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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勞動政權之重構 
 

 
在泰工“騷動”事件發生之後，高雄市勞工局及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以下

簡稱泰辦處）介入原本由華磐、工地包商和泰國仲介對泰工的管理支配網絡，官

方的介入處理促使高捷公司不得不直接接管宿舍，也改變了政府單位不告不理的

官僚行事作風，轉而主動派出一位專責人員積極進行查察監督，這是政府外勞查

察制度的一大進步，但恐怕也是政府機構處理眾多移工案件中的唯一特例。 

 
本章以泰工“騷動”事件為分水嶺，討論“騷動”事件後勞動政權之重構、調整

與適應過程。藉由描述高雄市政府外勞政策的主要特徵及具體作為來說明官方角

色變化的更迭，官方勞動政權經歷了由進步改革轉而退卻保守的過程，其中政治

氣氛的變化及政府官僚的慣習決定了前進或後退的基調。同時，接管宿舍、因循

舊華磐管理制度的高捷公司，其管理技術的重整及修正也重塑了資方勞動政權的

形式和內容。透過對泰工生活管理的改善及對其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重新的掌握

和支配，資方亦有效地化解了泰工們的集體力量。 

 
 

一、 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國家與家的缺席 
 

夏曉鵑（2002）將勞動力再生產通分為勞動力的恢復（renewal）和其世代
延續（maintenance），包含住宅、公衛、休閒、生育、養育等問題。為了擴大資
本積累，如何將再生產成本降至最低成了資本家的重要課題。恩格斯提出眼下生

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包含兩方面，一是食衣住等生存資料以及之於該生產所必需要

的工具之生產；二是人類本身的生產，即人類的繁衍和傳播。當代馬克思主義女

性主義者特別強調女性的勞動---製造人與男性的勞動---製造物件，兩者具有相同
之重要性，亦即從家務計酬的角度出發，不論是個人或家庭、每日或世代的再生

產，以家庭中的女性為生產者的角度出發，將勞動力的再生產提升至與勞動力生

產同等重要的地位111。 
 
王宏仁（2001）研究嫁來台灣的越南配偶時發現台灣的外籍新娘具有工作

和家庭的雙重生產力。「勤勞的」越南配偶在肩負無酬的家務勞動、家庭照護和

新生勞動力的再生產（生兒育女）等社會再生產事務的責任以外，同時還扮演台
                                                 
111 請參考刁筱華譯、羅思瑪莉.佟恩著，2003，《女性主義思潮》，台北：時報。第 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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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經濟生產過程中低階勞動市場的重要預備軍。因此，儘管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

往往同時在勞動力再生產裡扮演了同樣重要的角色，甚至家庭中的女性有時候還

比男性更多負擔了家務工作和生育的責任。然而，基於社會上因為同工不同酬普

遍將女性工作和薪資視為補充性勞動力或家庭額外收入，使得勞動力再生產依舊

普遍被歸於有薪男性勞動的討論範疇，多以家中男性賺取的薪資作為勞動力再生

產主要的物質基礎。但是根據 ILO（國際勞工組織）1999年的調查發現，女性
勞工已佔現今世界全部移民勞工的 48%112。大規模的跨國遷移現象無形中打破
了原有的家庭性別分工和家庭收入來源提供者的性別分野，在台灣不論是外籍女

性移工或因婚姻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外籍配偶，大多肩負了供給母國家庭或原生家

庭經濟支持的重要角色。 

 
吳挺鋒（1999）提出移工之所以廉價，除了因為「移民勞工這支生產後備

軍是提供資本主義經濟穩定化的主要因素，藉著壓低工資的調漲，移民是資本主

義累積的一個存活前提，並因此而成長」。劉正元（1991）113亦發現「外國工人
不論在品質及勞動意願上，均較同級的本國工人來的高，換言之外籍勞工目前嵌

入的勞動市場，是一個低於他們的勞動素質以下的勞動力市場」。從政治經濟學

來看薪資就是維繫再生產的基礎，再生產分成每日的（個人勞動力）和世代（家

庭）的再生產，兩者不可分離。但移工產生了地理與生活水平的分離，所以外勞

顯得廉價易於剝削。 

 
除了薪資、加班費和額外獎金以外，勞動再生產費用尚包括勞健保等社會

保險、退休金的提撥、資遣費、特別休假（例如年假）、三節獎金、年終獎金、

職工福利金、其他福利支出或按月支付的各項津貼和工作獎金。但引進外勞可以

節省勞動再生產費用的支出這樣的一般宣稱，並不適用於用外包制度規避了勞動

再生產費用的營造業身上。一直以來營造業原本就不需負擔本國工人的再生產費

用，況且按照慣例一般營造業雇主因為包工制度連勞健保都不為本國工人加保，

本國營造工只能自行到職業工會為自己加保勞健保，因此營造業引進外勞反而需

要另替外勞加保勞健保，使外勞獲得比其他本國營造工人更多的社會保險。 

 
Sassen以移入美國的西歐移民為例，新移民降低了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

成本，同時西歐國家透過對移入的境內移民的遣送歸國，使移入境內移民的低依

賴比和消費的最小化進一步降低西歐國內貨物和服務需求的波動。雖然移工可能

進一步降低台灣境內對消費的物價波動，但因為台灣移工的數目大致維持在三十

幾萬人之譜，目前上看不出來對台灣整體消費構成任何重大的影響。因此 Sassen
的觀察放在台灣似乎尚需要更多的時間或進一步的驗證。唯一確定的是，勞動力

                                                 
112 請參閱王宏仁（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一文第 107頁。 
113 參閱劉正元 1991年為出版的碩士論文《非正式經濟與外籍勞工：以北部地區為主之實例分
析》，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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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和再生產的分離造成移工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低，直接壓低了本國的薪資水

平，並形塑了一套新的勞動制度和管理辦法。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分離對高捷

泰工在台灣的生活究竟產生怎樣的內容和影響？這是本節試圖要交代的。 

 
高捷泰工透過泰國勞工部求職，再由泰國仲介辦理職業媒合、銀行貸款和

出國手續，等到來台後台灣仲介直接將泰工交給雇主，雖由台灣雇主和泰工直接

簽訂勞動契約，但實際上真正和雇主討論勞動相關細節的卻是仲介。仲介成為雇

主和泰工之間最重要的中介者和聯絡人，按既向雇主收取管理費，也同時向外勞

每月收取法定的服務費和膳宿費。來台的泰工失去了母國對其的人身保護，改由

台灣的仲介公司負責執行對泰工的“照顧保護”，這樣的保護也是一種變相的“管
控”。劉正元（1991）發現早期的國內仲介公司多是依附在貿易公司、旅行社或
航空公司內部。然而現在依據就業服務法的規定，仲介公司需有通過考試的有照

人員擔任服務工作，但仍然有許多管理顧問公司逃避法律漏洞進行違法的仲介服

務。范裕康（2005）看到許多仲介公司不僅本身具備青商會、扶輪社或獅子會的
成員資格，許多達官顯要的匾額或仲介與高階官員的合照也都放在公司顯目之

處。因此立委、國大、縣議長等身份都有成例外勞仲介業務的公司以外，他們也

憑著豐富的政治經濟人脈招攬生意，並提供雇主一層心理保障。 

 

李易昆（1995）認為高額仲介費既篩選了有經濟能力的人成為移工以外，
也發揮了壓制移工在台灣社會位置上的流動，確保了移工作為廉價勞工且穩定的

勞動力的性質，並被「固定」於穩定的社會底層，而仲介業者則成為體制性壓制

移工的先鋒部隊。蔡明璋、陳嘉慧(1997)從（國家）政治建構理論的「市場即政
治」出發，認為外勞是一長串政府政策和市場運作之下最弱勢的犧牲者，因為市

場的高度不穩定和劇烈競爭，使台灣仲介公司給予雇主相當鉅額的特殊「回扣」，

不得不提高仲介費的結果，間接造成外勞工作和財務上極大的壓力。 

 
移民理論裡新古典經濟學或新家戶經濟論主張，只要目的地（例如台灣）

的絕對所得或逾期所得高於移出國（例如越南），或整體家戶經濟所得的改善，

就會產生一股推力將移民/工推離居住地。王宏仁和白朗潔(2007）114的研究則以
越南移工在台所得的經濟利益極少為論點反對這樣的看法。台灣的法律和仲介制

度直接掐緊了移工引入過程的所有環節，也掠奪分食了其中所有的利益，蔡明璋

和陳嘉慧、顧玉玲（2006）、王宏仁和白朗潔等人分析有以下五項原因促成市場
對移工的剝削： 

一、在外勞政策上規定「限業限量」和「增加申請行政程序困難度」，都使

                                                 
114 王宏仁、白朗潔的研究發現，一位越南移工大概要工作一年三個月後，才能開始賺到錢。但
依據受訪者平均停留台灣的時間為一年五個月，因此，大部分的越南移工幾乎沒有賺到任何
錢，努力工作所得幾乎全被越南國營仲介、越南地方牛頭、台灣雇主、台灣仲介和政府拿走。
但為何他們還要前仆後繼地出國工作？許多移工都歸因於「運氣不佳」，他們既不願意告訴別
人他們所遭遇的困境，也相信別人的運氣不會這麼差，所以不會阻止別人出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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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市場的運作成本提高，使雇主不願負擔交易成本轉而高度依賴仲

