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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女性，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外籍新娘/配偶」，在台灣已經逐漸成為一個新

興的族群，她們在台的生活適應也變成近來非常重要的議題之一。2006 年，三位台

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研究生，以社區實習課的名義進入著名的南方澳漁村社

區，協助成立一個新移民女性的社區服務據點。 

這是一個關於社區參與如何處理族群和文化差異的個案，我們試圖藉此探索設計

或規劃如何處理後現代的差異政治，並進一步實踐草根民主精神中「多元文化主

義」和「世界主義」的理想。 

 

新移民女性在台灣 

在台灣，外籍新娘意指透過婚姻關係自東南亞嫁入台灣的女性，近年來數量明顯

成長的中國大陸女性，也被包括在內。這種婚姻關係多半是透過婚姻仲介公司的安

排，台灣男性可以挑選自己中意的女孩，並且在經過一連串冗長的官方程序，包括

登記、審查、面試之後，才得以將其帶回台灣，時間前後甚至可能長達一年以上。 

這樣的「新娘貿易」或說「商品化跨國婚姻」的現象，並不只發生在現今的台灣

與東南亞之間。就如同西方國家曾經一度流行的「郵購新娘」，這和不均衡經濟發

展所導致的人口推拉的流動現象有密切的關係。自從 1980 年代以來，台灣逐漸增加

的外籍新娘人口，應該被視為台灣與東南亞之間逐漸浮現「半邊陲-邊陲」關係的結

果（夏曉鵑，2002）。 

90 年代以後，我們可以說台灣社會裡的外籍新娘人口有比較顯著的成長。與 80 年

代不同的是，早期始自客家農村裡客家男子前往印尼迎娶同有客家血統的華人女

性；到了 90 年代中期轉變為以「乖巧順從」為號召的越南新娘為主流，同時迎娶外

籍新娘也不在只是客家庄或農村的專利，而變成在地域上更為普遍的現象。近年

來，則是同文同種且沒有語言障礙的大陸新娘人數急速增加，至今已達到所有外籍

配偶總人口的三分之二。 

截至 2007 年四月底止，台灣地區外籍配偶的總人口數為 363,573 人。台灣社會現

在對這個新興族群投注了越來越多的關注。為了表示尊重，目前傾向皆以「新移民

女性」稱之。 

 

                                                 
1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E-mail: jiahe.l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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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地區新移民女性人口統計
2
 

排名 縣市 外國籍 大陸（含港澳）籍 總數 

1 台北縣 20,423 46,549 66,972

2 桃園縣 13,283 23,700 36,983

3 台北市 7,748 28,576 36,324

4 高雄市 5,909 18,119 24,028

5 台中縣 8,259 13,576 21,835

... 

... 

... 

... 

... 

17 宜蘭縣 2,573 3,357 5,930

... 

... 

... 

... 

... 

全台總計 125,439 238,134 363,573

註：以上數字統計自 2007 年四月底止。 

 

新移民女性在南方澳 
宜蘭縣位於台灣東北部，多年來以優良的環境品質被認為是全台最適宜人居的地

方，在地的第二級和第三級產業發展相對並不發達，因此人口數始終穩定維持在 46
萬人上下。相較於其他縣市，宜蘭縣的新移民女性人數也並不算多（見表 1）。然

而，有別於其他地方，宜蘭縣內新移民女性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並非是主要的都

市，而是一個人口不及萬人的漁港—南方澳（見表 2）。 

 

表 2    新移民女性人口的階層比較
3 

階層 新移民女性人口 總人口數 % 

台灣地區 363,573 22,886,902 1.6 

宜蘭縣 5,930 460,265 1.3 

蘇澳鎮 1,078 43,136 2.5 

南方澳 362 8,917 4.1 

註：以上數字統計自 2007 年四月底止。 

 

南方澳是目前全台灣最大的漁港之一，行政區上它是隸屬於蘇澳鎮底下的六個

里。南方澳的發展歷史不長，直到日據時代晚期，才由日本人計畫性地開港移民。

                                                 
2 資料來源：內政部網站 (http://www.moi.gov.tw). 
3 資料來源：內政部網站 (http://www.moi.gov.tw) 及宜蘭縣蘭馨婦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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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台灣漁業技術改良且急速成長，南方澳也變成吸引許多城

