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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調查緣起 

 

歷年數位機會調查顯示，新住民之數位表現始終是較居弱勢的一群。鑒於家

戶資訊環境影響新住民資訊取得機會及新臺灣之子的教育機會甚劇，國家發展委

員會自民國 97 年起，每三年定期針對新住民進行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103

年調查結果顯示，全體新住民上網比率雖呈現成長趨勢(曾上網比率自 97 年調查

的 43.6%提升至 100 年的 62.4%，再上升為 103 年的 72.1%)，但相較之下仍不如

全國 12 歲以上民眾的 78.0% 。 

 

105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則發現，新住民只有在上網率(86.2%)及參與網

路娛樂活動比率在各族群中相對較高，其餘如電腦使用、政府無線網路環境使用、

網路學習參與、搜尋生活、新聞資訊或藝文資訊活動、網路金融、網路健康促進

活動、電子化政府及網路公民參與等項目，新住民的近用或融入情形都不若其他

族群。資訊設備擁有情況方面，除了智慧型手機，新住民擁有資訊設備的比率也

不如其他族群。顯示增加新住民資訊近用、創造公平數位機會仍有努力空間。 

 

為深入瞭解新住民個人資訊近用現況與需求，並發掘新住民家戶資訊環境的

異質性，提供政府作為擬訂縮短新住民數位落差、創造公平數位機會政策的參考，

故國發會於 106 年度再次辦理「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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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壹、調查對象與調查範圍 

 

一、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限定為與本國籍人士締結婚姻的所有非本國籍人士，母體清冊由委

辦單位協調內政部移民署提供。由於本案關注的是數位機會問題，故調查對象排

除來自歐美、日韓、港澳等先進國家之新住民。 

 

二、調查範圍 

 

本次「106 年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是以臺灣省、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金門縣、連江縣等二十二縣市為區域範

圍。 

 

三、調查方式 

 

本案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進行電話訪問，實施方式是在調查執

行前先將設計好的各國語言問卷題目及電話樣本存入電腦資料庫中，問卷題目會

依序顯示在電腦螢幕上，訪員只需依照電腦螢幕所呈現的題目內容來進行訪問，

並將受訪者的答案輸入電腦中，毋須再以紙筆手寫記錄，是最符合標準化程序的

電話訪問調查工具。 

 

實際執行時，除了大陸新住民是以中文進行溝通訪問外，其他國籍新住民皆

是透過本公司外語訪員進行訪問(每位外語訪員皆搭配執行大陸新住民調查之本

國訪員一名，負責與臺灣家人溝通)。在臺人數最多的越南、印尼、泰國新住民，

分以越南、印尼及泰語進行訪問，其他如菲律賓等國家新住民，則以菲律賓語或

英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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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內容 

 

「106 年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由聯合行銷研究公司擬訂初

稿，經國家發展委員會修正後，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後執行。 

 

為便於與臺灣地區民眾數位機會發展現況進行對照，「106 年新住民數位機

會現況與需求調查」問卷基本上參照「106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納入其中

與新住民較為相關的「賦能」與「融入」兩個主構面，「賦能」部分主要是探討

新住民資訊設備近用與使用情形（資訊近用）與資訊素養，尤其側重在資安及資

訊篩選鑑別能力的討論；「融入」部分旨在瞭解新住民網路族應用資訊於學習、

社會生活參與、經濟、政治與健康促進等生活面向的情形及頻率；此外，調查也

針對新住民的資訊課程參與需求進行瞭解。調查架構及指標問項如表 2-1 所示，

詳細問卷請參閱附錄一。 

 

表 2-1「106 年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問卷指標架構 

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調查項目 

賦能 
資訊近用 

 

家戶電腦擁有率 請問您家裡有沒有電腦？(Q46) 

家戶連網情形 請問您家裡能不能上網？(Q47) 

家庭權力控制*1 

請問您可以自己決定使用家中電

腦上網嗎？(Q47-1) 

請問您不能自己決定使用家中網

路的原因是？(Q47-2) 

網路使用(上網)率 

請問您有沒有使用電腦或是手

機、電視、平板等等其他資訊設備

上網的經驗？(Q1) 

個人上網設備擁有情

形 

請問您個人現在有哪些可上網的

設備？(Q2) 

無線或行動上網率 

 

請問您有沒有用過無線或行動上

網？（Q3） 

最常上網設備 

以使用時間的長短來說，請問您

現在最常用來上網的設備是？

(Q34) 

手機連網方式 
請問您的手機目前會透過那些方

式連網？(Q3-1) 

手機上網時間 請問您平均每天使用手機上網的

                                                 
1 標示「*」號者為新住民獨有的調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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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調查項目 

時間大約多久?(Q35) 

上網便利性 
請問您覺得現在在臺灣上網(或

使用網路)方不方便？(Q38) 

政府公共區域免費無

線上網* 

請問您知不知道政府機關（包括

火車站、圖書館等）有提供公共區

域免費無線上網?(Q4) 

請問您住家附近，現在有沒有政

府設的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

（Q5） 

學會上網時機* 

請問您是來臺灣之後才學會上

網？還是來臺灣之前就會上網？

(Q6) 

網路使用時間 
請問您一天上網大概幾小時？

(Q7) 

資訊技能

與素養 

網路隱私設定 

不論是使用電腦或是手機，請問

您清不清楚您下載的程式或您使

用的瀏覽器可以存取您的那些資

訊？(Q8) 

網路個資揭露 

請問您清不清楚，您在網路上的

活動或公開過的資訊，都是會留

下紀錄、可被追查的？(Q9) 

資訊篩選能力 
請問您覺得自己過濾出有用資訊

的篩選能力好不好？(Q10) 

資訊鑑別能力 

網路上有很多未經查證的消息，

請問您覺得自己判斷資訊可信度

的能力好不好？(Q11) 

程式設計能力 

請問您有沒有學過程式設計或是

會不會任何一種程式語言？

(Q12) 

融入 

語文能力 

中文閱讀能力* 
請問您看「正體中文」有沒有問

題？(Q13) 

上網使用語言* 

請問您用電腦或手機時，輸入是

用中文？英文？還是您的母國語

言？(Q14) 

學習活動

參與 
資訊利用與創造 

請問您最近 1 年有沒有以學習為

目的在網路上尋找資料或影片，

並因此學會新的技能（如電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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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調查項目 

能/烹飪/編織/攝影等）？頻率

是？(Q15) 

社會生活

參與 

資訊取得 

請問您最近 1 年有沒有透過網路

查詢您需要的新資訊(各類型資

訊皆可)？頻率是？(Q16) 

搜尋訊息來源* 

請問您使用網路搜尋的訊息是以

臺灣訊息？母國訊息？還是國際

訊息為主？(Q16-1) 

母國資訊易得性* 

請問您覺得，您在臺灣時，想知道

您母國資訊是容易還是不容易的

事？(Q16-2) 

即時通訊與社群媒體

使用 

請問您最近 1 年有沒有使用即時

通訊軟體或社群網站，像 Line、

facebook、 WeChat？頻率是？

(Q17) 

線上聊天對象* 

請問您在網路上的聊天對象是臺

灣親友比較多？母國親友比較

多？還是差不多？(Q17-1) 

線上影音使用情形 

請問您最近 1 年有沒有透過網路

從事影音活動，像是看影片、聽音

樂？頻率是？(Q18) 

線上遊戲使用情形 
請問您最近 1 年有沒有玩線上遊

戲或手機遊戲？頻率是？(Q19) 

網路電話使用情形 

請問您最近 1 年有沒有透過網路

打免費電話(如 Line、Skype 的通

話功能)？頻率是？(Q20) 

網路創造內容 

請問您最近一年有沒有在 FB或是

部落格 PO文、張貼照片或上傳影

片？頻率是？(Q21) 

經濟活動

參與 

線上比價 

請問您最近 1年有沒有在網路上

找您感興趣的商品，像是查詢網

友的產品分享、評價、或是比

價？頻率是？(Q22) 

網路購物經驗 

不論是自行下單或是參加團購都

算，請問您最近 1年有沒有上網

買東西？頻率是？(Q23) 

網路創新服務使用經 請問您最近１年有沒有使用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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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調查項目 

驗 路創新商業服務，像是 Airbnb、

Uber、oBike或是網路送餐？頻

率是？(Q24) 

網購付款方式 
請問您最近 1年曾透過哪些方式

支付網路購物費用？(Q25) 

網路販售經驗 

請問您最近 1年有沒有透過網路

幫別人代購（賣家）、販售或是

拍賣商品（全新或二手商品皆

可）？頻率是？(Q26) 

網路或行動銀行使用

經驗 

請問您最近 1年有沒有透過網路

查詢或處理個人金融，像是網路

或行動銀行、線上繳費、股票買

賣等? 頻率是？(Q27) 

行動支付使用經驗 

最近 1年有沒有透過手機或平板

電腦等行動裝置，在超商、計程

車或是商店付款？請問您是透過

手機直接感應或是掃瞄付款（如

QR CODE或二維條碼？(Q28) 

公民參與 

電子化政府主動服務

使用經驗 

請問您最近 1年有沒有接到政府

主動提供的訊息通知，像是防災

通知或是電子報等？頻率是？

(Q29) 

電子化政府被動服務

使用經驗 

請問您最近 1年有沒有使用政府

網站提供的資訊，像是到各部會

或縣市官網查詢資料、下載表

單、即時路況、停車費查詢？頻

率是？(Q30) 

政府網站資料查詢類

別* 

請問您是查什麼資料？(Q30-1) 

健康促進

參與 

線上掛或就診進度查

詢 

請問您最近 1 年有沒有透過網路

預約掛號或上網看門診看診進

度？頻率是？(Q31) 

線上看就醫紀錄、病

歷或檢查結果 

請問您最近 1年有沒有透過網路

查詢您的就醫紀錄或是線上看病

歷、檢查結果？頻率是？(Q32) 

自主健康管理 
請問您最近 1年有沒有透過手機

app或健康手環來紀錄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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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調查項目 

及生活作息？您檢視的頻率是？

(Q33) 

摒除 危機 

網路沈迷 

最近新聞報導常提到網路沉迷或

是手機沉迷的問題，您覺得自己

有這個問題嗎？(Q36) 

個人危機/權益受損/

隱私侵害 

最近您曾經因為上網出現以下問

題嗎？(Q37) 

其他 

資訊代理

人 

資訊代理人擁有情形 

請問您同住家人中，有沒有人可

以幫您處理需要透過網路才能取

得的資訊或服務？(Q39) 

資訊代理人協助取得

服務內容 

請問您最近 1 年有沒有透過同住

家人幫您透過網路取得這些服

務？(Q40) 

政府課程

需求* 

參與政府資訊課程意

願 

如果政府開設免費的電腦或手機

學習上網的課程，您想不想參

加? (Q42) 

課程內容需求 
您希望學習哪些上網功能？

(Q42-1) 

學習上網動機 
請問您想要學上網的原因是什

麼？(Q42-2) 

政府資訊課程參與阻

力 

請問您不想參加的原因？(Q43) 

政府資訊課程促進措

施 

請問政府提供哪些服務能提高您

的參加意願？(Q44) 

開課時段需求 
請問您需要的開課時段是？

(Q44-1) 

數位教材

需求* 
 

如果政府提供中文與您的母國語

言(電腦代入)對照版的數位教

材，您會不會想要使用？(Q45) 

基本 

資料 

 年齡 請問您大約幾歲？(Q48) 

教育程度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Q49) 

職業 
請問您目前從事什麼工作？

(Q50) 

工作性質 
請問您的工作是固定工作還是臨

時性工作？(Q51) 

月收入 
請問您目前每月平均收入大約

是？(Q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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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調查項目 

家庭經濟狀況 
請問您家庭目前的經濟狀況是？

(Q53) 

在臺身分 
請問您目前在臺灣取得的資格證

件是？(Q54) 

配偶職業 
請問您的配偶目前從事什麼工

作？(Q55) 

生育情形 
您跟臺灣配偶生育了幾位子女？

(Q56) 

最小子女年齡 
請問您最小的子女年齡是？

(Q57) 

與配偶父母同住情形 
請問您有沒有跟配偶的父母親同

住？(Q58) 

在臺居住年數 
請問您來臺灣居住幾年了？

(Q59) 

原屬國籍 請問您的原本國籍是？(Q60) 

居住地區 
請問您居住在那一個縣市？

(Q61) 

居住鄉鎮市區 
請問是 xx縣市的哪一個鄉鎮市

區？(Q62) 

性別 受訪者性別(Q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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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抽樣設計與樣本配置 

依據委辦需求，排除來自歐美、日韓、港澳等先進國家之新住民後，本案應

區分越南、印尼、其他及大陸等 4 個副母體，各副母體配置樣本數至少 500 份。

各副母體下依地理區2分層抽樣，各地區預計完成樣本數按該地區某國籍新住民

占該國籍全體新住民比例配置，若母體樣本數充足，配置樣本數不足 30 份者增

補至 30 份。 

本調查合計訪問完成 2,183 份有效樣本，其中大陸新住民 548 份，越南新

住民 553 份，印尼新住民 535 份，其他國家新住民 547 份。各國籍分層預定樣

本配置及實際完成數如表 2-2 所示。 

 

表 2-2 調查樣本配置與實際完成樣本數 

項目別 地區 總計 大陸地區 越南 印尼 其他 

母體數 

合計 502,862 334,275 99,146 29,320 40,121 

北部地區 244,727 167,920 40,271 13,243 23,293 

中部地區 114,745 70,417 27,528 8,610 8,190 

南部地區 128,660 85,102 29,089 6,558 7,911 

東部地區 11,634 8,124 2,042 789 679 

金馬地區 3,096 2,712 216 120 48 

預計 

樣本數 

合計 2,188 543 549 545 551 

北部地區 970 251 203 226 290 

中部地區 493 105 139 147 102 

南部地區 485 127 147 112 99 

東部地區 120 30 30 30 30 

金馬地區 120 30 30 30 30 

實際 

完成數 

合計 2,183 548 553 535 547 

北部地區 983 252 205 226 300 

中部地區 500 107 141 147 105 

南部地區 492 129 149 113 101 

東部地區 134 30 38 35 31 

金馬地區 74 30 20 14 10 

                                                 
2 因細分至 22 縣市人數過少，故採用北中南東及金馬地區分配的方式。北部地區包含新北市、

臺北市、宜蘭縣、基隆市、桃園縣及新竹縣市等 7 個縣市；中部地區包含臺中市、苗栗縣、

南投縣、雲林縣及彰化縣等 5 個縣市；南部地區包含臺南市、高雄市、嘉義縣市、屏東縣及

澎湖縣等 6 個縣市；東部地區包含花蓮縣及臺東縣等 2 個縣市；金馬地區則包括連江縣及金

門縣等 2 個縣市。 



106年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            

11 

 

肆、調查實施期程與樣本接觸情形 

 

本案正式電訪調查於 106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29 日進行訪問。 

 

調查共計撥號 23,346 通，若以電話號碼數計算，則為 10,339 通(兩者差距係

因追蹤訪問所致)。其中，空號、電話暫停使用、傳真機、查無此人等無效電話占

總撥出樣本數的 30.2%；此外，有 24.9%電話於不同日重撥 3 次仍無人接聽。【表

2-3】 

 

本次共計接觸到 4,639 戶新住民家戶，其中，2,183 位新住民完成訪問(占

21.1%3)，295 位因訪談太久或家人阻止而中途拒訪，419 位是新住民本人或家人

拒絕受訪(占 4.1%)，779 位新住民不在臺灣(占 7.5%)，963 位新住民無法在預定

訪問時間內接觸(占 9.3%)。 

 

排除人在國外及預定時間內無法訪問之新住民，本調查訪問成功率為 75.4%。 

 

 

表 2-3 樣本接觸情形 

接觸情形 次數 百分比 成功率 

總計 10,339 100.0  

有效電話 4,639 44.9  

成功訪問 2,183 21.1 

75.4%4 新住民本人中途拒訪   295  2.9 

新住民本人或家人拒訪   419  4.1 

新住民不在臺灣   779  7.5  

預定訪問時間內無法接觸   963  9.3 

無法確認 2,578 24.9 

  不同日重撥 3 次仍無人接聽 2,578 24.9 

無效電話 3,122 30.2 

空號 1,257 12.1 

  暫停使用、電話故障、傳真機   451  4.4 

  查無此人 1,414 13.7 

 

 

                                                 
3 此為占全體樣本之比率，以下均同。 
4 訪問成功率=成功訪問次數/(成功訪問+新住民本人中途拒訪次數+新住民本人或家人拒訪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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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料處理 

一、加權說明 

為使調查得以推論整體新住民的意見，樣本資料需經加權處理，使與母體資

料一致。本調查的樣本結構係按內政部移民署 106 年 9 月新住民國籍與居住地區

結構進行加權。 

 

加權方式採用「多變項反覆多重加權」（Raking），依序以地區及國籍進行

調整，如此反覆進行，直到每一變數的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的適合度檢定已無顯

著差異，才停止raking。 

 

調查結果每一筆資料都乘以調整權數， ，其中 和 是第 交叉組的

母體人數和樣本加權人數，而 和 是母體總人數和樣本加權總人數，讓樣本與

母體分配在調整後趨於一致。最後權數是各步驟調整權數累乘。 

 

統計檢定顯示，加權後各國籍新住民樣本資料結構應已與各地區人口結構

比率一致。 

 

表 2-4 加權前後調查樣本代表性檢定 

  

新住民母體 調查樣本 

樣本代表性 

檢定結果 母體人數 百分比 
實際 

樣本數 

加權前 

百分比 

加權後 

百分比 

總計 502,862     100.0  2,183     100.0     100.0    

地區        

  北部地區 244,727      48.7  983      45.0      48.7    

  中部地區 114,745      22.8  500      22.9      22.8   χ2 = 0.0114 

  南部地區 128,660      25.6  492      22.5      25.6   p  = 1.000 

  東部地區 11,634       2.3  134       6.1       2.3  與母體結構無顯著差異 

  金馬地區 3,096       0.6  74       3.4       0.6    

         