介； 
二、台灣基本工資政策提高相對較佳的物質誘因，使取得配額的雇主有機

會將配額轉成獲利的籌碼，讓外勞寧願支付較高的仲介費仍願意來台工

作； 
三、台灣仲介市場建立的短暫規範性的市場交易狀態是高度競爭的，實際

上缺乏鑲嵌理論所謂的「社會關係建構」，仲介既沒有形成集體政治動

員的能力也對市場缺少控制力； 
四、外勞一次停留最多三年半的限制所形成的「循環配額」制度，仍使仲

介從再次換工招募中得到穩定收入，定期補充利潤而不必擔心沒有新利

潤來源115； 
五、外勞市場不由仲介完全控制，使仲介寧願保有長期的配額也不願追求

立即的利潤，形成回扣的不斷發生也促成「誰掌握配額即掌握暴利」的

現象。 

 
 

 

 

 

 

 

 

圖 3-1：外勞查察員眼中所建構之「黃金金三角」關係 

 
除了雇主委託仲介公司直接負責移工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管理以外，由

地方政府勞工局和警察局代行移工母國對移工工作權和居住權的保護職能，同時

管控移工在台灣的居留身份。由仲介公司、地方政府勞工局和地方警察局所形成

的「黃金金三角」，往往只在處理雇主與外勞之間的勞資爭議或警察緝捕逃逸外

勞的場合中出現。平常時候各方人馬以既有的遊戲規則各自管控移工，將移工限

縮在本身法定工作的範圍，以及受限的、可見的生活範圍內。「黃金金三角」的

組合並不表示三方人馬之間擁有一體感或彼此相互認同的一穩定可靠的共識，反

而在這三角關係中彼此之間拉扯出更多微妙且緊張、合作又競爭的不確定性。因

此在勞工收容中心專員口中黃金金三角是種帶有諷刺意味的說法，用來諷喻每次

進行外勞與雇主之間的勞資糾紛調解時仲介在其中所扮演的強勢角色。因為仲介

多半「有權有勢」、「並懂得走法律漏洞」，使得外勞在勞資調解的過程中總是居

                                                 
115 除了仲介費、服務費和膳宿費的收取外，仲介的極大利益還來自移工入台體檢和之後每年固
定兩次的的體檢回扣，以及移工離台後所「忘記領取」的退稅。 

移工 

外事警察 外勞查察 

人力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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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劣勢，最後往往是「什麼也爭取不到，還常被仲介恐嚇116」的結局收場。黃金

金三角結構事實上常面臨許多可被挑戰的漏洞，例如岡山和鳳山宿舍正好位處縣

市交界的三不管邊緣地帶，這是台灣仲介最慣常使用的分離技巧，以便規避地方

政府平日的監督查察，加上高捷工程地理幅長橫跨高雄兩個縣市，所以一出事任

誰也不願意一手攬下所有的監督管轄責任117。這樣的尷尬狀況也常發生於外勞查
察員和外事警察之間的合作關係上，當雙方需要一起合作取締非法逃逸外勞時，

跨單位或跨縣市的合作反而容易造成雙方衝突，小則包括線報來源、如何通報、

地點和人員的聯繫，大則延燒至業績的歸屬問題都是雙方不斷衝突的來源。 

 
當高捷泰工離開家鄉和母國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家裡家父長的缺席既造成

家中父親一職功能的缺乏，也代表家對泰工的支持系統已然失去。母國的家因為

家父長的長久缺席產生了缺陷，家的功能則暫時被台灣仲介或雇主所僭越取代。

集體居住的宿舍成為泰工每日下工後休養生息的處所，宿舍餐廳固定地提供每日

三餐的飲食，宿舍內的福利社成為泰工添購日常生活用品、（速）食品、通訊和

視訊產品的來源處。宿舍的生活管理片面取代了家的部分職能，但永遠無法取代

的是移工對家和家人最重要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支持。泰工所盡力守護和延續的

家，對於離鄉背井的泰工來說家的影像只存在於記憶和照片之中，親人的聲音透

過手機的越洋電話被保留了下來。弔詭的是泰工的離家正是為了守護與維持家的

完整和延續，其結果卻可能帶來家的破碎或中斷。「我接過泰工的老婆從泰國打

來的電話，來問為何她的老公沒有匯錢回家。我去查才知道，原來是泰工在台灣

有了女朋友，所有薪水全拿去花了118。」 

 

有趣的是「黃金金三角」結構在“騷動”後產生令人意外的變化，一是由泰
國勞工部在高雄成立的泰辦處開始被迫介入高捷泰工的管理事務；二是人力仲介

公司的自最頂端位置退位，改由高捷公司採取透明化和制度化的管理方式，而重

新建構了一個新的六角關係。這個六角結構不僅暫時替代和補充母國的家和國家

的缺席，還能創造出不同於母國和台灣的另一套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關係。透過

官方機構的疏導以及高捷公司對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關係的多角掌控，使得原有

的緊張對立也被鬆綁解除，高捷泰工曾有的巨大集結力量也被分散。 

 
 
 
 
 
 

                                                 
116 20060805，高雄市北區楠梓外勞關懷中心專員小蘭。 
117 20050819，高雄市勞工局外勞查察員老富，岡山宿舍。 
118 20070914，小娜，高捷公司鳳山宿舍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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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擁有對在台泰工支配權的六角關係 

 
由泰國勞工部人員所組成的高雄泰辦處，在泰工“騷動” “騷動”後所扮演的

角色一直都是很奇怪又尷尬的。雖然對於自己國家的移工事務的關注介入，泰辦

處比起越辦或印辦處都來得積極許多，但在田野期間我最常見到泰辦處人員的機

會卻是在高雄小港機場，遇上二年期滿的高捷泰工出境回國，泰辦處人員就會派

兩個人來送行並一再向同胞們說明強調「不要去韓國，韓國不好，還是台灣比較

好」。剛開始我完全不瞭解為何韓國成為一個目標。雖然泰工們喜歡台灣也總是

說想在來台灣工作，但是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向我打聽韓國的勞動條件狀況，因為

他們「聽說韓國不錯，薪水比較高」。後來才突然理解到原來韓國是目前唯一和

泰國政府直接簽訂「直接聘雇合約」的國家，似乎可因此減除仲介費這一層的剝

削關係。但外勞查察員老富特別澄清韓國並非外傳那麼好，一是韓國因粥多僧少

所以仲介費高，並非外傳的免仲介費；二是韓國管理以打罵為主；三是韓國天寒

地凍一年平均工作九個月，其餘三個月供吃住但無薪資，雖然薪水高但平均薪資

不如台灣，所以泰辦才會鼓勵泰工留在台灣繼續工作。 

 
分析層次： 

 

利益流向：  

  

 

 

圖 3-3：泰工短暫勞動力國際遷移之利益流動方向 

 

六角關係結構的構成基礎來自圖 3-3，只要循著泰工所創造出的薪資所得和
利益分配之線索，我們即能得出這六角關係中各方人馬所獲取之利益形式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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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基於台灣外勞政策之鬆散及放任，雇主和仲介所代表的市場力量明顯凌駕於

政府的監督管理之上，使得由泰工身上所創造出的仲介費暴利全數流向了仲介而

形成買方市場而無法受政府管制約束。因此就算台灣政府為了減少仲介費的剝削

規定仲介服務費收取的標準，此政策美意卻更造成了「泰國仲介的仲介費照收，

泰工們還需另外支付一筆額外費用給台灣仲介119」的雙重剝削狀況。泰工缺乏一

固定而明確的老闆也表現了市場力量的無政府狀態。泰籍移工叔尚說：「（工地）

老闆多多，不知道是誰」；得亨的高捷管理員老烏說：「（外勞）他們靠捷運吃

飯，我們（得亨）靠外勞吃飯，一環扣一環，...包括中鋼、華磐、得亨，高捷

是各方人馬的集合。」不論是工地不斷層層轉包的工程承包制度或是移工的引進

和管理，在每個人都覺得是互蒙其利的共識下建立起的合作默契下，每多經一手

就多一層的盤剝。 

 
 

二、 官方勞動政權之重構 

 
何明修（2005）120討論社會運動的政治後果以及政治權力的重分配。他認

為社會運動追求的無非是「更美好的生活目標」，而社會學家多從社會動員和政

治條件來解釋社會運動對政策的影響，他們認為社運組織與執政者的互動可以被

設想為一種集體議價的過程，運動的後果則取決於執政者和社運組織的互動。統

治菁英可以採用鎮壓、承認其正當性、給予實質利益、忽略、疏導甚至收編等多

向度方式加以回應，而社會運動最後即使取得了程序上的勝利，例如帶來新的物

質利益或新的制度法規，也不一定能帶來實質、結構的社會變遷。缺乏社會正當

性與政府肯定的物質回報，使社會運動通常是有限和短暫的，但社會運動若過度

重視其正當性的被接受或利益的獲取，卻可能導致運動的弱化、瓦解甚至是被出

賣。 

 
雖然政府的壓制是對社會運動最常見的回應方式，但在介於壓制與接受之

間存在著一大塊的灰色地帶，能夠讓執政者化解社會抗議所帶來的衝擊。例如政

府可以採納一連串象徵性手段來消弭問題的公眾的關切，公開承認嚴重性卻不採

取立即性的解決措施；官員也可以凸顯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使抗議者的目標看來

強人所難、根本無法實際運作；或故意透露、偽造負面消息減低抗議者的公信力；

或故意延宕付諸行動的時程，迫使組織不穩定的抗議團體難以持續性的發動有力

的挑戰；或將抗議風潮轉移至威脅性較小的訴求。即使執政者願意讓步，他們對

於抗議者的回應也是具有高度選擇性與條件性。（2005：208-209）。而這樣的灰
色地帶正是這次高捷泰工“騷動”事件過後政府機構最典型的反應模式，包括對違
法仲介的象徵性處罰、高額仲介費用和市場仲介制度的無法干預、官方和資方同

