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出國類別：國際會議)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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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報告 

 

 

 

服務機關：勞動部、國家發展委員會 

姓名職稱：鄭技正哲欣(勞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李科員偉銘(勞動部綜合規劃司) 

賴科員紫琳(國家發展委員會人力發展處) 

派赴國家：日本東京 

會議期間：108 年 1 月 24 日至 1 月 25 日 

報告日期：108 年 4 月 11 日 

 



1 
 

摘要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鄭技正哲欣、勞動部綜合規劃司李科員偉銘

與國家發展委員會賴科員紫琳，於本(108)年 1 月 24 日至 25 日赴日

本東京參加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DBI)、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合辦之「第 9 屆亞洲移工

圓桌會議」(9th ADBI-OECD-ILO Roundtable on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本次會議主題為「有效管理亞洲移工之創新作法」 (Innovative 

Approaches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Labor Migration 

in Asia)，會議討論包含以下重點議題： 

一、亞洲移工的趨勢與展望 

二、近期亞洲的移工趨勢與政策演變 

三、日本新移工管理政策 

四、面臨人口老化，未來工作與移工角色的作用 

五、勞動力移動、技能發展與認可 

六、家事移工(含看護工)之管理實務 

    亞洲開發銀行(Asia Development Bank, ADB)自 1966 年成立，

其宗旨目的為促進亞洲經濟與社會發展，目前已有 67 個會員國，而

我國為創始會員國之一。其所屬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偕同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國際勞工組織(ILO)合力舉辦亞洲移工圓

桌會議，本年已邁入第 9 屆，我國自 102 年開始參與第 3 屆亞洲移

工圓桌會議，已連續參加 7 年，本屆由勞動部綜合規劃司李科員偉銘

報告我國目前外籍勞動力發展與政策作法，包含相關勞動力統計數據、

外國專業人才與外籍勞工管理作法、權益保障措施、以及為加強延攬

優秀外國專業人才，於 107 年 2 月 8 日施行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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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僱用法」重點說明，並聽取蒐集與會各國分享該國移工相關政策措

施，作為我國未來政策規劃參考。 

    與會各國基於其屬移工輸入國或輸出國的角色不同，而有不同政

策措施，輸入國主要著重招募引進國內所缺乏之專業人才或基層人力

補充，以因應該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輸出國主要倡議於移工權益

保障、合理薪酬制度與管理制度，與會各國經由本次會議分享各國現

況，亦體認移工遷徙日繁，移工議題有賴各國相互合作，可透過相關

國際會議等交流場合，強化政策意見交換，以促進移工權益保障及提

升移工政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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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第 9 屆亞洲移工圓桌會議 

(一) 參與亞洲移工圓桌會議概述與參與目的 

1. 會議期間：本年 1 月 24 日到 1 月 25 日。 

2. 會議地點：日本東京(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 

3. 出席代表：日本、寮國、印尼、緬甸、韓國、泰國、越南、中國

大陸、孟加拉、新加坡、柬埔寨、外蒙古、菲律賓、尼泊爾、巴基

斯坦、馬來西亞、斯里蘭卡與我國等 40 餘位人員參與。 

4. 會議主題及內容主軸：會議主題為「有效管理亞洲移工之創新作

法」(Innovative Approaches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Labor Migration in Asia)，此次會議由亞洲開發銀行研究所

Naoyuki Yoshino 所長及 Chul Lu Kim 副所長進行開幕致詞。會議

內容包含：亞洲移工的趨勢與展望、近期亞洲的移工趨勢與政策演

變、日本新移工管理政策、面臨人口老化，未來工作與移工角色的

作用、勞動力移動、技能發展與認可、及家事移工(含看護工)等 6

大主軸。 

5. 與會目的：我國目前因為政治因素外交受限，無法加入 OECD、ILO

等國際組織，但我國在保障移工權益的政策及措施，應讓其他國家

瞭解我國相關制度，並不亞於其他移工輸入國家。爰此，藉由 ADBI、

OECD 與 ILO 合辦的亞洲移工圓桌論壇機會，可與相關國際組織及

各國官方勞動代表闡述我國政策及措施外，並就最新亞洲移工趨勢

及移工政策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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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議程 

Day1：108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 

時間 議程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致詞 

Chul Lu Kim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副所長 

09:40-09:45 團體合照 

09:45-10:45 主題 1：亞洲移工的趨勢與展望 

主席：Chul Ju Kim 

講者： 

 Jean-Christophe Dumont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際

移民組組長 

 Nilim Baruah 國際勞工組織亞太區域辦公室資深移

民事務專家 

 Pitchaya Sirivunnabood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經濟

學家 

10:45-11:15 開放討論 

11:15-11:30 茶敘交流 

11:30-12:30 主題 2：近期亞洲的移工趨勢與政策演變 

主席：Jonathan Chaloff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際移民組

資深官員 

國家報告： 

 孟加拉勞工和就業部副部長 Md. Ruhul Amin 

 馬來西亞人力資源部勞動力市場信息與分析研究所所

長 Wan Zulkfli Bin Wan Setapa 

 尼泊爾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部規劃司聯合秘書

Narayan Prasad Regmi 

 巴基斯坦海外人力資源開發部科長 Muham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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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rar 

12:30-13:00 開放討論 

12:00-14:00 午餐 

14:00-15:00 主題 2：近期亞洲的移工趨勢與政策演變(續) 

