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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來台外籍移工已經越來越多，根據研究顯示按照產業區分可分為「產業移工」及「社

福移工」兩大類，其中位居龍頭的為「產業移工」下的製造業，人數為 40 萬 2054 人，占了總比

例的六成之多；其次為近年來人數暴增之「社福移工」下的看護移工，人數為 24 萬 5323 人，移

工人數已突破六十萬人大關，然而，這麼龐大的族群卻僅群居在車站裡，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們

願意花上一整天且寶貴的休假日就待在車站，本研究採用質性的研究方法探討了在台北車站內的

十組外籍移工的休閒行為，研究地點選在台北車站大廳，因為這裡是全台最大的轉運站，在臺灣，

移工族群們並沒有獲得很好的待遇，經常出現剝削、排斥等等的問題，在未來，他們漸漸與我們

密不可分，各項產業都有了他們的存在，沒了他們很多產業可能會停滯不前，但在思考東南亞移

工的勞動權益時，勢必不能忽視其工作時間之外的休閒實踐方式，，針對他們的需求進行規劃、

改善，最後則是產出一套東南亞移工所屬的旅遊行程規劃。 

 

關鍵字： 

移工 

休閒空間 

城市與休閒 

台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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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印尼街是一條距離臺北車站走路僅僅三分鐘可到達的街道，與其說是街

道，其實更像一條小巷，總長度只有五十公尺，卻匯集了十幾家印尼風格的

小吃店、美容院、電器行和生活用品店，對大多數臺北人來說，臺北車站是

生活中再熟悉不過的轉運站，不管搭捷運、公車、火車或高鐵，總是匆匆的

來，匆匆的走。車站旁有一條印尼街？幾乎沒什麼人聽過，更別說去過，偶

爾只有拖著大包小包行李的外國觀光客，因為找行李寄放處而迷路誤闖。其

實，這條街早已成為印尼移工休假時的心之嚮往。（社團法人臺灣四十分之

一移工教育文化協會【One-Forty】，2016） 

 

根據中華民國勞動部的統計資料顯示，自 2010 年開始，大約有 37 萬外籍

移工來臺；而截至 2017 年 8 月底，人數成長了 7 成。也就是說，相較於 2016 
年，東南亞在臺工作的移工大約有 66 萬人（見圖 1-1），由此可知，臺灣東南

亞移工人口之眾。近年來，外籍勞動者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動力下，如何造就了

新的全球城市，以及這樣的資本與人力資源的大規模流動，對於移居國的都會空

間產生重大的影響，已成為學術界值得探討的課題，而且在過去國內也比較缺乏

此一課題的研究（陳坤宏，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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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外籍移工來台人數成長圖單位：人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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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東南亞移民與移工人數已達六十萬人大關，儼然變成台灣的獨特移

民族群。但是因為語言、文化差異，加上媒體捕風捉影的報導，使他們普遍受到

歧視。然而，台灣社會在關注東南亞移工權益的社會團體與社會活動逐漸增加，

如「四方報」。創辦人成露茜於 2006 年成立「四方報」，不同於本土媒體，《四

方報》是以越南、泰國、印尼、柬埔寨、菲律賓、緬甸文等六種外國語言發行的

期刊，提供給外籍勞工、移民進行交流。此外，《四方報」除了呈現多元的新聞

及文章外，亦是移工解決問題及抒發情感的平台，對抗主流媒體對外籍勞工、移

民的偏見，消弭我國對勞工、移民的刻板印象，進而爭取外籍勞工、移民應有的

權利（張正，2016）。 
 
除了四方報之外，台灣也有相關移工權益團體，One-Forty（四十分之一）

便是其中之一。One-Forty 成立於 2015 年，致力於關注東南亞移工團體的新創非

營利組織，其命名由來是台灣平均每四十個人當中，就有一位是東南亞移工，亦

是呼應本研究探討的相關團體。One-Forty 的首要任務是創造接觸不同族群。透

過活動及宣傳，扭轉對移工的態度，也利用本身的資源打造一個數位教學平台，

藉由網路，讓這些移工朋友們能在僅有的時間學習如何創業和開闊他們的國際觀，

One-forty 透過四大程序：適應、探索、行動、啟發，幫助台灣社會更認識東南

亞，也讓東南亞移工更能認識台灣。讓移工不再只是勞工，而是與我們密不可分

的工作夥伴。 
 

移工的勞動權益逐漸受到關注，在此脈絡下，思考東南亞移工的勞動權益時，

勢必不能忽視其工作時間之外的休閒實踐方式。在觀光休閒的領域中，本研究團

隊發現移工的休閒活動逐漸受到政府及公益團體重視，開始推動相關政策活動，

以桃園地區為例，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2017 年即推出全國首創的「2017 桃園東南

亞移工休閒育樂參與式預算計畫」，13 項提案中移工休閒參與乃是重要議題之

一。提案中包括藝術展覽、球類競賽、文化之旅、唱跳比賽等多元的主題。該計

畫藉由輕鬆活潑的主題，提供友善的交流場域，讓市民與各國籍移工可以認識彼

此的想法與文化，創造更多正向的交流，真正落實台灣友善多元的社會樣貌（勞

動部，2017）。此計畫的概念即是希望吸納東南亞移工的真實休閒經驗與休閒困

境，創造更友善的休閒環境。本研究將深化移工之休閒研究並有助於我們對於跨

地域人群的全新理解。 
 

承前所述，探究移工的休閒困境為本研究之宗旨。個體從事休閒的困境，乃是

近年來休閒研究的重要課題，根據張孝銘、高俊雄（2001）的研究顯示，人的休

閒活動具有知識探究與社交活動的需求，人際阻礙與結構性阻礙是個人休閒阻礙

的主要類型。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社會的休閒困境，反映出何種人際阻礙與結構性

阻礙的內涵，是瞭解東南亞移工休閒經驗的重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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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休閒空間亦需納入休閒經驗研究的討論範疇中。本研究選定的研究場

域為臺北車站。台北車站不僅是大臺北與北臺灣首要的公共運輸樞紐，也是全臺

灣旅運量最大的鐵路車站，根據 2015 年台北捷運公司統計，每個月就有將近 1000
萬人次進出於此。更進一步，台北車站大廳著名的黑白棋盤磁磚處，近年來被視

為北部地區移工的重要休閒場域，遇到假日，就可見與本地臺灣人語言、膚色以

及衣著打扮不甚相同的東南亞移工，聚集此地休憩。台灣媒體也大量再現了台北

車站中的東南亞移工休閒樣貌，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休閒論述再現中，台北車站

乃是重要的空間，亦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場所。 
 
曾經，我們就在車站遇過一對印尼的母子，媽媽在臺北擔任看護的工作，兒

子則是在台中的工廠工作。那天他們相約在大廳，和一群朋友一起切生日蛋

糕、吃著家鄉菜和印尼道地薑黃飯塔來慶生。因為放假的次數不多，移工們

要把握時間，往往和朋友相約離彼此都不會太遠的地點，而台北車站成為北

部移工假日的相聚基地，似乎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陳子琳，2017） 
 
昨天是伊斯蘭教開齋節後第一個周日，相當於伊斯蘭新年期間，台鐵台北車

站一早即湧入大量印尼移工，人潮散坐在大廳四周，因女移工戴有各色頭巾，

車站內外一時色彩繽紛，但相較去年車站最多湧入 6 萬人，昨聚集人數減少

到約 4 萬人，加上台鐵、警方及相關單位投入人力維持秩序及清潔，車站旅

客未再像過去一樣動彈不得、抱怨連連。台鐵從 2011 年採取驅趕，2012 年

設置動線區隔，到 2013 年全面開放台北車站大廳，至今已是第 6 年迎接印

尼移工。昨天從早上 6 點開始，站內就開始不斷湧現人潮，北上區間車次班

班客滿，載滿男女移工。台鐵台北運務段段長古時彥表示，因台北車站南二

門及鄰近廣場另有舉辦開齋節活動，達到分流效果，因此今年人潮明顯較去

年降 3 成，「不然先前開齋節台北車站人潮很有壓迫感，寸步難行，今年已

有動線可走」。（張家豪、陳燕珩、曾百村，2016）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將針對東南亞移工在臺北車站內外（附

