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年，我國為了因應國內經濟發展需要，首度開放引進外籍勞

工。近三十年來，這群來自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國家的外籍勞

工，對我國產業發展與國人照護有相當具體的貢獻。

依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我國將於今年進入高齡社會（老年

人口比例達14.5%），2026年則將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率逾

20.6%）；到了2061年，老年人口比率更將續升至38.9%。

隨著老年人口快速成長，慢性病與功能障礙的盛行率亦急遽上升，相

對的失能人口也將大幅增加，導致長照需求與負擔隨之劇增。因此，建立

完善的長照制度，是繼1995年實施全民健保之後，最重要也最迫切的社

會政策。

然而，美國國務院於2017年3月3日公布「2016年各國人權實踐報

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2016)，臺灣外

籍勞工權益受剝削(exploitation)的情況，仍是美國對臺灣人權問題的主

要關切事項。保障外籍勞工人權既是一項普世價值，且我國又以人權立國

自居，自應努力追求此項價值的實現。

有鑒於外籍看護工為現階段本國長照人力不足的重要補充人力，為肯

定他們對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的付出與貢獻，已在臺灣「深耕工業、播種

遠東集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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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近七十年的遠東集團，今年特別由集團的公益體系「徐元智先生紀

念基金會」，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敦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王麗容教

授擔任召集人，就臺灣高齡化照顧需求、外籍看護的人力資源運用政策、

外籍看護的生活福祉與健康、外籍看護政策的國際比較分析、臺灣外籍看

護政策的短中長程計畫等重要議題，蒐集國內學者專家的研究結果與多篇

相關論文，集結成冊，出版政策白皮書，供政府作為日後政策規劃與制定

的重要參考。

孔子《禮記》禮運大同篇裡這樣描繪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

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面對高齡化趨勢的衝擊，相信「老有所終」是產官學界與全民齊心追

求的目標和理想。期盼這本遠東白皮書系列5《長照需求下的外籍看護勞

動權益》，能力促強化與落實在家庭工作弱勢外籍勞工勞動條件與權益的

保障，同時兼顧被看護者及家屬權益，為發展國內長照體系、建立完善長

照制度，略盡棉薄之力。

注重看護勞動權益 提升長期照護品質



高齡化現象對臺灣老人福利政策而言是一大衝擊，多年來，由於老人

長期照顧的需求，造成外籍看護工需求的不斷增加。截至2017年底，臺

灣社福型外籍勞工的人數已經超過二十五萬人；其中，東南亞國家為此項

勞動力的主要來源。這些外勞，對於缺乏人力照顧年長者、身障者的照護

的臺灣，功勞是不可言喻的。當然，臺灣也很努力和積極協助外勞在臺灣

的勞動處境的保障，包括工時和其他勞動條件等等。例如，這些外籍看護

工在臺灣，獲得了比在他們國內工作更高的報酬。但這看似「雙贏」的結

果卻仍可能潛藏諸多爭議，人權、政策制定、社會融入、返鄉後的生活等

議題，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2015年，我國政府通過了《長期照顧服務法》，鬆綁了部分長期照

顧的制度限制。法規與政策的內容把焦點放在國內的勞動市場和使用者需

求，即便近年已落實《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補充訓練辦法》等子法，

但我們認為仍須更加關懷外籍看護工的社會融入狀況、生活品質，以及如

何提升他們的專業能力並進行人力資源管理。

2016年三月份，遠東集團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特別邀請國立臺灣

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合作舉辦「亞洲國家外籍家庭

看護工的政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邀請各國學者專家一同研析外籍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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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之長照政策：國際思維和在地行動 工政策，會中激盪出熱烈火花。我們因此希望藉由《長照需求下的外籍看