主席：Jonathan Chaloff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際移民組

資深官員 

國家報告： 

 印尼移民工人國家安置和保護委員會秘書長 Tatang 

Budie Utama Razak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勞動和社會福利部技能發展和就

業司司司長 Bouasy Thammasack 

 蒙古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業政策執行協調司高級官員

Tsogzolmaa Ulziinyam 

 緬甸國際電聯辦公室內部和對外關係司司長 Aye Aye 

Moe 

 越南勞動榮軍暨社會部海外勞工司科長 Anh Thu 

Tran 

15:00-15:30 開放討論 

15:30-15:45 茶敘交流 

15:45-16:45 主題 3.1：日本新移工管理政策 

主席：Pitchaya Sirivunnabood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經濟

學家 

講者： 

 Yu Korekawa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資

深研究員 

 Akiro Yoshida 日本厚生勞動省外國勞工事務組 

16:15-16:30 開放討論 

16:30-17:30 主題 3.2：面臨人口老化，未來工作與移工角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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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Pitchaya Sirivunnabood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經濟

學家 

講者： 

 Jingmin Yang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秘書長兼研究員 

 Nana Oishi 墨爾本大學亞洲藝術學院社會學副教授 

 Kyu-Yong Lee 韓國勞工研究機構高級研究員 

17:30-18:00 開放討論 

18:00-20:00 歡迎晚宴 

Day2：108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 

時間 議程 

09:00-10:00 主題 4：勞動力移動、技能發展與認可 

主席：Nilim Baruah 國際勞工組織亞太區域辦公室資深移

民事務官員 

講者：Akiko Sakamoto 國際勞工組織亞太區域辦公室技

能與就業能力專家 

國家報告： 

 菲律賓勞工和就業部勞工研究所 Ahmma Charisma 

Lobrin-Satumba 

 泰國技能發展技術官 Jitrapong Poomsa-ard 

 臺灣勞動部李科員偉銘 

10:00-10:30 開放討論 

10:30-10:45 茶敘交流 

10:45-12:15 主題 5：移工管理創新工具及法規優化(分組討論) 

分組議題 1：標準勞雇契約 

分組議題 2：私立人力招募機構法規 

主席： 

 Jonathan Chaloff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際移民組

資深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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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a White 國際移民組織區域移工專家 

12:15-13:00 主題 5 討論成果分享 

13:00-14:00 午餐 

14:00-15:00 主題 6：家事移工 

主席：Jonathan Chaloff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際移民組

資深官員 

講者： 

 Brenda Saw Ai Yeoh 國立新加坡大學地理系教授 

 Pui Yu Ip 國際家事勞工協會亞太區域協調人 

國家報告： 

 柬埔寨勞動和職業培訓部就業和人力司副司長 Ouk 

Ravuth 

 斯里蘭卡外國就業局代理總經理 Vimalarathna 

Wansekara 

15:00-15:30 開放討論 

15:30-15:45 茶敘交流 

16:15-17:00 閉幕式 

 Nilm Baruah 國際勞工組織亞太區域辦公室資深移民

事務專家 

 Jean-Christophe Dumont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際

移民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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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摘要會議記錄 

主題 1：亞洲移工的趨勢與展望 

1. OECD 國家與其他亞洲非 OECD 國家的移民趨勢 

本次會議首先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以下簡稱 OECD)國

際移民組組長 Jean-Christophe Dumont 進行報告，針對 OECD 國

家與其他亞洲非 OECD 國家的移民趨勢，進行分析。 

統計資料顯示，自 1990 年開始，亞洲國家移民至國外的人數逐

年增加，直到 2010 年開始微幅減少。移民至 OECD 國家的來源國，

以中國大陸為最多(約 28%)，其次為印度(14%)、越南(10%)、菲律

賓(9%)等。 

以 2016 年統計資料為例，探究移民至 OECD 國家的因素，主要

為歐盟國家內部調動(約有 150 萬人)，其次是季節性因素(約 68 萬人)、

打工度假者(約 48 萬人)等；若以國別區分，輸入國主要是波蘭共和

國、美國、德國、澳洲等。此外，到 OECD 國家留學的人數亦逐年

增加，其中亞洲國家約占了 50%，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留學地點主

要為美國(38%)、澳洲(17%)、英國(11%)與日本(8%)等。 

至於歐洲 2015 年爆發的難民危機，目前人數已減少，難民多流

入瑞典、匈牙利、奧地利、德國、盧森堡、希臘、挪威等國家。歐洲

未來將持續解決渠等就業與社會融合的問題。 

 

2. 亞洲國家的勞動遷徙趨勢與政策 

為探討亞洲國家勞動遷徙趨勢以及政策，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ILO) 亞太區域辦公

室資深移民事務專家 Nilim Baruah 全面性的盤點亞洲國家移民管理

政策的創新方法，並針對現行移民狀況進行分析。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2017 年共計 2.58 億的移民人數，移工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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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億人，男性約 9,600 萬人、女性則為 6,800 萬人。 

此外，ILO 的報告亦針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進行介紹，該目標主要分為「經濟成長」、

「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三大面向，其中第 8 項目和第 10 項

是有關勞工的部分，第 8 項目標在於保障所有勞工的權益，提供安全

健康的工作環境，特別是對於女性移工；第 10 項目標旨在減少國內

與國家間的不平等，期建立有秩序、安全的及負責的移工制度。 

最後，ILO 的代表再次強調全球移工管理的重要性，希望可以透

過完善的制度，加強對移工的保障。 

 

