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第八卷第三期  
2018 年 12 月 頁 35-98 
DOI: 10.3966/222372402018120803002 

研究論文 
 

 

跨界前線： 
揭開金門人口紅利下的社會風險

*
 

 

劉香蘭** 

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10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2 月 1 日。 
* 本文全文發表於 2018 年 6 月 29、30 日由金門大學和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共同主

辦之「高齡社會：參與、安全、照顧」學術研討會，在此特別感謝回應人國立中正大

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張世雄教授提供寶貴意見以及義守大學公共政策及管理學系

暨研究所黃志隆教授之回饋。作者感謝教育部高教深耕特色研究中心計畫及國立中正

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CIRAS）的支持。本研究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補助計畫一

部份〈前線金門、前線家庭：金門家庭之生命歷程發展理論分析（2017-2019）〉

（106-2410-H-507 -003 -MY2），感謝科技部支持。 
** 通訊作者：liu2013220@nqu.edu.tw 



36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中文摘要 

 

    金門人口外移雖與其他偏鄉情況相似，不同的是金門卻有大量的流動與遷

移人口，此現象被低度關注。本文運用次級資料與政府檔案分析法，整理不同

時期金門人口遷移與流動的現象，將其與各種制度發展與轉型連結。研究核心

發現是金門在人口紅利的表現下，無法扭轉當地青年繼續外移，造成人口分布

不均，而移入者在生命歷程轉銜時期遷入金門，造成分隔家庭和特定風險，金

門與其他地區之人口交換衍生照顧赤字和社會問題，需要國家介入。 

 

關鍵字：人口變遷、流動、遷移、金門、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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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金門一直是一個對世界開放的島，僑鄉時期金門男性向外流動與東南亞市

場連結，戒嚴後，金門青年進入到臺灣工業發展的勞動市場，隨著兩岸互動與

開放以降，金門成為兩岸和跨國流動的中繼站與轉換站，更因中國經濟崛起，

區域政治與經濟的變化，金門夾在臺灣、大陸兩個經濟競合、政治角力間，為

求生存，從和平島、知識島、觀光島、福利島等的定位，使金門人口產生重大

變遷，讓金門雖被界定為偏鄉離島，有人口外移的一面，但卻有一般偏鄉離島

不同的社會增加率與流動率，2015 年金門人口總增加率為 38.97%，為全國之

冠，社會增加率為 34.01%，也是全國之冠（內政部，2016：18），說明了離島

金門在人口外移之際，有更多的移入人口，如今金門幼年人口是全國最低、青

壯年人口是全國最高、撫養比也是全國最低（內政部統計處，2018），處於「人

口紅利」期（population dividend）1，其從一個人口外移到人口匯集之島，其歷

程和背後的制度性脈絡較少系統性的探索，也較少討論遷移產生的特定風險。

為此，本文關注金門人口變遷中流動與遷移的現象與影響機制，並從生命歷程

的角度探索遷移可能產生的風險，勾勒未來研究的方向。 

 

                                                      
1 通常以總扶養比在 50％以下，即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 66.7％以上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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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與文獻檢閱 

 

一、理論觀點：生命歷程理論與遷移的連結 

 

（一）生命歷程理論 

生命歷程社會學的發展起於 19 世紀初，受到發展理論和心理學的生命週期

理論的影響（Mayer, 2004），而生命歷程的概念由 Leonard Cain 首創，其在 1964

年〈Life Course and Social Structure〉文中最先討論生命歷程理論的內涵，一開

始是以年齡為主的類屬，研究社會按年齡建構的層級關係（Marshall and Mueller, 

2003: 5），1970 年後關注於歷史和國家制度如何型塑個體與群體的生命歷程架

構，重視歷史比較分析和跨國比較分析方法（Mayer, 2004）。1990 年間因為人

口老化和家庭型態轉變備受關注，轉而著重於個人生活、個人史與社會經濟脈

絡的連結，認為年齡相關的階段變遷是社會建構，尤其是系統性的階段變遷

（White, 2005）。1990 年後生命歷程研究量大增，朝向國家級大型資料庫的規

模，進行量化取向生命歷程研究（Shanahan, Mortimer and Johanson, 2016: 2).，

2003 年初版《The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studies》對生命歷程理論的原則、

架構與方法學有系統性的整理，2016 年該書再版，特以「生命歷程研究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ife course studies）為概念反映生命歷程研究已有跨科際整

合和跨國性研究的成果，並有科學化的標準與形式（Bynner, 2016:27），對於未

來研究的發展強調長期研究的基礎和世代與空間關係為主要焦點; ( Bynner, 

2016: 27-41; Michael et al, 2016: 1-7）。 

    生命歷程研究的發展愈來愈整合其兩個傳統脈絡，2本文偏重以歐陸傳統的

                                                      
2 生命歷程理論傳統另一個是北美傳統，關注個人行動者在壓力結構下的生涯選擇與地

位轉變，重要概念包括軌跡、階段變遷（transition）、生涯、社會時間、累積的優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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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歷程觀點為主，強調社會結構如何產生轉折點、社會風險和影響個人行為，

如德國生命歷程研究關注制度對個人生命歷程的影響，包括國家政策與制度如

何型塑生命歷程架構，產生生命歷程制度化或「常態化」，以及群體實存生命歷

程軌徑產生去常態化，國家如何再形塑集體生命歷程（施世駿，2002）。歐陸系

統的生命歷程理論主要概念是風險、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序列等（Marshall 

and Mueller, 2003: 18），以序列分析（sequences analysis）建構人生階段性變遷

的樣態。 

    由於生命歷程理論關注生命歷程和社會變遷的鑲嵌性（Kruger, 2003: 48），

形塑生命歷程的規則性有三種特定機制，包括制度性生涯、國家介入與規範、

累加的持續性，透過個人參與社會不同次系統的程度、個人內在動力和前一階

段如何影響未來發展，便能建構出群體差異（Mayer, 2004），透過世代或同齡

群體（cohorts）研究便能掌握時空下多元和變異性，此便是生命歷程理論強調

的代間與代內比較分析策略。其特色是強調長期性、持續性和脈絡性，也愈來

愈強調人在不同領域的探究（Marshall and Mueller, 2003: 9-24）。 

    對本研究而言，全球化下人的流動和遷移打破疆界，改變個人與群體生命

歷程樣態，也挑戰國家人口治理，遷移也非單一國家和單一地方全面掌控，一

個政府或國家如何再形塑個人或群體生命歷程的結構？對金門而言尤其重要，

其經歷戒嚴人口嚴重外移，如何蛻變為人口社會增加率偏高的離島，透過那些

機制與政策形塑新住民的生命歷程？形塑金門人世代生命歷程的異同？生命歷

程理論提供一個視野掌握人口遷移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劣勢、相連的生命，以個人日記與敘事為主要方法。序列形容地位或狀態因改變產生

的轉型（劉香蘭、古允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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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變遷中的遷移 

    近代人口學家郝塞（Hauser）和鄧肯（Duncan）將人口學定義為研究人口

數量的多寡、地區分佈、特性組成及導致此人口變化之因素（出生、死亡和遷

徙等）之學問（環境科學大辭典，2002），其以個體為分析單位，分為靜態人口

學與動態人口學，前者討論人口數量、組分布之特性，後者則分析影響人口數

量、組成和特性之影響條件。在人口出生的部分近年因少子女化早就是國家介

入之地，人口死亡因為營養和醫療科技的發展有效降低死亡率外，造成人口長

壽化，也已發展出高齡社會或超高齡社會的政策。而人口流動與遷徙是現代國

家人口治理的一環3，並隨著戰爭難民、氣候難民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各

種跨國與跨界的工作遷移、婚姻移民等，再人口治理中愈來愈重要，成為近年

各國政策關注所在。 

    遷移（migration）界定為人從一個地方流動到另一個地方，其是一種通稱，

包括長距離的遷徙（migration）與短距離的移動（movement）（洪嘉瑜、銀慶

貞，2008）。Findlay, Coulter, and Gayle（2015）區分移動（mobility）與遷徙

（migration）兩個概念，遷徙傾向是事件，採事件分析法了解遷移對誰造成的

影響，較傾向以短期橫斷研究，而移動是一種關係，是人在特定時間、空間下

與特定空間上的人群、文化、社會發展或改變關係，需要透過長期研究了解相

依生命的變化，蘇淑娟（2018：357）將 mobility 界定為移動能力，表達技術或

是經濟能力之影響，讓人一而再再而三在空間流動的可能性，張瓊慧與梁一萍

（2018：9）提出移動之民的概念，強調去除國族和疆界的狹隘定義，將華人遷

移放在全球化和跨國移動的本質。本文並不區分流動與遷移（兩者可能交互使

                                                      
3 人口治理制度分廣義與狹義，前者是包括國家管理境內人口從出生到死亡之人口事件

的相關制度；狹義是此管理制度包括執行登記與資料管理的國家行政機構、與對被管

理人口的行政規範（林宗弘、曾慧君，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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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認為兩者不僅是空間改變，更是關係的變化，移動是一種特定在地理空間

的遷移能力，這些概念有助分析進出金門的人口特性、型態、對其個人和金門

社會產生可能的影響。 

（三）生命歷程與遷移的連結 

    Findlay 等人（2015）指出生命歷程具流動與遷移的本質與意義，在全球

化浪潮下政治與經濟系統的變化，牽動人口遷移，打破有形之地理疆界，也弱

化邊界的意識（Nivalainen, 2004），改變個人與家庭的生命歷程。而遷移強調以

空間為中心的分析，社會空間反映自然環境與社會組織間的特定關係，也反映

社會結構的構成要素，尤其是群體與地方的關係（徐崇基，2018：94），透過遷

移研究最能凸顯這些交互作用的本質與關係。因此，以地方與空間為中心發展

的移民或遷移學相當重要（Waters, 2006），以探索某些地方較易（或不易）成

為人之嚮往遷移之地的理由。 

    傳統遷移研究的主題多探索遷移者特性、方式、對個人和當地的影響（洪

嘉瑜、銀慶貞，2008），忽略人存在於相依生命的幅度，更忽略長期性和持續

性的幅度，使得傳統遷移研究往往存在的各種二元分類，包括長期 vs.短期遷移、

國內與國際遷移、經濟目的與非經濟目的的遷移、自發的 vs.強迫的遷移（黃佳

媛、姜蘭紅與陳端容，2012），此外，遷移者是誰？是男性或是女性？主要遷移

者或是依親者？個人遷移與家庭遷移，同樣存在二元分類，更不要說遷移研究

牽涉到較低度發展中國家（或地方）的人流動到較高度發展的國家（或地方）、

勞工遷移或是專業者遷移，存在各種階級、國家和區域政治經濟的二元分類。 

     從生命歷程觀點可能打破上述種種二元分類，並能從微視層次分析人人的

遷徙，連結到具影響力的中介層次相關的體制和制度，並連結鉅視國家和全球

的政經結構。Clark and Withers（2007）認為遷移是生命事件與空間互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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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遷移可能反映各地或跨國的制度間交互作用下人與家庭的選擇結果，為什

