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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移民為臺北市多元族群之一，隨著人數的日益增多，為制定更

多元友善之新移民照顧服務措施，以協助每位新移民及其家屬能順利

適應新生活，本文特針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新移民人口數，分別

按性別、年齡結構、國籍別及各行政區人口分布等人口特徵資料進行

分析，並觀察其特徵變動趨勢，作為精進新移民相關政策與服務之參

據。 

前述新移民人口資料分析結果及變動趨勢，茲謹摘述 5點結論說

明如下： 

一、民國 112 年 6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 6 萬 6,084 人(按：包括外裔、

外籍配偶與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人數)，占全國新住民人口比率

11.29%，為全國第 2 多；臺北市新住民近年來逐年遞增，惟未設

籍之新住民(即臺北市所稱新移民)占比則反呈下降，至 112 年 6

月底該占比達近年最低點 53.76%。 

二、民國 112 年 6 月底臺北市新移民人口計 3 萬 5,524 人(按：係指

與臺北市市民結婚且尚未設籍之陸籍及外籍配偶)，其中女性 3

萬 973 人、男性 4,551 人，與 105 年底比較，分別增加 1,153 人

(3.35%)、34 人(0.11%)及 1,119 人(32.60%)，顯示近年來新移

民均以女性占大多數，男性人數雖遠少於女性，惟同期間男性增

加人數及幅度則大於女性。 

三、近年來臺北市新移民均以 30 至 44 歲及 45 至 64 歲者占多數，

增幅則以 45 至 64 歲者較多、65 歲以上者居次，分別由民國 105

年底 29.05%、3.70%增至 112 年 6 月底 41.58%、7.03%，分別增

加 12.53 個百分點、3.33 個百分點。 

四、自民國 105 年底以來，臺北市新移民皆以大陸港澳籍配偶占比最

高，惟呈遞減趨勢，至其餘各國籍者均呈上升趨勢。112 年 6 月

底男性新移民 4,551 人，以大陸港澳籍配偶占 52.45%最高，美



國籍配偶占 10.39%次之；女性新移民 3 萬 973 人，亦以大陸港

澳籍配偶占 90.78%最高，越南籍配偶占 3.33%次之；兩性皆以大

陸港澳籍配偶居多數。 

五、民國112年 6月底臺北市新移民3萬5,524人以萬華區4,446人

(占 12.52%)最多，南港區 1,543 人(4.34%)則為最少；女性新移

民 3 萬 973 人亦以萬華區 4,000 人(占 12.91%)最多，男性新移

民 4,551 人，則以大安區 599 人(占 13.16%)最多。 

本篇分析經於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大會報告，引發各委

員及業管機關民政局針對「新住民」及「新移民」兩者定義差異之熱

烈討論，並作成決議請各機關於會後就更名為「新住民」所需成本及

影響其服務對象認定進行通盤評估；嗣於 112 年 9 月 19 日臺北市政

府市政會議通過，將「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為「臺北市政府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充分展現臺北市政府

為新住民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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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新移民人口統計分析 

壹、前言 

因全球化的驅動，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異國婚姻亦隨之普遍化，

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國籍人士在臺北市組成家庭，帶來家鄉特色文化讓

臺北市具有更多元的風貌，亦為正面臨超高齡、少子女化及人口減少

等難題的臺北市注入新力量。爰本文將分別就其占全市人口比率、性

別、年齡別、國籍別及行政區別等面向進行剖析，以深入了解臺北市

新移民1人口消長變化及真實樣貌，作為未來制定臺北市新移民服務

相關政策之參考。 

貳、臺北市新住民人口現況 

一、民國 112 年 6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 6 萬 6,084 人，占全國新住

民人口比率 11.29%，為全國第 2 多。 

依內政部移民署統計，民國 112 年 6 月底全國新住民(包括外裔、

外籍配偶及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人口總計 58 萬 5,480 人，占全國人

口比率為 2.50%，其性比例為 10.92(即每百名女性對應男性人口數為

10.92 人)。若按市縣別觀察，以新北市 11 萬 4,334 人最多、臺北市

6 萬 6,084 人居次、桃園市 6 萬 6,063 人居第 3，其中臺北市新住民

人口占全國新住民人口 11.29%。（詳圖 1） 

二、近年來臺北市新住民逐年遞增，惟未設籍之新住民占比則反呈下

降，至 112 年 6 月底該占比達近年最低點 53.76%。 

觀察近年臺北市新住民人數，呈逐年遞增，至民國 112 年 6 月底

達 6 萬 6,084 人，較 105 年底 5 萬 8,778 人，增加 7,306 人(12.43%)；

若依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統計，與臺北市市民結婚

但尚未設籍之新住民(即臺北市所稱之新移民)，截至 112 年 6 月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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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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 5,524 人，占臺北市新住民比率為 53.76%，較 105 年底 58.48%