3. 亞洲僑匯趨勢與議題 

有關移民所造成的僑匯議題，亦為各國關切，亞洲開發銀行研究

所經濟學家(ADBI)Pitchaya Sirivunnabood 爰針對僑匯的流動進行

報告。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官方統計資料顯示，2018 年僑匯主

要流入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國家(約 1,300 億美元)，第二為南亞地區(約

1,170 億美元)。以亞洲國家而言，自 1990 年起，僑匯的輸入呈現穩

定的成長，主要來源國家為中東(佔 30.9%)、第二為亞洲國家內部的

移動(佔 27.7%)、第三則來自北美洲(佔 25.3%)、第四為歐洲國家(佔

14.1%)。 

另依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 10 項目標─減少國內與國家間

的不平等，希望在 2030 年將僑匯成本減少到小於 3%。 

ADBI 代表指出，未來將研議納入金融科技(Fintech)，提倡更簡

單、安全與快速的管道，提供僑匯的運輸，希望可以克服費用與傳輸

速度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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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近期亞洲的移工趨勢與政策演變 

為了解亞洲最新的移工趨勢與政策演變，主題 2 係邀請孟加拉、

馬來西亞、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尼、寮國、蒙古、緬甸及越南等國

家，針對移工保障、相關移民法規、國與國之間是否簽署雙邊協定等

進行國家報告。 

 

1. 孟加拉 

孟加拉勞工和就業部副部長 Md. Ruhul Amin 指出，該國全國總

人口約 1.6 億人，國內生產毛額約為 2,860 億美元，以服務業貢獻最

多，佔 52.11%，其次為工業 33.66%，最後為農業 14.23%，就業人

口約為 6,080 萬人，農業及服務業約各佔 4 成，工業則僅為 2 成。

觀察該國移民趨勢，從官方統計資料發現，自 1976 年起，移民至其

他國家人數遽增，同時也帶來僑匯的增加(約 155 億美元)，以移工技

能分析，多數為無專業技能(less-skilled)者，如製造業工人、木匠、

司機、石匠、服務生、一般勞工、工廠工人等，另外具純熟技術者亦

日益增長。 

為加強對該國移工的保護，孟加拉積極實施各項計畫與法規命令

的改革，除保護移工人權外，亦倡導安全的工作環境、加強海外移工

的技能，增加對婦女就業的保障、降低移民成本與國際組織建立良好

合作關係等，期能提供規劃良好的移民政策，與國際法令接軌，提高

執行成效，並減少僑匯輸入的障礙。 

 

2.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人力資源部勞動力市場信息與分析研究所所長 Wan 

Zulkfli Bin Wan Setapa 指出，該國全國總人口約為 3,230 萬人，勞

動人口約 1,500 萬人，其中男性佔 6 成、女性 4 成，經比較 2016 年

與 2017 年的勞動市場狀況，發現工作年齡人口微幅增加，勞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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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亦從 67.7%增加至 68%，失業率則維持不變。 

馬來西亞屬於移工輸入國，多數移工來自澳洲、印度、泰國及香

港等，多從事服務業，如餐飲、休閒、旅館等行業，截至 2018 年底，

馬來西亞核發的工作簽證已超過 200 萬張，此外，為加強吸引外籍

勞工，馬來西亞未來將針對持有 10 年臨時工作准證(PLKS)者，延長

其工作期限。但另外一方面，為保護本國就業者權益，避免國內企業

過度依賴外籍移工，將參考新加坡，建立「分層徵稅制度」(Multi-Tier 

Levy System)，一企業聘僱越多外籍移工，將繳交更多稅額，預計自

2020 年開始實施。 

 

3. 尼泊爾 

尼泊爾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部規劃司聯合秘書 Narayan 

Prasad Regmi 指出，根據官方統計資料，該國總人口近 3,000 萬人，

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約佔 55%，其次為農業，佔比約 33%，最

後則為工業。該國移民國外人數自 2009 年逐漸攀升後，從 2014 年

開始下降，主要移出目標國家為馬來西亞、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等。 

為加強對海外移工的服務與保護，尼泊爾建立外國就業資訊管理

系統(FEIMS)，整合所需資料、提供實體服務中心，並積極與卡達、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日本、馬來西亞等國家簽署合作備忘錄。 

對於移民趨勢部分，由於各國刻正面臨人口老化的現況，各國勞

動力供需失調，尼泊爾態度相當樂觀，表示各國將接受更多該國移工，

雖然未來可能會面對更多挑戰，但尼泊爾也表示將透過加強職前訓練、

提升移工的就業技能、建立透明招聘制度、增加與他國的雙邊協定等，

以強化對海外移工的就業權益保障。 

 

4.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海外人力資源開發部科長 Muhammad Ibrar 指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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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緊鄰中國大陸與印度，人口數約 2 億人，勞動人口約 6,140

萬人，42%從事農業、35%從事服務業，以及 22%從事工業；該國

經濟成長率約 4.8%，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

值 60.23%、工業佔 20.91%，而農業僅佔 18.86%。 

以移民狀況而言，巴基斯坦屬於移工輸出國，以移出至海灣阿拉

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國家(GCC 國家)為最多，佔比約 96%；觀察移出

人數及僑匯，可以發現從2008年起一路攀升到2015年達到高峰後，

逐漸下降，其乃受全球經濟發展趨緩、政治動盪、物價及油價波動等

因素影響。 

此外，由於 GCC 國家是巴基斯坦主要的移民國，若 GCC 國家產

業轉型或經濟變化，不再需要基層勞動力時，巴基斯坦的移工政策將

遭遇重大的挑戰。 

另為保護移工，巴基斯坦除積極與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等國簽訂 MOU 備忘錄，亦提供職前訓練，並建立海外移工申訴

