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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市新移民人口隨著跨國婚姻的日益增加而持續增多，然而新移民面

對語言的隔閡與文化的差異使求職就業相對不易，加以自 109 年起受到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以下簡稱疫情)影響，廠商停歇業及裁員

情形增加，又更提高新移民求職就業上的難度。本文針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提供新移民就業輔導服務，包括求職登記、推介就業及職業訓練等統計資料

進行分析，並探究其變動影響成因，作為精進新移民相關服務措施之參據。

資料分析結果至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大會報告，獲得各委員及

業管機關熱烈迴響，並針對相關服務措施提出許多建議意見，經綜整後歸納

以下 2 點結論與建議：

一、新移民求職登記及求職推介就業人數受疫情影響分別由 109 年的 1,241

人及 562 人下降至 110 年的 1,120 人(-9.75%)及 414 人(-26.33%)，嗣勞

動局依 111 年 9 月 30 日本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第 8 屆第 5次會議建議，

於各社群或電視媒體加強宣導推廣線上申辦管道，以降低民眾接觸感染

風險，致 111 年新移民求職登記及求職推介就業人數略升為 1,125 人

(0.45%)及 437 人(5.56%)。

二、新移民參加職業訓練受疫情影響，參訓人次自 109 年之 131 人次下降至

111 年之 82 人次(-37.40%)，主因係為降低染疫風險而減少開設實作課

程相關班次，建議評估新增線上教學或開發數位學習課程，搭配實體課

程辦理，以提供新移民多元選擇，並提升其參訓意願。

臺北市政府依近年勞動力技術需求趨勢開發多元職業訓練課程，並因應

疫情推行相關補助政策，亦於疫後積極推動就業媒合，以增加新移民於臺北

市就業意願，成為本市勞動市場之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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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新移民就業輔導統計分析

壹、前言

全球交通進步、國際間交流日漸頻繁，臺北市新移民1隨著跨國婚姻的日

益增加亦持續增多，然而面對語言的隔閡與文化的差異，使求職就業較為不

易，加以自 109 年起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以下簡稱

疫情）影響，廠商停歇業及裁員情形增加，又更提高其求職就業上的難度。

爰本文針對近六年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提供新移民就業輔導服務，包括求職登

記、推介就業及職業訓練等統計資料進行分析，並探究其變動影響成因，研

析結果經提報至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大會簡報，供與會學者、專家

及相關業務機關代表討論，作為業務權管機關精進新移民服務措施之參據。

貳、臺北市新移民就業輔導服務現況

臺北市政府為協助可合法在臺灣工作之新移民找尋工作順利就業，設有

專責業務輔導員提供免費求職服務、求職登記、推介就業、就業促進研習班、

臨時工作津貼等多元就業服務，另為協助提升新移民就業職能，透過臺北市

職能發展學院於各年度依就業市場需求開辦各項訓練課程，並於參訓期間提

供全額補助訓練費、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訓練期間照護補助等措施，俾利臺

北市新移民安心參訓(詳圖 1)。惟以下僅就新移民求職登記、推介就業服務及

參與職業訓練課程等重要統計數據，探究其變動趨勢及原因，並提出相關建

議對策。

1臺北市新移民係指與臺北市市民結婚且尚未設籍之陸籍(不含港澳)及外籍(非陸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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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北市新移民就業輔導服務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圖片製作：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參、臺北市新移民就業輔導統計

一、求職登記情形

(一)近年來新移民求職登記人數呈逐年成長至 109 年 1,241 人，110 年受

疫情影響反轉下降，惟 111 年疫情趨緩後略升為 1,125 人，另 112 年

1 月至 3 月為 241 人，較 111 年同期減少 20.46%。

112 年 1 月至 3 月新移民至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求職登記計 241 人，較

