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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1990年代起，有越來越多的台灣農村男性開始前往中國大陸、越

南、印尼、菲律賓等地，尋求人生的另一半，而此可能正反映著臺灣

發展過程下的城鄉不平等，所導致的當地適婚男女比例與婚配對象失

衡現象。因此，本研究從空間分析的角度，探討地方脈絡結構性因素

對台灣男性娶外籍配偶的影響。本文研究目的有三： 瞭解台灣外籍

新娘的空間分佈型態， 分析台灣外籍配偶的空間分佈，是否受當地

婚姻市場條件和地區社會經濟環境，如當地可婚配對象性別比、男性

平均教育程度、人均所得等之影響， 探討台灣外籍新娘的空間分佈

是否具有鄰近效應，且瞭解此鄰近效應是否會因外籍新娘國籍與該鄉

鎮市人口密度而有所差異。本研究使用內政部 2003 年外籍與大陸配

偶生活狀況調查的資料及內政部婚姻登記匯總資料，採用探索式空間

資料分析與空間計量經濟方法進行分析。研究分析發現台灣外籍新娘

的空間分佈有聚集現象，且集中於平地農村地區。當地婚姻市場可婚

配性別比（男／女）越高，則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的比例越

高；且新郎居住地鄉鎮市區之婚姻市場的社經條件越不利，如男性平

均教育程度愈低或人均所得愈低，則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的

比例也愈高。另外，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有正向的空間鄰近

效應，娶其他國籍新娘則無空間鄰近效應。當同時考量異國籍與同國

籍的空間鄰近效應時，對東南亞籍新娘而言，僅有同國籍的具有正向

空間鄰近效應，異國籍則無此作用；對中國大陸籍新娘而言，同國籍

具有正向的空間鄰近效應，而異國籍的卻具有負向的空間鄰近效應。

最後，不同區域的外籍新娘之空間鄰近效果亦有差異，人口愈密集的

地方，外籍新娘的空間鄰近效應愈強，其中，都會區空間鄰近效應最

強，平地鄉鎮次之，山地鄉則無顯著的空間鄰近效應。

關鍵詞：外籍新娘、空間聚集、鄰近效應、空間分析、時間延遲之空

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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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0年代起，大量的台灣農、工階級男性開始前往中國大陸、越

南、印尼、菲律賓等地，尋求人生的另一半。他們之中有人為自由戀

愛，有人則透過親戚、朋友介紹，而更多的人則是藉由婚姻仲介、相

親完成他們的跨國姻緣（王宏仁 2001; 王宏仁、張書銘 2003; 夏曉鵑

2000）。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至 2008年 11月，在台的中國大陸

籍女性配偶已約有 24.5萬人，而其他國籍女性配偶則約為 12.7萬人，

其中以越南籍配偶為最多，佔 61.2%，其次分別為印尼、泰國與菲律

賓，分別佔 20.3%、4.9%與 4.5%。

當越來越多的大陸、越南、印尼、菲律賓新娘1 開始出現在台灣

社會當中，引發台灣媒體與輿論的廣泛注意與討論，也受到學界的重

視與關懷。台灣的相關研究，有從跨國婚姻的政治經濟學脈絡探討外

籍新娘現象之社會意涵（Hsia 2007;王宏仁2001;王宏仁、張書銘2003;

夏曉鵑 2000, 2001; 趙彥寧 2004），另有些研究則分別關注外籍配偶

的生活適應（Yang and Wang 2003;王永慈 2005;王明輝 2006; 黎雅如

等 2006）；社會接觸對族群通婚態度之影響（伊慶春、章英華

2006）；外籍配偶政策之探討（陳小紅 2005; 陳志柔、于德林

2005）。

然而，回顧這些研究論文，可發現大部分的文獻多以外籍配偶女

性為主角，探討她們的生命故事、處境與所遭遇的問題；除了少數文

獻外（田晶瑩、王宏仁 2006;駱明慶 2006），台灣男性為何跨海到中

國大陸、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地尋婚的議題卻較少觸及。儘管台灣

1 儘管「外籍新娘」的稱呼，在語意上凸顯了某種偏見與歧視，故近期均多改稱「外籍
配偶」或「新住民」。但由於本研究旨在瞭解 2001年至 2003年 8月底登記結婚的外
籍配偶，於台灣本島 350個鄉鎮市區的空間分佈，有鑑於這些結婚未滿三年的新婚女
性，台灣民眾皆習慣使用「新娘」的稱呼，因此為了和一般女性配偶的概念做區別，
本文皆沿用「大陸新娘」及「東南亞新娘」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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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7年底大陸及其他國籍女性配偶已超過 37萬人，但是對娶外籍

配偶的台灣新郎的相關探討卻付之闕如。換言之，以往的相關研究多

從小規模的訪談與觀察方式，而較少使用大規模的調查統計資料，系

統性地探討這些台灣男性向亞洲鄰近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和中國

大陸尋婚的背後因素。

以往的相關研究均認為台灣農村男性在婚姻市場中區居弱勢，而

被臺灣婚姻市場排除，故轉向國外婚姻市場尋求婚配機會（王宏仁

2001; 王宏仁、張書銘 2003; 夏曉鵑 2000）。然而，上述的過程，可

能正反映著臺灣發展過程下的城鄉不平等，所導致的當地適婚男女比

例與婚配對象失衡現象。因此，我們想要瞭解的是，究竟是怎樣的脈

絡結構性因素，如地區當地婚姻市場條件不利於他們的婚姻對象的尋

求，才使得這些台灣男性必須跨海向他國尋婚。當大量的跨國婚姻家

庭已成為台灣社會的成員，我們應嘗試去解讀此跨國婚姻現象背後的

脈絡結構性因素。

過去，台灣發展城鄉失衡，造成大量的鄉村到都市之移民，特別

是農漁村的女性遷移到都會、城鎮區去發展，導致農漁村地區適婚年

齡的男女性別失衡；另外，留在農漁村的未婚和失婚的男性可能社會

經濟條件相對較低，在台灣本土的婚配市場較不具吸引力，甚至為本

土婚姻市場所排除，因此，他們不得已只好轉向國外婚姻市場尋找婚

配的對象。因此，一個人所居住的鄉鎮市區的婚姻市場和社會經濟環

境等地區結構性因素（local structural factors）到底是如何影響其區內

男性娶外籍配偶的議題是值得進一步解析的。

另一方面，娶外籍配偶，特別是東南亞籍和中國大陸省籍者，是

1990年以後台灣婚姻市場的特殊現象。娶外籍配偶的現象可能會對人

們的婚配選擇行為具有媒介作用、網絡作用或示範作用，特別是在社

區人際互動頻繁的地區。台灣男性與中國大陸籍或東南亞籍新娘聯

姻，多以婚姻仲介或親友介紹為婚姻管道的大宗（王宏仁 2001; 王宏

仁、張書銘 2003;夏曉鵑 2000）。當跨國婚姻管道為婚姻仲介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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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男性多依賴口耳相傳與跨國婚姻仲介者接觸，而婚姻仲介的人際關

係網絡亦依賴地理鄰近關係向外擴張（王宏仁、張書銘 2003），故社

會網絡與地域關係便在婚姻仲介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媒介角色，而形

成地理鄰近性的媒介作用。

另一方面，當跨國婚姻管道為親友介紹時，由於親友互動的親密

性與地理鄰近性間，具有高度的關聯性（Wellman 1996; Connerly 1985;

Hunter and Janowitz 1974; Guest and Lee 1983）；因此，地理鄰近性會

對社會網絡的形成與資訊的流通造成影響，而形成地理鄰近性的網絡

作用。換言之，由於社會網絡互動與媒介資訊流通的差異，無論跨國

婚姻係藉由婚姻仲介或親友介紹而形成，地理鄰近性均可能會對婚姻

相關訊息取得與接觸造成影響，而可能形成外籍新娘空間分佈的聚集

性。

當鄰近地區有越多的外籍新娘家庭時，台灣男性對外籍新娘家庭

的觀察或與之互動、接觸增加，可能產生迎娶外籍新娘的示範作用，

而使人們能削減或放棄原有對外籍新娘的刻板印象與歧視態度，降低

與她們的社會距離或促進親近感（伊慶春、章英華 2006），並進而提

高台灣男性與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女性結婚的意願。

在空間資料與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的興起與蓬勃發展下，空間分析方法開始被廣泛應用於各學術研究領

域（Anselin 1998），如人口學（Tolnay 1995; Voss and Guangqing 2006）、

社會學（Baller and Richardson 2002; Land et al. 1991; Tolnay et al. 1996;

Tolnay 1995）、政治學（Lin et al. 2006; O'Loughlin and Anselin 1994;

Shin and Agnew 2002）、經濟學（Carrington 2003; Case 1991）等。尤

其在人口學領域，由於空間本身就是人口現象的重要組成，Voss

（2007）更提出「人口學作為一種空間社會科學（Demography as a

Spatial Social Science）」的想法，提倡應從空間的角度探討人口現

象；另一方面，藉由空間人口學（spatial demography）我們將能更精

確的掌握外籍配偶的空間分佈型態與特徵，而有助相關政策擬定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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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參考（de Castro 2007），如照顧外籍新娘之地區資源分配或改善

