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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析] 95年 8月 29日     星期二
近年在台外籍勞工概況 

                                                             單位：人；％  
 85年底 90年底 91年底 92年底 93年底 94年底  86至 94年

 平均年增率
外籍勞工在台人數 236,555 304,605 303,684 300,150 314,034 327,396      3.7 
按行業別區分   
  農業（含船員） 1,384 1,249 2,935 3,396 3,089 3,147   9.6   
  製造業 162,482 157,055 156,697 162,039 167,694 166,928 0.3   
    電力及電子機械業 33,701 44,135 47,121 51,135 55,402 57,057 6.0   
    紡織業 32,706 28,026 27,505 26,911 25,925 23,995 -3.4   
    金屬製品業 18,839 16,413 16,470 17,175 17,658 17,895 -0.6   
    其他 77,236 68,481 65,601 66,818 68,709 67,981 -1.4   
  營造業 42,434 33,367 23,341 14,117 12,184 13,306 -12.1   
  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30,255 112,934 120,711 120,598 131,067 144,015 18.9   
    監護工 16,308 103,780 113,755 115,724 128,223 141,752 27.2   
    家庭幫傭 13,947 9,154 6,956 4,874 2,844 2,263 -18.3   
按國籍別區分   
泰國 141,230 127,732 111,538 104,728 105,281 98,322 -3.9   
菲律賓 83,630 72,779 69,426 81,355 91,150 95,703 1.5   

  越南   - 12,916 29,473 57,603 90,241 84,185 -    
  印尼 10,206 91,132 93,212 56,437 27,281 49,094 19.1   
蒙古   -    -  -  -  59 79 -    
馬來西亞 1,489 46 35 27 22 13 -41.0   

 

資料來源：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附    註： 含電腦通信視聽電子業、電子零組件業及電力機械器材設備業。 

 
說 明：1. 78年10月政府為推動重大公共工程，首次引進外籍勞工，隨後於80年10月開

放民間申請，以紓解勞工不足的現象。90 年代初期因產業景氣低迷及外勞緊縮
政策，外勞在台人數呈下滑趨勢，爾後隨景氣回溫，加上國內社福照顧體系人力
不足，基於市場需求考量，仍續引進外籍監護工，至 94年底外勞人數達32.7萬
人，占基層勞力（國中以下教育程度就業者）11.4％。   

2. 外勞從事行業向以製造業為主，94年底為16.7萬人，占51％，其中以電力及電
子機械業5.7萬人最高，較85年底增近七成，近9年平均年增率6.0％，惟紡
織業受產業外移等因素影響，則呈逐年萎縮；營造業方面，自90年5月起政府
停止重大工程引進外籍勞工，加上國內房市景氣低迷，僱用外勞人數持續下滑，
爾後政府為鼓勵民間投資重大經建工程，開放專案申請引進外籍營造工，94 年
底略升至1.3萬人；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由於老年人口比率增加，對外籍監護工依
賴漸增，僱用外勞人數逐年攀升，94年底達14.4萬人，占44％，其中外籍監護
工14.2萬人，平均增幅高達27.2％，家庭幫傭則增列對雇主申請資格之限制，
僱用人數逐年遞減，平均減幅達18.3％。   

3. 就國籍別觀察，近年來引進之外勞以泰國籍最多，約占三成，94 年底為 9.8 萬
人，其中86％均從事製造業生產活動；其次為菲律賓籍外勞，94年底為9.6萬
人，其中 60％從事製造業工作；越南籍外勞自 88 年 11 月起開始引進，爾後逐
年增加，91 年間政府暫停引進印勞，越勞人數突增，惟因越勞逃逸行蹤不明者
續增，自 94 年初暫停引進監護工及家庭幫傭之招募申請，致年底人數減為 8.4
萬人，其中76％投入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