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計分制技術移民政策之現況、問題與可行之對策〉〉  1 

 

臺灣計分制技術移民政策之現況、問題與可行之對策 
A Study on the Contemparary Situations, Problems &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the Taiwan Point-Based 

System of the Skilled Immigration Policy 

柯雨瑞＊、孟維德＊＊、李佳樺＊＊＊ 

【要目】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貳、重要名詞之定義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肆、我國技術移民政策之現況、優勢與困境 

》一、我國現行國外專業人員在臺灣居留之情形 

》二、我國現行針對技術移民之遴選與審查機制及其標準 

》三、我國吸引技術移民之優勢 

》四、我國吸引技術移民之困境 

伍、僑外生留臺計畫評點制之現況與困境 

》一、採行僑外生留臺計畫評點制乃為現行法令解套 

》二、目前僑外生留臺計畫之困境 

陸、我國計分制技術移民政策尚待解決之問題與未來可行發展之方向 

》一、我國採行「計分制」技術移民制度乃屬於可行之方向 

》二、我國採行「計分制」技術移民制度可能面臨之困難點 

》三、針對技術專業移民之遴選及審查機制與標準可採行折衷之機制 

》四、法令與政策宜適時檢討修正 

》五、放寬技術移民者雙重國籍之限制 

》六、建置技術移民永久居留之人才資料庫 

》七、透由我國健保資源之利基，吸引高科技技術人才 

》八、公私部門宜緊密合作，強化我國經濟發展之潛力與條件，並積極改善工作與生活條件 

》九、在行政院之層級宜建置一個常設性之移民政策、融合與輔導之主導機關 

》十、適切地增加移民署人力 

＊柯雨瑞，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法學博士，曾任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第二大隊（基隆）分隊

長、第一大隊（台北）警務員，中央警察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現為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暨研究所專任

教授。 

＊＊孟維德，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法學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院（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研究，現任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 

＊＊＊李佳樺，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國境組）碩士，曾任內政部警政署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警員，現為

內政部警政署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行政組巡官。 

https://www.koko.url.tw/


〈〈臺灣計分制技術移民政策之現況、問題與可行之對策〉〉  2 

》十一、改善公部門之橫向聯繫機制 

》十二、改善政黨惡性競爭之氛圍，且令國家政策具有可持續性與發展性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二、建議 

【參考文獻】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於探討臺灣計分制技術移民政策之現況、問題與可行之對策，

本文針對我國現行技術移民法律面、政策面及實務面如何運作之現況、問題點，及我國

是否可在技術移民遴選制度上，能採取計分制之議題，進行研析與討論，並提出對策。

本研究訪談我國 8名移民署官員，8 位受訪者之公務年資平均超過 20 年以上，且負責技

術移民政策相關業務執行、政策規畫及法規研修等，期望藉由受訪者相關業務經驗之不

同面向來探討技術移民計分制政策。本研究將訪談資料加以整理歸納，並補充相關之文

獻，期能從我國政策面、法律面與實務面等三方面作探討，並提出具體之改善建議。 

  綜合受訪者之建議與相關之文獻，本文提出以下之建言：在遴選技術移民政策上，

可採取計分制及審查制之「雙軌併行制」之方式，一方面能體現計分制公平、客觀、透

明及可量化之優點，另一方面，又能衡酌我國國情之彈性作法。我國在採納實施計分制

之同時，仍需有完善之配套措施，包括強化政府各部門間之橫向聯繫，政府部門宜和國

內企業緊密聯繫，以利政府不僅能掌握國內人才需求，政府更精算出國內所需職業類別

及數額。復次，梅花卡永久居留權和技術移民之工作應結合，讓技術移民可繼續在臺灣

貢獻其專業技術，另外建議適時給予梅花卡永久居留居民有準國民之權利，包括有部分

之參政權等。期望本研究所歸納之建議能提供我國技術移民政策研擬之參考，並能有效

吸引更多技術移民進入我國，且能迅速提升我國競爭力。 

【關鍵詞】移民政策、技術移民、計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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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contemparary situations, problems & feasible 

strategies of the point-based system of the skilled immigration policy for the Taiwa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isting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of the skilled immigration law, policies and 

complementary measures of Taiwan, and furtherly discuss the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the point-based 

system in order to select high, professional and skilled immigrants to Taiwan. In this thesis, 8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officers have been interviewed; and they have an average seniority of 20 years 

and they are in charge of skilled immigration affair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duties, policy planning, 

research, developments and amendment of skilled immigr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thesis 

wishes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skilled immigration point-based system with the help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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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ees’ expertise,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the interviews is 

then organized and complied with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o form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the process, a discussion with regards to the policy, legal and practical sides 

and dimmentions of the topic will be conducted; and then concret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n 

the skilled immigration issue will be proposed by the author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following valuable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aiwan: the point-based 

system can be adopted for the skilled immigration selection mechanism . The dual-track system 

mechanism—a combination of the point-based system and a review committee that reviews the 

qualification of a permanent residency applicant perhaps can be adopted by our immigration 

government. Under this way, the advantages of the point-based system’s fairness, objectiveness, 

transparency, quantitativeness can be demonstrated and evaluated. In addition, the dual-track 

system can be tailor-made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state of Taiwan and also can leave its specific and 

special flexibility. When using the point-based system, we still need some complementary measures, 

such as to strengthen the horizontal department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nd to 

establish a close contact between the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nd the domestic companies. On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can better assess that the domestic industries are lacking what job 

categories and how many skilled workers can be taken to fill the jobs gap. The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alien permanent resident card applicants can be assessed along with their work status, and let 

this card can combine the residence and working, so that skilled immigrants who actually work can 

continue their stay and contribute their professional and high expertise to Taiwan. This article also 

recommends that alien permanent resident card holders can be given the right to become a 

semi-citizen of Taiwan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hope and goals of this thesis 

are to draw more skilled immigrants to Taiwan and to quickly elevate Taiwan’s competitiveness, and 

let our nation become more better, competitive, and wonderful. 

【Keywords】immigration policy, high-skilled immigrants, high-skilled workers, point-based system, 

point system 

。。。。。。。。。。。。。。。。。。。回要目〉〉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目前多數先進國家均面臨少子化、人口老化及工作人口比例逐年降低之問題。現今

亦是知識經濟之時代，國家要強盛，一定要有技術人才作為後盾，各國遂進行一項搶技

術人才之大戰之中。再者，由於交通便利及網路發達等因素，縮短國家與國家，城市與

城市間之距離，促成現今為國際化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時代，因此更加促成人

口移動之便捷與頻繁。在「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ics）1之時代當中，如何爭取

有利於本國發展之「高附加價值勞動力」與專技人才之「移入」（無論短期居留或長期移

民），更成為各國政府苦思經營之重要課題與焦點之所在2。在思考吸引專技人才「移入」

                                                           

1  王如哲（2002），知識經濟與教育，臺北市：五南。在知識經濟與教育一書中對知識經濟做以下定義：知識經

濟是無形之，且仰賴於人員所擁有之知能。知識經濟非常強調是一種有別於傳統經濟之新經濟，這種經濟之成長

相當仰賴於個人、組織及國家層級之有效知識生產、傳播與應用。以上，請參閱：王如哲（2002），知識經濟與教

育，臺北市：五南。 

2  王孟平、張世強（2006），亞太技術勞工之國際移動與政策議題：「人才流失」或「人才交換」，國境學報第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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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國之同時，如何亦能兼顧目的國之國土安全（國境安全），避免移入者於其移入目的

國之後進行軍事情蒐或反政府之敵對作為，而對移入國之國家安全（國土安全、國境安

全），造成一大隱憂3，亦是值得須加以兼顧之處。 

  為因應人口老化及少子化之現象，並適時留住專業技術人才，各國莫不在移民制度

上鑽研硺磨，擬欲設計一套良善之機制，以利積極吸引更多專業技術移民，其主要之目

的，一方面以補足國內勞動不足現象，另一方面，乃由於技術人才，更是國家競爭力提

升之動力。星、日、韓延攬外國籍人才之做法，如下表所述。 

 

【表一】星、日、韓延攬外國籍人才之做法 

國家 計畫／制度 策略內容 可供我國參採之處 

新加坡 「人力21計畫」 ˙實施「就業准證」 提供「個人化就業准證」 

                                                           

3  有關移民與國境安全、國境管理及國家安全之相關議題，尚可進一步參閱以下重要之文獻： 

王智盛（2015），金門開放大陸地區人民落地簽證之法政分析──國境管理與邊境旅遊之衡平思考，發表於中央警

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 2015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王智盛（2015），陸客來台中轉的國境管理政策與法制分析，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2015 年『國境管理與執

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王寬弘（2003），「國境查緝走私處罰之研究」，2003 年國境安全與刑事政策學術研討會。 

王寬弘（2011），「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相關入出境法令問題淺探」，2011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王寬弘（2012），「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相關入出境法令問題淺探」，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第 17 期，頁 155-185。 

王寬弘（2012），「我國打擊人口販運查緝困境之研究──以警察及移民機關為例」，2012 年人口移動與國境執法學

術研討會。 

王寬弘（2012），「國境安全檢查若干法制問題之探討」，2012 年國境管理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王寬弘（2013），「國家安全法上國境安檢之概念與執法困境」，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第 20 期，頁 155-185。 

王寬弘（2014），移民與國境管理，收錄於陳明傳、蔡庭榕、孟維德、王寬弘、柯雨瑞、許義寶、謝文忠、王智盛、

林盈君、高佩珊等合著（2014），移民之理論與實務，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頁 149-187。  

王寬弘、詹雪雍（2015），國境警察業務委外可行性之分析，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2015 年『國境管理與執

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汪毓瑋（2010），「移民政策之犯罪與安全思考及未來發展方向初探」，2010 年國境管理與移民事務研討會論文集

（龜山），頁 1～14。 

汪毓瑋（2010），「移民與國境安全管理機制」，2010 國土安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頁 169-186。 

汪毓瑋（2011），「強化我國吸引專技與投資移民應有作為之研究」，2011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龜山），

頁 151-167。 

汪毓瑋（2015），整合性國境管理之實踐與問題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2015 年『國境管理與執法』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高佩珊（2015），歐盟移民問題探討，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 2015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許義寶（2014），入出國法制與人權保障（二版），五南。 

許義寶（2014），論移民之概念與其基本權利之保障，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 22 期，頁 175-219。 

許義寶（2015），航空保安管理機關任務與職權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2015 年『國境管理與執法』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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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陳明傳（2007）。跨國（境）犯罪與跨國犯罪學之初探，收於第一屆國土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縣：中央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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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計畫／制度 策略內容 可供我國參採之處 

（Manpower21）

（1990～） 

Contact 

Singapore（2008

～） 

制，依不同人才發

給 P1、P2、Q1及 S

就業准證 

˙個人化就業准證 

分級依親制度 

透過積分系統引進中階

技術人才（SPASS） 

關鍵技能列表 

全國行銷、主動式積極

性海外攬才 

日本 

「出入國管理基本

計畫」（2009） 

新入出國管理政策

（2010～） 

˙增加全球前100名

大學至日本設立超

級國際學校擴大招

收外籍留學生 

˙「高級人才積分制

度」（2011～） 

引進評點機制、延攬國

際化優秀人才 

擬以設立國際高等教育

學校，吸引及留住國外

優秀青年 

符合資格之特定活動高

級人才尊親屬申請依親 

南韓 

三卡制度（2000～） 

「海外高級科學人

才延攬活動計畫」

（2003～） 

Contact Korea

（2008～） 

「引進外籍專業人

才支援事業計畫」

（2012～） 

˙延攬外國優秀技術

及科學人才，延長

居留及自由入出境

及就業 

˙支援中小及創投企

業引進外籍關鍵技

術人才，協助企業

升級轉型、開拓海

外市場 

實施評點延攬無聘僱許

可 外 籍 優 秀 人 才

（point-based visa） 

有條件放寬雙重國籍 

補助公會協助中小企業

進用外籍專業人才，助

益企業升級、轉型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4 

 

  為因應國內勞動力不足之現象及為留住技術人才，先進國家莫不在吸引外國技術移

民之政策上下足功夫，以期能遴選出符合國內需求之技術人才。不少先進國家亦設計出

客觀、透明、可量化之「計分制」作為遴選國外技術人才之機制，其中以申請者之年齡、

教育程度、語言能力、工作經驗、在該國留學經驗及配偶條件等項目作為計分之標準，

條件愈好之申請者便給予較高分數，申請者若符合一定門檻分數即可申請該國技術移民，

有些國家更不吝立即給予永久居留之資格。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可歸納成以下數點： 