地區婚配影響的結構因素。

空間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為探索現象的空間鄰近效應

（neighborhood effects），並探討產生空間鄰近效應的可能影響機制

（Anselin 2003b; Goodchild et al. 2000; Morenoff and Sampson 1997）。

由於社會現象具有擴散（diffusion）、模仿（copy-catting）、外溢

（spillovers）、外部性（externality）等效果，而致使空間鄰近效應產

生，並令現象產生空間自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且越鄰近空

間的現象彼此的相似性越大（Cliff and Ord 1981; Anselin 2002; Anselin

2003a; Ward and Gleditsch 2008）。Loftin and Ward（1983）即發現生

育率具有空間自相關的現象，且一地區之鄰近地區的生育率越高，該

地區的生育率亦越高；反之，鄰近地區的生育率越低，該地區的生育

率也越低。Tolnay（1995）同樣使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驗證生育率的

空間擴散效果。Montgomery and Casterline（1993）則發現台灣生育率

的下降趨勢具有空間擴散效果。在婚配研究中，Saardchom and

Lemaire（2005）使用 156國的資料探討全世界的婚姻趨勢，亦發現結

婚年齡的空間自相關現象。承上所言，由於娶外籍配偶的媒介作用、

網絡作用或示範作用，可能會使得台灣外籍配偶的現象具有空間鄰近

效應，亦即一地區之鄰近地區的娶外籍配偶的比例越高，則該地區娶

外籍配偶的比例亦會越高，反之亦然。因此，從空間分析的角度來

看，娶外籍配偶的現象是否具有地區的空間鄰近效應，是臺灣社會一

個重要且值得探究的研究議題，也是本研究的分析焦點。

基於此，本研究使用內政部 2003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

查和內政部戶政司的婚姻登記匯總資料，以鄉鎮市區為分析單位，並

採用探索式空間資料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中的區域

型空間自相關指標（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與空

間計量經濟方法（spatial econometrics）中的時間延遲之空間模型

（spatial-temporal lag model），透過實證的空間分析以達成下列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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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瞭解台灣外籍新娘的空間分佈型態， 分析台灣外籍配

偶的空間分佈，是否受當地婚姻市場與社經條件之影響， 探討台灣

外籍新娘的空間分佈是否具有鄰近效應。

以下本文將先回顧相關文獻，進而提出研究假設；接著，介紹分

析方法、資料來源與變項測量；在實證分析部份，本文先以探索式空

間資料分析中的區域型空間自相關指標，探索台灣之各國籍外籍新娘

的空間型態，續以空間計量經濟模型中的時間延遲之空間模型，檢驗

本文的研究假設；最後，提出討論與結論。

貳、文獻與研究假設

長期以來，台灣媒體對於迎娶東南亞籍或中國大陸籍新娘的台灣

男性，多將其描繪為身心殘障、社經地位低落等「社會所不欲者」

（Hsia 2007;夏曉鵑 2001）。以往研究也指出外籍新娘較為盛行的縣

市，主要是發展較為落後的農業或偏遠地區（駱明慶 2006），迎娶外

籍新娘的台灣男性多是為低社經地位的農村地區工農階級男性，由於

這些男性在台灣婚姻市場中居弱勢，因而受到臺灣婚姻市場的排除，

而轉向國外婚姻市場尋求婚配機會（王宏仁 2001; 王宏仁、張書銘

2003;夏曉鵑 2000）。田晶瑩與王宏仁（2006）則從性別文化因素切

入，認為迎娶外籍新娘的台灣男性於社會經濟地位的弱勢，其不僅指

相對於其他男性的經濟弱勢，更是相對於台灣女性的地位弱化，因此

在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下，讓這些台灣新郎只有跨海追尋自己心中的

理想新娘。

回顧上述文獻，可發現相關研究多以外籍新娘為核心，迎娶外籍

新娘的台灣男性則為附帶的研究對象。少數以台灣男性為研究對象

者，則採用訪談、觀察或小規模調查等方式進行研究（田晶瑩、王宏

仁 2006），因而無法系統性驗證台灣男性向他國尋婚的背後結構性因

素。駱明慶（2006）的相關研究雖使用大規模的調查統計資料，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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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並未將不同國籍的外籍新娘進行區分，而忽略不同國籍外籍新

娘的婚姻形成管道、文化、價值觀與社經背景之差異；另一方面，駱

明慶（2006）與黎雅如等人（2006）之研究均忽略了婚姻市場的高度

地方性，因此僅從縣市層級的空間單位探討外籍新娘空間分布，由於

空間尺度太大，而無法確實的掌控其空間分布型態，其研究也未考慮

空間結構因素對地區內男性娶外籍新娘的可能影響。

在傳統的婚配研究中，多從個體層次著手，認為婚姻配對受到教

育成就、社經地位與家庭價值取向所影響（Marini 1978; Oppenheimer

et al. 1997; Wilcox and Wolfinger 2007）。然而，地區的空間脈絡結構

因素，例如當地婚姻市場條件，亦可能對人們的行為與態度造成限制

與影響。Wilson（1987）認為地區的社經條件與不利性將對該地區個

體的家庭組成造成影響，而此理論亦得到後續研究之驗證，例如婚前

性行為（Brewster 1994; Hogan and Kitagawa 1985; Upchurch et al.

1999）、未婚懷孕（Crane 1991; Harding 2003; Ku et al. 1993; Sucoff

and Upchurch 1998）、初婚時間（South and Crowder 1999）、婚姻解

組（South 2001）等。尤其，當地婚姻市場的條件，如可婚配對象性

別比、當地社會經濟條件與社會文化狀態，不但影響、也限制了個人

的結婚意願與行為（Lichter et al. 1991; Lichter et al. 1992; South 1996;

South and Lloyd 1992）。因此，在進行台灣男性為何迎娶外籍新娘的

相關研究時，有必要將地區的空間脈絡結構因素納入考量，尤其是當

地婚姻市場條件對當地男性婚配行為之影響。

在台灣城鄉流動的過程中，由於工業化、都市化及服務業興起的

影響，再加上長期城鄉發展不平等的情況，使得農村地區女性往都會

區遷移，導致農村地區適婚男女比例失衡。在可婚配對象性別比失衡

的情況下，再加上當地社會經濟條件相較其他區域弱勢，位於農村地

區的適婚男性，不但所面對的競爭大，也更難找到合適的婚配對象。

若本身的社經條件又較低時，極有可能被臺灣婚姻市場所排除，而必

須向外國婚姻市場尋求婚配機會。因此，我們預期，鄉鎮市區之可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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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象性別比（男／女）愈高，則該地區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等

外籍新娘之比例愈高，此為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設。

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男女教育程度差異逐漸縮小，再加上傳統

婚姻斜坡（marriage gradient）的觀念，導致本國婚姻市場出現供需失

衡，使得國中以下男性及大學以上女性更難尋求適合的婚配對象，造

成婚姻市場中這些低教育程度男性與高教育程度女性未婚比例上升，

進而導致台灣男性必須轉而迎娶東南亞籍或中國大陸籍新娘（駱明慶

2006）。另外，婦女勞動參與率的增加與教育程度的提昇，也使得台

灣男女所得水準的差異縮小，造成經濟弱勢的台灣男性，難以在台灣

的婚姻市場中找到可以與之匹配的台灣女性，因而產生國際通婚的需

求。一方面，教育程度與所得偏低可能為促使台灣男性迎娶外籍新娘

的因素之一，因此，一個地區男性平均教育程度越低，或人均所得越

低，我們預期該地區會有越多的外籍新娘；另一方面，男性平均教育

程度與人均所得代表當地婚姻市場之社經條件，當男性平均教育程度

越低或人均所得越低，表示該地區的婚姻市場之社經條件越不利，並

降低該區域女性與當地男性結婚的意願（Gould and Paserman 2003;

Lichter et al. 1992），而使得當地適婚男性更不容易在當地婚姻市場找

到合適且有意願的婚配對象，而必須轉向國外的婚姻市場尋求婚配機

會。基於以上原因，我們預期，在台灣，一個地區之男性平均教育程

度愈低，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之外籍新娘比例會愈高，此為本文

的第二個研究假設；此外，我們也預期，一個地區人均所得愈低，娶

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之外籍新娘比例也會愈高，此為第三個研究假

設。

跨國婚姻的管道包含雙方自由戀愛、親友介紹及婚姻仲介等方

式，台灣男性與中國大陸籍或東南亞籍新娘聯姻，多以婚姻仲介或親

友介紹為其婚姻管道的大宗（王宏仁 2001; 王宏仁、張書銘 2003; 夏

曉鵑 2000）。儘管，台灣男性與中國大陸籍新娘聯姻的管道與婚姻仲

介方式雖與東南亞籍跨國婚姻略有不同，而還可經由兩岸經貿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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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旅遊等方式形成，但基本上婚姻仲介及親友介紹仍然是雙方認識