國籍        

  大陸地區 334,275      66.5  548      25.1      66.5   χ2 = 0.0051 

  越南 99,146      19.7  553      25.3      19.7   p  = 1.000 

  印尼 29,320       5.8  535      24.5       5.8  與母體結構無顯著差異 

  其他 40,121       8.0  547      25.1       8.0    

 

n

n

N

N ii


iN in i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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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方法 

 

以下分析將依調查資料測量尺度(measurement scale)的不同，視實際需要以

百分比、平均數等描述性統計檢視調查結果；並以交叉分析及變異數分析進行題

組間關係的檢驗。 

 

(一) 百分比分析 

 

計算百分比及相對次數（複選題，單位為人次／百人次）的公式為：（x/y）

*100，x代表某問項意見相同之次數，y代表總次數，透過計算各項意見表達態度

或意見佔全體的百分比(或相對次數)，可以觀察各因素分布情形及重要性。使用

百分比的時機有二，說明相同子群在母體所占比率，及進行歷年趨勢比較時，觀

察項目增加、減少程度或幅度。 

 

proportion (p)=f/n 

percentage(%)=(f/n)×100=p×100 

f=次數(frequency)，在某一類別中之數目或件數 

n=所有類別或項目中之數目的總和 

 

(二) 交叉分析與卡方獨立性檢定 

 

題組間關係檢驗上，將輔以交叉分析和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若交叉

表的卡方機率值小於顯著水準(0.05)時，才認定兩變數間並非獨立。卡方檢定統

計量公式如下： 

 
)1)(1(~ 2

2

1 1

2 



 

cr
e

eo

ij

ijij
r

i

c

j



 

ijo
=交叉表中第i列與第j行的觀察次數 

ije
=在獨立性假設之下，交叉表中第i列與第j行的期望次數 

2

n 表示自由度為n的卡方分配 

在獨立性假設成立的情況下， ije
個估計值為： 

ije
=第i列合計×第j行合計/樣本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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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NOVA檢定 

 

探索兩變項間關係時，若為等距尺度資料進行平均數比較時，則需使用變異

數分析。變異數分析係將總變異分解為組間變異、組內變異兩個來源，其分析原

理即在求取組間及組內變異的比例，如果組間變異數明顯大於組內變異數，則顯

示各組的平均數中，至少有兩組以上具有顯著差異，如果無顯著差異，則各組的

平均數亦無顯著不同。變異數分析F值計算方式如下所示： 

 

knSS

kSS

MS

MS
F

w

b

w

b






/

1/

 

其中，n為樣本數，k為組別數目， 





k

i

ib nSS
1

2)(

，是各組平均數對總平均數差量的平方和， 





in

j

iij

k

i

wSS
1

2

1

)(

，是各組分數對本組平均數差量的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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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差異檢定變項分類說明 

一、統計區域分類說明 

    為了觀察不同地理區域的數位落差程度，本次地理區域共區分為三類，藉此

比較各統計區域間之新住民數位發展狀態。以下為各統計區域之定義： 

  

(一) 統計區域 1：是依縣市方面進行區分，比較臺灣北部地區、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東部地區及金馬地區的差異。其中，北部地區包含新北市、臺北市、

宜蘭縣、基隆市、桃園縣及新竹縣市等 7 個縣市；中部地區包含臺中市、苗栗縣、

南投縣、雲林縣及彰化縣等 5 個縣市；南部地區包含臺南市、高雄市、嘉義縣市、

屏東縣及澎湖縣等 6 個縣市；東部地區包含花蓮縣及臺東縣等 2 個縣市；金馬地

區則包括連江縣及金門縣等 2 個縣市。 

 

(二) 統計區域 2：是依行政層級進行區分，將直轄市5、省轄市、縣轄市、鎮

與鄉等行政區域劃分出來，試圖瞭解行政區域層級上的差異對於新住民數位發展

的影響。 

 

(三) 統計區域 3：是將臺灣鄉鎮市區分為數位發展 1 級區域、數位發展 2 級

區域、數位發展 3 級區域、數位發展 4 級區域及數位發展 5 級區域等五大類。鄉

鎮市區數位發展程度主要根據行政院研考會 100 年「鄉鎮數位發展分類研究報

告」研究結論進行分類，其中數位發展 1 級區域包含 32 個鄉鎮市區，數位發展

2 級區域共 93 個鄉鎮市區，3 級區域占 127 個鄉鎮市區，4 級區域及 5 級區域各

涵蓋 49 及 67 個鄉鎮市區。此分類乃是各鄉鎮市區在人力資源結構、社會經濟、

教育文化發展、交通動能發展、生活環境發展與資訊基礎建設等六大構面廿五項

指標的綜合表現，涵蓋範圍請見表 2-5。 

                                                 
5 直轄市包含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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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鄉鎮市區數位發展程度分類 

縣市別 1 級區域 2 級區域 3 級區域 4 級區域 5 級區域 

臺北市 

松山區、信義

區 

大安區、中山

區 

中正區、文山

區內湖區、士

林區北投區 

大同區、萬華

區南港區 

   

新北市 

板橋區、三重

區中和區、新

莊區新店區 

 

永和區、樹林

區鶯歌區、三

峽區淡水區、

汐止區土城

區、蘆洲區五

股區、泰山區

林口區、深坑

區八里區 

瑞芳區、三芝

區金山區、萬

里區烏來區 

 

 石碇區、坪林

區石門區、平

溪區雙溪區、

貢寮區 

 

臺中市 

大里區、西區 

北區、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

區 

 

中區、東區 

南區、豐原區 

大甲區、清水

區沙鹿區、梧

棲區后里區、

神岡區潭子

區、大雅區烏

日區、龍井區

霧峰區、太平

區 

東勢區、新社

區石岡區、外

埔區大安區、

大肚區 

 和平區 

臺南市 

永康區、東區 

 

新營區、佳里

區善化區、新

市區仁德區、

歸仁區南區、

北區 

中西區、安南

區安平區 

鹽水區、白河

區柳營區、後

壁區麻豆區、

下營區六甲

區、官田區學

甲區、西港區

七股區、新化

區安定區、山

上區關廟區 

 東山區、大內

區將軍區、北

門區玉井區、

楠西區南化

區、左鎮區龍

崎區 

高雄市 

左營區、三民

區鳳山區 

大寮區、大社

區仁武區、鳥

松區岡山區、

路竹區鹽埕

區、鼓山區楠

梓區、新興區

前金區、苓雅

區前鎮區、小

港區 

林園區、大樹

區橋頭區、燕

巢區阿蓮區、

湖內區茄萣

區、永安區彌

陀區、梓官區

旗山區、美濃

區旗津區 

桃源區、那瑪

夏區 

田寮區、六龜

區甲仙區、杉

林區內門區、

茂林區 

宜蘭縣 
 宜蘭市、羅東

鎮 

蘇澳鎮、頭城

鎮礁溪鄉、壯

 大同鄉、南澳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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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鄉員山鄉、

冬山鄉五結

鄉、三星鄉 

基隆市 

 中正區、七堵

區暖暖區、仁

愛區中山區、

安樂區信義區 

   

 

 

表 2-5 鄉鎮市區數位發展程度分類（續） 

縣市別 1 級區域 2 級區域 3 級區域 4 級區域 5 級區域 

桃園縣 

桃園市、中壢

市平鎮市 

大溪鎮、楊梅

市蘆竹鄉、大

園鄉龜山鄉、

八德市龍潭

鄉、觀音鄉 

新屋鄉  復興鄉 

新竹縣 

竹北市 竹東鎮、湖口

鄉新豐鄉、寶

山鄉 

新埔鎮、關西

鎮芎林鄉、橫

山鄉北埔鄉 

 峨眉鄉、尖石

鄉五峰鄉 

新竹市 東區 北區、香山區    

苗栗縣 

 苗栗市、竹南

鎮頭份鎮 

 

苑裡鎮、通霄

鎮後龍鎮、卓

蘭鎮公館鄉、

銅鑼鄉頭屋

鄉、三義鄉造

橋鄉 

 大湖鄉、南庄

鄉西湖鄉、三

灣鄉獅潭鄉、

泰安鄉 

 

彰化縣 

彰化市 鹿港鎮、和美

鎮員林鎮 

線西鄉、伸港

鄉福興鄉、秀

水鄉花壇鄉、

芬園鄉溪湖

鎮、田中鎮大

村鄉、埔鹽鄉

埔心鄉、永靖

鄉社頭鄉、二

水鄉北斗鎮、

二林鎮田尾

鄉、埤頭鄉溪

州鄉 

 芳苑鄉、大城

鄉竹塘鄉 

南投縣 

 南投市、草屯

鎮 

埔里鎮、竹山

鎮集集鎮、名

間鄉魚池鄉、

水里鄉 

仁愛鄉 

 

鹿谷鄉、中寮

鄉國姓鄉、信

義鄉 

雲林縣 

 斗六市、虎尾

鎮 

斗南鎮、西螺

鎮土庫鎮、北

港鎮古坑鄉、

大埤鄉莿桐

 東勢鄉、臺西

鄉元長鄉、四

湖鄉口湖鄉、

水林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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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林內鄉二

崙鄉、崙背鄉

麥寮鄉、褒忠

鄉 

嘉義縣 

 民雄鄉 

 

太保市、朴子

市布袋鎮、大

林鎮溪口鄉、

新港鄉六腳

鄉、義竹鄉水

上鄉、中埔鄉

竹崎鄉 

大埔鄉 東石鄉、鹿草

鄉梅山鄉、番

路鄉阿里山鄉 

嘉義市 東區 西區    

 

 

 

 

表 2-5 鄉鎮市區數位發展程度分類（續） 

縣市別 1 級區域 2 級區域 3 級區域 4 級區域 5 級區域 

屏東縣 

 屏東市 潮州鎮、東港

鎮萬丹鄉、長

治鄉麟洛鄉、

九如鄉里港

鄉、鹽埔鄉萬

巒鄉、內埔鄉

竹田鄉、枋寮

鄉新園鄉、崁

頂鄉林邊鄉、

南州鄉瑪家鄉 

恆春鎮、琉球

鄉滿州鄉 

高樹鄉、新埤

鄉佳冬鄉、車

城鄉枋山鄉、

霧臺鄉泰武

鄉、來義鄉春

日鄉、獅子鄉

牡丹鄉、三地

門鄉 

花蓮縣 

   花蓮市、鳳林

鎮玉里鎮、新

城鄉吉安鄉、

壽豐鄉光復

鄉、豐濱鄉瑞

穗鄉、富里鄉

秀林鄉、萬榮

鄉卓溪鄉 

 

臺東縣 

   臺東市、成功

鎮關山鎮、卑

南鄉鹿野鄉、

池上鄉東河

鄉、長濱鄉綠

島鄉、海端鄉

延平鄉、金峰

鄉蘭嶼鄉 

大武鄉、達仁

鄉太麻里鄉 

 

澎湖縣 
   馬公市、湖西

鄉白沙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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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鄉望安鄉、

七美鄉 

金門縣 

   烈嶼鄉、金城

鎮金寧鄉、金

沙鎮金湖鎮、

烏坵鄉 

 

連江縣 

   莒光鄉、北竿

鄉南竿鄉、東

引鄉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 100 年「鄉鎮數位發展分類研究報告」報告書。 

 
 
 
 
二、新住民個人基本資料 

 

檢驗數位賦能、數位融入等各題組與個人特質關係，主要是想瞭解不同性

別、不同年齡層、不同學歷、不同職業身分、不同收入、不同國籍新住民，是否

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數位機會，項目及選項分類詳見表 2-6。 

 

表 2-6 新住民個人基本資料選項類別說明 

1.國籍 5.證件別 9.職業別 

  大陸配偶   團聚/居留   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 

  外籍配偶 

越南 

  定居(取得身分證)   專業人士 

    越南   外僑居留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印尼   歸化(取得)國籍   事務支援人員 

    其他 6.來臺居住時間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性別   3 年以下   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 

  男   3 年至未滿 6 年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女   6 年至未滿 10 年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3.年齡   10 年及以上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8-29 歲 7.閱讀正體中文能力   非經濟活動人口 

  30-39 歲   完全看不懂   不知道/ 拒答 

  40-49 歲   只認識基本字彙 10.每月收入 

  50 歲及以上   大部分沒問題   沒有收入 

4.最高學歷   完全沒問題   1～21,009 元 

  小學及以下   不知道/拒答   21,009 元～29,999 元 

  國初中 8.目前工作狀態   30,000 元～39,999 元 

  高中職   有，固定工作   40,000 元～49,999 元 

  專科   有，臨時性工作   50,000 元以上 

  大學及以上   無工作   不知道/拒答 

  不知道/拒答   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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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住民家庭情況 

 

除了新住民的個人背景，本研究也關切新住民的家庭經濟狀況、配偶職業、

生育子女情形及與配偶父母同住情形等，是否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數位機會與需求，

項目及選項分類詳見表 2-7。 

 

 

表 2-7 新住民家庭情況選項類別說明 

1.家庭目前經濟狀況 3.與臺灣配偶生育子女數 

  可自給自足並固定儲蓄   沒有小孩 

  可自給自足，但無法儲蓄   1 個子女 

  可自給自足，有時可以儲蓄   2 個子女 

  經濟困難   3 個以上子女 

  不知道/拒答   拒答 

2.配偶從事工作 4.最小子女年齡 

  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   沒有子女 

  專業人士   未滿 3 歲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3 歲~未滿 6 歲 

  事務支援人員   6 歲~未滿 13 歲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3 歲~未滿 16 歲 

  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   16 歲~未滿 19 歲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9 歲及以上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拒答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5.與配偶父母同住情形 

  非經濟活動人口   同住 

  配偶不在或沒有配偶   未同住 

  不知道/拒答   沒有配偶父母 

  

 
 
 
 
 
 
 
 
 
 
 
 



106年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            

21 

柒、樣本結構 

本次調查共計完成 2,183 份有效樣本，調查樣本結構係以內政部移民署 106

年 9 月新住民國籍及地區人口比例進行加權6，加權後樣本已與母體一致。加權

前後的樣本結構比較如表 2-8 所示。 

 

表 2-8 加權前後樣本結構 

項目別 實際訪問數 加權前百分比 加權後百分比 

總計 2,183 100.0 100.0 

1.性別    

  男 125   5.7   3.0  

  女 2,058   94.3   97.0  

2.年齡    

  18-19 歲 2   0.1   0.2  
  20-29 歲 303   13.9   14.4  
  30-39 歲 987   45.2   54.0  
  40-49 歲 608   27.9   22.6  
  50-59 歲 217   9.9   6.5  
  60-64 歲 42   1.9   1.4  
  65 歲以上 21   1.0   0.8  
  不知道/拒答 3   0.1   0.2  
3.最高學歷    

  小學及以下 377   17.3   10.9  

  國初中 594   27.2   27.8  

  高中職 691   31.7   34.9  

  專科 139   6.4   8.9  

  大學及以上 371   17.0   16.9  

  不知道/拒答 11   0.5   0.5  

4.目前工作狀態    

  有，固定工作 1,137   52.1   45.6  

  有，臨時工作 229   10.5   9.2  

  無工作 788   36.1   43.9  

  不知道/拒答 29   1.3   1.2  

 
 
 
 
 
 

 

                                                 
6 排除歐美、日韓、港澳等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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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加權前後樣本結構（續） 

項目別 實際訪問數 加權前百分比 加權後百分比 

5.職業別    

  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 22   1.0   0.7  
  專業人員 39   1.8   1.2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64   2.9   3.2  
  事務工作人員 55   2.5   3.6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334   15.3   15.6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108   4.9   3.2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92   4.2   3.0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00   4.6   3.2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556   25.5   21.4  
  非經濟活動人口 788   36.1   43.9  
  不知道/拒答 25  1.1 

 

1.0 

 6.個人月收入    

沒有收入 476   21.8   25.6  

未滿 21,009 元 610   27.9   26.0  

2,1009 元~未滿 3 萬元-

29,999 元 

696   31.9   28.3  

3 萬元~未滿 4 萬元

44430,000-39,999 元 

163   7.5   8.3  

4 萬元~未滿 5 萬元 55   2.5   2.8  

5 萬元及以上 38   1.7   1.8  

不知道/拒答 145   6.6   7.3  

7.證件別    

團聚/居留 315   14.4   38.1  

定居(取得身分證) 229   10.5   27.9  

外僑居留 896   41.0   19.0  

歸化(取得)國籍 734   33.6   14.4  

不知道／拒答 9 

 

0.4 0.5 

8.來臺居住時間    

3 年以下 330   15.1   22.0  

3 年至未滿 6 年 

 

289   13.2   14.6  

6 年至未滿 10 年 439   20.1   32.6  

  10 年以上 1,125   51.5   30.8  

9.國籍別    

  大陸 548   25.1   66.5  

  越南 553   25.3   19.7  

  印尼 535   24.5   5.8  

  其他 547   25.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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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加權前後樣本結構（續） 

