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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外國人聘僱管理組陳瑞嘉組長與綜合規劃組

劉兆祥科長於 102年 1 月 22 至 26 日出席假泰國曼谷市由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

(ADBI）、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國際勞工組織(ILO) 合辦 ｢第三屆亞洲

移工圓桌會議｣；其結論如下: 

(一)  移工(到非出生地之國家工作者)是目前全世界經濟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必

然結果，加上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人口結構變化下，移工在全球有風起

雲湧的現象。目前我國每天也有 100 萬名外籍人士在全國活動，包括 44

萬餘名的藍領外籍勞工、近 3萬名的白領專業外籍人士、外籍配偶 46 萬

餘人，還有留台學生與各國觀光客。加上我們也有數萬計在全世界的留

學生、旅遊打工者、觀光客與在全球工作，尤其在中國大陸地區工作的

近百萬人口；我們也是相當活躍的參與者。 

(二)  我國是亞洲開發銀行(ADB)的發起會員，自 1966年即是其成員之一。隸

屬 ADB 之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

國際勞工組織(ILO)已經連續 3 年舉辦本項移工圓桌會議，我國屢次獲邀

參加，前兩次均因故未派員出席，本次係首度派員出席，會中除積極介

紹我國管理外籍勞工的作法外，也收集許多其他與會者之相關移工資料

以及不同之觀念；對我國未來在移工管理與論述有所助益。 

(三)  為方便移工（不論是藍、白領）到海外覓職，各國均在著手或已設置職

能標準或基準架構系統（Qualification Framework），以協助移工在國外找

到適格工作並爭取更高薪資。我國也正在積極建置中，未來宜朝跨國性

互相認證與合作方向前進；另一方面，針對技術士、師傅等之現有技術

加以鑑定與評估進而認定，是推廣與實踐「行行出狀元」之工具之ㄧ。 

(四)  我國藍領移工多集中在 4 個東南亞供應國家，鑒於該等國近年來經濟逐

漸有所起色，勞工需求增加；我國宜開發其他藍領移工供應國，以充實

我國勞動力；另一方面也要爭取全球之留學生及白領專業人士來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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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亞亞亞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洲開發銀行研究所洲開發銀行研究所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國與國與國與國
際勞工組織際勞工組織際勞工組織際勞工組織(ILO) 合辦合辦合辦合辦 ｢｢｢｢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 

 

壹壹壹壹、、、、        ｢｢｢｢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一、 會議時間 

本次會議自 102年 1 月 23 日至 25 日，會議議程如下：  

102年 1 月 22日      出發  

      1月 23- 25日   圓桌會議 

      1月 26日      返國               

二、 會議地點: 泰國曼谷 Pullman Bangkok King Power 飯店。 

三、 與會代表: 包括澳洲、英國、高棉、加拿大、中國大陸、印尼、愛爾蘭、日本、韓國、

寮國、馬來西亞、緬甸、紐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瑞士、泰國、越南、

美國及我國等逾 20 國派員 50 餘名代表參加；與會者還包括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際勞工組織(ILO) 與國際移民組織(IOM)計約 70 餘名。  

       我國與會代表２名 :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外國人聘僱管理組陳瑞嘉組長與綜合

規劃組劉兆祥科長。 

四、 ｢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 (The 3rd ADBI-OECD-ILO Roundtable on Labor Migration 

in Asian)之主題為｢評估勞動市場對移工之需求，並發展區域技術移動性 ｣。本次會議

邀請泰國勞動部長 Phadermchai Sasomsub蒞會致詞，另外 ILO 亞太區域副主任 Thetis 

Mangahas，OECD勞動力與社會處長 John Martin（愛爾蘭籍），ADBI 能力建構與訓練

處長邢于青（中國大陸籍）。分六個討論主題探討。(詳細議程請參閱附錄五) 

五、 Ｓ部長在致詞時，特別強調渠剛與泰國 50 家人力仲介商簽署合作備忘錄，將仲介費用

上限訂在５萬泰銖，除機票與職前訓練等使用者付費部分，盼能降低泰籍移工之覓職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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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 會議前言會議前言會議前言會議前言 

2010 年，全球的移工（在非出生地之國家工作者）估計有１億 550 萬人，其來源包括，歐

洲 3,510 萬人 (33%)，亞洲 3,070 萬人（29%），北美洲 2,510 萬人 (24%)，非洲 840 萬人（8％），

大洋洲 300 萬人(3%)以及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 251 萬（3％）。 

 

 
表表表表 2.1 :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 2000及及及及 2010年年年年六大洲移民與六大洲移民與六大洲移民與六大洲移民與移工移工移工移工來源來源來源來源圖圖圖圖 

 

 
表表表表 2.2 :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 2010年移工年移工年移工年移工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區區區區表表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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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的理由眾多，但主要仍然是經濟因素，也就是在出生地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取得較滿意

之工作，故離家背井到其他非出生之國家工作賺取較高的薪資所得。故其目的國就以經濟較

發達或願意提供較高薪資的國家。從表 2.2 可以瞭解，OECD ( 共有 30 國，詳見附錄三 ) 就

是最大的目標區塊，歐洲與中亞位居第二，其他依序是，南沙哈拉非洲、中東與北非、南亞、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我國所在之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反倒是墊底。 

 

從表 2.3可以看出亞洲各國 2010年前往 OECD之移工數量以中國大陸的 50.82萬人居首，

印度以 25.24萬人居次，菲律賓以 16 萬 7,100人居第三名。其他較多者包括，越南(8.75萬)、

韓國(7.6萬)、泰國(5 萬)、孟加拉(4.95萬)、斯里蘭卡(4.13萬)、日本(3.23萬)、印尼及尼泊爾

(2.49萬)；我國也有 2 萬 300人移往 OECD工作。 

 

表表表表 2.3 : 2000-2010年年年年亞洲各國亞洲各國亞洲各國亞洲各國移工移工移工移工到到到到 OECD 數量表數量表數量表數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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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4 : 2005/6年年年年亞洲各國亞洲各國亞洲各國亞洲各國移工移工移工移工到到到到 OECD 之性質之性質之性質之性質(數量數量數量數量/年齡年齡年齡年齡/性別教育成度性別教育成度性別教育成度性別教育成度)表表表表 

 

2005-2006亞洲各國移工到 OECD的教育與年齡分析，年齡層上大多由 24-65間之勞動力

中間支柱移往 OECD賺錢養家，至少 7 成以上；而且是男女比例相當對稱，只有日本、蒙古、

菲律賓與泰國是以女性超過 6 成以上較為特殊；在教育程度上，阿富汗、高棉、哈薩克斯坦、

寮國、泰國之移工的教育程度偏低，推斷是從事家庭幫傭與勞力工作；另一方面，馬爾地夫

(70.9%)、印度 (63.3%)、馬來西亞 (58.4%) 及台灣 (69.8%)之教育程度較高。台灣之高

教普遍可能有失真處，其他的都有些「危邦不居、楚材晉用」的效應，尤其是來自南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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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 : 2010年年年年前後前後前後前後亞洲亞洲亞洲亞洲移工移工移工移工大國到中東大國到中東大國到中東大國到中東、、、、OECD 亞洲會員亞洲會員亞洲會員亞洲會員國國國國及非會員國數量表及非會員國數量表及非會員國數量表及非會員國數量表 

(註註註註: 上上上上表中印尼來台表中印尼來台表中印尼來台表中印尼來台灣之灣之灣之灣之數字誤植到印度數字誤植到印度數字誤植到印度數字誤植到印度) 

 

 
表表表表 2.6 : 2011年年年年南亞與菲南亞與菲南亞與菲南亞與菲、、、、越與印尼各國越與印尼各國越與印尼各國越與印尼各國移工移工移工移工到中東各到中東各到中東各到中東各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國國國國家家家家數量表數量表數量表數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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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5 與 2.6 中可以看出，亞洲移工除了到 OECD國家外，就以亞洲地區為其首要目的

地，其中又以中東、東亞與東南亞為最大目標。從表 2.5看出，寮國是剛加入這項經濟活動，

還以鄰居泰國為最大移往國；菲律賓與印度是無處不在；日本是法律上不准使用移工；韓國

則是與 15 個國家 (泰、印尼、越、菲、高棉、寮、尼泊爾、斯里蘭卡、巴基斯坦、蒙古、東

帝汶、烏茲別克、吉爾吉思斯坦、孟加拉及緬甸) 簽署 MOU 來分散來源國；我國則是集中在

4 個國家 (泰、印尼、越、菲)，俄羅斯的來源仍然以前蘇聯時期的聯邦對象相互來往 (以中亞

地區為主 ) 為目的地；泰國則幾乎已經退出中東地區；中國大陸則在亞洲尚無動作，蓋中國

大陸是世界移工匯款回國高居亞軍，每年有超過 600 億美元之匯回款 (詳表 2.10)，目前顯然

勞動力尚屬充沛，仍是移工供應者而非引進者，然而其在大湄公河地區 (詳表 3.58) 扮演火車

頭角色，終需要回應東協開發中國家之自然人移動要求；印度也是以輸出為主，但是鄰國的

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及巴基斯坦都有為數不少的移工入境印度提供服務。 

 

中東海灣國家仍是移工大市場之ㄧ，表 2.6顯示在 2011年仍然胃納 322萬移工。雖然泰國、

越南已經退出，但海灣國家仍是南亞的重要輸出目標國。 從另一方面可以解讀，移工佔總勞

動人口比例，阿曼(73%)、科威特(83%)、阿酋(89%)、沙烏地(47%)、卡達(94%)、新加坡(35%)

及馬來西亞(16%)等看出，海灣國家是有多麼仰賴移工的服務，超過或是將近 9 成的卡達、阿

酋及科威特都是最佳明證。 

 

 
表表表表 2.7  :  2009年年年年移工比例移工比例移工比例移工比例較高較高較高較高國家一覽表國家一覽表國家一覽表國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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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1 看出，2010 年全球之移工中，29%是來自在亞洲；這與該區佔全球 6 成總人口來

說，顯然比例上是少了一些。但是其趨勢是上升的，每三個來自開發中國家的移工中，有一

位是來自亞洲，另一個特色是亞洲移工傾向在區域內相互移動，換句話說，亞洲移工主要之

活動區域是其他中亞 (蘇聯聯邦成員之間的流動)、東南亞國家或是中東海灣國家。 

 

亞洲移工大致上可以分成，第一、主要移出國，包括中國大陸、印度、印尼、菲律賓、孟

加拉、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尼泊爾及中亞前蘇聯各聯邦國；第二、主要移入國家，包括新

加坡、韓國、香港與汶萊；第三、兼具移出與移入者，包括印度、馬來西亞、台灣與泰國。 

 

 
表表表表 2.8  :  2010年年年年世界移工主要來源國世界移工主要來源國世界移工主要來源國世界移工主要來源國(數量與比例數量與比例數量與比例數量與比例) 

從表 2.1 看出，移工不是亞洲的獨門生意，其他 71%在其他五大洲發生，從表 2.8 可以知道，

墨西哥 (1,200 萬人)、印度 及 俄羅斯 (1,100 萬人)、中國大陸  (800 萬人)、 烏克蘭 (700 萬

人)、孟加拉、巴基斯坦及英國 (500 萬人)與 土耳其及菲律賓 (400 萬人) 都是移工主要供應國

家；另一方面，表 2.8 右邊的國家多屬政經不穩、經濟無以為繼、或是受到氣候變遷可能滅頂

的國家，其移出比例已經是令人咋舌，以色列西岸與加薩走廊(68%)、薩摩亞群島(67%)、格瑞

納達(66%)、聖克里斯多福(61%)、蓋亞納(57%)、摩納哥 ( 56%，應是無富人稅與遺產稅，很多

他國之逃稅富人爭相移入造成物價過高而迫使原居民搬離)、安地瓜與巴貝多(48%)、東加、阿

爾巴尼亞(45%)及巴貝多(41%)。其中還有我國邦交國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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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9  :  全球移工最大通道全球移工最大通道全球移工最大通道全球移工最大通道 

從表 2.9 可以得知，2010 世界 10 大移工互動通道，美國有兩個，包括美墨邊境(1,160 萬人)

高居首位以及美中（國）之間 (170 萬人)；俄羅斯有 4 個，包括與烏克蘭互通有無 (俄羅斯

輸出 370 萬人；烏克蘭輸出 360 萬人)、與哈薩克斯坦 (俄羅斯輸出 220 萬人，輸進 260 萬人)；

印度有 2 個，包括孟加拉移入印度 (330 萬人)、印度移出到阿酋 (220 萬人)；土耳其移工 270

萬到德國；中國也移工 220 萬人到香港。 

 

 
表表表表 2.10  :  2012年年年年全球全球全球全球 10 大大大大移工移工移工移工匯款比較表匯款比較表匯款比較表匯款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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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是以賺錢為主要目的，移工也多會將海外所得送回其母國，表 2.10看出，世界十大移

工匯款國中，印度以每年 700 億美元獨占鰲頭，中國大陸以 660 億美元稍微居次，其後是墨

西哥及菲律賓 (都是 240億)、奈及利亞 (210億)、埃及 (180億)、孟加拉及巴基斯坦 (各 140

億)、越南 (90億)及黎巴嫩 (70億)。 

 

表表表表 2.11  :  2012年移工匯款佔年移工匯款佔年移工匯款佔年移工匯款佔 GDP 最大比例國家表最大比例國家表最大比例國家表最大比例國家表 

移工匯款對其母國之重要性，可以從表 2.11 看出，該項匯款佔尼泊爾 GDP 之 22.4%、菲律

賓是 12.65%、孟加拉 12%、斯里蘭卡 7.3%、越南 6.97% 以及巴基斯坦 5%。這些案例有些或

許稍嫌極端，但不失為一項可以參考的指標。 

 

  

表表表表 2.12  :  開發中國家開發中國家開發中國家開發中國家強勢強勢強勢強勢貨幣來源比較表貨幣來源比較表貨幣來源比較表貨幣來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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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匯款是各收受國最穩定又持續成長的強勢貨幣來源，移工輸出國大多是開發中國家，

其經濟發展囿於各種原因較難有所突破，以人當商品提供服務收取薪資報酬是最保險的經濟

來源。從表 2.12可以看出，全球對外投資(FDI)與私人債務（Private debt）在 2008年金融危機

後就一厥不振，而援外金額 (ODA) 出現持平現象，即使在經濟景氣時段，各先進國家或富裕

國家也不會提高款額來提供無償援助；只有移工及移民匯款是持續向上且聲勢驚人，即使在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或許稍為受挫，但是反彈力道十足，目前已經突破 3 千億美

元。 

 

 

表表表表 2.13  :  2010年匯款到年匯款到年匯款到年匯款到 6 大洲之費用比較表大洲之費用比較表大洲之費用比較表大洲之費用比較表 

匯款是如此重要，那就應該從開源與節流一起下手，在節流方面，各主要移工來源國之國

民多數對國際金融作業不熟悉；政府是責無旁貸設立專業單位來協助移工如何安全又便宜的

將辛苦所得送回母國，不只是幫忙家用，各匯款收受國也是獲益匪淺。 從表 2.13 得知，將 200

美元匯回母國所需費用，南沙哈拉非洲須花費 25 美元（12.5%）最貴，其他依序是東亞及太平

洋區 19 美元（9.5%），歐洲與中亞地區 17 美元（8.5%），中東與北非 16 美元（8%），拉丁美

洲與加勒比海 15 美元（7. 5%），及最經濟的是南亞地區 13 美元（6.5%）(印度、巴基斯坦、斯

里蘭卡與孟加拉都有政府出面設專責機構協助)。 

 

