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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主張平等，同時具備尊重多元文化的概念。這是人權的

核心價值，也是普世持續努力的目標。台灣目前的研究中，東南亞籍女性配偶與移

工的研究已經累積一定的數量，而東南亞男性移工的文獻有限，且大部分是從政策

和法律的角度探討。本研究從後殖民(postcolonial)脈絡，從經濟、文化、性的角度瞭

解臺灣社會對於東南亞的既定眼光與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以臺灣官方資料與民間

媒體報導為主軸，從孫中山先生民族與平等思想的觀點以及心理分析的方式，梳理

臺灣對於東南亞男性移工的想像建構。藉著臺灣與東南亞男性移工之間所隱含的階

級關係，瞭解與東南亞族群的矛盾情結將為臺灣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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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全球化浪潮下，多元化的人力資源需求已是趨勢。臺灣自 90 年代開始，東南

亞的人力移動與交流日漸頻繁，國際移工和外籍配偶數量明顯成長，臺灣人口結構

與族群組成已有了顯著的改變。這些來自東南亞的居民外型、性格和文化在臺灣其

實都存在著普遍既定意識，加上媒體新聞的渲染與一些官方的言語都加深了民間對

於東南亞的刻板印象，也促使了東南亞居民融入臺灣社會不易，更增加了彼此的隔

閡。 

 

    當前臺灣討論東南亞籍女性配偶與移工的生活以及適應相關的研究已經累積一

定的數量，大部分是從政策和法律的角度探討。後殖民理論方法多半用於文學與歷

史方面，運用於社會科學的不多。孫中山先生認為真正的民族主義是從跳脫宗族主

義的框架開始，打從心裡對於其他民族的包容與接納，才能體現真正平等的世界主

義。因此本文從孫中山先生對於民族主義的觀點開始談起。接著從經濟、文化、性

三個角度下探討膚色歧視，瞭解東南亞男性移工在勞動身分的定位，用他者與後殖

民的脈絡，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臺灣如何建構對移工的想像，梳理臺灣與移工隱含的

階級關係與啟示。 

 

貳、 民族主義與平等的意涵 
 

    孫中山先生認為，民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國族主義。但是一般人民只有家族

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的觀念。也就是中國人的團結力往往僅止於宗族，

並未擴張到國族，這也就是為何被外國人認為像一盤散沙的原因。1 

    一個國家的造就不一定是一個民族的單一組成，一個國家由好幾個民族組成的

比比皆是。像是台灣人口的組成比例中，新移民及移工擁有原生國家獨特的語言及

習俗。前者其實並不屬於台灣人口原有的原住民、客家人、河洛人及外省人「四大

                                                 
1
秦孝儀、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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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族群裡面，但不能否認他們目前在台灣人口中佔有一定比例。原本以孫中山

先生的定義，民族的起源為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等天然進化形成。

2 

    因此一個團體基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霸道人為結合而成的是國家，

3而人為的力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而世界中的進化力，是天然力

與人為力湊合而成。4除了過去戰爭造成民族與國家的組成變動外，現在科技進步等

全球化的因素，加上日漸普及的地球村觀念，基於政治、經濟、婚姻等推拉力更頻

繁，國家人口組成多元化已是世界趨勢。 

 

    孫中山先生舉英國為例，指出他們的民族以白人為本位，結合棕人、黑人等民

族，才能成為「大不列顛帝國」。5另外以日本為例，大和民族原本也是單一民族的

國家，但是因為明治維新五十年的努力，開放學習歐美長處，最後保有民族精神，

亦成為當時亞洲最強盛的國家。6另外美國的種族，比哪一國都要複雜，各洲各國的

移民都有，到了美國就鎔化起來，自成一種民族，也就是美利堅民族。7以上是自古

以來乃至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幾個事例。 

 

    自古以來的固有觀念裡，東方是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最後達到國族的層級

下是極有規律的。但西方是以個人為單位，因此連絡與組織上也更為俐落。因此必

須善用宗族有效率與團結的長處，結合國族精神才能恢復民族主義，振興國力。8 

 

    關於平等，孫中山先生認為，國家要強盛，民族要將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

才配得上世界主義。9從一開始被認為世界上有聰明才智的只有白人，並且一切都被

                                                 
2秦孝儀、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6。 
3秦孝儀、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4-5。 
4秦孝儀、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12。 
5秦孝儀、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4。 
6秦孝儀、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7。 
7秦孝儀、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9。 
8秦孝儀、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45。 
9秦孝儀、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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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壟斷。但日本的復興與強盛，為非白人帶來強心針，並證明白人能做的，日本人

