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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姐妹之間常聚會，互相了解彼
此近況。其實，嫁到台灣的陸配，有不少
都後悔。」來自黑龍江的陸配陳楊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無奈地說， 「三十年河東，三
十年河西」，以前在大陸人眼裏，嫁到台
灣是一件榮耀的事，但這些年大陸的經濟
比台灣好，身邊一些朋友即使嫁到台灣，
都不願意拿台灣身份證，更不用說民進黨
執政這兩年有陸配想放棄台灣戶籍了。

陳楊說，這幾天就有姐妹在討論學廚
藝，到時候回大陸開餐館。而且大陸今年
推出了 「惠及台胞31條」等措施，上月還
開放申請居住證，更堅定了陸配回大陸發
展的想法。

搶購廁紙倍感悲哀
自2004年嫁到台灣以來，陳楊最大的

感受就是台灣的經濟可謂 「王小二過年
—一年不如一年」。以前買衣服，花一
兩千元新台幣，大家都能接受，但現在找
工作不易、且薪資停滯，花錢也不敢這麼
大方了。這兩年陸配姐妹聚會，AA制每人
500塊，大家都覺得太貴，會重新選一家平
攤下來200元左右的。陳楊覺得，台灣社會
整體消費力下降了。早前台灣民眾搶購衛
生紙，最令她感到不可思議，但又覺得很
悲哀： 「為了幾塊錢、幾毛錢的便宜而瘋
搶，可見大家對台灣的未來感到相當恐慌
，沒有安全感，沒有信心。」最近，陳楊
去 「民進黨大本營」台南協助村里長選舉
事宜，連當地 「死忠」的民進黨支持者都
覺得現在台灣的經濟很糟糕。民進黨當局
竟還說今年是20年來台灣經濟最好的一年
，大家都覺得這是個笑話。

俗話說 「水往低處流，人向高處走」
，對於陸配萌生放棄台灣戶籍而回大陸發
展想法，陳楊表示理解， 「台灣的經濟看
來是好不了了。民進黨上台後，經濟下滑
太厲害，失業率一直在增加，人心越來越
渙散。」

從台北到台南，記者訪問的陸
配中，不少人都有想放棄台籍回大
陸的想法。鍾錦明指出，目前陸配
在台灣分布的情況以台北、新北、
高雄為主，佔了大約七成。最近幾
個月他陸續接到四位陸配詢問如何
能夠取得大陸戶籍、放棄台灣戶籍的
電話，令他十分訝異。

「婚促會成立20年來首次聽到有
陸配想要了解舉家遷回大陸的相關程
序。這是一種警訊，也是一種趨勢。
」鍾錦明表示，這兩年來兩岸關係陷
入僵局，台灣經濟持續低迷，反觀大
陸經濟蓬勃發展，工作條件和生活環
境比台灣更好，陸配當然要為家庭將來
做打算，尋求回大陸發展的機會。

憂下一代被「獨」害
在台南生活了18年的陸配胡芬就有

了回大陸發展的念頭。在台灣生活這些
年，胡芬總結了兩個特點：沒有歸屬感
，看不到希望。回想起初到台灣所受的歧
視，她頗感心酸， 「不管我怎麼努力，他
們（夫家）都還是把我當外人。在家是這
樣，在職場也這樣。我們陸配的工作態度
和專業性不輸台灣人，但就有公司因為我
們是大陸人而不予錄用，即便我們已經擁
有台灣身份證很多年。」

對於 「台式民主」，胡芬也不敢苟同
。她說， 「政治人物選舉時，陸配是他們
競相爭取的票源，但選舉完了，就被甩到
一邊。這些年只看到他們為了選舉進行的
『表演』，並沒發現他們對台灣發展做了

什麼實事。尤其蔡英文執政以來，經濟環
境日趨惡化。」

另一個令胡芬擔憂的問題是，民進黨
大搞 「去中國化」，還說年輕一代是 「天
然獨」，孩子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無法樹
立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這也堅定了胡
芬離開台灣的想法。

【大公報訊】記者蘇榕蓉、蔣煌基報
道：來自上海的蔣女士10年前與丈夫在南
寧相識，後來嫁到台灣，但生活了一段時
間後還是決定回上海工作和生活。她向大
公報表示，近幾年台灣經濟不好，生意越
來越難做，而大陸綜合實力日益增強，投
資氛圍好、充滿機遇。而她的丈夫在大陸
也申領了居住證，辦事更加方便，兩個女
兒正在上海讀書，加入了上海戶籍。

蔣女士笑言，自己和兩個女兒都是上
海戶籍，上海戶籍的含金量更高，一點不
輸台灣戶籍。從孩子的未來考慮，在上海
發展，當然入上海戶籍更方便，放棄一個
極具發展潛力的國際大都市的戶籍可不划
算。

