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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年來因社經環境變遷，人口結構改變，出生率逐年下降，並逐步

波及其他教育階段之生源，其衝擊程度堪稱既深且鉅。隨著經濟自由與

發展，逐漸擴大與國際社會交流，並有所機會前往大陸與東南亞各地區

經商，開啟臺灣與這些地區無論在經濟、文化等交流，亦受政策性的影

響，持有外僑居留證、永久居留證之新住民，申請入境停留、居留及定

居之中國大陸配偶，以及取得國籍之新住民與日俱增。儘管中外聯姻盛

況雖不若從前，然跨國聯姻卻已對我國出生人口數與未來教育階段生源

之減少產生紓緩成效。  

近年來有關新住民子女研究，多數認為在學業上相對較本國籍學生

差，有研究發現其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均隨性別不同有所差異，本篇納

入性別觀點加以檢視本市新住民子女就讀國中小性別結構資料差異分析，

冀望提供相關單位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時，進而有效地提升其子女之學習

成效。  

貳、 名詞定義 

一、 新住民：依內政部定義係指「配有之一方持有外僑居留證、永久

居留證，申請入境停、居留及定居我國之中國大陸（含港澳地區）

配偶」。 

二、 新住民子女：係指子女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台灣地區設

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非居住台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三、 本文所稱「中國大陸」，含大陸及港澳地區；「外國籍」指中國

大陸以外國家之國籍。 

參、 新住民人口概況分析 

一、 截至 104 年底本市新住民有 59,189 人，10 年來增加 26.21％，9
成 4 為女性配偶，男性配偶所占比重有逐年增加之趨勢；其中約

7 成 2 來自中國大陸（含港澳地區）。 

截至104年底，本市新住民人數59,189人，較95年底46,897人
增加26.21％，占全市人口2.13％，其人口數與增加速度均甚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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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原住民（占全市1.18％）。（詳表1） 

按國籍粗分為2類，104年底新住民人口中，中國大陸（含港

澳）配偶占7成2（女性67.96％；男性3.80％），外國籍配偶占2
成8（女性25.79％；男性2.45％），9成4以上為女性配偶。10年
來，中國大陸女性配偶所占結構比重約占6成8，外國籍女性配偶

則有漸減之趨勢，可能為近年來我國與中國大陸經貿往來密切，

語言及文化相近所致。而男性配偶方面，反呈現比重逐年增加之

勢。（詳表2） 

細觀新住民原屬國籍，104年底以大陸地區新住民41,477人最

多，占所有國籍配偶之70.08％，其次為越南籍10,843人，占18.32
％，印尼籍2,045人再次之，占3.46％。性別分布情形，除港澳地

區、泰國、日本、韓國外，女性配偶大致占9成4以上。（詳表3） 

表1. 高雄市近10年新住民及原住民人口概況 

單位：人；％ 

年底 戶籍登記

人口數 

新住民人口數 原住民人口數 

 
較上年

增減％ 
占總人

口％  
較上年

增減％ 
占總人

口％ 

95 2,760,180  46,897  4.11  1.70  26,073  3.05  0.94  

96 2,764,868  48,723  3.89  1.76  26,933  3.30  0.97  

97 2,769,054  50,207  3.05  1.81  27,814  3.27  1.00  

98 2,770,887  51,884  3.34  1.87  28,577  2.74  1.03  

99 2,773,483  53,144  2.43  1.92  29,553  3.42  1.07  

100 2,774,470  54,541  2.63  1.97  30,401  2.87  1.10  

101 2,778,659 55,759  2.23  2.01  31,197  2.62  1.12  

102 2,779,877 57,064  2.34  2.05  31,878 2.18  1.15  

103 2,778,992 58,237 2.06  2.10  32,252 1.17  1.16  

104 2,778,918 59,189 1.63  2.13  32,913 2.05  1.18  

資料來源：內政部移民署、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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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雄市近10年新住民人數-按性別分 
單位：人；％ 

年底 總計 
中國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 外國籍配偶人數 
計 男 女 計 男 女 

實數 
95 46,897 33,420 1,608 31,812 13,477 719 12,758 
96 48,723 34,858 1,650 33,208 13,865 752 13,113 
97 50,207 36,024 1,679 34,345 14,183 812 13,371 
98 51,884 37,191 1,752 35,439 14,693 956 13,737 
99 53,144 38,187 1,821 36,366 14,957 1,022 13,935 

