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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住民」是一個現在進行式的未來性議題，也是所有公部門都

要重視與面對的課題。隨著新住民人口比例增加，如何營造一個多元

友善的生活環境，讓新北市成為真正的「新住民之都」，考驗著政府

機關在教育、生活、醫療、就業、環境等方面的協調整合能力。因新

住民移入後的適應情形與社會融入程度，會影響到後續新住民二代子

女的教育，甚至是本市產經觀光等面向的發展，所以，新住民來臺初

期的家庭生活照顧服務，就顯得重要並值得關注。 

本研究目的在彙集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設置運作情形，及

本市在地關懷服務站相關服務情形，提供主管機關措施擬定與執行參

考，以提升本市友善移民環境，幫助新住民及早適應生活。經由文獻

調查法及問卷調查法，提出下列建議： 

一、 建議充實通譯人才資料庫的運用和宣傳，讓新住民婦女在有福

利服務、心理健康或人身安全需求時，求助與溝通管道能夠更

為暢通。 

二、 為讓新住民朋友能更加方便快速取得訊息，建議媒合民間資源

協助，多加利用基層單位如區公所或於公有市場內空間設置新

住民服務據點，加強宣導相關訊息和程序。另可參考部分團體

成立 Line群，定期將政府相關表單及資訊翻譯成東南亞文字並

透過 Line 群推播，讓加入群組的新住民直接接收相關資訊。 

三、 建議從事新住民服務的工作者，透過不斷提升對於多元文化的

敏感度，以察覺服務對象真正需求，並持續結合民間單位資源，

及多辦理跨縣市業務觀摩，透過經驗交流來精進自身服務措

施，以提供使用者更適切的服務。政府部門也應鼓勵社會大眾

學習與尊重多元文化，營造友善的互動環境，幫助新住民朋友

真正成為「住」民。 

關鍵字：新住民、新住民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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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新住民人口概況說明： 

(一) 全國新住民人口概況： 

1. 至105年12月底，全國新住民人口數合計52萬1,136人，依國籍別

分，人口最多依序為：大陸港澳地區35萬309人，東南亞地區14萬

2,813人(越南9萬6,446人最多，印尼2萬9,064人次之)，其他國家

2萬8,014人。 

2. 其中，六個直轄市的新住民人口數計36萬4,674人，所占比率為全

國新住民人口的69.98%，顯示有將近七成的新住民集中在六都，

包括：大陸港澳地區25萬5,431人，東南亞地區8萬6,982人(越南6

萬293人最多，印尼1萬4,667人次之)，其他國家2萬2,261人。 

(二) 新北市新住民人口概況： 

1. 至105年12月底，新北市新住民人口數為10萬1,250人，占全國新

住民人口19.43%，為全國新住民人數最多的縣市。 

2. 若依國籍別分，人口最多依序為：大陸港澳地區7萬1,505人，東

南亞地區2萬3,371人(越南1萬6,728人最多，印尼3,578人次之)，

其他國家6,374人。 

3. 新北市新住民自99年底的8萬4千人，到105年底已超過10萬1千

人，且截至106年10月已近10萬3千人、數量將近是新北5萬5千名

原住民人口的1/2，且很有可能在107年超過1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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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國及六都105年新住民人口概況 

地區 人數 
大陸港澳

地區配偶 

東南亞地區 其他國家 

合計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合計 日本 其他國籍 

全國 
     

521,136  

    

350,309  

         

142,813  

         

96,446  

         

29,064  

         

8,633  

         

8,670  

   

28,014  

          

4,619  

         

23,395  

六都合計 
          

364,674  

         

255,431  

           

86,982  

         

60,293  

         

14,667  

         

6,327  

         

5,695  

     

22,261 

         

3,970  

         

18,291  

新北市 
          

101,250  

           

71,505  

           

23,371  

         

16,728  

           

3,578  

         

1,617  

         

1,448  

     

6,374  

             

920  

           

5,454  

臺北市 
            

58,778  

           

45,019  

              

7,350  

           

5,177  

           

1,093  

            

481  

            

599  

     

6,409  

          

1,546  

           

4,863  

桃園市 
            

57,086  

           

36,462  

           

18,175  

           

9,697  

           

4,625  

         

2,268  

         

1,585  

     

2,449  

             

347  

           

2,102  

臺中市 
            

54,588  

           

37,573  

           

13,845  

           

9,980  

           

2,242  

            

832  

            

791  

     

3,170  

             

477  

           

2,693  

臺南市 
            

32,811  

           

21,905  

              

9,506  

           

7,537  

           

1,064  

            

500  

            

405  

     

1,400  

             

230  

           

1,170  

高雄市 
            

60,161  

           

42,967  

           

14,735  

         

11,174  

           

2,065  

            

629  

            

867  

     

2,459  

             

450  

           

2,009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網站，105年12月統計速報 

 

二、 「新住民」是一個現在進行式的未來性議題，也是所有公部門都要重

視與面對的課題。不僅中央政府積極推動中的新南向政策與其有關，

因應新北市新住民人口增加，市府也極欲藉此趨勢轉化為本市的優

勢，透過新住民二代昂揚培育計畫、新住民導覽人員培訓等作法，促

進與東協國家經貿往來及提升東南亞遊客至本市旅遊意願。 

三、 隨著新住民人口比例增加，如何營造一個多元友善的生活環境，讓新

北市成為真正的「新住民之都」，考驗著政府機關在教育、生活、醫

療、就業、環境等方面的協調整合能力。考量到新住民移入後的適應

情形與社會融入程度，會影響到後續新住民二代子女的教育，甚至是

本市產經觀光等面向的發展，所以，新住民來臺初期的家庭生活照顧

服務，就顯得重要並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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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問題與方法 

一、 研究目的： 

(一) 彙集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設置運作情形，並發掘優良具

體作法，提供本府主管機關作為相關措施擬定與執行參考。 

(二) 提出在地關懷服務站相關服務情形與意見供機關參考，以提升本市

友善移民環境，幫助新住民及早適應生活。 

二、 研究問題： 

(一) 服務方式： 

1. 主要提供的服務項目為何？ 

2. 如何決定應該提供哪些服務項目，主管局處是否有參與決策？  

(二) 運作成效： 

1. 業務推動上覺得最有成效及最感困難的項目為何？ 

2. 是否有進行執行成效評估？ 

(三) 業務處理時，覺得使用者(新住民)來到臺灣或本市，面對到最大的

問題為何？ 

(四) 建議地方與中央政府，需再提供協助或精進的項目為何？ 

三、 研究方法： 

(一) 文獻調查法： 

1. 調查中央及其他縣市相關法規、具體設置規範及作法。 

2. 本研究收集檢閱之文獻資料，來自官方文獻，如：政府出版之相

關統計、研究報告，相關政策決策及法制規範等；以及國內有關

新住民家庭服務相關文獻。 

(二) 問卷調查法： 

1. 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工作者問卷：調查對象為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工作者，使用紙本問卷，調查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設置運作

情形。 

2.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工作者及使用者問卷：針對本市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主要為各區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的工作者，以及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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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服務的新住民姐妹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本市新住民家庭服務工

作之運作與使用者意見。另實地訪視本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與新

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活動辦理現場，以瞭解其運作情形與服務對象

參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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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中央設置規範及作法 

一、 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 

為使新住民家庭服務之提供能切合使用者需求，需先就新住民普遍關

心及面臨的問題進行瞭解。經查閱相關研究所示，新住民需求情形，

說明如下： 

(一) 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狀況： 

項目及 

調查時間 

92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

需求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移民署委託調查》 

97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

需求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移民署委託調查》  

102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

活需求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移民署委託調查》  

生活服務

需求 

。保障就業權益  

。增加生活適應輔導  

。保障就業權益  

。提供生活救助措施  

。協助子女就學  

。增加生活適應輔導  

。設立專責服務機構  

。提供生活救助措施  

衛生醫療

需求 

。提供幼兒健康檢查  

。育嬰、育兒知識  

。提供醫療補助  

。提供幼兒健康檢查  

。提供育嬰、育兒知識產

前、產後指導  

。提供醫療補助  

。協助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提供育嬰、育兒知識產

前、產後指導  

希望參與

課程 

。語文訓練、識字教育 

。就業訓練  

。開設語文課程  

。衛生保健常識  

。親職教育、育嬰常識、

醫療照護技能、婦幼安

全資訊、就業訓練  

。開設語文訓練、識字教

育課程  

。親職教育、育嬰常識 

。醫療照護技能、衛生保

健常識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2016)，新住民施政成果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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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住民婦女的需求： 

個人服務及自我提升 家庭及子女 社會融入 

。健康與醫療保健  

。保障就業權益、就業、補助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健全法令制度與法律協助 

。教育學習與提升教育文化  

。歸化生活之適應  

。提供異國資訊服務  

。志工關懷  

。家庭照顧者或能力訓練  

。夫妻協談諮商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子女教養  

。針對國人，落實多元文化

觀念宣導 

資料來源：整理自新北市社會局「新北市婦女需求調查」(2014)報告內容。 

 

(三) 綜上，依內政部移民署 92至 102年間每五年一次的外籍與大陸配

偶生活需求調查結果，及新北市社會局「新北市婦女需求調查」報

告中綜整國內外相關研究所示，新住民婦女的需求，以生活適應、

家庭照顧及融入為主。臺灣的新住民大多為婚姻移民，於赴臺 6 個

月後才能獲得健保身份，故包括於此段空窗期間之醫療需求，以及

移入後之歸化生活適應、融入家庭生活及相關權益資訊等，都需要

相關單位多方面的服務。 

二、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成立緣由： 

(一) 92 年訂定「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 

因應外籍配偶逐年增加所衍生的需求及問題，政府於 92年訂定「外

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分別由各部會依權責編列公務預算

辦理八大重點工作，包括：生活適應輔導、醫療生育保健、保障就

業權益、提昇教育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令

制度、落實觀念宣導，並擬定相對應具體措施來執行。(內政部 105

年 3月修訂，細部內容詳參附錄一「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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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外籍配偶照顧輔導相關單位圖 

 
 

註1：*為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下之單位，主要為統籌規劃及推動人口政策及新移民業務。 

註 2：**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下之單位，主要為統籌彙整局內新住民業務及彙整相關跨局處資料。 

資料來源：外籍配偶照顧輔導體系成效之研究 (2014)。 

 

(二) 94 年成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 

1. 為強化現行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內政部自 94年起設置「外籍

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分 10 年每年 3 億元，補助中央、縣市政府

及立案財團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民間團體，推動「辦理醫療補

助、社會救助及法律服務計畫」、「辦理外籍配偶學習課程、宣導、

鼓勵並提供其子女托育及多元文化推廣計畫」、「辦理家庭服務中

心及籌組社團計畫」及「辦理輔導、服務或人才培訓及活化社區服

務計畫」等四大方案。其中，規劃設置「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係以社會福利及危機處置功能為主，期能以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為基礎，連結建置各項社會福利服務資源網絡，以滿足外籍配偶在

個人、家庭、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之需求，並由各地方政府於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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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陸續規劃設立。 

2. 為持續落實照顧新住民，並加強培力新住民及其子女發展成為國家新

力量，該基金依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 104年 8月 4 日第一次

會議決議仍延續，並自 105 年更名為「新住民發展基金」，基金規

模每年 10 億元。 

(三) 95 年訂頒「內政部設置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 

1. 新移民各類照顧服務，常因主辦機關不同而顯得分散與片段，無法

立即而有效地滿足新移民及其家庭之多元需求。為建構符合新移民

及其家庭需求，並以其家庭為中心之社會福利資源服務網絡，內政

部訂頒「內政部設置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補助各地方

政府設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以建構外籍配偶資源服務網

絡，提供整合性之全方位服務，加強社區對外籍配偶其家庭的接納

與服務能力，強化外籍配偶及其家庭運用資源的能力與意願，以更

有效並積極滿足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多元性需求。 

2. 計畫自94年3月至103年12月止，以10年為期程，分三階段辦理，協

助全國各縣市以公辦公營或公辦民營的方式快速成立「新移民家庭

服務中心」。計畫當時預計設立25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與368

個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建立全國之服務輸送網絡，提升資源的

便利性與可近性。 

期程 94.03-96.12 97.01-100.12 101.01-103.12 

階段 開辦宣導階段 擴充協調階段 整合完備階段 

重點

工作 

1.輔導、補助各地方政府分別於

轄區內設置 1 處外籍配偶家庭

服務中心： 

(1)強化各家庭服務中心個案發

掘、個案處遇與提供個案管理

服務之能力，並建立執行績效

之評估量化指標。 

(2)完成現有外籍配偶相關資源

1.持續推動全國各

鄉鎮設置外籍配

偶社區服務據

點，至 100 年

度，預計設置

250 個服務據

點。 

2.協助各地方政府

1.完成全國各鄉鎮設置外

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

至 103 年度，預計設置

368 個服務據點（平均

每個鄉鎮設置 1處)，並

與家庭服務中心形成整

體之服務輸送網絡。 

2.協調、整合各項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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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94.03-96.12 97.01-100.12 101.01-103.12 

階段 開辦宣導階段 擴充協調階段 整合完備階段 

之盤點與統整等工作，並持續

建置相關服務方案與資源網

絡，提供整合性之服務。 

2.推動設置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

點： 

(1)為使家庭服務中心之服務觸

角得以深入社區，家庭服務中

心應連結、整合轄內外籍配偶

服務據點之設置，建立完整與

社區化之服務輸送網絡；使服

務據點除提供休閒、聯誼等功

能外，更成為家庭服務中心個

案諮詢、服務與轉介之窗口。 

(2)推動全國各鄉鎮設置外籍配

偶社區服務據點，至 96年度，

預計設置 120個服務據點。 

持續建置並整合

以外籍配偶及其

家庭需求為導向

之社會福利資源

與服務方案網

絡。 

3.建立外籍配偶家

庭服務中心之溝

通聯繫網絡，促

進相關資源、訊

息、服務經驗之

傳遞與連結。 

絡體系，建立科技整合

服務網絡及公私部門夥

伴式服務機制。 

3.合理分配服務資源，縮

短各地方政府推動外籍

配偶相關工作的城鄉差

距。 

4.培植各地方政府規劃與

執行能力；並輔導各地

方政府逐步接手辦理未

來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

心之持續運作與發展。 

 

三、 全國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成立情形 

(一) 至 106 年 10月，全國 22 縣市，計已成立 50 處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詳參附錄二)。 

(二) 服務內容； 

1. 服務對象：以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為對象。 

2. 服務項目： 

(1)個案管理：提供證件諮詢、婚姻家庭關係協助、生活適應輔導、

經濟及就業協助、親子教養服務、福利諮詢、心理情緒支持、心

理諮商轉介等。 

(2)提供個人支持服務－支持性成長團體：透過專業團體諮商師的帶

領，協助外籍配偶學習團體主題的相關知能，建立良好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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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並有效促進家庭之溝通。 

(3)提供家庭支持服務－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透過各項活動方

案，增進外籍配偶的孩子與其他同儕的互動，讓新移民家庭有外

出喘息的機會及促進家庭之間之聯結。 

(三) 中央對於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協調及督導作法：  

1. 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發展基金管理會，依「新住民發展基金評核

實施計畫」規定，針對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補助案件，每年進行業

務評核；評核等級甲等以上者，得每2年評核一次。 

2. 內政部移民署，每半年邀集召開「新住民關懷網絡會議」：於全國

22直轄市、縣(市)建置新住民關懷網絡，每半年定期邀集中央部會

及轄內民政、社政、教育、勞工、衛政、民間團體、外籍配偶家庭

服務中心及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召開網絡會議，期能串連中央與

地方移民輔導網絡，探討新移民關注議題，透過專題報告與個案討

論等，發揮資源運用功能。 

3. 另為保障新住民權益，行政院於104年6月16日成立「新住民事務協

調會報」，以跨部會模式加強為新住民服務；會報每半年召開一次，

主要任務為新住民事務相關政策之規劃、諮詢、協調及整合，相關

措施之執行、督導及推動，及其他重大新住民事務之督導及協調。 

 

 

第二節 直轄市政府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設置情形及作法 

一、 六都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設置情形： 

統計至 105年 12月底，全國新住民人口數共有 52萬 1,136人，其中，

六個直轄市的新住民人口數為 36萬 4,674人，占全國新住民人口

69.98%。考量有將近七成的新住民居住在這六個城市，僅就其轄內新

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的成立與運作進行分析，以瞭解各城市間的作法有

何不同。(資料整理自縣市政府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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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 

新住民人口 

(至 105年底) 
全市總人口 269 萬 5,704人，其中新住民 5萬 8,778人，占 2.18% 

機構成立 

情形 

臺北市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計有 1處中心，公辦民營(委託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承辦) 

