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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台越南移民依其母國來源地區，有著明顯的「北移工、南新娘」遷

移特徵。1986年底，越南決議採行革新政策，國家從社會主義體制轉向

資本主義市場化過渡，國有和集體的所有權與生產模式股份化，自此結合

私有與國外資本的多種資本組合形式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勞動輸

出政策上，國家透過《越南契約勞動者出國工作法》確立勞動輸出企業私

有和外國資本的財產權，以及勞動輸出的契約形式，這也是資本主義市場

經濟運作的重要精神，越南以此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和國際勞動市場。也因

為河內自1955年起即為政治中心，多數國營企業均將總部設於此地，加上

革新後成立的勞動出口公司幾乎均有國家或集體企業股權，遂形成「北移

工」的制度脈絡。另一方面，1980年代台灣因為投資環境不利勞力密集產

業發展，適逢越南革新提出優惠政策吸引外資，許多台商紛紛前往越南進

行考察。加上1994年台灣南向政策促使台灣跨國資本大量進入越南南部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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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明市及其周邊省分，因此「南新娘」的遷移特徵則與台商介入跨國婚姻

仲介網絡有關。本文認為「北移工、南新娘」的遷移特徵，乃是因為遷移

體制與資本主義接合方式的差異：前者是透過確立勞動輸出活動中私有和

外國資本的所有權以及契約精神融入國際勞動市場，後者則是因為外資帶

來的社會網絡所形成的跨國婚姻市場。

關鍵詞：越南、革新、移工、婚姻移民、遷移體制

*　　*　　*

一、前言

截至2020年底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台灣約有34.7萬名來自越南的婚姻

移民與移工，
1
這些越南移民依其原鄉地區有著「北移工、南新娘」的遷移特

徵。「北移工」是指在台越南移工多數來自越南的北部省分；「南新娘」則是

指透過婚姻途徑來台的越南女性移民，大多來自南部省分。而本文主要的研究

問題，即在解釋形成「北移工、南新娘」的遷移特徵差異原因是什麼？

台灣在1990初期，開始大量引進東南亞的印尼、泰國、菲律賓和越南等

國移工，主要原因是自8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的勞動需求增加、勞動成本上

升，而原本充沛無虞的勞動力反轉成為全面性勞力短缺，其中以基層勞力短

缺最為顯著。起初引進移工構想的提出，無論是社會輿論或政府部門多持反

對立場，但勞力短缺屬實以及業界要求引進移工的壓力遊說，台灣政府於是

自1989年10月起開放引進外籍勞工投入大型國家公共工程，從此移工問題以

1 本文所稱越南移民，泛指目前台灣政府單位與社會大眾所稱來自越南的新住民/新移民
（透過跨國婚姻途徑）以及外勞/移工（透過勞務契約）。以往台灣社會習慣稱呼透
過婚姻途徑來台的越南女性移民為越南新娘（外籍新娘），因有歧視意味現已改稱新

移民或新住民。不過，越南國內輿論媒體仍舊是以「越南新娘」（cô dâu việt）指稱
這群透過跨國婚姻來台的越南女性（MOLISA 2013），本文因題目設計之故採用「南
新娘」一語，除了與「北移工」相呼應之外，也有凸顯1990年代後期至2000年初期婚
姻移民人數高峰的社會脈絡之意。越南婚姻移民人數從1987到2020年的統計資料為
110,659人（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 2021），移工人數則是截至2020年底有236,835人
（中華民國勞動部 2021），合計為347,4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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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政策便成為台灣的重要勞動議題之一。1992年5月，我國立法院通過就