100 54,541 39,215 1,894 37,321 15,326 1,086 14,240 
101 55,759 40,254 1,990 38,264 15,505 1,138 14,367 
102 57,064 41,169 2,093 39,076 15,895 1252 14,643 
103 58,237 41,922 2,175 39,747 16,315 1340 14,975 
104 59,189 42,474 2,249 40,225 16,715 1450 15,265 

百分比 
95 100.00 71.26 3.43 67.83 28.74 1.53 27.20 
96 100.00 71.54 3.39 68.16 28.46 1.54 26.91 
97 100.00 71.75 3.34 68.41 28.25 1.62 26.63 
98 100.00 71.68 3.38 68.30 28.32 1.84 26.48 
99 100.00 71.86 3.43 68.43 28.14 1.92 26.22 

100 100.00 71.90 3.47 68.43 28.10 1.99 26.11 
101 100.00 72.19 3.57 68.62 27.81 2.04 25.77 
102 100.00 72.15 3.67 68.48 27.85 2.19 25.66 
103 100.00 71.99 3.73 68.25 28.01 2.30 25.71 
104 100.00 71.76 3.80 67.96 28.24 2.45 25.79 

資料來源：內政部移民署 

 

表3. 高雄市新住民人數按性別及原屬國籍分 

104年底 
單位：人；％ 

性

別 總計 
中國大陸配偶 外國籍配偶國籍 

計 大陸

地區 
港澳

地區 計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日本 韓國 其他

國家 
實數 

總

計 
59,189 42,474 41,477 997 16,715 10,843 2,045 637 835 438 448 128 1,341 

男 3,699 2,249 1,828 421 1,450 51 30 156 50 - 255 54 854 

女 55,490 40,225 39,649 576 15,265 10,792 2,015 481 785 438 193 74 487 

百分比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6.25 5.30 4.41 42.23 8.67 0.47 1.47 24.49 5.99 - 56.92 42.19 63.68 

女 93.75 94.70 95.59 57.77 91.33 99.53 98.53 75.51 94.01 100.00 43.08 57.81 36.32 

資料來源：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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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4 年底新住民居住縣市最多者依序為新北市、高雄市、台北市，

3 者合占 4 成左右。中國大陸女性配偶除金馬地區外，其分布偏

向都會縣市；澎湖縣為唯一外國籍女性配偶比重高於中國大陸女

性配偶之縣市。 

104年底新住民居住縣市之分布情形，以新北市98,912人占全

體新住民之19.39％最多，其次為高雄市59,189人，占11.60％，台

北市57,498人，占11.27％再次之，桃園市占10.91％、台中市10.44
％，此5縣市即合占63.61％，顯示大多集中於都會地區；若由所

占該縣市人口百分比觀察，以連江縣之新住民人口比率最高，占

4.54％，其次為基隆市2.68％、桃園市2.64％。 

就國籍及性別交叉分析，中國大陸（含港、澳）女性配偶比

率最高之縣市為金門縣，占84.09％，其次依序為連江縣74.21％、

基隆市70.85％，所占比率皆超過7成；外國籍女性配偶最高之縣

市比率為澎湖縣，占50.58％，為唯一外國籍女性配偶比重高於中

國大陸女性配偶（47.15％）之縣市，其次依序為南投縣43.89％、

新竹縣43.79％。 

男性新住民分布情形，中國大陸男性配偶比率最高之縣市為

連江縣，占16.67％，其次為花蓮縣9.11％、台北市7.58％，而外

國籍男性配偶比率較高之縣市為台北市6.36％、新竹市4.46％及

桃園市4.02％等都會地區。 

綜上，連江縣為新住民人數最少之縣市（570人），但因該縣

人口數少，致新住民占其人口比重為全台最高，且因鄰近中國大

陸，故其新住民大多來自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此外，除具地利

之便的金門縣及連江縣外，中國大陸女性配偶及外國籍男性配偶

大多集中於都會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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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縣市新住民分布 
104年底                   單位：人；％ 