                                                 
119 20071212，楠梓外勞關懷中心專員小柔。 
120 參考何明修 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一書第八章「社會運動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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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放出不利於泰工的負面訊息121、藉由改善泰工生活空間為由分散泰工集體的集

結力量、甚至採取關閉岡山宿舍的方式減輕各種管理上的麻煩和對“騷動”留下的
心理負擔，並減輕“騷動”再次發生的威脅性。 

 
1. 高雄市勞工局角色的轉變 

雖然外勞的引進使得台灣的勞動力市場正式納入亞洲勞動力的交易體系

中，但因缺乏明白的立場和清晰的政策視野，使得外勞政策始終充滿不可預測性

和市場的不穩定性(蔡明璋、陳嘉慧，1997)。以高雄市為例，高雄市在 1995至
96年由國民黨吳敦義市長主政、林渭濱擔任勞工局局長期間，其外勞政策多採
取保守的作法，完全緊遵照中央機關勞委會的規定指示辦理。通常只著重於政令

宣導，例如「營造業可申請外籍勞工項目為重機械操作與維護工、焊接供、泥水

工、模板工、鋼筋工、鷹架工、體力工。外籍勞工在受雇期間死亡，雇主應負責

處理喪葬事務。… 必須由雇主提供膳宿，統一住宿，統一管理」（高市勞工 18
期：15-17）。勞工行政與福利服務也多停留於團康形式的活動方式，「自 81年開
放至今 3年，… 目前在本市工作的外勞朋友有 12000人，其中在楠梓及高雄兩個
加工區內工作的外勞即佔 50%以上。… 特別規劃外勞文康活動，透過語及泰語
翻譯人員介紹本市風俗民情外，並加強宣導相關法令，防杜違法行為之發生」（高

市勞工 21期：22）。不論是冰冷刻板的法律文字或是溫情包裝的宣導活動，仍舊
停滯於單方面由上而下的政令宣導，使勞工的現況或市場廠商的遊戲規則都隱匿

於檯面下，不被看見也不受重視。 

 
當時高雄市政府對待外勞的基本態度除了政令宣導以外，主要著重於查緝

非法外勞這項「獵勞專案」。「經 84年 9月警政署實施「獵勞專案」以來… 累計
至 84年底」，脫逃外勞戰引進外勞人數的一成，情況不可不謂嚴重」（高市勞工
22期：16-17）。作者王信偉以曾從事人力仲介公司外勞翻譯的經驗，分析外勞
逃脫原因如下：外勞的期望落差、法令不周延、不肖廠商的利誘122、「回鍋外勞」
的潛逃等。他認為外勞逃脫最終目的是為了停留在台灣以便賺取更多的錢。因

此，修改法令、健全市場機制成為首要改善的辦法。 

 
地方政府單方面順從而被動地配合政府政策的作法，直到 2000年民進黨執

政之後產生變化。當時的高雄市由民進黨謝長廷市長主政，方來進擔任勞工局局

長，本身具備豐富工運經驗背景的方局長，在一上任即親力親為地展現強勢作風

                                                 
121 例如華磐公開宣稱泰工破壞辦公室保險櫃取走鉅額金錢，並損毀公物財產向法院控告泰工要
求民事求償，或高捷和勞工局人員耳語“騷動”當夜取走保險櫃金錢的領頭泰工，早已在事發後
一個月內自動離開台灣回到泰國，而無法追查錢的下落。  

122 作者分析不肖廠商的利誘有二，一是因為不需要負擔任何規費（保證金、就業安定費、勞健
保、體檢費、期滿返國機票費，每月可少支出 3000-5000元）和社會成本，廠商便可以較低成
本和較高薪資聘請非法外勞。二是幾乎所有雇主和外勞都知道雇用脫逃外勞不需要負擔刑責外
勞，遭查獲時頂多將外勞遞解出境，雇主罰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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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諸多對勞工朋友有利的政策作為。以緊縮外勞政策為例，方局長強力執行外

勞查察的實際訪視工作和查察非法使用外勞的措施，企圖降低高雄市總體的外勞

引進人數，以保障本國勞工的就業權。同時也注意到雇主和仲介管理外勞的諸多

違法行為，「製造業和營造業常發生未依外國人生活計畫管理書執行、強迫外勞

儲蓄、扣留外勞證件及財物、和勞動條件不符勞基法等外勞等違法事項。123」而

亟欲改善外勞的人權問題。以下為摘錄自高雄市勞工局所出版的官方刊物《高市

勞工》中局長的一段談話： 

 
勞委會於去年（2000年）11月在全國各縣市設置了百名的外勞查察

員，對外勞、雇主及仲介公司的違法行為加強查察。自去年7月本局確實

審核求才證明的政策，外勞查察員對每一個申請外勞的個案均進行實地的

訪視工作，以杜絕雇主和仲介業者利用不實的求才條件，排拒本國勞工引

進外勞的不合理狀況。⋯本局採確實核發求才證明以及查察非法使用外勞

雙管齊下的緊縮政策。⋯高雄市外勞人數自去年10月底的14996人，至今

年三月底為止計有14251人，顯示本局的緊縮外勞政策已達初步成效(底線

為筆者所加)。（高市勞工43期：41-43） 

 
依據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直轄市政府應協助擬聘僱外國人來

華工作之雇主，辦理國內招募工作及出具求才證明。又依外國人聘僱許可及管理

辦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受理求才登記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經審核雇主已依規

定辦理者，應開具求才證明書。然而高雄市勞工局強硬嚴格把關「求才證明」的

作法，卻被勞委會認定為「雖求才證明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收回改由該市府勞工

局核發，（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卻不予開具求才證明，已違反上開法令規定」。方

局長的鐵腕作風常常引起中央主管機關勞委會和地方政府機關勞工局之間的緊

張關係，形成中央與地方對法令規章詮釋、作法不同的現象。方局長時代的高雄

市勞工局常常被勞委會行文更正，但方局長大多一概不予理會的多，有時還會搬

出希望中央尊重地方依法行政權的說法加以反駁之。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不予開具求才證明」的強硬措施，揭開了中央與地方政

府機關之間的不一致以外，還直接引爆了官商之間的矛盾衝突。我們可以從一篇

「 外勞引進暴增，高雄市政府自力救濟」專題報導發現，方局長試圖採用以往

在野時代慣用的社會運動手法--「自力救濟法」來處理本勞與外勞雙方之間似乎
原本就不可解的矛盾。 

 
新政府的緊縮外勞政策受到極大壓力而無法順利推動，高雄市政府外

勞人數暴增超過三分之一⋯採取自力救濟行動，對核發求才證明採取更嚴

格的標準⋯引爆外勞仲介業的強力反彈。⋯高雄市人力仲介公會到勞工局

                                                 
123 參考高雄市勞工局出版的《高市勞工》第43期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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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引爆一場勞工團體與外勞仲介業者的對立場面。⋯局長態度強硬的

說「要告就告我，為了保障本地勞工工作權，就算下台不做官也在所不

惜。」⋯局長也痛斥舊政府對引進外勞把關不嚴。⋯（高市勞工40期：9-14） 

 

方局長抱持著「政府要限制引進外勞的比例，以免再造成與土勞搶飯碗的排

擠效應124」這樣的認識，找來了高雄勞工團體前來與仲介公會代表們溝通。沒想

到卻造成高雄市三大工會和人力仲介公司之間的直接對立衝突，「… 話還沒說
完，一名女性外勞仲介業者卻突然大聲咆哮，大罵三字經，（高雄市總工會理事

長）陳政吉忍不住回話，原本氣氛就不很好的會場，一觸即發」，最後演變成「勞

工幹部群起反制外勞仲介業者，杯水、麥克風滿天飛，外勞仲介業者的反彈完全

被壓制… 外勞仲介業者到勞工局的抗議遭到勞工團體的強力反制」。這事件裡的
當事人仲介公會、勞委會和高雄市三大總工會分別在報紙上刊登陳情書和新聞

稿，各自表明立場。高雄市勞工局最後選擇嚴審而不停發，使事件在雙方各讓一

步之下落幕。 

 
弔詭的是高雄市政府嚴審廠商求才證明的作法，卻在2005年8月底高捷泰工

“騷動”事件發生後，在政府相關單位相互踢皮球不願負責的狀況下被勞委會嚴

正駁斥為「濫發證明」。本文列出勞委會嚴正駁斥高雄市勞工局所說「高捷引進

泰勞，勞委會決定」的說法之一125：「高捷公司申請外勞招募許可前，需先經向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辦理國內招募，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推介本國勞