業服務法，提供聘僱外國人的法源基礎；8月，勞委會（勞動部前身）陸續開

放移工從事家庭看護與家庭幫傭的工作（吳惠林、王素彎 2001; 藍佩嘉 2008, 

60）。

與此同時，1990年代透過婚姻途徑而移民到台灣的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籍女

性日漸增多。90年代初期，嫁到台灣的印尼新娘絕大部分是客家後裔，而娶

她們的台灣男性大多數也出身客家庄，台、印之間的跨國婚姻因此有著族群通

婚的色彩。90年代中期以後，越南新娘人數超越印尼新娘（夏曉鵑 2002, 159-

160），由於多數越南新娘的族群身份並非華人，加上台、越兩地跨國婚姻仲

介組織網絡的運作，建構起商品化的跨國婚姻市場，更加速了越南新移民的遷

台（王宏仁、張書銘 2003）。

這些出現於90年代的遷台移民趨勢，2
確實為日後的台灣社會帶來顯著的

影響。曾嬿芬（2007）指出台灣在1990年代以前並沒有具體接納國際移民的

制度設計，也沒有吸引大量外來人口的結構性因素，因此從未想像有一天會成

為接納外國移民的國家。這些大量的移入人口豐富了台灣移民社會學的研究場

域，並逐漸成為台灣社會學界的次領域。曾嬿芬回顧台灣的移民社會學研究，

引用Andreas Wimmer與Nina Glick Schiller（2004）提及的「方法論的國族主

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指出台灣研究者在移民研究議題上的幾項

限制：（1）偏重於移民在移入國的生活與適應；（2）關注婚姻移民而較少從

事移工研究；（3）在界定婚姻移民女性議題時，與主流論述中將她們視為家

庭的附庸並沒有保持太大距離，而且檢視這些主題之後會發現與主流論述中將

她們社會問題化、風險化的傾向有相呼應之處，例如婚姻移民的家庭暴力和第

二代發展遲緩等問題。

曾嬿芬（2007）亦提出對未來研究方向的一些建議：（1）嘗試多元的主

題與理論觀點；（2）建立彼此連結的理論命題。如此才可能避免目前台灣移

2 本文所謂遷台移民，包含目前婚姻移民與移工兩大類，婚姻移民即台灣所稱「新移

民」或「新住民」。文中所指台灣的移民研究，廣泛包含這兩類型移民；若討論特定

移民類型時，則分開指稱「婚姻移民」和「移工」。



132　問題與研究　第62卷第1期

民社會學所存在的研究盲點，諸如：（1）原子化的研究；（2）缺少對於差異

的觀察與解釋；（3）缺乏建立彼此串連的論證。本文的寫作旨趣除了受到該

文啟發，亦進一步回顧分析近十餘年台灣的東南亞移民研究文獻，發現諸多研

究仍然受到曾嬿芬所指出的方法論國族主義研究限制的影響，議題上也有偏重

於性別和種族化的本質化傾向，而這可能也與研究現象的分析層次（levels of 

analysis）有關。

在台灣移民研究的討論中，多是以微觀層次作為個案研究分析，研究者所

採取的分析層次與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息息相關。因為方法論國族主義的研究

限制，使得台灣的移民研究高度集中在幾個特定領域，例如：新移民的語言習

得、社會適應和自我認同議題（鍾鎮城、黃湘玲 2009；王翊涵 2011、2012；

鄭詩穎、余漢儀 2014；柯華葳、辜玉旻、林姝慧 2015），亦有延伸至新二代

的家庭社會化和學習成效等相關主題（吳毓瑩、蔡振州、蕭如芬2011；鍾才

元、林惠蘭 2015）；以及以移工為主體所構成的東南亞地景（王志弘 2006、

2009；陳坤宏 2012；陳建元、張凱茵、楊賀雯 2016）等。這些與婚姻移民相

關的研究議題，很多是採用開放問卷與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討論議題圍繞

在微觀（micro）的個人生命敘事以及中層（meso）的家庭和教育制度等，較

少觸及鉅觀（macro）層面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及其與區域或全球化互動的討

論。

為此，本文採取的理論觀點即是以「遷移體制」（migration regime）為分

析論點，將觀察重點放在國家和區域層次的移民現象脈絡，討論國家的角色以

及國家之間是如何確立跨境流動條件之間的相互作用。特別是1970年代以後

的亞洲區域移民流動，國家角色在亞洲各國移民制度中扮演著積極作用；並且

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1990年代後遷移體制的形塑與全球資本主義的

整合進程有著密切關係。本文以文獻分析為研究方法，經驗資料來源主要為台

灣、越南與國外學者的研究論文，以及越南一地與移工、婚姻移民有關的法律

規範、統計資料和官方報導，進而討論革新後越南遷移體制與其政治經濟轉型

之間的制度脈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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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的越南移民現象