管道，加強對海外移工的權益及安全保障。 

 

5. 印尼 

印尼移民工人國家安置和保護委員會秘書長 Tatang Budie 

Utama Razak 指出，目前勞動人口約近 1.25 億人，其中約有 6 百萬

印尼勞工分布至約 150 個國家境內工作，從事包含專業及技術性工

作，以及家事、漁船與農業工作，印尼政府考量為了保護印尼海外勞

工勞動權益及人身安全，尤其是家事勞工易遭受不當對待及權益受損

等情形，故自 2009 年以來，向中東的幾個國家實施暫停輸出家事勞

工之政策，並在 2015 年頒布法令，停止輸出家事勞工到所有中東國

家。但印尼與會代表補充說明，因印尼國土廣闊且島嶼四散，上述行

政作為管制成效有限，目前尚有少部分家事勞工於中東國家工作。 

另印尼政府於 2017 年頒布了關於保護印尼海外勞工的第 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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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律，加強印尼勞工的安置和保護，並與部分輸入國據此新法簽署

雙邊備忘錄。 

 

6. 寮國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勞動和社會福利部技能發展和就業司司司

長 Bouasy Thammasack 指出，該國全國總人口約 690 萬人，其中

勞動人口約 194 萬人，失業率 9.4%。官方統計 2018 年輸出約 12

萬寮國勞工至泰國、南韓及日本等國家。寮國為內陸國，地理位置與

中國大陸、緬甸、越南、柬埔寨及泰國相鄰，故除一般長期至國外工

作之型態，尚存有因應季節性或短期工作需求，甚或可能是一日內短

期工作而進出國境的情形，加上因為邊境管理困難導致有不少勞工非

經合法許可管道至鄰國工作，或因極短期工作而未經合法許可管道以

及簽訂合法勞雇契約者，政府無法維護其勞動權益，故如何將非經許

可之移工重新納入政府管理制度下，亦為該國目前努力的課題之一。 

 

7. 蒙古 

蒙古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業政策執行協調司高級官員

Tsogzolmaa Ulziinyam 指出，該國全國總人口約 320 萬人，失業率

約 6.9%。2018 年約有 15.7 萬國民至海外留學或工作，主要目標國

家為南韓、美國及哈薩克等國，另外國人至蒙古工作，主要從事礦業、

營造業及服務業等工作，其人數自 2011 年最高 3 萬人(其中中國大

陸為 2.6 萬人)下降至 2018 年約 4,500 人(中國大陸約 1,600 人)，主

要原因為政府基於保障國民工作權益，對於開放引進外國人工作採取

緊縮政策有關。蒙古近年已與日本、南韓等國簽訂勞工輸出備忘錄，

與澳洲簽訂度假打工協議，與波蘭、土耳其及捷克簽訂社會保障協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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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緬甸 

緬甸國際電聯辦公室內部和對外關係司司長Aye Aye Moe指出，

該國總人口約 5,149 萬人，勞動人口約 2,268 萬人，整體勞動參與率

62%(男性 76.8%；女性 49.6%)，就業結構以農業部門為主(占 47.5%)、

服務業部門(34.9%)居次、末為工業部門(17.6%)。2018 年緬甸勞工

至海外工作合法人數約 90 萬人，主要輸出國家為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南韓、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日本等國家，其中泰國部分，合

法緬甸勞工人數約有 60 萬人，另緬甸政府亦核發臨時護照或文件予

270 萬名非法緬甸勞工。 

緬甸政府於首都納比都及主要大城仰光建置勞工申訴處理中心，

提供 24 小時無休服務，受理緬甸勞工於海外工作遭遇爭議事件。另

緬甸勞工非法越境至鄰國工作現象、女性移工權益、緬甸移工海外匯

款管道暢通、以及緬甸移工海外即時資訊等議題，亦是目前緬甸政府

努力的課題。 

 

9. 越南 

越南勞動榮軍暨社會部海外勞工司科長 Anh Thu Tran 指出，該

國總人口約 9,600 萬人，越南經濟發展在 2018 年繼續呈上升趨勢，

與該國政府預設目標 6.7％相比，增加 7.08％，為自 2011 年以來的

最高成長率。目前越南國民約有 450 萬人在近 103 個國家居住、工

作或留學；其中超過 58 萬越南勞工至 46 個國家地區從事工業、建

築、紡織、電子或家庭工作，每年匯款約 20 億美元。 

在移工議題上，越南政府目前主要面臨挑戰者非法移民及人口販

運情形日增，相關犯罪網絡(集團)利用欺騙、引誘等手段導使勞工為

了賺取更高的收入，而淪為性交易與強迫勞動等人口販運被害人。為

了保護人權及防止人口販運情事，越南政府已頒布相關法律，並與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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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際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打擊人口販運，以及協助人口販運被害

人重返社會項目。 

 

主題 3.1：日本新移工管理政策 

為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因應人口結構變遷，日本刻正推動新的

移工政策，擴大延攬外籍移工，主題 3.1 係邀請政府官員針對日本的

移民現況及最新移工政策進行說明。 

 

