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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最近被熱烈討論的多元成家議題不難看出，「多元人權」已逐漸被台灣人

民所重視。人權所涉及的面向十分廣泛，經過多次的商量，我們決定要以這些雖

然時常出現在新聞中，卻不見得被社會真正重視的一群人作為研究目標，那就是

──失依兒童。 

 

 有一次我們看到一本書《我想我可能是瑪莎》，這本書是描述一位在尋找親

生父母的小女孩，她在年幼時被現在的養父母綁架，使得腦海中對真正父母的印

象始終和眼前看到的父母有些不同。在一次的偶然中，她發現一個老舊的相框，

在自己的調查下終於知道那是自己真正的親生父母，所以她還未成年便一個人獨

自踏上千里尋家的旅程。雖然瑪莎並不算是失依兒童，但從她的故事可看出，「尋

根」對於失親的孩子來說，是多麼重大的一個課題。這段故事引起了我們想研究

失依兒童的動機。 

 

 之後真正使我們下定決心的契機是，來自於一段被掩蓋已久的黑暗歷史──

約翰遜的「口吃實驗」。約翰遜博士為了作研究，在 1939 開始進行的口吃實驗，

用「心理施壓」與「強迫關注」手段將孤兒院的兒童成為口吃者。約翰遜博士從

小也深受口吃之苦，原本應該也能對此症狀感同身受的他，但是卻為了自己的理

論，不惜利用失依兒童來做實驗品，雖然實驗最後證明他的理論是正確的，但是

實驗小組隱藏實驗情形，並沒有公布這項不光彩的實驗，那些孩子遭受了摧殘還

不知道自己的苦難緣自何方，被蒙蔽了整整一生。直到 60 餘年後社會大眾和這

群被實驗的失依兒童才知道這項魔鬼實驗的真相。但是這已經對他們造成了一輩

子也無法抹滅的傷痕，其中一位當事人曾經寫信說到:「你毀了我的一生，我也

許會成為自然科學家、考古學家或者總統。可是，我卻成了一個可憐的結巴。我

一直自我封閉......為什麼選擇孤兒做實驗？我們本來就夠痛苦的了......我一無所

有，你奪走了我的一生......你是個魔鬼，是納粹！」 

 

 這種不將失依兒少的權益當一回事來看待，進而做出各種可怕實驗的例子在

當時屢見不鮮。看完這些故事後，我們決定要好好探討這些被漠視的權利。 

 

 這些失依兒少可能因為一些天災人禍而失去生命中最重要也最基本的親

情，在人生的旅途中多了一層陰影，但即使旅途上少了一份關愛，他們仍努力地

在找尋自己的道路。我們希望能藉由我們的研究，找出方法去幫助這些在風雨中

的小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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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我們想要探討的有以下幾項： 

1. 失依兒少的定義  

2. 失依兒少形成的原因  

3. 台灣目前失依兒少的情形  

4. 失依兒少的安置問題 

 

貳●正文 

 

一、 定義、現況及法規 

 

（一） 失依兒童的定義 

 

 失依兒童是指由於各種原因失去生身父母和其他具有親情關係的成年人正

式照顧的 12 歲以下兒童，他們或是由於父母亡故，或是由於法律原因不能與自

己的父母共同生活，抑或是其他各種無法得到成年人的正式照顧，只能由社會中

的他人或是機構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 

 

（二） 失依少年的定義 

 

 同上，年齡為 18 歲以下，12 歲以上。失依少年是指由於各種原因失去生身

父母和其他具有親情關係的成年人正式照顧的 18 歲以下孩童，由於父母亡故，

或是法律原因不能與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抑或是其他各種無法得到成年人的正

式照顧，只能由社會中的他人或是機構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 

 

（三） 失依兒少目前情形 

 

 本國近年來因有通報制度，所以失依兒少較無增加趨勢，較為嚴重的是外籍

勞工(如:印尼)，在台生活期間，所產下的子女，帶不回其母國，產生兒童無國籍、

無戶籍等問題，對於這些父母親為外籍勞工者的失依兒童，不能給予國籍，可依

照「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 22 條：主管機關應會同戶政、移民主管機

關協助未辦理戶籍登記、無國籍或未取得居留、定居許可之兒童、少年依法辦理

有關戶籍登記、歸化、居留或定居等相關事項。前項兒童、少年於戶籍登記完成

前或未取得居留、定居許可前，其社會福利服務、醫療照顧、就學權益等事項，

應依法予以保障。  

 