鄉移民的淘金之地。在 1960 年代極盛之時，這個僅有 2.5 平方公里的小土地上，曾

經聚集了高達 2 萬 5 千人的人口（蕭銀河等，2004）。 

然而 60 年代以後，當台灣經濟起飛，漁民收入不再特別突出，加上漁業本身的高

風險性讓年輕人怯步；另一方面，漁獲量也因為前段時期的過漁行為而開始衰退，

台灣漁業乃逐漸開始走下坡。即使在南方澳這樣的大漁港，雖然現在多數居民仍然

從事漁業或週邊相關產業，但城市衰敗似乎已是不可避免的命運。  

現今南方澳漁業的底層勞動力已經高度倚賴來自東南亞和中國大陸的外來漁工

（合法非法兼有之），當地老一輩的漁民幾乎不會再鼓勵自己的下一代繼續從事漁

業，年輕一輩稍有能力者通常選擇出外謀生。留在地方上的人多半被視為各方面能

力條件較差，在這種婚配條件不佳的情況下，他們往往便會選擇透過仲介來「消

費」一場跨國婚姻。這就是為什麼南方澳會有高比例的新移民女性的原因。 

初期南方澳的新移民女性主要來自印尼或菲律賓，現在則是以越南和中國大陸佔

大多數。就統計上來說，毫無疑問地，南方澳有最高的新移民女性比例，大約是全

宜蘭縣平均值的三倍左右。 

南方澳居民組成的多元性並沒有隨著經濟衰退而減少，相反地它甚至因為這些新

加入成員（包括移工和新移民女性）而增色不少。走在南方澳的大街小巷，隨處可

見到外來漁工騎著腳踏車來回穿梭，隨處可以聽到年輕婦女抱著孩子用多種不同的

母語談天串門子。在每一家行動電話通訊行的門口，一定可以看到「電話卡：打東

南亞最便宜!」之類的廣告標語。就日常生活的地景而言，南方澳絕對是全宜蘭縣最

國際化的地方。 

 

「他者」的處境 
絕大多數南方澳的新移民女性，幾乎毫無例外地，在日常生活中要面對兩大關鍵

課題：「生育」和「生計」。 

對於大部分的傳統台灣家庭而言，娶一個外籍新娘進門，首先無非是希望完成傳

宗接代的使命。這說明了為什麼新移民女性的生育率較一般台灣女性高。她們往往

在嫁到台灣的最初幾年內就會懷了第一胎，而且最後通常都不只有一個孩子。南安

國小是南方澳唯一的小學，目前全校 488 位學生當中已經有 89 位，也就是將近五分

之一的比例，是新移民女性的第二代（也就是所謂的新台灣之子）。再一次地，這

個比例也是全宜蘭縣所有學校中最高的。 

另一方面，多數家庭通常都樂意見到新移民女性出外工作賺更多的錢；更何況，

即使是新移民女性自己，不少人對於家鄉的娘家也都還有著負擔經濟的責任，因此

她們本身工作的意願是很高的。在南方澳，不論她們來自何方，來了多少，加入地

方經濟是很常見的現象。只有少部分的人可以經營自己的小生意，諸如飲食店、檳

榔攤、美容院等等；大部分人通常在海鮮餐廳裡做兼職工作（特別是在週末假

日），或者從事一些修補漁網、餌料或食品加工、小手工等零工性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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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形成了南方澳新移民女性生活裡的雙重壓力，最終導入了一個惡性循環。台灣

的移民政策對所謂的「新移民」有許多限制。一個東南亞配偶需要花三年；一個大

陸籍配偶則需要八年，才能夠取得台灣的身份證，得到完整的公民權利，而且她們

必須要上滿至少 100 個小時的中文或生活適應課程。然而，對於南方澳的新移民女

性來說，她們幾乎不可能規律地去使用這些社會服務。這使得她們要調適在台灣的

新生活，甚至克服一些生活上的痛苦掙扎，顯得更為困難。 

新移民女性，特別是來自東南亞的，無論她們原來的教育程度是高是低，總是會

有無法充分使用中文或台灣話的問題，語言障礙使得她們往往被以文盲對待。人們

總是會質疑她們不能夠獨立自主，或者無法好好教育她們的孩子。南方澳就像其他

的漁村社區一樣，男性因為出海或出外工作，在家庭中的角色往往是缺席的。南方

澳單親家庭和隔代教養家庭的比例確實較一般為高，但是當這些家庭的母親是新移

民女性時，她們往往被會得到更多的責難。普遍印象中總認為新移民女性缺乏責任

感、對於夫家不能齊心，甚至有些人會認為新移民女性逃家的可能性比較高，所以

她們必須被好好「看管」或是「規訓」。這些種種，當然都是社會建構的偏見。 

這些偏見從何而來呢? 移民政策就說明了一切，它是台灣人看待新移民態度最真實

的寫照。我們將所謂的技術或專業移民與其他移民區分開來，事實上是將這些來自

經濟條件不如台灣的國家的仲介婚姻移民和契約勞工的身份重疊在一起，標識為

「己所不欲者」。我們自視優越，認為這些人來到台灣都是為了經濟上的目的，又

以語言和生活習慣上的差異認定他們是較不文明的，因此他們應該學習並且順從和

我們一樣的生活，舉措要符合我們的期待。我們習以為常的認為他們只能接受恩

惠，卻難以真正做出什麼貢獻。到頭來，他們始終只能夠做為「他者」，而不會成

為「我們」。 

 