。隸屬局處：臺北市市政府社會局 

網站架設 

。官方網站：V 

。官方粉官方粉絲團(FB)：V 

。新住民相關資訊專網：V 

  臺北市新移民專區(民政局)http://nit.taipei/ 

服務項目 

一、諮詢服務：以電話、面談等方式，提供新移民及其家人相關福利資

訊、法律議題等社工及外語人員專業諮 詢服務。 

二、法律諮詢：由專業律師提供法律相關議題諮詢服務。 

三、心理輔導：依個案需求進行個人輔導、家庭婚姻輔導、親子輔導或

兒童輔導等服務。 

四、新移民成長學習課程：舉辦新移民家庭生活適應暨社區法令講座、

姐妹會、支持團體、語言學習等課程，增進各項生活知能、分享學

習經驗，成為彼此支持、成長的力量。 

五、親子教育課程及活動：辦理親子活動、共學及一日遊等課程活動，

健全兒童身心發展，增強新移民親子關係及家庭教育功能。 

六、社區宣廣：辦理社區、校園多元文化巡迴講座，建立正確的多元文

化觀念；並邀請每年度參與中心課程、活動之成員參與中心成果

展，以展現多元文化風貌。 

七、助人培訓：每年度辦理各類助人培訓課程，如培養及提升通譯人員

相關服務技巧及專業知能；亦或促進新移民與社區民眾多原交流故

事志工培力課程等。 

服務時間 
中心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上午 09：00～下午 18：00(週三營業至 21：00) 

備註 
。有獨立官網、官方粉絲團。 

。中心的官網網頁內文，提供 5 種語言供閱讀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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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 

新住民人口 

(至 105年底) 

全市總人口 397 萬 9,208人，其中新住民 10萬 1,250人，占 2.54% 

(新住民人數，全國最多) 

機構成立 

情形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計有 1處中心 

。隸屬局處：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網站架設 

。官方網站：V 

。官方粉官方粉絲團(FB)：V 

。新住民相關資訊專網：V 

  多元文化教育資源網(教育局)www.multiculture.ntpc.edu.tw/ 

服務項目 

一、免付費電話諮詢專線：提供 0800-250-880 免付費電話諮詢服務，

由中心通譯員採輪班方式提供越語、泰語、印語及廣東話等諮詢服

務。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 12 時、下午 14時至 17時。 

二、關懷服務：提供電話關懷、家庭訪視服務。 

三、個案服務：經由自行求助、電話關懷、家庭訪視及其他相關機構轉

介，針對具多元複雜問題之需求個案提供個案服務。 

四、法律諮詢：針對有法律問題的新住民及其家庭，免費安排接受法律

諮詢；採事先預約制，每月不定期安排 1-2次，諮詢時間為週五上

午 10時至 12 時。 

五、通譯服務：通譯員除以採輪班方式於中心接聽免付費電話諮詢專線

外，亦提供個案越語、緬語、泰語、印語及廣東話等口譯服務。 

六、設置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提供電話關懷、訪視服務、生活適應

陪同、聯誼活動、生活融入課程等服務。 

七、異國小棧：訂購東南亞書報、雜誌，以供新住民閱覽及借閱。 

服務時間 
中心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08：30～12：30；下午 13：30～17：30 

備註 

。有獨立官網、官方粉絲團。 

。97 年成立全國第一個新住民事務專責單位「新住民文教輔導科」(隸

屬市府教育局)，同年 7 月成立府層級的「新住民事務委員會」。 

。設置「國際多元服務櫃檯」，提供本市新住民單一服務窗口，6國語言

（中、英、越、印、泰、緬）臨櫃通譯、轉介服務、電話諮詢及法律

服務等四大面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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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市： 

新住民人口 

(至 105年底) 全市總人口 214 萬 7,763人，其中新住民 5萬 7,086人，占 2.66% 

機構成立 

情形 

共有桃園等 13處家庭服務中心 

。每區各 1處家庭服務中心，非僅提供新住民家庭服務 

。隸屬局處：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網站架設 

。官方網站：V 

。官方粉官方粉絲團(FB)：V 

。新住民相關資訊專網：V 

桃園主題館(首頁 > 成家安居 > 新住民服務) 

http://www.tycg.gov.tw/theme/home.jsp?id=19&parentpath=0&mcu

stomize=theme_view.jsp&one=86&two=93&three=0 

服務項目 

一、家庭福利服務 

二、社會福利服務 

三、辦理新住民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四、辦理新住民多元文化宣導 

服務時間 (經網站查詢，未特別明列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時間) 

備註 

。無獨立官網：置於社會局官網「新住民家庭服務」專區。 

。有獨立官方粉絲團：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新住民家庭服務官方粉絲團。 

。桃園市政府於 106 年 7 月 26 日成立「桃園市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

作為專責辦公室，成為新住民服務的第一線窗口；由市府各局處組成

編組人力，社會局副局長擔任執行長。 

(四)臺中市： 

新住民人口 

(至 105年底) 
全市總人口 276 萬 7,239人，其中新住民 5萬 4,588人，占 1.97% 

機構成立 

情形 

共有臺中市、山線、海線、大屯等 4處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計有 4處中心，皆為公辦民營 

(分別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台中縣生命線協會、

臺中市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台中市基督教女青年會等單位承辦) 

。隸屬局處：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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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架設 

。官方網站：V 

。官方粉官方粉絲團(FB)：V 

。新住民相關資訊專網：V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新住民專區(民政局) 

http://www.civil.taichung.gov.tw/np.asp?ctNode=28607&mp=102

01D 

服務項目 

◎臺中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

會)：個案管理，電話諮詢，證件諮詢，親職教育，家庭生活適應輔導，

就業諮詢，聯誼活動，支持團體。 

◎山線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委託社團法人台中縣生命線協會)：關懷聯

繫服務，諮詢及資源整合服務，志工招募及培訓，辦理方案活動。 

◎海線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委託財團法人臺中市弘毓社會福利基金

會)：個案管理，關懷訪視，福利諮詢，證件諮詢，免費法律諮詢，親

職教育，家庭生活適應輔導，就業輔導，支持團體，通譯服務媒合提

供，權益宣導。 

◎大屯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委託台中市基督教女青年會)：關懷服務，

諮詢服務，個案處遇與管理服務，婚姻與家庭諮商，方案活動。 

服務時間 

中心服務時間： 

◎臺中市：週二至週六 09:00～17:30 

◎山線：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海線：週一至週五 08：00～17：00，週六 08：00～12：00 

◎大屯：週一至週五 09：00～18：00 

備註 

。無獨立官網：置於社會局官網「新住民家庭服務」專區。 

。有獨立官方粉絲團：4處中心皆有獨立官方粉絲團。 

。臺中市府設有「臺中市新住民多元圖書室」(委託中臺科技大學承辦)，

提供書籍借閱、電腦使用(多國語言輸入法提供)及多元活動。 

。於「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新住民專區」網站，有提供新住民在臺生活懶

人包(中、英、印、越、泰文)供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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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南市： 

新住民人口 

(至 105年底) 全市總人口 188 萬 6,033人，其中新住民 3萬 2,811人，占 1.74% 

機構成立 

情形 

共有第一、第二、第三等 3處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計有 3處中心，皆為公辦民營 

(第一、第二中心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

第三中心委託社團法人台灣基督徒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隸屬局處：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網站架設 

。官方網站：V 

。官方粉官方粉絲團(FB)：V 

。新住民相關資訊專網：V 

  臺南市政府新住民照顧與輔導專屬網站(民政局) 

http://tnda.tainan.gov.tw/fs/default.asp 

服務項目 

一、關懷訪視及個案管理服務：運用專業社工人力暨志願服務人力，以

本國或他國語言主動進行電話與外展關懷服務，以了解新住民暨其

家庭的問題、需求，提供相關福利服務諮詢、轉知各項服務方案訊

息或進行轉介服務。 

二、建立資源支持網絡服務方案： 

(一)個人支持：協助新住民個人之生活適應與自我成長等服務方案，例

如：生活適應輔導班、日常生活學習、社交禮儀、休閒活動、身心

健康、衛生醫療資訊、婚姻與家庭教育、潛能之激發培訓等。 

(二)支持：提供新住民及其家庭支持性與補充性服務，維持新住民家庭

功能之正常運作等服務方案，例如：新住民家庭支持團體、親子團

體、親職教育訓練、知性成長講座、課後安親服務、特殊家庭問題

(藥酒癮之治療)等。 

(三)社會支持：加強社會與社區對新住民及其家庭之服務與接納，並協

助新住民及其家庭建立社會支持網絡與社會參與等服務，例如：參

與或籌設社團組織、志工培訓、通譯人員培訓、聯誼活動、多元文

化宣導與融合等。 

(四)資訊支持：建置社會化諮詢服務與諮詢團隊，提供新住民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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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溝通管道，加強新住民及其家庭掌握與運用資源能力與機會。 

(五)經濟支持：針對經濟困難之新住民及其家庭提供必要之協助與支

持，例如：職業支持、就業與創業協助，各項福利補助申請等。 

服務時間 (經網站查詢，未特別明列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時間) 

備註 
。有獨立官網：臺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有 2處中心(第一、第三)設有獨立官方粉絲團。 

(六)高雄市： 

新住民人口 

(至 105年底) 全市總人口 277 萬 9,371人，其中新住民 6萬 161人，占 2.16% 

機構成立 

情形 

共有岡山、旗山、路竹、鳳山、高雄市等 5處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計有 5 處中心，有 2 處公辦民營(路竹、高雄市，分別委託財團法人

高雄市林柔蘭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百香果創齡協會) 

。隸屬局處：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網站架設 

。官方網站：V 

。官方粉官方粉絲團(FB)：V 

。新住民相關資訊專網：V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新住民 6國語言專屬網站(民政局) 

http://163.29.105.73/fr6c/ 

服務項目 

◎岡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個案管理服務，個人支持服務，家庭支持

服務，社會支持服務，資訊支持服務。 

◎旗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個案及家庭服務(個案管理服務、家庭支

持服務、資訊支持服務)，婦幼福利服務，提供中心設施設備服務(親

子遊戲室、K書中心、成人圖書室、團體室、親子圖書室、韻律教室)，

其他社會福利服務(法律諮詢等)。 

◎路竹新住民及婦女家庭服務中心(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林柔蘭社會福

利基金會)：辦理婦女各項成長教育與研習活動，單親家庭福利服務，

辦理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福利諮詢服務，場地租借服務。 

◎鳳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諮詢及個案服務，新住民個人成長課程(新

住民參與課程時，中心提供兒童臨時托育服務)，親子聯誼活動，多

元文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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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委託社團法人台灣百香果創齡協會)：家

庭支持輔導服務，諮詢服務，閱覽及聯誼，課程研習，節慶活動及主

題宣導。 

服務時間 

中心服務時間： 

◎岡山：週一至週五 8:00～17:30，週六 9:00～17:00 

◎旗山：週二至週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晚上 19:00

～21:00；週六、日 9:00～17:00 

◎路竹：週二至週日 09:00～12:00、13:30～17:00 

◎鳳山：週一至週五 9：00～18：00 

◎高雄市：週二至週日 08:30～12:00、13:00～17:30 

備註 

。無獨立官網：置於社會局官網「新住民家庭服務」專區。 

。有 3處中心(岡山、旗山、高雄市)設有獨立官方粉絲團。 

。高雄市政府率先全國於 103年 10月 20日新設「新移民事務專案辦公

室」，由社會局長擔任執行長，提供跨局處整合服務與輔導資源。 

二、 經整理前述資料，各直轄市政府提供之新住民家庭服務措施，較特殊

或具特色項目，說明如下： 

(一) 高雄市政府於 103年設置「新移民事務專案辦公室」提供跨局處整

合服務與輔導資源，並由其社會局長擔任執行長，是較早設置專責

單位的縣市政府。 

(二) 桃園市政府於 106年 7 月成立「桃園市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作為

專責辦公室，並由市府各局處組成編組人力、社會局副局長擔任執

行長，成為該市新住民服務的第一線窗口。 

(三) 新北市政府設置「國際多元服務櫃檯」，提供本市新住民單一服務

窗口，6 國語言(中、英、越、印、泰、緬)臨櫃通譯、轉介服務、

電話諮詢及法律服務。 

(四) 臺北市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的官網，網頁內文提供 5種語言

供閱讀者選擇。 

(五) 臺中市政府於「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新住民專區」網站，提供新住

民在臺生活懶人包(中、英、印、越、泰文)供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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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臺中市政府委託中臺科技大學設置「臺中市新住民多元圖書室」，

提供書籍借閱、多元活動及電腦使用，並提供「多國語言輸入法」

方便新住民朋友進行電腦查詢。 

(七) 高雄市政府的旗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公辦民營)，提供中心設施

設備服務，包括親子遊戲室、K 書中心、成人圖書室、團體室、親

子圖書室及韻律教室等。鳳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在新住民參與

成長課程時，中心有提供兒童臨時托育服務，讓新住民姐妹能安心

上課。 

 

 

第三節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運作情形 

新北市幅員遼闊，移入人口眾多，新住民人口數更高居全國之冠。本

府社會局為服務日益增多的新住民，向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申請

補助，於94年12月1日成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並設置於三重社福大樓

內，以公設公營方式，為全市新住民提供福利諮詢並落實生活適應輔導。 

為克服本市幅員廣大、福利輸送不利的問題及縮短城鄉差距，自 96 年

起結合 29個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及民間團體等單位，於各區設置「新住

民關懷服務站」，利用社區的人力及特色，提供在地化且就近的服務，運

用當地社區提供在地的社區關懷，共同加入新住民服務行列。 

一、 設置數量：設有 1 處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另至 106年 12 月已設立

32 站關懷服務站。 

二、 服務項目： 

(一) 免付費電話諮詢專線：提供 0800-250-880免付費電話諮詢服務，

由中心通譯員採輪班方式提供越語、泰語、印語及廣東話等諮詢服

務。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 12 時、下午 14時至 17 時。 

(二) 關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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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話關懷：結合本市設置之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針對來臺 3

年內之新住民家庭進行電話關懷服務。 

2. 家庭訪視：針對電話關懷或其他管道轉介之個案，結合本市設置

之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依需求進行家庭訪視，並視需要提供

相關資源媒合。 

(三) 個案服務：經由自行求助、電話關懷、家庭訪視及其他相關機構轉

介，針對具多元複雜問題之需求個案提供個案服務。 

(四) 法律諮詢：針對有法律問題的新住民及其家庭，免費安排接受法律

諮詢；採事先預約制，每月不定期安排 1-2次，諮詢時間為週五上

午 10 時至 12 時。 

(五) 通譯服務：通譯員除以採輪班方式於中心接聽免付費電話諮詢專線

外，亦提供個案越語、緬語、泰語、印語及廣東話等口譯服務。 

(六) 設置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 

1. 電話關懷：針對剛來台的新住民提供電話關懷服務，了解新住民

在臺生活適應情形，適時提供福利訊息。 

2. 訪視服務：針對新住民及其家人進行家庭關懷訪視，促進新住民

與其家人溝通與適應。 

3. 生活適應陪同：根據新住民的需求或當地民情安排陪同行程，協

助新住民生活適應，以儘早熟悉臺灣生活。 

4. 聯誼活動：不定期辦理各項家庭及親子活動，促進新住民及其家

庭和諧。 

5. 生活融入課程：辦理各項生活融入課程，以協助新住民儘早融入

在地生活。 

(七) 異國小棧：訂購東南亞書報、雜誌，以供新住民閱覽及借閱。 

三、 業務聯繫-定期召開「新住民關懷服務聯繫會報」 

(一) 為增進新北市新住民服務網絡各相關單位之聯繫，了解各單位推展

新住民福利服務業務之情形，透過辦理新住民關懷服務聯繫會報，

以建立完善溝通管道，並提出各項新住民補助項目之說明，鼓勵相

關單位申請，期以達到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之緊密合作，共同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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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住民福利服務工作。 

(二) 原則每年辦理 2 次，參與會議者包括市府相關局處、移民署新北市

服務站等政府單位、民間單位、新住民關懷服務站等。 

四、 業務經費補助及考核 

(一) 中央經費補助與考核： 

依「新住民發展基金評核實施計畫」規定，針對中央新住民發展基

金補助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案件，每年一次業務評核，若評

核為甲等以上者得每2年評核一次。 

(二) 市府社會局經費補助與考核： 

1.依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6 年度推動婦女福利補助作業計畫。 

2.補助標準及督導考核： 

補助項目 辦理新住民福利服務方案及活動 辦理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 

補助原則/

內容 

服務方案及活動包括：社會融入

班、聯誼活動及服務方案、新住

民服務工作培訓。 

關懷站之服務項目包括：電話

關懷、家庭訪視、生活陪同、

聯誼活動、生活融入。所提供

場地每週至少開放 4個時段（每

時段以 3 小時計）。 

補助標準 補助比例上限為 80％，每案最高

補助新臺幣 8萬元（聯誼活動及

服務方案每案最高補助 6萬元）。 

每站補助比例上限為 80％，每

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8萬元。 

督導考核 1.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2個月內(至遲12月20日前)，填

報經費執行概況考核表及相關成果資料，送社會局核銷結案。 

2. 補助款使用情形，社會局及有關單位隨時派員稽查考核，未依

通知限期改正或逾期未改正者，社會局得全部或一部撤銷補助。 

3. 未依規定於時效內完成核銷事宜，得酌予刪減下次補助金額。 

五、 業務推動成效(以 105 年為例)： 

(一) 關懷訪視服務：結合新北市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針對來臺3年

內之新住民提供電話關懷服務，另依需求進行家庭訪視或提供相關

資源媒合；105年提供電訪計10,653人次、家訪1,33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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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住民成長系列課程：邀請專家學者針對新住民需求辦理不同類型

