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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婦女勞工權益報告書

藍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概況與發展

勞委會自 1989 年正式核准外籍勞工的引進，1990 年第一批外勞正式進入台
灣，而後依配額管制、特定國家、特定行業職種等原則逐步開放，1992 年起開
放外籍家庭幫傭和監護工的申請。2001 年底在台之合法登記的外籍勞工總數為
325,000，主要來自泰國(42%)、印尼(20%)、菲律賓(24%)、越南(4%)。女性外勞
以從事幫傭及照顧工作者居多，目前全國有超過十一萬個家庭雇用合法的外籍家
務勞工，若再加上非法雇用者更不在此數。其中近七成來自印尼，兩成二為菲律
賓籍，其餘來自越南和泰國。家務幫傭與監護工反映出台灣社會家庭型態在工業
化過程中的轉變：隨著已婚婦女就業率的提高，雙薪家庭已成為主要的家庭型
態，家務勞動、托兒、老人照顧，均有賴商品化、社會化的機構或他人來分擔。

坊間「外籍勞工」一詞，通常不包括來自西方國家的專業白領，指的是來自
東南亞的勞工，在台從事多為危險、骯髒、卑賤的三 D工作(dangerous, dirty, 
demeaning)。就業服務法中對於從事白領與藍領工作的外國人，在居留許可及工
作期限上也有明顯的差別待遇1。外籍藍領不僅在引進的數量上有配額控制，在
契約年數也定有上限，過去最多可展延到三年，最近則放寬為約滿離境 40 天後，
可以再度來台，總年數不得逾六年。雖然官方規定外勞只能來台工作一到兩次，
然而改名再來者比比皆是。

長期以來，以宗教團體為主的 NGO，致力於協助外勞之心理諮商與勞資爭議
個案，但苦於缺乏公權力的合作，以及人力資源的侷限。近年來在民間團體的督
促下，各地方政府開始成立外勞諮詢中心，勞委會也資助成立若干庇護中心來安
置遭遇虐待侵害或勞資爭議的外勞。一些地方政府也透過文化性的活動，如潑水
節、齋戒月，來促進台灣民眾對於外勞文化背景的了解。台北市外勞諮詢中心至
今舉辦了兩年的外勞詩文比賽，並成立「外籍勞工多功能管理輔導中心�提供外
勞在星期天的休閒場所。但外勞所遭遇的許多困難處境，實與結構性的政策制度
有關，有待更積極的立法、行政措施來改善。國家法令對於外勞的種種管制，固
然考慮到希望減低對本地勞工所造成的排擠效應，然而，壓低外勞的勞動條件，
徒然降低本勞相對外勞的競爭力，反而便於資方以「缺工」為藉口，進口廉價「好
用」的勞動力。

二、問題與障礙

(一) 高額仲介費用、薪資扣款的債務腳鐐

                                                
1就業服務法第 52, 53, 55 條規定，白領專業外籍人士的許可時期為三年，期滿後雇主得以續僱，
藍領勞工則受雇於定期契約，累計年數最長不得超過六年；白領外勞得以轉換雇主，藍領不能；
而只有雇用藍領勞工的雇主需要繳交就業安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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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仲介費之高為亞洲之冠，製造業與建築業工人的一般行情為十五到二
十萬，家庭幫傭籍監護工約為九萬到十二萬。面對昂貴的仲介費用，外勞多半靠
借貸支付給母國仲介的頭期款，其餘部分逐月由薪資中扣除。外勞在前面的一年
或一年半，薪資在扣除仲介費用之後所剩無給，換言之，如果一名外勞沒有做滿
三年，這趟旅程可能徒為舉債還債的循環2。勞委會於2002年明文規定仲介公司
收取費用的上限3，並區分仲介費及服務費的不同。然而這樣的改革在執行與查
察上績效有限，許多仲介公司為了規避法令的限制，要求外勞在母國簽下借據，
以借貸之名掩飾收取仲介費之實。雖然法令已經放寬外勞的居留年限到六年，二
度來台的外勞仍然免不了仲介的再度剝削，而服務費往往淪為變相的仲介費。事
實上，外勞在台居留一段時間後，已經熟悉台灣環境與相關作業，也享有各縣市
外勞中心、NGO等團體的資源協助，並不需要每月固定的服務，宜依照「使用者
付費」原則，針對特定需要的服務來支付費用。