 在台灣，主要為屬人主義，因此這些由外勞在台灣生下的孩子若不被祖國接

受，國家、血緣歸屬的問題將會是一項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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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寄養的定義 

 

 當兒童及少年的原生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親生父母不適宜教養其子女時，

透過社政單位協助，為兒童提供暫時性的家庭式照顧。等到原生家庭的困難解決

後，就可以讓孩子返家。 

 

（五） 安置問題 

 

 給予身分，由法院指定監護人(市長、社會局人員……等)，評估兒少需到寄

養家庭或是育幼院，暫時安置後，協助其收養，失依兒少可拒絕收養人想收養的

意願。但是我國在傳統觀念影響下，大多喜歡從小開始養，顧受領養的機會會隨

年齡增加而愈來愈小。若是 18 歲仍無升學意願者須離開育幼機構，讓其自立，

有自立方案協助就業，教導儲蓄、理財觀念和職業培訓。 

 

（六） 寄養家庭 

 

 當兒童的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父母(或照顧者)無法提供照顧或兒童未受到父

母(或照顧者)適當的養育及照顧時，政府會結合民間團體暫時提供給兒童及少年

一個替代性的家庭照顧。 

 

（七） 寄養家庭的申請資格與管道 

 

 為保障兒童福利，對於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生活的兒童，所以要採家

庭寄養方式。兒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其家長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由當地

兒童福利主管機關調查許可後，辦理家庭寄養。情形如下： 

 

1. 家庭經濟困窘或生活無依者。  

2. 非婚生或被遺棄者。 

3. 家庭嚴重失調，無法與親生父母共同生活者。 

4. 父或母患嚴重疾病必須長期療養者。 

5. 父或母在監服刑無法管教子女者。 

6. 父母無力或不適教養子女者。 

 

    前項兒童，家長不詳或無利害關係人者，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函  

請當地兒童福利主管機關辦理寄養。 

 

 兒童寄養之期間，以兩年為限，但情形特殊者，當地兒童福利主管機關得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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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延長。 

 

受寄養之家庭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受寄養父母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具有國民中學以上教育程度者。 

2. 受寄養父母結婚三年以上相處和諧者。 

3. 受寄養父母及其子女品行端正，健康良好，無傳染疾病者。 

4. 有固定收入足以維持家庭生活者。 

5. 住所安全整潔，有足夠活動空間者。 

 

 志願提供寄養服務之家庭，應檢同全戶戶籍謄本及健康證明書，向當地兒童

福利主管機關申請，經審查發給許可證後，始得接受寄養兒童。 

 

 每一家庭接受寄養兒童之人數，包括該家庭未滿十二歲之子女，不得超過四

人。寄養兒童生活費、教養費、衛生保健費及服務費之標準，由省 (市) 政府給

予補助。 

 

 前條費用及醫療費，由寄養兒童家長或利害關係人負擔，其無力負擔者，得

申請當地政府補助。 

 

 受寄養家庭遷移前，應先通知當地兒童福利主管機關，以便聯繫，遷移後之

居住處所。 

 

 受寄養家庭終止 (放棄) 寄養，應向當地兒童福利主管機關繳銷許可證。 

 

 受寄養家庭應負下列責任： 

1. 維護寄養兒童之人格尊嚴。 

2. 注意寄養兒重生理及心理之健全發展。 

3. 注意寄養兒童社會行為之培育。 

4. 重視寄養兒童生活教育及知能教育。 

5. 注意寄養兒童之安全，如發生事故時，應予緊急處理，並通知兒童家長

或利害關係人。 

 

 當地兒童福利主管機關，應與受寄養家庭經常聯絡，並予以督導及考核。 

 

 受寄養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地兒童福利主管機關，應令其改善或終止

其寄養關係。情節重大者撤銷其受寄養之許可，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依法

辦理。 

1. 有兒童福利法第十八條各款規定情事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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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藉機對外募款歛財者。 

