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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求各站實施初次入境關懷訪談，且落實

服務站考核以提升服務品質。隨後，拓展偏

鄉行動服務，推動敦親睦鄰及策略聯盟，規

劃法令宣導及辦理家庭教育講座，將服務對

象由個人擴大到家庭成員，讓新住民來到新

故鄉可以在家人的支持下安心生活並能促進

社會參與。

危機？轉機！正向思考
3年後，李組長榮陞入出國事務組組長，

接下陸客來臺自由行的新任務，她表示：「國安

單位看兩岸交流是危機，旅行業則是商機，而我

們移民署卡在中間，怎麼找到自己機關的生機，

從中取得平衡？」面對這「是危機還是轉機」的

時刻，她舉自己的人生為例：「我年輕時很鐵齒，

說我不要結婚，結婚也不嫁客家人，不嫁長子，

不要小姑，不要公婆同住，不要三代同堂，不做

公務員，做公務員也不做社會救助。 結果通通
碰上了，只好轉念：客家人勤儉，小姑能陪公婆，

三代同堂省了安親班費用。而我也當了公務員，

還做了社會救助科科長！」所以她鼓勵同仁正

向思考，碰到問題不要害怕，面對問題，思考解

決對策，加強溝通說明，危機就是生機。當上承

上啟下的一級主管，李組長的原則是「今日事

今日畢，公務不影響家務」，以及調適自己在主

管與非主管之間的工作心態，不同的處事哲學

與時間管理，例如李組長因大學擔任救國團服

務員的訓練，以及多次擔任司儀主持活動的經

驗，使她能因台風穩健，口條清晰著稱，李組長

說這都要靠事前努力做功課：「不斷練習、修正，

要以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來報告，這都是下功

夫練出來的。」但她表示當上主管後：「要訓練

同仁發揮，我扮演提供參考意見的角色。」她也

鼓勵新進同仁多表達意見，精進邏輯思考與文

書能力。

新住民事務提升層級至行政院
 李組長表示，新住民政策未來還有許

多思考與討論的空間。例如各種社會福利對

新住民權益的保障，究竟該用內國法的概念 
還是民法親屬的思維來處理？因為新住民不

設籍的比例上升，代表我國的社會福利可能

不再具備吸引外來人口的絕對優勢。目前，

本署的作法是對外連結各部會與團體、進行

資源整合、形成移民輔導網絡，並透過實地

考核來了解及引導各地方政府推動移民服

務，此外，藉由「新住民發展基金」(原名「外
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協助各界對新住民
的培力；對內也配合政府政策，持續推動相

關業務，移民輔導的層面也從一開始「照顧

輔導」的概念，逐漸轉型為現在「培力回饋」

的模式，並將新住民事務提升至行政院層

級，成立「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

多管齊下，以更具戰略的角度來研議這些與

「人」息息相關的政策，期望能為我國在全

球化與高齡少子化的未來找到最佳的定位。

老人福利工作影響一生

本身對老人福利比較有興趣。」李組

長微微一笑，語出驚人。她提起大學

就讀社會學系社工組時，發現所學如心理

學、社會個案、團體、社區發展工作等課程

和實習，對於能力的培養和經驗累積都有助

益，一方面薰陶了她的個性，一方面也接觸

到社會上較需要幫助的人，更具同理心，這

些做人處事的基礎，在往後人生道路的各領

域都受用無窮。大學時，李組長就預見社會

未來對老人福利的需求，研究所畢業後第一

份工作便是規劃自費養老院：「當時照顧的

都是一些『很有背景』的老人，我因此理解

到，一個人不論年輕時如何叱吒風雲，終究

要走到這一步，所以人生爭什麼呢？而母親

去世前，看著她一口氣上不來，我因而頓悟

到，人能活著就是為自己爭一口氣，這一口

氣讓你活著，讓你有所表現，對了就去做，

做了就對了。人都會老，要健康老化，真的

沒什麼好爭的。」這份體悟深深影響了李組

長的工作哲學，因此她鼓勵同仁：「人要豁

達，平安就好，是你的逃不掉，不是你的別

強求。我們當公務員總以民眾的福祉為優先

考量，落實政策規劃、努力工作，長官看到

你的付出，就會給你回報。」

為第一線移民輔導定位 
李組長在社會司做了 13年的全國社會

福利規劃後，在工作上亟思突破，剛好遇上

移民署即將展開全新的移民輔導業務，正在

徵求有社工背景的人擔任移民事務組副組

長，因此轉換了跑道。她說：「以前我也不

懂移民，來移民署其實學到很多東西。從服

務 2,300 萬的對象，轉而服務 40 萬新移民，

好像比較輕鬆；社會司是一個科管一個法，

而移民署則是一個署管一個法，但內容卻遠

比我想像得複雜；一開始我也常搞混外配和

陸配的法令，發現講錯了就趕緊修正。」李

組長並提及移民署成立時篳路藍縷，由 6個
服務處變成 25個服務站，花了若干時間調
整體質，她也在適應新單位的特質：「移民

署和社會司工作性質很不一樣，這裡機密性

很強，資料不能用 USB傳輸，電子郵件還要
經過系統過濾。還有警政部門習慣寫 SOP，
但當時社政單位並沒有那麼多 SOP說明執行
細節。」李組長來到移民署的第一個工作，

就是要幫署找到定位：「什麼是移民輔導？

我們該怎麼做？」服務站是第一線接觸民眾

的單位，由高度管理轉為軟性服務，但移民

輔導並不等於社會工作，李組長表示：「社

工是助人的專業，本署沒有專職社工人員，

我們不要去踩別人專業的紅線，移民署進行

移民輔導的定位與主軸就是資訊收集、資源

轉介的平台。給新住民正確的途徑，讓他們

得到衛政、勞政、社政專業的協助。」本署

的移民輔導，期初以部分服務站具社工背景

的同仁發展服務模式，再擴大影響其他服務

站標竿學習，並召開地方政府網絡會議，進

為移民輔導定位
—專訪移民事務組李臨鳳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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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期，我才知道我的母親是在湖北出生、緬甸長大。
再加上我父親曾經是警察，二哥在警備總部工作過，所以來
到移民署工作，就好像冥冥之中註定的緣份。」許多人都知
道本署移民事務組李臨鳳組長大學與研究所均就讀社會學
系，但卻沒有幾個人知道她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便是規
劃設立一間養老院。而這份工作，也影響了她的一生。且聽
她娓娓道來這段人生經歷…

李組長（前排左3）參加移民節活動。

李組長於新住民二代培力試辦計畫行前說明會說明
活動宗旨。

李組長（中）個性活潑大方，喜歡帶給同仁歡樂的工作氣氛。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