不願在台當「二等公民」
五年前嫁到台中的陸配黃穎婚後也沒

在台灣定居。她回想當時在島內找工作常
被歧視，因為台灣規定陸配不可進入公辦

學校、事業單位或者擔任公務員。現今她
雖和丈夫分居兩岸，但也覺得比在島內當
「二等公民」要強。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婚促會）
會長鍾錦明指出，自2003年以後，每年兩
岸結婚都保持在1萬多對。但近兩三年來，
兩岸結婚的人數持續下降，今年預估只有
7000多對。

鍾錦明介紹，大陸配偶在台取得依親
居留滿六個月就可以加入全民健保，但此
外一系列的障礙比比皆是。例如，陸配取
得台灣身份證的時間是6年，必須經過依親
居留到長期居留階段才可以申請定居，每
個身份轉換都可能面臨到行政單位的家庭
訪查或者面談，實質審查對婚姻真實性的
認定。而外籍配偶取得台灣身份證的時間
只需4年。另外，大陸人士赴台入籍未滿10
年不得擔任公職，但外籍配偶取得身份證
後即可考取公職。在台灣備受歧視，成為
陸配想放棄台籍的重要因素。

充滿機遇 上海戶口含金量更高

「以前大家一窩蜂想嫁到台灣，現在又一窩蜂想回大陸。台灣的優勢不存
在了，而大陸一直在發展、在進步。」 在台中生活了14年的大陸配偶陳楊
感慨不已。台灣身份證的光環逐漸褪色，尤其這兩年民進黨上台後破
壞兩岸關係，衝擊島內經濟。據台灣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會
長鍾錦明透露，這三個月來接到好幾位陸配電話詢問 「如何放
棄台灣戶籍，想要一家回大陸」 。這是過去多年不曾有過
的事。看來，連陸配也要加入到脫台者的行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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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蘇榕蓉報道：對於
近期傳出有陸配想放棄台灣戶籍、全家回
大陸，台灣高雄新移民發展協會理事長湛
秀英向大公報表示，其實早前已有不少姐
妹（陸配）在了解如何放棄台灣戶籍、取
得大陸戶口的辦理程序，而她也協助過多
起諮詢事件。近年大陸的惠台政策有助台
灣民眾登陸發展，尤其現在島內經濟大環
境不好，很多陸配於是舉家搬回大陸，以
便跟上大陸發展的腳步。

湛秀英表示，關於陸配申請大陸戶口
方面，她一般是與陸配原在的大陸戶籍所

在地聯繫。大陸方面有針對大陸配偶想回
大陸定居這方面制訂了一些方便舉措。例
如，在台灣取得戶籍5年內想回大陸定居是
可以的，但超過5年就會比照台灣人在大陸
定居的狀況。

上月大陸方面正式推出居住證政策。
湛秀英說，這項便利措施對大陸配偶而言
更是好消息。據悉，辦理居住證，一般而
言是要在大陸住滿半年、有工作證明和住
所地址，但對於大陸配偶，回大陸後可在
原大陸戶口居住地辦理居住證，無需住滿
半年。

申領居住證 回娘家便利多

島內陸配人數趨下降
1998年
12451

1999年
17589

2000年
23628

2001年
26797

2002年
28906

2003年
34109

2004年
11886

2007年
14167

2008年
12270

2009年
12737

2010年
12653

2011年
12831

2012年
11651

2013年
11542

2014年
10044

2015年
9322

2016年
8673

2017年
7634

大公報記者 蔣煌基、蘇榕蓉報道

陸配坎坷歷程
台灣方面開放大陸配偶赴台，陸配須等8年才能拿到台灣身份證，
外籍配偶只需4年就可拿到身份證

民進黨陳水扁政府企圖把陸配取得身份證的年限由8年
延長至11年，遭到輿論反對後才作罷

民進黨政府對陸配赴台實施面談制度，而外籍
配偶則沒有相關規定

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把陸配取得身份證年
限由8年縮短至6年，並取消陸配繼承遺
產的限制，放寬陸配父母探親天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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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配擬棄台籍：全家回大陸
經濟持續下滑 對未來惶恐不安

2005年
14048

2006年
13927

▲去年大陸配偶盧月香率領姐妹們在台北舉行集會支持 「九二共識」 資料圖片

取得身份證年限
是否需入境面談
是否需定居面談

參政權

社會偏見

大陸配偶
6年

需要

需要

入籍未滿10年
，不得登記參選
任何公職、不得
擔任公職或組政
黨；入籍未滿
20年，不得擔
任情報、 「國防
」 機關相關人員

假結婚、真打工

外籍配偶
4年

不需要

不需要

入籍後即可擔任
公職；歸化後
10年內不得擔
任台灣地區正副
領導人、 「中央
」 及地方民代以
及 「中央」 政務
委員

在台外籍人士

▲陸配呼籲台當局縮短申請身份證的時間 資料圖片

民進黨立委推翻 「陸配取得身份證
年限由6年縮短至4年」 的法案，並
要求通過所謂 「國民權利義務基本
常識」 後才能拿到身份證

(大公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