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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台灣是移民者的天地，除少數居住在這

塊土地的原住民外，在有文字記載的近四百

年歷史演變過程中，曾經歷三波比較大的移

民潮，第一波是1621年明末清初鄭成功遷
台，大部份移入者是軍人；第二波是1945年
國民政府遷台時，大部份移入者是男性的軍

公教人員；第三波則是1987年至今，陸續進
到台灣的新住民，其中大多是女性，只有少

數是男性，與前二次大多是男性有些不同。

在這三波較大移民潮間，仍有無數的小規模

零星移民或統治者先後接踵進到台灣，構成

台灣崎嶇坎坷的歷史遭遇與多樣性的文化內

涵。前二波的移民潮，起因於中國大陸內部

動亂，劣勢政權被迫遷台，情況都是戰亂緊

張，殺戮悽慘的，第三波移民則是由於台灣

政經成就的誘因，讓很多外籍配偶願意來台

結婚定居，彼此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主

要在深入探討最近一波外籍配偶陸續來台的

原因，以及本籍與外籍新娘生育率何以互有

消長的因素，作為政府施政參考。

㆓、台灣外籍新娘㈰漸增加的

原因

根據統計：從民國76年到民國95年8月，
移入台閩地區的外籍配偶總數至少有37萬人
之多，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籍配偶約有24萬
人，其他地區的外籍配偶約有13萬人（詳
表一），且人數還在不斷的增加當中。外籍

配偶及其所生的子女，已成為台灣社會必需

重視的現象。 
外籍配偶大量的進到台灣，主要肇始於

民國76年戒嚴令的解除，台灣政治逐漸民主，
經濟高度起飛，國民的人權逐漸受到重視，

在此同時，政府又開放一般社會大眾可到大

陸探親，很多企業藉機到大陸投資，把台灣

的文化帶往大陸，讓大陸女子對台灣有較多

的接觸與瞭解，再則，政府倡導南進政策，

鼓勵企業往東南亞各國發展，以分散投資中

國的風險。許多台商到東南亞各國投資的同

時，也把台灣的政經文化引進他國，讓他國

人民更瞭解台灣，嚮往來台。另一方面，政

府大量引進外勞，讓相對落後的大陸及東南

亞各國的人民有機會來台工作謀生，加深外

籍人士對台灣政經發展的深刻印象，形成磁

吸新住民來台的一股動力，因而導致外籍配

偶與日俱增（莫藜藜、賴珮玲，2004）。若
仔細分析，造成外籍配偶日益增加的因素，

不外下列幾項原因：

（一）台灣男女性別失衡，男多於女

如果從歷年來新生嬰兒的性別進行分

析，男嬰要比女嬰多出許多，從表二出生人

口的統計可知，自民國76年至94年為止，新
生的嬰兒數中，男生比女生多出244,690人，
平均每年男生比女生多12,878人（內政部戶
政司，2006），假使同年齡一對一婚配，台
灣每年會有一萬多個男生找不到結婚對象，

在此情況下，祇好往外發展找外籍新娘婚

配，所以台灣社會跨國婚姻的興起，是有他

內在市場的需求。

（二）找外籍新娘成家較為快速 
台灣自從政治民主，社會開放後，女性

意識抬頭，追求男女平權。很多新女性選擇

對象懷抱著「結婚如果沒有比較好，為什麼

要結婚」的觀念，在尋覓對象的過程中，常

台灣本籍與外籍新娘生育率消長原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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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考慮太多，寧缺勿濫，稍微蹉跎，錯過青