叁叁叁叁、、、、｢第三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 會議內容  

 
3-1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連續舉辦三次圓桌會議之地主國泰國，其平均年移工人數為 10 萬人，其中在亞洲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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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成長現象，2011年約有 5.5萬人，中東地區則有 1.2萬人，兩者約佔移工七成；而各國對

泰籍移工的需求是增加的。雖然近年來泰國的經濟發展有起色，但是泰國之經濟結構中，農

業仍然佔有一定比例 (約 10%)，所僱用人數佔 40%以上之就業人口；一則表示有大量農村人

口可以進行開發，另一方面則是偏低的生產力與教育不普及性的挑戰。泰國 2012年之全國失

業率是令人眼紅的 0.5%。 

 
表表表表 3.1: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2001-2011年泰籍移工年泰籍移工年泰籍移工年泰籍移工與匯款與匯款與匯款與匯款趨勢圖趨勢圖趨勢圖趨勢圖 

 
表表表表 3.2: 泰泰泰泰國國國國 2009-2011年泰籍移工分佈圖年泰籍移工分佈圖年泰籍移工分佈圖年泰籍移工分佈圖 

 

泰國目前最低每月工資是 8 千泰銖，約合 8 千新台幣(不到 250美元)，到海外賺取更高薪

資是一大誘因。而比起泰國周邊的寮國(最低月資 80 美元)，泰國的工資已足以吸引 6 萬 2,792

非法寮籍移工入境從事農業耕作。還有緬甸 81 萬 2,984人，高棉 5 萬 6,479人都入泰從事低

技術勞動力與家庭幫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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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 緬甸緬甸緬甸緬甸、、、、寮國與高棉跨境到寮國與高棉跨境到寮國與高棉跨境到寮國與高棉跨境到泰國泰國泰國泰國工作分工作分工作分工作分佈圖佈圖佈圖佈圖 

 

 
表表表表 3.4: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982-2008年經濟結構與勞動力分佈圖年經濟結構與勞動力分佈圖年經濟結構與勞動力分佈圖年經濟結構與勞動力分佈圖 

 

表表表表 3.5: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2015年在東南亞共同市場成立後之年在東南亞共同市場成立後之年在東南亞共同市場成立後之年在東南亞共同市場成立後之 8 項項項項專業人士圖專業人士圖專業人士圖專業人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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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是東協重要成員之ㄧ，在 2015 年東協成為共同市場時，泰國也希望擺脫低技術代工

的現狀，故選定 8 項專業人士作為轉型目標，也配合觀光業相當發達的國情，8 個項目包括，

醫療人員、牙醫、護士、會計服務、調研人員、工程人員、建築人員與觀光專業服務員。 

 

3-2 印尼印尼印尼印尼   

 

 
表表表表 3.6    : 印尼印尼印尼印尼 2006-2011年移工人數表年移工人數表年移工人數表年移工人數表 

印尼移工人數在 2006-2011年呈現下降趨勢，在 2007年達到近 70 萬人之高鋒，但是受到

2008年之金融危機影響、中東局勢動盪與國內經濟蓬勃發展，移工人數遽降，在 2011年僅有

58 萬人，以超過 2.4億人口的印尼來說，此項比例，若與鄰居菲律賓相比，確實是微不足道，

菲國人口只有 9 千 400 萬人，不及印尼的一半，卻有 1 千萬移工在全球工作，印尼籍移工人

數可謂微不足道。 

 

 
表表表表 3.7    :     1994-2010年年年年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巴基斯坦之移工匯款表巴基斯坦之移工匯款表巴基斯坦之移工匯款表巴基斯坦之移工匯款表 

從表 3.7可以看出，印尼移工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在 2011年卻能夠匯回近 70 億美元回國，

比起鄰國菲律賓 1 千餘萬人移工有 240 億美元之匯款，可見印尼移工在國外省吃儉用還有克

苦辛勤工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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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國角度觀察，在印尼移工中有近 20 萬人是集中在台灣工作，我國是其 1/3 移工的目的

國。顯然我國在印尼籍移工具有重要地位，但也突顯我國外勞供應來源過於集中在特定對象；

如一旦有任何變化，將會造成我國在印尼看護工 (15.48萬人) 及 1/3的製造業移工 (2.54萬人) 

的不穩定性。印尼已經停止派送家庭幫傭到中東地區，包括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我國管

理與對待外籍移工雖然備受肯定，但亦宜防範於未然。 

 

 

表表表表 3.8    : 印尼印尼印尼印尼 2005-2012年勞動力分佈圖年勞動力分佈圖年勞動力分佈圖年勞動力分佈圖 

 

印尼的結構與泰國雷同，農業仍然扮演相當重要角色，2012年全國約僱用近 4 千萬（38%）

的勞動力；製造業與建築業則有小幅的增加，而屬於服務業的貿易與社區服務的從業人員則

有顯著的增加。這與印尼近年來經濟有突破性成長相呼應；但是印尼 2012年之失業率仍然有

6.14%，加上農業從業人員有季節性與包容隱藏性之情形，可以推估，印尼之就業不足與失業

情況仍屬嚴竣。而印尼擁有 2.4億人口，每 1% 的失業率意味著 150萬人在待業中，加上其青

年人佔總人口數之比例偏高，現在應有近千萬人是處於就業不足或失業狀態；而其移工人口

卻只有不足 60 萬人，是有可以再深度開發之潛力。 

 

3-3  越南越南越南越南 

 

2012年，越南在全球 40 餘國有 50 萬移工在海外工作，每年越南新增派出約 6 萬名移工出

國；比起 5 年前平均年新增 8.2萬人減少近 2 成。平均每年匯款 80 億美元回越南 ( 越南官方

的數據是 20 億美元，但是亞洲開發銀行及其他研究機關都落在 70 到 80 億美元；ㄧ種說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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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之統計數據是否有包括「越裔」僑胞；如同菲律賓的匯款數據每年從 120 億到 210 億美

元都有，以菲律賓之案例來說，美國是其首位匯款來源國，但是在統計人數上，菲律賓移工

之前十個目的國並不包括美國；人數少但匯款特多，顯然是包括「菲裔」美國人，而且是擔

任高級職務有高收入之專業人士；越南的統計亦有相同現象，自越戰結束後赴美歸化者人數

可觀，但並不在越南移工統計數據上，但其匯款在研究機構之統計數據是有包括在內，所以

造成平均移工匯款遠遠超過其他以人數取勝之國家如印度、中國、墨西哥及巴基斯坦等等 )。 

 

越南移工主要目的國為: 台灣 ( 9 萬 9 千人 )、馬來西亞 (8 萬人)、韓國 ( 7 萬 5 千人，含

韓國政府聘用之 600名越南高級技工 )、中東地區 (2 萬 5 千人)及日本 ( 1 萬 9 千人，含日本

政府聘用之 1 千名越南工程師 )。另外，在非洲地區，利比亞動亂前有 1 萬名越籍移工在該國

工作；現在越南還與國際糧食組織(FAO)及非洲政府簽有合約，派有專家在阿爾及利亞、安哥

拉與莫三鼻克從事醫療、教育與農業種植與推廣之援助活動。 

 

 

表表表表 3.9    : 越南越南越南越南、、、、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 1999-2010年移工匯款表年移工匯款表年移工匯款表年移工匯款表 

 

究其移工主因包括，可以創造就業機會，越南勞動市場每年有 110 到 150 萬職場新鮮人投

入；勞動參予率相當高，男性是 81%，女性是 72.3% (2009 年)；越南國內之就業不足與失業情

勢仍然嚴重，2012 年全越就業由於經濟不景氣，失業人口正在逐漸上升。2012 年全國失業人

口達近百萬人。城鎮與農村失業人口各約 50 萬人。此外，全國有 137 萬人就業不足。從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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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47%的失業人口為年青人。胡志明市失業率最高，達 3.9%，其次是九龍江平原、河內市。

越南勞動力相對充裕，15 歲以上勞動人口達 5,310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 60%，約 7 成生活在農

村地區。另一主因是賺取更多薪資，目前越南基本月薪是規定，第 1 區域(直轄市) 235 萬盾 (110

美元)；第 2 區域(省級城市) 210 萬盾；第 3 區域(農村) 180 萬盾；第 4 區域(山地偏遠地區) 165

萬盾。以越籍移工到台灣工作為例，其薪資至少成長 5 倍，對改善移工家庭及越南政府之外

幣收入都有所助益。 

 

越南移工之年齡多在 20 到 40 歲間，其中 6 成 4 是男性，這顯示女性出國工作的風氣漸盛，

從 2000 年的 3 成提高到現在的 3 成 6。越南政府的態度也是鼓勵移工出外打工，並分別出台

許多相關法令來推展移工業務；甚至鼓勵具有較高級技術者如建築工頭、監工、工程師到海

外。  

 

3-4 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 

 

 
表表表表 3.10  :     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 2001-2011年移工數量表年移工數量表年移工數量表年移工數量表 

菲籍移工之數量是呈現穩定成長現象，即使是在 2008-2009世界金融危機時期，也是呈現

成長狀態；目前已經突破千萬人之門檻。從表 3.10可以看出，非法移工 (irregular migrant) 在

本世紀初有超過百萬大軍，在 2005年降到 60 餘萬人，但在 2011年又恢復到百萬人以上；從

表 3.11可以看出，菲籍移工之 10 大目標國依序是，沙烏地阿拉伯、阿酋、新加坡、香港、卡

達、科威特、台灣 4.18萬人 (我國 2012/11月之數據是 8.6萬人)、義大利、巴林及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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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11    : 菲律賓移工菲律賓移工菲律賓移工菲律賓移工 10 大目的國大目的國大目的國大目的國 

 

 

表表表表 3.12     :  2010-2011年年年年菲律賓移工之工作種類菲律賓移工之工作種類菲律賓移工之工作種類菲律賓移工之工作種類分佈分佈分佈分佈表表表表 

 

菲籍移工之主要工作項目，一般工人與低技術工人仍佔首位，約維持在 1/3 現象；商場銷

售、工廠操作員、貿易工人各約佔 15%；專業人士也佔 10%，且有增加之趨勢，辦公室員工、

技工也各佔 5.5%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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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13  :     2011年菲律賓移工來源地區表年菲律賓移工來源地區表年菲律賓移工來源地區表年菲律賓移工來源地區表 

菲籍移工主要係從首都馬尼拉附近，並非從鄉下地區來，可以推測是到海外從事工作需要

相關資訊，所以在資訊較發達之地區反而是移工之主要來源地。 

 

表表表表 3.14  :     2003-2012年菲律賓移工匯款表年菲律賓移工匯款表年菲律賓移工匯款表年菲律賓移工匯款表 

上表顯示，菲籍移工每年匯款回菲律賓是呈現一路成長現象，到 2011 年匯入超過 200 億

美元，約佔菲國 GDP的 12%，可說對菲國經濟有重要貢獻。2012年只有前十個月，並不代表

2012年是下降的，尤其是 12 月份是耶誕節，對篤信天主教的菲律賓人民更是匯款旺季，所以

只供參考之用。但從 2005-2011年的趨勢是一路向上，尤其是 2008-09年之金融危機下，匯款

顯然未減反增，究其主因是，移工在海外更能體會全球佈景氣與生活艱辛，所以寧可自己省

吃儉用也要寄錢回家，所以匯款仍是呈現增加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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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15  :     2012年菲律賓移工匯款年菲律賓移工匯款年菲律賓移工匯款年菲律賓移工匯款來源國家來源國家來源國家來源國家表表表表 

美國是菲國移工首要匯款來源國，在總額 201億美元中 (菲央行數據)，竟然匯入高達 84.8

億美元，將近一半左右，而美國並非在菲國移民十大目的國之列；人數少但匯款超多，其主

因推測是，匯款中包括許多已歸化美國籍之菲律賓移民，另一理由是，到美國的移工多是專

業人士或具有技術之人員，所以其所得較高也匯款較多。同樣情形也可解釋排名第二的加拿

大、第四名的英國與第五的日本。這四個國家之總額即占總匯款的 6 成以上。德國與挪威也

是如此，義大利應是 OECD唯一例外之國家，菲籍移工在義大利工作者超過 3 萬多人。 

 

 

 
表表表表 3.16  :     2000-2011年菲律賓移工匯款種類表年菲律賓移工匯款種類表年菲律賓移工匯款種類表年菲律賓移工匯款種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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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方式匯款，包括透過金融機構或是自行攜帶回國是主要途徑，所謂實物给付方式是菲

國財政部之統計方式，其數量不多其實是無關重要。此現象就牽涉到匯款之成本與安全性的

討論，如何減少移工匯款成本與強化其安全性是值得探討之議題。 

 

 

3-5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人口 1.8億人，1/3 處於貧窮線以下，人口成長率 2.03%，總勞動人口 5 千 730萬

人，45%勞動力集中在農業，失業率 6%，人均 GDP(2011)是 1,372美元。2012年之移工總數

有 740萬人，每年以 7%速度在成長；分佈在全球 140個國家工作，其中 48%在中東地區(以

非技術工為主)，28%在歐洲，19%在美國；2012年匯回總額達到 113億美元。 

 

 

 
表表表表 3.17  :  巴基斯巴基斯巴基斯巴基斯坦移工現況表坦移工現況表坦移工現況表坦移工現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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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18   :  巴基斯坦移工之工作種類表巴基斯坦移工之工作種類表巴基斯坦移工之工作種類表巴基斯坦移工之工作種類表 

巴基斯坦移工 51%是技術工，40%是非技術工、6%在服務業、3%在農業。從表 3.18可以

看出，巴籍移工從工程師、醫生、護士、教師、會計師、經理、木匠、廚師、水電工、司機、

操作員、技工、金匠、藥劑師、裁縫師、電腦程式分析師、牙醫到海員，不但人數眾多而且

包羅萬象。將近 15%的勞動力在海外討生活，如果扣除 4 成的農業從業人口，巴國將近 3 成

的就業人口移往海外工作。 

 

 

表表表表 3.19  :  2006-2012年巴基斯坦移工之匯款表年巴基斯坦移工之匯款表年巴基斯坦移工之匯款表年巴基斯坦移工之匯款表 

 

巴基斯坦之移工的匯款呈現兩位數字之增加，2010-11年還以 25.77%成長，從 200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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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4億美元增加到 2011年的 131億美元；加上巴國移工年均成長率達 7%之情勢；可以推論，

巴國國內政經情勢每況愈下，人民只好赴海外討生活，從販夫走卒到醫生、會計師與專業人

士都在出走。其移工中技術工與專業人士已經超過 5 成；巴國自 1979年起，也設立海外巴僑

基金 (Overseas Pakistanis Foundation)，旨在減少失業、增加匯款來改善巴國經濟狀態。巴國近

年更結合國家各相關部會資源，就移工之住宿、教育、健保、財務金融、旅館折價、法律諮

詢、年金、機場通關便利、簡化行政與設立海外駐點 ( 巴僑部 [ Ministry of Overseas Pakistanis ] 

