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西海岸24具浮屍與
越南籍移工偷渡等情案

監察委員葉大華、浦忠成

11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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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背景

 去(112)年2月27日至4月7日在
臺灣西部沿海地區陸續發現24

具不明海上(岸)浮屍

➢是否涉及移工非法偷渡、船
難或遭人口販運集團丟包？

➢相關機關處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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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重要時序(以下均為112年)

2月18日 2月27日 3月7日 3月30日 4月7日

 22時許，由
越南籍阮氏
仲介駕駛快
艇，載乘黃
氏 等 13 人
（含阮氏等
總計14名，
8名男性、6
名女性），
自中國大陸
福建省福州
市一帶出發。

◼ 高雄彌陀
漁港外海
發現首具
浮屍。

5月10日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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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巡 署 指
示 所 屬 加
強 岸 海 勤
務 搜 索 有
無落海人
員。

◼ 彰化風機平

台發現1具

男性大體。

◼ 海巡署動用

15艇96人、

岸際 198車

393人及2架

次UAV(無人

機)進行72

小時搜尋。

 高 檢 署 成 立
「岸際浮屍聯
繫平台」，並
指定臺南地檢
署負責偵辦，
以統一事權。

◼ 累計發現24具大
體：
◼ 13名為本國

籍。
◼ 10名為越南

籍。
◼ 1具身分與

越南家屬提
供之檢體未
相符。

 完成相驗程
序，將遺體
發還越南家
屬。



調查發現:本案為疫情期間人蛇集團發展出由偷渡者自行開船
的「自助式偷渡」手法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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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路社群媒體(如FB社團「越
南人在臺灣」或「臺越交流社團」、
LINE、ZALO等)招募一定人數

由越南諒山徒步經由陸
路進入中國廣西憑祥至
南寧

轉往中國廣東、福
建沿海地區

透過中國人蛇協助，以購船
自駕直航或轉乘漁船方式，
自廣東(汕尾)或福建(平潭、
廈門)等沿海地區出發來臺



調查發現:非原外傳浮屍是越南籍人士偷渡不成慘遭人蛇集團
丟包海中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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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3月14日及17日海巡署及警政署接獲越辦轉報2月間有
14名越南籍人士搭乘漁船偷渡來臺，渠等親友曾於同年2月18
日聯繫，惟次（19）日即失聯。

◼ 檢警依據死者家屬供述、通訊截圖、相關照片及影片等事證調
查結果：
➢ 越南籍阮氏於112年2月初以7,500萬至1億5,000萬越南盾

（折合新臺幣約10萬至20萬元）之代價，招收黃氏等13人
➢ 透過越南籍仲介及大陸地區仲介安排，先於2月8日前後以

徒步方式偷渡至大陸地區廣西省，再乘車至福建省某工廠
等候。

➢ 期間由阮氏仲介與大陸仲介向廣西快艇公司購買快艇。
➢ 112年2月18日22時許，由阮氏駕駛快艇，載乘黃氏等13

人（含阮氏等總計14名，8名男性、6名女性），自中國大
陸福建省福州市一帶出發，以橫渡臺灣海峽方式偷渡入境
來臺，因海象不佳，在海上發生翻覆罹難。

駐臺北越南經
濟文化辦事處

海巡署

警政署



調查發現:查無我國人民涉嫌接應、安排偷渡或人口販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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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檢警調查結果，
全案查無我國人民
涉嫌接應、安排偷
渡或人口販運等情
事，亦未發現有我
國人蛇集團介入協
助之積極事證。

◼ 越南籍仲介、中國大
陸仲介及福建省海西
快艇設備有限公司等
相關涉案事證，業於
112年4月13日經刑事
局駐越南聯絡組及兩
岸科分洽窗口協查，
惟迄今尚未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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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國籍 海巡署 警政署 移民署 調查局 憲指部 合計

