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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不論中外，許多相關文獻資料一致指出，從事家事工作的移住勞工，是最弱

勢也最易被忽視的勞動者，因此特別並迫切需要受到保護、協助與支持。在個人

研究接近尾聲時，台灣社會又驚爆某前立委涉嫌性侵害外傭的疑雲事件，若非加

害嫌疑人是響叮噹的知名人士，本案恐怕會像是掉落在森林裡的一片殘葉，無聲

無息地被埋葬在地底下。然而，一葉知秋、見微知著，在國家/仲介/雇主三層壓

迫及族群/階級/性別三重歧視的緊密交錯、環伺包圍之下，外傭像是誤入叢林的

迷途白兔，除了身陷工作/生活困境外，隨時可能會面臨突如其來的危險和陷阱。

無怪乎一個又一個的外傭要從這片市場叢林中奔逃而出，尋找心目中理想安穩的

水草豐沃地。顯而易見的是，現階段的台灣社會，「逃逸」竟成了外傭最後的救

贖之道！ 

 
外傭來台工作若是一場人生賭注，則在這場充滿不公不義遊戲規則的賽局

中，外傭手中恐怕毫無籌碼可言，唯一「贏」的機會或許只能端賴個人「運氣」

─是否碰上一個「仁慈善良」的好雇主。但遠渡重洋、跨國逐夢的外傭，豈能只

是將全副希望寄託在台灣雇主身上？近年來，一股來自外勞自主的草根力量正在

逐漸成形，一種來自外勞自身的不同聲音也正在逐漸湧現。在民間 NGO及有心

人士的支持協助下，外勞正在不斷積累行動能量，嘗試突破既有結構的種種限

制。同時，我們也不可忽略在個別家戶工作的外傭，在勞動生活場域的能動性。

儘管與整個體制正面衝撞不易，但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外傭，還是能夠在日常生活

裡，進行規模大小、手法明暗、策略深淺各有不同的反抗方式和鬥爭手段，於強

弱鮮明的勞雇權力戰場裡，步步為營地為自己開疆闢土。在筆者的研究過程中，

一些外傭為了維護尊嚴與爭取權益的堅毅執著精神，像是壓不扁的玫瑰，已然銘

刻在這方島嶼之上。 

 
    要還原外傭做為一個自主個體的完整人格，根本之道在於回復外傭的勞工身

分並且肯認其公民權利，若不朝此雙軌前進思考，則任何所謂植基於人權的外勞

制度，恐怕只是構築在沙灘上的城堡。 

 
一、回復勞工身分：自由轉換雇主，是勞工的天賦人權，也是勞工安身立命之 

所在。官方應嚴肅認真思考，鬆綁外傭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法令，並遵照 

國際勞動公約的精神，讓工作達一定期間的外傭，得以自由轉換職業，則 

外傭不僅得以脫離勞動桎梏，也有機會沿著社會階梯向上攀爬。同時，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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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確有適用勞基法的窒礙難行之處，應另立特別法(如家事服務法)規範 

基本勞動條件。而在立法前的過渡期，應訂定強制性的定型化勞動契約，     

將國際移住勞工權利公約及國內勞動保護法令的重要內涵納入，讓外傭能 

夠獲得勞動基準的起碼保障。攸關外傭社會安全權利的勞保條例，也應儘 

速修正，將五人以下的受僱勞工，強制納入保險範圍，乃至就業保險法亦 

應涵蓋「暫時失業中」的外傭。此外，工會法應拋棄現行產業別與職業別 

之間涇渭分明的界線，允許特定社群能夠自由籌組工會，讓外傭培養組織 

動員、協商談判力量。外傭的勞工身份若能得到確保，其勞動人權才能堅 

    如磐石。 

 
二、肯認公民權利：政府的移民政策應將外勞納入，做一全盤性、前瞻性的革 

新思維。對於符合一定資格條件的外勞，在台灣工作居留達一定期間後， 

應給予取得公民身份的機會。如 Keith Faulks所言，雖然移民團體仍然可 

能在公民社會的條件下，把自己組織成一個政治運動的團體，但若沒有投 

票選舉與擔任公職的正式權利，他們幾乎無法參與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即 

使是可能對移民的社會權益與公民自由造成不良影響的政策。不具公民身 

分者因此只是國家施政的對象，不能是積極的參與者1。甚至，在此一全球 

化時代，我們應嘗試破除公民身分與民族國家的關連，重新建構公民身份 

的概念，如「多重公民身分」。外傭的勞工身分，背後應有公民權利佈樁支 

撐，才能固若金湯、完整無缺。 

 
    外傭像是一面鏡子，讓我們觀照自身的不足與缺陷；外傭也像是一扇窗，讓

我們看見世界的多元與瑰麗。外傭跟我們一樣，都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

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在我們努力擦亮「人權立國」招牌的同時，莫忘檢

驗人權國家的最佳準則，應是「由下而上」、「由外而內」、「由弱而強」。我們需

要的是築橋而非砌牆的外勞政策，同時，我們更需要的是拋棄傲慢與偏見的族群

本位主義，並培養廣泛與深刻的人權紮根教育。 

 
 
 
 
 
 
 

                                                 
1 Keith Faulks，公民身分，黃俊龍譯，p14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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