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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吃豬肉 外勞原諒雇主 

台北縣張姓女子被控逼穆斯林印尼外勞吃豬肉，板橋地方法院 10 日辯論終結，張女與

外勞委任律師 7 月 16 日協商後，張女願以每人新台幣 15 萬元，共 45 萬和解。外勞表示，

已收到和解金，願意原諒雇主，並撤回民事告訴。因被告認罪、且支付和解金，本案可能

輕判落幕。 

【資料來源：中央社】 

外勞歌唱決賽 千人聆賞同樂 

台北縣勞工局邀泰越印菲等四國外勞舉辦的第三屆「外勞星光幫歌唱大賽」，進行總決

賽，逾千位各國外勞與許多雇主到場聆賞，還有雇主、外勞對唱競賽，場面非常熱鬧。  

比賽過程，菲律賓朋友展現一貫地熱情洋溢；越南阮氏香帶來自編傳統歌曲訴說者母親

對遠方子女的思念，娓娓道來外勞朋友為了負擔家計離開家鄉，思念稚子的心聲，令人動

容；印尼組及外勞組朋友也使出渾身解數，現場掌聲不斷。最後雇主與外勞合唱，有熱力

四射的五月天歌曲及抒情陳秋霞的「偶然」等。  

比賽結果，6 組分組冠軍分別是：越南歌曲組黎廷情、泰國歌曲組芭帕凡、印尼歌曲組

RENI LIA、菲律賓歌曲組 RIA CABUYADAO、外勞國台語歌曲獨唱組是菲律賓籍 GUILL

ERMO（吉兒）、雇主及外勞國台語歌曲對唱組王宸緯及印尼籍的威多。  

【資料來源：聯合報】 

外勞住院偷電腦 做賊喊抓賊 

1 名菲律賓籍外勞 12 日到苗栗縣某醫院住院檢查，涉嫌爬天花板竊取醫院電腦，得手

後，還報案指稱皮夾被偷，以掩飾犯行。警方追查發現，外勞做賊喊捉賊，涉嫌重大，13

日移送法辦。 

警方表示，外勞 12 日晚上利用健檢中心四下無人，涉嫌 2 次爬上更衣室天花板，進入

隔壁的 X 光檢查室，偷走 1 部手提電腦，過程中，還不慎壓壞天花板。外勞得手後為掩飾

犯行，還向警方報案指出，他的皮夾在醫院內遭竊，他還目睹歹徒從天花板跳下，逃逸無

蹤。 警方調閱醫院監視錄影帶發現，整棟大樓晚間並無可疑人士進出，且外勞報案內容

反覆，經進一步調查後識破，將他以竊盜罪嫌移送法辦。 

【資料來源：中央社】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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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勞收容所中齋戒 穆斯林虔誠禮懺 

依回教習俗，每年回曆八月底由宗教領袖觀察新象，若出現新月，即宣布齋戒月啟動。

今年齋戒月始於十一日，往後一個月，穆斯林白天日出後不食、不喝、不嚥口水，嚴守戒

律。移民署基於尊重宗教，為五十名信仰回教的收容人設齋戒專區，讓他們好窩心！ 

「虔心天天反省、懺悔，幹壞事的行為或動機自然會消弭於無形！」移民署專門委員兼

所長林貽俊表示，回教的精神和教義都具備的高度良善，和我們以前接收到的訊息、甚至

認知，有著很大的誤解和落差，唯有了解，才能打破誤解。 

【資料來源：中國時報】 

照護老翁顧到死 印傭還偷錢 

台北市李姓老翁數月前昏迷，送醫不治，他的家人發現他的金飾不見、存款短少，且身

上多處骨折，更有深度褥瘡；原來是受雇照護他的印尼籍女外勞偷錢，還疏於照護讓他致

死。士林地檢署 18 日依業務過失致死等罪嫌起訴這名女外勞。  

李姓老翁（90 歲）因行動不便，與兒子同住台北市士林區；3 年多前，他的兒子雇請印

尼籍女外勞蘇拉蒂（38 歲）來照護他；不料今年 4 月 1 日，李姓老翁突然昏迷，被送往急

救時才發覺老翁身上有多處深可見骨的褥瘡，且右側髖部有開放性骨折等，最後因褥瘡引

發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致死。 

士林地檢署偵查中，蘇拉蒂（在押）承認從去年 9 月起分 7 次偷李姓老翁的金飾變賣，

還從去年 6 月起分 15 次盜領李存款共 45 萬元；她供稱替李翻身時，李說會痛，所以不敢

翻身，不知這樣會讓李長褥瘡。  

【資料來源：聯合報】 

外勞詩文賽／肩扛「欠」字 越南阿雪得首獎 

來自越南的阿雪（Vi Thi Tuyet）參加台北市政府舉辦的外勞詩文創作比賽，生動的敘述

來台心路歷程，以及雇主「阿公」疼惜她，得到散文組第 1 名。  

勞工局民國 90 年開始每年舉辦外勞詩文創作比賽，分成詩文和散文組，今年共收到來

自台灣各地外勞的 2502 件作品，成績出爐，勞工局訂於 29 日舉行頒獎典禮，安排詩文組

前 3 名朗讀作品。  

阿雪在「異鄉人的故事」文章中提到，她在越南結束 10 年不堪的婚姻生活後，決心到

台灣當「看護工」，並靠著爸、媽借貸成行。阿雪形容來台那天，肩膀壓著沉重的「欠」

字，她欠父母「恩情」、欠女兒「將來」、欠自己「人生」。 阿雪在文章說，來台 3 年後回

到越南，家人已用她寄回去的錢蓋了房子。她的女兒說「我的母親真能幹，感謝老天爺」。 

【資料來源：聯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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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勞詩文賽 獄中信優勝 

