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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國通婚者與跨國婚姻者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之差異 

－以屏東地區為例 

摘要 

90 年代開始，東南亞女性與我國男性通婚逐漸增加，而隨著跨國婚姻的增

加，新聞媒體也開始出現關於外籍配偶的負面評價，如：「假結婚，真賣淫」、「詐

財，逃跑」。逐漸地，不少台灣民眾對於跨海嫁來臺灣的東南亞女性移民，抱持

著某種程度的偏見與歧視。 

近年來，雖然臺灣平均生育率下降，但是新移民對於生育確有重要貢獻，而

隨著新住民第二代日增，這些孩子逐漸受到關注，許多研究指出，新住民第二代

的學習成績表現低於臺灣人內婚所生的子女，並將原因歸咎於東南亞婚姻移民女

性教育程度低、沒有教養孩子的經驗、教育價值與國人不同等，甚至有「基因較

差」之說。然而，這些說法可能基於對她們的錯認所致，而忽略了家庭社經背景

等非歸因於新住民身份的效果。因此，本研究採用 2010 年「屏東教育長期追蹤

資料庫」當中的小學四年級學生及其父母為樣本，運用線性迴歸分析估計父母教

育程度、父母的族群、孩子的性別等因素，對家長對子女期望教育之影響，研究

發現如下： 

一、父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不因族群不同而有差異。 

二、母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不因族群不同而有差異。 

三、本國父親與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結婚，本國父親對孩子的教育期望越高。 

四、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不低於本國人通婚女性。 

五、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高低，受家長自身社經地位影響，家長的社經地位愈

高，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愈高。 

六、父親與母親不因子女性別不同而影響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關鍵詞：通婚模式、教育期望、威斯康辛模型  



 

II 

The Effect of Intermarriage o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Mother about 

her Child - A Study of Pingtung Population 

Abstract 

Since 90s,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Southeast Asian women getting married 

with Taiwan’s men. With the increasing of intermarriage , more negative comments 

have been generated by media,  and most people in Taiwan  hold prejudice against 

those female marital immigrants from Southeast Asia.  

Averagely,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the child of the intermarriage spouse is 

lower than that of Taiwanese child. Some studies attribute this phenomenon to race,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values. We argue those comments 

might are bases on prejudice. We use the 2010 “Pingtung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 (PELS)”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parents’ race, education on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child, the findings are stated as follows: 

1. F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bout child are not effected by father’s race. 

2. M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bout child are not effected by mother’s race. 

3. The male who married Southeast Asian female has highe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child.  

4. The female marital immigrants’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bout children are as same 

as Taiwan women’s. 

5. The major factor influencing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is parent’s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higher parent’s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the highe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shall be.  

6.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fathers and mothers about their children are not 

affected by gender of children. 

 

Key words: intermarriag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Wiscons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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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諸論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 

在全球化之下，婚姻模式不再限於傳統通婚型態，以臺灣而言，近二十年，

跨國婚姻型態快速增加，婚姻模式不再僅侷限於國內通婚模式。1990 年代初期，

臺灣經濟成長率雖然從 80 年的 7.9%降至今 5.3%，但臺灣整體經濟發展及生活

水平仍優於東南亞諸國，因此，對於國家經濟發展仍低於臺灣的東南亞國家，臺

灣依舊對東南亞女性移民具有吸引力而持續移入（顏錦珠，2002）。90 年代後期，

這些女性移民結婚對象，逐漸由早年的退伍老兵轉換為國內偏鄉地區的青年，其

中包含在國內通婚模式中，因社經地位較低，無法滿足傳統父系社會中男性在婚

姻關係中男子氣魄的展現，進而不易娶妻生子的臺灣男人，因此，國內的跨國婚

姻的市場產生巨量的跨海娶妻需求，更刺激婚姻仲介業者朝向鄰近經濟較弱勢的

東南亞各國尋覓商機（夏曉鵑，2000；陳庭芸，2002；王宏仁、張書銘，2003；

蘇雅雯，2007）。 

根據內政部 105年國人結婚之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統計資料顯示，總結婚對

數 295,722人，本國對數 275,363人，大陸港澳 9,813人，外籍配偶人數計 10,546

人，中外聯姻對數佔總結婚對數 6.88%，平均每 4 對結婚者有一對為中外聯姻，

其中東南亞地區計 7,111 人（內政部，2016）。臺灣是以父系為主的社會型態，

在家庭當中男性的地位往往高於女性，如孩子出生需從父姓、妻子過門需冠夫姓

等，而這些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婚姻移民，由經濟發展低於臺灣的東南亞國家，離

鄉獨自跨海嫁來臺灣，人生地不熟只能依附身為「老公」的臺灣男人。因此，東

南亞外籍配偶在臺灣社會除了需面對源與臺灣女性相同的「性別」不利之外，在

「族群」層面也顯得相當不利，而呈現雙重弱勢。加上女性婚姻移民的跨國婚姻

進程中，早期大多是以「婚姻仲介」為主，而婚姻仲介的操作手法，將跨國婚姻

給「市場化」與「商品化」（王宏仁、張書銘，2003）。讓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女性

婚姻移民在臺灣被瞧不起，而社會上也對於女性婚姻移民產生，各式的評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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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錢」、「搶男人」，甚至「假結婚，真賣淫」和「詐財，逃跑」等，負面新聞

報導逐漸增加，同時國內學者也紛紛，對於女性婚姻移民在臺灣生活會面臨的問

題加以檢視。如語言隔閡、社會適應、文化差異、家庭角色與親子教育等（薛承

泰、林慧芬，2003）。 

從 1990 年代中葉後期，臺灣的跨國婚姻逐漸增加，也有少數男性移民來台

迎娶臺灣女性，雖然國內的跨國婚姻日益增加，本國人之間的內婚模式依為國內

最多數的婚姻模式。整體而言，臺灣的通婚模式基本可分為四種：「父親、母親

本國籍」、「父親本國籍，母親外國籍」、「父親外國籍，母親本國籍」、「父親、母

親外國籍」，而隨著「父親本國籍、母親外國籍」的婚姻模式日益增加，也漸漸

受到世人的矚目，因此，各種對於新移民或新移民第二代探討紛紛湧現，其中更

指出臺灣男性與女性婚姻移民的子女，子女達就學年齡進入幼兒園或國民教育就

學後，發現新移民子女在教育表現或兒童發展上發生分歧與差異，如學習成績表

現低於本國人內婚子女等。諸多言論，將跨國婚姻子女的教育成就，低於本國人

內婚子女的原因，歸咎於其母親跨國婚姻移民的身分，然而，諸多研究忽略其父

親和其他親屬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父親與親屬的教育程度和文化資本與

本國人內婚父親和親屬之間的差異（楊瑩，1995），將主要責任皆歸咎於其母親

跨國婚姻移民身分，並「標籤化」子女教育成就及對教育期望低是因母親的能力、

語言、文化所致，甚至有研究歸因跨國母親「基因」較差所致。 

在許多研究調查中顯示，迎娶女性移民的臺灣男人，諸多屬社會中下階層，

這些男人迎娶東南亞諸國女性移民原因，主要是欲滿足「傳宗接代」的需求，因

此，即便臺灣生育率處於逐年驟減的狀況之下，「新臺灣之子」的出生率卻不減

反增，並逐年漸漸增加，這些與臺灣男人跨國通婚的東南亞女性移民，遠離母國

到臺灣落地生根，同時孕育了許多新移民第二代，隨著新移民第二代的數量逐漸

增加，這群新移民第二代也漸漸受到臺灣社會的重視。然而，在傳統社會中，本

國人內婚姻的父母對子女多抱持「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許，對子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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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及教育成就秉持較高的標準與期待，過去諸多探討本國人通婚的研究，多用

父親作為子女族群依據，卻不曾懷疑母親身分對子女的影響，而近二十年來，隨

著跨國群婚姻子女逐漸長大，在學校逐漸產生，教育成就偏低情形，而諸多人將

跨國婚姻子女教育成就偏低，歸咎於其母親國籍，尤其來自東南亞的母親，其原

因可能是跨國母親本質低於臺灣內婚的母親，或是種族優越感與族群歧視所致，

本研究將以「父親、母親本國籍」作為參照依據，瞭解本國通婚者與跨國通婚者

對子女教育期望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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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壹、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跨國婚姻發展歷程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全球各國經濟開始蓬勃發展，臺灣逐漸被承認為世

界體經濟體的一員，擺脫傳統農業，由世界的出口貿易大國逐漸成為世界資本輸

出的國家（宋鎮照，1993）。政府於 1993 年推動南向政策，國內台資企業因經

濟發展需求，或有需要大量的勞動人力，或有從事高消耗與污染的工業，隨國內

勞動人力成本上漲及環保意識的提升，台資企業將東勞動人力密集及低廉勞動成

本的東南亞各國，視為外資拓展主要國家（江丙坤、楊世緘，1994）。同時國內

許多企業因管理需求，派遣本國籍工作人員進駐東南亞國家，而派遣到東南亞各

國的本國籍人員大部分是男性，這些臺灣男人因工作地利關係，而認識當地女性

進而結婚，同時台資企業與派遣人員發現國內與東南亞諸國具廣闊的跨國婚姻仲

介市場，於是形成一波臺灣男人與東南亞本地女性跨國通婚現象，這樣的跨國性

通婚模式，並非是異於世界其他國家的特殊現象。 

Glodava與 Onizuka（1994）指出，美國的跨國婚姻新娘仲介業者，在婚姻

廣告目錄中時常刊登，不同國家與種族的女性照片供當地男性選擇，如：亞洲、

歐洲。男性經由跨國與其他國家女性通婚，為全球性的國際人口流動現象，早年

與臺灣男人跨國通婚的外籍配偶，多數開發中國家女子經仲介往已開發國家流動，

外籍配偶藉由與已開發國家男性結婚地位向上流動，獲取高於母國的生活條件與

社經地位，而這樣產生跨國通婚的驅動拉力（夏曉鵑，2000；蕭昭娟，2000；賴

建達，2002；鍾重發，2004）。 

臺灣男人通過跨國婚姻與東南亞女性通婚，萌芽與成形於 60至 80年代，1990

年代中葉後期大幅成長，依臺灣駐印尼代表處統計顯示，1991年起印尼女子與

臺灣男人結婚比例顯著增加，究其原因，可能包括臺灣女性的教育水準及勞動參

與的提升，自我意識逐漸抬頭，臺灣女性在擇偶選擇上期待嫁的丈夫的社會地位

高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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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府推動南向政策，鼓勵台資企業到東南亞各國進行投資，包括泰國、

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汶萊等，1999年將投資國擴大到寮

國、緬甸、柬埔寨、澳洲及紐西蘭等國，國內資金大量向東南亞外移，同時東南

亞外籍勞工被大量引進，造成國內從事低技術高取代性基層工作的臺灣男人面臨

失業或就業困難，因此，這些低技術高取代性的基層勞工，在國內婚姻市場的競

爭力因就業力一同降低，盡而未能達成傳宗接代的任務。然而，臺灣早年的跨國

婚姻模式多以通過仲介業者介紹，隨著我國轉型為資本輸出國，臺灣男人被派駐

到東南亞各國，因工作地利之便與當地女性通婚的自由戀愛模式產生，經自由戀

愛嫁至臺灣的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在適應上優於中介式通婚來臺灣的東南亞女

性婚姻移民（吳慎，2005；黃馨慧、陳若琳，2006）。 

依行政院主計處（2017）歷年臺灣女性勞動情勢統計顯示，1989 年女性勞

動人口為 315.9萬人，勞動參與率 45.4%，平均教育水準為國中以下 53.6%、高

中職 31.9%、大專院校以上 14.1%，1999年女性勞動人口增加 69.7 萬，勞動參

與率提升 0.6%，國中以下教育水準降低 18.7%，高中職提升 5.4%、大專院校以

上 13.3%，至 2009 年臺灣女性勞動人口增加 88.1萬人，勞動參與率增加 3.6%，

相較 1989年國中以下教育水準降低 15.5%、高中職降低 2.4%、大專院校以上提

升 17.9%，本國女性勞動人口已達 473.7萬人，勞動參與率達 49.6%，國中以下

教育水準 19.4%、高中職 34.9%、大專以上達 45.7%，至 2016年臺灣女性勞動參

與率達 50.74%。 

隨著臺灣女性平均教育水準和勞動能力提升，女性的自主意識開始抬頭，許

多以工業、農業、漁業為主的臺灣男人，因社會及經濟地位的弱勢困境，影響他

們在國內婚姻市場中難以尋找合適的結婚對象，這些臺灣男人透過已經與東南亞

女子結婚的臺灣男人介紹及跨國婚姻仲介鼓吹與簇擁下，在國內擇偶較困難的臺

灣男人，便轉而向東南亞諸國尋找合適配偶（張貴英，1996）。早期臺灣男人透

過仲介的跨國結婚對象，多以華人子女與泰、印、越等人通婚的子女為主，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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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純泰、印、越等國的血統，而臺灣男人多與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子女通婚是因