縣市

別 

新住

民人

數 

占該

縣市

人口

％ 

依國籍分 依性別分 性別比率 中國大陸性

別比率 
外國籍性

別比率 
中國

大陸 
外國

籍 男 女 男％ 女％ 男％ 女％ 男

％ 女％ 

總 計 510,250 2.17 344,348 165,902 39,690 470,560 7.78 92.22 4.45 63.04 3.33 29.18 

新北市 98,912 2.49 70,176 28,736 10,122 88,790 10.23 89.77 6.44 64.51 3.80 25.26 

臺北市 57,498 2.13 44,195 13,303 8,015 49,483 13.94 86.06 7.58 69.28 6.36 16.78 

桃園市 55,676 2.64 35,770 19,906 4,730 50,946 8.50 91.50 4.48 59.77 4.02 31.73 

臺中市 53,264 1.94 36,820 16,444 3,827 49,437 7.18 92.82 3.37 65.75 3.81 27.06 

臺南市 32,200 1.71 21,616 10,584 2,062 30,138 6.40 93.60 3.47 63.66 2.93 29.93 

高雄市 59,189 2.13 42,474 16,715 3,699 55,490 6.25 93.75 3.80 67.96 2.45 25.79 

宜蘭縣 8,003 1.75 4,866 3,137 332 7,671 4.15 95.85 2.09 58.72 2.06 37.14 

新竹縣 12,728 2.35 6,755 5,973 675 12,053 5.30 94.70 2.16 50.91 3.14 43.79 

苗栗縣 13,401 2.38 7,969 5,432 444 12,957 3.31 96.69 1.69 57.78 1.63 38.91 

彰化縣 21,650 1.68 11,921 9,729 780 20,870 3.60 96.40 1.54 53.52 2.06 42.87 

南投縣 10,221 2.01 5,553 4,668 396 9,825 3.87 96.13 2.09 52.24 1.78 43.89 

雲林縣 15,337 2.19 8,707 6,630 348 14,989 2.27 97.73 1.26 55.51 1.01 42.22 

嘉義縣 12,489 2.40 7,261 5,228 326 12,163 2.61 97.39 1.70 56.44 0.91 40.95 

屏東縣 18,516 2.20 10,701 7,815 838 17,678 4.53 95.47 3.19 54.60 1.33 40.87 

臺東縣 4,101 1.84 2,637 1,464 228 3,873 5.56 94.44 3.27 61.03 2.29 33.41 

花蓮縣 8,005 2.41 6,002 2,003 942 7,063 11.77 88.23 9.11 65.87 2.66 22.36 

澎湖縣 1,805 1.76 872 933 41 1,764 2.27 97.73 1.16 47.15 1.11 50.58 

基隆市 9,979 2.68 7,543 2,436 628 9,351 6.29 93.71 4.74 70.85 1.55 22.86 

新竹市 8,831 2.03 5,796 3,035 685 8,146 7.76 92.24 3.30 62.34 4.46 29.91 

嘉義市 4,780 1.77 3,415 1,365 304 4,476 6.36 93.64 3.93 67.51 2.43 26.13 

金門縣 2,470 1.86 2,156 314 89 2,381 3.60 96.40 3.20 84.09 0.40 12.31 

連江縣 570 4.54 518 52 96 474 16.84 83.16 16.67 74.21 0.18 8.95 

未 詳 625 - 625 － 83 542 13.28 86.72 13.28 86.72 － － 

附    註：1.本表中國大陸含港澳地區。 
2.「未詳」係指居住地址不詳。 

資料來源：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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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新住民子女就讀國中、小之性別分析 

一、 近 10 年來國中、小學生數自 95 學年度 316,733 人降至 104 學年

度 218,492 人，惟新住民子女學生數卻自 7,957 人成長為 22,105
人，成長逾 3 倍。分別占國小學生 10.52％及國中學生 9.47％。 

近10年來本市國中、小學生人數自95學年度之316,733人逐年

遞減至104學年度之218,492人，惟新住民子女學生數卻自7,957人
增為22,105人，所占比率亦自2.51％上升至10.12％，成長逾3倍。

就國小學生數觀察，95學年度為207,124人，至104學年度減為

134,953人，減幅為34.84％，惟新住民子女學生數則由7,111人增

為14,198人，所占國小學生總數比率亦自3.43％升至10.52％；另

外，國中學生數10年來減26,070人，然新住民子女學生數則自95
學年度846人增加至104學年度7,907人，約7,061人，所占國中學

生總數比率亦自0.77％上升為9.47％。（詳表5、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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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高雄市近10年新住民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數 
單位：人；％ 

