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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新住民數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 

摘要 

壹、前言 

過往數位機會調查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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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國發會)自民國 97 年起，每三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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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過，行動載具的發展為新住民帶來了翻轉的契機，「106 年新住民數位機

會現況與需求調查」結果顯示，新住民有 91.5%曾經使用網路，與 103 年相較，

新住民上網率增加 19.4 個百分點，上網率甚至較全國 12 歲以上民眾的 82.3%高

出 9.2 個百分點，新住民家戶連網率則上升 9.1 個百分點。只是，無論從資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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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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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新住民如何融入我國資訊社會及與母國親屬間聯繫情形、探析新住

民在我國資訊應用及數位程度的差異，國發會於 109 年再次辦理「新住民數位發

展現況與需求調查」，俾能提供政府作為後續推動新住民數位應用轉型之參考。 

 

貳、研究方法 

一、調查對象 

 

「109 年新住民數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調查對象限定為臺灣 22 縣市與

本國籍人士締結婚姻的所有非本國籍人士，依據委辦需求，本案調查對象不包括

來自歐美、日韓、港澳等國家之新住民。 

 

二、調查問卷架構 

 

本調查問卷有關新住民數位發展部分，主要參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之數位福祉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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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規劃，其次，本年度調查中新增有關新臺灣之子的教育面向，針對目前有國

小至高中、高職階段子女之新住民進行訪問，以瞭解新住民家戶資訊環境及個人

資訊能力對子女學習的影響；此外，調查也針對新住民的資訊課程參與需求進行

瞭解。調查指標架構如表 1 至表 3 所示： 

 

表 1 新住民「數位福祉」構面指標架構 

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對應問項 

ICT 近

用、使

用與素

養 

環境近用機會 家戶連網率 
Q1.請問目前您或您的家人在家中可以上網嗎？

是透過哪些方式連網？ 

網路使用率 

個人上網率 
Q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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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上網時機 
Q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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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頻率 

Q4.請問您最近一次上網是多久之前？ 

Q5.【問三個月內曾上網者】請問您的上網頻率

是？每天？不是每天，但每周至少一天以

上？還是超過一個禮拜才上網一次？ 

未上網原因 Q31.【問未上網者】請問您沒有上網的原因是？

網路使用類型多

樣性 

商品或服務資訊

查詢 

Q8.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透過網路上搜尋您

感興趣的商品或是服務訊息？ 

下載軟體 
Q9.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透過瀏覽或下載遊

戲以外的軟體？ 

資訊查詢 Q10.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查過維基百科？ 

網路銀行 
Q11.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使用網路銀行或

行動銀行？ 

即時通訊 
Q12.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透過網路打語音

電話或視訊電話？ 

網路影音娛樂 
Q13.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透過網路看影

片、聽音樂或是玩遊戲？ 

線上閱讀 
Q14.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在線上閱讀雜誌

或報紙？ 

教育與

技能 
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參與 Q15.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參與線上課程？ 

所得與

財富 
線上消費 

線上購買商品或

服務 

Q16.請問您有沒有透過網路買過東西？最近一

次購買是什麼時候？ 

Q16-1.請問您是透過什麼方式網路購物？ 

Q17.請問您使用臺灣購物網站，像是pchome、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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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對應問項 

皮這些購物網站下單有沒有困難？ 

Q17-1.請問會遇到什麼困難？ 

線上販售 
線上販售商品或

服務 

Q18.請問您有沒有透過網路販賣過東西？最近

一次販售是什麼時候？ 

就業 線上尋職 
網路求職或寄履

歷 

Q20.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透過網路找工作

或寄履歷？ 

工作與

生活平

衡 

遠距工作 遠距工作經驗 
Q21.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使用網路從事遠

距工作？ 

健康 

狀況 

線上醫療預約 網路預約掛號 
Q22.最近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使用網路預約掛