也能做。因此世界上的人種，雖然有顏色不同，但是講到聰明才智，便不能說有甚

麼分別。10 

 

    孫中山先生對於民族主義的主張除了上述，還包括對於帝國主義的看法，以及

西方對於中華民族的誤解與偏見，如何振興民族與抵抗強權，扶持弱小國家的理論

與方法。這些看法都是基於當時的時事做出針砭，讓我們後人能夠更加了解當時的

時空背景。拉回目前的背景情勢，民族主義中有些主張依然非常值得參考，包括國

家對於異族的包容，以及消除歧視、平等對待的理念，至今雖然離世界大同的理想

依舊長路迢迢，但仍是世界各國持續努力的目標。 

 

    基於孫中山先生對於民族主義平等的理念，台灣目前為止，對於移工是否已經

達到族群平等與包容的標準?接下來我們分別從經濟、文化、性的角度與實例加以討

論。 

 

參、 膚色與經濟、文化、性 

 

    從經濟來看。哥倫布於 1492 年發現北美新大陸後，開始來自歐洲的白人移民熱

潮並成為列強殖民地。基於開墾新大陸的經濟需求，1619 年開始引進第一批黑人勞

工。黑人帶來的勞動力對於新大陸的開墾與經濟發展功不可沒，幾乎都是以奴隸和

雇主生財器具的身分受到剝削，並未受到人道待遇。為防止黑人反抗與爭取自由，

更陸續制定許多不合理的法律箝制。時至今日，黑人仍是許多都市的廉價勞工。 

 

因為經濟的需求，促進奴役的需求，也在文化方面形成歧視的必要性。另外當

白人在非洲初次接觸黑人時，膚色與五官特徵的差異，讓歐洲白人產生異化的牴觸

                                                 
10秦孝儀、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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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讓歐洲文化優越感將非洲文化視為劣質的、野蠻的、未開化的，將這樣的價值

觀合理化，當作奴役黑人的尚方寶劍。非洲黑人普遍被認為缺乏人的能力(human 

agency)，11同時黑人也被視為天生能力落後的種族。12之後進化成白人至上主義

(White Supremacy)。也就是白人認為自己優於其他膚色的種族，這樣的優越感讓他

們認為應該居於世界的領導地位。13 

 

    美國黑人與白人間也有種姓壁壘以及階級關係的爭論，14對於美國白人對黑奴

一向有溫和、謙卑但是不負責任和懶惰的刻板印象。15對種族的歧視，自然擔心自己

的種族被汙染，也容易聯想到性。 

 

    法農(Fanon)認為，白人對於黑人的憤怒與歧視是源自於對黑人性能力與生殖器

畏懼的報復。甚至將黑人視為生殖器，擔心女人被黑人包圍，被小混血兒淹沒。16在

這樣潛意識的性競爭下造成了一種被害性妄想，白人對於黑人必須用預防性的暴力

與制度打壓來防止受到黑人各方面的污染。有趣的是，當我們提到黑人有關「性」

的部分，通常直覺都是先想到男性。這背後也隱含被文化宰製的種族刻板印象。 

 

    如果從美國白人對黑人的歷史脈絡來看，我們可以試著對應臺灣與移工、外籍

配偶的關係。對於美國白人來說黑人就是他者；臺灣的移工就是「異己」的存在。

當時臺灣基於經濟的需求才開放外籍移工，對於種族的差別待遇與歧視的刻板印象

                                                 
11 Baker, A.(2015). Race, Paternalism, and Foreign Aid: Evidence from U.S.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9（1）: 93-109。 
12 Sachs,J.(2006).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Books:207. 
13 Wildman,M.Stephanie (1996).Privilege Revealed: How Invisible Preference Undermines 
America.New York: NYU Press.87. 
14顧駿(譯)(1991)。種族與族類(原作者:Rex, John)。臺北：桂冠。(原著出版 

年:1986)，38-40。 
15 Mclemore,S.Dale(1980).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merica.Boston:Allyn 

and Bacon,264. 
16陳瑞樺(譯)( 2007)。黑皮膚，白面具（原作者: Frantz Fanon）。臺北：心靈工坊。(原著出版

年:195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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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時常上演。對於黑人男性從嚴管制與壓抑與臺灣對於移工歧視又畏懼的態度頗為

相似。接下來我們從移工的歷史與官方數據瞭解東南亞移工的勞動力與性別現況。 

 

肆、 東南亞移工及心理效應 

 

    國際移工(migrant worker)，在臺灣通常簡稱為外勞。1989 年「十四項建設」正

式引進第一批低技術外勞。自 1992 年《就業服務法》通過外籍勞工專章後，相關法

令政策至今持續更改中。 

 

