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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跟企業成為奴工制度的幫兇，在教育與勞動體系下的雙重剝

削，法令上的限制跟現實上的困境，以為是夢想中的掏金天堂，卻是深不

見底的奴工地獄。這是當代日本外國留學生與實習生的現況，同時卻是多

數人選擇忽視的現實。出井康博(Yasuhiro Idei)「絕望工廠 日本：外國留

學生與實習生的現代奴工實錄」的報導文學，點出了曾經是夢想之國的日

本，目前所有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便利生活」實際上是建立在剝削外籍

勞工的基礎卻幾乎不自覺的事實。當夢想之國天堂搖身一變成為壓榨剝削

的絕望煉獄，為了生存的外籍實習生們，只能在煉獄裡鋌而走險地生活著。 

本書的主題是發軔於 1993 年的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之源起及發展，

該制度依據日本國際研修協力機構宣稱：「將日本所培養的技能、技術或

知識，轉移至開發中地區，培養當地經濟發展人才，推行國際合作。」「絕

望工廠」則戳破以「國際合作」為名的假象，清楚說明了當代日本用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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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留學生的包裝，實則用這些外國人作為日本國內補充體力勞動者的現

況。本書一共分為六章，作者首先以身上只剩「兩千日圓」的留學生破題，

透過越南留學生熊小姐的現身說法，說明一個靠著家裡抵押借款 150 萬日

圓的越南留學生，受到留學代辦中心與日語學校的層層剝削，在日本的留

學生活儼然是掮客們的階下囚。 

回顧實習制度的建立，作者指出在 1980 年代中期，日本因泡沫經濟

的原因，出現中小企業人手不足的困境。因此在 1990 年成立了「KSD 中

小企業經營者福祉事業團」，並組成 KSD 的遊說團體，以設立實習制度及

貢獻國際社會這類口號為包裝，實際上則是想要透過實習生引進來解決日

本國內人手不足的問題。 

當一個進步國家的社會人口結構因少子化、老年化等問題，出現勞動

力缺口，如何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透過何種方式來進行勞動力的補充

是目前全球的重要議題。 

以日本為例，政府利用外國留學生與實習生作為補充勞動力的選項，

這在結構上涉及了全球勞動市場與教育市場的移動與買賣的議題。在現實

的操作上，監理團體與仲介機構這類掮客的存在，讓僱用實習生的企業必

須負擔實際上並不低於聘用日裔人士或日籍員工的成本（以書中為例，企

業需先加入監理團體，每年繳交 10 萬日圓的會員費，並需負擔每名實習

生 50 萬日圓的介紹費，實習生開始工作後，還需向監理團體繳交每月 5

萬日圓的管理費），在這些成本扣除後，為企業工作的實習生所領到的實

際薪水自然是少得可憐。 

而中介團體機構主要是憑恃良好的政治關係，從中收取高價的仲介費

與管理費（實際運作上通常沒有管理），結合了政客（可能是前國會議員

或退休官僚所發展的事業第二春）、公家機關聯手成為壓榨制度的共犯，

在這個壓榨的金字塔結構下，最上層少數政商關係良好的監理團體與仲介

機構獲取了最大利益，中層的企業負擔了不低的成本獲得素質不一的勞動

力，而最下層廣大的實習生則是被層層剝削及壓榨的廉價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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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國內因政治經濟上（政客及利益團體）的相互結合，改變了法

