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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社會逐漸走向國際化，英語這個語言開始落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論是在學校

還是路上都可以看到許多與我們說著不同語言的外國人，他們每個人來的原因都不大相同，

不禁讓我們開始思考西方和東方的文化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性，外國人在台生活是否有遇到

無法解決的問題。行政院於 2018 年 12 月發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期望能透

過政策的擬定和推廣，提升國人的英語能力，增加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

家(陳令怡，2023)。因此，政府引進許多外師來台教學，協助進行雙語教育。 (林子斌，2021) 

    此外，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 2021 年「臺灣地區現持有效居留證(在臺)外僑居留人數

統計(按職業及區域分)」，居留在花蓮縣的外國人(6625 人)中扣除最多人數的移工(4861 人)

之後，外籍學生(865 人)及外師(88 人)是最多的(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2023)。因此，我們

打算以在學的外籍學生及外師做為主要實施問卷調查的對象，其次是其他來花蓮定居的外國

人，如從事餐廳經營等。 

       我們調查的對象是以定居在花蓮的外籍人士，而不是來觀光旅遊的，因為我們認為需要

透過居住至少半年以上的外籍人士的長期觀察，給予我們的回饋才更可以得到確切的研究結

果。當調查對象變成來花蓮觀光的外國人時，會因為待的時間較短，對花蓮的生活經驗較少，

感受到當地的文化差異、生活習慣也較為不足，而無法完整的回答我們所問出的問題。 

       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研究，除了回應自己原本的問題外，也可以透過問卷調查，去了解

居住在花蓮這塊土地的外籍人士是否有想要提供給花蓮縣府的建議，讓花蓮更加具有國際化，

以及打造一個適合外籍人士生活的環境，並落實雙語教育於日常生活中。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外國人定居花蓮的現況以及其原因 

（二）了解定居在花蓮的外國人如何適應在地的文化（語言、飲食、生活習慣、環境、交通） 

（三）了解外國人來花蓮定居後是否願意長住及給予當地政府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一）雙語政策 

    2023 雙語政策原名為「2023 雙語國家政策」（Bilingual Nation 2023），政府於 2018 年提

出的政策，目標在 2023 年將英文作為台灣社會的主要語言之一。(林子斌，2021) 由於政策

目標因遭誤解為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因此國發會於 2022 年 3 月 28 日將政策更名為「2023

雙語政策」，期望同時推動兩種語言政策，兼顧國際語言能力提升與國家語言文化發展。雙

語政策的兩大願景分別為，培育台灣人才接軌國際及呼應國際企業來台深耕，讓台灣產業連

接全球，打造優質就業機會。(陳令怡，2003) 

（二）生活適應 

    瑞士心理學家 Piaget（1996）在其認知發展理論中有一重要概念就是「適應」，他以同化

和調適兩種概念來解釋人類心理適應的歷程。外籍人士居住在台灣後，在台的生活方式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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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生國家必然是不同的，因此，他們必須把到台灣後的新經驗納入原有舊經驗之中，並整

合出新的結構（同化）；且必須改變原有的結構以適應環境的需求（調適）。當同化的作用

與調適之間達到平衡狀態即是「適應」。人生是一種適應的歷程，個人的人生是否快樂及幸

福，適應情況良好與否極為關鍵。而生活適應可分為「個人適應」和「社會適應」二個部分，

影響外籍人士生活適應的因素包含語言溝通、生活習慣、文化習俗及社會認同等。(林秋田，

2014)  

譚玉惠(2010)提到生活適應可分為三個構面，分別是： 

  1.個人生活適應：是對自己的個人特質、能力、條件、生活環境做出調整能融入符合自己的

期待。 

  2.社會生活適應：一個人在社會上的生存是非常需要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與支持。 

  3.學校適應：學校本身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結構體：如師生間存在不同的文化層面，所以學校

應主動營造一個環境讓外籍人士容易融入校園文化。 

    對於來到一個陌生國家就學的外籍人士，除了抱著期待外，還要面臨新的環境及不同文化

的衝擊，外籍人士必須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慣來融入新的環境。適應包含兩種狀態：

消極與積極。消極是個人被動的順應環境，積極是個人能夠改變與調整自己的需求來達成與

環境和諧的狀態。 

 (三) 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是指:「在不同地區生活而存在的文化差異」，Malinowski(1944)認為，因為種

族與種族之間有差異，所以也形成文化差異。此外、物質、設備、精神、語言、社會組織等，

也是造成文化差異的原因。 

    由於不同的群體之間可能有不同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文化差異便由團隊間的行為符號