麼遷移、誰遷移、在哪個人生階段遷移、單獨或一起遷移、透過甚麼途徑與管

道等等，反映遷移並非是個人理性簡單計算，而是一種能動性的展現，改變人

既有的所有關係。Plane, Henrie, and Perry（2005）直接指出了解美國城市遷移，

生命歷程是一個有利的解釋因素。 

    把生命歷程帶入遷移是 Shanahan, Mortimer and Johanson 編著（2016: 7-8

《The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2016）再版書的關注，並連結風險與不幸。

遷移特定風險（migrant-specific risks or vulnerabilities）是 Locke, Selley and Rao  

（2013）提出的概念，其將生命歷程概念納入女性跨國遷移的研究，發現遷移

衍生每天再生產的重組引發家庭關係的張力，而異地可能未有因應的社會安全

網絡所致。本文認為從生命歷程觀點，強調遷移特定風險或脆弱是指遷移者和

原居住地、移居地之各種制度存在衝突或阻礙成功轉銜的狀態，影響人與家庭

的融合和福祉。 

 

二、臺灣遷移相關的研究 

 

    本文將臺灣遷移文獻按照國內遷移（境內遷移）或國際遷移（境外）兩類，

境內遷移文獻方面，薛立敏、曾喜鵬、謝鈺偉（2007）與洪嘉瑜、銀慶貞（2008）

偏重臺灣人口遷移整體描述，洪嘉瑜、銀慶貞發現遷移者以男性為主，並以工

作因素為主，而女性遷移的理由是家庭與婚姻因素。薛立敏和曾喜鵬等發現遷

移標地已從臺北與高雄往其他地方發展（如臺中、桃園等），臺灣島內遷移軌徑

多與經濟發展下產生空間再分配有關（蔡宏進，2004），也和各地就業市場、住

宅市場的發展有關（薛立敏、李中文、曾喜鵬，2003）。境內家庭遷移文獻主要

是陳淑美、張金鶚（2002；2004）探討三代同堂家庭存在特定遷移型態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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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這些研究偏重臺灣島內的遷移，討論臺灣島和離島之間的流動只有江柏

煒（2013）論及金門軍管時期下的人口與性別失衡。 

    國際遷移文獻包括移出、移入兩類，前者如臺灣人外流的狀態，後者是外

國人遷移到臺灣。臺灣人到國外的驅力是深受國際遷移政策、國際經濟分工、

國際教育系統的分布有關。如 1960 年代起因國外移民法令的修訂，臺灣人經

由留學、工作及投資等管道，陸續遷徙定居於美國、加拿大、澳洲等都會郊區，

1980 年代到臺灣人流向東南亞較多（顧長永，2006），自對大陸開放後，愈來

愈多臺商與其家庭遷移與居住在大陸，1990 年代起紐澳開放移民，臺灣人隨之

跟進（宋郁玲，2002），2000 年以後歐美、大陸和東南亞經濟的消長，臺灣年

輕人轉向亞洲（顧長永，2006），呈現「臺灣人到世界」遷移軌徑轉向「臺灣人

到大陸」，近年愈來愈多學者研究臺灣人到大陸的適應與背後的結構性脈絡，有

的從臺商與其家庭著手（Lin, 2013），有的從臺青到大陸教育著手（吳伊凡、藍

佩嘉，2012），曾嬿芬（2012）發現臺灣人到大陸工作是階級化的現象，發現到

大陸的臺灣人有年輕化的趨勢。這些臺灣人遷移到大陸的研究，強調國家層次

的法規與制度，並強調階級的影響，隱含著優勢階級（或家庭）能突破重圍流

動到國家不支持之地（Tsai and Chang, 2010），這些研究從臺灣本島為中心的角

度，缺乏離島經驗，江柏煒（2013、2018）討論金門人僑鄉時期向外遷移並在

海外建立金門鄉圈的經驗，但忽略今日金門更是跨境與跨界流動之地。 

    在移入相關研究主要環繞於外籍移工與跨國新娘，發表量在 2000 年以後發

表量增加（宋郁玲，2006），代表性的文章如夏曉鵑（2002）、藍佩嘉（2008）

等，爾後相當多的文獻關注在調適、權益、族群和國族界線、空間關係等等，

這些文獻論述全球化下人移動和流動的現象，尤其女性遷移化的趨勢，將臺灣

遷移研究帶入性別觀點。金門至今只有一篇是討論跨國婚姻下的家庭需要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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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楊志誠、何清松、葉肅科，2016），可惜之處該文未將金門跨國婚姻的現象

帶入金門之地理特性討論。 

    臺灣遷移相關文獻偏重臺灣本島這個疆界（或者是國界），難以適用於離島

金門，乃因金門從歷史上便與福建省有文化與血緣的淵源，戒嚴後人口流動才

受到管制，自兩岸開放後金門成為人口集中與轉換地，使金門成為一個特定空

間，既有記載金門遷移的集體記憶，多集中在僑鄉時期的人口外移和軍管時期

軍人駐軍和青壯外移的討論（江柏煒，2013），解嚴後與金門人口遷移有關的討

論多放在小三通政策評估架構（薛承泰，2002；紀博棟，2013），對金門近年數

十年人口變遷的描述雖有劉香蘭（2018a；b），但其較少討論遷移和流動，也未

分析影響遷移與流動的條件。綜合以上文獻整理，本文企圖從離島金門的位置，

連結生命歷程概念，掌握進出金門的人口流動與遷移，並討論因此所產生之風

險（migrant-specific risks or vulnerabilities）和政策反思。 

 

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為能捕捉金門人口變遷的歷程，本文採取次級資料分析、政府檔案資料分

析之連結作為研究策略。 

 

一、資料蒐集 

 

次級資料分析主要是透過蒐集內政部全國戶籍資料、金門縣政府網站、出

入境管理等官方統計資料為主，尤其是金門縣政府網站有社會指標統計、金門

縣政府統計年報、金門縣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金門縣重要統計指標等，掌握金

門人口資料，此於 2017 年 10 月開始蒐集至 2018 年 5 月完成。而檔案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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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能提供豐富脈絡性資料（林世華、陳柏熹、黃寶園、傅瓊儀、趙如錦譯，

2005：295 -300），本文以政府公開檔案與出版品為主，研析影響金門人口變遷

的制度脈絡。在金門縣政府各文件與出版品，以金門縣白皮書地方發展永續白

皮書（金門縣政府，2009a；黃世民，2009）、金門縣志、縣政府公報、金門縣

綜合發展計畫和施政報告為主要範圍。其中，金門縣志是具史實的資料4，1993

年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第四款第五目訂定金門縣志書纂修辦法，每 20 年編

修一次。金門縣政府公報主要呈列施政命令與辦法，可分析縣政措施的演變，

縣政施政計畫與報告呈現主事者與其團隊的理念與願景，助於了解政府行動之

目標和邏輯。此部分從 2017 年 12 月開始蒐集至 2018 年 11 月完成。 

 

二、資料整理與分析 

 

    不同性質資料有不同整理與分析模式。針對統計與次級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是先將次級資料進行領域性分類，如人口類、家庭類、產業類與勞動類等，後

在各領域發展子分類，如人口類下細分出生、死亡和遷移等類，後依年代按類

別建檔，特別關注 1992 年、2002 年、2008 年前後之變化。而政府檔案資料以

內容分析為主，先將文件以性質分類，後按年代整理，並標示出目的與主要內

容，關注與人口相關之議題和施政措施的變化，透過此兩種方法結合具有之資

料互補性，掌握金門人口在遷移方面之變化。 

 

  

                                                      
4 第一次是 1969 年由金門文獻委員會初版，爾後 1979 年由金門縣政府出版上下冊，1992
年縣府出版上中下三冊，縣府更於 1993 年為能記載金門變遷達到承先啟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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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參考不同學者對金門發展多以 1949 年、1992 年為兩個轉捩點（江柏煒，

2005；王篤強，2014；呂靜怡，2014：55），1949 年因國共戰爭導致臺海對峙，

畫下僑鄉金門的句點，金門進入近 50 年軍政合一時期，進出金門的人口受到嚴

格管制，此時發展以軍需為主的產業，庶民以阿兵哥生意為中心謀生，金門經

濟逐漸好轉；1992 年是金門解嚴，邁向自由化、民主化，人口遷移逐漸去管制

化，醫療與福利開始發展，境內遷移人口開始增加，外籍移工引進金門，2002

年小三通政策，開啟跨國人口遷移，2008 年小三通政策的修訂與大三通政策實

施，促使金門更朝向兩岸與國際之深度往來，觀光與服務業、高教系統和福利

衛生系統對兩岸開放，帶動臺商投資、知識移民與工作移民。以下按照金門三

個主要的發展階段描繪不同時期人口流動與遷移的樣態，連結相關制度性脈絡

討論，凸顯遷移特定風險造成的社會隱憂，最後一部分是分析縣內人口因為遷

移產生錯置和可能引發高超齡地區的照顧危機。 

 

一、僑鄉與軍管時期的金門人口遷移：青壯遷出為主 

 

    金門一直是人口流動之地，最早是從晉朝逃難者，其他來自大陸各地的氏

族陸續在金門發展自然村落，經過一百多年歷史，在 1949 年前約有七十個姓氏

族群居住在各村，是謂自然村落（林金榮，2009），形成特殊的宗親社會，袁興

言（2011）以金門薛氏宗族的遷移為例，薛氏家族從明代舊村時期就有部份成

員向外移出，並在清初遷界令下出現全族大遷徙，戰亂結束後，遷到金門珠山，

呈現跨海宗族系統與社會，宗族網絡一直扮演互相支持與協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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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僑鄉時期：男性工作為主之境外移動 

