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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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菲律賓籍移工主要透過匯兌和通訊與家庭聯繫，以往研究多

將移工的匯兌和通訊分別處理，忽略金錢和情感移轉需放在家庭整體之

架構，方能全觀家庭運作的全貌；再者，隨金融e化和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簡稱ICT），其如何改變移

工對家庭在金錢和愛的移轉模式，並影響家庭關係，需深入探索。為此，

本文立基質性研究典範，深入訪談兩代在臺灣的菲籍移工（共8位），研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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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雇主家提供照顧的女移工，因缺乏隱私的場域、

不明確的上下班時間、不被允許使用電腦、沒有固定休假和自費的網路成

本，影響家庭溝通與團聚的特性，ICT扮演調節的角色，讓移工與家庭享

有「影視覺的同在感」，在金錢移轉方面，匯兌因網路與ICT結合，匯款

方式更加安全、效率與多元化，更有力地證明菲籍移工對家人的愛與責

任。在聯合國〈保護所有移徙工人權利及其家庭國際公約〉關注移工家庭

權之今日，有效回應移工（線上）家庭溝通與團聚權，以保障移工與其家

庭福祉，是在發展長期照顧政策思考運用外籍人力時，再也不得忽視的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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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源起與目的

亞洲移工的發展伴隨全球化的浪潮，1970年代亞洲為主要勞力輸出

國，開始從南亞出現組織性的移工潮，1980年後移工輸出更呈現性別化模

式，男性往石油國、女性往亞洲經濟發展國移動，亞洲各國也因此畫分輸

出國和輸入國，輸出國多為南亞諸國，以菲律賓、越南、印尼等為主，輸

入國以北亞為主，尤以經濟發展四小龍為首，鑲嵌在區域政治經濟的架構

(Asis, 2003)。

移工輸出國中，菲律賓在1970年代，因面臨國債、經濟危機和貪腐等

問題，馬可仕政府開始實施〈勞力輸出政策〉(Acacio, 2008)，到80年代已

成為全世界第二大勞力輸出國（藍佩嘉，2010），根據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2015)統計，2012年菲國輸出移工數已超過836萬人，其中女性

占60%，多以美加為主要目標國，至今，菲國已累積近50年勞力輸出經

驗，牽動跨國家庭的發展，成為學界與實務界關注焦點。

相較於菲律賓經歷家庭分離和流動，臺灣則處於產業缺工的挑戰。由

於臺菲地理較近，菲籍移工為減少交通與時間成本，讓臺灣成為其主要目

標地，從1980年代起兩邊按供需法則運作（金天立，2007），到臺灣政

府在1989年訂定「十四項重要建設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才以有

條件的型態開放移工，1992年編定《就業服務法》進一步規範開放國、

行業別，且以總量管制調控勞力輸入，根據臺灣勞動部統計，2017年7月

移工人數總計為65萬7,983人，相較10年前35萬7,937人，成長30萬多（勞

動部，2017），移工的職類也從製造業為主轉為社會福利服務類（韋薇，

2010），呈現移工女性化現象。

移工在臺工作時間，也有逐漸延長的趨勢，從最早以3年工作為限，

2007年《就業服務法》將移工工作年限增至7年，近年又延長為12年，雖

然，移工人權和工作權益已受到關注（夏曉鵑，2002；韋薇，2010），也

相繼修改移工人身安全、入出國及移民法、人口販運防制法等法，但其家

庭溝通權和團聚權的議題在臺灣仍受到忽視。

菲籍移工與其家庭的互動方式因使用媒介而有別，隨著全球e化的發

展，如何型塑在臺菲籍移工與家庭互動樣態與本質，至今缺乏系統的研

究，本文聚焦於金錢與愛，探索在臺菲籍移工與其家庭在情感與金錢移轉

的樣態和影響機制，除回應聯合國自1990年通過《保護所有移徙工人權利

及其家庭國際公約》，強調雙邊與多邊協定以保障移工和家庭成員福祉之

精神外，更是我國發展長期照顧政策中，運用外籍人力時，不得不思考的

議題。

註釋：

1. 本文部分曾口頭發表於由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研究中心 2016 年 3 月於臺灣大學舉辦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ring  Domestic Foreign Workers in Asia」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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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檢閱與研究問題

