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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台灣 

歡迎各位來到寶島台灣。為了讓您們能夠迅速適應台灣生活。我國政府製作了這本移民手

冊，手冊內容涵蓋台灣法律、政治、經濟、教育、衛生以及兼顧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層面

的資訊。希望這本手冊能夠讓你們了解台灣、迅速融入台灣生活! 台灣歡迎您們的到來! 

台灣地圖 

目前中華民國實際控制領土包括台灣島、澎湖群島、金門、馬祖、東沙群島、南沙太平島

和中洲島，總陸地面積 36188 平方公里。首都為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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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台灣國定假日 

日期 節日 日期 節日 

1 月 1 日 元旦 5 月 1 日 勞動節 

2 月 4 日 ～ 2 月 8 日 春節 6 月 7 日 端午節 

2 月 28 日 228 紀念日 9 月 13 日 中秋節 

3 月 1 日 228 紀念日 (放假日) 10 月 10 日 中華民國國慶日 

4 月 4 日 兒童節 10 月 11 日 中華民國國慶日 

 (放假日) 4 月 5 日 清明節 

 

台灣各政府機關與單位 

機關名稱 機關地址 聯絡電話 

行政院  臺北市忠孝東路 1 段 1 號  
02-33566756 

內政部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  
02-23565435 

中部聯合服務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 段 503 號 8 樓  
04-22513839 分機 212 

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 1 路 436 號 10 樓  
07-2712300 分機 290 

東部聯合服務中心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371 號 7 樓  
03-8350080 分機 717 

雲嘉南區聯合服務

中心  

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 號 2 樓  
05-2227009 分機 128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8 樓東北區  
02-27208889 分 機

7803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02-29603456 分 機

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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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7 樓  
03-3322101 

分機 5703、5704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文心

樓 10 樓  

04-22289111 

分機 23413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 段 6 號  
06-2991111 分機 8963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3 樓  07-3373795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03-5518101 分機 3993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037-559840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049-2222106 

分機 2041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  04-7531767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 段 515 號  05-5522938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 1 號  
05-3620123 分機 219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08-7348237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 號  
03-9251000 分機 2528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  03-8221454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 號  
06-9274400 分機 207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082-31882 分機 6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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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76 號  0836-23367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5 號  
02-2420112 分機 1105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03-5216121 分機 223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05-2285842 

 

台灣移民署介紹 

本署署本部設在台北巿廣州街十五號，在全國 25 縣市設有服務站，為民眾辦理入出國手

續，並在桃園和高雄國際機場、基隆港、台中港、高雄港、金門、馬祖設有入出境旅客服

務站；且為服務海外僑民，本署在海外設有二十七個工作組，辦理入出境諮詢、服務事項。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1. 入出國、移民及人口販運防制政策、法規之擬（訂）定、協調及執行。 

2.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國（境）之審理。 

3. 入出國（境）證照查驗、鑑識、許可及調查之處理。 

4. 停留、居留及定居之審理、許可。 

5. 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規定之查察、收容、強制出國（境）及驅逐出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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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促進與各國入出國及移民業務之合作聯繫。 

7. 移民輔導之協調、執行及移民人權之保障。 

8. 外籍及大陸配偶家庭服務之規劃、協調及督導。 

9. 難民認定、庇護及安置管理。 

10. 入出國（境）安全與移民資料之蒐集及事證之調查。 

11. 入出國（境）及移民業務資訊之整合規劃、管理。 

12. 其他有關入出國（境）及移民事項。 

關於本指南 

本指南提供您及您的家人在台灣定居後日常所需的基本資訊。同時還概述了有關您的法定

身份的重要資訊以及介紹了可為您提供您可能需要的文件或基本服務的單位和組織。 

Q: 哪裡可以得到這本指南? 

A: 移民署、各地方市政府機關、圖書館以及新住民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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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民的權利與責任 

永久居留在台灣資格 

1、一般外僑永久居留證：原則上，須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 5 年，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

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1）20 歲以上。 

（2）品行端正。 

（3）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 

（4）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申請時，須持有效之外僑居留證。 

2、外僑永久居留證（梅花卡）： 

（1）對我國有特殊貢獻或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等人士，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甲、對我國有特殊貢獻。 

乙、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丙、在文化、藝術、科技、體育、產業等各專業領域，參加國際公認之比賽、競技、評  