1. 日本的人口和國際移民趨勢 

本報告係由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Yu 

Korekawa 進行說明，由於日本面臨人口老化、勞動力減少的困境，

基此，國立人口、社會保障研究所對於日本人口和移民趨勢進行深入

研究，做為政府政策參採的依據。該研究係推估未來 50 年日本生育

率、死亡率及年齡結構及人口的變遷，結果顯示由於生育率低、壽命

延長，中長期內並不會改變人口下降的趨勢，且未來 50 年將減少約

30-35%的人口。 

另外，針對國際移民趨勢部分，官方統計資料發現，來自中國大

陸的外籍人才從 1985 年後快速增加 4 倍，菲律賓及其他亞洲國家亦

有微幅增長，但韓國人才則呈下降趨勢。若以移民因素區分，過去日

本多為婚姻移民，但近年來就學、高技術移民及技能實習人數成長快

速，顯現日本對於外籍勞動力的需求日增明顯，政府同時積極研擬相

關攬才措施，除縮短高技術專業人才申請永居的年限外，亦規劃延攬

外籍藍領勞工，補足國內所需勞動力。 

 

2. 日本勞動市場變遷與外國人新的工作許可類別 

本報告係由日本厚生勞動省外國勞工事務組 Akiro Yoshida 針對

日本最新推出的移民政策進行簡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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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日本求職人數比率( job-to-applicant 

ratio)持續增加，2018 年底已高達 1.63 倍，表示每 100 個求職者可

選擇的工作職缺約 160 個，而外國人在日本居留的人數亦逐年增加，

為了解決國內勞動力短缺的現象，日本政府提出鬆綁「特定技能

(Specified Skilled Workers)」之外籍勞工申請居留/永久居留政策，

並於 2018 年 12 月 8 日通過。適用「特定技能簽證」的行業包括看

護、大樓清潔與管理、農業、漁業、食品、飲料製造業、餐飲業、金

屬材料加工業、工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電子電機設備業、營建工程業、

造船/海運業、汽車維修業、航空業、旅宿業等 14 種，並採限額開放。 

該項政策是在外國專業人才與技能實習的制度外，另外新增一類

的外籍勞工，並將是類人員分為 2 類，其中技能１號申請者需要一定

的經驗和特定的技能，須通過日文檢定考試，居留期限最高 5 年；技

能 2 號則須具備更高水平、更專業的技能及專門知識，居留期滿可延

期，且無上限，並可攜帶家眷。同時，日本政府亦已著手研擬政策開

放的配套措施，如與各國簽訂雙邊協定，避免非法仲介業從中剝削，

又如未來開放人數的上限與缺工人數的關係、對社會安全是否造成影

響等。 

 

主題 3.2：面臨人口老化，未來工作與移工角色的作用 

人口老化是一種全球現象，各國無不關切，主題 3.2 係邀請中國

大陸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秘書長兼研究員、墨爾本大學亞洲藝術學院社

會學副教授及韓國之高級研究員等專家學者，針對目前現況及未來展

望進行報告。 

 

1. 中國大陸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秘書長兼研究員 Jingmin Yang 指出，自 2016

年起，製造業勞工每小時勞動成本逐年上升。從中國大陸各地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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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由於東部沿海地區之工業結構改變及升級，勞動力密集產業遷

移至中國大陸中部或西部地區。 

在邊境地區外籍移工議題方面，廣西省目前與越南有邊境勞動力

合作；雲南省則是與緬甸有邊境勞動力合作。合作產業包括：農業、

製造業、服務業及建築業，其特色為暫時性的勞動力。目前採行的招

募政策為規範邊境入出境管理單位，並訂定邊境雙邊條約或長期以物

易物之貿易政策和條約。 

政府推行一站式管理和服務，從 2013 年 6 月起，第一個一站式

管理和服務機構於雲南省德宏州設立，至 2018 年，共提供 10 萬名

移工服務(主要移工來自於緬甸)。此外，合格的仲介和雇主，從 2017

年 19 家，至 2018 年上半年成長為 77 家。 

 

2. 日本技術移工和人口老化 

墨爾本大學亞洲藝術學院社會學副教授 Nana Oishi 長期關注日

本技術移工與人口老化議題，該報告指出日本勞動人口從 2008 年巔

峰後，開始逐年下降；勞動力亦從 1999 年開始下降，由於勞動人口

快速萎縮，896 個村莊和城鎮已被歸類為即將消失。根據統計，各國

招募技術勞工的困難度，世界平均為 45%，惟日本卻高達 89%。 

日本大眾對於是否開放更多移工，有 66%的人同意；28%則不同

意。在特定區域，地方政府之計畫若能通過中央政府部門同意，則地

方政府可在特定產業內，僱用移工。特別區域及職業包括：東京都(醫

生)；京都(日式料理廚師)；京都市、新潟市、愛知縣(農業工人)；東

京都、福岡市、北九州市(投資和企業)。另根據統計，90%的技術移

工在 10 年內會離開日本，故日本面臨留住技術移工之挑戰。 

針對移工取得日本社會保障之途徑，移工若在日本居住 3 個月以

上，可加入全民健保；此外，可享有國民年金和育兒服務。另以加拿

大為例，移工必須居住 6 個月以上，並且再居住滿 5 個月以上，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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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全民健保；此外，只有居住 10 年以上的移工，才能享有國民年

金。 

最後，日本必須招募更多技術移工，以解決日本人口老化問題。

為創造更具吸引力之工作環境，並針對社會保障及租稅政策進行改革。

爰此，建議日本政府吸引移工政策需努力方向如下： 

(1) 孩童教育：協助移工孩童接受教育，並且要有雙語環境。 

(2) 配偶或夥伴之語言教育。 

(3) 藥物翻譯員及國際診所。 

(4) 保障移工權益。 

(5) 工作生活平衡。 

(6) 租稅優惠。 

 

