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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現 2004年到 2014年期間，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的婚
姻移民，接受的比例顯著增加。社經地位、族群、政黨支持，都對態度有顯著

影響，但影響的內容有所改變。2004年時，本省人（相對於外省族群）及泛綠
支持者（相對於泛藍支持者），較不支持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但 2014
年時，本省人和外省族群之間，泛綠支持者和泛藍支持者之間，對此議題的態

度已經沒有顯著差異。2014年時，男性比女性更加接受大陸及東南亞籍女性
配偶，鄉村地區居民最為接受大陸和東南亞籍女性配偶。影響民眾態度的機

制，主要是政黨支持、價值觀念、經濟理性，以及社會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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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研究從 2004到 2014年間，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女性配

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變遷，由此呈現政經環境和社會結構影響民眾政治態度

變遷的過程。臺灣在 1990年代末期到 200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籍

女性配偶快速增加，她們佔了臺灣婚姻移民的絕大多數。經過十餘年，臺灣

社會面對婚姻移民的態度，是否有明顯的改變？什麼樣的時空環境和社會脈

絡，以及哪些影響因素和機制，促成了臺灣民眾對婚姻移民政策的態度變

化？如此的改變，呈現了臺灣社會什麼樣的特質？

世界各國對移民歸化都存在相當程度的限制；人民對其國家移民政策的

態度，有保守也有開放。比諸於接受移民較多的國家，臺灣外來移民的特質

及社會後果，有其獨特性。具體而言，臺灣的移民多屬於女性婚姻移民，來

源國集中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越南和印尼為主）。她們在臺灣的停留、居

留及歸化等政策，必須考慮人道、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因素。臺灣民眾對中

國大陸及東南亞籍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往往會影響政府的決策過程

和法案規定，也呈現了臺灣社會的價值態度和內部分化。

本文透過 2004年和 2014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這是臺灣首次使

用相同的問卷題目—檢視十年間民眾對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女性配偶取得

公民權的態度變化與其中的影響機制。我們聚焦於個人人口特質（性別、年

齡、婚姻、族群）、社經地位、政黨支持、城鄉等因素。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

是：從 2004年到 2014年，這十年之間，社經地位、族群、政黨支持，對於

民眾對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一直有顯著影響，

但影響的內容和程度已經有所改變；性別和城鄉，2004年時並沒有影響，但

2014年時，開始呈現顯著影響。我們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揭示影響移民態度

的因素和影響機制，另一方面也呈現臺灣社會過去十年來的變遷軌跡。

有關民眾對移民政策的態度及其間的影響機制，相關文獻的理論觀點和

研究發現，為本文提供了論述的基礎。本文第二節首先回顧影響臺灣移民政

策態度的社會脈絡，包括大陸與東南亞籍女性配偶的人口趨勢變化、外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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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的媒體形象與去污名化的過程，以及 2000年以來中國效應對臺灣政治論

述與民眾態度的影響。第三節回顧相關研究發現及理論觀點。本文除了呈現

十年間特定變項影響力的變化以外，也將討論影響民眾對移民政策態度的可

能機制，包括經濟理性、社會接觸與政治符號。第四節及第五節為研究設計

和研究發現，第六節為討論和結論。簡言之，2004–14年間，臺灣民眾對大

陸及東南亞籍的婚姻移民，接受度顯著提高。我們試圖解釋影響民眾對移民

政策的態度的因素變化，以及態度變遷所彰顯的政策意涵。

貳、社會脈絡的變遷

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籍女性配偶的態度，受到多種社會脈絡因

素的影響，包括外籍配偶的人口結構、媒體印象、政府政策及政黨立場等。

本節首先回顧過去十餘年來，大陸配偶與東南亞籍配偶的人口增長狀況，然

後討論在刻板印象、媒體形象、政策宣導和政黨立場的影響下，民眾態度的

變化趨勢。整體而言，人口結構、政府政策、社會教育等因素，形塑了臺灣

社會對大陸與東南亞籍女性配偶日趨接受的外在環境。

一、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籍配偶的人口趨勢

臺灣的官方統計顯示，1998年至 2017年 2月，全國登記結婚婚配數為

2,932,456對；其中，來自中國大陸配偶的婚配數共297,758人（男14,326人，

女 283,432人），佔全國婚配數 10.2%；來自東南亞配偶的婚配數共 146,928

人（男 11,208人，女 135,720人），佔全國婚配數 5%。在東南亞和大陸配偶

人數中，女性佔 94%，男性佔 6%。來自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女性配偶的婚配

數，佔非本國籍配偶婚配數的比例高達91%（計算自內政部戶政司，2017a）。

也就是說，在這十九年間，臺灣婚配數的 15%是大陸及東南亞配偶，其中

94%是女性配偶，而她們佔了臺灣外籍配偶婚配的九成以上。

大陸與東南亞籍女性配偶的人口結構，從 1990年代末期以來，經歷了

「急增、緩增、持平」的三個階段。1998年時，大陸與東南亞女性配偶的婚

配數，佔臺灣全體婚配的 14%（大陸女性配偶 8%，東南亞女性配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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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性配偶佔所有婚配的比例僅有 0.3%，微不足道。1998年以後，大陸與

東南亞女性配偶比例逐年攀升，2000–04年這五年期間，是「急增」期，大

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兩者合計佔全國總婚配的 20%以上，從 21%（2004

年）到 28%（2003年）。也就是說，這段期間，臺灣每十對婚姻當中，就有

二至三對是大陸或東南亞配偶。分別來看，從 2000年到 2004年，大陸女性

配偶佔全國婚配總數的 12%、15%、16%、18%、8%，東南亞女性配偶的比

例依次是 10%、10%、10%、10%、13%（表 1）。1

2005–10年間，進入「緩增」期。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佔全臺總婚配

的比例，介於 11%（2008年）和 17%（2005年）之間，較 2000–04年間超

過 20%的比例少了一截。最後，2011–16年，可說是「持平」期，大陸和東

南亞女性配偶佔全臺總婚配的比例，下降到 9%和 10%之間。

2000–03年間，臺灣社會經歷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急速增加的震撼；

她們共佔了同時期所有婚配的四分之一，每四對婚姻，約莫就有一對是大陸

或東南亞女性配偶。但到了晚近 2011–16年時，每十對婚姻，才有一對是大

陸或東南亞女性配偶。由此觀之，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的人口結構，已經

過了高峰期，未來應該不再會大幅增加。

國外的相關研究發現，隨著當年少數族裔的人口變動，媒體會因而調整

報導的立場偏好，若前一年少數族裔的移入人口大幅增加，媒體對移民的負

面報導會隨之上升，反之亦然。外來移民的快速增長，會使當地主流族裔感

受威脅，這種威脅繼而會影響到媒體報導傾向，從而加強了既有的社會偏

見，使人民對移民政策的態度傾向保守；但當外來移民數量增長減緩，社會

已逐漸適應先前大量的移民人口，民眾對外來移民的社會容忍度會隨之增

強，從而也使民眾對於移民政策的態度變得比較開放（Hopkins,	2010;	Massey	

and	Pren,	2012）。反思臺灣經驗，過去十餘年來中國及東南亞配偶的人口變

動，由急增到持平，可能也會使臺灣民眾的移民政策態度，從保守變得比較

習慣和開放。

1	 	外來配偶人數在 2003–2004年之間顯著下降，極有可能是因為從 2004年 3月起，內政部實
施大陸配偶入境面談，相當程度嚇阻了犯罪集團的假結婚行為；也有可能是過去幾年想結

婚的男子多已達成願望，原本累積的未婚男子人數的高峰開始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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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女性配偶婚配數及比例表，1998–2016