的課程或團體，以增進新住民及其家人的生活學習與溝通等技巧；

105年計辦理5場、295人次參與，與103年的235人次(5場次)相比，

增加參與人次60人次。 

(三) 倡導各項新住民家庭及社區活動：辦理各項新住民生活融入課程、家

庭或親子活動等，促進新住民儘早融入臺灣社會，105年共辦理10

案(計59場次)，參與人次約1,679人次，相較103年的30場次(1,025

人次)，增加29場次(增加654人次)。 

(四) 辦理新住民服務宣導活動：加強新住民服務及多元文化認知宣導，

以提升其家庭關係，103年至105年分別辦理5場次，宣導人數則從

9,706人次增加至45,575人次。 

(五) 通譯服務：辦理新住民通譯員服務及訓練，培養及運用新住民通譯

員外語翻譯專長，協助接聽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0800免費諮詢電

話，提供新住民所需資訊及服務。105年計有7位通譯員提供服務、

計服務3,986人次，相較103年的1,943人次，增加2,043人次。 

(六) 新住民關懷服務站：補助民間團體成立新住民關懷服務站，就近提

供電話關懷、家庭訪視、生活陪同、聯誼活動、生活融入等服務，

105年受益人次1萬4,814人次，另中心之志工協助輪值、個案協助、

活動支援或通譯服務計5,048小時。 

六、 跨機關協調平台-新住民事務委員會：市府於 97年 7 月設置「新住民

事務委員會」此一府層級跨機關協調平台，並由教育局協助相關幕僚

工作。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職權為審議新住民之相關政

策、計畫及活動，提供本府新住民政策整體發展之方向，協調、指導

本府各機關推展新住民相關業務及其他相關諮詢事項。另經查詢市府

新住民資訊專網-多元文化教育資源網(www.multiculture.ntpc.edu.tw/)，

各局處新住民事務聯繫資訊與新住民輔導相關措施及資源，詳參附錄

五、六。 

 

 

http://www.multiculture.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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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三重社會福利大樓 6 樓 

 
6 樓大門入口處，放置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服務資源圖 

 
交誼空間 

 
新住民之子彩繪辦公室牆面 

 

異國小棧 

 

 

諮商室 

圖 2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服務空間 (照片日期：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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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調查與統計 

  經前述文獻探討，針對全國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運作情形，及

本市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據點的工作者、與接受其服務的本市新住民朋友

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相關新住民家庭服務工作運作情形與使用者意見。 

 

 

第一節 全國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工作者問卷調查 

一、問卷設計面向： 

(一) 服務方式：最主要的服務項目為何？如何決定應該提供哪些服務項

目？ 

(二) 運作成效：覺得做得最有成效的、業務推動上最感困難的部分為

何？執行成效評估機制為何？覺得新住民朋友來到臺灣，面對到最

大的問題是什麼？ 

(三) 業務精進建議：對於該縣市政府或中央在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

時，建議提供協助或再予加強的項目。 

二、作業說明： 

(一) 調查對象：全國各縣市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二) 調查時間與方式：106 年 9至 10 月，採紙本問卷調查方式。 

(三) 回收情形：計發出 50 份問卷，回收 3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60%。 

三、統計結果及建議： 

(一) 問卷對象基本資料統計： 

題目一、您在貴縣(市)政府「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擔任的職務是： 

1.管理者(部門主管或督導) 17 57% 

2.第一線工作執行者(部門同仁) 1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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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二、您在貴縣(市)政府「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年資是： 

1.未滿 1 年 9 30% 

2. 1~2 年 8 27% 

3. 3~5 年 5 17% 

4.超過 5 年 8 27% 

 

題目三、您的年齡是： 

1.未滿 20 歲 0 0% 

2. 20~30 歲 8 27% 

3. 31~40 歲 7 23% 

4.超過 40 歲 15 50% 

  本次受訪者，年齡超過 40 歲者占 50%，推測可能因工作性質涉及家庭

及親子服務之提供，需稍有相關人生經驗較能與新住民姐妹溝通及有所共

鳴；惟有 57%工作者的服務年資在 2 年以下，顯示各縣市家庭服務中心工作

人員異動情形較高。 

(二) 業務運作與意見統計： 

☉服務方式： 

題目四、決定貴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應提供哪些服務項目時，「最

主要」的考量因素： 

1.視可支應經費、人力多寡而定 10 28% 

2.視在地實際服務對象(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需求而定 24 67% 

3.視在地民意代表或里鄰長的意見而定 0 0% 

4.其他： 2 6% 

 

題目五、(承上)於決定應提供哪些服務項目時，主管局(處)是否有參與決

策： 

1.由本中心、地方政府主管局(處)共同參與決策 2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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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本中心決定，地方政府主管局(處)未參與決策 3 10% 

3.其他 3 10% 

 

題目六、貴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最主要」的服務項目是： 

1.關懷服務(包含電話關懷、家庭訪視) 14 25% 

2.個案服務(生活適應陪同，根據新住民的需求或當地民情

安排陪同行程，協助新住民生活適應) 
10 18% 

3.個人支持服務(辦理婦女成長課程等生活融入課程) 10 18% 

4.家庭支持服務(辦理各項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 13 23% 

5.其他 10 18% 

依本次調查結果，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在決定要提供哪些服務

項目時，主要視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等實際服務對象的需求而定(67%)，其次

是視可支應經費或人力多寡而定(28%)，且大部分是由中心及地方主管局處

所共同決定(80%)。而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主要提供的服務項目，前

2 項依序為：關懷服務(包含電話關懷與家庭訪視，占 25%)、家庭支持服務

(包括辦理各項親子活動或家庭聯誼活動，占 23%)；亦有部分中心提供法律

與福利諮詢、訴訟協助、就業服務、心理諮商轉介、親職教育協助、物資

提供或經濟生活扶助，原則上仍依當地需求來提供相關服務措施。 

☉運作成效： 

七、在業務處理時，覺得新住民朋友一到本市(國)，面對到最大的問題是： 

1.語言不同，溝通有障礙 10 31% 

2.對於自身權益及法令等資訊獲取不足 8 25% 

3.風俗民情不同，在與男方家庭的生活適應上較不習慣 9 28% 

4.風俗民情不同，在與社區居民互動上較吃力，有被疏離感 5 16% 

5.其他   

  受訪者認為新住民朋友一到本市(國)所面對的問題，前三項依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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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語言不同，溝通有障礙(31%)。 

2.風俗民情不同，在與男方家庭的生活適應上較不習慣(28%)。 

3.對於自身權益及法令等資訊獲取不足(25%)。 

  依前述調查結果，考量新住民初來臺灣可能會面臨以上幾項困擾，故

各縣市透過補助民間單位開設華語學習班、或由該縣市教育局利用補校開

班等方式讓新住民姐妹學習中文，以利其與夫家及其子女溝通；同時，除

於家庭訪視瞭解追蹤其家庭生活適應情形外，亦辦理家庭聯誼或是親子活

動與課程，讓新住民子女及其家庭成員更能陪著新住民姐妹及早融入臺灣

社會；此外也和內政部移民署或是該縣市民政、衛生或勞工等單位合作，

宣達相關權益保障與福利資訊，讓新住民能得到適切的幫助。 

八、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業務，覺得做得最有成效的是： 

1.電話關懷 10 19% 

2.家庭訪視 14 26% 

3.個案服務-生活適應陪同 12 22% 

4.辦理婦女成長課程 4 7% 

5.辦理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 12 22% 

6.中心設備維護情形良好且多樣化，新住民朋友常喜歡來使用 1 2% 

7.其他 1 2% 

九、(承上)覺得做得最有成效的服務項目中，有無曾經獲獎、或頗獲好評

的案例或措施，可供其他縣市(站點)學習參考？ 

  受訪者認為在執行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時，做得最有成效的前三項依

序為： 

1.家庭訪視(26%)。 

2.個案服務-生活適應陪同(22%)。 

3.辦理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22%)。 

  另由受訪者提供該單位業務推動時，較具成效或特色項目如下： 

1.陪伴被現今制度排除的新住民家暴個案，在逃離暴力、人身安全威脅後，

能在異地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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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地文化融入和推廣(如：辦理恆春民謠大賽比賽，獲創意組甲等的成

績)。 

3.製作美食(異國料理)，增進姐妹們的交流。 

4.推薦新住民姐妹進入各區公所擔任社會參與小組委員，讓新住民姐妹參

與公共事務，以及正向的被看見。 

5.於 106 年度對因需照顧年幼子女無法就業又有經濟需求者辦理團體輔

導，並結合 4 家家庭代工廠商，以此做為媒介，讓媽媽們能邊作手工邊

支持，參與者有菲律賓、陸籍、泰籍、印尼籍等新住民；更透過成員的

支持，讓新住民姐妹在團體中得以展現好手藝並獲得好評；而有菲律賓

成員更與商店結合，販售手工冰淇淋，增加了成就、也增加收入。 

十、推動貴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業務，覺得最感困難的是：(可複選) 

1.經費不足 7 20% 

2.服務人員人手不足 10 29% 

3.語言專業人才缺乏 6 17% 

4.社福或心理諮商專業人才缺乏 2 6% 

5.社區整體氛圍對新住民家庭照顧議題較不重視，難獲支持

與民間資源取得 
1 3% 

6.男方家庭對新住民家庭照顧議題較不重視，溝通上易有落差 7 20% 

7.其他 2 6% 

  受訪者認為在執行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時，最感困難的前三項依序為： 

1.服務人員人手不足(30%)。 

2.經費不足(20%)。 

3.男方家庭對新住民家庭照顧議題較不重視，溝通上易有落差(20%)。 

  依前述調查結果，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工作人員，在進行實地

家庭訪視、個案輔導及辦理親子或家庭聯誼活動時，直接面對新住民朋友

並立即得到反饋，讓他們覺得很有成就感。 

  然在落實這些工作時，皆需要充足的經費人力及男方家庭的支持。部

分受訪者提出該單位有專業人力不足或志工人力不穩定問題；也有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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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因單位內現行只晉用社工員，新住民姐妹僅以志工性質協助，基於

語言溝通方便性，應可訓練同族裔姐妹加入專業服務行列，以補強人力不

足情形。如何能在公部門財源普遍缺乏的情況下，透過跨機關合作、尋求

民間資源、甚至是鼓勵曾受幫助的新住民姐妹也加入服務行列，共同推動

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皆是各縣市可再努力的方向。 

十一、針對貴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業務執行成效與服務品質，是否

有評估機制： 

1.有評估機制 25 83% 

2.未有評估機制 5 17% 

十二、(承上)若有相關成效評估機制，其評估方式為何？ 

 

十三、您覺得貴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目前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是否

有實際符合新住民在地生活所需： 

1.是 29 97% 

2.否 1 3% 

  針對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業務執行成效與服務品質，大多都有相關的

評核或檢討機制(83%)，且 97%受訪者覺得所提供的服務有實際符合新住民

在地生活所需。各縣市的評核或檢討方式說明如下： 

1.透過評鑑、查核及考核，如：年度內設有期中、期末評鑑，並邀請專家

學者擔任評鑑委員；外聘督導，內部定期召開檢討會議。 

2.另透過成果發表或成果報告，正面展現執行成效。此外，也有縣市會透

過滿意度調查或問卷方式，從使用者端來瞭解運作成效。 

3.以公辦民營方式營運者，年底會對委辦單位成效進行考核；另於標案中

會評列服務目標，若未達目標則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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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精進建議： 

十四、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您覺得「地方政府」可以

再給予協助或可再精進的是： 

1.經費挹注 6 11% 

2.人力增加 9 16% 

3.服務站點增設 8 14% 

4.跨局處資源整合與合作(如：就業、衛教等)  9 16% 

5.結合地方民間單位資源(如：社團、機構、大專院校…等) 8 14% 

6.跨縣市業務交流與合作 9 16% 

7.加強重視程度 6 11% 

8.其他 2 4% 

  受訪者認為，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地方政府」

可再加強協助或精進的前三項依序為： 

1.人力增加(16%)。 

2.跨局處資源整合與合作，如就業、衛教等(16%)。 

3.跨縣市業務交流與合作(16%)。 

十五、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您覺得「中央機關」可以

再給予協助或可再精進的是： 

1.經費補助 9 12% 

2.專業人才培訓與引進 11 14% 

3.法令規範補強 9 12% 

4.強化與母國相關行政事務的協調 9 12% 

5.跨部會資源整合與合作 11 14% 

6.媒介各地方政府與民間單位資源 8 11% 

7.安排各縣市政府業務交流與觀摩 10 13% 

8.加強重視程度，推廣國人對於新住民的認識及友善度 8 11% 

9.其他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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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認為，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中央機關」

可再給予協助或再精進的前三項依序為： 

1.專業人才培訓與引進(14%)。 

2.跨部會資源整合與合作(14%)。 

3.安排各縣市政府業務交流與觀摩(13%)。 

  依前述調查結果，受訪者普遍認為，不論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央，皆應

在專業人力及跨部門資源整合方面加強，並可透過業務交流或觀摩的方

式，實地瞭解各縣市的作法，以精進自身服務方案的擬定，讓新住民朋友

得到更符合實際需求的幫助。 

 

 

第二節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工作者及使用者問卷調查 

  針對本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主要為各區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的

工作者，以及接受其服務的新住民姐妹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本市新住民

家庭服務工作之運作與使用者意見。 

 

一、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工作者 

(一) 問卷設計面向： 

1. 服務方式：最主要的服務項目為何？如何決定應該提供哪些服務

項目？ 

2. 運作成效：覺得做得最有成效的、業務推動上最感困難的部分為

何？執行成效評估機制為何？覺得新住民朋友來到臺灣，面對到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3. 業務精進建議：對於新北市或中央在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

時，建議提供協助或再予加強的項目。 

(二) 作業說明： 

1. 調查對象：本市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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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時間與方式：106年 9至 10月，採紙本問卷調查方式。 

3. 回收情形：計發出 32 份問卷，回收 1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53%。 

(三) 統計結果及建議： 

1. 問卷對象基本資料統計： 

題目一、您在貴服務站擔任的職務是：   

1.管理者(部門主管或督導) 10 59% 

2.第一線工作執行者(部門同仁) 6 35% 

3.第一線工作執行者(志工) 1 6% 

 

題目二、您在貴服務站的服務年資是：   

1.未滿 1 年 3 18% 

2. 1~2 年 4 24% 

3. 3~5 年 1 6% 

4.超過 5 年 9 53% 

 

題目三、您的年齡是：   

1.未滿 20 歲 0 0% 

2. 20~30 歲 1 6% 

3. 31~40 歲 4 24% 

4.超過 40 歲 12 71% 

  本次受訪者，年齡超過 40 歲者達 71%，且有半數以上的服務年資超過

5 年(53%)，顯示本市各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的工作環境及服務提供相對

穩定，可減少因人員異動頻繁致新手過多而有服務提供打折扣的情形發生。 

2. 業務運作與意見統計： 

☉服務方式： 

題目四、決定貴服務站應提供哪些服務項目時，「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1.視可支應經費、人力多寡而定 9 47% 

2.視在地實際服務對象(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需求而定 1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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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視在地民意代表或里鄰長的意見而定 0 0% 

4.其他 0 0% 

 

題目五、(承上)於決定應提供哪些服務項目時，本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及社會局(本府主管局處)是否有參與決策： 

1.皆有參與決策 12 71% 

2.由本服務站提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決定，社會局未參與

決策 
1 6% 

3.由本服務站決定，中心、社會局未參與決策 4 24% 

4.其他 0 0% 

 

題目六、貴服務站「最主要」的服務項目是： 

1.電話關懷 11 23% 

2.家庭訪視服務 11 23% 

3.生活適應陪同 7 15% 

4.聯誼活動(辦理各項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 10 21% 

5.生活融入課程(辦理婦女成長課程等) 6 13% 

6.其他服務項目：(請簡要說明。如：福利或法律等生活諮

詢、經濟及就業協助、心理諮商轉介…等) 
3 6% 

  從本調查得知，本市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在實際運作上，會視在地

實際服務對象的需求(53%)以及可支應之經費與人力(47%)來決定服務項目

的提供，且大多會先與本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社會局取得共識(71%)。

站點主要服務項目前三位依序為：電話關懷(23%)、家庭訪視服務(23%)及

聯誼活動(21%)。 

☉運作成效： 

七、您在業務處理時，覺得新住民朋友一到本市(國)，面對到最大的問題

是： 

1.語言不同，溝通有障礙 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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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自身權益及法令等資訊獲取不足 6 27% 

3.風俗民情不同，在與男方家庭的生活適應上較不習慣 6 27% 

4.風俗民情不同，在與社區居民互動上較吃力，有被疏離感 5 23% 

5.其他 0 0% 

 

八、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覺得做得最有成效的是：(可複選) 