學年

度 

總計學生人數 國小學生人數 國中學生人數 
 新住民子女  新住民子女  新住民子女 
 人數 占學生

數比率  人數 占學生

數比率  人數 占學生

數比率 

95 316,733  7,957  2.51  207,124  7,111  3.43  109,609  846  0.77  
96 311,386  10,527  3.38  201,264  9,275  4.61  110,122  1,252  1.14  
97 301,346  13,196  4.38  191,504  11,606  6.06  109,842  1,590  1.45  
98 290,172  15,871  5.47  181,011  13,718  7.58  109,161  2,153  1.97  
99 277,038  18,072  6.52  171,774  15,370  8.95  105,264  2,702  2.57  
100 263,795  19,776  7.50  164,392  16,485  10.03  99,403  3,291  3.31  
101 250,462  21,021  8.39  154,182 16,989 11.02  96,280 4,032 4.19  
102 239,385  21,852  9.13  145,049 16,518 11.39  94,336 5,334 5.65  
103 230,568  22,239  9.65  139,731 15,408 11.03  90,837 6,831 7.52  
104 218,492  22,105  10.12  134,953 14,198 10.52  83,539 7,907 9.47  

較 95 學年

度增減％

(百分點) 
-31.02 177.81 7.60 -34.84 99.66 7.09 -23.78 834.63 8.69 

資料來源：教育部統計處、教育局公務統計報表 

圖2. 高雄市近10年國中、小新住民子女學生數及所占學生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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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4 學年度國中、小新住民子女性別分布，男性占 5 成 2，女性

占 4 成 8。 

觀察本市104學年度就讀國中、小新住民子女學生數之性別分

布，男性為11,445人，占51.78％，女性10,660人，占48.22％；其

中國小男性為7,317人，占51.54％，女性6,881人，占48.46％，國

中男性4,128人，占52.21％，女性3,779人，占47.79％；就各年級

性別來看均男性多於女性。（詳表6） 

表 6. 高雄市新住民子女就讀國中小各年級學生-按性別分 

104 學年度               單位：人；％ 

項
目
別 

總計 
國小 國中 

計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五
年
級 

六
年
級 

計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實數 
總計 22,105  14,198  1,549  1,873  2,098  2,680  2,825  3,173  7,907  2,745  2,760  2,402  

男 11,445  7,317  786  1,004  1,127  1,368  1,416  1,616  4,128  1,464  1,417  1,247  

女 10,660  6,881  763  869  971  1,312  1,409  1,557  3,779  1,281  1,343  1,155  

百分比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51.78  51.54  50.74  53.60  53.72  51.04  50.12  50.93  52.21  53.33  51.34  51.92  

女 48.22  48.46  49.26  46.40  46.28  48.96  49.88  49.07  47.79  46.67  48.66  48.08  

資料來源：教育局公務統計報表 

三、 國中、小新住民子女之父或母原生國籍有 9成左右來自中國大陸、

越南及印尼；其中以越南籍子女增加速度最快。 

以國籍別觀察，104學年度就讀國中、小之新住民子女中，其

父或母之原生國籍以來自越南籍最多，計9,917人，占44.86％，

其次為中國大陸籍8,720人，占39.45％，再次為印尼籍1,403人，

占6.38％，三者合占90.66％。 

以國小言，其父或母之原生國籍亦以來自越南籍者最多，計

6,463人，占45.52％，其次為中國大陸5,784人，占40.74％，再次

為印尼籍691人，占4.87％，三者合占91.13％；依性別比率分析

大致上仍維持男性子女比重高於女性，惟菲律賓、美國、緬甸及

加拿大女性子女比重高於男性比重，其中以加拿大女性子女比重

67.74％高於男性比重差距最大。以時間軸觀察近10年來就讀國小

新住民子女之父或母國籍所占比重之變化，中國大陸籍所占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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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5學年度39.07％微增至104學年度40.74％，越南籍則由24.57
％快速增至45.52％，增加20.95個百分點，並於98學年度開始超

越中國大陸籍，而印尼籍則由17.17％降至4.87％，減少12.30個百

分點。 

以國中言，其父或母之原生國籍則以來自越南籍最多，計

3,454人，占40.68％，其次為中國大陸籍2,936人，占37.13％，再

次為印尼籍712人，占9.00％，三者合占89.82％；依性別比率分

析，除菲律賓、柬埔寨、馬來西亞、美國及南韓女性子女比重高

於男性比重外，餘皆以男性高於女性，其中以南韓女性子女比重

61.11％遠高於男性比重最多。以時間軸觀察近10年來就讀國中新

住民子女之父或母國籍所占比重之變化，中國大陸籍之比重前8
年皆居第1，97學年度時占40.57％最高，之後略微下降至104學年

度37.13％，越南籍則由95學年度7.33％快速增至104學年度43.68
％，增加36.35個百分點，而印尼籍由21.75％降至9.00％。（詳表

7、表8、圖3）  

表 7. 高雄市新住民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數-按父或母國籍別分 
104 學年度               單位：人，％ 