工無法滿足需求，予以核發求才證明書；另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並為高捷公司開立

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書申請外勞。故高雄市政府對於高捷公司之人力需求，本有

嚴格把關是否核發求才證明之權限。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不思檢討有無濫發證明之

虞，反推卸指責本會核准外勞，實倒果為因，諉過推責（底線為筆者所加）。」 

 
由於招募許可需要檢附包括申請書、求才證明書、外國人生活管理計

畫書等等將近20項書面文件，（勞委會）職訓局短短12天核准800多名，一

名（仲介）業內人士表示：「這個核准速度快到翻掉！」 

按照程序，勞委會可以主動從中央派員，也可以委託地方政府的外勞

查察人員查察，但高雄縣政府表示，勞委會從來沒有通報任何的〈外國人

生活管理計畫書〉給高縣政府。勞委會官員也承認，對於高捷的〈生活管

                                                 
124 參考高雄市勞工局出版的《高市勞工》第 43期第 48頁。 
125 參考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20050912所發出的「勞委會嚴正駁斥高雄市勞工局：「高捷引進泰
勞，勞委會決定」說法」新聞稿。其他二點聲明為：一、高捷公司申請引進外勞前，高雄市政
府捷運工程局於90年7月3日會商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及高捷公司等內部單位整合意見後，向勞委
會提出申請外勞。故高雄市勞工局辯稱反對高捷公司引進外勞，係偏離事實、刻意污衊之舉；
三、本會依法為核准外勞許可之權責單位，高捷公司因符合本會92年6月26日公告規定，為凍
結前之BOT案，故依規定核配外勞。惟其引進外勞國別，本會當時並無指定國別機制，完全依
雇主申請需求（泰國）核配外勞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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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計畫書〉，都只進行「書面審查」。 

由於高捷獨家委託華磐承接2000多人的泰勞引進、管理大案，造成許

多的仲介眼紅。許多仲介皆信誓旦旦地表示，華磐以非法的人力仲介公司，

幫高捷仲介泰勞，已經違反就業服務法，曾經從中央勞委會告到地方高雄

縣市政府，但都沒有下文。（苦勞網苦勞報導，20050829） 
 

高雄市政府認為勞委會批次核發高捷公司的聘僱許可均未告知雇主所在縣

市（高雄市）和外勞生活管理所在縣市（高雄縣），卻遭勞委會以「濫發證明」

為由反擊。政府相關單位遇事互踢皮球的惡質現象不止出現於中央與地方政府之

間，同時也引發了一場地方政府勞工局之間的筆戰。高雄市政府提出「外勞宿舍

位於高雄縣岡山，依管轄權責區分，應屬高雄縣政府勞工局。」但高雄縣政府卻

反駁，因為「由高捷公司實際負起外勞管理責任⋯高捷公司營業登記地點為高雄

市，依規定其外國人工作之管理及檢查事項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底線

為筆者所加）。」加上在外勞引進過程中「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迄無要求本府協查

記錄⋯在外勞 動態管理系統之所屬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本府僅能查詢設籍
本轄之雇主，本府無法查到高捷公司。126」 

 

高雄縣與高雄市之間產生責任歸屬不明的問題，其紛爭主因來自外勞管轄

查察的權責不清，這其實不是個案更非特例。向勞委會申請外勞配額的高捷公司

設立於高雄市，但當初負責外勞管理的華磐卻將外勞宿舍設立於高雄縣，而且還

恰好位於高雄縣市瀕臨交界處的岡山鎮。將宿舍設於行政管轄權最薄弱的縣交界

地，將外勞的工作地點和住宿地點方別設於不同縣市，這樣投機取巧、遊走在法

律邊緣的作法在仲介之間其實十分常見。既讓外勞查察員為了時地訪視查察而疲

於奔命以外，也製造一個三不管地帶任由仲介可以規避法律的自行發揮。 
 

（“騷動”前）當初有去查岡山，但高雄縣政府楊＊＊下令完全不管，

而躲過一劫。聽說有將之前所有查察的文件紀錄全部銷毀，都找不到了。

他們很聰明，什麼都沒有，查不到東西就沒有責任了。不像高雄市，傻傻

地還自己主動跑去管、攬責任，結果弄得一身腥。（華磐）不把人當人看，

遲早會出事，但（小）官受傷最重，沒吃到但要擔責任127。 

 
在“騷動”後不久方局長馬上帶著中華電信工會代表與高雄、鳳山分會常

務監事及幹部前往岡山宿舍慰問泰工朋友，「給受迫害而抗爭的泰勞加油，並贈

送多箱的蘋果與工會帽子給勞工朋友128」。相較於高雄市勞工局方局長對勞工
事務的戮力親為與無所畏懼，「外勞查察績效還得獎」的高雄縣政府依法行政的

                                                 
126 參閱「高雄縣政府處理高雄捷運泰勞事件報告」一文。 
127 20071129，匿名者。 
128 20050830，中華電信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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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速度和效率顯然更佳、也更熟捻於政治敏感度和官場文化。正因為「高雄

縣閃得快」，所以就換「高雄市和高捷倒楣。」最後演變成對高雄市政府相關局

處人員一場場的公務人員政風調查和弊案官司纏身，尤其以高雄市勞工局被牽連

的人數最多，上至握有決定權的局長、下至負責打公文的辦事員一個個都被調查

約談，甚至成為被告。使得擁有民間風格和社會運動風格的方局長不自覺地踏入

官場的複雜陷阱裡難以脫身，最終黯然自動辭去局長一職。 

 

遭受挫敗、瀰漫一股人人自危氣氛的高雄市勞工局一直到 2005年 10月新
任局長鍾孔炤129就任，依舊久久無法去除因為“騷動”而來一連串噤若寒蟬的效
應。不僅勞工局裡公務人員擔心受怕，在公文的簽發收上盡量能不蓋章就不蓋

章，連說話都得小心被亂傳或曲解或密報，對公事也顯得過份保守謹慎小心，甚

至將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奉為圭臬，整個勞工局彷彿戰後被摧毀地破敗不堪一

擊。以勞工局每季發行的《高市勞工》季刊為例也顯出相對的保守和單調。局長

不再親自講話，專題文章中也不再出現任何表明政府立場的言論，而只剩下學者

或社團邀稿的論述性文章。但仍有前局長時代留下來的、有社會運動背景的約聘

僱人員以「新奴工制度」為題討論雇主和仲介對移工的剝削，或對剛發生“騷動”
後高捷泰工宿舍熱鬧異常的詭異氣氛之觀察。 

 
⋯下工的工人在宿舍與浴室間穿梭與廣場中陳菊主委的演說是兩個世

界。⋯陳主委跟記者們團團圍住派飯（泰國）廚工，既關心又好奇今晚的

菜色是什麼，累又餓的勞工被排在這場政治探訪結束之後才能用餐，今晚

的菜色有白飯、生高麗菜、炒蛋、煎魚。勞工說被改善的菜色只有勞委會

副主委來的那一天，那天過後菜單又回復到原來的樣式。⋯有更多（勞工）

看見宿舍裡來了不速之客，悄悄的穿上衣服、套上褲子。但其實這些工人

即使是打赤膊，下過雨後外頭清涼的天氣仍讓他們在宿舍裡滿頭大汗。狹

小的空間只有一排在天花板運轉到夜間十點的電風扇，一棟宿舍中約

200~300人的體溫加起來都比外頭的溫度高。⋯（高市勞工61期：32） 

 
有社會運動背景的約聘僱人員相繼離開勞工局，高捷泰工“騷動”案的沈重

包袱卻始終沒有遠離勞工局。同樣屬工會出身的新任鍾局長，一直想要為勞工局

洗刷因“騷動”案而揮之不去的陰影，卻一直無法如願。誠如主觀而強硬的方局

長都無法鬆動的官僚組織文化，一向以柔軟溫和著稱的鍾局長更是無所用武之

地。直到2006年12月的直轄市長選舉和2008年3 月的總統選舉，高雄市政府

和勞工局對高捷的態度開始產生轉變，「新任（吳）局長130是中鋼的人，態度不

                                                 
129 鍾局長從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的位置被葉菊蘭代理市長延攬入閣，其工會資歷豐富，本來
服務於中油林園廠，曾任石油工會常務理事和理事、前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及全國產業總
工會理事長。 

130 與前任局長鍾孔炤同樣擔任過高雄市產總理事長的現任高雄市勞工局長吳清賓，亦由高雄市
產業總工會理事長的位置被陳菊市長延攬入閣。其工會背景雄厚，曾任中鋼工會第七、八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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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高捷）找林＊＊回來當董事長，他也是中鋼的人，也是為了⋯現在替華磐