    這些最早的移入者在金門島落地生根後，因島上各種劣勢而向外移動，近

代金門記載四次遷移成為向外移民為主的社會（江柏煒，2013），第一次是 1860

年代因金門耕地不足和連年饑荒產生的經濟問題，金門人往日本與東南亞遷移

（宋怡明，2016：4）；第二次是 1912-1929 年間因南洋殖民地經濟發展，吸引

金門男性遷移；第三次是 1937-1945 年日本侵華並佔領金門，強徵民工，青壯

年逃至南洋引發移出潮；第四次是 1945-1949 年國民黨政府無力處理治安，使

得壯丁繼續外流。向外遷移主要朝向東北亞與南洋各國，並以男性壯丁為主，

使得島上留下老弱婦孺居多，透過這些跨國勞動網，金門人進入到各國經濟發

展架構。 

    僑鄉時期金門人向外遷移人數相當可觀，1915 年到 1929 年金門人口減少

41.45%（引自江柏煒，2016），1940 年是金門八千個家庭中幾乎有 1/3 的庭至

少有一位家庭成員在海外生活（引自宋怡明，2016：162），造成人口性別比例

嚴重失衡，跨境流動的金僑用其資本返鄉參與地方事務，包括修建祠廟、創辦

學校、關注金門地方政治、公共衛生等問題，移出者與在地家庭形成「分而不

離的家庭網絡」、「兩頭家庭」的運作模式（江柏煒，2013；2016），異鄉家庭扮

演養家經濟角色，金門家庭扮演照顧和文化承傳的功能，有時需要照顧與教養

在異鄉出生的幼兒，使得在金門的妻子承擔相當的責任（呂怡靜，2014），金門

青年每每看到金僑返金後錦衣玉食，早就種下出洋的念頭（董群廉，2017）。  

（二）軍管時期往臺灣的難民與工作移民：超越性別 

    1949 年起至 1992 年間因國共內戰金門進入戰地政務時期，人口組成產生

重大變遷。首先，戰爭引發十萬大軍入金，使得金門性別再度失衡，十萬大軍

也帶來阿兵哥生意的機會，讓居民得以維生與儲蓄。再者，戰爭造成死傷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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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八二三炮戰造成死亡 162 人、重傷 228 人、輕傷 410 人、房屋全毀達 4,594

間、半毀 4,459 間（引自江柏煒，2007）。甚者， 1958 年戰地政務委員執行疏

散，引發金門人六千多人遷臺5，且在軍管下，金門人生活被納入軍事化結構，

生命歷程受到國家管制（呂靜怡，2014），而生育計畫的實施6和遷移規範也影

響金門人口質量，當時有關人口遷移的規定如下： 

    1.實施嚴格的戶口管理，透過戶口分類，按類實施不同戶口查察（金門技

術學院編撰，2004：149）7。 

    2.實施以家庭為基礎之流動人口管理與追蹤，離家外宿與出入金門島皆嚴

格管制，並以個案方式由戰地政務委員決定後交由警察局執行，出入金門一律

必須申請往返同意書。1970 年起陸續頒定人口流動管理辦法管制人口流動。如

1970 年政委會頒發「流動民眾管理辦法」（金門日報編輯，1970）8、1972 年起

到臺灣要依照「戡亂時期臺灣與金馬地區往返申請辦法」、1978 年之「金門地

區出入境人口管制規定」，9，尤其是「金門地區出入境人口管制規定」在 1987

                                                      
5 政府為顧慮戰地人民的安全，特下令將居住在金門的前線民眾 6,329 人，在高雄市停

留四天，即由輔導會將他們分發到各縣市安頓（五市不予分配）免費通車，助其分別

貸屋安居。自金門遷臺的民眾，原來有 6,447 人，其中的一千多人，自行前往投靠親友，

剩下的 5,461 人，自 10 月 21 日起開始配發到臺中、雲林、彰化、嘉義、臺南、高雄、

屏東等七個縣（林金榮，2011）。 
6 家庭計畫與節育，1960 年起透過婦女會在各地舉辦幸福家庭講座，內容主要是指導

家庭計畫和改變各種陋習。1970 年起加強辦理，針對 29 歲以下已婚婦女提供免費口服

避孕藥與保險套，1972 年更有五年家庭計畫，針對 30 歲以下年輕夫妻灌輸理想子女數

為 2 人的觀念，增加男性避孕的教育，到 1989 年金門生育間隔仍短和子女數較高，衛

生院更擬定家庭計畫方針，6長達近 30 年計劃生育行動凸顯國家控制人口，影響家庭

規模。 
7 如一種戶是在政治與治安上有疑慮者，每半個月要查一次；二種戶是特種營業戶和寺

廟、暗娼戶與包賭每一個月至少要查一次；三種戶按戶數規模一個月或兩個月要查一

次（金門技術學院編撰，2004：149）。 
8 強調登記制，流動民眾包括兩類 1.外宿（一個月為限）；2.旅行人口（六個月為限），

金門日報編輯（1970）。 
9 其管制：1.年滿 15 歲以上至 65 歲役齡男子以及年滿 16 歲以上未婚女性；2.出入境需

申請； 3.從台到金門達 4 個月者應編入自衛隊以及遷入金門戶籍者滿 3 個月才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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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定，將去臺灣探望與生活只需付一次證明之放寬外，但限制赴臺以求學、

就業和依親為範圍，商務與採購者須出具其所屬社團證明（金門技術學院編撰，

2004：153），並透過探往次數和簽證期限的規定型塑分而不離的家庭。 

    臺灣工業化的發展，除了有工作機會，更有現代化的建設，相較於行動與

思想處處受管制的金門，成為青年嚮往之天堂。金門人到臺灣主要是在高雄港

落地，寄讀者按政府分配的學校，或者是政府規定的學校（如政府規定基隆市、

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這五個大城市的學校不能填寫，其餘全省

三十餘所省立中學皆可），如到臺灣工作則先落地高雄港，後來依親到臺中與北

部工廠，宋怡明（2016：167）指出 1960-1980 年代晚期，將近有兩萬金門人到

臺灣，進入到臺灣工業化發展脈絡。與僑鄉時期不同之處是在軍管時期，透過

工作與教育途徑到臺灣的青年不僅是男性，還包括年輕女性，進入到臺灣工廠，

留在島上的多半是老弱婦孺，青年這塊人口群被掏空。 

3.家庭維繫與支持措施。1978 年之「金門地區出入境人口管制規定」規範

到臺灣受教者每年回金的次數、到臺灣就業者在金門不得留下獨老，以及隨著

兩地婚姻漸增，對於可能出現婚變與私奔事件，規定嫁臺女方家人要做擔保，

減少婚變（金門日報編輯，1966），這些規範達到控制人與家庭的依附關係。 

在軍管時期金門人口縣內維持五、六萬人（表 1），社會增加率從 1960 年

起是赤字到解嚴前才轉正，一直以遷出為主，1956 年遷出人數是遷入人數近六

倍，1966 年、1976 年、1986 年遷出人數是遷入人數約兩倍，根據行政院戶口

普查，金門人在臺灣 60 年代累積遷出者近四萬一千人（男性 21,483 人、女性

19,468 人），主要是工作遷移（引自金門縣文化局，2009：326）。而整體人口結

                                                                                                                                         
遷移登記；4.對金門到臺灣者，遷臺者須附在臺生活保證無顧慮書且不得將老人單獨留

金無人照顧；5.赴臺探往者每年兩次為限；6.到臺求學者要在往返許可證有效期限返金，

否則除戶；7.赴臺就醫者須有醫生診斷且醫囑要詳列原因（金門技術學院編撰，2004：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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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因出生率降低使幼年人口大幅下滑、青壯大量移出、老年人口較高型態，讓

金門的老化指數從 1984 年就已邁入高齡化，且較臺灣早 10 年（金門縣主計處，

2010：7），家庭規模從 1960 年代每戶平均 6 人，在 1992 年前已降為 4 人，兩

地家庭關係受到管制，金門較不會有獨老和離婚事件發生（劉香蘭，2018 b）。

簡言之，金門這時期人口遷移是「多出少進」的模式且以青年男女為主，受到

軍事金門與工業臺灣的發展架構影響。 

          表 1：戰地政務時期金門人口遷移       單位: 人 

 1956 1966 1976 1986 1990 

總人口 45,234 56,842 58,743 47,779 42,754 

遷入人數 333 1267 2413 1,776 1,810 

遷出人數 1830 1770 4617 3,483 2,661 

1956 年遷移數字參考金門縣文化局（2009:54-55），其他資料來自金門縣政府（2003）

92 年統計年報。 

（三） 解嚴時期人口外移下的照顧隱憂 

十萬大軍的駐金造成性別比例失衡外，這時期金門人的遷移呈現「多出少

進」的模式，年輕人外移埋下照顧的隱憂，因戒嚴時期資訊和交通限制，掩蓋

了人口老化的事實，更不可能與臺灣各縣市同步開展照顧相關的服務，且在臺

灣、金門兩地探親與往返次數和手續嚴格規範下，家庭互動多半透過書信，兩

地各項發展的差異強化金門青年在臺灣結婚與立業，不僅影響家庭團聚，從生

命歷程的觀點，金門人的成家立業因此脫離金門脈絡，金門留守老人成為一種

寫照，家庭斷代直接影響老人照顧的家庭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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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嚴後（1992 年）、小三通政策（2001 年）到大三通實施前（2007

年） 

     

