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工注意！從事許可外工作 將廢止聘僱即令出國
    在台外籍移工多在工廠或雇主家庭中擔任看護，依據現行法規，移工的工作項目

及地點皆是勞動部核發的工作範圍。然而，不少移工希望增加收入，因此會利用下班

時間另找地方打工，或在網路上行銷販售賺取外快；不少雇主也會打發移工去做許可

外的工作項目，這些舉動都已經踩到法律紅線，除了雇主將被處以罰鍰外，移工也可

能被即令出國。

    依據《就業服務法》規定，移工原則上不能至許可外的地點工作，更不能從事其

他工作項目，如移工被發現自行從事許可以外的工作，勞動部將依違反《就業服務

法》第73條第1款「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或同條第2款「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

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規定，廢止該名移工的聘僱許可並即令其出國。

    北市勞動局長陳信瑜指出，在等待辦理轉換雇主的外籍移工，或自行於休假日兼

職的合法移工，即使只是到許可外的場所賺取1天外快，都是違反法令之舉，後續除

將依《就業服務法》廢止聘僱許可，並即令出國，也會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等相關法

規，禁止入國數年，得不償失。

    而雇主若指派看護工打掃、照顧孩童、至店面協助經營，或是將聘僱的外籍看護

工「出借」給親友打掃等「許可外工作」，不論移工是否「自願」或於「閒暇時間」

幫忙，也都也觸法，將被處3萬至15萬元罰鍰。北市年初時曾表示，近3年來已開罰

282萬元，呼籲雇主務必守法。如果是僱用或容留他人所申請聘僱的外國人、無證移

工等工作則更嚴重，將處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高額罰鍰。

    不過，移工受邀參與文化交流、拍攝戲劇、擔任志工等非屬規範的工作或無須申

請工作許可行為，則不視為「工作」，不受此限。



上千移工行蹤不明恐非法討生活 雲縣查不法最高罰 75萬
    農業大縣雲林因農業缺工問題衍生出有部分農民會聘僱失聯或逃逸的外籍勞工，

非法在田間工作彌補人力，甚至有人會將土地出租給相關對象務農謀生，縣長張麗善

日前屢接獲農民陳情，今天表示「此事非同小可，已影響本地農民權益及生計」，縣

府相關局處已召開會議找解方，將加強聯合查緝不法並開罰。

    縣府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長張世忠表示，縣內移工人口數統計至8月止有2萬

1016人，其中1萬2836人從事產業移工，8180人為社福移工；據移民署統計，在台行

蹤不明移工人數5萬3293人，其中雲林縣獲報人數有1140人。

    縣內農村人口老化，年輕人多半外移，導致農業勞動人力長期有缺工情形，而部

分農民為了謀生，鋌而走險聘僱失聯或逃

逸的外國人，或租田給其種植，卻沒料到

此舉會嚴重影響本國人生存權益。

    張麗善說，跨局處機關會議由秘書長

曾元煌主持召開，邀集勞青處、民政處、農

業處、建設處、警察局及移民署雲林縣專勤

隊、雲林縣調查站和各工業區服務中心等單

位，共同參與討論對策。

    張麗善指出，即起將透過民政、農政

系統，協請鄉鎮市公所及各村里長辦公處廣

播，加強宣導非法聘僱或將田地出租給失聯、逃逸

外國人的相關事項，違者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可處15萬元至

75萬元罰鍰。

    此外，由農業處加強宣導及輔導，符合申請農業外展或農業移工的事業

單位，申請合法移工，解決農業缺工問題；另建設處及各工業區服務中心，加強宣導

轄內有聘僱移工的事業單位；提醒移工勿利用休假時間到田間非法打工，查獲者將廢

聘並遣送回國。

    張麗善表示，縣府與雲林縣專勤隊也將展開聯合稽查，全面查緝外國人在田間非

法工作情事，違者移送相關單位處置；呼籲農友應注意法規，勿因小失大，民眾如發

現類似事件，可撥打專線（05）5346119通報。



各行各業大缺工 勞動部將提案鬆綁外籍移工境管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我國因此緩移工入境近一年，隨著我國疫情趨緩，有望