翻案，都是為了選舉。現在大家皮都繃很緊，不敢亂說話，閉嘴不說話最好。131」

中鋼作為高雄最大的半公營半民營事業單位及高捷公司的最大股東，其人脈不僅

深入高捷公司，其工會幹部也入主勞工局，透過對官方官僚體系的掌握，埋下未

來可能足以改變官方政策與媒體觀感的伏筆。 
 

2. 外勞查察員的每日工作 

除了移民署和警察局外事警察以外，與移工事務最直接相關的外勞查察員

在職權上雖然隸屬於地方政府勞工局管轄，在地方勞工局裡也有專屬辦公室，但

在編制上事實上卻直接隸屬於中央機關勞委會，薪水亦由勞委會支出。因此外勞

查察員並非是政府機構裡正式的人員編制，他們不是公務人員而只是一年一聘的

約聘僱人員，並不享有公務人員的津貼和福利。但他們的工作份量卻是意外地繁

重，一開始人員的編制嚴重不足，「以前人少案件多，根本沒辦法，桌上一大疊，

要罰都是用電風扇吹，看吹到哪一張就罰哪一家。」外勞查察員幾乎無法親自查

核外勞申請時雇主是否確實符合生活計畫管理書的規定，連要開罰也不知該從哪

一家罰起，使得一切的規定和程序落於形式化。也因此仲介或管理顧問公司才能

夠輕易地規避勞工局的法令和監督查察，卻一直都能維持彼此相安無事的狀態。

在高捷泰工“騷動”發生後，高雄市的外勞查察人員老富提到當初負責的外勞查察
員有一天在辦公室內吆喝轉達，「外勞又沒選票，含著含著（台語指輕輕咬著就

好）就好，查的太嚴就像某人一樣被檢舉送到冰庫。」結果沒兩天就發生“騷動”
事件。似乎外勞查察的工作只能查的剛好，不能太緊太嚴，以明哲保身，並避免

被政治性地搓掉坐冷板凳。這也是外勞查察員很尷尬的地方，既不能和仲介或管

理顧問公司走太近，否則「會被說勾結」失去公信力又惹上不名譽，但又不能完

全不管，因為只要「移工一有事，自己就有事」，不處理或冷處理很難保證事後

不會惹上麻煩。 

 

原本的相安無事或尷尬狀態，直到高捷泰工“騷動”事件發生後才開始轉
變，高雄市勞工局決定特派一名外勞查察員每日到三個宿舍進行查察工作，不僅

藉由親自面談泰工來嚴格掌控泰工的解約或遣返作業，也常抽查宿舍餐廳的伙食

菜色拍照存證，另外還要固定在宿舍和泰工們召開每個月一次的外勞生活座談

會，以切實迅速地瞭解掌握泰工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隨時掌握泰工的狀態

和高捷的管理，若一有異狀就要上報（局長），避免再次發生暴動。」“騷動”事
件後的高雄市勞工局和高捷足足「花了一年時間才真正摸清泰工」。這是個漫長

而艱辛的過程，不僅帶給外勞查察員和高捷管理員極大的工作負擔和心理壓力，

也反映在他們隨時有如驚弓之鳥般的對「再次可能暴動」的戒慎恐懼上。 

 
                                                                                                                                            
事長、中鋼公司董事及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 

131 匿名者，200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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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騷動”過後因為高雄市勞工局的介入和高捷公司的管理改善，勞工局、
高捷和泰辦處每個月固定於宿舍召開外勞生活座談會，並由泰工組成伙食委員會

自訂每週菜單。伙食問題一直是官方和宿舍最頭痛的問題，也是每個月外勞座談

會最常被提及和申訴的話題。「吃的問題，菜色、菜量一直是心中的痛。」、「就

看高雄空廚要不要多花錢做。」132泰工們的申訴主要集中於伙食、住宿、交通問

題，高捷公司不僅負責泰工的勞動力再生產，還要一併處理工地的勞動力生產和

契約展延的問題。每次的座談會上外勞查察員老富總是一再強調，「我跟他們說

不要把工地的情緒帶回宿舍。例如OT的問題，在CD1的泰工曾經在宿舍罷工，

為了爭取保證“OT”（加班）。」133 老富的話似乎暗示了宿舍管理除了食宿交通

等固有的老問題以外，他認為泰工們最需要被重視和處理的問題來自工地現場的

勞動生產。也許是和工地主管或其他台工、泰工之間的摩擦，或是加班與否、加

班費、休假、薪資計算等問題細項。其他偶爾出現的偷竊鋼筋、不配合加班、酗

酒打架等特殊狀況，則會對泰工造成不利的結果—以強制遣返做為懲罰的手段。 

 

依據過去經驗，「北捷、高鐵、南二高都由各包商自行招工。」為了避免再

次發生類似高捷官商勾結的弊案，「（高雄市長）選後會讓統包（商）自己去招募

外勞。左營到台南、臨港線、大寮到屏東，以後的輕軌部分，等選後由各包商自

行招工。」地方政府決定取消高捷和台塑自行引進大規模移工的作法。談到「專

案核准」引進外勞不得不提及台塑六輕工程，自政府緊縮外勞政策以來，於 2003
年 5月首度開放營造業外勞專案引進。勞委會職訓局開放一百億以上投資工程的
營造業外勞引進，根據營造業外勞引進數額以投資工程金額的百分之三十做為計

算基準，台塑六輕約可引進 5800名外勞，以及增加 14000位本國勞工就業機會
（聯合報，20030528）。台塑六輕廠中的 5800名外勞正式透過已關閉的台塑高雄
前鎮廠提出申請，正巧也是由高雄市勞工局負責核准生活計畫書。但高雄市勞工

局卻完全無法對台塑六輕的移工進行任何的查察工作及人數上的掌握，而必須轉

由雲林縣政府進行查察工作。 

 
事實上移工申請與工作或住宿地點的不同所形成的「三不管地帶」正是外

勞查察工作最常遇上的困難，「高捷（從高雄市）遷去（高雄縣）鳳山，你既然

和華磐一樣搞法，我就行文高雄縣，將人員總數給他，讓他們去釘你。⋯但是楊

＊＊的小舅子在（高捷）裡面，可能會有一些困難⋯134」。對於牽涉龐大工程利

益的公共工程更是難以介入，「以前誰敢動高捷和統包，不可能。要不是暴動發

生，誰都動不了統包。統包工程發下去就沒事了，不管了，只找大包。高捷給他

                                                 
132 20060721，高雄市勞工局外勞查察員老富，鳳山宿舍。20060726，阿泰管理員兼翻譯，岡山
宿舍。自從騷動之後高捷公司按照官方版的「外國人生活管理計畫書」第三項第二款的規定設
立伙食委員會每週訂定泰式菜單，規定為「三十人以上者，應由雇主與外國人共組伙食委員會，
伙食委員人數三分之二由外國人擔任。」132  

133 20060720，高雄市勞工局外勞查察員老富，鳳山宿舍。 
134 匿名者，200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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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億，他拿兩仟萬起來，其他八仟萬下包。135」政治力的運作就連第一線的外勞

查察人員也深知其中滋味，他們都知道「不要去碰」才不會惹上麻煩，但真正遇

上了也只能硬著頭皮上場，萬一必須建立工作日誌或銷毀重要文件時，他們也是

要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在政府、仲介和雇主之間盡力求得平衡點。 

 
 
三、 資方勞動政權之重構 

 
 

 
 
圖 3-4：高捷宿舍位置與泰工工程人力運用範圍圖 

 

依據圖 3-4高捷工程總共區分為 14個區段標，在“騷動”事件尚未發生之
前只有唯一的岡山宿舍容納了所有的高捷泰工，以位於高捷工程最北邊的岡山宿

舍為核心點向南散狀分佈，每日將 1800名泰工一群群分散於十四個不同的區段
標進行施工。從最北邊的 CD3到最南邊 R3，從高雄縣的岡山鎮到高雄市的小港
區路程幾乎橫跨了整個高雄市。從西邊的高雄市西子灣到東邊的高雄縣鳳山市，

全長 14.4公里也讓泰工們每日的通勤時間變得十分遙遠而漫長。 
 
岡山宿舍於 2004年 3月開始籌畫設立，華磐在 2004年 7月引進第一批泰

工，華磐時期的岡山宿舍除了廚房的設備用具和宿舍的外觀建材以外，其他所有

用品皆由華磐老闆嚴夫婦從泰國直接進口，包括四面佛、上下舖鐵床、鐵櫃、泰

                                                 
135 20071126，高雄市外勞查察員老富。 

岡 山 宿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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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調味醬料、香料等。宿舍裡的上下舖鐵床床位長約 150至 160公分，空間並不
寬敞，泰工也不好伸展和翻身。泰工一到宿舍報到即要先支付華磐一千元購買椰

子床墊及生活用品，在短短一年間岡山的四棟宿舍即住滿了近 1800名泰工，每
層樓平均擠進了近 200名泰工，十分地擁擠燠熱。 

 

 
 

 

 

 

 

 

 

 

 

 

 

 

圖 3-5：岡山宿舍管理人事制度的更迭 

 

2005年 8月“騷動”發生後隨著華磐的離開，9月隨即由自告奮勇、自稱
擁有豐富的高鐵管理外勞經驗的黃先生臨時進駐掌管岡山宿舍，應高雄市勞工局

的要求先向臨海工業區內的南區職訓中心租借一整棟建築物，成立小港宿舍作為

南區外勞活動中心，再於年底在鳳山市省道旁向三裕木業公司租借二至四樓，成

立鳳山宿舍。“騷動”發生後岡山宿舍歷經了一段十分混亂的真空期，高捷公司

尚未從內部找到適合的管理人才，而黃先生的適時出現正好填補了這段真空期。

然而因為爆發管理不善及疑似收取回扣的弊端出現，造成隔年（2006年）3月底
的另一次不成功的抗議罷工事件。高捷公司辭退黃先生改由內部高階人員接管宿

舍，正式派任一位處長專責泰工的生活照顧事宜。 

 

