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度第 1次金門縣新住民事務推動委員會暨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9日（星期五） 

二、 會議地點：金門縣政府第一會議室                 紀錄：張靜宜 

三、 主持人：陳福海縣長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持人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及相關單位參與今年第一次的新住民事務推動委員會暨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的聯繫會報，縣府本於「來到金門，我們就是一家

人」的初衷，讓來到金門生活的新住民朋友，在生活適應上能夠有一個更

好的環境，於此邀請各位共同參與本縣新住民事務的推動。在金門有許多

來自各個國家的新住民，如有需要協助及照顧的部分，縣府也願意承擔及

面對，共同為這塊幸福的島嶼一起努力。 

  透過本次委員會，同時也請社會處幫忙檢視，隨時掌握有關新住民朋

友在金門生活的點點滴滴，希望縣府可以在這個部分盡一份心力，各位委

員及網絡單位可以藉由此次會議，彼此集思廣益，共同協助及營造新住民

朋友在地更好的生活環境與發展。 

六、 幕僚單位報告：請參閱會議簡報 



主持人： 

各個新住民團體在生活適應及其運作執行過程中，有需要縣府及有關單位

協助及精進的部分，可以藉由本次會議提出，縣府針對新住民所提供的相

關福利措施，包含來自社會處、衛生局、教育處…等單位多面向的服務。請

社會處協助統整各單位需求，並針對縣府研議的策進作為及協處方式來做

提報。請各位委員針對新住民今年度各項提案建議及想法，都可以提出討

論及提供相關單位後續研議辦理。 

（一）金門縣新女性權益協會戴紅理事長： 

1. 隨著疫情趨緩，目前相關活動及兩岸交通往來已逐步開放，小三

通復航也讓許多想回家探親的姊妹，節省不少的交通費用，民生

經濟及相關就業的狀況也逐步回溫，自營生意的收入也比疫情期

間改善許多。 

2. 關於活動場地租部分，當協會在辦理人數超過 100人以上的室內

活動時，縣內可提供租借的場地比較有限或不易租借，請相關部

門協助。協會原本預計於端午節辦理活動，因參與人數較多，無

法租借到適合的場地，遂將活動順延至中秋節辦理。 

主持人： 

1. 預計在端午節左右，開放大陸觀光客來金門但不另赴台的規劃，

係目前努力的方向。金門需要更多的旅客人潮，無論是民宿業或



餐飲業等，縣內的各行各業才能活絡發展。就目前兩岸的氛圍，

金門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促進兩岸友善發展及更多的交流。 

2. 縣府現有文化園區的場地提供給理事長參考。目前縣府正在盤整

本縣閒置的空間，以及後續活化使用的規劃，各協會如有場地借

用的需求可以提出，再由縣府協助場地媒合及相關租借事宜。 

（二）金門縣新住民互助協會胡崢嶸總幹事： 

有新住民姊妹詢問關於大陸眷屬來金探親事宜，目前該名新住

民係持有居留證，這次有開放一等親父母探親，但其在前往金門時

被告知無法透過小三通方式前來探親，藉本次會議提出來與大家討

論。 

移民署金門縣服務站鄭明昌專門委員兼站主任： 

關於金門縣新住民互助協會胡總幹事提到的問題，目前小三通

的政策，係開放國人配偶、子女及父母親能夠經由小三通方式前來，

而金門地區未領有身分證的新住民在其眷屬探親部分，交通方面可

能較為不便，這部分服務站也會努力與陸委會反映，希望能夠及早

做出政策上的調整，這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三）金門縣新移民互助協會王艷萍理事長： 

之前受限疫情關係，造成照顧服務員證照考試在實體課程部分

無法進行，協會也協助參與證照考試訓練的新住民姊妹透過線上課



程方式學習，但在術科部分，由於金門缺少檢定的場域，導致許多人

雖然通過學科測驗，但未於 6 個月內進行術科測驗而失效，引發不

少抱怨，畢竟大家耗費時間學習，卻因為最後術科沒有完成，無法取

得照服員證書，進而投入就業職場。不論是在地金門人或是新住民

姊妹，許多人都需要一份工作，從事長照工作雖然辛苦，但至少相對

穩定，對於家庭經濟的維持提供不少的幫助，希望縣長及相關單位，

能夠協助通過線上學習的學員，在術科的部分可以安排於松柏園實

習，協助新住民朋友後續結業證書的取得。 

縣府社會處李廣榮副處長： 

每次於金門大學辦理照服員課程後，其在術科方面有些許限制，

近三年受到疫情的影響，受限松柏園及福田家園等機構其人員流量

控管因素，導致在術科的安排上無法一次到位，而後協調採分批方

式進行。隨著疫情解封，社會處今年也請金門大學協助辦理相關實

務課程，預計在 8月底左右開課，並於 6月 5日至 6月 10日開放報

名，有歡迎有需求的新住民朋友報名參加。 

  縣長就任後，相當關心於金門考照的長期規劃，在 6 月 6 日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的分署長來到金門，也支持縣