打造「馨」娘家 
2006 年二月起，我們來自台大城鄉所的一個學生團隊4，開始在南方澳進行田野調

查，找尋發展關於新移民女性社區營造的可能性。一開始我們先後拜訪了地方政治

領袖、漁會幹部、社區組織、地方文史工作者以及學校，然而，他們雖然也都感覺

到新移民女性是一個需要注意的議題，絕大多數卻仍然認而相較於地方經濟和產業

再發展的殷切焦慮，這並沒有那麼高的急迫性和優先性。幸好，後來我們得知政府

在正推動一項在各城鄉市的層級廣設新移民女性社區服務據點的計畫，同時我們也

結識了宜蘭縣的蘭馨婦幼中心，得知他們正準備透過這個計畫，在南方澳成立宜蘭

縣第一個社區服務據點。 

雖然蘭馨稱不上是南方澳的在地組織，不過他們長期在南方澳與學校合作，同時

推動外展服務工作，已經有超過三年的時間。因此，他們所掌握的新移民女性社會

網絡，比起任何一個地方團體都要更好。更何況，既然已經有一個正要進行的空間

計畫了，我們很快地就決定投入協助這個社區據點的成立工作。 

                                                 
4 團隊成員包括陳虹穎、施佩吟以及我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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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個社區據點，我們希望能夠讓新移民女性走出家門並看見彼此。這個空間

應該要表現她們的主體性，讓她們在此放下生活瑣事，徹底放鬆自在；這個空間更

應該積極地扮演一個平台，讓她們能夠表現自己並且鼓動在地社區和她們之間的相

互學習。這一切都要透過她們的參與式討論和行動才能達到，做為一個「賦權」的

過程，我們試圖將一個由上而下的政府計畫，轉化成為由下而已的社區設計方案。  

於是打造「馨」娘家的行動就此展開了。「馨」字與「新」同音，「馨」娘家也

就是「新」娘家，說明了這個社區據點屬於所有新移民女性，就像她們在台灣的第

二個家。 

 

過程中的互動 
展開行動的第一步，我們首先說服了蘭馨放棄在漁港碼頭旁租賃一個現成辦公空

間的念頭，雖然這肯定是方便許多的做法。取而代之地，我們開始在社區鄰里中尋

找可用的空屋，而且很幸運地，短時間之內就有了不少選擇。最終我們租下了一棟

鄰里位置相當理想的兩層樓獨戶舊屋，而且租金只有我們原來預期的一半。 

既然基地已經決定了，接著我們便開始透過大型活動來宣傳據點的計畫。在社區

運動會和校慶園遊會上，我們加入蘭馨社工們的攤位，以互動式的建築模型讓家長

和孩子們可以自由安排不同室內空間的使用方式，且和我們分享簡單的想法。 在這

之後，總算有比較多的人開始知道據點計畫，而且也能認出我們就是「幫蘭馨工作

的那群學生」。 

下一步，以蒐集新移民女性的生命故事為名，我們造訪了不少新移民女性的家進

行訪問。透過這個方式，我們更深入地認識了蘭馨的社區網絡，同時也一人接著一

人，一團體又一團體地慢慢建立起我們自己的社區關係。然而，經過幾次比較近距

離的接觸之後，我們很快地發現了一些困難：（一）新移民女性內部實際上非常多

元分歧。印尼的、越南的、中國大陸的，她們各自有自己的社交場域，而且並不需

要常常來往。（二）新移民女性高度鑲嵌在各自的家庭中，大部分的社交生活往往

發生在家門前的走廊下。不論到哪裡，她們總要帶著孩子，看著他們、照顧他們。

只要孩子醒著，就幾乎沒有所謂的空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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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與在地新移民女性的互動  （陳虹穎編輯）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嘗試了邀請印尼和越南配偶的小團體來到據點，請她們告訴

