現下滑，但外籍配偶人數還是以大陸配偶

為大宗。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本組彙整繪製。 

圖三、大陸配偶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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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本組彙整繪製。 

圖四、2015年外籍配偶人數比例 

二、東南亞國籍配偶減少 

    跨國婚姻會逐漸趨緩的原因，是因為假結婚來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內政部為

了防制此相關案件，從 2003年開始實施大陸配偶面談制度，外交部也從民國 2005

年起加強外籍配偶境外訪談措施，導致讓大陸配偶來臺越來越困難，而根據圖二，

2004 至 2008年間，大陸配偶人數大致穩定，但東南亞國籍的外籍配偶人數上升，

尤其是越南。 

    而從 2008年起，女性外籍配偶新增人數持續下降，考量東南亞國家發展逐漸進

步，因此可能是經濟發展的影響。如李長芳（2013）說明因為婚姻關係而移民來臺

的新住民女性，大多數是嚮往臺灣的經濟生活，想藉由婚姻移民達到來臺灣工作，

改善原生家庭及自身的生活品質，因此來自越南、印尼等東南亞的女性外籍配偶人

數逐漸上升。 

    為了尋找女性外籍配偶降低的原因，我們先比較臺灣與樣本國家的經濟成長

率。由圖五可知，臺灣近十年來經濟成長率並未優於樣本國家，開始往下走，甚至

外籍配偶的家鄉還比臺灣部分地區更先進，年輕女性留在自己國家也可以發展，因

此這樣的經濟環境當然就失去了吸引力。 

    進一步分析各國的差異，在圖二中，越南和印尼的外籍配偶人數下降最多，圖

六與圖七分別列示印尼與越南的經濟成長率，以及該國籍外籍配偶新增人數。在圖

中可看出臺灣經濟成長率僅在 2010 年高過印尼與越南，其他年度皆低於印尼與越

南，隱含經濟表現不佳，可能影響外籍配偶嫁到臺灣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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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現今通訊技術發達，遠在家鄉的人隨時可以利用通訊軟體，透過視

訊或是直播，了解外籍配偶過得如何以及目前臺灣的狀況，讓更多姊妹們對於是否

嫁來臺灣更加謹慎。圖八呈現每百人中申請行動電話人數，除臺灣發展較早因此成

長率較平緩外，其他國家近十年均快速成長，越南甚至在 2010年已超越臺灣。 

系統編號：ME10306-0034 

圖五、東南亞與臺灣的經濟成長率 

系統編號：ME10306-0034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經濟部；本組彙整繪製。 

圖六、印尼外籍配偶人數及經濟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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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編號：ME10306-0034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經濟部；本組彙整繪製。 

圖七、越南外籍配偶人數及經濟成長率 

系統編號：AP10402-2702 

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APEC；本組彙整繪製。 

圖八、行動電話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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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籍勞工 

    陳宗韓（1999）指出，大多數自由經濟學者以自由市場的供需法則分析，認為

勞資報酬應順應市場邏輯。由於臺灣工資上漲，以及臺灣高等教育擴張，減少年輕

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國人比較不願意從事辛苦、骯髒、危險及夜班等性質之工作，

造成臺灣「勞力短缺」現象，為了補充國內基層勞工的不足，因此產生引進「外籍

勞工」的需求。 

    外籍勞工開放合法來臺工作從民國 78 年六年國建的推動開始，而當時並沒有

明確的法源及具體的管理辦法及政策來因應，因此在民國 80年先公布「因應當前人

力短缺暫行措施」之後，再以此為藍本草擬「就業服務法」，以賦予法源並期有效管

理外籍勞工，於民國 81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總統公布實施。 

    隨著就業服務法的制定，雇主開始申請僱用外籍勞工，因此自民國 81 年之後，

外籍勞工來臺工作的人數快速上升。而外籍勞工大量引進的寬鬆政策，在民國 85

年開始有所轉變，鑑於雇用大量外籍勞工，已造成國內原住民勞工及弱勢殘障勞工

發生明顯的就業困難，故於民國 85年 7 月 29 日所公布的外籍勞工聘僱申請辦法中

即規定，外籍勞工總人數占本國員工總聘僱人數的百分比率，由原來的百分之 35

下降為百分之 32。直至 2015年，外籍勞工的比例以印尼籍為最多占 41%，次之為

越南籍占 28.10%，最後為菲律賓國籍占 20.60%及泰國籍占 10.30%，如圖九所示。

而圖十顯示出外籍勞工在台各產業之人數，其中仍以製造業為大宗、社會服務業次

之，反應出對臺灣經濟與社會層面對外籍勞工的需求。 

    雖然外籍勞工人數總數持續增加，但其成長率卻不一（圖十ㄧ：外籍勞工人數

年增率），由於外籍勞工在製造業的比重最大，因此我們認為可能與臺灣經濟表現有

關，因為在圖十二中，外籍勞工人數年增率與經濟成長率的移動方向重疊性很高。

圖十三顯示近 10年臺灣外籍勞工人數與臺灣 GDP的發展趨勢，接著進一步以數值

分析，我們計算兩者之間的相關係數，在臺灣的外籍勞工人數與臺灣 GDP相關係數

高達 0.99，顯示臺灣 GDP與外籍勞工人數存在著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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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5年內政部統計處。 