近）空間的休閒實踐與休閒經驗，探究東南亞移工的休閒文化，思考其性別、種

族與階級等多元的休閒文化內涵。因此，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 以臺北車站為場域，勾勒東南亞移工的休閒經驗與意涵。 
（二） 建構臺北車站內，東南亞移工性別、種族、與階級等差異的休閒文化認

識，並探究其中的權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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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價值與實務反思 

本研究欲透過質性的深度訪談，以臺北車站大廳為研究場域，建構東南亞移

工在此空間內的休閒實踐，意欲瞭解當代臺灣東南亞移工在臺北車站外的休閒活

動。更進一步，本研究團隊將思考如何多樣化、豐富化東南亞移工在臺灣的休閒

型態，讓休閒跨越出臺北車站空間，同時打開台灣民眾認識東南亞的窗口。期望

透過研究瞭解東南亞移工在臺北車站內的休閒文化後，發展出具體、更具賦權意

義的旅遊行程與活動，擴大、深化東南亞移工在臺灣休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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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而本研究將文獻回顧茲分為以下四個小節：「東南亞移工與台灣」、「東南

亞移工與休閒」、「移工城市休閒空間」、「既有文獻探討」。 

第一節、東南亞移工與台灣 

早在遠古時代人類便有遷移行為：猶太人被迫離開家鄉後流浪至今；16 世紀

開始征服者將黑人帶離非洲、一艘艘奴隸船駛向美洲各地。這些移民是不情

願的、而且離開的原因也不盡相同。現今人類所處時空隨科技進步而不斷壓

縮，使得大量人口較過去更容易進行跨國界移動。就廣義上來說，跨國移動

定義是人們因為某些理由而暫時或永久地從一個國家（state）移動到另一個

國。（曾惟農，2009） 
 
移工及其與移入國之間的關係乃是全球化時代的人口勞動遷徙的重要議題。

根據鄭淑芳、盧佩玲（2008）的移工定義為，非中華民國國籍且有薪勞動工作者，

在台灣常對這些非本國有薪勞動者有兩個稱呼，分別是「外籍勞工」與「移住勞

工」。前者解釋為外籍勞動工作者，後者為則是外籍移住工作者，兩者 看起來差別

不大但是卻有高低之分，外勞會讓人覺得只是外來的低層勞動工作者 並且有針對、

歧視和不尊重的感覺，而外籍移住工作者則是來臺短期或長期的居 住並工作較富有

人權的解釋。而「移工」一詞，在臺灣社會的語言使用中，經常 與外籍勞工劃上等

號。本研究探究的東南亞移工也屬於「外籍勞工」而非普遍被 認為具有專業、白

領的外籍「移住勞工」。 
 

臺灣社會企業引進移工的歷史久遠，在尚未正式引進外籍移工前，企業為解

決人力不足問題，時常以非法方式聘請外籍移工，因此當時大多數來臺的外籍移

工多未具有正式工作權，所以多以「非法外籍移工」稱之。1980 年代，臺灣社

會這些外籍移工，多半來自東南亞國家，包括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及馬來

西亞，而這些移工來臺從事的工作多為低階勞力密集型，如製造業、營建業或家

庭傭工。中華民國政府於 1989 年 10 月通過「十四項重要工程人力需求因應措

施 方案」（見表 2-1），引進 3000 名「外籍勞工」。後續並基於補充人力短缺

的理由，於 1992 年頒布〈就業服務法〉之外國人之聘雇與管理辦法、正式將引

進的東南亞移工制度化，導致大量東南亞各國勞工開始進入臺灣工作（曾惟農，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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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重要記事 

1989 
10月27日：核定「十四項重要工程人力需求因應措施方案」並開始引

進外勞。 

1991 

10月11日：核定「因應當前人力短缺暫行措施」准予六大行業中五種

職別專案申請外勞引進。 
*六大行業 ： 營造業、金屬基本業、紡織業、金屬製品製造業、機

械設別製造修配業與電力及電子機械器製造修配業等。 

1992 

5 月 8 日：立法院通過「就業服務法」。 
7月：制定「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置準則」、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方法」、「外國人聘雇許可及管理辦

法」、「就業安定費徵納辦法」以及「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 
8月 ：開放家庭監護工、家庭幫傭與醫護監護工並與泰國、印尼、菲

律賓、馬來西亞政府簽協定引進外勞（1年簽約+1年延長，入境次數

限為一次）。 
9 月：開放「六十八種行業」可申請外勞。 

1993 1 月：擴充到「七十三種行業」。 
1998 修改「就業服務法」：外勞最長停留期間改為 3 年。 
1999 11 月：開始引進越南外籍勞工。 

2002 
修改「就業服務法」：1次最長可停留時間為3年，出國1日後始得再

入國工作，最長累積停留期間為6年。 
2004 5 月 24 日：開始引進首批蒙古外籍勞工。 
2006 1 月：桃園國際機場的外勞服務站啟用。 
2007 5 月：在台工作年限由 6 年延長至 9 年。 
2012 1 月：對於藍領外勞在台工作年限由 9 年延長至 12 年。 

資料來源：Seol&Kim，2004，台灣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N0090001 

 

表 1 近二十年台灣移工引進之重要記事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N00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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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曾惟農（2009）在 2009 年的研究，目前台灣接受合法移工來台國家為

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蒙古等，其中以越南人數最多、菲律賓、

印尼其次。整體而言，臺灣的外籍移工來自東南亞國家者特多，乃基於下列三項

重要 因素第一，這些國家與臺灣的地理空間距離較近；其次，這些國家與臺灣

有較濃厚的種族與文化關係，境內華僑人數眾多，來臺的勞工中也有頗多與臺灣

居民有 直接或間接關係之華人；最後，這些國家的工資水準遠比在臺的工資水

準低，工 人來臺賺錢頗為划算。 
 
歷經十年後，根據 2017 年勞動部的資料，按照產業區分可分為「產業移工」

及「社福移工」兩大類，其中位居龍頭的為「產業移工」下的製造業，人數為

40 萬 2054 人，占了總比例的六成之多，主因為移工人力資源穩定，生產上相較

於本國勞工較不會造成斷層，且雇主能有效地降低人事成本；其次為近年來人數

暴增之「社福移工」下的看護移工，人數為 24 萬 5323 人，較去年共成長了 1 萬

5 千人之多，占了總比例的 37%（見圖 2-1）。社福移工的增加幅度有目共睹，

「鬆綁政策」帶來的效應造成了些許的影響，但主因還是歸功於台灣的人口逐漸

走向老年化，家中需要人照顧時，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聘請看護移工；其餘為「產

業移工」下的農林漁牧業，共占 2%，「產業移工」下營建工程業、公共工程業

及「社福移工」下的家庭幫傭合計共占 1%（勞動部，2017）。 
 
按照國家區分，東南亞移工共來自四個國家，人數最多為印尼的 25 萬 6592

人，占了 38%之多；其次為越南的 20 萬 1371 人，占了總數 3 成；接下則是菲律

賓的 14 萬 7293 人，占總數之 22%；最後是泰國的 6 萬 1473 人，占總數的 1 成。 
 
來台的東南亞移工人數逐年上升，根據勞動部的統計，106 年在台工作的東

南亞移工總數高達 66 萬 6820 人，比去年增加了 5 萬 7548 人，共成長了 9.45%，

人數十分可觀。東南亞移工主要分布在大台北、桃園市及台中市（勞動部，2017）。 

 