年別
全國

婚配總數

中國大陸

女性配偶

東南亞

女性配偶

中國大陸與東南亞

女性配偶

婚配數 佔全國% 婚配數 佔全國% 婚配數 佔全國%

1998 145,976	 11,785	 8 8,483	 6 20,268	 14
1999 173,209	 16,591	 10 12,467	 7 29,058	 17
2000 181,642	 22,611	 12 18,681	 10 41,292	 23
2001 170,515	 25,682	 15 16,706	 10 42,388	 25
2002 172,655	 27,167	 16 17,002	 10 44,169	 26
2003 171,483	 31,625	 18 16,307	 10 47,932	 28
2004 131,453	 10,386	 8 17,182	 13 27,568	 21
2005 141,140	 13,976	 10 10,703	 8 24,679	 17
2006 142,669	 13,641	 10 6,371	 4 20,012	 14
2007 135,041	 14,350	 11 6,500	 5 20,850	 15
2008 154,866	 11,903	 8 5,541	 4 17,444	 11
2009 117,099	 12,344	 11 5,194	 4 17,538	 15
2010 138,819	 12,245	 9 4,663	 3 16,908	 12
2011 165,327	 12,114	 7 4,367	 3 16,481	 10
2012 143,384	 11,268	 8 4,120	 3 15,388	 11
2013 147,636	 10,091	 7 4,207	 3 14,298	 10
2014 149,287	 9,317	 6 4,760	 3 14,077	 9
2015 154,346 8,528 6 5,510 4 14,038	 9
2016 147,861 7,849 5 6,288 4 14,137 10

合計 2,884,408 283,473 10 175,052 6 458,525 16

註：	來自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男性配偶的婚配人數，佔臺灣總婚配比例為 0（1998–2000年）或
1%（2001–2016年），非常不顯著。本表僅呈現女性配偶的歷年比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17b。

二、媒體效應與社會去污名化

民眾對於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往往會受到社

會輿論對她們及其子女的報導所影響。2000年初期，犯罪集團利用「假結

婚、真賣淫」的手段，以大陸女子的配偶身分進行犯罪行為，常常是媒體報

導的事件（張淑卿，2004）。另一方面，跨國婚姻仲介組織建構了新興的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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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市場，輸入東南亞女性配偶，許多婚姻摻有經濟交易，不是建基於正常

交往的感情基礎（王宏仁、張書銘，2003）。由於外來女性配偶在文化、經濟、

社會關係上處於弱勢，缺乏處理婚姻家庭和社會適應的能力與資源，因此她

們承受了社會普遍的刻板印象，並且被污名化。「大陸新娘」、「外籍新娘」是

常用的語彙，媒體所呈現的外籍女性配偶的形象，往往有貶低的意涵，甚至

定性為「社會問題」，充滿刻板印象和歧視眼光，例如：賣淫、破碎家庭、

低學歷低素質人口、苦命認命的受害者、為錢賣身的淘金者（王宏仁，2008；

林開忠、張雅婷，2003；林照真，2004；夏曉鵑，2001；Wang	and	Bélanger,	

2008）。甚至政府也對於日漸增加的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感到焦慮，移民政

策更加強調階級篩選，建立在「人口素質」的階級主義之上（曾嬿芬，2006）。	

臺灣主流報紙對於東南亞國家移住者的新聞報導，相對於東北亞移住者，存

有更多的負面傾向，反映了臺灣社會對她們的既定偏見（陳春富、殷美香，

2015）。大陸女性配偶在臺灣也受到國家權力與國境管理的不公平對待，國家

基於維護主權訂定的規範，非預期地強化了臺灣漢人社會對大陸女性配偶的

文化歧視和經濟剝削（趙彥寧，2004）。臺灣社會面對大量移民移入時，仍牢

抱民族國家的意識型態，許多社會排除的機制不知不覺中都在運作，透過各

種方式進行，因此影響甚至確立了臺灣的國家認同（王宏仁，2008）。

2000年中期以來，外籍女性配偶的增加幅度有所下降，且政府開始宣

導保障新住民權益。2003年起，政府開始推行「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

施」，2由地方政府與公民團體合作，建立針對「新臺灣之子」的社區照顧服

務、課後扶助班，也定期在學校及社區舉辦多元文化體驗營和多元文化展覽

等，拉近外籍配偶與社會的關係。3	2005年，內政部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

導基金」，2015年修正為「新住民發展基金」，基金規模 10億元，據此辦理

大陸及外籍配偶的照顧輔導，並在各縣市成立以社會福利及危機處置功能為

主的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整合各項社會福利服務資源。2012年 3月行政院

2	 	包括生活適應輔導、醫療優生保健、保障就業權益、提升教育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
安全保護等工作，分由教育部、文化建設委員會等機構及地方政府共同辦理。

3	 	參見內政部移民署，2004，民國 92年 1月至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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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國籍法修正草案，降低了外籍配偶取得公民權的門檻。

外籍女性配偶及其子女被污名化的現象，也受到學者、作家及媒體的關

注。有學者編輯外籍女性配偶的心情故事，她們拋開「外籍新娘」的污名，

自許為「新移民女性」（夏曉鵑，2005）。2007年，臺灣公共電視製作《別叫

我外籍新娘》電視劇，由在臺灣的越南女性配偶主演她們的故事，讓觀眾進

一步了解東南亞新移民的多元文化。從	2008	年到	2011年間，至少有五本相

關題材的兒童或少年小說出版（詳見李光福，2008;	2010；張友漁，2009；羅

明道，2010；蔡佐渝，2011）。這些作品的訴求都是為「外籍新娘」、「新臺灣

之子」去除被污名化的刻板印象。與此同時，媒體也逐漸減少對於新住民與

外籍配偶的負面報導和刻板印象。一項調查顯示，2009年之後，媒體對新臺

灣之子與新住民的報導慢慢從負面轉變為中立，而對新臺灣之子的評論，大

多是關注其就學狀況與學習表現，與之前把新臺灣之子視為社會問題的態度

有所不同（張家蓉，2014）。新住民在政治領域也有所突破，2016年的立法

委員選舉，柬埔寨裔外籍配偶林麗蟬當選中國國民黨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是有史以來第一位當選的新住民立法委員，有助於提升外籍配偶的正面形象

和公民意識。整體而言，外籍女性配偶在臺灣受到的污名化及刻板印象，有

逐漸導正的跡象。

三、中國因素

來自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婚姻移民，在臺灣適用不同法規。東南亞配偶

取得身分證的比例和速度，高於中國大陸配偶，臺灣政府對大陸配偶採取較

嚴格的居留及移民規定。4中國因素影響了臺灣民眾對大陸配偶的態度，也

可能間接影響對東南亞配偶的態度。一般而言，泛綠陣營支持者對於中國多

持負面態度，連帶地他們多傾向主張限制大陸配偶的成長，因此在社會權及

公民權等政策議題中，相對於東南亞配偶，更主張要嚴格限制大陸配偶來臺

4	 	一般而言，大陸配偶與臺灣人民結婚並有在臺居住事實，由團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至
定居等階段，最快約需要六年，才能取得公民權；而東南亞配偶則需四年多的居住事實，

即可取得公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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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公民權或工作；相反地，藍營支持者傾向更加開放大陸配偶取得公民權

（陳志柔、于德林，2005）。

2008年國民黨執政之後，尤其 2012年馬英九連任後，兩岸關係急速升

溫。2008年 7月開放陸客團體來臺觀光，2010年 6月「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即 ECFA）正式簽署實施，同年 8月，立法院完成陸生三法修正案，

逐步落實陸生來臺就學及大陸學歷採認，2011年6月首度開放陸客自由行。

面對兩岸社會交往急遽升溫，但臺灣民眾內部並沒有形成共識（陳志柔，

2014）。2008年陳雲林訪臺時，觸發了「野草莓學運」。2014年 3月，因為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爆發了「太陽花運動」，反映了近年來臺灣社會對中國

政府及臺灣政府親中路線的不信任感。太陽花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效應之一，

是改變了民眾的政治態度，加深民眾對中國政府的疑慮（Chen,	2016;	吳介

民，2009；吳介民、廖美，2015；陳志柔，2014）。因此，中國因素極有可

能影響了臺灣民眾對於大陸配偶和東南亞配偶公民權的態度。

參、影響移民政策態度的機制：臺灣與跨國經驗

以民眾對中國大陸與東南亞配偶的態度而言，研究者多強調自變項是否

顯著影響依變項；但變項影響背後的機制也同樣重要，且更需要討論。就影

響移民政策態度的機制而言，國外經驗和相關文獻提供了值得參考的論點。

大體而言，有以下三個軸線：強調經濟誘因的經濟理性機制、偏向社會心理

接觸的社會脈絡機制，以及彰顯意識型態、價值系統的符號政治論。

一、經濟理性：自身利益、婚姻市場與人力補益效果

經濟理性及自利理論（self-interest	theory）的命題認為人們對公共政策的

態度，是經過個人物質利益計算後的理性選擇；個人利益往往是經由勞動市

場的競爭、財政稅收等機制體現而來。當公共政策有利於個人利益（如個人

的就業機會、福利待遇），得益的個人和群體會支持該項政策立場。在國家

層次，當移民政策連結國家經濟利益的考量時，大多數國家都會有不同程度

的階級主義；政府將移民群體對地主國帶來的經濟利益得失，作為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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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考量。以臺灣而言，低階級的群體受到歧視排斥，高技術高收入者，

