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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政府公佈之資料顯示，外籍勞工在台人數已超過三十萬人，其中菲律賓籍勞工佔電子業63%，是電子業不可或缺

之基層勞動人力。本研究目的係以菲律賓籍勞工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管理制度的合理性，並據此提出合理化之改善方案，來

提供企業界在未來進行制度修訂時之參考。 本研究之問題係在探討菲律賓籍勞工對管理制度之看法，研究對象選擇兩家台

灣北部電子業，先採取文件分析法來比較分析企業之菲律賓籍勞工管理制度，其次採取焦點團體訪談法，藉以了解菲律賓

籍勞工對管理制度的看法，最後並以紮根理論研究法來作分析訪談結果以了解在管理上產生之問題。 經彙整分析發現有分

屬於國家面、工作面及生活面共計十三種問題類型，針對發現的問題本研究亦已提出二十點日後合理化之改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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