與結縭的重要管道（王明輝 2006;趙彥寧 2004）。當跨國婚姻管道為

婚姻仲介時，無論其為專業婚姻仲介業者，或為跨國婚姻當事者的散

戶婚姻仲介工作者（夏曉鵑 2000），台灣男性多依賴口耳相傳與跨國

婚姻仲介者接觸與聯絡，且婚姻仲介的人際關係網絡亦依賴地理鄰近

關係向外擴張（王宏仁、張書銘 2003），故社會網絡與地域關係便在

婚姻仲介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媒介角色，而形成地理鄰近性的媒介作

用。當跨國婚姻管道為親友介紹時，親友互動的親密性與地理鄰近性

間，更具有高度的關聯性。Wellman（1996）即發現，64%受訪者表示

具有親密互動之親友，多居住於 5英里之內；Connerly（1985）則發

現，對所有的受訪者而言，至少有 1/3 的親友居住於 1 英里之內；

Hunter and Janowitz（1974）更發現，4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多數的

親朋好友多居住於同一社區之中，Guest and Lee（1983）在西雅圖的

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1997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也顯示，經常交談

連絡的親朋好友八成都在一小時車程之內（瞿海源 1998）。因此，地

理鄰近性會對社會網絡的形成與資訊的流通造成影響，而形成地理鄰

近性的網絡作用。由於社會網絡互動與資訊流通的差異，以及娶外籍

配偶現象的媒介作用與網絡作用，無論跨國婚姻係藉由婚姻仲介或親

友介紹而形成，地理鄰近性均可能會對婚姻相關訊息取得與接觸造成

影響，而可能形成外籍新娘空間分佈的聚集性。

當前期鄰近地區有越多的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等外籍新娘時，

人們將因為口耳相傳、現身說法、親身觀察與社會接觸，而對與中國

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家庭有了新的印象。儘管，台灣的媒體論述與

一般社會大眾認知，均可能對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充滿刻板印

象與歧視，甚至將其視為「社會問題的根源」（Hsia 2007; 夏曉鵑

2001; 趙彥寧 2004）。但當與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家庭觀察或

互動、接觸增加時，對有意願迎娶外籍新娘的台灣男性或是該地區的

人們而言，將能削減或放棄原有對外籍新娘的刻板印象與歧視（伊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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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章英華 2006）。此外，因為刻板印象的消除，以及已有先例存在

可降低被評價的風險，因此可以讓有意願迎娶外籍新娘的台灣男性能

不畏他人的負面評價，提高與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女性結婚的意

願。換言之，當台灣男性與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等外籍新娘家庭觀

察或互動、接觸增加時，將產生迎娶外籍新娘的示範作用，則更加瞭

解與認識這些外籍新娘的特性，減低對她們的社會距離或促進親近

感，進而願意與中國大陸籍或東南亞籍的女性結婚。

我們預期當前期周遭區域娶中國大陸籍新娘比例愈高時，一方

面，由於人們將較容易取得迎娶中國大陸籍新娘婚姻管道的相關訊

息；另一方面，由於人們與中國大陸籍新娘家庭的社會觀察與接觸機

會增加，因此該地區娶中國大陸籍新娘比例亦愈高。另外，與中國大

陸籍新娘類似，我們也預期，當前期鄰近地區娶東南亞籍新娘比例愈

高時，該地區娶東南亞籍新娘比例亦會愈高。不過，因為其他國籍新

娘（港澳與其他國家）比較依賴自由戀愛的方式形成婚配，也較不受

婚姻仲介與親友介紹等媒介的影響，且台灣社會對港、澳、日、韓、

歐、美等地的新娘也較沒有負面的刻板印象與歧視（Hsia 2007; 李瑞

金、張美智 2004;夏曉鵑 2001），再加上台灣各地之其他國籍新娘的

比例均未超過 1%，故人們與其他國籍新娘家庭之社會觀察與接觸的

機會也可能都偏低，同時，各個國籍新娘家庭屬性差異甚大。因此，

我們預期前一時期鄰近地區娶其他國籍新娘比例愈高時，可能並不會

影響該地區娶其他國籍新娘的比例。換言之，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假

設為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有正向的地區鄰近效應，而娶其他

國籍新娘則無地區鄰近效應。

不同國籍外籍新娘其婚姻管道、文化、價值觀與社經特性皆不

同，因而導致不同國籍外籍新娘被接受或受喜好程度的差異，並藉由

口耳相傳、現身說法、親身觀察與社會接觸等因素造成的地區鄰近效

應，也可能有著國籍上的差異，無法具有跨國籍的地區鄰近效應。因

此，由於中國大陸籍新娘與東南亞籍新娘在文化、價值觀與形象的差



． 78 ．

人口學刊第三十八期

異，當人們接觸到中國大陸籍新娘時，並不會促進與東南亞籍新娘結

婚的意願，反之亦然。因此，我們預期同國籍的外籍婚配具有正向之

時間延遲的空間鄰近效應，異國籍則無此作用，此為本研究的第五個

研究假設。換言之，前時鄰近地區娶中國大陸籍新娘比例愈高，則該

鄉鎮娶中國大陸籍新娘比例愈高，但前時鄰近地區娶東南亞籍新娘比

例，則對其地區娶大陸籍新娘比例無影響。相似地，前時鄰近地區娶

東南亞籍新娘比例愈高，該鄉鎮市區娶東南亞籍新娘比例會愈高，但

前時期鄰近地區內娶中國大陸籍新娘比例之高低，對該地區本身娶東

南亞籍新娘比例並不會有影響。

最後，當地婚姻市場與其鄰近地區人口越密集時，人與人之間資

訊交流與接觸機會也會越大，因此將有比較高的機率觀察和接觸到較

多的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時，其地區內男性娶外籍新娘的空間

鄰近效應將會越強。2000年時，台灣的都會區每平方公里有2605人，

平地鄉鎮每平方公里則有 463 人，山地鄉每平方公里則僅 12 人；再

加上，山地鄉外籍新娘的比例，均較都會區與平地鄉鎮為低（見表 1

與表2），更加稀釋了與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家庭接觸的機會。

因此，我們預期人口愈密集的鄉鎮市區，其地區內男性娶外籍新娘之

空間鄰近效應愈強；細言之，都會區的空間鄰近效應最強，平地鄉鎮

次之，山地鄉最弱，此為本文的第六個研究假設。

綜合言之，本研究的六個研究假設為：

假設一：鄉鎮市區之可婚配對象性別比（男／女）愈高，則該地

區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等外籍新娘之比例愈高。

假設二：一個地區之男性平均教育程度愈低，娶中國大陸籍與東

南亞籍之外籍新娘比例會愈高。

假設三：一個地區人均所得愈低，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之外

籍新娘比例也會愈高。

假設四：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有正向的地區鄰近效應，

而娶其他國籍新娘則無地區鄰近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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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五：同國籍的外籍婚配具有正向之時間延遲的空間鄰近效

應，異國籍則無此作用。

假設六：人口愈密集的鄉鎮市區，其地區內男性娶外籍新娘之空

間鄰近效應愈強；細言之，都會區的空間鄰近效應最

強，平地鄉鎮次之，山地鄉最弱。

表 1 1998-2000年不同地區登記結婚之外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之比例

分區 中國大陸籍新娘 東南亞籍新娘 其他國籍新娘 所有外籍新娘

都會區 5.39% 4.17% 0.12% 9.68%

平地鄉鎮 5.32 7.09 0.04 12.45

山地鄉 1.63 1.89 0.00 3.52

所有區域 5.33 5.03 0.09 10.45

表 2 2001-2003年不同地區登記結婚之外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之比例

分區 中國大陸籍新娘 東南亞籍新娘 其他國籍新娘 所有外籍新娘

都會區 8.53% 6.25% 0.12% 14.90%

平地鄉鎮 8.62 11.08 0.04 19.74

山地鄉 4.13 3.52 0.04 7.68

所有區域 8.51 7.64 0.09 16.24

參、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六個研究假設之驗證，使用內政部 2003 年外籍與大陸

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和內政部戶政司的婚姻登記匯總資料，以台灣 350

個鄉鎮市區為空間分析單位，同時，以每個空間單元在特定時間內結

婚者，娶外籍新娘的比例為依變項，採用探索式空間資料分析與空間

計量經濟方法等空間分析方法，加以分析並進行檢驗。

Tobler（1970）提出地理學第一定律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相關性，

但是鄰近的事物比遠的事物相關程度更大」，這種現象稱為空間相依

性（spatial dependence）或空間自相關。然而，空間相依性或空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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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存在，卻會使得傳統計量方法失效。因此針對上述空間資料特

性，運用空間計量經濟方法，研究者可以更清晰地剖析各空間地物間

的關係，並避免統計推論上的偏誤。

在進行空間計量分析前，往往會先進行探索式空間資料分析，以

瞭解空間資料之分佈型態。探索式空間資料分析為一組可以描述與視

覺化空間分布型態、辨識異常區位或空間例外（spatial outliers）、偵

測空間關聯型態與聚集、暗示空間體制（spatial regimes）或其他形式

空間異質性（spatial heterogeneity）的分析技術（Anselin 1988; Anselin

1998; Haining 1990）。區域型空間自相關指標（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為最常見的探索式空間資料分析方法