    金門在歷經長達數十年的戒嚴終在 1992 年解除，隨著自由化、民主化，人

口管制與相關法規相繼鬆綁，金門以觀光立縣，1995 年將「金門戰役紀念國家

公園」改為「金門國家公園」，成為我國第六座國家公園，是第一座以維護戰役

史蹟、文化資產為主且兼具保育自然資源的國家公園。2000 年總統頒定「離島

建設條例」（總統府公報，2000），創造離島許多特定機會與優惠待遇，如免增

營業稅、赴臺教育交通費的支持、水電費優惠、離島學生書籍費及雜費有教育

部補助、免徵關稅、離島特定醫療和後送系統的發展與小三通政策的架構，奠

定離島發展的特殊位置，2002年實施小三通政策，金門成為兩岸直通與中繼站，

境內外人口流動的規定更去管制化，伴隨 2006 年 3 月大陸明確把「海峽西岸

經濟區」列為國家重點發展區域，提供臺商許多投資誘因（除了大陸原有各類

涉台經貿優惠政策措施），如對臺商實行所得稅減免，種種效應有利於臺商進出

金門到大陸西區發展，也讓臺資與臺商在金門投資各種產業，代表性的是 7-11、

全家與萊爾富的設置，象徵移動自由與生活方便的結合，加速人口遷移。 

    表 2 是解嚴後、小三通政策後金門人口遷移的狀況。1992 年遷入人數高於

遷出人數，逆轉解嚴前人口外移的現象，2000 年遷入人數較遷出人數近兩倍， 

2006 年光是金城鎮便有 3,318 人遷入（遷出人數是 1,380 人）、金湖鎮遷入人數

有 2,388 人（遷出人數是 913 人）、金寧鄉遷入人數 2,011 人（遷出人數為 889

人）、金沙鎮遷入人數 1,457 人（遷出人數為 693 人）、烈嶼鄉遷入人數 888 人

（遷出人數為 300 人）、烏坵鄉遷入 36 人（遷出 66 人），除烏坵鄉外，金門縣

四行政區人口遷入人數是遷出人數一倍到兩倍，2008 年以前以金城鎮與金湖鎮

遷入者較多（金門縣政府，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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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解嚴與小三通政策後金門人口遷移的狀況 

 1992 1995 2000 2002 2007 

總人口 44,170 46,955 52,782 57,946 79,019 

遷入人數 2,044 2,794 3,660 4,613 7,974 

遷出人數 1,566 2,185 1,994 3,008 3,443 

2007 年資料來自 99 年統計年報（金門縣政府，2010）、其餘資料來自 92 年統計年報

（金門縣政府，2003）。 

    解嚴後金門人口遷移是「進多少出」的型態，與金門邁向自由化帶來的種

種去管制化脈絡有關，促使金門成為跨界跨境之島： 

（一）人口外移 

    解嚴後金門人口外移情況仍舊，1990 年前約 2,000 多人，1992 年減少到

1,566 人，但在 1992 年後遷出人數呈現成長的趨勢，可能與解嚴後金門就業機

會有限，導致人口外流。金門青年人口的外移似乎已成為文化腳本，在僑鄉時

期主要是文化傳統「指派」男性出洋，在戰地政務時期透過申請與管控，形塑

青年「工作遷移」、「教育遷移」的正當性，讓金門青年進入到臺灣工業化發展，

解嚴後金門人口向外遷移，乃因對金門發展前途未卜，尤其自戰地政務時期以

來，臺灣的發展處處超過金門，這樣的落差非一夕可扭轉，長年形塑出「有為

青年」的離家腳本下，離家已成為天經地義之事。 

（二）福利擴張下之境內福利移民 

    给付式福利擴張，改變金門家庭規模和吸引臺灣福利移民。解嚴後因軍隊

撤離，市井小民賴以為生的阿兵哥生意頓然消失，工商與服務業家數銳減 20%

（蔡宏明，2001），引發社會動盪不安，以金酒盈餘發展的恩給式社會福利於

1996 年發展，2000 年其支出已高達政府預算之 25.9%（當年社福支出總額為 17

億 9 千多元），以達安定社會之效，之後隨著縣政體制的發展，福利轉變為政治

工具（王篤強，2014）。尤其是金酒公司於 1993 年推出「年節家戶配酒」，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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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端午節實施，初期以戶為單位，金門家庭因此紛紛拆戶與分戶，減少家庭規

模，每戶減少到 3 人以下。2005 年為紀念金門立縣 70 年，廢除以「戶」為單

位而改為以「個人」為配酒單位，凡年滿二十歲以上，設籍金門一年以上的公

民，便有資格獲得配售（金門縣文化局，2009：356），此引發福利移民，也種

下「籍在人不在」的人口治理問題，可見金門人口增加與家戶規模的改變受到

福利制度的影響。 

    1997 年金門縣為提升生育率，頒訂金門縣婦女生產補助自治條例，凡有入

籍者在嬰兒出生兩個月內可領取 6,000 元補助金，2006 年增加到 10,000 元，同

年又實施金門縣婦女照顧子女津貼自治條例10，對金門籍且自己照顧 3 歲以下

子女、12 歲以下有身心障礙子女、照顧者未有工作者，照顧一名每月 3,000 元、

照顧兩名每月 5,000 元、照顧三名每月 6,000 元，此為全國首創（倪國炎，2006），

加上金酒配酒，牽動福利遷徙。就筆者經驗，有剛結婚的夫妻遷到金門入入籍，

準備懷孕生產，並接著公托、營養午餐等福利進入生命不同階段，說明金門生

育相關補助可能引發遷移潮，並吸引剛結婚的年輕家庭遷入，有利於人口增加

和人口組成的調整，也產生家庭式遷移型態，影響個人和家庭生命歷程的發展。 

（三）臺金人口流動管制鬆綁：家庭團聚與探親 

   人口管制的鬆綁與金門對外交通系統的建置加速人口流動。1994 年起臺灣

與金門來往從許可制改為報備制（洪龍佔，1994；楊再平，1994），取代以往要

事先申請、審查，象徵人口治理根本的改變。臺灣金門航空發展更利於人口往

來，1987 年 9 月遠東航空首先在金門開航，讓居住在臺灣的金門親友返金探親，

1990 年開放團體參訪後，往返臺金旅客更為增加，1991 年 11 月復興航空加入，

1995 後陸續增闢中金、南金及嘉金等航線，立榮及華信航空公司也加入輸運，

                                                      
10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500014600 令制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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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出入金門人口只增無減。如 1992 年到 2002 年入境人數從三十萬增加至五十

萬、出境人數從三十一萬增加到六十多萬人，此不僅是經濟需要，更是出於因

逃難在臺灣的金門人對家鄉的渴望（許金龍，1994），加速境內人口流動。 

（四）小三通政策：入金門籍利於遊走兩岸 

    在小三通政策實施之前，進出金門必須經過臺灣，如南洋女性嫁到金門要

經過臺灣，開放探親後，金門人去大陸探親也要繞道臺灣。2002 年小三通政策

的實施，初期對臺灣人進出金門到對岸人數採總量管制（如每月 700 人），但對

從金門赴大陸人數卻無管制，只規定要在金門設籍半年以上11，造成遷戶人數

的增加，第一年從金門赴大陸有九千多人次，而大陸到金門只有九百多人次，

限以團進團出的模式，並以探親為主（薛承泰，2002），這說明小三通政策影響

人口遷入與遷戶。加上 2006 年 3 月大陸明確把「海峽西岸經濟區」列為國家

重點發展區域，並提供臺商許多投資誘因（除了大陸原有各類涉臺經貿優惠政

策措施），對臺商實行所得稅減免（劉大年，2009），種種效應有利於臺商進出

金門連結大陸西區之發展，2009 年出入境人數達一百二十多萬人，2015 年增加

至一百七十多萬人（中華民國大陸陸委會，2017），讓金門處於人口高度流動與

轉換之境。 

    小三通政策初期開放探親與探病，滿足特定生命事件的家庭關係：1.探親：

其父母、子女、配偶設籍在金門者；2.探病與奔喪：其二親等以內血親、繼父

母、配偶的父母、配偶或子女的配偶在金門設籍，因患重病或重傷而有生命危

險或年滿 60 歲，患重病或重傷，或死亡未滿一年者。」（蔡宏明，2001），小三

通實施後兩岸人口流動採有限的開放，創造照顧與依親的機會，回應生生命歷

                                                      
11 1.在金馬設有戶籍六個月以上。2.經許可在金馬居留或永久居留六個月以上者。3.因

病經公立醫院證明需赴大陸地區就醫者及同行照料之父母、配偶、子女（中華民國大

陸委員會，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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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重大轉銜。此外，小三通實施後金門人改變置產地，從臺灣轉移到廈門，

2005 年廈門非正式報告指出金門人在當地至少購置 4,000 套房子，市值 100 億

新臺幣，幾乎每四戶就有一戶到廈門置產，可見金門與廈門來往的盛況（羅志

平，2010：203）。 

（五）產業轉型下的臺流 

    除此之外，以觀光立縣的金門產業結構徹底轉型，1989 年起金門縣政府主

動與經濟部工業局洽談輔導事宜，由經濟部產業輔導中心啟動全方位產業輔導

措施，成功案例為聖祖貢糖、馬家麵線與金合利鋼刀（葉素惠，2010），旅遊業

的發展從旅行社家數在2001年已有14家可見熱潮，隨著1992年建築法規鬆綁，

現代建築的觀點改變傳統閩式建築，搭上戰後土地歸還、家戶配酒，建築業擴

張，2007 年金門營造業之獲利竟與臺灣相近可知其興盛，土木包工業也在解嚴

後興起，以承包政府標案為主，創造工作機會（羅志平，2010：189-190），諸

多臺灣大型旅遊業、服務業開始到金門設分店，如 7-11 便利商店於 1999 年到

山外設分店，代表生活便利與移動的結合，引發臺灣之工作移民。 

（六）高教系統的萌芽：吸引臺灣青年教育遷移 

    在無大學或專技學校前，金門青年一定要去臺灣念高等教育，無法改變在

地人口結構與質量，更無法引入專業與知識人才，1997 年成立高雄科技學院，

1998 年銘傳大學在金門設分校，空大也在金馬設指導中心，小三通實施後一年

將原本高雄科技學院轉型為金門技術學院，企圖增加青年的人口並改變人口素

質，有利社會經濟的發展，除此之外，金門教育系統也為臺商家庭服務，2002

年金門縣政府成功地讓臺商子女在金門的教育受教育部認可，開啟金門專業與

知識移民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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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期，政治經濟與就業體制的多重轉型，加上福利制度與高教制度，