  (一)旨在於探討臺灣計分制技術移民政策之現況、問題與可行之對策。 

  (二)本文針對我國現行技術移民法律面、政策面及實務面如何運作之現況、問題點，

及我國是否可在技術移民遴選制度上，能採取計分制之議題，進行研析與討論，並提出

對策。 

。。。。。。。。。。。。。。。。。。。回要目〉〉 

                                                           

4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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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名詞之定義 

一、計分制定義 

  本文認為，所謂之計分制之定義，乃指一套相當科學化、公正化、公平化、透明化

與客觀化之評量機制，其用來客觀地評估與衡量技術移民資格之指標，計分之標準項目，

可包括以下之各式指標：技術移民申請者擬進入目的國之語文能力、教育程度、工作經

驗、技能（術）、專長、職業、留學年資與經驗、年齡、就業邀請及適應性。分數愈高者，

愈有機會獲選為擁有永久居留權之技術移民。反之，分數愈低者，愈沒有機會獲選為擁

有居留權之技術移民。 

。。。。。。。。。。。。。。。。。。。回要目〉〉 

二、技術者定義 

  (一)王如哲君在其大作──知識經濟與教育一書中，引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1996 年

「Employment and Growth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出版一書對高技術人員

之定義，所謂之科學及科技人員，亦即指高技術人員。根據經濟開發暨合作組織在測量

人力資源對於科學及科技貢獻之「坎培拉手冊」，有一些不同之方法可將科學和科技人員

分類。科學及科技人員是包括擁有高等教育程度，或需要至少是大學畢業之職業，此定

義指明不同工作所需之教育和技術程度。5 

  (二)技術移民有多種不同之名稱，亦有將技術移民稱為「技術勞工」（skilled worker 

or labour），「技術勞工」（技術移民）通常與「教育成就」（educational attainment）

之概念有關。王孟平教授與張世強君（2006）指出，「技術勞工」通常意指至少在受過「初

等和中等」（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12年教育之後，還受過 4 年以上教育者，

此即受過「高等教育者」（tertiary educated）。通常具有較高學術訓練（指具有高等教

育以上之學歷）、專業技能（擁有職業證照或非替代性專才）或豐富工作經歷之人士，均

會被包含在「技術勞工」這個概念之分析範疇之內。王孟平教授與張世強君兩人（2006）

並具體舉例加以闡釋，例如：專家（highly skilled specialists）、獨立經理人

（independent executives）、資深主管（senior managers）、專技人員（specialized 

technicians）、通路自營商（trades people）、投資者（investors）、醫生（physicians）

與商人（business people）等（OECD SOPEMI, 1997），均可作為「技術勞工」（技術移

民）之角色性之代表。王孟平教授與張世強君兩人（2006）認為，「技術勞工」（技術移

民）除擁有較優越之教育背景、專業技能和工作經歷之外，這些「技術勞工」不僅因此

擁有爭取高薪和高層職位之能力，更具有「跨越疆界」（cross-border）提供勞務之資格

與意願；而謀求較佳就業機會和生活水平，常常是他們願意跨界工作之重要動機。6 

  (三)Shklyar（2012）認為，有關於「高技術」之概念及定義均不盡相同，但它們多

是指擁有一個或多個大學學位之人才。在許多學術採討中可以發現，「高技術」為「最好

                                                           

5  王如哲（2002），知識經濟與教育，臺北市：五南。來自歐洲之 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於 1994 年出版之

Canberra Manual 坎培拉手冊。坎培拉手冊──教育學科分類依據，將 ISCED 學群分為 6 大類：自然科學、工程與

科技、農業科學、醫學科學、社會科學、人文，詳見：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1994），Canberra Manual 坎培拉手冊，p.43。 

6  王孟平、張世強（2006），亞太技術勞工之國際移動與政策議題：「人才流失」或「人才交換」，收於國境學報

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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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聰明」之代名詞。管理者、專業人員及高技術均屬於此類別。該定義亦考慮其教育

程度及職業中所獲得薪水多寡，另需要具有至少 4 年學術或大學學歷。高技術移民經常

為競爭激烈之私部門工作，亦可能在公共部門，如教育和醫療保健體系內工作。7 

 

三、技術移民定義8 

  黃慶堂教授認為，所謂之專門技術移民，其定義係具備高科技或專門技術之人才，

以取得移民資格之人9。 

 

                                                           

7  Shklyar, A. N. (2012). High-skilled comes, high-skilled leaves: Needs and interests of high-skilled immigrants in Malmö 

and Lund. 

8
 
 有關於技術移民定義，尚可參閱以下之重要文獻： 

Brettell, C. B., & Hollifield, J. F. (Eds.). (2014).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Routledge. 

Lowell, B. L. (2002).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skilled labour. 

Lowell, B. L., & Batalova, J. (200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highly skilled workers: methodological and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5 Annual Meeting Program. 

Koser, K., & Salt, J. (1997). The geography of highly 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3(4), pp285-303. 

Razin, A., & Sadka, E. (1999). Migration and pension with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4(1), 

pp141-150. 

Shklyar, A. N.(2012). High-skilled comes, high-skilled leaves: Needs and interests of high-skilled immigrants in Malmö and 

Lund. 

9
 
 黃慶堂（2008），專技移民與投資移民對我國經濟之影響，收於第二屆「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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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民政策定義10 

  政策，乃指一個主權國家，為解決該國所面對之各式各樣之問題，其所提供之一系

列有效、且可被檢測之步驟方法。是以，移民政策是國家為解決與處理涉及人口分佈與

遷徙等之移民問題所採取之一系列有效，且可被檢測之步驟、方法、方針及策略。亦即，

移民政策是解決移民問題之基本原則方針。移民政策包括移民立法、移民輔導、執行（主

管）機關（移民署），此三者可說是移民政策之主要成分11。 

 

五、計分制技術移民政策之定義 

  有關計分制技術移民政策之定義，本文認為，乃指國家為達到吸引擁有高等教育程

度，或需要至少是大學畢業之職業者，移入地主國之終極目的，所須處理與解決之各式

評估技術移民資格之指標課題之一系列有效，且可被檢測之步驟、方法、方針及策略。

及涉及此一課題之相關各式移民問題，國家所採取之基本原則方針及策略。 
。。。。。。。。。。。。。。。。。。。回要目〉〉 

                                                           

10  有關於移民之定義及其內涵，尚可參閱以下之重要文獻： 

Charles M. Beach（2012），加拿大評點制：優劣分析及經驗談，收錄於 2012 年移民政策國際研討會──全球人才競

逐研討會實錄，臺北市：臺北花園大酒店。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09），移民行政白皮書，台北市：移民署。 

王寬弘（2011），「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相關入出境法令問題淺探」，2011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王寬弘（2012），「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相關入出境法令問題淺探」，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第 17 期，頁 155-185。 

王寬弘（2012），「我國打擊人口販運查緝困境之研究──以警察及移民機關為例」，2012 年人口移動與國境執法學

術研討會。 

王寬弘（2014），移民與國境管理，收錄於陳明傳、蔡庭榕、孟維德、王寬弘、柯雨瑞、許義寶、謝文忠、王智盛、

林盈君、高佩珊等合著（2014），移民之理論與實務，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1），各國移民參政權之比較研究，台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何雨畊（2007），我國移民政策之探討──吸引國外專業移民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孟璇（2009），臺灣專業人力移民及投資移民政策之研究，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汪毓瑋（2011），「強化我國吸引專技與投資移民應有作為之研究」，2011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龜山），

頁 151-167。 

汪毓瑋（2011），強化我國吸引專技與投資移民應有作為之研究，收於「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林愛玲（2011），臺灣與澳洲高級專業人才移民政策之比較研究──全球化現象下專技移民之消長，中央警察大學

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念慧（2008），論我國之外國人永久居留制度──與加拿大、德國、新加坡比較，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

碩士論文。 

馬福美（2008），我國移民法制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佩珊（2015），歐盟移民問題探討，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 2015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許義寶（2014），入出國法制與人權保障（二版），五南。 

許義寶（2014），論移民之概念與其基本權利之保障，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 22 期，頁 175-219。 

許義寶（2015），移民人權保障之立法規範──以入出國及移民法為例，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 2015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學術研討會。 

陳明傳（2015），各國入出國管理系統之比較研究，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 2015 年「人口移動與執法」

學術研討會。 

陳明傳、蔡庭榕、孟維德、王寬弘、柯雨瑞、許義寶、謝文忠、王智盛、林盈君、高佩珊等合著（2014），移民之

理論與實務，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黃慶堂（2008），專技移民與投資移民對我國經濟之影響，收於第二屆「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謝立功、張先正、汪毓瑋、謝文忠、柯文麗（2013），美國移民政策之發展，新北市：人類智庫。 

11  吳學燕（2011），移民政策與法規，台北市：文笙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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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屬於應用性及政策性之研究；從研究目標而言，則結合探索性研究及描述性

研究；從資料蒐集情形而言，以初級資料及次級資料，初級資料包含半結構式訪談，另

次級資料包括既有文獻探討、政策法規探討，本研究則偏向於質化研究 ，其採用之研究

方法如下：一、文獻分析法；二、深入訪談法。 

  在深入訪談法部分，本研究偏向以非結構式訪談進行，以較彈性之訪談結構、訪談

內容及訪談問題為主。本研究訪談之對象乃採立意抽樣之方式進行，本研究共訪談我國

移民署官員共 8 名（詳如下表），8 位受訪者之公務年資平均 20 年以上，且負責技術移

民政策業務相關執行、政策規畫等法規研修等，8 位受訪者之背景包括移民署之科員、

視察、科長、專門委員及秘書等，且受訪者其中有好幾位均有外派至國外之工作經驗，

藉由其所負責相關業務，能從不同之面向來探討技術移民政策，甚且藉著一些曾經有外

派經驗之受訪者之經驗談，更能協助本研究對國外移民制度之探討。本研究聚焦於我國

現行延攬國外技術人才制度之現況與困境，並提出可行之建言，期望提供我國可行之遴

選技術移民之政策。 

 

【表二】訪談對象表 

編號 職稱 年資 訪談日期 

A 科員 23年 2015/03/22 

B 科長 25年 2015/03/28 

C 科員 20年 2015/04/01 

D 視察 18年 2015/04/08 

E 專門委員 23年 2015/04/10 

F 秘書 20幾年 2015/04/15 

G 科員 20幾年 2015/04/17 

H 視察 30年 2015/04/22 

合計 8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接續依據深入訪訪談所獲得之資料，先進行整理並作後續分析，並從所有之

訪談問題中逐一作訪談結果之歸納，有關本研究資料分析步驟如下：一、訪談逐字稿繕

打；二、分類及編碼；三、歸納分析；四、研究發現 。最後將分析後受訪資料建立有系

統性之主題，並結合文獻分析內容及研究者觀點，將訪談結果萃練成有脈絡及有參考價

值之研究結果。 

。。。。。。。。。。。。。。。。。。。回要目〉〉 

肆、我國技術移民政策之現況、優勢與困境  

一、我國現行國外專業人員在臺灣居留之情形 

  (一)現行白領專業人士在臺灣居留受聘雇之情形 

  依據勞動部統計處 2015 年 3 月份資料顯示，外國專業人員12目前在臺灣總計為

                                                           

12  外國專業人員係指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之第一類外國人（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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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55 人，其中包括從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 15,719 人，華僑或外國人投資設立事業之

主管工作 2,196 人，學校教師工作 2,351 人，補習班語文教師工作 5,048 人，運動教練

及運動員工作 51人，宗教、藝術及演藝工作 2,047 人，履約 1,443人。13
 

  (二)現行技術移民申請一般永久居留之情形 

  依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規定，外國受聘雇之專業人員 5 年內每年居留超過

183日，滿 20 歲以上、品行端正、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符合上述要件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另依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3 條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

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申請資料虛偽或不實、持用不法取

得、偽造或變造之證件、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

限、永久居留期間，每年居住未達 183 日。但因出國就學、就醫或其他特殊原因經入出

國及移民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另依我國國籍法第 3 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

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

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5年以上。二、年滿 20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三、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

虞。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及國籍法規定，外國受聘雇之專業人員 5 年內每年居留超過 183

日，且符合上述積極要件及未有消極條件，即可申請我國永久居留或申請歸化。 

  (三)現行技術移民申請梅花卡永久居留之情形 

  梅花卡永久居留之法源為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外國人雖未在我國居留 5年

且每年住滿 183 天之要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一、對我國有特殊貢獻。二、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三、在文化、藝術、科技、

體育、產業等各專業領域，參加國際公認之比賽、競技、評鑑得有首獎者。外國人得向

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在我國投資移民，經審核許可且實行投資者，同意其永久居留。我