項目別 實際訪問數 加權前百分比 加權後百分比 

10.縣市別    

新北市 394   18.0   21.0  

臺北市 96   4.4   4.3  

桃園市 330   15.1   14.5  

臺中市 171   7.8   6.8  

臺南市 83   3.8   3.4  

高雄市 187   8.6   11.5  

宜蘭縣 27   1.2   1.2  

新竹縣 96   4.4   6.2  

苗栗縣 85   3.9   4.0  

彰化縣 125   5.7   6.9  

南投縣 54   2.5   3.0  

雲林縣 65   3.0   2.1  

嘉義縣 89   4.1   4.8  

屏東縣 102   4.7   4.2  

澎湖縣 13   0.6   0.8  

花蓮縣 88   4.0   1.3  

臺東縣 46   2.1   1.0  

基隆市 18   0.8   0.6  

新竹市 22   1.0   1.0  

嘉義市 18   0.8   0.9  

金門縣 61   2.8   0.6  

連江縣 13   0.6   0.0  

11.統計區域 1    

北部地區 983   45.0   48.7  

中部地區 500   22.9   22.8  

南部地區 492   22.5   25.6  

東部地區 134   6.1   2.3  

金馬地區 74   3.4   0.6  

12.統計區域 2    

直轄市 1,261   57.8   61.3  

省轄市 58   2.7   2.5  

縣轄市 142   6.5   6.8  

鎮 256   11.7   11.3  

鄉 432   19.8   17.2  

不知道／拒答 34   1.6   0.8  

13.統計區域 3    

數位發展一級區域 549   25.1   29.4  

數位發展二級區域 787   36.1   38.4  

數位發展三級區域 447   20.5   22.0  

數位發展四級區域 223   10.2   3.8  

數位發展五級區域 89   4.1   3.9  

不知道／拒答 88   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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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不同性別與國籍新住民背景分析 

 

從性別來看，女性新住民逾半數(54.6%)年齡在 30-39 歲之間，男性新住民則

以 30-49 歲居多，比率介於 34.5%~37.8%；男性新住民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28.5%)

高出女性新住民 11.9 個百分點；此外，男性新住民有工作的比率(90.8%)也明顯

高於女性新住民(54.0%)。【表 2-9】 

 

從原屬國籍來看，年齡方面，以越南新住民年輕者比率較多，有 29.2%在 30

歲以下，印尼新住民則是年齡較長者比率較高(16.0%)；教育程度方面，其他國籍

新住民 38.9%學歷在大學以上，比率較高，印尼新住民則是小學以下程度者較多

(29.0%)；職業方面，大陸新住民有半數(50.5%)為非經濟活動人口，比率高於其

他國籍新住民；來臺居住時間方面，印尼及其他國籍新住民都有約 71%來臺超過

10 年，比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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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不同性別與國籍新住民背景分布7 

項目別 男性 女性 大陸 越南 印尼 其他 

1.年齡       

  18-29 歲 3.0 15.0 11.7 29.2 9.9 5.9 
  30-39 歲 34.5 54.6 59.6 48.0 41.3 31.0 
  40-49 歲 37.8 22.1 20.5 19.6 32.5 39.6 
  50 歲及以上 24.7 8.2 7.9 3.2 16.0 23.3 
  不知道/拒答 0.0 0.2 0.2 0.0 0.2 0.2 
2.最高學歷       

  小學及以下 16.1 10.7 6.7 18.1 29.0 14.4 
  國初中 22.9 28.0 27.0 35.1 27.6 17.1 
  高中職 22.0 35.3 36.2 36.8 35.1 19.5 
  專科 6.1 9.0 11.0 3.4 2.0 9.9 
  大學及以上 28.5 16.6 18.5 6.0 6.1 38.9 
  不知道/拒答 4.4 0.4 0.6 0.6 0.2 0.2 
3.職業別       

  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 6.9 0.5 0.6 0.2 0.2 2.6 
  專業人員 7.3 1.0 1.0 0.6 2.0 3.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0 3.2 3.6 1.4 2.7 4.5 
  事務工作人員 4.4 3.6 4.4 2.0 1.2 3.3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9.4 15.8 15.7 17.4 12.5 12.8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0.9 3.3 1.9 6.7 7.3 2.6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9.5 2.5 1.8 5.5 1.9 8.0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5.9 2.8 2.0 4.9 5.2 7.4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22.5 21.3 17.8 28.8 32.8 24.7 
  非經濟活動人口 4.8 45.2 50.5 30.9 33.3 29.4 
  不知道/拒答 4.4 0.9 0.8 1.6 1.0 1.4 

4.個人月收入       

沒有收入 3.4 26.3 28.3 21.1 17.6 20.4 

未滿 21,009 元 9.4 26.5 24.1 32.5 34.8 18.7 

2,1009 元~未滿 3 萬元-

29,999 元 

20.0 28.5 25.3 32.2 34.4 38.9 

3 萬元~未滿 4 萬元

44430,000-39,999 元 

37.0 7.4 9.1 5.9 4.9 10.1 

4 萬元~未滿 5 萬元 16.0 2.4 3.1 1.2 1.4 4.7 

5 萬元及以上 7.4 1.7 2.2 0.0 0.9 3.8 

不知道/拒答 6.9 7.3 7.9 7.1 6.0 3.5 

5.來臺居住時間       

3 年以下 21.2 22.0 25.1 21.4 6.1 9.3 

3 年至未滿 6 年 

 

11.6 14.7 14.5 17.5 11.0 10.7 

6 年至未滿 10 年 17.9 33.1 42.4 15.4 12.2 9.1 

  10 年以上 49.3 30.2 18.0 45.7 70.8 70.9 

6.閱讀正體中文能力       

完全看不懂 15.2 3.9 0.7 10.6 8.4 18.1 

只認識基本字彙 

 

25.0 19.8 4.5 51.5 51.6 49.6 

大部分沒問題 19.8 34.3 38.7 32.0 29.2 17.5 

  完全沒問題 39.9 41.9 55.8 5.6 9.1 14.5 

  不知道/拒答 0.2 0.1 0.4 0.4 1.6 0.2 

                                                 
7 表中數字為加權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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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 

 

第一節  賦能 

壹、 資訊近用 

 

一、資訊設備近用情形 

 

(一) 整體描述 

 

調查顯示，新住民有 91.5%曾經上網，較 103 年的 72.1%大幅提升 19.4 個百

分點，也較全國 12 歲以上民眾的 82.3%上網率8高出 9.2 個百分點。各國新住民

中，以越南及大陸新住民的上網率提升較多，分別比 103 年增加 23.4 及 21.3 個

百分點。【圖 3-1】 

 

圖 3-1 新住民個人網路近用狀況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檢定發現，新住民上網情形會隨著國籍、年齡、教育程度、證件別、來

                                                 
8 資料來源為國發會「106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結果，本報告後續與全國比較之各項數

據來源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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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居住時間、閱讀正體中文能力、目前工作狀態、職業別、每月收入及居住地區

不同呈現顯著差異。【附表 A1-1】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大陸、越南及其他國籍新住民都有超過九成曾上網，

比率明顯高於印尼新住民(76.0%)。 

 

從年齡來看，新住民上網經驗隨著年齡增加而遞減，15-29 歲新住民有

97.0%曾上網，50 歲以上新住民的上網率降至 65.8%。 

 

教育程度越高的新住民上網情形也越普遍，小學以下學歷新住民僅 64.8%

曾上網，專科以上新住民曾上網的比率已超過 98%。 

 

從持有證件別來看，大陸新住民為團聚/居留者的上網率(94.2%)略高於定居

或取得身分者(91.8%)；外籍配偶屬外僑居留身分者(92.1%)的上網率略高於歸化

或取得國籍者(83.0%)。 

 

閱讀正體中文能力方面，大陸配偶中，閱讀正體中文完成沒問題者的上網

率(96.5%)，高於大部分沒問題或只認識基本字彙者(都約 90%)；此外，只認識

基本字彙及完全沒問題的外籍配偶九成左右曾經上網，比率較高。 

 

從新住民從事職業來看，以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83.3%)及基層技術工及勞

力工(84.7%)的上網率較低，其餘職業新住民的上網率都在九成二以上。 

 

收入方面，每月收入未達基本工資(21,009 元)者上網率(85.6%)不如其他收

入級距新住民。 

 

以居住區域來看，數位發展一級與二級區域的新住民都有超過九成二曾上

網，比率高於數位發展三級、四級與五級區域者(約 89%)。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差異檢定發現，新住民上網情形會隨著家庭經濟狀況、配偶從事職業、與臺

灣配偶所生子女數、最小子女年齡及與配偶父母同住情形不同呈現顯著差異。【附

表 A1-2】 

 

從家庭經濟狀況來看，目前可以自己自足的新住民家庭，無論是否可儲蓄，

上網率都明顯高於經濟困難者(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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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從事工作方面，配偶為非經活動人口的新住民(74.7%)，上網率明顯不如

配偶有工作者。 

 

從新住民生育情形來看，與臺灣配偶沒有小孩(87.1%)及有 3 個以上子女

(86.5%)的新住民，上網率低於其他生育情形新住民。此外，最小子女年齡超過 16

歲的新住民約七成六曾上網，比率也低於其他生命階段新住民。 

 

與配偶父母的同住情形方面，有與配偶父母同住的新住民，上網比率(94.0%)

略高於未與配偶父母同住者(92.3%)。 

 

二、個人資訊設備擁有情形 

(一) 整體描述 

 

從個人可近用的資訊設備來看，在可複選的情形下，曾上網新住民以持有智

慧型手機的相對次數最高(每百人次有 98 人次)，其次是桌上型電腦(每百人次有

46 人次)，再其次為平板電腦(每百人次有 37 人次)，擁有筆記型電腦及家中有連

網電視的新住民網路族都約是每百人次有 34 人次。 

 

此外，每百人次有 7 人次擁有智慧型穿戴裝置，每百人次有 2 人次擁有智慧

家電，相對次數較少。【圖 3-2】 

 

與全國 12 歲以上網路族的資訊設備擁有情形相較，新住民擁有智慧型手機

的相對次數與全國不相上下，但在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的持有方

面則不如全國網路族。 

 

圖 3-2 新住民網路族資訊設備擁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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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最常使用手機上網(占 92.0%)，最常使用桌上型或

筆記型或平板電腦上網者都不到 5%。【圖 3-3】 

 

圖 3-3 新住民網路族最常使用的上網設備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分析發現，各國新住民擁有智慧型手機的相對次數相當，但大陸新住

民擁有桌上型電腦(每百人次有 55 人次)、平板電腦(每百人次有 45 人次)、筆記

型腦(每百人次有 42 人次)及連網電視(每百人次有 41 人次)的相對次數都高於其

他各國籍新住民。【附表 A2-1】 

 

從年齡層來看，30-39 歲者有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者也高於

其他年齡層新住民。 

 

月收入方面，平均每月收入超過 5 萬元的新住民擁有平板電腦(每百人次有

76 人次)、筆記型電腦(每百人次有 75 人次)、連網電視(每百人次有 66 人次)及

桌上型電腦(每百人次有 65 人次)的相對次數高於其他新住民。 

 

若從居住區域來看，居住在北部地區的新住民有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

腦、平板電腦者較其他地區多。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以家庭經濟狀況區分，目前可自給自足並固定儲蓄的新住民，擁有筆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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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及平板電腦的相對次數較高。配偶職業為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或專業人士

的新住民，擁有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者也較多。【附表 A2-2】 

 

二、無線網路及行動上網近用情形 

(一) 整體描述 

 

行動上網已成為臺灣上網主流，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曾使用無線或行動

上網的比率已達 94.6%，僅 4.9%沒有使用過；與全國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

住民網路族使用行動上網的比率僅微幅落後 2.8 個百分點。【圖 3-4】 

  

圖 3-4 新住民無線網路使用情形 

 

進一步詢問曾使用無線或行動上網新住民手機行動上網的方式，在可複選的

情況下，調查發現，以透過家中 Wi-Fi 的情況最多(每百人次有 69 人次)，其次

為電信業者的 4G 吃到飽方案(每百人次有 46 人次)，再其次為私人業者提供的免

費無線訊號(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及電信業者的 3G 吃到飽方案(每百人次有 24 人

次)。【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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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新住民手機連網方式9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檢定發現，新住民網路族的無線網路使用情形會隨著年齡、教育程度、

證件別、閱讀正體中文能力、目前工作狀態、職業別、每月收入及居住地區不同

呈現顯著差異。【附表 A4-1】 

 

從年齡來看，50 歲以下新住民有 95%左右曾使用無線或行動上網，比率明

顯高於 50 歲以上者(81.3%)。 

 

閱讀正體中文能力方面，無論是大陸或外籍新住民，完全看不懂正體中文

者的無線或行動網路使用率都相對較低。 

 

工作狀態及職業方面，目前有工作的新住民，曾使用無線或行動上網比率略

高於沒有工作者；不同職業工作者中，從事技藝有關工作的新住民(92.1%)，無線

或行動上網率略低於從事其他工作者。此外，每月收入低於基本工資(21,009 元)

的新住民，無線或行動上網率也相對較低。 

 

居住區域方面，南部地區新住民曾使用無線或行動上網的比率(91.1%)，較

其他地區民眾(都約 96%左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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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配偶職業來看，配偶從事事務支援或基層技術工及勞動工的新住民，使

用無線或行動上網比率略低於其他新住民。【附表 A4-2】 

 

三、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 

(一) 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有 62.5%新住民網路族知道政府機關有提供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

網，37.5%不清楚。進一步詢問知道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新住民住家附近的設

置情形，26.9%表示有，37.9%沒有，35.2%不知道或未回答。【圖 3-6】 

 

 

  

 

圖 3-6 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知曉度與設置情形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檢定發現，新住民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知曉度會隨著國籍、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證件別、來臺居住時間、閱讀正體中文能力、目前工作狀態、職

業別、每月收入及居住地區不同呈現顯著差異。【附表 A6-1】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大陸新住民知道政府提供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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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明顯高於其他各國籍新住民。 

 

性別方面，女性新住民知道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的比率(62.8%)高於男性

(51.1%)。 

 

從年齡來看，30-39 歲新住民知道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的比率(67.8%)高於

其他年齡層。教育程度越高的新住民也越清楚政府提供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 

 

如以取得證件別來看，目前來臺團聚/居留的大陸新住民知道的比率(73.4%)

高於其他身分新住民。 

 

新住民職業方面，農林漁牧生產人員(34.2%)及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54.3%)

的知曉度相對偏低。 

 

從居住地區及數位發展區域來看，中部地區新住民知道的比率(53.8%)低於

其他地區(都超過六成)；數位發展五級區域(53.9%)及三級區域(56.1%)的新住民

知曉度也相對較低。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家庭經濟情況方面，目前經濟困難(53.4%)及可自給自足但無法儲蓄(55.2%)

的新住民，知道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的比率較低。【附表 A6-2】 

 

四、新住民網路族學會上網時機 

(一) 整體描述 

 

詢問學會上網時機，調查發現，多數新住網路族在來臺前即已學會上網

(73.5%)，26.3%是來臺後才學習上網。【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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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新住民網路族學會上網時機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檢定發現，新住民學習上網時機會隨著國籍、年齡、教育程度、證件別、

來臺居住時間、閱讀正體中文能力、目前工作狀態、職業別、每月收入及居住地

區不同呈現顯著差異。【附表 A8-1】 

 

從國籍來看，大陸新住民來臺前即學會上網的比率較高，將近九成(89.6%)，

越南(58.2%)、印尼(70.3%)及其他國籍新住民(56.8%)則多半是來臺後才學會上網。 

 

不同年齡層新住民中，50 歲以下者都以來臺前就會上網的比率較高，介於

58.1%~84.1%，50 歲以上新住民則將近七成(69.7%)是在臺灣學會上網。 

 

從教育程度來看，小學及以下學歷者以來臺後學會上網的比率較高(74.6%)，

初中以上學歷新住民則多半是來臺前即會上網，比率介於 62.8%~91.7%。 

 

由居住時間區分，來臺灣不到 10 年的新住民，有超過八成是來臺前學會上

網，來臺居住超過 10 年的新住民，則半數以上(56.9%)是在臺灣學會上網。 

 

從閱讀正體中文能力來看，大陸新住民只有完全看不懂者是來臺後學會上網

居多(61.0%)，其餘都是原本就會上網；外籍配偶則不論中文能力如何，都以來臺

後才學會上網居多，比率在 57%以上。 

 

職業方面，從事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與服務及銷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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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的新住民，來臺後會學上網的比率較高，超過 35%。 

 

不同數位發展區域中，以數位發展四級與五級區域的新住民來臺後學會上網

的比率較高，介於 36.6%~38.0%。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家庭經濟情況方面，目前經濟困難(36.1%)的新住民，來臺後才學會上網的比

率(36.1%)高於其他家庭經濟狀態者。【附表 A8-2】 

 

從配偶職業來看，配偶為非經濟活動人口、配偶不在或從事基層技術及勞動

工作的新住民，來臺後才會學上網的比率(介於 39.7%~47.6%)高於配偶從事其他

工作者。 

 

新住民家鄉親友的上網情況方面，78.3%表示大部分有上網，11.7%小部分有

上網，完全沒有上網者只有 4.0%。【圖 3-8】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大陸新住民大部分家鄉親友有上網的比率最高，為

85.9%；印尼新住民只有 57.1%是家鄉親友大部分上網，比率相對較低。 

 

圖 3-8 新住民家鄉親友上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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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住民使用網路時間 

(一) 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一天上網時間以 1 小時至未滿 3 小時居多(41.9%)，

其次為不到 1 小時(19.3%)及 3 小時至未滿 6 小時(19.3%)，一天上網超過 6 小時

者合計為 11.2%。平均而言，新住民網路族一天上網 3.1 小時。【圖 3-9】 

 

 

圖 3-9 新住民網路族平均一天上網時間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檢定發現，新住民上網時間會隨著國籍、年齡、教育程度、證件別、來

臺居住時間、閱讀正體中文能力、目前工作狀態、職業別、每月收入及居住地區

不同呈現顯著差異。【附表 A10-1】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大陸配偶平均一天上網 3.4 小時，時間較其他各國籍新

住民長(不到 3 小時)。 

 

從年齡及教育程度來看，年齡越輕的新住民每天上網時間越長，30 歲以下

者平均每天上網 3.6 小時，50 歲以上新住民則下降為 1.8 小時。教育程度越高的

新住民上網時間也越長，小學及以下學歷者平均每天上網 1.6 小時，大學以上學

歷新住民則上升至 4.5 小時。 

 