圖 2 產業移工與社福移工比例 

單位：人 資料出處：勞動部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2525e5%2525a4%252596%2525e7%2525b1%25258d%2525e7%2525a7%2525bb%2525e5%2525b7%2525a5.html%26amp;sa%3DD%26amp;ust%3D1511163703982000%26amp;usg%3DAFQjCNHhj5pwpDksKW0W5mWBGA3jY3O-xA&sa=D&ust=1511163704018000&usg=AFQjCNEDw27SjXEQTFqtNrDcBzTt_lOKWQ


8 

承前所述，政府在 1989 年 10 月為因應公共部門的工程建設之需，通過「14
項重要建設工程人力需求因應措施方案」，正式開放外籍勞工引進，外籍勞工的

輸入為當時政府建立起勞力密集型的產業體系，伴隨著愈來愈多的東南亞移工進

入臺灣，來臺移工在臺灣社會文化與實踐也逐漸受到重視。國內學者認為，移工

的影響涵蓋了整個臺灣經濟、社會與法治等不同層面（曾惟農，2009）然而，當

外籍移工進入臺灣社會後，主流媒體再現其為補足勞動力之勞動人口，同時也是

諸多社會問題的來源，其中之一即是被視為威脅本國勞工就業權益。然而，根據

鄭義暉、蘇志榮（2005）的研究，尚未發現外籍移工明顯排擠本國勞工之就業機

會。外籍移工未依程序離開原雇主職場時也時常被媒體冠上「逃逸」外勞（陳鴻

偉、洪安怡，2017）的名稱。然而，近年來，臺灣社會外籍移工的勞動權益逐漸

受到重視，外籍移工在臺面臨的歧視、剝削與虐待也逐漸受到重視， 政府也被認為應

承擔其勞動條件改善的責任（吳佳穎，2007）。 

據勞動部資料統計，行蹤不明的逃逸外勞，2016 年已有 5 萬 3734 人，但

同年僅查獲 2 萬 678 人，勞動部估計，平均每 100 名外勞，有 4 人會逃跑，

目前至少有超過 5 萬名逃逸外勞藏匿國內，從事非法打工，而來臺移工也影響

治安。臺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創會理事長王娟萍指出，外籍勞工逃跑主因，

不外乎勞動條件不佳，勞工無法自由選擇雇主，時常遭遇剝削，甚至是性侵等問

題，只好逃跑（陳鴻偉、洪安怡，2017）。 

第二節、東南亞移工與休閒 

承前文，當外籍移工在臺的勞動權益逐漸受到重視後，休閒議題也逐漸受到

重視。臺灣早期大部分的人多從事第一級產業，而八零年代因為缺乏人力需求因

素，因此引進了外籍勞工。至今全臺有逾六十萬名東南亞移工，他們多從事第一、

二級產業，這些移工雖然填補了底層勞動力不足的缺額，但事實上，能和臺灣人

一樣享有周休二日的移工卻是極少數。臺灣移工已經形成獨特的移民族群，一旦

放假，為數眾多的移工會聚集在火車站周圍、公園，在這些公共場所進行聚會交

流，因為移工休假時間有限，也沒有專屬的休閒處，因此交通便利的地方，較符

合他們的休閒經濟效益。 
 

根據既有的休閒定義，娛樂與休閒被認為是人類的生理需求，同時涵蓋了心

理、心靈需求層次，當代社會因受經濟生活水準提升、消費主義價值觀的影響，

個人不僅在追求物質上的滿足，也重視「休閒」。休閒被認為是個體脫離工作崗

位，有別於日常勞動/工作的重要實踐。根據內學者的歸納，有關休閒的定義可

分為五個層面（劉照金等人，2014，頁 1-6）。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57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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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時間層面來看： 

時間對於休閒來說，是一大核心，將時間概分為工作時間、生活所需之時間

和空閒時間之三個時段。休閒是自由時間，也就是扣除掉工作、維持基本生活時

間外，所剩下可自由規劃、運用的時間。因此，對於休閒來說，沒有了時間，意

味著沒有休閒。 

2. 依活動層面來看： 

從活動的內容要素來界定休閒：「休閒是除了工作、家庭及社會義務以外的

活動，人們能依照自己的想法來選擇要從事什麼休閒活動，每項活動的背後都有

不同的責任、義務，但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休息、放鬆，甚至到拓展個人的創造

力。」然而，依活動上來看，休閒不是活動主體，而是被視為完成一項活動的過

程，我們可以將人類所從事的活動分為四大性質，包括：報酬性工作、家庭義務

性、社會責任性、放鬆、自我充實的活動。 

3. 依存在狀態層面來看 

DeGrazia（1964）認為休閒是一種存在狀態，是一種處境，個體必須先了解

自己及周遭的環境，進而透過活動的方式去體驗出豐富的內涵。 
 

依存在價值來看，休閒是緩和且平靜的一種狀態，休閒的體驗、經驗能帶來自我

肯定，進而達到身心全方面的發展。此外，休閒也有利於參與者在各方面的體驗

與發展，更是一種超越自我的體現。 

4. 依行動層面來看 

休閒是一種對生活的參與，也是生活的重心之一，可以完全參與自己的活動，

這個概念表明了人類行為、活動具有兩項特性，一是存在性，一是社會性，因此

休閒行動雖不完全受制於社會，但也不可能完全脫離社會的影響。因此可將休閒

界定為在社會情境下，人們自己做決定，並採取有意義、開創性行動。休閒是參

與者付諸實踐的行動，並不只是一種心靈感受或心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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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自我實現層面 

從休閒是一種行動，表達參與者個人的自由意志，選擇自己喜好的活動觀點

來看，休閒體驗很自然的成為一種可以促進個人探索、了解、表達自己的機會。

依 Maslow 的主張，一個人在基本維持生命和安全的需求獲得滿足之後，就自然

會去尋求自我實現的滿足。 
 
很多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朋友，在只有一天假期的星期日聚集在北車聚會，

走不了太遠也不知道哪裡可去，主要是因為語言的隔閡及交通問題。大部分

的移工朋友中文說得都不太好也看不懂中文，出去旅遊時需要有人從旁協助，

另外，交通上的限制，讓移工朋友們去的地方永遠都是捷運能到達的幾個點。

「站在移工們的立場，身處他鄉卻無法走出門看看他國之美，實在是太可惜

了！所以才有了創辦家攬的念頭」馮曉雯惋惜地說著。成立不到兩個月的家

攬，目前只出遊過兩次，「我們一般都是早上八點在北車集合出發，到達目

的後我們會有會講印尼文的志工帶著移工朋友們導覽，也會給他們自由時間

到處晃晃、拍照，大約下午五點多會再回到北車，結束一天的行程。」馮曉

雯熱情的解說著。（生命力新聞，2017） 
 

我國社會在看待移工仍舊帶有雙重標準，在初期引進移工時即是如此。東南

亞移工相較於國人，較缺乏獨立休閒活動場所，且移工散布在各地加上休假天數

少，使他們常聚集公眾出入場所，容易引起群眾反感。因此移工在休閒時，常會

面臨到休閒空間上的排擠，從事休閒活動也可能招受異樣眼光，種族歧視的心態

還是存在，試想，我們願意跟他們分享一切福利嗎？當年輕人都不願意從事勞力

型產業時，就只能依靠移工們，但是這卻會導致更多東南亞移工進駐台灣。台灣

不能沒有移工，移工休閒、空間仍是需解決的問題，若無法安置好這些移工，勢

必會衍生出更多社會問題。 

第三節、城市與休閒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城市行銷與大都會市中心更新計畫常出現主題餐廳、酒

