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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莉（右）每天24小時照顧阿嬤，

很盡責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攝影／鄭琬馨）

外勞在台灣外勞在台灣 受罪還是犯罪受罪還是犯罪

2009-11-01  記者 鄭琬馨 報導

根據勞委會截至九十八年九月的統計數字，我國的外勞人數約為三十四萬六千人，顯示台灣勞動

市場對外勞的需求量很大。人數眾多外勞在台灣衍伸出的種種「問題」，一直是媒體關注的焦點

，這類報導大致上可分為兩種：犯罪或受罪。這樣的報導深刻地影響台灣一般民眾或雇主對外勞

的觀感和態度，無論是明顯的歧視或隱含的不信任。另外，雖然政府對於保障外勞在台各種權利

，已有相關的政策及法令，但是否確實落實，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外勞離鄉背井到國外工作，大部份是為了改善家中經濟。而台灣相較於亞洲其他國家，提供較高

的薪資

，因此成為東南亞國家人民出國工作的首選地點。但台灣許多對於外勞的勞傭關係之相關政策，

對外勞是很不公平的。從事代理外勞仲介，同時是台中市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的總幹

事林奕均表示

：「外勞在台灣被雇主欺負都不敢講，他們可能都是家中的唯一經濟支柱，都害怕會因此被遣送

。」

被忽略的權利被忽略的權利

外籍勞工雖然有權利選擇工作，但雇主提供工作機會，而且有極大權威決定合約是否繼續，是屬

於勞傭關係中較具權力的一方。因此，即使受到雇主不合理的對待，許多外勞都會選擇忍氣吞聲

。林奕均提出了幾個她經手的案例，包括遭受雇主性侵、精神虐待等，受害的外勞通常都是已經

飽受折磨之後，或主動或被動地請求幫助。這類事件常在電視新聞上出現，但值得注意的是，這

些外勞後來怎麼了？新聞通常沒有告訴你。「通常調解之後雇主賠錢了事，那個外勞遣返回國。

」林奕均說。那這樣雇主還能繼續聘雇外勞嗎？只要雇主換個名義申請，接下來還是會有同樣的

事情發生。

當然不是每個雇主都那麼壞。來台灣三年
的印尼籍看護艾莉，負責照顧雇主的母親
。艾莉說
：「老闆他對我很好，知道我喜歡吃辣，
還會專程去買特製的辣椒醬給我。」每個
外勞的命運決定在遇到什麼樣的雇主。但
即使是遇到好的雇主，從整個外勞政策結
構來說，外勞受到的待遇還是不平等的。

根據勞基法的規定，外勞監護工和外傭並
不屬於規範的範圍。換句話說，他們沒有
所謂最高工時的限制。以艾莉當例子，她
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要照顧阿嬤，在訪問的
過程中，不時聽到阿嬤呼喚艾莉的聲音。
雖然雇主必須支付超時工作的薪資，但這
樣長時間工作對一個人來說是極大的負荷
。

或許有人會說，因為外勞就是要來賺錢的
，這是他們的選擇。但從人道的立場出發，外籍看護也總該讓他們喘口氣、有一點空閒吧！

台灣的外籍勞工除了做看護、外傭，其他則是產業外籍勞工。產業外籍勞工適用於勞基法，應與
本勞享有相同權利。在漢德威實業有限公司工作的越南籍勞工阮玉鉦，他一周有一天休假，每天
工作八小時。每個月必須支付給仲介公司台幣二千伍佰元，作為食宿費用，實領一萬一千元。重
點不在薪資多寡，因為正因外勞「便宜」才會受雇主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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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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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台籍員工（圖左）指導越籍外勞阮玉鉦操作機器。（鄭琬馨/攝）

外勞進入一個新的工作場合中，和其他新進勞工一樣，都需要學習，但因為語言的限制，必須付
出更多心力，也讓他們除了工作還得面臨其他人際間的問題。同樣在漢德威工作的台籍員工表示
：「他們（指越南籍勞工）很難教，有時候還會自作聰明做錯，要讓我們去收尾。」另外這名台
籍員工還提到越南籍勞工工作態度不佳等等，但這應屬個案，在此便不深入探討。

媒體與政府的反思媒體與政府的反思
媒體又是如何呈現產業外籍勞工的新聞呢？最著名的例子應是高捷引發外勞人權的討論，其他就
是出現在社會新聞上了。最近的新聞為「外勞情侶檔，攔路劫財殺婦」（自由時報2009/10/27
），同樣是劫財害命的社會新聞，若犯罪者的身分是「外勞」就相當具有新聞性，值得讓媒體大
肆渲染。新聞標題不會出現「閩南勞工情侶檔」，也不會有「客家勞工情侶檔」，正是因為媒體
將「外勞」視為「問題」，讓一般大眾也因此對外勞存有戒心。

其實政府不是沒有改善外勞處境的政策，只是執行效力的問題。包括仲介剝削、人權問題、勞雇
關係等等，政府都有相關規範和處罰，但應考慮的是處於相對弱勢的外勞，是不是有辦法、有能
力或者說「有膽量」去為自己爭取權利。至於媒體的報導，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如此廣大，但
那牽涉到整個媒體生態和走向，是較難以改變的層面。

回到首段提到媒體報導外勞相關的犯罪事件，不外乎是逃逸、偷竊或是虐待老人、小孩。當然，
外勞也是人，也是「一樣米養百樣人」，蓄意犯罪的外勞當然存在。以外勞逃逸來說，有些外勞
可能是因為偷竊或犯下其他罪行後畏罪逃逸，但這些只是個案。這樣的報導對聘僱外勞的雇主影
響很大，他們可能會怕外勞逃逸，因而扣留外勞的護照；可能會怕外勞偷竊或虐待家人，在家中
裝設攝影機監視外勞。於是外勞都被貼上標籤，都是需要「注意」的對象。外勞在台灣，究竟是
犯罪還是受罪？如果政府和媒體都沒有改變的話，那大部分的外勞大概只有受罪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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