這兩年來泰工的人數增減有其規律性。從 2006年 6月泰工們工作期滿兩年
開始逐批返回泰國，6 至 12月之間每個月大約維持一百人期滿回國，在 2006
年 10月底岡山宿舍關閉前，三個宿舍的住宿總人數大致維持在平均三百三十人
之譜。等到岡山宿舍關閉，小港宿舍擠進六百人，鳳山宿舍則大致維持四百人。

到了 2007年 1月隨著高雄市新市長的上任，泰工開始獲得工作展延，不再受限
於兩年契約的限制，轉而可以延長至三年或三年半時，泰工的人數不再大量的減

少，使小港和鳳山宿舍的住宿人數平均維持在四百人之譜。直到 2007年 11月小
港宿舍關閉，鳳山宿舍迫於高雄市政府只能容納最多四百人的人數限制規定，才

華磐全權主導宿舍籌建和人員配置（2004.03） 

 

騷動”事件發生(2005.08.21) 

 

黃先生空降負責管理宿舍(2005.09) 

 

高捷外勞生活照顧中心成立（2005.12） 

高捷內部人員完成接管（2006.04∼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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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陸續遣返了一百名泰工，讓鳳山宿舍泰工的規模一直維持在四百人之譜136。 

 

根據勞委會 2007/02/07以前所公布的「外國人生活管理計畫書」第二項住
宿第四條規定，「一室之居住面積，每人應在 2.5平方公尺以上，扣除櫥櫃、浴
廁及公共設施等覈實計算」。但岡山宿舍因為在有限的空間容納太多泰工，一層

樓擠進 100至 180人，很明顯違反了政府相關規定。之後分散到三個宿舍之後，
似乎較能符合勞委會所修改「外國人之居住面積，宿舍室內總面積除以總人數，

每人應在三點二平方公尺以上」的最新規定。岡山宿舍在 2006年 10月底關閉之
前，已經改善為每一層樓只居住 40~80人，並加裝電扇幫助通風。其他兩個宿
舍則改以一間間雅房的方式，每間容納 4至 8個人，並在洗澡間每日供應熱水，
不像岡山宿舍熱水供應十分拮据且設下使用時間限制。據泰工們說，晚上十點以

後岡山宿舍即不供應熱水，且只在冬天或寒流來襲才供應熱水。岡山宿舍只有冬

天才供應熱水，而泰工們因為在泰國瓦斯和電十分昂貴之故，大多習慣洗冷水

澡，所以對此並無太多怨言。反而他們較常抱怨岡山宿舍水質不佳的問題，連管

理人員都覺得奇怪，不解為何岡山宿舍的花草樹木一直都種不起來、長不大。他

們一致研判岡山的地下水水質過鹹或風水不佳，加上強風吹襲才會導致樹木始終

枯乾。而泰工們則抱怨岡山的洗澡水洗完會皮膚癢，其原因待查137。 

 

                                                 
136 泰工的人數變化參考第二章第 28頁的圖 2-1。 
137 例如宿舍管理人員常提及「很奇怪！岡山的樹都種不活。水乾了後也有白白的結晶。不知道
為什麼，也許是風水不好。」或「岡山的地下水是鹹的。(20060720)」有些泰工也會反應「岡
山（宿舍）比較好，但水不好。天冷時才有熱水，但走出去就有市場和店家；小港（宿舍）不
好，但有熱水。四樓空氣不好，會聞到怪味，但水好。」(20061129，泰工廚師，小港宿舍)或
「岡山比較好，但這裡洗澡水會癢。」(20060721，阿MAN，岡山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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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岡山宿舍平面配置圖 

 

從岡山宿舍的平面配置圖 3-6可以發現這應是個規劃相當良好的生活空
間，對泰工們而言，他們也多稱許岡山的環境廣闊、視野良好和空間的充足。但

對於管理人員來說卻因為空間太過於遼闊反而容易造成管理不易的問題，例如他

們最常抱怨泰工翻牆私自出入的問題，泰工喜歡翻越曬衣廠的鐵皮牆出入，感覺

既方便又可不受門口警衛的管束，而曬衣場的偏僻也讓管理人員和警衛完全無法

對門禁有效控管。於是演變到最後曬衣場根本變成了一個三不管地帶，有時候泰

工們下班會從這裡進入宿舍，或翻牆出去黃昏市場逛街採買，甚或私帶行李偷偷

出去夜宿或成為逃脫的捷徑。因為管理和維護不易，加上岡山作為「民主聖地」

的指標性意義，使得岡山宿舍成為高捷公司第一個最想關閉、也是最早關閉的宿

舍地點。 

 

另外成立兩個宿舍除了節省遊覽車來回宿舍和工地之間的交通時間138，改善

岡山宿舍過於擁擠拮据的居住空間以外，最重要的是為了有效分散泰工大量集結

的能量，以方便台籍幹部的管理。 

                                                 
138 泰工若統一搭遊覽車由最南端的CO2工地回到最北端的岡山宿舍，短則一小時長則兩小時才
會回到宿舍，若晚上加班往往回到宿舍已經是晚上十點。對於隔天一早五點就要起床梳洗吃
早餐的泰工而言，下班後的休息和睡覺時間太短，容易造成長期的勞累，甚至是身體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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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三個宿舍設立時間及管理方式的更迭 

 

圖 3-7列出三個宿舍管理方式的變化過程，三種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表現
三種不同的人事風格及三個不同的地域特色以外，其先後順序也說明了高捷對泰

工的管理模式一直在實驗及不斷更動當中。如果從岡山的「以泰制泰」到小港的

「台泰混和管理」，再到鳳山的「台式管理」顯現了管理手段上的進步，也暗示

了台籍管理幹部和泰工之間逐漸改善的溝通和互動關係。 

 

一開始華磐以一般的外勞名義聘請一些泰國當地的「黑道」、「保鏢」過來

台灣，採取「以泰制泰」的方式管理宿舍裡的泰工們。但過於嚴苛、不合理的管

理條文、罰則和管理手段，使泰工們在隔年8月底發生宿舍的深夜騷動、火燒管

理室139。甚至因為長久對不合理管理的壓抑和隱忍，泰工們質疑泰工翻譯「自己

人為何要幫著外國人欺壓自己人」，當晚泰工們拼命追打某一位泰工翻譯，害其

差點精神崩潰發瘋。因此華磐在岡山宿舍採取「以泰制泰」的管理方式可說是實

驗失敗，管理空有一大堆的規章、罰則，管理員卻私自任憑己意以暴力控制。 

 

就像過去遠渡重洋到美國淘金的中國華工一樣，異地的人蛇或雇主利用華

工們生活的苦悶無聊，用賭博和美色誘惑華工們投入大筆金錢，最終往往導致華

工們負債累累甚至賣身終生為奴。除了工作辛苦常加班以外事實上不少泰工往往

因為思鄉、生活無聊或性苦悶、工作過於操勞等因素，容易以打手機、交紅粉知

己、生病、賭博、喝酒、甚至打架等方式解悶澆愁，這些都容易讓他們在台灣花

更多錢，甚以賒帳、高利貸借款的方式欠下大小不等的債務140。若從勞動力生產

面來看，仲介一面控制勞動力再生產，一面又強迫泰工每日出工，不斷地加強泰

工的勞動力生產，這樣不斷循環的結果，「強迫出工」正當化了賭博這件事，泰

工不僅替工地老闆賺錢，還替台灣仲介賺錢。因此仲介如果控制了泰工的勞動力

再生產，使其勞動力生產的成果最後被仲介獲取大部分，不僅泰工在母國的高額

仲介費很難還清，更可能導致泰工自身的無法翻身和母國家庭的破碎傾倒。 

                                                 
139 請參考附錄a裡16泰工列出的項要求改善項目，摘錄自「高雄捷運泰勞人權查察專案小組
調查報告」裡的附錄一，網址為http://www.evta.gov.tw/labor/account.htm。 

140 賭博性電玩的設置，使管理員和少數泰工翻譯成了組頭，獲得暴利、收取不當利益，還常導
致宿舍泰工之間的打架鬧事，甚至是負債。 

岡山宿舍 

小港宿舍 

鳳山宿舍 

2004.07~2006.10，泰國原裝進口，以泰制泰，卻實驗失敗，亂七八糟 

2005.08~2007.11，台泰混合管理，陽剛的擬軍事化管理，犯錯就罰 

2005.12~至今，台式管理，偏向寬鬆的人性化管理，自由沒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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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小港宿舍成立，黃先生聘請了一批軍方退役的軍官擔任管理人員，宿

舍裡管理人員「軍人轉任的多，像軍營一樣，犯錯就罰，（將泰工）送回去。141」

小港宿舍為何採用犯錯就罰的嚴格手段管理泰工，原因來自從岡山移來小港的泰

工在管理人員眼裡都是一些比較不乖需要被嚴格管教的問題份子，「（小港和鳳

山）一開始是一整批移過來，好壞都一起。後來零星送來的，就是有問題的，像

不上工、喝醉、不守規定、叫囂、會煽動大家的，才會送到小港來。142」管理人

員為了方便管理泰工，將辦公室設於整棟樓的一樓開放空間，只為了「每一個泰

工出出入入我們都看得到，誰都不能作怪，管理起來也方便。143」小港辦公區沒

有冷氣也沒有任何隔間，這與岡山和鳳山宿舍有冷氣且舒適的辦公室十分不同。

小港宿舍另外設置負責早點名和現場翻譯的泰工「自治幹部」二十名，並給予勤

務津貼每月五百元。之後隨著泰工人數的下降，自治幹部改為十五名，另在每層

樓設置泰工「樓長」負責「該樓層生活起居督導、緊急事故之回報及注意事項之

宣導」，並同樣領有五百元津貼144。樓長的設置不僅對管理助益頗大，也被期待

能夠強化組織。 

 