吧、咖啡廳等休閒的場所，與高級旅館飯店、會議中心、展示中心等商業區實質

空間配置的構想結合，另一方面，在強調消費文化與紳士化都會住宅區的規劃趨

勢，又常以上述所謂中產階級的休閒場所為場所主題來配置，成為都市生活中重

要的文化消費場所，重要性逐漸提高。透過休閒資源的整合及利用，帶給參與者

各種休閒活動，使其能結合社會中各項資源來從事休閒活動的進行及休閒經驗的

累積（李晶，2010）。因此高品質的休閒服務是需要經由各方面思考及計畫的結

果呈現，活化城市休閒與空間來創造多元化的休閒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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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ynch（Lynch， 1960，轉引自雷軍、王建峰、段祖亮；陳夢遠、徐建剛，

2014）在《The Image of the City》中提出城市空間意象，乃是由道路、邊界、區

域、節點、標誌五大要素構成，並提出可意象性概念，指出這些要素是構成城市

可意象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相互組合構成公共意象。藉由在城市中，移工能漫

遊於部分區域或部分景點，並且透過身邊同事得到可以從事休閒的場所域，在此

公共空間中能聚集更多移工朋友進行交流，因而創立更美好的社會。 
 
 在變化快速與繁忙的社會中，個人的工作與生活壓力亦相對增加，藉由休閒

遊憩來調劑身心、紓解壓力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活動之一（王嬿婷，2009）。

在移工產業中因為寄人籬下的狀態以及身在異鄉的零安全感下，身心的壓力日漸

遽增，所以休閒活動更是一項更重要的關鍵要素。在台灣工作的外籍家務勞工，

由於她們的工作/生活型態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若干組織安排方式，使其成為展現

多重認同版圖的重要個案（藍佩嘉，2002）。透過這個理論性的個案，城市中的

休閒空間對於移工們在身心靈上都能得到良好的釋放，這樣的城市休閒空間因而

創造了出來。 
 

台灣人不熟悉的印尼街，卻是移工們最常接觸的休閒場域，不但是日常用品

的來源，或是尋找家鄉味的回憶，都能在這裡獲得滿足，因此台北車站以及印尼

街無庸置疑地成為移工們最頻繁接觸的休閒遊憩空間。 

第四節、既有文獻探討 

自 1989 年開始，政府以專案的形式引進東南亞移工，近年來，移工在製造

加工業、營造業甚至到家庭幫傭人數都有大幅度上升，已是台灣不可或缺的基層

勞動力。因此，相關的研究開始聚焦在這些來台移工之相關文化、移工去處及休

閒場所的領域中，多採取量化實證作為研究手段，休閒娛樂、移工人權相關論述

仍有發展空間。 
 

若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以關鍵字「移工」搜尋，目前約有 94
篇相關碩博士論文，以出版日期來看，2015 年約有 11 篇碩博士論文，然而，到

了 2016 年卻有將近 20 篇，由此可得知，移工議題已經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我

們開始去想，來台移工已達六十萬人，但是扣除掉上班時間外，他們都在做些什

麼，有在做任何的休閒活動嗎？想出去玩但又受限於身分，而只好待在車站大廳

休息，此外，以「移工休閒」作為關鍵字搜尋，較移工篇少。由此可知，這群東

南亞移工，對於移工們的休閒文化、群體活動較少涉略，因此本節會將國內既有

相關之研究大致上分為「來台移工文化」、「來台移工休閒文化」兩層面，進行相

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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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移工文化相關研究 

臺灣本是個由移民組成的社會，其擁有多元文化的發展，有著不同的族群相

輔相成。在十七世紀中葉，來自中國本土的漢族開始移民至臺灣，與當地的原住

民通婚，在傳統權威的社會中發展出政治民主化，既有價值、思想的改變使臺灣

成為公民社會，進而發展出臺灣多元的社會風貌。 
即便擁有多元化的社會，我們還是缺少了對「創新」、「嘗試」方面的敏感度，

這往往會造成壓縮個人思考與創新的文化空間。針對這項認知失調，在政府引入

東南亞移工後，有了極大的改變。近年來，移工人數已超過六十萬人，因此臺灣

各地也開始出現東南亞移工的休閒場所、文化，包括東南亞小吃、卡拉 OK 店等。

為了深入了解其形成之原因，本研究小組將國內移工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整理，整

理出以下幾點： 

1.1 文化的定義與特質 

文化的起源是難以用文字表達的，各方學者也有自己的論點，因此，我們可

以用簡單的方式來定義。換言之，文化就是人類生活的全部，一切的思想、行為

及所創作都是包含在文化的定義內。王嵩山（2007）指出文化影響了個人行為，

而群體本身又會以不同的形式來給予新文化之定義。其中構成文化的基本要素除

了最基本的符號、語言外，更涵蓋了其中的規範與價值。文化對於族群來說，是

相當重要的，因為它引導我們對社會的觀點，進而影響我們的社會行為。 
文化可以使不同人群確認對社會情境的定義，指引人們如何進行社會行動，

並使個人認同社會，不同的族群則有不同的文化風俗，也就是說，文化是將當地

社會的主流價值以系統化的方式呈現。以東南亞國家來說，其宗教多受到中國、

印度、伊斯蘭文化的影響，但大多數以伊斯蘭教為主。因此，當我們遇到非本國

人來台時，才會發覺別人的行為並非符合我們所期待，也就是說，文化具有不同

的區域性，透過不同的族群彼此聯繫，因而發生文化的差異。 

1.2 空間改變之意義 

楊麗芳（2008） 說明了對空間的規劃反應出權力與階層秩序，近年來臺灣

在規劃空間上，設計出特定空間給特定的人做使用。且根據吳美瑤（2005）的研

究顯示，在政治與經濟結構性力量的拉扯下，改變了原有空間意義，讓移工可以

進行活動。原在臺北車站商街提供旅客消費、休閒的空間，轉變為供給移工休息、

消費的空間。而因為開放給移工使用，旅客紛紛抱怨因移工帶來的衛生、環境髒

亂的問題，甚至是走上街頭抗議。此空間在一段時間後，被政府徵收，重新對外

招標。爾後，由微風廣場取得此空間的經營權，原移工的空間被拆遷，規劃成為

精緻的微風美食廣場，原本在二樓的移工商家也開始在車站附近找尋新地點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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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微風廣場進駐二樓後，空間意義被改寫。而移工朋友也不會在二樓聚集，連

純粹逛街的移工也寥寥無幾。取而代之的是，移工相約在車站大廳，彼此分享哪

裡有好吃的美食，甚至是坐下來拿起手機與遠在他鄉的家人視訊，加上原本移工

們的休憩處外移，也衍生了臺北車站周遭都是東南亞移工商家，因此，整體之間

的空間概念、氛圍的呈現，也是族群劃界的重要分界線。 
在近年來已逐漸成熟的移工消費空間，因為都市更新的緣故，必須接受拆的

命運，導致移工的空間被迫轉移。由此可見，空間的翻轉導致移工縮減其消空間，

對於僅能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移工來說，可能得再一次面臨遷移的命運，而這些移

工卻沒有任何表達意見的權利，因此，在未來，該如何度過空間的轉變，對他們

來說，仍是一大挑戰。 

2. 國內移工休閒空間 

金華百貨在 2005 年 6 月時，因積欠大量租金無法償還，面臨強制結束營業

的命運。後來由經營微風百貨的三僑實業與臺鐵簽約，接手這個佔地三千坪的廣

場，打造一個以「全國最大食尚中心」為主題的美食廣場，2007 年 10 月更名為

「微風台北車站」盛大開幕。這項經營權的轉移不只改變了臺鐵未來的發展，更

直接影響了當時在車站裡的移工商家，這些商家被迫搬遷，除了少數商家選擇留

在捷運地下街，大多數的商家則選擇搬遷至火車站附近的北平西路。 
 
跨過限制所形成的移工空間，東南亞移工必須先適應我國的生活習慣與文化

差異，而在這段期間，移工常飽受職場霸凌、虐待、薪資待遇過低等困擾，政府

對於東南亞移工的相關政策落實不完善，導致許多移工被黑心仲介洗腦，為了賺

取高額的薪水忽略了背後所存在的高風險。相較於國人，東南亞移工的休閒娛樂

是他們較缺乏的，由於薪資的關係，導致他們從事的多是靜態、花費較少的休閒

活動。因此，在瞭解東南亞移工在臺北車站內的休閒文化後，決定將我們所學到

的專業知識，為他們設計一份適合東南亞移工的遊程規劃，發展出具體、更具賦

權意義的旅遊行程與活動，擴大、深化東南亞移工在臺灣休閒的可能性。 

3.移工休閒的未來展望 

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大多數的研究只有調查移工相關文化及休閒行為，而本

研究團隊與其他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本團隊將根據所學之專業領域知識，運用

資源，針對移工目前所面臨到的問題（休假少、薪資較低） ，為東南亞移工設

計一份合適的休閒遊程規劃，進而發展出更具體、且賦有意義之旅遊行程與活動，

深化東南亞移工在臺休閒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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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質性研究典範 