111 年同期減少 62 人（-20.46%），係因 111 年下半年我國邊境管制逐步放

寬後，有部分新移民返回原屬國找尋工作或探親，暫緩求職需求所致。（詳

圖 2）

若觀察近年新移民求職登記情形，由 106 年 994 人逐年成長至 109 年

1,241 人，110 年受疫情三級警戒影響，求職登記人數反降至 1,120 人，111

年疫情逐漸趨緩，求職登記人數略升至 1,125 人，已回復 108 年水準。(詳

圖 2)



3

942 951
1,061

1,143
1,001 1,026

272 219

52 47

64

98

119 99

31
22

994 998

1,125

1,241

1,120 1,125

303
241

0

400

800

1,200

1,600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1年

1月至3月

112年

1月至3月

女性 男性人

(二)111 年新移民求職登記男性 99 人、女性 1,026 人，分別較 106 年增加

90.38%及 8.92%，同期間男性占比增加 3.57 個百分點，顯示男性求職

需求呈增加趨勢。

若進一步按性別觀察，112 年 1 月至 3 月新移民求職登記男性 22 人

（占 9.13%）、女性 219 人（占 90.87%），分別較 111 年同期減少 9 人

（-29.03%）及 53 人（-19.49%），另就長期分析，111 年新移民求職登記男

性 99 人(占 8.80%)、女性 1,026 人(占 91.20%)，分別較 106 年增加 47 人

(90.38%)及 84 人(8.92%)，男、女性占比則分別增加及減少 3.57 個百分

點，顯示男性新移民求職登記人數雖逺少於女性，惟近年來占比則有增加

情形。(詳圖 2)

圖 2 臺北市新移民求職登記人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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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職推介就業情形

(一)自 109 年起受疫情影響，新移民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轉呈下降，110 年降

至 414 人，111 年雖略升至 437 人，惟仍低於 109 年。

112 年 1 月至 3 月臺北市就業服務處協助新移民求職推介就業人數2計

119 人，較 111 年同期略增 1 人；若觀察歷年新移民求職推介就業情形，

106 至 107 年求職推介就業人數大致維持約 305 人，至 108 年則較 107 年

大幅增加 345 人，或增加 1.1 倍，係因 108 年勞動局放寬「職場學習及再

適應計畫」3之新移民申請資格所致。然自 109 年起受疫情影響，臺北市新

移民求職推介就業人數由 108 年 649 人降至 110 年 414 人，111 年則略回

升至 437 人。(詳圖 3)

若按國籍別觀察，111 年大陸籍新移民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216 人(占

49.43%)，與外國籍新移民 221 人(占 50.57%)約各占一半，與 109 年大陸

籍 349 人(占 62.10%)及外國籍 213 人(占 37.90%)比較，分別減少 133 人

(-38.11%)及增加 8 人(3.76%)，主因係部分大陸籍新移民回國後因飛機航

班受疫情影響減少及邊境管制規定等，而無法即時返臺接受職缺媒合服

務。(詳圖 3)

(二)109 年起受疫情影響，新移民求職就業率轉呈下降，市府配合勞動部執

行「安心即時上工計畫」，提供失業之新移民工作津貼及防疫補助，以

降低收入減損之影響。

另就求職就業率分析，108 年臺北市新移民求職就業率 57.69%為近六

年來最高，其後因疫情衝擊勞動力市場，至 110 年大幅下降為 36.96%，減

幅達 20.73 個百分點，111 年則略回升至 38.84%，至 112 年 1 月至 3 月求

職就業率 49.38%，較 111 年同期增加 10.44 個百分點，係隨疫情趨緩及邊

境管制放寬後，新移民就業媒合情形有所改善。臺北市政府為協助新移民

2係具工作能力者至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並經介紹成功或自行就業之人數。
3係協助就業弱勢者就業準備及就業適應，透過合作之事業單位提供職場學習及適應之機會，提升新移民就

業成效並加深就業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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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就業渡過疫情難關，配合勞動部執行「安心即時上工計畫」，109 年至

