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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 110 年 4 月定期大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 年 4 月 28 日（三）14 時至 16 時。 

貳、 地點：桃園市新住民文化會館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135 號)。 

參、 主席：顏副召集人蔚慈                       記錄：劉琳萱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附件）。 

伍、 主席致詞： 

顏副召集人蔚慈： 

本月定期大會安排參訪的新住民文化會館，不論是館舍導覽、文化展覽及新

住民武玉蓉講師帶來的夫妻餅包裝手作體驗，能看出市府從生活輔導、文化

交流到培力課程，多元推動新住民政策，提供的服務內容也超乎我們對新住

民議題想像範圍，特別是在中心 1 樓由教育局、社會局、勞動局、衛生局、

文化局、民政局及2樓提供法律諮詢等服務，許多青諮委員關注新住民議題，

期待接下來與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陳建崧執行長、張瑜庭副執行長、社會局

新住民事務科劉彥伶科長及陳媺股長的交流。 

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 陳建崧執行長：  

一開始得知青諮委員來到新住民文化會館與我們交流感到訝異又高興，同時

也知道原來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業務與新住民業務有某種程度相關性，另外

青諮委員當中也有新住民二代，很榮幸可以在文化會館與各位交流。除了館

舍導覽之外，其實市府在 106 年就成立新住民事務委員會及新住民聯合服務

中心，當時鄭文燦市長請我們規劃一個跨機關平台，誠如顏蔚慈副召集人所

提到，這個平台共有 8 個局處業務整合，草創初期雖然比較辛苦，但經過了

4 年的努力我們拿到了全國優等，也是在鄭文燦市長大力支持下的成效，對

於新住民議題需要我們改進的部分，新住民事務委員會及新住民聯合服務中

心會盡最大的努力改善及滿足市民朋友的實際需要，再次感謝各位委員蒞臨

新住民文化會館。 

陸、 專題簡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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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討論交流重點： 

潘念岑委員：  

因為我本身擔任社工服務過新住民家庭，觀察到有許多新住民媽媽對經營夫

妻及親子關係沒有信心，建議在親子學習或館舍朝這方面規劃服務內容，再

來就是新住民婦女需要生活的適應，針對新住民的際遇需要相關的諮詢，但

他們可能要照顧孩子，如果要來會館上課時也不方便帶著孩子參加，但他們

其實想要使用這些資源，而且在台灣也沒有親戚支持或是工作支持；另外就

家庭理財規劃部分，因為家庭理財能力影響整個家的生活及樣貌，未來也期

待可以針對新住民在這方面提供相關協助及培力，剛在簡報中提到 2 樓有設

置親子館，親子館內有些繪本，今年本身也想要做新住民的閱讀素養課程，

因為透過繪本其實可以讓孩子更認識自己，或是透過繪本協助親子間有更好

的互動及更深的連結，現在其實也有滿多議題性的桌遊，或許可以運用在社

區培力或是親子培力上。 

李庭儀委員： 

曾經做相關志工及實習，發現許多新住民朋友來台工作後需要匯錢回故鄉遭

到詐騙，台灣現行無專門提供外籍家庭或移工的銀行服務，除了台北泰國盤

谷銀行之外，較少看到專門的金融機構供匯錢回各自的國家，加上手續費很

高降低匯錢回家的動力，而延伸出來的問題就是詐騙，之前在法律扶助基金

會實習時遇到一個案，有位新住民朋友受託將錢帶回印尼並收取低手續費，

卻被認為是詐騙集團的車手而觸法，想了解政府是否有這方面行政或法律上

的協助，例如司法機關會因為語言的隔閡或是通譯問題造成法律專有名詞不

夠精準，或者像印尼語等其他語言文法組成與台灣不同，造成溝通上的困

難。 

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 張瑜庭副執行長： 

李庭儀委員提到新住民或是移工朋友來台工作後，將錢匯回自己的國家給家

人時遇到的狀況或是法律協助，中心有收到相關的意見也努力在執行，例如

市府衛生局到桃園後火車站的美髮、美甲、美容店等稽查，發現紋眉的器具

使用、營業登記及繳稅的部分，與台灣法律規定不符，我們當下會進行輔導

協助並且持續宣導，當然在宣導時其實也會遇到阻礙，例如我們會表達是站

在友好的立場來做宣導，協助店家符合台灣的法規以防再次觸法導致更高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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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但新住民朋友會覺得我們是前來查緝，所以說並不是所有拜訪跟宣導我