圖 3-8：小港宿舍一樓平面配置圖，設有開放辦公區、經理和管理師休息室、以及泰工翻譯的單

間宿舍。 

 

小港宿舍和岡山宿舍相似點較多，都設有福利社、廚房、泰工廚師和泰工

                                                 
141 20060729，阿泰管理員兼翻譯，小港宿舍。 
142 20060729，阿泰管理員兼翻譯，小港宿舍。 
143 20060729，阿泰管理員兼翻譯，小港宿舍。 
144 參考外勞生活照顧中心 20060617之發文，文號為U095-A5-0268。 

開放式辦公區 

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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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唯一的不同在於小港宿舍為了強化組織特別設置了自治幹部和樓長。隨著

小港宿舍管理漸上軌道，小港宿舍管理人員曾一度被派令至岡山宿舍支援協助，

以整頓岡山宿舍的「亂七八糟」。對於三個宿舍的各自為政，他們會解釋為是管

理方式的不同或是文化的不同，也或許與各宿舍負責的主管不同有關。高捷接管

後的岡山宿舍一直都處於不甚穩定的人事狀態，其管理制度也都十分鬆散、缺乏

條理與執行力。這似乎顯示了管理人員對“騷動”事件後的泰工抱持著戒慎恐懼的
心情，而不願意在管理上多所著力以免引發意外的騷動或衝突，他們始終暗自擔

憂著岡山宿舍這顆可能隨時會引爆的炸彈，而寧願在管理和互動上因循舊有模式

以不變應萬變。這樣的鬆散令前去支援的小港宿舍管理人員十分感冒， 

 

阿泰：「岡山管理員竟然有人逃跑一個月後才通報，才發現。一開始只說點

名沒看見人，真的很離譜。⋯有一個在前天逃跑，前幾天即有人懷疑⋯」 

我：「如何跑掉？」 

阿泰：「翻牆，很容易呀。行李一件一件慢慢帶出去。但他的護照和居留證

都在我這裡。145」 

 

岡山宿舍裡的管理人員大多也是由軍方退役軍官擔任，也常在言談說笑之

間不知覺地流露出軍人色彩。例如其中維二不是軍官的老烏會很在意的對我說，

「這裡就只有我官階最低。146」他認為因為官階的關係讓他在宿舍的地位相對也

較為低落。有一次恰好遇上中秋節高捷公司送給每位泰工一顆柚子，岡山宿舍派

人載回柚子後對柚子品頭論足起來，「像以前國軍都吃不要的香蕉，這些一定是

某個果園不要的次級品，高捷拿來，像勞軍。147」辦公室中有四個人開始說笑地

數起柚子的總數，因為多6顆的關係，有人很大聲地說「吃不夠，再殺一粒（柚

子），就送一個（泰工）回去。148」我跟著大夥一起笑了起來，大家都知道這只

是個笑話，帶點俏皮又有點殘酷的笑話，當時沒有任何一位泰工翻譯在場。 

 

三個宿舍的管理人員的人力和職務分配也不盡相同，岡山宿舍設有二位管

理師、七位管理員、二位泰工翻譯、和九位泰工廚師；小港宿舍設有一位經理、

一位管理師兼翻譯（泰北華人）、一位台籍翻譯、五位管理員、和一位泰工翻譯；

鳳山宿舍則設有二位管理師（其中一位專門負責伙食的分配）、五位管理員，管

理員兼翻譯共有一位泰北華人和一位嫁到台灣的泰國女子。小港宿舍的「台泰混

和管理」特別聘請了泰北華人阿泰擔任管理師，賦予全權掌管小港宿舍的一切事

務。例如阿泰可以自行找其信任的泰工擔任廚師，來幫他嚴格地控管外包廠商的

食物品質，「菜不對我就叫他不要煮」。也找了一位泰工翻譯負責擔任和泰工之間

                                                 
145 20060809，匿名者，岡山宿舍。 
146 20060915，岡山宿舍。維二不是軍官出身的還有另一名管理人員小光，他是華磐時期的老員
工，在高捷時期仍被留任，與泰工們交情頗佳，也在此多少學會一些簡單的泰語。 

147 20060922，岡山宿舍辦公室。 
148 20060922，岡山宿舍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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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橋樑，隨車帶泰工去醫院診所看診、有時還烹煮小港宿舍管理員的飲食，

提供正宗的北部泰式料理。有了宿舍泰工作為安全閥的緩衝後，台籍管理員因此

而免掉了直接管理泰工可能引發的衝突。 

 

相較於岡山宿舍和小港宿舍地理位置的偏僻，相反地鳳山宿舍雖然位於省

道旁，卻恰位於離鳳山市鬧區不遠處，不論是騎腳踏車或搭計程車都十分便利。

地理位置和交通的方便性使得泰工的門禁管理十分困難，因為工地離宿舍頗近，

管理人員也默許泰工可以自行騎腳踏車上下工。儘管騎腳踏車的路程可能不到

15分鐘，卻讓泰工擁有短暫自由行動的權利，可以在下工途中自行繞道去逛街

或採買，每日皆可享受暫時獲得解放的小小樂趣。鳳山宿舍講求「人性化管理」

恰好和小港宿舍追求的「（擬）軍事化管理」極不相同，因此自由騎乘腳踏車及

門禁的寬鬆管理看在小港宿舍管理人員眼裡便成了「自由、沒有規則」。鳳山宿

舍不像其他兩個宿舍設有廚房，因此也沒有廚工，更沒有聘請正式的泰工翻譯而

改由一位泰籍華人和泰籍配偶擔任翻譯工作，形成幾乎完全由台灣籍管理人員掌

控的「台式管理」模式。因為有一位熟知泰國習俗的泰國配偶在，鳳山宿舍也就

特別注重泰國慶祝節日儀式活動的舉行，例如潑水節、藤球比賽、泰皇生日祈福

活動等。其中一次最特別的活動是趁著為泰皇舉行生日祈福活動時，也順便替一

位突然暴斃過世的泰工進行超渡祈福儀式。也許因為身體過度勞累、喝酒後睡覺

時身體失溫等因素造成，但事實上這並非是泰工一遇上寒流即突然無預警暴斃的

唯一例子。然而特地為暴斃泰工設置簡便靈堂、進行募款和超渡祈福儀式，也顯

示了鳳山宿舍人性化管理的特徵。 

 

對於高捷公司的管理員來說，「宿舍每天忙的事情不同，光處理交通調度、

休假、就醫、工地人力調度、伙食、零用金調查與發放、薪資轉帳、契約的展延、

解約或遣返和出入境，每天就都忙不過來了。」149有時候還要應付一些突發狀況，

例如酗酒不出工、上工途中150、上工期間或外出意外受傷、母國的家庭意外（例

如親人生病或過世或夫妻吵架等）、偷竊、或是工地發生工殤或打架事件，甚至

還會發生寒流來襲當晚泰工意外暴斃。在宿舍「偷竊很常發生。有一次有人29

號領零用金，放皮包，洗衣時放在洗衣機上馬上被偷。有的還偷手機、鞋子。」

尤其賭博和喝酒問題常常成為製造問題的根源，因為「不喝酒都很好，一喝就什

麼都來。151」相對於其他公共工程讓小包商自行申請外勞和自行管理，高捷公司

外勞生活照顧中心的管理員以為比起沒有制度、福利的小包商，高捷公司給予泰

工們不論在生活環境和管理制度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不只一位管理員跟我說

「外面很多工地給外勞住的是鐵皮貨櫃、或是老舊漏水的土角厝，有時候連床都

沒有直接睡地上。」他們紛紛強調「我們（高捷）對泰勞算是很好、很有制度的

                                                 
149 20061207，小木工程師，岡山宿舍。 
150 鳳山宿舍很多泰工都自己騎腳踏車到工地上工，只要五到十分鐘。雖然高捷明文規定上下工
需搭乘遊覽車集體進出，但這在鳳山宿舍無法有效地約束泰工。 

151 20060729，阿泰管理員兼翻譯，岡山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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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當「在岡山（宿舍）年紀最小、話最少，交代做啥就做啥。」的年輕

管理員小光離開高捷，「現在去彰化建築工地管44名越工」時，小木會半開玩笑

半認真地說「彰化給小光配一個翻譯，很輕鬆，你用小腦去管理就好。」152所謂

的「用小腦去管理」不正表明了高捷投注在外勞生活照顧上的心力與成本遠高於

其他公共工程的包商？ 

 

