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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外勞人數及政策變遷 
       (一)人數成長快速、政策異動頻繁 
萬人 

年底 

78年限業限量
開放 

89年總量緊縮
政策 

修正外勞居留期限及配
額，放寬家庭看護工申

請資格 

32.7 

0.3 

55.2 

11年增1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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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勞政策配合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扮演不同角色 
開放項目 80年底 85年底 90年底 95年底 100年底 103年底 

總       計 2,999 236,555 304,605 338,755 425,660 551,596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 2,999 39,696 29,619 5,884 3,313 4,318 
六行業十五種職業 0 5,043 208 54 6 4 
船員 0 1,384 1,249 3,322 8,670 10,316 
六十八種行業 0 18,773 2,292 153 54 18 
七十三種行業 0 25,452 207 143 30 21 
陶瓷等六行業 0 23,633 192 109 27 20 
新廠及擴充設備案 0 34,060 459 154 51 37 
經加、科學園專案 0 4,165 212 6 2 0 
三Ｋ行業專案 0 19,513 51 2,495 137,775 246,416 
重大投資製造業 0 28,891 50,520 36,915 11,450 835 
重大投資營造業 0 1,355 2,502 4,927 193 482 
七行業專案 0 4,335 17 9 2 1 
製造業兩年期滿重整 0 0 93,405 83,721 35,892 15,556 
傳統製造業 0 0 10,361 43,545 17,071 1,725 
非傳統製造業 0 0 377 3,533 827 49 
特殊時程產業 0 0 0 0 12,443 6,715 
附加外籍勞工 0 0 0 0 0 44,435 
國內新增投資案 0 0 0 0 0 196 
臺商回臺投資案 0 0 0 0 0 441 
看護工 0 16,308 103,780 151,391 195,726 217,858 
家庭幫傭 0 13,947 9,154 2,394 2,128 2,15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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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製造業3K(骯髒、危險與辛苦產業)政策變變變 

95.1 
95.9 

95.12  

• 開放定額3K3班 

96.10 
• 常態開放3K3班，簡稱3級制 

98.3 
• 停止3班引進外勞 

99.10 
• 整併3K3班，並調整核配比率及計算基準，簡稱

3k5級制） 

102.3 
• 調整3K行業及比率，新增多繳就業安定費可以多加
外勞配額之附加外勞政策………..等 

(三)外勞政策變化牽動外勞系統作業模式，現行模式
已無法滿足業務及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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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勞相關作業系統 

早期引進外勞，外勞審核方式係由人工、81年半人工審核方式，
84年才陸續再配合業務需求建立各個子系統，分別由資訊、統
計單位或委外廠商建置及維護；99年起規劃整合建置。 

 
外勞相關作業系統 

核准許可審
核作業 

外勞申審系統 

專業外國人申審
系統、特殊外籍
工作者申審系

統、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管理資訊

系統 

網路申辦作
業 

與相關部會資料
交換作業 

外勞動態管理及
資料交換系統 

創新E化外國人管
理與服務系統 

帳務收繳作
業 

外勞統計
作業 

外
勞
展
延
網
路
申
報
系
統                                                                                                                             

安
定
費
帳
務
系
統  

外
勞
統
計
作
業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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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異動 
程式維護 
問題 

政策更動 
或欄位變更， 
全面修改程式 

無法保存 
時間序列外勞 
明細資料檔 

 三、外勞統計作業系統 
封閉式系統，自行以 
Informix 4gl程式開發， 
無法取得其他設備支援 

轉檔、跑表 
、除錯耗時 
統計時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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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版外勞統計作業系統 

    一、主要規劃重點 
 

•建置自動化統
計資料庫作業
系統，節省資
料產製及處理
人力及時間。 

•節省因政策更
動或欄位異動
修改程式人力
及時間。 

自動化 

•產生公務統計
報表、各項調
查母體檔及重
要明細資料
檔。 

•建立時間序列
外勞明細資料
檔，以應平時
及臨時業務需
要，即時支援
決策。 

廣泛應用 

•透過網路作業
簡化流程提升
效能，提供異
地、線上及更
深入的查詢。 

•以多維度方式
來觀察分析資
料。 

Web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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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版統計作業所遭遇的困難 

• 外勞的各項統計項目定義、資料
來源及計算方式需重新檢視，並
需全面檢討統計項目及統計表內
容。 

• 外勞作業系統龐大，需求整合不
易，期程會受到影響。 

• 政策、人員異動頻繁，已規劃好
作業需求隨之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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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項目
及定義 