    移工數據方面，臺灣移工人數總結至 2019 年 2 月底，只有 12%東南亞籍人士

從事白領工作，而藍領移工將近百分之百為東南亞籍。藍領移工勞工目前總數為

704,223 人，人數也呈現年年上漲的趨勢。以性別來看，男性為 318,680 人(44%)，

女性為 385,543 人(56%)。整體比例可看出目前東南亞籍從事藍領工作的人數眾多，

17男性移工佔有人數上其實並不亞於女性。 

 

    當前臺灣對移工的研究與媒體關注大多聚焦在女性，男性相關的研究不多。目

前臺灣對東南亞外配的研究多半在新移民的加入對臺灣社會造成的影響，忽略從新

移民的角度看待社會議題大多注意女性，亦難以跳脫我族中心的觀點。18 

 

    我族的相對概念就是他者。「他者（The Other）」是一個相對於我者「自身」的

概念定義，是相反的、不被包含的不同者(different)。19臺灣西元 1624 年開始，相繼

被西班牙、荷蘭、滿清、及日本統治過。臺灣就是「黃皮膚，白面具」的具現化，

被殖民的深刻記憶也讓臺灣對於族群的認同感到迷惘，精神殖民意識也尚未擺脫。 

                                                 
17統計月報資料庫(2019)。外籍工作者勞動統計月報。臺北：中華民國勞動部。2019 年 04 月 05

日，取自： 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i0120020620.htm 
18曾嬿芬(2007)。研究移住／居臺灣：社會學研究現況。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6：103。 
19胡大平(2004)。他者：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一個新的支點。江蘇社會科學，3: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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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讓人聯想到法農的「黑人要的就是成為白人」，20也就是希望成為精神上的白

種人。雖然將黑人與白人殖民者直接和臺灣與西方作出聯想，以時空背景來說或許

不符時宜，因為現今時局基於歷史糾結更加複雜。但類似「向上」認同的理論邏輯

亦難以否認。21 

 

    關於心理效應，人類在象徵界中形成自我主體過程的「鏡像階段」（the mirror 

stage）。22當我們基於現實衝突就會投射(projection)形成幻象(fantasy)。23某方展現優

勢時權力就會被合理化，對異己的壓迫與攻擊就會形成人類內在的「失能」（debility）

狀態。24 

 

    我們可以用拉岡「猶太人」(Jew)的故事為例:平常就像普通人一樣的猶太人，有

天表現出我們認知的陌生行為讓我們感到不安與困擾時，我們產生了憤怒的極爽

(jouissance)。這樣的狀態最終就會停留在「人的冷漠」上。25 

     

    另一個心理因素就是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阿德勒(Alfred Adler)認為人

類的內心藉由克服自卑感，讓自己處於優勢地位，以取得權力的意志所驅動。過度

誇大就會形成「優勢情結」(superiority complex)，用來反擊或是掩飾自己內心的自卑

感。26 

 

    自卑感也和性有關。陰莖同時也被認為是一種象徵性的攻擊武器，同時也象徵

權力，27男性對於黑人的性能力也充滿著恐懼，擔心黑人會搶了他們的女人。同時白

                                                 
20 Fanon, F.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 8-9. 
21陳光興(2003)。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 行人出版社，279-280。 
22 Lacan,Jacques. A. Sheridan (trans.) 1977.Écrits: A Selection.New York:Norton,2. 
23蔣興儀(2007)。拉岡與心理分析之倫理學：解析康得與薩德之纏捲。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9(3): 375-401。 
24 Sarup,M.(1992).Jacques Lacan.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62. 
25 Lacan,Jacques. A. Sheridan (trans.) (1977).Écrits: A Selection.New York:Norton,2. 
26 Adler,A. (1947). The Science of Living.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96-97. 
27 Firestone,S.(1970).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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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男性認為黑人男性擁有強大的性能力。因此黑人不只是生殖器，同時也是惡與醜

的代表。28 

    

伍、 東南亞男性移工分析實例 

 

    基於補足產業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等原因，國際移工以及跨國婚姻人數持續

上升。但現今臺灣對待東南亞男性移工是否符合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平等理念?從以

下的實例分析可以一探究竟。 

 

一、 正面形象與自我需求 

      

    台灣與東南亞移工的相關報導其實並非全然負面。在東南亞移工對台灣的正向

例子中，有東南亞移工在受訪時，積極融入並且與雇主相處融洽，認為自己的真誠

是讓雇主放心的原因。29 另外印尼移工揪團掃綠川被媒體稱讚是臺中最美的背影、

30以及移工在火車上讓位給小孩子的暖心舉動等。31都顯示了美好良善的一面。 

 