鑑得有首獎者。 

※毋須具備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 5 年等申辦一般外僑永久居留證之條件。 

（2）投資移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甲、投資金額新臺幣（下同）1,500 萬元以上之營利事業，並創造 5 人以上之本國人就業  

機會滿 3 年。 

乙、投資中央政府公債面額 3,000 萬元以上滿 3 年。 

※申請時，須持有效之外僑居留證，得不受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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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台灣永久居民的權利 

取得永久居留權的好處: 

(1) 自由從事任何工作，不需經由聘僱單位代為申請工作函。 

身為台灣永久居民的責任與義務 

取得台灣永久居留後，在一些情況下台灣政府得取消資格： 

外國人經許可在我國永久居留後，何種情形會喪失永久居留權：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3

條規定略以，移民署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永

久居留證： 

（一）申請資料虛偽或不實。 

（二）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變造之證件。 

（三）經判處 1 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四）永久居留期間，每年居住未達 183 日。但因出國就學、就醫或其他特殊原因，經

移民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回復我國國籍。 

（六）取得我國國籍。 

（七）兼具我國國籍。 

（八）受驅逐出國。 

尋求法律協助 

 (1) 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線：0800-024-111 

 (2) 臺北市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關懷輔導與法律諮詢） (02)2558-0133 

   (3) 臺北市政府法律諮詢服務專線 1999 轉分機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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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安家立業尋找住所 

尋找工作 

 政府的就業資訊 

一、資格條件： 

(一) 外籍配偶：外籍配偶凡獲准居留者即享有工作權。 

(二) 大陸配偶：大陸地區配偶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居留期 

間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各項合法工作，不必持有身分證、亦無需申請工作 

許可，其勞動權益與本國國民一致。 

二、求職管道： 

(一) 撥打就業服務專線即有專人協助就業資訊的登錄及查詢。 

外籍配偶就業服務專線：(02)2308-5231 轉 716 

大陸配偶就業服務專線：(02)2308-5231 轉 703 

(二) 可上網至臺北市就業服務處「台北人力銀行」網站查詢更多工作資訊。網 

址為：http://www.okwork.gov.tw/ 

(三) 可親洽臺北市就業服務處及所屬各就業服務站現場諮詢。 

辦理求職登記應備文件： 

1. 填妥求職登記表。 

2. 檢附居留證影本（正、反面）。 

(四) 勞動部 24 小時免付費服務專線 0800-777-888 

(五) 可上網至勞動部「台灣就業通」網站查詢更多工作資訊。網址為：http:// 

www.taiwanjob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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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勞動局能提供您的服務 

一、就業輔導服務： 

◎ 櫃檯就業服務：若您有找工作的需求、失業的困擾，您可就近至就業服務處所 

設之就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 數位化就業服務：整合電話服務與台北人力銀行網站，透過電話服務人員與工 

作開發員主動服務模式，讓求職者順利就業，並主動與求才者接觸，開發更多 

工作機會。 

◎ 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個案管理，提供一對一專業化、深度化就業服務，並針對 

求職者的個別需求，提供就業諮詢、職業心理測驗、就業促進研習活動、職業 

訓練諮詢或其他服務方案，使求職者具備職場上所需之競爭力，進而得以適性 

就業。 

◎ 就業諮詢：若您有工作意願但工作能力相對不足，可由個案管理員透過專業的 

就業諮詢晤談服務，瞭解及釐清就業之問題，提供簡易就業諮詢、職業訓練諮 

詢，並推介適合的相關職業訓練課程。 

◎ 就業促進研習班：幫助您瞭解在臺工作法令、職場現況、求職管道及應徵面試 

的技巧，以增進求職技巧，讓您掌握就業市場趨勢。 

◎ 申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當您拿到身分證，具有中華民國國國籍之後，即可申 

請創業貸款，如符合資格自己做生意！詳情請洽就業服務處及各就業服務站。 

◎ 臨時工作津貼：若您失業時到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辦理求職登記後，且 14 日內推 

介一般性工作 2 次以上均未能找到合適之工作，經該處評估無適當就業機會， 

可申請「臨時工作津貼」。臨時工作津貼發給標準以中央公告之基本時薪為原 

則，每月最高發給 176 小時，最長以 6 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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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獎助津貼：若您至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求職（失業期間連續達 3 個月以上之失 

