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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關心新住民與我國籍配偶離婚後，進入法耐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

時，是否獲得平等對待之問題を本文使用資訊科學技術，驗證る法耐是否會

因父母的國籍而在裁判書中使用不同的詞彙れ，Ε析 116件親權酌定事件之

裁判書を其中有 31件之一方當事人為外籍｠外裔人士ち簡稱外籍裁判つ，

85 件為雙方當事人皆為我國籍ち簡稱雙臺籍裁判つを首先，將裁判書中的

詞彙在Ε詞後，轉化為 TF-IDF的文本詞彙矩岱，再透過主成ΕΕ析投影在

二維平面上，將每則裁判書的詞彙特徵ち所在位置つ可視化を雙臺籍裁判與

外籍裁判並未Ε為不同的兩群，而是位置重合，意味著法耐在兩種當事人的

裁判並未使用不同的詞彙，因此無法直接主張司法體系對新住民不平等を其

次，再使用機器學習中的梯度提升法，輔現外籍裁判中，る是否出境れ以及

る居住狀況れ相關詞彙特徵，較雙臺籍裁判為高，表示法官在外籍裁判中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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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程序參與以及居留問題を藉衣文宴探勘與機器學習來Ε析裁判書文本，

除了檢驗平等問題外，還可將抽象的法律概念ち子女最佳利益つ具象化為裁

判書中提及之事實ち出境｠租屋つ，供實務參考，結合了資訊與法律兩個領

域，呼應本刊る跨域｠科技與法律れ的主題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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