全球人力跨國遷移，根本改變人與人、家庭與家庭、國與國的關係，

激發移工、移民相關研究，尤其在移工女性化的趨勢下，女性移工顛覆

傳統性別角色而成為學界關注所在，首先，女性遷移海外扮演養家者的

經濟角色，透過匯款給家庭與國家的經濟貢獻已有相當多文獻，在此不

再贅述，而強調金錢匯兌本身具社會意義，存在社會匯兌的本質(social 

remittances)(Levitt, 1998)，包括系統性的規範、運作與文化等等，匯款本

身也是增強機制，持續性鼓勵海外工作以促進家庭、社區和國家發展；

再者，學界對於女性移工如何在海外扮演照顧角色，至今已發展跨國母

職(transnational motherhood)和照顧全球鏈(global care chain)等概念，並發

展出一些研究主題，包括移工子女心理福祉與需要(Mazzucato & Schans, 

2011)、移工對家庭和子女發展的影響(Carling, 2005)、跨國家庭的溝通

模式與方法(Parrenas, 2005)、通訊科技扮演的角色(Madianou & Miller, 

2011；Thomas & Sun, 2009；Carling, Menjivar & Schmalzbauer, 2012)，隨

著網路時代，移工家庭因ICT的發展，型塑移工家庭的遠距親密型態與本

質遂成為近年研究焦點。

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泛

指資訊科技和通訊技術的合稱，以電腦與電信的結合為特色，鼓勵個人

化、分享與參與(Stillman & Mcgrath, 2008)，也就是Web 2.0，日常生活使

用的部落格、Podcasts、Facebook、Line、Wechat等軟體皆屬之，其能同

時傳遞訊息、影響、聲音、圖檔並可直接交談和表達意見，已根本改變人

與人、家庭的互動型態，更不用說透過智慧型手機上網連結匯款、購物，

重塑e化時代溝通與消費模式。隨著生活全面e化，在臺菲籍移工對家庭互

動如何e化，本文聚焦在金錢與愛的移轉，並分析ICT的角色，嘗試探索在

臺灣菲籍移工與其家庭互動的e樣態。

 一、在臺灣執行之菲籍移工家庭相關研究：手機有其重要性

藍佩嘉(2010)《跨國灰姑娘》深刻描述臺灣引進家務工的歷史和菲籍

女性移工在臺灣的處境，在書中第四章、第五章略描述了女性移工的家庭

關係，點出手機使用之重要性，翁康容、陳雅琪(2013)是從家庭與工作衝

突的角度探討女性菲籍移工面臨的挑戰，也談及ICT的使用是維持親情重

要的工具，此兩研究以女性移工為主，採深入訪談法，未將男性移工納為

研究，對使用溝通科技的結構性壓力也未深入分析。

二、在菲律賓發展之跨國家庭研究：溝通科技使用有其影

響力

在菲律賓關於到海外工作所產生跨國家庭之研究，約有幾個方向：

一是整體討論跨國家庭的需要與問題(Asis & Piper, 2008；Fresnoza-Flot, 

2009)，以海外英雄對家庭的經濟貢獻和分離產生的結果為焦點；二是女

性移工個人適應和其家庭照顧重分配(Pario, 2007)，包括女性移工在海外

的身心狀況、關係失落和母職實踐的策略，並從「全球化家戶」概念討論

母國照顧分工之變化；三是關注ICT是女性移工維持「遠距的親密」的重

要媒介(Parrenas, 2005)，也加入子女使用溝通科技的觀點與感受(Madianou 

& Miller, 2011)；四是移工子女的心理需要和分離產生的影響，其中，子

女年齡與性別是重要變數，成年長女因分擔母親的照顧角色而影響學業

表現(Parrenas, 2005)，也有研究發現分離對12歲以下子女心理影響未達

統計顯著(Graham & Jordan, 2011)。由於在菲律賓執行的家庭研究目標

國多以美加(Suarez-Orozco, Todorova & Louie, 2002；Bernhard, Landolt & 

Goldring, 2005)、英國為主(Madianou & Miller, 2011)，缺少對臺灣的研

究。

因此，需要針對在臺菲籍移工與家庭互動之研究，並將性別、世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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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類型納入考量，以檢視ICT的角色，方能隨著資訊科技資本主義全球