業勞工或失業期間連續達 30 日以上之身心障礙者等特定對象），經就業諮詢無 

法推介就業，得發給僱用獎助推介卡，當老闆僱用您 30 日之後，雇主可申請僱 

用獎助津貼。 

雇主須先向就業服務處辦理求才登記，並僱用就業服務處推介失業期間達連續 

30 日以上之外籍及大陸地區配偶，僱用連續達 30 日以上，雇主得向就業服務處 

申請僱用獎助津貼。將依受僱勞工人數月發給雇主新臺幣 1 萬元，最長發給 12 個 

月。 

二、職能培育服務： 

◎ 關於新移民參訓資格，為尚未取得本國國民身份但獲准居留權之失業外籍配偶 

或大陸地區配偶，性別不拘，具中文聽說寫能力，且符合報名資格條件規定， 

即可報名參訓。 

◎ 辦理職能培育課程：每年度規劃開辦就業市場有需求之各項職能培育課程，計 

有資通訊、工業技術、服務業等職能培育職類及職能委外培育。 

◎ 辦理職能培育期間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凡取得居留權或工作許可之新移民，參 

加政府主辦或委辦之各種職能培育課程，全額補助訓練費，符合促進外籍配偶 

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補助作業要點者，並可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已取得身 

分證之新移民，如符合特定對象身分，全額補助訓練費用並可申請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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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各就業服務站一覽表 

 

台灣醫療衛生 

 全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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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照顧全民健康，我國施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每個人每個月只需要繳交保險費，

一旦碰到疾病、生產或意外傷害時，就可以到健保特約醫療院所，接受適當的照護。因此，

新移民千萬不要忽略了這項福利，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符合被保險人及眷屬

資格者，自在臺居留滿 6 個月時起，即可參加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醫療服務項目： 

一、疾病、傷害、生育、事故時，提供門診或住院診療服務，應依醫療相關規定 

就醫並負擔部分醫療費用。 

二、提供兒童預防保健服務、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孕婦產 

前檢查等預防保健服務項目，預防保健服務免負擔部分醫療費用。 

當您生病時，請帶健保 IC 卡及居留證、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以證明身分的 

證件）到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就診。健保局免費服務電話：0800-030-598。 

婚後孕前健康檢查 

檢查項目女性包括：尿液檢查、德國麻疹抗體、水痘抗體、血液常規、梅毒篩檢、愛滋病

篩檢、甲狀腺刺激素、披衣菌抗體等 8 項；男性包括：尿液檢查、血液常規、梅毒篩檢、

愛滋病篩檢、精液分析檢查（男性請禁慾 3 天）等 5 項。 

沒有德國麻疹及水痘抗體的新移民婦女應先注射疫苗，注射完後 3 個月再懷孕。做好孕前

的準備，才能為下一代的健康奠定基礎。相關資訊可洽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電話：

(02)2720-8889 分機 7112。 

孕育健康好寶寶 

一個健康的寶寶是父母最大的幸福，為了孕婦和胎兒的健康，產前檢查十分 

重要。目前全民健保提供孕婦 10 次免費產前檢查，定期的產前檢查有助於了解 

孕婦與胎兒的狀況，並早期發現潛在的危險，予以處理和治療。當您發現自己懷 

孕時，一定好開心，但是在等待小寶寶誕生之前，除了幫小寶寶準備嬰兒用品之 

外，更提醒你要記得做好產前健康檢查，讓媽媽和小寶寶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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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健康小叮嚀 

一、出生滿 24 小時即可接受新生兒聽力篩檢、新生兒危急型心臟病篩檢。 

二、出生滿 48 小時可接受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 

三、6 歲以下兒童定期做兒童發展篩檢，掌握發展關鍵期。(http://e-screening. 

health.gov.tw 或 http://kidd.taipei ) 6 歲以下兒童每半年免費牙齒塗氟 1 次。 

四、請依兒童健康手冊建議時程接受預防接種及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守護兒童健 

康。 

社區衛生保健服務資源 

一、新移民社區保健資訊站通譯服務 

(一) 服務內容： 

1. 提供現場或電話之越、印、英、泰語醫療保健及醫療補助等通譯諮詢服務。 

2. 提供越南文、印尼文、英文、泰文版之新婚優生保健、孕產婦保健及嬰幼兒保健等多語

化衛生保健教材。 

(二) 服務地點：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 

(三) 服務時間：請洽詢各區健康服務中心。 

新移民支持團體活動 

(一) 活動主題：提供婦幼保健、中老年保健、健康促進及心理調適等支持團體 

活動。 

(二) 服務地點：請洽詢各區健康服務中心。 

(三) 服務時間：請洽詢各區健康服務中心。 

三、家庭或電話健康關懷服務 

(一) 提供新婚及產後新移民生育保健、婦女保健、育兒照護相關衛教指導。 

(二) 提供通譯員陪同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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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道路交通規則 