    近年政府也開始提倡文化共融。例如宣傳穆斯林的開齋月，之後開齋節也會協

辦慶祝活動，邀請民眾來體驗。32 希望增加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的歸屬感，以及增進

社會大眾對多元文化的了解。 

 

    學者 Dalela 曾提到人類會製造一個「上帝的形象」來彌補自己的不足。當自己

                                                 
28 Fanon, F.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236. 
29陳楨雅(2018 年 06 月 20 日)。Fitri：我用真心，換來老闆的放心。One-Forty。2019 年 04 月 10

日。取自:https://one-forty.org/2018/06/20/migrant_story_fitri/ 
30李文潔(2018 年 03 月 09 日)。臺中最美背影-印尼移工揪團掃綠川。臺灣英文新聞。 2019 年 04

月 03 日。取自: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380286 
31自由時報(2018 年 02 月 21 日)。超暖心！ 2 移工「交疊看風景」讓位給小孩。 

自由時報。2019 年 04 月 10 日。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345746 
32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2018 年 5 月 21 日)。2018 臺北市開齋節穆斯林嘉年華宣導影片。臺北

市政府。2019 年 04 月 05 日。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j6Ec8p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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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完成時，會感覺到自我另外有不足的部分。為了可以補足這一部分，會將這

樣的想像實體化。也藉此讓自己更接近真理與完美。33  

    以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自信對於維持民族自尊是重要的。來自異鄉的移工就

是一個被投射的他者，我們友善的形象其實就是對於臺灣社會的形象的自我肯定與

期待的形象。但基於隱惡揚善是人類社會的本質，因此接下來就以較反面的刻版印

象分析為主要內容。 

 

二、 經濟方面 

 

    移工對臺灣產業來說，已經從「補充性勞力」正式成為「替代性勞力」。但是每

當失業率上升時，對於移工搶臺灣人工作的質疑從未少過。34 

 

    彰化縣曾發生移工性騷擾臺籍女同事的事件，被害人親友表示:「很多外勞在公

司有宿舍卻不住，在外租房，公司無力管理，臺灣也沒有明確法令規範外勞，而聘

請外勞導致臺灣人的失業更暗藏許多危機，加上所有外勞在臺灣犯罪最後終是遣送

回國，但臺灣人卻要默默承受這樣的創傷、求償無門，對臺灣人太不公平，希望政

府能重視」。35 

    在臺灣經濟不景氣以及失業例持續上升的情況下，東南亞移工的存在就像是犯

罪率的質疑一樣成為標靶。這裡也隱藏著臺灣對於自身的自卑感，避免就業劣勢暴

露，藉由抱怨東南亞移工來掩飾對於失業率的不安。 

                                                 
33 Dalela,A.(2008). Vedic Creationism: Vedic Theories of Creation and Their Relation to Science. Indiana: 

iUniverse,40-44. 
34朱韋傑(2016 年 07 月 31 日)。我們的選擇，他們的路─在臺外籍移工的困境。 

EDxTaoyuan。2019 年 04 月 05 日。取自:  

https://www.tedxtaoyuan.com/single-

post/2016/07/31/%E6%88%91%E5%80%91%E7%9A%84%E9%81%B8%E6%93%87%EF%BC%8C%E4%BB%96%E5

%80%91%E7%9A%84%E8%B7%AF%E2%94%80%E5%9C%A8%E5%8F%B0%E5%A4%96%E7%B1%8D%E5%8B%9E%E

5%B7%A5%E7%9A%84%E5%9B%B0%E5%A2%83 
35鄧惠珍(2016 年 11 月 19 日)。【創傷片】上班被外勞強吻襲胸 臺女身心受創。 

蘋果即時新聞。2019 年 04 月 08 日。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119/99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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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官員黃志芳曾說:「他們大部分是前殖民國家，國際化就在他們的 DNA 裡

面，臺灣相對的反而是封閉保守，人家的國際觀比你好、人家的英文比你好，我們

有什麼本錢去瞧不起人家？」。36 臺灣歷經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時期，之後面對

日韓的超越與東南亞崛起，這也讓臺灣選擇性的忽視與淡化，形成自我防禦的樣態。 

 

    另外有些雇主或是仲介會利用語言與外勞求職心態的弱勢，在簽約時做出欺騙

的行為。還有仲介鼓勵移工逃跑:「你跑掉，雇主只要被限制 6 個月，但是你轉換工

作，雇主要被限制 2 年」。37以女移工的例子，也有利用移工對法律不熟的弱勢，以

仲介費的名義每月詐騙移工的錢財。38另外男移工也有因為向雇主要積欠工資而被

毆打的例子。39  

 