恢復金門與國際、兩岸互動，隨著就業機會、開放觀光和社福給付增加，人口

大幅回升（羅志平，2010：173），2007 年升幅為 66.10‰（金門縣主計處，2011），

但此增加並非是出生率使然，因為金門出生人數在 1956 年是 2,374 人，1976

年減少到 1,425 人，1992 年只生出 588 人，2006 年出生人數有七百多人（金門

縣政府，2009b），幼年人口在 2006 年降為 15.06%，2006 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

是 12.77%、青壯年人口（15-65 歲）從戒嚴期後增加到 57.7 %（金門縣文化局，

2009：340-341），因此，金門人口增加是因為青壯年人口的遷入，外來青壯年

表面上填補人口金字塔的位置，讓金門處於紅利表象。 

    簡言之，金門人口解嚴後這個階段呈現「少出多進」，兩岸政策的鬆綁、大

陸回臺政策引發的效應、金門戶籍帶來進大陸的捷徑和獲得配酒、生育相關福

利以及大學紛紛設分校和臺商臺資產業的進駐，外來青壯年人口愈來愈多，家

庭規模在配酒福利制度和建築法規改變下愈來愈小，在金門中壯年世代早於軍

管時期離開金門，較年輕的一代繼續移出之下，金門人口老化所衍生的照顧壓

力在這個階段便以婚姻移民和外籍移工填補，種下老人照顧分工走向市場化和

家庭化的體制。而此階段境內遷入者主要來自臺灣都會區，境外人口遷到金門

主要是工作遷移（移工）、婚姻移民，從解嚴後主要是東南亞國家到小三通實施

後轉為大陸人士，透過跨國聯姻為途徑進入金門，同時匯集優勢移民、藍領移

工和依親移民，可以想像解嚴後數年金門自身處於摸索未來的階段，但卻匯集

各路人馬，如何一起找出路、找未來？ 

 

三、小三通政策修訂（2008 年）至 2016 年的金門人口遷移 

 

金門在行政院 2009 年之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與金門縣整體發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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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下，已被定位為「國際級永續觀光休閒島嶼」（金門縣政府，2009c），立基

於小三通政策的修訂和立基於與對岸鄰近、閩南文化、戰地文化與海港文化的

優勢，以兩岸教育、醫療養生、精緻購物與觀光休閒為主要策略，帶動產業、

醫療與教育制度的擴張，兩岸教育主要是設立在地大學與研究所，吸引與培養

優秀人才；精緻購物主要是昇恆昌免稅店、風獅爺商店街及各種特色的產業（金

酒、麵線與貢糖等）增加經濟；養生醫療主要是署立金門醫院的改制，以服務

臺商與大陸遊客的養生與醫美服務；觀光休閒是不斷擴張的旅遊業和服務業等

等，這些改變金門產業人口，服務業人數從 2008 年起維持一萬五千多人（金門

縣政府，2009b），就金門常住人口而言，將近有 1/3-1/4 金門人從事服務業，

其中女性約 8,000 多人、男性 7,000 多人，其平均周工時在 42 小時（金門縣政

府主計處，2017a），呈現金門已有後工業社會的特徵。 

（一）金門人口外移：遷到國外人數增加 

    2008 年金門人口外移人數高於前面時期，且多出近 1,000-2,000 人，2016

年甚至高達 6,000 多人，百年以前遷移地為臺北市、臺南市與臺灣省，百年之

後增加臺中與臺南，2015 年增加桃園縣（金門縣政府，2016a），可見金門人往

都會區遷移的軌徑。此外，2008 年以後金門人遷到國外人數增加，該年有 99

位，2012 年破百，之後降到百人以下，可見金門人向外遷移之地也更加多元，

進入到各國勞動市場。 

    青年人口外移的情況仍是普遍，一方面因國立金門大學的科系有限，加上

國內高教系統，仍以在臺灣的大學享有較高知名度，讓金門青年繼續外移，對

青年這個群體而言，到臺灣念大學是生命歷程中少數機會打開視野看世界的機

會，也唯以學生身分到臺灣能進能退，但也產生特殊現象，金門青年可能臺灣

唸書和生活一旦適應不良，轉學回金門大學是一個軌徑，但如金門大學無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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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生不僅是轉學，更要轉系，無形是一種人力資源投入的浪費。在臺灣大

學畢業，所學科系難以在金門謀職，也只能繼續留在臺灣發展，家庭如期待子

女返家，也面臨學無以致用的處境，這些凸顯金門與臺灣高教制度的連接和青

年工作與教育制度的銜接與否，影響金門青年的回流與否。 

（二）小三通政策的修正與兩岸開放：出入境金門人口規模大幅擴張 

    聶建中（2009）從兩岸互動的觀點將兩岸互動分五個階段，1949-1979 年

死不倆立夢魘期、1979~1987 年揮手示意初探期、1987~2000 年人道關懷接觸

期、2000~2008 年三通試點催化期、2008 年以後是全面三通融合期，大三通政

策後從臺灣直飛上海不到 90 分鐘，讓金門頓失兩岸直通的地位，引起金門發展

的恐慌，從此讓金門自覺要為自身發展努力，更有意識地邁向兩岸與國際多面

向的往來深入（宋怡明，2016）。同年，小三通措施修正，臺商只要是經大陸臺

商協會出具證明，表示其是在大陸地區投資事業的負責人或被聘僱員工，其配

偶與直系血親便可經「小三通」往來兩岸，增加依親和家庭遷移。 

    大陸地區人民赴金門、馬祖旅遊的實際數額，在這個階段開放到與臺灣地

區人民經金門、馬祖轉赴大陸地區旅遊人數相等12，2011 年開放金廈一日遊和

陸客自由行，2018 年為促進福建廈門、福州等城市民眾經「小三通」之家庭旅

遊，將小三通團體旅遊人數從 5 人降為 3 人（林瑋豐，2018），種種去管制化的

旅遊措施與家庭遷移的措施，促進金門人口流動與人口增加。 

    而大陸也在近年增加旅遊的自由度和便利性。大陸旅遊局在 2016 年 4 月宣

布涉及擴大旅行社開放、推動實施便利化措施13，允許福建省符合條件的旅行

                                                      
12 小三擴大實施相關的文件：1.「經大陸地區臺商協會證明在大陸地區投資之事業臺商

及眷屬申請由試辦通航地區入出大陸地區送件須知」；2.「臺灣地區人民申請相對旅遊

由試辦通航地區入出大陸地區送件須知」；3.交通部觀光局業已訂定「金門縣政府及連

江縣政府督導金門；4.馬祖旅遊業辦理臺灣地區人民組團經金門或馬祖轉赴大陸地區旅

遊作業須知」 
13 「授權福建省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為臨時到閩的非戶籍居民赴臺團隊旅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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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營赴金馬澎團隊旅遊業務，開放一次性「大通證」，增加漳州、泉州與

龍岩等地可異地辦證，8 月起，福建省居民可自助辦理大通證簽作業， 12 月起

推行卡式大通證等，增加陸客前往金門旅遊的方便性（引自陳建民，2017）。 

    兩岸觀光旅遊愈來愈去管制化，金廈航線為此從「個案審批」、「團進團

出」、「個案直航，相對固定航班」發展到現今「通案管理」，各大航空推出

小三通票卷，是輪船、飛機聯運服務，旅客買聯運票就能往來廈門和臺灣本島

五大城市（陳建民，2017），大大提升商業利基，對金門籍的旅遊和遷徙，離

島建設條例修訂增加離島居民機票和船票優惠等等措施，造成遷戶效應，也增

加離島居門四處走走的機率。 

    經過小三通管道的人口流量有明顯的成長，2001 年進出人口才兩萬多，

2002 年翻倍到五萬多，2008 年近十萬，2016 年已達一百七十四萬多人，人口

流動規模加大。歷年出境人數均高於入境人數，入境者來自臺灣在 2009 年達到

五十萬多人，2013 年微增，至 2016 年從臺灣入境人數沒有增加，但來自大陸

的人數卻從 2006 年起明顯增加，2010 年已到十六萬多人，2016 年增加到三十

四萬五千多人，是 2010 年的兩倍多，2008 年起入境者還包括外國人，2009 年

有一萬多人，到2016年到近兩萬人，可見入境者對象國外已遠超過臺灣人入金。

另從出境者，臺灣人出境在 2008 年以前近三十萬人，2008 年以後明顯成長，

2009 年至 2016 年均在五十萬人上下微幅波動，而大陸人民出境者在 2009 年近

十萬，2010 年增加到十七萬人，2016 年成長至三十五萬多人，成漲幅大最大，

外國人出境者人數與入境者人數成長情況相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7），

從出入境人口數量可見小三通政策修正後，人數明顯增加，主要成長是大陸人

                                                                                                                                         
一次有效往來臺灣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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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外國人士，換算下來每天近有 5,000 人透過小三通管道進出，人口流量相

當大，此是金門打造國際觀光下的結果。 

（三）境外人口遷移：跨國婚姻與跨國移工 

    境外人口的遷移，在此階段有增強之勢，尤其是跨國婚姻與移工數。兩岸

通婚數增加，主要是大陸人民透過婚姻脫貧，填補國內婚姻市場的需要（吳學

燕，2004），此在金門效應更為直接，因地利之便，兩岸聯姻數增加，2005 年

外籍新娘為 1,394 人，來自中國就有 789 人，再者是印尼與越南（金門縣文化

局，2009：354），小三通政策修正後，2009 年金門所有結婚對數約中每 2.47

對就有 1 對為跨國婚姻（比率為 40.56%，高於全國的 18.71%），其中又以非本

國籍新娘（163 人）遠高於新郎人數（金門縣主計處，2010），2014 年金門縣中

外聯姻佔全縣結婚對數之 20.7%，高居全國縣市第二（內政部，2016），2016

年金門外配人數超過 2,500 人，平均每 15.67 戶即有一戶（楊水詠，2017），可

見透過婚姻管到遷入金門女性愈來愈多。 

    研究者在地實務發現，婚姻的管道背後連帶是工作遷移，由於嫁進金門的

中國女性年紀較輕，婚後初期多在金門生活，幫助家務與照顧，取得工作資格

後開始在金門工作（照顧工或是零工），後來可能到臺灣工作，從婚姻移民轉變

到工作移民，而從金門去臺灣，可能產生婚變，凸顯跨國婚姻的脆弱。楊志誠、

何清松、葉肅科（2016）發現金門跨國聯姻的離婚與家暴率偏高，背後牽涉到

不同制度與家庭的衝突或協調諸多問題。境外移工到金門的數量在此階段也明

顯增加，從 2001 年 125 位到 2017 年底增加到近千位，其中社福外勞佔九成，

並以家庭看護工為主（勞動部，2018），多半是女性，如果與跨國婚姻的女性人

數相加，金門有近 5000 名女性來自外國，並且進入到金門家庭提供再生產的勞

動與照顧，佔金門常住人口近 1/10，女性遷移較受國家關注(Raghuram, 2004)，

因為女性在異鄉工作或結婚要獲得正式公民身分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更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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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引發家庭照顧再分工的難題，無論如何，這些境外來的女性填補金門人口外