1990年代起，來自東南亞五國的婚姻移民人數顯著增加，3
這與台灣對東

南亞投資有時間上的正相關，台商的全球化資本流動成為跨國婚姻的觸媒，間

接引發婚姻移民來台的現象（夏曉鵑 2002, 161-168；唐文慧、蔡雅玉 2000；

王宏仁 2001、2004；王宏仁、張書銘 2003）。無論是越南婚姻移民還是移

工，兩者在台人數皆快速成長於2000年之後，在國家政策實施的時間序列

上，越南移民遷台移民體制的形塑與1990年代越南政治經濟轉型的革新（Đổi 

Mới）政策，以及台灣經貿外交的南向政策有著密切關係。從越南移民遷台的

統計資料起始年份來看，婚姻移民始於1994年，移工則較晚始於1999年（請

參考圖1）。

台灣政府在1999年開放引進越南移工，起初大部分越南移工從事看護工

作，從越南移工歷年人數趨勢來看2004年人數明顯上升，這是因為2002~2004

年我國因為印尼移工仲介費過高與移工逃逸問題而凍結引進印尼移工，此舉使

得越南移工成為當時社福移工的主要來源國。然而，2004年與2005年分別因

為越南漁工和看護、家庭幫傭逃逸問題，台灣政府亦暫停引進這兩類越南籍移

工。直到2015年，我國政府才又重新開放引進漁工和看護、家庭幫傭，截至

2020年底，越南移工總人數來到236,835人，僅次於印尼的263,385人，為台灣

外籍移工的主力。

在移民研究中「應該讓誰進來？」（who should get in?），一直是移民接

受國不斷提出的問題，而且通常政府機關與社會大眾對此問題也有著強烈的意

見，但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始終是由國家提供明確界定並強力執行的。國家負責

制訂最終誰可以入境以及誰不能入境的政策，國家也決定了潛在的入境者將被

3 在原籍東南亞五國的婚姻移民中，越南與印尼籍新移民就佔了總人數八成以上。早期

國人與柬埔寨女性申請跨國婚姻面談，都是經由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接受

申請辦理，後來因為柬埔寨跨國婚姻女性在韓國遭受暴力對待，柬埔寨政府自2008年
起禁止與外國人通婚，全面停止辦理與外國人結婚的一切政府機關行政作業，這包括

結婚證書與相關文件驗證的辦理。2010年柬埔寨政府更片面指出台灣與柬籍配偶結婚
的證明文件均為造假，也因此導致之後的台柬跨國婚姻女性配偶，均無法在台辦理登

記結婚並取得依親簽證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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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或拒絕的篩選原則；很明顯地，國家在形塑移民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

角色（Kivisto and Thomas 2010, 195）。

以台灣的移民現象為例，曾嬿芬（2004）以「國族政治」觀點詮釋台灣外

勞政策制訂的背後意涵，如資本家宣稱企業外移恐將損及國家經濟發展，以

及移工採取客工模式並否決引進中國大陸勞工等措施，諸如此類的國家干預使

得外勞政策的許多基本面向都有著反市場的做法。在婚姻移民部分也是如此，

龔宜君（2006）指出台灣政府對於中國和越南的跨國婚姻立場迥異，前者是

以國家主權的安全問題為由，而後者則是將其視為人口素質的發展危機；所以

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籍和越南籍（與所有外籍一致）配偶的公民權利有著不同的

意識形態（國族VS.階級）。此外，台灣政府與官員早期對新移民的疾病化論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2005）；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2021）；中華

民國勞動部（2021）。

圖1　在台越南移工與新移民歷年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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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也反映在台越跨國婚姻面談的行政措施上。2005年以前台越跨國婚姻在

境外的面談方式，從集體面談轉變為總量管制的個別面談，駐胡志明市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將婚姻面談人數限制在一天20對配偶，造成台越婚姻人數從高峰

的每年（2000~2004）約12,000對急速下降到2,000對（2006~2014）左右；顯

見國家對於移入人口的種族主義以及邊境管制的基本立場。

台灣作為一個移民接受國的立場，雖然要問的是：「應該讓誰進來？」；

那麼基於「遷移過程」的概念，從結構觀點來看台越之間的跨國遷移，乃是涵

蓋兩地與國際政治經濟因素的各種組合，是否也可以納入移出國（越南）的立

場來發問：「誰可以去台灣？」，而此「誰可以去台灣」的發問立場，也表明

台越間的跨國遷移並非是由台灣單方面所決定，而這樣的遷移體制又是如何被

形塑。

三、鉅觀層次的遷移體制觀點

遷移過程（migratory process）乃是涵蓋了移出、移入國兩地與國際政治

經濟因素的各種組合，這個過程發展的本身具有著複雜的動力。遷移，幾乎不

能用單純的個人行為來解釋，而是一個社會和經濟變遷的結果（賴佳楓譯，

Castles and Miller著 2008, 29）。從1970年代開始，移民研究者受到馬克思主

義政治經濟學、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和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的啟發，從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視角來分析國際遷移（Castells 1975; 