    當然移工也並非完全百分之百的弱勢，其中也有移工對台灣雇主因為不明原因

出手毆打的案例。40但以整體比例來說，東南亞移工的弱勢處境是無庸置疑的。不論

是男移工或是女移工，在不肖仲介與雇主的眼裡就是一個勞動力物化的實體。 

 

    由於經濟而造成的權力合理化，讓壓迫與剝削成為理所當然，形成法令制定與

執行造成的失能狀態。例如目前對於移工的工時並無上限規定，這就成為一個漏洞。

另外關於執行法令者方面，移工的勞資爭議一旦發生，很可能就會面臨換雇主的問

題。但行政單位的辦理與審核速度有時會造成移工薪資斷炊的情形。因此也有勞工

單位被質疑袒護資方、避重就輕的情形發生。41 

                                                 
36劉怡馨(2016 年 05 月 17 日)。2040 年緬甸、越南超越臺灣 黃志芳：有什麼本錢瞧不起人家。風

傳媒。2019 年 04 月 03 日取自 http://www.storm.mg/article/119864 
37陳又津(2017 年 10 月 10 日)。【鏡相人間】外籍移工為什麼要逃。Mirror Media。2019 年 04 月 08

日。取自: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1006pol017/ 
38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55 號判決 
39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668 號 
40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 年度易字第 4 號判決 
41臺灣國際勞工協會（2017 年 7 月 28 日）。在逃跑的前夕-記勞動部一起凌遲工人事件。自由時

報。2019 年 04 月 03 日，取自: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14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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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義對於天然力與人為因素的民族融合，理應採取包容與尊重的態度平等

對待。移工是基於臺灣經濟需要補充勞力而存在。但因藍領身分的連結讓原本帶有

的無權威意識以及社會默認的低階標籤，呈現「我發展需要你，但還是排斥你」的

矛盾。族群在刻版印象中，文化的強化與歧視最易激起共鳴，接著我們來從文化的

角度，了解東南亞移工在文化歧視上面臨的處境。 

 

三、 文化方面 

 

    東南亞移工來臺灣就像是重新進入象徵界一般，對於臺灣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重

新學習。像是逃逸移工的問題持續被社會關注。逃逸的原因除了移工本身也包括法

律政策、仲介及雇主的素質、社會環境的影響。但追捕的執法爭議也不定時的出現。 

 

    例如員警在追捕偷車的逃逸移工時，當場被連開 9 槍擊斃，引發執法過當與比

例原則的爭議與討論。42 還有在盤查移工時，員警直接跨騎在移工身上 10 分鐘的

事件。事後警方認為:「該名員警是業績優異的「逃跑外勞終結者」，今年已經抓到了

36 名逃跑外勞，維護治安有功，只是姿勢不雅」。43逃逸移工成為權力執行的主體，

只要符合逮捕的行為都會有合理化的論述。 

 

    首先來看臺灣警政署的犯罪率資料截至 2016，刑事案件嫌疑犯人數為 272,817

人，其中東南亞籍移工人數占比最多的前四大國家(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只

占總犯罪嫌疑人的百分之一。44但臺灣社會往往將移工視為潛在的犯罪因數。 

 

                                                 
42洪與成（2017 年 09 月 04 日）。警開 9 槍擊斃移工引爭議 移工盟要警政署公佈真相。公民行動影

音紀錄資料庫。2019 年 04 月 08 日，取自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67746 
43臺灣國際勞工協會（2017 年 9 月 10 日）。警開 9 槍擊斃移工引爭議 移工盟要警政署公佈真相。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2019 年 04 月 03 日，取自: 

http://www.tiwa.org.tw/blog/index.php?itemid=437 
44內政部警政署(2018 年 04 月 01 日)。刑事案件外籍嫌疑犯人數(2016)。外籍工作者勞動統計月

報。臺北：內政部警政署。2019 年 04 月 10 日。取自: 

file:///C:/Users/user/Downloads/f1498789585847%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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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金鼎獎頒獎典禮上，有出版業者認為週末常有臺灣人集體坐在臺北車站地