們都受到友善的回應；而對於將金錢請託他人帶回他們國家，但回去後受託

人就消失的案例也是有，我們了解相關狀況後也都盡力宣導，也請各位委員

們若身邊也有認識的新住民朋友，可以幫我們轉發正確的資訊。 

社會局新住民事務科 劉彥伶科長： 

潘念岑委員果然同是社工人，建議內容都已經提到我們今年的發展重點，第

一是針對子女教養的部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有提供家庭服務，例如加強

親子教養功能，今年會針對這部分辦理成長工作坊，目前也正在宣傳及招生；

第二是新住民生活適應班，今年預計在 7 月份開班，而委員提到新住民婦女

想出門上課但會遇到托育的問題，今年我們也提供托育服務讓她們能安心上

課；另外也有針對通譯人員培力部分增加故事導讀，帶領孩童做繪本故事的

導讀活動；至於家庭理財的部分，我們也規劃理財工作坊，目前已經在招生

中，所以委員們有認識的新住民朋友也歡迎介紹參加。 

孫瑋成委員： 

本身是就讀社會發展系也對多元族群文化感興趣，剛剛簡報提到辦理很多類

型培力課程有感，最近有上一門原住民手工編織課程，跟原住民朋友學習編

傳統的竹簍，我覺得很重要的是透過課程參加達到雙向溝通，例如製作夫妻

餅盒時，可以讓新住民朋友與台灣交流，如此就不會只有政府單方面培力新

住民，而是可在過程中達到雙向溝通互相學習理解，促進友善、包容及文化

交流，另外來到新住民文化會館時發現旁邊就是警察局，不知道對新住民朋

友是否造成壓力，針對提供法律諮詢服務部分，有沒有可能建立多國語言線

上表單，讓不太擅長溝通或有需要的新住民朋友可以線上詢問問題，也可以

將表單 QR code 放置在 Facebook 或官方網站上提供需要的民眾填寫，選

擇實名還是匿名留言，而對於公共性問題，可透過公開文章回應民眾協助改

善問題，最後比較好奇的是空間的使用率，平常文化會館大概會有多少人來

使用，像台北的狀況是台北車站大廳坐滿新住民朋友，反映的是新住民活動

空間不足，桃園是否也會有相關問題產生。 

顏副召集人蔚慈： 

文化會館空間使用包含展覽、市集、課程等活動，重點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我們對不同文化的認識及互相交流，這也是我們市府在成立新住民聯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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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跟新住民事務科的重點，我們從來都不只是講一個國家或族群的文化而