認識交通標誌 

 



頁 18 

 

新移民考駕照 

一、臺北市辦理駕照考驗地點：臺北市區監理所士林監理站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 5 段 80 號。 

電話：(02)2763-0155 轉分機 718、719 

交通指引：由臺北車站搭乘淡水捷運線 

(一) 至士林捷運站，轉 255 綠線或 620（紅線）公車至陽明高中或北士商，再步行 

至本分處。 

(二) 至石牌捷運站，轉 288 公車可至「臺北市區監理所士林監理站」站（士林監理 

站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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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交通業務相關服務電話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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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的錢 

個人銀行開戶 

想要存錢，你可以選擇銀行或郵局。一般的存簿儲金，機構普遍、營業時間長。全省通儲、

存提方便，你還可以申領金融 IC 卡，可在各地自動櫃員機提款、轉帳。 

◎開戶及所需文件 

一般個人戶：憑國民身分證（護照、居留證）、第二種身分證明證件（如健保 

卡）及印章辦理。 

【提醒你】存簿應該跟印章分開放置，密碼儘量避免用自己的生日或身分證號 

碼，並且只有自己知道，以免遭人盜領。 

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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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自行繳納的時間 

1. 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開始前離境者，應於離境前依規定扣繳率申報納稅。 

2. 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內尚未離境者，應於申報期限內依規定扣繳率申報納稅。 

新住民教育 

語言和文化 

華語第二種語言 

我國政府於新住民協會提供免費中文和文化課程, 其中有網路學校. 

根據 A Self-Learning Material of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臺灣政府想發展一個

網路學校的課程。 」程式設計師說道： 「這個網絡學校會教導新住民管理每天生活的日

程及交受一些台灣文化、語言。現在的台灣新住民的生活繁忙, 一直不能好好地學習中文。

於是這個彎路學校會幫新住民學習需要的中文，而且她們還可以用生活對話錄音練習交流

能力。  例如： 超市購物用語。」 但是由於這個網路學校是最近才開始的，因此工程師和

中文教師需要多關注新住民的情況，給他們更多的機會上有效的課程。網路學校的經歷已

經開始分析新住民的情況 . 他們知道新住民中有百分十三需要花時間照顧家人和孩子。  

此外，現在提供的課程只是語法的課程，對生活沒有實際幫助。 她們只能利用現實生活

來學習、練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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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很多的機會學習中文，一共有十二個中心。 在這些中心，不管是初級學生或者高

級學生，他們都有機會學習一個新語言和一個新的文化。他們不只學習語言， 而是可以

學習專業華語。例如：貿易中文、 導游中文、 工業中文等等。他們也可以考漢語水平考

試。這樣他們的同事會多容易接受他們。 

各國文化教育和習慣 

在臺灣會過不同的節日。 例如：春節、端午節、清明節、中秋節等。  

此外，台灣的原住民族也會過自已的節日。例如：阿美族慶祝豐年祭。這個節日是原族民

的最熱鬧的節日。 阿美族是農業社會。他們每次爲了感謝神靈的恩惠而種小米的時候不

敢說壞話，不然會發生很嚴重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變化，目前台灣住了很多東南亞的移民，他們也會過自已的傳統的節日。比如

泰國人、越南人、萊蕪以及坎普齊亞人都會慶祝潑水節和水燈節。 

潑水節原來叫做 Songran（宋干）。 在中國雲南、泰國以及萊蕪都會過。每年大概四

月十三號至四月十五號舉行。那個期間摩托車的司機和過路人一般互相潑水。這是東南亞

最重要節日之一。 

水燈節每年十月舉行。一般雨季期間結束了之後，人們使用水製作水燈施，放在水里

面。要是水燈施漂流，運氣會不好。 

最後, 臺灣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影響。 其實因爲也會臺灣人會信基督教, 所以他們 會過聖

誕節. 聖誕節的時候， 臺北的街會很熱閙。 到處都會聽到聖誕歌曲， 吃聖誕菜， 以及會

參加聖誕活動。比如， 會有音樂隊表演，還有市場會買聖誕佈置、 飲食以及飲料。雖然

臺灣人還在開始過聖誕節， 聖誕節沒有外國那麽重要。  

人種歧視 

現在雖然新住民在臺灣是第五大族群, 但是現今台灣社會還是存在歧視。比如，根據新聞, 

在一個學校， 有一個來自泰國的新住民剛到學校。因爲他跟誰都不説話， 也很孤單，老

師對他說是一個野獸。 這位教師催促辭職，但是這件反應不夠.  