或心理發展過程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文化背景所產生不同的想法或解釋為文化差異。( 譚玉

惠，2010)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對象為居住在花蓮六個月以上（包括六個月）的外籍人士，在學的外

籍學生、及外師做為主要調查對象，其次是其他來花蓮定居的外籍人士。 

二、研究工具：本研究以線上問卷調查方式，題目包含文字型開放式問題(共四題)及結構化

封閉式問題(共八題)(類別及態度量尺)。 

三、研究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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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線上問卷回收共計 27 份有效問卷，問卷實施期間(2023.8.1~8.31)，研究結果分析如下： 

一、外籍人士定居花蓮的現況以及其原因 

(一)外籍人士性別分布差異為 11.2% 

 

圖一：外籍人士性別分布圖 

   從圖表可看出，定居在花蓮的外籍人士女性比例為 55.6%；男性為 44.4%，女性人數較多，

兩者差異為 11.2％。 

(二) 外籍人士年齡分布以青年為主(四十歲以下佔 74%) 

 
圖二：外籍人士年齡分布圖 

   從統計圖可知，20～30 歲的年輕人較多，有 48.1%，30～40 歲和 50 歲以上兩者差異不大，

分別為 25.9%和 22.2%，而 40～50 歲的人較少，僅有 3.7%。因為本研究對象主要為外籍學生

及外籍教師，因此 20~30 歲可能是來東華及慈濟大學就讀的外籍學生，30~40 歲可能是外籍

研究生或是來臺教書的外籍教師，40 歲以上可能是外籍教師或是開店經營的外籍人士，亦或

是其他可能，如退休等。 

(三)外籍人士國籍分布世界各地 

表一：居留花蓮的外籍人士國籍分布 

國籍 人數 

孟加拉國 Bangladesh  （南亞） 1 

加拿大 Canada  （北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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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人數 

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東南亞） 1 

馬拉維 Malawi （非洲） 3 

馬來西亞 Malaysia （東南亞） 4 

尼泊爾 Nepal  （南亞） 1 

尼日利亞 Nigeria  （非州） 1 

菲律賓 Philippines（東南亞） 2 

聖露西亞 Saint Lucia （中美） 1 

美國 USA （北美） 3 

烏克蘭    Ukraine  （東歐） 3 

捷克共和國 Czech Republic   （東歐） 1 

日本 Japan  （東北亞）     1 

泰國 Thailand   （東南亞） 1 

越南 Vietnam  （東南亞）  2 

香港 Hongkong  （東亞） 1 

總人數 27 

   根據我們的統計與彙整，在 27 份問卷中，來自亞洲總共有 14 位(東南亞 10 位)，美洲 5

位，非洲以及歐洲都是 4 位。，來自馬來西亞是最多的，共有 4 位，而馬拉威、美國、烏克

蘭則是並列第二，都是有 3 位，依次是菲律賓和越南。因此，居住在花蓮的外籍人士來自全

球各地，代表花蓮的國際化是 有一定的程度。 

 

(四)外籍人士居住在花蓮的時間有半數超過一年以上 

 
圖三：外籍人士居住花蓮時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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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統計圖表可看出，外籍人士來台居住時間分別為：6 個月以上的佔 18.5％、6 個月至 1

年的佔 11.1％、1 年至 3 年佔 22.2％、3 年至 5 年的佔 3.7％、5 年以上的佔 40.7％。多數外

籍人士(66.6%)定居的時間超過一年以上，其中 40.7%甚至超過 5 年以上。代表花蓮對外籍人

士而言是適合長久居住的地方。 

(五) 外籍人士居住的鄉鎮以花蓮東北部為主 

 

圖四：外籍人士居住的鄉鎮分布圖 

 根據圖表所示，外籍人士大多居住在花蓮北部人口較多的地區，最多的是花蓮市佔59.3%，

其他較多人則是吉安鄉和壽豐鄉，各佔比 33.3%和 7.4%。原因可能是居住在花蓮的外籍學生

就讀的慈濟大學和東華大學位於花蓮市及壽豐鄉，而這次填答網路問卷的大部分外籍教師可

能是任教在花蓮北部。 

(六)外籍人士居住花蓮的主要目的以學習和工作為主 

 
圖五：外籍人士居住花蓮的主要目的統計圖 

    從圖表來看，來台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學習而來的佔了 63％，與在台的外籍人士以青年為