3. 受寄養父或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辦理寄養服務成績優良者，當地兒童福利主管機關應予獎勵。 

 

（八） 寄養補助 

 

 政府會有寄養補助，兒童約 14000 元、少年約 17000 元。育幼機構也會有來

自於政府的補助，金額大概與寄養家庭差不多。 

 

（九） 教養機構 

 

    提供兒童及少年安置照顧服務，兒童及少年如果因為失去父母或遭遇父母生

病等重大變故，可以向社政單位申請安置於機構，機構除提供生活照顧之外，另

外也提供心理及行為輔導、就學及課業輔導、衛生保健、衛教指導及兩性教育、

休閒活動輔導、就業輔導、親職教育及返家準備、獨立生活技巧養成及分離準備、

追蹤輔導及其他必要之服務，以提供像家庭一樣的環境，協助小朋友健康快樂的

成長。 

 

二、 參訪 

 

 為了解失依兒少相關議題，我們於 103 年 3 月 11 日至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

童及少年福利科參訪，以下是我們的訪談內容： 

 

（一） 台灣失依兒少的現況如何？ 

 

 像是棄嬰那種完全找不到父母的，或者父母雙亡過世，親屬都找不到，他只

有一個人，那我們認定他為失依兒童及少年，這部分，我們社會局會處理，那第

一個，像失依兒就是無父無母也沒有親屬的，像這一類的只要有通報到社會局，

各區域都要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就會受案，那會通報進來，第一個，先讓他有身

分，有身分才可以就學、就業。那不管現在學校有文件是不是要家長簽名，所以

我們必須要到法院去申請法院指定監護人，有時候指定給市長、局長、或者是社

會局，就是說他法律上有監護人，那他將來不管在就學，就業就有人幫他簽署，

有兩種安置的方案，第一個為寄養家庭，第二個為育幼機構，社工會去評估此失

依兒少是否適合待在那裡。再者，比如說棄嬰，棄嬰很小，我們不希望他從小就

待在育幼機構，所以我們希望從小就幫她找到一個家庭，加上很多人現在不能生

育，所以就希望能出養給這些人照顧，社會局會幫他們協助辦理程序，讓他們能

從小就有一個完整的家庭，但有礙於國人傳統觀念，認為孩子如果不是從小帶到

大，就沒了那種親密感，所以我們才希望能從小就幫這些無依無靠的兒童找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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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二） 失依兒少是否在一定年齡之後必須離開育幼機構？ 

 

 現在法律規定 18 歲以後就不能繼續待在育幼機構，除非是有繼續升學才可

以繼續待在機構，否則依照規定是必須出去自立的，當然社會局也會協助他如何

租屋、如何求職。社工也會定期去訪視他們，看他們有甚麼需求。 

 

（三） 若突然發生天災，造成許多失依兒少，是否有其另外的安置方式？ 

 

 像天災(如 921 大地震)突發性突然多出很多失依兒童，我們本身有預防制

度，就是先進緊急收容所，再來幫忙他們找親屬，通常親屬這時候會出現並且照

顧他們，如果真的都找不到，那才會進育幼機構，其實經過這樣層層篩選之後，

不見得人數是會增加很多的。 

       

（四） 失依兒少是否享有其特殊權益？ 

 

 一般兒童與失依兒童的權利是相等的，我們現在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

障法」，裡面包括就學、就業、少年福利、權益都有，所以他們與一般兒童都是

一樣的。 

 

（五） 目前只要有通報政府就一定要處理。人手夠嗎？   

 

 即使人手不夠還是得處理，因為失依兒童他們沒有地方可以去，其實在制度

上我們希望說評估出養決定能夠再給了社工大一點的決定權力，就是這個孩子是

要決定出養或是不出養，他的計劃要很快就出來，才能夠繼續下面的事情。孩子

越小越有機會能找到想屬於或是適合他的父母，希望那個時間能盡量縮短。 

  