春歲月，便不容易找對象。縱使找到對象結

了婚，在家庭生活中要與先生共同適應現代

式的男女平權相處模式，彼此需要在觀念、

心態與行為上做很多的調整，若調適不好，

配合不當，便有可能走上離婚的道路，所以

很多男性在找不到適當的本籍女子結婚時，

常會透過婚姻仲介集團介紹，快速找個外籍

女子成家，形成今日外籍配偶與日俱增的現

象。 
（三）女性重保障，形成婚姻斜坡論

從婚姻心理學考量，女性結婚的冒險性

大於男生，原因如下：1、女性天生平均體
力就比男生弱一點；2、女性結婚是嫁給男
方，脫離原生家庭，有一種陌生感；3、女
性生理結構天生就有懷孕生子的本能，但也

是一項沈重負擔；4、女性懷孕時，生理、
心理都會遭逢巨大改變，更需要外在的支

助；5、己之所從出的小孩必需養育照顧。
居於以上種種因素，使得台灣女性在尋覓對

象時，通常會找社經地位比自己高的男生結

婚，目的是希望婚後生活有保障，經濟有安

全感，不願婚後一方面有生兒育女壓力，一

方面還要為經濟煩惱，所以選擇對象時寧缺

勿濫，這是婚姻斜坡論成立的基礎（何福

田，2005）。但也造成高社經地位男性可能
有甚多的結婚對象可挑選，低社經地位的男

性卻不容易找到對象，只好往落後國家或地

區找伴侶的現象。

（四）台灣政經發展，是落後地區矚目焦點

過去幾十年由於台灣經濟的高度發展，

創造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成為相對落後的

東南亞及大陸未婚女性嚮往的天堂，雖不知

將來要嫁給什麼德性的台灣郎，但因台灣經

濟高度發展，普遍社會大眾都很富裕（國民

平均所得在15840美金以上），錢與台灣郎
相制約，看到台灣郎就覺得有錢，能夠嫁到

台灣總比嫁給當地的窮光蛋要好一點，至少

來台灣工作機會多，賺錢也容易，總比在原

生國家要好謀生，因此，很多外籍新娘寧願

冒險遠度重洋嫁到台灣，造成新住民日益增

多的現象。所以，政經發展可說是磁吸新住

民的一股動力。

（五）婚姻仲介集團的集體媒合，推波助瀾

解嚴以後，企業往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

家投資者眾，台灣在國際媒體上的曝光度提

高，導致跨國婚姻的仲介集團隨之興起，進

行跨國婚姻的介紹媒合。因有利可圖，商業

競爭劇烈，到處都可看到介紹外籍新娘的廣

告，台灣男性，只要想結婚，願意花一筆費

用請仲介媒合，常常是一人去，兩人回，成

功率幾乎百分百，導致外籍配偶逐月逐年快

速增加。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及戶

政司統計，從76年1月至95年8月，台閩的外
籍配偶的人數統計，詳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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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ㄧ 台閩㆞區各縣市外籍與大陸（含港澳）配偶㆟數（76年1㈪-95年8㈪）

區域別 總　計

外籍配偶（單位：人） 大陸、港澳地區配偶（單位：人）

合　　　　　計 合　　　　　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總　計 377600 133,298 9,765 123,533 244,302 15,645 228,657

臺北縣 72,097 22,886 2,599 20,287 49,211 4,683 44,528

宜蘭縣 5,856 2,554 78 2,476 3,302 95 3,207

桃園縣 38,647 14,414 1,449 12,965 24,233 1,677 22,596

新竹縣 8,928 4,611 149 4,462 4,317 162 4,155

苗栗縣 10,075 4,542 177 4,365 5,533 142 5,391

臺中縣 22,076 8,542 425 8,117 13,534 515 13,019

彰化縣 16,113 8,328 266 8,062 7,785 171 7,614

南投縣 8,420 4,392 100 4,293 4,027 135 3,892

雲林縣 11,845 5,958 89 5,869 5,887 138 5,749

嘉義縣 10,260 4,892 59 4,833 5,368 158 5,210

臺南縣 14,819 5,952 191 5,761 8,867 369 8,498

高雄縣 21,550 7,162 224 6,938 14,388 609 13,779

屏東縣 15,711 7,020 155 6,865 8,691 474 8,217

臺東縣 3,382 1,281 24 1,247 2,101 116 1,985

花蓮縣 7,206 1,803 134 1,669 5,403 693 4,710

澎湖縣 1,456 844 13 831 612 10 602

基隆市 7,749 2,055 93 1,962 5,694 340 5,354

新竹市 5,703 2,053 190 1,863 3,650 155 3,495

臺中市 16,565 4,206 655 3,551 12,359 580 11,779

嘉義市 3,448 1,161 67 1,094 2,284 139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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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一可知，在總數約377,600人的外
籍配偶當中，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的配偶就