為彼此在語言、文化風俗和生活習慣的差異性較小（夏曉鵑，1997a）。 

王宏仁（2001）針對臺灣男人迎娶越南女子研究指出，隨著臺灣經濟快速發

展，住在非都會區的低社經地位男性，經濟地位逐漸受到擠壓與邊緣化，以致傳

統社會中男性期待的娶妻生子、成家立業成為正港男人的婚姻市場競爭力逐漸削

減，這些娶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臺灣男人平均年齡接近四十歲，教育程度不高，

多住在偏鄉地區，工作多集中在工人、司機、自營商與農民為主，然而，透過跨

國婚姻的臺灣男人多為社會階級的底層，不論從教育成就、職業聲望、家庭背景，

與越南女性移民通婚的臺灣男人，在臺灣的社會中屬於較為弱勢的一群，臺灣男

人們透過買賣行為與經濟更弱勢的東南亞女子結婚，因此，東南亞女性大量與臺

灣男人通婚，改變國內的婚姻結構，以致如今國內舉目可見跨國通婚的外籍配偶

與新臺灣之子，而隨著新臺灣之子大量增加，同時引起國內社會對外籍配偶抱持

不同觀點，對於這樣買賣式婚姻模式，夏曉鵑（2000）將其稱為「商品化的跨國

婚姻」。 

整體而言，1990 年代中葉後，臺灣男人與東南亞女性之間的跨國通婚蓬勃

發展，有研究指出與我國政府推動南向政策有關，近二十幾年來，我國婚姻結構

的改變，與國內整體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女性自我意識的抬頭，女性整體平均教

育水準及就業機會提升，而職業聲望和社經地位較低的臺灣男人在國內婚姻市場，

更難獲得男子氣魄的展現，研究報告指出臺灣女性因自我意識的提高，國內農、

工、漁縣市的女性期待，藉由與國內社經地位和職業聲望較高的男性通婚獲得社

經地位向上之流動的機會（薛承泰，2003），同時 90年代末期，我國對大陸「戒

急用忍」，與東南亞國家的跨國通婚就更加密集與頻繁，臺灣大量資金外移及引

進外籍勞工，使國內低技術臺灣男性勞工就業困難或失業，國內傳統婚配模式也

因此產生轉變，同時驅使傳統、重視傳宗接代、婚配條件相對較差的臺灣男人，

如職業聲望、社經地位較低、健康狀況較差等，較難以在國內新型態的婚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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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傳統婚姻模式男性男子氣魄。因此，這些臺灣男人在跨國婚姻仲介業者的

推波助瀾下，跨海迎娶經濟弱勢及社經地位較低的東南亞女子，獲得傳統婚姻模

式中對於妻子婦德的想像，藉此展現自己的男子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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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跨國婚姻與國內通婚夫妻的差異 

臺灣傳統的家庭模式，是以男性為主的父系社會，女性被期待奉獻或放棄自

己權力，如相夫教子、從夫姓、子女教育決策等，以滿足丈夫對於男子氣魄及婦

德的期待與需求（廖永靜，1999），隨著時代的演進，傳統父系社會為主的家庭

親職角色產生變化，而 60 年代國內傳統婚姻模式，將父親與母親在家庭角色分

為父職與母職，父職以決策、維持家計、與外界聯繫家庭工具性角色，負擔起養

家的重責，並主導安排子女學習與賦予子女對自己成就的期待，作為子女學習的

典範，母職則扮演提供家庭事務處理及情感照顧者角色為主（何淑禎，2002），

90 年代臺灣工、商業快速發展，國內勞動市場出現高度需求，隨著就業機會的

提升，女性就業機會也逐漸增加，而傳統女性的性別刻板應象，也隨著女教育水

準、就業機會以及自主意識的抬頭與提升，形成與傳統性別有異的家庭角色，以

致家庭親職分工產生變化（王以仁，2001；翁雅雪，2005；王郁秀，2006）。 

臺灣女性的教育程度，相較數十年前女性受教育狀況，整體而言有所改變，

根據內政部（2013）統計處，針對 2003 年國人教育成就進行調查，發現女性不

識字者達 47 萬人，高於男性不識字者 6 倍，女性教育程度為自修及國小者 183

萬人，高於男性 37 萬人，女性教育程度為初職及國中者 127萬人，低於男性 28

萬人，女性教育程度為高中者 79萬人，低於男性 15萬人，女性教育程度為高職

者 200萬人，低於男性 20萬人，女性教育程度為大學者 114萬人，低於男性 14

萬人，女性教育程度為大專者 117 萬人，低於男性 10 萬人，女性教育程度為研

究所或博士者 14萬人，低於男性 16萬人，而女性教育成就國中以下至不識字者

達 40%，高於男性總數 6.1%，女性教育成就高中職者 36.2%，高於男性 1.3%，

女性教育成就大專含以上者 27.6%，低於男性則為 3.6%，顯然，本國女性平均

教育程度低於本國男性。 

延續上述調查報告，與 2013 年調查資料再次進行比對，發現臺灣女性不識

字者下降 19 萬人，男性的不識字者，減少二分之一，女性為自修及國小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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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22萬人，男性則下降 41萬人，女性為初職及國中者，下降 3萬人，男性則下

降 21 萬人，女性為高中者增加 2 萬 8 千人，男性則下降 5 萬人，女性為高職者

增加 9 萬人，男性則增加 12 萬人，女性為大學者，增加 120 萬人，男性則增加

100萬人，女性為大專者，下降 5萬人，男性則下降 8萬人，女性為研究所或博

士者，增加 29 萬人，男性增加 41 萬人，依調查報告顯示，2013 年臺灣女性平

均教育水準仍低於臺灣男性的總平均水準，然而，女性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至不

識字者31.2%，男性則為24.6%，女性教育成就為高中職者29.9%，男性則為33%，

女性教育成就為大專含以上者 38.9%，男性則為 42.5%，其中大學教育程度方面

高於男性 0.2%，在大學教育程度方面女性人首度高於男性，相較 2003 年，女性

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至不識字者減少 8.8%，高中職者減少 2.4%，大專含以上者

增加 11.3%，由此可見，臺灣女性教育程度雖然未高於男性，但仍逐漸在提升。 

表 1 臺灣男性、女性教育程度統計 

年份、性別 

教育程度 

2003 年 2013 年 

男 女 男 女 

不認識字 0.9% 5.3% 0.4% 2.8% 

自修 0.4% 0.6% 0.2% 0.4% 

國小 15.6% 19.8% 10.4% 15.6% 

初職 0.4% 0.2% 0.3% 0.2% 

國中 16.6% 14.1% 13.3% 12.2% 

高中 10.3% 8.9% 9.0% 8.2%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24.6% 23.4% 24.0% 21.7% 

大學 14.0% 12.8% 23.2% 23.4% 

專科(含二、三年制、五專後二年) 13.9% 13.1% 12.0% 11.1% 

研究院(含博士班) 3.3% 1.7% 7.3% 4.4%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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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臺灣社會快速變遷，促使女性婚後投入就業比率逐年增加，職業婦女擺

脫對於丈夫的經濟仰賴，並隨著教育水準的提升，女性從事的職業在社會階層中

逐漸提升（蔡文輝，1998），隨著本國女性的教育水準及勞動參與率的提升，使

臺灣男人在與本國女性的擇偶上產生弱化現象，同時臺灣男人的婚姻地位逐漸弱

化（蔡明璋，1996）。因此，本國男性在臺灣的婚姻市場難以找到合適的結婚對

象，進而轉向海外尋求期待的結婚對象，這些轉向海外尋求結婚對象的臺灣男人，

多數是在國內從事高度勞動力或居於偏鄉的男性，然而，雖然這些臺灣男人大部

分來自農、漁村，或是其他偏鄉地區，從事低職業聲望的工作，但其家庭並非貧

窮或低下的經濟狀況，因為跨國婚姻的仲介費用相當昂貴，若家庭經濟困境相對

難以負擔昂貴的仲介費用（鄭雅雯，2000）。其他學者認為，臺灣男人若沒有經

濟基礎是無法跨海迎娶新娘，在語系不同的情況下，缺乏仲介的引領與協助是難

以獨力完成迎娶東南亞新娘的手續（蕭昭娟，2000；王宏仁、張書銘，2006）。 

田晶瑩、王宏仁（2006）對於上述的研究秉持不同的觀點，認為透過跨國婚

姻到東南亞國家娶妻的臺灣男人，並非是經濟地位上的弱勢而轉至東南亞跨海娶

妻，而是受到臺灣社會性別文化的影響，其因，本國女性勞動參與、教育水準及

意識的提升，本國女性擺脫過去對於男性經濟的倚賴，男性頓時失去傳統社會中

妻子的期待，與傳統性別優越感及男子氣概的展現，因而部分男性期待透過跨國

婚姻來實現理想，也是已開發國家的臺灣男人，依國族主義的視野角度投射在開

發中東南亞諸國，抱持對與性別及地位尊卑的想像，在跨國婚姻中「男人當家」

的想法被臺灣男人視為理所當然，在經濟提供者的角色上滿足臺灣男人，在國內

婚姻市場中無法獲取與展現的男子氣魄。田晶瑩、王宏仁的研究發現，越南女性

婚姻移民期待應該是「倚賴、不能自主、低物質需求」的理想妻子與遵循「婦德」

的想像，這樣的「權力與順從」關係，正加深社會對於女性移民，須具備臺灣傳

統婦德中順從與倚賴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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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國女性、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教育程度 

國籍/統計 年份 不認得字 自修及小學 國中及初職 高中及高職 大專以上 

台灣女性 
2003 5.3% 20.4% 14.3% 33.5% 27.6% 

2013 2.8% 16% 12.4% 29.9% 38.9% 

東南亞女性 

婚姻移民 

2003 2.6% 25% 37.8% 24.6% 10% 

2013 2.4% 25.1% 31.2% 27.5% 10.9%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3；2013）。 

內政部（2003）對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於母國教育成就分析，發現東南亞女

性婚姻移民，於母國的教育成就為國中以下至不認得當地文字者達 65.4%，而娶

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的臺灣男人，教育成就為以國中(含)以下為最多數達 53.7%，

相對較高，而本國女性教育成就為國中(含)以下者 40%，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的

教育成就低於本國女性（李玫臻，2002），相隔十年，再次以內政部（2013）對

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於母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分析，發現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在

母國的教育程度有所改變，指出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教育成就為國中(含)以下者

58.7%，本國女性教育成就為國中(含)以下者 31.1%，雖然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教

育成就仍低於本國女性，但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的母國平均教育成就有顯著提升，

而本國女性教育成就為高中職及大專以上達者 68.9%，遠高於東南亞女性婚姻移

民。 

綜上所述，推論教育程度及社經地位的取得關係，臺灣男人的社經地位比臺

灣女性要高，而臺灣女性的社經地位又高於東南亞女性移民，顯然，臺灣女性對

於因教育、勞動力的提升，經濟上不再單方仰賴臺灣男人，臺灣男人則失去的傳

統性別上的優越與征服意象，輾轉花錢到東南亞迎娶當地年輕的女子為妻，而這

樣並不是代表，臺灣女性的地位與男性持平或是超越臺灣男人的地位。國內學者

亦針對臺灣性別平等過程進行研究，發現本國人內婚子女，因經濟發展改善及教

育的普及性提升（圖 1），在 1981年臺灣男女生完成高中學業的性別差異達到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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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而 1988年本國人內婚子女完成大專學業的狀況相同弭平（陳建州，2015）。 

 

 

90 年代國內學者的研究也提出，傳統及現代婦女角色差異，可從八個層面

的婦女角色上的轉變加以探討，分別為生理、心理、經濟、親子、人際、休閒、

家務到 宗教信仰等，釐清女性在兩種不同時代背景的角色特質與地位的關係，

如下表： 

表 3  婦女傳統角色與現代化角色的特質。 

  婦女傳統特質 婦女現代化特質 

生物功能 
較消極被動，且有獨立負擔責任的

傾向。 

較積極主動，希望與丈夫有較平等的角

色分擔。 

心理層面 
較少與丈夫有情感性的傾訴 

與溝通。 
較易與丈夫互傾苦衷以及互相安慰。 

經濟層面 經濟能力、決策權力較丈夫低。 經濟能力、決策權力與丈夫漸趨平等。 

親子關係 
主要照料子女日常生活、監督課業

的工作。 

傾向於與丈夫共同分擔子女養育教導

的責任。 

人際關係 
強調與親戚、鄰里之間活動關係密

切。 
重視朋友間的人際關係。 

休閒活動 較少參與全家活動或夫妻共同出重視夫妻同遊且全家參與性質的活動。 

圖 1  高中及大專教育取得之性別差異演變圖。資料來源：引至陳建州（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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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家務處理 
遵守「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務責

