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03.27  中國時報 

落跑外勞的鐐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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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年引起泰勞抗暴的華磐公司竟然向泰勞提出告訴並求償兩千萬元，勞委會說這

是「倒果為因」。但是會讓外勞淪落到幾近奴工的悲慘狀況，讓仲介公司得以上

下其手，經常是因為勞委會禁止轉換雇主的政策所致。在此政策下，外勞會從合

法走向落跑之路通常是碰到類似奴工的工作條件才會落跑。前幾日勞委會決定全

面嚴懲雇用落跑外勞的雇主，這一樣是倒果為因，此政策只是保障了仲介與雇主

的利益結合，但無法解決破洞百出的外勞政策，外勞勞動人權不會因此受到更高

一層的保障，甚至可能因為落跑更困難而進一步遭到戕害。  

    台灣開始制訂外勞政策十多年來，有一百多萬名外勞在這段期間來過台灣工作，

雖然官方統計數字呈現歷年來共有八萬多名合法外勞「行蹤不明」，被列為警政

單位查處的對象，但其實多數已經離境，目前只留下不到兩萬人以不符法令規定

的身分在台工作。和其他實施客工計畫的國家經年累月產生大批逾期居留的外勞

比起來，這個數目顯示，台灣非常「有效管理」進入台灣工作的藍領勞工不得長

久居留。但是這種「有效管理」的手段包括高度依賴仲介經手、威脅外勞送出國

政府「來抓人」、限定外勞不得轉換雇主以利管理、禁止外勞組織工會等違反勞

動人權的策略。「重罰雇主聘用落跑外勞」的政策，就是在傳統舊思維下的另一

威脅管理政策而已。  

    若是嚴格控管政策有效，那麼落跑人數應該會持續下降，但我們若從歷年來「合

法變成非法」的外勞人數統計來看，這樣的人數並沒有隨著政策的緊縮而降低，

為什麼？政府通常直接凍結外勞落跑率最高的國家勞工進口，但逃跑人數集中的

國家往往是家庭幫傭和監護工人數最多的國家，換言之，是因為這些職業的勞動

條件缺乏足夠保障，常有工時過長或勞動過量的情形，而促成了外勞不告而別。

凍結、重罰這種治標不治本的做法並無法解決結構性的問題。  

    外籍外勞從合法轉為非法人數逐年增加，顯示一些新發展促使了外勞由合法轉為

落跑的機制變化。為何這些落跑外勞要冒著被查緝遣送回國的風險而逃離契約雇

主？主要的觸媒還是無法轉換雇主此政策規定，使得外勞無法行使基本的勞動三

權：組工會、團體協商與爭議權。因此當在台外勞不甘願處於惡劣的勞動處境、

但又不能組織工會對之發出反對的聲音，極端的方式則是去年發生的泰勞抗暴情

形，但最一般的情況則是自行離開雇主，代表一種出走與抗議的方式。在轉為非

法之後，轉換雇主變得相對容易，有可能使得外勞討價還價的權力增加，反而某



些條件可能會改善，但政府的強化取締，結果是讓落跑外勞在黑市的議價能力降

低，勞動狀況難以改善，甚至在多起追查的事件中，造成為躲避警察而傷亡的結

果。  

    政府在許多勞動人權團體要求可以讓外勞自由轉換雇主這麼多年，還是不願意鬆

綁，是因為仲介利益鑲嵌在禁止轉換雇主的政策中。只有禁止轉換雇主的制度存

在，仲介結合雇主才能任意遣返不聽話的外勞，並且從新來外勞身上再賺一筆仲

介費用，雇主沒有任何損失，甚至還有回扣可拿。  

    美國國務院最近公布的世界人權報告，提到台灣慘不忍睹的外勞勞動狀況，國外

政府與NGO團體對於台灣嚴苛的禁止轉換雇主政策，都覺得不可思議，若根據

聯合國的《防止、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販運婦女和兒童行為的議定書》定

義，這已涉及「人口販賣」的嚴重問題。目前禁止轉換雇主的規定讓仲介與雇主

可以有形無形地脅迫外勞工作、抵債，也因此我們幾乎可以預見另一個高捷事件

的出現，勞委會所使用的嚴格管制政策，只會讓台灣在國際上惡名昭彰的勞動人

權雪上加霜，但卻完全無助於勞動人權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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