•成立工作小組，定期開會討論，整合意見。 

•統一統計項目定義、資料來源及計算方式；並
全面檢討統計項目及統計表內容。 

成立單一
窗口，異
動記錄設
專區 

•配合政策異動，成立各業務單位單一聯絡
窗口。 

•設立專區記錄異動資料，避免人員異動。 

加強資安
防範 

•外勞web化系統複雜龐大、核對過程中資料
庫中毒，加強資安防範。 

三、新版統計作業之作法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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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版外勞統計作業系統 
    一、規劃之系統架構流程 

來   源 
資料庫 

統   計 
資料庫 

35個重要原始檔 
4個彙總明細檔 

轉檔 
檢核 

統計表報 
應用程式 
(Cognos) 

110張 
報表 

16 個 
資料檔 

1. 在台外勞明細主檔(計2檔) 
2. 行方不明外勞明細檔(計1檔) 
3. 外勞公務統計報表檔(計4檔) 
4. 雇主面調查母體檔(計1檔) 
5. 外勞面調查母體檔(計1檔) 
6. 人口普查母體檔(計7檔) 

統    計
報    表
資料庫 

轉檔 
彙整 

11 

可保存重要 
時間序列資料 

載入各系統 
動態原始檔 

103個 
原始檔 



(一)定期自動化產表，節省人力與時間 

無需人工確認資料載入及跑表的情形，約節省5個
工作天/月，可減少需定期維護程式（計30支），

及臨時需配合業務單位撰寫程式的人力與時間。 
 

 

二、新版作業系統效益 

執行跑表
程式 

人工確認
資料載入
是否完整 

人工確認
跑表狀況
及除錯等 

產生統
計報表 

處理因原始資料
誤植，有無法歸
類統計資料 

資料載入 
產生初步
統計結果 

新、舊系統資料運作流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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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改後，在分散的辦公環境，均可透過web化界面
查詢各式統計報表，並提供各類型檔案格式供業務
單位下載；對於有興趣的資料還可直接在線上深入
查詢外勞明細，有助於資料的檢核。 

 

 

(二) 於web化界面中提供查詢，並可線上查詢明細 

提供各式下 
載檔案格式 

在WEB化界面 
提供線上查詢 
各式統計報表 

可直接線上 
檢查核對每 
筆外勞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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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web化界面中提供多維度方式分析資料 

可選取表側欄位 可選取表頭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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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其他 
檔案串聯 



(四)可保有時間序列之明細資料檔，配合業務
需要彈性運用 

舊系統因受限於資料庫空間，僅能保有當月原始資料
檔。新系統因已精簡整併成重要的彙整資料檔（含明細
檔），可保有時間序列之明細資料檔，配合業務需要彈
性運用。 

 
 

 

外勞時
間序列
資料檔 

公務
統計 

調查
統計 

應用
統計 

外勞各式統
計報表檔 

在台外勞明細主檔、
行方不明外勞明細
檔，未來可供串聯各
式內、外單位檔案 
 

外勞面、雇主
面、人口普查
母體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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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時提供辦理外勞相關調查母體名冊 

1.雇主面調查母體名冊。 

2.外勞面調查母體名冊。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中文名稱 備註 

… … … 

vendresp      CHAR(08) 負責人名稱(fpv.vendm) 雇主—聯絡人 

emp_addr CHAR(80) 
個人：戶籍地 
公司：通訊地 

  

emp_tel        CHAR(15) 電話(fee.vendm)雇主   

contact_name   CHAR(12) 帳單聯絡人名稱(fee.vendm)   

contact_tel    CHAR(15) 聯絡人電話(fee.vendm)   

billaddr CHAR(80) 帳單地址(fee.add)   

grade CHAR(01) 經濟狀況               1=低收入 2,3==中低收入 未附註=一般身分  

dy            char(6)       在臺天數 民國年/月/日,如030001為累計來台3年1日 

三、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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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調查可能需要之 
負責人(雇主)、帳單 
聯絡人等相關聯絡資訊 



(二)提供辦理人口普查母體名冊 

及時提供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人口普查外籍勞工
母體名冊，並可提供時間序列資料運用。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中文名稱 備註 

laboname VARCHAR(50) 姓名   

sex CHAR(01) 性別   

birth CHAR(08) 生日   

natcode CHAR(03) 國籍代碼   

passno CHAR(10) 護照號碼   

indate CHAR(8) 入境日期   

wpkind CHAR(01) 行職業代碼 

workzip CHAR(06) 
工作地址郵遞區
號 

  

workaddr VARCHAR(80) 工作地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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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建立外勞仲介淘汰機制(1/3) 