質性訪談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為廣泛運用的收集資料方法之一，主要著

重於受訪者個人感受、生活與經驗陳述，藉著與受訪者彼此之間的對話，研

究者得以獲得、了解及解釋其受訪者個人對社會事實的認知（林金定、嚴嘉

楓、陳美花，2005）。藉由上述研究者之觀點，本研究主要針對台北車站的東

南亞移工，藉由先前的詢問了解他們是否願意接受簡單的採訪做為一個前測，我

們至台北車站黑白棋盤磁磚地實地透過質性研究的採訪與觀察後，將訪談及研究

資料完成後以文字記錄打為逐字稿，透過內容分析法深入地檢視研究資料與分析，

發現其大多數的勞工團體都很熱情並不像大眾的刻板印象不願意接受別人的訪

問，透過訪談的過程瞭解到移工們實際的想法，而非像是在問卷上一問一答

的既定答案，進而獲得更深入的直向資訊。 
 
對質性研究者而言，是沒有客觀的研究對象，每一個研究對象都是研究的一

部份，無法單獨分離觀察，所以他們檢視的是全部的過程（蔡健民，2004）。透

過質性研究，我們能夠觀察到移工們因為在不同的環境中，可能面臨到不可預測

的狀況也可能是經歷了文化上的衝擊，而有了不同的行為改變，在訪談的過程中

將得出研究者們無法預測也無法從量化的數據中取得之結論，研究的重點也在於

強調事實與過程的整體性，並不會排斥人的主觀與直覺，我們的研究將由主觀、

仔細且有深度的方式進行訪談。 
 
根據林金定等人（2005）的定義，深入訪談主要概念仍根據受訪者日常生活

中重複地建構自己的解釋模式中，去發掘它們對社會真相的經驗以建立其理論基

礎。進行深入訪談前，研究者須閱讀許多書面雜誌、報導資料或是調查報告，藉

由一些相關的文獻資料來瞭解我們需要加入哪些關鍵要素放入本訪談當中，進而

瞭解到我們的研究對象—移工這個產業本身的內部消息或是不能說的秘密，在此

深度訪談當中，透過主觀的想法與價值判斷，我們更能夠全面地研究此一產業的

完整面貌。 
 

從我們所提議的反身性觀點出發，或許未來質性研究者可以發展一種三

重脈絡化的反身性研究（張育誠、吳鴻昌、李清潭，2015）。也就是說，我們

和被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是可互動的、雙方是互為主體的，固本研究採用質性的研

究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及探討進而開始設計更深入有關移工們的金錢動向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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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訪問內容，以及趣味的選擇題板子進行訪問，了解移工們對於哪些台灣特

色小吃與景點有所偏好與興趣，再用文獻研究法製作。 
 
本研究主要針對台北車站的東南亞移工，藉由先前的詢問了解他們是否願意

接受簡單的採訪進而做個前測，我們至台北車站黑白棋盤磁磚地實地透過質性研

究的採訪與觀察後，將訪談及研究資料完成後以文字記錄打為逐字稿，透過內容

分析法深入地檢視研究資料與分析。 

第二節 研究範圍選定與設計 

1. 研究對象 

近年來，我國已成為東南亞移工人口之眾。而外籍勞動者在全球化時代的經

濟動力下，對於移居國的都會空間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定「台北車

站內」的東南亞移工作為主要之研究對象，藉由實際訪談之方式，針對現象或個

人的行為做有系統的觀察與深入了解，進而探討東南亞移工在台北車站的休閒實

踐與意涵，研究訪談對象共十位移工，研究時間為 2018/03/01~2019/03/10。 
 

表 2 訪問名冊  

姓名 性別 來台從事行業 國籍 休閒預算/月 年齡 受訪時間 

Winarsih 女 看護 印尼 1000 31 2018/03/01 

梅卡 女 看護 印尼 5000 26 2018/03/02 

莎莉 女 餐廳老闆 印尼 無特別要求 45 2018/03/02 

阿敦 女 看護 印尼 2000 30 2018/03/02 

阿滴 女 看護 印尼 不願花太多 22 2018/03/05 

Emma 女 看護 印尼 3000 38 2019/03/05 

阿桑 男 工廠 印尼 2000 34 2019/03/06 

阿翰 男 APP 公司 印尼 5000 22 2019/03/07 

叻逤 男 塑膠生產工廠 印尼 不願花太多 25 2019/03/08 

亨地 男 電線工廠 印尼 5000 23 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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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範圍 

以消費文化的觀點來看，空間是商品的一部分，車站大廳為開放性高的公共

空間；車站本身作為交通節點，人群流動性相對也高。 
基於大眾運輸工具的便利與普及，成了大多數民眾最常使用的交通方式，而

三鐵共構的台北車站更具代表性、旅運量最大，除了容納大台北地區通勤人口，

捷運車站也成為大量人群聚集、轉運必經的站點。台北車站做為交通樞紐，在地

緣關係上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外籍勞工的集中點；作為一個免費、開放的公共空

間，也支撐了外籍勞工選擇在台北車站開齋。台北車站是印尼人的大本營，週末

把台北車站大廳當作客廳的約九成以上是印尼

人，印尼朋友對「台北車站」的簡稱為 TMS
（Taipei Main Station），而台北車站大廳，則

稱「阿屋拉（aula）」，意思是「大廳」。在週

末的阿屋拉，充滿談話聲、笑鬧聲、音樂聲、

步伐的匆促、行李箱的滾動、電視牆的閃爍、

播音系統的迴盪。而其中最通行的語言，是印

尼語。阿屋拉的地利之便，成了各種語言的最

佳匯聚之地（張正，2017）。 

本研究選定台北車站大廳作為研究場所，

針對研究群體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對於東南亞移的消費空間與族群群體形成有

更進一步的理解。並以深度訪談法作為研究對象之調查手段，深入了解其在台之

休閒活動參與、休閒效益之感受，更進一步規劃出合適的休閒旅遊遊程，改變東

南亞移工既往的休閒場所，不會只侷限於台北車站內，能有更多樣的選擇。 

3. 研究訪談大綱 

本團隊認為，在實施訪談測驗前，我們將此次研究的前、中、後段概分為三

大項，分別是「訪談前對他們的既定印象」、「過程中遭遇之困難」以及訪談後

的結論，針對東南亞移工設計出一份物美價廉的旅遊行程。 

3.1 訪談前對他們的印象： 

在尚未實行前測時，本團隊認為東南亞移工在台北車站內僅是坐在大廳地板

上休息，並無從事任何休閒、遊憩行為。此外，我們也想要了解為什麼這一群人，

休假不會想要出去玩，卻都聚集在台北車站大廳？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才導致東南

亞移工的群聚效應嗎？ 

  

 

圖 3 台北車站立體導覽圖 

資料來源：台北車站 

 