在 19 國設置 26 個辦公室)等各方面協助巴籍移工。 

 

 

 

表表表表 3.20  :  2020年全球勞工供給預測圖年全球勞工供給預測圖年全球勞工供給預測圖年全球勞工供給預測圖 

 

依據相關預測，在 2020年時，全世界除了南亞地區以外，由於其他地區人口因為相繼迅

速老化，世界勞動力剩餘供給地區只有印度的 4 千 7 百萬人，巴基斯坦的 1 千 9 百萬人，菲

律賓、印尼與墨西哥各 5 百萬人，埃及 4 百萬人，巴西 3 百萬人外；其他地區都會是勞動力

缺乏的現象；舉其大宗者包括美國缺乏 1 千 7 百萬人，中國大陸也會短缺 1 千萬人，日本 9

百萬人，俄羅斯 6 百萬人，德國、法國及西班牙都少 3 百萬人；英國及愛爾蘭少 2 百萬人，

和澳洲的 5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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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1  :  2010-2050年年年年亞洲特定國家之勞動力預測亞洲特定國家之勞動力預測亞洲特定國家之勞動力預測亞洲特定國家之勞動力預測表表表表 

人力資源的缺乏，即使是低階或是無技術工人也將是各國搶奪的主要目標。而南亞是最重

要的一個供應地區。從表 3.21 及 3.22 可以預測，從 2010 到 2050 年之間，汶萊、日本、馬來

西亞、韓國、新加坡與泰國的勞動力佔總人口數均是出現一路下滑的情勢，日本（屆時 75 歲

以上者將佔總人口數 22%以上）差一點不到 5 成，其勞動力將出現負成長 2.8%。 

 
表表表表 3.22  : 亞洲各國勞動亞洲各國勞動亞洲各國勞動亞洲各國勞動力力力力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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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斯里蘭卡斯里蘭卡斯里蘭卡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人口約 2, 020 萬人，2009 年人均所得 2, 040 美元，國內生產毛額 380 億美元，人

均 GDP 4 千 3 百美元；勞動力約 900 萬人，22%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斯里蘭卡是以種植園

經濟為主的農業國，土地肥沃濕潤，氣候條件優越，熱帶水果和堅果品種齊全。斯里蘭卡還

有三寶：茶葉、橡膠、椰子，產量均居世界前列。斯里蘭卡的石墨、寶石儲量最為豐富。由

於也是印度洋北部東西航運必經之地，又有“東方十字路口”之稱。 

    

只是過去深受內戰頻仍拖累，政經局勢常易陷入不安。受內戰結束激勵，2009 年斯國經

濟成長率雖延續正成長走勢，但又碰上全球經濟衰退，導致最大市場－美國與歐盟地區等外

部需求銳減的衝擊，故重創斯國出口，當年度 GDP成長率滑落至近年新低之 3.5%。展望未來，

鑑於過去影響農作物生產的戰爭因素已不再，尤其是 2010年來自斯國東部與北部農作物產量

大增，而提高農民收入，增加民間消費，從而帶動當地企業與外資企業的投資擴增，加上旅

遊業收入回暖挹注，預期 GDP 平均成長率將可上看 8%。在消費與企業信心的雙雙回升下，

尤其是透過所得以及海外僑匯款等增加，民間消費可望繼續成為驅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

預期 2011-2015期間，斯國經濟可望維持年均成長 7.4%的水平。外貿方面，進口增速大於出

口，尤其是來自國際大宗商品與油價的持續上升，以及戰後重建工程需求，是斯國貿易逆差

再度擴大的主要原因。預測斯里蘭卡貿易逆差由 2010年的 39 億美元，一路走高至 2015年的

83 億美元，所幸透過旅遊、海外僑匯款以及轉口貿易等收入增加，2011-2015期間的斯國經常

帳赤字占 GDP平均比重，尚可控制在 4.5%範圍內。 

 

 

表表表表 3.23  :  2005-2011斯里蘭卡移工匯款表斯里蘭卡移工匯款表斯里蘭卡移工匯款表斯里蘭卡移工匯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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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4  :  2000-2012斯里蘭卡移工供給圖斯里蘭卡移工供給圖斯里蘭卡移工供給圖斯里蘭卡移工供給圖 

斯里蘭卡 2012年新增 27 萬 6,732名移工，男女約各半，其累計在海外討生活之移工有 180

萬人，其累計在海外討生活之移工有 180 萬人約佔總勞動力的 25%；女性多從事家庭幫傭

(88.2%)。中東地區是主要目的國(58.9%)，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酋、卡達與約旦。 

 

斯國外國就業促進與福利部轄下之海外就業局是移工主政單位。主管移工之 3 ‘R’主軸政

策，即僱用(recruitment)、匯款(remittance)與返國(returning) 。當前其執行挑戰是，對返國移工

之資訊掌握缺乏，缺乏對世界市場所需技術提出對應之技術訓練，對匯款流向掌握不易，對

如何減低匯款成本仍在努力，以及過度依賴匯款的經濟。  

 

2011年斯里蘭卡移工總共匯回 52 億美元，是斯國外匯最大來源，對斯國總體經濟助益匪

淺，佔 GDP 的 8.2%，35%的外匯收入以及僱用 17%的勞動力。斯國其他外匯主要來源包括茶

葉、茶葉、橡膠、椰子、成衣、觀光、外資等，各個項目平均賺進 15 億美元。 

 

3-7  孟加拉孟加拉孟加拉孟加拉 

 

2011年，孟加拉人口 1 億 5,250萬人，勞動人口 7,542 萬人，移工總數 ( 含孟裔移民 )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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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分布在世界 157 個國家，2012 年預估有 60 萬 3 千名新移工加入，較 2010 年成長 55%；2012

年預計匯回 142 億美元。其中女性移工只有 3 萬 7,304 名。 巴籍移工中之技術工與專業人士

多前往澳洲、加拿大、美國與歐盟。非技術工與半技術工則多前往中東地區、東南亞及馬來

西亞。目前巴國正積極與泰國 ( 漁民 )、沙烏地阿拉伯、亞塞拜然研簽備忘錄。也在研議送

女性移工到香港服務。 

 

目前移工轉往南韓、東南亞與馬來西亞呈現增漲趨勢；另外由於巴國積極輔導移工作業，

非法巴籍移工也出現銳減狀態，只是非法留學生與移工仍然充斥在澳洲、加拿大與美國等地。 

 

 
表表表表 3.25  :  2005-2011孟加拉移工目標國分布表孟加拉移工目標國分布表孟加拉移工目標國分布表孟加拉移工目標國分布表 

 

孟移工在整個中東地區幾乎都呈現崩盤情況，科威特、利比亞出現個位數字，沙烏地阿拉

伯在 2007年還有 20 萬人，2008年金融危機時幾乎腰斬，2011年只有剩下 1.5萬，不及 2007

年之 8%數量；該地區只有阿酋、約旦、黎巴嫩與阿曼等國還出現小幅成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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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6  :  2005-2012孟加拉每年新增移工數量表孟加拉每年新增移工數量表孟加拉每年新增移工數量表孟加拉每年新增移工數量表 

 

孟國移工受到 2008-09全球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從 80 餘萬人銳減到災後的 30-40餘萬人，

這幾年又已經漸漸恢復原貌，在 2012 年已經來到 60 萬人。孟國也體會到雞蛋不能放在同一

籃內，現在要分散風險，要往全球方面方展，新的目標國家包括澳洲、加拿大、俄羅斯、紐

西蘭、瑞典、剛果、南非、阿爾及利亞、波札那、塔吉克斯坦、奈及利亞、利比亞、獅子山、

智利、香港、不丹、愛沙尼亞、亞塞拜然、安哥拉及希臘等。 

 

 
表表表表 3.27  :     2005-2011孟加拉每年新增女性移工數量表孟加拉每年新增女性移工數量表孟加拉每年新增女性移工數量表孟加拉每年新增女性移工數量表 

 

孟國也想開發其婦女市場，包括藍、白領都要開發，從醫生、工程師、設計師、護士、大

學教授到家庭幫傭等 43 種行業。從 2005年的 1 萬 3,570人倍增到 2011年的 3 萬 559人，分

布在 57 個國家服務。香港與新加坡的家庭幫傭是目前開發重點之ㄧ。但是目前僅佔 6%之移

工總額，仍深具開發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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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8  :     2005-2012孟加拉移工匯款表孟加拉移工匯款表孟加拉移工匯款表孟加拉移工匯款表 

2005年孟加拉移工匯款總額只有 42.5億美元，而在 2012年就成長到 142億美元，共成長

235%。也因此造就了孟加拉外匯存底創下歷史新高，達到 13 億美元。孟國經濟也因此安然渡

過世界金融危機。而孟國也責成其中央銀行在英國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資助下與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創

建移工匯款管道以利移工更經濟實惠地匯款回國。另外孟國政府也提供一系列的協助方案，

包括法律諮詢、職前訓練、金融常識、銀行開戶協助、住宿、低利貸款等等。 

  

 
3.29     :     2010年年年年孟國移工費用一覽表孟國移工費用一覽表孟國移工費用一覽表孟國移工費用一覽表 

 

   從表 3.29可以就孟加拉移工成本進行分析，將近 9 成是被所謂仲介、其他幫忙者所拿

走，一個移工之成本需要 2,637美元，不可謂不昂貴。仲介費用透明化應該是孟國未來努力的

方向。 

 
3-8  寮國寮國寮國寮國 

 

寮國是中南半島唯一不臨海的內陸國，境內 80%土地屬山地與高原，且多為森林覆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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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源豐富，盛產柚木與紫檀等名貴木材，並擁有錫、銅、鐵、煤等礦產資源。經濟發展以

農業為主，農作物包括水稻、玉米、花生與棉花等，惟因缺乏灌溉系統，復受制化學肥料供

給與現代化耕作技術等不足，以及氣候變遷影響，致稻米產量有限，難與泰國與越南兩大全

球稻米輸出鄰國相提並論。此外，寮國教育普及率低，人口素質提昇不易，基礎建設開發不

足，每每形成外資卻步，或觀望不前。整體而言，寮國農業占全國人口 85%，工業基礎薄弱，

2011年人均所得僅 1,224美元，為全球低收入貧窮國家之一。 

 

寮國自然資源豐富，蘊藏礦產、木材及水利等資源，但因本身為內陸國，交通及公共設施

落後，經濟結構以農林漁牧業為主占 27.1%，主要為生產稻米的自給自足農業。近年來在政府

積極改善投資環境與擴大基礎設施建設下，營建受益於基礎設施建設的擴大下，有顯著之成

長；而投資環境的改善也讓外資逐漸進駐水力發電、礦產開發與觀光業，而開始逐漸取得成

果。 

 

貧窮、失業率高、收入偏低(最低工資月薪 80 美元)、天災人禍、需要改善生活都是從事移

工之動力；相對的海外工作有較高的收入、有較好的工作環境與新技術、新知識、新經驗可

以學習，都是推動移工的誘因。依官方數據，寮國目前只有 8,183名合法移工，分別在泰國(8,105

名)及日本(78 人)。另外有 11 萬 6,421名非法移工在泰國從事農業工作，在泰國也屬於 3K 產

業，是泰國勞工不願從事之工作，而泰國的最低月薪是 300 美元，是寮國的 3 倍高。還有一

些跨境到越南的成衣廠、餐飲店提供勞務。 

 

 
表表表表 3.30  : 寮寮寮寮國國國國 2001-2011年泰籍移工年泰籍移工年泰籍移工年泰籍移工趨勢圖趨勢圖趨勢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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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人口 659萬人，人均 GDP 1,224美元，在 2002年與泰國簽署跨境就業備忘錄，目前

慢慢開發中，總移工量不到 15 萬人；因為寮語與泰語幾乎相通，對我國開發移工來源之成本

相對較低；雖然該國教育相對不普及，人民素質有待加強，但仍屬移工處女地，可以試探開

發之。 

 

3-9  緬甸緬甸緬甸緬甸 

 

在緬甸方面，經濟發展主要以發展農業，進而帶動其他產業，2011年的經濟結構，農林漁

牧業占 GDP 比重為 36.4%、工業占 26.0%與服務業占 17.8%。在農林漁牧業中，農業比重高

達 27.5%、牲畜及漁業占 8.4%。主要農作物有稻米、小麥、玉米、花生、芝麻、棉花、橡膠、

豆類、甘蔗、油棕、煙草和黃麻等。緬甸漁業多半由私人經營為主，雖然水產資源豐富，但

因缺乏冷藏設備，使水產出口的發展受到阻礙。在工業方面，緬甸工業比重約占 26.0%，主要

工業有石油和天然氣開採、小型機械製造、紡織等。在製造業中則以食品及飲料業等農產品

之加工占相當高之比重，產品則主要供當地市場消費，而其他前景較佳之產業則為紡織、建

材等行業以及新開放之通訊電信業。 

 

2012年緬甸總人口數為 5,458萬人，人均 GDP 1,017美元，農林漁牧業比重為 36.4%；所

以也是一個可以開發的移工新供應市場。加上緬甸現在走上開發道路，緬國人民友善，即使

教育普及率低，人口素質有待提昇，但是與寮國一樣，仍屬移工處女地，具有試探開發之價

值與條件。 

 

3-10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指標 單位 汶萊 柬埔寨 印尼 寮國 
馬來 
西亞 

緬甸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人口 
(2012年) 

萬人萬人萬人萬人 41 1,495 24,865 659 2,918 5,458 10,378 535 6,709 9,152 

人口成長率 
(2009年) 

% 2.1 2.1 1.2 2.1 2.1 2.0 2.0 3.1 0.6 -0.2 

人口成長率 
(2012年 P) 

% 1.7 1.7 1.0 1.7 1.5 1.1 1.9 2.0 0.5 1.1 

人口密集度 
(2009年) 

人人人人/km2 70 83 124 25 86 88 307 7,023 130 263 

土地面積 

(2009年) 
千千千千 km2 5.7 181 1,860 237 330 677 300 0.7 513 331.1 

人均名目 GDP 
(2011年)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35,180 899 3,495 1,224 9,977 1,017 2,369 50,078 4,972 1,394 

表表表表 3.31  :  東協東協東協東協十十十十國國國國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本次圓桌會議以亞洲為主要討論重點，其中又以東協為重心，從表3.31可以比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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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會員國間的基本數據，其中與外籍移工較有關係之國家還有新加坡、汶萊與馬來西

亞。移工佔總勞動人口比例，新加坡達35%、汶萊達25 %及馬來西亞的16%。 

 

在東協十國中，以新加坡與汶萊之開發程度較高，兩者均有特殊狀況。新加坡方

面，產業結構集中在工業及服務業，2011年占GDP比重分別為25.0%與64.8%。其中工業

以製造業與建築業為主；服務業則以批發與零售貿易業、飯店與餐館業、金融服務業

及商業服務業。由於新加坡經濟主要依靠國外需求支撐，對外貿易與吸引外資的擴張

一直是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這兩年來因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的接連影響下，可