號看診？ 

線上健康資訊 
網路搜尋健康資

訊 

Q23.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使用網路搜尋包

括食品安全、醫療衛生等的健康資訊？ 

社會 

聯繫 
社群網路參與 社群網路參與 

Q24.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使用即時通訊軟

體或社群網站，像LINE、Facebook、IG或是

其他社群媒體？ 

Q24-1.請問您最常使用的社群軟體是？ 

政府治

理與公

民參與 

數位政府服務 

政府線上公共服

務使用 

Q26.請問您最近一年有沒有透過政府機關網站

查詢資訊或使用服務？ 

Q27.請問您最近一年有沒有透過使用政府機關

網站做以下活動？ 

Q27-1.【問Q27曾查詢資訊者】請問您是查什麼

資料？ 

缺乏技能而未使

用政府線上申請/

申辦服務 

Q28.【問Q27未遞交申請表單者】請問您沒有透

過政府網站遞交申請表單的原因是？ 

公民參與 
針對公共議題在

線上發表意見 

Q25.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在網路上發表您

對於公共或政治議題的意見？ 

資訊 

安全 
資訊安全威脅 資訊安全事件 

Q29.請問您過去三個月有沒有遭遇過以下數位

安全事件？ 

主觀幸

福感 

網路近用對主觀

滿意度提升的影

響 

生活滿意度增加 
Q30.如果0分代表非常不滿意，10分代表非常滿

意，請問您會給您目前的生活打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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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住民「生活適應與增能需求」構面指標架構 

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對應問項 

語文 

能力 

中文閱讀能力 
閱讀正體中文困

難度 
Q6.請問您看「正體中文」有沒有問題？ 

上網使用語言 
電腦/手機輸入使

用語言 

Q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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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國 

聯繫 

資訊易得性 母國資訊易得性 
Q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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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繫對象 線上聊天對象 

Q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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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4-3.請問您在臺灣最常在線上聊天的朋友

是：同一國的朋友？臺灣人朋友？還是其他

國的朋友？ 

母國環境 
母國親友使用網

路情形 

Q33.就您所知，您在家鄉的親友平常有沒有上

網？ 

子女教

養數位

能力需

求 

子女就學階段 
有無國小至高中

職子女 
Q34.請問您有沒有就讀國小至高中職的子女？ 

子女作業需求 

子女利用電腦或

網路處理作業需

求 

Q35.您的子女需不需要利用電腦或網路處理作

業？ 

協助能力 
協助子女處理電

腦/網路作業能力 

Q36.如果您的子女需要幫忙，您有沒有能力協助

她處理電腦或網路作業？ 

協助經驗 

協助處理過子女

電腦/網路作業經

驗 

Q37.您幫子女處理過哪些電腦或網路作業？ 

家長群組參與 
是否加入家長群

組 
Q38.您有沒有加入學校的家長網路群組？ 

訓練需求 
提升輔導子女資

訊作業能力需求 

Q39.如果要幫忙子女處理電腦或網路作業，您會

需要哪些課程協助？ 

個人背

景資源 
資訊支持資源 資訊代理人 

Q32.【問未上網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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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免

費資訊

課程需

求 

課程需求 
參與政府資訊課

程需求 

Q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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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需求 Q40-1.您希望學習哪些上網功能？ 

學習動機 學習上網原因 Q40-2.請問您想要學上網的原因是什麼？ 

參與阻力 無意願參與原因 Q41.請問您不想參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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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對應問項 

促進措施 提升參與意願服

務需求 

Q42.請問政府提供哪些服務能提高您的參加意

願？ 

開課時段 開課時段需求 Q42-1.請問您需要的開課時段是？ 

母語教材 
母語數位教材需

求 

Q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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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新住民「基本資料」構面指標架構 

構面 指標 對應問項 

基本資料 

受訪者年齡 Q44.請問您大約幾歲？ 

受訪者教育程度 Q45.請問您的教育程度是？ 

受訪者職業 
Q46.請問您目前從事什麼工作？ 

Q47.請問您的工作是固定工作還是臨時性工作？ 

受訪者每月收入 Q48.請問您目前每月平均收入大約是？ 

受訪者家庭經濟狀況 Q49.請問您家庭目前的經濟狀況是？ 

受訪者證件別 

Q50.【外籍配偶】請問您目前在臺灣取得的證件

是？ 

Q51.【大陸配偶】請問您目前在臺灣取得的資格

是？ 

受訪者配偶職業 Q52.請問您的配偶目前從事什麼工作？ 

受訪者子女數 Q53.您跟臺灣配偶生育了幾位子女？ 

受訪者子女現況與聯繫方式

Q54.請問您的子女目前是住在臺灣、您的母國或是

其他國家？ 

Q54-1.【目前不住臺灣者】問您是透過什麼方式與

子女聯繫？ 

受訪者最小子女年齡 Q55.請問您最小的子女年齡是？ 

受訪者與配偶父母同住情形 Q56.請問您有沒有跟配偶的父母親同住？ 

受訪者來臺年數 Q57.請問您來臺灣居住幾年了？ 

受訪者原本國籍 
Q58.請問您的原本國籍是？ 

Q58-1.請問您是不是華人？ 

受訪者居住縣市/鄉鎮市區 
Q59.請問您居住在那一個縣市？ 

Q60.請問是 XX 縣市的哪一個鄉鎮市（區）？ 

受訪者性別 Q61.受訪者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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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樣設計與有效樣本數 