17 

3.2 過程遭遇之困難： 

在訪談過程中，本團隊認為其中最大的困難是語言不通的問題，大部分的東

南亞移工僅會一些簡單中文用語，若遇到較詳細的問題，可能無法用中文應答，

需使用英文來進行溝通。 

訪談開頭：您好，方便耽誤你幾分鐘的時間嗎？我們是致理休閒系的同學，

我們正在做東南亞移工的休閒活動調查，想請問是否您是否有時間可以協助我們。

本次訪談內容皆採保密原則，不會透露您的個人訊息，僅是作為調查用途，謝謝！ 

個案簡述 

個案一：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談對象： 

問：可以請您先簡單的介紹自己嗎？（怎麼稱呼、來自哪裡、年齡、在家鄉原本

的工作是什麼） 

問：您來臺灣的動機是什麼？（工作？還是旅遊？） 

問：是誰介紹您來臺灣的？（透過仲介嗎？還是自己來臺）  

來臺灣大概多久了？ 

為什麼會想來臺灣而不是去其他地方？ 

您家人會支持您來臺灣嗎？為什麼？ 

那您來臺灣之前覺得臺灣是個怎麼樣的國家？ 

來臺之後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嗎？跟想像中有什麼不一樣？ 

問：請問您在臺是從事什麼工作？地點在哪裡？內容大概是有些什麼呢？ 

每天上班多久呢？一個月放假幾天呢？ 

薪資待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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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臺灣工作的過程中，有沒有受到什麼委屈或不平等的待遇？ 

如果有的話，您認為可以如何改善？ 

問：這樣的工作機會對您或您的家人代表了什麼？有什麼意義嗎？ 

問：您在臺灣賺了這些收入回到家鄉後有什麼規劃嗎？ 

在日常生活中您如何分配您的收入？ 

問：您在休假或平時有空有什麼休閒活動？ 

如果時間充裕的話，會想從事什麼樣的休閒活動？ 

問：平時放假為什麼都會聚集在這裡（臺北車站）呢？ 

是因為大家比較好聚集在這裡嗎？會一起做什麼事？ 

問：有去過臺灣哪些地方或景點嗎？ 

那您會想去哪些沒去過的地方或景點？ 

問：如果我們替您規劃一個行程，您會不會願意參加？ 

可以接受多少錢的範圍？可以接受多長的時間？ 

問：平時有空有甚麼休閒活動？沒空→如果有時間會希望做甚麼活動 

4.訪談後的心得： 

在這十組的訪談後，我們得知車站裡的東南亞移工選擇來台工作的動機是為

了能賺更多錢，而大部分移工都是擔任看護、工廠作業員，填補基層勞動力的不

足。正因為如此，他們能休假的時間也是寥寥無幾。由於受限於休假時間的限制，

只好選擇坐在台北車站的大廳裡，等待其他朋友的到來或是坐著用手機跟遠在他

鄉的親人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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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圖 4 研究架構  

 

探討東南亞移
工休閒實踐與

意涵

東南亞移工

休閒行為

東南亞移工

休閒經驗

東南亞移工

休閒文化

發現東南亞移工

潛在市場

對於東南亞移工

族群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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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 

整體而言，研究團隊發現，受訪的東南亞外籍移工，主要是擔任基層、勞力

型的職工。承前述，研究團隊選定台北車站大廳內作為我們研究場所，訪談共十

組的東南亞移工，了解平常他們對休閒的看法。透過整理十位移工的訪談內容，

研究發現，受訪者在台休閒的體驗與認知，主要可分為以下六點：「休閒資源拮

据：移工休假少，薪資所得需寄回家鄉」、「異鄉工作不穩定，以加班換取金錢」、

「台北車站對移工的意義」、「移工休閒花費的性別差異」、「移工休閒的重要性」

以及最後的「研究結論」。 

第一節、休閒資源拮据：移工休假少，薪資所得需寄回家鄉 

休閒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非常奢望、渴望的一種行為。因為大部分的東南亞

移工來台灣，主要從事的工作類別為家庭照顧以及產業移工。我們透過訪談共十

位的來台移工，發現男生的平均年齡落在 23-35 歲之間，多從事工廠作業員，平

均薪資 23K-30K 左右不等，女生的平均年齡多為 25-40 歲之間，來台擔任看護的

工作，平均薪資落在 17k-23k 之間。因為薪資較少，就得減少非基本的開銷。此

外，他們會來台工作無非是在家鄉找不到工作，或者需要更多錢來分攤家中開銷，

才會獨自前往異鄉打拼。 
 

亨地：「印尼那邊的人太多，工作機會比較少，在家鄉找不到工作，薪

水也太少了。我在台灣工作的朋友，介紹我來台灣工作，這邊的薪水比家鄉

多，工作環境也不會太差，後來我就來台灣工作了。我不是仲介公司找的，

現在我的薪水一個月最低有 2 萬 3，周休一天，每個月會把錢寄回去，身上

只會留吃飯、日常花費的錢而已，我們來這邊工作，如果有多餘的錢，偶爾

才會跟朋友出去玩或是吃飯唱歌，不然就是睡在公司、在家休息，沒有很多

的時間可以娛樂」。 
 

阿滴：「透過仲介公司才來到台灣，工作是負責照顧阿嬤，一個月只有

休假一天，如果阿嬤身體不好，也沒有時間可以像現在一樣出來，薪水 1 萬

7 左右，每個月拿到的錢都會固定把大部分的錢寄回去印尼，身上只有吃飯

錢，照顧阿嬤所以跟著雇主一起住，沒有特別的花費，有時候阿嬤狀況比較

好，會帶著阿嬤到處看看，偶爾放風的日子會跟朋友跑到台北車站大廳，坐

著休息跟朋友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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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行為對移工來說，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情。他們一個月可能只有一天不

需要工作，甚至沒有放假時間也是司空見慣，把賺來的錢都拿去貼補家用，而他

們在從事休閒活動時，需要考慮到時間與金錢花費，因此，最好的休閒就是大家

會去台北車站周遭的印尼街去買食物，一起坐在大廳內聊著彼此，也有人會拿起

手機與遠在家鄉的親人視訊。對他們來說，不需要特別出去玩或者花大錢，卻能

獲得滿滿的快樂，也是他們常作為娛樂消遣的一種休閒活動。 

第二節、異鄉工作不穩定，以加班換取金錢 

  時至今日，全臺有逾六十萬名東南亞移工，大多從事勞力基層工作，工作的

內容會因性別而有所不同，女性的移工朋友主要從事看護的工作，而男性移工朋

友則從事工廠、加工業，或是較粗重的工作。然而，雖然他們來台工作獲得較高

的薪資且有較好的工作機會，並有效解決了台灣基層勞動力不足的問題，但對於

移工朋友來說，在異鄉工作仍舊存在著許多問題。而本研究團隊進行訪談後發現，

移工來臺工作充斥著不穩定的因素包含了休假時間不固定、薪資低於標準、心理

上的因素等等。首先，在休假時間不固定方面，移工們的工時長且工作天數多，

換句話說就是休假時間少，一個月裡面能休息的可能只有一天兩天，甚至更少。

而在薪資上，賺取的金錢也遠低於付出的勞力，既使相比下來能在台灣工作已經

是較好的工作機會，但移工朋友們常常會選擇以加班換取金錢。心理因素則是在

陌生的環境下，承受著工作的壓力以及思念家鄉的情壞，使得移工朋友們在休假

時常常會選擇前往台北車站和朋友相聚。 
   
從上述研究中可以發現，在外界一般民眾的認知，以及我們再深入調查前，普遍

認為移工朋友主要從事上述的基層工作，多半是靠苦力以及勞力來賺取金錢，但

其實少部分的移工朋友卻是有著穩定的工作，過著穩定的生活。透過訪問我們認

識一位名叫莎莉的外籍配偶，是一位來自印尼的移工朋友： 
 

莎莉：「我是一名外籍配偶，我來台灣１８年了，生活上已經很習慣台

灣這邊的生活方式，工作上我是在新莊開印尼店，投資賣印尼的東西，因為

像我們這樣從印尼來台灣工作，在吃的方面還是比較習慣吃印尼的東西呀，

有時候也會選擇去印尼大街那邊，那邊東西很多而且可以和朋友見面。印尼

的過年跟台灣的不一樣。台灣是一月二月，印尼是六月七月前面五月四月一

直過一直過一直往前．．．。」 
 
  透過以上的訪問內容，我們發現莎莉這一位外籍配偶的工作是自己投資開了

一間印尼店，並非我們所認知的女性移工朋友所從事的看護的工作，而莎莉來台

長達１８年的時間，由此可知投資開店雖然看起來是個風險較高的工作，但莎莉

成功抓住了移工朋友思念家鄉食物的心情，進而能在台灣靠著開印尼店過著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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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也因為自己開店的緣故，也有較多的時間能夠與朋友聚一聚。也因為是