任。 
傾向與丈夫共同分擔家務。 

宗教信仰 丈夫為祭祀之主祭。 具有共同分擔的傾向。 

資料來源：引至郭榮俊（1991）。 

依據表 3中可發現，雖然現代婦女逐漸趨向與丈夫共同分擔，但在傳統文化

中男性角色被賦予的權力與地位仍高於女性，因此，臺灣男人深受國內傳統社會

男上女下刻板印象的影響相當深遠，丈夫的價值觀支配著與妻子的關係，現代婦

女受到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既定印象與規範，仍保有傳統社會男上女下刻板印象，

對於丈夫及子女需要相夫教子與婦德的貞節，然而，這樣的範疇未因女性教育水

準的提升與投入就業的普遍性而改變。臺灣傳統社會對於女性刻板既有的性別定

義，其中不乏女性為難女性的說法，如婆婆對於媳婦的期待等，已婚婦女無論是

否就業，仍被賦予主要照顧家庭的責任，但卻不是家庭的決策者，雙親家庭的婦

女多是其丈夫的附屬、次要的（郭榮俊，1991）。 

Fitzgerald 和Weutzman（1992）儘管職業婦女在受教育的機會與成就，以及

職場待遇相較過去獲得改善，但婦女仍無法擺過傳統規範的責任，主要的工作依

被歸為整頓家務及照顧子女，顯然，雖然臺灣女性因教育機會、勞動參與的提升、

女性意識抬頭，經濟的獨立等因素，臺灣女性在地位上有所提升，但在傳統社會

觀念下，臺灣女性地位仍低於男性（陳玉華、伊慶春、呂玉瑕，2000）。 

整體而言，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的教育成就低於本國女性教育成就，同時教

育程度普遍低於丈夫的，而迎娶東南亞女性移民的臺灣男人，則多是臺灣社經地

位較低的男性，因此，在地位本來就低於丈夫的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顯然是無

法有自助決定權，然而，臺灣傳統社會文化中對於母親、媽媽或母職賦予高於女

性可以決定與干預的期待，這樣過高的期待呈現的結果往往是指向媽媽不稱職，

部分國內學者則將新移民子女教育成就較低的因素，歸於其母親的社經地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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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如國籍、組群、教育成就、風俗文化等，除了提及其社經地位外，有研究

更指出是因東南亞女性的基因導致，子女的學業表現不彰，嫌少檢視這些東南亞

女性婚姻移民跨海迎娶她的臺灣男人，與其親屬對於子女教育、生活、行為的影

響的關係（Herrnstein & Murray，1994；黃富順，2003；吳芝儀、劉秀燕，2004；

張鈿富，2006）。 

正如上述，臺灣傳統社會對於父權有著重高的鞏固，女性被塑造成需具備「婦

德」的樣貌，因此，媳婦、老婆等角色對於家庭的決策參與及影響相對皆受到限

制，而這群跨海娶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的臺灣男人，主要期待滿足在國內傳統婚

姻市場，無法獲取與維護的父權優越感，同時期待藉由跨國婚姻娶東南亞女子，

滿足傳統思維中妻子需倚靠與依附於丈夫的優越感，及男性自己的男子氣魄展現

機會，加以鞏固男性角色地位。因此，對於國內部分研究將新移民母親的背景，

視為對子女學業成就表現有直接影響，上述的討論中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而東

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對於子女教育成就表現，是不是具有直接影響需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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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跨國婚姻家庭夫妻相對地位 

臺灣社會傳統婚姻模式可分為兩種，其一為「門當戶對」的同質性婚姻，其

二為「男下娶、女上嫁」的不對等地位（楊靜利、李大正、陳寬政，2006），前

者是「社會地位相近的同質婚姻模式」，主要鞏固既有的階級與社會地位，而後

者是「地位較高的男性，娶地位比自己低的女性：女性則是嫁給地位比自己高的

男性」，「男性」藉下娶鞏固自己在家庭的權威地位，「女性」藉由上嫁提升在社

會中的地位關係，然而，這兩種臺灣傳統婚姻模式，皆以男性為主要既得利益者，

女性則透過婚姻維持相同，或較高層次的社會地位。顯然，本內婚姻家庭地位是

男高於女，夫妻權力則以資源交換的狀況與結果而定，貢獻較多資源的一方便擁

有較大權力（Blood、Wolfe，1960）。 

「跨國婚姻」是透過不同文化的結合產生的跨文化婚姻模式，「跨文化通婚」

(cross cultural marriage)亦指兩個不相同的種族、宗教道德團體、國家的男女雙方，

經由結婚形式成為夫妻的婚姻關係（劉美芳，2001）。諸多研究指出近二十年臺

灣男人花錢遠赴東南亞娶妻，而這些花費金錢透過婚姻仲介，遠赴娶妻的男性多

是社會經地位較為弱勢的臺灣男人，這群男性在國內無女性肯嫁，而轉向經濟地

位較弱勢的國家尋覓伴侶（夏曉鵑，2000；張貴英，1996）。因此，臺灣男人透

過娶社經地位低於本國的其國家的外國女性是為了維持「男性氣魄」，而這些娶

低經濟發展的東南亞女性的臺灣男人，並非是社會最底層的一群（蕭昭娟，

2000）。 

隨著臺灣女性的受教育機會及勞動參與機會的增加，本國女性的教育成就經

濟收入亦有明顯提升，因此，諸多社經地位較弱勢的臺灣男人，在婚姻市場失去

優勢，也在國內婚姻市場中失利，在國內婚姻市場擇偶機會則低於臺灣其他男性，

進而朝向社經地位低於臺灣的東南亞諸國尋覓伴侶，或者這認為本國女性隨著教

育及社經地位的提升愈顯「獨立與強勢」，這群男性為了娶得具有傳統婦德的女

性為妻，因此透過跨國婚姻來實踐「男性氣魄」的需求（田晶瑩、王宏仁，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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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1998）指出，女性之所以選擇跨國嫁夫，多出至經濟考量，透過「男下娶

女上嫁」，女性上嫁到經濟發展較強於母國的夫家，藉此提升自己的社經地位與

生活水平；此外，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婚姻期待與社會風潮的帶動，推動整體女

性外嫁異國男子的風氣，如亞洲貧窮國家女性，希望嫁給經濟較富裕的他國男

性。 

無論是跨國婚姻或國內通婚模式，可以發現家庭權威依舊傾向男性，本國女

性嫁至夫家，依需認同夫家既有的文化風格，進而傾向被丈夫同化；東南亞女子

嫁至臺灣夫家，則多是期望獲得較高層次的社經地位，而丈夫則是為維持完美「男

子氣魄」意象與「傳宗接代」的任務（薛承泰，2003）。 

諸多研究無視這樣的現象，放大檢視將多數新移民第二代教育表現的失利，

或異於本國通婚子女學業表現的因素，歸咎於東南亞母親的國籍與族群因素所造

成（林璣萍，2003；鍾文悌，2004；吳錦惠，2004；林梨美，2005），陳建州（2016）

對於屏東地區與臺灣男人結婚且就業的臺灣女性、大陸及東南亞女性進行職業地

位分析，發現臺灣女性與其丈夫平均教育水準皆為高中職，且最高教育水準皆為

博士，而大陸女性平均教育水準雖然低於丈夫，與丈夫最高教育水準皆為大學，

東南亞女性平均教育水準低於臺灣與大陸女性，最高教育水準達碩士，而其丈夫

教育水準達博士，國內通婚夫妻的社經地位同質性相對較高，而大陸與東南亞的

通婚有社經地位的差異，其中，東南亞女性與臺灣男人的通婚最為明顯，東南亞

女子以「男下娶女上嫁」的型態上嫁到臺灣獲取自己或娘家的社經地位，而臺灣

男人則以下娶來滿足，對女性婦德的期待。 

顯然，在傳統社會中，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不論是經濟地位或家庭地位都是

低於丈夫，而生活習慣與民俗風情，同時需要接受倚賴的丈夫支配與認同丈夫的

文化。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在夫家的家庭地位較低，影響力相對較小，對於處於

弱勢的東南亞母親，要如何直接影響秉持主要權力的父親，對於其子女教育方式

與教育期望有大於父親地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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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跨國婚姻子女學業成就與本國通婚子女學業成就之比較與研究 

臺灣跨國婚姻的發展至今二十幾年，隨著新移民第二代的數量逐漸增加，新

移民第二代也漸漸受到臺灣社會的重視，內政部主計處（2016）統計資料顯示，

2004至 2015年間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與臺灣男人結婚的人數為 93,699 人，而新

移民第二代在臺灣少子化現象下新生兒人數不減反增，教育部（2016）105學年

度新移民子女就在臺灣讀國中小的兒童數達 19.6 萬人。近十年全台國中小兒童

人數，由 95 學年地 275 萬人，逐年遞減至 105 學年的 186 萬人，然而，新移民

子女人數卻從 8 萬人，倍增到 19.6萬人，新移民子女人數總比率，由最早年 2.91%

上升至 10.54%，激增 7.63%。新移民子女就讀國小學人數由 7 萬人增為 12萬人，

比率亦自 3.94%上升至 10.25%，增加 6.31%，而新移民子女就讀國中兒童人數，

由原先不到 1 萬人激增至 7 萬多人，就讀國中比率由 0.98% 上升為 11.04%，

上升 10.06%。在新移民第二代蓬勃發展與逐漸增加，國內許多研究開始從跨國

母親在臺灣的適應探討，延續探討新移民子女在兒童發展，以及學齡的新移民子

女在學校的適應狀況，以及學業表現進行討論，國內部分研究仍對於新移民女性

的種族、文化風俗、親子教育、語文等能力，抱持不同的觀點，並延伸到子女國

民義務教育階段，國中小學生的學業表現與親師關係等（王秀紅、楊詠梅，2002；

黃富順，2003；張鈿富，2006）。 

從婚姻層面來探討，華人傳統社會中「門當戶對」的同質性婚姻仍占普遍婚

姻模式地多數，同質性婚姻亦是雙方家庭或家族在經濟利益、政治權勢與社會關

係的延伸（蔡文輝，1998），然而，臺灣的跨國婚姻的模式則多數為「男下娶、

女上嫁」家庭地位關係，對於外籍妻子的語文不通形成的高倚賴，恰是臺灣男人

所期盼的「女性婦德」表現與「男子氣魄」的彰顯（王宏仁、田晶瑩，2006），

亦此，傳承香火的傳宗接代重責大任，一併賦予給這群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

Abraham（2005）以傳宗接代為目的導向的婚姻模式，是符合丈夫及夫家的期待，

至於婦女本身則為附屬，而跨國婚姻的夫家多數抱持著娶媳婦是為了生養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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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操作家務、照顧老弱，或增加家庭勞動人力。在傳統意識形態下，東南亞女

性婚姻移民在夫家多被物化視為傳宗接代的生育工具，或者合法外籍勞工般的對

待，也因肩負著臺灣男人傳宗接代的包袱，須年紀很輕便懷孕生子，楊艾俐（2003）

在台北市有 20％的外籍配偶 20歲以下生子，因此，外籍配偶易缺乏嬰幼兒照顧

的經驗與知識。 

李玫臻（2002）嫁來臺灣的東南亞女性移民，大部分教育程度偏低，以教育

程度多數為國中以下，內政部（2003）發現在臺灣的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於母國

的教育成就偏低，教育程度為國中及初中者，占 37.8%為最多數，其次自修及小

學者占 25%，接著分別教育程度為高中及高職者，占 24.6%，其他大專以上者占

10%，不認得文字者占 2.6%，上述證實，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在母國的教育成

就確實以初中以下為最多，同時期的臺灣女性的高中職及大專以上教育成就明顯

優於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依序為 33.5%及 27.6%，相對臺灣女性自修及就讀國

小，與僅就讀致國中與初職的女性比率低於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然而，國內不

認得文字的女性人數，卻高於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 2.66%，其因內政部 2003 年

統計資料，包含臺灣高齡年邁的女性（15-64 歲），顯得臺灣女性平均教育程度低

於年輕的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而臺灣女性高等教育之高中職、大專以上則顯著

高於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 

近年國內學者，對於臺灣、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的女性教育水準進行探討，發

現臺灣女性平均教育水準，優於大陸女性婚姻移民，大陸女性婚姻移民平均教育

水準，則優於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陳建州，2016）。然而，部分研究指出經由

跨海迎娶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的臺灣男人，在教育成就方面，以高中職以下為多

數，並居住於較偏遠地區，社經地位也相對臺灣內婚的同質性婚姻男人低，因此，

這些家庭多屬於經濟較弱勢的一群，導致跨國通婚子女成為臺灣新一代的弱勢兒

童（楊瑩，1988；周裕欽、廖品蘭，1997；王宏仁，2000；李玫臻，2002）。而

臺灣傳統社會中子女的教養責任，多被歸類成母親的責任，不論是行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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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表現皆歸為母親職責，東南亞女性移民同樣被以這樣的標準評判母職角色，

