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漂泊的異鄉人：

我要爭取我的人權！



【堂口大數據】誰才是中壢扛霸主？

老外？外勞？台灣人？



Q&A

生活在桃園地區你們，無論是火車站附近、中平商圈，都可以

見到移工的身影，那對於他們的第一印象為何？有過和他們接

觸過的經驗嗎？



常見的刻板印象

「東南亞=窮人=來賺錢=勞累」

「全身香水味」

「黝黑臉臭臭的很兇」

「偷竊犯罪」

「現在鳳凰都飛走了，進來一堆雞」

「怎麼瑪麗亞變老師了」



從數據看在台移工現況



台灣歷年外籍移工數

2018年底，在台移工總人數突破70萬



台灣各國移工比例

移工主要來源國為印尼、越南、菲律賓及泰國



台灣前五大最多移工縣市

移工多分布於六都，

桃園市擁有最多移工



新聞議題—移工的困境（一）



Q&A

（1）從剛才的影片中，你看見了外籍移工在台灣遇到了那些困境

呢？為什麼他們會寧願選擇逃跑，變成非法移工呢？

（2）在全球化下，移工現象也出現了女性權利不平等的現象，假如，

今天換成同學們要出國成為移工，你會希望怎麼樣被對待？



Q&A

你認為移工在台灣具備哪些「人權」？

這些權利給予他們什麼樣的保障？



《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

一、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並受公正和合適
的工作條件並享受免於失業的保障。

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權利，不受任何歧視。

三、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報酬，
保證使他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
條件，必要時並以其他方式的社會保障。

四、人人有為維護其利益而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



最低勞動人權標準

1. 「禁止使用童工」
2. 「禁止雇用強迫勞動」
3. 「結社自由」
4. 「禁止肉體、心靈、語言的懲戒措施」
5. 「健康與安全」
6. 「禁止歧視」
7. 「薪資」
8. 「保障該政策的實施與管理」



台灣憲法保障外籍移工嗎？

課本P.75



外籍移工類型

外國人來臺工作分11種類型

1~6項屬於「專門、技術性、教育類、運動專業、表演藝術」專業人士

7~11項是以付出體力、勞力為主，包括：「海洋漁撈工作」、

「家庭幫傭及看護工作」、

「機構看護工工作」、

「製造工作、營造工作」

「屠宰工」



適用法規

《勞動基本法》

《就業保障法》

產業外勞與養護機構外勞

每月2萬3,100元

家庭看護工與家庭幫傭

每月1萬7,000元



事件回憶錄

2017年10月27日 南投一名陳姓雇主，涉嫌虐待非法移工



事件回憶錄

2018-01-23 開9槍打死越南移工警員業務過失致死起訴



事件回憶錄

2019年10月1日 南方澳大橋斷裂事故六名漁工命喪異鄉



思考

身為高中生的你

可以為移工人權做那些努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