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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移工現況與管理統計應用分析報告 

前言 

依據勞動部統計資料顯示至112年6月底，在我國工作之外國人總計有73萬9,496人，其中桃園市

達13萬452人，人數居全國之冠，約佔全國百分之17.64%，並以產業移工為大宗，移工在基層勞力密

集產業市場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外來勞動力的增加，不僅填補近年來臺灣勞動力之缺口，對

整體經濟面及社會面皆產生相當助益，除紓解基層勞力短缺情形、加速公共建設順利推展外，亦協

助照顧長照需求之年長者，提供家庭照護人力，維持家庭生活之正常運作。 

本專題報告就勞動部統計處102至111年本市移工資料加以統計分析，以利瞭解移工現況與趨

勢。 

一、本市111年底移工人數計12萬8,514人，較102年增加4萬5,848人(增加55.46%)，其中產業類10萬 

9,511人(占85.21%)及社福類1萬9,003人(占14.79%)，本市移工人數以產業類為大宗 

111年移工人數12萬8,514人較102年8萬2,666人增加4萬5,848人(增加55.46%)，近年因受產業基

層勞動力不足及長期照顧需求日增影響，移工人數係呈逐年遞增趨勢，惟10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國內實施邊境管制政策，移工入境有所限制，人數始呈下降，110年移工人數為11萬3,247人，

較109年減少2,957人(減少2.54%)，但仍較102年8萬2,666人增加3萬581人(增加36.99%)。 

本市移工人數以產業類為大宗，近10年平均約占81.2%，比重近8成，又111年產業移工人數10萬

9,511人較102年6萬4,813人增加4萬4,698人(增加68.96%)，10年間成長6成以上，顯示移工已是本市

產業發展不可或缺之勞動力來源；至社福移工111年1萬9,003人較102年1萬7,853人增加1,150人(增

加6.44%)，近10年產業移工之人數成長幅度約是社福移工之10.71倍。(表1、圖1) 

表 1 桃園市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統計                   單位：人 

年底別     總計 產業移工合計 產業移工比例 社福移工合計 社福移工比例 

 

102 年底 82,666 64,813 78.40% 17,853 21.60%  

103 年底 92,555 73,941 79.89% 18,614 20.11%  

104 年底 96,841 77,847 80.39% 18,994 19.61%  

105 年底 101,255 81,331 80.32% 19,924 19.68%  

106 年底 110,756 89,683 80.97% 21,073 19.03%  

107 年底 113,713 91,898 80.82% 21,815 19.18%  

108 年底 116,784 94,796 81.17% 21,988 18.83%  

109 年底 116,204 94,986 81.74% 21,218 18.26%  

110 年底 113,247 94,052 83.05% 19,195 16.95%  

111 年底 128,514 109,511 85.21% 19,003 14.79%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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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111年移工人數為12萬8,514人，占全國移工人數72萬8,081人比率為17.65%，為全國移工人 

數第1位 

111年本市移工人數為12萬8,514人，占全國移工人數72萬8,081人比率為17.65%，為全國移工人

數比率最多者；與102年8萬2,666人相比，本市移工增加4萬5,848人，增幅達55.46%。 

觀察六都移工數據資料，因六都就業機會較多，有6成8移工集中於此，其餘縣市中除彰化縣移

工人數為6萬817人(占8.35%)外，其餘縣市移工比率皆低於5%；若以產業類別觀之，本市產業移工人

數為10萬9,511人占全國產業移工50萬6,223人比率為21.63%，為全國第1；而六都之社福移工則以臺

北市3萬7,062人占16.71%、新北市3萬6,613人占16.5%及臺中市2萬3,231人占10.47%位居前3，本市

社福移工為1萬9,003人占8.57%為六都中排名第4者(表2、圖2、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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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桃園市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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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六都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統計                單位：人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處 

 

 

 

 

 

 

 

 

 

 

 

 

                                       

 

 

 

 

 

 

 

 