明顯看出新加坡的工業與服務業成長趨勢隨著全球景氣波動而變。2008年美國次貸危

機時，新加坡立即陷入衰退7.2%之成長率，而服務業也趨緩至成長3.1%，而在2010年全

球經濟復甦時又分別大幅成長14.1%與14.6%，顯示新加坡產業受整體外部環境因素影

響程度相當高。在汶萊方面，憑藉著豐富的石油資源，成為東協中較富有之國家。汶

萊經濟主要以石油、天然氣之開採，以及相關聯部門之發展所帶動，產業結構高度集

中於工業，至2011年比重仍維持在71.7%，其中採礦開採業比重高達56.5%。但隨著自然

資源取用的耗竭，汶萊政府亦開始進行經濟結構之調整，除了積極進行石油、天然氣

產業的上下游整合之外，也積極推動製造業之發展，在農林漁牧業方面，由於新、汶

兩國耕地面積少，故未有相關移工需求，其多數糧食及農產品皆仰賴進口。 

 

 

表表表表 3.32  :  2007-2012年年年年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移工移工移工移工種類種類種類種類分布分布分布分布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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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加坡僱用123.4萬移工，其中以建築工人27.76萬人居首，次為家庭幫傭的

20.84萬人，還有技術工人17.47萬人與半技術工人12.81萬人；新加坡的移工呈現成長現

象，新國人口535萬人，35%的勞動力依賴移工，幾乎每個家庭都僱用家庭幫傭。 

 

 
3-11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方面，近年來農林漁牧業比重與其他國家之發展軌跡有異，不降反升，由 2005

年的 8.3%上升至 2011年占 GDP 達 11.9%，主要係其蓬勃發展的經濟作物如橡膠、棕櫚油、

可可及熱帶水果等。工業部門比重約占四成，其中，製造業約占 24.4%、採礦業約占 10.4%及

建築業占 3.2%。在製造業中，以原油、化學及塑膠製品與電子及電器產品為主，不過近年來

電子及電器的產值逐漸減少，同時受到全球經濟趨緩，需求持續疲弱也影響電子及電器產品

之生產。但整體製造業中，食品、飲料及菸草加工業產值則持續上升，比重亦由 2005年的 2.6%

提升至 3.3%；原油、化學及塑膠製品也有不錯之表現，至 2011年比重上升至 8.1%，應可積

極發展農業加工及化學與塑膠製品之相關行業之發展。 

 

表表表表 3.33  : 2007-2011年年年年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移工趨勢移工趨勢移工趨勢移工趨勢表表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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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4  :  2011年年年年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移工移工移工移工來源及行業表來源及行業表來源及行業表來源及行業表 

 

   從上兩個表看出，馬來西亞的移工數目出現遞減狀況，2011年共有 157.3萬移工，其中印

尼 78.52萬是最大供應國，依序是尼泊爾、緬甸、孟加拉、印度、越南、菲律賓、高棉與巴基

斯坦等等。在行業別中，又以製造業的 58 萬人居首，依序是經濟作物莊園 30 萬人，建築業

22.37萬人，家庭幫傭 18.4萬人，農業 15.22萬人及服務業的 13.29萬人。 

 

   馬國移工的特色是，雇用一些「非典型移工出口國」如緬甸、高棉與尼泊爾等，顯示這些

國家是可以供我國開發的移工新來源國之參考；另外許多數據與 ADB 之研究數據出入頗多，

如印尼，在 ADB 之數據是 2011年全國只有 58.1萬移工，但是單單一個馬來西亞之官方統計

就有 78.5萬人，遠超過 ADB 之數據；所以移工之數據是相當複雜又很不容易正確的統計，尤

其是在大陸性地區的國家，非如島嶼性的台灣較易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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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 

 
表表表表 3.35  : 瑞士雙軌移民人數比較表瑞士雙軌移民人數比較表瑞士雙軌移民人數比較表瑞士雙軌移民人數比較表 

瑞士不是歐盟會員國，但是其接受移民、移工的政策與歐盟相同，也就是對歐盟會員國是

採取開放的態度。從表 3.35可以看出，從 2002年起，歐盟開放邊界允許歐盟會員國人民自由

移動，從 2004年來自歐盟的新移民就一飛沖天，到 2008年金融危機前，人數已經到達 7 萬

餘人，而來自其他地區與國家的人數則僅有不到 3 萬人；金融危機後，來自歐盟部份有顯著

修正，但是目前又回升到一年 5 萬餘人的數字。而來自非歐盟地區只有 2 萬出頭。 

 

瑞士的「新移民雙軌制度」中對歐盟會員國，除了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兩國外，在 2014

年中期後就是完全開放，而對羅、保兩國之限制也會在 2019年中期後無條件開放。所以，歐

盟會員國就對其他第三國產生排擠效應。 

 

移民對瑞士造成的負面效果是，人口成長率增加、房市需求強勁帶來漲價壓力、對基本建

設之需求增加造成環境壓力，瑞士本地人也在比較移民之得失，以前恬適空曠生活環境 (表

3.36右下方) 已經陷入吵雜、擁擠與物價飛漲 (表 3.36左上方)之苦。瑞士的移工申請操之在

雇主手中，政府單位能著力之處不大；而瑞士經濟政策又要推廣瑞士成為跨國大公司的歐洲

營運總部中心，更加深移工與移民之移入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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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6  : 移工效應移工效應移工效應移工效應: 吵雜壅塞吵雜壅塞吵雜壅塞吵雜壅塞 vs. 乾淨舒適乾淨舒適乾淨舒適乾淨舒適 

 
3-13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表表表表 3.37 :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1964-2012年之移民進出趨勢表年之移民進出趨勢表年之移民進出趨勢表年之移民進出趨勢表 

英國在過去的 40 餘年中，移民趨勢從 1983年劃下轉折點，從移出國變成移入國，到了 1990

年代更是突飛猛進，淨移入人口每年以 10 萬之勢在成長，21 世紀時段都保持在 20 萬人上下

之淨移入，其中，移入人口約維持在 50-60 萬人左右，而移出者也不少，也維持在 30-40萬人

之間。可說是移動相當自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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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歐盟的會員國之ㄧ，對於歐盟 28 個會員國是開放的，除了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兩

國以外，但是到了 2014年 1 月 1 日起也會是全面開放，即使是現在，英國對該兩國還開放有

季節性農業移工(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 Scheme, SAWS)，在 2012年就開放 2 萬 1250人

前來英國從事特定農業或農產加工業之季節性或限時性工作。至於非歐盟國家，英國是採用

分類記分制，原則上依申請人之技術含量，分成 5 級；詳見下表。 

 

表表表表 3.38  : 英國對非歐盟會員國之英國對非歐盟會員國之英國對非歐盟會員國之英國對非歐盟會員國之 5 級級級級移民移民移民移民記分制表記分制表記分制表記分制表 

 

3-14  紐西蘭與澳洲紐西蘭與澳洲紐西蘭與澳洲紐西蘭與澳洲 

 

 
表表表表 3.39  :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澳洲基本資料比較表澳洲基本資料比較表澳洲基本資料比較表澳洲基本資料比較表 

 

地處太平洋邊陲地帶的紐西蘭與澳大利亞，從表 3.39可以清楚看出，澳洲人口是紐西蘭 5

倍，土地面積是其近 30 倍，人均 GDP 是其 1.4 倍；在失業率上，澳洲只有 5.3%，而紐西蘭

卻有 7.3%。在此次圓桌會議有兩點議題值得我國參考；第一、紐、澳之間從 1973年起簽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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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馬旅遊協定(Trams-Tasman Travel Arrangement，TTTA)，方便兩國之間的自然人移動與促

進貿易交流，1983年簽署更緊密經濟關係(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CER)，一路加碼大開方

便之門 ( 詳表 3.40 )，例如、雙方互給特別簽證，紐西蘭人及其永久居民只要到澳洲，就享有

兒童相關的福利與醫療保障；反之，澳洲國民及其永久居民醫道紐西蘭自然獲得簽證，也可

以享有紐國社會福利，只要停留超過 2 年；如表明有長久居住 2 年以上即可享有醫療與失能

保障；兩國互為對方之旅遊來源國首位，每年有 200 萬人互訪從事光觀與家庭團圓。互設簡

易門 (SmartGate) 視同國內旅遊；雙方還分攤社會福利之成本。過去 10 年，64%紐西蘭人出

國事去澳洲。從表 3.41，澳洲每年淨流如近 3 萬名紐西蘭人，就其主因係澳洲近幾年經濟發

達，自然吸引許多人到澳洲就業。 

 

 

表表表表 3.40  :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澳洲主要移民協議進程表澳洲主要移民協議進程表澳洲主要移民協議進程表澳洲主要移民協議進程表 

 

 
表表表表 3.41  :  2007-2012年紐西蘭年紐西蘭年紐西蘭年紐西蘭、、、、澳洲移民增減表澳洲移民增減表澳洲移民增減表澳洲移民增減表 

另一個現象是移民到澳洲的紐西蘭人多數是半技術工以及高級專業技工，比起其他類型之

移民的同胞，他們在澳洲的勞動參與率較高，所得較高 ( 約高 19-25%，尤其是中、低技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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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而其失業率與澳洲本地工人是相同的。紐、澳都是靠移民起家的國家，以 2012年為例，

澳洲移出 1 萬 4 千人到紐西蘭，而紐西蘭也移出 5 萬 3,800人到澳洲；另一方面，紐西蘭移出

3 萬 3,800人到全世界，也從全球移入 7 萬 400人。但是其趨勢是要吸引具有技術之工人；40%

的高級技工，30%的半技術工，還有重建災區的工會工人等。澳洲在 2012-2017年需要 82 萬 9

千名各式技工，同期間紐西蘭也需要 12 萬 2,750人到位。 

 

 
表表表表 3.42  :  2012 - 2017年紐西蘭年紐西蘭年紐西蘭年紐西蘭、、、、澳洲移民需求表澳洲移民需求表澳洲移民需求表澳洲移民需求表 

 

3-15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韓國的幾個移民里程碑，1987年起移入的人數比移出多；1995年外籍新娘人數比新郎多；

2006年移入人口總額比移出人口還要多。 

 

2012年韓國移民情形是，共有 148 萬外國人在韓國，約佔總人口的 2.9%；其中合法外勞

58 萬 8,944人，外籍配偶 14 萬 4,214人，外籍學生 8 萬 7,221人，韓裔居民 13 萬 5,020人，

其他外國人 16 萬 2,082人，非法外勞及短期訪韓者 8 萬 4,354人；另外共有 12 萬 3,513人歸

化，包括 7 萬 6,473人係以婚姻方式完成；全家移民有 25萬 6,891人(佔全韓家數總額的 1.3%)。

比較特殊的事，一共有 14 逾萬人是屬逃跑外勞，佔 21.7%，將近 1/4 的外籍勞工是屬於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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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比例上稍微高些。究其主因係，韓國最低工資較高 ( 約 700-900美元，視其匯率高低而

定 )，另一方面是，韓國男性都服過兵役，對服從命令視同天職，稍有不從就有較嚴厲管教，

故外籍移工常有文化差異而逃離原職，而韓國各界需工恐急，故也很容易另行覓職生存下去。 

 

 

表表表表 3.43  :  2012年韓國外國人一覽表年韓國外國人一覽表年韓國外國人一覽表年韓國外國人一覽表

 

表表表表 3.44  :  2012年韓國外籍勞工現況表年韓國外籍勞工現況表年韓國外籍勞工現況表年韓國外籍勞工現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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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45  :  韓韓韓韓國國國國 2012年移工年移工年移工年移工採用採用採用採用 EPS來源國來源國來源國來源國 

 

2012年韓國共有 69 萬 1,441名移工，其中 64 萬 7,1771名屬於藍領工作，約佔總人數的

93.6%；另外 4 萬 4,264名是高技術專業人士，約佔 6.4%；從事的工作包括語言教師(50.7%)、

藝術與娛樂(6.3%)、研究員(5.9%)、教授(5.6%)等等。其情形與台灣大致相符。 

 
表表表表 3.46  :  2012年韓國外籍白領勞工分佈現況表年韓國外籍白領勞工分佈現況表年韓國外籍白領勞工分佈現況表年韓國外籍白領勞工分佈現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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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表表表表 3.47 : 2005-2055年日本超過年日本超過年日本超過年日本超過 75 歲之人口比例表歲之人口比例表歲之人口比例表歲之人口比例表 

 

日本是全世界最老化的國家，目前 65 歲以上佔全人口 24%，其中超過 75 歲者也超過 10%；

到 2035年這個數字會超過 20%，到 2055年 27%。但是到目前為止，日本仍然不開放引進外

國看護工，而特別要求只能引進通過日語考試與日本護士執照考試的外籍護士；但是實務上，

這些在醫院或醫療機構服務的移工工作性質還是淪為打雜之類的事務，一則是，當有緊急事

件時，日籍醫療人士根本不信任這些外籍人士，實務上不准他們插手幫忙；再則，在緊急事

件時，講究團隊合作的日本人，無法與連日文都講不清楚的移工在旁邊礙手礙腳，如果有事

情發生，這些人也扛不起責任，所以很難容入日本社會與醫療體系中。 

 
表表表表 3.48 : 菲律賓與印尼應徵日本護士一覽表菲律賓與印尼應徵日本護士一覽表菲律賓與印尼應徵日本護士一覽表菲律賓與印尼應徵日本護士一覽表 

 



 45

從表 3.48 可以看出，日本投入不少心力在印尼與菲律賓訓練護士與幫傭 ( 日本是不准外

籍看護工到日本家庭裡面工作 )，受訓完之通過率 3 成上下；更有趣的資料是，日本支付這些

合格者每月大約 1,600美元薪資，但是約畢回國後再返回日本服務之比例是護士 4.5%，合格

幫傭 25%，也就是說，即使在取得日本語言及職能合格後，又去過日本服務做完 3-4 年，移工

是受不了而極少續約，日本報告時用「burned out」(累斃爆肝) 來形容一般合格護士之情形。

那麼所花費的成本與努力又是為何 ? 從另一角度看，日本家庭幫傭與看護就是依賴家人，靠

老伴、兒女、媳婦與親朋好友等，其實他們又多少人受過看護之專業訓練與驗證合格呢 ?  

