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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新力量 共創友善多元臺北 

壹、 前言 

隨著全球化及跨國人口流動頻繁，連帶跨國婚姻持續增長，對於

從國外來臺灣結婚、移民而定居之新移民人數亦隨之增加。新移民進

入異國後，常因語言文化、生活習慣及不同環境等問題，需要花費精

力時間適應異鄉文化的差異。臺北市政府為落實新移民之照顧與輔導

措施，以提升其適應生活能力，於民國 96 年 3 月 28 日訂頒「臺北市

政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110 年 6 月 21 日更

名為「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嗣於 112 年 9 月 19

日市政會議決議通過修正為「臺北市政府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

點」，並自 113 年 1 月 1 日生效，變更「新移民」用語為「新住民」，

並使其定義與統計方式與中央及各縣市政府一致。 

爰本篇報告先行運用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剖析近年臺北市新

住民與新移民人口差異情形，臺北市新住民原屬國籍別及性別變動趨

勢，並與其他縣市新住民人口數比較，以供政府運用有限資源進行長

遠妥適規劃之參考，俾利增進新住民的福祉及社會參與度。 

貳、 臺北市新住民與新移民差異 

一、 臺北市新住民與新移民定義 

臺北市新移民係指與臺北市市民結婚且尚未設籍之外籍或陸籍

配偶（未包括已歸化者及領有入出境許可證者）；本篇報告之臺北市

新住民係依內政部移民署統計，係指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

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包括已歸化及領有入出

境許可證者），並於內政部移民署臺北市服務站申請證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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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新住民與新移民人數差異 

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人數 6 萬 6,768 人，為同期新

移民的 1.88 倍，與 111 年底比較，分別增加 1,529 人（2.34%）及減

少 28 人（-0.08%）。若與 105 年底比較，新住民增加 13.59%，增幅

大於新移民增加 3.29%，且近年新住民呈現逐年上升趨勢。 

依內政部移民署統計，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人數 6

萬 6,768 人，為同期新移民人數 3 萬 5,502 人的 1.88 倍，與 111 年底

比較，分別增加 1,529 人（2.34%）及減少 28 人（-0.08%）。若與 105

年底比較，分別增加 7,990 人（13.59%）及 1,131 人（3.29%），觀察

105 年底至 111 年底，新住民對新移民人數之倍數均落在 1.70 倍至

1.88 倍間，且近年新住民呈現逐年上升趨勢，惟新移民受 COVID-19 

疫情影響自 111 年底起略為下降（詳圖 1）。 

圖 1 臺北市新住民對新移民人數之倍數 

 

 

 

 

 

三、 臺北市新住民與新移民性比例 

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性比例 20.24，高於新移民

性比例 14.80，分別較 105 年底，每百位女性新住民增加 3.60 位男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及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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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每百位女性新移民增加 3.71 位男性，且近年來新住民性比例均

高於新移民性比例。 

若按性比例觀察，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性比例為

20.24，即每百位女性新住民對應男性新住民人數為 20.24 位，較同期

每百位女性新移民對應男性新移民人數 14.80 位，多出 5.44 位男性，

與 111 年底比較，每百位女性新住民增加 0.27 位男性，略少於每百位

女性新移民增加 0.30 位男性，與 105 年底比較，每百位女性新住民

增加 3.60 位男性，少於每百位女性新移民增加 3.71 位男性，觀察 105

年底至 111 年底，新住民性比例亦均高於新移民性比例。（詳圖 2） 

圖 2 臺北市新住民與新移民之性比例 

 

 

 

 

 

 

 

 

 

 

 

 

參、 臺北市新住民人口樣貌 

一、 近年臺北市新住民按性別分析 

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男性新住民計 1 萬 1,241 人（占

16.84%），遠少於女性 5 萬 5,527 人（占 83.16%），分別較 111 年底

增加 381 人（3.51%）、1,148 人（2.11%）；同期男、女性新住民人數

占該性別人數比率分別為 0.95%及 4.20%。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及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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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男性新住民 1 萬 1,241 人（占

