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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做工的人》這本書本來就在班級書庫上，在老師介紹下我們閱讀了它，正逢學校附近

有施工現場，每天都有工地勞動者的身影穿梭在生活周遭，因此我們想了解這個與生活密不

可分卻又不太熟悉的人物。新聞中也不時提到現在社會的勞工處境，不外乎是不愛讀書、愛

鬧事、常喝酒的人，與書中情境並不全然相符，於是開啟了我們想更深入探討台灣勞工處境

的興趣。和老師討論過後，決定不只閱讀單一本書，而是多參考不同作者與勞動環境的相關

書籍，閱讀過老師推薦的另一本《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之後，我們決定以「從勞工文

學看台灣勞工之困境」為研究主題，更深入探討工人們的生活與困境成因，於是展開這次的

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台灣勞工的困境概況 

(二)了解台灣勞工的困境成因 

(三)了解勞工面對困境的做法 

(四)了解困境對勞工造成的影響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法，研究流程圖如下： 

  

    

 

 

 

貳、正文 

一、名詞解釋：勞工文學 

            所謂勞工文學，狹義的是指由具有勞工身分者創作出的文學，一般稱為工人文學；廣

義的勞工文學則包含非工人作家描寫的勞工生活及其思想的文學作品（郭航江，隱沒的工

人主體書寫： 1970 至 80 年代台灣工人文學的發展，2018）。 

            勞工文學起源於戰後台灣的 1970 年代，第一個勞工文學是出自楊青矗 1967 發表的小

說作品〈工等五等〉，陸續發表許多勞工文學作品後，在 1975 年首度集結成《工廠人》出

版，可以說是勞工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之一，除此之外其他勞工文學的代表作品有：陌上塵

《失去的城堡》、楊青矗〈在室男〉等等。勞工文學在 70 年代體現了台灣文學寫實主義的

精神，將底層社會的樣貌傳達給大眾，1987 年解嚴之後，勞資爭議事件頻傳，相關勞工工

會及政黨的成立，讓議題透過文字的呈現替勞工們發聲，並控訴著有權力的上層壓榨弱勢

的狀況。   

https://share.readmoo.com/book/788423?utm_source=news&utm_medium=post_more&utm_campaign=%E5%B7%A5%E5%AD%97%E5%87%BA%E9%A0%AD%E5%B7%B2%E5%85%A5%E5%9C%9F%EF%BC%9A%E5%BE%9E%E3%80%8A%E5%A4%B1%E5%8E%BB%E7%9A%84%E5%9F%8E%E5%A0%A1%E3%80%8B%E7%9C%8B%E8%A6%8B%E7%9A%84%E8%B7%A8%E4%B8%96%E4%BB%A3%E5%8B%9E%E5%B7%A5%E6%B5%AE%E4%B8%96%E7%B9%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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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以林立青著，於 2017 年由寶瓶文化出版的 《做工的人》作為分析書目之

一。作者林立青擔任建築監工十餘年，這些階級不公與扭曲對待不斷在眼前搬演，他要為

生命中所有認真活著的小人物找回存在的真實，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真正被視而為「人」的

尊重。以及魏明毅著，於 2016 年由游擊文化出版的 《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這是

一本關於跨國供應鏈肆虐、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港口男人勞動風雲、茶店女性作伴文

化、生命陷落及底層困境的「傷心民族誌」。若要凝視這些如深淵般的生命圖像，得讓目

光回望島嶼過往半世紀的「發展」軌跡。 

二、台灣勞工困境之探究： 

(一)身體健康與安全的困境： 

        台灣職業健康安全連線執行長黃怡翎指出，在台灣每十天就有一位勞工因為過勞而

死亡，每五天有一位因過勞而發病，而這些工時過長所導致的過勞現象的危險族群即為

低薪的勞動者，這之中還會有勞動環境不佳等問題的發生。而我們在書中，也發現了這

樣的問題，並且透過分類統整出了以下結果： 

1.飲食習慣不良導致健康惡化： 

   根據衛福部 106 年十大死因排名第八名為高血壓性疾病，心臟疾病與腦血管疾病更是

名列第二、三名。飲食上不規律、抽菸、喝酒、熬夜等會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機會。而

