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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的外勞政策由1994年的外勞開放高峰後，就因政經局勢的不穩，導至失業率攀升，而於1996年以後就一直處於緊縮狀

態。但是產業的缺工問題卻從來沒有停止過，由其以三K產業最為嚴重，以至於政府於2006年1月1日通過三K產業外勞專

案。 政府於1996年已後，就幾乎未再提出新的引進外勞政策了，卻於2006年專門為三K產業引進外勞，因此外勞政策與

三K產業之間的影響即成為本研究的背景及動機。本研究試圖從三K產業運用外勞的原因，來探討外勞政策對其企業所產

生的影響及引發管理意涵，並提供政府及企業之相關建議，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依據。本研究以下列問題做為研究方向:一

、三K產業引進外勞的原因。二、外勞政策對三K產業的影響。三、對政府外勞政策的建議。 本研究以中部地區十二家

三K產業之企業主或相關主管為採訪對象，進行一對一的深度訪談。試圖從受訪企業外勞的引進狀況，來發現我們的研究

問題及結論。經過訪談分析結果與文獻蒐 集對照後本研究發現： 一、由於競爭力下滑，受訂單減少之影響，缺工問題不

再是引進外勞的最主要因素，成本因素為最主要考量。 二、大多數的三K產業傾向使用新的政策，未申請的企業主要是受

到政策因素的限制，及本身經營不善為主因。 三、傾向不引用外勞的企業，本身也有成本和缺工問題，最主要的原因為企

業主理念，但也有企業因為這一波新政策而決定使用外勞，仲介業的強力推銷，也成了一個新的因素。 四、大企業因擴廠

而導致缺工，為了能滿足人力需求，通常都願意以較高的薪資來僱員工，它們大都會將維持產能放在第一要素，但是人力

成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五、三K產業引用外勞的因素分為六種，分別為成本因素、缺工問題、政策因素、企業主

理念、仲介業之因素、競爭力問題。 六、受訪之三K產業多對新政策保持肯定之態度。 關鍵字:外勞政策、三K產業、缺

工問題

關鍵詞 : 外勞政策 ; 三K產業 ; 缺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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