主相符。第二是工作原因，佔 18.5%；而婚姻和工作，有時是相互影響的，因為結婚後仍是

需要工作來維持生計，因此居住目的中婚姻(14.8%)和工作的統計數值沒有很大的差異。 

二、外籍人士定居在花蓮的生活適應 

(一) 對外籍人士而言，花蓮與外國的相似之處如下表： 

表二：花蓮與外國相似處彙整表 

相似處 國籍 

自然景觀、山脈和海洋優美。 馬來西亞、泰國、尼泊爾、日本、 聖露西亞
及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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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潮濕及炎熱(尤其夏季)。  馬拉威、菲律賓、 聖露西亞及烏克蘭。 

居民友善且溫暖 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奈及莉亞、 馬拉威 

國家歷史 
（捷克 vs 蘇聯，台灣 vs 大陸） 

捷克 

農業發達 美國 

生活費用負擔得起 菲律賓  

國際觀光旅遊、定居、就學多 越南 

飲食 香港、馬拉威 

生活機能便利、超商多 菲律賓 

流浪狗數量多  菲律賓 

在春天、夏天時蚊子很多     美國 

飛行的飛機噪音  烏克蘭 

 彙整表格內容發現，對於來自各個不同國家的外籍人士，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花蓮的自然景

觀優美、夏天的氣候類似，都是濕熱型，此外部分外籍人士也認為花蓮居民對外國人的友善

和他們國家的人民很相似。然而也有外籍人士反映出花蓮需要改進的地方包含流浪狗問題和

噪音。 

(二) 對外籍人士而言，花蓮與外國的不同之處 

表三：花蓮與外國相異處彙整表 

不同處 國籍 

氣候 捷克、孟加拉國、美國 

公共交通。花蓮的公共交通車輛（PUV）有
限，且人行道常被摩托車或商店的商品堵塞，
造成無法通行。 

菲律賓、馬來西亞、烏克蘭 

語言 各國(除香港外) 

飲食差異大 菲律賓、馬來西亞、馬拉威、捷克、
奈及利亞、印度尼西亞、越南、 
美國、烏克蘭 

居民不友善 美國 

便利商店較多 美國 

乳製品價格較貴 烏克蘭 

人口和汽車較少 越南 

房地產價格較高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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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表格內容得知，外籍人士來花蓮還是會面臨許多方面與家鄉上的差異，尤其問卷調查中

有近一半的外籍人士提到飲食的差異，其他包含氣候和語言的不同、交通(大眾運輸)不夠便

利及人行道無法暢行等，少數表示花蓮人對外籍人士不太友好或是因文化不同造成誤會，這

部分可能是因為語言不通的影響，容易造成誤解。因此，花蓮對於改善居民的英語能力及國

際觀是有必要的。 

(三) 外籍人士適應文化差異的方式 

 

圖六：外籍人士學習在地語言意願圖 

  由統計圖可知，74.1%的外籍人士也學習了在地的語言，包含中文和原住民語，學中文是為

了日常溝通更方便，而原住民語是極少數人會學的，因此願意學習在地語言的外籍人士是以

較積極的方式來適應語言及文化差異。 

(四) 外籍人士克服文化差異及適應生活的方法 

    1. 積極方式：多數外籍人士會採取較積極的方式及保持開放的心態，漸進式的適應及調整

自己各方面。其中，交通方面，會利用 APP 了解花蓮的火車及公車的時刻表、準備駕駛執照

的考試。生活方面，主動與人交往，融入當地人生活方式及入鄉隨俗。社交部分，勇於結交

朋友，了解當地的文化，及多觀察當地人並主動學習，並以友好的態度來對待當地居民、甚

至利用社交媒體增進互動。飲食部分，則是多嘗試不同的美食來認識花蓮。 

  2. 消極方式：少數外籍人士會覺得待久了就會習慣或是覺得不能挑剔食物，甚至也會有無

法適應之處，如花蓮人的駕駛方式和對外籍人士的注視依舊困擾者他們。 

    因此，對於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就學的外籍人士，除了抱著期待外，還要面臨新的環境

及不同的文化衝擊，外籍人士必須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慣來融入新的環境。適應包含

兩種狀態：消極與積極。消極是個人被動的順應環境，積極是個人能夠改變與調整自己的需

求來達成與環境和諧的狀態。 

(五) 外籍人士生活適應後最喜歡花蓮之處 

表四：外籍人士喜歡花蓮之處彙整表 

自然環境優美、連綿的山脈及壯闊的海洋景
觀、空氣品質良好、環境安靜優美 
充足的陽光、晚上的夜雨、河流、環境乾淨 

美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
奈及利亞、尼泊爾、香港、 
烏克蘭、聖露西亞 

生活方式悠閒 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捷克 

當地居民友善及熱情的對待 烏克蘭、馬來威、奈及利亞、 
菲律賓、印尼、香港、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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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特色 馬拉威、馬來西亞、菲律賓 

