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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籍勞工引進國內近十年之際，勞動巿場本已趨於穩定，國人亦漸漸了解「外籍勞工」，然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亞洲金融風

暴發生後持續二年之中，企業界面臨經營上之另一挑戰，部份因而關廠或歇業，另有一部份把握機會擴展規模，而勞動巿

場之變動情形，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所以本文之研究目的有二： 一． 研究亞洲金融風暴後外籍勞工與本國勞工人數、

工作內容之變動形 及分析企業界引進外籍勞工之動機，進而分析外籍勞工對本國勞工就業 機會之影響。 二． 亞洲金融風

暴後外籍勞工與本國勞工之工作時數、薪資及獎金變動 情形，進而分析外籍勞工對本國勞工勞動條件之影響。 本文採個

案研究方法，以現場訪談、觀察及問卷方式進行研究，並配合相關文獻探討及產、官、學三方面專家及相關管理人員訪談

後，獲致以下結論： 一． 就業機會影響分析結果 1. 引進外籍勞工之動機，缺乏勞動力並非全然發生在各產業及各公司， 

其中有許多公司僱用外籍勞工之動機在於勞動成本上之考量。 2. 政府對外籍勞工配額之管制政策，為企業僱用外籍勞工人

數增減之主 要因素。 3. 企業規模愈大，外籍勞工僱用人數受單一因素影響愈小，因而外籍勞 工人數及職務內容調整也愈

小。 4. 營造業所僱用之外籍勞工，屬於整個專案之引進，因而受經濟及行業 景氣之影響較大，進而易受其影響而作大幅

度波動。 5. 外籍勞工所從事職務內容逐漸增多，其中有許多為本國勞工有意願、 有能力從事之工作，因而有漸漸取代本

國勞工之趨勢。 6. 外籍勞工人數之增減，受經濟性與非經濟性因素之互動影較大，受單 一因素所產生之影響較小。 7. 製

造業僱用外籍勞工，替代性動機常大於互補性動機；而營造業則互 補性動機成份較大。 二．對勞動條件影響分析結果 1. 

依供需平衡理論，勞動力供需不平衡時，在其他影響因素不變之情況 下，勞動條件受其影響將更加嚴重。 2. 亞洲金融風

暴發生後，各公司勞動條件之改變，並非完全相同，每一 條件之改變，經營策略皆佔有相當程度之影響。 3. 製造業在亞

洲金融風暴後，外籍勞工之僱用未有明顯之變動，本國勞 工各項勞動條件變動幅度不大。 4. 營造業因受經濟因素影響較

大，因而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外籍勞工明 顯減少，然本國勞工之勞動條件並未因而提升。 5. 外籍勞工高於本國勞工加班

工作時數之差距，於亞洲金融風暴後，仍 未有改變。 6. 外籍勞工僱用人數之多寡，對企業給予基層作業人員之薪資並未

有明 顯之影響。 7. 外籍勞工之僱用，對基層作業員工年終獎金給予之數額，影響甚微。 8. 外籍勞工超高之加班工作時數

，與經營策略較有直接關係，與企業規 模、經營狀況則有間接關係。 三． 綜合性觀察分析結果 1. 海外投資集中在大陸或

越南之公司，相較投資於泰國、馬來西亞及印 尼等風暴嚴重地區之公司，勞動巿場所受衝擊程度較小。 2. 外籍勞工與本

國勞工之關係屬替代性或互補性，與公司之經營策略有 重要之關連性。 3. 僱用外籍勞工，對傳統產業升級之影響甚大但

並非絕對，因仍有許多 僱用外籍勞工公司進行技術提升及設備更新。 4. 當前外籍勞工薪資以法令給予保障，應回歸勞動

巿場機能，不同產業 之薪資水準，經由巿場競爭法則，自由調節，並可降低企業對外籍勞工 之依賴。 5. 外籍勞工之工作

期限，應有彈性之調整空間，以避免成為他國外籍勞 工之訓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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