 

 
表表表表 3.49 : 日本在日本在日本在日本在 EPA 下之護士之訓練費用分析表下之護士之訓練費用分析表下之護士之訓練費用分析表下之護士之訓練費用分析表 

 

從表 3.49看出，日本在緊密經濟伙伴協議下，提供簽約國之護士訓練計畫，在 2012年需

要花費 20 億 4 千萬日幣(約 6 億台幣)，其中包括語言訓練 12 億 5 千萬日幣，評估、諮商、訓

練，以及護士專業訓練 2 億 1,700萬日幣；看護工 4 億 1,900萬日幣。平均每名護士耗資 54

萬 3 千日幣(約 16 萬新臺幣)；看護工 69 萬 9 千日幣(約 20 萬新臺幣)，花費如此貴，續約率如

此低，日本因應國內需求恐急的外籍護士與看護工之作法實在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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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0  : 港港港港、、、、馬馬馬馬、、、、台台台台、、、、韓韓韓韓、、、、星與日本之看護工與護士雇用條件表星與日本之看護工與護士雇用條件表星與日本之看護工與護士雇用條件表星與日本之看護工與護士雇用條件表 

 

表 3.50係日本研究東南亞各相關國家在僱用看護工與合格護士的比較，除了日本與新加坡

的護士助理外，多位經過受訓過程也無所謂「在職訓練」等作法與要求。( 我國是有要求來源

國辦理行前訓練 ) 

 

 
表表表表 3.51  : 日本人口與對看護工需求預測表日本人口與對看護工需求預測表日本人口與對看護工需求預測表日本人口與對看護工需求預測表 

 

2007年日本 15-64歲人口是有 9 千萬人，而其勞動力人口有 6,500萬人，約是 75%；到了

2025年兩個數字分別是 7 千萬人與 5,700萬人，約 80%；但屆時 75 歲以上者佔 18%總人口；

所以需要近 25 萬看護工。人口迅速老化是不爭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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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2 : 亞洲主要國家社會安全支出比例表亞洲主要國家社會安全支出比例表亞洲主要國家社會安全支出比例表亞洲主要國家社會安全支出比例表 

 

亞洲主要國家之社會福利與安全支出佔國家總支出比例，日本已經獨占鼇頭，超過 46%，

我國 24%緊追在後，韓國 22%也很辛苦，中國大陸已跨過 10%；這些都是少子化與老齡化國

家所要面對的挑戰。 

 

日本管理移工之法令以「入出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為主，其內容主要有，事業主自行從

國外招募或經業者仲介外國勞工時，向勞動通產省申請許可，且明定工作的居留資格。1980

年代與泡沫經濟時期，日本人口結構改變，年輕人學歷教育程度提高，日本社會對非技術性，

骯髒，危險，辛苦的行業（所謂「3K 行業」）出現嚴重勞工短缺。菲律賓與泰國的女性，日

裔南美人，還有中東、近東國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與伊朗）的移住勞工也加入這個行列。

日本基本上禁止這些低技術外勞，但是有很多人持觀光簽證在建築業與製造業非法工作。在

1990 年「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修正之後，日本移工允許取得居留權。另一方面，日本

也改變「外國人研修制度」，使得日本國內的中小企業等團體也能招收外國人研修生。1993

年日本並且進一步設立技能實習制度，使得外國研修生繼續在日本就業一段時間實習自己研

修的技能。目前日本境內有 68 萬 6 千名外勞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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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17 17 17 17 留學生留學生留學生留學生    

    

談論移民需要包括留學生在內，因為他們是移工與移民的先導曲，尤其是白領專業人士。

2010年全球共有 410萬名留學生，比 2009年的 370萬名增加 10.8%，幾乎是 30 年前(1980)110

萬名的 4 倍。    

 

表表表表 3.53 : 亞洲主要國家社會安全支出比例表亞洲主要國家社會安全支出比例表亞洲主要國家社會安全支出比例表亞洲主要國家社會安全支出比例表 

 

 

表表表表 3.54 : 2009-2010年全球年全球年全球年全球 8 大留學目的國大留學目的國大留學目的國大留學目的國 

    

近年來留學生去哪裡呢? 美國是最大受益者，2009年共吸引 69萬名，2010年共增加到 72.32

萬人，幾乎佔全球留學生的 20%，第二是英國，分別是 41.55萬與 45.56萬人，其後依序是法

國、中國大陸、澳洲、德國、加拿大與日本。 



 49

 

 

表表表表 3.55 : 留學生的來源國與其目的地留學生的來源國與其目的地留學生的來源國與其目的地留學生的來源國與其目的地 

 

中國大陸是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在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與日本都是獨占鰲頭；再

法國與德國也是居於第二高位。中國大陸本身則吸引最多韓國學生前往就讀，美國與日本緊

追在後；法國則以其舊殖民地的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為主力；德國則以土耳其居冠。印度留

學生也在美、英兩國取得第二位，而在澳洲與日本居第 3 名。我國留學生則是在留日人口中

居第 3 名。 

 

 

表表表表 3.56 : 1975-2010年全球留學生數量年全球留學生數量年全球留學生數量年全球留學生數量表表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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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主要留學生接受國以澳洲佔該國高等教育的比例最高達 23.8%，英國 16.1%居次，其他

依序是法國 12%與德國 11.5%；美國雖然吸引超過 70 萬留學生，但是只有佔美國高等教育註

冊總人數的 3.5%，中國大陸因為本國生母數太大(一年 700萬高教生)，留學生只佔有 1%。 

 
表表表表 3.57 :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1950-2001年年年年代之代之代之代之留學生政策留學生政策留學生政策留學生政策 

 

   澳洲最近在吸引外國留學生算是最成功的國家，留學生已經是澳洲的重要產業，其所以成

功有賴於過去 50 年的相應政策，從 50 年代用獎學金吸引，但要求學程必須回國；80 年代中

期，澳洲大學開放給自費學生前來就學，人數增加 3 倍；90 年代中葉，開放留學生學成可以

留在澳洲就業，同時結合教育與技術訓練；21 世紀更開放歡迎留學生前來學習。 

 

 

3-18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The Great Mekong Subregion, GMS)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是基於湄公河流域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包括的國家有越南，柬

埔寨，寮國，泰國，緬甸，中國(雲南省與廣西壯族自治區)。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始於1992

年，先後在柬埔寨金邊、中國昆明和寮國萬象舉行過三次領導人會議。在前兩次領導人會議

上，通過了《次區域發展十年戰略框架》。在 2008 月舉行的第三次領導人會議上，六國領導

人簽署了《領導人宣言》，並核准了《2008-2012 年 GMS 發展萬象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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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8 :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人員流動情況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人員流動情況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人員流動情況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人員流動情況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中之人員流動估計有 300-500萬人(詳見表 3.59)，以泰國為中心

點；流動者多屬於低技術工人以非法方式在流動，因為區域複雜、山地崎嶇不平、執法不易、

管理困難、加上天災頻仍、利害綜橫交叉，所以各國大多採放任作法；移工主要是因為經濟

失衡與所得不平等加上人力分布不均所致。例如寮國移往泰國、中國大陸廣西與雲南從事季

節農工，只是增加收入貼補家用，並無任何政治或移民企圖。緬甸、寮國與高棉是該區最貧

困國家，寮國人口 620萬人，人均 GDP1,177美元(2010)，貧窮線以下人口佔 66%；高棉總人

口 1,410萬人，人均 GDP795美元(2010)，貧窮線以下人口佔 56.5%；緬甸人口 6,062萬人，

人均 GDP702美元(2010)，貧窮線以下人口佔 26.5%。3 國 GDP再加上汶萊之 GDP總額還低

於越南一國之數。 

 
表表表表 3.59 :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人員流動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人員流動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人員流動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人員流動評估表評估表評估表評估表 

 

對我國的啟示是，這三個國家總人口數近億人，人均 GDP 在 1 千美元上下；如不考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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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因素與政治理念，不失為可以開發的移工供應地。即使其教育不普及，人民素質有待加強；

但分散我國移工來源的最重要課題下，這是一個可以深度開發的移工市場。 

 

3-19 東南亞共同市場東南亞共同市場東南亞共同市場東南亞共同市場 

 

整個東協十國的名目 GDP，從 1999 年的 5, 556 億美元，於 2006 年突破 1 兆美元關卡，至

2011 年規模擴至 2.2 兆美元，較 1999 年成長近 4 倍之多。而東協十國名目 GDP 占亞太地區的

比重變化，在 1999 年為 6.9%，之後逐年穩健上升，於 2008 年達 10.0%，2011 年再提高至 10. 2%，

成為亞太地區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 

    

 
表表表表 3.60  :  2010年亞洲主要國家年亞洲主要國家年亞洲主要國家年亞洲主要國家 GDP 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指標 單位 汶萊 柬埔寨 印尼 寮國 
馬來 

西亞 
緬甸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人口 

(2012年) 
萬人萬人萬人萬人 41 1,495 24,865 659 2,918 5,458 10,378 535 6,709 9,152 

人口成長率 

(2009年) 
% 2.1 2.1 1.2 2.1 2.1 2.0 2.0 3.1 0.6 -0.2 

人口成長率 

(2012年 P) 
% 1.7 1.7 1.0 1.7 1.5 1.1 1.9 2.0 0.5 1.1 

人口密集度 

(2009年) 
人人人人 km2 70 83 124 25 86 88 307 7,023 130 263 

土地面積 

(2009年) 
千千千千 km2 5.7 181 1,860 237 330 677 300 0.7 513 331.1 

人均名目 GDP 

(2011年)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35,180 899 3,495 1,224 9,977 1,017 2,369 50,078 4,972 1,39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The World Fact Book 美國情報局美國情報局美國情報局美國情報局，，，，2012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2010年東協統計年報年東協統計年報年東協統計年報年東協統計年報；；；；全球透視機構資料庫全球透視機構資料庫全球透視機構資料庫全球透視機構資料庫，，，，2012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表表表表 3.61    :  東協東協東協東協十十十十國國國國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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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共同市場自 1992 年由泰國提出成立至今，囿於各國間意見分歧致使成立之初發展

相當緩慢，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積極主導下，而逐漸步向較具組織化之運作模式，且會員

國間經濟合作範圍亦有日趨多元化之趨勢。顯示近年來亞太經濟的重要性已顯著提升外，與

其他亞太各國間之經濟互相依存關係日益加深亦為一重要因素。於 1999 年 9 月 29 日第十三屆

東協自由貿易區理事會在新加坡舉行，會中決議將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

及泰國等六個原始會員國貿易自由化完成之時程設定在 2015 年，其餘寮、緬、柬及越南等四

個新加入之會員國則將在 2018 年達成貿易自由化之目標。 

 

 
表表表表 3.62 : 東協技術人員移動進展東協技術人員移動進展東協技術人員移動進展東協技術人員移動進展 

    

在人員移動方面上，東協已洽談相互認證協議（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MRAs）；

目前對工程師、建築師及一些與商業有關之服務如資通、衛健、會計、諮商調研類有進展；

2015 年技術類人員相互承認應可以完成。2012 年就跨國公司間之自然人移動（包括商務訪

客、履約人員、內部調動）之暫時性移動簽署協議，永久性居留仍未同意。 

 

就藍領移工部份，通過宿霧宣言(Cebu Declaration)，2007 年由東協領袖簽署並成立工作

推展委員會，加強東協整體的移工管理，並進行打擊人口走私、避免不人道待遇或虐待、改

善職場衛安情況、推廣多方對話機制、確保移工安全。東協職場衛安與健康網路(ASEAN 

Occupation Safety and Health Network, OSHNET)在 1999 年設置，旨在推廣及促進東協職場之安全

與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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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結論心得與建議結論心得與建議結論心得與建議結論 

一、    移工(到非出生地工作者)是目前全世界經濟自由化的必然結果，加上老

年化與少子化的人口結構壓力下，移工在全球有風起雲湧的現象。亞洲所

扮演的角色算是積極但是偏向區域性；一方面移工、移民及留學生人數眾

多，但是另一方面移工傾向區域內移動，如參照歐盟之經驗，2014 年或至

遲 2019 年歐盟 28 個會員國之居民將可以自由出入歐盟地區（甚至包括非

會員的瑞士）；其涵意是造成區域內移動迅猛大量並具排擠性。這股風氣與

作法如果東協在 2015 年完成部分共同市場，到 2019 年 10 個會員國也完

成佈署，是否也會對非會員造成排擠現象。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這還需考量到各國積極在研簽自貿協定（FTA/CEPA）的推波助浪下，

也會帶來更自由與無限制的自然人移動。以韓國為例，它與 15 個國家簽署

移工備忘錄外，還簽署有 9 個自貿協定；屆時其在藍、白領的人才招募上

將有極大的優勢。 

 

二、    我國是亞洲開發銀行(ADB)的發起會員，自 1966年即是其成員之一。

隸屬 ADB 之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已經連續 3年與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與國際勞工組織(ILO)合辦本項移工圓桌會議，我國屢次獲邀

參加，均囿於種種原因未編列經費而未派員出席，本次係首度應邀派員出

席，會中除積極介紹我國管理外籍勞工的作法外，也收集許多移工相關資

料以及不同之觀念；對我國未來之移工管理與作法有所助益。我宜繼續積

極出席這些國際組織的各項勞政會議及研習會等活動，兼具推廣我國施政

措施並蒐集相關資料。 

 

三、    為方便移工（不論是藍、白領）到海外覓職，各國均在著手或已設置職

能標準或基準架構系統（Qualification Framework），以利移工更方便在國

外找到與其職能相符的工作並爭取更高薪資。馬來西亞「「「「技術本位認證技術本位認證技術本位認證技術本位認證」」」」

(Accreditation of Prior Achievement, APA)是較有特色的制度，完全不強調正

規教育與訓練，而是根據國家職業技術標準(NOSS)之相關內容與規定，針



 55

對技術士、師傅等之現有技術加以鑑定與評估進而認定；也是推廣與實踐

「行行出狀元」之工具之ㄧ。 

另外再以韓國為例，韓國積極替越南勞政單位訓練其中、高階官員，一

方面推廣韓國制度，現在越南許多勞政體系均沿襲韓國方式包括職能基準

與職訓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雙方移工 MOU 與 FTA（除東協本身外，

韓國目前分別與各會員國單獨洽晤雙邊之 FTA）之推動。 

 

四、    我國藍領移工多集中在 4個東南亞供應國家，鑒於該等國近年來經濟逐

漸有起色，勞工需求有增加；我國宜開發其他藍領移工供應國，以充實與

補充我國勞動力；東協 10國及南亞國家中，凡是經濟結構中之第一產業（農

林漁牧業）仍佔 3 成以上者均可列入考量。另一方面也要爭取全球之留學

生及白領專業人士來台工作。以中國大陸為例，目前是藍領移工與留學生

的最大提供者之ㄧ，2011年，有 18.62萬海外學人回大陸發展，創下歷年

來最大回歸潮。中國大陸正從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地，轉變為世界最主要

的人才迴流地。 

   回歸潮一方面是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和中國延攬人才的一

系列措施密不可分。2008年，第一個 “千人計劃” 計劃用 5-10年時間吸引

國外 2000名戰略科學家和創新創業領軍人才回大陸工作。2011年，以引

進世界各國專家為主旨的 “外國專家千人計劃” 正式啟動。2012年，大陸

又推出 “青年千人計劃” ，計劃 5年內引進 2000名海外中國青年人才回國

工作。地方政府也風起雲湧相互仿傚吸引人才。2009年，天津市發佈《實

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計劃用 5 至 10 年的時間引進 1000

名海外高階人才。2010年，浙江啟動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用 5年時

間引進 1 萬名優秀海外創業創新人才和 10萬人次外籍專家。 不僅沿海省

市積極採取措施吸引海歸，西部各省也紛紛效仿。雲南省計劃引進 100名

左右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海外高層次人才。

四川省啟動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百人計劃”，引進並重點支持 200名左右

的海外高層次人才來川創新創業。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還設立「博士後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由該部「專

業技術人員管理司」兼管，對於處理高學歷供過於求的事實提供數以千萬

計的博士尋找職業，也有值得我勞政與教育參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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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我國簡報資料  

BEVT

1

Julius Zhao-Xiang LIU
Section Chief 

Bureau of Employment &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January 24, 2013

Bangkok, Thailand

Manag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 Alien Student Policies 

in  Chinese Taipei

 

BEVT

2

Year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Population(M) 22.96 23.04 23.12 23.16 23.22

NTD/USD 32.842 31.517 33.049 31.642 31.642

GDP
(US$ Billion)

393 400 377 430 464

Growth rate(%) 5.98 0.73 -1.93 10.82 7.9
Trade 

(US$ Billion)
466 496 378 526 589

Export 
(US$ /±±±±rate%)

246
(10.1)

255
(3.6)

204
(-20.3)

275
(34.8)

308
(12)

Import
(US$ /±±±±rate%)

220
(8.2)

241
(9.7)

174
(-27.5)

251
(44.2)

281
(12)

Area 36,000 KM2=13,895 ML2

Basic Indicators

BEVT

3

1. Preface
2. Labor Resources

3. Visions fo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4. Management of Foreign Workers in Chinese 

Taipei

5. Alien Student Policies
6.  Conclusions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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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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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aipei Labor Forces Trend
In the last decade, the overall number of labors participating in 
Chinese Taipei labor market has been increasing excep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number has increased from 9.8
million in 2000 to 11.40million in November, 2012.