為有效改善外勞行方不明情形，利用統計方法建立國內、外
之外勞仲介機構退場機制參考值，提供訂定「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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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統計方法建立退場機制參考值 



國內仲介
引進外勞
人數規模  

 家 數  
引進外
勞人數  

平均引
進外勞
人數  

平均逃
跑人數  

平均每
家逃跑
比率 

常態分配 
99%逃跑 
人數(A)  

常態分配 
99%逃跑 
比率(B)  

N(A∩B) 

 總  計  1,154  377,010  326.7 3.4  1.1     12  

 1~10人  74  315  4.3  0.1  2.2 1  18.7   0  

 11~100人  280  14,840  53.0  0.7  1.4 4  6.5   2  

 101~200人  255  37,905  148.7  2.0  1.3 7  4.2   3  

 201~300人  147  36,159  246.0  3.2  1.3 10  3.8   3  

 301人以上  398  287,791  723.1  7.0  1.0 25  3.1   4  
19 

兩者均符合情況下淘汰家數 

(三)協助建立外勞仲介淘汰機制(2/3) 

分別以98%及99%之常態分配觀察各仲介公司的外勞逃跑人數
及逃跑比率，估算此機制下會可能淘汰仲介家數。   



(三)協助建立外勞仲介淘汰機制(3/3) 

    訂定國內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附件一) 

辦 理 聘 僱 許 可 
之 外 勞 人 數 

行蹤不明人數(註) 行蹤不明比率 

一人至十人 一人(含)以上 百分之十八點七(含)以上 

十一人至一百人 四人(含)以上 百分之六點五(含)以上 

一百零一人至二百人 七人(含)以上 百分之四點二(含)以上 

二百零一人至三百人 十人(含)以上 百分之三點八(含)以上 

三百零一人以上 二十五人(含)以上 百分之三點一(含)以上 

註：行蹤不明人數：外勞入國後三個月內，發生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
情事，經廢止聘僱許可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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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近年政策規劃3K行業專案核配比率參據 

配合政策需要，隨時可針對現行政策開放的主要開放項目

的外勞提供及時且細緻的分類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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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製造業雇主未符規定配額之查核機制 

透過與勞保檔進行勾稽，監控聘僱製造業產業外籍勞工之
事業單位投保勞工保險人數，是否符合原核定的配額，提
供相關單位查核。    

 製造業雇主聘僱外籍勞工未符定期查核基準規定比率統計 

查核年月 查核家次 

限期改善處分 提報廢止處分 

6個月前查核已完
成改善比率(%) 家次 人數 比率(%)         

家次/查核家次 家次 人數 

103年2月 24,598 646 904 2.63  85 105 87.16  
103年5月 25,291 672 1100 2.66  90 129 88.31  
103年8月 26,406 790 1272 2.99  83 117 87.15  
103年11月 27,322 764 1025 2.80  90 117 86.61  
適用單框查核 20,913 513 655 2.45  57 82   
適用雙框查核 6,409 251 370 3.92  33 35   

合計 389,579  11,990  20,825  3.08  1,706  2,650  — 

註:限期改善處分係指雇主聘僱外籍勞工超過查核比率(比率40%、35%、25%、20%、15%、10%) 或每月聘僱本
勞人數不符下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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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助建立製造業外籍勞工人數之管控機制(1/2) 

為避免雇主因為聘僱外勞而減少本國勞工就業機會，利
用聘僱外籍勞工之事業單位所投保勞工保險之本勞及外
勞人數統計，作為目前製造業外勞政策之管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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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助建立製造業外籍勞工人數之控管機制(2/2) 

 

102年

11月底 
12月底 

103年1

月底 
2月底 3月底 4月底 5月底 6月底 7月底 8月底 9月底 10月底 11月底 12月底 

外勞 262 266 265 269 273 279 284 289 294 298 304 308 313 316 

本勞 1,362  1,369  1,372  1,378  1,384  1,384  1,391  1,417  1,446  1,447  1,452  1,462  1,471    

