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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是高度遷移的時代。截至 2019 年為止，跨國移民已經累積到兩億七千兩

百萬人，比起 2000 年的一億七千三百萬的跨國移民人數，多出了一億多人口。

比起 1960 年的七千萬人，則多出了兩億人口。跨國移民的快速增加，部分是因

為戰亂而逃離家鄉的難民，部分是被全球資本移動而遷徙的跨國移工。由於離開

家園到異地生活與工作，成為了非公民，而遭受各種剝削、歧視、暴力，甚至無

法維護基本人權，更對不同社會造成衝擊。在各地社會還沒有準備好因應這些全

球牽動的社會變化之下，公民政治相對地使得內部殖民的情勢愈趨嚴重，全球勞

力榨取模式的分析也更為重要。 
 
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核心團隊，以「全球脈絡下的遷移、物流、不平等公民」為計

畫名稱，結合本地與跨地的跨領域學者、NGO/CBO 組織、法律界人士以及人權

團體，面對 21 世紀快速增加的遷移勞力，以及這些跨國移動勞力在接收國所受

到的不平等待遇，共同探討造成這些侵犯基本人權的現象背後的構成因素以及解

決之道。 
 
這個研究團隊為了推動穩定的國際合作聯盟，向「全球人文研究中心聯盟」

(Consortium of Humanities Centers and Institutes)申請經費，獲得「全球人文學校」

(Global Humanities Institute，簡稱 GHI)三年計畫的獎助 Migration, Logistics, and 
Unequal Citizens in the Global Contexts (2019-2022) （ https://ghi2021. 
web.nycu.edu.tw/）。我們結合了 12 個跨國學術機構，36 位國際資深學者，以及

24 位跨國年輕學者，持續合作。 
 
「全球脈絡下遷移、物流部署與不平等公民」所探討與執行的研究議題如下： 
 
1. 不平等生命的哲學思考：對於共居同一個城市的不平等生命照顧與外籍勞動

力需求下種族歧視的悖論，尤其是疫情期間所激化的排外心態 
 
2. 勞動力管理的理論化工作：跨國經濟市場的勞動力與商品供應鏈的物流部署，

特別經濟區的空間規劃與法律設計，以及勞力輸出輸入國家雙方政府治理政策的

各種斷裂，包括疫情期間移工遣返母國的難題 
 
3. 非政府組織團體的介入：政府所不及之處，各地非政府組織在人力不足的條件

之下，從不同角度切入，進行各種參與 
 



4. 遷移者的空間創造：無論是否有合法證照，無論是短期暫留或是長期居留，遷

移者以不同的方式，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空間，例如印尼漁工在海港邊搭建的穆斯

林祈禱室、穆斯林餐廳以及印尼漁工的社交聚會空間，或是阿富汗難民劇團創造

出的燕子劇團，培育難民團員學習經營劇團、撰寫劇本、編導演出參與式劇團活

動，與當地居民互動 
 
本研究群的研究成果如下： 
 
1. 出版兩份國際期刊專輯： Against the Day,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20:3 (July 
2021) Joyce C.H. Liu and Brett Neilson, Introduction: Migration, Logistics and Unequal 
Citizenship —已出版；與身份治理政策的理論化思考認同建立 —規劃出版 
 
2. 交大法學評論 勞動法特刊--移工勞權與勞動保護（2020）--已出版。議題涉及

「論外國人勞工（移工）團結權之行使與保護－ILO 規範基礎、工會組織實務與

團結政策」，「臺灣外籍家事勞動者的勞權規範發展觀察－評析家事勞工保護法草

案相關版本」，「移工勞動契約終止法規適用與爭議之研究」，「移工自由轉換雇主

之限制規範與檢討」，「外籍家庭看護工重要勞動權利保障和救濟之多重困境分析

－一個法與社會研究視角之初步反思」。 
 
3.舉辦「海上例外法域與失靈的法律」系列工作坊：議題涉及《報導者》三部曲

所暴露的漁工勞權、權宜船、海上跨國犯罪等法律的灰色地帶、聯合國公約與人

權組織的倡議與侷限、企業供應鏈及強迫勞動等問題。 
 
4. 針對遷移者的社會行動、數位支持與藝術介入：研究者參與外籍移工自行組織

的工會；研發印尼漁工生活 app；製作跨文化影音紀錄片。 
 
過去五年的過程中，本研究群舉辦了八場線上工作坊，出版了兩個期刊專輯，架

設了專題網站資料庫，其中包括七個 podcast 系列、八份線上電子書。我們也建

立了穩定的合作關係，並擴展其他國家的學術夥伴關係，我們也將在下一階段繼

續深化這個跨國合作的聯盟計畫。 
 
第二個五年計畫中，我們將延續第一期的研究工作，更為集中而深化在地緣政治

經濟牽動下的移動人口及其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問題，包括外籍移工勞動權利、海

上漁工非人待遇、人口販賣、強迫勞動、難民及無國籍者。我們探討造成不平等

待遇的諸多因素，例如公民政治、女性弱勢位置、特殊經濟區的物流治理、跨國

犯罪集團、跨國供應鏈與勞動力仲介系統、法律例外狀態、國際法與國內法的整

合與衝突。我們將提出批判法律研究，落實人權保障，思考移動者創造空間的能

動性，並積極介入重新構想「公民」定義。這些研究除了分析現狀不平等權力結



構如何造成邊緣化的人群之外，將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致力於高等

教育優質化(SDGs-4) ，強調性別平等(SDGs-5) ，減少國內以及國家間邊緣人民的

不平等(SDGs-10) ，倡議和平、正義與健全司法的訴求(SDGs-16) ，建立跨國合作

聯盟的夥伴關係(SDGs-17)， 期能創建具有包容性的平等共生社會。 
 
研究議題 
 
1. 移動勞工與無國籍者的困難處境與法律議題：陸地移工權益、海上漁工權益、

女性移工、無國籍與難民議題、強迫勞動、人口販賣與跨國犯罪組織、人權議題、

法律灰色地帶 
 
2. 物流部署與基礎建設（Logistics and infrastructure）：勞動力供應鏈與仲介系統；

港口城市，出口加工區，離岸金融中心，免稅天堂，權宜船；空間劃區 、特殊

經濟區 
 
3. 移動者的空間創造與藝術創造：移動者的空權與歸屬權、移動者的音樂團體 
 
4. 重新思考「公民定義」以及「空間公共化」，創造新概念：共居公民、公民化

過程、邊界民主化（Cf. Étienne Balibar’s concept of co-citizenship, civil process, 
democratizing borders, the practice of citizenship），以及「空間公共化」(commoning 
the cities, commoning the space)、等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