發展，發現e化下移工與其家庭互動之樣態，為此，本研究之研究提問：

（一）從愛與金錢的角度，在臺菲籍移工如何進行愛與錢的移轉？管

道與方法？ 存在甚麼特質？

（二）ICT對在臺菲籍移工愛與錢的移轉所扮演的角色？ICT的使用

受到哪些條件影響？

參、研究設計與過程

本研究基於探索性，以質性研究建構主義典範為主，以深入訪談法來

蒐集資料，受語言與時間的限制，採半結構式訪談。

一、資料蒐集的方法與過程

選樣的原則以移工工作職類、性別、婚姻狀態、年齡為主要條件，尋

找典型和能提供深度資料的樣本為主，參與本研究的合作者來源有三：新

事社會服務中心引薦（5位）、研究者個人網絡（1位）和參與者推薦（2

位），經由機構介紹者，由研究者自行聯繫和確認同意後訪談，研究倫理

按照臺灣大學倫理中心所定的原則進行，首次訪談正式說明研究目的和倫

理事項，雙方簽同意書後開始。

訪談從2015年6月中起至7月中，共有8位合法移工參與（表1），男性

4位、女性4位，學歷多college，年齡30~50s歲，第一次來臺有3位，其餘

在臺灣大多長達十多年，婚姻關係方面，有2位女移工未婚（但有生育子

女），1位夫歿，其餘保持婚姻關係；子女照顧安排，男性移工多由配偶

擔任，女性移工由自己母親照顧3位，由配偶負責1位。

訪談次數為1至2次，後由郵件或臉書補蒐資料，訪談地點在新事服務

中心、餐廳與速食店，原則上以一對一訪談，訪談時間1.5至2小時，全程

錄音和做重點紀錄，訪談方向包括選擇臺灣工作的理由、家庭的情況（家

庭組成、婚姻與子女的狀況）、家庭互動的情況、工作與對家庭互動的影

響等等。

二、資料分析方法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包括「資料化約」、「資料展現」與「結論」三部

分，資料化約是研究者按一定的概念架構進行資料化約；資料展現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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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組織地簡化資料，具遞迴性與互動性過程，形成概念與主題，發展主

軸性的概念和論述，成為結論（潘淑滿，2003，頁324-325）。

不同性質與內容資料位置如圖1，主要有菲籍移工在臺灣、菲籍移工

家庭在母國的脈絡，資料整理與分析分為鉅視層次（政策與法令）、中介

層次（組織與網絡）和微視層次（移工個人與家庭）三層次，先將訪談性

資料整理為逐字稿，再按世代、性別與工作類別進行分類與分析，建構

ICT的使用為主軸，發現菲籍移工在年齡、世代與工作類別上有使用ICT

的差異，此受到結構性的壓力型塑。

圖 1.  研究資料的層次圖

臺灣有關移工家庭之
法規

菲律賓對移工家庭的
法規和規定、措施

臺灣非營利組織對移
工的服務

當地組織對移工家庭
的照顧與服務

社會網絡對移工之服
務

原國親友網絡：移工
和子女的照顧與服務

移工在臺工作與照顧
的平衡？策略與方法

移工如何扮演遠距家
長？策略與方法

移工在臺灣 家庭在菲律賓

移工

網路
（親、友）

國家與法令

國際相關法規

組織
（NPos／教會）

個人層次：1. 身分 2. 性別 3. 年齡 4. 工作類型 5. 收入與其分配（債、貸款、收支等） 
6. 婚姻與家庭 7. 科技使用 8. 其他（計畫與目標等）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
碼