減少 4.7 個百分點。(詳圖 2) 

圖 1 全國各市縣新住民人口分布 

112 年 6 月底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圖 2  臺北市新住民設籍情形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內政部移民署。 

說    明：內政部移民署自 105 年起公布已設籍和未設籍之新住民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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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北市新移民人口樣貌 

一、新移民人口占全市人口比率 

民國 112 年 6 月底臺北市新移民人口計 3 萬 5,524 人，占全市人口比

率 1.42%，較 105 年底分別增加 1,153 人(3.35%)及 0.14 個百分點。 

依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統計，民國 112 年 6 月底臺北市新移民計 3

萬 5,524 人，較上年同期略減 42 人(-0.12%)，長期來看，除 111 年

底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以下簡稱疫情)影響，人

口略減外，其餘均呈逐年遞增趨勢，致較 105 年底 3 萬 4,371 人，增

加 1,153 人(3.35%)；另觀察臺北市新移民占全市人口比率，由 105

年底 1.28%逐年上升至 110 年底 1.46%為最高，其後受疫情影響轉呈

減少，至 112 年 6月底為 1.42%。(詳圖 3) 

圖 3  臺北市新移民人口數及其占全市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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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男性 4,551 人，與上年底比較，女性減少 57 人(-0.18%)、男性

則增加 51 人(1.13%)，較 105 年底之女性 3 萬 939 人、男性 3,432

人，分別增加 34 人(0.11%)、1,119 人(32.60%)；顯示近年來新移民

均以女性占大多數，男性人數雖遠少於女性，惟其增加人數及幅度則

大於女性，致性比例由 105 年底 11.09 逐年上升至 112 年 6 月底

14.69，同期間每百位女性新移民增加 3.60 位男性新移民。(詳圖 4) 

圖4  臺北市新移民人口數-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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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45 歲以上者之占比大致呈增加趨勢，其中增幅以 45 至 64 歲者

較多、65 歲以上者居次，分別由民國 105 年 29.05%、3.70%增至 112

年 6 月底 41.58%、7.03%，分別增加 12.53 個百分點、3.33 個百分

點；至 45 歲以下者之占比則大致呈減少趨勢，其中減幅以 30 至 44

歲者較多、未滿 30歲者居次，分別由 105 年 56.42%、10.84%減少至

112 年 6 月底 48.47%、2.92%，分別減少 7.95 個百分點、7.92 個百

分點。(詳圖 5) 

圖5  臺北市新移民人口年齡結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說  明：已扣除年齡不詳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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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籍歷年占比變化情形，居多數之大陸港澳籍配偶呈逐年遞減

趨勢，由 105 年底之 89.17%降至 112 年 6 月底之 85.87%，減少

3.30 個百分點，至其餘各國籍者均呈上升趨勢，其中日本籍者由

105 年底之 1.67%增加至 112 年 6 月底之 2.23%，增加 0.56 個百分

點為最大，馬來西亞籍由 0.67%上升至 1.13%，增加 0.46 個百分

點居第 2，美國籍由 1.35%上升至 1.77%，增加 0.42 個百分點居第

3。(詳圖 6) 

圖6  臺北市新移民人口國籍別結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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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籍配偶占 1.48%居第 3。兩性皆以大陸港澳籍配偶居占比多數，

其中女性為 90.78%，與排名第 2 之越南籍 3.33%，差距 87.45 個

百分點，顯示女性新移民絕大多數為大陸港澳籍；而男性新移民亦

過半為大陸港澳籍。(詳圖 7) 

圖7  臺北市新移民人口國籍別結構-按性別分 
112 年 6 月底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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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4 人，其中以萬華區 4,446 人(占 12.52%)最多，文山區 3,754

人(占 10.57%)居次，大安區 3,665 人(占 10.32%)居第 3，合計占

全市新移民人口 3 成 3；南港區 1,543 人(占 4.34%)則為最少(詳

圖 8)。再觀察各行政區新移民人口占該區人口比率，112 年 6 月

底以萬華區 2.56%最高，信義區 1.60%居次，大同區 1.52%居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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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區、松山區、北投區、士林區及大安區則為新移民人口數相對

少之行政區，新移民占比皆在 1.30%以下。(詳圖 9) 

圖8  臺北市各行政區新移民人口分布-按性別分 

112 年 6 月底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二)民國 112 年 6 月底臺北市各行政區男性新移民 4,551 人，以