再次開放引進移工。勞動部長許銘春今（7）日在立法院社福委員會表示，各行各業

都傳缺工，勞動部將向指揮中心提案，視移工來源國疫情狀況，適度鬆綁禁令，以引

進移工。

    勞動力發展署長蔡孟良表示，為能鬆綁移工引進之禁令，必須提出防疫措施，包

括移工來台前須進行PCR檢測、鼓勵移工接種疫苗等；入境後須遵守14+7天規定，檢

疫措施必須周延，雇主也必須能落實防疫安全等規定。

    許銘春今日赴立法院社福委員會，針對基本工資議題進行詢答。國民黨立委張育

美質詢移工解禁議題。她表示，印尼移工暫緩來台已經長達300多天，國內75%社福移

工來自印尼，很多社福機構都大缺工，導致很多老人無法受到照顧。接著，全面禁止

移工引進，國內缺工更嚴重。

    許銘春回應，目前國內疫情趨緩，在兼顧防疫安全跟產業需求狀況下，跨部會已

經針對移工入境進行討論，盼適當時機可以鬆綁邊境管制，讓移工進來填補人力缺口。

    許銘春進一步說，因為防疫，國內仍維持邊境管制，這不是勞動部權責；但目前

各行各業都缺工，不只家庭看護工，營建、製造業也缺工，為補足缺工，勞動部會向

指揮中心提案，依各國疫情情況，適度引進移工。

    蔡孟良表示，目前國內疫情已漸趨緩，各國疫情狀況不一，像印尼疫情已經降下

來，其他國家則還在變化中，但基於國內產業、家庭看護工缺工，缺工問題會越來越

嚴肅，必須正視。

    蔡孟良表示，若要鬆綁開放移工，勞動部將堅守兩大原則，第一是防疫安全，不

能造成疫情破口，第二是兼顧國內產業、家庭照顧人力需要，經跨部會討論後，目前

傾向適度鬆綁，但必須制定配套措施，包括：移工來台前須進行PCR檢測、鼓勵移工

接種疫苗等；入境後須遵守14+7天規定等。但不會強制移工入境前須接種疫苗，畢竟

我國並未對所有境外人士要求接種疫苗，不能只針對移工。

    他強調，檢疫措施必須周延，雇主也要能落實防疫安全等，相關配套措施還沒定

案，待確認後，勞動部會擔起責任，向指揮中心提案。



疫情下鼓勵雇主承接國內移工 勞動部簡化接續聘僱程序
    面對國際COVID-19疫情持續升溫，為減低跨境移動的染疫風險，勞

動部鼓勵雇主採國內接續承接移工。以外籍家庭類看護工為例，為不中

斷被看護者照護服務與縮短雇主人力空窗期，勞動部提醒雇主於申請接

續聘僱移工時，只要留意申請時效及備齊相關文件，承接沒煩惱。

程序簡化好方便

    為簡化雇主接續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相關程序，勞動部推動相關

系統介接，以節省雇主時間與金錢，以往雇主申請時須檢附戶口名簿

及親屬證明文件，以核對雇主與被看護者是否符合法定親屬關係，現行勞動部已經直

接透過系統介接內政部戶政資料，雇主申請時無須附上戶口名簿及親屬證明文件。另

外如聘前講習及向地方政府接續通報資料，僅需正確填寫序號，均可由系統介接，無

須附上證明文件。

    勞動部提醒，近來有雇主與移工反應無聘僱許可函或廢止聘僱許可函，無法辦理

轉換雇主或工作的問題，勞動部表示，現行並未規定雇主申請接續聘僱許可時須檢附

聘僱許可或廢止聘僱許可函影本，僅需填寫文號即可，而且雇主或移工可透過1955專

線或向勞動部書面查詢聘僱許可函、廢止聘僱許可函文號。

退補件主因報你知

    雇主接續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可持有效的招募許可函，或持被看護者符合資格

的診斷書或身心障礙證明，於完成長照中心推介程序後，於接續聘僱日的翌日起15日

內向勞動部提出接續聘僱許可申請。勞動部表示，經統計雇主辦理接續聘僱許可申請

時，主要退補件原因，包含新雇主尚未完成聘僱前的講習、未完成長照中心推介程

序、長照中心傳遞單的申請人與雇主不一致以及以被看護者的診斷書或身心障礙證明

承接時未放棄遞補資格等。

    雇主第一次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前，應參加聘僱前的講習，並於申請書填寫聘前