板，因此「臺灣人是不是越來越像外勞了呢？」。452013 年開齋節，有三萬多名移工

集中在臺北車站慶祝，一名檢察官說「不只有礙觀瞻，也會出亂子」。46移工在目前

的臺灣社會被隔出「圈內、圈外」隱形界線，47同樣也是被需要又被討厭的陌生人。

48 

    對於移工或是新住民，難免會有想包容又排斥的矛盾，卻又無法擺脫偏見。臺

灣的教育從小對於公民素養以及寬廣的國際觀並未多加重視，以至於產生排斥與誤

解。像是屏東傳出有外籍移工吃狗肉，立刻引起民眾撻伐。但政府訪查後才發現吃

的根本是員工聚餐的烤乳豬，而不是狗肉。49  

 

    關於宗教，宗教曾有雇主逼信伊斯蘭教的印尼移工吃豬肉，理由是:「吃豬肉比

較有力氣」，並提出「不吃豬肉，就扣薪水！」的不合理規定。50也有台灣仲介禁止

穆斯林移工禮拜、封齋的情況。51對於文化的不尊重，其實也隱含著優勢情節。社會

大眾以及雇主會用權力的優勢心態，對族群進行文化矯正，希望移工作出符合臺灣

社會「文明」的行為。 

 

    品格歧視方面，對於移工「懶」的評價時有所聞。1996 年隨國合會派遣海外技

                                                 
45今日新聞 ( 2017 年 08 月 18 日)。臺人像外勞？郝廣才金鼎獎發言遭批「自大又歧視」。今日新

聞。2019 年 04 月 05 日。取自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818/2599999 
46黃荷婷(2013 年 08 月 12 日)。3 萬外勞「佔」車站:檢座「有礙觀瞻」惹議。TVBS news。2019

年 04 月 10 日。取自 https://news.tvbs.com.tw/life/225373 
47鄭伊真(2017 年 04 月 18 日)。臺灣人根本不在乎移工議題？不告訴別人怎麼了解卻責怪臺灣人不

關心，都是 They 的錯。報橘。2019 年 04 月 05 日。 

取自:https://buzzorange.com/2017/04/18/migrant-workers-cannot-be-treated-well-in-taiwan/ 
48孔德廉(2017 年 03 月 07 日)。移工創造千億產值 仲介費高達 200 億 《再見可愛陌生人》揭移

工心聲。News&Market。2019 年 04 月 03 日。取自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92698/ 
49三立新聞生活中心(2018 年 06 年 05 日)。戴著歧視眼鏡檢舉？外籍移工被指吃狗肉，其實是吃烤

乳豬。三立新聞網。2019 年 04 月 03 日。取自: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88551 
50何瑞玲(2010 年 05 月 10 日)。首例 逼印勞吃豬肉 雇主被起訴。自由時報。2019 年 04 月 03 日。

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394455 
51祁容玉(2017 年 05 月 28 日)。伊斯蘭齋戒月 雇主請體諒穆斯林。聯合新聞網。 

2019 年 04 月 08 日。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7314/249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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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團的李順連曾說:「其實印尼人士很勤奮的，外人以為他們懶是錯誤的觀念」。這

句很明顯的點出一般人對東南亞人士的偏見。52  

 

    曾有外籍漁工指控船長和其他 2 名臺籍漁工，3 人聯手霸淩，還差點把他們丟

下大海。但船長表示「外籍移工態度懶散，其他人看不下去起了衝突」。53甚至許多

臺幹認為：「東南亞人比較懶散，沒有我們華人勤奮，所以更難管理」。54  

 

    另外對於移工「髒」的批評一樣沒少過。高雄一名醫師，到餐廳點餐，突飆罵

女店員 bitch，並說出「妳比外勞還髒」的言論。55東南亞男移工承擔的就是憤怒的

極爽，移工就像是身處於陌生環境的猶太人一樣，當他們表現出與身處環境的慣例

不同的行為與生活習慣時，行為往往就會被以偏概全的放大，加上一般民間的口耳

相傳與媒體渲染之下，移工的文化處境將更顯邊緣。 

 

    孫中山先生認為地球上的人種不會因為膚色不同而有所差別，消除族群歧視是

國族興盛的良方。教育對於文化刻板印象的世代傳承息息相關。但例子裡卻展現出

對於文化的偏見以及國際視野的缺乏。文化歧視讓臺灣對於現實的不滿有了宣洩的

對象。因此移工自然成為「社會之惡」的替代品。不同於前兩者，「經濟」和「文化」

的歧視是較為顯著與淺層的。而「性」卻是隱晦且深層的存在。我們擔心移工族群

攪亂我們的世代，亦存在著後代的「種」被汙染的恐懼。 

  

四、 性方面 

     

                                                 
52林玉珮(2002)。臺灣心‧世界情─愛在他鄉的八個動人篇章。臺北: 新自然主義，217。 
53黃富溢(2017 年 07 月 26 日)。又傳外籍漁工遭毆打 船長反駁：被誣賴。民視新聞。2019 年 04 月

