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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蹤不明外勞人數統計及比例表 

       資料截止日 101年 10月 31日 

       資料來源 移民署與勞委會  

          

  國籍別 

總計人數   男 性   女 性 

在台人數 逃跑人數 逃跑比率 在台人數 逃跑人數 逃跑比率 在台人數 逃跑人數 逃跑比率 

 總  計 443,809  37,579  8.47% 177,509  12,524  7.06% 266,300  25,055  9.41% 

 印  尼 188,286  16,145  8.57% 29,632  2,025  6.83% 158,654  14,120  8.90% 

 馬來西亞 4  0  0.00% 4  0  0.00% 0  0  0.00% 

 菲 律 賓 86,628  2,262  2.61% 32,407  198  0.61% 54,221  2,064  3.81% 

 泰  國 69,598  1,181  1.70% 58,715  985  1.68% 10,883  196  1.80% 

 越  南 99,292  17,991  18.12% 56,751  9,316  16.42% 42,541  8,675  20.39% 

 蒙  古 1  0  0.00% 0  0  0.00% 1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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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逃跑原因列表 

 

 

 

入境半年內 
家庭外勞部分 

初入境 180天以內，合計 35.84% 

1.受其他外勞的慫恿、轉介 

2.溝通不良 

3.生活、工作環境無法適應 

4.思鄉情緒 

離境半年前 
家庭外勞部分 

工作屆滿 180天以前，合計 48.43% 

1.受其他外勞的慫恿、轉介 

2.聘僱期即將屆滿 

3.希望有較高之待遇 

轉出期間  

1.受其他外勞的慫恿、轉介 

2.聘僱期即將屆滿 

3.生活、工作環境無法適應 

【雇主認為外勞逃跑的原因 TOP 6】 

1.受其他外勞的慫恿、轉介 68.34% 

2.聘僱期即將屆滿 28.97% 

3.溝通不良 26.31% 

4.希望有較高之待遇 19.10% 

5.生活、工作環境無法適應 18.62% 

6.思鄉情緒 1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