講習憑證序號，聘前講習如非雇主本人參加，需檢附代雇主參加聘前講習人員切結

書，且該代理人與被看護者須符合法定親屬關係。此外，雇主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

工應先向衛生福利部公告的醫療機構申請被看護者的專業評估，並至地方政府的長照

中心辦理國內招募推介程序，雇主申請前應確認推介程序已完成。

    另外，若醫療機構評估的申請人非雇主本人，需檢附變更申請人切結書。由於雇

主與外籍家庭看護工合意終止聘僱關係，於外籍家庭看護工經接續或出國後，雇主得

申請遞補招募許可函，無須再開立診斷書，因此，雇主採用診斷書或身心障礙證明承

接新外籍家庭看護工時，於前任外籍家庭看護工出國或由其他雇主承接後，需先放棄

申請遞補招募資格；另若前已取得招募許可函則須檢還並放棄使用。雇主應確實填寫

申請表格，並備齊申請文件，以加速申請程序，更多資訊可參考懶人包。申請表格，並備齊申請文件，以加速申請程序，更多資訊可參考懶人包。

疫情下鼓勵雇主承接國內移工 勞動部簡化接續聘僱程序
    面對國際COVID-19疫情持續升溫，為減低跨境移動的染疫風險，勞

動部鼓勵雇主採國內接續承接移工。以外籍家庭類看護工為例，為不中

斷被看護者照護服務與縮短雇主人力空窗期，勞動部提醒雇主於申請接

續聘僱移工時，只要留意申請時效及備齊相關文件，承接沒煩惱。

程序簡化好方便

    為簡化雇主接續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相關程序，勞動部推動相關

系統介接，以節省雇主時間與金錢，以往雇主申請時須檢附戶口名簿

及親屬證明文件，以核對雇主與被看護者是否符合法定親屬關係，現行勞動部已經直



從醫院櫃檯拿名片找「合格」看護...7天後人被帶走

    高雄一名從事藝術設計的蔡小姐的奶奶因病住進醫院急診，她急需看護幫忙，從

醫院取得一張寫有「合格」的名片，透過仲介聘請到一名越南籍看護來協助照顧，但

沒想到該名越南籍看護竟然是逃逸移工，蔡小姐被依法開罰10萬元，她認為自己並無刻意

雇用非法看護，不服打行政訴訟，高雄地院審理認為勞工局已酌減罰金，維持原處分。

    判決書指出，37歲蔡小姐，前年10月15日起以每日2200元價格，透

過仲介聘請到一名越南籍看護，來照護她高齡88歲的奶奶，沒想到照

顧到第7天，臺南市專勤隊竟查到該名看護是逃逸的非法移工，還將

人直接被帶走，而半年後蔡小姐也因為此事，被認為違反《就業服

務法》，裁罰新臺幣10萬元罰鍰，她不服向高雄市政府提起訴願

遭駁回，但她仍不服，再花一筆錢請律師打官司，希望能撤銷

處分。

    蔡小姐反駁，當天她先到榮總急診室櫃台，表示急需看護，但急診室回應因配合

仲介已經沒人力，可以到櫃台索取名片，她拿了其中一張名片向自稱寫有「合格」字

樣的仲介聘雇了一位會講台語的看護，由於情況緊急，才沒特別去查該名看護身分。

    法院認為，蔡小姐明知道法律不能聘請非法外勞，卻聽從仲介片面之詞，沒有

查證該名看護是否有工作許可證，雖然非故意，但難謂無過失，而且查證也不需要7

天，而且該法定罰鍰最低額15萬元，已經酌減裁處10萬元，因此駁回該行政訴訟。

    「我很不服！」，事後蔡小姐出面受訪無奈表示，他是信任仲介，強調「也沒有

要聘請非法看護」，且該看護的價格也跟一般行情一樣，根本沒料到來的竟然是非法

看護，最後才選擇打官司，但卻把罪怪在她身上，但她已決定不再上訴，只希望用自

身經歷，提醒跟她有一樣情況的民眾得多注意。

看護，最後才選擇打官司，但卻把罪怪在她身上，但她已決定不再上訴，只希望用自



基本工資調漲家事移工無法受惠 
與工廠移工薪資差距逾8千元

    明年基本工資調漲，約有47萬多名外籍移工適用勞基法，薪水也會從現行的2萬4

千元，調漲到2萬5250元。但家事移工因為不適用勞基法，月薪仍然只有17000元，明

年和工廠移工的薪資差距再擴大，將相差到8250元。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靜如說：「基本工資跟家事移工的工資會是歷史新高

