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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111-011號            111年 11月 

友善臺中，幸福移工 

前言 

國內基層勞動力不足現象存在已久，外籍移工在基層勞力密集產

業市場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不僅填補近年來臺灣勞動力之缺

口，亦是政府發展長期照顧政策之生力軍，協助照顧有長照需求的年

長者，因此，維護這群外籍移工的勞動權益及妥善的安置政策便是現

今政府的一大課題。 

一、 依「110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顯示，我國 110年 8月底工

業空缺人數達 11萬 9,182人，以製造業 9萬 517人(占 75.95%)

為大宗；截至 111年 9月底，全國老年人口比率已達 17.33%，

對於長照人力的需求隨人口老化而提高。 

    現今社會受少子化和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國內勞動

供給無法滿足產業人力需求，致國內產業缺工問題日益嚴重，依行政

院主計總處「110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我國 110年 8月底工

業空缺人數達 11萬 9,182人，較 100年 8月底增 2萬 9,121人(32.33%)，

其中製造業 9萬 517人(占 75.95%)為大宗，增 1萬 3,070人(16.88%)，

營建工程業2萬5,758人(占21.61%)次之，增1萬3,788人(115.19%)(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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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10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

圖1、全國工業空缺人數-依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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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自 107 年 3 月底開始，全國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14.05%，我國

正式邁入高齡社會，截至 111 年 9 月底，全國老年人口比率已達

17.33%，隨著老年人口快速成長，慢性病與功能障礙的盛行率急遽上

升，因應高齡社會所帶來的人口老化、老人安養等問題，國內對於長

照人力的需求隨之提高。  

二、 本市 111 年 8 月底外籍移工 10 萬 5,806 人，較 100 年底增

82.34%，其中產業外籍移工 8 萬 3,149 人(占 78.59%)為大宗，

增 130.78%，社福外籍移工 2萬 2,657人(占 21.41%)，增 3.00%，

本市外籍移工人數占全國外籍移工人數比率為 15.02%，為全國

第 2。 

    為解決國內產業缺工及失能者之照顧問題，及避免影響國人就業

權益下，我國採取補充性及限業限量原則，適度引進外籍移工補足人

力需求。本市 111年 8月底外籍移工 10萬 5,806人，較 100年底增 4

萬 7,778 人(82.34%)，以產業外籍移工 8 萬 3,149 人(占 78.59%)為大

宗，增 4萬 7,119人(130.78%)，社福外籍移工 2萬 2,657人(占 21.41%)，

增 659人(3.00%)(表 1)。 

    觀察歷年資料，外籍移工人數呈逐年增加趨勢，惟 109年起受新

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國內實施邊境管制政策，外籍移工入境

單位：人

合計 農林漁牧業 製造業 營建工程業 合計 家庭看護工
養護機構看

護工
外展看護工 家庭幫傭

100年底 58,028 36,030 105 35,707 218 21,998 20,677 1,108 -                213

101年底 61,185 38,874 115 38,445 314 22,311 20,904 1,192 -                215

102年底 67,274 44,423 133 44,047 243 22,851 21,364 1,260 7 220

103年底 76,205 52,463 146 52,141 176 23,742 22,107 1,403 9 223

104年底 82,537 58,449 126 57,968 355 24,088 22,380 1,455 9 244

105年底 88,993 63,522 149 62,895 478 25,471 23,714 1,525 8 224

106年底 98,622 71,900 193 71,320 387 26,722 24,920 1,546 -                256

107年底 105,775 78,423 211 77,779 433 27,352 25,504 1,596 -                252

108年底 106,026 78,474 206 77,727 541 27,552 25,682 1,623 -                247

109年底 104,483 78,113 222 77,125 766 26,370 24,483 1,665 -                222

110年底 100,552 76,703 200 75,695 808 23,849 22,075 1,581 -                193

110年8月底 103,991 79,108 219 78,026 863 24,883 23,067 1,616 -                200

111年8月底 105,806 83,149 277 81,695 1,177 22,657 20,829 1,639 -                189

資料來源：勞動統計查詢網

表1、臺中市外籍移工人數-依產業類別分

總計
產業外籍移工 社福外籍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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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限制，人數始呈下降，110年底 10萬 552人，較 109年底減 3,931

人(-3.76%)，但仍較 100年底增 4萬 2,524人(73.28%)，其中產業外籍

移工，110年底達 7萬 6,703人，為 100年底 3萬 6,030人之 2.13倍，

占比 76.28%亦較 100年底 62.09%增 14.19個百分點；另社福外籍移

工 110 年為 2 萬 3,849 人，較 100 年底 2 萬 1,998 人增 1,851 人

(8.41%)(表 1)。 

觀察六都資料，111年 8月底本市外籍移工人數 10萬 5,806人，

僅次於桃園市 12萬 1,656人，居六都第 2；與 100年底相較，本市增

幅達 82.34%，居六都第 3，僅次於高雄市 102.32%及臺南市 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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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統計查詢網

圖3、111年8月底六都外籍移工占全國比率-依產業類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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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市外籍移工人數占全國外籍移工人數比率為 15.02%，為全國第

