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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

近年來，政府不斷努力再復甦原住民文化傳承與原住民族

的競爭能力培育，以保障原住民文化的永續發展，原住民教育

能透過小學、中學、高中職、大學至研究所等正規學習場域來

延續原民文化，並且也能夠落實原住民教育法的內涵與精神，

以永續原住民的語言與文化。透過教育力量，肯定原住民文化

的價值，尊重原住民的教育人權，增加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

的可能性，進而促進社會正義與公平機會的實現。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到了2030年，新住民比率將達到台

灣人口的13%，他們不再是人口弱勢，也不再是非主流。在台

灣希望邁向國際化的同時，是否應思考轉換政策角度，賦予他

們更平等的權利，從更有國際觀的角度看待新住民和下一代子

女，因為這些多元語言人才將是台灣寶貴的資產。

從開放兩岸探親到南向政策，從少子化到男女比例失衡，從不

婚、晚婚到高離婚率，從高齡化、工業化到農村人力短缺，跨

國婚姻買賣仲介的暴利加上國內公民的需求，我國新住民人數

持續攀升，2017年12月已達559,426人大關。新住民已成為原

住民、福佬、客家、外省人之外台灣的第5大族群，並將在幾年

後超過原住民人口，所以針對新住民問題將不可輕忽。

本篇主要在呈現原住民及新住民，於本行政區居住人口數量、

結構、變遷、分布、特徵及其變動情形，從而瞭解原住民族新

住民之人力資源分配及其素質，據以作為政府規劃人力運作、

社會福利及經濟發展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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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住民人口分布及特性

一、現居原住民人口結構及人口數

106年底我國戶籍登記註記為原住民身分之人口559,426

人(平地原住民有262,316人占46.9%，山地原住民297,110

人占53.1%)，較105年底人口數553,228人口增加1.12%，

占總人口比率為2.37%，該比重逐年上升。

本行政區為山坡地較多之地區，屬山地原住民專屬地區，

在本轄區5個里內，其中平地原住民計148人、山地原住民

計2,710人，原住民人數總計2,858人，男性人口數1,412

人，女性人口數1,446人，性比例97.65。

【圖1、106年新北市烏來區現住原住民人口結構圖】

單位：人、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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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新店戶政事務所烏來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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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新北市烏來區各里現住原住民人口數】
中華民國106年底

單位：人

里 別 人數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忠治里 769 718 51

烏來里 1,175 1,111 64

孝義里 0 0 0

信賢里 260 249 11

福山里 654 632 22
總 計 2,858 2,710 148

【圖2、106年新北市烏來區各里現住原住民人口統計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新店戶政事務所烏來區所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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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居原住民人口及教育程度
全國原住民教育人口依據內政部戶政司106年底總計

449,152人，其中接受九年國教人數151,139人，接受高級

中等學校179,041人，大專院校者109,820人，碩博士以上

者7,353人，接受其他教育者(自修)448人，不識字者1,351

人。

本行政區十五歲以上原住民人口數2,279人，其中教育程

度最高為博士1人、碩士32人、大學414人、專科183人、

高中(職)976人、國中406人、國小264人、自修1；不識字

者2人，其15歲以上識字率為100%。

說明：15歲以上識字率(%)

博士識字率=【博士總人口數/15歲以上識字總人口數*100】

碩士識字率=【碩士總人口數/15歲以上識字總人口數*100】

大學識字率=【大學總人口數/15歲以上識字總人口數*100】

專科識字率=【專科總人口數/15歲以上識字總人口數*100】

【表2、新北市烏來區現住原住民人口之教育程度】
中華民國106年底 單位：人

資料來源：新北市新店戶政事務所烏來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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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居原住民族群結構

本區為新北市唯一原住民地區，就民國106年度本區原

住民人口為2,858人約佔全區人口數之45.22%，非原住

民為3,462人約佔全區人口數之54.77%，泰雅族為

2,587人佔全區人口數為40.93%最多，阿美族為134人

佔全區人口數為2.12%居次，布農族為37人佔人口數為

0.58%第三。
【表3、106年新北市烏來區現住原住民族別人口數】

106年底

別族 人口數(人)

總計 2,858

泰雅族 2,587

阿美族 134

布農族 37

排灣族 23

卑南族 8

太魯閣族 33

鄒族 8

賽夏族 4

魯凱族 9

噶瑪蘭族 1

賽德克族 5

達悟族 1

未申報 8

資料來源：新北市新店戶政事務所烏來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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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6年新北市烏來區現住原住民族別人口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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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住民國籍及居住各里人口