3. 韓國人口老化及移工政策 

韓國勞工研究機構高級研究員 Kyu-Yong Lee 指出，韓國總人口

數將從2015年5,100萬人到2065年4,300萬人；勞動力人口(15-64

歲)將從73.4%下降到2065年的47.9%；老年人口從2015年12.8%，

上升到 2065 年 42.5%。 

移工政策被視為韓國因應人口老化之基本計畫，盼以移工政策解

決低生育率及人口老化問題。2006 年至 2010 年推行政策包括吸引

專業外國人才、穩定就業許可制度等。2011 年至 2015 年之政策，

乃使專業外國人才能長期居住韓國。2016 年 2022 年之政策，在特

定產業內，吸引傑出外籍移工，並且建立完整的移工管理制度。 

 另依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目前韓國多數移工多係從事低技術性

的工作，韓國勞工研究機構高級研究員 Kyu-Yong Lee 對於低技術勞

工的現況得到下列結論： 

(1) 移工需求範圍多為是簡單、日常性及低技術勞工之工作。 

(2) 技術移工較少在韓國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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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低技術移民的安置將增加社會融合的成本。 

未來韓國將持續致力於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予外籍移工，並避免

低技術外籍移工對整體就業市場造成負面影響，另為提高該國國際競

爭力，亦將賡續檢討留才攬才政策，以加強吸引外國專業人才到韓國

發展。 

 

主題 4：勞動力移動、技能發展與認可 

為保障移工在國與國之間的權益，各國均針對技能發展、技能認

證及工作條件等進行國與國之間的協商，主題 4 係先由國際勞工組織

針 對 「 技 能 相 互 認 可 機 制 (Mutual Recognition of 

Skills/Arrangements, MRS/MRA)」進行介紹，再由菲律賓、泰國以

及我國針對各國現況進行報告。 

 

1. 國際勞工組織亞太區域辦公室 

國際勞工組織亞太區域辦公室技能與就業能力專家 Akiko 

Sakamoto 針對技能認證機制與強化移工遷徙與技能之內容，進行開

場與介紹，強調技能相互認可機制的重要性，無論是移工輸入國，或

是移工輸出國，均可透過該制度，加強對移工的保障。 

ILO 首先說明東協資格參考架構 (ASEAN Qualifications 

Reference Framework, AQRF)的運作機制，AQRF 將移工移能分為

8 個等級，A 國得以將該國的技能制度與證照對應於 AQRF 中，B 國

亦可，因此各國對於移工的技能認證，將可透過 AQRF 相互對應，

而有一致的標準。 

ILO 致力於推廣 MRS 與 MRA，自 2014 年開始，於 CLM 國家(柬

埔寨、寮國及緬甸)推廣，再逐漸擴大至東協經濟體、東協成員國，

希望各國皆能共同加入，使用技能認證機制，並可作為勞動力遷徙與

技能發展的關鍵工具，有利於移工輸出國與輸入國加強對移工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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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2. 菲律賓 

菲 律 賓 勞 工 和 就 業 部 勞 工 研 究 所 Ahmma Charisma 

Lobrin-Satumba 指出，菲律賓人口約 1.06 億人，勞動人口約 4,350

萬人，失業率約 5.3%，在海外工作之國人約有 880 萬人，僑匯約 313

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 10%，根據 2017 年官方統計資料，若以國

籍區分，赴沙烏地阿拉伯工作者最多，約為 18 萬人，赴香港、卡達、

臺灣近 4 萬人；若以產業類別區分，則大部分均為家庭看護。 

為保障海外移工，菲律賓積極提升移工技能，如於 2018 年推動

菲律賓資格認可架構(Philippine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PQF)，

根據移工的技能給予 8 個等級，透過技能與學歷的認證，讓雇主與移

工得以妥適配對，菲律賓亦將 PQF 的精神提倡至東協資格參考架構

(ASEAN Qualifications Reference Framework, AQRF)中，此外，

針對專業人士部分，菲律賓亦加入東協相互認證協議 (ASEAN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s, ASEAN MRAs)，積極與國際

接軌。 

但國內也面臨許多挑戰，如 ASEAN MRA 僅限東協成員國相互認

證，對於非成員國者，則無法提供保障，亦無法全面建構相互認證機

制。儘管如此，從菲律賓的報告中，與會代表皆肯定菲律賓在移工政

策的努力。 

 

3. 泰國 

泰國技能發展技術官 Jitrapong Poomsa-ard 指出，泰國人口約

6,800 萬人，勞動人口約 3,800 萬人，其中服務業約 51%、農業約

35%、工業約 16%，國內生產總值約為 233 億美元。官方統計資料

呈現，目前有約 154 萬的勞工在國外工作，主要國家為臺灣、韓國、



22 
 

日本、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多數為工廠技術工，或從事農、漁業等；

但泰國亦為外勞輸入國，因為泰國薪資水準仍比鄰近部分國家高，因

此目前約有 450 萬的外勞在泰國工作，多數從事建造業、服務業等。

綜整而言，雖然泰國同時為移工輸出與輸入國家，但國內仍面臨勞動

力短缺的困境，以服務業缺工 40%為大宗。 

泰國亦相當重視移工技能發展，企業員工超過 100 人以上者，必

須提供 50%的員工技能發展訓練，相關費用可作為租稅抵減，此外，

泰國亦加入 ILO 建立之技能相互認可機制(Mutual Recognition of 

Skills, MRS)，藉由國際相互認可機制，提高對移工的保障。 

 