國目前僅開放外國專業人員申請梅花卡，申請梅花卡之對象並不包括大陸人士及港澳人

士，另外國人兼具有我國國籍者，亦不得申請永久居留。 

  目前梅花卡申請者以對我國有特殊貢獻者較多，且多為外籍神職人員，另外高級專

業人才之申請者相對較少。在高級專業人才申請者中多為已在我國任教之外籍大學教授

及在科學園區工作且有申請專利之外籍技術人員，另外之申請者則分布在各新興工業及

各科技領域內。 

  目前欲申請我國永久居留之外國專業人員可循兩種途徑，其一為申請一般之永久居

留，僅要在我國以應聘居留事由住滿 5 年，每年居住超過 183 天；其二為申請梅花卡之

永久居留，若符合申請梅花卡之資格，國外專門技術人員無須有居住我國天數之限制，

提出梅花卡永久居留之申請後，經聯合審查會通過，即可獲得永久居留。惟目前我國官

方統計數據無法推估出因國外專門技術人員已經申請永久居留並通過之人數。目前已取

得我國永久居留之外國專門技術人員，早期已有一部分已循申請一般永久居留之途徑取

得永久居留資格，另外一部分若符合梅花卡高級專業人才之部分，亦可提出梅花卡永久

居留之申請。惟因我國申請一般永久居留之限制有放寬之趨勢，包括外國人申請永久居

                                                           

13  勞動部統計處，檢索日期：2015 年 05 月 10 日，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Saveshow.asp。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入出國及移民法.htm#b25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入出國及移民法.htm#b33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國籍法.htm#a3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入出國及移民法.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國籍法.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入出國及移民法.htm#b25
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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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於合法連續居留 5 年期間，每次出國在 3 個月以內者，得免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及

申請者本國刑事紀錄證明14，遂有些因應聘資格在我國工作之技術工作者，大多在我國

工作 5年後，直接申請一般之永久居留，這亦減少梅花卡永久居留之申請。 

  目前梅花卡高級專業人才之申請者大多已經居住在我國之外國人為主，目前甚少有

直接從國外提出申請。梅花卡之申請者除可從移民署服務站送件外，目前移民署亦已請

外交部駐外官員及境外秘書協助宣導，並且移民署境外秘書亦能直接受理，收件後可將

梅花卡申請之案件轉移民署移民事務組居留定居二科。原本梅花卡僅開放在移民署服務

站作受理，近來為吸引外國技術人才，更開放境外秘書可受理國外之申請案件。梅花卡

自民國 97年開始推行，移民署並於民國 104年 4 月 24日，舉辦（召開）第 34屆梅花卡

永久居留之審查會，梅花卡申請人數截至 33屆審查會之統計如下： 

【表三】外僑永久居留證（梅花卡）核發統計表 

對我國有特殊貢獻者 41人 

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54人 

投資移民 11人 

總計 106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回要目〉〉 

二、我國現行針對技術移民之遴選與審查機制及其標準 

  加拿大、紐西蘭及澳洲三國在技術移民政策上，採「計分制」作為遴選機制，並直

接給予符合條件及資格之技術移民永久居留權，該些技術移民並不需要經過一般居留程

序，不需要有在該國居住之期限，即可直接取得永久居留權。在我國較相符之移民制度

乃國外籍高級專業人才，不需要有在我國有居住期間之限制，若符合資格並經過審查會

許可，可直接取得梅花卡永久居留。當初梅花卡開放高級專業人才可申請之設計乃為將

高級專業人才從應聘之外國專業人員（俗稱白領工作者）中區隔出來，所謂之白領工作

者乃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 

  梅花卡核發之法源為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條第 3項、第 4 項、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

細則第 39 條第 2 項、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 12 條及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案

件審查基準等相關法令規定。移民署亦公布外國人對我國有特殊貢獻、高級專業人才及

投資移民申請外僑永久居留證（梅花卡）送件須知。 

  梅花卡受理之程序為收件、審查、許可及發證。目前梅花卡收件之程序為，欲申辦

梅花卡之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可備妥申請書、護照正本及影本、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及相

關機構證明等應備文件，可向居留（住）地之移民署服務站申請，或向我駐外館處、香

港或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4 條第 1 項所定機

構或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受委託之民間團體在大陸地區設立之分支機構提出申請，由駐外

館處核轉移民署辦理。現行移民署駐外秘書亦會受理境外梅花卡之申請。 

  內政部移民署移民事務組居留定居二科將申請梅花卡之案件彙集後，依梅花卡申請

者之背景及屬性函詢各相關機關，各相關機關亦會回覆其專業意見。在外國人申請永久

居留案件審查基準修訂之初，審查基準之中，所列舉我國所需人才之要件，移民署移民

                                                           

14  參照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就業服務法.htm#a46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入出國及移民法.htm#b25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htm#c39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htm#b12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案件審查基準.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案件審查基準.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htm#b4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案件審查基準.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案件審查基準.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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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居留定居二科會先行函詢相關部會，而由各部會提出之。此外，梅花卡審查程序

之法源，為入出國及移民案件審查會設置要點15，移民署移民事務組居留定居二科依據

該要點舉辦（召開）梅花卡聯合審查會（簡稱聯審會）。為妥善利用公務資源及各機關冗

長之函文過程，該審查會乃聯合其他機閞共同舉辦，故又名聯審會。聯審會中設置委員

十五人至十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內政部常務次長兼任之，同時，並兼任召集人，

召集人召集開會並擔任主席，其餘委員由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出入國管制科）

遴聘各有關機關、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及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委員；其中社會公正人士及任

一性別委員，均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有一學者專家之名

單，亦由其中遴聘相關專業委員。委員任期 2 年，期滿得續聘之，聘任會給予聘書。復

次，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移民署署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處理日常事務；並置工

作人員若干人，由移民署人員派兼之。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案件審查會設置要點第 9點之規定：「本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但現行梅花卡聯審會運作，均會尊重與會委員之意見，待與會全數委員均無異議，主席

始裁示核准梅花卡個案之許可，若會中有委員持反對意見，若個案是因所提出之專業證

明不夠有力，該個案將被保留並要求申請者補件，下次審查會再提出審查。另個案若因

私人行為，例如先前對臺灣有不友善之言論等，則在聯查會中會被委員提出異議，主席

亦會裁示駁回其梅花卡之申請。聯審會中委員之意見亦無一定量化標準，與會委員若認

定申請梅花卡之個案不夠專業、年齡過大及出版之書籍對臺灣無貢獻等，該梅花卡之申

請亦會被駁回。綜上，目前聯合審查會（簡稱聯審會）運作之客觀性與公平性，如與計

分制相較，容有討論之空間。 
。。。。。。。。。。。。。。。。。。。回要目〉〉 

三、我國吸引技術移民之優勢 

  (一)環境之優勢 

  部分受訪者認為，我國在環境上優勢，乃在於台灣國是一個友善之國家，富有人情

味，雖然目前我國面臨嚴重之人口老化，但有受訪者認為危機乃是轉機，可藉此時機吸

引優秀外國技術移民進入我國。 

  (二)法律及政策寬鬆之優勢 

  我國為留下國外之技術人才，持續在作法規之研修及政策方面作調整。目前已鬆綁

相關法規及送進立法院待鬆綁法規如以下分述。 

  外國人若在臺灣住 5 年，每年住滿 183 天，即可申請一般之永久居留，惟要收取規

費新台幣一萬元，但為要吸引國外技術移民至臺灣，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梅花卡永久居留，

並不需要收取任何規費。 

  另在取得永久居留者（包括一般永久居留及梅花卡永久居留），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 33條第 1項第 4 款之規定，每年仍需在我國居住 183 天，惟若因出國就學、就醫或其

他特殊原因，出國前有向移民署報備，則 2 年內在我國住滿 183 天即可。移民署已提案

轉內政部，建議修改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 19條，期望取得永久居留之外籍

人士，若出國前有向移民署報備，則 5 年內在我國住滿 183 天即可，目前已送至立法院

                                                           

15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十八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1030953218 號函分行，修正第 2、3、6 點規定，並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九月一日生效。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入出國及移民案件審查會設置要點.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入出國及移民案件審查會設置要點.htm#a9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入出國及移民法.htm#b33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htm#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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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委員會審議中16，但仍未通過之。 

  針對國外技術移民攬才及留才之部分，移民署亦已研修並增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對我國有特殊貢獻及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得隨同永久

居留申請人申請永久居留。此為法規鬆綁，為留下我國所需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亦考

慮其家庭團聚權，讓有資格取得永久居留權之外國籍專業人才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同

時取得永久居留權。目前該修正草案已於民國 103 年 11 月送立法院審議，尚待審議中，

但仍未通過之。 

  為配合國家政策育才留才攬才政策，國家發展委員會於民國 103 年 6 月提出「強化

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依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5 條及第 8 條規定，在臺畢業之港澳生、僑生及外籍

生需符合滿 2年工作經驗及企業擬聘僱薪資達新臺幣 47,971 元之條件，始可留臺或回臺

工作17。但為留下已在臺灣「育才」之僑外生，政府今已鬆綁相關法令18，對於無法達

到上述兩條件者，則可由擬聘僱企業代為向勞動部申請「評點配額」機制，經勞動部審

查其學歷、工作經驗、薪資水準、多國語言能力、他國成長經驗、企業所需特殊專長，

以及配合政府產業政策等多元審查依據，經審查通過者，核發其留臺工作許可。此相關

法令之鬆綁乃為留下已在臺灣完成大學以上教育之優秀僑外生，並讓該些僑外生在畢業

後能順利進入我國勞動市場。 

  (三)梅花卡審查機制有利於發現人才之優勢 

  梅花卡透過審查機制較彈性化，可有討論空間，藉由審查會中委員們之專業討論及

審查，可以依申請個案之專業背景一一作審查及討論，這有利於人才之發現，並能適時

地給予我國需要之外國籍技術人才永久居留權，這利於我國留才及攬才。 

  (四)申請梅花卡永久居留不需有居留期間限制及繳納規費之優勢 

  目前外國人欲申請我國永久居留可循兩種途徑，一種為一般永久居留，在臺灣居留

5 年，每年住滿 183 天即可申請永久居留，申請時需付規費新臺幣一萬元；另一種為申

請梅花卡之永久居留，申請者先前不需要在臺灣有居住期限之規定，僅要符合梅花卡申

請之要件，可直接提出梅花卡永久居留申請，並無須繳納任何規費。 

  (五)享有全民健保及勞工保險之優勢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 條規定具中華民國國籍者能納保之外，第 9 條亦明定持有居留

證之外籍人士，若在臺居留滿 6 個月或有雇主之受雇者，亦得參加全民健保。另依勞工

保險條例第 6 條第 3 項規定，在職外國籍員工亦可參加勞工保險，且為強制投保對象。

目前在臺灣工作之外籍人士所繳納之全民健保費用及勞工保險費用，並未超過於其所能

負擔，但其保障卻是很大，相較於其他國家，這是臺灣給予外籍從業人員之福利。 

                                                           

16  此修正為行政命令交付審查案，103 年 11 月 6 日已由內政部發文台立議字第 1030705536 號立法院。 

17  依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8 條規定，外國人

受聘僱從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其薪資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月平均薪資，該薪資標準目前為新臺幣 47,971

元。 

18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勞動部勞動發管字第 1031809840 號令增訂「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5-1 條條文：在我國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校院畢業之外

國留學生、僑生或其他華裔學生，除符合本標準其他規定外，依附表計算之累計點數滿七十點者，得受聘僱從事

第四條之工作，不受前條規定之限制。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前項許可之人數數額、申請期間、申請文件及核發許可

程序公告之。另修正發布第 6 條條文：為因應產業環境變動，協助企業延攬專門性、技術性工作人員，經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者，依第五條第二款受聘僱之外國人，得不受工作經驗之限制。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入出國及移民法.htm#b25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入出國及移民法.htm#b25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htm#a5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htm#a8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全民健康保險法.htm#b8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全民健康保險法.htm#b9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勞工保險條例.htm#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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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吸引技術移民之困境 

  (一)技術移民法令寬鬆，對技術移民定義模糊 

  在我國目前一般居留權和永久居留權，若已在國內工作者，其享有全民健保及勞工

保險等社會福利權益之差異並不大。另外申請一般永久居留之資格並不會太嚴苛，故國

外技術工作者申請梅花卡之比例相對降低，且因申請一般永久居留目前有放寬趨勢，依

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 11條第 3項規定，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連續居留 5

年，期間出國每次不超過 3個月，則可免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及其本國刑事紀錄證明書19，

此可令欲申請一般永久居留之申請者，省時又省錢。由於一般永久居留和梅花卡之永久

居留之權益亦無差別，故梅花卡永久居留申請之數量並不多，且擁有我國永久居留權居

民其擁有準國民之待遇不足，目前並無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服公職之權利。綜合受訪者