國籍別 

國小 國中 

計 結構

％ 男 女 
 

計 結構

％ 男 女 
 

女性所

占比率

％ 

女性所

占比率

％ 
總計 14,198  100.00  7,317  6,881  48.46  7,907  100.00  4,128  3,779  47.79  
中國大陸 
(含港、澳) 5,784  40.74  2,996  2,788  48.20  2,936  37.13  1,537  1,399  47.65  

越南 6,463  45.52  3,303  3,160  48.89  3,454  43.68  1,810  1,644  47.60  
印尼 691  4.87  370  321  46.45  712  9.00  370  342  48.03  
泰國 198  1.39  103  95  47.98  152  1.92  88  64  42.11  
菲律賓 254  1.79  116  138  54.33  206  2.61  100  106  51.46  
柬埔寨 265  1.87  140  125  47.17  188  2.38  93  95  50.53  
日本 94  0.66  59  35  37.23  45  0.57  24  21  46.67  
馬來西亞 94  0.66  52  42  44.68  59  0.75  24  35  59.32  
美國 71  0.50  32  39  54.93  21  0.27  9  12  57.14  
南韓 48  0.34  25  23  47.92  18  0.23  7  11  61.11  
緬甸 51  0.36  24  27  52.94  36  0.46  24  12  33.33  
新加坡 7  0.05  4  3  42.86  9  0.11  5  4  44.44  
加拿大 31  0.22  10  21  67.74  12  0.15  7  5  41.67  
其他 147  1.04  83  64  43.54  59  0.75  30  29  49.15  

資料來源：教育局公務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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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高雄市近年新住民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數其父或

母國籍別所占比重概況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中國

大陸 
(含

港、澳)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日本 
馬來

西亞 美國 南韓 緬甸 
新加

坡 
加拿

大 其他 

國

小 

95 100.00  39.07  24.57  17.17  3.70  7.28  1.69  0.79  1.79  0.65  0.41  0.65  0.13  0.13  2.00  

96 100.00  38.01  29.77  15.27  3.20  6.27  2.01  0.72  1.47  0.52  0.46  0.67  0.10  0.11  1.43  

97 100.00  37.62  34.34  12.86  2.83  4.89  2.33  0.62  1.09  0.46  0.39  0.53  0.06  0.13  1.86  

98 100.00  37.79  38.24  11.15  2.50  3.89  2.38  0.55  0.79  0.40  0.33  0.50  0.06  0.13  1.28  

99 100.00  37.38  41.54  9.60  2.19  3.15  2.43  0.57  0.74  0.38  0.27  0.44  0.07  0.17  1.10  

100 100.00  36.84  44.77  8.41  1.98  2.55  2.40  0.52  0.52  0.35  0.24  0.35  0.06  0.15  0.86  

101 100.00  37.63  46.37  7.12  1.65  2.18  2.18  0.49  0.62  0.35  0.20  0.32  0.06  0.15  0.68  

102 100.00  37.83  47.13  6.21  1.53  1.89  2.24  0.57  0.65  0.38  0.22  0.32  0.06  0.19  0.79  

103 100.00  39.06  46.70  5.56  1.54  1.76  1.99  0.56  0.61  0.43  0.29  0.35  0.05  0.20  0.90  

104 100.00  40.74  45.52  4.87  1.39  1.79  1.87  0.66  0.66  0.50  0.34  0.36  0.05  0.22  1.04  

國

中 

95 100.00  37.23  7.33  21.75  7.33  4.14  0.24  5.08  6.15  3.31  2.01  0.95  0.47  0.00  4.02  

96 100.00  40.42  7.43  23.72  6.71  5.91  0.24  2.64  4.79  2.00  1.36  0.56  0.40  0.08  3.75  

97 100.00  40.57  8.87  25.91  5.97  7.67  0.31  1.45  3.52  1.45  0.50  0.75  0.44  0.00  2.58  

98 100.00  38.64  14.31  23.55  5.20  9.01  0.46  1.16  2.60  0.84  0.51  0.65  0.28  0.19  2.60  

