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國家=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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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台灣很⺠
主也很公平！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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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問卷調查、在台移⼯與刻板印象。

40434 葉家潔

看完了奴⼯島這本書
我們發現了很多以前未曾注意、了解的移⼯議題。
例如仲介剝削、薪資低廉、不受勞基法保障、備受歧視等。
因此我們提出了三個關於這些議題的主要⼤綱：

希望透過這些⼤綱來了解移⼯為何要費盡千⾟萬苦來台⼯作
並⽤問卷調查的⽅式，希望能解釋⼈們為什麼普遍都對移⼯有
刻板印象。



在一台車上只有兩個座位，但座
位都有坐人，一邊是       ，一
邊是        ，不能站著，會選

擇坐哪一邊？

想問大家個問題�

歐美人
東南亞人

40621李宥昕



問卷調查

如圖所⽰

發限時動態（24⼩時）投票調查

1.方法&步驟

了解⺠眾對「東南亞籍」⼈⼠的想
法

2.調查動機

3.調查結果

→民眾或許有一定
的刻板印象/偏見

共64位投票，其中投
歐美⼈有83%
東南亞14%

40621李宥昕



移工？外勞？

外籍勞工 :【凡不具有該國國籍，而於該國就業之勞動者，簡

稱外勞】

40329⿈穎

依據上述定義「外籍勞⼯」、「外勞」為
中性詞，為什麼會更名為「移⼯」呢？



移⼯？外勞？

     「移⼯」與「外籍勞⼯」具體的差別其實是，「移
⼯」 ⽐「外勞」 更強調的是透過「移動」、「遷移」來
求職或⼯作的⼈。這裡說的「移動」在學術上的定義，
包含了從縣市到縣市的距離、或者國家到國家的距離，
所以你如果平常是從桃園市通勤到台北市上班，也可以
被稱作廣義的移⼯！



移⼯？外勞？

        隨著社會刻板印象的強化，外勞在台灣經常和負
⾯新聞掛鉤，⽽這樣的稱呼逐漸成為帶有貶意、歧視
意識形態的指稱，台灣於 2019 年起將「外籍勞⼯」
在中華⺠國居留證上的居留事由正式改為「移⼯」



台灣每10位看護就有將近9位移⼯

台灣移⼯困境

40329⿈穎

根據台灣勞基法規定，廠⼯每⽉可領最低薪資2萬3100元，
扣除各項費⽤，第⼀年僅領到3萬6156元

移⼯只能做3D的⼯作，職災率為全國勞⼯的1.3倍
 (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苦difficult)



40329⿈穎



請問說到【     】兩個字大家會聯想到
哪個國家？

台灣移工

移⼯



經過我們研究，發現⼤部分⼈只要講到移
⼯就會⾃動聯想到               國家，⽽不是

歐美國家，世界各地有許多⼈來到台灣⼯
作，並不是只有來⾃東南亞，這是出⾃於

什麼原因呢？

40329⿈穎

東南亞



大眾的刻板印象

它會造成什麼影響？

它是⼀個社會學名詞，意思是
⼈對於某些特定⼈事物會有的
特定看法，並對其抱有特定態
度與觀念。這種看法可能是來
⾃於同群⼈事物之中的少數給
旁⼈的觀感。

什麼是刻板印象？

由於刻板印象常常是負⾯且
先⼊為主的，並不能代表整
個群體擁有這個特質，所以
會造成他⼈對其的誤解。刻
板印象⼀旦形成，若旁⼈不
去加以了解，則這印象很難
被改變，間接對群體增
加了許多困擾。