在原文中，作者也提到，工地現場用餐時間急促，便當成本不高，此時為了供應大量的勞

力，食物的分量往往極多，味道也極重，長期下來導致惡病纏身，健康惡化。 

    ．工地的現場工作量繁重勞累，食物的分量往往極多，味道也極重。工地便當不

算好吃，很多準時送到的便當常是兩小時前做好的，只是加了辣醬油和菜脯而勉強

下肚。（《做工的人．呷藥仔》P34~35） 

．有些人很難想像他靠僅有的一萬元如何生活：一天僅吃一餐，早上只買一罐伯朗

咖啡和一瓶礦泉水，等到晚餐即將收攤時，前往自助餐打包大吃特吃，隨即睡覺。

隔天上午再重複一次如此的生活。（《做工的人．再借一次》P144-145） 

     因此，工人往往飲用大量酒精來麻痺自己、以及使用抽菸、吃檳榔等不良習慣來提

神，以致於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在原文中，作者也提到此現象。 

．酒精以及大量的飲用飲料，也都「傷肝、傷腎」這些都讓每個師傅有得高血壓

和心臟病的可能。（《做工的人．呷藥仔》P34-35） 

．工作環境愈是惡劣、待遇愈是差勁的年長工人，通常愈經常飲用酒精以自我麻

痺（《做工的人．工地調酒》P43） 

．李正德的拖車頭裡，有幾件東西總是吸引我的注意……駕駛座旁有個已開封 

、才抽了幾根或只剩幾根菸的紙盒，兩、三個用來吐檳榔汁的白色塑料杯（《靜

寂工人．基隆港的碼頭邊上》P66） 

2.工作性質與環境造成的職業災害： 

       根據勞工保險職業病現金給付統計，2016 年台灣職業病前三名分別為：手臂肩頸疾病、

職業性下背痛、呼吸道相關疾病。而其中，塵肺症是台灣職業病給付冠軍，如陶瓷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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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浴、磁磚等長期暴露於粉塵的勞工都是高風險群。《做工的人》一書也確實敘述了勞工