縣市 

總計 產業移工 社福移工 

102 年 111 年 102 年 111 年 102 年 111 年 

全臺 489,134 728,081 278,919 506,223 210,215 221,858 

新北市 69,703 93,474 35,715 56,861 33,988 36,613 

臺北市 40,700 39,622 1,218 2,560 39,482 37,062 

桃園市 82,666 128,514 64,813 109,511 17,853 19,003 

臺中市 67,274 107,359 44,423 84,128 22,851 23,231 

臺南市 39,127 62,468 26,234 48,166 12,893 14,302 

高雄市 38,223 66,023 21,317 46,540 16,906 1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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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11年六都外籍移工占全國比率-依類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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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10年本市移工以越南移工居多，依次為菲律賓、印尼，而泰國移工人數為最少；10年間人數

增加幅度，越南籍為85.24%、菲律賓為100.5%、印尼為25.06%，泰國為9.43%。 

本市移工來自印尼、菲律賓、泰國及越南4個國家，111年底本市移工人數為12萬8,514人，以越

南籍4萬3,853人(占34.12%)最多，較102年底大幅增2萬180人(占85.24%)，而泰國因近年經濟改革帶

動產業升級，該國自身人力需求增加，致泰國籍移工來臺漸減，自103年底，菲律賓籍移工人數超越

泰國籍移工，111年達3萬6,537人(占28.43%)躍升第2位，而印尼籍移工2萬8,107人(占21.87%)，位

居第3，泰國籍移工為2萬17人(占15.58%)為最少(表3)。 

                            表 3 桃園移工人數按國籍分                   單位：人 

     總計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102 年底 82,666 22,475 3 18,223 18,292 23,673 

103 年底 92,555 24,716 3 22,726 17,662 27,448 

104 年底 96,841 25,550 － 25,381 16,651 29,259 

105 年底 101,255 25,994 － 28,662 16,483 30,116 

106 年底 110,756 27,593 － 32,959 17,248 32,956 

107 年底 113,713 28,844 － 33,072 17,088 34,709 

108 年底 116,784 29,456 － 35,313 16,674 35,341 

109 年底 116,204 28,093 － 33,771 16,607 37,733 

110 年底 113,247 25,770 － 32,881 16,877 37,719 

111 年底 128,514 28,107 － 36,537 20,017 43,853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處 

四、本市產業移工近10年以從事製造業最多，年平均約占98.74%，社福移工則以擔任家庭看護工為

主，年平均約占92.97%。 

本市111年底產業移工以從事製造業最多計10萬3,681人，占產業移工人數10萬9,511人之

94.68%。又製造業中以從事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萬2,271人(占21.48%)最多，金屬製品製造業1萬

7,298人(占16.68%)次之，機械設備製造業1萬109人(占9.75%)再次之(表4、圖4)。社福移工分為看

護工及家庭幫傭2類，其中看護工又細分為養護機構看護工、外展看護工及家庭看護工3類別。本市

111年底社福移工以擔任家庭看護工為大宗，人數計1萬7,351人(占91.31%)，養護機構看護工1,512

人(占7.96%)次之。(表5) 

另為因應營建業缺工問題，109 年至 110 年陸續放寬工程申請移工資格，近 2 年營建工程業

移工成長快速，111 年有5,481 人，較110年2,352人增加3,129人(增加133.04%)，為 102年底264人

之20.76倍。(表4) 

111年產業移工以越南籍4萬1,298人(占37.71%)最多，較102年2萬1,993人增加1萬9,305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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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8%)，其次為菲律賓籍3萬4,379人(占31.39%)、泰國籍1萬9,936人(占18.2%)及印尼籍1萬3,898

人(占12.69%)。社福移工則以印尼籍移工1萬4,209人(占74.77%)最多，較102年底減少224人(減少

1.55%)，越南籍2,555人(占13.45%)次之，再其次為菲律賓籍2,158人(占11.36%)、泰國籍81人(占

0.43%)為最少(表6、圖5、圖6)。 

 