則是「符合我國國家利益、對我國有特殊貢獻者」，受到歡迎（曾嬿芬，

2004;	2006）。值得注意的是，階級主義所面對的往往不是個人在職業分類上

的階層位置，特定國籍人士，也因為他們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階序位置，被

共同賦予集體階級位置，例如東南亞移民和移工就被賦予低階弱勢、落後他

者的位置（藍佩嘉，2005）。

以經濟理性的觀點而言，外來移民對社會上不同群體的利益影響有別，

各個群體會考量移民對自身的利弊得失，而採取相對應的移民政策態度。自

身利益的計算，會顯示在以下幾種面向：勞動市場競爭、婚姻市場機會及人

力資源補充。

㈠勞動市場競爭
過往的移民政策研究認為，由於移民大多從事低技術、低工資的高替代

性工作，比較容易威脅到本國勞工階級的工作機會，因此相對而言，低社經

地位者對開放移民比較保留；但高社經地位者，多是高技術勞工和專業經理

人，移民增多並沒有威脅他們的工作機會，反而有利於降低生產及日常消費

的人力成本。因此，就勞動市場競爭而言，高社經地位者對移民政策的態度

比低社經地位者開放（Burns	and	Gimpel,	2000;	Scheve	and	Slaughter,	2001）。

另外，公共資源的稀有性也會促使民眾主張保守移民政策。一般而言，低社

經地位者對公共資源的需求較高，外來移民往往高度依賴公共資源，因此低

社經地位者會傾向排斥外來移民取得本國的公民身分，以避免競爭有限的公

共資源（Citrin	et	al.,	1997）。

就以上的命題而言，臺灣社會也存在類似情況。臺灣的女性外籍配偶大

多從事低技術職業，高社經地位者不會受到外來配偶的勞動市場競爭，因此

對外來配偶的接受度較高；且高社經地位者對公共資源的需求也較低，比較

不擔心外籍配偶排擠自身的公共利益，故而可能對移民政策的態度較為開放。

㈡婚姻市場與人力補益效果
臺灣社會的新移民，絕大多數是婚姻移民，一般民眾不免會想到外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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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對於國內婚姻市場的影響。也就是說，東南亞和中國女性配偶的大幅增

長，會排擠本國女性的婚配機會。女性比男性對於婚姻與家庭更為敏感，不

論自身是否直接受到影響，她們可能考量到外籍配偶使得臺灣女性在婚姻市

場上居於不利地位，而對外配的態度更為保守。反之，中國及東南亞籍女性

配偶，讓臺灣婚姻市場上的男性有了其他選擇。研究顯示，因為低社經地位

的男性在婚姻市場中處於劣勢，所以可能以外籍女性為婚配目標，但與此同

時，外籍配偶的增多也直接排擠到本國女性的婚配選擇。農村地區男性的社

經地位較低，因此有更大的誘因尋找東南亞籍的適婚女性，故臺灣的大陸及

東南亞籍女性配偶比較集中在農村地區（紀玉臨等，2009）。

除了婚姻市場因素外，外籍女性配偶也可以補充農漁業勞動力的短缺和

家庭範圍內的再生產人力（王宏仁，2001；Lan,	2008）。近年來農村地區的

女性外配在家庭勞務及營生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成為家中的經濟

支柱。就以上因素來說，對於外來女性配偶的態度，有可能會隨著外來女性

配偶在勞動力市場、婚姻市場中的分量日漸加重，而發生變化，尤其是農村

地區的民眾，可能會因此越來越能接受外籍女性配偶。

二、社會接觸：脈絡接觸與行為接觸

社會接觸理論認為人際間的接觸，會影響個人對他人或他群的態度，由

此應用到社會接觸是否影響人們對移民的態度，相關的研究結論並不一致；

主要的原因在於對「接觸」的概念意涵及指標測量並不一致，往往在不同層

次，因此很難相互類比。Allport	把社會接觸分成兩大類：脈絡接觸（context	

contact）和行為接觸（behavioral	contact）；前者又稱為「偶然接觸」（casual	

contact），意指區域內的一般性、非特定的接觸經驗，後者稱為「實質接觸」

（true	acquaintance），意指人與人之間的親身接觸（Allport,	1979）。

過去臺灣有關對大陸及東南亞籍配偶態度的研究，也包括了脈絡接觸和

實質接觸兩類變項，但得到的研究發現並不一致。就脈絡接觸而言，有的研

究發現，脈絡接觸經驗（如國外居住經驗、異族接觸經驗、親友異族通婚

等），對於人們看待移民的態度沒有顯著影響（陳志柔、于德林，2005）。蔡

明璋亦指出，接觸對於降低加諸外籍配偶的偏見，並未有實質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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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政策議題的不同層次，以及外籍配偶在臺灣的制度支持和融入經驗，

會影響民眾對外來配偶的態度（蔡明璋，2011）。爾後從 2012年社會意向調

查得到的研究成果也顯示，實質接觸和脈絡接觸，並沒有顯著降低民眾對於

婚姻移民的負面社會評價（陳玉華、伊慶春，2015）。另一方面，伊慶春和

章英華發現，實質接觸經驗，正向影響了民眾對外籍配偶的態度（伊慶春、

章英華，2006），他們發現若親友中有外籍配偶者，因與外籍配偶的接觸增

加，拉近了彼此的社會距離，故而影響了他們對移民的態度。張心潔和傅仰

止利用 2015年的調查資料，也發現實質接觸會增加臺灣民眾對外籍看護工

及專業人士移民的開放態度（Chang	and	Fu,	2016）。

就臺灣經驗而言，相對於都市地區與城鎮地區，女性外籍配偶主要集中

在農村地區（紀玉臨等，2009），按照脈絡接觸的理論假設，農村地區的外

籍配偶比例較其他地區高，有更頻繁的接觸機會，因而農村地區民眾對外籍

配偶是否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值得探究。

三、符號政治：政黨動員與價值系統

「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論者主張個人對公共政策的態度並非經

過理性考量的結果，而是根據日常生活中所吸收的話語、價值、意識型態，

在個人認知體系中建立了反射性的刻板印象，繼而影響個人對公共政策的選

擇（Sears	et	al.,	1980）。美國關於移民態度的研究，近來一致的發現是，對

移民議題的態度多半是被國家、民族等符號價值所影響，而有關自我利益的

機制，則幾乎沒有得到支持（Hainmueller	and	Hopkins,	2014）。

臺灣的國族政治形塑的意識型態和行為模式，不僅對於臺灣的外勞政策

有顯著的影響（曾嬿芬，2004），也影響了臺灣的移民政策。臺灣關於大陸及

東南亞配偶的移民政策，顯然受到國家認同和國家定位的意識型態的影響；

政府對大陸配偶和東南亞籍配偶，在概念區分、適用法規等方面，涇渭分明。5

5	 	中國大陸配偶在臺灣的法律上，不是「外籍人士」，他們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東南亞配偶則適

用「出入國及移民法」與「國籍法」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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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 2000年以來，中國對臺灣的政治、經濟影響日深，有關大陸配偶的移