圖九、外籍勞工在台比例 

資料來源：勞動統計查詢網。 

圖十、歷年外籍勞工在台產業人數 

 

 

 

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9749&pa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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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編號：ME10504-0045 

圖十一、外籍勞工人數年增率 

系統編號：ME10306-0034 

資料來源：經濟部，本組彙整繪製。 

圖十二、在臺灣外籍勞工人數年增率與臺灣經濟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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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編號：ME10304-0475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本組彙整繪製。 

圖十三、在臺灣外籍勞工人數與臺灣 GDP 

參、跨國婚姻與外籍勞工與臺灣社會的關係 

一、彌補勞動力 

    外籍移工在臺灣基本上都是從事加工、代工、長期看護等生產業別，成為臺灣

生產製造主要的勞動力，圖十四呈現外籍勞工數佔整體臺灣勞動力比率，從 2006

年的 3.22%持續增加至 2015年的 5.05%，這反映了外籍勞工對臺灣勞動市場的重要

性，因為他們彌補了勞動缺口。 

系統編號：ML10305-0020 

資料來源：勞動部；本組彙整繪製。 

圖十四、外籍勞工人數占勞動力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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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安定 

    由於不同國籍與生活背景，可能使婚姻雙方的衝突提高，因此外籍配偶可能會

面臨家暴問題。由圖十五、十六發現，外籍配偶家暴人數占外籍配偶人數之比例比

本國家暴人數占總人口之比例還多。外籍配偶在社會文化及生活方面的不適應，以

及在臺灣缺乏親友支持，都是造成家暴後無力尋求保護的原因。而外籍配偶在面對

家庭暴力時，總是沉默及忍耐，擔心離婚恐怕會被迫與兒女分離，因此可能還有更

多受害的外籍配偶。 

    圖十五與圖十六隱含跨國婚姻對社會安定的影響可能是雙面的，一方面跨國婚

姻使想結婚者順利成婚，建立家庭，是安定社會的正向力量；但另一方面，跨國婚

姻維持的困難度可能衍生家暴等，反而形成不安定的負面力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本組彙整繪製。 

圖十五、外籍配偶家暴人數占外籍配偶人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本組彙整繪製。 

圖十六、本國家暴人數占總人數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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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長照人力 

    根據商業周刊調查，臺灣 20 至 35 歲的人口裡，有 62.3%打算出國工作。由於

臺灣越來越多年輕人想出國工作，導致人口大量外移，再加上人口老化速度加快（參

閱圖十七），讓臺灣的照顧服務人員面臨短缺。臺灣目前照護人力上，外籍勞工就佔

了 20萬左右，臺灣人則是不到 5 萬人，顯示了臺灣在這方面，對外籍勞工的高度依

賴性（如圖十八）。 

系統編號：MH10401-0067 

圖十七、65歲以上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勞動統計查詢網；本組彙整繪製。 

圖十八、臺灣與外籍勞工的照顧服務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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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跨國人口的移動至臺灣的主要途徑為婚姻和工作。以婚姻關係而移民來臺的外

籍配偶，可能是為了改善原家庭及自身的生活品質，因為過去臺灣的經濟相當吸引

人，再加上當時南向政策及仲介商的助長下，因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人數快速

上升。2015年的外籍配偶中，大陸籍配偶占比 67.6％最多，次之為東南亞國籍配偶

占 28.10%，最後為其他國家為 4.3%。雖然大陸配偶人數出現下滑，但外籍配偶人

數還是以大陸配偶為大宗。 

    然而近幾年，臺灣經濟表現並不突出，而大陸及東南亞的經濟持續往上成長，

因此經濟誘因相對下降；另一方面，通訊科技持續突飛猛進，使資訊傳輸效率大幅

提升，跨國婚姻的真實樣貌可能影響了心裡誘因，因此大陸及東南亞外籍配偶人數

呈現下降趨勢。 

    至於外籍勞工部分，雖然人數持續增加，但人數成長率與臺灣經濟表現高度正

相關，且佔勞動力人口比例逐年增加，尤其在製造業及社會服務產業。這可能影響

兩個層面，一是彌補製造人力缺口，一是在未來長照能力的需求方面佔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 

    臺灣是一個能接受多元文化的社會，眾多跨國移動的外籍配偶與勞工，都對臺

灣社會安定造成一定的影響，本研究認為經濟條件是影響他們選擇到臺灣的重要因

素，然而能否在臺灣安身立命，會影響社會安定。建議相關決策者，在探討人才移

動時，應增加相關經濟誘因，並妥善提供資源給透過婚姻成為臺灣人的新住民，因

為這些都是重要的安定社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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