 

依據委辦需求，排除來自歐美、日韓、港澳等國家之新住民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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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體下依地區分層抽樣，各地區預計完成樣本數按該地區某國籍新住民占該國籍

全體新住民比率配置，若母體數充足，配置樣本數不足 30 份者增補至 30 份。 

 

正式電訪調查於 109 年 9 月 1 日至 9 月 16 日進行訪問。合計訪問完成 2,242

份有效樣本，其中大陸新住民 558 份，越南新住民 568 份，印尼新住民 560 份，

其他國家新住民 556 份。各國籍分層預定樣本配置及實際完成數如表 4 所示。1 

 

表 4  調查樣本配置與實際完成樣本數 

單位：人 

項目別 地區 總計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 

配置 

樣本數 

合計 2,187 543 548 545 551 

北部地區 977 252 205 228 292 

中部地區 491 105 139 146 101 

南部地區 479 126 144 11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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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 558 568 560 556 

北部地區 1,003 254 210 239 300 

中部地區 508 108 145 151 104 

南部地區 496 128 151 115 102 

東部地區 136 34 32 32 38 

金馬地區 99 34 30 23 12 

 

 

 

 

 

 

 

 

 

                                                 
1印尼及其他國家因金馬地區有效母體數低於 30 份，故無法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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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調查結果摘要 

一、新住民數位發展現況 
 
(一) ICT 近用、使用與素養 
 
 新住民資訊近用情形 

 

1. 新住民家戶有 97.3%可於家中上網，每百戶有 93 戶可在家中使用手機 4G(或

5G)行動上網 

 

調查發現，新住民每百戶有 93 戶可在家中使用手機 4G 或 5G 行動上網(其

中 25 戶會透過訊號分享方式轉用其他載具在家上網)；其次，每百戶有 55 戶申

裝固網寬頻，這些申裝固網家戶多半有架設戶內的無線上網環境(每百戶有 49 戶)，

每百戶有 12 戶透過其他免費無線訊號資源上網。扣除明確表示家中無法上網及

未回答者，新住民家戶有 97.3%可於家中上網。 

 

從國籍來看，新住民家戶上網率以大陸、越南及其他國家新住民較高，都在

97.0%以上，印尼新住民家戶的上網率也達 91.4%，但相對略低。 

 

2. 新住民有 96.4%曾經上網，較 106 年上升 4.9 個百分點 

 

調查顯示，新住民有 96.4%曾經上網，較 106 年的 91.5%上升 4.9 個百分點。

各國新住民中，以印尼新住民的上網率提升最多，增加 11.4 個百分點，但上網

率仍未達九成(87.4%)，不及大陸、越南及其他國家新住民。 

 

不同國籍新住民中，大陸、越南及其他國家新住民都有 93.7%以上曾上網，

比率明顯高於印尼新住民(87.4%)。 

 

3. 多數新住民網路族在來臺前即已學會上網(76.0%)，23.9%是來臺後才學習上

網 

 

詢問學會上網時機，調查發現，多數新住民網路族在來臺前即已學會上網

(76.0%)，23.9%是來臺後才學習上網。 

 

從國籍來看，大陸新住民來臺前即學會上網的比率較高(87.2%)，印尼新住

民(63.6%)則多半是來臺後才學會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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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8.6%新住民網路族最近三個月內都曾上網，其中 94.0%幾乎天天上網 

 

調查發現，98.6%新住民網路族最近三個月內都曾上網，超過三個月未上網

者僅占 1.0%。 

 

最近三月內曾上網的新住民，有 94.0%幾乎天天上網，4.5%每周至少上網一

天，1.4%超過一周才上網一次。 

 

5. 新住民使用電腦或手機輸入使用語言方面，調查發現，以使用母國語言(46.7%)

及中文(45.3%)的比率相當 

 

新住民使用電腦或手機輸入使用語言方面，調查發現，以使用母國語言

(46.7%)及中文(45.3%)的比率相當，另有 5.0%會使用英文。 

 

各國籍新住民中，越南及印尼新住民都以輸入母國語言的比率較高(介於

44.8%~58.2%)，其次是中文(37.7%~42.5%)。 

 

6. 82.3%新住民網路族覺得在臺灣得知母國資訊容易，僅 9.5%認為不容易 

  

對於在臺灣得知母國資訊的難易度，超過八成(82.3%)新住民網路族都覺得

容易，僅 9.5%認為不容易，8.3%表示不清楚。 

 

