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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來在新聞、報紙等資料上，都紛紛再次強調了一直以來就存在著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的問題。 

在自然情況下，男女新生兒的比例通常維持一百零五比一百左右，由於男嬰夭折率略高於女嬰，

成年後男、女比例相當接近。根據台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的統計，台灣在戰後三十年也一直維

持此一自然數據，但在一九九０年男女比達到一百一十比一百，男嬰已多出正常的百分之五。 

（註一）有鑑於此，某些較弱勢的台灣成年男性只得遠從其他經濟狀況較台灣落後的國家娶來

外籍新娘，以傳宗接代。但畢竟外籍新娘從小適應的環境與台灣社會的習性仍然有著隔閡與差

異，因此隨之而產生的相關問題也一件件浮上檯面成為現今台灣的社會問題。以下將針對外籍

新娘對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影響作詳細的探討。 

 

貳●正文 

 

一、台灣男性娶外籍新娘的原因 

 

A. 社會價值觀所造成之影響 

 

a.學歷和經濟狀況 

 

社會上那些成就較高，條件較好的階級之所以能達到如此成功的境界，大多是因為他

們在某個特有領域中的表現比起一般大眾更為傑出，而因此得到了社會甚至是世界的

認同。因此，讓自己傑出便成為了成功的必要條件。(註二)雖然拿到了優秀的學歷並

不能保證一定成功，但不可否認的，那一張薄薄的文憑確實是非常重要，因為它至少

代表了一個人在某個領域曾經過特別鑽研及栽培的專業能力；對未來的發展也多了一

份保障。因此現今女性為確保婚後生活的安定舒適，擇偶的條件大多十分注重學歷，

相對的那些學歷較差的台灣男性在競爭上也就格外的不吃香。 

 

b.台灣女性意識漸漸提高 

 

世界各國女性的自我意識在19世紀後已漸漸提高，各種女權運動及倡導男女平等的觀

念也隨之興起。在台灣，自解嚴後，隨著許多禁忌的開放，再加上繁榮的經濟發展，

台灣女性參與的活動越來越多，所接觸到的新知識和新觀念也越來越豐富多元。至今，

台灣婦女的觀念已超脫了傳統，且她們大多經濟獨立、知識水平高、自主意識強。單

身日子過得好，結不結婚似乎已不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而結婚後是否一定得生小孩

來傳宗接代也是見仁見智了。因此比較起來，溫柔可人的外籍新娘顯得就傳統、乖順

多了！ 

 

B. 本身條件較弱勢的台灣男性 

 

會考慮異國婚姻的男性，依照統計（註三）大多為結婚市場上條件較弱勢的族群，包括

低收入、低所得、教育程度較低、身心障礙者、從事農漁業或勞力工作者，這些人因本

身條件所限，不易獲得台灣女性之青睞，才會轉向投入異國婚姻之市場。（註四） 



二、外籍新娘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障礙 

 

A. 日常生活的適應不良 

 

結婚率逐年下降外，近來結婚者國籍結構亦明顯變化，以91年為例，17.3萬對新人中，

高達 26%新娘是外籍人士，亦即每四對結婚的新人中，即有一外籍新娘。外籍新娘主要

來自中國大陸（62%）與東南亞地區（37%）。由於外籍新娘係來自文化不盡相同國家，

其配偶家庭又多數屬中低階層，因此婚後生活適應與日後子女教養，皆較本土新娘面對

更多的問題與困難。（註五）以下將提出部分問題來探討。 

 

a.飲食、交通及就業問題  

 

01.飲食 

 

外籍新娘從小生活的環境與台灣社會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從飲食方面的習慣不同，

經常造成嚴重的水土不服問題。 

 

02.交通 

 

交通方面，外籍新娘在一個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經常需要她們出外採買生活用品

或接送小孩等等，因此考照的過程（如筆試）、路名的辨識等也變成外籍新娘所面臨

的障礙之一。 

 

03.職業  

 

 嫁來台灣的外籍新娘所屬夫家大多為低社經地位的階層，往往需要她們工作養家以

取得另一份薪水；而她們遙遠的家鄉大多也需要她們的經濟支援。然而礙於台灣的

法令規定，外籍新娘在取得各種證件的手續既麻煩又缺乏系統，因此對她們而言工

作機會實在是少的可憐。而就算領有工作證，因外籍新娘大多是屬於學歷不高的階

層，加上國人缺乏對其的信任感，外籍新娘們謀職比起一般人更易遭拒絕，對她們

生活上的經濟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b.心理問題 

 

  嫁來台灣的外籍新娘並不是各個都出於自願，或許是因為家境，或許是被不肖仲介業

者騙來的也有可能。加上對陌生的環境(不同的風俗民情、語言等等)容易感到恐懼及

不安，因此她們內心所承受的壓力通常不是外人所能想像的。而在夫妻相處的問題上，

由於外籍新娘與其配偶通常是經由仲介認識，在婚姻基礎、雙方溝通方面是比較薄弱

的，在生活中就有可能因此引起爭吵，而種種生活上的不安全感漸漸累積後，就可能

成為異國婚姻的致命傷。 

 

c.教育問題 



 

  外籍新娘對台灣的文化及學校的教育方式多半是不了解的，而且她們甚至也無法流利

完善的使用我們的語言來表達想法。加上如果嫁入的夫家是在社會上是屬於地位較低

的階層或弱勢家庭，則他們孩子教養問題（包括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和一般家庭比

起來會是相對弱勢的。另外文化背景的不同自然也造成了教養觀念和走向的不同，因

此外籍新娘易與配偶甚至公婆的意見不合而發生衝突，而一個孩子人格的培養是以家

庭為根本而逐漸培養起的，這些問題的產生自然對子女日後的教養問題有了較不利的

影響。 

 

參●結論 

 

不同種族的通婚在世界上早已存在且發展了很久。但一直以來，不論在別的國家或是台灣總受

到社會大眾的歧視、所遭受的待遇也經常是不平等的。近年來台灣擁有外籍配偶家庭的數量持

續增加，對台灣的社會形成了種種新的問題障礙與挑戰。不僅外籍新娘本身對目前的台灣社會

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由於外籍配偶所生子女所佔的比率日益增加，因此她們的子女也將大大

影響台灣的未來，我們必須針對這個迫切的問題作出良好適當的討論與研究。如果我們能夠好

好健全、完備關於外籍新娘的法令制度，替她們作生活適應的輔導、保障就業權益及協助其下

一代的教養；並且加強向台灣人民宣導不同族群間相互尊重、多元文化共存容的觀念，或許能

避免、解決不少相關的社會問題，並發展出屬於台灣的另一段嶄新、多元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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