（Anselin 1995），它可確切地指出分析現象的聚集區域。其定義如

下：

其中 x和 x分別為空間單元的某一個變項及其平均數，i和 j分別

代表第 i 和第 j個空間單元；wij表示兩個不同空間單元在特定的鄰近

定義下所產生的關連矩陣，又稱之為空間權重矩陣（spatial weight

matrix），n為空間單元總數。當Z（Ii）≧Z /2，表示該現象具有顯著

的正向地區空間自相關，代表此空間單元的觀察值與鄰近空間的觀察

值有正向關係，表示這個現象具有空間聚集區（spatial clusters）的現

象；空間聚集區又可區分為熱區（hot spot）與冷區（cold spot），前

者為空間單元的觀察值與其鄰近空間的觀察值都很高的區域，後者為

此空間單元與周遭的觀察值都很低的區域，其中Z（Ii）為標準化後的

區域型空間自相關指標，其遵從標準常態分配， 則為顯著水準。如

果Z（Ii）≦-Z /2，表示該現象具有顯著的負向地區空間自相關，表示

此空間單元的觀察值與鄰近空間的觀察值相異性很大，又稱之為空間

例外（spatial out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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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的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則為時間延遲的空間模型

（spatial-temporal lagmodel）2（Shin and Agnew 2002; Perdomo 2004），

其以向量型式表示如下：

其中，yt為 n×1的依變項向量， 為時間延遲的空間鄰近效應係

數，W為n×n的空間單元鄰近權重矩陣，Wyt 1為n×1的鄰近空間單

元前一個時期依變項的加權平均向量，X 為 n×k的自變項矩陣， 為

k×1自變項的迴歸係數向量， 為n×1的獨立且均等分布誤差項向量。

時間延遲的空間模型一方面移除空間自相關造成的干擾，取得較為精

確的估計結果與統計推論；另一方面可以檢驗空間交互作用的影響。

使用探索性空間分析或空間計量方法進行分析時，必須設定空間

權重矩陣以表達空間單元間的位置鄰近性（location proximity）。空間

權重矩陣記為 C，表示如下：

 

其中，n為空間單元數，i = 1, 2,…, n，j = 1, 2,…, n。當cij＞ 0，表

示空間單元 j為空間單元 i的鄰域；而cij = 0時，則表示空間 j單元不

為空間單元的鄰域；慣例上，對角線元素皆設定為 0，亦即任一空間

單元不為其本身之鄰域。

在空間計量經濟中，為了達到固定各空間單元鄰近效應的影響，

使列元素總合為 1，通常對 C 進行列標準化（row standardization）

（Anselin 1988; Anselin and Bera 1998）。列標準化後的空間權重矩陣

記為，表示如下：

 

2 時間延遲的空間模型又稱為純空間遞迴模型（pure space recursive model）（Anselin et
al. 2007），可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進行估計。相關應用與討論請參考 Upton and
Fingleton (1985), Dubin (1995), Tolnay et al. (1996), Ward and Gleditsch (2008).



． 82 ．

人口學刊第三十八期

北
投

內
湖

士
林

南
港

松
山

中
山

大
同

萬
華

中
正

大
安

信
義 文
山

目
標
區

鄰
區

其
他

目
標
區

最
短
路
徑

道
路
網

質
心

人
次

質
心 人

次

人
次

人
次

0
2
.5

5
1
0 公

里

N

圖
1

空
間
權
重
矩
陣
示
意
圖
—

以
松
山
區
為
例

(A
) 鄰

接
鄰
域
(B
) 路

網
鄰
域
(C
) 通

勤
鄰
域



紀玉臨 周孟嫻 謝雨生

． 83 ．

其中，n為空間單元數，i= 1, 2,…, n，j= 1, 2,…, n。wij值愈大代

表空間單元 j對空間單元 i的鄰近性愈強，wij值愈小代表空間單元 j對

空間單元 i的鄰近性愈弱，至wij= 0時，則表示空間單元 j不是空間單

元 i的鄰近空間。

本研究使用三種空間權重矩陣設定方式。第一種為鄰接鄰域矩

陣，係當一空間單元與目標空間單元邊界相鄰接時，則該空間單元為

目標空間單元之鄰域。以台北市松山區為例，圖 1a為其示意圖，從中

可以看出松山區分別與信義區、大安區、中山區、南港區、內湖區有

邊界相鄰情形，故上述 5區為松山區之鄰域，其他區域則為非鄰域。

儘管已有不少研究使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但多數的研究對於空

間關係的界定大多十分粗糙，仍然使用最簡單的地理關係來定義空間

權重矩陣，如上述的地理鄰接鄰近關係（如 Tolnay 1995; Voss and

Guangqing 2006; Baller and Richardson 2002; Case 1991; Land et al. 1991;

Tolnay et al. 1996）。Beck et al.（2006）即認為學者不應侷限在傳統的

空間權重矩陣設定方式，而應該超越傳統地理空間的鄰接鄰域之界

定，而應該使用更細緻、更符合現實的方法定義空間鄰域關係。由於

社會互動的主體是人，但人多依賴交通網路活動，因此，儘管兩區域

直線距離很近或邊界相鄰，但兩者間卻沒有交通網路連結時，兩者顯

然是不會有強烈的空間直接互動關係。基此，測量兩地區質心間的最

短道路距離，顯然比鄰接關係更能表現兩空間單元間的鄰近性。

因此，本研究使用台灣地區的各級道路網資料，以 ArcGIS 的

Network Analysis 模組進行分析，取得區域間的最短路徑距離，設定

路網鄰域矩陣，為本研究的第二種空間權重設定方式。同樣以台北市

松山區為例，如圖 1b所示，松山區與中山區間的道路距離最短，為 5

公里；而與北投區間的道路距離最長，為 14.5公里。因此進行距離倒

數平方與列標準化計算後，中山區對松山區有最大的鄰近性，而北投

區的鄰近性則為最小。

然而，兩個空間單元邊界相鄰或道路距離很近，不必然代表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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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互動，兩者間可能存在某種阻礙，減弱兩者的空間互動，自然

者如河流、山脈、沙漠，人為者如國界、信仰、政治立場，因此，若

僅以地理關係設定空間權重矩陣，則顯得過於粗糙。故可藉由空間單

元之間的交流量資料界定空間關係，如貨運量、貿易量、通訊量等物

品與訊息流動，或遷徙量與通勤量等人口流動。當兩空間單元間有較

大的交流量，則代表兩者互動密切；反之，則兩者互動不密切。一方

面，兩地的交流量關係亦反映著兩地間的物理距離；另一方面，交流

量關係也反映了兩地間的阻礙效應，因此，地區間的交流量比地理關

係更能代表地區間的互動關係。如前述，社會互動的主體為人，本研

究使用人口流量定義空間單元關係，故本研究使用 2000 年戶口及住

宅普查中通勤量來定義第三種空間權重矩陣：通勤鄰域矩陣。同樣

地，以臺北市松山區為例，圖 1c為松山區通勤總流量，亦即因工作需

求，離開居住地松山區移動至其他區以及從其他區移動至松山區之人

口流量的總和，其中流量最多者為信義區，次之為南港區，第三為大

同區；而流量最少者為中正區。可見，根據地區的通勤總流量所定義

的鄰域關係來看，松山區與信義區關係最為密切，而與中正區關係最

為薄弱。這與根據邊界相鄰或道路距離所定義的鄰域是有所不同的。

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共使用三種地區空間單元的鄰近矩陣，分

別為(A)鄰接鄰域矩陣、(B)路網鄰域矩陣、(C)通勤鄰域矩陣，其中鄰

接鄰域矩陣是以邊界相鄰為基礎的鄰接空間權重矩陣，路網鄰域矩陣

是以最短路徑距離倒數平方為基礎的路網空間權重矩陣 3，而通勤鄰

域矩陣則是以通勤人口流量為基礎的通勤空間權重矩陣，三種矩陣大

小均為 350x350。因為空間單元的鄰接鄰域、路網鄰域和通勤鄰域三

種權重矩陣並不一定相同，本研究為確實探討各鄉鎮市區空間單元內

男性娶外籍新娘的空間關係特性，所以分析時三種空間單元的鄰域矩

3 以距離最近的前十個空間單元為鄰域，進行距離倒數平方與列標準化之計算。為了確
認分析結果的穩健性，本研究還使用前五、前二十、前三十與所有空間單元的設定方
式，分析結果皆十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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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將分別被使用於分析中，以確保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如 Case et al.

