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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因近年來產業結構改變，以致勞動力不足，自就業服務法修法通過，准許各產業之雇主聘雇外籍勞工來台工作，迄今

，已約有40幾萬的外籍勞工在國內工作、生活、消費，在我們周遭場所中，時常可見他們的蹤影。以目前我國開放的外籍

勞工來源中，以東南亞籍為主: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也有少數來自蒙古，有了他們的加入，確實提供了

各產業中穩定、可靠以及低廉的勞動力來源。 但據統計資料指出，目前約有3萬多名外籍勞工，因各種因素，擅自離開工

作場所後，失去聯繫、不知去向，簡單說，即是13名外勞中就有1 名是行蹤不明之外勞。如此，除了造成雇主無法再遞補

外勞，以補充欠缺之人力外，也造成外勞行方不明後衍生之逾期居留、非工法工作、影響社會治安、疾病防疫漏洞、逃漏

稅等問題。政府以及相關單位已逐漸重視此項議題，並邀集各單位及專家、學者研擬相關改善措施，以及進行相關修法，

但成效是乎不彰，以致外勞行蹤不明人數，並未有明顯下降情形。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行蹤不明外勞為研究對象，將外勞

「行蹤不明」之動機，視為「離職」之概念，並以文獻探討有關員工離職之因素，找出相關因素之變項，建立研究架構及

假說，進而以國內外相關之理論，發展、設計問卷，以遭警方或相關單位查獲之行蹤不明外勞為對象，調查、分析以及驗

證，相關假說是否有相關或顯著之因素有哪些。或許本研究所探討的幾個變項「人格特質」、「工作特性」、「工作滿足

」、「離職傾向」等，已在國、內外有許多相關研究，但以本國之外籍勞工已逃逸者為對象，實際調查研究者，尚不多見

，期望透過本研究之結果能找出影響外勞行蹤不明之因素，也希望藉此提供外勞之雇主或相關單位參考，以及後續相關更

深入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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