大安區 599 人最多；至女性新移民 3 萬 973 人，則以萬華區

4,000 人最多，男、女性均以南港區為最少。 

進一步觀察臺北市各性別新移民之行政區分布情形，民國 112

年 6 月底男性新移民 4,551 人，以大安區 599 人最多，中山區 459

人居次，文山區 457 人居第 3，以南港區 165 人為最少；女性新移

民 3 萬 973 人，則以萬華區 4,000 人最多，文山區 3,297 人居次，

大安 3,066 人居第 3，以南港區 1,378 人為最少。女性新移民因占

大多數，故其人口分布情形與整體新移民一致，男性則略有不同。

(詳圖 8) 

 

 

 

1,999 

2,928 3,066 
2,645 

1,848 1,615 

4,000 
3,297 

1,378 

2,655 2,936 2,606 

351

378
599

459

299
209

446

457

165

390
446

352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松山區信義區大安區中山區中正區大同區萬華區文山區南港區內湖區士林區北投區

女性 男性人



9 
 

 

 

圖9  臺北市新移民占各行政區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肆、結論與建議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透過比較臺北市新移民與內政部移民署公布

全國各市縣新住民之定義及其統計資料，並進一步分析臺北市新移民

各項人口特徵，勾勒出臺北市新移民的人口樣貌及近年來的變動趨

勢，作為精進新移民相關政策與服務之參據。茲謹摘述主要統計結果

說明如下： 

一、民國 112 年 6 月底臺北市新住民 6 萬 6,084 人，占全國新住民

人口比率 11.29%，為全國第 2 多；臺北市新住民近年來逐年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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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惟未設籍之新住民(即臺北市所稱之新移民)占比則反呈下

降，至 112 年 6月底該占比達近年最低點 53.76%。 

二、民國 112 年 6 月底臺北市新移民人口計 3 萬 5,524 人，其中女

性 3 萬 973 人、男性 4,551 人，與 105 年底比較，分別增加 1,153

人(3.35%)、34 人(0.11%)及 1,119 人(32.60%)，顯示近年來新

移民均以女性占大多數，男性人數雖遠少於女性，惟同期間男性

增加人數及幅度則大於女性。 

三、近年來臺北市新移民均以 30 至 44 歲及 45 至 64 歲者占多數，

增幅則以 45 至 64 歲者較多、65 歲以上者居次，分別由民國 105

年底 29.05%、3.70%增至 112 年 6 月底 41.58%、7.03%，分別增

加 12.53 個百分點、3.33 個百分點。 

四、自民國 105 年底以來，臺北市新移民皆以大陸港澳籍配偶占比最

高，惟呈遞減趨勢，至其餘各國籍者均呈上升趨勢。112 年 6 月

底男性新移民 4,551 人，以大陸港澳籍配偶占 52.45%最高，美

國籍配偶占 10.39%次之；女性新移民 3 萬 973 人，亦以大陸港

澳籍配偶占 90.78%最高，越南籍配偶占 3.33%次之；兩性皆以大

陸港澳籍配偶居多數。 

五、民國 112 年 6 月底臺北市新移民人口計 3 萬 5,524 人，以萬華

區 4,446 人(占 12.52%)最多，南港區 1,543 人(占 4.34%)則為最

少；女性新移民 3 萬 973 人，亦以萬華區 4,000 人(占 12.91%)

最多，至男性新移民 4,551 人，則以大安區 599 人(占 13.16%)

最多。 

為因應逐年增加之新移民族群，臺北市政府積極推動新移民事務

及新移民事務委員會業務，於 112 年 6 月 30 日特設「臺北市新移民

事務辦公室」，統籌本府跨局處資源及服務，全方位精進各項新移民

照顧輔導措施。 

本報告分析結果經於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大會報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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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各委員及業管機關民政局針對「新住民」及「新移民」兩者定義差

異之熱烈討論，並作成決議請各機關於會後就更名為「新住民」所需

成本及影響其服務對象認定進行通盤評估，亦建議相關業務單位可參

考前開新移民人口特徵的分析結果，制定更多元友善之新移民照顧服

務措施，以協助每位新移民及其家屬能順利適應新生活，同時建議各

機關協助評估提供投資移民、特殊貢獻或殊勳等移民類別服務，並建

置其統計數據之可行性，嗣於 112 年 9 月 19 日臺北市政府市政會議

通過，將「臺北市政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為「臺北市

政府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充分展現臺北市政府為建構臺北

市成為永續共融多元文化城市所做的努力。 

伍、參考資料 

1. 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immigration.gov.tw/。 

2.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新移民統計專區」網站， 

https://dbas.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n=59C6533CF9960915。 

3. 臺北市新住民專區網站，https://nit.taipei/。 

4. 臺北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網站，https://niwfs.ede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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