們常因為工作的需要，長期暴露在不佳的狀態下，例如：強光、有毒氣體、曝曬……造成

眼睛、肺部、神經等各器官的嚴重受損。 

．接著是爛肺。電焊的工作是用高溫將金屬燒固。這些有毒的氣體，造成了工人的肺

部受傷，甚至神經受損。（《做工的人．走水路》p.146-147） 

．焊工有職業生命的限制。首先是眼睛的老化。從事電焊的工人們，在幾年內就必須

戴上有色鏡片。電焊現場的鐵渣、火星以及對眼睛暴露的強光，較細的皮膚往往受不

了曝曬而開始紅腫，過不多時便容易中暑，也擔心皮膚長斑。（《做工的人．走水

路》p86-87） 

       此外，豪雨、颱風、烈日、過低的氣溫都不停地影響著工人們做工時的安全，再加

上使用的器具在被太陽曬過後，溫度升高讓工人們的皮膚接觸時起水泡，以上這些種種因

素，會導致工人受到更多不必要的傷害。可工人們無法解決環境惡劣的問題，只能自行找

方法舒緩不適。 

．泥作哀嘆只能刮除被大雨破壞的重抹、開挖底部的人們抽水不迭，開挖面陷入

無比泥濘、鋼筋在太陽底下曬過，能讓人在一接觸時立即起水泡……為了散熱，在

工地現場的師傅習慣了大量飲用冰水，上身脫個精光並且用水降溫。（《做工的

人．人定勝天》P84-85） 

．金屬構件在太陽下吸熱，不戴手套根本碰觸不得，天熱時的任何動作都令人難

受，當氣溫超過三十五度時，就算站著不動，全身上下也都能出汗。天冷時，也好

不到哪裡去，冷風刺骨，令人難受無比，常常伴隨著頭痛和頭脹。若是下起雨來，

隨時可能感冒。（《做工的人． 便利商店》P280） 

3.迫於經濟，延遲就醫： 

    「延遲就醫」指個人產生不適或異常之症狀後，並未立即尋求醫療照護；其成因則

包括自覺症狀不嚴重、擔心治療後恢復不好、擔心增加家人負擔、醫療費用昂貴、尋求民

俗醫療、就醫不方便等（鄔恒斐等，延遲就醫之概念分析，2014）。而在《做工的人》一

書中提及，勞工們也經常使用相同的理由來延誤就醫。對勞工來說，一邊是自己的健康，

另一邊則是孩子的未來，而大部分的工地勞動者都選擇了後者。 

．身為領取日薪的人，每一天前往就醫的時間就代表失去一天的薪水。（《做工的

人．呷藥仔》P34-35） 

．反覆發作的眼炎也使得焊工必須在工作和休息間取捨，但不做沒錢，阿祈就是這

樣，撐到一眼全瞎後，不得不退休。（《做工的人．走水路》P146-147） 

 ．慢性病的醫治將要花上大筆開銷。加上這些過勞的師傅們所得到的醫生建議，

千篇一律地難以和現在的工作互相配合。孩子上大學的生活費和膝關節開刀手術的一

個月修復期，勢必不可兼得，該犧牲哪一方面，不言而喻。（《做工的人．呷藥仔》

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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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壓力導致了工地勞動者們寧願使用麻痺的藥物配合高梁飲下，或迷信地去吃某

些來路不明的藥物，甚至吸毒，也不願花錢去看醫生。這導致了工人的健康狀況惡化，也

因為長時間的麻痺，產生了對醫生的愧疚和對自己的自責。 

．有些則是轉往偏方，迷信吃了某些來路不明的藥物可以解決這些困境，然後陷

入更嚴重的病痛和依賴……從此不敢再面對醫生。繼續使用麻痺的藥物配合高粱飲

下，只能在廟宇前求告，期待著兒女長成後，自己還能支撐。（《做工的人．呷藥

仔》P34~35） 

．慢慢地，每一個醫生的診間大門都再也不敢跨入，無臉面對醫生的內疚轉為自

我欺騙看了沒用。還是回到一些診所中，自費注射一針止痛，再拖著身體前往工地

現場施工。（《做工的人．呷藥仔》P34~35） 

從上述資料可得知，勞工們常會因為飲食不規律以及職業傷害，造成健康上的負擔。一

旦生病的時候，大多數勞工迫於經濟的壓力，會出現延遲就醫、濫用偏方的情況，這導致

了勞工的健康狀況逐漸惡化。 

(二)經濟上的困境：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民國 100 年到 109 年間，工業及服務業每人每月總薪資處於緩

慢成長的狀態，但是物價成長幅度卻達到 9%，而勞動統計查詢網的統計資料中，以未滿

30000 的比例為最高，最多曾佔了 42.83%，即使到 109 年下降為 29.76%，卻仍佔所有勞工薪

資比例的最高者，這也表示台灣勞工的經濟顯然處於困境當中，除了上述提到的物價提升外，

我們還從書中資訊分析出以下幾個經濟困境的成因： 

1.大環境變遷下的影響： 

   兩本研究對象均提到了工人們的經濟狀況受到大環境變化的影響，在《靜寂工人》中，

提到由於經濟改革，使基隆港由原本的繁榮迅速沒落，而當地的工人也變成了底層勞工。

正如作者在書中寫道：「基隆港早就變成死港了。」，書裡提到碼頭工人的生計會因為裝

卸公司的長期削價競爭，而逐漸無法支撐一個家庭。 

．在資本主義追求更低成本，連同中國經濟變革的背景下，國際貨櫃船的航向 隨之

改變，基隆在國際航線圖上的位置遭鄰近國家港口所替代。（《靜寂工人．掛斷》

P149） 

．基隆港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開始，原本由碼頭工會承擔的裝卸作業全面開放給

民間企業。 一九八零年代的工人頭家，在一九九零年代末成了真實的底層勞工，而此

巨變以極快的速度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完成。（《靜寂工人．掛斷》P150） 

．到最後真正可以留在碼頭的人不到八百，剩下將近兩千人，那麼多人馬上就沒有

工作了。（《靜寂工人．失格》P152）  

   而工地勞動者們，則面臨了外籍勞工的競爭。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國情統計通報〉，

結果顯示，在台的外籍移工人數已達到 71.9 萬人，數量之多明顯已影響到本土勞工。而在

《做工的人》一書中，則提及由於外籍勞工需求不高且體能條件佳，因此會與本地較年長、

無技術、無經驗的勞工競爭，而這也是影響工人經濟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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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外勞年輕，又在管理能力拙劣的宿舍中生活。他們變成最為機動的人力，隨意