1.電話關懷 7 21% 

2.家庭訪視 8 24% 

3.個案服務-生活適應陪同 5 15% 

4.辦理婦女成長課程 5 15% 

5.辦理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 5 15% 

6.服務站的設備維護情形良好且多樣化，新住民朋友常喜歡

來使用 
3 9% 

7.其他 0 0% 

九、(承上)覺得做得最有成效的服務項目中，有無曾經獲獎、或頗獲好評

的案例或措施，可供其他縣市(站點)學習參考？ 

  關懷服務站的工作者認為，新住民朋友一到本市(國)，不論在語言溝

通、權益及法令等資訊的獲取、男方家庭生活或者是與社區居民的互動方

面，普遍都需要花時間來適應或補強。所以，反映在其覺得做得最有成效

的服務項目上，站點的工作人員會利用電話關懷及家庭訪視的方式，直接

面對與瞭解服務對象的需求，以求能提供適當的服務與協助。 

  另由受訪者提供該站點業務推動時，較具成效或特色項目如下： 

1.陪伴新住民面對親子衝突、家庭衝突，近期推薦並獲獎「新住民幸福家

庭」楷模。 

2.個案服務-生活適應陪同部分，於個案生寶寶滿月後，工作人員帶專業保

母去幫助新手媽媽帶寶寶，並協助其個人產後保健。 

3.辦理親子手工坊及創意表演等。 

4.協助黑戶新住民取得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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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覺得最感困難的是：(可複選) 

1.經費不足 4 11% 

2.服務人員人手不足 7 18% 

3.語言專業人才缺乏 7 18% 

4.社福或心理諮商專業人才缺乏 5 13% 

5.社區整體氛圍對新住民家庭照顧議題較不重視，難獲支持

與民間資源取得 
4 11% 

6.男方家庭對新住民家庭照顧議題較不重視，溝通上易有落差 9 24% 

7.其他 2 5% 

  從本調查得知，服務站工作人員在執行工作時，覺得最感困難的前三

項依序為： 

1.男方家庭對新住民家庭照顧議題較不重視，溝通上易有落差(24%)。 

2.服務人員人手不足(18%)。 

3.語言專業人才缺乏(18%)。 

  前述調查結果，與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工作人員意見相似，顯

示不論是中間的督導端(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或是基層的社區執行單位

(關懷服務站)，普遍認為人力上的支持、以及家庭成員的重視，都是影響

業務推動的重要因素。 

十一、針對貴服務站業務執行成效與服務品質，是否有評估機制： 

1.有評估機制 7 41% 

2.未有評估機制 10 59% 

十二、(承上)若有相關成效評估機制，其評估方式為何？ 

 

十三、您覺得貴服務站目前提供的服務項目，是否有實際符合新住民在地

生活所需： 

1.是 14 82% 

2.否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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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業務執行成效及服務品質方面，受訪者雖過半數認為未建立內部

評核機制，惟仍有八成以上覺得所推動之服務工作能符合新住民實際生活

所需。經瞭解，因接受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經費補助之故，需依執行計畫

提送成果報告進行核銷，且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也會不定期派員瞭解站點

的運作狀況，但皆屬被動式的接受督導。下列為部分站點進行內部業務檢

討時的作法，建議可製作成效評估範例或提供其它站點執行時參考： 

1.於每次業務執行完畢，都會檢討：服務態度、是否符合服務對象的需求、

是否有讓服務對象得到幫助。 

2.問卷調查，工作觀察。 

☉業務精進建議： 

十四、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您覺得「地方政府」可以

再給予協助或可再精進的是：(可複選) 

1.經費挹注 11 24% 

2.人力增加 8 18% 

3.服務站點增設 2 4% 

4.跨局處資源整合與合作(如：就業、衛教等)  6 13% 

5.結合地方民間單位資源(如：社團、機構、大專院校…等) 7 16% 

6.跨縣市業務交流與合作 3 7% 

7.加強重視程度 8 18% 

8.其他 0 0% 

  受訪者認為，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地方政府」

可再加強協助或精進的前五項依序為： 

1.經費挹注(24%)。 

2.人力增加(18%)。 

3.加強重視程度(18%)。 

4.結合地方民間單位資源(如：社團、機構、大專院校…等) (16%)。 

5.跨局處資源整合與合作(如：就業、衛教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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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您覺得「中央機關」可以

再給予協助或可再精進的是： 

1.經費補助 11 18% 

2.專業人才培訓與引進 10 16% 

3.法令規範補強 6 10% 

4.強化與母國相關行政事務的協調 4 7% 

5.跨部會資源整合與合作 8 13% 

6.媒介各地方政府與民間單位資源 6 10% 

7.安排各縣市政府業務交流與觀摩 7 11% 

8.加強重視程度，推廣國人對於新住民的認識及友善度 9 15% 

9.其他 0 0% 

  受訪者認為，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中央機關」

可再給予協助或再精進的前五項依序為： 

1.經費補助(18%)。 

2.專業人才培訓與引進(16%)。 

3.加強重視程度，推廣國人對於新住民的認識及友善度(15%)。 

4.跨部會資源整合與合作(13%)。 

5.安排各縣市政府業務交流與觀摩(11%)。 

  依前述調查結果，服務站工作者普遍認為，不論是對地方政府或是中

央，經費補助仍為其最主要需求；也需在人力及跨部門資源整合方面加強，

協助媒合民間團體服務，或透過業務交流或觀摩的方式，實地瞭解各縣市

的作業，以精進其服務方案的擬定；另亦需加強宣導國人對於新住民文化

的認識與接受度，讓新住民更快融入臺灣社會。 

 

二、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使用者問卷： 

(一) 問卷設計面向： 

1. 個人資料，包括來台時間、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國籍。 

2. 使用情形與意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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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取得方式：服務站點的獲取管道為何，是否知道有提供哪

些服務項目。 

(2) 使用感受及建議：現行服務項目的使用情形，是否希望再增加

其它服務項目。 

(二)作業說明： 

1. 調查對象：新住民姐妹至站點接受個案服務或參與活動時，請其

協助進行問卷調查。 

2. 調查時間與方式：106年 11 月，採紙本問卷調查方式。 

3. 回收情形：回收 27份有效問卷。 

(三)統計結果及建議： 

1. 問卷對象個人資料統計： 

  本次受訪者為 27 位新住民姐妹，國籍為越南籍(63%)較多、

印尼籍(19%)次之，以來臺超過 10年者(37%)居多、1~3 年者(26%)

次之，並有超過半數為 20~29歲(52%)，教育程度以國中(41%)較

多、國小以下(26%)次之；職業從事方面，近半數為家管(48%)、

其次是服務業(33%)。細部統計資料，如下所列。 

題目一、請問新住民姐妹來臺灣的時間有多久？ 

超過 10 年 10 37% 

1~3 年 7 26% 

4~10 年 6 22% 

未滿 1 年 4 15% 

題目二、性別： 

女 27 100% 

男 0 0% 

題目三、年齡： 

20~29 歲 14 52% 

30~39 歲 7 26% 

超過 40 歲 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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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四、原國教育程度： 

國中 11 41% 

國小以下 7 26% 

高中職 5 19% 

大專以上 4 15% 

題目五、國籍： 

越南 17 63% 

印尼 5 19% 

大陸 3 11% 

菲律賓 1 4% 

泰國 1 4% 

題目六、職業： 

家管 13 48% 

服務業 9 33% 

上班族 4 15% 

其他 1 4% 

 

2. 使用情形與意見統計： 

題目七、您從哪裡知道有這個服務中心(站)？（可以複選） 

1.從其它政府機關或民間單位得知 12 31% 

2.從網站資訊得知 7 18% 

3.用電話（或 1999）詢問得知 1 3% 

4.新聞廣告 1 3% 

5.有親友介紹 14 36% 

6.自己無意間找到 4 10% 

  依本次調查結果，受訪者得知服務站點的前三個管道來源依序為： 

1.有親友介紹(36%)。 

2.從其它政府機關或民間單位得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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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網站資訊得知(18%)。 

  由前述調查得知，親友及民間與政府單位，為其主要資訊獲取管道(合

計占 67%)，建議持續於社區鄰里間廣為宣導新住民服務訊息；另由於網路

科技日益發達，建議機關持續強化網站資訊擴充及更新強度，以利新住民

朋友快速取得即時且可用的資訊。 

題目八、您是透過什麼方式，知道服務中心(站)內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可

以複選） 

1.透過電話詢問工作人員 16 41% 

2.到現場直接詢問工作人員 16 41% 

3.到現場索取簡章或宣傳折頁，但不會直接詢問工作人員 5 13% 

4.其他 2 5% 

 

題目九、（接上一題）透過工作人員說明後，您可以清楚瞭解所提供的服

務項目嗎？ 

1.可以清楚瞭解 22 79% 

2.不需要工作人員說明，透過現場的宣傳折頁或海報，就

可以清楚瞭解 
4 14% 

3.無法清楚瞭解 1 4% 

4.其他 1 4% 

  受訪者認為以電話詢問(41%)或是親至服務據點現場詢問(41%)，是最

能直接瞭解服務內容的途徑；且經向據點的工作人員詢問或透過現場海報

等文宣說明即可清楚瞭解的比例高達 93%，僅 1%受訪者無法清楚瞭解，顯

示本市各站點的服務資訊揭露與傳達情形良好。 

題目十、您覺得來到本市(國)，面對到最大的問題是：（可以複選） 

1.語言不通，溝通有障礙 24 39% 

2.對於自己的權益，不清楚 13 21% 

3.在男方家庭生活適應上，較不習慣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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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社區居民互動上較吃力，有疏離感 9 15% 

5.其他 0 0% 

 

題目十一、您最常使用到的服務是什麼：(可以複選) 

1.社工人員的電話聯繫 14 15% 

2.社工人員的家庭訪視 4 4% 

3.聯誼活動(服務中心或關懷站舉辦的親子活動、家庭聯

誼活動) 
15 16% 

4.生活融入課程(服務中心或關懷站舉辦的婦女成長課

程，例如：電腦、語言、法律、手工藝或技術等課程講座) 
18 19% 

5.撥打免付費電話諮詢專線 17 18% 

6.通譯服務 17 18% 

7.東南亞等母國書報、雜誌的閱讀及借閱 9 9% 

8.服務據點內的健身或文教空間及設備的使用 2 2% 

9.其他 0 0% 

  受訪者認為來到新北市，面對到比較困擾的問題依序為：語言不通致

溝通有障礙(39%)、在男方家庭的生活適應問題(25%)及對於自己的權益不

清楚(21%)。 

  另，受訪者最常使用到的前三項服務依序為： 

1.生活融入課程，如：服務中心或關懷站舉辦的婦女成長課程，例如：電

腦、語言、法律、手工藝或技術等課程講座(19%)。 

2.撥打免付費電話諮詢專線(18%)。 

3.通譯服務(18%)。 

  依調查結果得知，日常生活中的溝通及福利資訊，是新住民朋友相當

重視的，所以，其常使用通譯服務與免付費電話諮詢專線，來進行相關諮

詢；而新住民也經常參與相關婦女成長課程，如電腦、語言、法律、手工

藝或技術等課程講座，以利融入臺灣社會生活並培養謀生技能。建議業務

單位可持續加強相關課程或講座辦理，並於活動結束後，利用意見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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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瞭解其是否符合使用者實際需求，以做為日後課程辦理參考。 

題目十二、您對於工作人員的服務表現是否滿意？ 

1.非常滿意 5 19% 

2.滿意 22 81% 

3.不滿意 0 0% 

4.非常不滿意 0 0% 

 

題目十三、您對於服務中心(站)舉辦的親子、家庭聯誼、成長課程等活動

安排是否滿意？ 

1.非常滿意 3 11% 

2.滿意 23 85% 

3.不滿意 1 4% 

4.非常不滿意 0 0% 

 

題目十四、整體而言，您對服務中心(站)所提供的服務滿不滿意？ 

1.非常滿意 4 15% 

2.滿意 23 85% 

3.不滿意 0 0% 

4.非常不滿意 0 0% 

  依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不論是對於服務站工作人員抑或是課程的提

供，皆有超過九成五以上的滿意度。惟有部分受訪者反映，因為要工作或

者是照顧家庭，以至於無法配合活動或課程辦理的時間。建議業務單位可

再檢視活動辦理時間，或是協調其它民間團體一同加入提供相關服務，以

提供更多時段課程供其選擇及參與，讓更多新住民朋友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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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姐妹與家人賽前準備 

 

新住民姐妹與家人賽前準備 

 
參賽者一一上台展示解說料理特色 

 
新住民姐妹作品成果-印尼料理 

圖 3「幸福女人全家聚」新住民料理交流觀摩 PK 賽 (106/09/25，地點：蘆洲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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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新北市有 10 萬多位新住民，全國新住民人口最多的城市，若再加上有

3 萬多名國中小學童的父母為外國籍者，到 105 年 12月為止，新北市新住

民加上新住民子女的人數即超過 13萬人，而新住民人口眾多的同時也帶來

各式的社福需求。 

新住民婦女與其家庭的需求多元，包括夫妻關係適應、身分證件申請、

生活諮詢、親職教養、家庭暴力、生活適應、就業訓練等服務，政府於推

動新住民家庭業務時，需要持續透過措施精進與宣導，及公私部門資源的

整合運用，來提供給新住民朋友符合需求的服務，並加強社會大眾對於新

住民議題的重視，以營造友善移民環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不論是各縣市的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或者是本市關懷服務站，超過

七成是由地方主管局處、中心、服務站共同決定要提供哪些服務項目。 

二、 在決定要提供哪些服務項目時，考量因素主要是「實際服務對象的需

求」(中心 67%、服務站 53%)，及「經費或人力多寡」(中心 28%、服

務站 47%)。雖然中心及服務站的考量因素大致相同，但服務站相對更

容易受「經費與人力問題」之影響。 

三、 主要提供的服務項目為「關懷服務(電話與家庭訪視)」及「聯誼活動

(辦理親子活動或家庭聯誼活動)」，而這也是中心及服務站工作同仁

自認做得最有成效的項目。 

四、 而從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中心或服務站的工作者，或是受

訪的新住民朋友本身，皆認為新住民一到臺灣，在「語言溝通、權益

及法令資訊獲取、男方家庭或與社區居民生活互動」方面，會較感吃

力而需較多時間來適應，工作人員會利用電話關懷及家庭訪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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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瞭解服務對象的需求與提供適當協助，或是辦理各項聯誼活動來

增加新住民姐妹和家人及社區的互動。 

五、 依本次受訪的新住民使用者意見，其主要透過「親友介紹、其它政府

與民間單位、網站」得知有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服務站可以提供服

務；且有九成以上透過電話或親赴現場詢問後，即可清楚瞭解機構的

服務內容。受訪者最常使用到的服務為「通譯服務、免付費電話諮詢

專線及生活融入課程」；對於整體服務的提供，則有九成五以上感到

滿意或非常滿意。 

六、 為能更有效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工作，對於地方政府及中央，中心及

服務站普遍認為應該在經費、專業人力及跨部門資源整合(包括與民

間單位合作)方面再加強，並可透過業務交流或觀摩的方式，實地瞭

解各縣市的作法，以精進自身的服務作為。 

 

 

第二節 結論與建議 

一、 通譯人力的擴充：新住民婦女來到不同國家，首先要面對生活與文化

融合的議題，會有個人和婚姻諮商等需求；透過相同語言先讓其瞭解

可取得的協助，是最快速讓其適應臺灣社會生活的方法。建議充實通

譯人才資料庫的運用和宣傳，研議提高通譯人員的鐘點或交通補助等

費用，讓新住民婦女在有福利服務、心理健康或人身安全需求時，求

助與溝通管道能夠更為暢通。 

二、 資訊傳遞管道的多元化：新住民姐妹移居到臺灣，對於自身權益及福

利資訊的取得，有大量的需求，部分由於中文能力有限，通常得靠親

友口耳相傳才能得知相關服務；而除了文宣折頁、網路與電視等傳遞

方式外，如何讓新住民朋友能更加方便快速取得訊息，亦需同步納入

考量。建議媒合民間資源協助，多加利用基層單位如區公所或於公有

市場內空間設置新住民服務據點，加強宣導相關訊息和程序。另可參

考部分團體成立 Line 群方式，定期將政府相關表單及資訊翻譯成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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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文字並透過 Line 群推播，讓加入群組的新住民直接接收到相關

資訊。 

三、 新住民業務工作者自我技能提升，及社會風氣養成：初來到臺灣的新

住民朋友，一切都要從頭開始適應，面對身分及語言和文化的不同，

必須給予其時間與空間。建議從事新住民服務工作的人員，透過不斷

提升對於多元文化的敏感度，以察覺服務對象真正需求，並持續結合

民間單位資源，如相關社團、機構或大專院校等，以因應公部門經費

人力普遍不足問題；另亦可多辦理跨縣市業務觀摩，透過經驗交流來

精進自身服務措施，以提供使用者更適切的服務。此外，政府部門也

應鼓勵社會大眾學習與尊重多元文化，營造友善的互動環境，不讓新

住民因為國籍或身份而感到自卑，幫助新住民朋友真正成為「住」民。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方向 

