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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生存的尊嚴 ─
勞動人權（Labor Rights）的覺醒

2010/06/02 vol. 28
編輯手記  

 

  為配合5/1勞動節，本期電子報之主題特別訂為「確保生存的尊嚴 ─ 勞動人權（Labor Rights）的覺
醒」，封面故事「人不是機器 移工也有休假的權力」，透過兩則外籍家務移工的故事，突顯台灣勞動環境的
惡化，同時也藉由沉痛的數據，提醒台灣：「我們仍需繼續努力。」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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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辦法請參閱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網站 http://hre.pro.edu.tw/。

 另外，為了持續提供更好的服務，自本期開始，我們特別製作了「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滿意度調查表」，還
請大家撥空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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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是機器 移工也有休假的權力
 文／陳秀蓮（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組織部主任）

  珍妮，印尼籍家庭看護工，2006年來台，工作是照顧阿公。珍妮的僱主是賣早餐的，因此，賣早餐也成
了她工作的一部份。來台一年多，珍妮不曾休過一天假，為了還清仲介費，並且讓在印尼的兒子能過好一點
的生活，全年無休，每天半夜四點到晚上十二點的密集工作，珍妮咬著牙撐過去了，2007年中她得知在印尼
的兒子因病死亡的消息，珍妮崩潰了，在某天的深夜選擇逃跑。半年後，她被警察查獲，帶著尚未還清的債
務回印尼了。

 像珍妮一樣來台灣工作的家務移工，目前將近十八萬人，其中多數是女性，根據職業訓練局99年3月的最新統
計資料，國籍及人數的分佈為...（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死刑公投？曾勇夫：現階段不宜
 2010/05/12 中央社

2. 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 國內法化
 2010/05/13 中央社

3. 公視遊戲本 助小公民落實人權行動
 2010/05/19 中央社

4. 想生混血寶寶 買洋妞借腹生子
 2010/05/20  自由時報

5. 外勞變家奴 三越勞控訴雇主虐待
 2010/05/22 公視新聞網

6. 外勞團體： 修法 讓家事外勞享有休假權
 2010/05/22 中國時報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人權

 

1. 《環境與人權》─2010少年
人權夏令營

 主辦單位：台灣展翅協會
 2010/7/15─2010/7/17

2. 2010第六屆綠島白色之路青
年體驗營

 主辦單位：國立台東生活美
學館、財團法人台東生活美
學基金會

 2010/07/13─2010/07/16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4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2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512/5/25iu4.html
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005130105&pType0=aALL&pTypeSel=0
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005190284&pType0=aMOV&pTypeSel=0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520/78/25z9x.html
http://web.pts.org.tw/php/news/pts_news/detail.php?NEENO=149178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0,5243,50105430x112010052200135,00.html
http://www.ecpat.org.tw/dactive/knowledge1.asp?qbid=196
http://greenislandstory.blogspot.com/2010/04/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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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泰國軍方設實彈射擊區 被批侵人權
 2010/05/17 聯合報

2. 人權組織呼籲廢除針對毒販的死刑
 2010/05/17 BBC 中文網

3. 聯大選出 人權理事會14新成員
 2010/05/14 聯合報

4. "最嚴移民法"抗議聲席卷全美 聯合國人權專家表關切
 2010/05/12 中新社

5. 首例 聯國受理平埔族告馬政府案
 2010/05/23 中國時報

 時事專討-隱私權與個資法

  

新聞自由、隱私與個資法 | 
 文／邱伊翎（台灣人權促進會文宣部主任）

 個人資料保護法在整個修法過程中，幾乎顯少有媒體願意報導關心
此一法案，甚至連立法院也鮮少有立委願意投入時間，認真了解法
案內容。這是民間團體從2008 年末就開始四處拜會法務部及立法院
各黨團的感受。台灣人權促進會及一些關心病患及同志、性別權益
的社團，還有一些關心隱私權及個人資料保護的學者專家，從很早
之前就一直在關心這個法案的修法，因為台灣不論是政府機構、企
業乃至於媒體新聞報導，經常對於民眾的個人資料及隱私的...（繼
續閱讀）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情緒管理與幸福生活

 Emotion Management and Happiness

 專家建議 Advices

  

戀愛學分All Pass~教你如何在轉角遇見愛 不踢到鐵板 |
 文／楊素圓（國立成功大學學輔組實習心理師）

 人一生當中有許多次的戀愛，不管是默默喜歡還是深深熱戀，尤其
是在歷經苦澀聯考煎熬後，進入大學之門，更希望能受到愛神的眷
顧，在青春熱血之際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只是，男人從火星來
女人從金星來的古訓，不受時代背景的影響，總讓人大嘆男人難搞
女人難懂。以下將從了解男女在愛情關係中的不同樣貌與需求等內
容，幫助戀場中的情人們，能夠大聲宣告：「他/她，抓的住
我。」

 首先，要來說一個經常在生活中上演的故事...（繼續閱讀）

學生自治 Student Government

 

大學學生自治的困境 | 
 文／蘇晏良（國立成功大學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二年級）