還要培訓新住民學習如何在臺灣生活。 他們因缺乏幫助而不能交流。很多的新住民是母

親, 因經濟軟弱帶孩子來臺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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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他們沒有幫助， 所以他們面臨語言歧視、文化差異。 孩子教育困難等等。 

留學台灣 

要是新住民想去臺灣生活, 他們也可以申請一個特定的大學. 這樣,因爲取得了臺灣執照, 所

以可以多容易找工作. 根據臺灣移民部, 會很容易去臺灣念書.臺灣有很多的機會念書.  

一共有九十五家大學. 台灣有名的大學在臺北的是臺灣大學、政大等。 可以申請臺灣政府

獎學金，還可以申請研究獎學金以及華語獎學金。 

新住民的母語課程的發展 

因爲台灣新住民數量在增加，所以教育部決定進行 12 年課程。並且，蔡英文的政府決定

多歡迎東南亞移民。為了給他們跟台灣人一樣的機會而決定發展移民母語課程。其實，根

據 Taiwan news : Taiwan’s new education plan to include new immigrant language 

courses 這篇文章上，台灣政府 開始 發展越南語，印尼語，泰語，以及緬甸語 課程。有

一些新住民會來小學幫孩子上課。結果，至於教師招聘，台灣政府必須從今年到 2020 年

多招聘說新住民的母語教師。這些教師是華語教師. 最後,  已經跟 52 個小學開始開放 新住

民母語課程. 

台灣的衛生教育 

如何撫養孩子以及保護健康 

兒童 

兒童出生之後，醫院經行許多的檢查，比如有疾病，聽力檢查，新生兒危急型心臟病篩檢，

牙齒塗氟等。保健還會教新住民了解不通的健康保健的制度。比如，在台北的每一個地區

可以去參加活動和會議。特別是嚴重的疾病，如有愛滋病、甲型肝炎、乙型肝炎和腸病毒

等等。 

為了兒童，從出生到成人時代不管是什麼原因，都要去預防中心。2016 年 8 月 16 號，

政府發布了一個新的規律，這是關於孩子照顧制度的發展。為了提高生育率，幫助女生職

業，台灣政府而決定建設社區托育中心。政府也鼓勵公司提供孩子照顧的機會。這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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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需要多招聘褓母。Taiwan News Taiwan provides 2,500 dollars for kids up to age 4 

in bid to boost birth rates 文章指出 2018 年 5 月 16 號，台灣政府決定每個月給不到 4

歲孩子的家庭提供 52,500 臺幣的補助。 這些家庭其中多為低收入戶， 他們也會有更多的

幫助。要是他們的孩子的年齡在零到四歲，他們爲了每個孩子還可以取得 2,500 塊臺幣。 

何況有三個孩子的家庭可以取得 1,000 塊臺幣。這樣一共可以獲得 28,500 塊臺幣照顧孩

子. 這個規定 2019 要開始進行。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以前只有父母有更出生的孩子或

者兩歲孩子可以珍貴這個好處。但政府也要改善這個規定，其實計劃幫助 266,000 人口。

以前幫助 143,000 人口。  

孩子六歲了就上學。臺灣教育制度有國小、國中、高中或者專業學校，以及大學。小學六

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 專業學校有兩到五年級, 以及大學四年。 國中和高中之間有高中

入學考試, 高中有大學入學考試。 大學選擇也會依靠入學畢業執照的成績。下課之後，孩

子去補習班上課，最常上的課是英語、數學及理工科。最後臺灣也可以給有障礙的孩子幫

助，有一些特殊學校可以教書，例如：中華民國 Down Syndrom 關愛著協會給父母一些

建議幫他們報名孩子在這些學校。報名完全免費，他們還可以給服務打電話。 

孩子報名了之後，父母要填一些資料解釋他們的孩子的情況。 比如他們要說是否孩子會

自動、會説話以及會聼得懂溝通内容。協會給父母課程表。  孩子上基本生活課。例如：

他們上國語、數學、生活， 一點點英語和本土語. 最後根據新住民子女學習適應研究—從

幼稚園到小學 Study of learning adjustment of cross national marriage children-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李宛蓉提新住民孩子的問題進入小學，因爲一邊有時候