「我每天喝得爛醉，厄運終於來臨…酒醒後的我看到手被銬上了手
銬，才恍然大悟被警察逮捕，自己荒唐的行為釀成大錯，非常後悔，但一

切都已經遲了。」因殺人罪入獄，31 歲泰勞阿蘭．莫迪（ARAN MODEE）
在獄中寫下慘痛教訓投稿，參加北市外勞詩文比賽優勝，更是首件來自獄
中的參賽作品。  

外勞詩文比賽 29 日頒獎，莫迪在桃園龜山服刑的無法出席，勞工局將
把 5000 元獎金及水晶獎座轉交獄所。  

北監表示，管理人員告知他「可能會得獎」，但是尚未收到公文不能

確定，但他心裡充滿期待。他酒後與同事爭吵失手殺人，97 年 12 月入獄
服刑，刑期至 108 年 12 月，服刑表現良好，目前在技訓工廠學習裁縫技
術，希望出獄重新做人。  

名為「外籍勞工的另一面黑影」的獄中信長達數千字，是用泰語寫下
的。今年初，莫迪在中央廣播電台泰國節目聽到徵稿訊息，決定把獄中信
寄到電台，再轉交勞工局參賽。  

他在信中說，家中務農，他沒機會到曼谷工作，有次看到鄰居家正在
蓋新房，一問才知是到國外打工存的錢。他父母抵押田地貸款，繳了大筆
仲介費讓他來台，他原在楊梅電鍍廠工作，省吃儉用，把大部分工資匯給

父母還債，但某次朋友引介下卻讓他沉迷夜店、染酒癮，「黃湯下肚我忘
了思鄉之苦，但讓我變了一個人。」  

他把辛苦賺的錢花光，無法再匯錢回家，九十七年底某晚他喝醉後和

同事起衝突，用水果刀將同事刺死，使他必須入獄。他曾在獄中寫家書向
泰國父母認錯，父母鼓勵他接受法律制裁、重新做人，他望著家書不禁激
動痛哭，決定寫下獄中信規勸仍在迷途的外勞「回頭是岸，不要步入我的

後塵。」  
 

 

【資料來源：聯合報】 

景氣回溫 外勞落跑創新高 
景氣回溫，各地都需要人力，不僅在台外勞人數已經比去年同期回升兩萬

六千多人，也吸引不少外勞落跑另求發展，根據統計，到六月底止，落跑還
滯留在台的外勞人數已經超過三萬兩千人，創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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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留在台 落跑人數逾 3.2 萬 

根據移民署統計，今年上半年平均每個月超過一千名外勞逃逸，比去年同
期成長兩成以上，尤其是印尼籍的外勞最多。 

移民署官員昨天指出，對於失聯外勞的查緝工作從未放鬆，不過查緝失聯
逃跑外勞可說是最末端的工作，政府開放外勞人數越多，逃跑失聯外勞人數
就可能越多，外勞的控管最好是從上游做好。 

台北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理事長黃杲傑說，台灣對外籍女傭需求非常
高，可是政府幾乎只開放看護工，各界競出高薪引誘，逃跑人數自然增加。 

黃杲傑解釋，現在家庭看護工一個月薪資才一萬多，黑市幫傭價錢則超過
兩萬，同鄉間一傳十、十傳百，「不跑才是奇怪！」 

他說，最常落跑的除了快到期的勞工外，最近傳出越來越多外勞來了二、
三天就跑。外勞一旦逃逸，雇主必須先向勞委會報備，等半年確實找不到人，
才能申請遞補，真正找到人時，往往已經過八、九個月，「可能被照顧者都
已經身亡了，補人都還沒補到」，雇主只能自認倒楣。 

經營東南亞飲食、雜貨生意十幾年的簡老闆認為，外勞會跑，主要問題在
政策，另外的原因則是「外勞也在變」。 

他說，近幾年年輕外勞也像我國的「草莓族」，辛苦一點的工作就不願意
做，政府為了保障人權許可外勞可以自由轉換雇主，結果有門路的外勞，隨
便以受照顧者情況造假、工作時數太多等理由，要求換到他想去的地方，加
上幾乎所有外勞都有手機，簡直是想跑就跑。 

簡老闆說︰「外勞跑掉後，政府真正抓到有幾個？落實罰款又有幾個？如
果政府真的落實抓人且依規定罰款，光是罰金就足夠給所有的弱勢團體解決
問題。」 

不過，台灣國際勞工協會秘書長顧玉玲不以為然，她說，最常扣留外勞證
件的就是家庭類雇主，但這類外勞卻也是最常逃逸的一群，兩者間並無必然
關係。 

職訓局局長林三貴表示，目前滯台行蹤不明外勞是否真有這麼多還值得商
榷，比較可能的理由或許真的是景氣活絡，雇主願意出較高的薪水解決缺工
問題。 

僱用非法外勞 可罰 15 至 75 萬 

他表示，根據就業服務法規定，僱用非法外勞，雇主依法可處十五到七十
五萬元，民眾不要輕易冒險。  

 

【資料來源：自由電子報】                                        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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