外籍配偶的緣故，能夠更融入台灣，得到更多的照顧和保護。 

第三節、台北車站對移工的意義 

台北車站位處於交通樞紐的重地，但對於移工而言，車站不只是作為乘載旅

客的中繼站，更象徵著異鄉朋友難以表達的鄉愿。每到假日時，我們總會在北車

大廳看到東南亞移工，井然有序地在大廳黑白棋盤格坐著休息。我們發現到，有

些移工會拿起手機與親朋好友視訊，也有移工會帶著印尼街的食物與朋友互相分

享，形成台北車站大廳的奇特景象。為了探討台北車站對移工涵蓋的意涵，本研

究團隊進行實際訪談後，針對研究對象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發現來臺移工之所

以會選擇假日在臺北車站聚集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因為車站交通的便利性，加上移工們工作地點分布在新竹、桃園，離

台北車站不會太遠，且朋友都是在台北工作，故會優先選擇彼此距離較近、交通

發達的地點。而台北車站除了能夠遮風避雨不必到外頭風吹日曬之外，也有著空

曠舒適且十分便利的場地，遠道而來的移工朋友能夠聚集於此，談天說地，在地

緣上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移工們的首選之處。 
 

阿低&阿昏：「從印尼過來台灣工作，平常在中壢、桃園一帶照顧阿嬤，

有空的時候會出去走走。但我們可以休息的時間非常少，可能只有一天而已，

所以我們會利用大家休假的時間一起到台北車站走走，選擇在台北車站碰面

是因為離工作的地方不會太遠，而且朋友都在這邊工作，要出去玩或是逛街

也有伴。」 
 

阿雅：「剛到台灣工作時，因為身上沒錢但又想要跟朋友聊聊天，所以

我的朋友推薦我來台北車站這邊，因為車站大廳空間很大，能坐著跟朋友聊

天或是休息，最重要的是，不會花到很多錢。如果肚子餓了，還可以走到旁

邊的印尼街去吃飯，相當方便。有空的時候我也會常來這邊休息玩手機，在

這裡也能遇到同鄉的朋友，也算是一個很難得的體驗。」 
 
  再者，雖然東南亞移工的工時普遍較長，一個月能休假的時間也是寥寥無幾。

但是，也有些移工來台北車站大廳不是為了休息放鬆，而是為了求溫飽。在訪談

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們還是學生，在一間 APP 公司兼職，每逢周末假日就會

來到台北車站大廳，將 APP 推廣給同鄉的移工；這是他們的主要工作。也因此

在他們有空的時間，不會特別花時間在台北車站待上一整天，因為對他們來說，

台北車站不屬於休閒場所，僅僅是交通轉乘的代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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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翰、小賀：「我們是來台灣的交換學生，交換4年，平常都在公司內，

今天我們在這裡主要是在介紹我們的app，這個APP就是幫助這些印尼人寄

錢跟寄東西。」 
 
移工對於休閒的期望就是能夠和親朋好友見上一面，而台北車站對於東南亞移工

們來說也不單單只是休假時休憩的空間，更是彼此聯繫、尋找家鄉味回憶的場所，

因此對他們來說一整天待在這裡都不是問題，臺北車站與印尼街無庸置疑成為移

工們最頻繁接觸的休閒遊憩場域。 

第四節、移工休閒花費的性別差異 

在我們的認知裡以及這整個社會的走向之下，對於男性與女性都有著固定的

社會認知，所以從小在教育兒子和女兒的方式也不相同，進而在長大後，男人與

女人對於情感表達、閒暇活動或其他事務都有著不同的想法跟觀點，所以男性移

工與女性移工對於休閒花費也會因為他們的需求不同而對休閒的花費有著明顯

的差異。在「Emma 和 Fanny」這兩位女性移工的訪談逐字稿裡有提到，Emma
今年 40 歲，是一位印尼媽媽，選擇仲介的原因是因為有一些福利能夠回饋給在

印尼老家的媽媽以及家中年幼的孩子，而 Emma 在台灣賺到的薪水會把一半匯回

家裡，另一半不多的錢就拿來支付自己所有生活的開銷。 
 

Emma：「會選擇來台灣因為這邊仲介可以給我的孩子讀書，也會照顧媽

媽，然後來台灣還可以賺錢，印尼賺得比較少，我的薪水一半寄回家，一半

放自己這邊。」 
 

 另外一位女性移工，阿敦，一直從事照顧阿嬤的工作，來台灣已經十年了，

阿敦也比較喜歡台灣的工作環境，對於在台灣的休閒沒有特別的要求，每個月可

能賺個 17K 就只留 2,000 塊在自己身邊，其他的寄回家裡，看護因為能在雇主家

中吃跟住，相對的，在花費上就能省下一大筆費用。 
 

阿敦：「我薪水大概一萬七一萬八，那我大概寄一萬五這樣子，每個月

我就留兩千，我就把它省下來把它存在銀行裡。然後因為我時間不多嘛，我

就是在台北走走而已玩玩而已阿，就是跟我朋友見面阿這樣子。如果平常就

是我們有那個自己的薪水的話會捨不得用，就是說我是省錢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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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移工，徹查，今年 25 歲來自印尼，在台灣從事工廠的作業員，一樣也

有提到因為印尼的人口眾多，工作很容易環境也相對惡劣，所以在印尼沒有工作

直接來台灣賺錢，因為工廠的作業關係，他們時常會加班就會有額外的薪水，工

作也沒有像看護一樣固定休一天，多了幾分彈性，雖然也會將錢寄回家中，但留

在自己身邊的錢比女性移工要來的多，休閒的花費也就願意多花一些。 
 

徹查：「我們薪水如果有加班大概三萬，現在住中壢那邊，來台北大概

一個月一次，平常會去西門町買東西，但是每個人不一樣，有人喜歡喝酒、

唱歌啊，找朋友啊吃飯啊。有家鄉的朋友在台中，也會去那邊。」 
 

前往台北車站進行質性訪談後有了更多的發現，移工性別的不同，工作的內

容和薪水也會不同，而連帶影響的就是在休閒娛樂上的花費和用途，男性移工與

女性移工賺錢後所花費的用途較不相。根據「亨地與徹查」的逐字稿內文敘述到，

男性移工在工作上薪資較多，放假天數也較長，因此在休閒娛樂上的活動和花費

都較為廣泛，舉例來說，男性移工較願意花多一點時間到離自己居住的城市遠一

點的地方從事休閒活動，可能是到其他城市見朋友或是去喝酒唱歌交際或是吃吃

飯聊聊天等等；相較於男性移工來說，女性移工工作的成本效益較低，休假天數

和時間普遍較少，薪資也較低，在休閒活動上願意去的地方以及花費也就相對保

守，訪問中的女性移工中多半都會將薪資所得的一半寄回家中，剩下的薪水並不

會花費太多在所謂的休閑娛樂上，大多是到台北車站和親朋好友聚一聚和休息為

主。 

第五節、移工休閒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流動影響下，台灣已變成東南亞移工賺錢的天堂島國。然而，即便

