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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自 1980年代開始，跨國婚姻數量基本上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而外籍

配偶當中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經濟後進國家。隨著外籍配偶人數的增

加，研究有外籍配偶家庭此一新興現象也成為學術界和實務界所關懷的對象。其

中伊慶春、章英華分析 2004年台灣社會意向調查電話訪問資料發現，社會接觸，

尤其是對親友網絡間的實質接觸經驗，明顯減低對越南藉媳婦和大陸媳婦的社會

距離，並顯示較親近的族群態度。伊慶春、簡文吟、章英華分析最近之 2008 年

社會意向電話調查發現，與大陸配偶有實質接觸經驗者，對於大陸新娘的通婚態

度最友善，顯示最小的社會距離；而與東南亞外籍配偶有實質接觸經驗者，也會

顯著提高對東南亞外籍媳婦的接受度。 

 本研究則欲利用作者在 2007至 2008年進行之國科會計畫「外籍媳婦與台灣

婆婆互動關係之探討」，針對有大陸和東南亞藉媳婦的台灣婆婆所蒐集之深入訪

談資料，和伊慶春等人之量化研究結果進行對話，以了解台灣婆婆們在外籍媳婦

入門前的心態為何？而媳婦娶入門後，台灣婆婆又是否會為拉近距離而開始進行

異國文化的認識？同時，對照外籍媳婦的訪談資料，作者欲了解每天生活在同一

屋簷下的實質接觸，是否確實讓外籍媳婦感受到台灣婆婆最親近之社會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