的差距，勞動部先透過一部用法令讓他們不得（跨行）轉換，然後現在又用基本工資

不跟著調漲的狀況，讓他們奴工式的鎖在家裡，我們覺得非常憤怒。」

    基本工資審議前夕，移工團體不斷呼籲家事移工應納入最低基本工資的保障。8

日勞動部長許銘春回應，聘請外籍看護的雇主，大多來自弱勢家庭，所以很難要求台

灣雇主比照基本工資給付薪水。

    勞動部長許銘春回應，「我想家事移工是不是適用基本工資的問題，這個一直有

討論。不過我要說明說，其實雇用家事移工或家事勞工，大部分都是家庭，其中有很

多是弱勢的家庭，所以他不像一般企業、事業單位，他有生產能力。」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靜如質疑，「在疫情下受影響的企業，政府會補助。

那對於這些聘僱移工的弱勢家庭呢，政府為什麼不能補助他們一下？」

    疫情回穩，許多餐飲業者近期都在門市張貼徵人海報。明年基本工資調漲，政

府也預告，會對疫情受創嚴重的業者祭出補貼配套。移工團體呼籲政

府，也應該補貼弱勢家庭，以基本工資聘請移工。

外籍移工語言不通...臨櫃障礙
    國內金融業打造符合外籍移工需求的匯款業務，希望能達

到普惠金融的目的，不過外籍勞工選擇踏上銀行比例仍低，對移工

而言到雜貨店匯款仍是最為方便，外籍勞工普遍認為，要上銀行辦理業

務，語言是他們最大障礙。

    外籍移工平時到新住民所設的東南亞雜貨店添購所需的日常用品，

雜貨店因而成為外籍移工互解思鄉之情的重要據點，由於移工與商店老闆的語言溝通

沒有太多障礙，久而久之也與商店的人員熟識，彼此之間就會有一定的信任基礎，因

此成為委託代辦事項的管道之一，如：匯款。

    移工到銀行辦理匯款語言是最大的障礙，因大多數行員不懂東南亞語言，若不能

用英文順利溝通，到銀行匯款反而麻煩，透過信任的商店匯款，因彼此之間的溝通無

礙，所以對方可以很快就能理解個人需求，確實會比起去銀行來得方便許多。

    東南亞雜貨店匯款時常出現爭議。銀行主管指出，移工私下匯款有可能會面臨到

款項消失的風險，好比說，商店老闆跑路將款項捲走，移工辛苦工作的薪資整筆錢憑

空消失，另外還有匯率不透明的問題。

    傳統銀行雖然積極打造友善於外籍勞工的金融服務環境，但到銀行開戶的程序嚴

謹，觸及的人數總有一定限制，要如何走進移工市場推廣透明管道的匯兌服務，將又

是傳統金融業另一項新的挑戰。

而言到雜貨店匯款仍是最為方便，外籍勞工普遍認為，要上銀行辦理業

    外籍移工平時到新住民所設的東南亞雜貨店添購所需的日常用品，



缺外籍看護引亂象！　坐地起價「最高六萬」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台灣因此緩移工入境近一年，隨著疫情趨緩，有望再次