國內究討，紛紛指出因東南亞女性移民的語言、文化、教育成就偏低、育兒年齡

低等，不利教養子女的條件，更因指出跨國婚姻移民配偶不同種族之社會、文化、

民情風俗等為跨國通婚家庭隱含的文化差異及衝突，對於新移民第二代教育及照

養有所影響（郭靜晃、薛慧平，2004）。 

國內學者亦對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對於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有各式地探討，

賴建達（2002）跨國婚姻模式下的低家庭背景與文化不利的家庭，不利於對子女

學業表現，甚至子女難有向上流動機會，而東南亞女性移民在學識、語言文字的

不足，在不識字與無法教導子女課業之下，造成子女學業表現產生困難與阻礙，

此外，東南亞女性移民多來自貧窮國家，跨海嫁到臺灣的目的，除了自己的地位

提升，同時因提昇母國的家人地位，奮力工作賺錢寄回母國給家人，而影響照顧

家庭與子女。 

可見臺灣社會，將母親視為對於子女教育影響相當重要的元素，郭靜晃、薛

慧平（2004）母親在家庭中則扮演「母職」的角色，同時在子女教育上扮演重要

角色，東南亞女性移民未能在臺灣社會中扮演得宜，被期待的「好母親」的角色，

同時可能因這些東南亞母親期待自己與娘家皆可向上流動，努力工作而疏忽照顧

子女，因此，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的文化適應、語言能力、家庭與個人社經地位

的侷限，以及偏低的教育成就，亦可能導致再子女教育的親職參與程度低等困境，

以致東南亞母親未能扮演好社會期待的母親的樣貌，在面對傳統社會賦予母職角

色的期待，東南亞母親相較華文語系國家的新移民更具挑戰。而黃富順（2003）；

張鈿富（2006）等學者，相繼指出東南亞母親會因與臺灣的生活習慣與風俗文化

的不同，以及年齡過於輕，對子女教養經驗不足，影響新移民第二代在教育態度

及觀念的落差，而東南亞母親因語言能力差和國語文識字能力低，亦導致無法即

時協助子女的課業學習與教導，影響其子女的學業成就和生活素養，此外，這些

東南亞母親對於臺灣的低文化認同及認知能力，皆不利教養子女形成障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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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二代在校學業表現低於本國內婚子女，多數研究將矛頭指向東南亞母親的

族群差異所致（黃富順，2003；郭靜晃、薛慧平，2004；張鈿富，2006；許茹媛，

2011）。 

因此，國內學者紛紛對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在學校教育狀況進行調查，發現學

齡前的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在語言表達的字詞數量相較同齡兒童少，語言文法中缺

乏複雜性，並指出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因語言限制平時少與子女有文字性遊戲，

使得子女語言表及學習發展較慢的現象（王秀紅、楊詠梅，2002）。其他研究指

出，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在國內學齡義務教育階段，相較本國內婚子女的學業表現

來的低落（林璣萍，2003；鍾文悌，2004）。柯淑慧（2004）；蔡榮貴、黃月純（2004）；

李瑞娟（2006）等學者指出，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學業上適應不良情形，多發生在

學齡前及國小低年級階段，尤其在語文及數學領域表現低於本國內婚子女，其中

數學領域落差較大。而許茹媛（2011）研究發現，並不是所有的東南亞新移民子

女在校學習與生活適應表現，都差於本國內婚子女，進而提出是與家長對子女教

育參與程度有所關聯。 

國內其他探究東南亞女性移民對於子女學業表現影響的研究則抱持不同的

觀點，對於國民義務教育階段的東南亞新移民子女的學習表現進行探討，發現剛

銜接國民義務教育就讀低年級的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在學校適應及學習能力，以及

在國文、英文、數學等學業表現上，東南亞新移民子女與本國內婚子女在學校適

應、學習能力及學業表現，並無顯著差異（王瑞壎，2004；蕭彩琴，2004），藉

此，邱豐盛、鄭秀琴（2005）針對都會地區的東南亞新移民子女的班級導師作為

訪談對象，瞭解東南亞新移民子女與本國內婚子女的學習狀況及學業表現情況，

與家長的國籍之間是否有關聯，邱豐盛、鄭秀琴等人，發現東南亞新移民子女與

本國內婚子女在學要表現上有相同之處，不論是本國內婚子女或東南亞新移民子

女，在學業成就表現上皆有表現優異與中等者，兩者之間皆有學業表現不佳，需

而外加強輔導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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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英、溫明麗、謝雅惠、黃乃熒、黃嘉莉、陳玉娟、陳烘玉、曾尹彥、廖

翊君（2006）研究提出，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在就讀國小階段的學業成就，不會受

到家長國籍的影響，反而升到國中階段後，學業表現與本國內婚子女的差異性較

明顯，多數國中階段的東南亞新移民子女的數學表現較差，王世英等人更指出就

東南亞女性移民第二代教育而言，父母的教育成就高或低，對子女學業成就表現

沒有呈現線性分布，藉此推測父母的教育成就的高或低，並不絕對的影響子女表

現。其他學者也提出其他看法，顏朱吟（2009）女性婚姻移民願意離開母國遠嫁

至臺灣，都保持期望地位向上流動改善自己或家人生活，這些女性婚姻移民向上

流動的企圖心，將投射在子女身上，促使子女爭取優異的學業表現。而白秀雄、

方孝鼎（2009）研究將家庭社經地位與家長經濟能力亦納入變項，分析結果顯示，

無任一證據可證實東南亞新移民子女的學業成就與本國內婚子女有所差異。 

部分國內學者對都會地區的國民教育階段的學生，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習表現

進行探討與實證，吳元良（1996）；郭郁智（2000）發現國小中年級學生數學成

就，因家庭社經地位的高低在數學成就的選擇、計算、應用、填充題等有顯著差

異，社經地位越高的學生明顯比中、低地位學生表現還要好，而中社經地位學生

則高於低社經地位學生。張玉茹（1997）國中二年級學生英語的學習動機及成績

表現，與家庭社經地位有顯著正相關，高社經地位的學生學習動機越高，低社經

地位的學生則越低，家庭有能力供應長時間學習或出國的學生的英語表現上明顯

較高。而張翠倫（2003）對國中小的高年級學生再次證實，發現父親為高教育程

度和中教育程度的學生，學業表現相較父親教育程度低的學生優異，而母親的教

育程度的高低，與父親的教育程度高低，對子女的學業表現有同樣的影響。 

其他學者針對大城市外的偏鄉學生的族群、地區與家庭背景進行調查，林清

標（1998）以偏鄉小學六年級原住民學生進行研究，發現父母財物資本優劣與教

育期望高低，會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表現，而本國內婚子女的父母教育程度與父

親職業聲望，都比原住民子女高許多，這樣的差異，顯示家長的社經地位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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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於子女的學業表現有顯著的影響。洪希勇（2004）同樣以偏鄉小六學生為研

究對象，發現本國內婚子女學業表現優於原住民子女，且家庭的社會資本優劣，

會對子女學業表現的影響有正相關，而家長的職業聲望越高，教育程就也越高，

更利於子女的學業表現，更指出偏鄉縣市相較都會縣市地區不利子女學習。 

國內探討家庭社經地位與父母教育程度，對子女學業表現影響的研究多顯示，

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將所掌握的財務資本轉換成其他類型的資本，教

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能給予子女較豐富的學習資產與學習指導，而父母教育程度越

低的子女因缺乏學習資產，而不利子女學業表現（陳正昌，1994；蔡毓智，2002；

陳麗如，2003）。 

綜合上述討論，對於東南亞新移民子女的學業成就討論中未有一致的定論，

學者們對較常提及的語文與數學表現亦抱持不同的觀點，而學齡前與初銜接國民

教育，新移民子女的語文表達能力則較常被討論。近年有學者針對新移民子女學

業成就之研究進行檢視，學界常見影響跨國婚姻子女學業成就之觀察變項，發現

家長國籍與教育成就高低，對於子女學業成就表現，未明顯有影響及差異，反而，

家長的社經地位及對於子女的教育態度有顯著影響，教育態度與社經地位，對於

子女學業成就表現涵蓋多面向因素，其中包含家庭社會、財務、人力資本等有關

係（陳正昌，1994；吳元良，1996；林清標，1998；郭郁智，2000；蔡毓智，2002；

陳麗如，2003；洪希勇，2004；張玉茹，1997；張翠倫，2003；王瑞壎，2004；

蕭彩琴，2004；白秀雄、方孝鼎，2009；許茹媛，2011）。 

然而，不論這些跨國婚姻子女的學習表現是否受母親族群的影響，國內學者

依保持不同的觀點，部分學者仍認為，這些透過跨國婚姻來臺灣的東南亞女性移

民，對小孩的教育期望偏低不及本國母親，導致子女在學業表現比較不佳，因此，

本研究接下來，將透過「威斯康辛模型」來介紹教育期望對學業成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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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長社經地位、對子女教育期望與子女教育成就的關係 

由先前的探討可知，家庭中父母的社經地位對子女學業表現影響呈現正相關，

相關研究顯示社經地位影響學業表現的方式，是透過對子女教育期望的產生（陳

正昌，1994；蔡毓智，2002；陳麗如，2003；Coleman，1988），黃毅志、陳怡

靖（2005）Coleman 的社會資本論、財務資本論，以及 Bourdieu的文化資本論經

常被用來解釋社經背景對於教育機會影響的中介機制（引自黃毅志、陳怡靖，

2011），而社經地位源自於「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最早源自於 1960年代，學者對其定義有不同的看

法，對於構成社會資本的要素有不同的理解。現今被廣泛延伸探討的學者分別為

Becker、Bourdieu、Coleman 以及 Putnam，其中 Coleman 將 Becker 的「理性選

擇」概念延伸發展，Coleman 的理論重點在分析經濟因素對個人行為的影響，

Putnam 將 Coleman 的概念延伸政治經濟發展面。而 Bourdieu將社會資本解釋為

實際存在或可能存在的資源結合，包含個體之間的社會網絡，以及個體與集體（機

構）的關係網絡，依整個集合體共同獲得的方式，提供整個團體參與者支持與既

得利益，而社會網絡關係則可以轉換成有價值的資源與潛在機會，並實踐於個體

或團體乃至社會（Bourdieu，1986）。 

Coleman（1990）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資本財的社會結構資源，這樣的結構

為無形的，僅展現於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結構之中，以不同的形式來呈現，經

由各種不同的原因形成連結關係形成特有的社會網絡，經過社會網絡可實踐個人

的目標實現，因此，社會資本則著重關係層面，擁有越多的有助目標行動的關係，

則越能助於行動目標達成，同時指出社會資本是由義務與期待、資訊的潛力、規

範和有效的處罰、權威關係、適當的社會組織、有目的的組織等六種社會關係所

構成。 

家庭背景因素影響個人教育成就主要包含父、母親教育程度和家庭社經地位

兩大因素。這兩種因素對個人教育成就來說，是一個必要但未必是充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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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會透過一些中介機制而間接影響個人教育成就，並會隨著受教歷程和時間而逐

漸減低其重要性。用來詮釋家庭背景因素影響個人教育成就最佳的註腳是

Coleman（1988）所提出的人力資本、財務資本及社會資本的三個概念，以下從

社會資本來說明家庭背景和教育期望與成績之間的關係。 

從家庭面向來看，Coleman（1988）社會資本可分為「家庭內社會資本」與

「家庭外社會資本」，「家庭內社會資本」包括父母對孩子的關注，以及課業學習

的監督、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入與期待、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親子互動親密程度，

以及給予子女的支持與鼓勵等，親子間的互動關係連結越強或親密，家庭內社會

資本相對越高，越能有效協助子女學業成的表現。若子女與父母互動頻率較少或

父母對於子女學習參與不足，以致使社會資本不足影響學業表現，而父母和子女

互動的機會與資源，可能會因兄弟姊妹人數眾多而被資源稀釋，子女得到父母關

注相對變少，較不利於子女的家庭社會資本；「家庭外社會資本」是父母與家庭

以外的個體或團體（機構）之間的關係，包括父母在社區內的人際社交關係，可

以有效供給子女教育層面的支持與資訊蒐集，若父母與社區內社交關係越強，社

會資本則越高，越能助於子女的學業成就表現，子女的學業表現相對獲得提升，

如社區鄰里關係、與子女的教師聯絡及維護師生關係、父母認識子女同學、朋友

和父母、父母與老師或其他家長的互動、父母參與子女學校的活動。 

家庭社會資本大部分是為了支持家庭中的人力和文化資本，家庭的人力及文

化資本發展，若缺乏社會資本的支持將無法達成目標行動（林南，2004），而周

新富、王財印（2006）將社會資本的概念轉化成家庭社會網絡，後者結合成家庭

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則是無形的社會人際網絡關係，透過人際的互動促使家庭

網絡關係的運作，形成有效助於目標行動的關係，周新富與王財印延續了，

Coleman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對於家庭社會資本加以探討，指出家庭社會資本為