個人 來臺工作 家庭
研究管道
（訪談地點）性別 教育 年齡 身分 次數 年數 類型 婚姻與家庭 子女數 子女照顧安排

MC 男 高中 21 合法
1 次
2014

約
半年

廠工
（黑手）

排行老六，未婚，與女友
生一女，並一同來臺，打
算 3 年後回菲結婚

1
（女，3 歲）

由男方母親照顧
機構介紹
（機構）

LL 女 高中 24 合法
1 次
2014

約
半年

照顧工
曾換過雇

主

排行老大，未婚，與男友
生一女，2014 年 10 月與
男友一同來臺，2015 年 7
月因女兒照顧者（男友母
親）發生意外返回

1
（女，3 歲）

由男方母親照顧，
後因男方母親出意
外，7 月回菲照顧

機構介紹
（機構）

LC 男 高中 29 合法
2 次
2009
2011

3.5
年

廠工

菲律賓的孩子由妻子照顧
（住娘家），有母親和手
足幫忙照顧。每天上班前
透過網路與家人聯繫

2
（長女 3 歲 
次子 3 個

月）

由妻子照顧
機構介紹

（速食店）

MT 女 高中 45 合法
3 次
2009

12 年
照顧工

未換過雇
主

念 college 時與先生結婚
懷孕，與先生協議出外工
作，由先生照顧三子女，
每次回菲僅待 2 至 3 週

3
（老大老二

已成年、
么子念大

學）

由先生照顧（農）
機構介紹
（機構）

RR 女
col-
lege 41 合法

3 次
2001

12 年 照顧工

18 歲結婚，因先生工作不
穩，為子女教育費來臺，
後先生有酗酒、嗑藥、外
遇。夫已歿（於沙烏地阿
拉伯）

2
（長女，
大學畢；
長子休學

1 年）

女方母親照顧到大
機構介紹

（餐廳與商
店）

KK 女 高中 30s 合法
1 次
2013

1.2
年

廠工（大
型科技工
廠）、住

6 人房

未婚，子女由母親照顧

2
（10 歲、
7 歲：皆
上小學）

母親照顧，每周
skype 教課業

參與者介紹
（速食店）

DO 男 高中 43 合法
3 次
2009

12 年
廠工（未

換過公
司）

與妻子婚姻關係不佳，每
天固定與子女溝通

2
（已大學

畢業）

由母親照顧

參與者介紹
（速食店）

KE 男 高中 36 合法
2 次
2009
2012

12 年

（廠工）
（未換過
公司）住

1 人房

每周 2 至 3 次用溝通科技
與子女互動

3 女
（5 歲、
14 歲、
16 歲）

參與者介紹
（速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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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將菲籍在臺移工與其家庭互動分愛與金錢之移轉，此兩者透過

不同的媒介而產生特定樣態，以下先描述參與者背景，再按金錢與愛（情

感）面向描述移工與家庭互動的特徵，呈現現代科技扮演之角色，並分析

工作類型、世代、性別與婚姻關係形塑ICT使用之差異（圖2）。

一、主角的故事背景

（一）來臺10年以上的移工：子女青年期

RR（女）年約40多歲，兩個姊姊和兩個弟弟，排行老三。她在念

college最後一年（18歲）和老公結婚，有2名子女（長女已大學畢，兒子

休學），居住在鄉村地區，有自己的房子。婚後因先生工作不穩，她開始

做小生意，早上賣早餐，下午賣剉冰。在她先生結交不良朋友，學會抽

菸、喝酒、用藥、較少回家後，RR為了子女長久發展，與當時在臺灣工

作的姐姐聯繫，跟著來臺灣做家庭監護工，至今10多年，先生於幾年後在

他國病逝，子女由母親照顧。

DO（男）年約43歲，已婚，有2個子女（男21歲、女18歲），2007年

認為臺灣經濟很好首次來臺，這些年都在同一間保養品工廠工作，受到老

闆器重，每天不間斷與子女溝通維持關係，婚姻關係比較緊張。

MT今年約50多歲，18歲結婚後半工半讀完成學業，有三個子女（2男

1女），在菲律賓時在教堂工作，先生是農夫，有自己的房子。來臺灣已

15年，孩子由先生照顧。

KE，36歲，已婚，有3個女兒（16歲、14歲和5歲），2009年首次來

臺（之前到韓國工作），在臺所存下來的錢回到菲國僅能用兩年多，所以

第三年再度來臺，他在CNC車床工廠工作，從下午5點工作到隔天早上5

點，孩子由妻子照顧。

（二）來臺5年內的移工：子女幼青期

MC（男）與LL（女）兩人於2011年認識（當時LL 24歲、MC 18

歲），兩人熱戀後便在一起，受到LL母親反對，LL意外懷孕後生下1女，

因兩人學歷不高，無法在家鄉找到好工作，便決定來臺，出國時孩子已3

歲，LL是家庭看護工、MC是黑手，孩子由MC媽媽照顧。

KK（女），30歲，來臺灣1年2個月，未婚生2女（7歲、10歲）。目

前在有200多人的Panasonic工廠工作，從早上8點到晚上5點。女兒則由自

己的母親照顧，因子女有學業問題，禮拜天會用Skype教孩子功課3至5小

時，子女生父在菲國會探視兒女。

 LC（男），29歲，已婚、有1子1女（子2歲、女3個月大），2009年

時第一次來臺，回菲律賓後兩年（2010年）再度來臺。他在成衣廠工作，

有8個同事，其中有2個菲律賓人，工時是從晚上8點到早上8點，一個月薪

水（含加班）大約臺幣27,000元，孩子由妻子照顧，一同住娘家，有母親

和手足幫忙。

工作類型與性質 家庭互動

1. 網絡  2.NPOs  3. 教會  4. 國家

圖 2.  研究發現圖

溝通科技：
遠距親密（愛）

主要照顧者：
配偶、父母、其他

子女數、
性別與年齡 

匯兌管道：
錢證明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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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臺菲籍移工的家庭金錢移轉：錢證明愛