移產生的照顧空缺。 

（四）高教與醫療等制度的擴張：專業與教育移民 

    金門高教系統的擴張引入大量的年輕學生與教師，改變人口組成與分布。

高雄技術學院於 2010 年改制為國立金門大學，是因應產業與人口變遷之策略

（江柏煒、袁興言、李金振，2012），2008 年金門大學日間部學生有 1,560 人，

到 2017 年增加為 3,355 人，加上研究所學生約 200 人，就有 3,555 人青年（國

立金門大學教務處，2018），2017 年有一百多位學生是陸籍生與境外生，和各

姊妹校的交換生也有 36 人（許加泰，2018），專任（案）老師從 70 多人增加到

127 人（國立金門大學人事室，2018）金門大學透過優渥獎學金吸引優秀青年14

從臺灣來金門，學生與老師多半入籍，享用金門各種福利（交通優惠、家戶配

酒、交通優惠與圖書卷等），此也可能引發其他家庭成員接續地遷戶。近年清華

大學在金門設碩士專班，說明金門成為國際教育之基地，青年學生進入金門不

僅改變人口組成和人口素質，帶動文教、服務與房市等商機，促進金門經濟發

展和消費（金門縣政府，2009b）。 

    金門醫療在戒嚴前是低度發展，恢復縣治後開始略有雛型，近年發展更有

系統，主要是金門醫院，其於 1980 年成為地區綜合醫院，2005 年 10 月改制，

醫師正式編制為 30 位，2010 年長駐醫師人數 45 人，同年，台北榮民總醫院與

健保局、金門縣政府及署立金門醫院共同合作執行「金門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

昇計畫(IDS)，加強醫師的支援和轉診制度，2008 年到 2010 年，金門居民一直

                                                      
14 金門大學提出入學獎勵多元化制度，針對學測總級分達滿級分者，最高可領取 400
萬元獎學金。學測總級分達頂標者，最高可領取 50 萬元獎學金；學測總級分達前標者，

最高可領取 24 萬元獎學金。以指考成績入學為前三志願錄取者，且為錄取學系排名前

50%者，將可獲得最高獎學金 24 萬元；另外，針對弱勢學生，特別於個人申請入學管

道提供優先錄取名額，讓有心向學的學子可以在金門大學實現理想。所有入學獎勵獎

學金沒有名額限制，只要達到標準皆可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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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醫療設備、候診時間太長、整體服務品質、缺乏專科醫師等不滿意，且不

滿意的程度愈來愈高（郭泰裕、李麗玲，2013），到 2013 年才改為「衛生福利

部金門醫院」，2016 年升級為教學醫院，服務對象與項目不僅對島內居民，為

臺商與大陸人民增加服務，更為成立兩岸醫療專區做準備（陳天順，2010）。整

個金門醫療體系在 2016 年診所家數 49 家（西醫 29 家、牙醫 13 家、中醫 6 

家、檢驗所 1 家）（金門縣衛生局，2016 年），金門所有醫事人員有 500 多人，

集中在金湖鎮（300 多人）與金城鎮（100 多人），這些醫護人員多來自臺灣本

島，屬於專業與知識移民。 

（五）福利島的效應：福利移民 

    除了上述青年求學、高教人士和醫事人員的境內遷移外，福利移民一直被

報導但缺乏統計數字（吳如明，2012），除了金酒配酒的效應持續發燒外，這個

階段生育補助條件更寬，父或母一方只要入籍半年，補助金額更以按胞胎數補

助之，單胞胎新臺幣二萬 元，雙胞胎新臺幣六萬元，三胞胎以上每胞胎新臺幣

四萬元（金門縣政府，2012）；前階段母親照顧子女津貼在這階段改為父母照顧

子女津貼，給付對象之範圍擴大到 5 足歲以下，提供每月三到六千元津貼，2012

年以來受惠人次在兩萬人上下（金門縣主計處，2017b），顯示金門不斷擴大恩

給式福利，可能吸引剛結婚的青壯年遷入入籍。 

    金門縣福利從 2008 年起有從給付式福利轉移到提供服務的趨勢，尤其是老

人與兒童福利方面（劉香蘭，2018a；b），兒童福利包括家長生育津貼、公幼免

費、從小學到高中都免註冊費，營養午餐也免費，只要負擔書籍和制服費用，

每學期還補助 2,000 元交通與圖書券，高中職每學期 3,000 元就學津貼，大學生

每學期更達 5,000 元；老人福利除了特定津貼與補助外，年金按年齡加發、換

假牙補助一半，近年更推展社區共餐、長期照顧服務等，一般成人在 30 歲以上

有公費檢康檢查、自費健康檢查補助 5,000 元、平日看病免掛號費與健保費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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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公車免費、水電費優惠和機船票優惠等等，更不要說三節配酒，就筆者觀

察這可能引發三種遷入潮，一是原本在臺灣弱勢群體，遷到金門減少許多經濟

壓力，更享受其他的福利；二是中高齡退休者，透過金門醫療、交通和補助，

除減少經濟壓力，又因金門無颱風、無地震，有較好的生活品質。三是幽靈人

口（籍在人不在者），以獲得三節配酒和飛機航票的優惠。這些福利對剛結婚準

備生育、有子女接受教育的家庭和老年階段的個人與家庭有利，透過金門的福

利制度，吸引臺灣不同年齡和背景的人和家庭遷移。 

（六）遷移產生特定風險 

2007 年起至 2016 年遷入率一直高於遷出率，尤其是 2010-2012 年遷入人

數增加近 5,000 人，2010 年遷入人數破萬，遷出人數在六千人上下（金門縣政

府，2017），窺見人口遷移是「入大於出」的態勢。 

表 3：小三通政策後至 2016 年金門人口遷移的狀況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總人口 84,570               97,364 113,111 127,723              135,114 

遷入人數 6,935 7,867            13,284 12,138 8,567 

遷出人數 4,472 4,878 4,916                     5,988 6,864                    

資料來自金門縣 105 年統計年報（金門縣政府，2016 a）。 

    從境內遷入者分析，2007 年到 2016 年遷入者有 80%來自臺灣地區，縣內

相互遷徙者約占 20% （金門縣政府文化局，2009：13；金門縣政府，2016b：

13），在百年前遷入者以北、高兩市居多，百年以後六都與桃園市遷入者增加，

其中新北市佔最多（2016 年遷入者有 1,540 人）。而原民人數 2006 年 75 戶到

2015 年增加到 215 戶（近千人），成長三倍，集中於金寧、金城與金湖鎮（金

門縣政府，2017），2016 年金城鎮遷入人數 2,427（遷出為 2,198 人）、金湖鎮

遷入 1,717 人（遷出為 1,481 人）、金沙鎮 922 人（遷出為 799 人）、金寧鄉

2,932 人（遷出為 1,899 人）、烈嶼鄉 553 人（遷出為 473 人）、烏坵鄉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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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出為 14 人），遷入、出最多是金城鎮和金寧鄉，金寧鄉遷入與遷出人數相

差最大，金門人遷出多到新北市、臺中與高雄三縣市，呈現是臺灣本島主要都

會與金門三個鄉鎮人口交換為主。 

    這個時期因為教育、醫療、旅遊業和服務業的擴張，遷入工作移民、婚姻

移民、福利移民與專業移民，產生因為遷移特定的風險，新住民家庭發生家庭

暴力（張建騰，2013）、離婚率偏高，引發新住民其個人和家庭高風險的處境，

大學島的理念雖引進四千多青年人口，大學生頻頻的交通車禍事故（莊煥寧，

2017）15、壓力與自殺、兩性情感、物質濫用等，尤其是大一大二生多未達法

定年齡，在金門一出事監護人多無法立即抵達金門處理，種種安全的風險需要

因應的網絡；再者，福利移民的效應可能引發弱勢群體遷到金門，其原本複雜

和多重需要，可能超過金門既有以恩給式福利體系為主能回應，各種新住民需

要不同的制度支持其在金門的生活，否則便產生因遷移引發的特定風險。青壯

年代代遷出，島上留下留守老人和婦孺，產生高齡照顧者和隔代教養的問題，

也是人口外移留下的照顧議題，多由境外女性填補空位，照顧責任與關係在家

庭隱私下任由市場、性別、年齡和國籍等因素交互作用，照顧在金門一直是私

領域的事。 

 

四、島內人口分布失衡：超高齡地區的照顧危機  

    

    金門行政區域多按自然村的結構劃分，自然村是以姓氏宗族，以一個至多

個姓氏族群居住形成聚落（林金榮，2009），在光復初期設有兩鎮（沙美、珠浦）

四鄉（古湖、滄湖、列嶼和大嶝），1946 年將珠浦與古湖併為珠浦鎮、沙美和

                                                      
15 車禍比率偏高 縣警入校園營區宣導, 2017 年 1 月至 9 月地區因車禍受傷人數計 711
人，其中學生、年輕族群受傷者就有 297 人，佔總受傷人數 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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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湖併為沙美鎮、列嶼和大嶝仍設鄉，爾後隨著戰地政務時期，按軍需重劃，