親子之間的人際關係與互動，並包含五個項因素：分別為「父母對子女學習的參

與」父母如果積極參與子女的教育，子女將會有較高的教育成就，同時監督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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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子女教育成就及行為；「家庭規範」則須維持社會網絡需要運行的有效規範，

而家庭成員之間透過家庭規範相互合作，對違犯者施予處罰強制成員遵守規範；

「父母的教育期望」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代表父母對孩子的關注程度，若父

母與子女對自己的教育期望相同，對子女學業表現的提升有所幫助，而父母若教

育期望較高，子女則能表現較能符合父母的期望，達到雙方目標的教育結果；「行

為監督」父母對於子女在家庭內或學校行為表現，與朋友結交情況以及對於金錢

之配的方式有高度掌握，對子女教育成就有正向地影響；「家庭互動」父母與子

女之間互動，則會家庭內部社會網絡，親子互動品質會影響社會資本的展現，父

母與子女互動交談時間的多寡則影響家庭互動的關係。 

其他研究也認為，父母社經地位的高或低，會影響其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高

低，若父母的社經地位越高，父母則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越高，而中下階層和偏

遠地區較弱勢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則相對社經地位較高的父母對於子女的

教育期望較低（楊瑩，1988；周裕欽、廖品蘭，1997；侯世昌，2003；蕭惠蘭，

2003）。粽上推論，父親與母的社經地位較高，相對的對子女的教育投注會較多，

這些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較高。 

  

就家庭背景而言，父母的教育程度、子女的性別差異，以及家庭居住地，都

是影響父母對子女教育期望的社會資本差異： 

一、父母教育程度： 

諸多研究實證與支持了周新富（2006）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對子女教育

程度影響則越大的研究結論，家庭中父母扮演子女的重要他人角色，父

社經地位 

子女的成績 

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圖 2  家長社經地位與對子女教育期望與成績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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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有效影響子女教育成就表現，而郭生玉（1975）

引述 Herriott 研究指出，子女通常會以家庭中重要他人的職業聲望、社

經地位、教育程度等為參考依據，子女會以重要他人的狀態，視為自己

的地位與能力水準的依據，因此，若子女的重要他人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越高，越會影響子女的對子己的教育期望。經國內外學者林義男（1993）；

曾建章（1996）；簡伊淇（2002）；Fan（2001）等人探討中發現，父母

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確能有效影響子女學業表現，以及子女對自我的

期待，若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成就表現越關注，對於子女的期望也越高，

而子女會呼應父母對自己的期待，為了不讓父母失望，促使子女更加努

力尋求更好學業表現。Zellman（1998）分別對於美國及中國與日本等

亞洲國家，父母對子女教育的影響，發現亞洲的母親相對美國的母親，

更積極投入對於子女教育，而這些亞洲母親多數為全職母親，可以陪伴

子女讀書的時間相對較長，且重視子女在學校的就學狀況，可運用聯絡

簿與老師溝通及討論子女的課業或學習狀況，因此，父母對子女教育的

高度參與，使得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越高，楊瑩（1995）對於父親對子

女的教育影響的探討中提出，父親對於子女教育期望的多寡，以及子女

對於父親期待的教育期望，會因為父親的教育程度的高低而有差異，若

父親的教育期望愈高，子女感受到父親對自己所期盼的期望也越高。林

俊瑩（2001）針對不同教育程度的父母對於就讀國小的子女的期待差異

進行探討，發現家長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的父母，對於就讀國小的子女

的教育期望，會高於教育程度為高中職或國中以下的父母，對子女的教

育期望，侯世昌（2003）父母的教育程度的高低與對子女教育期望達顯

著性差異，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對子女教育期望也越高，而教

程度越高的家長對於新資訊的開放性較高，較有自我的見解，對子女的

教育期望也高（林淑娥，2004）。由此可見，父母的期望越高，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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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動機就越高。 

二、父母性別 

部分研究指出隨著臺灣兩性教育逐漸平等，在父母對於子女教育期望上

則會受家庭地位關係影響，周裕欽、廖品蘭（1997）研究指出，傳統家

庭父親的教育程度，雖然多數高於母親，但父親對於子女的教育責任層

面及責任感，父親卻相較於母親不積極，可能是因為傳統社會賦予家庭

的既有印象是「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關係與分工所導致。黃菁瑩

（1999）；林俊瑩（2001）指出數十年以來國內提倡兩性平權，女性的

受教育及職業表現相當良好，甚至超越男性的表現，然而，不論女性教

育程度或職業的好壞，在傳統婚姻模式中依需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雖

然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對子女寄予越高的期望，但女性的家庭地位關係

依受到影響。 

三、家庭居住地 

林俊瑩（2001）偏遠地區父母的教育期望相較都市地區的父母低。市區

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較高，鄉鎮其次，偏遠地區學校的父母對子女

教育期望最低，且市區學校家長的教育期望與鄉鎮、偏遠學校的父母，

三個區域之間有顯著差異（侯世昌，2003）。姚若芹（1986）都會地區

的文化較為多元，相較偏鄉地區文化刺激的機會較多，同時也因都會地

區人口較多，學生同儕間的競爭較對比偏鄉地區更加激烈，因此，父母

對子女的要求或期望也較高。楊春華（2006）對於不同地區的家庭進行

研究，發現居住在不同地區，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有所差異。由此可見，

城鄉差距確實會影響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父母對子女教育期望的程

度，也會隨著居住地區的不同而有差異，以都會地區教育期望最高，鄉

村的教育期望則偏低。 

從上述探討中可得知，父母本身的教育程度的確會影響，父母對於子女的教



 

28 
 

育期望的高低，若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越高。其原因可能為，

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對孩子的教養與學業參與投入較多，因而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也相對較高。臺灣社會的父母普遍都希望子女比自己的能力更好，如學歷、職業

聲望，華人有句俗話「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這是每一個為人父母的人的心願，

因此，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就較高，國內學者研究發現，普遍國內家長對子女的

教育期望都很高（林義男，1993；張善楠、黃毅志，1999；林俊瑩，2001），家

長對子女的高教育期望，其因為對國人而言，教育部僅是提高職業地位及收入的

途徑與工具，而教育本身在華人社會中具相當高的價值與地位，並且崇尚「萬般

皆下品，惟有讀書高」的觀念（張善楠、黃毅志，1999）。因此，乃至今日父母

依舊抱持較高的教育期望。 

關於家庭社經背景、教育期望、個人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從陳俊

瑋、黃毅志（2011）延伸 Sewell and Hauser（1975）威斯康辛模型獲得理解，如

圖 3： 

對於影響子女教育成就有諸多因素，Blau與Duncan（1967）提出「地位取得模型」

指出父親教育與職業地位會影響子女個人的教育成就的高低，同時影響離

開學校後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好與壞，進而影響日後的職業地位高低，而

Sewell與Hauser等威斯康辛學派學者，主要以Blau與Duncan的地位取得模

型為基礎，對於模型內的變項進行替換，Sewell與Hauser（1975）將介於

出身與成就之間的社會心理學變項加入模型當中做為家庭社經地位，變項

圖 3  家庭社經背景、教育期望與個人學業之關係。引自陳俊瑋、黃毅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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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教育、職業、收入等，影響子女受教育成就的中介變項，進而成為著

名的威斯康辛模型（Wisconsin model）。Sewell（1969）指出「重要他人影

響」對於個人具高度影響力。 

「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是一群對個人具高度影響力的人、個人仰

慕、模仿的對象，其中包含了父母、同儕、師長等，由此可證，家庭社經地位的

不同，個人受到不同重要他人影響程度有所差異。Sewell（1969）家庭社經地位

越高，父母作為子女重要他人的角色加以影響，父母對子女教育期望越高，子女

會因受父母期望影響，而提升自我的教育程度。國內學者紛紛對於家長社經地位

對子女學業表現及教育年數等進行探討，諸多研究指出家庭社經地位與子女教育

程度之間的關連性研究結果指向「代間複製」的現象，黃富順（1973）；林生傳

（1976）；林義男（1979）子女的學業表現及教育年數與家庭社經地位有正相關，

因此，父母社經地位與教育成度越高，子女的教育成就也越高。 

二十年來國內的研究，亦呈現同相的結果，黃毅志（1990）家庭社經地位高

的子女會比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子女，在學業表現與升學方面更佔有優勢。而國內

研究針對高中資優生進研究，發現高中資優生家庭社經地位越高，高社經地位的

資優生比率則高於低社經地位的資優生（王文科，1999）。其他學者也針對臺北

市、臺北縣與宜蘭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進行探討，研究顯示家庭社經地位的高低對

教育成就有影響，且此現象不因學習環境（學校、城鄉）不同而有異（陳正昌，

2000）。上述研究顯示，不同社經地位的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有所差異，而

不同社經地位的子女，可能受到的家庭的文化資本、生存機會、父母親的工作、

親戚、同儕、居住社區等接觸的差異，而有不同的主觀教育期望，而有不同的教

育成就表現。反之，子女主觀教育期望也可能受自己教育成就表現的影響成就越

高，子女對自己的期望越高；成就越低，子女對自己的期望就越低。父母對子女

的教育期望亦受子女的教育成就，以及子女本身的教育期望所影響，子女教育成

就越高，父母的期望則越高；子女主觀教育越高，家長的期望就越高（陳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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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國內過去研究亦指出，父母教育期望與子女自我教育期望，會對子女學業表

現產生正向影響（巫有鎰，1999；陳順利，2001）。而近年研究亦指出家長社經

地位對於子女教育期望有明顯的影響，陳俊瑋、黃毅志（2011）研究發現即便控

制子女自我教育期望變項，父母的教育期望越高，仍直接影響子女受教育年數，

此外，陳俊瑋、黃毅志發現子女的學業表現越佳，也會提高父母教育期望與子女

自我教育期望，對於威斯康辛模型顯示，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與子女自我教育

期望與學業表現，以及子女的學業表現會影響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三者間有

正向影響的因果關係，抱持不同的看法，並提出「畢馬龍效應」可能對於自己或

他人對自己抱持越高的教育期望，自己越有可能會努力追求提高學業表現，進而

使學業表現提升。 

國內學者指出，單從子女學業表現而言，東南亞新移民子女的學業表現低於

本國內婚子女。對此現象，部分研究認為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學業表現較差，與東

南亞母親的價值觀與生活習慣及文化有關，這些差異可能反應在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的差異（吳芝儀、劉秀燕，2004；吳清山，2004；莫藜藜、賴佩玲，2004），

以及東南亞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較低，導致她們的子女的學要表現較差。而影

響子女教育成就有諸多因素，人們通常將子女教育成就的高低作為女性扮演母親

角色是否稱職的依據，而當這樣的想法套用於東南亞母親身上時，孩子學業的好

壞，便歸因於這些東南亞母親。然而，跨國婚姻大多基於「男下娶、女上嫁」的

樣貌，女性上嫁至經濟發展較強於母國的夫家，為提升自己或娘家的社經地位與

生活水平，男性則為維持「男子氣魄」而娶外籍女性來傳宗接代，相對於國內通

婚者，跨國婚姻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可能無法與國內通婚者女性相同（王宏仁、

田晶瑩，2006），然而諸多研究卻將跨國婚姻子女教育成就偏低的情形，歸咎於

來自外國的東南亞女新婚姻移民母親，而非檢視這些跨海娶東南亞婚姻移民的臺

灣男人對於子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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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文獻回顧總結 

新移民第二代逐漸增加，這些從東南亞各國跨海嫁來臺灣的女性，夏曉鵑

（2000）多數是透過「商品化的跨國婚姻」的買賣行為，同時是低於臺灣經濟發

展的東南亞諸國，王宏仁（2001）透過跨海娶老婆的臺灣男人，大部分是在臺灣

娶不到老婆的低社經及教育程度的臺灣男人，這些男人在國內同質婚姻市場中本

就弱勢，然而，傳統社會中男性期待展現的男子氣魄，與對於女性的婦德期許與

想像，都是促使臺灣男人跨海娶妻的因素。亦因，傳統婚姻中男女性在家庭的地

位及扮演的角色本就有異，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再文化適應及語言不通，需仰賴

丈夫的情況下更顯家庭地位更顯弱勢。因此，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被丈夫期待為

具備三從四德、相夫教子、需倚賴臺灣男人的樣貌，郭靜晃、薛慧平（2004）又

期待東南亞母親扮演子女在教育上重要的角色。 

近年國內學者對於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的探討，從過去的結婚動機及社會議

題，隨著新移民第二代子女就讀幼兒園與進入國民教育階段，部分國內學者有不

同的發現，王秀紅、楊詠梅（2002）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在語言表達的字詞數量相