還沒有放棄幼兒園的習慣，一邊會迷路了因爲中文不是他們的母語，父母也會很少參加學

校的活動。結果這位作者介紹一個教育的安排，這個安排可以多幫助新住民孩子同化， 

不感到決絕了或者放棄了，跟臺灣本地小朋友珍貴一樣的樂趣、有一樣的教育。 

這個教學安排的目標首要是幫助新住民孩子參加生活活動. 其實教師安排課程幫他們習慣

小學的課程表，教育法和學校制度。孩子也可以學習寫字，還要熟悉學校。對作者來説， 

雖然新住民孩子會跟一樣的小朋友數學有很大的成功，但是華語會很難。於是可能會多需

要教師的幫助。然後小學的教師多想父母參加小學的活動。教師覺得父母這樣多會知道他

們孩子學習怎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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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習慣教育 

在台灣存在許多的疾病。 

這些疾病因為不通原因會出現。首先會因動物和蚊子而得疾病。 

比如, 因爲蚊子的關係, 所以會患登革熱，日本腦炎，蛓腦炎，擺子, 基孔肯雅熱及萊姆病。 

並且，因爲動物會得的病是狂犬病和禽流感 。人與人之间也會得癆病, 以及梅毒, 麻疹,腮

腺炎、白喉桿菌、百日咳、甲型病、乙型病以及癆病 。 

最後，如果吃生菜， 喝水龍頭的水就會得這些疾病 還會得腹瀉和傷寒病。  

加上新住民可以報名社會福利制度，這個制度用少錢。但是, 要是你不是公司勞工, 你可以

參加社會福利。反思, 要是工人在工作, 一定要參加社會福利. 反而, 根據 Did Taiwan 

police and paramedics leave migrant worker to die?, 雖然臺灣政府越來越注意新住民

的情況, 但是還會存在不公平的地方。 比如, 一個越南人當然想偷一輛車, 警察殺了她. 他的

爸爸告訴孩子說警察等了去醫院才會治療受害。 但是, 他到了醫院的時間太長了, 所以他死

了。 

最後，臺灣政府特別講究健康。根據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in Taiwan 這篇

文章，臺灣政府和健康協會面臨新病的類別，不只是元素病，就是慢性病。 誰都可以得

這些疾病。臺灣政府需要重新治療和健康保險。政府需跟不通的服務，醫院以及省健康系

所增强聯絡。  

府自從 1999 已經建設了 195 個健康社區。 政府還招聘了 620,000 口人來負責這些社區。 

健康政治負責有不通年齡的人，特別是小孩子眼睛嘴巴治療，13 嵗到 20 嵗多的年輕人毒

品和性保護的控制，以及大人的體育活動。 

 從 1997 開始，臺灣關注與抽菸有關係的疾病和交通事故。因此開始限制一些煙產品的貿

易, 還已關注爲目標。他們越來越想讓別人覺悟這些危害健康。 最後，另一種吸引關注的

疾病是心和脈的疾病。 

為了避免患病，中國大陸和臺灣要求體檢。比如預防高血壓，尤其是 35 多歲的人要多去

醫院檢查治療並且取得戒煙信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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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台灣 

台灣的歷史 

18 世紀時期的台灣曾經是荷蘭、西班牙的殖民地。滿清的時代，來到台灣的漢人，以福

建省出身者居多，福建方言現在也被稱為「台灣話」，現在仍被廣泛地使用， 尤其是在

台灣中南部或年長者。另外，也有從中原遷移至南方的客家人移民到台灣，他們使用的則

是「客家話」。 

    19 世紀末，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勝，取得台灣的統治權，之後的 50 年間，台灣便成了

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統治時期，對台灣人實行了日本同化政策，台灣的學校教育也以日文

教導，因此在這個時代接受過學校教育的人都會說日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在 1911 年時成立了現行台灣政府的始祖─中華民國。現在的