民政策，直接反映出對大陸人民的排除或接納原則，體現了臺灣國族政治的

一環。以下從三個不同面向（政黨動員、傳統價值、普世價值），說明符號

政治對移民政策態度的影響機制。

㈠意識型態與政黨動員
意識型態是決定移民政策態度的關鍵因素。以美國為例，抱持美國價值

的民眾，認為身為美國人必須要講英語、勤奮工作，因此移民者必須與美國

社會同化並學習美國價值。美國優越論者認為，外來移民者會帶來自身原生

國的傳統文化，從而危害到美國價值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因而更傾向保守

的移民政策（Berg,	2013;	Buckler	et	al.,	2009）。除此之外，美國「保守派」

與「自由派」在公共政策上立場鮮明，對於移民政策，自由派主張保障弱勢

群體，認為政府應該給予新移民應有的權利。1994–2005年間，美國人對移

民政策態度的政黨差異（民主黨 vs.共和黨）並不明顯，但在 2006年以後，

對移民的態度隨著政黨屬性有明顯的差別，且到 2016年時更為擴大（Jones,	

2016）。

臺灣的藍綠陣營受到統獨意識型態的影響，政黨的政治論述和國家認

同，顯然會左右民眾對移民政策的態度。族群意識是政治動員的結果，並非

由族群間的文化或生活經驗差異所致，日常生活中的接觸經驗並沒有降低族

群分類意識（王甫昌，2002）。臺灣社會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往往只是政治

領域中的現象；本省人與外省人因為本身不同的歷史經驗，使得他們對於不

同民族的想像存在相當的差異，外省人自認為是「中國人」，但本省人卻因

此對外省人充滿疑慮（吳乃德，2002）。泛綠陣營強調臺灣主權優先，對於

與中國互動的政策比較審慎，因此，泛綠陣營支持者相對地比較反對開放大

陸配偶取得公民權（Tsai,	2011;	陳志柔、于德林，2005）。泛綠的政治符號和

意識型態，也會影響其支持者對東南亞配偶的態度。王宏仁認為獨立建國的

政治論述間接重新劃分了我群與他群，我群的臺灣意識進一步加強，被劃分

為他群的東南亞配偶因此受到歧視，支持泛綠陣營的民眾也可能傾向對東南

亞配偶採取比較限制的移民政策（Wang	and	Bélanger,	2008）。另外，外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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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變遷會造成政黨政治論述的改變，從而間接影響政黨支持者對移民政策的

態度取向。

㈡傳統價值與刻板印象
除了政黨的意識型態，傳統價值的信念同樣會影響個人對移民的態度。

傳統價值包括人們對於族群、家庭、工作等的價值觀。就美國而言，女性較

男性更傾向抱持傳統價值，重視宗教信仰、家庭、忠誠及穩定的關係；她們

擔心過多的移民會進一步動搖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因而對外來移民呈現比

較保守的態度（Berg,	2010;	Burns	and	Gimpel,	2000;	Espenshade	and	Calhoun,	

1993）。臺灣受到華人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影響，即便婦女就業率提

升，但婦女仍承擔主要的家務料理和子女照顧；女性應優先履行家庭角色需

求，仍是當前臺灣最主流的社會規範（伊慶春、簡文吟，2001；李美玲等，

2000；張晉芬、李奕慧，2007）。

受到傳統家庭價值的影響，當臺灣男性在本國無法找到婚配對象時，來

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女性，往往成為選項之一；她們被期待扮演傳統婦女

的家庭角色，協助臺灣男性組建他們的家庭。與此同時，外來配偶會帶來原

生國的文化與傳統習慣，而女性是親職教養的主要承擔者，她們往往在刻板

印象上，被塑造成社會能力不足的母親，可能讓子女無法傳承主流文化和價

值（林照真，2004）；且外來女性配偶剛入臺時，常被冠上「假結婚、真賣

淫」或「假結婚騙身分證」等污名（Wang	and	Bélanger,	2008;	張翰璧、張晉

芬，2013）。所以，隨著大陸及東南亞籍配偶的增多，她們一方面被傳統家

庭價值期待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另一方面卻又面臨社會上的刻板印象和污

名化。

㈢普世價值與社會容忍
相對於傳統保守的意識型態和價值觀念，在自由民主社會，平等、開放

的價值觀，重視人權的普世價值，將逐漸成為主流文化。傳統價值與刻板印

象，往往使人們對他群有偏見，形塑出他群的刻板印象。國外相關研究證

實，高等教育的擴張有助於降低社會偏見，促使受教者以多元包容為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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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能為弱勢他群設想。例如，美國的高教育者，會支持政府對非裔居民提供

更多的教育及就業輔助計畫（Krysan,	2000）；高教育者更傾向容許社會中存

在與自身意識型態相異的觀點，或與自身不同階級、文化的群體，因此他們

對外來者更為包容，對於移民政策的態度會更開放（Berg,	2009;	Chandler	and	

Tsai,	2001;	Haubert	and	Fussell,	2006）。臺灣過往研究顯示，即便高教育者在

日常生活中，沒有實際接觸到弱勢他群，但他們憑藉知識、資訊理解弱勢群

體的生活狀況，因此高教育者會有更強的社會容忍度，對外來移民的態度比

較開放（Berg,	2009;	陳志柔、于德林，2005；傅仰止、伊慶春，1994）。

肆、研究設計、資料與變項

本文聚焦於臺灣民眾對中國及東南亞女性配偶移民政策的態度，尤其是

2004–14年以來的變化。資料來源是「台灣社會變遷調查」於 2004年、2014

年執行的公民權組調查，分別有 1,781及 1,875個有效樣本。6由這兩次的調

查資料，我們可以看出 2004年到 2014年期間臺灣民眾態度的變化趨勢，以

及影響態度的因素的變化。

一、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是民眾對移民政策的態度。移民政策中最關鍵的是公民

權的取得。問卷的題目有二，一是：「最近幾年來，有很多其他國家的女性

跟台灣人結婚且住在台灣，您認為和本國人比起來，政府應不應該限制東南

亞女性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答案選項包括「應該嚴格限制」、「應該有點限

制」、「儘量不要限制」及「無法選擇」。問題二的文句將上述「東南亞女性」

改成「中國大陸女性」，選項則一樣。本文將「無法選擇」、「不瞭解題意」、

「不知道、忘記」、「拒答」者，都當作缺失值處理，它們約佔總樣本的 6%左

6	 	社會變遷調查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2004和 2014	年的計畫主持人分別是章英華
和傅仰止，關於問卷內容、抽樣方式與樣本次數分配，請詳見其執行報告書（章英華、傅仰

止主編，2005；傅仰止等主編，2015）。其中 2014年的訪談時間為 8月 3日至 11月 16日，
在 3–4月的太陽花學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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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詳見附錄的變項描述統計）。

二、自變項

本研究的解釋架構納入的自變項包括：個人人口特質、社經地位、都市

化程度、政黨支持等，分別說明如下（參見附錄）：

㈠個人人口特質
包括性別、婚姻、年齡、族群等四項。在年齡的測量上，分為三個年齡

層：年輕世代（30歲及以下）、中年世代（31–60歲）和老年世代（61歲及

以上）。族群的測量以父親的籍貫為指標，分為本省人（包括閩南人與客家

人）與大陸各省市人；臺灣原住民因樣本數太少，在分析中予以刪除。

㈡社經地位
以教育程度為指標，分為三類：國中以下（9年或 9年以下）、高中（職）

（10–12年）、大專及以上（13年以上）。

㈢都市化程度
居住地的都市化程度，造成生活環境和人際關係的差異，對於個人態度

的形成，會有所影響。本文採用以 2000年資料編製的臺灣地區鄉鎮市區都

市化分層結果（劉介宇等，2006），該分層結果將臺灣 359個鄉鎮市區分為

7個都市化等級，本文合併為 3個等級，即：核心都市（高度都市化及中度

都市化共 70個鄉鎮市區）、城鎮（新興市鎮及一般鄉鎮市區共 144個）、鄉

村（高齡化市鎮、農業市鎮、偏遠鄉鎮共 145個）。7

㈣政黨支持
本次問卷調查中，關於政黨支持的題目有二，問題一的原文為：「國內

的政黨都有他們的支持者，請問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當受訪者不願

7	 	詳見「台灣地區 359鄉鎮市區分層研究結果表」（劉介宇等，2006:	17）。



43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說明其政治立場時，訪員繼續追問題目二：「一般而言，請問您會比較偏向