從原屬國籍來看，越南新住民網路族認為得知母國訊息容易的比率最高

(91.2%)，大陸新住民認為容易的比率為 78.8%，相對較低。 

 

 新住民網路族參與網路活動類型 

 

本調查以上網搜尋商品或服務訊息、瀏覽或下載遊戲以外軟體、查詢維基百

科、使用網路銀行或行動銀行、撥打語音或視訊電話、從事網路娛樂活動及從事

線上閱讀等網路活動項目，來瞭解新住民網路族的網路活動類型。 

 

1. 最近三個月，有 59.9%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搜尋感興趣的商品或服務訊

息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59.9%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搜尋感興趣的商

品或服務訊息，39.7%沒有。 

 

各國新住民中，以大陸(67.2%)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搜尋商品或服務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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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比率較高，越南新住民網路族比率較低(39.0%)。 

 

2. 最近三個月，有 36.6%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瀏覽或下載遊戲以外軟體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36.6%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瀏覽或下載遊戲

以外軟體，62.9%沒有。 

 

各國新住民中，以大陸(38.8%)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瀏覽或下載遊戲以

外軟體的比率略高，越南新住民網路族比率相對較低(30.5%)。 

 

3. 最近三個月，有 24.1%新住民網路族查過維基百科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24.1%新住民網路族查過維基百科，74.2%沒有。 

 

各國新住民中，以其他國家(29.8%)及大陸(27.9%)新住民網路族曾查過維基

百科的比率較高，越南(10.9%)及印尼(16.2%)新住民網路族比率相對較低。 

 

4. 最近三個月，有 28.5%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網路銀行或行動銀行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28.5%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網路銀行或行動銀行，

71.3%沒有。 

 

各國新住民中，以大陸(34.5%)及其他國家(30.5%)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網路

銀行或行動銀行的比率較高，印尼(11.2%)及越南(12.1%)新住民網路族比率相對

較低。 

 

5. 最近三個月，有 90.3%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撥打語音或視訊電話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90.3%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撥打語音或視訊

電話，9.4%沒有。 

 

各國新住民中，以大陸(91.1%)及越南(90.5%)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撥打

語音或視訊電話的比率較高，印尼(83.2%)新住民網路族比率相對較低。 

 

6. 最近三個月，有 88.9%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看影片、聽音樂或玩遊戲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88.9%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看影片、聽音樂

或玩遊戲，11.1%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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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新住民過去三個月透過網路看影片、聽音樂或玩遊戲的比率相近，介於

84.2%~92.9%之間。 

 

7. 最近三個月，有 50.4%新住民網路族曾在線上閱讀雜誌或報紙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50.4%新住民網路族曾在線上閱讀雜誌或報紙，

49.5%沒有。 

 

各國新住民中，以越南(58.5%)新住民網路族曾在線上閱讀雜誌或報紙的比

率較高，印尼(38.2%)新住民網路族比率相對較低。 

 

(二) 教育與技能 
 

最近三個月，有 9.4%新住民網路族曾參與線上課程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9.4%新住民網路族曾參與線上課程，90.6%沒有。

各國新住民曾參與線上課程的比率相近，介於 7.1%~12.9%之間。 

 

(三) 所得與財富 
 

1. 56.7%新住民網路族最近三個月內曾線上購物；曾線上購物的新住民網路族，

網購途徑以購物網站下單比率最高 

 

調查發現，56.7%新住民網路族最近三個月內曾線上購物，6.9%最近一次線

上購物時間在三個月前至一年間，超過一年未線上購物者占 2.7%，32.2%從未線

上購物。 

 

曾線上購物的新住民網路族，網購途徑以購物網站下單比率最高，每百人有

83 人，經由購物社團或看直播者分占每百人 18 人及 16 人。 

 

透過購物網站購物新住民網路族，92.3%都表示沒有困難，只有5.7%有問題，

2.0%拒答。遭遇下單困難的新住民網路族，主要的問題以看不懂中文較多(每百

人有 27 人)，其次是不會申請帳號(每百人有 19 人)或不知道如何結帳(每百人有

14 人)，合計 25.2%不知道或拒答。 

 

各國新住民中，以大陸新住民網路族曾線上購物比率最高(71.1%)，48.3%印

尼新住民網路族有線上購物經驗，比率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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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1%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賣東西 

 

調查發現，6.9%新住民網路族最近三個月內曾透過網路販賣過東西，2.1%

最近一次線上販售時間在三個月前至一年間，超過一年未進行線上販售者占

3.1%，合計 12.1%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販賣東西，87.6%從未線上販售。 