開放引進移工，尤其這一年來，原本就亂的照護系統更失控。許多移工坐地起價，或

是仲介以市場需求為由拉抬價格，也讓許多需要的人吃不消。

    只是起床，這簡單的小動作就要花上好一陣子，轉個身到廁所，又是一段考驗。

    行動不便者徐慰慈：「因為我右腳沒有力嘛，只能跨一步沒辦法跨第二步，所以

沒辦法走過去，即便扶手做好了還是會有很多危險性。」 他是徐先生，8年前可是熱

愛運動的上班族，無奈一場車禍意外，讓人生變了調。

    行動不便者徐慰慈：「我左邊是能動但是沒有感覺，右邊是動作很小但有感覺，

右腳沒有辦法自己動作所以都需要靠手。」

    脊椎受傷後，別說行動有困難，連自理都是問題，雖然當年出事後，有申請到移

工看護，幫忙生活的起居，但隨著這兩年疫情的衝擊，這些需要照顧的失能者，也有

成了另類受害者。

    行動不便者徐慰慈：「現在缺工很厲害，外面價格又喊的很高，那她(移工)一提

出來(加薪)，她提2萬5千塊，很快就找到了，大概花一個月時間，看起來像1萬7千

塊。但是實質上，我支付出去大概在3萬多了，如果再高上去多了7到8千塊來講，我

就快4萬塊了可能沒辦法支持啦。」

    疫情還在全球燒，外籍移工進不來，也讓台灣移工缺工問題燒上檯面，許多底薪

1萬7元的看護工，開始要求待遇比照廠工的2萬4千塊，甚至喊到3萬到4萬，光是今年

上半年，就有2千多名家庭看護工轉到工廠，等於讓2千多名有長照需求的家庭，頓時

失去照護人力。

    失能者家庭暨看護雇主協會顧問張姮燕：「仲介業者他也把他的買工費往上提，

那因為他會覺得是市場整個緊縮，所以他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市場機制，可是當你是一