(二) 限制轉換雇主、不平等的勞雇關係
外勞在香港、新加坡等國都可自由轉換雇主，然而台灣的就業服務法明定，

藍領外勞除了少數的例外狀況4，只能為契約上載定的雇主工作，不得轉換至其
他雇主，此舉等於是剝奪了勞動者的最後一張王牌—「用腳投票」。由於缺乏選
擇工作 (在勞動市場上自由流動) 的權利，外勞在和雇主協商時缺乏籌碼，面對
不合理的勞動條件時也只好忍氣吞聲以保住工作。國家的法令規範了一種人身從
屬式的僱用關係，更加強化了勞資之間的權力不平等。許多外勞在簽訂契約時，
為了爭取工作，都被迫同意不放假、不得參加工會或集體抗爭，這些方式剝奪了
勞工的結社集會自由與團結權。多數契約是以中文或英文寫成，缺乏母國語言的
翻譯，造成外勞無法確知契約內容、以保護個人權益。

(三) 次等的勞動條件、打折扣的薪資
資方經常對於外勞與本勞有差別待遇，例如，外勞多被指派大夜班、或是在

趕工季節日夜兩班連作、指派較辛苦的工作、或使用較老舊不安全的器材。發生
職業災害的外勞，往往被雇主遣返出境，草率地以遠低於法律規定的金額打發。
外勞的平均加班時間普遍高於本勞，但許多資方未依勞基法標準給付加班費，甚
至給付固定月薪而已。幫傭及監護工由於住在雇主的家裡，變相工作和超長工時
的情形更為嚴重，許多被雇主要求到親朋好友家打掃，或是擔任契約以外的工作
內容，如在雇主開設的店舖、攤販、工廠工作。

許多台灣的雇主為了防止外勞「逃跑」，採取「強制儲蓄」的措施，在每月
薪資中扣除一筆金額(三千到五千不等)，到外勞約滿離境之際方才歸還，此舉以
「儲蓄」之名，強制提撥，剝奪勞工的薪資處分權，且在存放扣款的過程中也易
生弊端5。勞委會於 2002 年開始允許雇主於外勞的薪資中扣除食宿費用（四千元

                                                
2事實上，外勞簽訂的是兩年契約，第三年為另訂的展延契約，外勞為了確保雇主會續約，經常
被迫不休假，或吞忍雇主違反契約的勞動條件，有些外勞在面臨雇主不續約、遣返之際，在財務
的壓力下逃跑，為的只是繼續在台灣工作。
3 根據勞委會 2001 年 10 月頒布的規定，向外勞收取之仲介費不得超過一個月的基本工資，另外
每月可收取服務費，第一年上限為 NT$1,800, 第二年$1,700, 第三年$1,500，合計三年內收取總
額上限為 $75,840。
4 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59 條，例外狀況包括雇主或被看謢者死亡或移民、船舶被扣押沉沒或修繕、
雇主關廠歇業或無法給付薪資、其他不可歸責於外國人之事由。
5如 1999 年關廠的擎揚電子，未以外勞名義開戶存儲生息，以致關廠時積欠外勞大筆儲蓄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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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限），遭到外勞母國政府的強烈抗議，反對以實物給付來灌水虛應基本工資
的規定。近年來台灣的景氣低迷，關廠事件連連，積欠外勞薪資、資遣費的案件
大量增加，也有不少雇主拖欠外傭的薪水或要求減薪，否則就不再續雇。

(四) 個人隱私遭侵犯、人身宗教自由被剝奪
外勞經常被視為被管轄的財產物品，而非擁有獨立人格、自由尊嚴的個人。

許多雇主或仲介扣押外勞的護照，作為防止外勞逃跑的控制手段，此舉一直到
2002年才由勞委會正式禁止。由於外勞多被強制規定住在工廠宿舍，其下班後的
私人生活也受到雇主的規範監督。例如，許多工廠外勞宿舍嚴格執行「生活管
理」，包括晚點名、宵禁、盤問外勞下班時間的活動、禁止外來訪客進入宿舍等
等。類似的侵犯人身自由及隱私的情形在外籍家務勞工更為明顯，許多外傭被要
求與照顧的老人或孩童同寢室，甚至住在陽台、客廳、半透明的和室或有透明門
的房間。有些雇主不敲門便任意進入外傭房間，未經允許翻動其私人物品、檢閱
信件。許多雇主要求外傭不放假，或要求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放假，理由是擔心
外勞會「變壞」，但其實是防止外勞與其他外勞認識結盟、認知爭取勞工權益。
甚至有雇主不給外勞大門鑰鎖，形同軟禁。近年來印尼籍外傭取代菲律賓籍，剝
奪放假權利、休閒生活的情形更為普遍。有些雇主未能對於回教徒之宗教信仰與
生活習慣有充分尊重，如禁止其進行例行膜拜、穿戴面紗、強迫吃豬肉等。

