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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政府開放引進社福外勞以來，其制度規定之適當性常常引發爭議。隨著國

內人口老化、失能者人數增加，以及婦女勞動參與提高、家庭照顧功能式微，國

人對外籍看護的依賴性有增無減。另一方面，政府已將提高生育率與婦女勞動參

與率列為重要施政目標，而生育與就業所造成的職家衝突使得婦女幼兒照顧負擔

更加沈重，放寬外籍幫傭引進資格限制的聲浪再起。雖然如此，部分政府單位、

民間團體與專家學者卻以發展本國照護體系，促進本國居家服務員就業意願、與

提升照顧品質為名，希望對引進外籍看護工採取更緊縮的政策措施。至於對外籍

幫傭的引進，勞委會仍維持嚴格的審核標準。在這種極端對立的氛圍下，如何調

整我國社福外勞政策便成為政府決策單位之重要課題。爰此，本計畫主要目的是

在考量人口結構、婦女勞動與生育行為、以及相關政策的可能變動之後，藉由計

量方法與焦點團體座談，分析我國失能者與幼兒居家照顧人力之供需情勢與供需

缺口，並以分析結果為基礎檢視我國社福外勞政策之適當性，最後再針對不當之

處研提具體修正建議。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人口老化與失能者人數上升，國人對照顧服務需求日益增加。由於國內

長期照護體系不夠健全，過去這些服務需求大都由家庭，尤其是女性家人來滿足。

後來因為家庭結構改變，家庭照顧功能式微，再加上婦女勞動參與增加，可以用

來照顧家中失能者的時間減少，於是越來越多家庭必須藉助外部人力來提供照顧

服務。有鑑於此，政府遂開放引進外籍看護工。截至今（2012）年 7月底，在台

外籍看護人數已達 207,675人。 

自政府開放引進外籍看護以來，相關政策與管理機制一直備受爭議。究其原

因主要是政府對外籍看護的政策思維是沿襲產業外勞，亦即擔心引進外籍看護會



排擠國人就業機會，於是對申請資格與引進後的人員管理有諸多限制，而這些限

制不僅引發民怨，其適當性也受到部分專家學者質疑。畢竟民眾雇用外籍看護的

原因與企業雇用產業外勞是截然不同，對國人就業機會的影響效應亦有明顯差異，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外籍看護的政策思維理應跳脫產業外勞的框架。 

除了失能者之外，幼兒照護也是當前許多婦女必須承擔的沈重家務。雖然隨

著兩性平權觀念的普及，越來越多父親也參與照顧幼兒的工作，但大多數家庭還

是認為這是母親的「天職」。根據主計總處 2010年的調查，國內 15至 64歲已婚

婦女結婚離職率為 31.21％，復職率為 44.73％；生育離職率為 22.43％，復職

率 55.48％。此外，該調查也發現「工作因素」是造成國內 15至 49歲有偶婦女

不願生育的前三項主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見，照顧幼兒的沈重負擔不僅已阻礙婦

女職涯發展，也是造成我國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為減輕婦女幼兒照顧的責任，排除其進入職場的障礙，政府相關單位已訂有

多項法令措施，包括開放引進外籍幫傭、提供育嬰假與育嬰津貼、提供幼兒保母

津貼等。其中，開放引進外籍幫傭部分，因申請核准的條件過嚴，引進人數十分

有限，截至今年 7月在台外籍幫傭人數僅 2,217人。在育嬰假與育嬰津貼部分，

由於許多婦女擔心會影響休假後在公司的發展，或者育嬰津貼的金額不足以彌補

休假期間的薪資損失，故實際申請的人數遠低於生育人數。至於對在職者提供保

母津貼部分，雖有助於減輕財務負擔，但其金額遠低於聘請保母的實際費用。易

言之，現有法令措施對於減輕婦女幼兒照顧負擔的成效有限。 

展望未來，人口老化的問題只會更加嚴重，國人對照顧服務需求與對外籍看

護的依賴也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另一方面，政府已將提高生育率與婦女勞動參

與率列為重要施政目標，而生育與就業所造成的職家衝突將使婦女幼兒照顧負擔

更加沈重。然而，在此同時，部分政府單位、民間團體與專家學者卻以發展本國

照護體系，促進本國居家服務員就業意願、與提升照顧品質為名，希望對引進外

籍看護工採取更緊縮的政策措施。至於對外籍幫傭的引進，勞委會仍維持嚴格的

審核標準。在這種極端對立的氛圍下，如何調整我國社福外勞政策便成為政府決

策單位之重要課題，而這也是本計畫主要研究目的。 



二、研究內容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計畫主要研究內容為： 

（一）分析我國居家照顧人力之供需情勢 

正確掌握本國居家照顧（包括失能者照顧與幼兒照顧）之人力供需情勢，

是妥切擬定社福外勞政策的先決條件。雖然國內已有部分文獻嘗試分析此

供需情勢，但不論是分析方法與分析結果仍有不盡周延之處。因此，本研

究將以這些文獻為基礎，佐以必要之計量分析，以釐清我國居家照顧人力

的短缺情形。 

（二）評析社福外勞政策環境因素可能變化與影響 

為使研究結果具備前瞻性，本計畫將評析我國外勞政策主要環境因素之可

能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照顧人力供需之影響。目前預計納入分析的環境

因素包括我國即將開辦長照保險，以及印尼、菲律賓等外籍看護來源國可

能減少外勞輸出等。 

（三）比較不同照顧人力補充機制之優缺點 

針對我國居家照顧人力短缺問題，其解決方法不外乎補以外籍看護工或本

國看護工（本國保母），或鼓勵家人自行照顧。本計畫將從被照顧者的負

擔能力、照顧品質、以及資源可近性等構面，比較上述三種解決方法之優

缺點。 

（四）檢討現行社福外勞政策與管理機制之適切性 

本計畫將依據上述三項研究內容之發現，並佐以焦點團體座談，檢討現行

社福外勞政策與管理機制有哪些需要調整修正之處。 

（五）研擬我國社福外勞政策與管理機制之修正建議 

依據前項檢討結果，本計畫將研擬我國社福外勞政策與管理機制之修正建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