個照顧人力的時候，他不應該是市場機制，仲介業者他會用其他名目來包裝，有遇過

得還說這是什麼辦到好費用，現在喊到最誇張是6萬塊。」

    要嘛加薪要嘛就走人，人力的缺口成了坐地起價的利器，目前約有22萬5千名外

籍看護在台灣工作，提供長者們及需要的人全職照護，隨著高齡化人口比例提升，

未來外籍看護數量預估將突破28萬，只是亂象叢生止不住，就算勞動部8月底修正準

則，移工若想跨業轉換，須先至公立就服機構辦理，60天轉換期中，連續14天都沒有

同類別的雇主登記承接，移工才可跨轉，但檯面下的交易依舊難止住。

    勞動力發展署管理組長薛鑑忠：「因為考量國內疫情已經趨緩，所以勞動部目前

正在規劃準案引進移工計畫，第一個是看移工來源國，那地方能夠做好源頭把關，譬

如說我們希望優先施打優先疫苗的移工，能夠優先入境，那第二個方向是，入境後的

一個強化措施，包含入境後的PCR檢疫，跟自主健康管理的一些規範，勞動部會儘速

完成專案計畫，請指揮中心同意後我們會發布實施。」 從人力管理到法律，隨著疫

情的催化，台灣本身就不完備的居家看護產業，已加速走到改革關頭。情的催化，台灣本身就不完備的居家看護產業，已加速走到改革關頭。



【早安健康／王浩一（作家）】說說山藥的身世與典故

    「山藥」，聽起來就很厲害，感覺像是「從深山來的救民神藥」。它早在《山海經》

就有記載，古人稱「�」（讀音徐，是一種草名。讀音淑，則是山藥的古名），不過稱「薯

蕷」是大部分的說法。以現代植物學的界門綱目，它被歸類在「薯蕷科」。這個名字在

唐朝時因為唐代宗李豫（蕷發音是豫），避諱，所以改名「薯藥」。到了宋朝，又撞到

宋英宗趙曙（薯的發音像是曙）名諱，又改名「山藥」。

    它最早種於淮河流域的山間，所以山藥又稱「淮山」或是淮山藥，曬乾後可以入藥，

而且它深藏於地下，有人譽稱它「淮蔘」，《本草綱目》說它補脾益腎，養肺止瀉。「四

神湯」裡有茯苓、蓮子、芡實和山藥，可以窺知古人的藥膳智慧。

    現代科學說它有「黏蛋白」，這是一種多醣蛋白質，對人體具有心血管的保健作用。

現今山藥種植分布極廣，遍及熱帶、亞熱帶及其他地區，物種十分繁雜。生產量僅次於

樹薯及甘薯，營養價值則超過其他根莖作物，亦為國際性重要糧食作物之一。

生吃？熟食？說說山藥的美食

    生吃？熟食？關鍵是山藥生長地區的緯度影響品種，進而影響咀嚼感。話說約是 17

世紀，明朝末葉時（鄭芝龍與小鄭成功在日本時），山藥才傳到日本和韓國，因為兩國

緯度高，山藥口感較為綿細黏滑，磨成細泥，生吃滿適口的。至於台灣生產的山藥柔韌

有咀嚼感，熟食吃比較適合，入湯菜或是熬粥皆佳，像是山藥燉排骨湯、時蔬炒山藥。

    來說說「秋日美食」的完美組合「山藥燉排骨湯」。備料排骨（事先汆過，撈起，

洗淨），山藥先用冷油炸上色。以電鍋蒸煮最簡單：將備料排骨、山藥入鍋，加入水、

紅棗、香菇、枸杞、米酒和鹽，電鍋時間 40 分鐘，再悶 15 分鐘即可，味道鮮美清爽。

    秋日食用更增滋陰潤燥，益精補血的功能。湯裡，也有人分別加入玉米、薏仁、火腿、

海帶、胡蘿蔔、木耳、梅菜等等，自成一格。

    我們來看看日本怎麼生吃？山藥泥置放深盤子中央，成「白色山丘」，四周淋上調

味的柴魚香菇醬油，在山頂上放上切得細細的海苔與青蔥絲，即可。如果要再增加潤滑

口感，可以在山頂上挖出一個小火山坑，打上蛋黃，成了「月見山藥」，記得搭配熱湯

食用。

電鍋蒸枸杞山藥湯：潤燥、益腎、養血！
秋日食養精華就在這一碗



韓國有「泡菜拌山藥」：

先把泡菜擠汁（湯汁不要倒掉，備用），切絲備用；

    把山藥切薄片，熱水汆燙後，立刻放入加了冰塊的冰水激涼，避免餘溫繼續軟化山

藥，失去爽脆感；

最後山藥加入泡菜絲、泡菜汁和香菜段子，攪拌，即是韓風山藥。

    這道山藥料理啟發我「另有他用」靈感。有時買了一盒辣脆好味的泡菜吃完，湯汁

只得倒掉，現在它可以佐以山藥泥了。另外「山藥牛奶果汁」，即削皮山藥塊與牛奶、

香蕉、蘋果等水果一起打成汁，這個可是韓國的一些家庭的基本飲料。

台灣山藥的種植與產季

    產季，從 9月到翌年 3月。山藥多生長於土壤肥沃、排水良好之處，夏天日照較長，

莖葉茂盛製造了許多養分，8月之後日照變短，就開始把養分轉送蓄積到地下塊莖的部

分，逐漸形成紅皮白肉或白皮白肉的健康山藥，因此約莫初秋 9月，小部分可陸續採收。

    主要產地在南投、三芝、基隆（台灣種的日本山藥，黏液豐富、脆度足，拿來做點

心或各式料理都很適合）、台北陽明山山區（白肉山藥）、雙溪、台南左鎮、屏東恆春等。

    10 月秋風送爽，從埔里到竹山的南投縣街頭，開始賣「紫山藥」（台灣種，口感最

脆但不能生食），街上有新鮮堆疊秤斤賣的，小吃攤有炸球、煎餅的「紅薯點心」，那是

鮮豔又帶有詭譎紫色的美食。我童年時，家母曾經煎來當是我們的午後零食，印象深刻。

    近年，我自己動手，先磨成泥再加糖入味，當然我會加大量的桂圓乾配味，這些

桂圓會先浸過葡萄酒，是軟化也是增味

的手續，之後再用麻油低溫香煎，佐配濃

茶……。這是我的「吃秋」儀式。

    知道「神仙之食」山藥的厲害，來認識

它的好朋友薏仁、芝麻、紅棗、蓮子、杏仁、

核桃等，這個藥膳軍團對荷爾蒙分泌不穩定

的女性，或是更年期後雌激素下降的困擾，

頗有助益。

本文摘自《節氣食堂：我是農產品促銷員》

／王浩一（作家）／有鹿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