之意見，由於我國技術移民法令寬鬆，一般居留、一般永久居留及梅花卡永久居留，其

權益及差異並不大，故申請梅花卡之永久居留，並無太大誘因。部分受訪者建議上述這

三種居留需有一定之鑑別，並適時給予永久居留有準國民之待遇。20 

  綜合受訪者意見，多數受訪者認為我國對技術移民之定義相當模糊，目前國內對技

術移民亦無明確定義，在定義技術移民之過程就像瞎子摸象，受訪者普遍認為目前我國

對技術移民之定義相當於是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

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中第 4條對白領之定義。 

  由於國內對技術移民之定位及定義未釐清，故在技術移民之政策亦無法清楚被區分，

目前技術移民之政策是為人口政策底下一部分，並無法單獨獨立出來，多數受訪者更直

言，我國根本無技術移民相關政策可言。目前政府所推之人口政策裡含移民政策，人口

政策就像一個大包裹，移民政策就被包在大包裹一起推動。多數受訪者認為加拿大、紐

西蘭及澳洲等國家就很清楚其國家內技術移民定義及技術移民所需類別。 

  (二)梅花卡永久居留權和技術移民之工作未結合 

  外國籍高級專業人才若符合相關專業技能之資格則可申請我國梅花卡永久居留，但

目前我國梅花卡永久居留制度並未和申請者所申請專業技術作結合，故具有相當專業技

術背景之梅花卡申請者在獲得梅花卡永久居留後，是否有再進到我國就業市場及是否有

進到相關專業技術領域繼續作貢獻則不得而知。相較於加拿大、紐西蘭及澳洲等國家，

該些被認定為其國家所需要之專業技術移民，在申請高技術之工作時，一方面該些國家

提供國內高技術工作機會，另一方面並給予這些技術移民永久居留權利，一則可讓高技

術人才可以安心在其專業領域作貢獻，另一方面永久居留權和工作相結合，更可確保國

家攬進來之高技術人才繼續在其國家作貢獻。受訪者普遍覺得我國梅花卡給予永久居留

之制度，和申請者之工作未結合實屬相當可惜。 

  (三)公部門無法適時掌握國內人才需求狀況 

  多數受訪者均表示國內公部門蹤然作田野調查、民間調查、委外報告及相關統計資

                                                           

19  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於合法連續居留五年期間，每次

出國在三個月以內者，得免附第一項第四款文件（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及第六款之本國刑事紀錄證明。 

20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1），各國移民參政權之比較研究，台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

究內容分析多個國家，不少國家適時給予移民有部分選舉權、參政權及服公職權利。以紐西蘭為例，永久居留居

民可享有部分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服公職權利。另澳洲之英國籍永久居留居民亦享有地方選舉之選舉權及服公職

權利。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htm#b11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htm#a4


〈〈臺灣計分制技術移民政策之現況、問題與可行之對策〉〉  15 

料等，惟我國公部門因和國內企業緊密度不夠，目前仍無法適時掌握國內產業之人才缺

口及人才需求。因著國內無法掌握技術人才需求，這亦會產生直接影響，而無法訂出有

適切之技術移民政策，以致於政策推行流於喊口號之形式。受訪者們亦建議可借鏡國外

經驗，公部門先需掌握國內產業人才需求，並可進一步推估 3 年內國內需要哪些技術類

別之人才及數額，及推估 3 年後需要技術類別之人才及數額。若國內公部門能精確掌握

國內技術人才之需求並推估近程、中程及遠程技術人才需求之職業類別及數額，攬進來

之技術移民亦不致於不足與過剩。 

  (四)申請梅花卡永久居留之利基不足 

  梅花卡永久居留當初設計立意乃為吸引對我國有特殊貢獻、投資及高級專業人才，

這乃屬於我國攬才政策之一部分，但由於要取得我國一般永久居留權之條件並未太困難，

這亦削弱國外技術人才申請梅花卡永久居留之吸引力。另一方面，申請梅花卡永久居留

並未能獲得特別之權利或什麼特別之優惠，因著利基不足亦削弱申請梅花卡之吸引力。 

  受訪者建議梅花卡永久居留可適合給予準國民之權利，例如適時放寬選舉權、被選

舉權及租稅優惠等。另外，談及更實質之優惠，受訪者更建議梅花卡之持有者或許至超

商購物能有折扣及搭乘大眾運輸系統能有折扣等。 

  (五)梅花卡永久居留流於數據及績效迷思 

  部分受訪者亦直言梅花卡推行因有績效之考量，國家發展委員會會函文給移民署並

要求報績效，受訪者直言即使努力推行梅花卡業務，但仍不免流於數據迷思，有時更是

從資料庫尋找符合申請梅花卡資格之外籍人士，並請託他們來申請。部分受訪者坦言由

於申請梅花卡沒有利基，就是一張永久居留證，其權利和一般永久居留無益，惟在永久

居留證上多一朵梅花。 

  (六)國人對於開放外籍白領人才來台之區塊（非指在台畢業之僑外生），仍存有相當

大之疑慮、爭議、排斥與不安 

  國人對於開放外籍白領人才來台之區塊（非指在台畢業之僑外生），仍存有相當大之

疑慮、排斥與不安。舉例而言，勞工團體、時代力量與部分國會立委對開放外籍白領人

才來台持保留（反對）態度。目前，開放外籍白領人才來台之區塊（非指在台畢業之僑

外生），是爭議最大之部分，現行外籍白領人才之來台之條件，每月之薪資，須至少達新

台幣 47971元，及擁有 2年之工作經驗。勞動部擬在原規定之外，另增評點制。換言之，

採取雙軌制之機制。不過，外籍白領人才評點制之薪資，係僅將薪資列為加分項目，而

非門檻，如其總分達 60點，即可來台。上述之方案，勞工團體、時代力量與部分國會立

委，對開放外籍白領人才來台持保留（反對）之態度，有贊成派之論者（開放外籍白領

人才來台）主張，上述勞工團體、時代力量與部分國會立委之意見，宛如鎖國幽靈21，

由於有如此之爭議性，故勞動部原訂外籍白領人才來台之篩選機制之中，另增評點制之

方面，尚未實施之22。 

  於 2015年，筆者曾與所授課23之警大 841國境系境管組同學討論此一開放外籍白領

                                                           

21  中國時報社論述（2016），招回鎖國幽靈，是亂台、害台，中國時報 A15 版，2016 年 2 月 25 日。 

22  陳 智 華 （ 2016 ）， 外 籍 白 領 人 才 鬆 綁 案 暫 緩 ， 外 界 質 疑 有 政 治 風 向 ， 上 網 瀏 灠 時 間 ：

http://udn.com/news/story/9095/1461048-%E7%9C%8B%E6%94%BF 
%E6%B2%BB%E9%A2%A8%E5%90%91%EF%BC%9F%E5%A4%96%E7%B1%8D%E7%99%BD%E9%A0%98%E3%80%81%E5
%83%91%E5%A4%96%E7%94%9F%E7%95%99%E5%8F%B0%E9%AC%86%E7%B6%81-%E7%B7%A9%E8%AD%B0。 

23  課程名稱：人口移動理論與實務。 

http://udn.com/news/story/9095/1461048-%E7%9C%8B%E6%94%BF%20%E6%B2%BB%E9%A2%A8%E5%90%91%EF%BC%9F%E5%A4%96%E7%B1%8D%E7%99%BD%E9%A0%98%E3%80%81%E5%83%91%E5%A4%96%E7%94%9F%E7%95%99%E5%8F%B0%E9%AC%86%E7%B6%81-%E7%B7%A9%E8%AD%B0
http://udn.com/news/story/9095/1461048-%E7%9C%8B%E6%94%BF%20%E6%B2%BB%E9%A2%A8%E5%90%91%EF%BC%9F%E5%A4%96%E7%B1%8D%E7%99%BD%E9%A0%98%E3%80%81%E5%83%91%E5%A4%96%E7%94%9F%E7%95%99%E5%8F%B0%E9%AC%86%E7%B6%81-%E7%B7%A9%E8%AD%B0
http://udn.com/news/story/9095/1461048-%E7%9C%8B%E6%94%BF%20%E6%B2%BB%E9%A2%A8%E5%90%91%EF%BC%9F%E5%A4%96%E7%B1%8D%E7%99%BD%E9%A0%98%E3%80%81%E5%83%91%E5%A4%96%E7%94%9F%E7%95%99%E5%8F%B0%E9%AC%86%E7%B6%81-%E7%B7%A9%E8%A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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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來台之議題，相關之意見與看法，如下所述： 

  1.洪姍渝小姐認為，我國若要吸引高階之白領人才來台，應將薪資新台幣 47971 元

之限制調高，而非將薪資刪除或降低其標準，否則，延攬來台之人才，可能大部分是藍

領之勞力階層，恐會影響本土之勞動市場24。洪姍渝小姐之觀點，與勞工團體、時代力

量與部分國會立委相同。 

  2.吳佳承先生則認為，為了招攬白領之專業人才，評點制是一個篩選人才之好方法，

它可初步地確定外籍白領之專業人才是否適合來台？如加上配合人數之限制，可為台灣

招攬所需之白領專業人才25。 

  3.陳又綾小姐認為，如就放寬白領專業人才來台限制之乙事著眼，台灣之招攬人才

之政策，的確是一大進步。少了許多嚴苛且無意義之限制，增多了工作機會26。 

  4.吳冠儒先生則主張，評點制是否真正能篩選出優秀之人才？值得深思。如某甲係

一位白領專業人才，剛從學校畢業，其具有非常專精之技能，但不熟悉我國語言，亦無

工作經驗，有可能無法達到評點制之標準。相反地，如某乙未具有非常專精之技能，但

具有評點制所需之各式條件，則技能發展較多樣之某乙，有可能會達到評點制之標準。

在本案之中，台灣僱用上述之某甲，是否會得到更佳之生產效能？值得研究27。 

  5.林偉弘先生則認為，在全球化體系之分工下，我國已然面臨產業轉型之階段，台

灣產業需要轉型，須有足夠之高級專業人才，其中，招覽外國籍優秀之專業人才，亦不

容忽視。現今之台灣，面臨人口老化、生育率低、扶養比高之社會問題，政府必須積極

面對勞力短缺之問題，故開放對外國籍優秀之專業人才之限制，實為時勢所趨。再者，

考量現今為一個全球化之時代，我國經濟之發展，已漸趨遲緩，且我國之外交政治常常

受阻，競爭力已較其他經濟體為低落，若我國不延攬高階外國籍優秀之專業人才來台，

加速台灣之產業升級，必造成企業競爭力更無法在國際上立足28。 

  再者，筆者亦於 2016 年 3 月，曾與所授課29之警大外事所碩士班 6位同學討論此一

議題，6 位碩士班研究生則幾乎一致地認為：政府實應開放外籍白領人才來台，加速台

灣之產業升級，提升國家之競爭力。綜合以上之相關看法，本文認為，開放外籍白領人

才來台之評量篩選方法之部分，採雙軌制之篩選機制，仍是一個非常具體與可行之措施。

不過，外籍白領人才評點制之標準，不宜過低為佳，至少，不宜低於 60 分，以利使其具

有一定水準之篩選人才之功能。 

。。。。。。。。。。。。。。。。。。。回要目〉〉 

伍、僑外生留臺計畫評點制之現況與困境 

一、採行僑外生留臺計畫評點制乃為現行法令解套 

  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於民國 103 年 6 月提出「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

行動計畫」，如架構圖所示，其中以評點制做為遴選優秀僑外生之制度。依據「外國人從

                                                           

24  感謝警大 841 國境系境管組洪姍渝同學之高見。 

25  感謝警大 841 國境系境管組吳佳承同學之高見。 

26  感謝警大 841 國境系境管組陳又綾同學之高見。 

27  感謝警大 841 國境系境管組吳冠儒同學之高見。 

28  感謝警大 841 國境系境管組林偉弘同學之高見。 

29  警大外事所碩士班課程，課程名稱：主要移入國移民政策與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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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5 條及第 8 條

規定，在臺畢業之港澳生、僑生及外籍生需符合滿 2 年工作經驗及企業擬聘僱薪資達新

臺幣 47,971元之雙重門檻之條件，始可留臺或回臺工作。 

 

 
【圖一】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架構圖示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30 

 

  為讓優秀僑外生畢業後能順利留在臺灣並進入我國勞動市場，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出

上述「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並以評點制做為遴選優秀僑外生之標準，其

目的乃為鬆綁現行法令，讓僑外生未符合滿 2 年工作經驗及未達企業聘僱薪資達新臺幣

47,971元條件之僑外生能留下來。有關於僑外在台新生人數之推估數據，詳如下表。再

者，國發會並向勞動部與教育部等單位建議我國可留台之僑外生人數之配額與比率，詳

如下表所示。 

 

