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雄 市 議 會 公 聽 會 邀 請 書  

名 稱 「無法取得歸化國籍新住民權益與福利」公聽會 

日    期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2時至 4時 15分 

地    點 高雄市議會第一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號） 

主 持 人 黃秋媖議員 

出席人員 

一、 本會全體議員 

二、 政府機關 

行政院內政部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高雄市岡山區公所 

高雄市橋頭區公所 

高雄市梓官區公所 

高雄市彌陀區公所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三、專家學者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李予綱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利亮時教授 

高雄市高師大東南亞協會邱建平常務理事 

高雄市移民文化教育服務協會楊贊榮理事長 

四、 民間社團 

高雄市國際之友關懷協會 

台灣新住民人權展望協會 

高雄市越南同鄉會 

高雄市越南同鄉慈善會 



公聽會議題

緣起及探討

議題 

 

一、議題緣起(引言)： 

由於臺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人口由多種族群組成，外國人士因

工作、學術、婚姻等原因移入，使異國文化逐漸與本土社會融合，在

各城市與社區中展現蓬勃發展氣息，成為特別的新住民文化。 

人權是為普世價值，認同「人」的重要性高於國家，「人」才是國家

存在的目的。因此，國家有義務捍衛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做為一個

文明進步的民主國家，我國以締約國的標準遵守國際人權公約規

範，並積極以國內立法與政策落實，然臺灣在落實人權是普世價值

與世界先進仍有段差距。 

依據移民署網站 2023 年 4 月底統計，依親證件別人數 582,644

人，外裔、外籍配偶人數有 204,217 人，取得國籍 138,229 人，未取

得國籍 65,988 人；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按證件有 378,427 人，

取得定居證有 154,489 人，未取得定居證有 223,938 人。未取得國籍

和未取得定居證共有 289,926 人，意即 289,926 位未設籍的新住民權

益與福利無法等同設籍者，289,926 個家庭形成社會安全的破口。新

住民長期居住本地無法歸化國籍，法律應適度修改給於人權與生存

權的保障。 

另依據移民署網站 2023 年 4 月底統計，全臺灣依親(外裔、外

籍配偶)證件別的男性新住民有 26,824 人，外僑居留證有 24,272 人，

歸化（取得）國籍 2,552 人，歸化（取得）國籍僅占 9.5%，90.5%

有外僑居留證，應該探究這些在臺灣已建立家庭的男性新住民為何

仍領有外僑居留證，他們有心在台灣定居，應積極排除限制他們成

為台灣國籍的法令與措施，兼顧國家安全、開創增加臺灣人口的道

路。 

    對長期居住本地的新住民無法歸化國籍，法律應適度修改給於

人權與生存權的保障，特別是將在臺灣終老的新住民，老人權益與

福利及身心障礙者的保護與保障。除此之外，檢視各項現行協助措

施與資源是否符合新住民實際所需、了解新住民生活處境與新興議

題(如識詐)等，亦是作為政策規劃及措施改善很有幫助的參考。  

    本公聽會邀請中央及地方政府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等一同分享

現有政策作為發展與執行現況，期待大家能在會議中激盪出創新思

考與精進方向，提供各機關研擬提供更完善服務參考，共同為國家

與城市發展努力。 

 

 



二、探討研議課題： 

(一)新住民取得身分證受法規限制，是否另立專法保障權利義務不

受影響？（回饋金領取）。 

(二)未設籍之新住民權益與福利有哪些差異？如何改善？ 

(三)高雄市新住民之各項照顧服務措施資源取得及辦理情況？  

(四)詐騙案層出不窮，新住民或許因溝通不良或是缺乏防詐意識更

容易遭受欺騙，對於提升新住民識詐、反詐有何作為？  

(五)新住民就業及職涯發展現況為何？對於有工作能力者有哪些

充分就業措施？面對缺工現象，移工變移民是否可行？ 

(六)提升及善用新住民人力，對城市發展具有正面幫助，對於新住

民繼續教育及原有專業、技能轉換或銜接輔導，有哪些政策？

辦理情況如何？ 

 

三、議程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主持人致詞、介紹與會貴賓、專家學者及政

府機關代表  

14：10－14：40  市府各單位代表報告 

14：40－15：10  專家學者發言 

15：10－16：00  與會貴賓發言及討論 

16：00－16：15  主持人結論 

16：15－16：30  大合照 

 

備 註 
一、 受邀單位請派員參加。 

二、 出席人員請貴機關准予公差（假）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