16.84%），遠少於女性 5 萬 5,527 人（占 83.16%），與 111 年底比

較，男性新住民增加 381 人（3.51%），少於女性新住民增加 1,148

人（2.11%）；與 105 年底比較，男、女性新住民人數分別增加 2,857

人（34.08%）、5,133 人（10.19%），歷年男性新住民人數皆少於女

性。（詳圖 3） 

另觀察臺北市男、女性新住民人數占該性別人口數比率，112

年 11 月底男性新住民占本市男性人口比率僅 0.95%，女性新住民

占比 4.20%，分別較 105 年底增加 0.30 個百分點、0.62 個百分點，

皆呈現逐年遞增趨勢。（詳圖 3） 

圖 3 臺北市新住民人數-按性別 

 

 

 

 

 

 

 

 

 

二、臺北市新住民按證件別分析 

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原屬大陸、港澳地區新住民以持有定

居證1 1 萬 9,903 人（占 39.94%）為最多；外裔、外籍新住民以持有

 
1 定居證：指經核准在臺灣地區定居者所發給之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及本府民政局。 

說    明：本市男、女性人口數係為戶籍登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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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僑居留證2者 9,902 人（占 58.48%）居多。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原屬大陸、港澳地區新住民 4 萬 9,835 人，

較 105 年底增加 4,816 人（10.90%），按其申請證件別觀察，以持有

定居證者計 1 萬 9,903 人為最多，持有居留證3者計 1 萬 7,161 人居

次，其餘為持有入出境許可證4計 1 萬 2,771 人，分別較 105 年底增加

3,852 人（24.00%）、575 人（3.47%）及 389 人（3.14%）。另按申請

證件結構比觀察，112 年 11 月底持有定居證者占 39.94%為最多、持

有居留證者占 34.44%次之，持有入出境許可證者占 25.63%，105 年

底則以持有居留證者占 36.84%最多，持有定居證者占 35.65%次之，

持有入出境許可證者占 27.50%，112 年 11 月底與 105 年底比較，定

居證者增加 4.29 個百分點，居留證者、入出境許可證者則分別減少

2.40 及 1.87 個百分點。（詳圖 4） 

若觀察大陸、港澳地區以外之外裔、外籍新住民，112 年 11 月底

臺北市計 1 萬 6,933 人，較 105 年底增加 3,174 人（23.07%），按其申

請證件別觀察，持有外僑居留證者計 9,902 人，多於歸化取得我國國

籍者計 7,031 人，分別較 105 年底增加 1,991 人（25.17%）及增加 1,183

人（20.23%），另按證件結構比觀察，持有外僑居留證者占 58.48%、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占 41.52%，分別較 105 年底增加 0.98 個百分點、

減少 0.98 個百分點。（詳圖 4） 

 

 

 

 
2 外僑居留證：指外國人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申請並取得我國居留資格之證明文件。 
3 居留證：指港澳居民或無戶籍國民，申請並取得在我國居留資格之證明文件。 
4 入出境許可證：指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及無戶籍國民獲准入出我國所持用之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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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圖 4 臺北市新住民人數－按證件別 

 

 

 

 

 

 

 

 

 

三、臺北市新住民按原屬國籍別分析 

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以大陸地區 4 萬 5,116 人（占

67.57%）為大宗，越南 6,133 人（占 9.19%）次之，港澳地區 4,719

人（占 7.07%）居第 3 位，合計占 8 成以上。 

觀察新住民原屬國籍分布情形，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新住

民以來自大陸地區 4 萬 5,116 人（占 67.57%）為大宗，越南 6,133 人

（占 9.19%）次之，港澳地區 4,719 人（占 7.07%）居第 3 位，三者

合計占 8 成以上。與 105 年底比較，大陸地區新住民占比減少 2.83 個

百分點，越南占比增加 0.38 個百分點，港澳地區增加 0.88 個百分點。

（詳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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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臺北市新住民人口結構－按原屬國籍別分 

 

 

 

 

 

 

 

 

 

 

 

 

 

 

 

 

