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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勞動人權特刊
 

 

2017/5/31 vol.87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臺灣引進藍領移工已有多年，截至2017年3月底，來臺藍領移工人數已達到63萬9千多萬人。隨著藍領移工人數
逐年增加，人權問題也層出不窮。儘管某些問題獲得改善，然核心問題仍未解決。本期電子報主題為「移工勞動權
特刊」電子報，期透過相關的文章探討，帶領報友一同關注並探討臺灣藍領移工的勞動議題。

       本期封面專欄〈兩公約國際審查後，移工人權保障的下一步在哪兒?〉由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劉梅君教
授撰稿，內容探討臺灣藍領移工的相關問題，並提出移工相關政策建議，藉此建議讀者及政策決策者共同深思。

       為持續深耕校園以及貼近社會現況，人權電子報也常設「四方觀點」專欄，長期連載校園議題或社會觀察等相關
文章，提供給教學工作者、關心社會的人士做為參考。本期四方觀點〈建立現代化的移工人權體制〉由臺灣高等教
育產業工會組織部林柏儀主任撰文，文章從新聞案例來談論臺灣移工所面臨的困境，呼籲大眾一同關注並重視臺灣
移工人權的政策問題。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亦為各級學校教師或從事人權法治相關教育工作者，
提供人權教育問題之諮詢服務，相關辦法請參閱本中心網站：http://hre.pro.edu.tw/（首頁→諮詢服務辦法）。

      人權教育電子報將持續提供訂閱戶更好的服務，誠摯邀請大家閱畢電子報後，撥空填寫「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滿
意度調查表」。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對於電子報內容有任何想法，都歡迎您回饋給我們。

 

封面故事  

 

兩公約國際審查後，移工人權保障的下一步在哪兒?
 文／劉梅君（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藍領移工在1980年代已充斥臺灣的勞動力市場，但均非合法，始自1989年政府才以專案方式引進，到1992年時

由產業勞動力需求評估小組決議依據「補充性原則」、「適量引進原則」、「開放對象原則」、「公平原則」等四
項原則引進藍領移工後，正式揭開藍領移工作為補充性勞動力而得以合法進入臺灣。初期在合理嚴謹的控制下，從
1992年的15,924人，一路成長，近幾年甚至呈現狂飆的增長，截至2017年3月底，藍領移工人數已經達到639,326
人，正式引進至今的這25年間，人數成長了40倍，移工已成為臺灣勞動力大軍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這25年來藍
領移工人權的問題，持續存在且長期被國內外相關組織及人權機構所關注並直接點名呼籲改善。......（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http://hre.pro.edu.tw/8-2-1.php?id=108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5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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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伊甸成立全球首間CRPD中心 推廣身障人權 
 2017/05/09 蘋果日報

2. 桃機文化部合作 展出綠島人權故事 
 2017/05/09 自立晚報

3. 紀錄片《牧者》粗剪試映 探討性別平等與信仰
 2017/05/02 臺灣好新聞報

4. 第五屆亞太青少年人權高峰會議 溪頭米堤熱鬧登場
 2017/04/28 臺灣好新聞報

5. 兒童受暴霸凌頻傳 少年熱舞呼籲各界護童
 2017/04/30 蘋果日報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聯合國官員籲關注北韓殘疾人士
 2017/05/09 中央廣播電臺

2. 寄養家庭傳承愛 50人圍爐過節
 2017/05/08 世界日報

3. 日本校園霸凌嚴重 年輕人自殺率居高不下
 2017/05/01 自由時報

4. 五一遊行 瑞典穆斯林女性要戴頭巾工作權
 2017/05/02 中央廣播電臺

5. 土耳其人權疑慮加劇 歐洲委員會：已列觀察名單
 2017/04/26 臺灣英文新聞

 1.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2017綠島人權藝術季

 主辦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
籌備處。

 活動時間：106年5月17日
08:00 ~106年7月30日17:30
止。

 活動地點：臺東縣綠島鄉公
館村將軍岩20號。

2. 【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學火
種 ‧ 生命自由 ‧ 文學美麗島
──2017賴和音樂節：自由花
X 楊逵 X 鍾理和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文學館。
 活動時間：106年5月27日