108

越南 84 83 54 0 2 223
印尼 3 4 4 0 0 11
其他 22 17 3 1 0 43
小計 109 104 61 1 2 277

109

越南 138 84 27 3 0 252
印尼 10 9 10 0 0 29
其他 18 22 5 0 0 45
小計 166 115 42 3 0 326

110

越南 45 68 50 0 0 163
印尼 2 8 3 0 0 13
其他 10 5 7 1 0 23
小計 57 81 60 1 0 199

111

越南 36 35 54 0 0 125
印尼 0 7 8 0 0 15
其他 4 5 8 0 0 17
小計 40 47 70 0 0 157

11201-09

越南 52 30 32 0 0 114
印尼 2 14 19 0 0 35
其他 5 5 9 1 0 20
小計 59 49 60 1 0 169

總計 431 396 293 6 2 1128

調查發現:近五年我國境內查獲的偷渡外來人口高達1,128人，偷渡
集團突破我國海域及岸際巡防，成功入境情形相對嚴重



調查發現:境內查獲成功偷渡人口又以越南籍人士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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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輕忽人蛇集團猖獗及偷渡人數居高不下的現象，海巡署、
移民署、警政署等執法機關未能有效防制偷渡，查緝績效不彰，將
成人口販運黑數及治安隱憂

疫情期間發展出由偷渡客購船自中國福建沿海，自駕直航搶灘登陸之「自

助式偷渡」模式。

近5年來（108年迄112年9月）海巡署破獲7件海上偷渡案件，查獲偷渡

人數195人(未含本案14名偷渡客)，同一期間在我國境內查獲的偷渡外

來人口高達1,128人。

鑑於防制偷渡案件須檢肅國內接應、取締地下金流及非法仲介、阻斷海上

偷渡管道等面向，涉及跨機關權責，惟其中近海及岸際巡防形塑之「三道

監偵幕」，本院調查發現於人員配置及裝備補給皆有不足。



調查意見:行政院應督促各機關強化橫向聯繫，積極向上溯源，
並充實相關偵蒐人力及裝備，以壓制人蛇集團氣焰

海巡署自109年迄112年2月浮屍案發生前，未針對如何強化查緝海上

偷渡案件提報行政院「查緝走私偷渡聯繫會報」強化橫向連繫。

各查緝機關對於海洋委員會有關建立情資連繫平臺之建議以有違

偵查不公開原則為由加以反對。

輕忽人蛇集團源源不斷偷渡大批越南籍人士來臺，及結合在臺的越南

社群團體，形成跨國分工網絡等犯罪模式，未來恐發展為人口販運路

線或形成國安顧慮。



調查意見:越南偷渡者多為曾在臺工作之失聯移工，其根本原
因涉及我國勞動市場供需不平衡等諸多因素

探究主要偷渡原因本件海上浮屍案14名越南籍偷渡人士，
經移民署查核發現，其中13人分別有逾
期停留、非法工作及失聯移工等紀錄，7
人有偷渡來臺紀錄，可見越南偷渡者多
為曾在臺工作之失聯移工。
本院就「影響移工失聯之結構性問題」
通案性調查歸納移工逃跑打黑工原因，
不外乎高額仲介費用的債務拘束、合法
工作的薪資待遇低、勞動條件不友善、
產業缺工導致黑工薪資水漲船高等複雜
因素。
移民署人力嚴重不足，導致其查緝能量
不佳，形成失聯移工「邊抓邊跑」、
「越抓越多」的情形。

➢ 為償還積欠之債務。
➢ 親人團聚、維繫感情關係。
➢ 我國勞動市場供需不平衡(打黑

工有誘因)。

查緝機關亦指出，臺灣特定產業缺工情
形嚴重，且來源國有限，間接形成高風
險的偷渡案件，建議勞政機關應從源頭
正視市場供需，建立完善的勞資聘僱制
度。行政院允應正視移工政策失衡衍生
之偷渡問題，速謀改善之道。



調查意見:惟勞動部與海巡署、移民署對於如何減少偷渡誘因，基於
各自立場意見分歧，並無共識。行政院應正視移工政策失衡衍生之
偷渡問題，速謀改善之道

如何減少偷渡誘因各單位欠缺共識

➢海巡署及移民署:就業服務法第74條管制失聯移工永久不得再
來臺工作，被迫選擇偷渡，因此建議無犯罪前科且於自行到案
專案期間到案、檢舉非法雇主或非法仲介之失聯移工，得再許
可入境我國工作，以降低犯罪誘因。

➢勞動部:現行管制不得來臺工作為唯一有效管制移工失聯之手
段，放寬轉正後將降低失聯代價，反易促使更多移工失聯；
縱同意轉正可再入國工作，其再次失聯風險亦相對高，且恐連
帶影響其他合法在臺工作移工仿效，而造成反效果，更不利政
府及雇主管理。



調查意見:政府應重視偷渡人口與潛藏之色情、地下仲介及人口販運的整
體關連性。移民署執法人力仍未隨移工引進人數同比例增加，嚴重排擠
對於外來人口之人流及安全管理職務