4. 臺灣 

本場次報告是由我國勞動部李科員偉銘報告，主題為外籍勞動力

在我國現況與未來。首先就我國人口現狀作報告，我國目前面臨工作

年齡人口減少、勞動力參與率下降、青年失業率增加等問題，因此需

要延攬外國專業人才以及補充國內所需基層勞動力。 

有關外國專業人才部分，依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18 年

底，在臺的外國專業人才僅為 32,865 人，其中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

工作者約為 19,477 人、補習班教師 4,437 人、學校教師 2,364 人、

僑外資主管 2,951 人、藝術演藝工作 1,953 人、履約 1,607 人與運動

員 76 人。無論是與其他國家的外國專業人才人數相比，或是與國內

從事專門性工作之國人相比，目前在臺外國專業人才的存量仍偏低。

為強化我國國際競爭力，加強延攬外國專業人才，我國於 2018 年 2

月 8 日推動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從鬆綁工作居留規定、

放寬眷屬停居留規定、強化租稅、退休保險等項目，提供留才攬才的

誘因。 

另有關外籍勞工部分，截至 2018 年底，外籍勞工總人數為

706,850人，其中製造業為432,014人、營造業4,104人、漁業 1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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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護 256,173 人、家庭幫傭 1,924 人，我國亦相當注重基層勞

動力的工作權益與相關保障，因此針對外籍勞工的聘僱管理亦進行相

當仔細的介紹，並說明外籍勞工與外國專業人才政策的不同之處，充

分展現我國對於移工政策的重視。 

 

主題 5：移工管理創新工具及法規優化(分組討論) 

主題 5 採取分組討論方式進行，先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際移

民組資深官員 Jonathan Chaloff 及國際移民組織區域移工專家 Lara 

White 分別針對「標準勞雇契約」及「私立人力招募機構法規」進行

簡要說明，再由與會各國分為 2 組進行小組討論，依大會建議安排原

則，我國參與討論標準勞雇契約議題，與泰國、越南、尼泊爾及巴基

斯坦等國代表共同討論(討論照片如附錄二)。 

經小組討論共識，認為為了保障移工權益，標準的勞雇契約基本

內容要件，需包含：工作內容、工時、休假、薪資及加班費、社會保

險及職災保障、膳宿費、貸款費用、勞雇爭議處理原則等。 

 

主題 6：家事移工 

家庭工作行業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除了被照顧者的需求

外，家事移工的權益保障、女性勞動市場的變化等更是各國關切的重

點，爰主題 6 先邀請國立新加坡大學地理系教授 Brenda Saw Ai 

Yeoh 與國際家事勞工協會亞太區域協調人 Pui Yu Ip 針對新加坡現

行狀況及相關政策的管理進行分享，再由柬埔寨及斯里蘭卡進行國家

報告。 

 

1. 新加坡 

國立新加坡大學地理系教授 Brenda Saw Ai Yeoh 指出，新加坡

多依賴短暫之外籍家事婦女勞工，從事煮飯、清潔及照顧工作，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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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多來自印尼、菲律賓籍緬甸。外籍家事勞工之勞動契約，為每兩

年重新換約。像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外籍家事勞工，渠等面對著危險工

作條件，包括虐待、高債務、扣薪和限制休假日數等。 

新加坡外籍家事勞工，因工作環境難以定義，近年來，社會保護

政策之方法及改革在新加坡政府之管理下，其特色包括： 

(1) 增加威嚇性之法律；改善家事勞動者之工作條件，例如休息日政

策。 

(2) 針對專業之就業仲介及引進技術家事勞動進行討論。 

(3) 針對家事勞工之價值和保護家事勞工者之勞動權益，進行多面向

思考。 

 

2. 國際家事勞工協會 

國際家事勞工協會亞太區域協調人 Pui Yu Ip 指出，根據 ILO 統

計，全球約有 7 千萬外籍家事勞工，其中 41%在亞洲。此外，全球

需要被照顧的人口增加，從 2015 年 21 億人，到 2030 年之 23 億人。

外籍家事勞工之現況，有 83%為女性，低薪、長時間工作且假日無

休息。 

目前外籍家事勞工之困境及保障如下： 

(1) 法律和政策之差距：只有 3%之亞洲國家之大部分法律保障家事

勞工，61%之外籍家事勞工完全排除於法律保障之外。 

(2) 保障外籍家事勞工：監督仲介、增加勞動檢查、休息日數保障、

提供外籍家事勞工母語協助及規範外籍家事勞工。 

(3) ILO 及聯合國婦女安全及公平保護：包括移工管理和終止婦女受

到暴力；婦女移工應享有獲得資訊和服務之途徑。 

(4) 參考 ILO189 號公約，以確保平等對待外籍家事勞工；家庭友善

法律及政策，包括合適之公共托育制度及工作時數限制；監督招

募程序之法律和政策。 



25 
 

 