較同齡兒童少，語言文法中缺乏複雜性，其因東南亞母親的語言限制，平時少與

子女有文字性遊戲，使得子女語言表及學習發展較慢的現象，而對於國民教育階

段，賴建達（2002）；黃富順（2003）；林璣萍（2003）；鍾文悌（2004）；柯淑慧

（2004）；蔡榮貴、黃月純（2004）；李瑞娟，（2006）；張鈿富（2006）因生活習

慣、風俗文化、年齡較輕、教養子女經驗不足，產生子女教育態度及觀念的落差，

以及常因語言和識字能力低，導致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無法協助其已就學子女的

課業學習，影響其子女的學業成就和生活素養，而跨國婚姻模式下的低家庭背景

與文化不利的家庭，不利於對子女學業表現，子女甚至難有向上流動機會，造成

子女學業表現產生困難與阻礙。 

部分國內研究認為，白秀雄、方孝鼎（2009）沒有任一個證據可證實新移民

子女的學業成就與本國內婚子女有所差異，王世英、溫明麗、謝雅惠、黃乃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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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莉、陳玉娟、陳烘玉、曾尹彥、廖翊君（2006）跨國婚姻子女的教育表現好

與不好，不因母親族群（國籍）有影響，邱豐盛、鄭秀琴（2005）不論是本內婚

子女或跨國婚姻子女，在學業成就表現上皆有表現優異與中等者，甚至兩者間都

有學業表現不佳，需加強輔導，王瑞壎（2004）；蕭彩琴（2004）在學校適應及

學習能力以及在國文、英文、數學等學業表現上，東南亞女性移民子女與本國內

婚子女在學校適應、學習能力及學業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對於影響子女教育的因素，國內學者歸納除族群因素的影響外，影響子女教

育成就表現的因素，陳正昌（1994）；吳元良（1996）；張玉茹（1997）；郭郁智

（2000）；蔡毓智（2002）；張翠倫（2003）；陳麗如（2003）；洪希勇（2004）家

長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將所掌握的財務資本轉換成其他類型的資本，教育

程度越高的父母能給予子女較豐富的學習資產與學習指導，而教育程度越低的父

母，子女因缺乏學習資產不利子女學業表現，而父母教育期望與財物資本的高低

會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表現，顯然，家長的社經地位差異對於子女的學業表現有

顯著的影響。 

延續國外學者 Coleman（1990）對於社會資本的探討，父母的社經地位（家

庭背景），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和學業表現，楊敏玲（1984）；張世平（1984）；

楊瑩（1988）；林義男（1993）；曾建章（1996）；周裕欽、廖品蘭（1997）；簡伊

淇（2002）；侯世昌（2003）；蕭惠蘭（2003）；林淑娥（2004）；周新富、王財印

（2006）；Trivette & Anderson（1995）；Fan（2001）父母教育年數的多寡會影響

其社經地位的高低，同時影響其對子女的教育期望高低，父母的社經地位越高，

則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越高，中下階層和偏遠地區等較弱勢的父母，對子女的教

育期望相較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則較低， 

對於影響子女教育成就的因素，國外學者 Blau 與 Duncan（1967）提出「地

位取得模型」，認為父親教育與職業地位會影響子女個人的教育成就的高低，

Sewell 與 Hauser（1975）以 Blau與 Duncan 的模型為基礎，提出「威斯康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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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父母是子女仰慕或模仿的高度影響力的「重要他人」，家庭社經地為越高，

父母作為子女重要他人的角色加以影響，父母對子女教育期望越高，子女會因受

父母期望影響，而提升自我的教育程度，國內學者，黃富順（1973）；林生傳（1976）；

林義男（1979）；黃毅志（1990）；陳建州（2004）等人實證發現，子女學業表現

及教育年數與家庭社經地位有正相關，父母社經地位與教育成度越高，子女的教

育成就也越高，巫有鎰（1999）；陳順利（2001）實證父母教育期望與子女自我

教育期望，會對子女學業表現產生正向影響。 

總而言之，從國內及國外文獻討論可以得知，父親與母親的社經地位（教育

年數、職業聲望），是影響子女教育取得與表現的因素，而非傳統社會及現代社

會主觀意識認定的母親族群單方面的差異，影響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及子女的學業

表現，而臺灣男人則是影響子女的重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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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 2010年「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一波調查資料做分析，以父

母親同住且有婚姻關係之學生做為調查對象，透過父母親的族群、社經地位、子

女性別差異加以檢視。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經過將國內與國外相關研究進行彙整與比較後，統整

出「跨國婚姻女性的對子女教育期待與國內通婚女性是否有差異」實證研究架構，

同時分為「父親」與「母親」等研究架構，如圖 4及 5所示。 

 

圖 4  影響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期望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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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期望的主要變項，以學生父親四個不同的的族群

（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社經地位（國小以下、國中、高中、高

職、專科、大學、碩士、博士）及學生性別為自變項，以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影響為依變項，如圖 4所示。 

 

圖 5  影響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期望之因果關係 

 

影響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期望的主要變項，以學生母親五個不同的族群

（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東南亞婚姻移民－越南、印尼、柬埔寨、

泰國、緬甸）、社經地位（國小以下、國中、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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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及學生性別為自變項，以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影響為依變項，如圖 5

所示。 

表 4 父母親教育期望與教育年數及族群之關係 

  

 父親教育期望 母親教育期望 

父親教育年數 √ ╳ 

母親教育期望 √ ╳ 

母親教育年數 ╳ √ 

父親教育期望 ╳ √ 

母親族群 

閩南人 對照組 

外省人 √ √ 

客家人 √ √ 

原住民 √ √ 

東南亞婚姻移民 √ √ 

父親族群 

閩南人 對照組 

外省人 √ √ 

客家人 √ √ 

原住民 √ √ 

子女性別 

男生 對照組 

女生 √ √ 



 

37 
 

貳、樣本變項 

（一）依變項：對子女教育期望的年數。 

（二）自變項： 

1. 父族族群：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 

2. 母族族群：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東南亞婚姻移民（越南、

印尼、柬埔寨、泰國、緬甸）。 

3. 父親教育年數：區分為國小以下（6年）、國中（9年）、高中及高職（12

年）、專科（16年）、大學（16年）、研究所（18年）、博士（22年）。 

4. 母親教育年數：區分為國小以下（6年）、國中（9年）、高中及高職（12

年）、專科（16年）、大學（16年）、研究所（18年）、博士（22年）。 

5. 子女性別：男生與女生。 

 

叁、樣本變項設計與資料 

本研究採用 2010 年「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調查」 (Pingtung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簡稱 PELS)，是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劉慶中校長指示規劃

及建置之長期性資料庫計畫，主持人為屏東教育大學陳正昌與陳新豐教授。此資

料庫是針對民國 99 至 101 年度屏東縣國民小學四、五年級學生的學習狀況，預

計進行為期三年之長期追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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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結果 

本研究使用，2010 年「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調查中，小學四年級學

生的資料，父母皆在世且結婚有同住的學生，接下來的分析，先呈現樣本變項的

敘述統計，接著呈現自變項與依變項的相關性，最後，進行依變項與自變項的線

性迴歸分析。 

 

壹、變項的敘述統計 

表 5為「母親族群的教育平均年數」的敘述統計值。從表 5可得知，母親族

群的平均教育年數最小值 0 表示他們未受教育，最大值 22 表示教育程度最高的

為博士學歷。因此，可得知外省母親的平均教育年數 13.27年為最高，其次，閩

南與客家母親，分別為 12.51 與 12.81，兩者差距較不明顯，母親教育年數差異

較大的為原住民與越印柬泰緬母親，分別為 11.54 與 8.22，由此可發現外省母親

平均教育年數最高，其次為閩南與客家，再者為原住民及越印柬泰緬母親，可見

越印柬泰緬母親的平均教育年數低於其他四族母親。 

 

表 6 為「母親教育年數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表 7 為「母親教育年數之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從表 6 及表 7 可得知，母親族群之間具有顯著差異。表 8

為「母親教育年數之多重比較分析檢定」。從表 8 可得知，外省與客家母親的教

育年數平均數沒有明顯差異，同時客家與與閩南母親的教育年數平均數，也沒有

明顯差異，外省母親的平均教育年數則高於閩南母親，閩南母親則又高於原住民

母親，原住民母親則高於越印柬泰緬母親的教育年數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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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母親的教育年數平均數之敘述統計值 

變項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閩南人 2918 0.00 22.00 12.51 2.16 

客家人 492 0.00 22.00 12.83 2.45 

外省人 121 0.00 22.00 13.27 2.55 

原住民 270 0.00 18.00 11.54 2.63 

越印柬泰緬人 217 0.00 18.00 8.22 3.81 

總計 4018 0.00 22.00 12.27 2.57 

 

表 6  母親教育年數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群組之間 4147.755 4 1036.939 186.755* 

在群組內 22281.740 4013 5.552  

總計 26429.496 4017   

 

表 7  母親教育年數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Levene 統計資料 df1 df2 顯著性 

36.979 4 401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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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母親教育年數之多重比較分析檢定 

Dunnett T3 

(I) 母親

族群五組 

(J) 母親族群

五組 

平均差

異 (I-J) 
標準差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閩南人 

客家人 -0.317 0.118 0.070 -0.647 0.013 

外省人 -0.756* 0.235 0.016 -1.425 -0.087 

原住民 0.972* 0.165 0.000 0.507 1.436 

越印柬泰緬人 4.292* 0.262 0.000 3.553 5.031 

客家人 

閩南人 0.317 0.117 0.070 -0.013 0.647 

外省人 -0.439 0.257 0.599 -1.167 0.288 

原住民 1.288* 0.194 0.000 0.742 1.835 

越印柬泰緬人 4.609* 0.281 0.000 3.816 5.401 

外省人 

閩南人 0.756* 0.235 0.016 0.087 1.425 

客家人 0.439  0.257 0.599 -0.288 1.166 

原住民 1.727* 0.282 0.000 0.932 2.523 

越印柬泰緬人 5.048* 0.347 0.000 4.070 6.026 

原住民 

閩南人 -0.972* 0.165 0.000 -1.436 -0.507 

客家人 -1.288* 0.194 0.000 -1.835 -0.742 

外省人 -1.727* 0.282 0.000 -2.523 -0.932 

越印柬泰緬人 3.321* 0.304 0.000 2.465 4.176 

越印柬泰

緬人 

閩南人 -4.292* 0.262 0.000 -5.031 -3.553 

客家人 -4.609* 0.281 0.000 -5.401 -3.816 

外省人 -5.048* 0.347 0.000 -6.026 -4.070 

原住民 -3.320* 0.304 0.000 -4.176 -2.465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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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為「父親族群的教育平均年數」的敘述統計值。從表 9可得知，父親族

群的平均教育年數最小值 0 表示他們未受教育，最大值 22 表示教育程度最高的

為博士學歷。因此，可得知外省父親的平均教育年數 13.76年為最高，其次，客

家母親為 13.16 年，兩者差距較不明顯，閩南母親為 12.42 年低於客家父親，原

住民父親則又低於閩南父親的教育年數平均數。表 10 為「父親教育年數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表」、表 11為「父親教育年數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從表 10及表

11可得知，父親族群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表 12 為「父親教育年數之多重比較分析檢定」。從表 12 可得知，外省與客

家父親的教育年數平均數沒有明顯差異，而客家父親的教育年數平均數則高於閩

南父親，而閩南父親僅高於原住民父親的教育年數平均數。 

 

表 9  父親的教育年數平均數之敘述統計值 

變項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閩南人 2994 0.00 22.00 12.42 2.66 

客家人 631 6.00 22.00 13.16 2.39 

外省人 157 6.00 22.00 13.76 2.82 

原住民 236 0.00 18.00 11.66 2.64 

總計 4018 0.00 22.00 12.55 2.66 

 

表 10  父親教育年數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群組之間 702.008 3 234.003 33.971* 

在群組內 27649.602 4014 6.888  

總計 28351.610 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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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父親教育年數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Levene 統計資料 df1 df2 顯著性 

2.146 3 4014 0.092 

 

表 12  父親教育年數之多重比較 

Scheffe 法 

(I) 父親族群

五組 

(J) 父親族

群五組 

平均差異 

(I-J) 

標準差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閩南人 

客家人 -0.736* 0.115 0.000 -1.057 -0.414 

外省人 -1.340* 0.215 0.000 -1.941 -0.739 

原住民 0.767* 0.178 0.000 0.271 1.264 

客家人 

閩南人 0.736* 0.115 0.000 0.414 1.057 

外省人 -0.604 0.234 0.084 -1.259 0.050 

原住民 1.503* 0.200 0.000 0.943 2.063 

外省人 

閩南人 1.340* 0.215 0.000 0.739 1.941 

客家人 0.604 0.234 0.084 -0.050 1.259 

原住民 2.108* 0.270 0.000 1.352 2.864 

原住民 

閩南人 -0.767* 0.178 0.000 -1.264 -0.271 

客家人 -1.503* 0.200 0.000 -2.063 -0.943 

外省人 -2.108* 0.270 0.000 -2.864 -1.352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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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是父親教育年數、母親教育年數、父親期望教育年數、母親期望教育