規制度，讓整個實習制度的影響迅速擴大。也因此「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

被作者喻為是國王的新衣，無論是僱用實習生的企業或實習生都必須配合

政府演這齣以「貢獻國際社會」和「培育人才」為名，實則是為了開放外

籍勞工到日本工作的大戲。 

實習制度不僅提供了監理團體與仲介機構賺錢的管道，同時也讓外國

留學生淪為日本教育機構待宰的肥羊。以想去日本留學的越南人為例，所

需負擔的代辦費用高達 150 萬至 200 萬日圓，這些遠赴他鄉的年輕人原本

懷抱著利用留學名義來賺取月入 20 萬至 30 萬日圓的薪水，到了日本後卻

淪為日語學校、職業學校或大學的搖錢樹，投入一般日本人不願意做的 3K

工作（髒、累、險），並領取低薪的廉價勞工。 

這些外國實習生為了繼續留在日本工作，只得日復一日陷入超時低薪

工作的循環。將焦點回到外國實習生在日本社會生活的個體層面上，原先

離鄉背井是為了追求更好經濟可能性的這些人，不僅無法得到更好的經濟

生活，相反的還陷入底層長時間無止盡重勞動的工作中，過著擁擠、狹小

的蟹居生活，並忍受著奴工般的處境。 

正因為必須拼命工作還債及賺錢，假留學之名行工作之實的外國留學

生們，根本無暇好好專心學習日語，在語言隔閡及文化差異的衝突下，外

籍留學生與勞動力的角色失衡的狀況下，這些長期在體力上與精神上面對

著高度壓力，也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外國實習生們，正步步被日本結構與

社會逼到牆角，有些走向了犯罪（竊盜、攻擊等）。當這些外籍人口造成

的犯罪與治安上的漏洞出現，日本社會與民眾對這批外籍勞工的錯誤理解

和缺乏關懷及同理，埋下了社會衝突的種子，也反噬日本社會原有的穩

定，如同不定時炸彈般，一觸即發。 

作者爬梳日本外國人實習制度的真實與現況，儘管至今仍高舉著「國

際合作、貢獻國際社會」的旗幟，但整套制度的運作則是將每個外國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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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當成被剝削的來源，同時榨乾他們的金錢跟勞動力。這些外國實習生被

日本的仲介機構、監理團體、教育機構跟企業社會，如同洋蔥般一層一層

的剝削與壓榨。 

再者，作者在開放外籍看護失敗的理由這一章，也敲響了一記警鐘，

本章說明了在高齡化社會中，居家看護與護理師的需求大增，但日本高門

檻的看護標準，面對其他先進國家（如加拿大、德國）的人才搶奪與競爭，

在薪資待遇及制度無法與其他先進國家競爭的情形下，只是將人才向外

推，如此而已。 

絕望工廠書中的種種，述說著一個國家光鮮亮麗的表象，往往是靠著

掩蓋藏汙納垢的累積而形成。所謂的進步表象常是壓榨或壓抑其他弱勢聲

音的成果，本書剖析了日本社會勞動力結構的龐大缺口，這些日本人不願

意屈就的底層工作，轉由外籍勞工承擔，但日本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卻吃相

難看，罔顧這些願意付出勞動力的外籍人士權益與基本生存需要；相反

地，甚至透過各種手段利用、剝削及壓迫他們，最終會引發受壓迫者忍無

可忍的反抗（如犯罪）或出逃（返國或轉至其他國家就業）。 

作者通過自己採訪 10 年外籍勞工職場的經驗，提醒著日本社會，這

種一直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便利生活」，是建立在外籍勞工忍耐低薪與

重體力勞動的基礎上，更提醒日本一直被忽視的關鍵事實─如果外籍勞工

離開日本，日本人所習慣的生活方式將馬上崩解。 

因少子化、老年化議題而產生勞動力缺口的先進國家自然不僅止於日

本，當代全球勞動力市場也進入了全球競爭時代。維持社會穩定運作是需

要勞動力的持續投入，不少國家政府已經意識到高素質勞動力的重要性，

同時開始積極建構對外籍移工更友善、更穩定的工作環境與經濟保障，期

能吸引外籍移工將勞動力的投入。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回到我國的現況，106 年底我國產業及社福外

籍勞工人數為 676,142 人，其中產業外籍勞工為 425,985 人、社福外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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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為 250,157 人，1從勞動部提供的資料來看，97 年底的外籍勞工是 365,060

人，十年內增加了 31 萬人次，這現象說明了外籍勞工已經成為維持我國

社會運作不可或缺部分，而我國對外來勞動力的依賴在可見的未來也是只

增不減。台灣社會也頻傳外籍漁工、看護等受到血汗壓榨或虐待等事件，

台灣與日本也面臨著相似的處境，這些理所當然的便利生活，實際上是奠

基在外籍勞工的付出與犧牲上，但享受這些的我們，是否有意識到他們的

重要，並尊重感激他們的存在？ 

當勞動力缺口是結構性不可改變的現實，如何讓外來移工能安居樂

業，融入自己的社會，已成為當代眾多先進國家的重要議題。台灣社會與

日本社會正面臨同樣的困境，多年來靠著新移民與外籍移工的加入，方能

維持與穩定社會運作。看不見的事實或被忽略的聲音，並不表示不存在，

絕望工廠一書提供的日本經驗值得台灣社會借鏡與深思，也唯有一個尊重

多元及感激他人付出社會，方能讓離鄉付出珍貴勞動力的遊子們願意停

留，為這個社會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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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來源請見勞動部網站，〈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開放項目分〉，

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212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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