徹底影響人口分布，以下描述軍管時期以後各區人口結構與分配。 

（一）戰地政務時期的縣內人口分布 

    戰爭引發人口內遷，重災區如小金門是羅厝、九宮碼頭附近村莊、大金門

重災區是古寧頭、安岐、鄉下、馬山等地，往大金或是金城依親避難，此是透

過戰亂引發人口重組。縣內教育系統的建置，略調整縣內人口的分布， 

1951 年金門高中與高職均設在大金，家庭因此內遷便利就學。 

    除了高中職教育系統的發展影響人口分布外，因為軍需重劃行政區，開辦

二級三級產業，改變原有自然村落的生態，如胡璉將軍於 1949 年改為軍管區，

金東、金西、烈嶼三區（呂靜怡，2014：20），1951 年行政公署調整行政區域，

改為金寧、金湖、金碧、金城、烈嶼五行政區，1952 年金門設有六區，包括金

城區、金山區、金寧區、金湖區、金碧區、烈嶼區， 1965 年行政區重劃為金

寧鄉、金湖鎮、金沙鎮、金城鎮與烈嶼鄉，共 37 行政村和 167 自然村，代管烏

坵鄉（羅志平，2010：25-27），金湖鎮設陶瓷廠，發展陶瓷工業，改變當地謀

生技術，並集中青壯年入廠工作，發展經濟，金酒工廠的設立也造成人口內遷。 

    除了教育系統和產業結構產生縣內人口遷徙和再分配外，居民聚居地依附

軍事基地，發展阿兵哥生意，改變生態與人口分佈（宋怡明，2016：187），如

金沙鎮光前里、正義里、瓊林里、山外里與金城北門里、金寧鄉古寧村與後盤

村、烈嶼鄉的東林村與上林村在十萬大軍時開滿冰果室、撞球室，特定地方因

軍事經濟人口較集中，隨著工廠設立（如金酒、陶瓷廠等），供員工住宿，也引

發縣內遷移等，短距遷移多半以工作和改善生活品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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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嚴後至今的縣內人口變遷 

    1992 年戒嚴隨著十萬大軍的撤離，依附於駐軍的店面多半人去樓空或是處

於半歇業狀態（羅志平，2010：45），有的家庭的家族事業因此一落千丈，無法

東山再起（宋怡明，2016：191），可見產業、空間與家庭生命歷程、個人生命

歷程因軍事系統的改變進行重組。 

     除此之外，國家於 2000 年頒訂離島建設條例，行政院核定金門港為國內

商港，並且是離島兩岸通航港口，劃分一港三區（料羅港區、水頭港區和九宮

港區），位於金湖鎮的料羅港區因範圍有限無法擴張，2001 年中央擇定水頭港

區為商港，從此水頭村落成為兩岸來往必經之地，改變縣內人口的流動。自 2003

年 起 實 施 每 四 年 之 離 島 建 設 實 施 方 案 ， 第 一 期 離 島 綜 合 建 設 實 施 方 案

（2003-2007 年）主要是善用金門在兩岸中介地理位置，使金門成為為跨界流

動的區域16，第二期（2008-2011 年） 全力發展觀光休閒產業，並努力傳統產

業的升級；第三期（2012-2016 年）、第四期（104-107）強調發展 4Ｅ的金門願

景，使金門成為臺灣第一座智慧島嶼、兩岸商貿門戶、生活交流體驗平台與充

滿故事的國際旅遊渡假目的，第四期偏重平衡縣內發展，加強金湖鎮、烈嶼鄉

和金沙鄉發展，以金湖鎮為例，規劃重劃區和青年社會住宅等，企圖平衡人口

失衡。 

    在國家透過不同經建計劃力圖發展經濟，造成產業、空間、人口進行再分

配，讓國際商圈、文化圈、高教圈與醫療圈偏重於金城鎮、金寧鄉與金湖鎮，

成為人口集中之地。 

 
 

                                                      
16 包含：「兩岸旅客運輸與空運貨物之 中轉樞紐」、「台-金-廈旅遊圈」、「金廈生活圈之

生活物資提供與交流」、「閩東南僑鄉文化研究與區域發展研究的重鎮」、「福建廈門台

商家戶再生產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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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金門各行政區戒嚴前後的人口數與規模 

 1986 2003 2009 2010 2016 

金城 

人 

戶 

人/戶 

社會增加率% 

 

15,993 

 

 

20,784 

6,479 

3.21 

32.13 

 

31,563 

10,693 

2.96 

84.13 

 

32,315 

10,909 

2.96 

18.03 

 

42,726 

12,764 

3.35 

5.38 

金湖鎮 

人 

戶 

人/戶 

社會增加率% 

 

10,747 

 

13,514 

4,246 

3.18 

29.24 

 

20,467 

7,039 

2.91 

80.08 

 

21,328 

7,288 

2.93 

33.21 

 

28,833 

8,732 

3.30 

8.25 

金沙鎮 

人 

戶 

人/戶 

社會增加率% 

 

8,050 

 

10,054 

3,289 

3.06 

20.24 

 

14,851 

5,244 

2.83 

88.07 

 

15,324 

5,340 

2.87 

26.58 

 

20,312 

6,243 

3.25 

6.09 

金寧鄉 

人 

戶 

人/戶 

社會增加率% 

 

8,141 

 

10,687 

3,486 

3.07 

30.71 

 

17,836 

6,033 

2.96 

129.37 

 

18,938 

6,179 

3.06 

54.44 

 

30,006 

8,302 

3.61 

35.11 

烈嶼鄉 

人 

戶 

人/戶 

社會增加率% 

 

4,756 

 

5,580 

1,716 

3.25 

75.26 

 

 

8,580 

2,543 

3.37 

135.86 

 

8,921 

2,620 

3.4 

33.03 

 

12,568 

3,102 

4.05 

6.40 

烏坵鄉 

人 

戶 

人/戶 

社會增加率% 

 

152 

 

364 

119 

3.06 

-45.82 

 

506 

136 

3.72 

91.38 

 

538 

135 

3.99 

53.64 

 

699 

133 

5.03 

3.00 

1986 年資料參考金門縣文化局（2009：354）、金門縣政府（2004）、金門縣政府（2010）、

金門縣政府（2011）和金門縣政府（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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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數量與規模的不均  

雖然各行政區從 1986 年到 2016 年人數皆有增加，增加數卻不相同（表 4）。

金城鎮從 1986 年有一萬五千多人到 2016 年以增加到四萬多人，金湖鎮在 1986

年是一萬多人，到 2016 年增加到近三萬人，少金城鎮一萬多人；金寧鄉與金沙

鎮在 1986 年均為八千多人，2016 年金寧鄉人數多金沙鎮一萬多人，人口17集中

在金城鎮、金湖鄉與金寧鄉三鎮，2017 年 12 月西門里就有一萬一千多人，較

其東門里人口多兩倍，金城鎮四個里（西門里、東門里、南門里與賢庵里）、金

沙鎮文沙里、金湖鎮新湖里、金寧鄉兩個里（盤山村和湖埔村）各里人數均有

5,000 人以上，戶數也以金城鎮一萬兩千多戶最多，再者是金寧鄉與金湖鎮，其

戶數在八千戶上下，家戶人數不到 4 人（金門縣政府，2018），可見人口分布的

極化。 

2.人口失衡的主因：失衡的建設影響人口遷移 

    各行政區社會增加率在解嚴後、小三通後、大三通政策後偏高，近年除金

寧鄉外，其他各區社會增加率趨緩，可能是金門大學學生人數每年有新生遷移

所致，遷入人數較多是金城鎮（近 2,500 人）、金寧鄉（2,932 人）與金湖鎮（1,717

人），此三行政區人口增加數是金沙鎮兩倍、列嶼鄉四到五倍。遷出人數較多是

金寧鄉與金城鎮（近有兩百位），金沙鎮與列嶼鄉也有百位的遷出人數，縣內地

址變更人數最多也是金城鎮與金寧鄉（金門縣政府，2017），境外人口的移入主

要是跨國婚姻，跨國婚姻數以金城鎮、金湖鄉各有 200 多位、金沙鎮與金寧鄉

約 120-160 位、列嶼鄉低於 100 位，金寧鄉與金城鎮是人口流動較高的鄉鎮，

增加社會關係的匿名性與疏離性。 

                                                      
17 2010 年實際常住人口數全縣為 57,221 人，金城鎮有一萬七千多人（65 歲以上有 2,294

人），金湖鎮有一萬五千多人（65 歲以上有 1,380 人），金寧鄉約一萬多人（65 歲以上

有 1,445 人），金沙鎮八千多人（65 歲以上有 1,443 人）、列嶼鄉五千多人（65 歲以上

有 899 人）、烏坵只有五百多人（金門縣政府主計處，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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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組成：老化與專業菁英的集中 

    在人口組成方面，金寧鄉與金城鎮因金門大學的設置和學生在外居住，讓

金城鎮與金寧鄉人口較年輕化，其他區域老年人口老化程度偏高，尤以烈嶼鄉

和金沙鎮，如今烈嶼鄉已是每 5.5 人中有一位 65 歲以上長輩，金沙鎮是每 7 人

就有一位是 65 歲以上長輩，超高齡區域之扶老責任相當重（引自劉香蘭，2018a）。

此外，服務業與觀光業環繞在金城鎮、金寧鄉與金湖鎮，高教體系在金寧鄉與

金城鎮，醫院和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設在金湖鎮，這些區除有較高的就業人數外，

產業需要的專業與知識人才也按區域重組。 

    簡言之，金門縣縣內人口組成、分布、素質、流動性是差異化發展，從歷

史角度，戒嚴前後行政區改制，牽動資源再分配，戒嚴後按照軍需發展與運用

在地資源，港口發展和依附駐軍，造成人口移動，解嚴後，依附阿兵哥生意的

空間與生態頓時瓦解，隨著小三通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金城鎮、金湖鎮與金

寧鄉成為交通、觀光旅遊、商務和文教的重鎮，引發人口集中；而烈嶼鄉、金

沙鎮與烏坵鄉因此人口遷入率較低、老化程度偏高、失業率偏高。 

 

五、遷移下的特定風險：人口錯置與照顧赤字？ 

 

  金門縣享有福利島、幸福島之美譽，處於兩岸直通站，是跨界流動之島，

相較於全國人口，如今金門人口呈現「四高四低」的特徵，四高是人口增加最

高、青壯年人口最多、族群多元、外配人數最多，四低是幼年人口是全國最低、

撫養比、離婚率與結婚率全國最低（內政部統計處，2018），若加上隔代教養家

庭和單親家庭的比例高於全國（劉香蘭，2018a；b），金門人口紅利表象下卻是

本地中壯年人的掏空、縣內人口老化程度不一、人口分布極化等人口錯置所衍

生照顧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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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齡社會下的照顧世代中空 