一 、新住民國籍人口

台灣的新住民，是指從外國移民到台灣，並在台灣定居的

人大部分的新住民以來自大陸、越南、印尼、泰國、緬甸和

及他國籍等。為瞭解本行政區新住民居住狀況，參考新北市

新住民專區網站資料，特以本篇加以分析。做為未來本區幫

助外來人士適應在台生活，並提升其教育及生活品質。本行

政區內新住民大部分皆因與本區居民婚姻關係，而遷入本行

政區居住；在本轄區大陸配偶計63人，佔本區新住民總人口

數50%；外籍配偶共61人，以下分別為：越南籍配偶計23

人、印尼籍配偶計9人、泰國籍配偶計6人、緬甸籍配偶計2

人及其他國籍配偶計21。新住民居住本區總計124人，佔本

行政區總人口數6,320人比率為1.96%。

【圖4、106年新北市烏來區新住民國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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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新北市烏來區新住民國籍統計表】

統計期間：截止至2017/12/31      單位：人

二、新住民各里居住人口數

依據本區各里居住新住民人口數達124人，其人口數及

佔有比率依序為下列：

1.忠治里居住人數為22人佔全區新住民人口比率為17.74%。

2.烏來里居住人數為70人佔全區新住民人口比率為56.45%。

3.孝義里居住人數為5人佔全區新住民人口比率為4.03%。

4.信賢里居住人數為15人佔全區新住民人口比率為12.09%。

5.福山里居住人數為12人佔全區新住民人口比率為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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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別
Num. of
Ts‘uns

&
Lins

忠治里 烏來里 孝義里 信賢里 福山里

人數
Number

22 70 5 15 12

百分比
(%) 17.74 56.45 4.03 12.09 9.67

【表5、106年新北市烏來區新住民人口各里居住人數表】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圖5、106年新北市烏來區新住民人口各里居住人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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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古就是移民社會，早已具備成熟的多元文化

素養與積極作為，使今日的新住民如同我們移民而來

的祖先一般成長與發展。台灣新住民遭遇與發展困

境，外籍配偶在台生活適應7大問題：

一、種族歧視與文化偏見造成的壓力。

二、商品化的婚姻導致夫家嚴密監控，生活侷限在

家庭中。

三、短期婚配，婚姻穩定性不足。

四、語言不適語文化差異。

五、子女教養壓力。

六、就業問題與貧窮化。

七、婚姻暴力問題。

另外就法的立場目前存在尚待加強修改與執行問題有

下列：

一、不合理的移民法規。

二、模糊的權責架構。

三、跨國婚姻謀合管理與婚前教育。

四、家庭勞務價值與新住民就業。

五、新住民識字教育與全球化流通。

六、新住民子女教育與社會培力。

七、福利輸送體系的可能與限制。

10

肆、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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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因婚姻關係遷入本區，依上述統計資料，本區新

住民人口已有增加趨勢，其教育方面與社會福利照目前通

過法規，實無法滿足爾後對其婚姻狀況及小孩教育的關懷

照顧，建議上級修改法令規章，增加福利狀況以符人權。

而在協助新住民方面，我們除了放寬外籍人士歸化條件，

應推動了多項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計畫，使新住民們可以

平穩、快速的融入在臺灣的新生活。另外針對原住民部分

盡速處理下列相關事項，協助原住民各族人文歷史研究建

立史料並加以加強保存，期能傳承族群文化，創造永續發

展的機會，各族群凝聚文化意識，建構民族文化主體性，

帶動原住民族文史研究，建構原住民族史觀，提高族群文

化能見度，創造族群文化附加價值：

一、保存及維護原住民族部落傳統生活文化場域與
文化資 本，強化原住民族對在地環境之認同，
建構原住民族人文特色。

二、清點、整理、彙整、蒐集及出版原住民文獻，
並帶動原住民族人史研究，建構原住民族史。

三、推廣原住民族文化藝術，傳遞原住民文化、土
地議題、教育議題及文化議題等各種現況。

針對全國原住民及新住民弱勢團體，政府間各相關單

位應就各類需求定期檢討法令，讓他們能盡力為居住的

土地及社會貢獻一份力量，使社會安定祥和及族群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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