我們更多在南方澳的生活經驗，試圖將空間經驗轉化成為對於一個公共空間更具體

的想像。然而，得到的回饋並不如預期。唯一確定的是這個社區據點裡必須要有一

個可以讓孩子們玩的遊戲區，而我們也很快地就討論出一樓的「半樓仔5」空間應該

要重新改造成為一個兒童遊戲場。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些粗略的布局構想，我們想

想和這些母親們進一步討論更細節的設計，但並不成功。 

 我們似乎遇到了一個參與程度的瓶頸，無法再更形深入下去。找不到更好的理由

讓這些新移民女性放下工作和孩子，對我們的方案有更多投入，這和我們想要進行

參與式過程的初衷並不契合。為了突破這個困局，我們決定既然要讓母親們參與並

不容易，不如就將目標轉移到孩子身上。因此我們進行了一連串的週末兒童工作

坊，出乎意料地，這個點子非常成功。它不只減輕了媽媽們的壓力，而且也讓孩子

們對於這個週末的新玩意兒感到開心。很多孩子每個週末都期待能夠趕快到「祕密

基地」來，在這裡他們除了可以做功課、讀書、和朋友玩耍，而且還可以加入我們

打掃房子和彩繪空間的遊戲。更重要的是，一旦孩子們來了，活動結束母親們就會

到據點來接他們回家，因此她們同樣也有理由繼續前來並且感覺這個空間。到最

後，果然也有幾位新移民女性在後來室內空間施工的過程中，協助了部分布置裝飾

的工作。  
                                                 
5 「半樓仔」就是一般台灣傳統街屋中常見的夾層空間，意即俗稱的「樓中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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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週末兒童工作坊與成果  （陳虹穎編輯） 

 

我們在夏天到來前完成了大部分的任務，而這個社區服務據點終於在 2006 年十月

的時候正式開幕啟用。由於人力不足，目前蘭馨只能夠做到政府的最低要求，一個

星期讓據點開張兩天。雖然蘭馨也計畫要招募在地新移民女性來據點擔任志工，但

這顯然還不到時機，要走的路還長。然而，最近當我再次造訪據點時，確實看到有

越來越多的新移民女性會到這裡來小聚，儘管到目前為止，這個地方還是比較像一

個服務導向的辦公室，而非一個女性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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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南方澳社區服務據點現況  （林佳禾攝影） 

 

宛若初生兒的參與階段 

回顧打造「馨」娘家的過程，我們最常自問的問題不外乎是：「我們的參與行動

失敗了嗎? 」有些人會說這個計畫的資源仍然來自上層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蘭

馨），而非出自於本地新移民女性的需要和意願，因此由下而上的參與運作效果不

佳。更別說參與的成果似乎有些淺短，沒有人真正在討論公共生活和集體價值，其

中大部分的新移民女性甚至可能連她們究竟需不需要一個公共空間都沒想過。 

某種程度來說是這樣子沒錯。然而，如果單一種想像的理想行動模式可能用來評

價所有的參與，那麼我們就再也不需要討論所謂參與式民主的不同階段了（Hester, 

2005）。對大多數台灣的新移民女性來說，不論她們來自東南亞或者中國大陸，西

方式的民主幾乎在她們的生命經驗中缺席，沒有人會天生就懂得如何為自己發聲。

我認為對南方澳的新移民女性來說，目前還在一個宛若初生兒的參與階段。打造

「馨」娘家的計畫，也許在長期來看，會是啟動她們參與生命週期的關鍵樞紐。 

對這種初生兒的參與來說，沒有任何事是確定的，每一個可能鼓動獨立思考或行

動的方法都值得嘗試。我們在兒童工作坊的成功經驗，提醒了我另一個非常成功的

故事。南洋台灣姐妹會是台灣目前最有影響力的移民組織，在 90 年代中期，它最初

以創立了全台灣第一個移民配偶中文班開始在南台灣的客家大鎮美濃紮根發跡，爾

後逐漸衍生出諸如日間托育或者合作式支持性網絡等等的創新行動，用以滿足在地

新移民母親與她們家庭的需要。更重要的是，這些行動者總是鼓勵新移民女性培養

自己的主體意識，並且組織她們成為集體組織中的核心成員。在 2003 年南洋台灣姐

妹會這個組織正式創立之前，已經有近十年的努力，才終於培養出一小群新移民女

性敢於在公共議題上行動發聲。如今，南洋台灣姐妹會已經是許多移民權利倡議聯

盟的重要領導組織之一。 

有意識地提供服務與支持，在持續的學習過程中保持陪伴，那麼對於社會賦權和

參與式民主的實踐就有可能會成功。對於我們的實習課程來說，也許在這個實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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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營造過程中並沒有太多立竿見影的效果；但是就在地移民賦權的角度而言，我

認為我們在南方澳的行動，做為一個漫長行程的第一步，是踩在正確的軌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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