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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歐盟漁工專家視訊會議 
國際合作 提升外籍漁工勞動人權

勞動部綜合規劃司視察  李玟儀

臺灣四面環海，是非常重視與依賴漁業的

國家，然而由於國人投入漁業捕撈工作的意願

較低，因此我國長期面臨國內漁業勞動力不足

的問題，近半數以上的漁船都須仰賴外籍漁工

來補充勞動力的缺口。目前我國漁船僱用從事

沿近海或遠洋作業的外籍漁工約有 3 萬人，

這些外籍漁工朋友對臺灣的漁業發展，具有很

重要的貢獻，而近年來我國外籍漁工勞動人權

議題，也日益受到歐盟、美國以及國內外非政

府組織關注，其中除了我國籍漁船外，也包括

了由我國人投資經營的非本國籍漁船。

為了提供外籍漁工更友善的勞動環境，近

年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以下簡稱農委會 ) 與

勞動部持續透過修法、檢查及宣導方式，以及

舉辦勞雇團體對話等多重管道，從法規架構與

實務作業面向，致力提升外籍漁工的工作及生

活條件。另為進一步使我國漁工勞動人權接軌

臺歐盟漁工專家視訊會議集思廣益，期透過專案合作，為外籍漁工朋友謀求更好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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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我國目前正在推動國際勞工組織漁業工

作公約 ( 以下簡稱 ILO-C188) 國內法化，然而

海上作業的勞動型態與外籍漁工勞動權益保

障問題具高度複雜性，除了須進行跨部會合作

與協調外，更須借鏡國際經驗，讓我國在推動

ILO-C188 國內法化的過程中，能夠兼顧公約

規範與實務作業需求。

歐盟與臺灣具有相同的人權理念及價值，

近年持續透過人權諮商、非經貿議題諮商等雙

邊會議，就外籍漁工勞動權益保障議題交換意

見。為協助我國提升外籍漁工工作及生活條

件，並順利推動 ILO-C188 國內法化，歐盟執

委會社會、就業及融合總署 ( 以下簡稱就業總

署 ) 與我國自 107 年開始合作執行「漁工工作

及生活條件專案」3 階段計畫，其中包括第 1

階段—107 年於我國舉辦座談會、第 2 階段—

108 年我國官員赴法國海洋事務局考察，第 3

階段—110 年專家視訊會議，雙方歷經兩年

密切合作，於 110 年 3 月完成專案。

第 3 階段專家視訊會議甫於 110 年 3 月 22

日至 25 日辦理完竣，由就業總署、農委會漁

業署以及勞動部共同辦理，開幕上歐方由就業

總署副總署長 Andriana Sukova 與歐洲經貿

辦事處處長 Filip Grzegorzewski 共同致詞，

我方則由農委會副主任委員陳添壽與勞動部

常務次長林三貴共同致詞並為會議揭開序幕，

雙方均認同外籍漁工勞動人權議題的複雜度

與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故盼透過專案合作，為

外籍漁工朋友謀求更好的福祉。

為期 4 天的會議中，荷蘭漁業理事會代表

Ment van der Zwan、西班牙外交部資深顧問

Diego Herrero 以及法國海洋部海洋事務局政

策官 Olivier Lebrun，與農委會漁業署及勞動

部代表，分別就漁工工作與休息時間管理、遠

洋與沿近海漁船檢查、依 ILO-C188 第 41 條

簽發有效文件、僱用外籍漁工工作協議之法規

及實務，以及投資經營非本國籍漁船之管理等

5 大議題進行充分交流，其中也探討了政府與

雇主在外籍漁工勞動權益保障應擔負的角色

與責任，國際運輸工人聯盟 (ITF) 代表亦參與

討論。歐方在瞭解我國為提升外籍漁工勞動人

權所做的努力與面臨的問題後，也集思廣益對

我國提出推動社會對話、與外籍漁工來源國簽

定雙邊協議或社會夥伴協議等建議，會議中雙

方交流熱烈，我方受益良多。

目前我國除了正在推動 ILO-C188 國內法化

外，也已著手研議落實外籍漁工工時管理及薪

資給付等問題，農委會漁業署近期已邀集勞動

部等相關部會，研商我國「漁業與人權行動計

畫」。雖然我國面臨外籍漁工語言與生活習慣

的差異，以及國外仲介管理不易等困難，但是

臺灣對於提升外籍漁工勞動人權的努力，不會

因此而停下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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