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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移民到新台灣之手
鉅變下的時代 無法回頭的路

.李鴻源/台北縣副縣長

I二P:J內東南亞籍新移民女

凶，性所生台灣之子，已
有四萬六千人進入國中小就

讀;台北縣連續兩年針對小

一生的基礎語文測驗，發現

和一般學生出現顯著落差 ，

學者指大規模研究也有相同

結果，若未及時重視，未來

勢必出現第三技教育雙|峰現

象，甚至造成社會質變 。

第三波教育雙峰現蒙隱然

呈現

時報文教基金會和台北縣

政府合辦的 《關懷新台灣之

子 一 由台北縣山發}座談

會，四月在中國時報總社舉

行，由中國時報總主筆倪炎

.林萬憶/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素端 、 終身教育資源巾心執

行秘喜曾秀珠、教育部國教

司副司長楊晶裕 、 台大社工

系教授林萬億、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崔海

源、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

育學系教授黃富順 。

台灣的外籍配偶人數在今

年已突破三十六萬人，每七

至八個新生兒就有一人為新

移民所生 I 新台灣之子」

數量急邊竄升，在座談會

中，專家學者相繼提出警

訊，指隨著新移民的增加，

政府腳步卻跟不上，已出現

隱憂 。

根據統計，台灣新移民女

性來自東南亞者有十三萬

元主持，與談人包括台北縣 1 人，其中近七萬人集中在台

副縣長李鴻源、社會局長楊 北縣;台北縣副縣長李鴻源

表示 ，新台灣之子進入縣內 l 等都佔有相當比例，確實有

國中小就讀者已有一萬餘 | 部分兒童學習，受到環境剝

人，人數|隨著年級數降低而 | 奪 。

增多，小一生超過兩千兩百 | 台灣大學社工系教授林萬

人，普遍因語文上的弱勢， I 億說，新移民女性和其子女

導致學習成就偏低，學校生 面對的不只是教育問題，新

活適應也困難 。 台灣之子從發展遲緩、感覺

語文弱勢影響學習成就

李鴻源指出，縣府連舖兩

年對小一生進行全面基礎語

文檢測， 一般學生成績平均

比八七﹒六九分以及九0

二二分，但新移民子女卻是

八三 ﹒ 七八分、八四-七三

分，也現顯著差異;社會局

進一步了解新台灣之子的父

母社經背景，發現包括低收

入戶、身心障礙者和老榮民

.參加生活適應輔導班的外籍配偶們。

統合不全引發過動症、目睹

家庭暴力造成心理創傷，甚

至因社會差異內化造成社會

退縮撤離，在現階段卻遭忽

略，未來隨著年紀增長，勢

必逐漸浮上檯面 。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

學系教授黃富順認為，目前

就學的新移民子女，多為華

裔印尼籍所生，但i陸南籍後

來居上，佔所有新移民女性

五成八，學歷以國中和國小



〈 關懷新台灣之(-

佔絕大多數，其中五%完全

不識字 ， 語言無法溝通，連

教養子女以及和家人相處都

有困難 。

未來恐造成社會質變

既有研究都證實新台灣之

子不僅學業落後，父母教育

程度 、 家庭收入 、 父母年齡

差異 、 課業指導和共同閱讀

次數都有顯著差異;政府若

持續不重視該現象，未來勢

必繼城鄉差距、語文學習所

引發前兩波教育雙峰現象之

後，出現第三波雙峰現象，

甚至造成台灣社會質變 。 新

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任何

政策的制定，新移民和其子

女絕對不可切割剖分 。

但在場的學者專家也認

為， 即使如此， 只要母親經

適當引導 ， 子女表現絕對不

輸人，卻受限國內對新移民

族群嚴重缺乏基礎研究，政

策制定停留在猶如瞎子摸象

的打爛仗階段，新移民政策

架構付諸闕如，現行多是片

段式因應對策，根本搔不到

癢處。

尊重差異新台灣之子也可迎

頭趕上

簡而言之，新移民女性雖

然因教育 、 文化和語言 ，在

教養子女上易產生落差，透

過補救家庭和學校間的差

距，以及社會學習尊重彼此

差異，新台灣之子絕對可以

.星海源/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

究員

迎頭趕上 。

黃富順即說，外籍配偶在

台灣出現多年，國內仍缺乏

基礎性 、 通盤性研究，如嫁

到台灣後嫁給誰、所嫁對象

為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或

老人的比例，政府連基本資

料都不知道，根本掌握不住

問題核心，才是真正的困境

所在 。

各縣市雖然都開設識字班

和生活適應班，但輔導有無

具體效果，不識字的新移民

女性要認識多少字，才能應

付生活所需，都沒有標準 。

大筆的錢花了，成效如何卻

不知，現在看來全沒抓到關

鍵所在 ， 畢竟「要抓到處

處，才能搔到癢」 。

儘速建立移民政策架構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盟海源也認為，政策

本身需經過評估，也就是以

政策評估作為建立政策的基

礎 。國內近年對新移民研究

由台北 ll!系 jli 發) f啦i1走向

.曾秀I朱/終身教育資源中心執行
秘書

。黃富順/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
育學系教授

。楊索端/台北縣社會局局長 | ﹒倪炎元/中國時報總主筆

看似熱門 ， 但真正能藉以充 l 或只是採技術性補救 。

分掌握情勢的卻很少，沒有 | 林萬億強調，人口移出、

完整的調查和資料作為政策 | 移入額度有多少是台灣可承

依據，更遑論整體架構的建 | 受 、何種移入對象是台灣所

立。 1 期待，以及透過何種程序和

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 | 權利義務關係 ，都是政策制

範英重申，政策要落實必須 | 定需思考的，至今仍隱晦不

是「觀念 、 架構到管理」三 | 明，諸如面談制度和身分證

位一體，新加坡即有較台灣 | 取得等都只是技術解決， 一

更為嚴格的移民政策，歐洲 | 個人移入不僅是一輩子還有
雖然多為歐盟問各國的人口 | 第二代、第三代，都需要社

流動，也有清楚的移民政 | 會共同承擔 ，中央應儘快制

策，台灣面對從外來人口移 | 定政策 。

入，更需要有整體「架構」

( Model ) ' 而不是放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