一、有關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與服務站之間的組織關係，雖說服務站較屬

於地區性的單位，而家庭服務中心為一整合單位，但實質上服務站跟

中心無直接從屬關係，家庭中心似乎較難實際發揮整合的效用，加上

各服務站(尤其是民間團體部分)多為兼辦外籍配偶業務，其服務功能

可能又會因各站點人員重視程度而有落差。 

二、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處於雙重主管機關管轄的狀態（移民署、地方政

府），而其管轄主管機關是否因負經費補助之責，而只偏重或僅發揮審

核之效用，未能給予較明確的輔導或指導。 

三、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和市府性質相似單位間的合作及資源共用方面：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區域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婦女服務中心等單

位，於業務及服務提供上之銜接關係與資源整合運用可行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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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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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內政部設置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簡介－內政部設置外籍配偶家庭服

務中心實施計畫 

內政部社會司 

                                    95.01.19 

壹、前言 

       外籍配偶在台人數逐年增加，面對離鄉背井之後的孤立，以及不

同民情風俗、語言、文化等社會環境，常因此衍生許多生活適應、經

濟扶助、親職教育、就業輔導、人身安全、支持性網絡等需求。近年

來，政府與民間已陸續提供許多服務措施與方案，以促進外籍配偶及

其家庭的生活適應與社會功能，考量各類服務常因主辦機關不同而顯

得分散與片段，無法立即而有效地滿足外籍配偶及其家庭之多元需

求，爰擬補助各地方政府設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運用專業人

力與個案管理方法，以家庭為處遇焦點，統整、建置外籍配偶資源服

務網絡，提供整合性之全方位服務，加強社區對外籍配偶其家庭的接

納與服務能力，強化外籍配偶及其家庭運用資源的能力與意願，俾更

有效並積極滿足外籍配偶及其家庭之多元性需求。 

 

贰、依據 

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4 條規定。 

 

參、目標 

一、加強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個案發掘與個案處遇能力，並建立執

行績效評估指標。 

二、建構符合外籍配偶及其家庭需求，並以其家庭為中心之社會福利

資源服務網絡；著重外籍配偶個人、家庭與生態環境間的互動關

係，以系統化解決其多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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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立社區服務據點，強化社區對外籍配偶及其家庭之接納與服務能

力，落實基層福利服務。 

 

肆、計畫內容 

設置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計畫除依一般計畫體例外，應包括下

列內容： 

一、基本資料---- 

（一）說明辦理方式（可採下列方式之ㄧ辦理）： 

1.新設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由各地方政府利用現有閒置場所設置外籍配偶庭服務中心。 

2.擴充現有服務中心功能： 

由各地方政府擴充現有服務中心之服務與功能，增加該中心對外籍

配偶及其家庭之服務人力與效能。 

（二）說明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之設置地點（申請場地租借費者並應

檢附租賃契約或證明）、服務區域範圍；工作人員配置方式、工作內

容等。 

二、合作團隊---- 

說明團隊成員，以及團隊合作與運作方式等。 

三、需求評估---- 

針對當地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確實掌握其人口組成與特性，並評估

其需求（如ㄧ般需求與特殊需求）。 

四、盤點並統整資源----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應搭配社區服務據點計畫推動辦理。 

（一）相關服務資源盤點：說明、統整該直轄市、縣市公私部門之外籍

配偶及其家庭相關福利服務（公部門包括社政、衛政、教育、戶政、

民政等系統）。 

（二）服務資源架構與配置之統整：依據需求評估統整相關服務資源之

架構、配置與連結，並形成服務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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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置相關服務與方案---- 

（ㄧ）關懷與訪視---- 

1.一般性電訪：蒐集外籍配偶及其家庭需求資料、轉知各項服務方

案之訊息、發現個案並轉介。 

2.家庭訪視：針對電訪或其他管道轉介之危機或待協助個案進行家

庭訪視，並視需要提供相關資源服務，或轉介個案管理服務。 

（二）個案管理服務----即依據外籍配偶及其家庭之個別需求擬定個別

的處遇計畫，包括：訪視輔導、相關資源服務之連結與轉介 、個

案資料建檔等。 

（三）整合、連結社區服務據點----爲使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之服務

觸角得以深入社區，應連結、整合轄內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之

設置（參酌附件一），使服務據點除具備休閒、聯誼等功能外，更

成為家庭服務中心個案發掘、諮詢、轉介之窗口；建立以家庭服

務中心為主，向外輻射發展之完整與社區化之服務輸送網絡。 

（四）資源支持服務網絡----根據外籍配偶及其家庭個別處遇計畫之相

關所需資源，逐步建構包括：個人支持、家庭支持、社會支持、

資訊支持、經濟支持等相關服務與資源網絡。 

六、成效評估----  

針對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所提供之各項服務與方案訂定執行方

式與評估量化指標，並以可測量之方式明確呈現各項服務方案預期

達成目標（參酌附件二）。 

七、計畫經費 

編列合理之計畫經費明細；計畫經費應符合設置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中心計畫所列項目，並應敘明用途、單價、數量等。專業服務費不

包括勞健保及離職儲金等費用；專業人員並應檢附學經歷證件，且

敘明工作內容。 

 

伍、計畫執行方式 

一、本案補助各地方政府提報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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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理流程 

（一）申請----各地方政府依據其需求、本實施計畫與「外籍配偶照顧

輔導基金補助經費補助項目及基準」（參酌附件三），撰擬計畫函

送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查。 

（二）審核----各地方政府提送基金管理委員會之申請計畫，由主辦單

位就其基本資料、合作團隊、需求評估、盤點並統整資源、建置

相關服務與方案、成效評估、計畫經費等項，進行審核並研擬審

查意見後，送基金管理委員會進行複審。經核准補助者，則由基

金管理委員會核撥補助款至各地方政府執行。 

（三）考核與核銷----各地方政府應訂定各項服務方案執行評估量化指

標、預期達成目標，定期函報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有關補助經

費執行狀況考核表，並於計畫執行完畢 15 日內檢具原始憑證、成

果執行報告及相關資料送基金管理委員會辦理核銷。 

 

陸、計畫期程 

          本計畫自民國 94年 3 月至 103 年 12月止，以 10年為期程，分

三階段辦理： 

期程 94.03-96.12 97.01-100.12 101.01-103.12 

階段 開辦宣導階段 擴充協調階段 整合完備階段 

重點工作 1.輔導、補助各地方政府分別

於轄區內設置 1 處外籍配

偶家庭服務中心： 

(1) 強化各家庭服務中心個

案發掘、個案處遇與提供

個案管理服務之能力，並

建立執行績效之評估量

化指標。 

(2) 完成現有外籍配偶相關

資源之盤點與統整等工

作，並持續建置相關服務

方案與資源網絡，提供整

合性之服務。 

1.持續推動全國各

鄉鎮設置外籍配

偶 社 區 服 務 據

點，至 100年度，

預計設置 250 個

服務據點。 

2.協助各地方政府

持續建置並整合

以外籍配偶及其

家庭需求為導向

之社會福利資源

與服務方案網絡。 

3.建立外籍配偶家

1.完成全國各鄉鎮

設置外籍配偶社

區服務據點，至

103 年度，預計設

置 368 個服務據

點（平均每個鄉鎮

設置 1 處)，並與

家庭服務中心形

成整體之服務輸

送網絡。 

2.協調、整合各項服

務網絡體系，建立

科技整合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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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設置外籍配偶社區服

務據點： 

(1)為使家庭服務中心之服務

觸角得以深入社區，家庭

服務中心應連結、整合轄

內外籍配偶服務據點之

設置，建立完整與社區化

之服務輸送網絡；使服務

據點除提供休閒、聯誼等

功能外，更成為家庭服務

中心個案諮詢、服務與轉

介之窗口。 

(2)推動全國各鄉鎮設置外籍

配偶社區服務據點，至

96 年度，預計設置 120

個服務據點。 

庭服務中心之溝

通聯繫網絡，促進

相關資源、訊息、

服務經驗之傳遞

與連結。 

絡及公私部門夥

伴式服務機制。 

3.合理分配服務資

源，縮短各地方政

府推動外籍配偶

相關工作的城鄉

差距。 

4.培植各地方政府

規 劃 與 執 行 能

力；並輔導各地方

政府逐步接手辦

理未來外籍配偶

家庭服務中心之

持續運作與發展。 

 

柒、預期效益 

ㄧ、提升各地方政府以外籍配偶家庭為中心之服務人力與能力，並達成

各項處遇與方案服務之執行指標績效。 

二、設立 25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與 368 個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

建立全國之服務輸送網絡，提升資源的便利性與可近性。 

三、建立科技整合服務網絡及公私部門夥伴式服務機制，強化外籍配偶

家庭服務中心跨部門之間橫向與縱向的統合協調與資源整合工作。 

四、縮短外籍配偶服務與資源分配使用之城鄉差距，更有效並積極地滿

足外籍配偶及其家庭之多元需求、提升其解決問題與生活適應之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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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各直轄市、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一覽表 

 

序號 縣市 中心名稱 地址 服務時間 

1 新北市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

街 73號 6樓 

週一至週五 

08：30-12：30 

13：30-17：30 

2 臺北市 
臺北市新移民婦女暨家庭

服務中心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

街 1段 21號 7樓 

週二至週六 

09：00-18：00 

3 

桃園市 

桃園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桃園區) 

桃園區陽明三街 33

號 4樓 
 

4 
中壢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中壢區) 

中壢區元化路 159

號 1樓 
 

5 
平鎮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平鎮區) 

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168號 3樓 
 

6 
八德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八德區) 

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73號 
 

7 
楊梅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楊梅區) 
楊梅區大華街 1號  

8 
蘆竹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蘆竹區) 

蘆竹區南崁路 152

號 3樓 
 

9 
龜山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龜山區) 

龜山區自強南路 97

號 2樓 
 

10 
龍潭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龍潭區) 

龍潭區干城路 19

巷 30號 
 

11 
大溪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大溪區) 

大溪區中正路 56

號 
 

12 
大園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大園區) 

大園區和平東路 89

號 3樓 
 

13 
新屋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新屋區) 

新屋區中山路 370

號 3樓 
 

14 
觀音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觀音區) 

觀音區信義路 52

號 
 

15 
復興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復興區)  

復興區羅浮里合流

6號 
 

16 臺中市 
臺中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臺中市北屯區旱溪

西路三段 260 號 

週二至週六  

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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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臺中市山線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 

(服務主要範圍：豐原、后

里、東勢、新社、潭子、大

雅、石岡、神岡、和平區) 

臺中市豐原區明義

街 46號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18 

臺中市海線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 

(服務主要範圍：大甲、清

水、梧棲、沙鹿、外埔、大

安、大肚、龍井區) 

臺中市大甲區水源

路 169 號 2 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週六 

08：00~12：00 

19 

臺中市大屯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 

(服務主要範圍：太平、大

里、霧峰、烏日區)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

路 32號 

週一至週五 

09：00~18：00 

20 

臺南市 

第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新營區、鹽水

區、白河區、柳營區、後壁

區、東山區、北門區、學甲

區、將軍區、佳里區、西港

區、七股區)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

路 61號 3樓 
 

21 

第二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東區、南區、

中西區、北區、安平區、安

南區、永康區) 

臺南市安平區中華

西路二段 315 號 7

樓 

 

22 

第三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麻豆區、下營

區、六甲區、官田區、安定

區、新市區、善化區、玉井

區、楠西區、南化區、左鎮

區、仁德區、歸仁區、關廟

區、龍崎區、大內區、新化

區、山上區) 

臺南市關廟區文衡

路 111 號 
 

23 高雄市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三民區、左營

區、小港區、前鎮區、新興

區、苓雅區、楠梓區、鼓山

區、旗津區)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

二路 5 號 

週二至週日 

08:30-12:00 

13:00-17:30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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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鳳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鳳山區、大寮

區、仁武區、林園區)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

二路 100 號 

週一至週五 

09：00-18：00 

25 

旗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甲仙區、內門

區、美濃區、六龜區)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

路 199 號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30-17:30 

26 

岡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橋頭區、岡山

區)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

南街 99 號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30-17:30 

27 

路竹新住民及婦女家庭服

務中心 

(服務區域：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

路 51 

週二至週日  

09:00-12:00 

13:30-17:00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28 基隆市 
基隆市政府國際家庭服務

中心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

路 482 號 5 樓 

週一至週五 

8:00~12:00 

13:30~17:30 

29 新竹市 
新竹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新竹市建功一路 49

巷 14號 3樓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00-17：00 

30 新竹縣 
新竹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

二路 620 號 

週一至週五 

08：00-17：30 

31 

苗栗縣 

苗南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

心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

路 456 號 3 樓 
 

32 
苗北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

心 

頭份鎮中正一路

532號 
 

33 彰化縣 
彰化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中心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

路一段 60號 4樓 

星期一至星期日 

(國定假日休館) 

09：00~12：00 

13：00~18：00 

34 南投縣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南投市南崗二路 85

號 
 

35 雲林縣 
雲林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

路 22號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36 嘉義市 
嘉義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嘉義市德安路 6 號

後棟 4 樓 

週一~週五 

08:00~12:00 

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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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嘉義縣 
嘉義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中正

路 236 號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00-17:00 

38 

屏東縣 

屏東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服務區域：屏東市、高樹

鄉、里港鄉、九如鄉、鹽埔

鄉、長治鄉、麟洛鄉、霧台

鄉、三地門鄉) 

屏東市大連里德豐

街 106 號 

週一至週五 

08：00-17：30 

39 

潮州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服務區域：萬丹鄉、竹田

鄉、內埔鄉、萬巒鄉、潮州

鎮、新埤鄉、瑪家鄉、泰武

鄉) 

屏東縣潮州鎮光澤

巷 16號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40 

東港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服務區域：新園鄉、崁頂

鄉、東港鎮、南州鄉、佳冬

鄉、琉球鄉、林邊鄉、來義

鄉、春日鄉)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

路 201 號 2 樓 

週二至週六 

08：30-18：00 

41 

恆春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服務區域：枋寮鄉、枋山

鄉、車城鄉、恆春鎮、滿州

鄉、獅子鄉、牡丹鄉)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

路 158 號 

週一至週五 

08：30-18：00 

42 

宜蘭縣 

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

心─宜蘭中心 

宜蘭市農權路 3 段

11巷 3 號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夏令) 

 08:00～17:00(冬令) 

43 
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

心─羅東中心 

宜蘭縣羅東鎮天祥

路 171 號 3 樓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夏令) 

 08:00～17:01(冬令) 

44 
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

心─礁溪中心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

路四段 126 號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夏令) 

 08:00～17:02(冬令) 

45 
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

心─蘇澳中心 

宜蘭縣蘇澳鎮隘丁

里隘丁路 36號 3樓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夏令) 

 08:00～17:03(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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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花蓮縣 
花蓮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花蓮縣花蓮市府後

路 8號 C棟 1樓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30-17：30 

47 臺東縣 
臺東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台東市中正路 103

號 2樓 

週一至週五 

8:00~17:30 

48 澎湖縣 澎湖縣新住民服務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

路 242 號 3 樓 

週一至週五  

(國定假日休館)  

08：00~12：00 

13：30~17：30 

49 金門縣 
金門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瓊徑

路 35號 

週一至週五 

8:00~12:00  

13:30~17:30 

50 連江縣 
連江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

村 131 號 5 樓 

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資料來源：106/12 衛生福利部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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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新住民發展基金評核實施計畫 

 

新住民發展基金評核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29日台內移字第 09710277038號函頒 
中華民國 99 年 6月 15日台內移字第 099093232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4月 16日台內移字第 1040952073 號函修正第 7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5年 3 月 10日台內移字第 1040952073 號函修正第 1、2、4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6年 7 月 4日台內移字第 1060952740 號函修正第 4、7、9點規定 

一、目的： 

（一）評核並督導新住民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補助經費之接

受補助單位，確實依申請計畫執行補助經費，以有效運用本基

金，發揮照顧輔導之效能。 

（二）瞭解本基金接受補助單位之實際執行績效，以作為推動照顧輔

導服務及辦理獎懲之依據。 

二、主辦單位： 

  新住民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 

三、評核期間： 

  評核以每年五月至十月間辦理為原則。 

四、評核對象： 

（一）評核分為初評及複評。 

（二）初評對象為評核年度之前一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應辦理核銷之補助案件。但年度性之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

計畫之執行情形，得具體敘明理由，經本會審議同意核准後，

得免予列入複評。 

（三）複評對象： 

1.初評分數前百分之五。 

2.初評分數後百分之十。 

3.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4.初評顯有疑義。 

5.其他於本會審議時決議需納入複評之受補助案件。 

（四）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補助案件全數列為複評對象，評核等級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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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上者，得每二年評核一次。 

（五）帳務稽查： 

針對複評對象，依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基

金補助作業要點）第十點第四款規定，進行帳務稽查。 

 