佔了24萬人，約三分之二，東南亞及其它地
區配偶約有13萬人，約佔三分之一。來台居
住地區以台北縣的最多，達7萬多人，其次
是台北市約4萬人，桃園縣約3.8萬人更次
之，值得注意的是外籍配偶男女皆有，女性

約佔總數百分之95，男性約佔百分之5，所
以不完全是女性新娘，也有男性新郎來台灣

結婚定居的現象。

㆔、外籍新娘生育率較本國籍

高的原因探究

台灣這幾年由於各種社會變遷因素的

影響，形成少子化的現象，可是在出生的

嬰兒中，曾有研究指出每7個新生兒就有1
位是新住民生的小孩，每3對夫妻，就有1
對外籍配偶家庭，而且這個比率還在逐漸提

高中，如果就人口比率估算，新移民女性只

佔台灣2,300萬人口中的約百分之1.5而已，
亦佔台灣適婚女性極少比率的人口，可是

為何佔當前結婚率的三分之一，所生子女亦

佔當前新生嬰兒數的七分之一。根據內政部

統計處統計：若按生母國籍別區分，民國94
年新生嬰兒中，生母為本國籍者179,852

人占87.11%，大陸港澳地區者10,099人占
4.89%，東南亞籍者16,337人占7.91%，其
他國籍者177人占0.09%，生母非本國籍者
比率合占12.89%，較93年略減0.30個百分點。
（生母非本國籍者比率自87年起快速上升，
93及94年則有下降之現象，係因取得戶籍登
記之生母視為本國籍）（內政部統計處，

2006），若取得本國戶籍登記的外籍配偶
仍視為外國籍，這個比率勢必更高，分析外

籍新娘生育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結婚成功率百分之百，生育率自然提高

透過婚姻仲介集團的引介與媒合，類似

台灣早期農業社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相

親，男女雖無感情基礎，但媒合的成功率幾

乎百分之百，由於結婚率高，生育率相對提

高。 
（二）初次來台，比較沒有工作壓力

通常，外籍新娘來台後至少必需等4年
才能取得身份證，求職不易，在沒有工作壓

力情況下，能專心生育照顧小孩，因此願意

生較多的小孩。

（三）買賣式的婚姻，生兒育女是義務

因非透過自由戀愛結合，較難談條件，

來台後得以專心生育，傳宗接代，符合台灣

傳統公婆或夫家期望。根據調查外籍新娘的

第一胎通常是來台後第一年生的。

臺南市 9,283 2,690 247 2,443 6,593 399 6,194

臺北市 39,803 9,451 1,882 7,569 30,352 2,798 27,554

高雄市 24,678 6,202 489 5,713 18,476 986 17,489

金門縣 1,348 275 0 275 1,073 31 1,042

連江縣 402 23 0 23 379 79 300

未　詳 183 － － － 183 30 153

資料來源：本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及戶政司（2005）。
附註說明：表中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係指向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入境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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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較富有吃苦的精神