從中文能力來看，無論是大陸或外籍新住民，上網時間都隨著閱讀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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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增加，完全看不懂正體中文的大陸及外籍配偶，每天上網時間分別僅 0.8 及

1.9 小時，閱讀完全沒問題的大陸及外籍配偶，平均一天上網時間分別上升為 3.9

及 3.1 小時。 

 

從工作狀態及職業來看，目前沒有工作的新住民平均一天上網時間(3.3 小時)

略多於有工作者(2.9 小時)。不同職業新住民中，以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的上網時

間最長(8.4 小時)，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1.8 小時)及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1.9 小

時)的上網時間較短。 

 

居住地區方面，北部及金馬地區的新住民上網時間略高於中部、南部及東部

地區新住民；以行政層級區分，居住在直轄市的新住民平均一天上網時間較長(3.3

小時)，居住在鄉的新住民上網時間較短(2.6 小時)；此外，數位發展情況越好的

鄉鎮市區，新住民上網時間也越長，數位發展一級區域新住民平均一天上網 3.6

小時，數位發展五級區域則降至 2.4 小時。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家庭經濟情況方面，以可以自給自足並固定儲蓄家庭的新住民一天上網時間

最長(3.4 小時)，可以自給自足但無法儲蓄家庭的新住民上網時間較短(2.5 小時)。

【附表 A10-2】 

 

從配偶從事職業區分，配偶為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或專業人士的新住民，平

均上網時間(4.1 小時~4.3 小時)高於配偶從事其他工作者。 

 

貳、 技能與素養 

一、資訊安全素養 

(一) 整體描述 

 

本調查以是否清楚(1)個人所下載的程式或瀏覽器可以存取的資訊範圍，及(2)

網路活動或公開過的資訊都可被追查等兩項概念測量新住民網路族的資訊安全

認知。 

 

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的數位足跡認知優於應用程式存取權限認知，合計

有 59.1%網路族自認清楚網路活動必留下足跡(16.0%非常清楚，43.1%還算清楚)，

但只有 43.9%網路族知道自己使用的瀏覽器或應用程式可以存取那些個人資訊

(11.7%非常清楚、32.2%還算清楚)。【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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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臺灣 12 歲以上網路族，新住民的網路資訊安全認知相對不足，自認清

楚網路活動必留下足跡的比率較全國低 23.3 個百分點，知道自己使用的瀏覽器

或應用程式可以存取那些個人資訊的比率則較全國低 8.8 個百分點。【圖 3-11】 

 

 

 

 

 

 

 

 

 

 

 

 

 

圖 3-10 新住民網路族資訊安全認知 
 

 

圖 3-11 新住民與全國網路族資訊安全認知比較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檢定發現，新住民的資訊安全認知會隨著國籍、年齡、教育程度、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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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來臺居住時間、閱讀正體中文能力、目前工作狀態、職業別、每月收入及居

住地區不同呈現顯著差異。【附表 A11-1】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以大陸及其他國籍新住民的資訊安全認知較佳，大陸

新住民有 47.8%清楚應用程式存取權限、65.7%清楚網路活動會留下紀錄；其他

國籍新住民有 50.2%清楚應用程式存取權限、57.1%清楚網路活動會留下紀錄。

越南新住民僅 29.1%清楚應用程式存取權限、39.3%清楚網路足跡，資訊安全認

知相對較為不足。 

 

年齡層及教育程度方面，40 歲以下的新住民無論是對應用程式存取權限或

網路活動會留下紀錄，表示清楚的比率都高於 40 歲以上新住民。教育程度越高

的新住民，對於應用程式存取權限或網路足跡的認知程度也越高。 

 

從新住民身分來看，歸化(取得)國籍的外籍配偶，僅 26.9%表示清楚網路應

用程式存取權限、38.4%清楚網路活動會留下紀錄，資訊安全認知都不如其他身

分的新住民。 

 

從閱讀正體中文能力來看，不論是大陸或外籍配偶，對於網路應用程式存

取權限及網路足跡的認知，都隨著閱讀能力的提升而增加。 

 

從新住民從事職業來看，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專業人士或技術員及助理專

業人員的新住民，有關資訊安全的認知程度較高，比率都在七成以上；從事農林

漁牧生產的新住民，僅 30.6%清楚網路應用程式存取權限、38.9%清楚網路活動

會留下紀錄，比率都較低。 

  

數位發展狀況方面，居住在數位發展一級與二級區域的新住民，清楚網路應

用程式存取權限及網路足跡的比率，也都高於數位發展三級、四級與五級區域新

住民。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家庭情況來看，目前可自給自足並固定儲蓄的新住民資訊安全認知較高，

家庭經濟困難的新住民，對於網路資訊安全認知相對不足。【附表 A11-2】 

 

從新住民配偶從事職業來看，配偶為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專業人士或技術

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的新住民，有關資訊安全的認知程度較高，比率都在六成以上；

配偶從事農林漁牧生產或非經濟人口的新住民，僅 31%左右清楚網路應用程式存

取權限、約 39%清楚網路活動會留下紀錄，比率都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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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篩選與判斷能力 

(一)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對個人資訊判斷能力的評價方面，有 14.2%新住民網路族認為自

己判斷網路資訊真偽的能力非常好，56.9%自認能力還不錯，合計有 71.1%新住

民網路族認為自己判斷網路訊息真實性的能力佳。對於過濾有用資訊的能力自評

方面，10.3%新住民網路族自認能力非常好，55.1%覺得自己能力還不錯，正向評

價合計 65.4%。【圖 3-12】 

 

圖 3-12 新住民網路族的資訊篩選及判斷能力自評 

 

與臺灣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住民對於網路資訊篩選及判斷能力的自信

略低，自認判斷資訊可信度能力佳的新住民較全國低 16.1 個百分點，自認篩選

有用資訊能力好的比率則較全國低 12.3 個百分點。【圖 3-13】 

 

圖 3-13 新住民與全國網路族資訊篩選及判斷能力自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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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檢定發現，新住民的資訊篩選及可信度判斷能力會隨著國籍、年齡、教

育程度、證件別、來臺居住時間、閱讀正體中文能力、目前工作狀態、職業別、

每月收入及居住地區不同呈現顯著差異。【附表 A12-1】 

 

    資訊篩選能力方面，以大陸、印尼及其他國籍新住民較有自信；資訊可信

度判斷能力方面，大陸新住民網路族有 75.7%認為自己判斷能力好，明顯高於

其他各國籍新住民。 

 

從年齡及教育程度來看，無論是資訊篩選及判斷能力，都是越年輕及教育

程度越高的新住民自評判斷能力好的比率越高。 

 

閱讀正體中文能力方面，隨著對中文的閱讀能力增加，新住民對有用資訊

篩選及可信度判斷也越有自信。 

 

從職業來看，從事技藝有關工作的新住民網路族，對於資訊篩選(58.8%)和

可信度判斷(59.2%)的自信都較低。 

 

區分數位發展狀況，居住在數位發展五級區域的新住民，自認篩選有用資

訊好的比率(58.3%)略低於其他區域新住民。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家庭經濟狀況來看，目前可以自給自足並能儲蓄家庭的新住民，自認篩選

有用資訊能力好的比率(71.1%)，明顯高於經濟困難家庭新住民(51.4%)。【附表

A12-2】 

 

此外，配偶為非經濟人口的新住民，無論是資訊篩選(54.9%)或可信度判斷

(55.2%)的自信都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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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程式設計學習經驗 

 (一)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中，有 12.6%曾經修習或自學程式設計，86.0%沒

有接觸過相關概念，1.4%未回答。與臺灣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有程式設計學

習經驗的新住民比率略低 11.7 個百分點。【圖 3-14】 

 

圖 3-14  新住民網路族的程式設計學習經驗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檢定發現，新住民網路族的程式設計學習經驗會隨著國籍、教育程度、

證件別、來臺居住時間、閱讀正體中文能力、職業別、每月收入及居住地區不同

呈現顯著差異。【附表 A13-1】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其他國籍新住民有 22.4%表示曾學過或會程式語言，明

顯高於大陸、越南及印尼等國新住民(介於 10.8%~13.9%)。 

 

教育程度較高的新住民，也有較多學過程式設計，國中以下學歷者僅 3%左

右具備，大學及以上程度者有 38%會程式語言或程式設計。 

 

來臺居住時間方面，來臺時間越短的新住民網路族學過程式設計的比率也較

多，來臺 3 年以下者有 16.9%曾學過或會程式語言，來臺 10 年者降至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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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正體中文能力來看，不論是大陸或外籍配偶，有程式設計學習經驗的

比率，都隨著閱讀能力的上升而增加。 

 

不同職業新住民網路族，以專業人士學過程式設計者較多(58.3%)，農林漁牧

生產人員、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與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會程式設計或程式語言者

比率較低，都不到一成。 

 

從居住地區來看，南部及北部地區新住民網路族都有約一成四學過程式設計，

比率高於其他地區新住民。此外，居住在省轄市的新住民有 22.2%學過程式設計，

比率高於居住在直轄市、縣轄市及鄉、鎮的新住民。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家庭經濟情況來看，目前可自給自足並固定儲蓄家庭的新住民，約二成

(19.6%)有程式設計學習經驗，比率較高。配偶職業方面，以配偶從事民意代表及

經理主管與專業人士的新住民學過程式設計者比率較高(超過二成四)，配偶不在

或沒有配偶者程式設計學習經驗較為不足(僅 2.6%)。【附表 A13-2】 

 

 

四、新住民電腦或手機輸入語言 

     

新住民使用電腦或手機輸入使用語言方面，調查發現，多數新住民仍以使

用母國語言10的相對次數較多(每百人次有 66 人次)，其次才是中文(每百人次有

54 人次)，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會使用英文。【圖 3-15】 
 

                                                 
10 大陸新住民為使用簡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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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新住民電腦或手機輸入使用語言11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分析發現，各國籍新住民中，大陸、越南及印尼新住民都以輸入母國語

言的相對次數最多(介於每百人次有 64 人次~71 人次)，其次是中文(介於每百人

次有 54 人次~59 人次)；其他國籍新住民則是以英文輸入最多(每百人次有 58 人

次)，其次才是母國語言(每百人次有 41 人次)及中文(每百人次有 40 人次)。【附

表 A14-1】 

 

以新住民證件別來區分，無論是大陸配偶或外籍配偶，取得身分證或歸化國

籍者，輸入語言以中文為主的相對次數都高於團聚/居留或外僑居留者。來臺居住

的時間越長，使用中文輸入的相對次數也越高，來臺 3 年以下者每百人次有 35

人次以中文輸入為主，來臺 10 年以上者則上升至每百人次有 66 人次。此外，閱

讀正體中文能力越好的新住民，使用中文輸入的相對次數也越高，看正體中文完

全沒問題的大陸及外籍配偶，分別有每百人次有 64 人次及每百人次有 88 人次主

要採用中文輸入。 

 

從居住區域來看，居住在南部及地金馬區的新住民，使用中文輸入為主的相

對次數較低(每百人次 48 人次左右)，東部地區新住民採用中文輸入為主者相對

較多(每百人次有 62 人次)。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配偶職業來看，配偶為事務支援人員的新住民，使用中文輸入為主的比率

                                                 
11 本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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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每百人次有 70 人次)，配偶為非經濟活動人口者，以中文輸入為主的比率相

對較少(每百人次有 42 人次)。【附表 A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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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融入 

本節主要探討新住民網路族最近一年在學習、社會生活、經濟、公民參與

及健康促進等五大面向應用的參與情形，以下簡述調查結果。 

 

壹、學習活動參與情形 

 

(一)整體描述 

 

本調查學習活動參與情形以「線上學習新技能」為主要測量指標。 

 

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一年來，合計有 8.8%新住民網路族以學習為目的，每

天在網路上尋找資料或影片並因此學會新的技能 (3.5%一天數次、5.3%每天一

次)，12.5%約一周一次，7.9%約一個月一次，6.7%超過一個月，合計有 35.9%新

住民網路族參與線上自我學習，另有 61.6%未參與、2.5%未回答。【圖 3-16】 

 

與全國12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住民網路族的網路學習活動參與率低了13.5

個百分點；每天至少一次在網路上尋找資料或影片並因此學會新的技能的比率

(8.8%)則略低 3 個百分點。 

 

 

圖 3-16 新住民網路族最近一年學習活動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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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檢定發現，新住民參與線上學習活動的情形會隨著國籍、年齡、教育程

度、證件別、來臺居住時間、閱讀正體中文能力、職業別、每月收入及居住地區

不同呈現顯著差異。【附表 A15-1】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以其他國籍新住民網路族參與線上學習的比率較高

(53.5%)，印尼新住民參與率較低(38.0%)。 

 

從年齡及教育程度來看，年齡越輕及教育程度越高的新住民網路族，參與線

上學習的比率越高；30 歲以下及大學程度以上新住民都有超過五成過去一年曾

參與線上學習，50 歲以上及小學以下程度者，參與率分別只有 18.4%及 24.9%。 

 

新住民職業方面，以專業人士參與線上學習的比率較高(87.9%)，機械設備操

作及組裝人員(22.6%)與基層技術工及勞動工(27.9%)參與比率較低。 

 

從居住地區來看，居住在東部地區(40.0%)的新住民網路族，參與線上學習的

比率較高；以數位發展程度區分，數位發展二級區域新住民網路族參與比率較高

(38.6%)，數位發展五級區域新住民參與度較低(33.3%)。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家庭經濟狀況來看，目前可以自己自足並固定儲蓄家庭的新住民網路族，

線上學習參與比率較高(45.1%)，目前無法儲蓄(30.9%)及經濟困難家庭新住民

(31.7%)參與度較低。【附表 A15-2】 

 

從最小子女年齡看，最小子女未滿 3 歲的新住民網路族，線上學習參與比率

較高 (40.5%)，最小子女在 16 歲以上的新住民網路族參與度較低 (介於

27.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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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生活參與情形 

 

一、社會生活參與情形 

 

(一)整體描述 

 

「社會生活參與」側重於瞭解個人透過 ICT 進行單向的社會生活參與或雙

向的互動行為，106 年具體調查指標包含單向的查詢新資訊、參與影音娛樂活動，

以及雙向互動的即時通訊、網路電話、網路貼文及線上遊戲。 

 

調查結果顯示，新住民網路族對於投入單向及雙向的網路社會生活都很熱絡。

其中，最近一年參與比率最高的是即時通訊與社群網站(95.0%)，使用網路電話

(83.1%)、線上影音(79.0%)的比率也都接近或超過八成，64.2%曾上網查詢新資訊，

約半數(51.8%)網路族過去一年曾於網路上張貼文章、照片或影片，參與網路內容

創作；參與手機或線上遊戲的比率較低，不到三成(29.5%)。【圖 3-17】 

 

從使用頻率來看，應用比率最高的即時通訊或社群網站，同時也是六項社會

生活指標中使用頻率最高的項目，有 65.7%新住民網路族每天使用數次，17.1%

每天至少使用一次，合計每天使用率達 82.8%。 

 

網路電話的使用率雖然居次，但使用頻率則不如線上影音應用，合計有

45.0%新住民網路族每天都會透過手機或電腦觀賞影片或聽音樂，比率高於每天

都會撥打網路電話的網路族(32.9%)。 

 

此外，有 12.9%新住民網路族透過網路查詢新資訊的頻率達每天數次，10.2%

約每天一次，意即有 23.1%網路族每天都會從網路獲得新資訊。 

 

線上遊戲的使用率雖然是社會生活構面指標中最低者，但 8.8%每天玩數次、

7.1%每天至少玩一次，使用頻率並不低；相對來說，新住民網路族參與網路內容

創作的頻率較低，最常見的是超過一個月(17.9%)、一周(15.7%)或一個月(13.8%)

才貼文一次，僅 1.9%一天貼文數次，2.6%每天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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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新住民網路族最近一年社會活動參與情形 

 

與全國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住民網路族最近一年參與各項社會活動的

比率高低順序相同，但除了使用即時通訊、網路電話、線上影音與網路貼文的參

與率與全國較為接近，查詢新資訊及參與線上遊戲的比率都分別落後全國網路族

約 20 個百分點。【圖 3-18】 

 

圖 3-18 新住民與全國網路族最近一年社會活動參與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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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從原屬國籍來看，大陸新住民網路族透過網路查詢新資訊的比率較其他各國

籍新住民高；其他國籍新住民參與線上影音活動、線上遊戲、網路 po 文、照片

或影片等的比率高於大陸、越南及印尼新住民；越南新住民網路族則是撥打網路

免費電話的比率相對略高。【附表 A16-1、A19-1~A23-1】 

 

年齡較輕與教育程度較高的新住民，透過網路查詢新資訊、參與線上影音活

動、網路創造內容的比率也較高。 

 

來臺居住時間方面，來臺 3 年以下的新住民網路族有 35.0%參與線上遊戲，

比率高於來臺時間較久者。但來臺超過 3 年以上的新住民網路族，則是參與網路

張貼文章等創造性內容的比率(約 55%)高於來臺時間較短者(41.2%)。 

 

不同職業新住民中，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透過網路查詢新資訊(41.2%)、

參與線上影音活動(72.8%)、撥打免費網路電話(78.1%)，農林漁牧生產人員參與

線上遊戲(20.4%)等的比率都相對較低。 

 

從居住地區來看，東部地區新住民網路族撥打網路免費電話比率明顯較高

(91.5%)；數位發展五級區域新住民透過網路查詢新資訊(54.8%)、參與線上影音

活動(77.0%)及網路創造性內容(46.4%)等比率相對較低。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家庭經濟狀況來看，目前家中經濟困難的新住民網路族，在透過網路查詢

新資訊(49.9%)、參與線上影音活動(65.0%)、網路創造性內容(45.9%)等比率都相

對較低。【附表 A16-2、A19-2~A23-2】 

 