年數的描述性統計量。本研究未受教育的教育年數為 0年、國小為 6 年、國中為

9 年、高中職為 12 年、大專為 16 年、碩士為 18 年、博士為 22 年。從表 13 可

知，父親教育年數及母親教育年數最小值 0 表示他們未受教育，最大值 22 表示

教育程度最高的為博士學歷。因此，可得知父親的平均教育年數 12.55 年，約於

高中職或五專學歷，母親平均教育年數 12.27 年，同屬高中職或五專學歷，可見

屏東地區父親與母親平均教育程度差距不大，而父親與母親對子女的最低期望教

育年數皆為 9年，屬國中學歷，同時父親與母親對於子女的平均期望教育年數僅

相距 0.01，同屬於大學或專科學歷。由此可發現，父親與母親本身的教育年數雖

為高中職或五專學歷，但雙方對於子女期望教育年數皆高於本身的教育成就，且

父親與母親不因性別，而影響對子女教育取得的期望，雙方皆期望子女可獲取比

本身更高的教育成就。 

 

表 13  父親教育年數、母親教育年數、父親期望教育年數、母親期望教育年數

的描述性統計量 

變項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父親教育年數 4018 0.00 22.00 12.55 2.66 

母親教育年數 4018 0.00 22.00 12.27 2.57 

父親期望教育年數 4018 9.00 22.00 16.69 3.61 

母親期望教育年數 4018 9.00 22.00 16.70 3.58 

 

表 14是「父親族群」的次數分配表。從表 14可得知，這些樣本的父親族群，

以閩南人為最多數，佔 74.5%，其次為客家人 15.7%，研究者發現住在屏東地區

的原住民父親人數多於外省父親 2%，整體父親族群分布外省父親人數最為少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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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父親族群的次數分配表 

父親族群 次數 百分比 

閩南人 2994 74.5 

客家人 631 15.7 

外省人 157 3.9 

原住民 236 5.9 

總計 4018 100.0 

 

表 15是「母親族群」的次數分配表。從表 15可得知，這些樣本的母親族群

以閩南人占 72.6%，為最多的一群，其次為客家人 12.2%，然而，研究者發現現

住在屏東地區外省母親人數與外省父親人數一樣為最少數，與越印柬泰緬各國母

親人數較比外省母親人數少了 2.4%，而原住民母親與越印柬泰緬各國母親人數

僅相距 1.3%，兩者差距較不明顯。 

 

表 15  母親族群的次數分配表 

母親族群 次數 百分比 

閩南人 2918 72.6 

客家人 492 12.2 

外省人 121 3.0 

原住民 270 6.7 

越印柬泰緬人 217 5.4 

總計 401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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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是性別的次數分配表。從表16得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性別比率概況，

男生與女生總數為 4018名學生，兩者間人數僅相距 0.2%，顯示本研究樣本性別

男女生比率較為平均。 

表 16  性別的次數分配表 

性別 次數 百分比 

男生 2013 50.1 

女生 2005 49.9 

總計 401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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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樣本自變項與依變項的相關性統計 

表 17 是男、女生的「父親期望教育年數」及「母親期望教育年數」之差異

檢定。由表 17 可知，父親對於性別不同的子女在期望教育年數上有顯著差異

（t=1.160，p < 0.05），父親對於兒子的期望教育年數高於對女兒，母親對於性

別不同的子女在期望教育年數上也有顯著差異（t=0.350，p < 0.05），母親與父

親同樣對於兒子的期望教育年數高於女兒，且父親對於兒子的期望教育年數高於

母親對於兒子期望教育年數，然而父母對於女兒的期望教育年數低於兒子，但母

親對於女兒的期望教育年數高於父親對於女兒的期望教育年數。 

 

男孩子的父親對他的教育期望跟女孩子的父親對她的教育期望，兩者是否有

差別，檢定結果如表 17，研究者發現，父親對男孩的教育期望平均是 16.75年，

對女孩的教育期望平均是 16.62年，兩者經檢定結果發現有差別，顯示父親對兒

子的教育期望高於對女兒，而母親對兒子的教育期望平均是 16.72年，對女兒的

教育期望平均是 16.68 年，兩者經檢定發現有差別，顯示母親對兒子的教育期望

高於對女兒，然而，父親及母親對於子女不同性別的期望教育年數差異達顯著水

準，但因並非為母群體樣本之分析，兩者性別與期望教育年度之關係，可能受兩

者性別各自其他因素影響，故父母對於子女教育的期望是否有性別差，需控制其

他因素後才能得知。 

表 17  男、女生的父親期望教育年數、母親期待教育年數之差異檢定 

變項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父親期望教育年數 

男 2013 16.75 3.84 1.160* 

女 2005 16.62 3.37  

母親期望教育年數 

男 2013 16.72 3.82 0.350* 

女 2005 16.68 3.32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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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是「父親教育年數」與「父親期望教育年數」的相關性。表 18透過皮

爾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可得知，父親教育年數與父親對子女期望教

育年數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係數=0.250，p < 0.05），可見父親教育年數

愈高，對於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同樣愈高。 

表 18  父親教育年數與父親期望教育年數的相關性 

 父親期望教育年數 

父親教育年數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250* 

總計 4018 

* p < 0.05 

 

表 19是「母親教育年數」與「母親期望教育年數」的相關性。表 19透過皮

爾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可得知，母親教育年數與母親對子女期望教

育年數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係數=0.223，p < 0.05），可見母親教育年數

愈高，母親對於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同樣愈高。 

表 19  母親教育年數與母親期望教育年數的相關性 

 母親期望教育年數 

母親教育年數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223* 

總計 4018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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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是「父親教育年數」與「母親教育年數」的相關性。表 20 透過皮爾森

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可得知，父親教育年數與母親教育年數之間有顯

著的正相關（相關係數=0.621，p < 0.05），可見父親與母親的婚姻屬於「同質

性婚姻」，父親與母親在結婚時，兩人的教育年數相近，因此，父親教育年數愈

高，母親教育年數亦愈高。 

表 20  父親教育年數與母親教育年數的相關性 

 母親教育年數 

父親教育年數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621* 

總計 4018 

* p < 0.05 

 

表 21 是「父親期望教育年數」與「母親期望教育年數」的相關性。表 21

透過皮爾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可得知，父親期望教育年數與母親期

望教育年數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係數=0.621，p < 0.05），可見父親期望

教育年數愈高，母親期望教育年數則也愈高。 

表 21  父親期望教育年數與母親期望教育年數的相關性 

* p < 0.05 

    表22是四種父親族群的「父親期望教育年數」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四

個父親族群當中，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最高的是外省人，其次是客家人，而後依序

是閩南人、原住民。經檢定後，差異達統計顯著性，表示當中至少有一族群的「父

親期望教育年數」不同於其他族群。  

 母親期望教育年數 

父親期望教育年數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872* 

N 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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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父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的族群間比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父親族群 N 平均數 標準差 F 

閩南人 2994 16.68 3.66 2.70* 

客家人 631 16.74 3.49  

外省人 157 17.29 3.35  

原住民 236 16.25 3.41  

總計 4018 16.69 3.61  

* p < 0.05 

    表23是五種母親族群的「母親期望教育年數」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五

個母親族群當中，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最高的是外省人，其次是客家人，而後依序

是閩南人、越印柬泰緬人、原住民。經檢定後，差異達統計顯著性，表示當中至

少有兩族群的「母親期望教育年數」不同於其他族群。 

表 23  母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的族群間比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母親族群 N 平均數 標準差 F 

閩南人 2918 16.73 3.60 5.93* 

客家人 492 16.88 3.44  

外省人 121 17.63 3.60  

原住民 270 15.92 3.30  

越印柬泰緬人 217 16.42 3.70  

總計 4018 16.70 3.58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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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線性迴歸分析結果 

表24是「父親對子女期望教育年數」與自變項的線性迴歸分析結果。父親對

子女的教育期望年數，可能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由表24發現，父親的教育年數

如果越高，他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會越高，具有正面的影響，且達顯著，父親教

育年數每增加1年，對子女的教育年數就會增加，0.086年，而母親對子女的期望

教育年數如果越高，她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越高。 

 

在族群方面，我們並沒有發現母親族群，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閩南人

與東南亞來的媽媽們之間有顯著差別，在父親族群方面，同樣沒有發現在客家人、

外省人、原住民、閩南人之間有顯著差別。另外，在子女性別方面，也不會因兒

女的性別差異，而有所不同。 

 

然而，我們發現，婚配模式方面，與東南亞母親結婚的父親，相較與國內女

性通婚（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閩南人）的父親，在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年數

上高於國內通婚的父親，具有正面的影響，且達顯著。 

 

綜上分析顯示，父親的教育年數的的多寡，會影響父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

數，在未控制父親教育年數的情況下，不同族群的父親對不同性別的子女的教育，

以及期望教育年數出現差異，然而，當控制了父親教育年數以後，父親族群之間，

對子女期望教育年數的影響，以及子女是男生與女生，呈現無差異，顯然，父親

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是受父親自己的教育程度的好壞，而有影響，而非是族

群的差異衍生的影響。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與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結婚的這

些父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高於國內通婚的父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

研究者覺得這樣的現象，值得後人在衍伸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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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父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與各自變項的線性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項：父親對子女期望教育年數 

自變項 B S.E 

常數 1.153* 0.175 

父親教育年數 0.086* 0.011 

母親期望教育年數 0.868* 0.008 

母親族群   

  母親客家人 0.083  0.089 

  母親外省人 -0.048  0.166 

  母親原住民 0.021  0.195 

  母親越印柬泰緬人 0.282* 0.126 

  母親閩南人（對照組）   

父親族群   

  父親客家人 -0.113  0.080 

  父親外省人 -0.091  0.146 

  父親原住民 0.245  0.207 

  父親閩南人（對照組）   

性別   

  女生 -0.103  0.055 

  男生（對照組）   

R-square 0.764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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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是「母親對子女期望教育年數」與自變項的線性迴歸分析結果。經表

24，分析後發現，父親的教育年數如果越高，他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會越高，同

時父親的族群，以及兒女性別的不同，都部會因為差異而有影響。因此，我們將

透過表25釐清，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年數是否會受到不同的因素，而產生差異

性。由表25可知，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年數，不會因為母親族群的不同而有差

異，不論是台灣女性（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與來自東南亞的母親

都沒有顯著的差異，甚至不會因為父親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

的不同，而產生差異。 

 

與表23在未控制母親教育年數，產生的外省母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以

及原住民母親較低的教育期望的差異，經控制母親「教育年數」後，產生不同的

結果，顯然，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並不是受到母親族群的不同產生差異，影

響對於子女教育期望的是母親的教育年數，如果母親的教育年數越高，她對於子

女的教育期望也會越高，且兩者有正面的影響，並達顯著，當母親教育年數，每

增加1年，對子女的教育年數就會增加0.073年，而父親如果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

數越高，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越高。 

 

兒女性別方面，母親對於兒女性別的教育期望，亦不會受到性別的不同產生

差異。顯然，母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不因丈夫的族群與自身的族群而有差

異，對於子女期望教育年數有差異的因素，為母親的教育年數影響所致，而非族

群與兒女的性別差異。  



 

53 
 

表 25  母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與各自變項的線性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項：母親對子女期望教育年數 

自變項 B S.E 

常數 1.535* 0.181 

母親教育年數 0.073* 0.012 

父親期望教育年數 0.853* 0.008 

母親族群   

  母親客家人 -0.080  0.088 

  母親外省人 0.139  0.164 

  母親原住民 -0.101  0.193 

  母親越印柬泰緬人 0.166  0.133 

  母親閩南人（對照組）   

父親族群   

  父親客家人 0.042  0.079 

  父親外省人 0.097  0.145 

  父親原住民 -0.192  0.206 

  父親閩南人（對照組）   

性別   

  女生 0.072  0.055 

  男生（對照組）   

R-square 0.764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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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壹、研究目的與價值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世界各國的經濟開始蓬勃發展，臺灣也從早年的出