2，僅次於桃園市占 17.26%，因六都就業機會較多，有 6成 8外籍移

工集中於此，其餘縣(市)中除彰化縣(占 8.47%)外，皆低於 5%；若以

產業類別觀之，本市產業移工占全國產業移工比率 17.02%，為全國

第 2，僅次於桃園市占 21.15%，而社福移工則以臺北市占 16.73%及

新北市占 16.56%居前 2位，本市占 10.49%為第 3(圖 2、圖 3)。 

三、 本市 111 年 8 月底產業外籍移工以製造業 8 萬 1,695 人，占

98.25%最多，較 100年底增 4萬 5,988人(128.79%)，社福外籍

移工以家庭看護工2萬829人，占91.93%最多，增152人(0.74%)；

以國籍觀之，產業外籍移工以越南籍 4 萬 4,869 人，占 53.96%

最多，社福外籍移工以印尼籍 1萬 6,749人，占 73.92%最多。 

    觀察本市產業外籍移工行業，以製造業移工為多數，111年 8月

底達 8萬 1,695人(占產業外籍移工 98.25%)，較 100年底增 4萬 5,988

人(128.79%)，其中又以金屬製品製造業2萬4,716人(占製造業30.25%)

最多，機械設備製造業 1萬 6,367人(占製造業 20.03%)次之；另為因

應營建業缺工問題，109年至 110年陸續放寬工程申請移工資格，近

2年營建工程業移工成長快速，111年 8月底有 1, 177人，較去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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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1年8月底臺中市製造業移工人數-依中類行業分

資料來源：勞動統計查詢網

備註：其他製造業包含家具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紡織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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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 314人(36.38%)，為 100年底 218人之 5.40倍。社福外籍移工則

以家庭看護工為主，111 年 8 月底為 2 萬 829 人(占社福外籍移工

91.93%)，僅較 100年底增 152人(0.74%)，追不上長照人力需求(表 1、

圖 4)。 

以國籍觀之，111年 8月底產業外籍移工以越南籍 4萬 4,869人

(占產業外籍移工 53.96%)最多，較 100 年底大幅增 3 萬 1,072 人

(225.21%)，泰國近年經濟改革帶動產業升級，該國自身人力需求增加，

致泰國籍移工來臺漸減，自 104年底起，菲律賓籍移工人數超越泰國

籍移工，111 年 8 月底達 1 萬 3,935 人(占 16.76%)躍升第 2 位，增

16,103 16,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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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 人(84.11%)，而印尼籍移工 1 萬 3,534 人，位居第 3，增幅達

328.56%最高。社福外籍移工則以印尼籍移工 1萬 6,749人(占社福外

籍移工 73.92%)最多，較 100年底增 646人(4.01%)，越南籍 3,056人

(占 13.49%)次之，減 1人(-0.03%)(圖 5、圖 6)。 

四、 本市 111 年 1-8 月辦理外籍移工定期健康檢查，不合格率為

0.28%，以泰國籍移工 0.51%最高，越南籍移工 0.29%次之，以

性別觀之，男性以泰國籍移工不合格率 0.51%最高，其次為印尼

籍移工 0.37%，女性亦以泰國籍移工不合格率 0.44%最高，其次

則為越南籍移工 0.24%。 

    外籍移工為各產業的幫手，本市提供定期健康檢查，關心其健康

狀況。110年辦理外籍移工定期健康檢查1，健檢人數 9萬 2,746人，

其中男性 5萬 4,135人(占 58.37%)，女性 3萬 8,611人(占 41.63%)；

健檢不合格者 288人，健檢不合格率為 0.31%，其中男性不合格率為

0.35%，較女性高 0.10個百分點。觀察歷史資料，110年不合格率 0.31%，

較 100年 0.70%減 0.39個百分點，歷年來男性不合格率除 102年外，

皆高於女性(圖 7)。 

    外籍移工健康檢查項目包含胸部X光(肺結核)、腸內寄生蟲檢查、

                                                      
1 入境工作滿 6、18、30個月應接受檢查。 

22,462 
54,135 

24,910 

38,611 

0.85

0.35
0.57

0.25

0.0

0.2

0.4

0.6

0.8

1.0

0

30,000

60,000

90,000

120,000

150,000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人
圖7、臺中市外籍移工健檢人數及不合格率-依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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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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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血清檢查、漢生病檢

查、精神狀態及其他必要

檢查，111年 1-8月本市外

籍移工健康檢查不合格者

157 人 ， 不 合格 率 為

0.28%，以腸內寄生蟲檢查

不合格 121 人，不合格率

0.22%最高，胸部 X光(肺

結核)確診 30 人，不合格

率 0.05%次之。外籍移工

定期健檢有不合格項目或

須進一步檢查者，雇主將

於一定期限內安排治療及

複檢，以維護移工及國人健康(圖 8)。 

    續以觀察各國籍移工 111年 1-8月健檢情形，不合格率以泰國籍

移工 0.51%最高，越南籍移工 0.29%次之，若分性別來看，男性以泰

國籍移工不合格率 0.51%最高，其次為印尼籍移工 0.37%，女性亦以

泰國籍移工不合格率 0.44%最高，其次則為越南籍移工 0.24% (圖 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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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胸部X光(肺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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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血清檢查