Meillassoux 1981, 33-49; Castles and Kosack 1985, 57-61, 93-162, 152-179）。這

些觀點的解釋核心是全球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分配不均，這種不均衡發展是因為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及不同地區加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方式和程度不公

平所導致的。結構主義方法將研究觀點置於鉅觀的歷史過程背景，進而理解遷

移的動力與機制；以此方法為基礎，亦可以進一步建立遷移體制的概念，它通

常指涉特定歷史背景的某種遷移類型（Sales 2007, 42-44）。

世界體系理論（The World System）將移民視為經濟全球化和跨越國界市

場滲透的自然結果，世界體系的觀點將國際移民置於更廣泛的歷史過程與背景

之中。並認為當代國際勞動遷移的特點與過去強迫勞動的奴隸工人和殖民主義

不同，它是一種相對「自由」地從邊陲到核心的移動。國際遷移對於邊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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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至關重要，人口的流動一直是歷史上主要結構變遷過程

的內在組成部分，可以說移民與歷史的概念高度關連（Morawska 1990; Petras 

1980; Portes and Walton 1981, 21-65; Sassen-Koob 1981）。與理性的、效用極

大化的移民新古典經濟學觀點相反，國際移民的世界體系方法側重於個人行動

的結構限制。移民個人是遷移系統的一部分，個人確實可能會基於成本收益考

慮進行移民，但移動的成本和收益都是由國際分工中不平等交換的歷史背景構

成的。所以根據世界體系所定義的遷移，它是一個指涉廣泛政治經濟體系的移

民運動（Sanderson 2012）。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說明資本主義國家（核

心/半邊陲）藉由吸納和控制邊陲國家的市場和勞動力，引進勞工移居到較發

達國家的遷移方式，此有助於理解移民的起源。政治和經濟依賴所建立起的聯

繫往往有利於移民流動，例如資本的移出會形成國外勞動力的流入，許多移民

移居美國即為生產國際化的副產品（Sassen 1988, 2-3, 151-158）。

1970年代，亞洲才開始出現較具規模的勞動遷移。Battistella（2014）認

為在亞洲境內的移民流動中，國家作用佔據了主導地位，多數亞洲國家的移民

制度比起世界其他地區更加僵化。因此，導致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遷移模式，

像是波灣國家因為宗教因素，開始引進過去沒有政治和社會聯繫的伊斯蘭國家

勞工；或是儘管日本過去數十年來對國際移工具有高度需求，但是日本政府依

然堅稱不會引進低技術移工，實際上卻是透過其他方式為之；或是韓國雇主與

外國移工，由於政府的強力介入，便設法規避政府所選定來源國與政府安排的

中間人。亞洲地區普遍存在與過去不同的遷移型態似乎不是特殊現象，而是嵌

入到遷移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應該要進一步討論亞洲移民的特殊性，

以驗證研究者提出的理論問題。

近年來，「遷移體制」概念在移民研究的學術討論中日益增加，可是其

概念的系譜卻相當複雜。「體制」術語源於國際關係領域，其後被使用於移

民研究中，用於分析國家、國際組織以及國家和國際法之間對移民治理的動

態演進關係，重點在於國家的角色以及國家是如何確立跨境流動條件之間的

相互作用。「遷移體制」概念主要描述分析遷移的流動（mobility）、治理

（regulation）和話語（discourse）之間的關係，也因為研究者的研究旨趣、

政治目的和學科背景差異，使得該術語的概念系譜相當複雜（Rass and Wol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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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26）。在移民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研究者對「體制」的不同理解，