外籍新娘大多來自第三世界較落後的地

區，願意遠渡重洋來台者，大部份是家庭較

困苦，兄弟姊妹多的，且富有克難吃苦的特

質，與台灣早期農業社會婦女肯吃苦的特質

相類似，生育的意願也比較高。

（五）男尊女卑的家庭架構容易維持

外籍新娘遠渡重洋來到台灣，離開原生

家庭與國家，天茫茫地茫茫，無親無戚只有

靠台郎，可以維持台灣早期農業社會男尊女

卑的家庭傳統，頗符合早期農業社會男人至

上與男方父母親的期望。

由於上述的總總因素，導致外籍配偶可

以生或願意生較多的小孩，也是台灣未來經

濟發展上的一股助力。外籍新娘較高的生育

率，恰可彌補台灣適婚女性生育逐年遞減的

缺口。

㆕、本籍新娘生育率逐年㆘降

原因分析

外籍配偶生育的子女日增，而台灣本籍

配偶所生小孩卻日減，個中原因頗值探究，

若仔細分析，可整理歸納如下：

（一）政府節育政策成功落實，有效降低生

育率

台灣早期農業社會，需要勞動力，社

會上普遍存有多子多孫多福氣的觀念，結婚

夫婦並無節育觀念，如果粗略區分，民國

10-30年出生的兄弟姐妹大部份是6-7個，有
的甚至是10幾個，民國40-50年代出生的兄
弟姐妹大部份是4-5個，頂多是6-7個，民國
60-70代出生的兄弟姐妹大部份是2-3個，頂
多是4-5個，民國80-90年代出生的兄弟姐妹
大多是1-2個，頂多3-4個。自從民國60年，
政府開始實施家庭計畫，提倡兩個孩子恰恰

好，一個孩子不算少的人口政策，歷經30年
的努力，使得每對夫妻的平均孩子數逐年降

低，直到民國94年，平均每對夫妻的孩子數

降到只剩下1.12人，較93年減少0.06人（內
政部戶政司，2006）。可見政府推動人口節
育計畫成功落實。

（二）受教年限的延長，獨身或晚婚者眾

台灣的教育學制採六三三四制，6-12歲
小學，13-15是中學，16-18是高中職，19-22
是大學，23歲以上是研究所階段，目前不管
男女只要肯讀書，幾乎人人可以讀到大學以

上，一個人學歷高了，視野廣了，不想委屈

自己，就有可能選擇不婚，傳統上，男高女

低，婚配機會較多，現在兩性教育機會均等，

反而壓縮女性結婚的空間。一般男性教育程

度越高，越容易找對象，女性則剛好相反。

另一方面，大部份成年男女，在適婚年

齡都還在為學業努力，畢業後還得為找工作

煩惱，待工作穩定，有了經濟基礎，都已經

老大不小，根據統計，台閩地區94年結婚平
均年齡新郎為32.5歲；新娘為28.5歲（內政
部戶政司，2005），生育年齡更是往後延，
高齡婦女懷孕生子是件相當辛苦的事，自然

選擇少生或不生做為因應。

（三）婦女走進職場，生兒育女壓力加大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個父系社會，男性

負有傳宗接代任務，一般社會價值觀都不願

生女願生男，認為女生是賠錢貨，嫁出去的

女兒像潑出去的水。台灣早期是農業社會，

需要勞動力，男性的體力一般優於女性，勞

動市場以男性為主，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

結構，自然形成重男輕女的觀念。唯自從民

國60年代台灣經濟逐漸起飛，從農業社會過
渡到工業社會，一直到今天的資訊社會，工

作職場已不再以勞力取勝，婦女大量走進職

場，幾與男性等量齊觀，夫妻雙薪或雙職業

家庭的人數遽增，職場上亦形成一股男男女

女競爭的風潮，劇烈的競爭，對女性生產形

成抑制，養兒育女壓力也隨之加大。

（四）媒人婆消失，媒合力大減

早期的台灣農業社會，社會較靜態，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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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村落，都有媒人婆作媒牽紅線，子女結婚

大多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配對成功率較

高，找對象也較容易，又因為男過30，女過
20不婚不娶，曠男怨女的農業社會觀念的箝
制，使得一般適婚男女，常有結婚的社會壓

力，不婚、晚婚的情形自然減少，又因為有

傳宗接代的觀念，婚後不生育的現象罕見，

所以生育率較高。現代的自由戀愛式婚姻，

可遇不可求，交往前期憑感覺，重浪漫，後

期講條件，重現實，易合易分，成功佳偶雖

有，離婚怨偶亦不少。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94年調查顯示：在20與39歲的未婚國人當
中，有25%不想結婚，相較於93年的16%，增
加8%，至於不結婚的原因主要是「經濟條
件不佳」或「抱獨身主義」（衛生署國民健