11,405,000 in 
Dec. 2012

9,784,000
in 2000 

 

BEVT

5

Chinese Taipei Labor Market Tre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Chinese Taipei was 5.17% in  2002, 
however it has been diminishing ever since.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2008, the unemployment rate rose to 4.14%.  In 2009, the unemployment 
rate jumped to 6.13%. 
**The unemployment rate was 4.27% in December, 2012.

0

1

2

3

4

5

6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Economic 
crisis

6.13％％％％
in 2009

4.27% in
December,  

2012

5.17% 
in 2002

4.14％
in 2008

1.The Program of Getting to Work 
Immediately

2.Short-Term Employment Skill 
Program

3.The Short-term Skill Plus Program

 

BEVT

6

Improving population policy, 
to maintain a stable 
population structure

Boosting manpower 
investment, to rais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mporting human resources to a 
suitable extent, to flexibly 
harmonize manpower supply 
and demand

Enhancing the labor 
market, to provide a 
prime work environment 

Strengthening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for emerging and key industries.

Promoting close linkage between talent 
foster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mplementing lifelong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Creating a sound and complete preschool care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nvironment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and continuous long-term 
care system

Shaping a tolerant, multi-cultural social environment

Timely recruitment of various foreign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o work in Taiwan.

Fast and convenient mechanism for cross-border 
movement of workers. 

Promoting employment of potential workers.
Raising ratio of service sector employment.
Building a barrier-free work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workers to lead a balanced life.

Manpower Resources Polic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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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T

77

Special 
technic jobs,

14,364; 
52.14%

Language 
Teachers for 

Cram 
schools 
5,677;   

20.61%

Teachers in Schools
2,404;    8.73%

Religion art and 
performance 

1,970;
7.15%

OC&FDI 
executives

1,642;   5.961%
CSS 

1,183;  4.29%

Sport Coaches 
& Atheletes
105;  0.4%

Alien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November 2012)：27,545 
By application categories：

Status Quo of Alien White Collars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BEV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Nov. 2012) 
Country

Industry

Thailand Indonesia Philippines Viet Nam Malaysi
a

Mongolia

Total 444,604
68,771 189,494 86,494 99,840 4 1

15.47% 42.62% 19.45% 22.46% 0.00% 0.00%

Manufacturing
230,339 65,065 25,366 62,276 77,688 4 0
51.82%

Construction
3,204 2,809 23 36 336 0 0
0.72%

Fishery
Crew

9,275 13 7,803 1,322 137 0 0
2.09%

Caretaker
199,572 871 154,848 22,220 21,632 0 1
44.89%

Domestic
Helper

2,154 13 1,454 640 47 0 0
0.48%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Mft 8  

BEVT

OUR Migrant Worker Policies
Briefing CT’s MW introduction（Blue Collars 

ONLY）

1. Kicking off in 1990。

2. 6 Sending countries (Indone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Viet Nam, Malaysia and Mongolia)。

3. Categories of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Fishery, Domestic Helpers and 
Caretakers。

4. Timeframe of employment: 3 YEARS per term, 
renewable 3 more times, maximum 12 years。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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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T

LAWS protecting Migrant Worker in CT

1. 「Labor Standard ACT」applicable for all 
employees working in Taiwan, and Migrant 
Workers are also covered by the same law. 
「National Treatment」is applied to MW。

,
2. The Minimum is applicable to MW. (NT$18,780 

= US$ 640 now)

3. Employers must apply labor insurance and 
mandatory insurance for the MW.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10

 
 

BEVTMeasurement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 Prior to entry
1. Sending countries must sponsor orientation 

workshop and training to educate MW with CT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protect MW own 
rights; VET to facilitate their acclimation to their 
placements in Taiwan.

2. MW must sign employment contracts with their 
employers, as well as affidavits, to be authenticated 
mandatorily by sending countries, claiming the 
wage amount and no surcharge of brokerage or 
other fees and expenditures.

3. Chinese Taipei authority will penalize  employers or 
brokers in case of violation of the said contracts and 
affidavits.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Mft 

11

 

 

BEVT
Measurement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 Upon entry to CT: assistance measurements
1. Airport Service：Upon MW’s arrival at CT, CLA 

provides clearance at airports, issues brochures 
with related information.

2. Sponsor orientation：Upon MW’s arrival, CLA
hosts orientation on the spot on CT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MW, provides to-do pamphlets 
and grievance channels.

3. 22 service centers nationwide, providing mother-
tongue consultation and grievance services for MW.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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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TMeasurement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 Upon entry to CT: assistance measurements
1. Providing 24-7-365 toll-free line (1955), 

providing mother-tongue consultation and 
grievance services for MW.

2. Providing contract termination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In case that Employers want to 
terminate the employment contracts with MW,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must be involved, 
to avoid vicious unilateral discharge of MW.

3. Providing legal litigation fee subsidy：In case 
that legal arbitration required between MW and 
employers, CLA will provide litigation subsidy for 
MW.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13

 

 

BEVT
Measurement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 While working in CT : acclimation measurements
1. Within 3 days upon arrival, MW must notify local authority, 

which shall spot-check MW’s working and lodging 
conditions to ensure MW’s safety.

2. Local authorities sponsor celebration events for MW：
For specific traditional and cultural holidays of sending 
countries, celebration events and activities are held by 
local authorities to alleviate nostalgias of MW such as 
Songkran water festival in April. 

3. Providing native broadcast programs：Targeting different 
sending countries with tailor-made broadcast programs 
for MW’s leisure. 

4. Sponsoring MW leisure events, to facilitate MW with 
more attractions to entertain themselves in holidays.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Mft 

14

 

BEVTMeasurement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 While working in CT: measurements for MW’s livelihoods
1. Establishing 「Direct Hiring Joint Service Center」 to 

offer MW a platform of seeking employment directly with 
their employers in Taiwan, to lower or eliminate MW’s 
financial burden.

2.  Establishing 18 relocation centers：To handle capital-
labor conflicts, whistle-blowing on employers, physical 
confrontations, human trafficking etc, while employers are 
no longer able or capable of managing MW,  local 
authorities will step in and rearrange new employment 
while MW sheltered in the relocation centers.

3.  Sponsoring citations to outstanding MWs, and providing 
family reunion in Taiwan.

4.  In case of major injuries, NT$100,000 (US$ 3,300) max 
for the injured MW.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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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T
Measurement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 Before departure measurements for MW

1. Airport service counters available as well as grievance 
toll-free lines with 4 native languages operators 
providing immediately grievance cases, such as salaries 
delayed or defaulted, vicious deportations etc., local 
authorities will step in and investigate the allegations.

2. In case the employer discharged MW without justifiable 
causes, airport services are authorized to retain the MW
and transfer them to shelter or relocation centers.

3. Chinese Taipei is formulating VET projects with sending 
countries for MW, to facilitate the returned MW with 
better skills to seek better jobs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16

 
 

BEVT

Policies on Alien Students
• During study
1. Cooperating with the related industries in 

providing internships while alien students 
pursuing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aiwan.

2. On-campus or off-campus moonlightings are 
allowed for no more than 16 hours during 
school time, no time limitation during summer 
and winter vacations.

3. Upon graduation but between jobs, being 
entitled to stay in Taiwan for 1 year with 
internship, to earn working experience and 
facilitate their job seeking.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17

 

BEVT

Policies on Alien Students
• After graduation and seek jobs
1. Eligible for internship or seeking jobs directly in 

Taiwan.
2. No job experience required as other aliens, able 

to take placement directly upon graduation.
3.  No minimum salary required as other 

professional aliens, able to take job directly.
4. Work 5 years consecutively in Taiwan, then 

entitled to apply for residency. 

Chinese Taipei Migrant Work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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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 Conclusio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Building 
social 

justice 

Raising
labor 

productivity 

Co-sharing and co-prospering of manpower resource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dialogue

Flexibility

Security

Efficiency

Equality

 

 

BEVT 職業訓練局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WDA)
勞動力發展署

20

BUSINESS
OPERATING HQS

GLOBAL INNOVATIVE 
CENTER

CHINESE 
TAIPEI

21ST CENTURY IS AN 
ERA OF  KNOWLEDGE 

AND  INNOVATIVE 
ECONOMY, QUALITY 
HUMAN RESOURCE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T’s 
COMPETITIVENESS

CT POPULATION :
23 MILLION ; 

SMALL ISLAND WITH LIMITED 
NATURAL RESOURCES; 

ABUNDANT Human Resourc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REATING THE
“ECONOMIC MIRACLE”

3 SET GOALS FOR FUTURE:
1. GLOBAL INNOVATIVE CENTER;
2. ASIAN PACIFIC TRADE HUB;
3. CHINESE  TAIPEI BUSINESS
OPERATING HQS.

TO  EXCEL COMPETITIVENESS 
IN FULL SCALE

HUMAN
RESOURCES

ASIAN PACIFIC
TRADE HUB

 

BEVT 職業訓練局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WDA)
勞動力發展署

21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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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DBI）簡介 

ADBI 於 1997年 12 月成立，總部位於日本東京，係由日本政府贊助成立之機構。該研究

所成立之目的在協助亞洲開發銀行之開發中國家會員，訂定有效之發展策略與增進會員政府

機關與機構之管理能力；除進行相關研究工作外，並提供相關資訊與訓練。ADBI 之四項主要

工作為降低貧窮、加強區域合作、促進企業發展與政府管理。 

ADB Members 

ADB 於 1966 年 設立，由 31 個原始會員國組成，目前已經擴大到 67 個會員個會員個會員個會員，，，，包括亞太包括亞太包括亞太包括亞太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47個個個個)與非亞太地區與非亞太地區與非亞太地區與非亞太地區(19個個個個)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Countries with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47個個個個) 

 

Afghanistan (1966) 

Australia (1966)  
Azerbaijan (1999)  

Bangladesh (1973)  
Bhutan (1982)  

Brunei Darussalam (2006)  
Cambodia (1966)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1986)  
Cook Islands (1976)  

Fiji Islands (1970)  
Georgia (2007) 

Hong Kong, China (1969)  
India (1966)  

Indonesia (1966)  
Japan (1966)  

Kazakhstan (1994)  
Kiribati (1974)  

Korea, Republic of (1966)  
Kyrgyz Republic (1994)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966)  

Malaysia (1966)  
Maldives (1978)  

Marshall Islands, Republic of the 
(1990)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1990) 

Mongolia (1991) 
Myanmar (1973)  

Nauru (1991)  
Nepal (1966)  

New Zealand (1966)  
Pakistan (1966)  

Palau (2003)  
Papua New Guinea (1971)  

Philippines (1966)  
Samoa (1966)  

Singapore (1966)  
Solomon Islands (1973)  

Sri Lanka (1966)  
Tajikistan (1998)  

Taipei,China (1966)  
Thailand (1966)  

Timor-Leste (2002)  
Tonga (1972)  

Turkmenistan (2000)  
Tuvalu (1993)  

Uzbekistan (1995)  
Vanuatu (1981)  

Viet Nam, Socialist Republic of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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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outside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19個個個個) 

Austria (1966)  
Belgium (1966)  

Canada (1966)  
Denmark (1966)  

Finland (1966)  
France (1970)  

Germany (1966)  
Ireland (2006) 

Italy (1966)  
Luxembourg (2003)  

The Netherlands (1966)  
Norway (1966)  

Portugal (2002)  
Spain (1986)  

Sweden (1966)  
Switzerland (1967)  

Turkey (1991)  
United Kingdom (1966)  

United States (1966)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DMC，，，，經濟開發中會員國經濟開發中會員國經濟開發中會員國經濟開發中會員國) 

Afghanistan (1966) 

Armenia (2005) 
Azerbaijan (1999)  

Bangladesh (1973)  
Bhutan (1982)  

Cambodia (1966)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1986)  

Cook Islands (1976)  
Fiji Islands (1970)  

Georgia (2007) 
Hong Kong, China (1969)  

India (1966)  
Indonesia (1966)  

Kazakhstan (1994)  
Kiribati (1974)  

Korea, Republic of (1966)  
Kyrgyz Republic (1994)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966)  

Malaysia (1966)  
Maldives (1978)  

Marshall Islands, Republic of the 
(1990)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1990) 

Mongolia (1991)  
Myanmar (1973)  

Nauru (1991)  
Nepal (1966)  

Pakistan (1966)  
Palau (2003) 

Papua New Guinea (1971)  
Philippines (1966)  

Samoa (1966)  
Singapore (1966)  

Solomon Islands (1973)  
Sri Lanka (1966)  

Taipei,China (1966)  
Tajikistan (1998)  

Thailand (1966)  
Timor-Leste (2002)  

Tonga (1972)  
Turkmenistan (2000)  

Tuvalu (1993)  
Uzbekistan (1995)  

Vanuatu (1981)  
Viet Nam, Socialist Republic of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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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 

 

於 1961年成立，總部設於法國巴黎，另在德國波昂、日本東京、墨西哥

市及美國華府設有辦事處。OECD於 1961成立時計有歐洲 18國及美國與加拿大

共 20個會員國，目前已增至 30個會員國，分別如下：  

 

   （一） 七大工業國（G7）：美國、加拿大、日本（1964）、德國、法國、英

國及義大利。  

   （二） 大洋洲兩國：澳洲（1971）及紐西蘭（1973）。  

   （三） 歐盟之 11 個會員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丹麥、瑞典、芬蘭（1969）、  

奧地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葡萄牙（若加上 G7 中之英國、德國、法國、

義大利 4國，則包含所有歐盟國家）。  

   （四）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國家：挪威、冰島、瑞士。  

   （五） 其他國家(DMC)：土耳其、墨西哥（1994）、捷克（1995）、匈牙利、

波蘭、韓國（均於 1996）、斯洛伐克（2000）。 

 