14:00 ~ 18:00
 活動地點：彰化市公園路一

段50號 (白色方塊咖啡&工作
室)。

 詳細辦法:請見標題連結。
 
 
 
 
 

3.  
4.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社會觀察 Social Observation
 建立現代化的移工人權體制|

 文／林柏儀（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在臺移工的人權狀況，該如何改進？合理的移工人權體制該是什
麼模樣？過去幾個月來，有兩則在臺外勞的新聞，引起社會矚目，是
值得相關討論的起點。

       移工人權如何保障？從兩起外勞處遇新聞談起
       第一起新聞是，一位家庭看護外勞E，「因雇主不滿意她的照顧

情形，因此通知仲介來帶她走，仲介將E帶到觀音山上亂葬崗旁，命
她在墓地罰站兩小時，並欲將她留在觀音山上一處工寮內過夜，E害
怕，狂追仲介開走的車，扳住車門，仲介才將她帶往自家。」

       然而，這位外勞來到仲介家之後，「仲介將她關在門外兩小時，
之後將她拖入屋內毆打，E因仲介暴力對待，不敢與她共住，請求仲
介將她帶去位於桃園E的前一個仲介的公司，結果仲介將她丟包在五
股某個公車站，最後經民眾報警協助，才由警察送到協會安置。」

       被丟棄、罰站、毆打……這位外勞遭到惡質對待的狀況，著實令
人深感遺憾、怵目驚心。然而，這些狀況雖然駭人，但還不是此事件
最讓人驚訝之處。更令社會譁然的是，責司收容安置的移工人權團體
介入後，所發生的遭遇：「……（臺灣國際勞工協會）陪同勞工參加
臺北市勞動局的協調會，為了詢問毆打之事以錄音存證，沒想到遭到
仲介動手搶手機、筆記本、背包，該會工作人員更在勞動局的協調室
被毆打。」……（繼續閱讀）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勞工權(Workers' rights)。

新移民。

種族歧視（Racial
discrimination）。

 人權小故事
  歷史上的5月

1963/05/09
 納爾遜．曼德拉當選南非

聯邦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

 
1968/05/03

 法國工人、學生運動：
「五月風暴」開始

 
1881/05/21

 美國人道主義者巴頓女士
創立美國紅十字會

 
1990/05/17

 世界衛生組織（WHO）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509/1114889/
https://tw.news.yahoo.com/%E6%A1%83%E6%A9%9F%E6%96%87%E5%8C%96%E9%83%A8%E5%90%88%E4%BD%9C-%E5%B1%95%E5%87%BA%E7%B6%A0%E5%B3%B6%E4%BA%BA%E6%AC%8A%E6%95%85%E4%BA%8B-070208890.html
http://www.taiwanhot.net/?p=448358
https://tw.news.yahoo.com/%E7%AC%AC%E4%BA%94%E5%B1%86%E4%BA%9E%E5%A4%AA%E9%9D%92%E5%B0%91%E5%B9%B4%E4%BA%BA%E6%AC%8A%E9%AB%98%E5%B3%B0%E6%9C%83%E8%AD%B0-%E6%BA%AA%E9%A0%AD%E7%B1%B3%E5%A0%A4%E7%86%B1%E9%AC%A7%E7%99%BB%E5%A0%B4-025510316.html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430/1108497/
http://n.yam.com/rti/international/20170509/20170509175069.html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60561/article-%E5%AF%84%E9%A4%8A%E5%AE%B6%E5%BA%AD%E5%82%B3%E6%89%BF%E6%84%9B-50%E4%BA%BA%E5%9C%8D%E7%88%90%E9%81%8E%E7%AF%80/?ref=%E5%85%A8%E7%90%83_%E7%84%A6%E9%BB%9E%E6%96%B0%E8%81%9E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053740
https://tw.news.yahoo.com/%E4%BA%94-%E9%81%8A%E8%A1%8C-%E7%91%9E%E5%85%B8%E7%A9%86%E6%96%AF%E6%9E%97%E5%A5%B3%E6%80%A7%E8%A6%81%E6%88%B4%E9%A0%AD%E5%B7%BE%E5%B7%A5%E4%BD%9C%E6%AC%8A-074300395.html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426/1106012
http://www.accupass.com/event/register/1704260406412370471910
http://www.accupass.com/go/nmtl20175180527
http://hre.pro.edu.tw/society/3666
http://hre.pro.edu.tw/core/4518
http://hre.pro.edu.tw/core/4570
http://hre.pro.edu.tw/core/4580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9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8
http://hre.pro.edu.tw/history/121
http://hre.pro.edu.tw/history/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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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冊中
除名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回家》當受傷受挫的移工回家之後…… | 
 

