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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411074217 社學三 周育瑛 

二、申請類別：他國社會研究 

三、計畫主旨：家庭排行責任對婚姻移民決策過程之影響 

四、實踐動機與目的 

作為新二代，從小我便時常聽媽媽分享她從越南嫁來臺灣的經歷，那是一段獨

特的、痛苦的、辛酸的、應被紀錄的，屬於一代人的記憶。而今年，當我在全球化與

跨國移民課堂學習到重視家庭決策的新經濟理論後，我發現母親與其家庭的移民過程

似乎可以與新經濟理論進行對話、碰撞。新經濟理論係從核心家庭、風險考量、理性

等角度切入移民決策，但母親處在的大家庭與其決策過程，能補充原先新經濟理論與

移民研究脈絡未顧及到的面向，如感性的家庭連結、家庭排行責任。這些元素同樣會

影響到家庭如何進行策略性婚姻，同時，隨著移民增加，提高了家中經濟並降低了移

民風險，也會達到連鎖性移民的效果，進而又影響了家庭的婚姻移民決策過程。 

因此，藉由本次研究，我欲回答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一）除了理性的遷移原因外，感性的家庭連結或排行責任是否也會導致不同的遷移

決策？ 

（二）家中經濟改善及移民風險降低，如何影響家庭對策略性婚姻的遷移決策？ 

 

五、實踐內容 

筆者預期透過半結構式訪談，瞭解以家庭為單位做婚姻移民決策的過程與考量

因素。研究對象為住在越南芹苴農村的一個家庭，家中共有十位兄弟姐妹（男：家庭

排行二到四及十一；女：家庭排行五到十），在 2000年初跨國婚姻興起後，家中的姊

妹陸續以婚姻移民的方式嫁到臺灣及馬來西亞等國。因此，本研究欲藉由訪問該家庭

中的女性，瞭解二十年前該越南家庭中如何實踐策略性婚姻，並著重關注其中感性家

庭連結、家庭排行責任等面向。研究對象如下： 

家庭排行 配偶國籍 語言能力 

五 越南 越南文 

六 臺灣 越南文、中文 

七 越南 越南文 

八 馬來西亞 越南文、中文 

九 馬來西亞 越南文、中文 

十 越南 越南文 

*註：在越南，子女排行從「二」開始。 



另外，因研究對象分散於臺灣、越南、馬來西亞等國，若實際面對面訪談會耗

費過多時間與金錢成本。因此，除了身處臺灣的受訪者會進行面對面訪談以外，本研

究將透過線上會議軟體與位在他國的研究對象進行訪談。 

 

六、預計時間及地點 

預計於 2024年暑假，在臺北對在臺受訪者進行實體訪問，並於筆者家中線上訪

問其他位於他國之受訪者。 

 

七、預期收穫 

本研究期待能從感性家庭連結、家庭排行責任與策略性婚姻、連鎖性移民等觀

點切入，補足除了移民研究中新經濟理論探討的理性、風險外的另一個面向，了解家

庭排行責任與其他感性因素將如何影響家庭的婚姻移民決策。 

 

八、經費預算 

項目名稱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交通費 採用實體訪談之研究對象居住於臺北，

故通勤地點為新北三峽至臺北市區。因

可能有補訪需求，預計訪談兩次。 

趟 

(單程) 

4 100 400 

翻譯費 因六位研究對象中，其中三位無法以中

文採訪，故屆時會請精通越語朋友擔任

現場翻譯，並給予翻譯費感謝。 

次 3 1,000 3,000 

逐字稿謄

打費 

本研究將交由能語音轉文字的 AI 完成

訪談逐字稿。（預計使用 MyEdit 網

站） 

月 2 300 600 

希望之補助金額共計 4,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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