康局，2005；聯合報95.8.4），前者與經濟
發展和工作穩定度有關，後者與找不到適當

對象有關。當今，電視台雖有類似「我愛紅

娘」或「心心相印」節目的公開媒合，唯因

沒有必須結婚的社會壓力，配對成功的機率

並不高，因而普遍形成晚婚、不婚、婚後不

育或高齡產婦的現象。

（五）習慣經濟富裕生活，勤勞節儉美德不再

台灣經濟發展，創造眾所矚目的經濟奇

蹟，普遍的生活水準提升，也養成普遍社會

大眾安逸的習性，一般家庭並不願意生太多

小孩，避免降低生活品質，縱使有能力撫養

的富有家庭，受到整體社會影響，亦不願意

背負太多「兒女債」，促使生育力逐年降

低。再則，婦女走出家庭進入職場，社經地

位逐步提升，一方面尋找合適伴侶不易，另

一方面縱使成家，也不願意生太多小孩。整

體說來，吃苦耐勞，勤儉克難的農業社會美

德不再；好逸惡勞，奢華享樂之風取而代

之。現代新女性追求自我實現，很多人結婚

後根本無暇生育，能生1-2個小孩延續香
火，已屬難能可貴，這也是造成台灣年生育

率節節下降的原因。

（六）都市空間擁擠，社會日趨複雜

工業化、都市化的結果，大批鄉村人口

湧入都市，造成都市空間擁擠，房價物價飛

漲，活動空間不足，生活品質變差，日常生

活的痛苦指數成為普遍關切議題，又因治安

不好，詐騙集團猖獗，造成人人自危，一般

大眾對社會信任感不夠，深怕小孩被詐騙、

綁架、勒索或遭無妄之災，為人父母必需付

出比以往更多的看護與關注，養育和教育的

過程中，須擔憂的事也跟著增多，所以減少

生育，可降低養育過程中不可預知的麻煩，

也可減輕生活上的壓力。

（七）家庭結構變遷快速，核心家庭乏人照顧

傳統的大家庭三代，甚至於四代同

堂，有經濟、生育、照顧、養育、安全的

功能，所生子女有上一輩的祖父母或親戚朋

友共同照顧，不須花費托育費用，現在的核

心家庭大多是夫妻及小孩組成，又都是雙薪

家庭，孩子乏人照顧，特別是台灣近年來離

婚率很高，依內政部戶政司統計，民國93年
台閩地區離婚對數有62,796對，民國94年有
62,571對離婚，離婚率居高不下，因而單親
家庭增多，家庭結構也產生變化（內政部戶

政司，2006），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台
閩地區核心家庭（父母和子女組成）比率由

1988年的59.1%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46.7%，其
次三代同堂比率也由16.7%略降至15.2%，反
之，夫婦兩人或單人所組成的小家庭成長速

度最快，前者比率由7.7%上升到14.2%，後
者由6.0%上升到9.9%，而單親家庭比率也由
5.8%提高到7.7%，祖孫家庭比率也由0.8%
上升至1.2%（行政院主計處，2006）。單
親、單人、祖孫或核心家庭都不利於孩子的

照顧，只好選擇托嬰一途，托嬰費用又成為

中下階層家庭的一大筆支出，為避免沈重負

擔，自然以節育做為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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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會同儕影響，產生從眾傾向