越南籍偷渡人口居高不下，與在臺越南社群具團結排外特性且已形成相當規

模，並發展出地下匯兌及仲介等協力網絡等因素有關。

偷渡者入境後，犯罪集團基於勞務剝削或性剝削等目的，透過犯罪網絡媒介

黑工或性交易，形成治安隱憂及人口販運問題。政府應重視偷渡人口與潛藏

之色情、地下仲介及人口販運的整體關連性

行政院允應督促警政署落實防制外勞犯罪之各項作為，並正視移工在台人

數已高達近75萬、失聯移工人數已達8.5萬，移民署執法人力仍未隨移工引

進人數同比例增加，執法人力疲於奔命查處失聯移工，嚴重排擠對於外來

人口之人流及安全管理職務。



調查意見:近5年來海巡署破獲7件漁船偷渡案，但法院對於人蛇集團的判決多
介於有期徒刑4至8個月，漁政主管機關均待法院一審判決始進行裁罰，往往
長達1、2年，人蛇集團又利用空窗期繼續作案，難有嚇阻作用。各權責機關
應加強橫向連繫，強化各項裁處作為，以收嚇阻偷渡之效

入出國及移民法已修法加重人蛇集團及偷渡者刑責，

法務部宜強化訴追意圖營利及首謀之人蛇集團成員。

海巡署及漁業署亦應加強橫向連繫，儘速在檢察

官起訴後裁處相關漁政處分。

漁業署宜提升裁罰速度並加重裁罰額度，從速扣

船、扣照及加長扣船、扣照期間，並落實相關驗

船作為，杜絕船隻改造密窩、密艙。



近5年（108年迄112年9月）海巡署查獲船舶載運偷渡案判
決及處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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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日期 查獲漁船 司法判決 漁政處分

108年7月13日 福春168
船長船員遭法院處有期徒刑4-5月，可易科罰

金，越南偷渡客，刑期2-3個月可易科罰金，

漁船沒入。

110年11月16日

漁船收回執照3月，船長(員)撤銷手冊

109年3月21日 全勝168
船長船員遭法院處有期徒刑6月，可易科罰

金，越南偷渡客，不起訴處分。

109年11月5日

漁船收回執照3月，船長(員)撤銷手冊

109年7月6日 瑞蓬成2
船長遭處有期徒刑8月，船員遭處有期徒刑5

月，可易科罰金，越南偷渡客，不起訴處

分。

110年1月13日

漁船收回執照3月，船長撤銷手冊

109年9月15日 金順滿壹
船長遭法院處有期徒刑6月，可易科罰金，越

南偷渡客，不起訴處分。

110年11月16日漁船收回執照6月，船長

撤銷手冊

110年4月13日 金順滿壹
人蛇集團上訴最高法院中，越南偷渡客不起

訴處分。

112年4月26日

船主收回漁業執照6月，船長（員）撤銷

手冊

112年4月3日 滿益順 尚未判決 尚未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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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越南籍偷渡客雖不涉及難民身分，但不可忽視跨國
剝削及海上悲劇所衍生之人權侵害

《世界人權宣言》 《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及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

人人皆應享有生命權、生存權、不受酷刑、奴役、
歧視的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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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行政院允宜審慎研議如何透過政府整體力量，促使
越南政府正視其國民偷渡問題，並共同謀求具體改善之道

越南籍海上偷渡事件，本質上為貧窮國家
人民為追求生存衍生之現象，而我國採取嚴
格的移工控管政策，嚴格控管移工名額、來
臺工作的期限及跨業轉換，加以越南當地的
仲介費用過高、臺灣非法勞動環境優渥，更
推升國境管制風險及境內移工的管理成本。

越南移工對我國法令遵守程度不足、失聯
比率過高、偷渡情形泛濫等情，本應由越南
政府負起責任，但該國政府對於跨國執法合
作及情資交流的態度消極，無異漠視其人民
之權益。另越南長期以來為勞力輸出國家，
對於其國民透過非法方式勞力輸出，似較未
採取積極管制之態度及手段。

目前僅由海巡署、移民署
單獨與越南海防部門或入
出境管理局對口協調遏阻
非法偷渡，屢遭困難且難
有進展。查緝機關建議將
防制偷渡提升為與越南勞
政單位談判的重要議題，
採包裹式國對國的談判策
略。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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