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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調查我國引進聘僱外籍漁工的仲介制度案，期促相關

機關加強對仲介機構的監督管理，以遏止外籍漁工的人權被

剝奪 

∼緣起與發現∼ 

近年來外籍漁工人權問題備受關注，而我國將捕撈漁業聘僱的外籍漁工，分為「境

內聘僱」與「境外聘僱」。前者是從事近海漁撈的體力工作(以下簡稱「境內漁工」)，

依據就業服務法暨相關子法，並適用勞動基準法，受到基本工資的保障，且由勞動部

主管從事境內漁工引進聘僱的仲介機構。而後者是依據遠洋漁業條例及境外僱用非我

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從事遠洋漁業工作(以下簡稱「境外漁工」)，不適用勞動基

準法，每月基本薪資 450 美元，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主管從事境外漁

工引進聘僱的仲介機構。 

根據統計，109 年我國聘僱的境內漁工為 1 萬 1,343人，境外漁工受疫情影響而

略減至 1 萬 9,642 人，顯然外籍漁工已成為我國漁業不可或缺的勞動力。但 1 名仲

介境內漁工的黃姓男子(下稱黃男)為擴充黑市人力市場，竟將合法境內漁工通報為失

聯，或趁著為雇主辦理仲介業務的機會，冒用雇主名義訛報境內漁工需求人力，之後

再違法轉換其他雇主或轉入其他漁船作業從中牟利等，讓不明就裡的漁工被轉為黑市

的違法勞動人力。 

本案凸顯相關機關對於仲介機構所建立的監督管理制度似有缺漏之處，因事關外

籍漁工權益，監察院遂立案進行調查。 

 



 

 

2 

∼改善與處置結果∼ 

經監察院完成調查，指出勞動部主管境內漁工的聘僱許可，但本案黃男為非法仲

介境內漁工，竟可輕易透過靠行 1家仲介機構為他製作不實的切結書及本國船員名冊，

成為 24 艘漁船的船員，送交勞動部核發招募許可函；黃男又能透過合法的仲介機構，

將合法境內漁工通報為失聯，或趁著為雇主辦理仲介的機會，訛報需求人力，之後再

將這些外籍漁工轉換至其他雇主遭勞動剝削，或轉入其他漁船從中牟利。且黃男涉及

的 25 艘漁船，船主曾通報失聯漁工共 116 人，其中由他曾任職的仲介機構引進的漁

工就有 26人，另迄今仍有 76人下落不明。本案凸顯勞動部現行審查管理機制失靈，

但事後不僅未能積極清查並通盤檢討，且地方政府將本案疑似人口販運被害漁工的申

訴，以勞資爭議處理，該部也未能確實檢討，明顯有怠失。 

此外，勞動部主管的境內漁工於 106至 108 年向 1955專線申訴仲介共有 1,521

件，有集中在少數的現象，1 家甚至被申訴多達 110 件。而 104 至 109 年境內漁工

失聯發生率(5.32％~13.96％)高於一般移工(2.73％~4.02％)，也有集中的現象，5 家

仲介發生失聯超過 100 人。但該部對這類機構並未加強監督力道，且為了訪查方便，

108 年專案訪查僅限於製造業及家庭類移工。 

至於農委會主管的境外漁工，該會每年對仲介機構進行評鑑後，並未能持續定期

訪察；且失聯的境外漁工集中在少數仲介，而船東未申報的情況也漸趨嚴重，使得這

些漁工如同海上的「幽靈」勞動力，但該會卻未有加強訪查及管理機制，除藉由每年

1 次的評鑑外，只仰賴申訴或檢舉，不過每年仲介遭查獲違規案件卻寥寥可數，106 年

至 109 年 6月共計 6 件。 

再者，該會只聘有 10 名國內訪查員、6 名派駐國外漁業專員執行訪查，但 109

年在國內港口訪查境外漁工的涵蓋率僅能達 2.5％，且發現涉有不法的仲介共 1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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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家，明顯低於非營利團體舉報的 27 件、20 家；而漁業專員僅檢查漁獲物，便力