配偶從事職業方面，配偶為非經濟活動人口的新住民，透過網路查詢新資訊

(51.7%)、參與線上影音活動(60.1%)、網路創造性內容(35.6%)等比率都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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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住民取得資訊情形 

 

針對最近一年曾上網查詢新資訊的新住民網路族詢問主要的資訊來源，調查

發現，以搜尋臺灣訊息的相對次數較高(每百人次有 69 人次)，其次是母國訊息

(每百人次有 45 人次)，以搜尋國外訊息為主者為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圖 3-19】 

 

從原屬國籍來看，大陸及印尼新住民都以搜尋臺灣的訊息較多，分別為每百

人次有 75 人次及每百人次有 68 人次，越南新住民以搜尋母國訊息較多(每百人

次有 62 人次)，其他國籍新住民則是搜尋臺灣訊息和母國訊息者相當，都是每百

人次有 51 人次)。 

 

 

圖 3-19 新住民網路族搜尋網路資訊來源 

 

至於在臺灣得知母國資訊的難易度，超過八成(82.6%)新住民都覺得容易，僅

11.1%認為不容易，6.3%表示不清楚。【圖 3-20】 

 

從原屬國籍來看，越南及其他國籍新住民認為知道母國訊息容易的比率都超

過九成，大陸新住民認為容易的比率為 79.6%，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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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新住民網路族認為獲得母國資訊難易度 

 

調查發現，最近一年曾使用即時通訊或社群網站的新住民網路族，38.9%網

路聊天對象是臺灣和母國親友差不多，38.7%以母國親友居多，21.6%則是臺灣親

友較多。不同國籍新住民中，越南新住民與母國親友聊天較多的比率略高(47.0%)。

【圖 3-21】 

 

 

圖 3-21 新住民網路族的網路聊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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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濟活動參與情形 

「經濟活動參與」調查指標包括產品查詢比價、網路購物、使用網路創新服

務、網路銀行、網路販售商品及行動支付等六項指標。 

 

一、經濟活動參與情形 

(一) 整體描述 

 

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一年來，45.0%新住民網路族曾透過網路查詢商品評價

或比價，44.0%曾於線上購物；不過，新住民網路族對網路金融的接受度不高，

最近一年使用率僅 11.7%，6.7%曾經使用 Airbnb、Uber、oBike 等網路創新服務，

5.8%過去一年曾於網路銷售商品。【圖 3-22】 

 

再從使用頻率來看，合計有 7.8%新住民網路族每天查詢感興趣的商品或比

價，16.6%每周至少研究一次，是應用最頻繁的經濟活動；新住民網路族透過網

路購物則以一個月以上一次最常見(20.1%)，16.4%每月至少一次，6.6%則是每周

上網購物。 

 

網路金融的使用頻率部份，每天使用的經常利用者合計不到 1%(0.7%)，2.5%

約每周使用一次、4.9%約每月使用一次，3.7%超過一個月使用一次。 

 

最後，經常性使用網路創新服務及販售商品的新住民網路族都不多，比率分

別為 0.3%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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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新住民網路族最近一年經濟活動參與情形 

 

與全國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住民網路族最近一年參與各項經濟活動的

比率高低順序相同，但除了網路創新服務與網路販售商品的參與率與全國較為接

近，商品查詢比價、網路購物及網路金融的參與率都落後全國網路族至少 15 個

百分點。【圖 3-23】 

 

圖 3-23 新住民與全國網路族最近一年經濟活動參與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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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方興未艾的行動支付，新住民網路族合計只有 6.4%有使用經驗，其中

3.7%曾掃瞄付款，1.7%曾感應付款，1.0%兩者都使用過。【圖 3-24】 

 

圖 3-24 新住民網路族最近一年行動支付使用情形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從原屬國籍來看，大陸新住民參與網路商品查詢、比價(49.2%)、網路購物

(51.1%)及網路金融服務(15.5%)的比率都較高。年齡方面，30-39 歲新住民網路族

是參與網路商品查詢、比價(51.3%)及網路購物(50.7%)的主力。教育程度方面，

專科以上學歷新住民參與各項網路經濟活動的比率，都高於教育程度較低者。【附

表 A24-1~A26-1、A28-1~A29-1】 

 

不同職業新住民中，專業人士參與網路商品查詢、比價(78.5%)、網路購物

(80.2%)的比率都較高。收入方面，每月收入未達基本工資(21,009 元)的網路族，

參與網路商品查詢比價、網路購物、網路創新商業服務及網路金融服務等的比率

都相對較低。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家庭經濟狀況來看，目前家中經濟困難的新住民網路族，在網路商品查詢

比價(30.5%)、網路購物(32.0%)、網路創新商業服務(1.7%)等的參與率都相對較低。

【附表 A24-2~A26-2、A28-2~A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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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購支付方式 

(一)整體描述 

 

新住民網購族的付款方式方面，以貨到付款最為普遍(每百人次有 76 人次)，

其次是便利商店取貨付款 (每百人次有 66 人次)，再其次依序為線上刷卡(每百人

次有 34 人次)、實體 ATM 轉帳(百每人次有 25 人次)、網路銀行轉帳(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臨櫃匯款(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手機感應付款(每百人次有 11 人次)。

【圖 3-25】 

 

 

圖 3-25 新住民網購族參與網路購物的支付方式12 

 

 

肆、公民參與情形 

 

「公民參與情形」主要為電子化政府資源使用狀況，以接收政府資訊、線上

查詢政府公共資訊為測量指標。 

 

 (一)整體描述 

 

調查顯示，過去一年有 33.7%新住民網路族曾收到政府發送的防災通知或是電

子報等公共資訊，比率高於主動線上查詢政府公共資訊者(10.2%)。【圖 3-26】 

 

從使用頻率來看，網路族近一年收到政府主動通知訊息的接觸頻率並不高，

政府每周能觸及的新住民網路族合計僅 2.8%，與每周主動上政府網站查詢所需

                                                 
12 本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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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比率相仿(2.2%)。 

 

與全國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住民網路族接觸政府主動發送訊息的比率

低 16.5 個百分點，主動查詢政府網站的資訊則低 25.2 個百分點。【圖 3-27】 

 

 

圖 3-26 新住民網路族最近一年電子化政府資源使用情形 

 

圖 3-27 新住民與全國網路族最近一年電子化政府資源使用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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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從原屬國籍來看，其他國籍新住民網路族無論收到政府主動訊息通知(42.6%)

或使用政府網站查詢資料的比率(17.1%)都較高；印尼新住民收到政府主動訊息

通知(27.6%)、越南新住民使用政府網站查詢資料的比率(6.6%)則相對較低。【附

表 A31-1、A32-1】 

 

教育程度越高的新住民利用政府網站查詢資訊的比率越高，小學程度新住民

網路族僅 3.8%使用，大學以上學歷者使用率上升至 21.6%；此外，閱讀正體中文

能力越佳的新住民網路族，使用政府網站查詢資訊的比率也越高。 

 

不同職業新住民網路族，以專業人士利用政府網站比率最高(56.6%)，技藝有

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的使用比率較低，都只有 4.5%左右。 

 

從居住區域來看，居住在縣轄市(27.1%)及鎮(25.5%)的新住民網路族收到政

府主動通知訊息的比率相對較低；另一方面，數位發展三級與五級區域新住民網

路族使用政府網站的比率(約 4%左右)也不如數位發展一級與二級區域者。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家庭經濟狀況來看，目前家中經濟困難的新住民網路族，無論是收到政府

主動訊息通知(29.7%)或使用政府網站查詢資訊(4.3%)比率都相對較低。配偶從事

職業方面，配偶為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4.3%)、基層技術及勞力工(5.0%)與

非經濟活動人口(5.7%)的新住民網路族，使用政府網站比率也較低。【附表 A31-

2、A32-2】 

 

至於新住民使用政府網站查詢的資訊類型，調查發現，以移民相關法令規定

最多(每百人次有 31 人次)，其次是查詢醫療衛生輔導措施(每百人次有 17 人次)、

新住民課程(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生活相關訓練輔導措施、工作機會與生活照顧

輔導措施(都是每百人次有 11 人次)等，再其次為查詢停車資訊、路況資訊、觀光

活動資訊(都是每百人次有 6 人次)，查詢社會福利、監理資訊及稅務勞健保相關

資訊者，則是每百人次不到 4 人次。【圖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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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新住民使用政府網站查詢資料類型13 

 

 

伍、健康促進參與情形 

 

(一)整體描述 

 

「健康促進參與情形」主要探討新住民透過 ICT 得到相關醫療資源或醫療

照護之行為，具體指標包含「網路掛號或查詢看診進度」、「線上看就醫紀錄、病

歷或檢查結果」與「透過手機 App 或健康手環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調查顯示，新住民網路族有 31.5%過去一年曾透過網路掛號或查詢看診進度，

8.8%有透過手機 App 或健康手環進行自主健康管理，5.1%曾在線上看就醫紀錄、

病歷或檢查結果。【圖 3-29】 

 

從使用頻率來看，三項健康應用以透過 App 自主健康管理的使用頻率最高，

3.1%每天使用且查看紀錄，網路掛號或查詢看診進度則與看診頻率相關，以每月

一次(6.4%)或超過一個月為周期(24.0%)。 

                                                 
13 本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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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新住民網路族最近一年健康促進參與情形 

 

與全國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住民網路族雖然也以網路掛號或查詢門診

進度的使用率較高，但比率較全國低了 17.5 個百分點。【圖 3-30】 

 

圖 3-30 新住民與全國網路族最近一年健康促進參與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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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從原屬國籍來看，大陸新住民網路族使用網路掛號或線上查詢看診進度

(39.6%)及透過手機 App 等進行自主健康管理的比率(11.2%)，都高於其他各國籍

新住民。【附表 A34-1~A36-1】 

 

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上的新住民網路族，在三項網路健康促進活動的使用比率

也都高於其他學歷新住民。 

 

來臺居住時間方面，來臺越久的新住民使用網路掛號或線上查詢看診進度的

比率越高，但線上看就醫紀錄、病歷或檢查結果及利用手機 App 等進行健康自

主管理，則以來臺 3 年以下的新住民使用率較高。 

 

從工作狀況及職業來看，目前沒有工作的新住民網路族使用網路掛號或線上

查詢問診進度的比率(35.7%)，高於有工作者。農林漁牧生產人員無論是使用網路

掛號或健康自主管理的比率，都低於其他職業新住民網路族。 

 

從居住區域來看，居住在數位發展五級區域的新住民網路族使用網路掛號或

健康自主管理的比率都相對較低。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配偶職業來看，配偶為農林漁牧生產人員(14.7%)與非經濟活動人口

(17.3%)的新住民網路族，使用網路掛號或線上查詢問診進度的比率較低。【附表

A34-2~A36-2】 

 

陸、臺灣上網便利性 

(一)整體描述 

 

請新住民網路族評估在臺灣上網的便利性，調查發現，有 90.0%認為方便，

7.8%感覺不便利，2.3%無法判斷或未回答。【圖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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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新住民網路族對臺灣上網便利性評價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從原屬國籍來看，越南、印尼及其他國籍新住民網路族對臺灣上網便利性的

評價(94.1%~97.8%之間)高於大陸新住民(86.8%)。【附表 A37-1】 

 

年齡方面，以 30-49 歲新住民網路族認為臺灣上網方便的比率較高

(90.7%~92.2%之間)，50 歲以上新住民的正面評價較低(82.5%)。從學歷來看，以

國初中(92.2%)及大學以上學歷(91.4%)新住民網路族認為臺灣上網方便的比率較

高，專科學歷新住民認為方便的比率略低(84.4%)。 

 

從工作狀況及職業來看，目前有固定工作的新住民網路族認為臺灣上網方便

的比率(92.1%)，略高於有臨時工作或無工作者(約 88%)。 

 

從居住區域來看，居住在金馬、北部及東部地區的新住民網路族超過九成認

為臺灣上網便利，比率略高於中部及南部新住民(約 88%)。數位發展程度越高地

區的新住民網路族，認為上網方便的比率越高，數位發展一級區域有 91.6%認為

便利，數位發展五級區域則是 71.3%。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家庭經濟況來看，目前可以自給自足家庭的新住民網路族，認為上網便利

的比率(介於 89.6%~94.6%)，高於經濟困難家庭(81.7%)。【附表 A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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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摒除 

本節主要在瞭解新住民是否因為使用 ICT 而造成個人危機，以及個人是否

因為使用 ICT 遭受資訊安全或自身權益受損，亦即探討網路帶來的使用者危機

與權益侵害。 

 

其中，個人危機包含網路沉迷、社交能力、身體狀況退化及滑手機不專心導

致跌倒意外等；至於權益侵害則包括被詐騙及帳號被盜等情形。 

 

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一、網路沉迷 

(一) 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有 15.1%自認有網路沉迷現象，83.6%表示沒有。

【圖 3-32】 

 

 

圖 3-32 新住民網路族的網路沉迷問題自評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從原屬國籍來看，大陸(17.1%)及其他國籍新住民網路族(14.4%)自認有網路

或手機沉迷問題的比率，略高於印尼(11.1%)及越南新住民(9.2%)。【附表 A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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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方面，越年輕的新住民網路族自認有網路沉迷問題的比率越高，30 歲

以下網路族比率為 17.5%，50 歲以上者降至 6.7%。 

 

教育程度較高的新住民網路族，自認有網路沉迷現象的比率也較高，小學及

以下學歷網路族比率為9.1%，專科及大學以上者比率分別上升為20.2%與17.0%。 

 

從職業及收入來看，專業人士自認有網路沉迷的比率較高(34.1%)，機械設備

操作及組裝人員(6.3%)與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7.4%)比率較低。此外，每月收入

超過 4 萬元的新住民網路族有約二成五自認有網路沉迷問題，比率高於收入較低

者。 

 

從居住區域來看，數位發展一級區域新住民網路族有 19.4%自認有網路沉迷

問題，比率高於其他數位發展區域。 

 

此外，手機上網時間較多者，有網路沉迷傾向的比率較高，每天上網 2 小時

以內的新住民網路族一成左右自認有網路沉迷問題，每天手機上網超過 5 小時的

新住民，自認有網路沉迷問題的比率上升至 37.1%。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配偶職業來看，配偶為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與事務支援人員的新住民網路

族，有超過二成自認有網路沉迷問題，比率較高；配偶為農林漁牧生產人員與基

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者，自認有網路沉迷問題的比率較低(不到一成)。【附表 A38-

2】 

 

 

二、個人危機或權益損害 

(一) 整體描述 

 

在使用網路產生的個人危機或權益損害方面，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感覺

身體或視力變差的相對次數較高(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其次是互動能力變差(每

百人次有 8 人次)，每百人次有 6 人次曾遇過手機中毒，至於曾有被詐騙、因滑

手機不專心發生跌倒意外、信用卡或帳號被盜經驗者，都低於每百人次 3 人次。

【圖 3-33】 

 

整體而言，有 27.5%新住民網路族有至少一項個人危機或權益損害，區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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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觀察，以印尼新住民因使用網路造成個人危機或權益損害的比率較高(32.3%)。

【圖 3-34】 

 

 

圖 3-33 新住民網路族因使用網路造成個人危機或權益侵害情形14 

 

 

 

圖 3-34 新住民網路族個人危機或權益侵害情形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從原屬國籍來看，大陸及印尼新住民網路族感覺身體變差的相對次數(都是

每百人次有 21 人次)，略高於越南(每百人次有 16 人次)及其他國籍(每百人次有

17 人次)。【附表 A39-1】 

                                                 
14 本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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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及教育程度方面，50 歲以上及國小以下學歷新住民網路族感覺身體變

差及曾遭遇手機中毒或被詐騙的相對次數都略高。 

 

從居住區域來看，東部地區新住民感覺身體變差、曾經手機中毒或被詐騙的

相對次數高於其他地區；數位發展四級區域的新住民網路族，也有較多感覺身體

變差、曾經遇過手機中毒或被詐騙。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配偶職業來看，配偶為非經濟活動人口的新住民網路族，感覺身體變差、

曾經手機中毒或被詐騙比率高於配偶從事其他職業者。【附表 A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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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未上網新住民分析 

 

壹、新住民未上網原因 

 

(一) 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新住民沒有上網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很忙、沒時間(每百人次有 26

人次)，其次是不會操作(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再其次為不識字或不會注音、英

文(每百人次有 19 人次)、不需要(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認為不重要、沒興趣(每

百人次有 14 人次)及家裡沒有上網的設備(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回答其他原因者

都低於每百人次有 5 人次。【圖 3-35】 

 

 

 
 

圖 3-35 新住民沒有上網的原因15 

 

進一步詢問未上網新住民家人有沒有可能在家中安裝網路或購買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等設備供使用，41.3%新住民認為有可能，45.4%覺得不可能，13.3%

未回答。【圖 3-36】 

                                                 
15 本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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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未上網新住民家中提供網路或上網設備可能性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分析發現，大陸、越南新住民未上網原因都以很忙、沒時間相對次數

較高，印尼及其他國家新住民沒有上網原因則以不會操作居多。【附表 A40-1】 

 

不同年齡新住民中，40 歲以下新住民主要因為很忙、沒時間上網的相對次

數較高，50 歲以上新住民則多數是因不會操作而沒有上網。 

 

從職業來看，目前沒有工作及從事技藝有關工作，與沒有收入的新住民，

因不會操作而沒有上網者也多於從事其他工作者。 

 

居住區域方面，數位發展五級區域的新住民每百人次有 49 人次表示不會操

作而未上網，相對次數明顯較高。 

 

至於家人安裝網路或購買資訊設備提供上網機會，年齡越輕的新住民表示

可能的比率越高。來臺居住時間越久的新住民也越認為家中有可能提供網路或

設備。【附表 A41-1】 

 

目前有固定工作或職業屬服務及銷售人員、技藝有關工作的未上網新住

民，有接近或超過六成認為家中有可能提供上網機會，比率高於其他職業屬性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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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差異分析發現，從家庭目前經濟狀況來看，家中經濟困難的新住民無論是因