哪一個政黨？」筆者合併以上兩問題後，歸納為三類政黨支持立場，分別為

泛藍（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泛綠（民進黨、台聯黨）、中間選民（選人

不選黨、都支持、都不支持）。

本研究使用 2004年及 2014年兩次的調查數據，它們不是追蹤資料（panel	

data），是屬於非追蹤的橫斷面數據（cross-section	data），這類資料經常遇到

是否存在內生性問題（endogenous	problem）的質疑（Gangl,	2010）；內生性

的來源之一是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混淆，若資料結構為追蹤資料，

統計上一般採取依變量自迴歸方法處理。本文的自變項大部分是個人社會位

置等人口變項，不是個人態度等社會心理變項，不致於與對大陸及東南亞籍

女性配偶的移民態度產生因果混淆的難題。附錄是變項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伍、研究發現

一、影響民眾對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之態度的因素

2004年和 2014年的調查資料顯示，臺灣民眾對大陸及東南亞女性配偶

取得公民權的態度，在十年間，有顯著的開放趨勢。當受訪者被問及：「政府

應不應該限制大陸女性取得中華民國國籍？」2004到 2014年之間，認為「應

該嚴格限制」的比例，從 29%減為 26%；「應該有點限制」的比例，也從 39%

減為 33%；「儘量不要限制」的比例，則從 32%升為 41%，顯示臺灣民眾對

中國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國籍的態度，變得比較開放（表 2）。接著，同樣的問

題，問及民眾對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態度，2004到 2014年

之間，認為「應該嚴格限制」的比例，從 25%減為 21%；「應該有點限制」

的比例，從 40%減為 34%；「儘量不要限制」的比例，從 35%升為 45%（表

3）。十年之間，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

度，都變得更加開放。但值得注意的是，民眾對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身分證

的態度，比起對中國大陸女性配偶更加開放，此一態度差別，仍然存在。

表 2與表 3呈現自變項和依變項的交叉分析，並以卡方檢定檢視它們的

差異性。由此顯示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和變化，值得討論分析。首先，就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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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變項交叉檢定表：對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

2004年 2014年
嚴格

限制

有點

限制

不要

限制

嚴格

限制

有點

限制

不要

限制

N=491 N=643 N=535 N=456 N=583 N=714
29% 39% 32% 26% 33% 41%

變項名稱 百分比 卡方檢定 百分比 卡方檢定

性別 	 0.899 	 9.017*

　女性 29 40 31 28 35 37

　男性 30 38 32 24 32 44

婚姻狀況 	 0.822 	 9.801**

　已婚 30 38 32 27 30 43

　未婚 29 40 31 25 37 38

世代 	 2.224 	 6.776

　年輕世代 28 40 32 25 36 39

　中年世代 31 37 32 26 31 43

　老年世代 29 36 35 30 33 37

都市化程度 	 8.014 14.148**

　核心都市 27 39 34 23 33 44

　城鎮 30 37 33 30 34 36

　鄉村 35 40 25 25 33 42

教育程度 13.294** 15.667**

　國中及以下 32 38 30 32 30 38

　高中（職） 31 38 31 27 34 39

　大專及以上 22 40 38 21 35 44

族群 42.238*** 11.899***

　本省 31 39 30 27 33 40

　大陸各省市 15 29 56 17 29 54

政黨支持 47.515*** 18.152***

　泛綠 36 39 25 36 31 33

　泛藍 19 37 44 24 34 42

　中間選民 30 39 31 24 34 42

*p<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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𤤳表 3：變項交叉檢定表：對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

2004年 2014年
嚴格

限制

有點

限制

不要

限制

嚴格

限制

有點

限制

不要

限制

N=418 N=667 N=585 N=367 N=595 N=793
25% 40% 35% 21% 34% 45%

變項名稱 百分比 卡方檢定 百分比 卡方檢定

性別 	 1.376 12.679**

　女性 25 41 34 23 36 41

　男性 25 39 36 19 32 49

婚姻狀況 	 0.85 	 8.388*

　已婚 26 39 35 22 31 47

　未婚 24 41 35 20 38 42

世代 	 3.924 	 6.462

　年輕世代 25 42 33 19 36 44

　中年世代	 25 39 36 21 32 47

　老年世代 29 36 35 24 35 41

都市化程度 10.569* 21.714***

　核心都市 24 39 37 17 33 50

　城鎮 25 39 36 26 34 40

　鄉村 28 46 26 20 35 44

教育程度 13.337* 26.572***

　國中及以下 28 38 34 27 33 40

　高中（職） 25 42 33 22 35 43

　大專及以上 18 40 42 15 34 51

族群 25.882** 	 4.011

　本省 26 41 33 21 34 45

　大陸各省市 17 28 55 17 30 53

政黨支持 13.512*** 	 1.7

　泛綠 29 41 30 23 34 43

　泛藍 17 40 43 20 35 45

　中間選民 27 39 34 21 34 43

*p<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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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2004年到 2014年之間，性別對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

權的態度，從原來沒有顯著差異，轉變成有顯著差異，主要的變化來自男性

的態度。男性對中國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主張「儘量不要限制」的比

例，從 32%（2004年）升到 44%（2014年），對東南亞女性配偶，從 36%

（2004年）升為 49%（2014年）。相對地，女性在此議題的態度，對中國女性

配偶，從 31%（2004年）升到 37%（2014年），對東南亞女性配偶，從 34%

（2004年）升為 41%（2014年）。也就是說，相較而言，從 2004年到 2014

年之間，男性變得更開放的比例，比女性更大。

就都市化程度而言，居住在不同地區的民眾，對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女性

配偶取得身分證的態度也日趨開放，其中鄉村地區態度改變的比例最大，城

鎮地區的改變最小。以「儘量不要限制」而言，鄉村地區對中國大陸女性配

偶的贊成比例，從 25%（2004年）大幅提升到 42%（2014年），對東南亞女

性配偶的贊成比例，從 26%（2004年）上升到 44%（2014年）；城鎮地區民

眾對中國大陸女性配偶的贊成比例，從 33%（2004年）微幅升到 36%（2014

年），對東南亞女性配偶的贊成比例，從 36%（2004年）上升到 40%（2014

年）。就增加的比例而言，鄉村地區遠高於核心都市地區和城鎮地區。

族群與政黨支持是民眾對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女性配偶態度差異的重要因

素，十年以來也有明顯的改變。2004年時，外省族群、泛藍支持者贊成「儘

量不要限制」的比例，都遠高於本省族群和泛綠支持者。到了 2014年，主要

的改變在於對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已經沒有族群和政黨支持

的差異。交叉表的訊息顯示，贊成「儘量不要限制」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

民權的比例，2004年時本省人和外省人各是 33%和 55%，但 2014年時，本

省人和外省人各是 45%和 53%；兩個群體的比例差異，由 22%縮小到 8%。

同樣的問題，2004年時泛藍和泛綠支持者贊成的比例，各是 43%和 30%，

但 2014年時，泛藍和泛綠贊成的比例，各是 45%和 43%；兩個群體的比例

差異，由 13%縮小到 2%。值得注意的是，族群和政黨支持的變化，主要是

來自於本省族群和泛綠及中間選民。也就是說，外省族群和泛藍支持者，他

們對於大陸與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贊成的比例，從 2004到

2014年間，其實並沒有像本省人及泛綠支持者一樣，有明顯增加；他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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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議題的比例，並沒有明顯變化，似乎他們對此議題的支持比例，已經達到

一個天花板般的限度。

哪些因素會影響民眾的態度呢？本文依變項的答項為順序尺度（應該嚴

格限制、應該有點限制、儘量不要限制），其性質及分配並非連續的常態分

佈，適合選用指數家族模型進行統計分析。由於性別對大陸女性配偶與東南

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態度的效果，無法通過平行迴歸假設，因此必須使用

替代的統計模型。本文使用定型邏輯迴歸模型（stereotyp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作為有序邏輯迴歸模型（cumulative	ordered	logistic	model）的替代方

案（Anderson,	1984;	Lunt,	2001）。

表 4列出了四個模型，分別是 2004年及 2014年，臺灣民眾對大陸女性

配偶及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自變項包括：性別、婚姻、世

代、都市化、社經地位、族群、政黨支持等。在統計模型的操作上，本文重

編了答案的順序，由 1到 3的次序為「應該嚴格限制」、「應該有點限制」及

「儘量不要限制」；數值越高，表示態度越開放。

表 4模型（1）顯示，在 2004年時，大學以上（相對於國中以下）、本省族

群（相對於外省族群）、泛綠支持者與中間選民（相對於泛藍支持者），對依

變項有顯著的影響。以迴歸係數勝算比解讀，高社經地位（大學以上教育程

度）比低社經地位者（國中以下教育程度），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勝算（odds）