99 100.00  37.27  20.47  20.58  4.37  8.62  1.00  0.74  1.96  0.70  0.70  0.78  0.15  0.11  2.55  

100 100.00  37.86  25.28  17.29  3.80  7.81  1.58  0.91  1.70  0.52  0.58  0.67  0.09  0.12  1.79  

101 100.00  39.68  29.27  14.51  3.13  6.57  2.58  0.67  1.29  0.35  0.45  0.62  0.05  0.15  0.69  

102 100.00  39.00  34.20  12.50  2.81  4.89  2.44  0.66  0.99  0.47  0.41  0.69  0.09  0.15  0.69  

103 100.00  37.70  39.13  10.79  2.33  3.70  2.74  0.66  0.88  0.29  0.29  0.51  0.07  0.15  0.76  

104 100.00  37.13  43.68  9.00  1.92  2.61  2.38  0.57  0.75  0.27  0.23  0.46  0.11  0.15  0.75  

資料來源：教育局公務統計報表 

 

圖 3. 高雄市近 10 年來就讀國中小新住民子女其父或母之國籍所占比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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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中、小新住民子女以鳳山區、三民區、前鎮區最多；依性別比

率來看，大致上男性比率略高於女性；目前茂林區、桃源區、那

瑪夏區無國中新住民子女學生數。  

以行政區別觀察，104學年度國中、小新住民子女人數以鳳山

區最多，計2,765人，占12.51％，其次為三民區1,972人，占8.92

％，再其次為前鎮區1,545人，占6.99％。 

就國小言，104學年度國小新住民子女人數最多的前5行政區

分別為鳳山區1,781人（占12.54％）、三民區1,352人（占9.52％）、

前鎮區1,055人（占7.43％）、小港區891人（占6.28％）及左營區

881人（占6.21％），合占41.98％；依性別比率來看，大致上男

性比率略高於女性，其中扣除茂林區、桃源區及那瑪夏區因學生

數過少外，以永安區女性比率55.56％高於男性比率44.44％差距

最大；以各區新住民子女學生數占該區學生總數百分比來看，以

田寮區39.13％最高，其次為內門區29.88％、美濃區28.04％再次

之。 

就國中言，104學年度國中新住民子女人數最多的前5行政區

分別為鳳山區984人（占12.44％）、三民區620人（占7.84％）、

小港區618人（占7.82％）、前鎮區490人（占6.20％）及苓雅區

484人（占6.12％），合占40.420％；依性別比率來看，大致上男

性比率略高於女性，扣除茂林區、桃源區及那瑪夏區因無新住民

子女學生數，以田寮區女性比率62.50％高於男性37.50％差距最

大；以各區新住民子女學生數占該區學生總數百分比來看，以內

門區37.74％最高，其次為旗津區36.42％、杉林區29.37％再次之。

（詳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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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高雄市新住民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數-按行政區別及性別分 
104 學年度                        單位：人；％ 