護勞動權益白皮書》延續並集結更多不同觀點的討論，以提供政府規劃出

更完善長期照護制度的參照，並帶給民間更深度的外籍勞動者權益思考。

本書共分為四大主題：「臺灣長照政策現況」、「跨國長照政策比

較」、「長照移工處境的人權觀點」以及「臺灣長照政策的未來發展」，

深入淺出進行不同面向、不同國家間的政策比較，提供臺灣相關政策的反

思與展望。

有關第一部分「臺灣長照政策現況」共有三章，對我國進用外籍看

護工的歷史脈絡與政策現況，及其勞動條件做整體性的評析。第一章 臺

灣外籍看護工的身心處境與社會政策的意涵：採社會融入的觀點來檢視外

籍看護工的身心處境，以了解他們生活相關的資源和機會取得、社會參與

和其身心狀況的關係，並提出強化社區資本及人力資本為主體的政策建議

方向。第二章 外籍居家看護工－家事服務法的立法爭議，透過討論家事

服務法的立法爭議，檢視看護移工脆弱與邊緣化的處境，並闡述照顧工作

者與被照顧者及其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和動態，提出以國家為重要角色來

提供照顧資源與支持家庭的政策方向。第三章 長期照顧相關政策對外籍

看護之影響：回顧長期照顧政策的發展歷程，建議未來除積極培育本土照

顧服務人力、提升留任率外，要更重視外籍看護工的運用與管理，增加機

構聘僱之比率，落實外籍看護之在職訓練與勞動權益確保，營造外籍看護

工、被照顧者、照顧者與政府多贏的局面。

其次，有關第二部分「跨國長照政策比較」共有四章，借鏡日本、韓

國、芬蘭、德國等已開發國家經驗，對我國之政策提出建言。第四章 外

籍監護工的人力資本觀與政策意涵－日本和臺灣的比較：由聯合國發展規

劃署之「能力建構」的觀點，比較臺灣與日本在提升外籍監護工人力資本

制度設計的差異，提出個人、組織、社會等三層面上的改進方向。第五章 

照顧體制與外籍照顧工作政策的交集－以臺灣為例：針對日本、韓國及臺



灣的外籍照顧工作政策進行比較分析，發現政府是否提供普及性照顧服務

的程度、給予移工薪資的優渥性及同意永久居留權與否等因素皆強烈影響

到移入女性外籍照顧工作者人數的成長。

第六章 外籍看護工的治理政策比較－以日本、芬蘭及我國為例：藉

由臺灣、日本、芬蘭不同外籍看護的管理制度，探討外籍看護治理典範的

差異，並討論「國家」(state)在現代國家中扮演的角色，反映出傳統福利

國家的本質受到重大社會變遷的挑戰時必須有所改變，在福利提供者的分

配上，無法只依賴過去單一的提供者，而需要建構新的福利混合經濟，才

能因應社會變遷。第七章 德國長期照護保險的品質確保與人力規劃－對

臺灣的借鏡：介紹第一個立法推動強制性、全民性、隨收隨付之長期照護

保險制度的國家─德國─的經驗，學界對於照護服務的品質這個方面較少

著墨，特別是照顧人力的提供規劃部份。臺灣的長照政策發展決定轉向稅

收制，雖然暫時解決財務問題，卻無法妥適解決照護人力缺乏以及照護品

質不足的問題，德國在這方面的經驗可以提供寶貴的思考方向。

接著，第三部分「長照移工處境的人權觀點」共有兩章，由勞力輸

入國的臺灣和勞力輸出國的印尼，兩種不同的角度加以檢視移工的處境。

第八章 ICT與移工家庭權－在臺菲籍移工對其家庭愛與錢的移轉之現象反

思：深入訪談兩代在臺灣的菲籍移工，發現菲籍移工對其家庭在金錢與愛

的移轉，受工作類型、婚姻關係、性別和世代影響，而ICT則扮演調節的

角色，讓移工與家庭享有「影視覺的同在感」，並促進匯兌方式的安全、

效率與多元。第九章 印尼回流移工－經濟夥伴協定回流個案研究：描述

印尼護理人員從日本返國後的職涯選擇，並發現移民階段和返國後的概況

會影響護理人員是否繼續選擇護理工作，據此思考臺灣在雙邊談判的政策

擬定上，應將此兩階段及其影響因素列為優先考量。

最後，第四部分「臺灣長照政策的未來發展」則有三章，為整本白

皮書作出結論與彙整型長照政策建議。第十章 因應高齡社會之人口與家

庭政策研究：透過人口與婚育統計資料檢視臺灣生育率與結婚率的長期變

動趨勢，結果顯示不僅社會經濟發展情勢會影響婚育時間的選擇，社會傳

統文化也仍然左右臺灣民眾的家庭決策；同時，工作與家庭難以取得平衡

仍然是抑制民眾婚育的因素，不同年齡的女性仍然是家庭當中照護與家務

工作的主要人力，提出臺灣應該有完整的家庭政策才能更落實長照政策的

實踐。第十一章 支持高齡者在地安老的社區組織基礎：歸納國際案例及

臺灣經驗，認為要發展支持高齡者在地安老的社區組織基礎；然而，「在

地老化」不可能只靠「在（自）宅老化」，更需要透過「社區」的集體力

量彼此協助，讓創新產業進入社區，結合產業、學校及政府資源，產生社

區集體行動來「滿足需求」。第十二章 老化、照護人力與移工／移民政

策：認為目前移民政策依然是以族群民族主義為標準，政策上應以與大量

移入人口相互適應為走向─包含如看護工或家庭幫傭進一步擴展到產業外

勞、透過國對國的雙邊協議來進行移工的招募工作、開放部分移工成為移

民的管道、多元文化的教育體系等。

《長照需求下的外籍看護勞動權益白皮書》彙整許多亞洲先進國家

的經驗與制度，希望能透過標竿學習促進我國長期照護制度更保障本國或

外國籍照護者的勞動權益，同時透過照護品質的提升而促進受照護者的福

祉。本書以深入淺出且多元面向的討論，帶領讀者省思我國長照政策的走

向，相信在細細讀後必能有所啟發，希望對邁入高齡化社會的臺灣社會，

能夠在政策上，因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提出更人性和人權化的外來家庭

照顧者運用和管理政策，對外勞的輸入國臺灣和外勞的輸出國，越南、印

尼和菲律賓等，才可以共同造就雙贏、多邊的福利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