    即使有高教系統、觀光產業的發展和優渥福利，並無法緩解金門青壯年人

口持續外移的現象，金門早在 1984 年進入高齡社會，因戒嚴讓老人照顧議題被

延宕，政府在戒嚴後拚觀光，到 2010 年以後地方政府才開始推展老人照顧相關

服務，但服務點集中在金城與金寧鄉，無法有效回應烈嶼鄉和金沙鎮已是超高

齡鄉鎮所需。而金門本地的照顧壓力，並非大量的移入人口能緩解，無論是福

利移民、知識移民和工作移民，並無法填補照顧責任的空缺下，只能聘僱外勞

替代家庭人力的不足，使金門老人照顧朝向市場化的走向，增加金門家庭照顧

的經濟成本，政府角色退縮（劉香蘭，2018a）。 

（二）人口互換下家庭分離：留守老人和高齡照顧者 

    金門的人口紅利和扶養比例偏低之表象下，其實是臺灣與金門兩地青壯年

人口的交換，製造臺灣、金門島上不同地方更多的分隔家庭，尤其金門兒少生

活在單親與隔代家庭比例高於臺灣，凸顯金門留守老人和兒童的議題，衍生幼

年照顧者、高齡照顧者的福祉與健康之隱憂，有的是一位高齡照顧者同時照顧

一位兒少和一位老年伴侶，產生高齡照顧者照顧之壓力與責任，影響其個人健

康與福祉，而幼年照顧者因照顧責任影響學業表現和學校參與，這是家庭、教

育制度的張力所在，需要融合機制促進幼年照顧者順利參與這兩個制度，而沒

有過度犧牲與代價。 

（三）跨界性的工作與家庭衝突 

    遷移到金門的人口，無論是婚姻移民、知識與工作遷移，可能是個人隻身

前來，其中不乏有未成年學生，當未成年人遭遇重大事故，誰來照顧？誰該照

顧？在以個人的遷移形態下，衍生特定的工作（教育）和家庭的衝突，隻身在

金門者，如何接受到完整和完善的社會安全體系和服務？此是遷移下的急性風

險，需要更即時和有效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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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利弱勢移民和新住民個人與家庭的風險與脆弱 

    金門優渥的福利吸引臺灣弱勢群體遷入，成為金門新住民，有的其本身多

重與複雜的需要並非給付式福利能滿足所需，可能產生有錢但沒有相關配套服

務的處境！未成年大學生隻身來金門，遇到緊急事件，可能是社安網的漏網之

魚；而跨國婚姻的離婚率和受暴率偏高，往往導致家庭解組，而隻身婚嫁遷入

金門的新住民個人的生活和其子女之照顧和教育，也可能造成其原本軌徑的中

斷與偏離，產生特定風險。 

    Findlay et al. （2015）指出生命歷程具變遷與流動的本質，表現在地理與

空間的移動與流動，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建構。金門處於跨界與跨國之轉換地，

高度的人口流動與遷移讓金門今非昔比，讓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個人或家庭（工

作、教育、婚姻、照顧責任）進出，改變金門人口與社會結構，但此埋下一些

風險，尤其是照顧與家庭再生產有關，如金門本地和境內青壯年之人口交換下

造成老年照顧的責任掏空、金門留守老人和高齡照顧者福祉、跨界者工作和家

庭的衝突、遷入者多重需要和社會安全等等，成為金門照顧赤字。 

    

伍、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文立基於生命歷程觀點，透過次級資料分析和檔案分析法，描述各時期

金門縣整體和縣內人口流動與遷移的現象，並與兩岸關係、國家政策、主要制

度之發展連結，勾勒出不同時期人口遷移模式、特性和影響條件（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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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戒嚴時期金門人口遷移呈現「只出少進」模式，延宕金門人口

老化問題 

 

    在僑鄉時期，限於金門島耕地和自然資源的限制，青壯男性以連鎖性移出

為主，與各國產業勞動市場連結，島上留下老弱婦孺；1949 年因國共內戰，金

門進入戰地政務時期，人口流動受到嚴格管制，人口組成因十萬大軍駐軍改變

性別比例外，國家實施家庭計畫與生育控制，使生育率下降，境外遷移受制，

只有境內遷移（臺灣），大量人口外移除了逃難與疏散外，金門青年男女透過工

作和教育管道向臺灣流動，支持臺灣工業化的發展，相較於僑鄉時期以男性遷

出為主，軍管時期金門青年外移更包括女青年，讓金門島留下老弱年幼者，改

變人口組成，也因金門青年到臺灣，臺金婚姻數目增加，國家透過擔保制度與

照顧責任制度避免金門產生家變，而兩地探親次數受到規範，隨著經濟穩定，

解嚴前才有人口遷入，此多為戰時逃難者的回流，為了家庭團聚與重建，戒嚴

時期金門人口遷移呈現「只出少進」的模式，讓金門人口老化問題被拖延，分

隔兩地的家庭因有聯保與管制措施，家變率甚低。 

 

 

圖 1：金門縣人口遷移歷程 

1949以前

男性遷出模式：
南洋各地

1949-1992

青年遷出模式：
台灣

1993-2007

台灣人遷入模式：

福利與工作移民

2008-2016

境外遷入模式：
大陸與移民多元

化

僑鄉時期： 

低度管制 

戰地政務時期： 

人口嚴格控制 

恢復民主： 

人口管制鬆綁 

兩岸深度往來： 

去管制化與便利化 

農漁業 
農漁業、工業與

特種營業 

觀光與服務業成

長、福利擴張、 

跨國移工 

國際觀光與旅遊業 

高教與醫療的國際

化照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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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嚴到小三通政策：人口「多進少出」模式，福利與工作移民

為主 

 

    1992 年解嚴與 2002 年小三通政策的執行，扭轉金門人口只出不進的模式。

1992 年金門解嚴，政治、經濟制度轉型，撤軍後，金門人賴以為生的特種營業

紛紛倒閉，因工作機會有限，產生出走潮，給付式福利系統的發展達到穩定社

會之效，隨著民主代議政治的發展，金門福利成為政治工具，家戶配酒的措施

改變家戶規模，吸引境內的福利移民，為第一波入籍潮。隨著觀光產業、服務

業和航空交通業的建置與發展，吸引臺資、臺商與臺灣人移入，尤其是臺北縣

市、臺中市與高雄市，增加較多工作移民。在境外流動與遷移的部分，1992 年

就業服務法的實施，緩解縣內老人照顧的壓力，金門開始引進外籍移工，種下

照顧市場化的因子，加上金門與廈門在文化與關係上淵源，此時有限度開放大

陸探親與奔喪，滿足兩岸家庭照顧的需要。在高校體制未發展前，金門青年仍

到臺灣念大學或從軍，惡化金門老人照顧的壓力。 

 

三、小三通政策與其修正至今：「境外高於境內」的增加模式，遷

移風險與照顧赤字 

  

2002 年小三通政策實施、2008 年小三通修正和 2008 年大三通政策以後，伴

隨大陸海西區的發展策略，金門成為兩岸直通站，人口流動率明顯增加，小三

通政策初期，只要是金門籍就不在兩岸來往的總量管制內，引發第二波入籍潮。

2008 年以後境外人數已超過從台灣遷移人數，背後是航運開通、出入境管理手

續簡化、機場碼頭一條鞭的服務模式、自由行等策略奏效，奠定金門國際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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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入金門籍產生機票和船票的優惠，是第三波的入籍潮。此時，在地大

學的成立，師生多半入金門籍下，增加金門籍人數，又因科系有限，以及青年

代代離金發展的主流價值，難以留住本地青年。境內遷移人口主要是因高教系

統的發展和醫療系統的建置，臺灣學生、知識菁英、專業菁英陸續遷入金門，

生養津貼式服務吸引生育階段的青壯年家庭，2008 年金門縣福利型態往服務提

供發展，助人與照顧產業發展，吸引中高齡人口與退休後的人口，成為一種生

活方式的移民。 

    縣內人口分布與結構在各時期因產業發展而有別，阿兵哥生意環繞於軍營

地周圍，是戒嚴時期人口集中所在，解嚴後，金城鎮、金寧鄉、金湖鎮觀光與

服務業、醫療產業、高教系統和社福系統發展，人口增加率與人口密度較高、

就業機會較多、人口流動較快、人口較年輕，相形之下，金沙鎮與烈嶼鄉失業

率、人口老化之地，縣內人口分布不均連動扶養比差距加大，挑戰超高齡鄉鎮

的照顧問題。 

    有別於傳統以臺灣本島的遷移研究，本文企圖從離島—邊緣為中心的角度，

發展出「金門人到南洋」、「金門人到台灣」轉為「台灣人到金門」的制度性條

件，並歸納出在此之下對金門高齡社會產生風險與影響，作為未來政策發展的

參考。尤其是金門縣世代青年外移、高度跨界人口流動與高度移入人口之下，

重組金門人口結構，產生縣內人口分配的不均，牽動跨界、跨境家庭再生產功

能的重組，而臺灣與金門兩地青壯年之交換，無法緩解金門老年照顧世代的中

空，更因青壯年世代的中空，衍生金門留守老人和高齡照顧者的議題，以及跨

界者之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弱勢遷入者之社會安全保障等等，這些風險因人口

錯置和縣內資源分配不均更加嚴重，隨著金門國際化的觀光和旅遊業，以及各

種移民進入金門，挑戰地方政府人口治理的能力，如何促進新住民的安心、安

家和安業，需要金門超越給付式的福利體制，更從制度性層次檢視跨國、跨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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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金門縣內各區不同制度間關係（如高等教育與社會安全網、各縣市津貼和

照顧服務的整合等等），協助各類新住民生命歷程成功地轉銜，強化人與地方的

融合和參與，並發展因應的服務體系。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在金門特定生命歷程

的移動，探討其對個人與家庭、社會的影響，以及特定群體之遷移軌徑與歷程，

發展更具體的政策與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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