約為 e0.478=1.613倍（增加 61%）。外省族群比起本省族群，較贊同給予大陸

女性配偶公民權，勝算約為 e1.078=2.939倍（增加 194%）。泛藍支持者較贊

同給予大陸女性配偶公民權，泛藍比起泛綠，勝算約為 e0.949=2.583倍（增

加 158%），泛藍比起中間選民，勝算約為 e0.583=1.791倍（增加 79%）。

2014年時，影響民眾對大陸女性配偶態度的因素有所改變。性別、都市

化呈現顯著影響（2004年時並沒有顯著影響），中間選民的態度，相對於泛藍

選民，也有所不同。整體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傾向限制大陸女性配偶公民權

政策，勝算約為男性的 e−0.377=0.686倍（減少 31%）。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化

對大陸女性配偶移民態度的影響並非線性的；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都市居

民較城鎮居民贊同給予大陸女性配偶公民權，勝算為城鎮居民的 e0.381=1.464

倍（增加 46%）；鄉村居民對大陸女性配偶也抱持較開放的態度，勝算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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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對給予大陸與東南亞女性配偶公民權之態度的定型邏輯迴歸模型

（stereotyp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大陸配偶 東南亞配偶

2004 2014 2004 2014

自變項 （1） （2） （3） （4）

女性（男性為對照組） −0.017 −0.377** −0.139 −0.446**

已婚（未婚為對照組） 0.168 0.077 −0.036 0.150

世代（年輕世代（30歲以下）為對照組）
　中年世代（31歲至 60歲） −0.070 0.249 0.239 0.278

　老年世代（61歲以上） 0.088 0.055 0.067 0.150

都市化程度（城鎮為對照組）

　鄉村 −0.369 0.453* −0.405* 0.429*

　核心都市 −0.034 0.381** −0.055 0.473**

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為對照組）

　高中（職） −0.084 0.174 0.003 0.277

　大專及以上 0.478** 0.669** 0.559* 0.929**

本省族群（外省族群為對照組） −1.078*** −0.703** −0.846** −0.366

政黨支持（泛藍為對照組）

　中間選民 −0.583** 0.061 −0.371* 0.034

　泛綠 −0.949*** −0.682** −0.569** −0.260

Wald	Chi-Square 62.28*** 60.63*** 43.73*** 53.89***
Log-likelihood −1743.110 −1740.320 −1739.150 −1696.480
AIC 3514.236 3508.632 3506.296 3420.960
BIC 3589.819 3584.232 3581.897 3496.569

觀察值 1634 1636 1634 1637

*p< .05,	**p< .01,	***p< .001
註：依變項的數值為：1.「儘量不要限制」；2.「應該有點限制」；3.「應該嚴格限制」。

鎮居民的 e0.453=1.573倍（增加 57%）。

2004和 2014年都是顯著影響的因素包括社經地位和族群。高社經地位

（大學以上教育程度）比低社經地位者（國中以下教育程度），對大陸女性配

偶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外省族群比起本省族群，仍較贊同給予大陸女性配偶

公民權。比較 2004年和 2014年，影響民眾對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

度的因素，有所改變。2004年時，男女態度並沒有顯著差別，但 2014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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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比男性更加反對大陸女性配偶移民。可能的原因是，基於婚姻市場命題

的觀點，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擴充了男性在婚姻市場中的選擇，某些

男性的態度因而改變，更傾向開放的移民政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

十年前，鄉村、大城市的居民，比起城鎮居民，都更為接受大陸女性配偶。

以社會接觸、人力資源的觀點而言，因為大陸女性配偶多集中在鄉村地區，

鄉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機會接觸大陸女性配偶，也可能是大陸女性配

偶在鄉村地區有補充勞動力的功用，故而使鄉村居民對大陸女性配偶傾向採

取開放的移民政策。

二、影響民眾對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之態度的因素

表 4的模型（3）與模型（4）分別是 2004年與 2014年民眾對給予東南亞女性

配偶公民權之態度的定型邏輯迴歸分析。模型（3）顯示，2004年時，都市化、

社經地位（教育）、族群、政黨支持，都有顯著的影響，除了都市化因素外，

基本上與同時期對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類似。鄉村地區居民比城

鎮地區居民更傾向嚴格限制東南亞女性配偶公民權，鄉村的勝算是城鎮的

e−0.405=0.667倍（減低 33%）。高教育程度者較贊成開放東南亞女性配偶公民

權。外省族群比起本省族群，仍較贊同給予東南亞女性配偶公民權，外省人

勝算是本省人的 e0.846=2.330倍（增加 133%）。相對於泛綠與中間選民支持

者，泛藍主張應對東南亞女性配偶採取較開放的移民政策，泛藍支持者的勝

算是泛綠的 e0.569=1.766倍（增加 77%），是中間選民勝算的 e0.371=1.449倍

（增加 45%）。

2014年時，影響因素和十年前很不一樣。性別差異變為顯著，女性對東

南亞外配比男性更傾向於嚴格限制；女性的勝算是男性的 e–0.446=0.64倍（減

少 36%）。而就都市化而言，早先 2004年時，鄉村比城鎮更保守，但 2014

年時，鄉村和都市反倒比城鎮地區更為開放，都傾向給予東南亞女性配偶更

寬鬆的移民政策，都市地區與鄉村地區的勝算分別是城鎮地區的 1.605倍及

1.536倍（分別增加 61%與 54%）。教育仍然是顯著的影響因素，高社經地

位（大學以上）的勝算是低社經地位（國中或以下）的 e0.929=2.531倍（增

加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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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族群與政黨支持的影響，十年間有顯著改變。2004年

時，當其他條件相當，本省族群（相對於外省族群）與泛綠支持者（相對於

泛藍支持者），皆對中國與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抱持比較保守的態

度。2014年時，當其他條件相當，本省族群（相對於外省族群）與泛綠支持

者（相對於泛藍支持者），仍對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抱持比較保留的態

度；但對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的態度並無顯著

差異，泛綠支持者與泛藍支持者也沒有顯著差異。

綜合而言，在 2004年和 2014年，高社經地位者與都市居民，皆主張對

中國與東南亞女性配偶實施更開放的移民政策。從 2004年到 2014年間，值

得注意的是，性別、城鄉、族群、政黨支持，這些因素是否有顯著影響，產

生了變化。這十年間發生「反向轉變」的是：男性比女性，更顯著地傾向開

放大陸及東南亞女性配偶的公民權；鄉村和大都市居民（相對於城鎮居民），

都變得更接受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2004年時，中間選民本來跟泛藍選

民有顯著差異，較不接受大陸及東南亞女性配偶，但 2014年時，他們和泛

藍選民已沒有顯著差異了。另外，本省族群和泛綠選民，相對於外省族群和

泛藍選民，其間最明顯的轉變，是對於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

變得沒有顯著差異；但對中國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本省族群和泛綠選

民，相對於外省族群和泛藍選民，其間的態度差異仍舊存在。

陸、討論與結論

本文呈現 2004年到 2014年這十年間，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

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政策的態度變遷；一方面比較民眾對兩個群體取得公民

權的態度差異，二方面比較十年間的變化趨勢。我們發現，這十年之間主要

的變化之一是：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

度，都變得更為開放；他們對東南亞女性配偶的接受程度，高於對中國大陸

女性配偶的接受程度。就影響政策態度的因素而言，社經地位、族群、政黨

支持，在十年之間，都維持顯著影響，但影響的程度有所變化。另兩個值得

注意的因素是性別和城鄉，性別由不顯著轉為顯著影響，鄉村地區的態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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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轉為開放。學界有關臺灣民眾對婚姻移民的態度，已累積了相當的研究