OECD三十個會員國之國民生產毛額總合占世界三分之二。另根據 OECD

公約第 13條，歐盟亦參與 OECD之運作。  

 

OECD 素有智庫、監督機構、富人俱樂部、非學術性大學等不同稱號，

OECD雖具有前述所有稱號之性質，惟沒有一個能夠真正完整抓住其真實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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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 

「「「「外籍勞工權益維護報告書外籍勞工權益維護報告書外籍勞工權益維護報告書外籍勞工權益維護報告書」」」」 
外籍勞工權益維護措施外籍勞工權益維護措施外籍勞工權益維護措施外籍勞工權益維護措施 

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由於我國經濟受到產業結構轉型、國民所得增加、服務業急速成長、教育水準提升及工

作價值觀念轉變等因素之影響，致使就業市場勞動供需失調、基層勞力短缺。為解決此

種問題，本會於 1989年 10 月起，陸續自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及蒙古

等地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以暫時協助產業及家庭解決勞力不足之問題。 

截至 2010年 12 月底止，在臺外籍勞工有 37 萬 7,2569,653人，其中 47.99%從事製造業

工作，0.95%從事營造業工作，2.04%為漁船船員， 48.42%為看護工，0.60%為家庭幫

傭。 

各國別各國別各國別各國別、、、、開放業別外籍勞工在臺人數統計開放業別外籍勞工在臺人數統計開放業別外籍勞工在臺人數統計開放業別外籍勞工在臺人數統計(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10年 12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人人人人 Person 

       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Country  

 

業別業別業別業別 Industry 

印 尼印 尼印 尼印 尼 
Indonesia 

馬馬馬馬   來來來來 
西 亞西 亞西 亞西 亞

Malaysia 

菲 律 賓菲 律 賓菲 律 賓菲 律 賓

Philippines 
泰 國泰 國泰 國泰 國 
Thailand 

越 南越 南越 南越 南  
Vietnam 

蒙 古蒙 古蒙 古蒙 古
Mongolia 

156,332 10 77,538 65,742 80,030 1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Total 

379,653 
41.18% 0.00% 20.42% 17.32% 21.08% 0.00% 

182,192 製 造 業製 造 業製 造 業製 造 業

Manufacturing 47.99% 
14,910 10 53,157 61,428 52,687 0 

3,608 營 造 業營 造 業營 造 業營 造 業

Construction 0.95% 
45 0 124 3,051 388 0 

漁船船員漁船船員漁船船員漁船船員 7,745 

Fishing crew 2.04% 
6,358 0 937 37 413 0 

183,826 

看護工看護工看護工看護工 Caretaker 48.42% 
133,825 0 22,332 1,211 26,457 1 

2,282 幫傭幫傭幫傭幫傭 
Domestic helper 0.60% 

1,194 0 988 15 85 0 

外籍勞工之引進對我國整體經濟面與社會面產生了相當之助益： 

一一一一、、、、    紓解基層勞力短缺情形紓解基層勞力短缺情形紓解基層勞力短缺情形紓解基層勞力短缺情形，，，，減緩中小企業廠商外移減緩中小企業廠商外移減緩中小企業廠商外移減緩中小企業廠商外移，，，，維護國人就業機會維護國人就業機會維護國人就業機會維護國人就業機會；；；； 

二二二二、、、、    人力資源運用國際化人力資源運用國際化人力資源運用國際化人力資源運用國際化，，，，提昇國家國際競爭力提昇國家國際競爭力提昇國家國際競爭力提昇國家國際競爭力，，，，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公共建設順利推展公共建設順利推展公共建設順利推展公共建設順利推展；；；；  

三三三三、、、、    提供家庭照護人力提供家庭照護人力提供家庭照護人力提供家庭照護人力，，，，維持家庭生活之正常運作維持家庭生活之正常運作維持家庭生活之正常運作維持家庭生活之正常運作，，，，促進生產人力全力投入就業市場促進生產人力全力投入就業市場促進生產人力全力投入就業市場促進生產人力全力投入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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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勞工因為語言、信仰、文化、生活習慣的不同，在適應臺灣的工作、生活時，仍不

免因調適困難，而衍生諸多問題，均亟需予以關懷。此種關懷不僅僅是為人道尊嚴、公

平正義，且可回報外籍勞工對我國經濟、社會的貢獻，亦是我國傳統上人本精神之顯

現。 

貳貳貳貳、、、、    基本原則基本原則基本原則基本原則 

臺灣因地狹人稠，缺少接受外來移民的條件，加以外籍勞工之開放，因主、客觀因素考

量，為不影響國人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及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故外籍勞工之角色，係以

補充性的「客工」（Guest Workers）為定位。雖然如此，對於外籍勞工除了因本地特殊情

境需要不得不做之特殊限制外，均以等同國民待之，不因國籍不同而有所歧視，降低勞

動條件，而損及外籍勞工權益，或對其生活不予妥善照顧及輔導，令其孤立無援而遭社

會排斥。析言之，我國對外籍勞工之權益，有以下幾個基本原則： 

一一一一、、、、    基本權益上的公平正義原則基本權益上的公平正義原則基本權益上的公平正義原則基本權益上的公平正義原則 

外籍勞工離鄉背井，以勞力換取較其母國為優渥之待遇，其應得之利益，自不容剝削。

惟外籍勞工之取得工作機會過程中，有諸多外力之介入，其分享利潤是否合理，當以公

平正義原則檢驗。 

二二二二、、、、    工作權益上的國民待遇原則工作權益上的國民待遇原則工作權益上的國民待遇原則工作權益上的國民待遇原則 

世界人權宣言第 7 條規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

何歧視。」故外籍勞工在臺工作，當受我國勞工相關法令保障。如為受僱於適用勞動基

準法之行業，享有基本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之保障；另有關勞工保險條例、職工福利

金條例等法令，亦不因其為外國人而受歧視。 

三三三三、、、、    生活權益上的一視同仁原則生活權益上的一視同仁原則生活權益上的一視同仁原則生活權益上的一視同仁原則 

外籍勞工出門在外人地生疏，此有賴社會對外籍勞工之接納，而更迫切者為促進外籍勞

工對本地社會之了解，建立輔導調適之機制，使之人人有賓至如歸，歡喜愉悅之感受。 

參參參參、、、、    具體作為具體作為具體作為具體作為 

一一一一、、、、    外籍勞工基本權益之保障外籍勞工基本權益之保障外籍勞工基本權益之保障外籍勞工基本權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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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降低外籍勞工仲介費用降低外籍勞工仲介費用降低外籍勞工仲介費用降低外籍勞工仲介費用：：：： 

1. 本會業於 2001年 11月 9日修正我國仲介收費標準，明定臺灣仲介公司不得向外籍

勞工收取仲介費，僅得每月收取服務費，且第 1年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以下同）

1,800元、第 2年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 1,700元、第 3年每月不得超過 1,500元。並

於 2010年 3 月 2 日修正規定，按一般社會「有服務始有收費」之交易習慣，規範

仲介公司不得預先收取服務費，避免造成外籍勞工負擔。 

2. 本會於 2001年 11月採行調降外籍勞工仲介費措施，建議各勞工輸出國之仲介費以

不超過勞工 1個月基本工資為限，並協調其確實查驗外籍勞工於辦理入國簽證時所

簽具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以下簡稱：工資切結書），以查核

外籍勞工入國前未遭超收仲介費。於 2002年 1月 21日修正公布之「就業服務法」

規定，對收取不正利益仲介公司，加重罰鍰、停業與廢止許可等處分。 

3. 為降低外籍勞工負擔高額仲介費用，本會於 2007年 12月 31日成立「直接聘僱聯

合服務中心」，另於本會職業訓練局全臺北中南東西等 5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

服務窗口，協助雇主自行招募原聘僱之外籍勞工，無需透過仲介公司，減少支付

國內、外仲介公司辦理費用支出外，也縮短外籍勞工再入臺時程及流程，提供各

國語言諮詢、查詢、代轉、代寄及以簡訊或 E-mail提醒雇主外籍勞工入國後辦理

相關後續事宜等服務功能。2008年以直接聘僱同一外籍看護工為主；另自 2009年

起，開放其他業別（製造業、漁船、營造業、機構看護工及家庭幫傭）之雇主可採

直接聘僱方式，重新招募同一外籍勞工。 

4. 雇主向人力仲介公司收取不當之回饋金也是助長高額仲介費的原因，本會已修正

「就業服務法」及相關法規，規定雇主如收取回饋金，則其申請聘僱外籍勞工案將

不予許可，其已許可者，得廢止其許可。期能遏止雇主向仲介公司收取回饋金之

情事，以保障外籍勞工權益。 

5. 為落實降低外籍勞工仲介費用，本會已於 2002年 7 月將仲介收費情形列入各縣市

外籍勞工訪視員例行訪視項目之一，本會並依據勞工所簽署之工資切結書不定期

抽訪雇主及外籍勞工，主動查察仲介公司收費情形，如有國內仲介公司超收費用

則依法處罰；如為外國仲介公司超收，除請各勞工輸出國處理外，本會將依我國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廢止其認可。 

6. 為避免我國仲介公司代為收取外籍勞工國外借款，衍生超收費用問題，本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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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20 日修正工資切結書，規定我國仲介公司不得代收或收取外籍勞工國外借

款，違者以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5 款規定超收費用論處。外籍勞工來臺

工作有關之借款應由工資切結書所載之債權人收取，且收取之金額應與工資切結

書記載之金額相符。 

7. 為提昇仲介公司服務品質及增加雇主選任仲介公司資訊，本會已於 2004 年全面辦

理仲介公司之評鑑，並於 2007年 1 月 3 日修正「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

法」，使辦理評鑑及評鑑結果分級有法源依據，每年定期實地評鑑服務品質管理、

違規處分顧客服務等項目，並將評鑑結果分為 A、B、C 等 3 級，評鑑結果並公布

於本會職訓局網站（www.evta.gov.tw），提供雇主選擇仲介公司參考，持續促進人

力仲介業者良性競爭及提昇服務品質；另限制評鑑為 C 級之仲介公司不得設立分

支機構並應於 1年內確實改善，如次年評鑑未達B級即不予許可設立，促使劣質仲

介公司退出仲介市場，以落實評鑑結果之運用，導正人力仲介市場之良性發展。 

8. 又為使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加強訪查評鑑不佳之仲介公司，於 2007年 7 月 6 日訂

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訪察從事跨國人力仲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執行計畫，依照

不同評鑑等級訂定訪查密度，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查有違法事證，則從嚴處分，

以加強淘汰劣質仲介公司。 

(二二二二) 遏止雇主無故遣返外籍勞工遏止雇主無故遣返外籍勞工遏止雇主無故遣返外籍勞工遏止雇主無故遣返外籍勞工：：：： 

1. 為解決雇主無正當理由任意遣返外籍勞工問題，本會於「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

理辦法」規定，雇主若於原聘僱外籍勞工聘僱期屆滿提前解約，應前往當地縣市政

府辦理合意終止聘僱關係之驗證程序，並由當地縣市政府發給驗證證明書，後續

辦理申請外籍勞工遞補案時，應檢具該驗證證明書，未檢具者，申請遞補將不予

許可。 

2. 另針對勞資爭議之處理，本會已積極輔導各地方政府設立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

以提供外籍勞工心理輔導、法令諮詢及勞資爭議處理等服務。又外籍勞工於勞資

爭議處理期間或雇主因故無法提供食宿時，為避免導致外籍勞工無法妥善照護，

本會訂有外籍勞工安置措施，藉以提供外籍勞工適當之庇護協助，委由社會公

益、宗教團體、外籍勞工來源國駐臺機構協助提供緊急安置之機制。 

3. 鑑於部分即將出境之外籍勞工因與雇主之勞資糾紛或仲介間之爭議尚未完善解決，

而被雇主或仲介強制遣送回國，造成外籍勞工於機場出境大廳不願登機或於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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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區內發生行蹤不明等情事，並為防止入境外籍勞工於機場受不法集團與有心

人士拐騙致行蹤不明，本會於 2006年 1月 16日在桃園國際機場設置外籍勞工機場

服務站及 2008年 1 月 1 日於高雄國際機場增設高雄外籍勞工機場服務站，提供入

境外籍勞工接機指引通關服務，加強對入境外籍勞工法令宣導並設置外籍勞工服

務臺及外語申訴專線，受理外籍勞工申訴案件，以建立完整外籍勞工服務網絡，

維護外籍勞工權益。 

(三) 禁止各種形式的強迫及歧視禁止各種形式的強迫及歧視禁止各種形式的強迫及歧視禁止各種形式的強迫及歧視：：：： 

1. 基於外籍勞工管理之考量，雇主多以扣押外籍勞工證件或強迫儲蓄等方式以防止外

籍勞工有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惟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外籍勞工應隨身攜帶

護照、外僑居留證，故雇主倘以代為保管為由強行扣押上開證件，此為法律明文

禁止行為。 

2. 針對部分團體質疑相關法規規定外籍勞工禁婚、禁孕之歧視部分，本會已於 2001

年 11 月 7 日修正相關規定取消外籍勞工於受聘僱期間不得結婚之規定，並自 2002

年 11 月 9 日起取消入國後每滿六個月健康檢查之「妊娠檢查」項目。目前則依 2004

年 1 月 13 日發布之「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規定，外籍勞工入國後滿 6

個月、18 個月及 30 個月之健康檢查；免辦「妊娠檢查」項目。如此，外籍勞工不

致因「妊娠檢查」項目不合格而被遣返。 

3. 對於懷孕外籍勞工之工作權益之維護，亦受「性別工作平等法」之保障。 

(四四四四) 人身安全之保障人身安全之保障人身安全之保障人身安全之保障 

1. 本會業已整合現行各單位資源，建立外籍勞工遭受人身侵害（包含：性侵害、性騷

擾及人身傷害）案件之通報機制及分工處理原則，提供遭受人身侵害外籍勞工驗傷、

報案、偵訊、出庭時之翻譯、緊急安置、法律扶助、安排外籍勞工轉換雇主或返國、

廢止雇主許可、勞資爭議等各項服務措施。 

2. 為加強外籍勞工申訴電話服務，本會於 2009年 7月 1日建置 1955外籍勞工 24小時

諮詢保免付費專線，提供 24小時全年無休之諮詢或申訴服務。 

3. 為提高外籍勞工自我保護、防範性侵害案件發生、提供申訴求助管道及相關權益保

障之說明，本會於 2010年編印「外籍勞工在臺工作須知手冊」、「防制外籍勞工遭受

人口販運手冊」及「1955外籍勞工 24小時諮詢保護專線」宣導 DM 等宣傳製品，

並分別寄送至各國際機場外勞關懷服務站、非政府組織、各縣市政府暨警察局、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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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署、廣播電臺、外籍勞工來源國駐臺機構等機關單位及外籍勞工人潮匯集之教會