家裡沒有上網設備(每百人次有 28 人次)或不會操作(每百人次有 27 人次)而未上

網的相對次數都較高。【附表 A40-2】 

 

從子女生育狀況來看，最小子女年齡在 6 歲以下的新住民，因為很忙、沒時

間而未上網的相對次數介於每百人次有 47 次~55 人次之間，明顯高於子女年齡

較長的新住民。 

 

認為家裡有可能提供網路或資訊設備使用的新住民，則是以最小子女未滿 3

歲者的比率較高(59.0%)，子女 19 歲以上(26.1%)及介於 3 歲至 6 歲(28.9%)者比

率較低。【附表 A41-2】 

 

 

貳、家戶資訊代理人 

(一) 整體描述 

 

本調查詢問未上網的新住民家中是否有人可以幫忙處理需要透過網路才能

取得的資訊或服務，結果發現，有 27.9%表示家中有資訊代理人，65.3%沒有，

6.8%不知道或未回答。【圖 3-37】 

 

圖 3-37 未上網新住民家中資訊代理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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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資訊代理人協助獲得的網路資訊或服務方面，以透過網路跟其他人講電

話的社會聯繫較多(每百人次有 45 人次)，其次是上網查詢資料或協助參與線上

遊戲、看影片等娛樂活動(每百人次有 33 人次)，再其次是協助線上掛號、找健康

相關資訊(每百人次有 26 人次)、網路購物(每百人次有 10 人次)及協助使用政府

服務或查詢政府資訊(每百人次有 8 人次)。【圖 3-38】 

 

 

 

圖 3-38 新住民資訊代理人協助獲取網路資訊或服務情形16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從年齡來看，以 30-49 歲新住民有家戶資訊代理人的比率較高，超過三成；

50 歲以上新住民僅 16.2%家中有資訊代理人，比率較低。【附表 A42-1】 

 

來臺居住時間方面，以來臺 3年至未滿 6年(34.6%)及 10年以上新住民(33.5%)

有家戶資訊代理人的比率較高，來臺未滿 3 年者比率較低(9.4%)。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配偶職業來看，配偶為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或專業人士的新住民，家中有

資訊代理人的比率較高，超過八成；配偶為農林漁牧生產人員的新住民，僅 12.3%

                                                 
16 本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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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戶資訊代理人，比率較低。【附表 A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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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住民政府資訊課程需求 

 

壹、政府免費資訊課程參與意願 

(一) 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有 47.8%新住民願意參與政府開設的免費上網課程，46.4%不想

參加，有上課意願的新住民比率較 103 年略減 1.5 個百分點。依國籍來看，印尼

新住民想參加課程的比率(42.4%)較其他各國籍新住民略低。【圖 4-1】 

 

從網路使用經驗來看，曾經上網的新住民參與課程的意願較高(50.3%)，未曾

上網新住民則是 70.3%不想參加。【圖 4-2】 

 圖 4-1 新住民願意參與政府免費上網課程情形 

圖 4-2 新住民參與政府免費上網課程意願－依上網經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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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從年齡來看，新住民參與免費上網課程的意願隨著年齡增加而遞減，15-29

歲新住民有 52.3%想參加，50 歲以上新住民的參與意願降至 31.9%。【附表 A43-

1】 

 

教育程度方面，高中、高職以上學歷新住民都有超過五成想參加，意願高

於國初中(45.4%)及小學以下學歷者(30.8%)。 

 

從新住民從事職業來看，以非經濟活動人口(51.5%)、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1.1%)及事務支援人員(50.2%)的參與意願較高，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較無參與

意願，僅 13.3%想參加。 

 

收入方面，以每月收入在 3 萬元以下新住民想參加比率較高，在四成七以

上；收入在 3 萬元至未滿 4 萬元者比率較低(32.2%)。 

  

從居住區域來看，居住在直轄市、縣轄市及鎮的新住民參與意願較高，都約

四成九左右；省轄市新住民想參加的比率較低(36.3%)。數位發展程度方面，數位

發展五級區域新住民僅 32.8%想參加，比率較其他數位發展區域至少低 13.7 個

百分點。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配偶從事職業來看，配偶為技藝有關工作人員的新住民參與意願較高

(58.0%)，配偶為非經活動人口的新住民(39.0%)，參與意願明顯不如配偶有工作

者。【附表 A43-2】 

 

從新住民生育情形來看，與臺灣配偶有 1 個子女的新住民(54.1%)參與意願

較高，沒有小孩者參與意願較低(42.2%)。此外，最小子女年齡介於 3 歲至未滿 6

歲的新住民想參加比率較高(56.6%)，最小子女年齡超過 16 歲者參與意願較低

(3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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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住民資訊課程參與動機 

(一)整體描述 

 

詢問新住民想參加政府資訊課程的原因，在可複選的情形下，以提升就業能

力的相對次數最高(每百人次有 33 人次)，其次是讓生活更便利(每百人次有 26 人

次)及獲得資訊(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再其次為跟上時代、好奇(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其餘動機都在每百人次 10 人次以下。【圖 4-3】 

 

 

 

 

 

 

 

 

 

 

 

 

 

 

 

 

 

 

圖 4-3 新住民參與政府免費上網課程動機17 

 

依網路使用經驗區分，曾經上網的新住民參與課程動機主要是提升就業能力

(每百人次有 34 人次)、讓生活更便利(每百人次有 26 人次)及獲得資訊(每百人次

有 24 人次)；不曾上網新住民的前三大參與動機相仿，只是順序略為不同，依序

為：獲得資訊與讓生活更便利(都是每百人次有 29 人次)、提升就業能力(每百人

次有 21 人次)、跟上時代、好奇(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圖 4-4】 

 

 

 

                                                 
17 本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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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新住民參與政府免費上網課程動機－依上網經驗分18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分析發現，各國籍新住民參與政府免費上網課程的前三大動機也都是

提升就業能力、獲得資訊與讓生活更便利，只是順序略有差異。【表 4-1】 

 

表 4-1 新住民參與政府免費上網課程動機前 3 名－依國籍分 

國籍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3 

大陸 

提升就業能力 

(每百人次有 36 人

次) 

獲得資訊 

(每百人次有 25 人

次) 

讓生活更便利 

(每百人次有 20 人

次) 

越南 

讓生活更便利 

(每百人次有 37 人

次) 

提升就業能力 

(每百人次有 23 人

次) 

獲得資訊 

(每百人次有 23 人

次) 

印尼 
提升就業能力 

(每百人次有 29 人

讓生活更便利 

(每百人次有 29 人

獲得資訊 

(每百人次有 25 人

                                                 
18 本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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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次) 次) 

其他 

讓生活更便利 

(每百人次有 38 人

次) 

提升就業能力 

(每百人次有 35 人

次) 

獲得資訊 

(每百人次有 19 人

次) 

 

除了提升就業能力、獲得資訊與讓生活更便利外，30 歲以下新住民為教養

子女(每百人次有 11 人次)、小學以下學歷民眾想跟家人/朋友有共通話題(每百人

次有 9 人次)、來臺居住時間介於 3 年至未滿 10 年者想跟上時代、好奇(每百人

次有 15 人次)、職業為民意代表及經理主管者為避免與社會脫節(每百人次有 17

人次)等原因想參與課程的相對次數都相對略高。【附表 A44-1】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最小子女年齡來看，最小子女年齡介於 3 歲至未滿 13 歲(即幼兒至小學階

段)的新住民，有較多是為教養子女想參與免費上網課程(約是每百人次有 10 人

次)。【附表 A44-2】 

 

二、新住民資訊課程內容需求 

 

(一) 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新住民對於上網課程的內容需求，在可複選的情形下，以基本電

腦操作相對次數最高(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其次是資料查詢(每百人次有 13 人

次)及程式撰寫/網頁製作(每百人次有 12 人次)，再其次為照片或繪圖軟體(每百

人次有 11 人次)，其餘課程內容需求都在每百人次 10 人次以下；不過，也有約

三分之一(33.6%)新住民無法說出希望學習的上網功能。【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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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新住民免費上網課程內容需求19 

 

以上網經驗區分，曾經上網的新住民希望學習基本電腦操作(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資料查詢(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程式撰寫/網頁製作(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

及照片/繪圖軟體(每百人次有 11 人次)者較多；未曾上網新住民則較希望學習基

本電腦操作(每百人次有 27 人次)、資料查詢(每百人次有 8 人次)、傳送即時短訊

(每百人次有 5 人次)及跟遠方親友通信或講電話(每百人次有 4 人次)。【圖 4-6】 

 

 

 

 

 

 

 

 

 

 

 

 

 

 

 

 

 

 

圖 4-6 新住民免費上網課程內容需求－依上網經驗分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分析發現，不同國籍新住民最希望的前三項課程內容都以電腦基本操

作居多，但其餘二項則略有差異：大陸新住民較需要程式撰寫/網頁製作及照片/

繪圖軟體；越南新住民較需要學習網路訂票及資料查詢；印尼新住民希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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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查詢及網路拍賣；其他國籍新住民則需要資料查詢及軟體或電腦維修。【表

4-2】 

 

 

 

 

表 4-2 新住民上網課程內容需求前 3 名－依國籍分 

國籍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3 

大陸 
電腦基本操作 

(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 

程式撰寫/網頁製作 

(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 

照片/繪圖軟體 

(每百人次有 14 人次) 

越南 
電腦基本操作 

(每百人次有 31 人次) 

網路訂票 

(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 

資料查詢 

(每百人次有 14 人次) 

印尼 
電腦基本操作 

(每百人次有 26 人次) 

資料查詢 

(每百人次有 11 人次) 

網路拍賣 

(每百人次有 9 人次) 

其他 
電腦基本操作 

(每百人次有 35 人次) 

資料查詢 

(每百人次有 34 人次) 

軟體或電腦維修 

(每百人次有 16 人次) 

 

 

除了電腦基本操作、資料查詢及網頁程式撰寫外，30 歲以下新住民想學軟

體或電腦維修(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及網路訂票(每百人次有 11 人次)、高中職及

專科學歷新住民想學網路拍賣(每百人次有 11 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需要

電腦及軟體維修(每百人次有 14 人次)、每月收入在 5 萬元以上者想學網路訂票

及網路拍賣者(都約每百人次有 19 人次)都相對略高。【附表 A45-1】 

 

從居住區域來看，居住在縣轄市及省轄市的新住民有較多想學照片及繪圖軟

體(介於每百人次有 21 人次~25 人次之間)、數位發展四級區域新住民希學習網路

拍賣的相對次數也略高(每百人次有 14 人次)。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從與臺灣配偶生育子女情形來看，有 3 個以上子女新住民 (每百人次有 19

人次)、最小子女年齡在 13 歲以下者(每百人次有 12 人次)想學照片及繪圖軟體者

略多。【附表 A45-2】 

 

貳、政府免費資訊課程參與阻力與促進措施 

一、新住民不想參與政府免費資訊課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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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新住民不想參加政府免費上網課程的原因，在可複選的情形下，

以需要工作的相對次數最高(每百人次有 37 人次)，其次是要照顧小孩(每百人次

有 30 人次)，再其次是認為不需要及本來就會電腦(都是每百人次有 18 人次)，因

為其餘原因不想參加課程者都在每百人次 10 人次以下。【圖 4-7】 

 

 

 

 

 

 

 

 

 

 

 

 

 

 

 

 

圖 4-7 新住民不想參加免費上網課程原因20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分析發現，不同國籍新住民不想參加免費課程的前三大原因都包括需

要工作及照顧小孩，但另一項則略有差異：大陸新住民主要是本來就會電腦；

越南、印尼及其他國籍新住民則都是認為不需要。【表 4-3】 

 

表 4-3 新住民不想參加免費上網課程理由前 3 名－依國籍分 

國籍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3 

大陸 
照顧小孩 

(每百人次有 31 人

需要工作 

(每百人次有 29 人

本來就會電腦 

(每百人次有 23 人

                                                 
20 本題為複選題。 

2.7 

1.0 

1.0 

1.1 

1.2 

1.7 

2.7 

4.2 

5.2 

17.5 

18.0 

30.2 

37.3 

0 10 20 30 40 50

不知道/拒答

家人不允許

語言障礙

心理障礙

懷孕/生理因素

交通不便

沒時間

不識字(中文)

年紀太大

本來就會電腦

不需要

照顧小孩

需要工作

人次/百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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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次) 次) 

越南 

需要工作 

(每百人次有 61 人

次) 

照顧小孩 

(每百人次有 36 人

次) 

不需要 

(每百人次有 18 人

次) 

印尼 

需要工作 

(每百人次有 47 人

次) 

照顧小孩 

(每百人次有 22 人

次) 

不需要 

(每百人次有 17 人

次) 

其他 

需要工作 

(每百人次有 52 人

次) 

不需要 

(每百人次有 24 人

次) 

照顧小孩 

(每百人次有 19 人

次) 

 

除了需要工作、照顧小孩及覺得不需要之外，50 歲以上新住民認為自己年

紀太大(每百人次有 29 人次)、專科以上學歷新住民因為本來就會電腦(每百人次

約 38 人次)、東部及金馬地區新住民因為沒有時間(每百人次約 11 人次)、數位發

展五級區域新住民因為不認識中文及交通不便(每百人次約 8 人次)而不願參加免

費上網課程者都相對略多。【附表 A46-1】 

 

2. 家庭情況差異分析 

 

家庭經濟狀況及配偶職業方面，經濟困難(每百人次有 8 人次)及配偶不在或

沒有配偶家庭(每百人次有 12 人次)的新住民，不願參加免費上網課程者也相對

略多。【附表 A46-2】 

 

二、提升新住民參與免費上網課程意願措施 

(一) 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提升新住民參與上網課程意願的措施方面，在可複選的情形下，

以開課時間配合生作息的需求相對次數最高(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其次是到家

裡或社區個別教學(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再其次是採用行動服務車，就近上課

(每百人次有 14 人次)及提供托育服務(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需要其他措施配合

者都在每百人次 10 人次以下。不過，仍有 60.6%的新住民表示，提供這些配套

措施都不可能參加。【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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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促進新住民參與免費上網課程意願的配套措施21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分析發現，不同國籍新住民需要的前三項配套措施，除了都包括開課

時間配合生活作息，其餘兩項略有差異：大陸新住民較需要提供托育服務及行

動服務車就近上課；越南新住民希望用母語上課及到家裡或社區個別教學；印

尼新住民需要到家裡或社區個別教學及行動服務車就近上課；其他國籍新住民

則較需要到家裡或社區個別教學及使用母語電腦。【表 4-4】 

 

表 4-4 促進新住民參與免費上網課程意願的配套措施前 3 名－依國籍分 

國籍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3 

大陸 
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 

(每百人次有 25 人次) 

提供托育服務 

(每百人次有 16 人次) 

行動服務車，就近上課 

(每百人次有 14 人次) 

越南 
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 

(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 

用母語上課 

(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 

到家裡或社區個別教學

(每百人次有 12 人次) 

印尼 
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 

(每百人次有 17 人次) 

到家裡或社區個別教學

(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 

行動服務車，就近上課

(每百人次有 14 人次) 

其他 
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 

(每百人次有 22 人次) 

到家裡或社區個別教學

(每百人次有 18 人次) 

使用母語電腦 

(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 

 

 

除了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到家裡或社區個別教學及行動服務車就近教學

之外，30-39 歲新住民需要提供托育服務(每百人次有 19 人次)、來臺居住 6 年以

                                                 
21 本題為複選題。 

5.8 

60.6 

0.3 

0.3 

8.0 

8.7 

9.6 

13.2 

13.6 

19.6 

23.6 

0 20 40 60 80 100

不知道/拒答

提供以上配套措施仍不可能參加

開辦更高階課程

同時教台語

使用母語電腦

用母語上課

提供設備借用

提供托育服務

行動服務車，就近上課

到家裡或社區個別教學

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

人次/百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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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新住民需要使用母語電腦及母語教學(約是每百人次有 12 人次)、完全看不懂

正體中文的大陸新住民需要使用母語電腦及母語教學(都是每百人次有 44 人次)

都相對略多。【附表 A47-1】 

 

從居住地區來看，中部地區新住民希望使用母語電腦(每百人次有 12 人次)、

金馬地區新住民需要母語教學(每百人有 13 人次)及提供設備借用(每百人次有 29

人次)者較多；數位發展五級區域新住民希望使用母語電腦上課的相對次數(每百

人次有 14 人次)也高於其他數位發展區域。 

 

2. 家庭差異情形分析 

 

從與臺灣配偶所生子女數來看，子女越多的家庭，希望提供托育服務的需求

越高，有 3 個以上子女的新住民，每百人次有 19 人次需要托育服務協助；最小

子女年齡方面，以子女未滿 3 歲的新住民托育服務配套需求最高(每百人次有 29

人次)。【附表 A47-2】 

 

調查還針對希望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的新住民詢問需要的開課時段，結果

發現，每百人次有 33 人次希望是周六白天，需要周日白天、平日晚間與平日白

天與周六晚間開課者介於每百人次有 27 人次~30 人次之間，希望周日晚間上課

的新住民較少(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圖 4-9】 

 

 

 

 

 

 

 

 

 

 

 

 

 

 

 

圖 4-9 需要配合生活作息開課新住民需要的上課時段22 

                                                 
22 本題為複選題。 

17.1 

19.5 

27.0 

28.3 

29.1 

29.8 

32.8 

0 20 40 60 80 100

不知道/拒答

周日晚間

周六晚間

平日白天

平日晚間

周日白天

周六白天

人次/百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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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雙語數位教材使用需求 

 

(一) 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如果政府提供雙語對照的數位教材，有 53.7%新住民表示想使用，

41.3%沒有使用意願，5.0%不知道或未回答。【圖 4-10】 

 