已，而是透過動態及靜態活動認識多元文化並理解，待會也請劉彥伶科長或

陳媺股長與我們分享如何加強推動這方面的政策，另外孫瑋成委員提到館舍

地點在警察局旁邊，是否對新住民朋友造成壓力？對於某些人或許有這個可

能，但我想提出來討論的是，如果今天我家在警察局旁邊，我們會覺得有壓

力嗎？我提出這個問題其實是想表達，當我們在討論新住民的議題時，會覺

得他們都是弱勢或者在社會的邊緣徘徊，又或者認為他們從事法律及社會邊

緣活動，所以這個問題其實反應我們在理解新住民或移工的出發角度，這也

是台灣社會在面對不同族群的時候的認知落差，例如今天是新住民瑞莎走進

來，她會因對旁邊有警察局而有所疑慮，不敢踏進會館嗎？提出一個有趣的

情境，讓各位委員思考。 

社會局新住民事務科 劉彥伶科長： 

孫瑋成委員提到原住民編織的部分，相關方案我們也執行過，我們邀請新住

民擔任講師，教授編織國家特色的燈籠並且分享彼此的文化，現在還有另一

個方案是辦 3 場次生活講座，邀請各國籍的新住民來參與進行多元文化的交

流，另外也邀請家屬參加，透過理解家人文化使家庭相處更和諧；針對大型

活動的部分，例如印尼有很多新住民會講客家話，所以我們鼓勵印尼在台團

體辦理印尼及客家文化的交流活動，又或是前陣子我有參加來自柬埔寨新住

民的交流活動，剛好在龍潭與社區合作呈現出客家和柬埔寨文化的融合，活

動中家人們也共同參加共食，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文化交流的方式；至於會

館旁邊是警察局會不會讓新住民朋友有所顧慮，去年會館一樓外面的廣場是

有警車停在前面，今年已完全作為新住民活動廣場使用，無警車停放應不用

擔心，如果無法進來會館，我們也有提供免付費專線提供各局處專業諮詢服

務，另外聯合服務中心及家庭服務中心也有 Facebook 及官方 Line＠帳號，

所以有私人問題或不想公開身分，可以透過線上管道得到解答。 

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 張瑜庭副執行長： 

新住民文化會館之所以座落在桃園火車站的精華地段，證明這裡是新住民族

群及台灣朋友可以互相交流及認識的場域，桃園後火車站被稱為小東南亞，

有很多新住民朋友或移工在那裡活動，基本上只要跨越車站體，就可以來到

會館，而我想分享一件 2 週前發生的事，原本有泰國新住民朋友申請在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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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廣場辦理潑水節，因應水情嚴峻，所以就改成用麵粉塗臉代表祝福的意思，

也把泰國佛寺的佛像請出來，當中有一件趣事就是，各位都知道在台灣的街

道放音樂，就會有人潮好奇過來看，所以有位阿姨就走進來參觀，她看到佛

像當下很困惑為何佛像旁沒有提供香可以捻，因為台灣文化是燒香拜佛的習

慣，而有位移工朋友他只會泰語和簡單的英語，這位阿姨只會台語，所以他

們雞同鴨講很久，比手畫腳後才知道原來是浴佛，並且阿姨也了解到因為是

女性，所以要從佛陀的肩膀淋水下去，我想透過活動文化交流，可以讓在地

市民有機會認識其他文化，而因應疫情的影響無法出國，所以我們在辦理異

國文化相關的活動，民眾也都很踴躍參加。 

李柏儒委員： 

我本身對車輛有興趣及研究，除了觀察到移工改裝的電動自行車，有時行駛

在路上停等紅綠燈時也會和移工朋友聊天，剛好對方也會講中文因此交了幾

位朋友，後來發現他們對於台灣電動車被列法納管及要掛牌這些事，沒有足

夠的了解，例如路上比較常出現的電動車歸類為須檢驗的車型，但他們的車

因為有改裝所以過不了檢驗，而移工朋友如要騎乘機車需要駕照，也有很多

人不知道要向哪個單位申請國際駕照或是國際互換駕照，不曉得是不是有提

供相關協助。 

呂世弘委員： 

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其中鼓勵新住民二代及台灣人學習東南亞國家語言，

例如越南或是印尼語，像我兒子學校也有推動母語教學，可勾選台語、客家

或原住民母語等選項，卻沒有東南亞語或是其他的選項，另外因為我個人工

作關係，遇到的移工都是非法的移工，而我發現他們面臨到一些嚴重的問題，

就是這些移工的小孩沒有國籍及健保保障，許多父母生下孩子後就逃跑，所

以這些小孩只能透過移民署的專案給予暫時性居留證，又或者小孩在台就學

但家人被遣返，那他也必須同家人一同返回，目前好像也無相關措施。 

顏副召集人蔚慈： 

有關委員們提到的移工議題在本府主責單位是勞動局，業務範疇與社會局新

住民事務科有較大差別，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們下次可請勞動局跟我們分享。 

張瑜庭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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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世弘委員提到有關母語教學問題，現行新課綱不只有台語、客語及原住民