成果，但它們的研究問題、資料來源、解釋變項並不一致，也還沒有探討十

年變化的研究成果。如表 5所示，這些文獻探討的都是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

與東南亞女性配偶的態度，就具體議題而言，包括公民權（取得身分證）、接

受成為家庭成員（成為媳婦）、接受為移入者（增加配偶人數）；使用的調查

資料，包括電訪的「台灣社會意向調查」及面訪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調

查的時間從 2000年到 2010年（陳志柔、于德林，2005；伊慶春、章英華，

2006；蔡明璋，2011;	2013；張翰璧、張晉芬，2013）。彙整上述研究發現，

尤其和本文 2014年的調查資料相比，同樣的變項，呈現的影響多不相同。

具體而言，性別、都市化程度、社經地位、族群、政黨支持等變項，2014年

的調查結果，比起 2004年及前幾年的調查，呈現了值得注意的變化。

2004–2014年這十年間，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女性配偶取

得公民權的態度，變得更為開放了。原本臺灣社會在這個議題上的保守態度，

顯現於對外來者存在的「種族化的階級主義」（曾嬿芬，2004），或「階層化

的他者化」（藍佩嘉，2005），看來已經明顯降低。其中，高教育程度者的態

度，相對於低教育程度者，傾向開放的程度更為擴大。如何解釋高教育程度

者較為開放的態度呢？以本文回顧的解釋機制而言，我們認為經濟理性及價

值系統都是存在的。教育程度是社經地位的指標，社經地位高者和中國大陸

及東南亞籍女性配偶，沒有勞動市場的競爭關係，她們在臺灣的勞動參與，

不影響高社經地位者的工作機會，甚至提供更多勞力服務的可能性，因此高

社經地位者有可能因為經濟理性的考量，更傾向不要限制中國大陸及東南亞

籍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另一方面，意識型態及價值系統，也是合理的解釋

機制。高教育者的意識型態，更傾向容許社會中與自身階級不同、文化相異

的群體，他們對外來者更為包容，這是價值規範的影響。因此，就教育影響

民眾的態度而言，我們認為理性計算和普世價值，是同時存在的影響機制。

2004年時，外省人相較於本省人，有較高比例認為不要限制中國大陸及

東南亞籍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但十年後，族群對東南亞女性配偶的態度，

變得沒有顯著影響，不少本省人對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有所改

變，使得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差異不再顯著；但對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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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態度，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差距，仍舊存在。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

泛綠支持者，比起泛藍支持者，2004年時他們對大陸及東南亞女性配偶取

得公民權，都抱持較不開放的態度，但 2014年時，針對東南亞女性配偶，

政黨支持的影響並不顯著；也就是說，泛綠支持者和泛藍支持者，對東南亞

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十年間已經變得沒有差異了。

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之間，對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一直存

在顯著差異。臺灣的族群關係和國族政治所形塑的意識型態，是重要的解釋

機制。國民政府遷臺後在臺灣形塑了省籍政治和中國認同，也形成了本省人

和外省人的族群分歧；且族群意識往往是政治動員的結果，並非由族群間的

文化或生活經驗差異所致（王甫昌，2002;	2003；吳乃德，2002）。外省族群

的語言、認同、生活習慣、生命經驗，使他們較能接受大陸女性配偶，且

2004年時，外省人對東南亞女性配偶的接受度也高於本省族群；但十年後，

本省人對東南亞女性配偶的接受度增加了。回顧 2000年以來臺灣社會和中

國的關係，經歷了陳水扁政府時代的停滯期及馬英九政府的急速擴充期，國

族政治下的臺灣，外省人相對不排斥中國，因此較能接受大陸女性配偶。但

本省人及泛綠支持者，在十年之間，增加了對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

接受度，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本省人的我群意識，從 2004年到 2014年之

間，對於東南亞女性配偶有了不同的認知，這些進入臺灣十餘年的東南亞女

性配偶所提供的人力資源，以及平日社區脈絡接觸，讓本省人逐漸接納她們

成為新住民。

性別的影響，十年之間，由不顯著轉為顯著。在 2004年時，男性和女

性，各約有三成認為不要限制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也各約有三成五，

認為不要限制東南亞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男女在這兩個議題的贊成比例，

並沒有差異。到了 2014年，男性和女性對此議題的贊成比例都有增加，但

男性增加的幅度大於女性；也就是說，是男性的變化更多。對於這類議題的

性別差異，其他相關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2012年社會意向調查的資料，

顯示男性比女性對婚姻移民抱持更開放的態度（陳玉華、伊慶春，2015）；

2015年社會意向調查，也發現男性對非婚姻移民（外籍看護工、外籍專業人

士、外籍工人）的態度，比女性更傾向開放（Chang	and	Fu,	2016）。類似的



44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表
5 ：
臺
灣
民
眾
對
中
國
大
陸
與
東
南
亞
女
性
配
偶
態
度
的
文
獻
整
理

作
者
╱
年
代

陳
志
柔
、
于
德
林

（
20
05
）

伊
慶
春
、
章
英
華

（
20
06
）

蔡
明
璋

（
20
11
）

蔡
明
璋

（
20
13
）

張
翰
璧
、
張
晉
芬

（
20
13
）

本
文

（
20
17
）

本
文

（
20
17
）

資
料

SI
S	
20
04

SI
S	
20
04

TS
C
S	
20
08

TS
CS

	2
00
0 –
10

TS
C
S	
20
08

TS
C
S	
20
04

TS
C
S	
20
14

依
變
量

取
得
公
民
權
的

態
度

對
外
來
配
偶
的

態
度

政
府
增
加
對
外
來

配
偶
的
補
助

對
外
來
配
偶
的

態
度

對
增
加
外
來
配
偶

人
口
的
態
度

取
得
公
民
權
的

態
度

取
得
公
民
權
的

態
度

自
變
量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性
別

N
.S
.

N
.S
.

−
−

−
−

−
−

−
−

N
.S
.

−
N
.S
.

−
年
齡

N
.S
.

−
N
.S
.

N
.S
.

N
.S
.

N
.S
.

N
.S
.

N
.S
.

−
−

N
.S
.

N
.S
.

N
.S
.

N
.S
.

已
婚

N
.S
.

N
.S
.

N
.S
.

N
.S
.

=
N
.S
.

=
=

=
=

N
.S
.

N
.S
.

N
.S
.

N
.S
.

都
市
化
程
度

N
.S
.

N
.S
.

=
=

+
+

=
=

=
=

N
.S
.

+
#

#
社
經
地
位

N
.S
.

N
.S
.

+
+

+
+

N
.S
.

N
.S
.

N
.S
.

N
.S
.

+
+

+
+

本
省
族
群

−
−

−
−

−
−

−
N
.S
.

=
=

−
−

−
N
.S
.

政
黨
支
持

　
支
持
泛
綠

−
N
.S
.

N
.S
.

N
.S
.

=
=

=
=

=
=

−
−

−
N
.S
.

社
會
接
觸

　
國
外
居
住
經
驗

N
.S
.

N
.S
.

=
=

N
.S
.

N
.S
.

N
.S
.

N
.S
.

N
.S
.

N
.S
.

=
=

=
=

　
異
族
接
觸

N
.S
.

N
.S
.

=
=

N
.S
.

N
.S
.

N
.S
.

N
.S
.

N
.S
.

N
.S
.

=
=

=
=

　
親
友
異
族
通
婚

N
.S
.

N
.S
.

+
+

N
.S
.

N
.S
.

=
=

N
.S
.

N
.S
.

=
=

=
=

　
親
友
大
陸
工
作

N
.S
.

N
.S
.

=
=

=
=

N
.S
.

N
.S
.

N
.S
.

N
.S
.

=
=

=
=

族
群
成
見

　
有
族
群
成
見

−
N
.S
.

=
=

=
=

=
=

−
−

=
=

=
=

　
負
面
外
配
看
法

N
.S
.

N
.S
.

−
−

=
=

=
=

=
=

=
=

=
=



臺灣民眾對外籍配偶移民的態度：十年間的變化趨勢（2004–2014） 441

表
5 ：
臺
灣
民
眾
對
中
國
大
陸
與
東
南
亞
女
性
配
偶
態
度
的
文
獻
整
理
（
續
）

作
者
╱
年
代

陳
志
柔
、
于
德
林

（
20
05
）

伊
慶
春
、
章
英
華

（
20
06
）

蔡
明
璋

（
20
11
）

蔡
明
璋

（
20
13
）

張
翰
璧
、
張
晉
芬

（
20
13
）

本
文

（
20
17
）

本
文

（
20
17
）

資
料

SI
S	
20
04

SI
S	
20
04

TS
C
S	
20
08

TS
CS

	2
00
0 –
10

TS
C
S	
20
08

TS
C
S	
20
04

TS
C
S	
20
14

依
變
量

取
得
公
民
權
的

態
度

對
外
來
配
偶
的

態
度

政
府
增
加
對
外
來

配
偶
的
補
助

對
外
來
配
偶
的

態
度

對
增
加
外
來
配
偶

人
口
的
態
度

取
得
公
民
權
的

態
度

取
得
公
民
權
的

態
度

自
變
量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大
陸

配
偶

東
南
亞

配
偶

國
家
認
同

　
主
張
獨
立

−
−

N
.S
.