台灣也依舊沿用以 1911 年為元年的民國國曆。 

    二次大戰後，身為戰勝國且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中華民國，隨著工業的發

展和國際化，不僅經濟蓬勃發展，國民的生活水準也跟著提升了。在經濟方面，台灣的外

匯基金曾一度為世界最高，加上豐厚的資金背景，以高科技產業為中心進行大量投資，在

台灣逐漸形成所謂「經濟奇蹟」的高度經濟發展。 

台灣成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之一，並已發展為先進國家。 

台灣的地理 

臺灣位於亞洲東部，居於東北亞和東南亞交會處，與周邊區域的相對位置分別為：東接太

平洋（菲律賓海）、西隔台灣海峽與歐亞大陸（中國大陸）相望、南濱巴士海峽與菲律賓

相望，北接東海，另東北方與琉球群島相連。地理版圖包括了臺灣本島，澎湖群島、釣魚

臺列嶼等附屬群島，以及龜山島、綠島、蘭嶼、小琉球等周邊個別島嶼。總面積為

36,188 平方公里，南北長 394 公里，南北狹長，東西窄，形似番薯。地勢東高西低，地

形主要以山地、丘陵、盆地、台地、平原為主體。山地、丘陵約佔全島總面積的三分之二。

地殼被擠壓抬升而形成的山脈，南北縱貫全台，其中以中央山脈為主體，地勢高峻陡峭。 

    台灣雨量豐沛，大、小河川密佈，位居中部地區的濁水溪雖然最長，然而以流域面積而

論，位居南部地區的高屏溪最大。平均年降雨量 2,150 毫米，約為世界平均降雨量之 2.6

倍。降雨量分佈不均，約 80%降雨集中於 5 月至 10 月之豐水期。由於最大分水嶺中央山

脈分佈位置偏東，使得主要的河川大多分佈在西半部，多數河川在夏季時洪水滾滾；至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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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又只剩下河床上礫石粒粒，堪能行舟者不多，為荒溪型河川。台灣的天然湖泊不多，最

大的是日月潭，其餘大多是由人工所修築的埤塘、水庫居多。 

    臺灣氣候以通過中南部嘉義縣的北回歸線為界，將臺灣南北劃為兩個氣候區。以北為副

熱帶季風氣候，以南為熱帶季風氣候。冬季溫暖、夏季炎熱、雨量多。五、六月為梅雨季，

六至九月為颱風季，於冬天時偶有寒流。 

台灣的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是中華民國的治權機構，其歷史最早可追溯至 1911 年肇建於武昌的中華民

國軍政府，現今在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體制基於 1947 年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

以及 1991 年首次制定的《憲法增修條文》，分為中央、地方兩大層級。 

    中華民國施行「一府五院」的中央政府組織：「一府」是指總統、副總統、以及總統之

幕僚單位（總統府、國安會等），「五院」則指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

院及下屬各政府機構。地方政府指直轄市、縣、市、鄉、鎮、縣轄市、以及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設有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 

台灣的族群 

臺灣住民以漢人為最大族群，約占總人口 97%，其他 2%為 16 族的臺灣原住民，另外

1%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大陸港澳配偶及外籍配偶。 

    臺灣原住民共有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鄒族、邵族、排灣族、魯凱族、卑南族、阿

美族、雅美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

族等 16 族，其中以阿美族人數最多，排灣族次之，泰雅族第三。 

    現今，由於族群間彼此普遍通婚，族群差異隨時間越來越淡，而且不論原住民或是先後

來到的移民，都在臺灣尋找一個新的認同身分，認同這塊土地，把臺灣當成永遠的家，為

臺灣的發展貢獻出力量。 

台灣的國民 

(一) 身分 

《中華民國國籍法》採屬人主義，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屬中華民國國籍。要取

得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身分，需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連續居住滿六個月。若在臺灣居留

逾六個月，並申請取得成為國民獲准，即有承擔國民義務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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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權利與義務 

依《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權利: 主要有參政權、考試服公職權、接受國民教育。 

義務: 主要有納稅、服兵役、接受 12 年國民教育。 

歸化為台灣人 

歸化 : 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1.外國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依國籍法 

第 3 條規定申請自願歸化我國國籍： 

(1)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5 年以上。 

(2) 年滿 20 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3) 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4) 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5) 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2. 外國人申請自願歸化我國國籍，應由本人親自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申請，層轉直轄

市、縣（市）政府轉內政部許可: 

(1) 合法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請向居留地之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申請，

居留期限屆滿前 30 日內，請先申請延長居留期限。 

(2) 外國人居留證明書（戶政機關代查）： 

自申請歸化時，往前推算須符合本法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連續且不中

斷 5 年以上，逾期居留期間未達 30 日者，視為居留期間連續不中斷，但不列入合法居留

日數之計算。下列各款事由之一為居留原因者，其居留期間亦不列入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A. 經勞動部許可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之工作。 