【表四】僑外在台新生人數之推估數據表 

單位：人 

年  度 103 104 105 106 107 

外籍生 4,223 4,645 5,110 5,365 5,633 

僑生 3,122 3,341 3,575 4,111 4,728 

港澳生 3,576 3,829 4,039 4,039 3,994 

總計 10,921 11,815 12,724 13,515 14,355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31 

                                                           

30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頁 1-20。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htm#a5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htm#a8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htm#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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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國發會建議我國可留台之僑外生人數之配額與比率 

單位：人，% 

年  度 103 104 105 106 107 

預估最高畢業人數 5,430 6,185 6,208 6,969 7,645 

建議留臺配額 2,000 2,500 2,800 3,200 3,800 

配額占畢業人數比率 37% 40% 45% 46% 50%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32 

 

  因「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正式實施以來，在台畢業之僑外生常常抱

怨留台不易，勞動部遂考慮將點數須達七十點之上述規定，下修到六十點，並將「強化

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之中，原列為正式評項之薪資須達新臺幣 47,971 元之要

求，修改為加分項目。上述修改案，原列為正式評項之薪資須達新臺幣 47,971 元之要求，

業已修改為加分項目。評點下修到 60 點之部分，因有反對聲音33，目前，仍須達 70 分

評點。 

  於 2015 年下半年（民國 104 年下學期），筆者亦曾與所授課34之中央警察大學 841

國境警察學系境管組之同學們，熱烈地討論此一僑外生留臺計畫之議題，相關之意見與

看法，如下所述： 

  1.洪姍渝小姐認為35，我國在民國 101 年，面臨許多之轉捩點，人口之高齡化與少

子化，逐漸改變人口之結構，有學者預估未來台灣 15 歲至 65 歲之人口，將快速減少。

因此，須向外攬才，填補此一勞力之缺口。對外，全球化之時代，各國相爭延攬高科技

人才，使我國人才呈現「高出低進」之情況，過去，我國為保護本地產業，對僑外生採

取高管制之方法，但時代改變了，唯有積極之延攬外國人才留台工作，始能舒緩我國所

面臨之困境。 

  2.吳佳承先生主張36，由於近年來，台灣就業人口減少、高齡人口增加、出生數降

低、人才外流及高出低進之現象，使我國在專業人才方面，有缺乏之趨勢，因此，行院

政國發會遂擬定出此一「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希望可將來台之僑外生留

在台灣，在台畢業之後，直接進入台灣之就業市場，不僅為我國增加勞動力與生產力，

同時，也使台灣與僑外生之原籍國產生社經之關聯性，提升我國之國際地位與聲望。此

外，此一份計畫更列出台灣附近之國家之政策，及我國可效仿之目標與成效，所列舉之

國家，計有新加坡、日本與韓國，再利用一此圖表數據，比較我國所處之狀態，為台灣

社會與政府，提供參考之線索，以利我國制定出更完整之計畫。希望於未來，台灣之白

                                                                                                                                                                                                      

31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頁 1-20。 

32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頁 1-20。 

33  陳 智 華 （ 2016 ）， 外 籍 白 領 人 才 鬆 綁 案 暫 緩 ， 外 界 質 疑 有 政 治 風 向 ， 上 網 瀏 灠 時 間 ：

http://udn.com/news/story/9095/1461048-%E7%9C%8B%E6%94%B 
F%E6%B2%BB%E9%A2%A8%E5%90%91%EF%BC%9F%E5%A4%96%E7%B1%8D%E7%99%BD%E9%A0%98%E3%80%81%E
5%83%91%E5%A4%96%E7%94%9F%E7%95%99%E5%8F%B0%E9%AC%86%E7%B6%81-%E7%B7%A9%E8%AD%B0。 

34
 
 課程名稱：人口移動理論與實務。 

35  感謝警大 841 國境系境管組洪姍渝同學之高見。 

36  感謝警大 841 國境系境管組吳佳承同學之高見。 

http://udn.com/news/story/9095/1461048-%E7%9C%8B%E6%94%25B%20F%E6%B2%BB%E9%A2%A8%E5%90%91%EF%BC%9F%E5%A4%96%E7%B1%8D%E7%99%BD%E9%A0%98%E3%80%81%E5%83%91%E5%A4%96%E7%94%9F%E7%95%99%E5%8F%B0%E9%AC%86%E7%B6%81-%E7%B7%A9%E8%AD%B0
http://udn.com/news/story/9095/1461048-%E7%9C%8B%E6%94%25B%20F%E6%B2%BB%E9%A2%A8%E5%90%91%EF%BC%9F%E5%A4%96%E7%B1%8D%E7%99%BD%E9%A0%98%E3%80%81%E5%83%91%E5%A4%96%E7%94%9F%E7%95%99%E5%8F%B0%E9%AC%86%E7%B6%81-%E7%B7%A9%E8%AD%B0
http://udn.com/news/story/9095/1461048-%E7%9C%8B%E6%94%25B%20F%E6%B2%BB%E9%A2%A8%E5%90%91%EF%BC%9F%E5%A4%96%E7%B1%8D%E7%99%BD%E9%A0%98%E3%80%81%E5%83%91%E5%A4%96%E7%94%9F%E7%95%99%E5%8F%B0%E9%AC%86%E7%B6%81-%E7%B7%A9%E8%A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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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專業人才之需求，及人口相關之問題，能得到解決，抑或，至少能加以減輕至非嚴重

地影響台灣之經濟之程度。 

  3.郭力維先生則認為37，「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特別引起我之關心與

興趣，近年來，面臨全球間人才之相互競逐，台灣開始出現人才流失與高出低進之情形，

但是，政府卻無立即性地作出反應，相較之下，其他之國家，紛紛放寬條件，歡迎人才

進入其本國，尤其在南韓部分，南韓政府積極地為中小型企業創造友善外籍人才之環境，

進而協助中小型企業轉型，以利接軌於國際，而台灣亦是以中小型企業立國之國家，卻

無如南韓政府般之積極，實是令人擔憂。此一計畫之優點，計有：(1)僑外生熟悉台灣當

地文化；(2)僑外生具有多國語言能力；(3)僑外生具有大學以上之專業知識；(4)僑外生

之母國，有可能會成為我國企業之新興市場；(5)可為企業營造國際化之環境。基於以上

之優點，優秀之僑外生留台工作，對我國企業會是一大利多，然而，過去對於僑外生留

台之制度，限制重重，新評點制之辦法，解決制度上之許多限制，首先，假若僑外生已

有 2 年之工作經驗，且薪資已達 47971 元，則可以直接留台。倘若，僑外生並未達到上

述之條件，則可採用評點制度，僑外生免除須有 2 年之工作經驗，且免除薪資須達 47971

元之限制，通過評點考核之後，僑外生同樣可留台工作，並在 5 年之後，僑外生可申請

永久居留，或歸化成為我國之國民。此一計畫，賦予僑外生一個相當便利之管道，會是

僑外生願意留台工作之一個動力（機）。 

  4.李鎔全先生則認為38，我國之高階人才之問題，乃在於人才流失，及高出低進。

個人認為，即使我國政府在留才及攬才方面，作出極大之努力，仍難挽國家人才流失之

趨勢。幾個較為明顯之原因，諸如：薪資待遇與未來可發展之環境等。我國人才在經過

培養與訓練之後，此等人才有鑑於日本、美國、及新加坡等國之薪資及未來可發展之環

境等，較台灣為佳，而選擇離開台灣。是以，留才與攬才，一直是個人反覆思索之問題。

台灣是全球人才之供應商，高出低進、及低進高出之結果，如此之獲利者，會是整個世

界。但是，個人所關注者，是在這種之情形之下，台灣該如何生存？假若有一天，台灣

相較於其他之國家，已無高階之人才，台灣之經濟，是否會急轉而下？假若台灣已無經

濟實力，該如何自保？是以，我國之高階之人才之政策，究竟是要關閉門戶，自給自足？

抑或，成為他國之幫傭，日日求其賞賜？值得深思。再者，有關於僑外生留台之問題，

根據以往之經驗，僑外生人才在台灣培育完成之後，僑外生必須離台，如今，僑外生雖

可以留台工作，是否果真會選擇留台工作，或是，僑外生仍會離開台灣？至他國另謀出

路？畢竟，台灣之發展環境，與薪資之條件，相較於他國，是缺乏競爭力。 

。。。。。。。。。。。。。。。。。。。回要目〉〉 

二、目前僑外生留臺計畫之困境 

  (一)評點制分數標準過低與相關之問題 

  「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中「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配分表」，分數

僅需達 70 分之僑外生即符合留臺工作標準。評點項目中學歷最高可得到 30 分，聘僱薪

資最高可得到 40分，工作經驗最高可得到 20分，擔任職務資格最高可得到 20 分，華語

語文能力最高可得到 30 分，他國語文能力最高可得到 20 分，他國成長經驗最高可得到

                                                           

37  感謝警大 841 國境系境管組郭力維同學之高見。 

38  感謝警大 841 國境系境管組李鎔全同學之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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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配合政府政策最高可得到 20 分。在此計畫中評點項目總分為 190 分，惟分數僅

需達 70 分之僑外生即符合留臺工作標準，部分受訪者認為這個標準過低，實在難以鑑別

出我國所需之優秀僑外生，有論者質疑，僅要畢業後有意願留在臺灣工作之僑外生，幾

乎人人均能達到此標準。 

  (二)僑外生計畫立意佳但欠周詳 

  部分受訪者表示該計畫立意甚佳，僅為速求鬆綁現行法令留下剛畢業之僑外生，雖

用評點制作鑑別，但門檻標準過低。另一方面具中華民國籍僑生卻留不下來，因為無法

證明其是否為僅具單一國籍，造成我國雇主不敢聘用，若該僑生具雙重國籍，又為我國

雇主聘用，若被移民署專勤隊查獲，雇主將受罰 15 至 75 萬元，這反而讓具我國國籍之

僑生無法順利留在臺灣工作。另外，有受訪者表示，僑外生留下來之真正移民意圖、動

機、想法與目的，很難加以辨別，其留臺之目的是為工作，或僅為將來取得我國永久居

留權，這將不得而知。 

。。。。。。。。。。。。。。。。。。。回要目〉〉 

陸、我國計分制技術移民政策尚待解決之問題與未來可行發展之方向  

一、我國採行「計分制」技術移民制度乃屬於可行之方向──公開、客觀、可量化、與

有助於公部門充分掌握國內人才需求 

  (一)「計分制」客觀可量化 

  部分受訪者認為計分制因公開、客觀及可量化等特性，若我國在技術移民制度加入

計分制，國外技術人才亦能放心來臺灣工作，其亦很清楚自己在臺灣之定位。亦有受訪

者認為目前計分制這套制度已應用在「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中，在我國

遴選技術移民制度上亦可參考計分制。 

  （二）公部門可充分掌握國內人才需求 

部分受訪者認為，我國若在技術移民遴選制度上採計分制，這將有助於公部門充分掌握

國內人才需求。因為各公部門均得和相關產業作溝通及聯繫後，才有辦法評估國內所需

要職業類別及各類別數額。 

 

二、我國採行「計分制」技術移民制度可能面臨之困難點 

  (一)國情不同無法「完全」採用 

  國外技術移民政策採行計分制之國家，多為以技術移民數量較多之國家，例如加拿

大、紐西蘭、澳洲、英國、日本、南韓及新加坡等，另觀我國目前移民當中乃外籍配偶

為主。受訪者直言計分制作為遴選技術移民之立意良好，但因我國國情和上述該些國家

不可同日而喻，遂無法完全採用計分制。 

  (二)我國公部門人力及分工不足 

  由於計分制制度牽涉跨部會多個單位，該任務非移民署所能獨自完成，在人力及分

工不足情形下，部分受訪坦言我國若在技術移民遴選上實施計分制，在職業類別之鑑別

及每個類別所需數額之調查上，可能會面臨不少之困難。 

  (三)我國相關配套措施尚未完善 

  部分受訪認為我國技術移民政策若要實施計分制，在相關配套措施未完善之情形下，

推行計分制仍有其困難。相關配套措施包括公部門需將國內所需職業類別及數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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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和企業溝通之管道需暢通、政府機關間之橫向聯繫需緊密及法規方面仍需有彈性

地鬆綁等。多數受訪均認為公部門及民間企業需協力，若是公部門及民間企業各管各的，

在計分制實施下僅會綁死自己。 

。。。。。。。。。。。。。。。。。。。回要目〉〉 

三、針對技術專業移民之遴選及審查機制與標準可採行折衷之機制 

  (一)現行可採計分制及審查制併行 

  部分受訪者認為目前以臺灣現行之狀況下，計分制不適合一步到位，技術移民之遴

選，可採計分制及審查制併行之方式進行。實行之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式，是先採計