N
.S
.

=
=

=
=

=
=

=
=

=
=

　
主
張
統
一

+
+

+
N
.S
.

=
=

=
=

=
=

=
=

=
=

全
球
化

　
英
文
閱
讀
能
力

=
=

=
=

=
=

+
+

=
=

=
=

=
=

　
觀
看
歐
美
電
影

=
=

=
=

=
=

N
.S
.

N
.S
.

=
=

=
=

=
=

問
卷
問
題

您
認
為
政
府
應
不
應

該
限
制
大
陸
新
娘
╱

外
籍
新
娘
取
得
我
國

的
身
分
證
？

如
果
您
有
兒
子
要

娶
大
陸
新
娘
╱
東

南
亞
外
籍
新
娘
，

且
結
婚
後
還
是
居

住
在
台
灣
，
請
問

您
心
裡
願
不
願

意
？

請
問
您
認
為
政
府

提
供
給
中
國
大
陸

╱
東
南
亞
婚
姻
移

民
的
幫
助
是
多
還

是
少
？

請
問
您
認
為
在

台
灣
的
中
國
大

陸
╱
東
南
亞
配

偶
人
數
應
該
增

加
還
是
減
少
？

請
問
您
認
為
在
台

灣
的
中
國
大
陸
╱

東
南
亞
配
偶
人
數

應
該
增
加
還
是
減

少
？

您
認
為
政
府
應

不
應
該
限
制
大

陸
新
娘
╱
外
籍

新
娘
取
得
我
國

的
身
分
證
？

您
認
為
政
府
應

不
應
該
限
制
大

陸
新
娘
╱
外
籍

新
娘
取
得
我
國

的
身
分
證
？

註
：
	 在

95
%
的
信
心
水
準
下
，
N
.S
. 為
自
變
量
與
依
變
量
沒
有
存
在
顯
著
關
係
；「

− 」
即
兩
者
有
顯
著
負
向
關
係
；「

+ 」
即
兩
者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

= 」
即
文

中
模
型
沒
有
列
入
其
變
項
；「

# 」
為
非
線
性
關
係
，
即
相
對
於
城
鎮
，
鄉
村
及
核
心
都
市
皆
與
移
民
態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



44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性別差異，也見於 2010年以來臺灣民眾對兩岸政策的態度。例如，當其他

條件相當，對於陸客、陸生來臺，男性比女性的態度更傾向開放（陳志柔，

2014；Chen,	2016）。

為什麼 2010年以來，男性對外來移民的態度變得比女性更為開放呢？

參考前述關於移民政策態度的機制，最主要的解釋機制應是來自於經濟理性

（婚姻市場機會、人力資源補充），加上傳統家庭價值的驅策（男性當成

家）。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女性配偶，讓臺灣婚姻市場上的男性有了其他選

擇；加上傳統家庭價值的驅使、家庭人力資源的需求，可能讓男性對大陸及

東南亞籍女性配偶比女性更加開放接受。

除了性別之外，城鄉的影響，也在十年之間發生顯著變化。2004年時，

都市化程度低的鄉村地區，比城鎮地區更反對東南亞女性配偶；但 2014年

時，鄉村地區居民，比起城市化中等的城鎮地區，變得更為接受大陸和東南

亞女性配偶。為什麼？我們推測，鄉村居民對移民態度的轉變，來自多種機

制的作用。經濟理性的機制出現在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填補了家務勞動和

農村生產勞動力，農村漁村常見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挑起家庭經濟的擔子

（夏曉鵑，2005）。另一方面，農漁村外籍配偶增多，社會接觸也增多，因此

社會接觸的機制可能發生作用，增強了鄉村居民對大陸及東南亞女性配偶的

接受程度。

本文呈現臺灣民眾對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移民之態度十年間的變化，

這個議題不僅僅是臺灣社會的移民議題，藉由比較跨群體和跨時期的變化，

以及影響機制的改變，我們因而更加瞭解臺灣社會變遷的其他重要面向（曾

嬿芬，2007）。例如族群的態度差異呈現了臺灣族群關係的內涵，社經地位的

態度差異呈現了階級和階層化對公共議題的作用，政黨支持的態度差異也顯

示民主化和國族主義的印記，男女差異彰顯了男性和女性所處的社會關係與

勞動過程的影響，城鄉差異則呈現了社會接觸和移民經濟影響的社會後果。

藉由民眾對新住民移民政策所持態度的群體差異和十年變化，我們也呈現了

臺灣社會的內部分化和變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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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變項的描述統計

變項名稱
2004 2014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N 1781 100 1875 100

依變項

大陸配偶的公民權

　應該嚴格限制 492 27.6 456 24.3

　應該有點限制 643 36.1 583 31.1

　儘量不要限制 535 30 714 38.1

　無法選擇 108 6.1 42 2.2

　不瞭解題意 0 0 11 0.6

　不知道、忘記 3 0.2 65 3.5

　拒答 0 0 4 0.2

東南亞配偶的公民權

　應該嚴格限制 418 23.5 367 19.7

　應該有點限制 667 37.5 595 31.7

　儘量不要限制 585 32.8 793 42.3

　無法選擇 108 6.1 40 2.1

　不瞭解題意 0 0 12 0.6

　不知道、忘記 3 0.1 64 3.4

　拒答 0 0 4 0.2

自變項

性別

　女性 866 48.6 941 50.2

　男性 915 51.4 934 49.8

婚姻狀況

　已婚 1123 63.1 1112 59.2

　單身 658 36.9 762 40.7

　其他 0 0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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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變項的描述統計（續）

變項名稱
2004 2014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N 1781 100 1875 100

世代

　年輕世代	（30歲以下） 616 34.7 624 33.3

　中年世代	（31–60歲） 900 50.4 973 51.9

　老年世代	（61歲以上） 265 14.9 276 14.7

　缺失值 0 0 2 0.1

都市化程度

　核心都市 693 38.9 883 47.1

　城鎮 826 46.4 709 37.8

　鄉村 262 14.7 283 15.1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767 43.1 554 29.6

　高中（職） 694 38.9 715 38.1

　大專及以上 320 18 603 32.2

　其他 0 0 3 0.1

族群

　本省 1614 90.6 1621 86.5

　大陸各省市 147 8.3 204 10.8

　其他 20 1.1 50 2.7

政黨支持

　泛綠 523 29.4 287 14.9

　泛藍 381 21.4 395 21.1

　中間選民 846 47.5 1183 63.1

　拒答 21 1.7 10 0.9

註：	本文把變項中的無法選擇、不瞭解題意、不知道、忘記、拒答與其他歸納為缺失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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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inds	that	Taiwanese	citizens	have	become	more	accepting	of	
marriage	immigrants	between	2004	and	2014,	and	that	the	acceptance	of	
Southeast	Asian	female	spous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inland	Chinese	
female	spouses.	In	terms	of	factors	affecting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
tion	policies,	socio-economic	status,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party	support	have	
all	maintain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during	those	ten	years.	While	in	2004,	
native	Taiwanese	(relative	to	Mainlanders)	and	pan-green	supporters	(relative	
to	pan-blue	supporters)	showed	less	support	for	Southeast	Asian	female	
spouses’	acquisition	of	citizenship,	in	2014,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ttitudes	of	native	Taiwanese	and	Mainlanders	or	pan-green	and	
pan-blue	supporters.	By	2014,	men	had	become	more	accepting	of	marriage	
immigrants	than	women,	while	rural	residents	became	the	most	accepting.	The	
mechanisms	affecting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nts	are	mainly	based	
on	political	party	support,	values,	economic	rationale,	and	social	contacts.

Key	Words:	immigration	policies,	mainland	Chinese	spouses,	Southeast	
Asian	spouses,	marriage	migrants,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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