美食及夜市特色 馬來西亞、美國 

車輛及噪音汙染較少 聖露西亞 

   從上表可知，吸引絕大多數外籍人士居住在花蓮的原因是自然環境優美、連綿的山脈及壯

闊的海洋景觀、空氣品質良好；悠閒的生活方式及當地居民友善及熱情的對待也是外籍人士

考量的主要原因。另外，花蓮特有的原住民文化特色及美食，更是會吸引到外籍人士的亮點。 

(三) 外籍人士對於花蓮政府的想法和建議 

表五：外籍人士對花蓮政府的建議彙整表 

自然環境 保護自然生態，不去破壞它  
維持原有的生態保育，不讓人類去破壞 

交通 有警察在街上執行交通管制 
建設更多的單向街道和公車站 
推廣步行和自行車 
街上車輛可以多禮讓行人 

發展性 增加更多旅遊景點 
美化各鄉鎮  
多開發海灘以及海上樂園  

對外籍人士的特惠 期望可為外籍人士增加一些優惠，例如健康保險 

   外籍人士經由長時間的居住在花蓮，對花蓮的觀察及生活經驗，提出相關的想法和建議中，

以保護花蓮的自然景觀、改善花蓮的交通、增進花蓮的發展建設及提供外籍人士相關優惠等，

可以吸引更多外籍人士選擇來花蓮居住，促進花蓮的國際化。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了解外國人定居花蓮的現況及其居住的背景 

     透過問卷調查，我們發現定居在花蓮的外籍人士男女比例沒有差很多，年齡大部分都是

20～30 歲的年輕人較多，占總人數的 48.1％，所以他們來花蓮居住的主要目的大部分是學習

和工作，學習就占了 63％。他們分別來自很多不同的國家，代表花蓮的國際化有一定的程度，

他們居住在花蓮的時長都高於 6 個月，代表花蓮對外籍人士而言是一個適合居住的地方，他

們大多數都居住在花蓮的北部，原因可能是因為花蓮的外籍學生都就讀在東華及慈濟大學，

外籍教師以及開店經營的外籍人士亦是如此。這也代表花蓮其實除了來觀光的外籍人士外，

外籍生與外師佔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增加外師對於學校執行雙語教育的部分會有更多的助

益，因為他們可以帶給學生們除了語言(英語)教學外，更能讓我們對不同國籍的文化有多一

些認識，尤其花蓮無法像北部和西部的都市一樣有許多可以接觸到外籍人士的機會，所以外

籍教師對於學生塑造雙語環境是非常需要的。 

（二）了解定居在花蓮的外國人克服文化差異及適應生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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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玉惠(2010)提到，適應包含兩種狀態：消極與積極。消極是個人被動的順應環境，積極

是個人能夠改變與調整自己的需求來達成與環境和諧的狀態。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對

外籍人士而言，花蓮與他們家鄉的相似之處大部分都是景觀、氣候和環境，不同之處則是飲

食和交通；我們可以得知外籍人士來花蓮還是會面臨許多方面與家鄉上的差異；因此，花蓮

對於改善居民的英語能力及國際觀是有必要的。在語言的部分有 74.1％的外籍人士學習我們

在地的語言，因此，願意學習在地語言的外籍人士，是以比較積極的方式來適應語言以及文

化上的差異，但有少數的外籍人士是以比較消極的方式來順應文化差異及生活適應。不論是

積極或是消極的適應方式，都會隨著時間調整其個人、社會及學校的生活適應。 

二、建議 

   透過問卷調查，外籍人士適應生活後最喜歡花蓮的環境、氣候、當地居民友善及熱情的對

待以及原住民文化特色，且大部分有願意長住的想法，甚至願意邀請親友來花蓮居住或旅遊，

這代表對外籍人士而言，花蓮是一個適合長期居住，並且值得分享給更多人知道的地方。即

使將來離開花蓮，也會對花蓮保有留念，代表他們生活在花蓮的經驗是美好的。 

    此外，從回覆的問卷中外籍人士也提出相關的建議，希望能被重視，包含保護自然生態和

不去破壞，更便利的交通及暢通的人行道，對花蓮各鄉鎮的開發，以及對外籍人士提出更吸

引他們來花蓮居住的優惠利多。因此，以上外籍人士的建議希望可以讓政府看見，進而發展

更國際化，讓雙語政策更落實在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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