能獲得比在家鄉工作多一倍的薪資，卻由於雇主的壓榨剝削，導致移工們往往會

放棄了他們自身的權益，選擇加班來換取更多的金錢。休閒娛樂對每個人來說都

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常會利用休假日或是國定假日來安排我們的行程，這看似平

凡不過的一種行為，對移工們竟是種奢望。他們沒有固定的休假時間，也沒有辦

法自己安排假期，因為他們的假期就是雇主給的，往往平均一個月下來僅有休假

1-2天，若是從事家庭社福工作類型時，可能整整一個月都沒辦法休假；移工背

後有多少辛酸無奈，全部只能往肚裡吞。曾幾何時，休閒娛樂對於東南亞移工不

再只是能夠好好放鬆的一種行為，而變成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夢想呢？ 

 

 本研究團隊為了解東南亞移工在休假之餘會從事何項休閒活動，以台北車站

大廳內的移工作為研究對象。根據我們的調查，多數移工為了家鄉生活的經濟，

工時理所當然地能滿就要做滿，繁重的工作量，從他們的神情中察覺得到疲憊，

然而在難得的假日當中，依然要好好利用時間平衡緊湊的工作生活，擁有一些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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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娛樂，我們發現就算訪問者對於工作感到勞累，假期也沒有這麼多，還是會用

他們短暫的休假作一些娛樂活動。因為休假的時間少，要請他們安排這麼多天的

旅遊，可能性是不大的，但他們並不會因為休假少而就窩在家裡不出門，反而他

們會利用短暫的休假來與朋友們聚一聚，簡單帶點家鄉的食物與朋友小聊度過一

天，對於他們這也是幸福，並不是休閒對於他們而言不重要，只是身為異鄉的族

群，在休閒之前他們還是主要以金錢為主，畢盡來這裡的目的是賺錢並不是單純

為了休閒，所以為她們安排一日遊的行程是很重要的，讓他們有機會好好欣賞台

灣的美，也抒發一下平時的工作壓力，用簡單的錢也可以達到的休閒娛樂，我們

想，這應該是他們需要的。 

 

阿翰、小賀表示：「現在是大二、大三學生，在一家 APP的仲介公司打

工，假日來到車站打零工賺點小錢，因為來台作交換學生，不是以賺錢為主，

所以會多多利用有空的時間找朋友去看電影、唱歌；因為還是學生的關係，

對錢不需要特別的管控，有時間且身上有錢，還是會選擇與朋友出遊，不會

特別限制自己。」 

 

亨第、叻逤表示：「如果老闆有給我們休假，我們會先問朋友有沒有放

假，如果大家有空就會約出來走走，我們比較喜歡不需要花錢的活動，像是

逛街、睡覺或是跟朋友相約台北車站大廳一起聊聊天；但如果身上還有點錢

也有休假的時間就會去其他地方娛樂，例如喝酒、唱歌，有時候會跑去西門

町買衣服等等…，但如果這個月錢比較少朋友也沒空出來，我們就會在公司

睡覺、休息。」 

 

此外，我們也認為，社會上缺乏友善包容的公共空間，也是移工缺少休閒活

動的原因之一。假日的台北車站總是人滿為患，大廳裡面總能看到許多移工席地

而坐的景象，他們的休閒模式除了聊天、公園走走外，很難在其他地方看見移工

們的身影。因為他們傾向於省錢的活動，加上周遭也沒有適合的娛樂環境，像是

籃球、足球場跟腳踏車步道，所以會認為他們的休閒方式只有幾種而已。藉由與

移工深度訪談後，我們發現其實並不然，即便移工們的休假時間少，但是他們懂

得去利用瑣碎的時間來換取最大的快樂，他們的內心對休閒仍保有一絲渴望。 

第六節、研究結論 

北台灣的公共運輸樞紐-台北車站，由於其交通方便，也是旅客停留人次最

多的地方，因此成為來台東南亞移工的首選之地。這些移工平常的工作時數長、

休假的時間短，一個月通常只有 1~2 天的時間可以休假，所以產生獨特的休閒娛

樂模式，也因此我們常可以看到假日的車站大廳人滿為患，造就了移工在大廳席

地而坐的奇觀。這對他們來說，不僅僅是休閒，更是心靈上的慰藉，在這能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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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跟朋友聊天放鬆，有的時候看個電影，買買衣服就能夠滿足他們，並不是我

們所想的工作很勞累休假時數少就待在家，雖然有時候因為金錢的不足而只能待

在公司休息，但在經濟許可的狀況下，他們還是會追求簡單的休閒娛樂。 
 

此外，他們對於戶外活動方面的娛樂消費更是鮮少體驗，也沒有額外的錢可

以玩樂。在他們的認知中，玩樂不一定是要花錢，而是能讓自己獲得快樂，在訪

談期間，多數的移工皆表示沒有多餘的錢可以痛快地娛樂，必須要把超過三分之

二的薪水寄回家鄉，鮮少能有自己的休閒時光，也因此，為了能使來台移工能體

驗到更多休閒活動，我們針對東南亞移工特定的需求，設計出一套價廉、低於總

花費 2000 元的一日行程，利用短暫的休假日來參與我們的行程，花少許的金錢

與時間，能更加認識台灣的美麗景點，也能跳脫平常工作煩悶的心情，填滿他們

內心渴望玩樂的慾望。 
 
1.遊程設計理念：經過本研究團隊至台北車站進行訪查後，發現我們的研究對象

普遍休假時間少，就算有休假時間也大多侷限在台北車站，因此我們想設計一套

富有文化交流並且適合他們的一日台北輕旅行，讓這些東南亞移工的休閒可以跨

出台北車站，豐富他們的休閒行為及休閒型態。 
 
2.行程選擇：為了讓東南亞移工體驗不一樣的休閒活動，我們選擇鶯歌陶瓷博物

館，透過參觀博物館放鬆心情、陶冶心志，接著到附近的鶯歌陶瓷老街，老街中

有許多美食可以讓大家自由選擇，享用完午餐後，選擇在老街中的新旺集瓷陶藝

教室，在這裡可以 DIY 捏陶或是手拉坏，整天下來是一趟有吃有做有玩，還可

以帶紀念品回家的無負擔小旅行。 
 
3.交通工具選擇：考量景點地理位置以及盡可能減少花費的部分，採用搭乘台

鐵。 
 
表 3 行程時間表 

時間： 行程內容： 
09：55-10：00 在台北車站大廳集合準備出發 
10：00-10：30 搭乘火車到達鶯歌陶瓷博物館 
10：30-11：30 參觀鶯歌陶瓷博物館 
11：30-13：00 前往鶯歌老街逛街以及用餐（或用自己的帶的便當） 
13：00-15：00 在老街中的新旺集瓷做陶藝品 
15：00-15：30 搭乘火車平安回台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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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遊程估價：火車區間車來回票價 31*2=62 元、陶瓷博物館票價 80 元、午餐 200
元、手拉坏體驗 220 元，導遊費 400 元，總花費 1000 元以內（若用自己的便當

總花費 800 元以內，可自行衡量）。 
 
5.景點資訊：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台灣第一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專業博物館。致力於臺灣

陶瓷文化之調查、收藏、保存與維護工作，並提供研究、典藏、展示及教育推廣，

透過舉辦各項活動、展覽、研習，以臺灣陶瓷發展為主題，呈現臺灣人民在這塊

土地生活的歷史，展現陶博館作為臺灣陶瓷主題博物館的格局。 
地址：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 200 號 
  
新旺集瓷陶藝教室：以知性人文的心、現代創新的方式，並以傳承鶯歌傳統技藝

文化自許的地方，透過手作的教學，體驗陶瓷的生成過程，有老師趣味專業的講

解，加上多項陶藝課程的體驗，充分讓陶藝生活化，生活藝術化，創造專屬自己

的生活美學。 
地址：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 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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