 

各國新住民曾經透過網路販賣東西的比率相近，介於 11.4%~15.5%之間。 

 

(四) 就業 
 

最近三個月，9.6%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找工作或寄履歷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9.6%新住民網路族曾透過網路找工作或寄履歷，

90.3%沒有。各國新住民曾透過網路求職的比率相近，介於 9.3%~12.9%之間。 

 

(五) 工作與生活平衡 
 

最近三個月，6.7%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網路從事遠距工作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6.7%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網路從事遠距工作，

93.1%沒有。各國新住民曾使用網路從事遠距工作的比率相近，介於 4.6%~8.3%

之間。 

 

(六) 健康狀況 
 

1. 最近三個月，27.0%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網路預約掛號看診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27.0%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網路預約掛號看診，

72.6%沒有。 

 

各國新住民中，以大陸新住民(32.3%)曾網路預約掛號看診的比率較高，印

尼(12.5%)新住民網路族使用比率相對較低。 

 

2. 最近三個月，43.3%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網路搜尋健康資訊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 43.3%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網路搜尋健康資訊，

56.0%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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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新住民中，以大陸新住民曾使用網路搜尋健康資訊的比率較高(45.0%)，

印尼新住民網路族使用比率相對較低(35.9%)。 

 

(七) 社會聯繫 
 

1. 有 94.7%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通訊軟體或社群網站，Line 是最常使用的社群

軟體(47.7%)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有94.7%新住民網路族曾使用通訊軟體或社群網站，

5.0%沒有。 

 

有使用社群網站新住民網路族最常使用的社群軟體，以 Line 比率最高

(47.7%)，其次是 Facebook(27.3%)及 WeChat(21.9%)。 

 

2. 41.7%新住民網路聊天對象是臺灣和母國親友差不多，48.3%新住民在臺灣時

最常和同一國的朋友在網路上聊天 

 

網路聊天對象方面，41.7%是臺灣和母國親友差不多，32.6%以母國親友較

多，25.0%是臺灣親友較多。48.3%新住民在臺灣時最常和同一國的朋友在網路

上聊天，42.4%最常和臺灣人朋友線上聊天，2.2%最常聊天的是其他國的朋友。 

 

(八) 政府治理與公民參與 
 

1. 最近三個月，僅 3.1%新住民網路族曾在網路上發表對公共或政治議題的意見 

 

調查發現，最近三個月，96.5%新住民網路族沒有在網路上發表對公共或政

治議題的意見，僅 3.1%有網路公民參與。 

 

各國新住民近三個月曾在網路上發表對公共或政治議題意見的比率接近，介

於 2.2%~8.7%之間。 

 

2. 最近一年，19.9%新住民網路族有透過政府機關網站查詢資訊或使用服務 

 

調查發現，最近一年，19.9%新住民網路族有透過政府機關網站查詢資訊或

使用服務，79.6%沒有使用。 

 

在政府機關網站服務使用方面，最近一年，每百人有 22 人新住民網路族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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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資訊，曾下載表單或遞交申請表單的新住民都約每百人有 8 人左右，73.7%

新住民網路族都沒有使用前述三項服務。 

 

3. 新住民網路族使用政府網站查詢的資訊類型，以移民相關法令規定最多 

 

新住民網路族使用政府網站查詢的資訊類型方面，調查發現，以移民相關法

令規定最多(每百人有 26 人)，其次是查詢醫療衛生輔導措施(每百人有 17 人)、

生活相關訓練輔導措施與生活照顧輔導措施(都是每百人有 10 人)、再其次為工

作機會(每百人有 8 人)及新住民課程(每百人有 6 人)。 

 

針對未使用政府機關網站遞交表單新住民網路族進一步詢問原因，比率最高

的是沒有申請需求(每百人有 66 人)，其次是不知道如何線上申請(每百人有 13

人)。 

 

(九) 新住民網路族參與網路活動項目數 
 

本調查詢問的 17 項網路活動，新住民網路族以從事其中 6 項(13.5%)的比率較高 

 

綜合統計本調查所詢問的 17 項網路活動參與情形，結果發現，新住民網路

族以從事其中 6 項(13.5%)或 7 項(11.9%)活動的比率較高；參與 15 項以上活動者

的比率都不到 1%，1.3%未參與任何一項活動。平均來說，新住民網路族從事的

網路活動類型數為 6.6 項。 

 