112 年 3 月新移民累計 77 人次申請參與政府提供符合公共利益之計時工

作，並核給工作津貼及防疫津貼4，以降低收入減損對新移民造成之影響。

(詳圖 3)

圖 3 臺北市新移民求職就業概況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說 明：安心即時上工計畫自 109 年 4 月 13 日起實施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服務人

數未包含於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三、職業訓練情形

112 年 1 月至 3月新移民參加職業訓練班次計 4 班次、7 人次，分別較上年同

期減少 7 班次(-63.64%)、4 人次(-36.36%)；另近年來以 108 年參訓人次 134

人次為最多，主因當年開設課程科類增加所致。

臺北市政府為協助具有工作意願，惟對於部分職缺工作技能不足者，提

升其專業職能，爰辦理職業訓練班，112 年 1 月至 3 月新移民參加職業訓練

4「安心及時上工」係專案計畫，其工作津貼規定依勞動部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月最高核給 80 小

時，每人最長以 960 小時為限，不同於就業服務處核發之臨時工作津貼，其規定為申辦求職登記後，14 日

內推介一般性工作 2 次以上，均未能找到合適工作才可申請，津貼發給標準依小時計算，每日 8 小時，每月

最高發給 176 小時，最長以 6 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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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計 4 班次、7 人次，分別較上年同期減少 7 班次(-63.64%)、4 人次

(-36.36%)，主因隨疫情逐漸趨緩，多數新移民以尋職及回歸職場需求為優

先，且部分新移民返回原屬國求職或探親所致。(詳圖 4)

又觀察近年來新移民參加職業訓練變動情形，106 年及 107 年參加職業

訓練班次及人次分別在 38 班及 55 人次以下，108 年參訓人次升至 134 人次，

較 107 年增加 79 人次(1.4 倍)，增幅為近年最大者，主因 108 年職業訓練開

設課程種類增加(如：Python、雲端智聯網應用等)，使報名情形較過去踴躍；

至 110 年受疫情三級警戒衝擊，職業訓練實體開班數及參訓人次分別較 109

年減少 14 班次(-25.45%)、46 人次(-35.11%)，建議加入線上數位學習課程，

併行實體課程開班，以兼顧防疫要求及新移民參訓意願。(詳圖 4)

圖 4 臺北市新移民職業訓練參訓概況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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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為協助新移民安心就業，本處與勞動局合作，分析近年新移民求職登記、

求職推介就業及參加職業訓練等統計資料變動趨勢，並蒐集相關原因，資料

分析結果至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大會報告，獲得各委員及業管機關

熱烈迴響，並針對相關服務措施提出許多建議意見，經綜整後歸納以下 2 點

結論與建議：

一、受疫情影響下，應多宣導使用非接觸式服務，以維持民眾申請意願。

新移民求職登記及求職推介就業人數受疫情影響分別由 109 年的 1,241

人及 562 人下降至 110 年的 1,120 人(-9.75%)及 414 人(-26.33%)，嗣勞動局

依 111 年 9 月 30 日本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第 8屆第 5次會議建議，於各社群

或電視媒體加強宣導推廣線上申辦管道，以降低民眾接觸感染風險，致 111 年

新移民求職登記及求職推介就業人數略升為 1,125 人(0.45%)及 437 人

(5.56%)。

二、職業訓練課程於疫情期間建議評估新增線上教學或開發數位學習課程，

併行實體課程開班，以提高參訓意願。

新移民參加職業訓練受疫情影響，參訓人次自 109 年之 131 人次下降至

111 年之 82 人次(-37.40%)，主因係為降低染疫風險而減少開設實作課程相

關班次，建議評估新增線上教學或開發數位學習課程，併同實體課程辦理，

以提供新移民多元選擇，並提升其參訓意願。

臺北市政府依近年勞動力技術需求趨勢開發多元職業訓練課程，並因應

疫情推行相關補助政策，亦於疫後積極推動就業媒合，以增加新移民於臺北

市就業意願，成為本市勞動市場之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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