儘管三個宿舍各有特色及其管理特徵，然而每個台籍管理幹部對於泰工的

態度並非完全一致。有的會將台灣工人與泰工拿來和工地的工安管理相比較，「像

喝酒或不戴安全帽，工人的行為無法改善，不像工地的環境、設施可以改善」153，

做過工地安衛主管工程師的小木認為比起物的管理「管人很難」；有的管理員則

將泰工視為「小孩子」，因為「他們像小孩子一樣講不聽，講好幾次都聽不懂」，

以此來解釋運用軍事化手段管理的合理性；有的站在人權的角度認為「要“人性

化管理”，（宿舍）不是看守所、監獄」154；有的管理員甚至看到了泰工懂得如

何運用集體力量來爭取權益，「他們其實很聰明的，自從暴動過後，他們開始懂

得運用媒體（的力量），來爭取他們的權益155」。「擬軍事化管理」在高捷宿舍似

乎是個理所當然的管理手段，除了三個宿舍有半數以上管理員都是軍校退役軍官

以外156，誠如早期接受過工人運動洗禮157的高市勞工局外勞查察員老富所言，「我

也很想要用“人性化管理”，但是面對那麼多人那麼難管理，最後還是不得不走

上“軍事化管理”」。老富的矛盾恰恰展現了管理的難處，與其「因為“人性化

管理”讓泰工們爬到我們頭上，倒不如統一用“軍事化管理”手段反而好管理好

做事158」，基於管理人員與泰工之間人數比例上的懸殊、位階和權利關係的不同、

缺乏信任關係以及文化上的不同等因素，終使「擬軍事化管理」戰勝了「人性化

管理」，成為政府、雇主和仲介最常使用的管理手段。 

 

吳挺鋒（1999）159分析對外勞進行「擬軍事化管理」，除了人身控制、防止

                                                 
152 20061207，小木工程師，岡山宿舍。小光管理員於華磐時期即在岡山宿舍服務，泰工暴動後
被高捷以一年簽一年約的方式留任，至2006年10月簽約期滿即離職。除了為了賺更多錢而
離職以外，小光列為暴動案的被告更是其離職的最主要原因。其因為涉及賭博電玩檯的放置
經營而列為被告。 

153 20061207，小木管理員，原為聯鋼的工安工程師，後被調至岡山和小港宿舍服務。 
154 20060720，老何管理員，泰北華人，原擔任華磐的仲介業務後被延攬進鳳山擔任翻譯，也是
得亨人力派遣的一員。 

155 20060914，高雄市勞工局外勞查察老富，岡山宿舍。20060826，小木管理員，岡山宿舍。 
156 20060829，老烏管理員，也是得亨人力派遣員之一。他會說「大家都是軍人，（宿舍裡）只
有我的軍階最低。」 

157 老富年輕時曾加入勞工陣線，是一位忠實的民進黨員和工運份子。高雄市勞工局於南縣產業
總工會理事長方來進擔任局長期間，網羅了一大票的工運組織者進入勞工局工作，老富也是其
中之一。老富在勞工局工作期間曾為了爭取外勞的權益和人力仲介公司槓上，被某高層民代冷
凍外放到左營勞工中心「顧桌子」長達二年之久。 

158 20060914，高雄市勞工局外勞查察老富，岡山宿舍。 
159 參閱吳挺峰 1997年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外勞」休閒生活的文化鬥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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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逃以外，更根本的應該還是「資本的利益」使然。例如雇主集中提供住宿所收

到的巨大經濟利益，除了可每月向外勞固定收取膳宿費用以外，還能確保外勞的

低廉工資得以在台灣消費並有足夠的餘額可以匯回母國。如果任由泰工們無限制

的花用零用金或薪資，不僅無法在台灣既有的消費水準下合理的消費，更會直接

造成母國家庭失去經濟來源的保障，而使廉價薪資的合理性不復可能。不論是「擬

軍事化管理」或是「人性化管理」，無論任何人想要管理近兩千人的大宿舍並非

易事。管理是種手段，不論運用怎樣的手段或與之命名，都是管理方式和問題困

境的某種反應。當泰工們喝酒、賭博、偷竊、鬧事「不聽話或不乖」時，管賞罰

分明的「擬軍事化管理」手段就會冒出頭；當泰工們「凡事忍耐、配合」160時，

「人性化管理」手段就會出現以彰顯管理員和善、熱情及慷慨的一面。這兩種管

理手段的轉換及交織運用，都是依現實狀況加以調整的，因此不是單一也非固定。 

 

 

四、 小結 
 

本論文在本章以泰工“騷動”事件為分水嶺，討論“騷動”事件後勞動政權之重
構、調整與適應過程。藉由描述高雄市政府外勞政策的主要特徵及具體作為來說

明官方角色變化的更迭，官方勞動政權經歷了由進步改革轉而退卻保守的過程，

其中政治氣氛的變化及政府官僚的慣習決定了前進或後退的基調。同時，接管宿

舍、因循舊華磐管理制度的高捷公司，其管理技術的重整及修正也重塑了資方勞

動政權的形式和內容。透過對泰工生活管理的改善及對其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重

新的掌握和支配，資方亦有效地化解了泰工們的集體力量。 

 
台灣社會過去對高捷泰工之關注不下於對高捷工程何時完工的期待，但隨

著高捷工程將於今年年底全線通車，及今年六月底最後二百七十名泰工全數契約

期滿返國，一般大眾對高捷泰工的關注在“騷動”案發生近三年的今日，竟然如同
過眼雲煙般地隨之煙消雲散。連勞委會原本刊載於官方網頁上的「高雄捷運泰勞

人權查察專案小組調查報告」內容也在今年被取下，彷彿宣告高捷泰工的“騷動”
事件已然悄悄落幕，無人聞問。除了因工程招標弊案收受工程款賄賂的公務人員

遭到法院判刑以外，其餘涉及泰工“騷動”事件因「行政疏失」而受牽連的公務人
員也都獲判無罪。高捷工程的完工通車、高捷泰工的期滿返國、涉案公務人員的

法律審判加上政治氣候的改變，使泰工“騷動”事件在「歷史時間」的緩慢推移下
“騷動”逐漸地淡化遺忘。然而，因為此事件而暴露出政府在外勞政策上的諸多缺
失，一直需要接受社會的監督、批判和檢驗，這也是本論文的主要關懷之一。 

 
以高捷泰工為例，當他們以客工身份長年不斷地漂流於各個不同的異國之

                                                 
160 請見高雄市勞工局 2006年出版的《高市勞工》第六十四期。由岡山宿舍泰工翻譯阿猜所寫
的文章「相信忍耐就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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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促使他們長久分離與國家和家庭的動力不僅是單純的所得提高、家庭經濟的

改善、社會地位的提升、或對下一代社會流動的期待，泰國和台灣兩國的勞工和

移民政策的強化或缺失才是支配移工之所以來台的最重要關鍵。而高捷泰工一半

以上比例因為“騷動”事件之故使其工作二年期滿即不續約的現象，證實了泰勞
“騷動”事件所帶來的政治效果遠遠大於其對外勞制度、權益檢討修正的可能助
益，比起對勞工權益的促進和維護，台灣政客們明顯地更熱衷於政治鬥爭。 

 
高捷泰工“騷動”事件對台灣法令最大的影響莫過於政府不得不進行「外勞

生活計畫管理書」的修訂，在飲食項目加入「伙食委員會」的設置；住宿項目規

定外國人之居住面積，宿舍室內總面積除以總人數，每人從二點五增加為三點二

平方公尺以上；管理方面不僅規定了設置外國人生活管理人員的人數比例，還規

定雙語人員的聘僱比例，另外還增加了外勞休閒及宗教信仰的設置以及申訴處理

機制的告知。然而「外勞生活計畫管理書」的修訂究竟在實質上對移工們的飲食、

居住和管理方面的權益有無真正的落實和改善呢？ 

 

立委徐中雄表示，許多勞工局的查察員告訴他，他們根本從來沒有去

檢查過什麼外國人生活管理計畫書，即使檢查未過關，勞委會也會先行讓

雇主申請，日後改善，這根本就是陷地方公務員登載公文不實，明明檢查

沒過，卻仍通過外勞申請161。 

 

外勞生活管理計畫書尚未修訂之前，地方政府的外勞查察員但即因為人力

不足常無法親前往宿舍查察，等到外勞生活管理計畫書修訂通過後，就算外勞查

察員進行時地查察工作，也常因為上級主管機關勞委會的放水而依舊無法落實查

察工作，這使得法令的修訂變得徒具形式而已。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勞委會除了

增加外勞查察員的名額以外，仍舊無法針對外勞查察制度既有的缺陷進行強化，

不僅官方不告不理的官僚作風依舊盛行，連特派一位外勞勞查察員緊盯高捷宿舍

生活管理的措施也在高雄市長大選結束後告終，更遑論要對外勞查察制度進行改

革。因此，儘管高雄市政府在高捷泰工“騷動”事件前後歷經了由進步改革到退卻
保守的過程，國家機器嘗試在壓制與接受之間對“騷動”事件的後果進行修正、疏
導和收編，似乎政治氣氛的轉變才是真正決定國家機器的勞動政權重構，究竟會

用何種手段加以施用。 

 
王宏仁和白朗潔研究發現越南移工在台所得的經濟利益極少，但卻依然前

仆後繼地選擇繼續來台或至其他第三國家打工。這樣的矛盾現象同樣發生於高捷

泰工身上，他們普遍認為遇上不好的仲介（華磐）只是特例，雖然騷動所形成的

集體力量最後無法直接解決昂貴仲介費的問題，也多認為雇主高捷所給的薪水過

低，但他們普遍想要再度來台工作的意願極高，絲毫不受“騷動”事件的負面影響。 

                                                 
161 20071015，自由時報，陳曉宜所撰「基本工資調漲 外勞反而領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