供雇主差遣使用，穩定且廉價。這樣的結果，使台灣本地無經驗、無技術、無設備的低

階年長勞工受苦，在面對年輕力壯的外勞時毫無競爭力，只能勉強去做薪資待遇更低的

看板人、舉牌工。（《做工的人．工地外勞》P47） 

2.容易被剝削的層級： 

    公視記者李明彥曾在〈粗工手記〉專欄中批判道：「社會不懂得重視工人需要的尊重

和保障，縱容剝削濫行，一味消耗而不知基層培養之重要。」以及「越底層勞工、越不受

法令和社會的保護。做辛苦累人、高風險的工人，竟然只有基本工資又沒保障」。由此可

見勞工在層層工業結構中，屬於備受剝削的底層。（李明彥，粗工手記，2019）。而在兩

本書當中，也都可以見到勞工被層層剝削的事實： 

．從營造公司管理階層聽到的第一個獨門管理招式，我稱之為「三層皮」。說穿了

就是工程找人來議價，接著收到報價後，現場開始砍價剝一次皮；到了完工後，管理

階層再親自打電話砍價剝一層皮；等到發放款項時，會計單位以開長時間票期換短時

間票期，再砍一次價，剝一層皮。（《做工的人．共體時艱》P78） 

．港務局付我們工資是透過每一個班隊長。班隊長先從港務局給他的工資裡面，扣

掉自己的薪水，剩下的再分給工人，怎麼分，港務局不管。班隊長的收入就是以苦力

為人頭，班隊長自己留了多少，隊裡的人不會知道。（《靜寂工人．碼頭上的苦力》

P58） 

3.理財觀念不佳： 

   在兩本書中，都提到工人們缺乏理財觀念的現象，拿到薪水後，往往拿去從事日常消

遣，特別是看不見未來希望的粗工，由於沒有家庭牽絆，更加重視眼前的心靈滿足，因此

很難替自己增加存款。   

 ．這些最愛喝酒、整天渾渾噩噩的粗工，看不到他們身上有什麼希望。他們常是連

婚也離了，很多人也沒有兒女。（《做工的人．工地調酒》P44-45） 

．這些店的消費只消三千、五千就能成為大爺，拿出一萬更算得上慷慨，全台北市

處處有酒店，但只有這種地方，讓我們這些勞工階級有辦法作足面子。（《做工的人．

茶室姊妹》P224-225） 

．李正德也回憶，當時港透貨船和碼頭上的男人憶起共構出來的景象：「簡單來說，

以錢賺錢賺得快，花得也快，那時候就是四處去喝。」他所謂的「四處」，指的正是

港邊的小吃店、茶店仔。（《靜寂工人．茶店仔裡的阿姨仔》P106） 

 但這並不表示工人們沒有發財夢，由於缺乏計畫性的投資觀念與充足的本金，工

人們還特別喜歡買樂透，樂透價錢不貴，對於經濟狀況不佳的他們來說 ，可以帶來極

大的樂趣，雖然中獎的機率小之又小，但至少足以讓他們幻想那個財富自由的未來。 

．樂透的入門門檻極低，但帶來的幻想極大，人人皆可玩，人人玩得起。一組大

樂透的入門門檻只要五十元。在工地現場可以說是最為親民又平易近人的「理財工

具」。（《做工的人．透支幻想》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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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認這些買來的樂透對我的現實人生毫無用處，充其量只是指示如同在腦海