 2016年菲籍移工總匯款約1,371億臺幣(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2017a)，匯兌不僅具金錢意涵，更是一種社會匯兌(social remittances)，

不僅改善生活，也助於遷移文化的發展，更攸關家庭型態與社區發展

(Levitt, 1998)，如今，匯兌市場與ICTs連結，讓匯兌有其他更多元的型態

(Basaninyenzi, 2013)。

（一）移工金錢的多重分配

菲籍移工來臺的目的主要是要養家、子女照顧和教育費，研究發現移

工金錢的支出存在基本結構，來臺前先向銀行或貸借公司借錢（其實是變

相的仲介費），等到有收入後按月償還，每月更要支付來臺仲介費、臺灣

政府收就業安定基金，以及給菲國家用錢。

以一名外籍看護工為來臺工作三年為例，先向借貸公司借10萬元臺

幣（用來支付仲介費以及各種雜項），利息20%，每月還7,000元，需要

一年半左右還完。而這一年半的收入每月是15,840元，扣除7,000元的借

款、臺灣仲介服務費第一年1,800元和每月匯款5,000元養家，自己每月只

有2,040元生活。機構廠工月收入為20,000元，每月還要撥強制儲蓄2,000

元，每月自己約有4,000元註2。

因此，外籍看護工來臺工作一年半後，才能還完來臺借貸的錢，每

月開始存9,000元，加上前面一年半的強制儲蓄約36,000 NT（2000 × 18 = 

36,000），加上後面1.5年可存162,000 NT（9,000 × 18 = 162,000），三年

共存約20萬元臺幣，僅能供一個孩子在菲國讀每學期4萬臺幣的私立大學

註釋：

2. 家庭看護工第一年每月收支計算公式：收入（15,840NT）- 菲國借款（7,000NT）- 臺灣仲介費

（1,800NT）- 匯款家用（5,000NT）= 自己支費（2,040NT）。機構廠工第一年每月收支計算公式：

收入（20,000NT）－菲國借款（7,000NT）－臺灣仲介費（1,800NT）－強制儲蓄（2,000NT）－

匯款家用（5,000NT）= 自己支費（4,000NT）

兩年。

實際情況更加複雜，需要考慮條件包含：（1）來臺灣仲介費

(placement fee)，有國籍差異，看護工與廠工也不相同（廠工高出許

多）；（2）來臺後每個月要繳交的仲介服務費(service fee)，每年也不

同；（3）看護工或是廠工薪水差異大，漁工情形又不一樣（看護工為

15,840元，廠工基本為20,008元，加班可以接近或超過30,000元）；（4）

在臺灣必須負擔種種規費，包括勞健檢、辦證、護照等等；（5）菲律賓

家中被照顧者（老人+小孩）的組成，因子女數與年齡更有不同的花費；

（6）菲律賓家庭花費因城鄉有別；（7）向借貸公司(lending company)借

錢的利息；（8）必須繳給臺灣政府的稅金等；（9）突發事件所需之花

費；（10）在臺日常花費（食宿、生活必需品、娛樂等）；（11）教會與

民間單位有無提供經濟補助（如獎學金等等）；（12）其他。

完成夢想與否取決於時間和未知變數的組合，如廠工LC和KE，在臺

3年所得回菲律賓兩年就用完了，需要再來工作，其他家庭看護工幾乎回

菲律賓三個月就回臺工作，如RR有兩名子女，已來臺11年，先生沒有工

作，單憑她個人努力，到2015年僅能幫長女完成大學教育，這10多年中她

處理先生外遇和猝死的突發事件，2016年工作到期必須返國，仍未能幫助

次子教育費。

（二）科技匯款的角色：促進金錢效率移轉

金融匯兌市場的便利化加速金錢的全球化流動，在菲律賓，主要有五

大家公司提供各種匯款服務，包括iRemit、Ayannah、Xoom、PayPal和西

聯匯款，iRemit服務範圍亞太地區、歐洲、中東和北美，為增加便利性，

讓收取款項的一方可選擇匯款到銀行、直接送到指定地址、或者是到某個

地點領取現金的方式來領取，並可以用特殊的借記卡進行轉帳，錢便可以

在轉出後幾秒鐘內及時到帳，不用經過銀行確認，服務費由轉帳方負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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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此以服務類型和雙方之間的距離不等收取，最低為2.39美元，最高為

