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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會各界對失業議題均相當關注，此意謂經濟體系中存在未被充分利用的人力資源，據主計處統計，2009年8月時失業人

口達到歷史高峰，有近68萬左右失業人數，雖然截至2012年8月稍有下降，但也有超過50萬失業人數。西元2000年前台灣

的失業率約在3％以下，但2000年開始急速攀升，並在2001年8月突破5％的大關，甚至在2009年7-9月間達到6％以上，直

到2011年底，每月的失業率幾乎都在4％以上。 影響失業率上升的原因諸多，如經濟面因素，全球經濟環境不景氣，外籍

勞工的引進，甚至政治因素的影響等。我國自1989年開放外籍勞工引進至今，引進人數節節升高，今年8月底（2012）

共440,382人達到最高峰，這些外籍勞工引進，會佔去本國勞工就業機會，對本國就業市場產生相當大的衝擊。 因此本研

究針對「引進外籍勞工與失業率」間作探討，研究樣本採用主計處及勞委會1997年至2011年統計資料。包含歷年引進外籍

勞工的月平均人數與歷年的月平均失業率（含各教育程度別）。經過敘述性統計描述、Pearson和Spearman雙變數相關分

析、簡單線性迴歸分析後得到以下結論： 一、引進外籍勞工人數和總失業率間呈正相關，且達到顯著性影響（在顯著水

準1%下），表示引進外籍勞工人數越多則失業率會越高。 二、以教育程度分，除國中及以下和專科畢業者，其失業率與

外籍勞工引進有正向影響，但實證顯示並無顯著性影響外。其餘各教育程度別與外籍勞工引進有正向影響，且均達到顯著

性影響（在顯著水準1%下），表示引進外籍勞工人數越多則失業率會越高。 因此建議政府對於引進外籍勞工的性質與經

濟效益，應權衡利弊取得平衡，外籍勞工引進的限制或鬆綁，更應審慎評估。亦建議本研究未來可加入性別、年齡組與行

業別等更深更廣層面，以取得更完善精確結果和影響程度，提供政府或相關單位作為引進外籍勞工政策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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