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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政策意涵 

第一節  結論 

如前所述，國外雖已有眾多文獻在探討福利遷移之議題，惟針對台灣

地區的福利遷移卻是少有學者加以論述的。而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即在

探討台灣地區各縣市社會福利支出是否會對人口遷移造成影響？又此效

果若是顯著，究竟是正向或是負向地影響人口遷移。同時，本文也考慮進

其他可能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並進一步探討台灣各縣市的社會福利水準

對男性或女性遷移者的影響是否為一致，以收最全面的分析結果。 

本文利用台灣 23 個縣市，自 1995 年至 2005 年地區別的追蹤資料，

以雙因子固定效果模型估計三種實證模型。在控制樣本異質變異的問題，

並排除模型設定錯誤與共線性等問題後，本文之主要的研究發現為，台灣

各縣市的社會福利支出會影響人口遷移，且為正向影響，亦即台灣各縣市

符合福利遷移之假設。並且，女性遷移者比男性遷移者更著眼於平均每人

可享有的社會福利支出水準，且受到的邊際效果也比較大。 

實證結果發現，其他解釋變數對於人口遷移亦存在顯著的作用。這些

變數包括了每年台灣各縣市每戶可支配所得、每年台灣各縣市教育服務水

準、每年台灣各縣市產業結構，都是對於台灣的跨縣市人口遷移而言，正

向刺激的趨動力。除此之外，為了更貼近台灣地區人口遷移的情形，考量

每逢選舉年出現大量幽靈人口之特殊現象，特別加入選舉年虛擬變數，結

果亦發現有十分顯著且正向之效果。此外，經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亦發

現，每年台灣各縣市重大犯罪率，將對人口遷入有不良影響。 

另外，就個別的區域固定效果而言，扣除未顯著不採計者，三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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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顯示，如台中市、嘉義縣、桃園縣、雲林縣等有較高發展潛力之縣市，

有著較高的區域固定效果。另由時間固定效果的分析中得知，近年來（自

2001 年後），受到各方面急遽變化之影響，致使台灣地區的人口遷移（不

論男性或女性遷移者）受到時間特質的影響有增加之趨勢。 

最後，本文利用多種統計量進行實證模型正確性之檢定，以確認本文

研究結果的準確性。根據檢定的結果，得知本研究之三種實證模型皆無法

被證明為設定錯誤，且不存在共線性的問題，並經 White 檢定法修正後，

已無異質變異之問題。因此，本文在實證模型中所獲得的研究結論，具有

相當的可信度。 

第二節  政策意涵 

如前所述，台灣區域間人口分佈的差異很大，人口多集中於西半部，

其中，又以北部地區為最。如此繼續下去，將造成區域間發展差異有進一

步擴大的危機。經由本文的實證結果可得知，在台灣地區，不論是男性或

女性，各縣市的社會福利支出水準對人們居住區位的選擇皆具有顯著的影

響力。亦即台灣存有明顯的「福利遷移」現象。這表示地方社會福利支出

水準的提升是吸引人口遷入的因素之一，此為決策當局所不可輕忽。惟各

級政府社會福利支出增加，業已成為沈重的財政負擔。然而，社會福利需

求愈來愈高是未來必然之趨勢。因此，如何在不加重財政負擔的前提下，

藉由社會福利資源有效的分配，均衡區域發展，舒緩目前台灣面臨的人口

分佈不均問題，是政府當局亟待思考的問題。 

復因地方政府的財政往往兼具有直接性、實踐性以及積極性的特色，

連帶造成財政支出的效果多為顯而易見。故本研究建議，社會福利之原則

性政策應由中央政府制定，在此框架下，賦予地方政府更多的自主權，讓

地方政府做出最符合當地需求的社會政策。例如：人口淨流出之縣市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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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提高社會福利支出，以減緩人口外流的趨勢；相對的，人口過度集中的

縣市，當地政府必須及早擬定政策因應，例如：配合新市鎮建設、興建連

結至郊區之交通系統等，吸引人口自都市遷至郊區，避免引發更多的社會

問題。易言之，地方政府在進行人口政策應考量家庭的整體性和福利，切

合當地需求，避免一味地以各種金錢補助、福利津貼、優惠及輔導措施，

做為吸引選民支持的工具，而忽略實質的政策效果為何。 

此外，經由本文的實證結論亦發現，女性由於長期處於經濟弱勢，又

因婚姻關係等因素，導致女性相較於男性遷移者受到社會福利而進行遷移

的傾向較大。此一結論所引導出另一項更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是，婦女的

社會福利意識抬頭。而婦女的社政亦牽涉到兒童發展、兒童福利需求，也

和家庭功能的發展有密切相關。37因此，政府當局在進行總體社會福利的

規劃時，不可脫離對婦女議題的關心，應將婦女的需求和家庭功能之發揮

納入考量。 

而事實上，社會福利支出對於經濟上的弱勢團體，例如：特殊境遇婦

女、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戶或老年人等族群，一般而言是具有較顯著的

影響力。是故，本研究建議，如果地方政府增加社會福利支出之主要目的，

是要藉由吸引人口遷入以刺激該地區的經濟成長，則地方政府在增加社會

福利支出的同時，一方面除了應謹慎評估是否會對高福利需求、但低生產

力的移民產生磁吸效應，反而對經濟發展產生不良影響；另一方面更應積

極地配合人力資本的投資，使弱勢者由以往消極的福利依賴者，轉變為積

極的勞動參與者。當然，福利遷移現象是否會對其他方面產生任何的副作

用（side-effect），由於並非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因此不在此多加探討，

但卻可以為未來後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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