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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臺北市新移民參與式預算提案計畫書 

 

當 我 們 同 在 一起～在地學習與成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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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案 者：張Ｏ婷/郭Ｏ芬/ 

                     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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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提案履歷表 
 
 

提案階段 

案名 
當我們同在一起～在地學習分享與成長系列～ 

提案人/ 

團體及其代表人 
郭Ｏ芬/張Ｏ婷/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 

協助專業規劃師 
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 

理事長柯Ｏ玲/理事郭Ｏ芬 

協助機關代表 

(單位、姓名) 
民政局 

計畫實施 

範圍位址 
臺北市各行政區地標廣場/萬華新移民會館 

預算概估 

(元) 
約新臺幣 110 萬元 

提案大會階段 

過程紀實 

會議時間: 105 年 7 月 22 日(五) 

         上午 9點至中午 12點 

會議地點: 臺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 

會議人數：30 人  得票數：18 票 

工作坊階段 

過程紀實 

日期：105年 9月 9日（五） 

地點：臺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 

審議小組會議

階段 

過程紀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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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概要 

 

  一、計畫緣起 

1、 新移民人口自 1990 年起快速成長，目前已有 64 萬人，若加上第二     
代的子女，人口也已超過 150 萬人，在國人少子化的今天，新移民持

續穩定成長，為臺灣社會注入新元素，臺灣新移民儼然成為繼「原住

民」、「本省籍」、「客家人」、「外省族群」之後的第五大族群。 
 
2、 近幾年政府各相關單位致力推動新移民相關福利政策、舉辦各類活動

活動及課程，幫助新移民家庭減輕生活壓力，避免因文化價值觀差

異、語言的隔閡而無法適應在地生活，同時也透過課程強化新移民及

其子女培力展能，以及不定期的東南亞節慶活動，讓國人尊重差異

性，讓新移民家庭相互扶持，並能盡快融入在臺生活。 
 
3、 然而有些舉辦的活動，卻往往流於形式，反而像「東南亞美食、服飾

的樣板櫥窗」，片面且淺薄，少了深度。很多時候，因為國人既有的

思維限制，對於新移民還存在刻板印象，甚至帶著 有色眼光，沒有

看到他們的優勢，新二代因此普遍欠缺自我認同。 
 
4、 本計畫透過主題的活動設計，舉辦在地學習與成長系列分享，並結合

在地的節慶，邀請新移民及在地人共襄盛舉，增進的多元的文化理解

與良性互動，「當我們同在一起」時，互動過程發現自己一元思維的

限制，對於新移民家庭的刻版印象，可以以更開放的角度與態度看待

多元文化家庭，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打造和諧共榮的多元社會。 
 

  二、計畫說明 
  
 活動主題 主/協辦單位 備註 

一、協助新移民家庭及家有移工者翻譯 

1. 設立 1999 轉接翻譯專線 民政局  

二、語言學習(台語進階情境模擬) 

2. 台語進階班 民政局  

3. 冬季充電站-學習及經驗分享 民政局  

三、新移民母國文化交流 

4. 新移民媽媽文化分享列車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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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計畫實施範圍 
        臺北市 

 

參、計畫內容 

 

一、現況說明、預算項目 

 

（一）現況說明 

   1、協助新移民家庭及家有移工者翻譯 
 
新移民剛入境除了生活適應的問題，大多無法直接跟臺灣的家人溝

通，希望能有協助新移民與家人溝通的翻譯人員。 

長期照顧服務是臺灣目前已經開始落實的政策，以因應 106年老年人

口比率將達 14%，邁入高齡社會，未來臺灣民眾將可以享受到老年者及失能

者的優質照顧，目前臺灣地區的外籍看謢人員集中在越南籍與印尼籍，及

較少的菲律賓籍，由於有語言溝通上的障礙，讓被服務家庭陷入教導的困

境，或許能讓翻譯人員擔任溝通的媒介，協助簡單的日常溝通對話，或可

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因新移民會館有越南、印尼、泰國及英語通譯人員，希望可以將相關

資源讓 1999話務人員知道，讓新移民家庭及家有看護工者，可以利用新移

民會館翻譯資源，電話線上溝通、或至臺北市 2個新移民會館找翻譯人員，

尋求日常口語翻譯協助。 

   2、語言學習(台語進階情境模擬)及成果分享 
很多新移民入境後與家人常需要用閩南語溝通，政府雖有開辦閩南語

班，但少有進階班，所以希望政府可以開辦進階閩南語班。 

很多新移民入境後參加政府機關、學校的課程，希望可以有成果發表

的舞台，讓他們也可以與家人分享學習的喜悅及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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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移民母國文化交流 
早期臺灣面對新移民，大多是希望能早日適應婚姻生活，所以會讓

新移民學習中文及了解臺灣風俗民情，但隨著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新移民

也希望自己的母國文化可以讓孩子、家人以及其他民眾看見，所以希望政

府可以辦理類似新移民媽媽文化交流列車的活動或課程，讓國人多認識新

移民母國的文化。 

 

（二）計畫項目預算編列概要表—以單一年度計 

項次 活動名稱 參與人數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1 
協助新移民家庭及家

有移工者翻譯      

2 台語進階班 30 人 1 班 8 萬 8 萬  

3 
冬季充電站-學習及經

驗分享(成果發表) 700 人 1 場 90 萬 90 萬  

4 
新移民媽媽文化分享

列車 
50 人*6

場 6 場 2 萬 12 萬  

合計 $110 萬 

                                                                   

肆、預期成果 
開辦以上措施之後預期成果如下 

(一) 預計新移民會館 106 年可提供 100 人次之通譯服務予新移民家庭及家有

移工者。 

(二) 預計 106年將開辦 1班閩南語進階班，可讓 30位新移民學習進階課程。 
(三) 預期會有 700人(含新移民及其家人)參加 106年新移民學習成果發表會。 
(四) 預計會開辦 6場新移民多元文化講座，至少有 300人次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