(五) 懷孕歧視、性騷擾、性侵害
根據就業服務法修正前的規定，外籍勞工需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如懷孕立即

遣送出境。有些懷孕外勞，在缺乏社會網絡的情況下，找密醫墮胎，對其生命健
康造成風險。此項規定侵犯勞工之生育權，且構成兩性工作平等法禁止的懷孕歧
視，終於在 2002 年修正法令時刪除。外籍家庭幫傭，由於孤立地在私人家戶中
工作，最容易遭受雇主的虐待、性騷擾或性侵害。過去爆發的虐待案件包括雇主
對其外傭以雨傘打背、飯鍋燙手、掃把打腳。有些男性雇主或照顧對象要求外勞
按摩私人部位、一起看 A片、藉故毛手毛腳，甚至強迫發生性行為。外勞面臨債
務負擔、又無法自由轉換雇主，施虐者常以此要脅，長期加害。由於語言的隔閡
和資源的有限，受虐外勞往往求助無門、舉證困難，又不諳台灣法律、缺乏社會
庇護與司法救濟管道，所以多選擇脫逃或返國，而使加害人逍遙法外。

(六) 污名化、種族歧視
在台灣媒體的報導中，凡有外勞犯罪，或感染寄生蟲、傳染病的案件，便用

聳動的標題把個案普遍化，警告社會大眾，外勞的引入形成公共衛生與社會治安
的威脅。社會新聞中，更屢屢出現把愛滋病患的增加、甚至荔枝被偷採、豬隻遭
竊，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指控或暗示外勞為嫌疑犯。女性外勞經常被污名化
為進行「假打工、真賣淫」，不少外勞任意遭警察在街上攔下檢查身分，若未攜
帶外籍人士居留證或護照，便被帶回警局盤查是否有賣淫或犯罪行為，騎機車若
忘了帶行照便被假定一定是偷竊，外勞在入境之際也被警方要求必須按指紋存
檔。事實上，外勞的犯罪率遠低於台灣公民的平均犯罪率6，媒體報導及警方辦

                                                                                                                                           
去的勞委會曾以行政命令允許資方在勞方同意的前提下得扣除儲蓄金，新政府則在最近的修法中
明文禁止，但實際約束效果仍有待觀察。
6 以 1997 年為例，外勞的平均犯罪率為 131/100,000，而本國人的犯罪率有 5.4 倍之高，為
707/100.000 (聯合報 0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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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都充斥了種族歧視的刻版印象，把外勞視為懶惰、骯髒、落後、不文明的次
等族類。

三、具體建議 (政策與行動)

外勞協助打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也維護照顧了無數台灣家庭。由於他們沒
有投票權、被雇主用完就丟的暫時居留身份，長期以來被排擠在台灣社會的邊緣
角落。超越國籍的人權保障是全球化的趨勢，台灣政府與民眾都應致力於打破種
族藩籬的狹隘思考。女性外勞從事的幫傭、監護工在台灣持續成長中，這樣一種
國家缺席、外勞補位、照顧工作私有化的傾向，反映出我們的社會仍把托兒及家
事工作定義為女人的天職，而非社會集體分擔的公共責任。商品化的家務雇用或
不可避免，但須透過工會化、專業化、法令保障等方式具體改善其勞動條件及待
遇。不要讓家務雇用關係徒然成為一種女人對於女人的剝削，而是在相互尊重的
平等基礎上讓不同社會位置的女人相挺相助。以下為具體的建議措施：

1. 勞委會及相關單位應確實規範查察仲介費及服務費的收取情形，並簡化
申請程序、便利雇主直接雇用。仲介公司應具體明列服務細目及收費標準，由勞
工按使用服務情形支付費用，並開列雙語（中文與外勞母語）收據，由雙方簽字
以證屬實。

2. 就業服務法的修定上應允許藍領外籍勞工在契約期滿、或是雙方合意的
狀況下自由轉換雇主，以確保勞雇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契約。

3. 所有外籍勞工，不分產業，應一律適用勞基法，消除外勞與本勞的不平
等勞動待遇。

4. 禁止雇主扣押外籍勞工的護照、薪資，雇主於申請許可時應證明將提供
合乎基本人權、保障隱私安全的居住及工作環境。

5. 與外勞 NGO 合作，編印以外勞母語寫成的資源手冊，提供法律諮商、社
工服務的專線，同時設立司法救濟管道與庇護中心，來協助安置因遭遇勞資爭
議、身體侵害、雇主行蹤不明等緊急事故的受難外籍勞工。

6. 對於媒體、雇主及社會大眾推廣人權教育，反對種族歧視，培養對於異
文化及生活習慣的了解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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