人是社會性動物，會受社會同儕的影響，

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人有從眾行為，一般人

很怕在群眾中被當成異類，希望跟周遭的同

儕團體一樣，團體的影響力可見一斑（吳靜

吉，1997）例如：當一個團體百分之九十九
都沒有離婚，只有張三離婚，張三在團體中

與他人互動相處過程中就會有壓力，反過

來，如果一個團體百分之九十九都離婚，只

有張三沒離婚，沒離婚的張三與團體其他人

互動相處也會有壓力。同理，如果團體中的

先生或女士，大部份都沒生或只生一個或兩

個小孩，祇有某個媽媽想生四個或五個或更

多，那這個媽媽在團體中也會被周遭人以異

類眼光視之，即使這位媽媽在經濟與照顧上

都不成問題，最後也許也會和大部份人一樣

只生一個或兩個，縱使她與先生仍心有不

足，也只能用「大家都這樣」，或「這個時

代的人都只生這樣」來合理化，可見社會團

體的影響力是會影響婦女生育意願的。

（九）政府或企業改造，新管理型態出現

電腦科技，通訊科技的突飛猛進，帶動

知識經濟的興起，企業管理的型態發生巨大

的改變，許多自動化系統取代人工作業，因

而剝奪許多人的工作機會，白領階級的辦公

環境全面改觀，終生僱用制度開始消失，取

而代之的是按時或按日計薪的部份時間工作

制，因而，新的職業游牧民族開始出現，受

薪階級的受僱者的工作穩定度遠不如從前，

人力派遣中心的市場版圖擴增速度太快，政

府組織或私人公司業務外包，形成工作短暫

化的現象，在資訊革命的全球風潮席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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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ㄧ 台灣家庭型態變遷之比較（1988年與200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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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近幾年發展知識經濟，倡導小而能，

小而美的政府組織型態，許多公共事務都委

外經營，私人企業亦比照辦理，普遍社會大

眾的工作穩定感降低，員工工作場域亦隨時

可能改變，薪資收入亦不穩定，自然影響生

兒育女的意願，生育率自然下降。

（十）經濟面臨全球化壓力，工作機會減少

民國70、80年代，台灣經濟高度發展，
創造很多工作機會，也形塑一個普遍均富的

社會，台灣錢淹腳目，因而，引進大量的外

籍勞工。但是到了90年代，台灣由於政治不
穩定，造成產業外移、資金大量外流，形成

內部企業空洞化現象，外商投資怯步，工作

機會減少，經濟成長率下滑，又由於資訊科

技突飛猛進，企業e化與全球化風潮興起，
跨國企業競爭劇烈，讓貧富差距拉大。再

則，知識經濟的倡導，很多工作機會被電腦

科技取代，企業所需的勞動力需求下降，而

大學以上的高學歷供給量卻不斷的增加，形

成高資低就或高學歷失業問題，受僱者薪資

不升反降，工作壓力日益增加，工作的穩定

性卻大不如前，很多人職業朝不保夕，失業

憂慮隨時可能浮現，更不用說結婚成家生子

或多生小孩。

（十一）子女生養教的費用負擔沈重

經濟的變遷，讓處於社會金字塔底層的

民眾收入不固定，甚至於不增反降，另一方

面物價上漲，依主計處估計，民國95年的物
價上漲率預估約2.24%，高於銀行的定期儲
蓄存款利率，可是小孩的受教年限長，生育、

養育加上教育等費用加總起來為數可觀，讓

很多中低收入的家庭不太敢生育子女。

由於上述種種因素，使得台灣的生育率

逐年下降。通常，夫妻雙方除不孕症外，雙

方皆有意願生育則通常會生育；夫有意願，

妻沒意願，通常不會生育；妻有意願，夫沒

意願，仍有可能生育；夫妻都沒意願，自不

可能生育。所以女方的意願是決定是否生育

或生育多寡的關鍵因素。要提高生育率，必

需營造讓女性有意願生育的家庭或社會環

境，其中，居住與工作場所的穩定，經濟與

收入來源的安全，社會治安與醫療體系的強

化，教育與托育制度的健全，以及建構良好

的社會福利制度都是必需且必要的。而這些

可減輕生活壓力的有利生育因素，在今日變

遷快速的台灣社會，卻不容易達到，因而抑

制普遍社會大眾的生育意願。

㈤、台閩㆞區歷年出生嬰兒數

與性別統計

下表是台閩地區歷年出生嬰兒數與性別

統計數，由表中可以清楚看出新生嬰兒數遞

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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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顯示：台灣地區的人口數逐年減