3. 柬埔寨 

柬埔寨勞動和職業培訓部就業和人力司副司長 Ouk Ravuth 指出，

目前柬埔寨之海外工作者海外匯款回國內之金額為 2 百萬美元，目的

國為泰國、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和沙烏地阿拉伯。 

經統計 2018 年有 120 萬柬埔寨國民在海外工作，其中赴泰國為

最多，約 1 百多萬人，其中女性約為 45 萬人，每月薪資為 300 美元；

月薪最高為在日本工作之國民，每月可領 1,500 美元。 

柬埔寨之移工政策，主要目標為保障移工在遷徙過程中的權益，

透過各層級之社會對話，提供權益及性別保障，加強管理移工；另針

對回國之移工，提供社會及經濟再融合之服務；改善移工於送出或回

國之資訊管理制度。 

 

4. 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外國就業局代理總經理Vimalarathna Wansekara指出，

斯里蘭卡之移工類型包括：契約、季節或學生等；移工人數部分，從

2014 年到顛峰後，就開始逐年下降；目的國為中東、韓國、日本或

以色列；移工管道部分，包含透過仲介或自身管道。目前海外家事勞

工人數部分，透過仲介介紹人數逐年下降，僅有透過自身管道的人數

逐年上升。 

斯里蘭卡國外就業局(SLBFE)進行多項家事勞動產業之訓練，包括

家事清潔勞工和家庭照顧。家事清潔勞工中，女性若要前往中東國家，

則必須有 21 天之訓練課程；若要前往新加坡、香港或賽普勒斯等國

家之女性勞工，則必須有 30 天之訓練課程；若工作經驗已經過時，

且要再次擔任移工之女性，則必須有7天之訓練課程。家庭照顧部分，

需要 45 天之訓練課程。 

家庭背景報告(FBR)：斯里蘭卡國外就業局鼓勵非具技術性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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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前往海外就業，但家中小孩若未超過 5 歲，則該位母親不被允許

至海外工作。而該報告係強制所有女性勞工遵守。此外，家中小孩若

超過 5 歲，且該母親欲前往海外就業時，則該位母親必須確保該位孩

童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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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得與建議 

(一) 隨著產業鏈結全球化及營運發展國際化，勞動力國際移動情形日

益頻繁，樣態也日趨複雜，無論是高度專業技術人才、一般技術

性勞工、基層體力或非技術性勞動力的國際移動，已鮮少有單一

國家能置身這股勞動力移動潮流之外，每個國家可能會是勞動力

輸出國，同時也是勞動力輸入國，故對於本國勞工至海外工作，

及他國勞工至該國工作，兩者之權益保障及管理規範，均有所不

同，且都需要與他國保持良好緊密合作關係，以共同維護移工權

益。 

(二) 本次會議另有討論到移工專業技能提升與認證機制，當移工在海

外國家工作習得新技能及取得相關證照，於其返國或轉進第 3

地工作時，所具備的新技能及證照如果能獲得採認，將有助於移

工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包含薪資成長)以及獲得更好的工作機

會。目前 ILO 已建立技能相互認可機制(Mutual Recognition of 

Skills, MRS)，並提出東南亞國協適用技能資格參考框架(Asean 

Qualification Reference Framework, AQRF)，在各適用國之間，

透過先將 A 國的技能制度及證照等級對應歸類於 AQRF 的技能

等級(區分 1-8 級，數字越大為技能程度越高)，再對應至同一

AQRF 等級的 B 國技能證照，以達成技能證照國際認可目的，現

行已有越南、寮國、緬甸及柬埔寨等國家針對不同類別採行或分

階段導入，我國目前尚未有類似具體作法，但如果未來能有進一

步國際合作相互採認機制，或可有助提升他國移工來臺工作意願，

亦可提供在臺移工於返國後，能促進其投入當地臺商企業工作，

將有助臺商海外布局發展。 

(三) 本次參與移工圓桌論壇會議，除經由會議深入瞭解亞洲各國移工

政策最新變化及推動情形，亦藉由場邊談話互動，與其他國家與

會代表進行交流，我方並攜帶鳳梨酥等傳統糕餅點心跟與會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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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分享，獲熱烈反映，其中巴基斯坦代表因對我國較為陌生，

與我方在場邊有較多我國一般民情說明及意見交流。整體而言，

本次會議有利我方瞭解國際移工趨勢與各國政策作法，亦有助亞

洲各國瞭解我國移工政策與制度，並提升我國國際參與，建議未

來可持續參與相關移工圓桌論壇會議，深化我國國際角色，另本

次我方人員以我國特色點心作為會場破冰用途及提升友我氛圍，

頗具效果，亦建議未來與會人員或可準備類似點心或小紀念物，

視實際情形彈性運用。 

(四) 會議閉幕式由三主辦單位 ILO、OECD 及 ADBI 代表分別致詞，

並提及下屆移工圓桌論壇為第 10 屆次，主辦單位思考將以不同

以往之模式舉行，例如將回顧前 9 屆歷次主要議題及討論共識，

連結各國最新推動情形，或調整分組討論進行方式，以加強本圓

桌論壇成效，故建議未來與會人員可參考先前各次會議經驗，以

利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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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我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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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與會照片 

 

 

 

 

 

 

 

 

 

 

 

 

與會人員全體合照 

我國出席人員：李科員偉銘 (左)、賴科員紫

琳 (中)、鄭技正哲欣 (右) 

 

李科員偉銘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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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情形 

鄭技正哲欣於分組討論中分享我國移工政策 
出席人員與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經濟學家 Pitchaya 

Sirivunnabood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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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科員偉銘與巴基斯坦代表場邊交流 
與蒙古代表會議中交流 

 

與國際勞工組織亞太區域辦公室資深移民事

務官員 Nilim Baruah 合影 

 

與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秘書長兼研究員 

Jingmin Yang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