1993; Kalnins 2003; Bode 2004; Mears and Bhati 2006）。

前述空間計量模型均隱含空間鄰近效應具空間均質性（spatial

homogeneity）的假定，即空間鄰近效應在每個區域的作用均相同，此

種空間權重矩陣稱為全域型空間權重矩陣。然而，空間鄰近效應在不

同的區域可能有不同的影響效應，甚至可能有相反的影響效果。由於

空間鄰近效應源自於人際互動，而在人口較為密集的區域，人與人之

間資訊交流與接觸機會也較大，故人口密集處，可能會有較強的空間

鄰近效應，而導致空間鄰近效應異質性的存在。

為了檢驗上述的空間效應異質性，即各地區男性娶外籍新娘的空

間鄰近效果，可能在不同的區域間有所不同，本研究進一步採用區域

型空間權重矩陣（Garrett et al. 2005, 2007）。我們將研究的地區空間

單元範圍分為三個次區域，分別為都會區、平地鄉鎮與山地鄉。將原

本全域型空間權重矩陣中，位為都會區的列元素全部保留，而將其他

列元素全部設定為 0，產生都會區的空間權重矩陣；另將原本全域型

空間權重矩陣中，位為平地鄉鎮市區的列元素全部保留，而將其他列

元素全部設定為 0，產生平地鄉鎮市區的空間權重矩陣；最後將原本

全域型空間權重矩陣中為山地鄉的列元素全部保留，而將其他列元素

全部設定為 0，產生山地鄉的空間權重矩陣。透過這三種區域型空間

權重矩陣的使用，可以檢驗外籍新娘的空間鄰近效果在不同的區域間

是否有所不同。

另外，為了檢驗外籍新娘分佈型態的空間鄰近效應，我們使用了

時間延遲的空間分析模式。其中時間延遲的空間鄰近係將一地區（空

間單元）之鄰近地區在前一時期（1998至 2000年）的依變項，即外

籍新娘對數佔其鄉鎮市區結婚對數之比例，納入分析模式中，作為各

空間單元當期（2001年至 2003年）娶外籍新娘的比例之解釋因素。

基本上，前一時期鄰近地區某一類外籍新娘的比例越高，則可能影響

一個地區當期該類外籍新娘的婚配情形，這就是時間延遲的空間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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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簡稱時間延遲空間效果。

綜合言之，本研究將先進行探索性空間分析，以瞭解台灣外籍新

娘的空間之分佈，續以空間計量經濟模型進行前述六個研究假設之驗

證。

肆、研究資料、變項測量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內政部 2003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和內政

部戶政司的婚姻登記匯總資料，以每一空間單元在特定時間內結婚者

中，娶外籍新娘的比例為依變項。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為目

前台灣有關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的唯一全國性資料。該項調查對

象為自 1987年 1月起至 2003年 8月 31日止，持有效外僑居留證、

永久居留證及已取得我國國籍的外籍配偶，以及申請入境停留、居留

及定居之大陸（含港澳）配偶，訪查對象共計 240,837人，而實際完

成訪問共 175,909 人，其中中國大陸配偶 93,551 人，其他國籍配偶

82,359人。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限定於 2001年至 2003年 8月底登記結婚的外

籍新娘，於台灣本島 350個鄉鎮市區的空間分佈。換言之，本研究分

析單位為台灣本島 350個鄉鎮市區。以鄉鎮市區作為分析單位，係考

量到婚姻市場為地方性，而非全國性，亦即一個人所身處的當地婚姻

市場將決定與限制其婚姻選擇，因此鄉鎮市區是最合適的空間單元。

若以縣市或全國作為分析單位，則將過於粗糙，而掩蓋外籍新娘的真

實空間分佈型態，也無法確實捕捉外籍新娘空間分佈型態的空間鄰近

效應。然而，若使用村里作為分析單位，則一方面當地婚姻市場範圍

太小，而不符合真實情況；另一方面則會因為分析單位中樣本過少，

而造成變異不穩定的情形。此外，台灣村里界在不同時期中，經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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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合併、分裂、重劃等變遷，因此若使用村里為空間單元進行分

析，則將面臨資料無法整合至同一基準的問題。

再者，本研究將分析的結婚時間限定為 2001年至 2003年 8月底

登記結婚的外籍新娘，主要是考量到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於

2003年執行，若登記結婚時間點過早，期間可能有人口遷移的情形，

這樣我們將無法正確捕捉當地婚姻市場特性對外籍新娘空間分佈型態

的影響。換言之，為了避免外籍家庭在婚後因為家庭遷移所可能造成

的偏誤，我們限定調查研究時屬於結婚三年內者，亦即採用 2001 年

至 2003年 8月底登記結婚的外籍新娘資料作為研究的基礎資料。

本研究將研究範圍限定在本島，乃是基於研究方法上的考量。首

先，由於台灣各離島有許多自變項數值超出平均值太多 4，容易造成

推論偏誤與缺乏有效性。更重要的是，進行空間分析時，必須先建立

空間單元之空間鄰近矩陣；然而，台灣各離島無論是在地理實質相

鄰、道路交通路網相鄰、或通勤關係上均和其他地區缺乏連結，因此

將造成空間分析上的困難，故去除離島觀察體（如 Rey and Montouri

1999; Baller et al. 2001; Kim et al. 2003）。

各鄉鎮市區不同年度的結婚對數資料則另取得於內政部戶政司。

另外，為了瞭解各地區當地婚姻市場之特性，我們也使用 2000 年的

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並將普查資料彙整到各鄉鎮市區的空間單元

中，以蒐集各鄉鎮市區的可婚配對象性別比、男性教育程度、扶老

比、農業人口比、以及各鄉鎮市區間的通勤與通學流量。此外，本研

究亦使用財政部的 2000 年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以得到各

鄉鎮市區的人均所得資料。以上各部分所使用的資料都有考慮解釋變

項的測量時間和依變項的測量時間的順序關係，以符合研究分析的時

間邏輯順序。最後，使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 2004 年全國客家人口

基礎資料調查研究，以控制各鄉鎮市區的族群分佈情況。只有各族群

4 如烏坵鄉、莒光鄉、東引鄉、北竿鄉與南竿鄉之可婚配對象性別比皆超過 1000，推論
可能是特殊軍事情況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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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的變項的測量時間稍晚於依變項的測量時間一年，但有鑑於這是

所能取得的最新族群資料，而且一年間隔的族群結構變化不大，不會

影響分析結果，因此，我們仍然採用了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04年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結果中各鄉鎮市區族群分佈的數據。

二、變項測量 5

依變項：「空間單元中各國外籍新娘佔該地區該時期總結婚對數之比

例」

本研究的主要依變項為各鄉鎮市區空間單元，在 2001-2003年登

記結婚之各國外籍新娘 6 佔同時期該空間單元的總結婚對數之比例。

同時期該空間單元的總結婚對數的資料則取自內政部戶政司婚姻登記

的彙整統計資料。在分析當中，我們將各國外籍新娘區分為中國大陸

籍新娘、東南亞籍新娘及其他國籍新娘，其中其他國籍新娘還包含港

澳籍新娘 7。並依此分別計算每一個鄉鎮市區空間單元之「大陸籍新

娘佔總結婚對數之比例」、「東南亞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之比例」、

「其他國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之比例」，其計算方式為其 2001-2003

年登記結婚之不同國籍外籍新娘數佔該地區（空間單元）2001-2003年

總結婚對數之比例。

將中國大陸、東南亞與其他國籍新娘做區分的原因，主要在於不

同國家的外籍新娘的婚姻管道有其差異；例如，東南亞籍新娘多數藉

由婚姻仲介的管道，中國大陸籍新娘則還可藉由兩岸經貿往來、海外

旅遊等方式而形成，而並不僅侷限於婚姻仲介的管道，其他國籍新娘

5 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資料，及其計算方式請參見附錄。
6 由於 92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僅調查至 2003年 8月 31日，因此為了求算各

鄉鎮市區 2003 年登記結婚之各國外籍新娘，本研究將該調查資料中各鄉鎮市區 2003
年 1月至 8月底登記結婚的外籍新娘總數乘上 1.5倍，以約略得到 2003年登記結婚之
各國外籍新娘總數。

7 本研究認為中國港澳籍新娘與中國大陸籍新娘，無論在婚姻形成管道、文化特性與社
經背景上皆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在後續的研究分析，皆不將中國港澳籍新
娘涵蓋於中國大陸籍新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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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更依賴自由戀愛的方式形成婚配。此外，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

新娘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與社經背景特性，因而造成不同國籍外籍新娘

在台灣婚姻市場被接受或喜好程度差異。因此，不同地區所偏好的外

籍新娘可能略有差異，因而造成外籍新娘分佈型態的差異。

自變項

1.可婚配對象性別比

各鄉鎮市區可婚配對象性別比和當地婚姻市場中適婚男性可婚配

對象的女性之個數有關。當可婚配對象性別比越高，代表適婚男性所

面對的競爭越大，也越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婚配對象。因此，我們預期

各鄉鎮市區可婚配對象性別比愈高，則娶外籍新娘（包括中國大陸籍

與東南亞籍新娘）的比例愈高。

2.單身男性平均教育

一方面，男性平均教育程度代表當地婚姻市場之社經條件，當男

性平均教育年數越低，代表當地的婚姻市場之社經條件越不利，因而

降低當地女性在當地擇偶的意願，使得當地適婚男性不容易在當地婚

姻市場找到合適的婚配對象；另一方面，以往研究發現，迎娶東南亞

籍或中國大陸籍新娘的台灣男性多是教育程度較低的男性。因此，我

們預期鄉鎮市區的男性平均教育年數愈低，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

等外籍新娘的比例愈高。

3.人均所得

與男性平均教育程度相似，人均所得亦代表各鄉鎮市區當地婚姻

市場之社經條件，因此人均所得越低代表當地婚姻市場之社經條件越

不利；另一方面，以往研究也發現，迎娶東南亞籍或中國大陸籍新娘

者多為經濟弱勢的台灣男性。因此，我們預期各鄉鎮市區人均所得愈

低，則其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比例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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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變項