四、臺北市男、女性新住民按原屬國籍別分析 

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男、女性新住民皆以大陸地區居多，

人數分別為 3,749 人（占 33.35%）、4 萬 1,367 人（占 74.50%）。 

進一步觀察男、女性新住民原屬國籍別，民國 112 年 11 月底臺

北市男性新住民以大陸地區 3,749 人（占 33.35%）最多，港澳地區

2,238 人（占 19.91%）次之，日本 757 人（占 6.73%）居第 3 位，三

者合計近 6 成；女性新住民亦以大陸地區 4 萬 1,367 人（占 74.50%）

為最多，越南 5,938 人（占 10.69%）次之，港澳地區 2,481 人（占

4.47%）居第 3 位，三者合計近 9 成，顯現男、女性新住民皆以大陸

地區居多。（詳圖 6） 

 

 

105 年底 112 年 11 月底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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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北市男、女性新住民－按原屬國籍別分 

112 年 11 月底 
 

 

 

 

 

 

 

 

 

 

 

 

 

 

 

肆、臺北市新住民人口與其他縣市之比較 

民國 112 年 11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計 6 萬 6,768 人，占全國新住

民人數 11.28%；臺北市土地面積平均每平方公里新住民人數達

245.65 人，居全國之冠。 

民國 112 年 11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計 6 萬 6,768 人，占全國新住

民人數 59 萬 1,727 人之 11.28%，位居第 3，各市縣中僅低於新北市

11 萬 5,730 人（占 19.56%）、桃園市 6 萬 6,865 人（占 11.30%），連

江縣僅 626 人為最少。（詳圖 7） 

按新住民人口密度觀察，民國 112 年 11 月底臺北市土地面積平

均每平方公里新住民人數達 245.65 人最為稠密，高於全國平均每平

方公里新住民人數 16.35 人，居全國之冠，遠高於各市縣；新竹市每

平方公里 99.62 人、嘉義市每平方公里 89.98 人則分別居第 2、3，以

臺東縣每平方公里僅 1.31 人最為稀疏。 

另就新住民人數占各市縣人口數比率觀察，112 年 11 月底全國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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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人數占全國總人口數 2.53%，各市縣以連江縣新住民人數占全

縣人口數 4.45%為最多，其次為基隆市 3.02%，桃園市 2.89%居第 3

位，臺北市 2.66%位居全國第 7，以澎湖縣 1.80%為最小。（詳圖 8） 

圖 7 全國各市縣新住民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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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全國各市縣新住民人口密度及占該市縣人口數比率 

112 年 11 月底 

 

 

 

 

 

 

 

 

 

伍、結論與建議 

民國 112 年 11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人口 6 萬 6,768 人，為同期新

移民 3 萬 5,502 人的 1.88 倍，占全國新住民人數 11.28%，占本市人

口數 2.66%，較 105 年底增加 7,990 人（13.59%）﹔112 年 11 月底臺

北市土地面積平均每平方公里新住民人數達 245.65 人，隨著新住民

人數的攀升，逐漸成為臺北市重要人口組成結構之一，協助其融入臺

北市文化與環境，成為本府重要議題。 

觀察新住民原屬國籍分布情形，112 年 11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以

大陸地區 4 萬 5,116 人（占 67.57%）為大宗，越南 6,133 人（占 9.19%）

次之，港澳地區 4,719 人（占 7.07%）居第 3，合計占 8 成以上；若

以性別觀之，男性新住民計 1 萬 1,241 人（占 16.84%），遠少於女性

新住民 5 萬 5,527 人（占 83.16%），顯示臺北市女性新住民更需要受

到重視。 

資料來源：內政部及本報告自行整理。 

說    明：人口數係為戶籍登記人口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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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重視新住民的基本權益及需要，並建構多元照顧及輔導措

施，以協助新住民順利面對生活適應、文化差異、經濟與教育等各層

面上的問題，為提高相關措施制定精準度，亟需細緻更多元之新住民

人口特徵統計資料，爰建議於公務統計資料新增新住民人口按年齡

別、學歷別及行政區別等人口特徵基礎資料，以及性別與基本特徵的

交織分析，以供施政評估參考，俾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內容。 

 

肆、 參考資料 

1.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臺北市新住民專區網站。 

2.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2022），臺中市新住民新力量。 

3. 苗栗縣政府主計處（2023），苗栗縣新住民歸化國籍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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