或場所，適時分送予外籍勞工。 

4. 為使落實保護外籍勞工人身安全之措施有法源依據，業於 2010年 12月 30日修正「雇

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雇主、被看護者或其他共同生活之親屬，及

雇主之代表人、負責人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對於受聘僱之外籍勞工

有刑法規定之妨害性自主情事者，即不得申請聘僱外籍勞工。 

5. 為結合民間資源推展各項受聘僱外國人之管理措施，並落實保障外籍勞工在臺工作

之權益，本會於 2009年 9月 17日修正「補助辦理外籍勞工管理措施作業要點」。如

外籍勞工係遭受人身侵害案件而為刑事案件被害人，或遭受職業災害、傷病無法工

作，並依「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款規定工作之外籍

勞工臨時安置作業要點」安置者或外籍勞工係有特殊情事者，經本會職業訓練局或

地方主管機關專案認定有補助之必要，每案每人最高核給 1 萬元，屬特殊情況經專

案認定，每案每人最高核給 10萬元。 

(五五五五) 建立外籍勞工諮詢服務網建立外籍勞工諮詢服務網建立外籍勞工諮詢服務網建立外籍勞工諮詢服務網  

1. 為加強維護外籍勞工合法權益，協助外籍勞工儘速適應在臺工作，本會已補助各

縣市政府設置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聘用通曉外籍勞工母語人員提供外籍勞工

法令、心理諮商、工作適應、勞資爭議等申訴諮詢服務，並提供法律訴訟費用補

助及轉介法律扶助資源。外籍勞工倘有法令諮詢或遭受雇主片面解除契約、不當

對待、扣留財物、未支付薪資或性侵害等違法情事，可逕向當地縣市政府或所屬

之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提出申訴及諮詢。 

2. 本會為提供外籍勞工及民眾方便記憶及撥打之申訴專線，以強化外籍勞工諮詢申

訴網絡，自 2009年 7 月 1 日起建置電話簡碼 1955「外籍勞工 24 小時諮詢保護專

線」，設置 14席接線席次及進用 42名接線服務員人力，提供 24小時(含假日)免付

費電話申訴諮詢服務、法律扶助諮詢、轉介保護安置、提供其他政府部門服務資

訊，快速處理申訴電話，並於受理後，採電子派案方式，派案至地方政府查處及

申訴個案追蹤管理。 

(六六六六) 防制外籍勞工遭受人口販運防制外籍勞工遭受人口販運防制外籍勞工遭受人口販運防制外籍勞工遭受人口販運 

防制外籍勞工遭受人口販運：外籍勞工如遭受人口販運或疑為人口販運被害者，

均秉持先予安置保護之原則對待，並配合行政院 2007 年「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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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推動各項預防、保護及查緝起訴措施如下： 

1. 預防面向：定期辦理防制外籍勞工遭受人口販運教育訓練課程、法令宣導活動、編

印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手冊，以加強各縣市政府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國際機場外

勞服務站服務人員、外籍勞工、雇主、仲介從業人員及一般民眾對人口販運防制之

認知。 

2. 保護面向：已整合各縣市政府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及非政府組織資源建立通譯人

員陪同遭受人口販運之外籍勞工接受詢問機制，並協助安置遭受人口販運之外籍勞

工，提供生活補助、生理及心理醫療協助、辦理全民健康保險及居留延長、補助法

律訴訟費用、補助非政府組織團體辦理支持性活動、急難金補助、協助跨區跨業別

轉換至新雇主處工作或核發外國籍被害人短期工作許可，並提供就業推介及職業訓

練。 

3. 查緝起訴：結合現有各縣市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勞委會 1955外籍勞工 24小時

諮詢保護專線及國際機場外籍勞工服務站等雙語諮詢申訴專線，受理外籍勞工諮詢

申訴，並協助追返雇主或仲介積欠之薪資費用，如外籍勞工申訴疑似遭受人口販運

案件，並由各縣市政府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七七七七)))) 通譯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通譯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通譯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通譯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    

                    為協助外籍勞工於接受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詢問（談話），能充分陳述意見及主

張權益，本會於 2010 年 8 月 6 日訂定發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非營利組織

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作業要點」運用各地方政府外籍勞工諮詢中心及非政府組織

通譯人才，陪同外籍勞工接受詢問（談話），加強提供被害人法律權利義務資訊。    

二二二二、、、、    外籍勞工工作權益之保障外籍勞工工作權益之保障外籍勞工工作權益之保障外籍勞工工作權益之保障：：：： 

(一一一一) 外籍勞工同外籍勞工同外籍勞工同外籍勞工同受國內勞動法令之保障受國內勞動法令之保障受國內勞動法令之保障受國內勞動法令之保障  

1. 參酌「世界人權宣言」第 7條人人在法律上悉屬平等，且應一律享受法律平等保障

之規定，我國對於國際社會間之約束自應配合遵守。在「國民待遇」原則下，外籍

勞工在我國當受勞工相關法令保障，外籍勞工若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自

有基本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之適用；另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幫傭等家事服務工作

者，目前雖未納入勞動基準法保障範圍，但已於「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



 73

中，明訂雇主聘僱外籍勞工來臺工作前，應由雇主、外籍勞工、國內仲介、國外仲

介簽署切結工資切結書，登載來臺後工資及相關費用，並經外籍勞工來源國查驗驗

證，同時需與外籍勞工簽訂書面勞動契約，及規定雇主應直接給付外籍勞工薪資，

加以保障其勞動條件。 

2. 為避免雇主巧立名目向外籍勞工收取不合理之膳宿及水電等費用，訂有雇主所提供

膳宿及水電等費用之作價應公平合理之解釋令。另雇主如有違反規定者，外籍勞工

可向本會或當地縣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申訴。 

3. 依就業服務法第 54條及 57條中均有規定雇主不得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僱外國人之

護照、居留證件或財物，若雇主或仲介公司有上述違法行為，勞工得向本會或縣市

政府檢舉。 

(二二二二) 確保雇主依勞動契約給付薪資確保雇主依勞動契約給付薪資確保雇主依勞動契約給付薪資確保雇主依勞動契約給付薪資：：：： 

1. 本會規定雇主不得自外籍勞工工資中代扣仲介費或其他款項，並於 2001年 11月 7

日修正相關規定，刪除「雇主徵得外籍勞工同意，得在其工資百分之卅以下範園內

代為儲蓄」的規定。 

2. 本會自 2001年 11月 9 日起規定，雇主發放外籍勞工薪資須檢附「薪資明細表」，

並以外籍勞工母國文字詳列內容交外籍勞工收存，俾發生雇主有侵占情事時，作為

提請訴訟之證明。另如查獲雇主未依規定辦理者，其後續申請案將不予許可，而已

許可者將中止引進。 

3. 為訪視外籍勞工受僱之情形，保障外籍勞工權益，自 2000年起迄今已設置 240名

外籍勞工訪視員辦理訪視業務，並配合相關法令及管理宣導，針對僱用外籍勞工之

雇主，進行例行性訪視，瞭解外籍勞工受僱情形、管理輔導等，確實要求雇主依「外

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及履行勞動契約，避免有非法使用等逾越法令規定之情

事，以維護外籍勞工及雇主權益。 

4. 為保障外籍勞工權益，本會於 2008年 12月 24日修正發布「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

及管理辦法」規定，規範雇主及外籍勞工訂立勞動契約內容與經外籍勞工之本國主

管部門驗證之工資切結書不一致時，以工資切結書內容為準，且經驗證之工資切結

書不得為不利益於外籍勞工之變更；另明定外籍勞工薪資明細表應負擔項目，雇主

除法定可扣金額外，外籍勞工薪資應全額給付，且規範雇主應保存薪資明細表 5年

備查。 

(三三三三) 職業災害預防職業災害預防職業災害預防職業災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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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本會規定，雇主須舉辦定期健康檢查及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講習，並於工作場

所張貼外籍勞工通曉語文之危險警告標示，以提醒外籍勞工減少傷害。 

2. 本會為使所有來臺外籍勞工具有基本之職災防害常識及作為，已編印 4國語言（包

括英、泰、印、越語）之危險物有害物通識及勞工安全衛生教育篇等資料，送請我

駐外使館於外籍勞工申請簽證時，轉送外籍勞工參考。 

3. 本會已將「外籍勞工職災」納入統計項目，利用職場職災數據之變動情形，做為職

場職災警訊之參考，俾加強防患及督導，減少外籍勞工職業災害發生。 

4. 為進一步保障外籍勞工權益，本會已於 2003年 12 月 23 日作成解釋令，對於外籍

勞工因工作期間受傷或患病，在職業災害醫療期間如有終止勞動契約並退保之情形

者，可以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30 條規定，繼續參加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

一直到經醫師證明並經本會核准醫療期間屆滿之日。 

5. 為克服外籍勞工因語言、環境不熟悉而遭遇求償困難，並及時提供外籍勞工發生職

災時之各項協助，本會特別成立『外籍勞工職災協助專責小組』，除建立完整的外

籍勞工職災通報系統及統計外，並整合縣市政府、外籍勞工來源國駐臺機構、外籍

勞工關懷團體等相關資源，提供職災認定責任歸屬、醫療及相關給付之請領、爭議

調解及法律訴訟輔助、職災慰問、生活扶助、外籍勞工家屬聯繫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透過全面性保護體系，使發生職災之外籍勞工能獲得最快速、最完整之協助。 

(四四四四) 外籍勞工跨區跨業轉換工作外籍勞工跨區跨業轉換工作外籍勞工跨區跨業轉換工作外籍勞工跨區跨業轉換工作：：：： 

1. 為保障外國人在臺工作權益，降低轉換雇主失敗率、縮短轉換雇主行政作業時間與

程序，並配合「外籍勞工轉換雇主網路作業系統及勞雇轉換資料庫」之建置及達到

充分揭露轉換雇主資訊之目的，本會於 2008年 2 月 27日修正放寬外籍勞工轉換雇

主規定，使原雇主、外國人及新雇主 3 方合意或經廢止聘僱許可之外國人與新雇主

雙方合意時，新雇主得免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逕向本會申請轉換雇主，修正外國人

轉換次數制度變更為 60天、放寬雇主持診斷證明書接續聘僱家庭外籍看護工及在不

影響外國人在臺人數前提下承接聘僱時，外籍勞工得跨業自由轉換雇主或工作。 

2. 又考量有特殊情形而無法於期限內轉換雇主之外國人，若遣送出國對其權益有重大

影響，本會於 2009年 9月 1日修正同意外國人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延長轉換

作業期間為 60日，並以 1次為限；但外國人有經雇主或其僱用員工等人身侵害情事

者，轉換次數得不受次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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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外籍勞工生活權益之維護外籍勞工生活權益之維護外籍勞工生活權益之維護外籍勞工生活權益之維護：：：： 

(一一一一) 加強生活輔導加強生活輔導加強生活輔導加強生活輔導：：：： 

1. 本會為加強外籍勞工生活輔導，乃結合外籍勞工輸出國駐臺機構、及我國相關政府行

政機關、各直轄市、縣（市）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非政府組織、人力仲介公司及

雇主，設立輔導據點，建構完善之外籍勞工輔導網路。 

2. 本會為確保雇主可適時輔導外籍勞工、注意外籍勞工生活情形及加強勞雇雙邊溝通能

力，要求雇主須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0條及第 41條之規定，在

雇主聘僱外籍勞工時，設置專業管理人員及於外籍勞工中配置具雙語能力人員，上開

人數之多寡，仍須取決於雇主聘僱外籍勞工之人數，倘雇主聘僱上開人數不足，地方

主管機關得通知限期改善，以加強雇主聘僱管理能力。 

3. 最後為提高外籍勞工之生活品質及維護其生命安全，本會規定雇主須依「外國人生活

照顧服務計畫書」確實辦理，並於 2008年 12月 24日修正發布之「雇主聘僱外國人

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雇主違反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者應限期改善，以充實其生活

內容，改善其居住環境，令其有賓至如歸之感。 

(二二二二) 避免遭不當代扣稅款避免遭不當代扣稅款避免遭不當代扣稅款避免遭不當代扣稅款：：：： 

1. 為減輕所有低收入外籍勞工受薪階級之租稅負擔，財政部於 2009年 1 月 16 日修正

發布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外籍勞工於一課稅年度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未滿 183天，

全月薪資給付總額於基本工資之 1.5倍以下者，自 2009年 1 月 1 日起改按稅率 6％

扣繳。 

2. 本會為避免雇主不當代扣稅款之情形，規定所有聘僱外籍勞工之雇主，應依照我國

所得稅法所規定之扣稅標準配合辦理，並利用經常性辦理之仲介座談會向仲介業者

宣導，請其代為轉知雇主配合辦理。 

3. 另為使外籍勞工瞭解其稅務方面之權利義務，本會已於「外籍勞工在臺工作須知」

中，納入外籍勞工申報所得稅之各項注意事項，以避免勞雇糾紛及稅捐機關無法辦

理退稅情形。 

4. 本會為防止雇主不當代扣外籍勞工稅款問題，已配合外籍勞工訪視業務，將雇主侵

占稅款列為重點訪視項目。並規定雇主應將印有中文及外籍勞工母國文字之薪資所

得及扣繳項目等憑單，交予外籍勞工收存，做為未來辦理退稅及清理帳目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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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納入國內勞工納入國內勞工納入國內勞工納入國內勞工、、、、健康保險體系健康保險體系健康保險體系健康保險體系：：：： 

1. 勞工保險： 

外籍勞工受僱來臺工作，其權益與國內勞工相同，受我國勞工等相關法令保障，外

籍勞工若屬「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強制加保對象，於到職之日，雇主即須檢附本

會核發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函﹑外僑居留證或外國護照影本向勞工保險局申報加入

保險；若屬非強制加保對象者，亦得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參加勞工保險，享有傷病、

醫療、殘廢、死亡等給付。 

2. 全民健康保險：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條規定，外籍勞工受僱來臺，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

文件，須加人全民健康保險。並依該法第 2條規定，於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疾病﹑

傷害﹑生育事故時，依該法規定給與保險給付。 

(四四四四) 辦理休閒娛樂活動辦理休閒娛樂活動辦理休閒娛樂活動辦理休閒娛樂活動：：：： 

本會為解決外籍勞工思鄉情緒與高度壓力問題，儘快讓其適應在臺工作及生活，已定

期透過廣播媒體製播外籍勞工外語廣播節目。並於年節或不定期辦理外籍勞工休閒及

年節民俗等育樂活動，或由雇主適時安排休閒生活，俾使在臺外籍勞工得以舒發身

心，生活愉快，工作得心應手。 

肆肆肆肆、、、、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人權改造工程，涉及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安定之整體的建設，屬於我國家總體政策的範

疇，而外籍勞工人權政策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現今國際化、自由化、平等化之世界潮流，已成為各國遵守人權之主幹，為使我國能在

國際上揚名立足，在在應確實遵守國際間之種種人權規範。因此，例如世界人權宣言第

1、7、12、13、14、17、18、19、22、23、24條等，各項所強烈主張之人人生而自由，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享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在各國境內有尋求和享受庇護之權，任何人

的財產不得任意被剝奪，有思想、宗教之自由，人格尊嚴不容忽視，享有合適之工作條

件，同工同酬，享有休息和閒暇之權利…等，以上種種人權規範，實已為我國憲法內容

及精神所涵蓋，職是之故，茲為加強落實其基本立場之所在，遂藉由推動外籍勞工權益

維護之相關措施，亟盼大家共同努力與配合，以期彰顯我國政府維護外籍勞工權益之誠

意與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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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 : : : 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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