表 4 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按行業統計分類 

   總計 
農、林、

漁、牧業 

製造業小

計 

 食品及

飼品製造

業 

 飲料

製造業 
 紡織業 

 成衣

及服飾

品製造

業 

 皮革、

毛皮及其

製品造業 

 木竹

製品製

製造業 

 紙漿、

紙及紙製

品製造業 

102 年底 82,666 133 64,416 3,154 31 7,778 443 100 196 749 

103 年底 92,555 143 73,640 3,669 38 8,137 552 117 315 830 

104 年底 96,841 143 77,615 4,321 34 8,469 631 110 393 905 

105 年底 101,255 204 81,089 4,731 60 8,763 694 98 468 989 

106 年底 110,756 241 89,408 5,132 93 8,998 769 112 376 1,095 

107 年底 113,713 245 91,634 5,476 122 9,092 813 110 391 1,162 

108 年底 116,784 261 94,169 5,705 130 8,520 771 104 408 1,213 

109 年底 116,204 245 93,435 5,354 120 7,663 873 27 405 1,184 

110 年底 113,247 253 91,447 5,040 119 7,299 831 21 410 1,121 

111 年底 128,514 349 103,681 6,442 179 7,652 887 25 454 1,330 

     

 印刷

及資料

儲存媒

體複製

業 

 石油

及煤製

品製造

業 

 化學材

料及肥料

製造業 

 其他化

學製品製

造業 

 藥品

及醫用

化學製

品製造

業 

 橡膠製

品製造業 

 塑膠製

品製造業 

 非金屬

礦物製品

製造業 

 基本金

屬製造業 

 金屬製

品製造業 

102 年底 277 0 1,275 941 188 885 3,108 1,456 3,159 8,383 

103 年底 324 1 1,448 964 250 970 3,530 1,619 3,530 10,157 

104 年底 372 1 1,567 981 250 1,030 3,688 1,657 3,409 11,304 

105 年底 377 1 1,752 1,013 229 1,027 4,008 1,712 3,391 11,765 

106 年底 386 1 1,876 1,055 234 1,198 4,278 1,926 3,544 13,335 

107 年底 409 1 1,960 1,039 229 1,233 4,524 2,023 3,445 14,620 

108 年底 350 1 2,012 1,016 189 1,270 4,798 2,061 3,171 14,963 

109 年底 341 1 1,931 945 179 1,363 4,959 2,101 2,890 1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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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底 332 1 1,942 854 129 1,136 4,814 1,932 2,836 14,982 

111 年底 414 1 1,992 986 138 1,260 5,404 2,094 3,095 17,298 

     

 電子零

組件製造

業 

 電腦、

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

品製造業 

 電力設

備及配備

製造業 

 機械設

備製造業 

 汽車及

其零件製

造業 

 其他運

輸工具及

其零件製

造業 

 家具

製造業 

 其他製

造業 

營建工程

業 

醫療保健

及社會工

作服務

業、其他

服務業 

102 年底 14,670 5,429 1,622 5,455 1,692 2,053 265 1,107 264 17,853 

103 年底 18,264 5,189 1,623 6,154 2,365 1,828 310 1,456 158 18,614 

104 年底 18,308 4,863 1,861 6,726 2,707 1,583 354 2,091 89 18,994 

105 年底 19,260 4,726 1,996 6,938 3,254 1,154 416 2,267 38 19,924 

106 年底 21,696 5,149 2,284 7,830 4,061 1,012 454 2,514 34 21,073 

107 年底 21,161 3,831 2,459 8,683 4,396 903 512 3,040 19 21,815 

108 年底 20,287 6,401 2,576 8,841 4,299 938 580 3,565 366 21,988 

109 年底 20,561 6,986 2,635 8,650 4,373 854 636 3,419 1,306 21,218 

110 年底 20,461 7,011 2,661 8,578 4,388 828 597 3,124 2,352 19,195 

111 年底 22,271 8,195 3,507 10,109 4,813 1,035 679 3,421 5,481 19,003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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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按產業分 