少，特別是從民國87年以後，出生嬰兒數由
324,980人，陡降到268,881人，之後，除了
89年龍年再回到30萬人以上外，就一直往

下掉，到94年只剩206,465人。若以這種速
度遞減，到西元2027年（民國117年），台
灣的出生數等於死亡數，人口將不再增加而

呈現負成長現象（薛成泰，2004），甚至有

表㆓ 台閩㆞區歷年嬰兒出生數與㊚㊛性別差

年別 合計 男生 女生 男女之差

民國76年 313,282 162,935 150,347 12,588

民國77年 342,227 177,856 164,371 13,485

民國78年 312,984 162,952 150,032 12,920

民國79年 336,306 176,378 159,928 16,450

民國80年 320,348 168,145 152,239 15,906

民國81年 321,405 168,306 153,099 15,207

民國82年 325,994 169,360 156,634 12,726

民國83年 323,768 168,764 155,004 13,760

民國84年 326,547 169,482 157,065 12,417

民國85年 324,317 168,961 155,356 13,605

民國86年 324,980 169,422 155,558 13,864

民國87年 268,881 140,063 128,818 11,245

民國88年 284,073 148,456 135,617 12,839

民國89年 307,200 160,529 146,671 13,858

民國90年 257,866 134,310 123,556 10,754

民國91年 246,758 129,141 117,617 11,524

民國92年 227,447 119,218 108,229 10,989

民國93年 217,685 114,349 103,336 11,013

民國94年 205,854 107,697 98,157 9,540

合計 244,690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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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預估台灣人口負成長的現象將會更早到來。

通常，影響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戶籍登記

人口數的因素不外出生、死亡、遷入和遷出

等四個因素。人口的增加可分為自然增加和

社會增加兩部份，自然增加是指當年度出生

數減死亡數，若為正整數，則表示人口有自

然增加的現象；社會增加是指當年度遷入數

減遷出數，若為正整數，則表示人口有社會

增加現象，台灣出生嬰兒數銳減，表示台灣

人口自然增加數減少，可是新住民逐年增加，

表示人口有社會增加的現象，若不考慮人口

死亡數和遷出數，則新生兒減少的人數，有

部份剛好被外國移入的外籍配偶所填補，這

些新住民都是在適婚年齡時進入台灣，恰可

減緩總人口數因少子化所帶來的變動幅度。

㈥、結論

由以上分析可知，外籍新娘大量進入台

灣是有原因的，其生育率高於本籍新娘亦有

其特殊背景因素，台灣新娘生育率逐年下

降，與最近幾年政治、經濟、社會、家庭變

遷帶給個人壓力有關，要提升本籍新娘生育

率，必需對抑制生育的因素提出妥適的對

策，才會有功效。此外，新住民來台後，人

口逐漸產生異質化現象，為維持人口品質，

就必須儘速讓外籍新娘及其子女適應台灣生

活，減少外籍新娘及其子女可能面臨的生活

適應、溝通障礙、子女教養、家庭暴力、經

濟弱勢及社會歧視等方面問題（吳清山，民

93；張鈿富，2006），降低家庭與社會問題
的發生。 

整體而言，如果就台灣人口的增長趨勢

觀之，1621年明鄭來台時，台灣人口約300
萬人，1947年國民政府遷臺時人口約600萬
人（內政部戶政司，2006；林玉體，2003），
其後若每隔10年計算，1957年是974萬8,526
人，1967年是1,337萬1,081人，1977年是1,688
萬2,053人，1987年是1,972萬5,010人，1997年
是2,174萬2,815人，2005年是2,277萬383人（
內政部戶政司，2006），總體人口是呈現逐
年增加的趨勢，唯因近年來台灣生育率逐年

下降，人口增加數有減緩的現象。為避免生

育率陡降造成將來青壯年人口迅速減少，老

年人口不斷增加而影響經濟發展動力，政府

有必要鼓勵生育，最近剛辦過的行政院經濟

發展永續會議已將少子化列入重要討論議題，

可見政府早已注意這種現象，但所提各種對

策配套措施必須周全，才能奏效，否則祇是

口頭朗朗，紙上寫寫，必將流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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