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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統計通報 

 

  

勞動部統計處 聯 絡 人：蔡惠華、林銘瀚 

日    期：111 年 4 月 20 日 聯絡電話：(02)8590-2366 

 

 

基於國內部分產業勞動力供給不足及人口結構日趨老化等問題，我國自 78

年起陸續引進產業及社福移工(以下簡稱移工)，除紓解部分產業基層勞力需求外，

亦減輕國人家庭照護之負擔。本文綜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人表報系統及

其他單位相關資料，統計分析如下，提供各界參考。 

一、110 年底移工人數 67 萬人，年減 3.9 萬人，係自開放以來最大減幅 

    受 COVID-19 疫情影響，110 年底移工人數 67 萬人，較 109 年底減少 3.9 萬

人(或-5.5%)，為自開放移工引進以來最大減幅；產業移工 44.3 萬人(占 66.1%)，

年減 1.4 萬人(或-3.1%)，社福移工 22.7 萬人(占 33.9%)，年減 2.5 萬人(或-9.9%)。

觀察歷年移工人數增減，主要受景氣及政策因素影響，近 2 年則主因疫情實施

邊境管制政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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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移工人數－按產業別分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說明說明：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含非法在臺人數，以下各圖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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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造業移工 42.6 萬人占 6 成 4 最多，各中業別移工人數較多者空缺人數亦多 

  (一)依行業別觀察，110 年底移工人數以製造業移工 42.6 萬人最多(占 63.6%)，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2.7 萬人(占 33.9%)居次，其餘

依序為農、林、漁、牧業 1 萬人(占 1.6%)及營建工程業 0.7 萬人(占 1.0%)；

與 109 年底比較，僅營建工程業年增 555 人(或 9.0%)，其餘均減少。 

表 1  移工人數－按行業分 

單位：千人 

年底別 總計 

產業移工 
社福移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計 製造業 
農、林、
漁、牧業 

營建 
工程業 

計 
外籍 
看護工 

家庭 
幫傭 

108年底 718.1 456.6 439.7 12.5 4.4 261.5 259.7 1.8 

109年底 709.1 457.3 439.4 11.7 6.2 251.9 250.2 1.7 

110年底 670.0 443.1 425.9 10.5 6.8 226.9 225.4 1.5 

與 109年底比較         

  增減人數 -39.1 -14.2 -13.5 -1.2 0.6 -25.0 -24.8 -0.2 

  增減率(%) -5.5  -3.1  -3.1  -10.4  9.0  -9.9  -9.9  -12.2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二)依製造業中類行業觀察，110 年底移工人數以金屬製品製造業占 23.5%最

多，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占 16.5%次之，機械設備製造業占 9.0%居第 3；對

照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 8 月底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之空缺人數，顯示

移工人數較多者空缺人數亦多。 

表 2  前 5 大製造業中類行業移工人數及國內廠商空缺人數比較 

                               110 年底                                      單位：人 

製造業中類行業 
製造業 
移工人數 

  
受僱員工 
人數① 

空缺人數 
①② 

  

結構比 
(%) 

排名 
結構比 

(%) 
排名 

製造業 425,877  100.0  - 2,866,580  90,517  100.0  - 

金屬製品製造業 100,043 23.5 1 351,021 9,905 10.9 3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70,206 16.5 2 645,633 24,575 27.1 1 

機械設備製造業 38,448 9.0 3 235,376 7,205 8.0 4 

塑膠製品製造業 28,643 6.7 4 137,587 3,634 4.0 6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28,388 6.7 5 134,841 3,538 3.9 8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7,298 4.1 8 233,667 10,009 11.1 2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9,265 2.2 14 125,751 4,356 4.8 5 

  資料來源: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行政院主計總處「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 
  說  明：1.①為 110 年 8 月底資料，②係指廠商確實具有該項工作機會或職缺，已對外或可立即對外公開徵人，但尚未找

到適任人員之現有職缺。 
        2.本表僅列示移工人數及國內廠商空缺人數較多前 5 名之製造業中類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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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移工以越南籍占 46.3%最多，社福移工以印尼籍占 75.6%最多 

    110 年底移工人數以印尼籍 23.7 萬人(占 35.4%)最多，越南籍 23.4 萬人(占

34.9%)次之；按產業別觀察，產業移工以越南籍 20.5 萬人(占 46.3%)最多，菲律

賓籍 11.6 萬人(占 26.1%)次之；社福移工則以印尼籍 17.2 萬人(占 75.6%)最多，

越南籍 2.9 萬人居次(占 12.7%)。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四、產業移工以桃園市占 21.2%較多，社福移工以臺北市及新北市較多 