行政區別 

國小 國中 

計 
結構

％ 

占該區

國小生

％ 

性別比率 
計 

結構

％ 

占該區

國中生

％ 

性別比率 

男 女 男 女 

總計 14,198  100.00  10.52  51.54  48.46  7,907  100.00  9.47  52.21  47.79  
鹽埕區 132  0.93  13.11  54.55  45.45  92  1.16  13.81  59.78  40.22  
鼓山區 546  3.85  8.78  49.63  50.37  313  3.96  6.94  51.12  48.88  
左營區 881  6.21  6.49  51.08  48.92  414  5.24  5.05  55.56  44.44  
楠梓區 841  5.92  8.31  51.25  48.75  447  5.65  7.03  57.27  42.73  
三民區 1,352  9.52  8.65  52.22  47.78  620  7.84  6.88  51.29  48.71  
新興區 192  1.35  7.99  47.92  52.08  57  0.72  7.59  54.39  45.61  
前金區 121  0.85  10.55  44.63  55.37  61  0.77  9.71  54.10  45.90  
苓雅區 586  4.13  8.29  53.92  46.08  484  6.12  6.27  52.48  47.52  
前鎮區 1,055  7.43  10.47  49.95  50.05  490  6.20  10.10  52.24  47.76  
旗津區 278  1.96  25.96  54.68  45.32  169  2.14  36.42  56.21  43.79  
小港區 891  6.28  11.50  52.97  47.03  618  7.82  12.42  51.29  48.71  
鳳山區 1,781  12.54  10.25  50.65  49.35  984  12.44  8.48  52.34  47.66  
林園區 483  3.40  13.92  53.42  46.58  269  3.40  12.52  53.90  46.10  
大寮區 658  4.63  12.55  49.85  50.15  276  3.49  13.09  44.57  55.43  
大樹區 307  2.16  14.47  54.40  45.60  194  2.45  10.66  56.70  43.30  
大社區 195  1.37  13.17  53.85  46.15  103  1.30  12.42  57.28  42.72  
仁武區 452  3.18  12.45  54.42  45.58  218  2.76  10.88  52.75  47.25  
鳥松區 156  1.10  9.38  48.08  51.92  93  1.18  8.19  53.76  46.24  
岡山區 484  3.41  9.05  54.13  45.87  280  3.54  9.33  43.93  56.07  
橋頭區 167  1.18  9.54  53.89  46.11  86  1.09  9.35  54.65  45.35  
燕巢區 168  1.18  13.52  51.19  48.81  103  1.30  15.92  57.28  42.72  
田寮區 54  0.38  39.13  48.15  51.85  16  0.20  24.24  37.50  62.50  
阿蓮區 159  1.12  11.39  55.97  44.03  128  1.62  13.70  52.34  47.66  
路竹區 298  2.10  9.61  51.68  48.32  193  2.44  10.49  49.74  50.26  
湖內區 172  1.21  13.66  51.74  48.26  72  0.91  15.75  47.22  52.78  
茄萣區 220  1.55  15.78  49.55  50.45  105  1.33  20.00  46.67  53.33  
永安區 90  0.63  19.44  44.44  55.56  47  0.59  15.67  42.55  57.45  
彌陀區 151  1.06  14.79  56.95  43.05  75  0.95  13.86  54.67  45.33  
梓官區 236  1.66  15.41  44.49  55.51  134  1.69  13.32  50.00  50.00  
旗山區 266  1.87  16.40  46.99  53.01  235  2.97  17.07  52.34  47.66  
美濃區 422  2.97  28.04  54.74  45.26  301  3.81  28.56  50.17  49.83  
六龜區 114  0.80  22.14  52.63  47.37  49  0.62  17.63  51.02  48.98  
甲仙區 31  0.22  15.74  48.39  51.61  27  0.34  24.55  55.56  44.44  
杉林區 102  0.72  23.34  52.94  47.06  74  0.94  29.37  56.76  43.24  
內門區 144  1.01  29.88  46.53  53.47  80  1.01  37.74  51.25  48.75  
茂林區 2  0.01  2.50  50.00  50.00  -  - - - - 
桃源區 7  0.05  2.99  42.86  57.14  - - - - - 

那瑪夏區 4  0.03  2.19  25.00  75.00  - - - - - 
資料來源：教育局公務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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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縣市排序，國小新住民子女前 5名依序分布於新北市、桃園縣、
高雄市、臺中市、臺南市，合占 5 成 6 左右；國中新住民子女前
5 名依序分布於新北市、臺北市、高雄市、臺南市、桃園市，合
占 5 成 3 左右。 

以縣市觀察104學年度國小新住民子女分布情形，經排序結果

顯示，前5名依序集中於新北市23,664人(17.61％)、桃園市15,528
人(11.55％)、高雄市14,198人(10.56％)、臺中市14,088人(10.48％)
及臺南市9,218人(6.86％)，合占57.07％；性別分布情形，各縣市

均呈現男性比重高於女性之情形，以連江縣之男性比重60.31％高

於女性差距最大。國中新住民子女分布情形，經排序結果顯示，

前5名依序集中於新北市11,448人(15.61％)、桃園市8,617人(11.75
％)、高雄市7,907人(10.78％)、臺中市7,573人(10.33％)及臺南市

5,047人(6.88％)，合占55.35％；性別分布情形，以新北市、臺南

市、嘉義縣、花蓮縣及基隆市為女性比重高於男性，其中以嘉義

縣女性比重52.49％最大。 

以各縣市新住民子女學生數占該縣市學生總數比率來看，國

中、小均以人口數本屬稀少之連江縣、金門縣等外島縣所占比率

最高，其國小分別占29.57％、25.06％，國中分別占27.03％、19.26
％，對該縣之人口發展影響重大。（詳表10、圖5） 

圖5. 各縣市國中小新住民子女學生數所占百分比 
104學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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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新住民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數－按縣市別分 
104學年度               單位：人；％ 