分制，將人遴選進來後，再進行審查制。另一種方式，是雙軌併行制，一方面現行之審

查制度仍可以繼續運行，另一方面，國內有需要高端之技術人才，可以先試用計分制，

且在制度之設計上，可以提供技術移民更佳之優惠，且可以給該些企業更好之配套措施。

部分受訪者認為，這是可以思考之方向。 

  (二)可在「計分制」某些評分項目作設定以符合我國所需 

  部分受訪者認為，仍可採用計分制作為技術移民之遴選。我國可視國內國情，設計

一套符合我們標準之計分制，可在計分制之評分項目中做設定，以符合我國所需，例如，

在國別做設定，讓比較沒有疑慮之國別技術移民，核予較高分數；亦可在年齡上做設定，

設定我國所需要之年齡層；技術移民其直系血親亦可以成為計分項目之一；技術移民之

家人適應能力，亦可以成為計分項目之一。受訪者們認為，可以藉由計分制上，某些項

目之設計，以利遴選出我國所需之技術移民。 

  現今因交通便利，國際移徙亦趨頻繁，移入國在接受移民移入之同時，更要考量國

家安全及國家利益。39相對之，在計分制之設計上，若在國別作設定，將一些有疑慮國

別主動先發作為先作篩選，或採被動反應作為，待移入移民對國家安全發生實害再作處

置，以上主動先發及被動反應兩種作為，在移民政策上如何拿捏，亦是新之課題。 
。。。。。。。。。。。。。。。。。。。回要目〉〉 

四、法令與政策宜適時檢討修正 

  我國為成文法國家，凡事依法行政，法令施行較僵化，在法令之研修上又較緩慢，

無法像其他國家可採用行政措施因應國內人才之需求。部分受訪者認為，雖然移民署在

法律鬆綁快速，但送立法院審議之時間，有時較漫長，造成法律無法與國情與時俱進。 

  另應聘許可之外國籍技術工作者，在聘約未滿 3 年轉換雇主之情形下，導致居留期

間中斷未連續，儘管在臺灣有長期居留之事實，卻無法順利取得永久居留權。 
。。。。。。。。。。。。。。。。。。。回要目〉〉 

五、放寬技術移民者雙重國籍之限制 

  技術移民成為我國公民得放棄原國籍，致不易留才攬才。依現行我國國籍法第 9 條

規定，申請歸化者需應提出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40。立法院內政委員已初審通過《國

籍法》修正草案，明定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等領域外籍專業人才，若

經內政部聯合審核通過，申請歸化時，我國允許其雙重國籍，無須再放棄原國籍，此對

                                                           

39  孟維德（2014），犯罪分析與安全治理（增訂新版），臺北：五南圖書。 

40  國籍法第 9 條規定，外國人依第三條至第七條申請歸化者，應提出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但能提出因非可

歸責當事人事由，致無法取得該證明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者，不在此限。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國籍法.htm#a9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國籍法.htm#a9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國籍法.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國籍法.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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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民而言，是一大利基。 

  但，截至 2015年下半年為止，國會立法委員對放寬技術移民者雙重國籍之限制，仍

無法形成有利之共識。本文認為，基於留才攬才之必要性，本文認同《國籍法》之修正

草案，亦即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等領域之外籍專業人才，若經內政部

聯合審核通過，向內政部申請歸化時，其可保有雙重國籍。此種政策，有利於台灣吸引

外籍專業人才。 

。。。。。。。。。。。。。。。。。。。回要目〉〉 

六、建置技術移民永久居留之人才資料庫 

  國外加拿大、紐西蘭及澳洲等國在延攬技術移民時，給予技術工作及給予永久居留

權是綁在一起，故國外可以很輕易掌握技術移民進入國內勞動市場之情形，但在我國梅

花卡永久居留，並未和其是否從事技術工作相關。多數受訪者均認為梅花卡之核發，後

續卻未和其專業技術工作相結合甚為可惜，該梅花卡持有者後續是否進入相關專業領域

工作，或是否有繼續在其專業領域作貢獻卻不得而知，多數受訪者仍贊同梅花卡通過後，

後續仍可建置人才資料庫，惟其個資之運用仍需留意個資法相關使用規範，建議高級專

業人才個資之運用在我國個資法個資規範上宜作特別規定。 

  另外，少數受訪者認為國外技術工作者既然能通過梅花卡申請，必然具備相當之專

業技術，且梅花卡持有者在國內居留通常亦需工作以維持生計，必然不必憂慮其是否進

至專業領域。 
。。。。。。。。。。。。。。。。。。。回要目〉〉 

七、透由我國健保資源之利基，吸引高科技技術人才 

  部分受訪認為外國人擁有我國永久居留權後，本身或其家人亦可投保全民健保，這

將對我國全民健保有相當之衝繫及影響。擁有我國居留權之外國人及其家人納保全民健

保亦是未來需探討之議題，全民健保應該開放至怎樣之範圍，值得商榷。 

  目前勞動人口之遷徙，亦造成已開發及社會福利國家在福利成本之支出。有研究指

出不管是高技術移民或低技術外籍勞工，均是福利國家之受益者，且不管其收入是高或

低，或其年齡是年輕，或較年長，該些移入勞動人口均是福利國家之受益者。這些移民

均衝擊著移入國之養老金制度及保險制度。41不過，本文認為，我國健保機制針對於吸

引專業人才來台與留台方面，它是一項移民政策上之利基與強項，具有加分之效果，有

利於吸引高科技技術人才。故作者主張，可透由我國健保資源之利基，吸引高科技技術

人才。 
。。。。。。。。。。。。。。。。。。。回要目〉〉 

八、公私部門宜緊密合作，強化我國經濟發展之潛力與條件，並積極改善工作與生活條

件 

  多數受訪者們除提到技術移民政策面之建議，亦提到實務面建議，我國需強化經濟

發展之潛力。另外，不管公部門及私部門均需摒除肥貓心態。在薪資方面，我國支付給

予專業人才之薪資，宜大幅度地提升，不宜低於先進國家或中國大陸支付給予專業人才

之薪資之水平。 

                                                           

41  Razin, A., & Sadka, E. (1999). Migration and pension with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4(1), 

pp141-150.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國籍法.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個人資料保護法.htm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個人資料保護法.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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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宜健全我國軟硬體設施，打造友善工作及居住環境。受訪者們認為不僅在移

民政策上要與時俱進，在軟硬體設施之規畫亦要健全，現在有些國家為要吸引國外技術

移民，甚至會為該些技術移民打造適合他們居住之生活環境，另外亦需營造國際化環境，

讓技術移民願意留在臺灣工作及生活。 

  在私部門及人民之協力方面，我國宜鼓勵與促成私部門改善勞動條件及環境，有受

訪者亦提出建議，當公部門努力鬆綁法令及研擬移民政策之際，私部門亦須投入心力改

善企業環境，積極提高給予專業人才之薪資。 
。。。。。。。。。。。。。。。。。。。回要目〉〉 

九、在行政院之層級宜建置一個常設性之移民政策、融合與輔導之主導機關 

  移民署為三級機關，其權限不足以主導移民政策42。受訪者普遍認為移民署為三級

機關，權限不足以主導移民政策，或許可仿效美國等其他國家，移民機關乃有實質移民

政策之主導權，並有權協調其他單位配合移民政策之推行。宜在較高之行政院之層級，

設置一個跨部會統籌，成立專責之一個委員會，進行移民政策、融合與輔導之工作。 

 

十、適切地增加移民署人力 

  移民署業務單位人力不足，移民政策規畫難以完善。部分受訪者表示目前移民署之

人力不足，除要處理一般性之業務，另外還要研擬移民制度，亦有其困難性。目前我國

移民署主要之執掌為一、移民政策之擬訂、協調及執行事項；二、移民輔導之協調及執

行事項；三、停留、居留及定居審理許可事項；四、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規定之查察、

收容、強制出境及驅逐出國等事項。但目前以移民署現有員額編制仍顯不足，不僅我國

移民機關面臨人力不足問題，日本因外國人犯罪問題日益深化，東京都廳與東京都警視

廳曾於 2004年作出決定，派員支援法務省管理當局，以利掃蕩不法停（居）留外國人。

43目前移民署人員配置多在查察違反停（居）留、收容、強制出境及驅逐出國等業務上，

因人力不足之考量，目前移民政策之擬訂、協調及執行之編制人員並不多，更無法全力

投入移民政策之研擬。 
。。。。。。。。。。。。。。。。。。。回要目〉〉 

十一、改善公部門之橫向聯繫機制 

  公部門之橫向聯繫，呈現嚴重不足之現象。受訪者普遍認為公部門各自推各自之政

策，但各單位之橫向協調聯繫嚴重不足。受訪之移民署之官員們亦坦言，有時移民法令

及政策涉及部會很廣泛，當移民法令中涉及各部會相關領域及認定時，移民署需要其他

部會就其專業給予協助及認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5條為例，其明訂外國人停留、居留

及永久居留之申請程序、應備文件、資格條件、核發證件種類、效期、投資標的、資金

                                                           

42  受訪者表示：「行政院之層級較高作一個跨部會統籌，設一個委員會，專技移民是屬於移民政策之一環，目前

統籌之是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基本上亦是有點無力感，國發會就是以前之研考會、經建會加上國科會合併，

相關之審認是在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經濟部，而審查是在審查會，目前政策研擬及認識用法是脫勾之，並

沒有結合在一起，多頭馬車，並未完全整合。當然政府設官分職，各職所司，有它行政目的之存在，應該有院層

級委員會之設置去做，要怎樣去吸引專業人才，專家學者亦有很多不錯之意見，僅是實際要執行時就有困難，僅

要想得到之方法，署也想得到，但那又如何，人家就是不來，不來之原因實在是太多了，相關配套措施未健全，

要健全之話，不是單一部會或少數部會能去完成之，要跨部會，因為牽涉之部會太多了。（B-8-1）」 

43  柯雨瑞（2004），我國移民管理機關之組織定為與未來發展──美國聯邦移民管理機關之啟示，警學叢刊，34

卷 6 期，頁 179-180。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入出國及移民法.htm#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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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運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又移民署為主管機關，但不少位

受訪者亦坦言投資標的及資金管理運用等非移民署之專業所能認定，若公部門橫向聯繫

嚴重不足時，就無法順利推動相關移民法令及政策。 

  從育才方面之角度看，人力資源相較於其他組織資源有較高之維護成本，若以「知

識會折舊」之觀點來看，組織如果無法對所屬成員提供基本設施，使其便於知識交流與

分享，亦或缺乏計畫性之教育訓練，知識之創造力勢必降低，多數受訪者於受訪時亦提

及公部門這個組織，若無法提供一平台供內部相關單位及成員作知識交流，或若無計畫

性之教育訓練，不僅在公務工作上無默契，各自行政，辦公效率會打折扣，長久下來亦

會提高維護人力資源之成本。為促成公部門內部單位及組織成員之橫向聯繫，仍需結合

「人」、「資訊科技」、「知識」及「分享」始是改善之道。44 

。。。。。。。。。。。。。。。。。。。回要目〉〉 

十二、改善政黨惡性競爭之氛圍，且令國家政策具有可持續性與發展性 

  在待需解決政治問題及民粹問題部分，部分受訪者亦直言，除政府需有清楚之移民

政策，了解國內人才缺口外，再好之法令及政策，仍需要有良好之政治環境以利公部門

執行法令及政策。目前臺灣面臨政治鬥爭且民粹問題嚴重，且在政黨輪替後，政策往往

無法延續45。 

。。。。。。。。。。。。。。。。。。。回要目〉〉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之研究結論如下： 

  (一)我國吸引技術移民之優勢及困境 

  1.我國吸引技術移民之優勢 

  我國在整體環境上優勢乃我國是一個友善之國家，賦有人情味。另法律及政策寬鬆

之優勢，外國人若在臺灣住 5 年，每年住滿 183 天，即可申請一般之永久居留。另國外

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梅花卡永久居留，並不需要有居留期間限制，且申辦時不收取任何規

費。梅花卡透過審查機制較彈性化且利於發現人才。藉由審查會中委員們之專業討論及

審查，對申請個案一一作審查及討論，這有利於人才之發現。 

  於民國 103 年 6 月，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出「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對

在臺畢業之港澳生、僑生及外籍生若未符合滿 2 年工作經驗及企業聘僱薪資若未達新臺

幣 47,971 元之條件，則可由擬聘僱企業代為向勞動部申請「評點配額」機制，核發其留

臺工作許可。相關法令之鬆綁快速以利在臺灣完成大學以上教育之優秀僑外生，在畢業

後能順利進入我國勞動市場。 

                                                           