    110 年底移工人數以桃園市 11.3 萬人(占 16.9%)較多，臺中市 10.1 萬人(占

15.0%)次之，新北市 8.8 萬人(占 13.1%)居第 3；其中產業移工亦以桃園市、臺中

市及新北市居前 3 名，社福移工則以臺北市及新北市較多，臺中市居次。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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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0 年底移工人數－按主要縣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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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移工失聯人數以越南籍占 71.4%最多，其次為印尼籍占 24.7%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110 年移工行蹤不明失聯人數為 2.1 萬人，較 109

年增加 0.1 萬人或 6.9%，行蹤不明失聯比率為 3%，則增加 0.3 個百分點；按國

籍觀察，以越南籍發生行蹤不明失聯 1.5 萬人(占失聯者比率 71.4%)最多，印尼

籍 0.5 萬人(占 24.7%)次之。另截至 110 年底移工行蹤不明失聯未查獲人數為 5.6

萬人，以看護工 2.9 萬人(占 52.5%)較多，製造業 2.3 萬人（占 41.6%）次之。 

表 3  移工行蹤不明失聯人數－按主要國籍分 

單位：千人 

年別 總計 

  

越南 

 

印尼 

 

菲律
賓 

 

泰國 

 

行蹤不明 

失聯比率 

(%) 

 
年增率 

(%) 

占失聯
者比率 

(%) 

占失聯
者比率 

(%) 

占失聯
者比率 

(%) 

占失聯
者比率 

(%) 

 108 年  17.8  2.5  -0.8  9.5  53.3  7.6  42.6  0.5  2.7  0.3  1.4  

 109 年  19.3  2.7  8.7  11.6  60.1  6.9  35.8  0.4  2.3  0.4  1.8  

 110 年  20.7  3.0  6.9  14.8  71.4  5.1  24.7  0.3  1.6  0.5  2.3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說    明：年行蹤不明失聯比率(%) = 年行蹤不明失聯人數 ÷ 當年各月底移工在臺人數平均數 × 100 

表 4  移工行蹤不明未查獲人數－按主要國籍及產業別分 

單位：千人 

項目別 總計 

  

越南 

 

印尼 

 

菲律
賓 

 

泰國 

 

占該類 

移工人數
比率(%) 

 
年增率 

(%) 

占未查
獲者比
率(%) 

占未查
獲者比
率(%) 

占未查
獲者比
率(%) 

占未查
獲者比
率(%) 

108 年底 48.5  6.8  -5.8  22.0  45.4  23.3  48.1  2.4  4.9  0.8  1.6  

109 年底 52.2  7.4  7.6  24.3  46.5  24.7  47.3  2.4  4.6  0.9  1.7  

110 年底 55.8  8.3  6.9  26.2  46.9  26.0  46.6  2.5  4.4  1.2  2.1  

按產業別分                      

 看護工 29.3  13.0  2.7  6.2  21.1  21.2  72.5  1.8  6.2  0.1  0.2  

 製造業 23.2  5.5  10.9  18.8  81.2  3.0  12.7  0.4  1.9  1.0  4.2  

 船員 2.4  22.5  12.1  0.6  25.8  1.6  66.3  0.2  7.8  0.0  0.1  

 營建工程業 0.5  7.8  38.6  0.3  56.6  0.1  22.7  0.0  0.2  0.1  20.5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說    明：本表僅列出人數較多之產業。 

六、移工犯罪案件以公共危險罪占 32.1%最多，毒品罪占 20.1%次之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110 年移工犯罪案件共計 3,608 件，以公共危險罪

占 32.1%最多，毒品罪占 20.1%次之，竊盜罪占 10.3%居第 3；與 109 年比較，

移工犯罪案件增 133 件，主要係因毒品罪年增 190 件(占比增加 4.7 個百分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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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110 年移工嫌疑犯人數 3,647 人，移工犯罪人口率1為每 10 萬人口 528.9 人；

若按國籍別觀察，以越南籍占 64.1%最多，泰國籍占 15.7%次之，印尼籍占 11.9%

居第 3。 

表 5  移工犯罪概況 
 

年別 
犯罪 
件數 
(件) 

主要犯罪類別占比(%) 嫌疑犯 
人數 
(人) 

按嫌疑犯國籍別分(%) 

公共危
險罪 

毒品
罪 

竊盜
罪 

詐欺
罪 

總計 越南 泰國 印尼 
菲律
賓 

108 年 3,043 36.5  15.3  12.7  13.8  3,070 100.0  57.6  18.4  15.0  9.0  

109 年 3,475 38.6  15.4  10.4  12.6  3,462 100.0  56.7  20.2  14.0  9.1  

110 年 3,608 32.1 20.1 10.3 9.9 3,647 100.0 64.1 15.7 11.9 8.3 

與 109 年比較            

增減數或 
增減百分點 

133 -6.5 4.7 -0.1 -2.7 185 -  7.4 -4.5 -2.1 -0.8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說明說明：本表包含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 11 款聘僱之外國人。 

說明 
 

 
1移工犯罪人口率＝(當期移工嫌疑犯人數÷當期在臺移工期中人口數)×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