 目前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未來十年會有一些隱憂，像是很多外籍勞工脫逃，

外籍勞工隻身來到這邊，可能不知道到哪裡與哪些外國人士有一些關係，就是生

小孩，生了小孩之後被抓到，他生的小孩不是自然取得我們的國籍。依照本國得

規定是屬人主義，你父母的國籍就是你的國籍，所以當你父母不是台灣人，在台

灣是沒有國籍的。你沒有國籍就不能入戶，沒有入戶就不能就學。現在比較麻煩

的是印尼這個國家是回教國家，對於所謂的婚姻關係是非常保守的，所以我們發

現在印尼這個部分，外傭生的小孩會被遣返，因為印尼政府規定因為或許他們在

那邊也有婚姻關係，結果你的配偶沒有在這邊，那你到台灣工作之後卻帶了小孩

回去，回去印尼是要接受很嚴厲的處罰，印尼政府也不允許自己的國人帶不是與

自己配偶的小孩回去，這個孩子就是留在台灣了。所以他有可能媽媽被遣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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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爸爸不知道是誰，然後沒有國籍就沒有戶籍，沒有戶籍就沒有學籍，所以我

們要幫他們取得身分，但是不能給小孩國籍，那是有些限制的，還有人口的問題。

在 100 年新修的法條第 22 條有說道對這種無國籍的無依兒少，要與政府和各大

機關協調在居留權方面戶籍國籍的問題，在那個相關的社會福利、醫療保健或是

就學檢入給予協助和保障。這整個觀念就是在兒童權利方面跟現在整個的法律修

改是跟著人權公約走的，都是依照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的概念來修改的，因為

兒童人權在全世界來講是屬於大家共同維護的。 

 

（六） 目前失依兒童現在趨勢是往上或是往下?  

  

 現在因為台灣的觀念和一些通報制度和兒童保護觀念的成長，其實本國的數

量並不會增加，主要是外籍勞工與非婚姻人所生的小孩有增加的趨勢。現在警方

也會幫忙找出與失依兒童有血緣關係的人，所以個案數都不多，而且台灣近幾年

來並沒有太大的天然災害。 

 

（七） 失依兒童和我們上的學校是一樣的嗎?  

  

 失依兒童和我們都一樣在一般的學校上課，只是我們不會知道，只有相關人

員會知道。 

 

 

 

(圖一)與新北市社會局兒少科科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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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論 

 

   經過幾個月來的努力，我們終於完成這份專題寫作，裡頭充滿大家的合作和

問題的解答，經由資料整理以及訪談我們解開了關於失依兒少的幾點疑惑。 

 

Q1: 失依兒少的定義: 

 

Ans:因為各種原因失去家人和其他有血緣關係的親戚，或是由於法律原因不能與

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抑或是其他各種無法得到成年人的正式照顧，只能由社會

中的他人或是機構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 

 

Q2: 失依兒少形成的原因: 

 

Ans:失依兒少會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失去父母:天災、人禍等，或是一些社會問題:

未婚生子、遺棄嬰兒等。真正提升國民素質，教導正確對待生命的觀念，才能免

去這些新生命的痛苦。 

 

Q3: 目前台灣失依兒少的情形: 

 

Ans:現今的社會因為有完整的通報制度，許多孩子都能找到原父母，但即便如

此，我國的失依兒少的比例卻沒有明顯增加或減少的趨勢，雖然本國孩子漸漸減

少，但是來自外國的部分外籍勞工，卻留下了許多社會問題(如:未婚懷孕等)，使

得許多孩子在國籍與血緣的認同上有許多麻煩。 

 

Q4: 失依兒少的安置問題: 

 

Ans:現在社會有完整的社福制度，在孩子未被收養前，先送到寄養家庭或是教養

機構(育幼院)，社會局方面也盡力地想給孩子更溫暖的安置，希望能減少他們內

心裡的不足。完成收養後，社會局也會定時訪問領養家庭，看看孩子是否過得安

穩。 

 

這些是本文最一開始的研究目的之解答，在這段時間裡，越是深入研究，越能發

現許多原本不了解的事，製作此次小論文讓我們了解了許多相關知識，這些都不

是在書本上能讀到的，經過蒐集資料及訪談，我們對於失依兒少的議題有了初步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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