B. 在臺灣地區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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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有關機關請求內政部移民署禁止其出國。 

D. 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E. 因發生勞資爭議正在進行爭訟程序。 

F. 因職業災害需接受治療。 

G. 為刑事案件之被害人、證人。 

H. 以前 7 款之人為依親對象。 

 

3. 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 向原屬國政府申請，核發日期須在申請日前 6 個月內，原屬國政府核發日期以後，申

請人入境有再出境相當時日，經主管機關認有疑慮者，得請當事人繳交出境期間無犯罪紀

錄證明。 

(2) 申請人為我國人配偶，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或其外僑居留證居留事由載明為「依

親（夫或妻）」者，得免附。 

(3) 申請人曾為我國人配偶，其婚姻關係消滅後，無出境者，得免附。 

 

4. 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金額之計算，包含在國

內設有戶籍之配偶、配偶之父母或父母之收入或財產）（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者，得免

附） 

(1) 最近 1 年於國內平均每月收入逾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 2 倍證明。（得檢附最近 1 年度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納稅證明書、雇主開立聘雇期間載明薪資所得及轉帳薪資資

料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 國內之動產及不動產估價總值逾新臺幣 500 萬元。 

(3) 我國政府機關核發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能檢定證明文件。（證明文件，係在臺

灣地區配偶、配偶之父母或父母之一所有者，該等人員並應出具足以保障申請人在國內生

活無虞之擔保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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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備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證明文件: 

(1) 曾就讀國內公私立各級各類學校 1 年以上之證明。 

(2) 曾參加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上課總時數或累計時數達 200 小時以上之證明；

「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且有事實足

認與其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但與其亡故配偶婚姻關係已存續 2 年以上者，不受與親

屬仍有往來之限制」、「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

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或年滿 65 歲以上者，72 小時以上。 

(3) 參加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之合格證明，70

分以上；「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且

有事實足認與其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但與其亡故配偶婚姻關係已存續 2 年以上者，

不受與親屬仍有往來之限制」、「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

有扶養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者，60 分以上，年滿 65 歲以上者，50 分

以上（曾參加歸化測試者得免附成績單，由戶政機關代查）。 

 

6. 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由外交機關出具查證屬實

之文書正本。 

 

7. 無國籍人應檢附內政部移民署核發載有「無國籍」之外僑（永久）居留證外，並請檢附

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如外國政府核發載明無國籍之旅行身分證件正本（驗畢後，由受理機

關發還，基本資料頁請參閱備註 3 辦理）或其他經內政部認定之無國籍證明文件。 

 

8. 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推薦理由書（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 

 

9.最近 2 年內所拍攝正面彩色脫帽相片 1 張（同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背面書寫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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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證書費新臺幣 1,200 元（請以郵政匯票繳交，受款人：內政部）。 

 

11. 備註： 

(1) 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法定年齡始得喪失

原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1 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屆期未提出者，經外交

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得申請展延時限外，內政部將撤銷歸化許可，

另未依規定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前，不予許可定居。 

(2) 外國人如係依國籍法第 9 條規定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科技、經濟、教育、文

化、藝術、體育及其他領域之高級專業人才，有助我國利益，經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

及相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者；或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

明，且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3) 應繳證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其在國內由外國駐

我國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驗證。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

及外交部複驗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4) 依姓名條例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者，取用中文姓名，應符合我

國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取用中文姓名，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姓氏在前，名字在後。但無姓氏者，得登記名字。 

中文姓氏與名字之間不得以空格或符號區隔。 

(5) 國籍法 105 年 12 月 21 日修正公布施行前，於申請準歸化國籍證明時已檢附下列文件，

並符合條件者，得免附下列文件： 

A. 外國人居留證明書：未逾原檢附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上所載之居留期限者。 

B. 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準歸化國籍證明時已檢附且

未再出境者。 

C. 生活保障無虞證明。 

D. 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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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領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程序： 

1. 申請人歸化取得我國國籍後，得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向本

部移民署（以下稱移民署）服務站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臺灣地區居留證。 

2. 自移民署核准居留日起連續居留 1 年；或居留滿 2 年且每年居住 270 日以上；或居留

滿 5 年且每年居住 183 日以上，得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0 條規定向移民署申請定居，

經許可後，憑臺灣地區定居證向預定申報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同時請領

國民身分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