語，而是各個語言都有，例如只要有一位同學說想要上越南語，就算只有一

位也會開課，如果學校位在偏遠地區，也會透過遠距視訊教學，所以有可能

是學校內部認為人數不成班而不開課，若你的小孩所就讀的國小是沒有其他

語言可以選擇的話，可以再把學校資訊提供給我們會同教育局了解，另外針

對委員提到非法移工的小孩面臨到的問題，目前政府單位在處理上確實有窒

礙難行的地方，有時候我們中心會接到相關問題電話，會與民間機構或團體

像南港的關愛之子家園商討提供協助。 

社會局新住民事務科 劉彥伶科長： 

呂世弘委員提到關於非法移工孩子的處置，最近議會會期中也有議員問到相

關問題，即使非權責我們也努力了解協助，當時跟張瑜庭副執行長討論研究

相關法規，關於非法移工孩子國籍問題，目前政府單位確實是無法可依據以

協處；剛剛所述那位印尼移工媽媽有心把孩子送養，中央也專案討論過，印

尼辦事處堅持這位印尼媽媽必須將孩子帶回印尼完成國籍申請程序才可以

返台繼續工作，而我們也努力透過各種方式如社工或補助等協助類似情況家

庭，但其實都是短期有限的，若孩子要待在台灣，以長期來看還是需要安置

或生活補助，再回到原始問題解決的話，就如印尼辦事處所說將孩子帶回印

尼辦理程序。 

謝發群委員： 

我是印尼籍新住民二代，父母在中壢火車站後站營業印尼餐廳，對於新住民

或移工寄錢回鄉這件事，他們會找熟悉店家或信任的人，但這件事會違反法

規，再者相對於新住民店家較接受幫助移工，而移工業務是移工服務中心負

責，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負責新住民相關業務；另外我覺得新住民跟新住民

二代面對的問題不同，新住民面對的是要如何融入當地，但新住民二代面對

的問題是如何認同及延續自己的文化，例如許多新住民二代已經忘記母語，

若沒有自我認同就很難把文化延續下去，想詢問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是否針

對新住民二代在文化傳承推動政策，像社團法人桃園藝文陣線有執行一個

「他們的娘家是我們的冒險」計畫，在中壢與新住民合作推動地方創生。 

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 張瑜庭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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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發群委員所提到文化延續部分，我們也正在與社團法人桃園藝文陣線聯繫

合作，而我們也期待在社區營造的同時也能結合社會福利，另外我覺得各位

委員可以思考對於新住民二代文化認同，之前也遇過一位新住民二代朋友，

本身滿討厭被貼上「新二代」標籤，他覺得他應該可以自己決定要認同父親

的還是母親的母國，以我們中心的立場，不會去倡導新住民二代需要選擇對

哪個文化的認同，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想法跟決定權，台灣社會進步的一環

是多元族群共榮，一個人身上可能有無數個標籤，像我有客家、外省的身份，

所以就中心角度，會辦理課程幫助新住民或是新住民二代，探索自我及肯定

自己，文化本來就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近期我們也有辦理攝影課程，鼓勵

新住民二代用自己的角度紀錄文化生活，各位委員也可以分享給朋友們。 

黃裕和委員： 

對於專題簡報創業部分，3 月定期大會去南僑觀光工廠看到他們的泰國文物

展示空間，發現色彩及設計感都不錯，從設計的角度來看東南亞有很多設計

元素是非常棒且有市場，可以在室內裝飾或陳設的創業或就業來發展，將設

計元素應用在室內裝修，同時將手工藝延續。 

社會局新住民事務科 劉彥伶科長： 

黃裕和委員分享創業部分，9 月份在中壢新明基地 6 樓開幕培力中心，屆時

培訓新住民在未來可以做設計相關的創業，也希望未來可以與更多單位合作，

另外我們也期待能連結各項資源，包含實作場域或是廠商的媒合。 

孫瑋成委員： 

想詢問這裡名稱是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但我們討論的範圍大多聚焦在東南

亞國家的新住民，有無歐洲或美國的新住民相關的服務。 

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 張瑜庭副執行長： 

我們服務的新住民也包含歐美國家及中國的朋友，而我們的服務以人數比例

最多的族群為重心，最多是中國籍的朋友，再來是越南、印尼、泰國、菲律

賓、緬甸等，美國或日本目前接觸到較少，如果有的話大多是詢問課程，像

是中文課或是語言交換課程，因為他們想多了解台灣在地文化，我們的政策

比較著重在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當然東北亞或是其他洲的朋友也是我們的

服務對象，未來我們也會持續努力進步，打造桃園成為多元文化共榮城市。 

捌、 散會：1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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