五、評核小組成員： 

  由本會委員及業務相關人員組成評核小組；必要時得另邀專業公信人

士及相關機關（單位）派員參加。 

六、評核分組： 

（一）主辦單位於實施評核前，彙整各接受補助單位之成果報告、執

行概況評核表、自評表（如附件一）、計畫書之書面資料，並依

第五點第二款之接受補助單位區域造冊、註記優缺點。 

（二）本會委員依前款之受補助案件區域進行分組初評並填寫初評表

（如附件二）。 

（三）依第五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選取複評案件，製作年度複評清

冊，再依接受評核單位之區域進行複評。由本會委員自行選擇

參與組別，並由各組委員推舉分組召集人。參與評核之人員應

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以維評核之客觀公正。 

（四）進行評核前應辦理評核會議，以利評核標準之一致性。 

七、複評程序及內容： 

（一）評核地點： 

1.中央政府（含三級以上行政機關及所屬各級學校）及全國性

或省級立案民間團體就近於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接受複評。但所在地位於臺北市者得實地接受複評。 

2.直轄市政府（含局、處等一級機關及所屬各級學校）、縣（市） 

政府（含局等一級機關及所屬各級學校）及民間團體經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核轉者，於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所

在地接受複評。 

3.依本基金補助作業要點第十點第四款第五目規定，由接受委

託之會計師辦理帳務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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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辦單位應於複評二十日前通知接受複評單位；接受複評單位

應於複評當日備妥相關資料以供評核，惟不得提供與補助計畫

或評核無關之物品。 

（三）複評評核內容： 

1.計畫執行。 

2.帳務管理。 

3.行政管理。 

4.計畫效益評估。 

5.帳務稽查。 

（四）複評流程： 

1.實地評核： 

（1）受複評單位簡報：含人員介紹及相關作業簡報。 

（2）實地訪視及書面資料查閱。 

（3）綜合座談。 

2.帳務稽查由接受委託之會計師辦理。 

（五）分組複評時，應有三名以上委員出席，方得成行；受複評單位

之相關人員應陪同複評小組成員進行評核。 

（六）計畫效益評估應由參與複評之委員填寫複評表並依複評表格式

（如附件三），研提優、缺點及應改進事項，送本會彙整；外籍

配偶家庭服務中心部分需具備社工專業能力項目，授權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進行評核。 

（七）計畫執行、帳務管理及行政管理部分，由幕僚單位依複評表格

式（如附件三）派員進行評核。 

（八）帳務稽查由幕僚單位彙整委託會計師稽查之報告書內容，予以

評定分數。 

八、評核申復、決審會及檢討會： 

（一）本會複評作業完竣後，應通知接受複評單位複評優、缺點意見，

接受複評單位得於文到十五日內提出回復意見。 

（二）評核決審會應由參加複評之本會委員組成，就複評結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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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帳務管理、行政管理、計畫效益評估及帳務稽查）進行

審閱並決定複評分數等級，其結果提報本會確認。 

（三）本會於年度評核作業完成後，得辦理評核檢討會，檢視年度評

核作業，並提出下年度評核改進方案。 

九、複評分數等級： 

（一）九十分以上者，列為優等，函請所屬機關予以獎勵或由內政部

予以公開表揚。 

（二）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列為甲等，不予獎懲。 

（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列為乙等，函請受評核單位依檢討

意見改進。 

（四）未滿七十分者，列為丙等。接受評核之受補助單位為各級政府

機關，函請懲處其相關辦理人員；接受評核之受補助單位為民

間團體，依其情節輕重，納入加強輔導或停止申請補助一年至

五年。 

十、評核列為優等之接受補助單位，應配合本會辦理各項宣導、成果發表

或檢討會等，並公開發表執行績效及作法，所需相關經費由本基金支

應。 

十一、評核經費： 

      由當年度本基金預算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項下支應，按實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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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新北市各局處新住民相關事務聯絡窗口一覽表 

 

單位 
承辦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備註 

教育局 陳惠玉 29603456 分機 2574 
新住民子女教育輔導計畫、新住

民子女獎助學金等。 

民政局 

(戶政科) 
許家鈞 29603456 分機 8016 

外配生活適應班、歸化國籍、戶

籍登記、結婚登記等。 

社會局 

(社區發展與婦女

福利科) 

廖芷敏 29603456 分機 3623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設籍前外

籍配偶遭逢特殊境遇相關福利及

扶助等。 

勞工局 

(就服中心) 
陳宛宜 89692166 分機 1134 

新住民就業諮詢、就業輔導、訓

練與媒合等。 

衛生局 

(健康管理科) 
楊淑雅 22577155 分機 1423 

新住民婦女健康篩檢、新生兒先

天性代謝篩檢、全民健保、產前

與產後諮詢服務。 

警察局 楊宗倫 22286033 分機 5590 
受理新住民家庭暴力案件、新住

民家戶訪視、人身安全維護等。 

交通局 

(運管科) 
洪瑞霙 29603456 分機 6885 

宣導新住民交通安全及輔導新住

民汽機車駕駛執照諮詢與服務

等。 

國際多元服務櫃檯 

29603456 或新北市直撥 1999 

分機 

5125(菲律賓語/英語服務) 

5126(越南語服務) 

5122(印尼語服務) 

5123(泰國語服務) 

5100(緬甸語服務) 

提供本市新住民單一服務窗口，6

國語言（中、英、越、印、泰、

緬）臨櫃通譯、轉介服務、電話

諮詢及法律服務等四大面向服

務。 

資料來源 多元文化教育資源網：服務資源>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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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新住民輔導相關措施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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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多元文化教育資源網：服務資源>文件下載>教育服務 

javascript:query_content(10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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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工作執行者問卷 

各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工作執行者問卷 

親愛的新住民服務工作者，您好： 

為瞭解各縣市政府「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其關懷服務站等在地

之新住民家庭服務據點設置與運作情形，敬請就您服務實務經驗，提供

寶貴的意見與建議，作為爾後改善或精進新住民外籍配偶及其家庭服務

工作和政策制定參考，並感謝您撥冗填寫本問卷。 

您於本問卷填寫所有相關資料，僅作為本研究學術分析使用，所有

統計分析資料均不會以個人或單一機關方式呈現，請放心填寫。 

新北市政府研考會張碧珊敬上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650 

傳真：(02)2967-0423 

Email：ag9455@ntpc.gov.tw 

 

一、您在貴縣(市)政府「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擔任的職務是： 

□管理者(部門主管或督導) 

□第一線工作執行者(部門同仁) 

□第一線工作執行者(志工) 

 

二、您在貴縣(市)政府「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年資是： 

□未滿 1 年 

□1~2 年 

□3~5 年 

□超過 5 年 

 

三、您的年齡是： 

□未滿 2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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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歲 

□31~40 歲 

□超過 40 歲 

四、決定貴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應提供哪些服務項目時，「最主要」

的考量因素是： 

□視可支應經費、人力多寡而定 

□視在地實際服務對象(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需求而定 

□視在地民意代表或里鄰長的意見而定 

□其他：(請簡要說明) 

 

五、(承上)於決定應提供哪些服務項目時，主管局(處)是否有參與決策： 

□由本中心、地方政府主管局(處)共同參與決策 

□由本中心決定，地方政府主管局(處)未參與決策 

□其他：(請簡要說明) 

 

六、貴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最主要」的服務項目是： 

□關懷服務(包含電話關懷、家庭訪視) 

□個案服務(生活適應陪同，根據新住民的需求或當地民情安排陪同行程，

協助新住民生活適應) 

□個人支持服務(辦理婦女成長課程等生活融入課程) 

□家庭支持服務(辦理各項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 

□其他服務項目：(請簡要說明。如：福利或法律等生活諮詢、經濟及

就業協助、心理諮商轉介…等) 

 

七、在業務處理時，覺得新住民朋友一到本市(國)，面對到最大的問題是： 

□語言不同，溝通有障礙 

□對於自身權益及法令等資訊獲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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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民情不同，在與男方家庭的生活適應上較不習慣 

□風俗民情不同，在與社區居民互動上較吃力，有被疏離感 

□其他：(請簡要說明) 

 

 

八、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業務，覺得做得最有成效的是：(可複選) 

□電話關懷 

□家庭訪視 

□個案服務-生活適應陪同 

□辦理婦女成長課程 

□辦理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 

□中心設備維護情形良好且多樣化，新住民朋友常喜歡來使用 

□其他：(請簡要說明) 

 

九、(承上)覺得做得最有成效的服務項目中，有無曾經獲獎、或頗獲好評

的案例或措施，可供其他縣市(站點)學習參考？ 

 

 

 

十、推動貴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業務，覺得最感困難的是：(可複選) 

□經費不足 

□服務人員人手不足 

□語言專業人才缺乏 

□社福或心理諮商專業人才缺乏 

□社區整體氛圍對新住民家庭照顧議題較不重視，難獲支持與民間資源取得 

□男方家庭對新住民家庭照顧議題較不重視，溝通上易有落差 

□其他：(請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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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針對貴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業務執行成效與服務品質，是否

有評估機制： 

□有評估機制 

□未有評估機制 

 

十二、(承上)若有相關成效評估機制，其評估方式為何？ 

 

 

十三、您覺得貴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目前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是否

有實際符合新住民在地生活所需： 

□是 

□否 

 

十四、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您覺得「地方政府」可以

再給予協助或可再精進的是： 

□經費挹注 

□人力增加 

□服務站點增設 

□跨局處資源整合與合作(如：就業、衛教…等)  

□結合地方民間單位資源(如：社團、機構、大專院校…等) 

□跨縣市業務交流與合作 

□加強重視程度 

□其他：(請簡要說明) 

 

十五、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您覺得「中央機關」可以

再給予協助或可再精進的是： 

□經費補助 

□專業人才培訓與引進 

□法令規範補強 

□強化與母國相關行政事務的協調 

□跨部會資源整合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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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各地方政府與民間單位資源 

□安排各縣市政府業務交流與觀摩 

□加強重視程度，推廣國人對於新住民的認識及友善度 

□其他：(請簡要說明)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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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工作執行者問卷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工作執行者問卷 

親愛的新住民服務工作者，您好： 

為瞭解本市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設置與運作情形，敬請就您服務

實務經驗，提供寶貴的意見與建議，作為爾後改善或精進外籍配偶及其

家庭服務工作和政策制定參考，並感謝您撥冗填寫本問卷。 

您於本問卷填寫所有相關資料，僅作為本研究學術分析使用，所有

統計分析資料均不會以個人或單一機關方式呈現，請放心填寫。 

新北市政府研考會張碧珊敬上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650 

傳真：(02)2967-0423 

Email：ag9455@ntpc.gov.tw 

 

一、您在貴服務站擔任的職務是： 

□管理者(部門主管或督導) 

□第一線工作執行者(部門同仁) 

□第一線工作執行者(志工) 

 

二、您在貴服務站的服務年資是： 

□未滿 1 年 

□1~2 年 

□3~5 年 

□超過 5 年 

 

三、您的年齡是： 

□未滿 20 歲 

□20~3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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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 歲 

□超過 40 歲 

四、決定貴服務站應提供哪些服務項目時，「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是： 

□視可支應經費、人力多寡而定 

□視在地實際服務對象(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需求而定 

□視在地民意代表或里鄰長的意見而定 

□其他：(請簡要說明) 

 

五、(承上)於決定應提供哪些服務項目時，本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

社會局(本府主管局處)是否有參與決策： 

□皆有參與決策 

□由本服務站提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決定，社會局未參與決策 

□由本服務站決定，中心、社會局未參與決策 

□其他：(請簡要說明) 

 

六、貴服務站「最主要」的服務項目是： 

□電話關懷 

□家庭訪視服務 

□生活適應陪同 

□聯誼活動(辦理各項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 

□生活融入課程(辦理婦女成長課程等) 

□其他服務項目：(請簡要說明。如：福利或法律等生活諮詢、經濟及

就業協助、心理諮商轉介…等) 

 

七、您在業務處理時，覺得新住民朋友一到本市(國)，面對到最大的問題

是：(可複選) 

□語言不同，溝通有障礙 

□對於自身權益及法令等資訊獲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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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民情不同，在與男方家庭的生活適應上較不習慣 

□風俗民情不同，在與社區居民互動上較吃力，有被疏離感 

□其他：(請簡要說明) 

 

八、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覺得做得最有成效的是：(可複選) 

□電話關懷 

□家庭訪視 

□個案服務-生活適應陪同 

□辦理婦女成長課程 

□辦理親子活動、家庭聯誼活動 

□服務站的設備維護情形良好且多樣化，新住民朋友常喜歡來使用 

□其他：(請簡要說明) 

 

九、(承上)覺得做得最有成效的服務項目中，有無曾經獲獎、或頗獲好評

的案例或措施，可供其他縣市(站點)學習參考？ 

 

 

十、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覺得最感困難的是：(可複選) 

□經費不足 

□服務人員人手不足 

□語言專業人才缺乏 

□社福或心理諮商專業人才缺乏 

□社區整體氛圍對新住民家庭照顧議題較不重視，難獲支持與民間資源取得 

□男方家庭對新住民家庭照顧議題較不重視，溝通上易有落差 

□其他：(請簡要說明) 

 

十一、針對貴服務站業務執行成效與服務品質，是否有評估機制： 

□有評估機制 

□未有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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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承上)若有相關成效評估機制，其評估方式為何？ 

 

 

 

十三、您覺得貴服務站目前提供的服務項目，是否有實際符合新住民在地

生活所需： 

□是 

□否 

 

十四、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您覺得「地方政府」可以

再給予協助或可再精進的是：(可複選) 

□經費挹注 

□人力增加 

□服務站點增設 

□跨局處資源整合與合作(如：就業、衛教…等)  

□結合地方民間單位資源(如：社團、機構、大專院校…等) 

□跨縣市業務交流與合作 

□加強重視程度 

□其他：(請簡要說明) 

 

十五、為能更有效的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您覺得「中央機關」可以

再給予協助或可再精進的是：(可複選) 

□經費補助 

□專業人才培訓與引進 

□法令規範補強 

□強化與母國相關行政事務的協調 

□跨部會資源整合與合作 

□媒介各地方政府與民間單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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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各縣市政府業務交流與觀摩 

□加強重視程度，以提升國人對於新住民的認識及友善度 

□其他：(請簡要說明)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填答！ 

 

如果您願意對本議題提供更多的建言，惠請提供連絡方式，讓我們可與

您進行更深入的訪談，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姓氏：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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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工作執行者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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ㄨ
ㄥ職ㄓ

ˊ□大ㄉ
ㄚ
ˋ專ㄓ

ㄨ
ㄢ以ㄧ

ˇ上ㄕ
ㄤ
ˋ 

５、國ㄍ
ㄨ
ㄛ籍́ㄐ

ㄧ
ˊ：□越ㄩ

ㄝ
ˋ南ㄋ

ㄢ
ˊ□印ㄧ

ㄣ
ˋ尼ㄋ

ㄧ
ˊ□菲ㄈ

ㄟ律ㄌ
ㄩ
ˋ賓ㄅ

ㄧ
ㄣ□泰ㄊ

ㄞ
ˋ國ㄍ

ㄨ
ㄛ□́緬ㄇ

ㄧ
ㄢ甸̌

ㄉ
ㄧ
ㄢ□̀大ㄉ

ㄚ
ˋ陸ㄌ

ㄨ
ˋ 

□馬ㄇ
ㄚ
ˇ來ㄌ

ㄞ
ˊ西ㄒ

ㄧ亞ㄧ
ㄚ
ˇ□新ㄒ

ㄧ
ㄣ加

ㄐ
ㄧ
ㄚ坡ㄆ

ㄛ□柬ㄐ
ㄧ
ㄢ埔̌ㄆ

ㄨ
ˇ寨ㄓ

ㄞ
ˋ□寮ㄌ

ㄧ
ㄠ國́

ㄍ
ㄨ
ㄛ□́其ㄑ

ㄧ
ˊ他ㄊ

ㄚ： 

６、職ㄓ
ˊ業ㄧ

ㄝ
ˋ：□家ㄐ

ㄧ
ㄚ管

ㄍ
ㄨ
ㄢ□̌服ㄈ

ㄨ
ˊ務ㄨ

ˋ業ㄧ
ㄝ
ˋ□自ㄗ

ˋ己ㄐ
ㄧ
ˇ當ㄉ

ㄤ老ㄌ
ㄠ
ˇ闆ㄅ

ㄢ
ˇ□上ㄕ

ㄤ
ˋ班ㄅ

ㄢ族ㄗ
ㄨ
ˊ□其ㄑ

ㄧ
ˊ他ㄊ

ㄚ： 

 