由於不同的族群其對不同國籍的外籍新娘也會有不同的偏好與喜

好程度，例如外省人可能對大陸籍新娘有較高的接受程度，因此我們

控制各鄉鎮市區的族群人口比例。族群人口比例包括福佬比、客家比

和外省比三個變項，原住民比則省略，以避免模式共線的問題。此

外，由於中低階層家庭無法負擔聘請外籍看護、幫傭的方式來維持奉

養老人的家務，轉而藉由迎娶外籍新娘來解決奉養老人問題（王宏仁

2001），而一個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會影響該地區迎娶外籍新娘

的比例，因此本研究亦控制各鄉鎮市區的扶老比。扶老比為各空間單

元的 65 歲及以上老人人口數除以 15-64 歲壯年人口的比值*100。最

後，由於以往研究認為外籍新娘多集中於農業地區（駱明慶 2006），

故我們也控制了當地的農業人口比。農業人口比為該地區農業人口佔

總就業人口的比例*100。

綜合言之，本研究是在控制各鄉鎮市區空間單元的族群人口比

例、扶老比和農業人口比的影響後，探討該地區可婚配對象性別比、

男性平均教育年數和人均所得對外籍新娘的結婚比例的影響及其空間

鄰近效應。

伍、分析結果 8

一、各地區男性娶外籍新娘的空間分佈

圖 2 為各國籍外籍新娘空間分佈型態的面量圖（Choropleth

map）。首先，從面量圖可發現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多集中在

8 實證分析所使用的空間計量經濟軟體為 R的 spdep套件，可於下列網址免費下載：
http://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de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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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島的農村地區，其他國籍新娘則集中於都會地區。此外，比較

1998年至 2000年的外籍新娘空間分佈面量圖與 2001年至 2003年的

外籍新娘空間分佈面量圖，則可發現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不僅

數量增加，且有空間分佈擴散的情形。

然而，面量圖並無法讓我們確實客觀地瞭解各國籍外籍新娘之空

間聚集位於何處。因此，我們以 LISA 地圖視覺化各國籍外籍新娘空

間自相關的分布情形。從圖 3(A)可知，1998年至 2000年中國大陸籍

新娘熱區集中於台灣本島東北角、桃園與苗栗一帶，且有零星熱區散

落於台南縣；1998年至 2000年中國大陸籍新娘的冷區則集中於花東

一帶。圖 3(A)則顯示 2001年至 2003年中國大陸籍新娘分佈型態則略

有變化，東北角、苗栗及零星嘉義、台南等地為中國大陸籍新娘熱

區，而桃園已不再為中國大陸籍新娘之熱區，冷區除了於花東一帶外

尚集中於彰化地區。

東南亞籍新娘部份，1998年至 2000年東南亞籍新娘熱區集中於

新竹、苗栗與南投一帶，且有零星散落於雲林縣、台南縣與高雄縣，

冷區則集中於台北都會區、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與東部地區。

2001年至 2003年台北都會區、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與東部地區

仍為東南亞籍新娘冷區，但熱區則包含苗栗、南投一帶與雲嘉南平地

農村地區。而從圖 3(E)與(F)可以發現，其他國籍新娘則無論 1998年

至 2000年與 2001 年至 2003 年均集中於台北都會區，小部份集中於

高雄都會區與台南都會區。

上述分析結果表示，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的空間分佈具有

聚集性，且多集中在台灣本島的平地農村地區，都會區與山地鄉的分

佈則較少。尤其對東南亞籍新娘而言，台北都會區、台中市、台南

市、高雄市等重要都會區更是其聚集的冷區。然而，究竟是什麼因素

造成了外籍新娘空間分佈的差異，尤其是外籍新娘在台灣農村的聚

集？換言之，外籍新娘的空間聚集，是否真的受到當地婚姻市場性別

比失衡與社經條件不利的影響？而台灣外籍新娘空間分佈又是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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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鄰近效應？為了瞭解上述問題，接下來則採用空間計量方法進行

研究假設驗證。

二、各地區男性娶外籍新娘的鄰近效應—空間延遲鄰近效

果

本研究主要針對外籍新娘的空間分佈差異進行分析，表 3至表 5

為不同國籍外籍新娘時間延遲空間模式的分析結果。由於，本研究認

為當前一時期的鄰近區域有越多外籍新娘時，人們將因為親身觀察與

社會接觸而與外籍新娘家庭有了連結，促使台灣男性與中國大陸籍與

東南亞籍新娘結婚，而通勤矩陣則可代表區域間實際的日常生活工作

人口流動關係。又通勤鄰域矩陣的分析結果與路網鄰域矩陣或鄰接鄰

域矩陣的分析結果相似，而受限於篇幅的關係，表 3至表 5中僅列出

通勤鄰域矩陣的分析結果 9，以下分析結果亦以通勤鄰域矩陣的分析結

果為主。此外，由於男性平均教育年數與人均所得之間具有高度相

關，故表 3至表 5中列出輪流放入男性平均教育年數與人均所得為自

變項的分析結果，以避免多元共線問題。表 6則同時考量了同國籍與

異國籍外籍新娘的空間鄰近效應，而為求簡潔，表 6僅列出同國籍與

異國籍外籍新娘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表 7則使用區域型空間權重矩

陣，以分析外籍新娘空間鄰近效應的異質性，為求簡潔，表 7亦僅列

出不同區域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 10。

表 3的分析結果顯示：對中國大陸籍新娘而言，當地婚姻市場的

可婚配性別比越高時，則中國大陸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之比例越高。

故對中國大陸籍新娘而言，此研究發現支持第一個研究假設，亦即當

地婚姻市場的可婚配性別比對娶中國大陸籍新娘有顯著的正向效果。

而社經結構變項部份，模型 2顯示當地婚姻市場的男性平均教育年數

9 對路網鄰域矩陣或鄰接鄰域矩陣的相關分析結果有興趣的讀者，請聯絡本文的通訊作
者。

10 對於完整分析結果有興趣的讀者，可向本文的通訊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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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則當地中國大陸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之比例則越低，此結果亦

支持第二個研究假設。模型 3 同樣表明當地婚姻市場的人均所得越

高，則當地中國大陸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之比例則越低，此結果亦與

第三個研究假設相符。綜言之，我們發現當地婚姻市場的社經條件愈

不利，則娶中國大陸籍新娘的比例愈高。

對東南亞籍新娘而言，根據表 4，分析結果均和中國大陸籍新娘

類似，即當地婚姻市場可婚配性別比越高、男性平均教育年數越低、

與當人均所得越低，東南亞籍新娘佔當地總結婚對數之比例則越高，

此結果亦支持了第一、第二與第三個研究假設。

另一方面，對其他國籍新娘而言，根據表 5的分析結果，我們發

現當地婚姻市場的可婚配性別比並不影響其他國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

的比例；而當地婚姻市場的男性平均教育年數與人均所得越高，則其

他國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之比例越高；亦即社經條件愈佳的區域，有

愈高比例的其他國籍新娘，符合一般預期。

本研究也發現各鄉鎮市區的族群比例以及扶老比，對各國籍外籍

新娘佔總結婚對數的比例有顯著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當地婚姻市

場的農業人口比與中國大陸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比例之關係為負向顯

著；當地婚姻市場的農業人口比與東南亞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比例之

關係則不顯著；上述之分析結果與一般預期不符。以往的相關研究均

認為，中國大陸籍新娘與東南亞籍新娘多集中於台灣的農村地區（駱

明慶 2006），尤其以工、農為業的農村男性，由於被臺灣婚姻市場排

除，故轉向國外婚姻市場尋求婚配機會（王宏仁 2001; 王宏仁、張書

銘 2003;夏曉鵑 2000），但是在我們考量了各鄉鎮市區的婚姻市場條

件後，如性別比、男性平均教育年數以及人均所得，並控制人口族群

結構與年齡結構（扶老比）後，農業人口多的鄉鎮市區並不必然擁有

較多的中國大陸籍新娘與東南亞籍新娘。可見鄉鎮市區的農業屬性，

並不對迎娶中國大陸籍新娘或東南亞籍新娘有獨立的影響力，而是由

於該鄉鎮市區當地婚姻市場的不利性與性別比失衡，才促使當地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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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男性必須跨海迎娶外籍新娘。

在外籍新娘空間分佈的鄰近效應方面，表 3至表 5皆顯示，無論

對中國大陸籍新娘或東南亞籍新娘而言，時間延遲空間效果均有顯著

的正向效應，然而對其他國籍新娘而言，此時間延遲空間效果則不顯

著。此分析結果也支持本文的第四個研究假設，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

亞籍新娘有正向的空間鄰近效應；而娶其他國籍新娘則無空間鄰近效

應。換言之，當前一時期的鄰近地區有越多的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

新娘時，人們因口耳相傳、現身說法、親身觀察與社會接觸，而與中

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家庭有了連結，減低對外籍新娘的社會距離

或促進親近感，也因為地理鄰近性而較能接觸到以婚姻仲介或親友介

紹的跨國婚姻管道，而使得該地區娶中國大陸籍新娘或東南亞籍新娘

的比例增加。另一方面，由於娶其他國籍新娘大多經由自由戀愛方

式，且其他國籍新娘人數尚十分稀少，因此沒有顯著的鄰近效應作用

於其中 11。

表 3 中國大陸籍新娘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模型

變數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截距 -5.622 (3.254) 0.984 (3.091) -1.775 (1.527)