圖 4-10  新住民對雙語對照數位教材的使用意願 

 

 

(二) 比較分析 

 

1. 個人基本資料差異分析 

 

差異分析發現，不同國籍新住民中，印尼新住民的雙語對照數位教材使用意

願(58.7%)不及大陸、越南及其他國籍新住民(介於 65.6%~69.9%之間)。【附表 A49-

1】 

 

年齡方面，越年輕的新住民的使用意願越高，30 歲以下新住民有 63.5%想使

用，50 歲以上新住民想使用比率降至 41.5%。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初中學歷新住

民使用意願較高(58.0%)，小學以下及專科學歷新住民意願較低(都是 48.9%)。 

 

從來臺居住時間來看，來臺不到 3 年的新住民有 61.0%想使用，比率較高；

來臺 6 年以上者約 50%左右想使用，比率略低。 

 

職業別方面，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想使用比率較高(66.6%)，技術員及

53.7 
41.3 

5.0 

0

20

40

60

80

100

想 不想 不知道/拒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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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專業人員使用意願較低(29.8%)。 

 

2. 家庭差異情形分析 

 

配偶從事職業方面，配偶為技藝有關工作人員(64.4%)及農林漁牧生產人員

(63.5%)的新住民使用意願較高，配偶為非經濟人口者使用意願較低(43.4%)。【附

表 A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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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住民家戶資訊近用情形 

 

壹、新住民家庭電腦擁有及連網情形 

 

(一) 整體描述 

 

調查顯示，新住民家庭有 76.4%擁有電腦，23.6%沒有；電腦擁有率較 103 年

略減 1.5 個百分點。不同國籍新住民中，以大陸新住民家庭擁有電腦的比率較高

(80.2%)，越南新住民家庭的電腦擁有率較低(65.5%)。【圖 5-1】 

 

圖 5-1 新住民家戶電腦近用狀況 

 

家庭網路近用情形方面，82.2%的新住民家庭可以上網，17.8%無法連網；與

103 年相較，新住民家戶網路近用率提升 9.1 個百分點，但仍低於全國家戶連網

率 2.9 個百分點。【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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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新住民家戶網路近用狀況 

 

(二) 比較分析 

 

差異分析發現，從新住民來臺居住時間看，來臺時間越短的新住民，無論是

家中電腦擁有率或連網率都越高；來臺 3 年以下的新住民 81.1%家裡有電腦、

88.2%家中可連網，來臺超過 10年的新住民，家中有電腦及可連網比率降至 72.3%

及 76.1%。【附表 A50-1】 

 

居住區域方面，南部地區新住民 70.8%家中有電腦、77.8%可連網，比率都

低於其他地區新住民家戶。從數位發展程度來看，家庭電腦擁有率以數位發展一

級區域較高(82.9%)、數位發展四級區域較低(66.6%)；家戶連網率也是數位發展

一級區域較高(86.1%)、數位發展五級區域較低(73.5%)。 

 

從新住民家庭經濟狀況及配偶從事職業來看，經濟困難家庭 66.5%有電腦、

68.4%可上網，電腦及網路近用比率至少較其他家戶低了 3.5 個百分點。配偶為

非經濟活動人口新住民家戶的資訊設備近用情形也較不理想，59.1%家中有電腦、

68.0%家裡可上網。【附表 A50-2】 

 

 

貳、新住民自由使用家中網路情形 
 

(一) 整體描述 

 

調查發現，可連網新住民家戶中，有 94.4%新住民表示可以自己決定使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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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網路，只有 5.6%無法自由使用。進一步詢問無法自由使用家中網路的原因，

以沒有屬於自己的電腦者較多(每百人次有 56 人次)，其次是不會上網(每百人次

有 30 人次)，再其次為家人限制(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圖 5-3】 

 

 

  

 

圖 5-3 新住民自由使用家中網路情形 

 

(二) 比較分析 

 

從原屬國籍來看，印尼新住民不能自由使用家中網路的比率(11.6%)較高，大

陸新住民沒有決定權的比率較低(4.5%)。【附表 A51-1】 

 

工作狀態及職業方面，從事臨時性工作(10.2%)及擔任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9%)的新住民，無法自由使用家中網路比率較高。 

 

此外，居住在數位發展五級區域的新住民，沒有決定權的比率(10.4%)也高於

其他數位發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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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壹、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 

 

一、賦能 

 

(一) 新住民資訊近用情形 

 

1. 新住民上網率達 91.5%，較 103 年大幅增加 19.4 個百分點，越南及大陸新住

民提升較多 

 

調查發現，新住民有 91.5%曾經使用網路，較 103 年的 72.1%大幅提升

19.4 個百分點，也較全國 12 歲以上民眾的 82.3%上網率高出 9.2 個百分點。各

國籍新住民中，以越南及大陸新住民的上網率提升較多，分別比 103 年增加

23.4 及 21.3 個百分點。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大陸、越南及其他國籍新住民都有超過九成曾上網，

比率明顯高於印尼新住民(76.0%)。 

 

2. 曾上網新住民持有資訊設備以智慧型手機最多，其次是桌上型電腦；手機也

是新住民最常使用的上網設備 

 

從個人可近用的資訊設備來看，曾上網新住民以持有智慧型手機的相對次數

最高(每百人次有 98 人次)，其次是桌上型電腦(每百人次有 46 人次)，再其次為

平板電腦(每百人次有 37 人次)，擁有筆記型電腦及家中有連網電視的新住民網

路族都約是每百人次有 34 人次。 

 

與全國 12 歲以上網路族的資訊設備擁有情形相較，新住民擁有智慧型手機

的相對次數與全國不相上下，但在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的持有

方面則不如全國網路族。 

 

調查也發現，新住民網路族最常使用手機上網(占 92.0%)，最常使用桌上型

或筆記型或平板電腦上網者都不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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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成五(94.6%)新住民網路族曾使用無線或行動上網，僅較全國微幅落後 2.8

個百分點 

 

新住民網路族曾使用無線或行動上網的比率已達 94.6%，僅 4.9%沒有使用

過；與全國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住民網路族使用行動上網的比率僅微幅落

後 2.8 個百分點。 

 

4. 新住民手機行動上網以透過家中 Wi-Fi 最多，其次為電信業者的 4G 吃到飽 

 

進一步詢問曾使用無線或行動上網新住民手機行動上網的方式，在可複選的

情況下，調查發現，以透過家中 Wi-Fi 的情況最多(每百人次有 69 人次)，其次為

電信業者的 4G 吃到飽方案(每百人次有 46 人次)，再其次為私人業者提供的免費

無線訊號(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及電信業者的 3G 吃到飽方案(每百人次有 24 人

次)。 

 

5. 62.5%新住民網路族知道政府機關有提供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其中

26.9%住家附近有設置 

 

調查發現，有 62.5%新住民知道政府機關有提供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

37.5%不清楚。進一步詢問知道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新住民住家附近的設置情

形，26.9%表示有，37.9%沒有，35.2%不知道或未回答。 

 

6. 73.5%新住民網路族是來臺前即已學會上網；大陸新住民近九成來臺前會上

網，越南、印尼及其他國籍新住民則多半是來臺後才學會上網 

  

調查發現，多數新住網路族是來臺前即已學會上網(73.5%)，26.3%是來臺

後才學習上網。 

 

大陸新住民來臺前即學會上網的比率較高，將近九成(89.6%)，越南(58.2%)、

印尼(70.3%)及其他國籍新住民(56.8%)則多半是來臺後才學會上網。 

 

7. 新住民網路族每天上網時間以 1~3 小時居多，平均一天上網 3.1 小時 

 

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每天上網時間以 1 小時至未滿 3 小時居多(41.9%)，

其次為不到 1 小時(19.3%)及 3 小時至未滿 6 小時(19.3%)，一天上網超過 6 小時

者合計為 11.2%。平均而言，新住民網路族一天上網 3.1 小時。 

 

 



106年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            

92 

(二) 新住民資訊技能與素養 

 

1. 資訊安全素養：新住民網路族的數位足跡認知優於應用程式存取權限認知，

但與全國網路族相較，新住民網路族資訊安全認知仍相對不足 

 

新住民資訊安全認知係透過是否清楚(1)個人所下載的程式或瀏覽器可以存

取的資訊範圍，及(2)網路活動或公開過的資訊都可被追查等兩項概念測量進行

測量。 

 

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的數位足跡認知優於應用程式存取權限認知，有

59.1%網路族自認清楚網路活動必留下足跡，但只有 43.9%網路族知道自己使用

的瀏覽器或應用程式可以存取那些個人資訊。 

 

與臺灣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住民的網路資訊安全認知相對略為不足，

自認清楚網路活動必留下足跡的比率較全國低 23.3 個百分點，知道自己使用的

瀏覽器或應用程式可以存取那些個人資訊的比率則較全國低 8.8 個百分點。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以大陸及其他國籍新住民的資訊安全認知較佳；越南

新住民僅 29.1%清楚應用程式存取權限、39.3%清楚網路足跡，資訊安全認知相

對較為不足。 

 

2. 資訊篩選判斷能力： 71.1%新住民網路族認為自己判斷網路訊息真實性的能

力好、65.4%自認過濾有用資訊的能力好，兩項比率分別較全國低 16.1 及

12.3 個百分點 

 

調查發現，有 14.2%新住民網路族認為自己判斷網路資訊真偽的能力非常好，

56.9%自認能力還不錯，合計有 71.1%新住民網路族認為自己判斷網路訊息真實

性的能力佳。對於過濾有用資訊的能力自評方面，10.3%新住民網路族自認能力

非常好，55.1%覺得自己能力還不錯，正向評價合計 65.4%。 

 

與臺灣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住民對於網路資訊篩選及判斷能力的自信

略低，自認判斷資訊可信度能力佳的新住民較全國低 16.1 個百分點，自認篩選

有用資訊能力好的比率則較全國低 12.3 個百分點。 

 

3. 程式設計學習經驗： 12.6%新住民網路族曾經學過程式設計或會一種程式語

言，比率較全國低 11.7 個百分點 

 

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中，有 12.6%曾經修習或自學程式設計，86.0%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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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觸過相關概念，1.4%未回答。與臺灣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有程式設計學

習經驗的新住民比率低了 11.7 個百分點。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其他國籍新住民網路族有 22.4%表示曾學過或會程式語

言，明顯高於大陸、越南及印尼等國新住民。 

 

4. 多數新住民網路族輸入電腦或手機語言仍以母國語言為主 

 

新住民使用電腦或手機輸入使用語言方面，調查發現，多數新住民仍以使用

母國語言的相對次數較多(每百人次有 66 人次)，其次才是中文(每百人次有 54 人

次)，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會使用英文。 

 

各國籍新住民中，大陸、越南及印尼新住民都以輸入母國語言的相對次數最

多(介於每百人次有 64 人次~71 人次)；其他國籍新住民則最仰賴英文(每百人次

有 58 人次)。 

 

二、融入 

 

(一) 學習活動參與情形 

 

最近一年合計有 35.9%新住民網路族參與線上自我學習，合計有 8.8%每天

在網路上尋找資料或影片並因此學會新的技能 

 

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一年來，合計有 8.8%新住民網路族以學習為目的，每

天在網路上尋找資料或影片並因此學會新的技能 (3.5%一天數次、5.3%每天一

次)，12.5%約一周一次，7.9%約一個月一次，6.7%超過一個月，合計有 35.9%新

住民網路族參與線上自我學習，另有 61.6%未參與、2.5%未回答。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以其他國家新住民網路族參與線上學習的比率較高

(53.5%)，印尼新住民參與率較低(38.0%)。 

 

(二) 社會生活參與情形 

 

最近一年新住民網路族社會生活參與熱絡，95.0%曾使用即時通或社群網站，

比率最高，合計每天使用率亦達 82.8% 

 

調查結果顯示，新住民網路族對於投入單向及雙向的網路社會生活都很熱絡。

其中，最近一年參與比率最高的是即時通訊與社群網站(95.0%)，使用網路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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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線上影音(79.0%)的比率也都接近或超過八成，64.2%曾上網查詢，約半

數(51.8%)網路族過去一年曾於網路上張貼文章、照片或影片，參與網路內容創

作；參與手機或線上遊戲的比率較低，不到三成(29.5%)。 

 

從使用頻率來看，應用比率最高的即時通訊或社群網站，同時也是六項社會

生活指標中使用頻率最高的項目，有 65.7%新住民網路族每天使用數次，17.1%

每天至少使用一次，合計每天使用率達 82.8%。 

 

從原屬國籍來看，大陸新住民網路族在透過網路查詢新資訊的比率較其他各

國籍新住民高；其他國家新住民參與線上影音活動、線上遊戲、網路 po 文、照

片或影片等的比率較高；越南新住民網路族則是撥打網路免費電話的比率相對略

高。 

 

針對最近一年曾上網查詢資訊的新住民網路族詢問主要的資訊來源，調查發

現，以搜尋臺灣訊息的相對次數較高(每百人次有 69 人次)，其次是母國訊息(每

百人次有 45 人次)，以搜尋國外訊息為主者為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 

 

(三) 經濟活動參與情形 

 

1. 最近一年新住民網路族曾參與的網路經濟活動，以查詢商品評價、比價(45.0%)

與線上購物(44.0%)比率較高；網路金融、網路創新服務及網路銷售使用率較

低 

 

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一年來，45.0%新住民網路族曾透過網路查詢商品評價

或比價，44.0%曾於線上購物；不過，新住民網路族對網路金融的接受度不高，

最近一年使用率僅 11.7%，6.7%曾經使用 Airbnb、Uber、oBike 等網路創新服務，

5.8%過去一年曾於網路銷售商品。 

 

行動支付方面，新住民網路族合計只有 6.4%有使用經驗，其中 3.7%曾掃瞄

付款，1.7%曾感應付款，1.0%兩者都使用過。 

 

2. 新住民網購付款方式以貨到付款最普遍，其次是便利商店取貨付款 

 

新住民網購族的付款方式方面，以貨到付款最為普遍(每百人次有 76 人次)，

其次是便利商店取貨付款 (每百人次有 66 人次)，再其次依序為線上刷卡(每百人

次有 34 人次)、實體 ATM 轉帳(百每人次有 25 人次)、網路銀行轉帳(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臨櫃匯款(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手機感應付款(每百人次有 1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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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民參與情形 

 

最近一年新住民網路族曾收到政府主動訊息通知的比率高於主動線上查詢

政府公共資訊，但實際接觸頻率並不高；資訊查詢類別則以移民相關法令規

定最多 

 

調查顯示，過去一年有 33.7%新住民網路族曾收到政府發送的防災通知或是

電子報等公共資訊，比率高於主動線上查詢政府公共資訊者(10.2%)。 

 

不過，網路族近一年收到政府主動通知訊息的接觸頻率並不高，政府每周能

觸及的新住民網路族合計僅 2.8%，與每周主動上政府網站查詢所需資訊的比率

相仿(2.2%)。 

 

從原屬國籍來看，其他國籍新住民網路族無論收到政府主動訊息通知(42.6%)

或使用政府網站查詢資料的比率(17.1%)都較高；印尼新住民收到政府主動訊息

通知(27.6%)、越南新住民使用政府網站查詢資料的比率(6.6%)則相對較低。 

 

新住民使用政府網站查詢的資訊類型，以移民相關法令規定最多(每百人次

有 31 人次)，其次是查詢醫療衛生輔導措施(每百人次有 17 人次)、新住民課程

(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生活相關訓練輔導措施、工作機會與生活照顧輔導措施

(都是每百人次有 11 人次)等。 

 

(五) 健康促進參與情形 

 

最近一年新住民網路族有 31.5%曾透過網路掛號、8.8%透過手機或網路進

行自主健康管理、5.1%曾在線上看就醫紀錄等 

 

調查顯示，新住民網路族 31.5%最近一年曾透過網路掛號或查詢看診進度，

8.8%有透過手機 App 或健康手環進行自主健康管理，5.1%曾在線上看就醫紀錄、

病歷或檢查結果。 

 

從使用頻率來看，三項健康應用以透過 App 自主健康管理的使用頻率最高，

3.1%每天使用且查看紀錄，網路掛號或查詢看診進度則與看診頻率相關，以每月

一次(6.4%)或超過一個月為周期(24.0%)。 

 

(六) 新住民各項網路活動參與情形與全國比較 

 

與全國 12 歲以上網路族相較，新住民網路族除了網路貼文分享使用比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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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全國 2.1 個百點，使用即時通訊、網路電話、網路販售商品、使用網路創新

服務與線上查詢就醫紀錄或病歷的比率與全國接近，其餘網路活動參與情形都至

少落後全國 5 個百分點以上。【表 6-1】 

 

學習活動參與情形方面，新住民網路族的網路學習活動參與率較全國低 13.5

個百分點。 

 

社會活動參與情形方面，除了即時通訊、網路電話、線上影音與網路貼文的

參與率與全國較為接近，查詢新資訊及參與線上遊戲的比率都分別落後全國網路

族約 20 個百分點。 

 

經濟活動參與情形方面，除了網路創新服務與網路販售商品的參與率與全國

較為接近，商品查詢比價、網路購物及網路金融的參與率都落後全國網路族至少

15 個百分點。 

 

公民參與情形方面，新住民網路族接觸政府主動發送訊息的比率較全國低

16.5 個百分點，主動查詢政府網站的資訊則低 25.2 個百分點。 

 

健康促進參與情形方面，新住民網路族雖然也以網路掛號或查詢門診進度的

使用率較高，但比率較全國低了 17.5 個百分點。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大陸與其他國籍新住民在多數網路活動的參與率都較高，

越南及印尼新住民則是網路查詢新資訊、網路金融使用及透過政府網站查詢資料

的比率落後較多。 

 