縣市別 

國小 國中 

計 結構％ 占該縣市

國小生％ 

性別比率 
計 結構

％ 
占該縣市

國中生％ 

性別比率 

男％ 女％ 男％ 女％ 

總計 134,396 100.00  11.07  52.48  47.52  73,337 100.00  9.81  50.73  49.27  

新北市 23,664 17.61  11.72  52.75  47.25  11,448 15.61  9.87  49.64  50.36  

臺北市 9,137 6.80  7.71  52.33  47.67  4,673 6.37  6.23  50.40  49.60  

桃園市 15,528 11.55  12.09  52.74  47.26  8,617 11.75  11.29  51.17  48.83  

臺中市 14,088 10.48  8.96  51.37  48.63  7,573 10.33  7.77  50.86  49.14  

臺南市 9,218 6.86  9.96  53.41  46.59  5,047 6.88  8.68  49.59  50.41  

高雄市 14,198 10.56  10.52  51.54  48.46  7,907 10.78  9.47  52.21  47.79  

宜蘭縣 2,599 1.93  11.19  53.10  46.90  1,280 1.75  7.99  52.27  47.73  

新竹縣 4,133 3.08  11.40  53.13  46.87  2,290 3.12  11.96  51.09  48.91  

苗栗縣 4,713 3.51  15.74  52.92  47.08  2,732 3.73  14.96  51.72  48.28  

彰化縣 8,074 6.01  11.71  52.02  47.98  4,789 6.53  11.20  51.72  48.28  

南投縣 3,400 2.53  13.37  52.21  47.79  2,158 2.94  12.51  51.71  48.29  

雲林縣 5,492 4.09  15.30  52.60  47.40  3,365 4.59  13.92  50.76  49.24  

嘉義縣 4,307 3.20  19.20  53.12  46.88  2,574 3.51  17.83  47.51  52.49  

屏東縣 5,482 4.08  13.83  52.75  47.25  3,069 4.18  11.72  50.34  49.66  

臺東縣 1,204 0.90  10.81  53.41  46.59  614 0.84  8.50  52.61  47.39  

花蓮縣 1,420 1.06  8.59  50.49  49.51  781 1.06  7.19  48.66  51.34  

澎湖縣 758 0.56  19.08  51.06  48.94  406 0.55  15.21  52.96  47.04  

基隆市 2,268 1.69  13.08  54.32  45.68  1,428 1.95  12.42  48.74  51.26  

新竹市 2,424 1.80  8.16  52.60  47.40  1,181 1.61  7.09  51.06  48.94  

嘉義市 1,236 0.92  7.68  53.32  46.68  922 1.26  7.92  50.65  49.35  

金門縣 922 0.69  25.06  53.58  46.42  413 0.56  19.26  55.93  44.07  

連江縣 131 0.10  29.57  60.31  39.69  70 0.10  27.03  51.43  48.57  

資料來源：教育部統計處 

伍、 結論 

一、104 年底本市新住民有 59,189 人，10 年來增加 26.21％，其所占

總人口比重逐年增加，其中約7成2來自中國大陸（含港澳地區），

9 成 4 為女性配偶。 

二、近 10 年來國中、小學生數自 316,733 人降為 218,492 人，惟新住

民子女學生數卻自 7,957 人成長為 22,105 人，成長逾 3 倍；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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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分布，男性占 5 成 2，女性占 4 成 8；由新住民子女學生數占

該教育階段學生數比率觀察，10 年來國小 3.43％上升至 10.52％
國中由 0.77％升至 9.47％，其成長幅度均為快速，因此，應於環

境、師資及輔導各方面均作好準備，以因應大量新住民子女學生

可能產生的學業、人際及適應等教育問題。 

三、國中、小新住民子女之父或母原生國籍有 9 成來自中國大陸、越

南及印尼，就本市行政區分布以鳳山區、三民區、前鎮區最多；

就縣市別分布而言，新住民大多分布於都會縣市，尤以新北市、

桃園市、高雄市最多，3 者合占 4 成左右，然又因為國籍不同，

造成語言及文化的適應，像中國大陸配偶由於同文同種，其適應

上較無困難，其他東南亞籍母親因語言能力較差，無法積極參與

孩子的課業學習，其安親課輔班相對就成替代功能。因此，學校

課後輔導應更加重視新住民子女之學習與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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