 學生自治得來不易，經過長年的努力與奮鬥，在近十年前終於達成學
生會入大學法等指標性成果。近日收到工科系友─王興隆學長的分
享，過去讀大學時成立社團可說是困難重重。反觀今日，成立社團已
經不是太困難的事情。然而，目前普遍各大專院校在學生自治上都有
幾個相同的問題：學生會長投票率低下、未知的學生自治目標。

 學生會長投票率低下的原因不外乎公眾意識低落和學生會無法獲得學
生認同。先就公眾意識低落而論，這個問題的根本是出在...（繼續閱
讀）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最低工資
 Minimum wage

勞工權利
 Labour rights

 人權小故事 History
 歷史上的5月

  

1968/05/03
 法國工人、學生運動：

「五月風暴」開始。

1963/05/09
 納爾遜‧曼德拉當選南非聯

邦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

1990/05/17
 世界衛生組織（WHO）

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冊中
除名。

1881/05/21
 美國人道主義者巴頓女士

創立美國紅十字會。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http://udn.com/NEWS/WORLD/WORS1/5606139.shtml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0/05/100517_ihra_drug_execution.s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14/115/23v91.html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5/12/c_13289322.htm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523/4/2654p.html
http://hre.pro.edu.tw/society/3646
http://hre.pro.edu.tw/campus/4863
http://hre.pro.edu.tw/campus/4864
http://hre.pro.edu.tw/core/4559
http://hre.pro.edu.tw/core/4560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8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9
http://hre.pro.edu.tw/history/120
http://hre.pro.edu.tw/history/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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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誰配享人權？「我們」才有人權保障嗎？－關於外勞的人權與工作權 | 
 

文／王乾任（文字工作者）
 

書籍簡介
 

書名：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作者：顧玉玲

出版社：INK印刻出版公司

-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書評
 

說起外勞，你腦中會浮現什麼「意象」？是骯髒、偷懶？還是

偷竊、犯罪？對外勞抱持隱而不說的偏見者不少，君不見週末

假日外勞群聚的場所，台灣人都自動迴避；公車上若有成群外

勞嬉鬧打罵，臺灣人多半躲避閃走，不然就是露出厭惡的輕蔑

表情。
 

然而，外勞之於台灣，已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勞動力的來源。

舉凡髒累重又薪水少的工作，都由外勞包辦，最常見外勞的地

方是建築工地、傳統產業工廠，還有需要全天候看護的傷殘老

人家庭。政府開放外勞，把台灣人不願意做的工作外包給外來

勞工，讓廉價外勞填補台灣勞動力的空缺。
 

截至今年二月，台灣登記有案的外勞人數超過36萬...（繼續閱讀）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血鑽石》（Blood Diamond）電影評論 | 文／陳清泉（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影片簡介

影片年份：2006年（美國）、2007年（台灣）

出品國：美國

發行：華納兄弟影業

中文片名：血鑽石

原文片名：Blood Diamond

導演：艾德華．玆維克 Edward Zwick

演員：李奧納多．狄卡皮歐 Leonardo DiCaprio
 

珍妮佛．康納莉 Jennifer Connelly
 

迪蒙．翰蘇 Djimon Hounsou

片長：143分鐘

背景
 

由《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導演艾德華．茲維克

（Edward Zwick）執導，李奧納多．狄卡皮歐、珍妮佛．康納莉

與迪蒙．翰蘇主演的《血鑽石》一片，以90年代非洲國家獅子山

共和國（Sierra Leone）內戰為背景，仍延續玆維克擅長處理衝突的特點，表面上，衝突雖是圍繞在一顆

「粉鑽石」的爭奪，但衝突起自獅子山共和國的內戰，要理解衝突的根源，必須先理解獅子山這個國家。
 

1462年葡萄牙探險家首度踏上獅子山之地，直呼塞拉里昂（Sierra Leone），意即「獅子山」。其後，隨

著這塊未開發的土地被發現，居住在當地的原住民族一直都是歐洲奴隸的供應地。1808年，塞拉里昂成為

了英國的殖民地，直到20世紀中期英國的去殖民化運動開始為止。
 

1961年4月27日，塞拉里昂宣告獨立，但仍然奉英女皇為國家元首...（繼續閱讀）
 

影評與人權省思
 

所羅門（迪蒙．翰蘇飾）陪同兒子從學校返家，途中遇反抗軍依恃著強大武力襲擊村落，見人就開槍掃

射，對手無寸鐵的平民肆無忌憚的進行殺戮。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17615
http://hre.pro.edu.tw/bedu/4262
http://hre.pro.edu.tw/vedu/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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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雖協助妻小孩逃脫，自己卻被反抗軍所捕獲。此時反抗軍首領高談闊論，政府要人民投票反對反抗

軍，只要把手砍下來，就不能投票了。在輪到要砍所羅門的時候，叛軍首領見其身材壯碩，便把他送到採

礦場去採鑽石。
 

所羅門採到一顆粉色大鑽石，一心想私藏，卻被反抗軍領袖發現...（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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