中的雲端城堡，或是那童話中燒盡後的火柴。但至少那張紙足以讓我透支幻想。

（《做工的人．透支幻想》P136） 

    綜合以上所述，勞工們備受雇主或上司剝削，以及容易受到整體經濟大環境下的影響，

更因個人理財觀念不佳，導致經濟狀況愈加入不敷出。 

(三)家庭方面的困境： 

    在生活中勞工往往會發生「職家衝突」，在〈因應策略與適應後果之關聯〉這篇論文

中針對職家衝突這個詞給出了這樣的定義：當工作與家庭角色彼此不相容或競爭時，壓力

就會產生，故工作與家庭就會產生衝突，這又稱是一種因同時扮演工作與家庭角色所產生

的壓力感受。（張婷婷，陸洛林，惠彥高 ，旭繁 ，2014）。而在勞工的生活當中，除了

會發生職家衝突，也有帶家庭參與工作，以下是我們在兩本書中所分析出的，勞工和家庭

之間的關係： 

1.家庭氣氛與親子關係：            

    從《寂靜工人》一書中可看出，碼頭工人的工作量頗高，且下班後常會有工人的聚會，

也因此較少會有家人之間的互動，家庭關係也顯得極為疏離，就連共進晚餐都是極為少見

的事。因此，面對孩子的成長，父親的角色顯得陌生，而身為父親的工人卻對此也只是認

為孩子還不懂事，最後則導致與妻小疏離的下場。 

 ．像李正德這樣坐在自家客廳與父母、孩子共進晚餐的情景，過去極為少見。「要

拖的櫃子多，要往來交陪的也多。」那時，他與林清水及大部分的碼頭工人一樣，通

常不會這麼早回家。（《寂靜工人．基隆港的碼頭邊上》P76） 

．當他們在底層時代回返家庭時，發覺那個想像中的最終安穩場域及關係已不復存

在，而今僅存的是無話可說的家庭晚餐氣氛、父子之間的淡薄互動、子女以言語和表

情指責父親的早年缺席，以及因父親無法再給予所需金錢而來的爭吵衝突。（《寂靜

工人．他們是我們》P201） 

  而在〈做工的人〉中的家庭氣氛則相對親密，因為在工地，工人們會帶著自己的妻子

來做工是常有的事，有的工人甚至會帶著整個家庭來做工，常導致工地現場十分熱鬧，夫

妻檔展現了極佳的工作默契。 

．工人師傅們往往早早結婚生子，對象也相對年輕。在妻子學歷也不大高的狀態

下，跟著自己丈夫到工地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畢竟多一人在身邊，既能約束丈夫，

也能顧好工作。（《做工的人．工地大嫂》P66） 

．有的大嫂即有度量胸襟，帶著娘家、夫家的侄兒親戚等一同工作，徒子徒孫遍布

整個行業，整個家族全靠她用一支電話聯繫，指揮調度使臂使指，喊水會結凍，喊米

變肉粽。（《做工的人．工地大嫂》P67） 

．這些工地現場的夫妻最常見的就是泥作、磁磚師傅，夫妻兩人架線、貼磚、攪

土、粉牆。有些默契好的夫婦，兩人在現場施工時的配合動作流暢，一人勺土上盤，

另一人旋即粉刷上牆再將土盤接來，簡直如同舞蹈一般。（《做工的人．子孫代代》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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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支出是經濟壓力主要來源 ： 