13.50美元），此對沒有開設銀行帳號的使用者(unbanked)是很重要的。而

Xoom在菲律賓的合作銀行是Banco de Oro (BDO)、MetroBank、PNB，使

用這幾家的銀行帳戶可即時到帳，在菲國取款點高達一萬三千六百個，也

有到戶送款服務。PayPal是全球知名度最高的網上支付平台，菲律賓人想

要收款，必須擁有一個PayPal帳戶和本地銀行的借記卡或信用卡，提取到

銀行帳戶當中也需要手續費，對於6,999菲律賓比索（157.04美元）以下的

帳戶要收取1.12美元的手續費，但是7,000比索以上就免費。西聯匯款以進

行大額取款而著名，根據轉帳的緊急程度不同，分為即時到帳和三天到帳

兩種服務，這些服務之前需要收款人在西聯匯款的分店來取款，現在可以

允許直接轉到收款人的銀行帳戶或菲律賓的手機錢包，其支付費用根據付

款金額大小和選擇服務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如100美元的轉帳手續費為8至

10美元，隨著轉帳金額上升，手續費也跟著增加。

在臺灣，外幣匯款服務也愈來愈便利與安全，如2014年中信銀創新

推出「U Remit」ATM外幣匯款服務，讓在臺印尼、菲律賓勞工，可透過

中國信託銀行位於全台7-ELEVEN門市的4,650部ATM匯款，且有多國語

言，操作簡單、快速且兼具安全匯款機制，保障外籍勞工權益（陳瑩欣，

2014）。

上述這些公司為鞏固移工的匯兌市場，大大提高匯兌效率、接近性與

使用率，紛紛以即時到帳、到府送款服務、手機錢包等為誘因，賺得相當

服務費，此無容置疑拉近兩端（寄款方與收款方）距離，滿足移工家庭用

錢的即時需要，證明跨國移工的愛與責任。RR分享每月到中山北路的銀

行匯款的情況，銀行除了會給小禮物外，不同銀行有不同的匯率優惠，每

次她要匯款前，會簡訊給媽媽，媽媽則到離家近的ATM等，她匯款後3分

鐘，收到媽媽傳來的簡訊表示已收到匯款，這讓她非常安心，但她姊姊在

倫敦工作，使用到家送款服務，她認為非常不便與不安全，因為在鄉村，

時間不易掌控，還有氣候和安全議題，從RR經驗便可說明網絡、ATM的

廣布增加金錢流動的速度，ICT更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三、在臺菲籍移工的家庭情感移轉：遠距親密與同在

郭良文(1997)指出網際網絡全球化發展，是資本主義擴充的展現，有

效解除1980年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經濟危機，讓第三世界國家成為資

本主義發展的新出路，而成為資訊資本主義(informational capitalism)，讓

全球資本愈來愈集中，回應流動的勞動市場所需。2014年菲律賓有約1億

4,247萬多的手機簽約者，2014年Cellular mobile telephone service (CMTS)

有130,319,459人簽約，CMT密度為1.29(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2017b)，手機業者集中在大都市，主要有八家，但以Golbe and Smart為

主(Madianou & Miller, 2011)，現以網絡為基礎，提供同時具有郵件、簡

訊、視訊（Skype和Yahoo Messenger）和社交網絡（臉書）的多重功能

(polymedia)，ICT打破時間與地理的障礙，讓彼此交流此時此刻各地發生

的事，加強視覺與聽覺的同在感，回應移工家庭所需的情緒需要。

「遊牧式的親密」(nomadic intimacy)（藍佩嘉，2010）和「遠距離的

親密」(Parrenas, 2005)皆是用來形容跨國家庭特有的關係與溝通型態，強

調ICT和建立明確互動規範的重要性，讓移工感覺屬於家庭一份子(Asis et 

al, 2004)，Baldassar(2008)分析跨國家庭發展建構同在(construction of co-

presence)的四種方式(virtual、proxy、physical、imagized)註3，在缺乏實體

存在下，ICT增進視覺同在，並取代身體同在，且以情緒勞動的方式為

主，其型態、次數與規律性有賴於可信用、可負擔和適合地技術，而此，

註釋：

3.Virtual co-presence 主要是保持聯繫與接觸，此有賴於穩定、可信賴和可負擔的科技，讓訊息理

念與情感正確與完整的交流；而 proxy co-presence 則是利用可觸摸的媒介（信、卡片與禮物等等）

達到睹物思人的目的；physical co-presence 強調共處同一環境，imagized co-presence 則是想像

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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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發現因工作類別、性別與年齡而有別。

