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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共同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無論是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人，我們的祖先不同時

期先後來台灣，曾幾何時，「愛台灣」卻成為政治人物吶喊和民眾閒談間的共通語言。

然而，什麼是「愛台灣」？當我們跳脫政黨的思維之後，將會發現有許多可以做甚至迫切需要

去做的事。

「愛台灣」除了經濟、環保、教育、社會各個層面的作法之外，某位行政院長還說過，

「愛台灣就要多生小孩」。台灣的出生率逐年下降，去年僅22.7萬名新生兒誕生，如果我們無

法體會個中意義，那麼就看看以下數據吧！全球已開發國家平均出生率為千分之十一，我國

為千分之十點六，意即台灣的出生率已跌落到水準以下，甚至不如法國、美國等先進國家。

當我們憂心生育率下降的同時，從內政部統計處最新的資料得知，若按台灣新生兒生母

的國籍區分，本國籍占87%，大陸港澳地區占4.91%，外國籍占8.09%，外籍新娘們顯然已加

入「愛台灣」的行列，共同增產報國。（以下所談論的外籍新娘，以東南亞或大陸、港澳地區

的女性為主）

事實上，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台灣下一代的種族光譜確實已在改變中，跨國婚姻與

勞動移民正改寫「新台灣人」的定義。只是，台灣社會迎接這群新住民的方式並非微笑、鮮

花與擁抱，而是疑懼、偏見與迷思，媒體充斥「假結婚、真賣淫」的污名報導，專家與官員

擔憂外籍母親孕育的台灣未來主人翁，是拉低人口素質，造成社會問題的遲緩兒。儘管我們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仍不得不承認外籍新娘及其生育的下一代持續增加中，日後可能為

台灣創造新的歷史。

我們都是一家人

愛台灣就要多生小孩？

外籍新娘幫忙「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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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新娘隻身嫁到完全陌生的台灣，定居之初，最需要親戚或朋友的幫助，之後

還必須與外界接觸，建立人際關係，由於她們的外表、語言、飲食、宗教及習慣等方面

往往自成一特殊團體，必須花費更多的精力才能融入台灣社會，使自己同化於其中。

她們與台灣男子共同組成的跨國婚姻家庭，面臨的不僅是婚姻調適、生養子女等

問題，更要加上跨文化的風俗民情、生活價值觀差異、語言溝通隔閡等衝擊。尤其來

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新娘，她們所面對的不僅是族群外貌的差異，還有語言文字、生

活風俗、飲食習慣的適應障礙，壓力相當大。

其實，我們平時在公園、醫院或者購物商場就經常看見外籍新娘的蹤跡，她們與

家人已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前年與去年，台灣外籍新娘的人數分別為33.8萬、

36.5萬人；從出生率來看，外籍新娘來到台灣平均1.3年內就會產下第一胎。根據衛生

署新生兒通報，全國新生嬰兒中有8.25%是外籍新娘所生、4%為大陸新娘所生。外籍

新娘的人數與她們生育的子女數，越來越多，若再加上她們台灣的新娘、公婆與親友

等，逐漸形成一股可觀的力量。

記得小時候唸書，班上若有從都市或鄉村轉學過來的新同學，老師會很熱情的介

紹他們，要同學好好照顧他們，外籍新娘就像是來到台灣的新同學，只要我們提供真

誠的迎接、陪伴和教導，她們就會很快適應這個國家的生活，與我們打成一片；否則

有可能被孤立、被欺侮，甚至必須轉學。

現在，我們的婚紗業、飯店業、旅遊業、嬰幼兒用品店等等，均已無法忽視隨外

籍新娘而衍生的消費人口群，她們與下一代經常穿梭在基層醫療診所到各大小型醫院，

不是自己就醫，就是陪伴家人就醫，再過三、四十年，她們老了，更容易成為醫療院

所的常客。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當本土台灣人對於政治或未來愈來愈缺乏熱忱之際，

與外籍新娘有關的整個家族日後在決定台灣發展方向，甚至投票選總統一事上，更加

舉足輕重。

讓我們拿出遠見，與外籍新娘平等友善的相處，協助她們儘早融入台灣社會，和

我們一起為台灣打拚，把她們與子女當成一家人，相信這樣的大融爐，將可為台灣創

造下一波令世界瞠目結舌的經濟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