     總計 
產業移

工合計 

農、

林、

漁、

牧業 

船員 

農、

林、

牧或

魚塭

養殖

工作 

外

展

農

務

工

作 

製造業 

營建

工程

業 

社福移

工合計 

看護工

小計 

養護

機構

看護

工 

外

展

看

護

工 

家庭看

護工 

家庭

幫傭 

102 年底 82,666 64,813 133 133 0 0 64,416 264 17,853 17,682 951 0 16,731 171 

103 年底 92,555 73,941 143 143 0 0 73,640 158 18,614 18,438 1,053 0 17,385 176 

104 年底 96,841 77,847 143 143 0 0 77,615 89 18,994 18,830 1,121 0 17,709 164 

105 年底 101,255 81,331 204 204 0 0 81,089 38 19,924 19,763 1,184 0 18,579 161 

106 年底 110,756 89,683 241 241 0 0 89,408 34 21,073 20,907 1,278 0 19,629 166 

107 年底 113,713 91,898 245 245 0 0 91,634 19 21,815 21,642 1,304 0 20,338 173 

108 年底 116,784 94,796 261 261 0 0 94,169 366 21,988 21,831 1,331 0 20,500 157 

109 年底 116,204 94,986 245 227 3 15 93,435 1,306 21,218 21,078 1,390 0 19,688 140 

110 年底 113,247 94,052 253 196 29 28 91,447 2,352 19,195 19,064 1,337 0 17,727 131 

111 年底 128,514 109,511 349 218 89 42 103,681 5,481 19,003 18,863 1,512 0 17,351 140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處 

 

表6  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按國籍分 

     總計 

產業移工合

計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社福移工合

計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102 年底 82,666 64,813 8,042 16,577 18,198 21,993 17,853 14,433 1,646 94 1,680 

103 年底 92,555 73,941 9,742 20,762 17,562 25,872 18,614 14,974 1,964 100 1,576 

104 年底 96,841 77,847 10,306 23,178 16,566 27,797 18,994 15,244 2,203 85 1,462 

105 年底 101,255 81,331 10,352 26,363 16,392 28,224 19,924 15,642 2,299 91 1,892 

106 年底 110,756 89,683 11,288 30,599 17,160 30,636 21,073 16,305 2,360 88 2,320 

107 年底 113,713 91,898 11,935 30,705 16,998 32,260 21,815 16,909 2,367 90 2,449 

108 年底 116,784 94,796 12,365 32,987 16,589 32,855 21,988 17,091 2,326 85 2,486 

109 年底 116,204 94,986 11,834 31,598 16,535 35,019 21,218 16,259 2,173 72 2,714 

110 年底 113,247 94,052 11,197 30,927 16,811 35,117 19,195 14,573 1,954 66 2,602 

111 年底 128,514 109,511 13,898 34,379 19,936 41,298 19,003 14,209 2,158 81 2,555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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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社會經濟環境變遷，為彌補勞動缺口及因應人口結構高齡化之照護工作，政府開放引進移工，

協助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移工已成為本國重要人力，本市移工數居全國第一，截至112年6月底，

全國移工人數達73萬9,496人，近7成集中於6都，其中以桃園市移工13萬452人占全國之17.64%為最

多。 

    觀察近10年桃園市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均呈現逐年增加趨勢，另觀察桃園市移工人數從業分

布，產業移工以從事「製造業」者為主，「營建工程業」及「農業」則因法令限制，使移工人數偏

少，為因應缺工問題，自112年8月1日起，內政部受理一般營造業申請引進外國人申請案件；社福移

工以從事「家庭看護工」最多，應主要受人口老化及家戶結構改變影響，致看護需求增加。 

    另觀察桃園市移工之國籍別，以越南籍最多，菲律賓籍次之，印尼為第三，泰國籍則最少，截

至112年6月移工人數已占本市人口數之3成，桃園市政府提供移工、雇主及仲介之法令諮詢與輔導、

勞資爭議協處等服務，保障移工權益並促進勞資和諧並持續辦理移工服務中心、移工學苑、移工諮

詢服務中心等，提供移工生活、休閒及法令諮詢等各式服務，促使移工身心理各方面之平衡發展，

並不定期辦理相關節慶民俗文化活動，進而使移工融入本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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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社福移工人數按國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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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產業移工人數按國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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