第ㄉ
ㄧ
ˋ二ㄦ

ˋ部ㄅ
ㄨ
ˋ分ㄈ

ㄣ
ˋ 使ㄕ

ˇ用ㄩ
ㄥ
ˋ情ㄑ

ㄧ
ㄥ形́

ㄒ
ㄧ
ㄥ及́ㄐ

ㄧ
ˊ感ㄍ

ㄢ
ˇ受ㄕ

ㄡ
ˋ 

７、您ㄋ
ㄧ
ㄣ從́

ㄘ
ㄨ
ㄥ哪́ㄋ

ㄚ
ˇ裡ㄌ

ㄧ
ˇ知ㄓ道ㄉ

ㄠ
ˋ有ㄧ

ㄡ
ˇ這ㄓ個˙

ㄍ
ㄜ服ㄈ

ㄨ
ˊ務ㄨ

ˋ中ㄓ
ㄨ
ㄥ心

ㄒ
ㄧ
ㄣ(站ㄓ

ㄢ
ˋ)？（可ㄎ

ㄜ
ˇ以ㄧ

ˇ複ㄈ
ㄨ
ˋ選ㄒ

ㄩ
ㄢ）̌ 

□從ㄘ
ㄨ
ㄥ其́ㄑ

ㄧ
ˊ它ㄊ

ㄚ政ㄓ
ㄥ
ˋ府ㄈ

ㄨ
ˇ機ㄐ

ㄧ關ㄍ
ㄨ
ㄢ或

ㄏ
ㄨ
ㄛ民̀

ㄇ
ㄧ
ㄣ間́

ㄐ
ㄧ
ㄢ單ㄉ

ㄢ位ㄨ
ㄟ
ˋ得ㄉ

ㄜ
ˊ知ㄓ□從ㄘ

ㄨ
ㄥ網́ㄨ

ㄤ
ˇ站ㄓ

ㄢ
ˋ資ㄗ訊ㄒ

ㄩ
ㄣ得̀ㄉ

ㄜ
ˊ知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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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ㄩ
ㄥ
ˋ電ㄉ

ㄧ
ㄢ話̀

ㄏ
ㄨ
ㄚ（̀或ㄏ

ㄨ
ㄛ1̀999）詢ㄒ

ㄩ
ㄣ問́ㄨ

ㄣ
ˋ得ㄉ

ㄜ
ˊ知ㄓ□新ㄒ

ㄧ
ㄣ聞ㄨ

ㄣ
ˊ廣ㄍ

ㄨ
ㄤ告̌ㄍ

ㄠ
ˋ□有ㄧ

ㄡ
ˇ親ㄑ

ㄧ
ㄣ友ㄧ

ㄡ
ˇ介ㄐ

ㄧ
ㄝ紹̀ㄕ

ㄠ
ˋ 

□自ㄗ
ˋ己ㄐ

ㄧ
ˇ無ㄨ

ˊ意ㄧ
ˋ間ㄐ

ㄧ
ㄢ找ㄓ

ㄠ
ˇ到ㄉ

ㄠ
ˋ□其ㄑ

ㄧ
ˊ他ㄊ

ㄚ： 

８、您ㄋ
ㄧ
ㄣ是́ㄕ

ˋ透ㄊ
ㄡ
ˋ過ㄍ

ㄨ
ㄛ什̀ㄕ

ㄜ
ˊ麼˙

ㄇ
ㄜ方ㄈ

ㄤ式ㄕ
ˋ，知ㄓ道ㄉ

ㄠ
ˋ服ㄈ

ㄨ
ˊ務ㄨ

ˋ中ㄓ
ㄨ
ㄥ心

ㄒ
ㄧ
ㄣ(站ㄓ

ㄢ
ˋ)內ㄋ

ㄟ
ˋ所ㄙ

ㄨ
ㄛ提̌ㄊ

ㄧ
ˊ供ㄍ

ㄨ
ㄥ的

˙
ㄉ
ㄜ服ㄈ

ㄨ
ˊ務ㄨ

ˋ項ㄒ
ㄧ
ㄤ
ˋ

目ㄇ
ㄨ
ˋ？（可ㄎ

ㄜ
ˇ以ㄧ

ˇ複ㄈ
ㄨ
ˋ選ㄒ

ㄩ
ㄢ）̌ 

□透ㄊ
ㄡ
ˋ過ㄍ

ㄨ
ㄛ電̀

ㄉ
ㄧ
ㄢ話̀

ㄏ
ㄨ
ㄚ詢̀

ㄒ
ㄩ
ㄣ問́ㄨ

ㄣ
ˋ工ㄍ

ㄨ
ㄥ作

ㄗ
ㄨ
ㄛ人̀ㄖ

ㄣ
ˊ員ㄩ

ㄢ
ˊ 

□到ㄉ
ㄠ
ˋ現ㄒ

ㄧ
ㄢ場̀ㄔ

ㄤ
ˇ直ㄓ

ˊ接ㄐ
ㄧ
ㄝ詢

ㄒ
ㄩ
ㄣ問́ㄨ

ㄣ
ˋ工ㄍ

ㄨ
ㄥ作

ㄗ
ㄨ
ㄛ人̀ㄖ

ㄣ
ˊ員ㄩ

ㄢ
ˊ 

□到ㄉ
ㄠ
ˋ現ㄒ

ㄧ
ㄢ場̀ㄔ

ㄤ
ˇ索ㄙ

ㄨ
ㄛ取̌ㄑ

ㄩ
ˇ簡ㄐ

ㄧ
ㄢ章̌ㄓ

ㄤ或ㄏ
ㄨ
ㄛ宣̀

ㄒ
ㄩ
ㄢ傳

ㄔ
ㄨ
ㄢ折́ㄓ

ㄜ
ˊ頁ㄧ

ㄝ
ˋ，但ㄉ

ㄢ
ˋ不ㄅ

ㄨ
ˊ會ㄏ

ㄨ
ㄟ直̀ㄓ

ˊ接ㄐ
ㄧ
ㄝ詢

ㄒ
ㄩ
ㄣ問́ㄨ

ㄣ
ˋ工ㄍ

ㄨ
ㄥ作

ㄗ
ㄨ
ㄛ人̀ㄖ

ㄣ
ˊ員ㄩ

ㄢ
ˊ 

□其ㄑ
ㄧ
ˊ他ㄊ

ㄚ： 

９、（接ㄐ
ㄧ
ㄝ上ㄕ

ㄤ
ˋ一ㄧ題ㄊ

ㄧ
ˊ）透ㄊ

ㄡ
ˋ過ㄍ

ㄨ
ㄛ工̀

ㄍ
ㄨ
ㄥ作

ㄗ
ㄨ
ㄛ人̀ㄖ

ㄣ
ˊ員ㄩ

ㄢ
ˊ說ㄕ

ㄨ
ㄛ明

ㄇ
ㄧ
ㄥ後́ㄏ

ㄡ
ˋ，您ㄋ

ㄧ
ㄣ可́ㄎ

ㄜ
ˇ以ㄧ

ˇ清ㄑ
ㄧ
ㄥ楚ㄔ

ㄨ
ˇ瞭ㄌ

ㄧ
ㄠ解̌

ㄐ
ㄧ
ㄝ所̌

ㄙ
ㄨ
ㄛ提̌ㄊ

ㄧ
ˊ供ㄍ

ㄨ
ㄥ

的˙
ㄉ
ㄜ服ㄈ

ㄨ
ˊ務ㄨ

ˋ項ㄒ
ㄧ
ㄤ目̀ㄇ

ㄨ
ˋ嗎˙

ㄇ
ㄚ？ 

□可ㄎ
ㄜ
ˇ以ㄧ

ˇ清ㄑ
ㄧ
ㄥ楚ㄔ

ㄨ
ˇ瞭ㄌ

ㄧ
ㄠ解̌

ㄐ
ㄧ
ㄝ ̌

□不ㄅ
ㄨ
ˋ需ㄒ

ㄩ要ㄧ
ㄠ
ˋ工ㄍ

ㄨ
ㄥ作

ㄗ
ㄨ
ㄛ人̀ㄖ

ㄣ
ˊ員ㄩ

ㄢ
ˊ說ㄕ

ㄨ
ㄛ明

ㄇ
ㄧ
ㄥ，́透ㄊ

ㄡ
ˋ過ㄍ

ㄨ
ㄛ現̀

ㄒ
ㄧ
ㄢ場̀ㄔ

ㄤ
ˇ的˙

ㄉ
ㄜ宣

ㄒ
ㄩ
ㄢ傳

ㄔ
ㄨ
ㄢ折́ㄓ

ㄜ
ˊ頁ㄧ

ㄝ或ㄏ
ㄨ
ㄛ海̀ㄏ

ㄞ
ˇ報ㄅ

ㄠ
ˋ，就ㄐ

ㄧ
ㄡ可̀ㄎ

ㄜ
ˇ

以ㄧ
ˇ清ㄑ

ㄧ
ㄥ楚ㄔ

ㄨ
ˇ瞭ㄌ

ㄧ
ㄠ解̌

ㄐ
ㄧ
ㄝ ̌

□無ㄨ
ˊ法ㄈ

ㄚ
ˇ清ㄑ

ㄧ
ㄥ楚ㄔ

ㄨ
ˇ瞭ㄌ

ㄧ
ㄠ解̌

ㄐ
ㄧ
ㄝ ̌

□其ㄑ
ㄧ
ˊ他ㄊ

ㄚ： 

１０、您ㄋ
ㄧ
ㄣ覺́

ㄐ
ㄩ
ㄝ得́

˙
ㄉ
ㄜ來ㄌ

ㄞ
ˊ到ㄉ

ㄠ
ˋ本ㄅ

ㄣ
ˇ市ㄕ

ˋ(國ㄍ
ㄨ
ㄛ)́，面ㄇ

ㄧ
ㄢ對̀

ㄉ
ㄨ
ㄟ到̀ㄉ

ㄠ
ˋ最ㄗ

ㄨ
ㄟ大̀ㄉ

ㄚ
ˋ的˙

ㄉ
ㄜ問ㄨ

ㄣ
ˋ題ㄊ

ㄧ
ˊ是ㄕ

ˋ：（可ㄎ
ㄜ
ˇ以ㄧ

ˇ複ㄈ
ㄨ
ˋ選ㄒ

ㄩ
ㄢ）̌ 

□語ㄩ
ˇ言ㄧ

ㄢ
ˊ不ㄅ

ㄨ
ˋ通ㄊ

ㄨ
ㄥ，溝ㄍ

ㄡ通ㄊ
ㄨ
ㄥ有ㄧ

ㄡ
ˇ障ㄓ

ㄤ
ˋ礙ㄞ

ˋ 

□對ㄉ
ㄨ
ㄟ於̀ㄩ

ˊ自ㄗ
ˋ己ㄐ

ㄧ
ˇ的˙

ㄉ
ㄜ權

ㄑ
ㄩ
ㄢ益́ㄧ

ˋ，不ㄅ
ㄨ
ˋ清ㄑ

ㄧ
ㄥ楚ㄔ

ㄨ
ˇ 

□在ㄗ
ㄞ
ˋ男ㄋ

ㄢ
ˊ方ㄈ

ㄤ家ㄐ
ㄧ
ㄚ庭

ㄊ
ㄧ
ㄥ生́ㄕ

ㄥ活ㄏ
ㄨ
ㄛ適́ㄕ

ˋ應ㄧ
ㄥ
ˋ上ㄕ

ㄤ
ˋ，較ㄐ

ㄧ
ㄠ不̀ㄅ

ㄨ
ˊ習ㄒ

ㄧ
ˊ慣ㄍ

ㄨ
ㄢ ̀

□與ㄩ
ˇ社ㄕ

ㄜ
ˋ區ㄑ

ㄩ居ㄐ
ㄩ民ㄇ

ㄧ
ㄣ互́ㄏ

ㄨ
ˋ動ㄉ

ㄨ
ㄥ上̀ㄕ

ㄤ
ˋ較ㄐ

ㄧ
ㄠ吃̀ㄔ力ㄌ，有ㄧ

ㄡ
ˇ疏ㄕ

ㄨ離ㄌ
ㄧ
ˊ感ㄍ

ㄢ
ˇ 

□其ㄑ
ㄧ
ˊ他ㄊ

ㄚ：(請ㄑ
ㄧ
ㄥ簡̌

ㄐ
ㄧ
ㄢ要̌ㄧ

ㄠ
ˋ說ㄕ

ㄨ
ㄛ明

ㄇ
ㄧ
ㄥ)́ 

１１、您ㄋ
ㄧ
ㄣ最́

ㄗ
ㄨ
ㄟ常̀ㄔ

ㄤ
ˊ使ㄕ

ˇ用ㄩ
ㄥ
ˋ到ㄉ

ㄠ
ˋ的˙

ㄉ
ㄜ服ㄈ

ㄨ
ˊ務ㄨ

ˋ是ㄕ
ˋ什ㄕ

ㄜ
ˊ麼˙

ㄇ
ㄜ：(可ㄎ

ㄜ
ˇ以ㄧ

ˇ複ㄈ
ㄨ
ˋ選ㄒ

ㄩ
ㄢ)̌ 

□社ㄕ
ㄜ
ˋ工ㄍ

ㄨ
ㄥ人ㄖ

ㄣ
ˊ員ㄩ

ㄢ
ˊ的˙

ㄉ
ㄜ電

ㄉ
ㄧ
ㄢ話̀

ㄏ
ㄨ
ㄚ聯̀

ㄌ
ㄧ
ㄢ繫́ㄒ

ㄧ 

□社ㄕ
ㄜ
ˋ工ㄍ

ㄨ
ㄥ人ㄖ

ㄣ
ˊ員ㄩ

ㄢ
ˊ的˙

ㄉ
ㄜ家

ㄐ
ㄧ
ㄚ庭

ㄊ
ㄧ
ㄥ訪́ㄈ

ㄤ
ˇ視ㄕ

ˋ 

□聯ㄌ
ㄧ
ㄢ誼́ㄧ

ˊ活ㄏ
ㄨ
ㄛ動́

ㄉ
ㄨ
ㄥ(̀服ㄈ

ㄨ
ˊ務ㄨ

ˋ中ㄓ
ㄨ
ㄥ心

ㄒ
ㄧ
ㄣ或

ㄏ
ㄨ
ㄛ關̀

ㄍ
ㄨ
ㄢ懷

ㄏ
ㄨ
ㄞ站́ㄓ

ㄢ
ˋ舉ㄐ

ㄩ
ˇ辦ㄅ的˙

ㄉ
ㄜ親

ㄑ
ㄧ
ㄣ子ㄗ

ˇ活ㄏ
ㄨ
ㄛ動́

ㄉ
ㄨ
ㄥ、̀家

ㄐ
ㄧ
ㄚ庭

ㄊ
ㄧ
ㄥ聯́

ㄌ
ㄧ
ㄢ誼́ㄧ

ˊ

活ㄏ
ㄨ
ㄛ動́

ㄉ
ㄨ
ㄥ)̀ 

□生ㄕ
ㄥ活ㄏ

ㄨ
ㄛ融́

ㄖ
ㄨ
ㄥ入́ㄖ

ㄨ
ˋ課ㄎ

ㄜ
ˋ程ㄔ

ㄥ
ˊ(服ㄈ

ㄨ
ˊ務ㄨ

ˋ中ㄓ
ㄨ
ㄥ心

ㄒ
ㄧ
ㄣ或

ㄏ
ㄨ
ㄛ關̀

ㄍ
ㄨ
ㄢ懷

ㄏ
ㄨ
ㄞ站́ㄓ

ㄢ
ˋ舉ㄐ

ㄩ
ˇ辦ㄅ

ㄢ
ˋ的˙

ㄉ
ㄜ婦ㄈ

ㄨ
ˋ女ㄋ

ㄩ
ˇ成ㄔ

ㄥ
ˊ長ㄓ

ㄤ
ˇ課ㄎ

ㄜ
ˋ

程ㄔ
ㄥ
ˊ，例ㄌ

ㄧ
ˋ如ㄖ

ㄨ
ˊ：電ㄉ

ㄧ
ㄢ腦̀ㄋ

ㄠ
ˇ、語ㄩ

ˇ言ㄧ
ㄢ
ˊ、法ㄈ

ㄚ
ˇ律ㄌ

ㄩ
ˋ、手ㄕ

ㄡ
ˇ工ㄍ

ㄨ
ㄥ藝ㄧ

ˋ或ㄏ
ㄨ
ㄛ技̀ㄐ

ㄧ
ˋ術ㄕ

ㄨ
ˋ等ㄉ

ㄥ
ˇ課ㄎ

ㄜ
ˋ程ㄔ

ㄥ
ˊ講ㄐ

ㄧ
ㄤ座̌

ㄗ
ㄨ
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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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ㄅ
ㄛ打ㄉ