（一）工作類型

本文將移工工作類型分為兩類：機構型與家庭型，機構型工作結構

有一定時間界限、數量與品質要求具體可測、屬於團隊工作、住在公司提

供的宿舍，上下班界限清楚，較可以與家人約時間直接上線視訊，如參與

研究的KE和DO等。而家庭型工作屬於去標準化型態，因沒有明確「上下

班」時間，與家庭交談也較「零碎」，多利用「空閒」時間與家人連繫，

聯繫型態是先傳簡訊，再視情況上線互動，如RR、LL。

此外，工作存在自主性與否，與工作類型有關。在工廠工作DO與

KE，來臺2次較被信任，擔任帶人的工作，較有自主性。而家庭型工作型

態與雇主工作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雇主常出國或白天不在家，便少了監

督，隨時可上網；如果照顧對象無自理能力，較難抽身與家人聯繫。RR

的雇主常常出國，她變成主要理家的人，很自由的上線看子女的臉書，她

照顧的孩子在幼年需要不離身的看護，學齡階段白天已經可自由運用，等

他們上高中後，連飲食的準備就更有彈性，她個人時間就更多。

很明顯地，工作類型、自主性影響了菲籍移工與家庭互動的結構（時

間長短、能量、即時性等），呈現工作主宰家庭互動本質。

（二）性別：型塑家庭互動內容

男移工的配偶為子女主要照顧者，電聯對象以妻子為主，主要關心家

庭整體概況，有時與子女談些學校和課業的問題，除非婚姻關係不佳，才

直接接觸子女，發揮更多的親職角色（如DO），男移工在工廠內較有固

定的溝通次數與時間（10~30分鐘），以免支出為原則（利用公司提供免

費的Wifi），多沿著傳統性別勞動的分工原則與家人互動。

反之，女移工則呈現網絡佈局和緊迫盯人的狀態，互動對象、密集度

與強度相對高，內容包括了解家中每個人的狀態，對子女的生活所需、交

友、入學等瞬息萬變的動態都瞭若指掌，從不同角度瞭解家庭與子女生活

動態，搖控特定生活事件的發生來維持其在家中的角色，促進家庭關係的

發展，如RR為維持孩子與父親關係，她會指示女兒要定期看父親，經由

匯錢給滿18歲的長女，給父親慶生或是為父親海外工作送行，所有細節都

是她策劃，並追蹤執行情況，她自述白天雖然在臺灣雇主家處理家務，但

腦中想的是要如何安排菲律賓親友的聚會，心裡懸念每個孩子的狀況，處

於一種身心分離的狀態。而KK因子女有課業和行為問題，每周日要花三

個多小時教育子女，MT在先生無法好好管教子女時，也是重要溝通的第

三者，因此，女性移工除了工作外，也相當地涉入家庭事務，此從每月手

機花費保持在600~1,000元可見，在沒有Facebook和Line時代，溝通成本

可達數千元，此與臺灣研究發現類似（翁康容、陳雅琪，2013；藍佩嘉，

2010；許偉晉，2004），如果家庭發生重大事故（RR、LL 等）可能當月

花費是萬元臺幣。

（三）世代

1. 1970年世代移工：從書寫→電話→預付卡與簡訊→ICT

像RR、DO、MT與KE生於1970年代，到海外工作已10多年，經歷溝

通科技對家庭溝通的影響，在行動電話尚未普及時，RR和MT在雇主家工

作，只能在晚上跑到公共電話亭撥打國際電話，既不便且成本又高，平時

靠信函往來，非常費時，開始有手機後，多以預付卡購買，手機的可攜性

帶來便利，預付卡也能控制成本。新來臺的移工多半沒有能力買手機，

RR的第一個手機是雇主給的，用來打電話報平安，MT則是買雇主用過的

二手機，為了便於家庭聯繫，為菲律賓家人買手機更成為重要任務，但此

成本也由在臺移工負擔。

在Skype、Line、微信(QQ)和Facebook出現後，互動型態更多元，與

工作類別有關。DO到2010年才有筆電能上網視訊，與子女可以面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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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KE享用公司提供的免費網絡，降低許多成本，尤其是Line、微信