口貿易國家轉向資本輸出國家（宋鎮照，1993），臺灣因經濟迅速發展，台資企

業，需要大量從事高消耗與污染工業的勞工，隨國內勞動成本上漲及環保意識的

提升，台資企業為壓低勞動成本，將低於臺灣勞動成本的東南亞國家，視為外資

拓展主要對象（江丙坤、楊世緘，1994）。 

我國政府於1993年，推動「南向政策」也形成台資轉向東南亞發展的推手，

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汶萊等，1999年更跨大投資

到寮國、緬甸、柬埔寨、澳洲及紐西蘭等國家，因此，台資企業紛紛至勞動成本

較低的東南亞國家投資及設廠，並派遣國內工作人員駐東南亞國家，而這些派遣

至東南亞的臺灣員工，多數是年輕未成家的男性，這些男性因工作地利關係，認

識當地女性進而結婚，這些台資企業與派遣人員，發現國內與東南亞諸國，具廣

闊的婚姻仲介市場，形成臺灣男性與東南亞女性之間的跨國通婚模式。在全球化

貿易的時代，跨國性的通婚模式，並非是臺灣特有的現象，而是全球性的人口流

動，如美國的跨國婚姻新娘仲介業的廣告目錄中，時常出現亞洲或歐洲女性的介

紹與圖片，供男性來選擇，顯然，男性與不同國家的族群的通婚，是全球性的國

際人口流動現象（Glodava & Onizuka，1994），也形成「商品化的跨國婚姻」（夏

曉鵑，2000）。 

1990 年代開始，東南亞女性與我國男性通婚逐漸增加，隨著跨國婚姻的增

加，在社會上對於東南亞外籍配偶也不斷產生各式不同的看法與討論，而在社會

新聞媒體最常看見的則是，不利於外籍配偶的負面新聞與評價，如「假結婚，真

賣淫」和「詐財，逃跑」等較負面的評論，因此，大眾對於外籍配偶嫁來臺灣的

目的，開始有不同的揣測與觀點，而大眾對於外籍配偶產生負面的看法，可能因

早期的跨國婚姻模式，居多數是透過仲介媒合的「買賣式婚姻」，這群離鄉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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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到臺灣夫家的東南亞女性，又與臺灣因經濟起飛與發展的勞動人力需求，引進

大量的東南亞各國的外籍勞工國籍相近，因此，大眾與媒體多數則對於跨海嫁來

臺灣的東南亞女性移民，抱持著不同的偏見與歧視。 

90 年代後，臺灣跨國婚姻蓬勃發展，東南亞女性也為臺灣男人懷胎生下第

二代，稱為新移民第二代或新臺灣之子。在臺灣生育率下降的情況下，新移民第

二代人數逆勢成長，逐漸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隨著新移民第二代就讀學前教育

及國民教育，大眾開始對於東南亞女性在母職的能力與表現品頭論足，尤其對於

這群年輕的東南亞母親在子女照顧及教育的能力提出了懷疑，國內學者也紛紛對

於就讀幼兒園或國小、國中的新移民第二代的學習表現進行探討，而多數的學者

與媒體指出，新移民第二代在學業表現上，低於國內通婚的子女的學業表現，而

這樣的學業表現結果，學者將這個責任歸咎於，這群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身上，

認為新移民第二代的教育成就表現低於國內通婚子女，源自於母親不利教育所致，

從東南亞女性的國籍、教育、文化、社經地位、價值觀、語言能力、年齡…等等，

甚至以這群東南亞女性的基因好壞作為研究面向，並結論出因東南亞女性婚姻移

民，因於母國的低教育年數、低社經地位、文化風俗不佳、過於年輕缺乏育兒經

驗，使得在新移民第二代的育兒及照顧上產生不利與阻礙，並認為這些東南亞女

性能力不佳，以致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偏低賴建達（2002）；黃富順（2003）；

林璣萍（2003）；鍾文悌（2004）；柯淑慧（2004）；蔡榮貴、黃月純（2004）；李

瑞娟，（2006）；張鈿富（2006）。 

其他部分學者秉持不同的觀點，白秀雄、方孝鼎（2009）無任一證據可證實

新移民子女的學業成就與臺灣男女通婚子女有所差異，王世英、溫明麗、謝雅惠、

黃乃熒、黃嘉莉、陳玉娟、陳烘玉、曾尹彥、廖翊君（2006）跨國婚姻子女的教

育表現好與不好，不因母親族群（國籍）有影響，邱豐盛、鄭秀琴（2005）不論

是國內通婚子女或跨國婚姻子女，在學業成就表現上皆有表現優異與中等者，甚

至國內通婚子女或跨國婚姻子女，兩者間都有學業表現不佳，需加強輔導，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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壎（2004）；蕭彩琴（2004）在學校適應及學習能力以及在國文、英文、數學等

學業表現上，東南亞女性移民子女與國內通婚子女在學校適應、學習能力及學業

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對於影響子女教育的因素，國內學者歸納除族群因素的影響外，影響子女教

育成就表現的因素，陳正昌（1994）；吳元良（1996）；張玉茹（1997）；郭郁智

（2000）；蔡毓智（2002）；張翠倫（2003）；陳麗如（2003）；洪希勇（2004）家

長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將所掌握的財務資本轉換成其他類型的資本，教育

程度越高的父母能給予子女較豐富的學習資產與學習指導，而教育程度越低的父

母，子女因缺乏學習資產不利子女學業表現，而父母教育期望與財物資本的高低

會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表現，顯然，家長的社經地位差異，對於子女的學業表現

有顯著的影響。 

然而，這群透過跨國婚姻嫁來臺灣的東南亞女性，在臺灣的父系社會中，在

性別上受臺灣社會壓迫與歧視，在國籍上更受到不平等的評論。從臺灣男人為何

不在臺灣娶妻生子，卻遠赴東南亞迎娶當地女性原因來探究，發現隨著臺灣經濟

起飛與快速發展，臺灣的家庭模式，開始由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產生

改變，臺灣女性的自主意識開始抬頭，受教育機會與勞動參與機會逐年增加，臺

灣女性的擇偶標準也隨之提升，隨著女性教育、經濟能力的提升，期待嫁個「好

丈夫」得以獲得社會地位向上流動的機會（薛承泰，2003）。 

因此，早年的退伍老兵，乃至後期的偏鄉青年，多是低社經、教育、職業聲

望或是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等因素，無法在國內婚姻市場娶妻，因著各種不利這些

臺灣男人在國婚姻市場娶妻生子的條件，使得這些臺灣男人在國內婚姻市場處於

弱勢。亦因，臺灣父權社會的影響，這些男性對於女性抱持許多期待，如相夫教

子、小鳥依人、乖巧順從等，傳統對於女性婦德的期待，無法在臺灣婚姻市場中

獲得滿足，轉而往國家經濟力低於臺灣的東南亞各國尋覓期待中的妻子（張貴英，

1996；蔡明璋，1996；蔡文輝，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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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臺灣男人並非是經濟地位弱勢而跨海娶妻（鄭雅雯，2000；蕭昭娟，2000；

王宏仁、張書銘，2006），是深受傳統性別文化的影響，其因，國內女性意識的

抬頭，勞動參與及教育水準的提高，女性擺脫過去對於男性經濟的倚賴，男性頓

時失去展現男子氣概及性別優越感，因而部分男性期待透過跨國婚姻來實現理想，

也是已開發國家的臺灣男人，依國族主義的視野角度來看待，發展中東南亞諸國，

抱持對與性別及地位尊卑的想像，在跨國婚姻中「男人當家」的想法被臺灣男人

視為理所當然，在經濟提供者的角色滿足在國內婚姻市場中無法獲取的男子氣魄，

而其研究中越南女性婚姻移民應該是「倚賴、不能自主、低物質需求」的理想妻

子與對於「婦德」的想像，這樣的「權力與順從」關係，正加深社會對於女性移

民，須具備臺灣傳統婦德中順從與倚賴的連結（王宏仁、田晶瑩，2006）。 

顯然，臺灣男人跨海迎娶東南亞女性的目的，除了傳宗接代外，同時是為了

滿足自己對於女性婦德的期待與自身男子氣魄，而臺灣男人透過迎娶東南亞女性

語言的隔閡，使語言不通的妻子更仰賴丈夫，已滿足男子氣魄的需求。由此可知，

東南亞女性嫁來臺灣本來就受到性別歧視，而不同於臺灣的國籍使得這些東南亞

女性在對於子女教育上被持已偏見與汙名。 

本研究對於國內相關研究，將新移民第二代的教育成就，低於國內通婚家庭

子女的原因，歸咎於東南亞女性的族群、文化、教育、社經地位、價值觀、語言

能力、年齡等，不利教育子女的因素，並認為東南亞女性對子女教育期望也低於

國內通婚母親，抱持不同的觀點。 

東南亞女性婚姻民在臺灣面臨「性別」及「族群」的雙重不利，而國內學者

卻期待，東南亞女性在家庭中對於子女教育的影響力高於丈夫，進而影響子女學

業表現低於國內通婚子女，這樣的論述令本研究保持懷疑，東南亞女性在面臨雙

不利的情況下，即使對子女的教育期望高於丈夫，也難以影響家庭地位較高的丈

夫的決策，而國內尚未有針對東南亞女性對於子女教育期望之研究，本研究認為

東南亞女性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須被釐清，因為我們往往會做一種不對等比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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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事務，如單以族群來檢視子女的學業表現好壞，而未考量父母的社經地位與

教育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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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檢視教育期望在不同族群的父親與母親之間是否有差異，採用 2010

年「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小學四年級學生及其父母為樣本，運用線性迴歸

分析，估計家長教育年數、家長族群、兒女性別等因素，對家長對子女期望教育

年數之影響，得到研究發現如下： 

一、父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不因族群不同而有差異。 

二、母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不因族群不同而有差異。 

三、本國父親與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結婚，本國父親對孩子的教育期望越高。 

四、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不低於臺灣內婚女性。 

五、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受家長自身社經地位影響，家長的社經地位愈高，

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愈高。 

六、父親與母親不因子女性別不同，影響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經「父親對子女期望教育年數」及「母親對子女期望教育年數」與自變項（父

母親教育年數、父母親期望教育年數、父母親族群、子女性別）線性迴歸分析，

發現父親對子女期望教育年數，會受父母親本身教育年數的高低而有影響，父親

的教育年數如果越高，他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會越高，而母親亦與父親相同，母

親的教育年數如果越高，她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會越高。 

在「族群」方面，父親四種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與

母親五種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東南亞女性移民），不論父

親與母親的族群是否不同，或為同質性婚姻，都不會影響雙方對子女的期望教育

年數。 

在「子女性別」方面，在尚未控制「教育年數」時，發現父親對兒子與女兒

的平均數，分別為16.75年及16.62年，而母親對男孩與女孩的平均數，為男孩16.72

年、女孩16.68年，兩者經檢定發現有差別，顯示母親對兒子的教育期望高於對

女兒，然而，當分別控制父親與母親「教育年數」，發現父母雙方對子女期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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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年數，不會因兒女的性別不同，而有差異。 

在未控制教育年數之前，表14，父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的族群間比較-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外省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最高且顯著，與原住民父親

差很遠，但經控制「父親教育年數」後，原先外省父親及原住民父親的顯著效果

就消失；表15，母親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的族群間比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在未控制前，一樣為外省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最高且顯著，與原住民母親差最

多，但經控制「母親教育年數」後，原先外省母親及原住民母親的顯著效果就消

失，顯然，父親與母親的族群並不會，影響對子女的期望教育年數。 

而有人說外省人對子女教育期望好像比較高，研究者認為會有差異的不是因

為「外省人」這個族群的因素，而是外省人的平均教育程度比較高，才顯得對子

女的期望教育較高。而族群之間的教育差異，也不是因為「族群」而產生，而是

這些族群的社經地位差別，例如，原住民父親的教育多數偏低，倘若拿相同教育

程度的外省人與原住民相比，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是沒有差別的。亦即，因外

省人平均教育年數（學歷）比較高，才會得到「外省人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較高」

這樣的結果。母親的族群也是相同的結果，外省母親平均教育年數，相比高於原

住民母親的平均教育年數，然而，若以外省母親與原住民母親，使用相同教育年

數（學歷）為標準來比較，則一樣會顯示無差別。也曾聽聞有人說原住民的子女

教育表現不好，是因為原住民比較不聰明所致，造成有對子女教育期望產生差異。

綜上討論顯示，影響家長對子女的因素，不是因為「族群」與「基因」造成的差

異，而是族群之間不對等比較所得到的錯誤結論。依本研究結果顯示，跨國婚姻

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並不會低於本國的母親，因此，社會上對於這些外籍母

親依然存在偏見與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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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2010年「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調查」 (Pingtung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簡稱PELS)，是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劉慶中校長指示規劃及

建置之長期性資料庫計畫，主持人為屏東教育大學陳正昌與陳新豐教授。此資料

庫是針對民國99至101年度屏東縣國民小學四、五年級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為

期三年之長期追蹤調查。 

雖然「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調查」，主要以屏東縣地區，做為調查施測縣市，

研究者採用「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調查」之原因，為「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調查」

是現今較具有系統性，且能完整蒐集新住民與新移民第二代的教育其其他資料，

如家長教育程度、家長對子女教育期望、子女對自己的教育期望、子女性別對教

育期望的影響，以及父親與母親的族群數據，並進行三年的長期追蹤調查資料，

整體而言相當完整。 

然而，研究者相信雖然在地區上受到限制，但「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調查」以

含蓋蒐集相當數量的新住民，已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至於該長期追蹤調查，是否

具有能推估至屏東縣以外的縣市，研究者認為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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