ㄚ
ˇ免ㄇ

ㄧ
ㄢ付̌ㄈ

ㄨ
ˋ費ㄈ

ㄟ
ˋ電ㄉ

ㄧ
ㄢ話̀

ㄏ
ㄨ
ㄚ諮̀ㄗ詢ㄒ

ㄩ
ㄣ專́

ㄓ
ㄨ
ㄢ線

ㄒ
ㄧ
ㄢ ̀

□通ㄊ
ㄨ
ㄥ譯ㄧ

ˋ服ㄈ
ㄨ
ˊ務ㄨ

ˋ 

□東ㄉ
ㄨ
ㄥ南ㄋ

ㄢ
ˊ亞ㄧ

ㄚ
ˇ等ㄉ

ㄥ
ˇ母ㄇ

ㄨ
ˇ國ㄍ

ㄨ
ㄛ書́ㄕ

ㄨ報ㄅ
ㄠ
ˋ、雜ㄗ

ㄚ
ˊ誌ㄓ

ˋ的˙
ㄉ
ㄜ閱ㄩ

ㄝ
ˋ讀ㄉ

ㄨ
ˊ及ㄐ

ㄧ
ˊ借ㄐ

ㄧ
ㄝ閱̀ㄩ

ㄝ
ˋ 

□服ㄈ
ㄨ
ˊ務ㄨ

ˋ據ㄐ
ㄩ
ˋ點ㄉ

ㄧ
ㄢ內̌ㄋ

ㄟ
ˋ的˙

ㄉ
ㄜ健

ㄐ
ㄧ
ㄢ身̀ㄕ

ㄣ或ㄏ
ㄨ
ㄛ文̀ㄨ

ㄣ
ˊ教ㄐ

ㄧ
ㄠ空̀

ㄎ
ㄨ
ㄥ間

ㄐ
ㄧ
ㄢ及ㄐ

ㄧ
ˊ設ㄕ

ㄜ
ˋ備ㄅ

ㄟ
ˋ的˙

ㄉ
ㄜ使ㄕ

ˇ用ㄩ
ㄥ
ˋ 

□其ㄑ
ㄧ
ˊ他ㄊ

ㄚ： 

１２、您ㄋ
ㄧ
ㄣ對́

ㄉ
ㄨ
ㄟ於̀ㄩ

ˊ工ㄍ
ㄨ
ㄥ作

ㄗ
ㄨ
ㄛ人̀ㄖ

ㄣ
ˊ員ㄩ

ㄢ的˙
ㄉ
ㄜ服ㄈ

ㄨ
ˊ務ㄨ

ˋ表ㄅ
ㄧ
ㄠ現̌

ㄒ
ㄧ
ㄢ是̀ㄕ

ˋ否ㄈ
ㄡ
ˇ滿ㄇ

ㄢ
ˇ意ㄧ

ˋ？ 

□非ㄈ
ㄟ常ㄔ

ㄤ
ˊ滿ㄇ

ㄢ
ˇ意ㄧ

ˋ 

□滿ㄇ
ㄢ
ˇ意ㄧ

ˋ 

□不ㄅ
ㄨ
ˋ滿ㄇ

ㄢ
ˇ意ㄧ

ˋ 

□非ㄈ
ㄟ常ㄔ

ㄤ
ˊ不ㄅ

ㄨ
ˋ滿ㄇ

ㄢ
ˇ意ㄧ

ˋ 

１３、您ㄋ
ㄧ
ㄣ對́

ㄉ
ㄨ
ㄟ於̀ㄩ

ˊ服ㄈ
ㄨ
ˊ務ㄨ

ˋ中ㄓ
ㄨ
ㄥ心

ㄒ
ㄧ
ㄣ(站ㄓ

ㄢ
ˋ)舉ㄐ

ㄩ
ˇ辦ㄅ

ㄢ
ˋ的˙

ㄉ
ㄜ親

ㄑ
ㄧ
ㄣ子ㄗ

ˇ、家ㄐ
ㄧ
ㄚ庭

ㄊ
ㄧ
ㄥ聯́

ㄌ
ㄧ
ㄢ誼́ㄧ

ˊ、成ㄔ
ㄥ
ˊ長ㄓ

ㄤ
ˇ課ㄎ

ㄜ
ˋ程ㄔ

ㄥ
ˊ等ㄉ

ㄥ
ˇ

活ㄏ
ㄨ
ㄛ動́

ㄉ
ㄨ
ㄥ安̀ㄢ排ㄆ

ㄞ
ˊ是ㄕ

ˋ否ㄈ
ㄡ
ˇ滿ㄇ

ㄢ
ˇ意ㄧ

ˋ？ 

□非ㄈ
ㄟ常ㄔ

ㄤ
ˊ滿ㄇ

ㄢ
ˇ意ㄧ

ˋ 

□滿ㄇ
ㄢ
ˇ意ㄧ

ˋ 

□不ㄅ
ㄨ
ˋ滿ㄇ

ㄢ
ˇ意ㄧ

ˋ 

□非ㄈ
ㄟ常ㄔ

ㄤ
ˊ不ㄅ

ㄨ
ˋ滿ㄇ

ㄢ
ˇ意ㄧ

ˋ 

１４、整ㄓ
ㄥ
ˇ體ㄊ

ㄧ
ˇ而ㄦ

ˊ言ㄧ
ㄢ
ˊ，您ㄋ

ㄧ
ㄣ對́

ㄉ
ㄨ
ㄟ服̀ㄈ

ㄨ
ˊ務ㄨ

ˋ中ㄓ
ㄨ
ㄥ心

ㄒ
ㄧ
ㄣ(站ㄓ

ㄢ
ˋ)所ㄙ

ㄨ
ㄛ提̌ㄊ

ㄧ
ˊ供ㄍ

ㄨ
ㄥ的

˙
ㄉ
ㄜ服ㄈ

ㄨ
ˊ務ㄨ

ˋ滿ㄇ
ㄢ
ˇ不ㄅ

ㄨ
ˋ滿ㄇ

ㄢ
ˇ意ㄧ

ˋ？ 

□非ㄈ
ㄟ常ㄔ

ㄤ
ˊ滿ㄇ

ㄢ
ˇ意ㄧ

ˋ（跳ㄊ
ㄧ
ㄠ答̀ㄉ

ㄚ
ˊ第ㄉ

ㄧ
ˋ１５題ㄊ

ㄧ
ˊ） 

□滿ㄇ
ㄢ
ˇ意ㄧ

ˋ（跳ㄊ
ㄧ
ㄠ答̀ㄉ

ㄚ
ˊ第ㄉ

ㄧ
ˋ１５題ㄊ

ㄧ
ˊ） 

□不ㄅ
ㄨ
ˋ滿ㄇ

ㄢ
ˇ意ㄧ

ˋ 

□非ㄈ
ㄟ常ㄔ

ㄤ
ˊ不ㄅ

ㄨ
ˋ滿ㄇ

ㄢ
ˇ意ㄧ

ˋ 

１５、您ㄋ
ㄧ
ㄣ對́

ㄉ
ㄨ
ㄟ服̀ㄈ

ㄨ
ˊ務ㄨ

ˋ中ㄓ
ㄨ
ㄥ心

ㄒ
ㄧ
ㄣ(站ㄓ

ㄢ
ˋ)不ㄅ

ㄨ
ˋ滿ㄇ

ㄢ
ˇ意ㄧ

ˋ的˙
ㄉ
ㄜ原ㄩ

ㄢ
ˊ因ㄧ

ㄣ為ㄨ
ㄟ
ˋ何ㄏ

ㄜ
ˊ？(可ㄎ

ㄜ
ˇ以ㄧ

ˇ複ㄈ
ㄨ
ˋ選ㄒ

ㄩ
ㄢ)̌ 

□工ㄍ
ㄨ
ㄥ作

ㄗ
ㄨ
ㄛ人̀ㄖ

ㄣ
ˊ員ㄩ

ㄢ
ˊ要ㄧ

ㄠ
ˋ面ㄇ

ㄧ
ㄢ對̀

ㄉ
ㄨ
ㄟ的̀

˙
ㄉ
ㄜ個ㄍ

ㄜ
ˋ案ㄢ

ˋ多ㄉ
ㄨ
ㄛ、太ㄊ

ㄞ
ˋ忙ㄇ

ㄤ
ˊ，無ㄨ

ˊ法ㄈ
ㄚ
ˇ適ㄕ

ˋ時ㄕ
ˊ提ㄊ

ㄧ
ˊ供ㄍ

ㄨ
ㄥ幫ㄅ

ㄤ忙ㄇ
ㄤ
ˊ 

□工ㄍ
ㄨ
ㄥ作

ㄗ
ㄨ
ㄛ人̀ㄖ

ㄣ
ˊ員ㄩ

ㄢ
ˊ不ㄅ

ㄨ
ˋ懂ㄉ

ㄨ
ㄥ本̌ㄅ

ㄣ
ˇ人ㄖ

ㄣ
ˊ母ㄇ

ㄨ
ˇ國ㄍ

ㄨ
ㄛ語́ㄩ

ˇ言ㄧ
ㄢ
ˊ，無ㄨ

ˊ法ㄈ
ㄚ
ˇ清ㄑ

ㄧ
ㄥ楚ㄔ

ㄨ
ˇ瞭ㄌ

ㄧ
ㄠ解̌

ㄐ
ㄧ
ㄝ本̌ㄅ

ㄣ
ˇ人ㄖ

ㄣ
ˊ的˙

ㄉ
ㄜ需ㄒ

ㄩ求ㄑ
ㄧ
ㄡ ́

□工ㄍ
ㄨ
ㄥ作

ㄗ
ㄨ
ㄛ人̀ㄖ

ㄣ
ˊ員ㄩ

ㄢ
ˊ的˙

ㄉ
ㄜ心

ㄒ
ㄧ
ㄣ理ㄌ

ㄧ
ˇ諮ㄗ商ㄕ

ㄤ或ㄏ
ㄨ
ㄛ法̀ㄈ

ㄚ
ˇ律ㄌ

ㄩ
ˋ專ㄓ

ㄨ
ㄢ業ㄧ

ㄝ
ˋ性ㄒ

ㄧ
ㄥ不̀ㄅ

ㄨ
ˋ足ㄗ

ㄨ
ˊ，無ㄨ

ˊ法ㄈ
ㄚ
ˇ提ㄊ

ㄧ
ˊ供ㄍ

ㄨ
ㄥ適ㄕ

ˋ當ㄉ
ㄤ
ˋ

的˙
ㄉ
ㄜ幫ㄅ

ㄤ忙ㄇ
ㄤ
ˊ 

□活ㄏ
ㄨ
ㄛ動́

ㄉ
ㄨ
ㄥ或̀

ㄏ
ㄨ
ㄛ課̀ㄎ

ㄜ
ˋ程ㄔ

ㄥ
ˊ辦ㄅ

ㄢ
ˋ理ㄌ

ㄧ
ˇ的˙

ㄉ
ㄜ時ㄕ

ˊ間ㄐ
ㄧ
ㄢ，本ㄅ

ㄣ
ˇ人ㄖ

ㄣ
ˊ因ㄧ

ㄣ為ㄨ
ㄟ
ˋ要ㄧ

ㄠ
ˋ工ㄍ

ㄨ
ㄥ作

ㄗ
ㄨ
ㄛ或̀

ㄏ
ㄨ
ㄛ照̀ㄓ

ㄠ
ˋ顧ㄍ

ㄨ
ˋ家ㄐ

ㄧ
ㄚ庭

ㄊ
ㄧ
ㄥ，́無ㄨ

ˊ

法ㄈ
ㄚ
ˇ配ㄆ

ㄟ
ˋ合ㄏ

ㄜ
ˊ 

□活ㄏ
ㄨ
ㄛ動́

ㄉ
ㄨ
ㄥ或̀

ㄏ
ㄨ
ㄛ課̀ㄎ

ㄜ
ˋ程ㄔ

ㄥ
ˊ內ㄋ

ㄟ
ˋ容ㄖ

ㄨ
ㄥ，́不ㄅ

ㄨ
ˋ符ㄈ

ㄨ
ˊ合ㄏ

ㄜ
ˊ本ㄅ

ㄣ
ˇ人ㄖ

ㄣ
ˊ需ㄒ

ㄩ求ㄑ
ㄧ
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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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ㄈ
ㄨ
ˊ務ㄨ

ˋ中ㄓ
ㄨ
ㄥ心

ㄒ
ㄧ
ㄣ(站ㄓ

ㄢ
ˋ)的˙

ㄉ
ㄜ設ㄕ

ㄜ
ˋ施ㄕ或ㄏ

ㄨ
ㄛ設̀ㄕ

ㄜ
ˋ備ㄅ

ㄟ
ˋ不ㄅ

ㄨ
ˋ易ㄧ

ˋ操ㄘ
ㄠ作ㄗ

ㄨ
ㄛ ̀

□服ㄈ
ㄨ
ˊ務ㄨ

ˋ中ㄓ
ㄨ
ㄥ心

ㄒ
ㄧ
ㄣ(站ㄓ

ㄢ
ˋ)的˙

ㄉ
ㄜ設ㄕ

ㄜ
ˋ施ㄕ或ㄏ

ㄨ
ㄛ設̀ㄕ

ㄜ
ˋ備ㄅ

ㄟ
ˋ老ㄌ

ㄠ
ˇ舊ㄐ

ㄧ
ㄡ、̀或ㄏ

ㄨ
ㄛ未̀ㄨ

ㄟ
ˋ定ㄉ

ㄧ
ㄥ時̀ㄕ

ˊ清ㄑ
ㄧ
ㄥ潔

ㄐ
ㄧ
ㄝ或́

ㄏ
ㄨ
ㄛ整̀ㄓ

ㄥ
ˇ理ㄌ

ㄧ
ˇ 

□男ㄋ
ㄢ
ˊ方ㄈ

ㄤ家ㄐ
ㄧ
ㄚ庭

ㄊ
ㄧ
ㄥ對́

ㄉ
ㄨ
ㄟ新̀

ㄒ
ㄧ
ㄣ住ㄓ

ㄨ
ˋ民ㄇ

ㄧ
ㄣ福́ㄈ

ㄨ
ˊ利ㄌ

ㄧ
ˋ議ㄧ

ˋ題ㄊ
ㄧ
ˊ較ㄐ

ㄧ
ㄠ不̀ㄅ

ㄨ
ˊ重ㄓ

ㄨ
ㄥ視̀ㄕ

ˋ，影ㄧ
ㄥ
ˇ響ㄒ

ㄧ
ㄤ本̌ㄅ

ㄣ
ˇ人ㄖ

ㄣ
ˊ參ㄘ

ㄢ與ㄩ
ˋ意ㄧ

ˋ

願ㄩ
ㄢ
ˋ 

□社ㄕ
ㄜ
ˋ區ㄑ

ㄩ裡ㄌ
ㄧ
ˇ對ㄉ

ㄨ
ㄟ新̀

ㄒ
ㄧ
ㄣ住ㄓ

ㄨ
ˋ民ㄇ

ㄧ
ㄣ福́ㄈ

ㄨ
ˊ利ㄌ

ㄧ
ˋ議ㄧ題較ㄐ

ㄧ
ㄠ不̀ㄅ

ㄨ
ˋ重ㄓ

ㄨ
ㄥ視̀ㄕ

ˋ，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新ㄒ

ㄧ
ㄣ住ㄓ

ㄨ
ˋ民ㄇ

ㄧ
ㄣ姐́

ㄐ
ㄧ
ㄝ妹̌ㄇ

ㄟ
ˋ們˙

ㄇ
ㄣ

一ㄧ起ㄑ
ㄧ
ˇ作ㄗ

ㄨ
ㄛ伴̀ㄅ

ㄢ
ˋ，影ㄧ

ㄥ
ˇ響ㄒ

ㄧ
ㄤ本̌ㄅ

ㄣ
ˇ人ㄖ

ㄣ
ˊ參ㄘ

ㄢ與ㄩ
ˋ意ㄧ

ˋ願ㄩ
ㄢ
ˋ 

□其ㄑ
ㄧ
ˊ他ㄊ

ㄚ： 

 

１６、您ㄋ
ㄧ
ㄣ對́

ㄉ
ㄨ
ㄟ於̀ㄩ

ˊ服ㄈ
ㄨ
ˊ務ㄨ

ˋ中ㄓ
ㄨ
ㄥ心

ㄒ
ㄧ
ㄣ(站ㄓ

ㄢ
ˋ)的˙

ㄉ
ㄜ服ㄈ

ㄨ
ˊ務ㄨ

ˋ或ㄏ
ㄨ
ㄛ運̀ㄩ

ㄣ
ˋ作ㄗ

ㄨ
ㄛ，̀有ㄧ

ㄡ
ˇ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覺ㄐ

ㄩ
ㄝ得́ㄉ

ㄜ
ˊ應ㄧ

ㄥ該ㄍ
ㄞ加ㄐ

ㄧ
ㄚ強

ㄑ
ㄧ
ㄤ
ˊ

或ㄏ
ㄨ
ㄛ改̀ㄍ

ㄞ
ˇ善ㄕ

ㄢ
ˋ的˙

ㄉ
ㄜ地ㄉ

ㄧ
ˋ方ㄈ

ㄤ？（例ㄌ
ㄧ
ˋ如ㄖ

ㄨ
ˊ：能ㄋ

ㄥ
ˊ夠ㄍ

ㄡ
ˋ再ㄗ

ㄞ
ˋ增ㄗ

ㄥ加ㄐ
ㄧ
ㄚ何ㄏ

ㄜ
ˊ種ㄓ

ㄨ
ㄥ服̌ㄈ

ㄨ
ˊ務ㄨ

ˋ…） 

 

 

 

 

問ㄨ
ㄣ
ˋ卷ㄐ

ㄩ
ㄢ到̀ㄉ

ㄠ
ˋ此ㄘ

ˇ結ㄐ
ㄧ
ㄝ束́ㄕ

ㄨ
ˋ，非ㄈ

ㄟ常ㄔ
ㄤ
ˊ感ㄍ

ㄢ
ˇ謝ㄒ

ㄧ
ㄝ您̀

ㄋ
ㄧ
ㄣ填́

ㄊ
ㄧ
ㄢ寫́

ㄒ
ㄧ
ㄝ本̌ㄅ

ㄣ
ˇ問ㄨ

ㄣ
ˋ卷ㄐ

ㄩ
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