(QQ)和臉書能同時與多人互動，形成聯繫網，電話多是談要事或是道平

安。

相較於廠工，在家庭工作的女性移工，雇主較不支持其擁有電腦，

手機成為主要媒介，簡訊最常被使用，但在Line出現後，因其兼具免費通

話、表情符號、傳照片與檔案諸多功能，已取代郵件的收發。Skype因有

溝通與影像，逐漸成為主要媒介，只是透過手機視訊，無法二人以上同時

視訊，還達不到全家線上團聚。臉書則用來閱覽子女生活動態，交友與活

動的情況，減少彼此詢問近況的時間。有意義的是女性移工接觸這些新科

技的管道還是透過自己的子女，可見其因在家工作所接觸的資訊有限。

2. 1990年世代移工：多種ICT產品混雜使用

1990年起全球電腦網絡呈現快速成長（郭良文，1997），KK、MC 

與LL幾位30歲左右的移工，來台前就學會如何使用ICT，降低在異鄉從

頭學的壓力。他們使用ICT的方式呈現混雜型態，Line與微信(QQ)多半是

休息時以簡訊互動，以手機連Skype，互動較有真實感，LL、MC子女年

幼，無法以言語溝通，但聽到子女牙牙聲和看到影像，也能化解鄉愁。

ICT對移工有不同的影響，對女性移工能促進其與家人情緒連結

(Thomas & Lim, 2009)，達到情緒發洩與獲得情感支持，但對男性移工卻

可能是更感家庭責任的壓力(Chib, Wilkin, & Ranjini, 2013)，臺灣針對菲國

移工在溝通科技部份的研究，指出手機代表一種炫耀性消費外，更是在

雇主管控移工使用電腦和收音機下，手機因能收聽節目和收發郵件，是

對雇主反動的象徵（藍佩嘉，2010）。本研究發現菲籍移工使用ICT因性

別、世代和工作類型而有差異，新來的移工往往無機可用，而工作場域型

塑使用ICT的方式，女性移工透過ICT發展家庭事件，而男性移工使用ICT

讓他更能安心工作，獲得與家人同在感，不認為自己是缺席的父親(absent 

father)，可見ICT科技促進移工與家庭溝通與團聚。

3. 溝通科技存在宰制與不平等

如LL分享夫家在鄉村，因整個鄉村沒有網絡，如要視訊先要請家人

向親友借電腦、到有網絡的地區、約好時間才能進行，通常要在前幾周就

要約定與準備，在重重限制下，經驗了較多的不便與挫折。在家工作的

RR和MT，在雇主限制下，只能使用手機，雇主家沒有提供無線網絡，增

加花費，廠工雖可使用免費的無線網絡，但此不過是雇主壓迫下的微福

利，以安定移工情緒，讓雇主更獲利。

在臺菲籍移工與其家庭互動，匯兌與溝通在家庭整體性的角度實無法

切割，金錢匯兌因科技發展更立即證明移工對家庭的愛，透過ICT增進移

工與家庭的連結，科技發展滿足移工家庭所需即時金錢與愛的回應，底層

存在金融市場、ICT產業共同形塑的消費結構，連動不同型態的勞動剝削

讓市場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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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在臺菲籍移工與家庭的互動，金錢與愛密不可分，金錢支出呈現兩

國與市場的聯合剝削，匯兌因科技發展出更便利、安全的管道，增進金錢

的跨國流動，而ICT的發展型塑在臺移工和家庭特定之線上溝通與團聚模

式，此因性別、年齡和工作型態有別，特別是家庭照顧工，ICT的使用受

到較多的限制與不便。

當前臺灣對移工權益的檢視集中在人權、工作權，而家庭溝通與團聚

權一直被忽略，如勞動部(2014)《外勞權益報告書》強調外勞工作權和生

活權益，不僅忽略整體移工的家庭溝通與團聚，在法規上更排除藍領移工

的家庭依親權（劉士豪，2014），此明顯牴觸聯合國〈保護所有移徙工人

權利及其家庭國際公約〉的精神，更重創我國國際形象。

為此，本研究建議在重視移工家庭完整性之價值，推動就業服務法、

入出國管理相關法律的修法，納入家庭團聚權與溝通權，不因職類、年齡

與性別有差別對待，具體措施包括匯兌和ICT的優惠方案，對家庭看護工

應規範清楚的休假、休息制度和提供隱私的場地，將能促進家庭溝通與團

聚的勞動環境納入法規保障。更對首次來臺與處於貧窮的移工，提供手機

和相關補助，促進家庭無障礙地線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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