可婚配對象性別比 0.019 ** (0.006) 0.029 *** (0.006) 0.020 *** (0.006)

男性平均教育年數 0.426 (0.318) -0.534 * (0.266)

人均所得 -0.248 *** (0.049) -0.209 *** (0.039)

福佬比 0.047 *** (0.009) 0.059 *** (0.009) 0.054 *** (0.008)

客家比 0.067 *** (0.012) 0.076 *** (0.012) 0.075 *** (0.010)

外省比 0.255 *** (0.041) 0.194 *** (0.040) 0.262 *** (0.040)

扶老比 0.187 *** (0.042) 0.110 ** (0.040) 0.154 *** (0.033)

農業人口比 -0.073 *** (0.015) -0.048 ** (0.015) -0.076 *** (0.015)

時間延遲空間效果 a 0.632 ** (0.211) 0.542 * (0.218) 0.650 ** (0.211)

Adjusted-R2 .3733 .3276 .3719

註 a：1998-2000年通勤鄰域大陸籍新娘比例
註 b：括號中為標準誤
註 c：*** p≦0.001; ** p≦0.01; * p≦0.05; ≦0.10

11 故後續的空間鄰近效應分析（表 6與表 7），將不包含其他國籍新娘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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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東南亞籍新娘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模型

變數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截距

可婚配對象性別比

男性平均教育年數

人均所得

福佬比

客家比

外省比

扶老比

農業人口比

時間延遲空間效果 a

Adjusted-R2

7.500 * (3.638) 10.270 ** (3.367) -5.550 ** (1.690)

0.019 ** (0.007) 0.023 *** (0.006) 0.015 * (0.007)

-1.487 *** (0.369) -1.918 *** (0.298)

-0.109 (0.056) -0.242 *** (0.046)

0.146 *** (0.011) 0.151 *** (0.010) 0.124 *** (0.009)

0.166 *** (0.014) 0.169 *** (0.014) 0.143 *** (0.013)

0.017 (0.047) -0.008 (0.046) -0.015 (0.048)

0.140 ** (0.047) 0.106 * (0.044) 0.250 *** (0.040)

0.000 (0.018) 0.011 (0.017) 0.010 (0.018)

0.493 ** (0.188) 0.501 ** (0.189) 0.360 (0.189)

.6075 .6042 .5900

註 a：1998-2000年通勤鄰域東南亞籍新娘比例
註 b：括號中為標準誤
註 c：*** p≦0.001; ** p≦0.01; * p≦0.05; ≦0.10

表 5 其他國籍新娘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模型

變數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截距

可婚配對象性別比

男性平均教育年數

人均所得

福佬比

客家比

外省比

扶老比

農業人口比

時間延遲空間效果 a

Adjusted-R2

0.000 (0.135) -0.119 (0.121) 0.057 (0.05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6 (0.013) 0.023 * (0.010)

0.004 * (0.002) 0.005 ** (0.002)

-0.001 * (0.000) -0.001 ** (0.000) -0.001 ** (0.000)

-0.001 ** (0.000) -0.001 ** (0.000) -0.001 ** (0.000)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3 * (0.002) 0.005 ** (0.002) 0.003 * (0.001)

-0.001 (0.001) -0.001 * (0.001) -0.001 (0.001)

0.168 (0.205) 0.305 (0.193) 0.146 (0.198)

.1130 .1055 .1151

註 a：1998-2000年通勤鄰域其他國籍新娘比例
註 b：括號中為標準誤
註 c：*** p≦0.001; ** p≦0.01; * p≦0.05; ≦0.10

表 6 則同時考量了同國籍與異國籍外籍新娘的時間延遲空間效

果，由於其他自變項估計結果均與表 3至表 5十分一致，礙於篇幅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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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此處並未列出其他自變項的估計結果。表 6第一欄顯示，對中國

大陸籍新娘而言，當前一時期鄰近地區中有越多比例的中國大陸籍新

娘時，將會提昇一個地區當地婚姻市場中國大陸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

的比例；然而，當前一時期鄰近地區中有越多比例的東南亞籍新娘

時，卻會削減當地婚姻市場中國大陸籍新娘佔總結婚對數的比例。換

言之，當人們有機會接觸到較多的東南亞籍新娘家庭時，反而會降低

人們與中國大陸籍新娘結婚的意願。因此，對中國大陸籍新娘而言，

分析結果與本文第五個研究假設預期不符。

但是，依據表 6第二欄我們發現，對東南亞籍新娘而言，當前期

鄰近地區中有越多的東南亞籍新娘時，將會增加一個地區當地婚姻市

場中東南亞籍新娘的結婚比例；但鄰近地區娶中國大陸籍新娘比例對

當地婚姻市場娶東南亞籍新娘比例沒有影響。因此，對東南亞籍新娘

而言，此研究結果與第五個研究假設相符：僅有東南亞籍新娘的時間

延遲空間效果對迎娶東南亞新娘具有正向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中國

大陸籍新娘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則無作用。據此我們可以推論，由於

中國大陸籍新娘與東南亞籍新娘，彼此存在文化與形象差異，當人們

與東南亞籍新娘接觸越多時，反而會減少與中國大陸籍新娘結婚的意

表 6 不同國籍外籍新娘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同國籍與異國籍）

時間延遲空間效果 中國大陸籍新娘 東南亞籍新娘

通勤鄰域

1998-2000年中國大陸籍新娘比例 0.727 *** (0.145) 0.130 (0.168)

1998-2000年東南亞籍新娘比例 -0.339 ** (0.113) 0.416 ** (0.131)

路網鄰域

1998-2000年中國大陸籍新娘比例 0.940 *** (0.222) 0.074 (0.260)

1998-2000年東南亞籍新娘比例 -0.662 *** (0.173) 0.472 * (0.202)

鄰接鄰域

1998-2000年中國大陸籍新娘比例 0.540 *** (0.135) 0.067 (0.155)

1998-2000年東南亞籍新娘比例 -0.215 * (0.097) 0.330 ** (0.111)
註 a：括號中為標準誤
註 b：*** 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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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但是，這樣的文化與形象差異，卻不會讓人們接觸到中國大陸籍

新娘時，減少其對東南亞籍新娘結婚的意願。

表 7則使用區域型空間權重矩陣探討外籍新娘鄰近效應的空間異

質性，亦即分析外籍新娘的鄰近效應是否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程度的影

響效果。其中表 7 所有非空間自變項控制均與表 3 至表 5 模型 1 相

同，且非空間自變項的影響效果亦都與表 3至表 5模型 1相似。研究

結果皆顯示，不論是使用鄰接空間權重矩陣、路網空間權重矩陣或通

勤空間權重矩陣，對中國大陸籍新娘而言，都會區的時間延遲空間效

果最強，其次則為平地鄉鎮，山地鄉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則不顯著；

而對東南亞籍新娘而言，分析結果與中國大陸籍新娘類似，亦為都會

區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最強，其次則為平地鄉鎮，山地鄉的時間延遲

空間效果則也不顯著。因此，上述的分析結果與第六個研究假設預期

相符，換言之，對迎娶外籍新娘而言，人口愈密集的地方，空間鄰近

效應愈強，而在地廣人稀的山地鄉則無顯著的空間鄰近效應。

表 7 不同國籍外籍新娘的區域型空間權重矩陣效應

時間延遲空間效果 通勤鄰域 路網鄰域 鄰接鄰域

中國大陸籍新娘

1998-2000年—都會區

1998-2000年—平地鄉鎮

1998-2000年—山地鄉

東南亞籍新娘

1998-2000年—都會區

1998-2000年—平地鄉鎮

1998-2000年—山地鄉

0.741 *** (0.150) 0.851 *** (0.227) 0.533 *** (0.133)

0.662 *** (0.148) 0.719 ** (0.219) 0.438 ** (0.132)

0.089 (0.222) 0.253 (0.276) -0.095 (0.269)

0.549 *** (0.139) 0.662 ** (0.220) 0.444 *** (0.116)

0.483 *** (0.123) 0.607 ** (0.196) 0.371 *** (0.104)

0.132 (0.216) 0.125 (0.267) 0.047 (0.202)

註 a：括號中為標準誤
註 b：*** p≦0.001; ** p≦0.01; * p≦0.05

陸、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探討台灣外籍新娘的空間分佈型態，並分析當地婚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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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比與社經條件對外籍新娘空間分佈之影響，以及其鄰近效應。根

據圖 2與圖 3，研究發現外籍新娘的空間分佈有聚集現象，並且集中

於台灣農村地區。然而，依據表 3至表 5的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此

種空間分佈的差異，並非肇因於鄉鎮市區的農業屬性，而是透過台灣

農村地區在社經條件的弱勢與可婚配性別比的失衡等當地婚姻市場的

不利性，而間接促使台灣農村地區的台灣男性必須跨海迎娶外籍新

娘。台灣長期的城鄉發展不平等，使得農村地區女性往都會區遷移，

導致農村地區適婚男女比例失衡；另一方面，也使得農村地區的居民

具有較低的社經條件，而致使其受臺灣婚姻市場的排除，而被迫轉向

國外婚姻市場尋求婚配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內政部 2003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中，