10 日，取自 https://news.ftv.com.tw/news/detail/2017726N08M1 
54何則文(2016 年 05 月 19 日)。只有經濟角度的「新南向」格局就小了，不如先從善待東南亞移工

開始。The News Lens。2019 年 04 月 10 日。取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9906 
55蘋果日報（2016 年 10 月 25 日）。醫暴罵女店員 bitch 比外勞髒。蘋果日報。2019 年 04 月 05 日，

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1025/3742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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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移工的恐懼與不安除了髒亂與危險的聯想外，也來自於性。像是桃園中壢工

業區，移工的數量不少。除了被抱怨是治安死角，當地女性一樣有這樣的恐懼:「女

生坐大眾交通工具，身處一大堆外勞中…好可怕…，尤其中壢火車站一帶，感覺好

像臺灣人闖入外勞地盤，不喜歡這種感覺」。56 

 

    在法院判決中，移工性侵害的相關案例大多數是女性移工被雇主性侵的權勢犯

案，例如將看護強暴的例子。57由此可見，在性方面，女移工和男移工的處境相比之

下是更為弱勢的存在。 

 

    對深膚色男移工的性恐懼就像白人對黑人男性一樣，只是用深膚色來代換。膚

色相對較深的東南亞男移工對臺灣女性來說就是不安與焦慮的誘發體。尤其對男移

工有攻擊性與性暴力的疑慮，這樣的排斥是一種被動的威脅感。這是對於深膚色性

的原始恐懼，存在著被性侵害的想像。 

     

    接下來看臺灣對於兩性關係與婚姻的權力結構。在傳統對外籍配偶的女性化認

定下，臺灣男性和東南亞女性的結合往往會被視為社會階級弱勢。婚姻就像隱性階

級一樣，因此必須用強勢的心態來掩飾內心的自卑。 

 

    我們可以從東南亞外配的國籍與性別比例來看，2018年結婚的總人數為135,403

人，其中男性配偶人數中，東南亞男性配偶為 1,149 人。女性配偶人數中，東南亞

女性配偶為 7,600 人。東南亞女性約占百分之三、東南亞男性佔總體人數不到百分

                                                 
56謝武雄(2013 年 10 月 22 日)。創傷片-外勞打架 網友諷：中壢市變勞壢市。自由時報。2019 年

04 月 05 日，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23888 

57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6 年度侵上訴字第 11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侵上訴字第 47 號

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侵訴字第 15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侵上訴字第 13 號

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 年度侵訴字第 79 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 年度侵訴字第 12 號

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7 年度侵上訴字第 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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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58東南亞籍男配偶的人數比例上，目前還是遠遠低於其他國籍的男性配偶。 

 

    從東南亞男性伴侶與男移工外配的事例，可更清楚看到臺灣社會對於既定觀念

與傳統價值的衝突。例如彰化一名女子和泰籍移工交往，父母逼女子跪神明廳向祖

先道歉，最後女子控告父母妨害自由。59  

    另外和東南亞男移工結婚的女性，面臨臺灣社會的壓力更是赤裸。像是公視曾

有做一集「我的越南老公」特輯，主角玉婷當時決定和越籍移工結婚時遭到全家人

的強力反彈，「畢竟女兒要嫁給外勞，他擔心未來若回越南定居會受苦，弟弟甚至擔

心外界對自己家庭評價會變低」。60  

 

    和男移工步入婚姻讓人聯想到性行為的部分，光是想像就讓社會觀感難以忍受，

就像被汙染一般，性侵略的想像更增加了親友對於深膚色的排斥感。男移工符合社

會觀感的刻板印象:性能力的侵略性、來自被視為文化落後的國家以及社會階級的弱

勢。這樣具有性威脅的角色居然藉由合法的方式佔有了我們的婦女。因此和男移工

的婚姻被強力反對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外男性移工性別角色的翻轉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小鄭與莉莉」。60 歲的卡拉

OK 老闆梁莉莉和小她 20 歲的泰籍移工庫安結婚。當時媒體的熱衷報導與追蹤，也

引起讓臺灣社會對於「女大男小」的年齡差，以及東南亞男移工的關注。 

 

    而媒體的敘述方式，以及莉莉和移工丈夫庫安的談論幾乎都是不出「腥羶色」

的性能力角度，以及經濟控管的描述。例如:「庫安讓她每次都有高潮，兩人去泰國

                                                 
58內政部戶政司(2018)。結婚人數按性別、年齡、原屬國籍（地區）及教育程度分 (按發生日期)。

臺北：中華民國內政部。2019 年 04 月 05 日，取自: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59新聞雲地方中心（2012 年 07 月 04 日）。愛上泰勞被逼跪祖先！彰化妙齡女氣炸告爸媽。新聞