文／王乾任（文字工作者）
 

 

《書籍簡介》

書籍：回家
 

作者：顧玉玲
 

        關心臺灣移工處境的人，應當沒有不知道顧玉玲

的。
 

        自從2005年顧玉玲開始執筆撰寫菲律賓逃跑外勞

的作品〈逃〉拿下時報報導文學獎開始，她便長年投身

東南亞移工在臺灣的報導撰寫，希望盡力向臺灣社會訴

說東南亞移工在臺灣的故事。
 

        套用顧玉玲自己的話來說，是因為「不忍這些生

命故事在論文中只剩下編號 A310 或 C409 去脈絡的隻

字片語，因此更想札實留下完整的人的樣貌。」
 

        這些離鄉背井，來臺灣打拼的移工，不是數字編

號，而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故事有靈魂的人，他們在臺

灣這樣一個不算善待外籍移工的社會環境中如何活下來

的故事，應該被好好記錄並且述說。……（繼續閱讀）

 

 

 

 

 

 

 

-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快跑三十六小時》：四十分之一的我們 | 
 

文／朱浩一（文字工作者）

 

 

 

 

 

 

 

 

http://hre.pro.edu.tw/history/120
http://hre.pro.edu.tw/bedu/4324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51438?sloc=reprod_i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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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資料》
 

 

片名：快跑三十六小時（I Have it Maid）
 

影片年份：2014
 

導演：沃爾夫（Alex Wolfgram）、韋齊修（Nick Vaky）
 

片長：67分鐘
 

出品國：美國、臺灣
 

發行商：公開於Youtube，網址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fq5gkyVlFg

《劇情介紹》
 

      由於菲律賓工資低，Vicky只好付出高額的仲介費來到臺

灣當看護工，然而工作內容卻從最初的家庭幫傭擴展到了所

有的家務工作：除了打掃一棟三層樓、九人大家庭的房子及

洗衣、煮飯以外，忙完後還得去一家涮涮鍋店準備所有材

料，直忙到三、四點才得以上床睡覺，早上九點又得起床餓

著肚子開始打掃家裡。然而因為Vicky還得照顧一位白天

睡、晚上醒的老爺爺，為防他出事，她也很難有完整的睡眠

時間。最慘的是，她的雇主還曾藉著酒意，意圖用錢換取她

提供性服務。

 

《影評》
 

      來自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沃爾夫在2009年時來臺就讀政大，當時住在景美萬芳醫院對面的他，每次聽見垃圾車

的旋律而出來倒垃圾時，就會看到許許多多的外籍勞工同時也都出來了。滿心的好奇促使他上前攀談，並慢慢了

解到他們的全年無休、遭到性騷擾、沒有手機沒有護照、被交代不准跟陌生人交談等的生活樣貌，於是以此為題

完成了碩士論文，並於之後找了朋友韋齊修合作將該主題拍攝成紀錄片，兩人花了兩年半的時間，除了跑遍菲籍

勞工聚集的各個教堂以外，也三度前往菲律賓，才將之完成。原文片名的由來取自英文中常說的「I Have it

Made」，原意為無須費太大的勁就能獲得成功，把made換成maid以後，即表示「請了外勞，萬事靠他

（她）」，而中文片名則指外籍勞工需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完成三十六小時的工作量，充分凸顯了他們的辛勞與

困境，同時表示許多外勞之所以會逃逸實非得已。......（繼續閱讀）

 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 人權電子報 第87期  2017/5/31 發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fq5gkyVlFg
http://hre.pro.edu.tw/vedu/4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