各國新住民中，以大陸與其他國家新住民網路族從事的網路活動較多(平均

都是 7 項)，越南(5.7 項)及印尼(5.4 項)新住民網路族從事的網路活動較少。 

 

(十) 資訊安全 
 

93.3%新住民網路族在最近三個月都未遭遇本調查詢問的四類資安危機事件 

 

調查發現，對於本調查詢問的四類資安危機事件，93.3%新住民網路族表示

最近三個月都未曾遭遇，只有每百人有 4 人曾個資或隱私受損，每百人有 3 人因

病毒導致資料、時間或設備損失，因為假訊息或釣魚網站導致財務損失或信用卡

被盜刷者，都是每百人不到 1 人。 

 

整體而言，最近三個月有 5.8%新住民網路族至少遭遇一項資訊安全損害，

區分國籍觀察，以印尼新住民遭遇資安危機事件的比率較高(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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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主觀幸福感 
 

新住民網路族對目前生活的滿意度評分以 8 分(27.1%)和 10 分(22.9%)較多，平

均滿意分數為 7.9 分 

 

以 0 分代表非常不滿意，10 分代表非常滿意，請受訪者為目前的生活打分

數，結果發現，新住民網路族對生活的滿意度評分以 8 分(27.1%)和 10 分(22.9%)

較多。平均滿意分數為 7.9 分。 

 

各國新住民網路族的生活滿意分數，外籍配偶的主觀幸福感評價(印尼 8.5

分、其他國家 8.3 分、越南 8.2 分)都高於大陸新住民(7.7 分)。 

 

二、未上網新住民分析 
 

1. 新住民未上網前三大主要原因是：不會操作、不需要及很忙、沒時間 

  

調查發現，新住民沒有上網的原因，主要是不會操作(每百人有 38 人)，其

次是不需要(每百人有 17 人)及很忙、沒時間(每百人有 15 人)，再其次為不重要、

沒興趣(每百人有 12 人)。 

 
從原屬國籍來看，大陸(每百人有 40 人)、越南(每百人有 47 人)新住民未上

網原因都以不會操作相對比率較高，印尼新住民沒有上網原因則以認為不需要居

多(每百人有 34 人)。 

 

2. 未上網新住民中，26.8%家中有資訊代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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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表示家中有資訊代理人，70.4%沒有，2.8%不知

道或拒答。 

 

三、新住民家鄉親友上網情形 
 
81.6%新住民表示家鄉親友大部分有上網，9.0%小部分有，都沒有上網者只占

2.0% 
 

新住民家鄉親友上網情形方面，調查發現，81.6%新住民表示家鄉親友大部

分有上網，9.0%小部分有，都沒有上網者只占 2.0%，另有 7.4%不知道或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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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新住民中，大陸(90.4%)、越南(90.8%)及其他國家(95.9%)新住民家鄉親

友平常有上網的比率，都高於印尼新住民(84.3%)。 

 

四、新住民子女教養數位能力需求 
 

1. 43.1%新住民子女需要利用電腦或網路處理作業，其中 58.4%表示有能力協助 

 

調查發現，有國小到高中職階段就學子女的新住民中，43.1%子女需要利用

電腦或網路處理作業，53.8%不需要，3.2%不清楚或未回答。 

 

進一步詢問子女需要利用電腦或網路處理作業的新住民，是否有能力協助處

理，調查發現，58.4%的新住民表示有能力，35.4%坦言沒有能力，6.2%不知道

或未回答。 

 

2. 新住民協助子女資訊作業，以資料搜尋最多 

 

有能力協助處理電腦或網路作業的新住民，以協助子女資料搜尋相對比率最

多(每百人有 50 人)，其次是打字(每百人有 34 人)，協助子女畫圖及寫程式者分

別為每百人有 6 人及 4 人，另有 17.2%新住民無法說出協助內容。 

 

3. 子女有資訊作業需求新住民，66%無法說出需要的課程 

 

針對子女需要利用電腦或網路處理作業的新住民，詢問相關課程需求，調查

發現，高達 66.0%無法明確說出需要的課程，每百人有 16 人需要學習資料搜尋，

每百人有 9 人認為需要學習打字、每百人有 8 人需要學習寫程式，每百人有 6

人需要學會畫圖。 

 

五、新住民對政府免費資訊課程需求 
 
1. 47.3%新住民願意參與政府開設的免費資訊課程，印尼新住民想參加課程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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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新住民願意參與政府開設的免費資訊課程，48.1%不想

參加，有上課意願的新住民比率和 106 年相近。依國籍來看，印尼新住民想參加

課程的比率(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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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未