雲。2019 年 04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20704/69791.htm?from=bbh_et_news  
60公共電視（2015 年 02 月 06 日）。誰來晚餐 6 第 8 集-我的越南老公。公共電視。2019 年 04 月 05

日，取自 https://www.pts.org.tw/Dinner6/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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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都在「炒飯」，三句不離性」。61 「我們店一個月賺 8、9 萬，錢都我管，每個月就

給他 5 千塊，要用再跟我拿」。62 

 

    深膚色男性移工在臺灣社會中被視為性畏懼的想像對象。但莉莉不但沒有呈現

出焦慮，反而表現樂在其中的沉溺。或許強調性生活的活躍與次數是莉莉對於臺灣

男性的性示威，也是對社會文化主流與現實處境的另類報復。 

     

    但最後莉莉與庫安的這段婚姻也是黯然收場。至於和庫安的婚姻分道揚鑣的原

因，莉莉認為是因為錢賺不夠才造成兩人離婚。63對莉莉而言，選擇在臺灣婚姻市場

被視為弱勢的東南亞移工就像擁有某種掌控的權利，藉此發洩身處於臺灣階級上的

無奈與不平等。 

     

    關於性的想像部分是較為複雜的，弱勢的形象與文化落後、不夠文明進步的想

像前提，讓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籍外配的不友善更加凸顯。從經濟、文化到性，我

們可以看見媒體反映與建構的優勢形象，媒體的報導也會依照民眾的口味以及社會

氛圍描寫，並影響建構民眾的自我認同。 

 

    以上實例可看出台灣迄今並未跳脫我群的觀點看待東南亞移工。民族主義對於

宗族的團結就好像台灣社會的比擬，遇上移工時因為自身的潛在的自卑與優越感造

就了雙重標準，因此落實平等與接納的目標仍需努力。 

     

陸、 結語 

                                                 
61蘋果日報(2002 年 11 月 24 日)。莉莉贈衣庫安 附送肉體。蘋果日報。2019 年 04 月 10 日，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entertainment/daily/20061124/23055135 
62蔡妤閒（2012 年 07 月 23 日）。60 歲莉莉月給 5 千不查勤 無敵性技夾緊泰勞尪。蘋果日報。2019

年 04 月 10 日，取自:  

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entertainment/20120703/34340961 
63東森新聞(2016 年 02 月 25 日)。台灣老少配始祖 莉莉：3 任老公都不懂情趣。東森新聞。2018

年 05 月 26 日。取自: 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1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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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經濟、文化、性的角度觀察台灣社會，發現自我形象肯定的潛意識。經濟方

面存在著經濟階級的優越感，以及文化上的差別待遇與品行的刻板印象等等。東南

亞男女移工同樣被視為弱者，並沒有很顯著的不同。但性方面，女性移工通常被視

為弱者，而男性移工通常被視為威脅與侵略者的角色。然而侵略者是不會被同情的，

因此我們更容易表現出排斥與激進壓迫的情緒，才能繼續建構「優越者」的想像。 

 

    以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由於台灣過去的歷史淵源，現今依然殘存著西方情結，

以及對東南亞女性化的弱者想像。民族的自信心並不只是掩飾深層自卑的自大表象，

也不是徒有理念的文宣與喊話。因此對於東南亞族群的接納度，離孫中山先生從族

群包容走向共榮的願景依然有許多進步的空間。其次，台灣的集體意識被媒體、教

育與法律等因素潛移默化，對於世界大同的平等實踐仍尚待努力。 

 

    因此我們必須從東南亞的角度看待東南亞，才能逐漸改善在台灣社會深耕蒂固

的想像。我們可以從媒體報章的自律實踐社會義務，並從教育培養道德與多元化的

國際視野。在制定與修正移工相關法令規章時需設身處地，切合現況才能看到法規

的盲點，提出更合理的保障。 

    

    化解民族矛盾的種族情節除了台灣，也是世界各國持續努力的課題。包容與理

解並不是一蹴可幾，轉化的過程註定是條漫漫長路。期待以頻繁交流的方式消除對

東南亞國家誤解與排斥，其實是治標不治本。因為社會背後隱含的權力階級還是會

持續下去。真正換位思考才能逐漸從內心接納，朝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平等理念

前進，否則再多「國際化」和「平等」的呼籲，終究只是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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