44  知識管理整體效益之發揮仍需要結合「人」、「資訊科技」、「知識」及「分享」等四大要素，以期能開發成員

之思考、創造力、並提升機關組織之整體競爭力，以上，請參閱：簡吉照（2002），知識管理我國警察人力資源發

展之新策略，警學叢刊，32 卷 5 期，頁 293-294。 

45  有受訪者表示：「我要談之比較嚴重之問題是，我們臺灣之真正之困境在於政治之問題比較嚴重，新加坡為什

麼可以推，因為新加坡之行政力較強，新加坡之行政是一黨化，他們反對黨之力量很小，他們幾乎一個政策下去，

新加坡有一個現象叫做 just follow law，我僅要一個法律訂下去，全新加坡人均跟著走，我說在這邊左轉你不可能

去右轉，可是這在臺灣是做不到之，我們講得好聽一點是非常民主，講白一點是政治鬥爭較重、民粹較重，這是

我們在推行上實務上之困境。如果政治力沒那麼重，民粹沒那麼重之話，或許企業亦比較願意相信政府會幫他們

做事，他們需要之人才他們需要之東西開出來，政府才有辦法幫他們弄。（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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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之技術移民可全民健保及勞工保險之優勢。我國之全民健保及勞工保險是技術

移民之保障，可享有和國人同等之待遇，另全民健保費用及勞工保險費用並未過於其所

能負擔，但其保障卻是很大，相較於其他國家，技術移民未必有此保障及福利。 

  2.我國吸引技術移民之困境 

  由於我國技術移民法令寬鬆，一般居留、一般永久居留及梅花卡永久居留，其權益

及差異並不大，故申請梅花卡之永久居留並無太大誘因。我國對技術移民之定義相當模

糊，目前國內對技術移民亦無明確定義，目前我國對技術移民之定義相當於是外國人從

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中第 4 條對白領之

定義。由於我國技術移民之定位及定義未釐清，故未有單獨之技術移民之政策，移民政

策就在人口政策被大包裹一起被推動，以致較無實質效益。 

  另梅花卡永久居留權和技術移民之工作未結合，具有相當專業技術背景之梅花卡申

請者在獲得梅花卡永久居留後，無法得知該些專業技術移民是否有進至我國相關專業技

術領域繼續作貢獻。目前公部門無法適時掌握國內人才需求狀況，亦直接影響至國內無

法訂出有適切之技術移民政策，政策推行易流於喊口號之形式。外籍高級專業人才申請

梅花卡永久居留之利基不足，並無實質之權利或優惠，一方面並無準國民之權利，並無

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租稅優惠等。另一方面，在生活中亦無優惠，至超商購物及搭乘大

眾運輸系統並未享有折扣。另梅花卡永久居留流於數據及績效迷思，致使業務單位有時

從資料庫尋找符合申請梅花卡資格之外籍人士，並請託他們來申請，這和原本梅花卡最

初推行立意有分歧。 

  (二)技術移民政策計分制之優缺點 

  1.技術移民政策計分制之優點 

  「計分制」是一套客觀量化制度，有其公平性制度及一個 SOP 標準流程，這套制度

以利政府篩出符合國內所需之技術人員。計分制可配合整個國家之國情，可藉由年齡、

教育程度、語文能力及工作經驗等項目之調整及設定，遴選出適合國內需要引進之技術

人才，另一方面藉由上述這些項目之設定，「計分制」所遴選出移民之素質較齊全，可篩

選出青壯年齡層、教育程度較高之族群、語文能力較好之族群及工作經驗較佳之族群。 

  計分制能運行之前提乃政府已適時掌握國內人才需求狀況，政府已能列出國內所需

之職業類別及各類別之配額。因著政府和產業互動良好，政府可適時掌握國內產業缺哪

些職業類別之人才及缺額有多少，政府亦能即時攬進國內產業所需要之人才，可立即補

足勞動人缺口，可提升國家競爭力。政府亦能即時來協助企業招募像各行各業產業所需

要之人才，政府所招進來之技術人才不會過剩亦不會不夠。 

  2.技術移民政策計分制之缺點 

  「計分制」之計分標準可能會淘汰某些具高技術之移民。計分制是一套自動遴選之

制度，相對地亦較機械化，可能造成某些高技術人員，因其年齡較大，教育程度不高，

在這套計分制中可能會被淘汰出局。 

  另外「計分制」無法符合移民政策短期目標。因計分制是一套自動且穩定遴選制度，

較無法符合國內移民政策短期目標，且無法跟上不斷變動之經濟及勞動市場之腳步，無

法即時回應國內所需。計分制設計有其複雜性，相關配套措施亦需被考量，公部門人力

及分工不足則難以施行「計分制」。計分制運行上需有相關政府部門負責，從國內所需技

術人才職業類別之調查及各職業類別所需數額之調查，從簽證許可至永久居留權之給予，

計分制所牽涉之政府部門相當廣範。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htm#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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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分制是一套自動化、系統化及機械式之制度，該設計難以了解移民個別意圖。計

分制乃由系統設定自動篩選出符合條件之移民，但卻無法了解移民真正意圖。有些申請

者或許符合計分制之標準，系統自動媒合將該申請者篩選進來，但申請者最終申請之目

的為何不得而知，或許僅為取得該國家之永久居留權，若申請者內心隱藏不軌意圖，後

續對移入國國家安全亦是個隱憂。 

。。。。。。。。。。。。。。。。。。。回要目〉〉 

二、建議 

  現今多數先進國家均面臨少子化、人口老化及勞動人口逐年下降之現象，在移民政

策上開放引進國外勞動人口來補足國內勞動人口之不足，尤其在技術人才引進更是首選，

知識就是經濟，知識就是力量，技術人才不僅能為移入國帶來大量之產值，亦能協助移

入國技術領域之提升，擁有高薪之技術人才之消費力更能帶動國內經濟振興。 

  以我國目前現況而言，高級專業人才欲取得我國梅花卡永久居留，申請後則需經過

審查會之機制審查。計分制因為由系統自動為技術移民計分及自動遴選，比由委員來審

查之審查制更為客觀、公平、科學化並可量化，在遴選技術移民上是一套可以參酌之機

制，故世界各先進之國家紛紛跟進採用此制度。目前我國在「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

行動計畫」亦採用此制度，我國在遴選技術移民亦可考慮採用科學、客觀且可量化之計

分制。 

  本研究期望從政策面、法律面及實務面歸納出幾點建議，希冀我國技術移民政策跟

著世界之脈動，能更趨完善成熟。本文之建議，如下所述。 

  (一)政策面建議 

  1.我國技術移民制度可適時與適度地採行計分制 

  由於計分制是一套科學、客觀及可量化之遴選技術移民之機制，我國可適時參酌採

行。我國可適國情先採計分制及審查併行制之方式進行。實行之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

式是以先計分後審查制度進行。第二種方式是計分及審查雙軌併行制，一方面現行審查

制可繼續運行，另一方面國內所需之高級技術人才，可以先試用計分制，且在制度之設

計上可以提供技術移民更佳之優惠，且可以給該些招聘企業更好之配套措施。 

  另外我國可在計分制之計分項目中作符合國情需求之設定，例如國別、年齡及家庭

適應能力等計分項目設定，例如讓比較沒有疑慮之國別技術移民核予較高分數，例如設

定申請者年齡若為青壯年，則核予較高分數；例如技術移民之家人適應能力良好者，則

核予較高分數。可以藉由計分制上某些項目之設計以利遴選出我國所需之技術移民。 

  2.梅花卡永久居留權宜和技術移民之工作結合 

  加拿大、紐西蘭及澳洲等國家之技術移民，一方面能在移入國從事技術工作，另一

方面還能獲得永久居留權利。加拿大、紐西蘭及澳洲技術移民之永久居留權和技術工作

結合，更可確保國家攬進來之高技術人才繼續在其國家作貢獻。 

  目前我國梅花卡永久居留制度和高級專業人才之技術工作並未結合，實屬相當可惜。

高級專業人才在獲得梅花卡永久居留後，是否在我國就業市場繼續貢獻專業技術則不得

而知。我國未來在延攬國外技術移民政策上，可考慮將梅花卡永久居留權和技術移民之

工作結合。 

  3.建置技術移民永久居留人才資料庫 

  由於目前我國梅花卡永久居留制度和高級專業人才之技術工作並未結合，故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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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獲得梅花卡永久居留之高級專業人才在我國就業狀況。建議在許可給予高級專業人

才梅花卡後，後續可建置人才資料庫，以利我國人才運用，高級專業人才個資之運用在

我國個資法個資規範上宜作特別規定。 

  4.強化我國經濟發展之潛力與條件，並積極改善工作條件與生活環境，營造一個有

利於外國專技人才工作與生活之溫馨環境46
 

  於 2015年 5月底，我國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總人數，係為 736 萬 4千人，5月經

常性薪資為 38,637 元，5 月薪資平均為 43,845 元，1 至 5 月經常性薪資平均為 38,490

元，同期薪資平均為 53,746 元。由於我國經常性薪資僅為 38,637 元，薪資平均為 43,845

元47，似乎，是有偏低之情形，於此，恐較難吸引外國專技人才來台工作，我國宜強化

我國經濟發展之潛力與條件，大幅提升薪資平均之水平。 

  我國實質薪資停滯之可能成因，根據中研院經濟所陳香如研究員與郭哲瑋氏之研究，

原因如下48： 

  (1)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造成台灣產業大量外移； 

  (2)超乎想像快速之全球化； 

  (3)台灣產業升級之速度，無法追上快速之全球化（產業技術升級趕不上全球化腳

步）； 

  (4)月薪 22K所產生之定錨效果； 

  (5)企業主不願大幅度地將所得分配與受雇者； 

  (6)「調升法定最低工資」已造成全國之底層勞動力集體失業； 

  (7)在貿易開放之前，配套措施未充分被實施； 

  (8)對外籍專業人士與投資移民之各項限制，無法適時鬆綁，無法吸引高級技術人員

來台； 

  (9)廣設大學，並非我國實質薪資停滯之可能成因，但是，高等教育宜多元化，不應

只訓練學生具備產業界所需之技術能力，而是培養具學習能力、思考力和行動力之學生。 

  另外，根據台大經濟所林向愷教授之研究，假若就全球化對台灣社會與經濟之衝擊

而論，其認為具有以下之特色49： 

  (1)在高速之全球化下，台灣未能與先進之國家，發展一套更加密切之經貿關係。 

  (2)由於台灣未能與先進國家發展一套更加密切之經貿關係，導致於先進國家之高層

次商品之生產，或新技術無法引進台灣。 

  (3)更由於高層次商品之生產與新技術無法引入台灣，故其所創造出來之有限工作機

                                                           

46  有關於本文之此一觀點，謝立功教授亦於「型塑尊重多元，欣賞差異之移民社會」乙文中指出，台灣人民實

宜欣賞外來之多元文化，達到多元、不同族群，於台灣共同生活之目標。以上，請參閱：謝立功、張先正、汪毓

瑋、謝文忠、柯文麗（2013），美國移民政策之發展，新北市：人類智庫，頁 2-3。 

47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5），104 年 5 月底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為 736 萬 4 千人，本月薪資平均為 43,845

元，上網瀏覽時間：2015/08/21，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7889&ctNode=527&mp=4。 

48  陳 香 如 、 郭 哲 瑋 ， 台 灣 薪 資 停 滯 之 可 能 原 因 與 解 決 方 式 ， 上 網 瀏 覽 時 間 ： 2015/08/21 ，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gwfUELd 
UzosJ:www.econ.sinica.edu.tw/webtools/thumbnail/download//%3Ffd%3D2013092817171360825_PDoc%26Pname%3
D%25E7%25B6%2593%25E6%25BF%259F%25E5%25B9%25B4%25E9%2591%2591%25E5%25B0%2588%25E8%25AB%2
596_sc.pdf+&cd=5&hl=zh-TW&ct=clnk&gl=tw。 