    兩本書中皆提到，即使結婚，也是一種壓力來源，〈做工的人〉書中更描述有些工人

甚至不結婚，以省去大量家庭支出與對家人的罪惡。這顯示家庭是經濟壓力的來源，尤其

是孩子的學費，更是需要到處去借錢，這也是眾多勞工們所面對的。 

．我所見到的師傅們，若是經濟許可，多會為孩子繳學費……並且或多或少對孩子寄

予巨大期待……工人之間若是為了投資借錢，那不一定；但若是真的為了孩子借錢倒

很容易，也很難拒絕。（《做工的人．子孫代代》P70） 

．到外面去，什麼都不是，你會的人家都不要。年輕的換跑道比較快，年紀大的也不

要緊，因為囝仔都大了不用什麼養家。可是我們怎麼辦?我們是最糟糕的，孩子都還

小。（《靜寂工人．失格》P154） 

    身為家庭經濟支柱，為了讓全家有飯吃，工人們就得更努力的工作，對他們而言，無

法帶給家人溫飽是極大罪惡，賺錢回家就是彌補愧疚感的唯一方法，即使省吃減用，也要

還清這些心靈上的債務。 

．窮人沒有選擇工作的權利，只要一、兩天不做，那就等於全家要喝西北風。（《做

工的人．看板人》P272） 

．阿國人品純正，無論如何始終都堅持自己努力，即使他一個月收入大多僅僅只有三

萬，也要先將其中大半匯至姐姐的戶頭。（《做工的人．再借一次》P144） 

3.家庭成為努力工作的原動力： 

    家庭支出雖為一種負擔，家人的牽絆卻也同時成為了勞工奮鬥的原動力。工地的師傅

們努力的工作，無非是為了供子女上學、成家立業，因為自己的學歷不高，雖然不懂大學

的差異，只要孩子的學歷比自己高，師傅們就非常開心了。所以儘管工作勞累，只要看到

自己的子女可以好好的讀書，並且生活的順利，對他們來說也算是一種解脫。 

．科技大學和普通大學差在哪裡?這些師傅往往也聽不懂，總之讀得比自己高，也就

值得開心一番了。（《做工的人．子孫代代》P70-71） 

．工地現場的工作勞累，到最後身體會有一個極限，再也無法和其他年輕力壯的工人

競爭。但若是孩子畢業了、當兵了、結婚了，這種擔子似乎也就解脫了。（《做工的

人．子孫代代》P70-71） 

．人家說我有存錢，幫三個小孩都買了房子，但那也只是盡我的本分而已。（《靜寂

工人．失格》p.160） 

       孩子們的年紀越來越大，費用自然也增加，勞工們只能咬牙面對，許多的師傅們為

了節省錢給子女用，連菸錢都會省下，藉此也能看出他們對於後代子孫的關愛。 

．那位父親曾挺直腰桿暗自發誓：「就算窮，我也只窮我自己。」（《靜寂工人．失

格》P178） 

．無論如何吹噓，隨著孩子年紀長大，學費、生活費、住宿費等的費用也會增加。就

算學費能夠貸款，但住宿、生活以及書籍費還是得硬咬著牙處理……那個年齡的師傅

們連菸錢都會開始省下（《做工的人．子孫代代》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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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耗神無比的行為，若不是出自於對子孫後代的關心，我無法解釋（《做工的

人．子孫代代》P73） 

       綜合上述，在《寂靜工人》一書中所描寫的家庭關係較疏離，反之在《做工的人》

書中，時常提到帶著家人一起工作的情景，雖然如此，家庭也是主要經濟壓力的來源，為

了讓一家能溫飽，工地師傅們不辭辛勞地工作著，同時家庭也成為工地勞動者工作的原動

力，全都出於想讓子女們好好讀書、生活的信念。 

(四)社會觀感與制度上的困境： 

   在現代，大眾往往會對工地勞動者產生不同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沒有學歷也不被重

視，給人的外在觀感很是不佳。同時在馬路上，往往也是工人會成為酒駕的首要取締對象，

然而也因此，這些工地勞動者往往會體恤其他工人的難處，如便利商店的店員，他們每天

要應對不同的客人，非常忙碌，而這些工地勞動者們也就因此，都一定會把自己的雨鞋清

理乾淨才進到店裡，絕對不會給他們增加困擾。 

1.一般民眾的普遍觀感：  

      2020 年，〈做工的人〉一書被改編成電視劇在公視上映，導演鄭芬芬在受訪時曾

說：「在台灣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工人往往是『不讀書』、『做苦工』的印象，而且工

人的專業往往都不受重視。」（魯皓平．顛覆傳統刻板印象！《做工的人》喚醒社會對工

人的尊重．2020）。在普羅大眾的刻板印象中，工人們往往是低學歷、社會地位低且做苦

工的份子，《靜寂工人》中也提到，工人們常常被歸類為有礙觀瞻的人。在這個傳統產業

逐漸被取代的世代，勞工們給人的外在觀感，常常是限制住他們在港口沒落時轉換跑道機

會的主因。 

．無論是夏日出汗或雨季淋雨，這種身上衣服無法乾的情況，造成我們這些戶外工

作者總是一身黏膩汗味，令人掩鼻止步。（《做工的人．人定勝天》P86-87） 

．「重罰才會有效啦，就像酒駕一樣，沒有重罰，根本取締不了……廣場上釣魚的

那些人素質很不好……垃圾也不帶走……很難看。」（《靜寂工人．失格》P146） 

．像現在五星級的觀光飯店，一定有相關科系，一定要有那些禮儀的訓練，我們這

些做工的、出口成髒的，工作又沒有那麼優雅，就沒有辦法涉入那個行業。（《靜寂

工人．失格》P146） 

   由於工作的而導致的落魄形象也逐漸擴散到日常，為了應對民眾不了解所致的刻板印

象與觀感，工人們也會做出一些旁人不解的舉動，其實都是出自工人們對一般大眾的體貼

與尊重。 

．許多師傅堅持在進店前，絕對要先將自己的雨鞋清理乾淨，否則寧願不踏進去……

原因多是不願造成他人困擾，畢竟做工的疼惜做工的。那些寫在店門口的待遇讓人看

了心疼。（《做工的人．便利商店》P280） 

．不管在任何時候，我們身上的味道一點都不好聞。褲子被汗水浸透，褲管的地方帶

著烈日曝曬後的白色汗水鹽分結晶。腰帶濕透，屁股、大腿間悶脹著甚至燒襠。但我

們這些工人都還能體會、理解，並且尊重這些便利商店店員。（《做工的人．便利商

店》P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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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權力與執法者的不留情： 