本外勞比 5.2 5.2 5.2 5.1 5.1 5.0 4.9 4.9 4.9 4.8 4.8 4.7 4.7   

262 
266 265 269 273 

279 
284 

289 294 
298 

304 308 
313 316 

1,362 
1,369 1,372 1,378 1,384 1,384 1,391 

1,417 
1,446 1,447 1,452 

1,462 1,471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340 

本勞單位(千人) 外勞單位(千人) 
圖.近1年聘僱製造業產業外籍勞工之事業單位投保勞工保險人數 

-按外勞及本勞分 

外勞人數 

本勞人數 

103年5月製造業本、外勞比4.9 
（每4.9位本勞、聘僱1位外勞)， 
已經跌破5，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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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供評估凍結菲律賓外勞政策影響人數(1/3) 

配合政策向菲律賓政府抗議「廣大興28號漁船」事件，
提供估算每月入境及離境菲勞人數，作為評估凍結菲律
賓外勞政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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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供評估凍結菲律賓外勞政策影響人數(2/3) 

依101年度統計資料，菲籍外籍勞工總入境人數3萬
4,878人，平均每月入境人數2,907人。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1年各月菲律賓外籍勞工入境人數 

總入境人數34,878人 
平均每月入境2,907人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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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供評估凍結菲律賓外勞政策影響人數(3/3) 

菲律賓外勞政策施行後預計各月聘僱期滿離境人數 
自102年5月15日~103年1月15日                     單位：人 

聘僱屆滿 
   週期 總計 製造業 營造業 漁船 

船員 
家庭 

看護工 
機構 

看護工 
家庭 
幫傭  

第1個月 
(至6月15日) 2,595 2,084 81 12 384 28 6 
第2個月 

(至7月15日) 4,056 3,441 0 15 555 31 14 
第3個月 

(至8月15日) 4,473 3,619 0 41 746 49 18 
第4個月 

(至9月15日) 4,423 3,476 0 48 822 62 15 
第5個月 

(至10月15日) 4,017 3,062 0 43 849 49 14 
第6個月 

(至11月15日) 3,992 3,073 0 33 831 43 12 
第7個月 

(至12月15日) 3,337 2,394 0 48 831 45 19 
第8個月 

(至103年1月15日) 2,631 1,919 0 23 645 31 13 
附註：每個月聘僱屆滿之菲籍勞工人數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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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結 
一、新、舊系統效益及應用比較(1/2) 

工作項目 舊系統 新系統 
程式端 資料載入 需人工確認資料載入是

否無誤，人工確認耗時。 
系統確認，速度快。 

執行程式 需自行撰寫維護。受限
程式語法及硬體無法提
升，空間有限，執行速
度耗時。 

系統定期自動化產表，不
受軟、硬體限制，可縮短
作業時間。 

檢查初步統計結
果 

需人工確認，並以程式
查詢有問題之外勞明細。
如統計分類項有不詳筆
數，資料端需請業務單
位更正，統計端需再以
程式更正。 

系統已有過篩機制。如仍
有問題資料可透過web化界
面深入查詢外勞明細，再
將錯誤資料逕e-mail通知
業務窗口更正。 

除錯 難以估算。 3個工作天內。 

配合政策、欄位
異動修正程式 

受限原架構及程式語言，
需耗費人力及時間。 

節省人力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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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舊系統效益及應用比較(2/2) 

工作項目 舊系統 新系統 

應用上 時間序列資料
及明細資料檔 

受限硬體空間，僅留存
次級資料檔，無法保存
原始資料明細檔，應用
上較不具彈性，無法應
付業務上臨時需求。 

除儲存之空間擴充較不受限
外，因已彙整成常用明細檔
故可留存時間序列之重要明
細資料檔，業務運用上將更
具彈性且及時。 

統計報表傳送
方式 

紙本送業務單位參用。 可利用web化界面由業務單
位隨時參用，並可直接下載
各式檔案運用。 

調查應用 需針對不同調查需求另
外撰寫程式。 

已將雇主面及外勞面等面向
調查納入規劃，無需另外撰
寫程式。 

其他 人員(或維護廠
商)、政策異動 

易受人員、政策異動影
響。 

欄位項目異動設專區，較不
受人員異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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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精進項目 

(一)強化線上分析處理（OLAP）能力以支援決策 

在有大量時間序列資料基礎下，以多維度方式分析
資料，提供彈性運用及查詢功能。 

(二)結合執行業務的其他檔案，發揮更大效益 

如結合被看護者相關資料檔，提供政策評估開放外
籍看護工的影響層面。運用行方不明外勞資料檔來
深入探究行方不明原因。 

(三)運用巨量資料庫，強化應用統計分析 

連結其他部會資料檔，研究經濟、社會面與外籍勞
工間關聯性，如長照制度、人口、就業、薪資與社
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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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彙整統計表 
明細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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