有未逮。以上凸顯農委會對仲介機構的監督管理，仍嫌不足。 

此外，我國政府對於權宜船及外國籍漁船，雖無管轄權，但農委會核准的仲介機

構為這類漁船仲介的境外漁工遭剝削、虐待等強迫勞動情事，迭遭國際人權組織指責，

仍嚴重影響我國漁業形象。 

針對前述調查結果，監察院除糾正勞動部外，也請該部及農委會積極檢討改進。

經監察院促請相關機關積極檢討改善並持續追蹤後，勞動部現已就雇主委任仲介提出

的申請案，逐案電洽雇主確認真意，倘若有未經委任的情事，並經地方政府查明有違

法事實者，將依法予以裁處；且就本案黃男涉及的仲介公司於 104 年至 109 年間受

雇主委任提出申請船員名冊資料的案件，也已持續請地方政府逐一查處當中。 

其次，勞動部針對目前移工遭通報失聯，已從 111年 5 月 31 日起新增 LINE@個

人推播功能，當移工發生失聯的情事經勞動部核定後，即以發文日的次日中午推播通

知移工，截至 111年 8 月 19 日止，該部經由上述功能推播通知移工遭通報行蹤不明

共有 247則，勞動部也已邀集地方政府及相關團體開會共商並歸納可能發生行蹤不明

通報的高風險對象或案件類型，並納入 1955 專線派案系統交由地方政府進行訪查。

此外，為避免移工遭不實通報行蹤不明，或讓移工可立即知悉遭通報，勞動部已於 111

年 3 月 11 日邀集地方政府及相關團體開會，歸納可能發生不實通報的高風險對象或

案件類型，並研議提出對策，納入 1955 專線派案系統，由系統派案予地方政府即時

進行實地訪查，也同步由 1955 專線聯繫遭通報的外國人。 

另外，勞動部已針對有引進移工(含外籍漁工)行蹤不明比例過高的仲介機構，以

及針對同一地址或同一負責人曾分別設立 2 家以上的仲介機構，納入 110年專案查察

計畫，也針對 110 年加強關懷對象名單，於 111 年完成訪查，並研析 110 年度訪查

結果，滾動調整 111 年度加強關懷對象訪查名單之篩選條件，將於下半年交由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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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辦理訪查作業。 

至於農委會方面，為強化對仲介機構的管理力道，除已提報「漁業與人權行動計

畫」外，並已修正發布「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及爭取到 79 名人

力(其中 60 人辦理漁業勞動檢查)，目前已招募漁業檢查員 49 人，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 41家仲介的檢查工作(檢查涵蓋率達 65％)、查核 793位外籍漁工資料。

且該會也修正規定禁止仲介機構透過外國仲介公司代為轉付薪資，或以儲蓄、保管或

其他理由各種理由而未給付工資。 

另外，該會為遏止國內仲介公司仲介外國籍漁船(含 FOC漁船)的外籍漁工涉入遭

受人口販運與強迫勞動情形，已於 111 年 8 月 12日公告「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

介機構應辦理事項」，要求仲介機構辦理仲介非我國籍船員至非我國籍漁船工作者，應

於每年 1 月 31 日將前一年度辦理前述業務資訊函報該會漁業署備查，違反者依遠洋

漁業條例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幣 100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廢止

仲介非我國籍船員之資格及沒入保證金。 

監察院後續仍將促請勞動部及農委會持續精進、加強對仲介機構的監督管理，以

有效遏止外籍漁工持續淪為強迫勞動的受害者。 

 

  調查報告 糾正案文 

https://www.cy.gov.tw/public/Data/110mo/110%E8%B2%A1%E8%AA%BF0008.pdf
https://www.cy.gov.tw/public/Data/110mo/110%E8%B2%A1%E6%AD%A3000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