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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外籍移工在所有職業別中，海洋捕撈業的工作及生活環境，是所有

移工勞動及生活條件最為不友善的。由於海洋捕撈業的特殊工作生活環境，高

風險、重勞力且封閉的環境，讓外籍漁工處於一個高危險的工作條件，其封閉

的生態更是讓外籍漁工的狀況，不易讓外人看見進而保護監督。因此國際上常

見海上的人權被侵犯剝奪，以及不為人道的事件發生。 
台灣目前聘僱外籍漁工的方式，分為「境內聘僱」和「境外聘僱」兩種。

境內聘僱漁工主要從事近海漁業，境外聘僱漁工通常從事遠洋漁業，其中差異

在於聘僱的法源不同，其主管機關也不同。境內聘僱漁工依照「就業服務法」

聘請，其主管機關是勞動部，受到「勞動基準法」保障其權益。境外聘僱漁工

有三類，分別依照「聘僱非我國籍船員管理辦法」、「臺灣地區漁船船主境外

僱用及接駁暫置大陸地區漁船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及「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

船許可辦法」(FOC 權宜船)聘請，其主管機關是農業部漁業署，不受到「勞動

基準法」保障。因此境外聘僱的漁工，其工作環境及權益較易被侵犯剝奪，主

要是因為勞動部與農業部不願意讓境外聘僱漁工適用勞基法，造成其工作環境

與自身權益保障薄弱。因為過去境外聘僱漁工與境內聘僱漁工同工不同酬，且

其於海面上工作的勞動條件差異極大，加上其語言文化等差異，致使境外漁工

未能持有身為一個勞動者的基本生活環境，甚至連對外聯繫的權利都沒有。 
在許多關心國際移工的非營利組織，不斷向政府倡議重視外籍漁工的權益，

經由不斷發生的案件提醒政府，對於外籍漁工基本人權的在乎與尊重，確保外

籍漁工的工作生活品質與安全，是身為一個在地政府的基本責任，也是在國際

間尊重其他國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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