40229⾼詩蔓



對東南亞移工的刻板印象

衛生、守法觀念差 

很會花錢

教育水準低 家裡窮困

心機很重

搞小圈圈

適合勞力
中文語言能力差

40229⾼詩蔓



造成此現象的可能原因？

對他們的不了解 媒體過度渲染 家庭影響

40229⾼詩蔓



民主國家=平等？

經過上述三大面向的分析，大家覺得

結論

40621李宥昕



或許    ，但絕對不平等

何謂民主？
→自由的制度化
→人民支配的政體，最高權力屬於人民

台灣民主嗎？
→民主
eg:2021年由經濟學人發布的民主指數排名中，中
華民國名列全球第八

民主

40621李宥昕



或許民主，但絕對

一點都不排外

→公車上還有位子，為何不坐？

遭到剝削/不平等的薪水？

→同樣是在台工作者，為何薪水這麼低？

不平等

對移工的刻板印象

→是不了解還是不願了解？

40621李宥昕



若今天角色互換

我們是否願意遭受此等待遇？

40621李宥昕



想身體力行緩解狀況，我們可以⋯
先改變自己的思維！

→外勞，貶義詞？ ⇒「外籍勞工」

→主動了解 ⇒查找大量網路資訊、實地走訪⋯⋯

在擁有多人影響力之前，先從自己做起！

40621李宥昕



THE END



Q&A
IT’S

TIME



心得

我覺得台灣有TIWA這個組織跟其他願意為外籍移工發聲的人

真的很好且令人很感動。

移工來台灣工作，要付出的東西不是我們能想像的

因此，遇到好的仲介就很重要，但台灣的仲介似乎都不管移工的死活

拼命地在剝削移工，誇張的是，這些例子常常就發生在日常生活中

而我們卻無法得知。

這時TIWA這種團體的出現對移工來講，不只是身在他鄉的一個避風港

也是少數會有台灣人跟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的地方。

我想這對移工來說算是一種很大的幫助。
40434 葉家潔



心得
         剛開始我對於移⼯的認識僅限於知道他們各個都是離鄉背井來到
台灣⼯作，但是並不知道他們的處境竟然如此窘困。

          在查找資料時，發現⼤部分的新聞主播在播報有關於國際移⼯的
新聞時，還是都使⽤外勞這個詞彙，我認為這對他們可能是⼀種不尊
重，他們到台灣替我們減緩勞動⼒不⾜，做⼀些台灣⼈不想從事的⼯
作，卻還是要被⼤眾另眼相待，我不敢想像他們內⼼會過得多煎熬。

          我們現在會對移⼯們有所偏⾒可能是因為種種原因，可能是因為
他們的⼯作或是等等，但他們會千⾥迢迢地丟下家⼈跑到台灣⼯作，
想必也是⾝不由⼰，或許我們都能夠擁有更多的同理⼼去看待他們，
幫助那些受到迫害的移⼯找到協助管道。 40329⿈穎



心得

這次的報告主題是從奴工島這本書延伸出來的，閱讀完書籍後
才了解到移工面對不合理的薪資待遇與瘋狂剝削的仲介有多麼
無助，但同時也看到社會上還有一小群人致力於為他們爭取權
益。移工的問題一直存在我所生活的島嶼，但我卻一無所知，
現在想想覺得多少有點愧疚。

我在報告中負責的部分是刻板印象，查資料時，發現自己其實
也在不知不覺中對移工貼上了許許多多不好的標籤，但經過這
次報告後，我了解到：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要在不了解真相
前，被媒體左右思想。

40229高詩蔓



心得
  一開始上此門選修其實感到很未知，對於紀實文學更是一竅
不通，但認識了金智英、淺游了地中海、走訪奴工島以及遊歷
了熔爐校園，體悟到自己其實對於社會事件一點關心都沒有，
也認知一本書的內容很有可能是改變社會的一把鑰匙。

  在做這次的報告一開始先是迷茫，畢竟除了看書我們很少會
關心移工議題，更不用提他們工作的內部細節，雖然知道台人
喜好往往偏向歐美人，但卻沒想到做了調查後，比例竟然是懸
殊的6:1，連我自己也偏好歐美人，但經過這次報告頓時讓我警
鈴大作，原來移工們面臨的劣勢竟如此之多，雖然我們的觀念
不一定是根深蒂固，但也須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改變，或許我們
能做的不多，但一定要開始行動才可以實際真正平等的社會。

40621李宥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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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解析

關注移⼯ 數據看移⼯移⼯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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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限時動態（帳號：_yeo._52)

⺠主的定義 台灣⺠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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