曾上網新住民則是 76.2%不想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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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數位發展程度來看，居住在數位發展 4 級區域新住民有 58.1%想參加，比

率高於其他數位發展區域；數位發展 2 級區域的新住民參與意願較低(45.5%)。 

 

2. 新住民想參加政府免費資訊課程的原因主要為：讓生活更便利及提升就業能

力 

 

詢問新住民想參加政府免費資訊課程的原因，在可複選的情形下，以讓生活

更便利(每百人有 32 人)及提升就業能力(每百人有 30 人)的相對比率最高，其次

是獲得資訊(每百人有 19 人)，再其次為教養子女(每百人有 15 人)、跟上時代、

好奇(每百人有 12 人)與幫助小孩學習(每百人有 10 人)。 

 

不同國籍新住民參與政府免費資訊課程的前三大動機除了提升就業能力、獲

得資訊與讓生活更便利外，越南及印尼新住民也非常希望能對教養子女有幫助。 

 

從數位發展程度來看，居住在數位發展 5 級區域的新住民，因想讓生活便利

(每百人有 58 人)、方便在臺灣聯繫(每百人有 10 人)及避免與社會脫節(每百人有

13 人)的動機都較其他區域高。 

 

3. 新住民希望學習的課程內容以基本電腦操作居多，其次是照片/繪圖軟體及程

式撰寫/網頁製作 

 

調查發現，新住民對於政府免費資訊課程的內容需求，在可複選的情形下，

以基本電腦操作相對比率最高(每百人有 18 人)，其次是照片/繪圖軟體(每百人有

12 人)、程式撰寫/網頁製作(每百人有 10 人)。 

 

除了其他國家新住民，大陸、越南及印尼新住民最希望的前三項課程內容都

包括電腦基本操作，但其餘二項則略有差異：大陸新住民較需要照片/繪圖軟體

及程式撰寫/網頁製作；越南新住民較需要學習資料查詢及跟遠方親友通信或講

電話；印尼新住民希望學習跟遠方親友通信或講電話及部落格操作；其他國家新

住民則需要網路社群、部落格操作及跟遠方親友通信或講電話等相關課程。 

 

從數位發展程度來看，居住在數位發展 5 級區域的新住民，想學習照片或繪

圖軟體(每百人有 23 人)及上傳照片(每百人有 16 人)的相對比率都較其他區域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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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住民不想參加政府免費資訊課程的原因主要為：需要工作、不需要、要照

顧小孩及本來就會電腦 

 

調查發現，新住民不想參加政府免費資訊課程的原因，在可複選的情形下，

以需要工作的相對比率最高(每百人有 31 人)，其次是認為不需要(每百人有 26

人)、要照顧小孩(每百人有 21 人)及本來就會電腦(每百人有 20 人)。 

 

不同國籍新住民不想參加政府免費資訊課程的前三大原因大致包括需要工

作、照顧小孩、本來就會電腦及認為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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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最高 

 

調查發現，提升新住民參與政府免費資訊課程意願的措施方面，在可複選的

情形下，以開課時間配合生活作息的需求相對比率最高(每百人有 18 人)，其次

是採用行動服務車，就近上課(每百人有 12 人)、到家裡或社區個別教學及提供

托育服務(都是每百人有 11 人)，需要其他措施配合者都在每百人 10 人以下。不

過，仍有 63.9%的新住民表示，提供這些配套措施都不可能參加。 

 

從數位發展程度來看，居住在數位發展 3 級區域的新住民，希望開課時間配

合生活作息(每百人有 22 人)、提供設備借用(每百人有 15 人)、用母語上課(每百

人有 14 人)、提供托育服務(每百人有 13 人)及使用母語電腦(每百人有 12 人)的

相對比率較其他區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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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百人有 42 人希望是平日白天，需要周六白天或周日白天上課者約是每百人有

32 人，希望平日晚間、周六晚間與周日晚間開課者介於每百人有 20 人~28 人之

間。 

 

6. 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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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新住民表示想使用，

46.2%沒有使用意願，4.9%不知道或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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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不及

越南及其他國家新住民(介於 60.0%~65.8%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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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一、新住民上網率持續提升，網路活動以通訊與娛樂較為活躍，可思考進一步協

助提升生活與工作應用 

 

調查發現，目前新住民上網率已達 96.4%，較三年前再提升 4.9 個百分點。

在本調查詢問的各項網路活動中，最近三個月新住民網路族使用較多者為社群網

路參與(94.7%)、即時通訊(90.3%)及網路影音娛樂(88.9%)，其次為商品或服務資

訊查詢(59.9%)、線上購買商品或服務(56.7%)及線上閱讀(50.4%)，其他網路服務

的使用率都不及五成。 

 