49  林 向 愷 （ 2008 ）， 全 球 化 與 台 灣 面 臨 的 經 濟 問 題 ， 上 網 瀏 覽 時 間 ： 2015/08/21 ，

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44/44-05.pdf。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個人資料保護法.htm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7889&ctNode=527&mp=4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gwfUELd%20UzosJ:www.econ.sinica.edu.tw/webtools/thumbnail/download//%3Ffd%3D2013092817171360825_PDoc%26Pname%3D%25E7%25B6%2593%25E6%25BF%259F%25E5%25B9%25B4%25E9%2591%2591%25E5%25B0%2588%25E8%25AB%2596_sc.pdf+&cd=5&hl=zh-TW&ct=clnk&gl=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gwfUELd%20UzosJ:www.econ.sinica.edu.tw/webtools/thumbnail/download//%3Ffd%3D2013092817171360825_PDoc%26Pname%3D%25E7%25B6%2593%25E6%25BF%259F%25E5%25B9%25B4%25E9%2591%2591%25E5%25B0%2588%25E8%25AB%2596_sc.pdf+&cd=5&hl=zh-TW&ct=clnk&gl=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gwfUELd%20UzosJ:www.econ.sinica.edu.tw/webtools/thumbnail/download//%3Ffd%3D2013092817171360825_PDoc%26Pname%3D%25E7%25B6%2593%25E6%25BF%259F%25E5%25B9%25B4%25E9%2591%2591%25E5%25B0%2588%25E8%25AB%2596_sc.pdf+&cd=5&hl=zh-TW&ct=clnk&gl=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gwfUELd%20UzosJ:www.econ.sinica.edu.tw/webtools/thumbnail/download//%3Ffd%3D2013092817171360825_PDoc%26Pname%3D%25E7%25B6%2593%25E6%25BF%259F%25E5%25B9%25B4%25E9%2591%2591%25E5%25B0%2588%25E8%25AB%2596_sc.pdf+&cd=5&hl=zh-TW&ct=clnk&gl=tw
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44/44-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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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無法填補台灣對後進國家之投資比重過高（如中國），所導致流失之工作機會。 

  (4)因此，全球化對台灣之失業率，薪資所得成長率以及家庭所得差異之衝擊特別嚴

重。 

  是以，如欲強化我國經濟發展之潛力與條件，並積極改善工作條件，相關之配套措

施，本文建議如下：1.台灣產業升級之速度，宜追上快速之全球化；2.宜減緩或中止台

灣產業大量外移之速度；3.企業主宜將利潤所得，適切地分配與受雇者；4.在貿易開放

之前，配套措施應被實施；5.對外籍專業人士與投資移民之各項法制上及行政上之限制，

宜適時鬆綁，以吸引高級技術人員來台；6.高等教育不宜淪為職業訓練所，宜培養學生

之學習能力、思考力和行動力；7.台灣宜與先進國家發展一套更加密切之經貿關係，令

先進國家之高層次商品之生產，或新技術順利地引進台灣。 

  復次，台灣如欲達到以上之目標，由其是如欲令先進國家之新技術能順利地進入台

灣，特別須藉助於外籍專業人才。在此脈絡之下，更彰顯出營造一個有利於外國專技人

才工作與生活之溫馨環境，有其必要性。在積極改善工作條件與生活環境，營造一個有

利於外國專技人才工作與生活之溫馨環境方面，針對外籍專業人才之食、衣、住、行、

娛樂、子女教育、與工作之層次，宜建置溫馨之生活環境機能，俾利其能安心於台灣工

作。 

  5.放寬技術移民者單一國籍之限制 

  外籍專業人才，如擬取得我國國籍，我國一向是不容許其擁有雙重國籍，以確保其

對中華民國國家認同之忠貞。不過，此項之單一國籍政策，恐與吸引外籍專業人才來台

之移民政策，會有衝突之現象。於 2013年，曾發生一個著名之案例，即籃球好手戴維斯，

於 2013 年 7月時，擬歸化我國，但其須放棄美國籍，為此，國內即針對外籍專業人才，

如擬取得我國國籍，我國是否可容許其擁有雙重國籍，進行廣泛地討論50。 

  為此，於 2014 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國籍法》修正草案，明定外籍專業

人才，若經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相關機關審核通過者，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之時，

我國政府將允許其擁有雙重國籍，本文對於此一政策，表示肯定，主要之原因，乃擁有

雙重國籍之政策，針對於吸引外國專技人才而言，係為一種加分之機制，並期待此次之

修法，能順利地完成 3讀之程序51，令更多之外籍專業人才，願意取得我國國籍。  

  6.改善政黨惡鬥之氛圍，強化國家政策具有可持續性與可發展性之機制 

  根據中國時報社論之觀點，我國之憲政設計並非良好，易造成兩個政黨惡鬥嚴重，

遂造成政府失能，進一步促使製造業大量外移，造成我國之產業，形成空洞化之現象。

復次，我國產業之轉型與升級，受到頓挫與困境，再加上服務業國際化與現代化之步調，

嚴重落後其他國家，造成我國經濟困頓之局面52。 

  本文認為，植基於以上之論述，由於我國政府效能不佳，兩個政黨惡鬥嚴重，重大

之國家政策，不具有可持續性與可發展性，亦會造成本國籍與外籍廠商不願在台設廠，

導致外籍專業人才無心來台工作。是以，有必要改善政黨惡鬥之氛圍，強化國家政策具

                                                           

50  闕 士 淵 （ 2014 ）， 搶 外 籍 專 業 人 才 ：《 國 籍 法 》 修 正 案 允 許 雙 重 國 籍 ， 上 網 瀏 覽 時 間 ： 2015/08/21 ，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04036/。 

51  闕 士 淵 （ 2014 ）， 搶 外 籍 專 業 人 才 ：《 國 籍 法 》 修 正 案 允 許 雙 重 國 籍 ， 上 網 瀏 覽 時 間 ： 2015/08/21 ，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04036/。 

52  中時電子報（2015），社論－剝極而復 台灣新思維的新契機，2015 年 08 月 08 日，上網瀏覽時間：2015/08/21，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 20150808000507-260109。 

https://www.6laws.net/6law/law/國籍法.htm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04036/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0403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150808000507-2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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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持續性與可發展性之機制。 

  (二)法律面建議 

  1.宜強化國會議事之功能，縮短相關移民法令審議期，以立法授權方式，機動地調

整移民政策 

  我國為成文法國家，凡事依法行政，法令施行較僵化，在法令之研修上又較緩慢，

無法像其他國家可採用行政措施因應國內人才之需求。在法律鬆綁過程中，送進立法院

審議之時間漫長，造成法律與國情無法與時俱進。建議可就立法授權行政命令適時調整

移民政策，另移民相關法律審議期間宜縮短以利迅速吸引技術移民。 

  2.移民法令對技術移民定義應明確 

  我國相關移民法令對技術移民並無明確定義，目前我國對技術移民之定義，相當於

是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中第 4

條對白領之定義。由於我國對技術移民之定義相當模糊，在定義技術移民之過程，宛如

是瞎子摸象。本文建議，我國在移民政策研擬上，對技術移民之定義，應明確化。由於

國內對技術移民之定位及定義未釐清，目前，我國技術移民之政策為人口政策其中一部

分，並未獨立出來，移民政策就在人口政策大包裹裡面一起被推動，移民政策之專業性，

已被淡化，故建議移民法令對技術移民定義應明確化。 

  3.強化梅花卡利基適時給予高級專業人才準國民權 

  許多先進國家會適時給予永久居民及技術移民準國民權，例如美國各州之移民，歐

盟之移民在歐盟會員國，紐西蘭之永久居留居民，英國境內大英國協居民，英國境內歐

盟會員國移民，新加坡永久住民或其所認定之人才，均可享有不同程度之準國民權利，

可以服公職、或擁有國家層級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或地方層級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等

53。 

  目前依我國法律，一般永久居留和梅花卡之永久居留亦無差別實益，梅花卡之申辦

利基不足，另我國永久居留居民之準國民待遇亦不夠，目前並無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服

公職之權利。建議可參酌其他先進國家，適時修法並給予梅花卡高級專業人才有準國民

之權利。 

  本文建議，憲法宜明文規範與保障已取得永久居留資格外國人享有政治上之選舉權

與任公職權利。玆以芬蘭憲法第 14 條為例，本條主要係規定政治上之選舉權與任公職權

利；依據芬蘭憲法第 14條第 3項之規定，已取得永久居留資格之外國人（every foreigner 

permanently resident in Finland），於其年齡達到 18歲之後（having attained eighteen 

years of age），有權參與市政選舉及市政公投之投票行為（has the right to vote in 

municipal elections and municipal referendums）；上述之投票行為，由法律另定之

（as provided by an Act）。有關於具有永久居留資格外國人在芬蘭市政機關任公職等

之其他相關參政權利（Provisions on the right to otherwise participate in municipal 

government），亦由法律明文規定之（are laid down by an Act）。 

  為有效提升台灣實質上之國際競爭力、創造力與生產力，及營造有利於外國人生活

之有善與舒適生活環境及機能，對於在台灣境內已取得永久居留資格之外國人，在憲法

法理部分，可將其認定為準本國人，基此，我國憲法似亦宜比照芬蘭憲法第 14條之立憲

模式，明文賦予及規範保障外國人政治上之選舉權與任公職權利。 

                                                           

53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1），各國移民參政權之比較研究，台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https://www.6laws.net/6law/law3/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htm#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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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務面建議 

  1.公部門宜及國內企業緊密聯繫以利掌握國內人才需求，並建置技術移民永久居留

之人才資料庫 

  可借鏡國外經驗，加強公部門和國內企業緊密度，以利公部門掌握國內產業人才需

求，並可進一步推估近程、中程及遠程國內需求之技術職業類別及數額。若國內公部門

能精確掌握國內技術人才之需求，攬進來之技術移民不致於不足與過剩。國內公部門蹤

然作田野調查、民間調查、委外報告及相關統計資料等，惟我國公部門因和國內企業緊

密度不夠，目前仍無法適時掌握國內產業之人才缺口及人才需求。因著國內無法掌握技

術人才需求，這亦直接影響至無法訂出有適切之技術移民政策，以致於政策推行流於喊

口號之形式。建議公部門宜及國內企業緊密聯繫以利掌握國內人才需求。 

  2.移民機關組織再造，以利全權主導移民政策──在行政院之下，宜建置一個常設性

之「行政院移民政策、融合與輔導委員會」 

  受訪者普遍認為移民署為行政院三級機關，權限不足以主導移民政策，可仿效美國

等其他國家，以美國國土安全部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為例，其施政目標之一乃確保移民政

策或方案具有彈性及效率，並配合國家發展所需。54本文建議，在行政院之下，宜建置

一個常設性之「移民政策、融合與輔導委員會」。 

  於 2015 年，行政院前毛治國院長業已核定「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實施要點」，且已

正式成立新住民事務協調會55。本文認為，宜將新住民事務協調會（會報之機制）改變

成為一個常設性之移民政策、融合與輔導委員會，或可名為「行政院移民政策、融合與

輔導委員會」。同時，提升移民署之層次，將移民署直接隸屬於「行政院移民政策、融合

與輔導委員會」之下，成為行政院之二級機關，以利「行政院移民政策、融合與輔導委

員會」與移民署作非常緊密之政策面與執行面之結合。 

  3.宜增添移民政策規畫之人力 

  移民政策之擬訂、協調及執行乃移民署業務職掌之一環，但受訪者表示目前移民署

人力不足，移民政策規畫之人力更是捉襟見肘，相關業務承辦人除要處理一般性之業務，

另外還要全心研擬移民制度亦有其困難性。建議增添移民政策規畫之人力以利移民政策

之推行。 

  4.強化公部門之橫向聯繫及合作 

  受訪者認為，公部門本位主義嚴重，僅願意各推自各自之政策，且各自為政，各單

位之橫向協調聯繫嚴重不足，最後導致移民政策無法貫徹。受訪者亦坦言，有時移民相

關法令及政策所涉及部會頗為廣泛，當移民法令中，涉及各部會相關領域之際，移民署

需要其他部會就其專業給予協助及認定，但有時其他部會卻界定該事務非屬於自己之業

管，拒絕給予協助及認定。受訪者表示這讓移民政策常有窒礙難行之困難。建議強化公

部門之橫向聯繫及合作，以利貫徹移民政策。 

  5.破除梅花卡永久居留之績效迷思 

  任何攬才之移民政策最根本之目的，乃為延攬外籍優秀人才，而非為展現推行成效，

                                                           

54  黃齡玉（2006），考察美國移民政策之現況（行政院考察報告），台北：行政院。 

55  李順德、 陳宛茜（ 2015 ），南向政 策整合， 新住 民事務協 調會報成 軍 ， 上網瀏覽 時間：2015/0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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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衝績效，但受訪者直言，梅花卡推行有績效之考量，國家發展委員會會函文移民署，

並要求提報績效，受訪者直言，即使努力推行梅花卡業務，但仍不免流於數據迷思，有

時，為呈現推行之績效，甚且需要從資料庫尋找符合梅花卡申請資格之外籍人士，並請

託他們至移民署申請梅花卡。建議公部門應破除梅花卡永久居留之績效迷思，並思考如

何延攬外籍優秀人才，始是真正國家之所需。 

。。。。。。。。。。。。。。。。。。。回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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