娶中國大陸籍新娘的榮民者佔全體本國籍配偶的 16.1%。此外，本國

籍配偶 65歲以上者以榮民最多，佔 79.8%，且教育程度為不識字者亦

以榮民最多，佔 45%。由於本國籍配偶身分為榮民者，同時具有年齡

較高與教育程度較低的雙重特徵，又有較高娶外籍新娘的可能性，因

此可能會導致我們得到地區之男性平均教育程度愈低，則娶中國大陸

籍與東南亞籍新娘的比例也愈高的研究結論。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地

區男性平均教育程度愈低，則其娶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的比例

愈高的原因，並不在於該地區男性的平均教育程度，而可能是因為該

地區的人口結構特徵，即該地區榮民的人口比例，以及榮民特有的社

會經濟條件特徵與年齡特性所共同導致。對迎娶外籍新娘的榮民者而

言，促使其必須跨海求婚的真正不利因子或許是年齡，而非教育程

度。然而，若僅單純考量各區域「娶外籍新娘男性榮民之平均年

齡」，會發現其與娶外籍新娘比例成正相關，但這樣的結果有可能會

由於受資料限制，而無法考慮該地區沒有娶外籍新娘之男性榮民的特

性，而產生分析時的選擇性偏誤。換言之，由於本研究受限於資料的

特性，我們無法直接回答「地區榮民的平均年齡特性對娶外籍新娘比

例的影響」之研究問題，這個議題值得後續研究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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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娶外籍配偶的空間鄰近效應部份，表 3至表 5皆表明，娶中

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有正向的空間鄰近效應，娶其他國籍新娘則

沒有空間鄰近效應。從婚姻管道的觀點而言，台灣男性與中國大陸籍

或東南亞籍新娘聯姻，多以婚姻仲介或親友介紹為其婚姻管道為主，

無論跨國婚姻係藉由婚姻仲介或親友介紹而形成，在婚姻相關訊息取

得上，地理鄰近性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而造成外籍新娘空間分佈

的聚集性。從社會接觸的觀點而言，當人們與中國大陸籍與東南亞籍

新娘家庭有越多的接觸時，將能消除對外籍新娘的刻板印象、減低社

會距離或促進親近感，進而願意與中國大陸籍或東南亞籍新娘結婚；

因此，當一個地區的周圍鄰近地區娶中國大陸籍或東南亞籍新娘比例

愈高，該地區娶中國大陸籍或東南亞籍新娘比例也會愈高，而造成外

籍新娘空間分佈的聚集。

值得注意的是，表 6的分析結果顯示，當同時考量異國籍與同國

籍的鄰近效應時，對東南亞籍新娘而言，僅有同國籍的時間延遲空間

效果具有正向效應，異國籍則無作用；然而，對中國大陸籍新娘而

言，同國籍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具有正向效應，但異國籍（東南亞

籍）的婚配對卻具有負向的時間延遲空間效果。從婚姻管道的角度而

言，相較於中國大陸籍新娘，東南亞籍新娘較依賴婚姻仲介管道形成

跨國婚姻（王宏仁 2001;王宏仁、張書銘 2003;夏曉鵑 2000）；因此，

當前一時期鄰近地區娶東南亞籍新娘的比例越高時，代表該地區越容

易取得跨國婚姻仲介的相關訊息，並較易與跨國婚姻仲介業者接觸。

在台灣男性需要跨國婚配機會的情況下，可能轉向較容易接觸或取得

訊息的東南亞籍新娘仲介來滿足其婚配需求，而較不容易藉由親友介

紹、兩岸經貿往來、海外旅遊等婚姻管道與中國大陸籍新娘進行婚配

（王明輝 2006;趙彥寧 2004）。另外，從社會接觸角度來看，中國大

陸籍新娘與東南亞籍新娘在婚姻管道、文化、價值觀與社經特性皆不

同，因而導致兩者在台灣婚配市場受歡迎程度的差異。兩者在文化與

形象上的差異，使得人們與東南亞籍新娘觀察或接觸越多時，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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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大陸籍新娘結婚的可能；但是，這樣的影響效果卻不存在於東

南亞籍新娘身上。進言之，在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下，地位弱化的台

灣男性為了持續男子氣概的維持，而跨海追尋具有「傳統婦德」的新

娘（田晶瑩、王宏仁 2006）；然而，中國大陸籍新娘在文化與形象

上，卻可能不像東南亞籍新娘，具有台灣男性認知下的所謂「傳統婦

德」。因此，當人們增加與東南亞籍新娘家庭的接觸機會時，在中國

大陸籍與東南亞籍新娘皆為「商品化的跨國婚姻」時（王宏仁、張書

銘 2003），人們反而會傾向與東南亞籍新娘結婚，而降低與中國大陸

籍新娘結婚的意願。相對的，由於東南亞籍新娘的形象，較符合父權

思想中對於「傳統婦德」的想像，因此與中國大陸籍新娘接觸增加，

並不會降低與東南亞籍新娘結婚的意願。

本研究亦分析了不同區域的外籍新娘空間鄰近效應的差異性，依

據表 7的結果發現：人口愈密集的地方，外籍新娘的空間鄰近效應愈

強，其中，都會區空間鄰近效應最強，平地鄉鎮次之，山地鄉的鄰近

效應則不顯著。換言之，空間鄰近效應源自於人際間的互動，故當地

婚姻市場與其鄰近地區人口越密集時，人與人之間資訊交流與接觸機

會也會越大，因此空間鄰近效應越強。

本文使用的分析資料，主要來自於內政部 2003 年外籍與大陸配

偶生活狀況調查的原始資料，該資料完訪率為 73%，未完成訪問的外

籍配偶（27%）並未進入本研究的分析之中。進言之，本文的分析對

象僅限人在台灣境內的外籍新娘，而不包括嫁給台灣人但人在境外

者。嫁給台灣人但人在境外的外籍新娘，與嫁給台灣人且人在境內的

外籍新娘，其本人與台灣配偶的社會經濟條件特徵可能有差異，也可

能擁有不同的婚姻形成管道，是以本文之研究結果推論僅適用於臺灣

本島的範圍。此外，受限於空間分析方法的限制與研究方法的考量，

本研究並未將離島觀察體納入分析，因此本文之研究結論並無法推論

至離島的外籍新娘現象。事實上，台灣各離島地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

背景可能和本島地區有些差異，而離島居民迎娶外籍新娘的成因與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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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故事可能亦和本島居民有所不同，因此對於離島地區的外籍新娘現

象，仍需要未來進一步的專案研究。

儘管內政部 2003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為目前唯一的

全國性外籍配偶家庭資料，然而此資料僅調查與外籍配偶進行國際通

婚者，而沒有與本國籍結婚者的相關資料，故無法使用該資料比較外

籍新娘家庭和本國婚姻的差別，並分析個體層次的跨國婚姻決定因

素。至於人口普查資料，雖然包含台灣所有人口的資料，且可經由夫

妻雙方的國籍資料判斷彼此之國籍，但由於此資料並未記載確切的結

婚時間，因此無法瞭解當地婚姻市場之結構因素的影響；使用人口普

查資料尚有另一項缺失：某些觀察體並無法經由與戶長的關係而串連

出夫妻雙方的資料（駱明慶 2006），亦即以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外籍新

娘的研究，將產生一定比例的觀察體遺失問題。然而，若未來有更適

宜的相關資料，則後續研究可藉由多層次分析法，同時考量空間脈絡

條件與個體層次因子對跨國婚姻的影響，以更深入地瞭解台灣男性迎

娶外籍新娘的背後因素。

綜合而言，不同於以往的外籍配偶研究局限於個體層次，本研究

從地區的空間脈絡結構因素著手，並控制了區域的族群、年齡結構和

產業結構的影響，探究一個地區當地婚配市場條件和地方的社經條

件，對該地區男性娶外籍新娘比例的影響，而更清楚地解析了台灣外

籍新娘的空間分佈與台灣外籍新娘的空間鄰近效果，並勾勒出台灣男

性跨海娶親之地方環境脈絡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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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alysis of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Yu-Lin Chi* Meng-Sian Jhou** Yeu-Sheng Hsieh***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examines how the local marriage market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shape it, and explores the extent to which neighborhood effects exist i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oreign brides. Using data from the 2003 Survey of
Foreign and Mainland Spouses' Life Status, we employ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s to reveal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test
six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eign brides cluster around the
rural townships of plain areas. Also, local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and
marriage market availability contribute to spatial variation in foreign bride
rates in each spatially local area. Further, neighborhood effects do matter for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 clusters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brides and
Southeast Asian brides in Taiwan. For Southeast Asian brides, only the
brides with the same origin show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spatial-temporal
lag effect. On the contrary, while Mainland Chinese brides show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spatial-temporal lag effect i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marriage in Taiwan, Southeast Asian brides show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spatial-temporal lag effect, indicating that proximity to townships that had
higher propor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brides de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marrying Mainland Chinese brides. Finally, the strength of neighbo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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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oreign brides significantly varies by regions. The neighborhood
effects are strongest for townships located in metropolitan areas. However,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neighborhood effects for those in mountain
areas.

Keywords: foreign bride, spatial clusters, neighborhood effects, spatial
analysis, spatial-temporal lag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