0 50 100 150

圖8、111年1-8月臺中市外籍移工

定期健檢不合格情形

人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資訊網

備註：胸部X光(肺結核)僅含確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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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110年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結果顯示，全國事業面雇主在

管理及運用移工時遭遇之困擾，以語言不通占 74.78%最高，衛

生習慣不佳占 35.52%次之，本市家庭面雇主僱用外籍家庭看護

工亦以語言不通占 55.20%最高，愛滑手機、聊天占 46.93%次之。 

    依據勞動部「110 年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結果顯示，110 年 6

月全國事業面雇主在管理及運用移工時，有 34.35%的雇主感到有困

擾，其中以語言不通占 74.78%最高，衛生習慣不佳占 35.52%次之，

溝通困難占 35.51%再次之；而在本市家庭面雇主僱用外籍家庭看護

工，有 21.93%的雇主感到困擾，亦以語言不通占 55.20%最高，愛滑

手機、聊天占 46.93%次之，溝通困難占 33.51%再次之，因此語言問

題為首要解決的問題，為提升移工與雇主間的溝通，減少語言隔閡造

成的誤會，111年 1-8月本市勞工局開辦移工中文班共 10梯次，參訓

人員 457 人，指導移工學習中文，使移工能盡快融入我國的生活(圖

10)。 

六、 本市 110 年犯罪外籍移工嫌疑犯 396 人，較 104 年增 324 人

(450.00%)，以違反公共危險罪 205 人(占 51.77%)最多，增 180

人(720.00%)，違反毒品防制條例 80 人(占 20.20%)次之，增 76

人(1900.00%)。 

本市 110 年犯罪外籍嫌疑犯共 479 人，其中外籍移工 396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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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10年6月雇主管理外籍移工遭遇之困擾原因

資料來源：勞動部「110年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

備註：困擾原因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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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7%)為大宗，較 104年增 324人(450.00%)，近年由於外籍移工在

臺多以電動自行車、電動機車代步，再加上對於法規不了解或貪圖一

時方便而喝酒騎車，違反公共危險罪 205人(占 51.77%)最多，較 104

年大幅增加 180 人(720.00%)，其次為違反毒品防制條例 80 人(占

20.20%)，亦增 76人(1900.00%)，兩者合計超過 7成 1。隨外籍移工

來臺人數增加，為維護社會治安，本市除加強涉外刑事案件查處，也

透過多國語言向外籍移工宣導防酒駕，並辦理外籍移工與雇主法令宣

導說明會，宣導外籍移工在臺工作應注意事項及協助聘僱外籍移工之

雇主瞭解相關法令，111年 1-8月共 124人參與(表 2)。 

七、 本市 111 年 1-8 月已查察訪視外籍移工案件 1 萬 9,628 件，110

年 3萬 4,292件，較 100年增 2萬 622件 (150.86%)；111年 1-

8月已提供諮詢服務 3萬 3,734人次，110年 3萬 5,183人次，較

100年增 2萬 8,775人次(449.05%)。 

    為保障外籍移工與雇主之合法權益，針對轄內新入境之外國人於

3 個月內進行查察訪視，110 年外籍移工查察案件 3 萬 4,292 件，較

100年增 2萬 622件 (150.86%)，111年 1-8月已查察 1萬 9,628件。 

    本市設有外籍移工諮詢服務中心，提供印尼、菲律賓、泰國及越

南之電話諮詢專線，受理申訴諮詢及提供勞動法律諮詢服務，期建立

良好申訴、溝通平台，以保障其合法權益，110年諮詢服務 3萬 5,183

人次，較 100年增 2萬 8,775人次(449.05%)，111年 1-8月已提供 3

萬 3,734人次諮詢服務(圖 11)。 

單位：人

總計 暴力犯罪 竊盜 詐欺 毀損 侵占 妨害風化 妨害自由 贓物 公共危險
毒品防制

條例
偽造文書 其他

104年 72 9 22 2 -            2 1 -            -            25 4 -            7

105年 98 12 19 -            -            -            3 -            -            23 17 -            24

106年 106 4 14 1 -            -            -            -            1 68 7 -            11

107年 124 2 12 -            -            1 -            -            -            83 14 -            12

108年 464 19 36 27 2 9 1 1 2 253 86 2 26

109年 388 14 42 15 2 6 3 9 -            193 87 4 13

110年 396 14 29 16 3 9 1 10 -            205 80 3 26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資訊網

表2、臺中市外籍移工犯罪嫌疑犯-依案件類型分

備註：自104年起開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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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現今社會變遷之下，外籍移工早已成為重要人力，對本市產業貢

獻良多，為使移工能盡早適應在臺生活，本市開辦移工中文班，教導

移工能以中文進行簡單交談，另辦理各項輔導措施，推動各項移工管

理政策，建立外籍移工諮詢申訴管道、強化外籍移工管理與安全，期

營造本市為多元文化之國際友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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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臺中市外籍移工管理及服務情形

查察案件(左標) 諮詢服務人次(右標)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