   根據〈酒後違規者對酒駕行為認知之研究〉這篇論文中的問卷調查結果，酒後駕車違

規者以男性、未婚、工人、40 歲以下佔大多數（周文生、 王玉玲，2013）。可見從執法者

的角度來說，勞工在酒駕違規的比例偏高，也因此要取締酒駕者時，工人會成為首要的取

締對象，這當中就產生了對工人的刻板印象。 

．當到了年底時，罰單就會罰特別多錢，作者說這是「年底拚業績」。（《做工的人．

罰單》P108）  

．幾乎所有的工人都有這種經驗：只要穿著雨鞋、騎著機車，並且臉色或黑或紅，衣

服看起來像是做工的，警察就會特別跑來問有沒有喝酒。（《做工的人．賊頭大人》P96） 

3.勞工本身對法律與制度的不了解：   

工人們對法治沒有太多的了解，也很難找到律師，更請不起律師，在法庭上自然不吃

香，往往只能認罪。而出獄後不像上流社會的人們還會有人接納保護，大多的工人們出獄

後早已妻離子散，對於社會的規定也不太能清楚表達，因此導致他們對國家、社會和警察

充滿不信任及憤恨。這些在〈做工的人〉一書當中皆有清楚的描寫。 

．工人們對於法治的理解程度往往不足，有時候實在也難找律師，在一些證據確鑿

的狀況下，也就笨笨地認罪了。（《做工的人．進修部》P120） 

．請不起優秀律師的無權無勢者往往被法官羞辱，這樣的感受轉為對國家社會的不

信任以及憤恨（《做工的人．進修部》P124-125） 

．上流社會的人坐牢後，還有一群人願意接納、保護，這些基層者，回家時可能妻

離子散，連家中來接出獄的人都沒有。那又何必照著社會規定走呢?久而久之，他們也

不大能清楚表達，只知道現金在手保護自己最好。他們對著國家、警察，以及這個社

會是有恨的。（《做工的人．進修部》P125） 

     綜合上述我們可得知，社會對於勞工的看法就是學歷低、不成材的社會勞動者，這

些勞工在社會上不被重視，不被尊重，也因此社會地位較低。在大眾的觀感中，勞工也有

許多刻板印象，而勞工更是常因法律知識不足，在法律制度上被別人佔到便宜，也因此，

勞工對這個社會往往會充滿著不信任及憤恨。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從上述研究可知，勞工們的困境有：健康、經濟、家庭和社會觀感等方面，在高壓以

及日夜顛倒的工作環境中，因為飲食不規律、工安意識不足，造成勞工健康的負擔，再加

上濫用偏方、延遲就醫等因素，使健康一再惡化。而經濟壓力的來源則包括外在環境變遷

及龐大的家庭支出，也包括部分勞動者理財觀念不佳導致生活入不敷出。在家庭困境上，

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勞工們常因工作關係減少與家人的互動，使得家庭關係日益疏離，

同時家庭卻也是勞動者工作的原動力，為了供子女讀書、生活，再苦也要咬牙面對。除了

上述的困境外，多數勞動者的法律知識不足，而且學歷及外在觀感不佳，因此不被大眾與

執法者尊重，以致於對這個社會充滿了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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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這些困境的原因，大多來自外在環境、制度規章、人際互動及勞工本身的生習

慣與價值觀而導致。困境彼此之間又往往互為因果，使多數勞工身陷其中而無法自拔。 

二、研究建議：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建議，為改善台灣勞工困境，除勞工自身應改變生活習慣與金

錢、法治等觀念以外，亦可從執政者、雇主、社會大眾等三方面進行改善。 

    在執政者方面，應依實際情形適當修改法律條文，實地踏查保障工地設備，並嚴懲未

幫受雇者確實投保的雇主。而對於雇主而言，應秉持良心，並時時關心勞動者的身心理狀

態，保障工時以及工資的合理性。除此之外，一般社會大眾也不應以外觀與學歷作為判斷

人的標準，包容及尊重不同職業的工作者， 給予更多體諒和關心，以達成互助包容、公平

正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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