六個直轄市之中，臺北市新住民除了線上學習與網路販售商品，其餘各項

網路活動的參與程度都領先其他五個直轄市；臺中市新住民的網路公民參與情

形相對較不熱衷；臺南市新住民則對網路查詢新資訊、線上遊戲及網路購物的

興趣相對較低。【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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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新住民各項網路活動參與情形與全國比較 

單位：% 

 全體 

新住民 

(A) 

大陸 越南 印尼 其他 

全國 

 

(B) 

差距 

 

(A-B) 

學習活動參與        

  線上學習新技能 35.9 31.8 42.2 38.0 53.5 49.4 -13.5 

社會生活參與        

即時通訊 95.0 95.2 93.3 96.4 97.0 96.8 -1.8 

網路電話 83.1 81.6 87.0 81.6 87.3 86.3 -3.2 

線上影音 79.0 78.2 81.1 72.9 84.6 84.6 -5.6 

查詢新資訊 64.2 70.0 46.2 49.8 67.6 84.4 -20.2 

網路貼文 51.8 45.6 64.4 58.0 70.0 49.7 2.1 

  線上遊戲 29.5 31.8 20.9 28.0 32.6 48.8 -19.3 

經濟活動參與        

  商品查詢比價 45.0 49.2 31.6 39.7 44.6 61.3 -16.3 

  網路購物    44.0 51.1 26.1 34.9 33.1 59.2 -15.2 

  網路創新服務 6.7 7.9 1.0 6.8 10.9 10.2 -3.5 

  網路販售商品 5.8 5.7 6.5 5.5 5.6 7.3 -1.5 

  網路金融    11.7 15.5 2.2 1.1 8.3 33.2 -21.5 

公民參與        

  收到政府訊息 33.7 34.2 30.1 27.6 42.7 50.2 -16.5 

  政府網站查詢資料 10.2 10.7 6.6 7.1 17.1 35.4 -25.2 

健康促進參與        

  網路掛號或查詢門診進度 31.5 39.6 11.8 19.1 18.4 49.0 -17.5 

  線上看就醫紀錄或病歷   5.1 6.4 0.4 2.6 6.4 7.6 -2.5 

  APP 健康自主管理       8.8 11.2 1.6 3.4 9.9 14.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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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六都新住民各項網路活動參與情形 

單位：% 

 
全體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學習活動參與        

  線上學習新技能 35.9  32.5   43.0   33.4   40.5   48.2   44.4  

社會生活參與        

即時通訊 95.0  95.3   100.0   96.0   90.4   92.1   93.1  

網路電話 83.1  80.9   94.5   83.8   84.5   81.3   80.6  

線上影音 79.0  76.3   90.3   80.4   79.5   82.0   76.6  

查詢新資訊 64.2  64.7   76.1   66.3   66.3   51.2   69.0  

網路貼文 51.8  50.7   67.4   52.5   54.9   59.3   46.8  

  線上遊戲 29.5  28.6   35.9   36.2   32.7   19.9   23.8  

經濟活動參與        

  商品查詢比價 45.0  43.8   55.0   48.9   41.2   43.6   42.4  

  網路購物    44.0  42.0   66.3   50.4   40.7   32.6   42.8  

  網路創新服務 6.7  7.1   36.2   7.9   3.9   6.0   3.7  

  網路販售商品 5.8  5.9   1.7   4.7   4.6   8.6   6.6  

  網路金融    11.7  16.0   23.3   13.7   4.3   5.2   9.4  

公民參與        

  收到政府訊息 33.7  33.6   51.0   31.3   24.1   44.4   35.2  

  政府網站查詢資料 10.2  10.0   13.7   13.5   5.9   11.3   14.4  

健康促進參與        

  網路掛號或查詢門診進度 31.5  33.2   56.5   35.0   27.0   30.5   30.6  

  線上看就醫紀錄或病歷   5.1  7.3   10.8   3.8   3.1   5.5   2.9  

  APP 健康自主管理       8.8  13.9   12.3   7.0   6.3   8.1   8.1  

 

 

三、摒除 

 

1. 15.1%新住民網路族自認有網路沉迷問題 

 

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有 15.1%自認有網路沉迷問題，83.6%表示沒有。 

 

從原屬國籍來看，大陸(17.1%)及其他國籍新住民網路族(14.4%)自認有網路

或手機沉迷問題的比率，略高於印尼(11.1%)及越南新住民(9.2%)。年齡方面，越

年輕的新住民網路族自認有網路沉迷問題的比率越高，30 歲以下網路族比率為

17.5%，50 歲以上者降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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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住民網路族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因使用網路身體變差；27.5%至少有一項個

人危機或權益損害 

 

在使用網路產生的個人危機或權益損害方面，調查發現，新住民網路族感覺

身體或視力變差(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者較多，其次是互動能力變差(每百人次有

8 人次)，每百人次有 6 人次曾遇過手機中毒，至於曾有被詐騙、因滑手機不專心

發生跌倒意外、信用卡或帳號被盜經驗者，都低於每百人次 3 人次。 

 

整體而言，有 27.5%新住民網路族有至少一項個人危機或權益損害，區分國

籍觀察，以印尼新住民因使用網路造成個人危機或權益損害的比率較高(32.3%)。 

 

四、未上網新住民分析 

 

1. 新住民未上網前三大主要原因是：很忙/沒時間、不會操作及不識字或不會注

音、英文；未上網新住民 41.3%認為家人不可能安裝網路或提供上網設備 

 

調查發現，新住民沒有上網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很忙、沒時間(每百人次有 26

人次)，其次是不會操作(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再其次為不識字或不會注音、英

文(每百人次有 19 人次)。 

 

未上網新住民中，41.3%認為家人有可能在家中安裝網路或購買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等設備供使用，45.4%覺得不可能，13.3%未回答。 

 

從原屬國籍來看，大陸、越南新住民未上網原因都以很忙、沒時間的相對次

數較高，印尼及其他國家新住民沒有上網原因則以不會操作居多。不同年齡新住

民中，40 歲以下者主要因為很忙、沒時間上網的相對次數較高，50 歲以上新住

民則多數是因不會操作而沒有上網。數位發展五級區域的新住民表示不會操作而

未上網的相對次數也明顯較高。 

 

2. 未上網新住民中，27.9%家中有資訊代理人，協助服務以透過網路跟其他人

講電話的社會聯繫較多 

 

詢問未上網的新住民家中是否有人可以幫忙處理需要透過網路才能取得的

資訊或服務，結果發現，有 27.9%表示家中有資訊代理人，65.3%沒有，6.8%不

知道或未回答。 

 

家中資訊代理人協助獲得的網路資訊或服務方面，以透過網路跟其他人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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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的社會聯繫較多(每百人次有 45 人次)，其次是上網查詢資料或協助參與線上

遊戲、看影片等娛樂活動(每百人次有 33 人次)。 

 

貳、新住民對政府免費資訊程需求 

 

1. 47.8%新住民願意參與政府開設的免費上網課程，印尼新住民想參加課的比

率較其他各國籍新住民略低，曾上網新住民參與意願較未上網者高 

 

調查發現，有 47.8%新住民願意參與政府開設的免費上網課程，46.4%不想

參加，有上課意願的新住民比率較 103 年略減 1.5 個百分點。依國籍來看，印尼

新住民想參加課程的比率(42.4%)較其他各國籍新住民略低。 

 

從網路使用經驗來看，曾經上網的新住民參與課程的意願較高(50.3%)，未曾

上網新住民則是 70.3%不想參加。 

 

2. 新住民想參加政府資訊課程的原因主要為：提升就業能力、讓生活更便利及獲

得資訊 

 

詢問新住民想參加政府資訊課程的原因，在可複選的情形下，以提升就業能

力的相對次數最高(每百人次有 33 人次)，其次是讓生活更便利(每百人次有 26 人

次)及獲得資訊(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再其次為跟上時代、好奇(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其餘動機都在每百人次 10 人次以下。 

 

不同國籍新住民參與政府免費上網課程的前三大動機也都是提升就業能力、

獲得資訊與讓生活更便利，只是順序略有差異。 

 

3. 新住民希望學習的課程內容以基本電腦操作多，其次是資料查詢及程式撰寫/

網頁製作及照片/繪圖軟體 

 

調查發現，新住民對於上網課程的內容需求，在可複選的情形下，以基本電

腦操作相對次數最高(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其次是資料查詢(每百人次有 13 人

次)及程式撰寫/網頁製作(每百人次有 12 人次)，再其次為照片/繪圖軟體(每百人

次有 11 人次)。 

 

不同國籍新住民最希望的前三項課程內容都以電腦基本操作居多，但其餘二

項則略有差異：大陸新住民較需要程式撰寫/網頁製作及照片/繪圖軟體；越南新

住民較需要學習網路訂票及資料查詢；印尼新住民希望學習資料查詢及網路拍賣；

其他國籍新住民則需要資料查詢及軟體或電腦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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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住民不想參加政府資訊課程的原因主要為：需要工作、照顧小孩、不需要及

本來就會電腦 

 

調查發現，新住民不想參加政府免費上網課程的原因，在可複選的情形下，

以需要工作的相對次數最高(每百人次有 37 人次)，其次是要照顧小孩(每百人次

有 30 人次)，再其次是認為不需要及本來就會電腦(都是每百人次有 18 人次)。 

 

不同國籍新住民不想參加免費課程的前三項原因都包括需要工作及照顧小

孩，但另一項則略有差異：大陸新住民主要是本來就會電腦；越南、印尼及其他

國籍新住民則都是認為不需要。 

 

5. 促進新住民參與課程的配套措施，以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及到家裡或社區

個別教學最受歡迎 

 

調查發現，提升新住民參與上網課程意願的措施方面，在可複選的情形下，

以開課時間配合生作息的需求相對次數最高(每百人次有 24 人次)，其次是到家

裡或社區個別教學(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再其次是採取行動服務車，就近上課

(每百人次有 14 人次)及提供托育服務(每百人次有 13 人次)。不過，有 60.6%的

新住民表示，提供這些配套措施都不可能參加。 

 

針對希望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的新住民詢問需要的開課時段，結果發現，

每百人次有 33 人次希望是周六白天，需要周日白天、平日晚間與平日白天與周

六晚間開課者介於每百人次有 27 人次~30 人次之間，希望周日晚間上課的新住

民較少(每百人次有 20 人次)。 

 

6. 53.7%新住民想使用政府提供的雙語對照數位教材 

 

調查發現，如果政府提供雙語對照的數位教材，有 53.7%新住民表示想使用，

41.3%沒有使用意願，5.0%不知道或未回答。 

 

不同國籍新住民中，印尼新住民對雙語對照數位教材使用意願較低；年齡

方面，越年輕的新住民的使用意願越高。 

 

參、新住民家戶資訊近用情形 

 

1. 76.4%新住民家庭擁有電腦，較 103 年略減 1.5 個百分點；82.2%的新住民家

庭可以上網，較 103 年提升 9.1 個百分點，但仍低於全國家戶連網率 2.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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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點 

 

調查顯示，新住民家庭有 76.4%擁有電腦，23.6%沒有；電腦擁有率較 103 年

略減 1.5 個百分點。不同國籍新住民中，以大陸新住民家庭擁有電腦的比率較高

(80.2%)，越南新住民家庭的電腦擁有率較低(65.5%)。 

 

家庭網路近用情形方面，82.2%的新住民家庭可以上網，17.8%無法連網；與

103 年相較，新住民家戶網路近用率提升 9.1 個百分點，但仍低於全國家戶連網

率 2.9 個百分點。 

 

南部地區新住民 70.8%家中有電腦、77.8%可連網，比率都低於其他地區新

住民家戶。從數位發展程度來看，數位發展五級區域新住民家戶連網率低於其他

地區。 

 

2. 可連網新住民家戶中有 5.6%新住民無法自由使用家中網路，主要原因以沒

有屬於自己的電腦居多 

 

調查發現，可連網新住民家戶中，有 94.4%新住民表示可以自己決定使用家

中網路，只有 5.6%無法自由使用。進一步詢問無法自由使用家中網路的原因，

以沒有屬於自己的電腦者較多(每百人次有 56 人次)，其次是不會上網(每百人次

有 30 人次)，再其次為家人限制(每百人次有 1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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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106 年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顯示，與 103 年相較，新住民上網率

增加 19.4 個百分點，家戶連網率上升 9.1 個百分點，上網率甚至較全國 12 歲以

上民眾高出 9.2 個百分點。然而，無論是從資訊技能與素養或各項網路活動參與

情形來看，新住民都仍舊落後全國一般民眾，顯示新住民的數位機會仍有必要進

一步提升。以下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一、資訊課程分級授課滿足不同程度新住民需求，應持續推動 

 

調查發現，大陸與其他國家新住民的中文能力與資訊學習背景有相當大的差

異，大陸新住民九成五閱讀正體中文大部分或完全沒問題、近九成來臺前即已學

會上網；而越南、印尼等其他國籍新住民都有六成以上完全不懂或只認識基本中

文字彚，且超過半數是來臺之後才學會上網。 

 

另一方面，目前新住民整體上網率已超過九成，不想參與政府課程的新住民

每百人次就有 18 人次表示是由於本來就會電腦。 

 

基於不同國籍新住民資訊基礎及語文能力的差異考量，在設計資訊課程時，

有必要考慮進行分級教學，除了基本能力的培養，對於已有上網經驗者，可進一

步開設有助於新住民融入社會的進階課程，以增加參與興趣，進而達成提升各項

網路活動參與深度的目的。 

 

內政部移民署「建構新住民數位公平機會計畫」106 年第 2 階段的免費電腦

課程，即已結合第 1 階段的認識電腦、網路應用、基礎 Office 軟體等 8 門熱門基

礎課程，並新增行動 APP 軟體等 4 門實用進階課程與 4 門實作課程23，實施分級

授課應更能滿足不同程度新住民的學習需求，宜持續推動。 

 

二、多數新住民網路資訊搜尋以臺灣訊息為主，加強中文能力、中文介面操作學

習有其必要性 

 

調查發現，近一年曾上網查詢新資訊的新住民網路族，以搜尋臺灣訊的相對

次數較高，顯示新住民對於融入臺灣社會的殷切需求。只是，或許受限於語文能

力，多數新住民進行電腦或手機輸入時仍以使用母國語言的相對次數較多，而中

文閱讀能力相對較弱的越南及印尼新住民，透過網路查詢新資訊、到政府網站查

詢資料及網路金融的參與情形也相對不足。 

                                                 
23 資料來源：https://nit.immigration.gov.tw/Publish/Details/e3e46996-5cbf-4a97-a930-5366d75ba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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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進一步協助新住民獲取資訊及增進在臺生活便利性，中文能力的培養應

是學習的重要開端，其次便是對於中文介面操作的課程安排，以此作為提升新住

民公平數位機會的基礎。 

 

三、設計符合新住民的需求導向課程，提升參與意願與學習效益 

 

調查發現，新住民想參與政府免費上網課程的目的主要是提升就業能力、讓

生活更便利及獲得資訊，建議在設計課程內容時能以新住民的需求為導向。 

 

課程內容方面，不同國籍新住民的期待也略有差異，除了電腦基本操作，大

陸新住民較需要程式撰寫/網頁製作及照片/繪圖軟體；越南新住民較需要學習網

路訂票及資料查詢；印尼新住民希望學習資料查詢及網路拍賣；其他國籍新住民

則需要資料查詢及軟體或電腦維修。 

 

新住民的資訊課程內容偏好應也反映出實際生活中的應用需求，課程設計或

許無法量身訂作，但參考不同國籍新住民的學習動機及課程期待、提供更實用的

課程內容，對於提升參與意願與課後效益應都更有助益。 

 

四、印尼新住民居相對弱勢，宜加強關注 

 

調查發現，雖然印尼新住民目前上網率已達 76.0%，但仍不及大陸、越南及

其他國籍新住民。從人口背景分析發現，印尼新住民年齡相對較長、教育程度相

對較低、來臺時間也多半較久(16.0%超過 50 歲、29.0%教育程度在小學以下、

70.8%來臺超過 10 年)，且個人月收入未達 21,009 元基本工資的比率也相對略高

(34.8%)，可說居於相對弱勢的處境。 

 

分析印尼新住民沒有上網的原因，以不會操作居多，然而印尼新住民參與政

府免費資訊課程的意願卻相對偏低，如何提升未上網新住民的學習意願值得進一

步思考。 

 

印尼新住民不願參與課程的理由中，需要工作、照顧小孩與認為不需要位居

前 3 名；而調查也確實發現，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到家裡或社區個別教學及

採用行動服務車就近上課等，是印尼新住民最需要的配套措施。此外，由於合計

有六成印尼新住民表示完全看不懂或只認識中文基本字彚，如能優先提供中文或

注音的學習機會，或安排母語助教、打破語言隔閡，應也有助於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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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留意新住民網路沉迷風險與個人危機 

 

受惠於智慧型手機帶來上網的便利與易得性，今年新住民的上網率已較 103

年大幅增加 19.4 個百分點，達到 91.5%。網路世界固然帶來生活的便利，但不可

避免的也同時伴隨風險。 

 

調查發現，有 15.1%新住民網路族自認有網路或手機沉迷問題，其中又以大

陸及其他國籍新住民與年齡較輕的網路族自認有此傾向的比率較高，且每天手機

上網超過 5 小時的新住民，自認有網路沉迷問題的比率上升至 37.1%。整體而言，

27.5%新住民網路族至少有一項因網路使用而產生的個人危機或權益損害24。 

 

目前新住民網路沉迷的主觀認定比率，雖仍較全國 12 歲以上手機族的

22.5%25低 7.4 個百分點，但由於已有 92.0%的新住民網路族是以手機為上網主要

工具，未來是否會因使用黏著度提升而更增加風險，後續的發展值得密切關注。 

 

 

                                                 
24 包括互動能力變差、身體變差、手機中毒、被詐騙、滑手機不專心發生跌倒等意外、信用卡

或帳號被盜等。 
25 資料來源：國發會「106 年持有手機民眾數位機會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