考量網路活動性質，部分使用率較低者由於未必是經常性的活動，如網路求

職、遠距工作、網路預約掛號等，直接以最近三個月的使用行為來判斷其能力或

許未必允當，但基於網路與日常生活的關聯日益緊密，尤其新住民的年齡多集中

於 30-49 歲，無論是工作或生活都可能有更多資通訊相關需求，協助新住民妥善

運用網路服務應更有助提升適應能力與生活品質。未來研究可嘗試進一步瞭解新

住民使用與未使用的原因或困難，相關應用軟體的介紹與操作也可優先列為新住

民免費課程安排的參考。 

 

表 5 新住民網路族各項網路活動參與情形彙整 

單位：%  

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全體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

ICT 近用、使
用與素養 

網路使用類型
多樣性 

商品或服務資訊查詢 59.9 67.2 39.0 46.2 59.5
下載軟體 36.6 38.8 30.5 34.4 34.9
資訊查詢 24.1 27.9 10.9 16.2 29.8
網路銀行 28.5 34.5 12.1 11.2 30.5
即時通訊 90.3 91.1 90.5 83.2 87.5
網路影音娛樂 88.9 89.0 88.0 84.2 92.9
線上閱讀 50.4 49.1 58.5 38.2 49.2

教育與技能 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參與 9.4 9.4 8.5 7.1 12.9

所得與財富 
線上消費 線上購買商品或服務 56.7 63.1 43.5 34.1 51.2
線上販售 線上販售商品或服務 6.9 7.2 5.5 5.5 9.3

就業 線上尋職 網路求職或寄履歷 9.6 9.3 9.3 9.7 12.9
工作與生活
平衡 

遠距工作 遠距工作經驗 6.7 6.9 6.0 4.6 8.3

健康狀況 
線上醫療預約 網路預約掛號 27.0 32.3 12.5 16.6 25.0
線上健康資訊 網路搜尋健康資訊 43.3 45.0 37.0 35.9 49.3

社會聯繫 社群網路參與 社群網路參與 94.7 94.9 92.4 94.8 98.4
政府治理與
公民參與 

數位政府服務 政府線上公共服務使用 19.9 22.5 10.2 11.7 27.5
公民參與 針對公共議題在線上發表意見 3.1 2.2 3.0 5.3 8.7

註：「政府線上公共服務使用」為詢問最近一年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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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新住民子女教養的資訊能力需求，探尋可能的協助方式 

 

本年度調查首次將新住民對子女的資訊作業協助能力與需求納入調查，結果

發現，有國小到高中職階段就學子女的新住民中，43.1%子女需要利用電腦或網

路處理作業，其中有 58.4%的新住民表示有能力協助處理，35.4%自認沒有能力。

新住民協助就學子女處理資訊作業的需求程度雖未列入本次調查問項，但從「教

養子女」及「幫助小孩學習」被列入新住民參與政府免費資訊課程的前五項主要

動機之中，可以窺見其重要性，尤其越南及印尼新住民有更強烈需求，顯示增進

新住民協助子女處理資訊作業的能力確有其必要。 

 

不過，調查詢問假設子女需要幫忙，會需要哪些課程協助？卻有高達 66.0%

新住民家長沒有概念，能夠提出的需求，以資料搜尋的相對比率最多(每百人有

16 人)。因此，對於新住民在教養子女所需資訊能力的提升，除了應給予更多的

重視，深入探究可能的協助方式，應也是未來可以著力之處。 

 

三、進一步瞭解新住民未使用政府機關網站服務原因，加強宣導、排除障礙 

 

調查發現，新住民最近一年曾使用政府網站服務的比率不高，每百人有 22

人曾查詢資訊、每百人有 9 人曾下載表單、每百人有 8 人遞交申請表單，73.7%

的新住民網路族都沒有使用前述三項服務。本次調查僅針對未遞交申請表單者進

一步追問原因，雖以表示沒有申請需求者居多(每百人有 66 人)，但不知如何線

上申請(每百人有 13 人)則排名第二。 

 

智慧政府服務為大勢所趨，建議未來可擴大瞭解新住民未使用政府機關網站

的原因，是否可能為欠缺相關資訊或是語文障礙，可對此加強宣導，並就網站內

容提供必要的多國語言說明，以利新住民查詢或操作。另於新住民相關課程安排

時，如有必要，也可考慮加強政府網站服務的簡介與操作說明，以增進新住民的

理解與使用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