長提出於社福館地下一樓原餐廳處設置照服員考照場所的構想，不

過鑒於考照場所有一定面積設置及設施設備的規劃要求，這部分由



於該場地空間較小，不過希望可以配合金門等外離島的特殊性來進

行規模上的調整，如床位設置數量的酌減等。 

  針對理事長的建議，目前規劃從兩個部份去解決，在術科部分，

納入現有參訓學員今年安排至松柏園，因為礙於 6 個月內完成受訓

的限制，赴台參訓恐舟車勞頓，且緩不濟急增加新住民朋友的負擔，

縣長針對這個問題也責成社會處提出正面及時的解決方式，使姊妹

們可以如期至松柏園完成訓練，另外已完成線上學科學習的夥伴，

將持續協調金大與松柏園合作加開術科實習課程，因受限員額問題，

每班次是 15人，會與協會確認完成線上學科者後續訓練需求人數，

並安排適切的時段，俾利完成術科訓練。會後將持續與理事長針對

細節討論，協助新住民姊妹順利取得相關證照。 

（四）國立金門大學顏郁芳教授兼任國際長 

1. 關於小三通部分，在此感謝縣長，因受到疫情影響，造成本校陸

生在疫情期間往返不易或無法回家，這次有許多陸生的家長係透

過小三通方式前來參加這次的畢業典禮，當他們抵達岸邊的時候

那種感動的情緒，因為他們沒想到在這波疫情過後不用另外再經

由臺灣輾轉來到金門，而是透過小三通的方式直接前來金門參加

子女的畢業典禮。這幾天接待幾位陸生的家長，是從比較遠的城

市來到金門，他們心情是充滿感動的。 



2. 新住民業務雖然跟學校有些距離感，但其實學校有香港、大陸、

菲律賓…等來自許多國家的外籍學生，他們目前也都生活在金門

這塊土地上，算是在金門短期居住的新住民，有些關於新住民的

活動可以一起合作來辦理，這幾年來也都與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的同事保持聯繫，日後在相關活動或課程辦理上，有需要人力的

支援補充，學校方面也可以提供協助。 

3. 關於證照考試以及中文學習的部分，金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轄下有一個華語文測驗中心，可以提供給新住民及其子女，協助

相關證照輔考，不需遠赴台灣本島，在金門大學就有一個現成的

考照場地提供給大家。 

主持人： 

  謝謝顏老師，金門大學是全縣未來發展的智庫，學校提供雄厚

的人力資源及師資，學生願意融入與參與在地各項事務，與社會處

等網絡單位，尤其是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各級學校來做連結，在

於活動的策辦，來自各個國家的學生能夠樂意協助金門在地的鄉親，

呈現在地多元色彩，同時吸引更多的學生們投入。善用金門大學優

秀的師資及人力資源，也希望學生們在學習的過程能夠產生對金門

在地的情感連結，甚至可以留在金門工作就業。考照的部分，請社會

處與學校共商相互協助及資源挹注後續規劃，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



效果。 

（五）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金門縣榮民服務處游文勇處長 

從會議資料看出縣府在新住民各項活動推廣是朝多元面向規畫，是

具有相當的成效，但在資料中看到其中家庭暴力案件的部分，新住

民案件占比將近 14%，以本縣 2,900 多位新住民相對應本縣總人口

數而言，比例偏高。在輔導方面要如何預防及降低家庭暴力，建議可

以透過教育的方式來進行，有兩個較為恰當的介入時機，一個是在

入境面談或在領取居留證的時候，且對象不應侷限在夫妻當中的新

住民成員，本國籍的配偶，尤其是男性，也應該共同參與相關的家庭

教育，不論是夫妻間或婆媳間等關係的相處教育，或許可以預防或

減少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或者可以透過強制性的教育及測驗的方

式，讓通過測驗的夫妻雙方方能進行後續的領證作業，達到減緩家

庭暴力發生的情事。 

主持人： 

夫妻雙方來自兩個不同的文化及生活環境，尤其在早期，這樣的家

庭組合型態在相處及生活適應上的確會產生些許問題，轉而社會處

及相關單位尋求協助，請社會處針對這些個案予以列管，提供處遇

及後續追蹤服務，像是如有家庭就業的問題等，縣府也都可以提供

協助及資源連結。 



七、 本會幕僚單位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 

八、 各單位業務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主席結論： 

今天是本年度第一次的新住民事務推動委員會，很多事情縣府都可以提供

協助，因為「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每一季都會帶領縣府的團隊下

鄉辦理「與鄉親有約」活動，不只是我個人，而是希望整個縣府團隊都能協

助鄉親解決問題，秉持當初從政的初衷，心存善念為鄉親盡心盡力，一起

來為大家創造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更安居樂業的幸福島嶼，並感謝各位

的今日的參與。 

十一、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