甚至對於有哪些類型的體制以及它們之間的確切邊界，其實都仍未有一致的看

法（Horvath et al. 2017; Rass and Wolff 2018; Cvajner et al. 2018）。

由於遷移體制的討論根源於不同的知識傳統，儘管其概念定義存在模糊性

的缺陷，但它也反映了移民研究中理論性建構的急迫性問題，如何找到一種方

法來概念化國家在全球流動性治理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而不是與過去討論國家

與移民之間的關係那般，強調政治權力的優越性與支配性的地位，認為它足以

主導社會的變革。移民體制強調的是充分地理解國家內部和其他超越國家層面

的能動性，以及政治秩序形式的生產過程，這也是移民體制概念對移民研究來

說最重要的努力（Cvajner et al. 2018, 65, 77-78）。對於本文而言，即為越南遷

移體制如何融入全球資本主義與國際勞動市場的過程。

隨著全球化日益發展，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性也隨之增強，移民政

策的制定逐漸轉向區域性合作，因此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一種國際遷移體

制（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gime）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遷移體制的形塑與

全球化進程密切相關（Appleyard 2001, 7）。在國際遷移脈絡中，區域的政治

經濟結構環境運作除了會直接影響個體的移民決策外，移入國所規範的國際遷

移條件也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有關。核心移入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是以

新自由主義理念為基礎建立起經濟秩序，並對全球的貿易、金融以及國際遷移

進行治理，藉以維繫全球經濟體系。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要導致貿易和資本流

動的自由化，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勞動力流動問題。全球化主要透過三種方

式將各國人口融入全球勞動市場：（1）加速勞動力的商品化、（2）透過國家

和區域勞動市場的跨國生產一體化，以及（3）藉由各種（有時是新的）形式

的國際勞動力途徑加速流動性。在這些與國際遷移相關的措施中，尤其重要的

是引進臨時性低技術勞工的計畫，以及鼓勵富裕外國投資者前來定居的法律政

策。另一方面，各種國家內部的衝突，或是經濟體受到資本主義的滲透，都可

能導致移出國的政治結構失衡或重組，造成大量政治難民跨越邊境，甚至流動

至世界各國（Overbeek 2002; Morawska 2009, 45-46）。

本文將以「遷移體制」作為研究觀點，著重在國家和區域層次的移民現

象脈絡，強調的是移民相關制度彼此之間的權力互動及其能動性（Ra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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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f 2018）。所謂的權力互動是指國家制度對移民治理的相關規範，這不是

一種由上而下的權力指導，而是國家為了融入全球資本主義與國際勞動市場

所做出的回應。越南在1986年底決議實行一系列政經體制轉型的革新政策，

確立國家由中央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修正的立場；也就是說自1990年代起，

越南才逐漸與非社會主義陣營的外國資本以及國際勞動市場接軌。因此，越南

移民的遷移現象必須以國家政治經濟轉型為前提，進一步討論國家為發展經濟

所採取的引進外資與輸出勞動等制度脈絡，實為形成越南移民遷台的制度因

素與結構條件。具體而言，1975年越南國家統一後，採取中央計畫經濟模式

的集體生產型態，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勞動遷移均受國家限制。直到1986

年，國家決議採行革新政策，屬於國家與集體所有權的生產模式逐漸轉向資

本主義市場化，此為國家政治經濟轉型最為重要的變化。1990年代起，越南

為發展經濟積極吸引外國資本赴越投資，另一方面為解決國內勞動就業與累

積外匯，大力推動勞動輸出政策。從統計數字來看，台灣佔越南的外資金額

（1988~2006）與移工人數（1994~2017）一直都是居於首位，這與越南革新

後國家採取的經濟發展政策，以及台灣1980~1990年代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和國

內產業缺工，還有台灣後來推動的南向政策有著密切關係（請參考圖2）。在

這裡我們可以比較明顯看到越南勞動輸出政策與在台移工之間的關聯性，而在

吸引外國資本與婚姻移民之間的關係，則必須藉由越南台商作為中介變項進行

討論，下文將進一步說明北移工、南新娘遷移體制的制度脈絡。

四、越南革新前的遷移流動

1975年，越戰結束南北越正式統一。在此之前，由於南部（現今中部廣治

省以南）屬於法國殖民（1862~1949）和越南共和國（1955~1975）的統治，

因為戰爭的影響其國際遷移流動多與軍事行動有關。1975年後，也因為戰爭

的影響，產生了兩股強迫遷移（forced migration）的流動：（1）尋求海外庇

護的難民潮，以及（2）將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地區居民遷往人煙稀少的新經濟

區進行開發。第一種尋求海外庇護的難民，依其發生原因與時間大概可以分

為三波，第一波是1975年4月越南共和國倒台，據聯合國統計連同美國軍方協

助撤離和海上船民，1975~1979年間約有140萬越南人前往海外，這其中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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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都是與美國或南越政府有密切關係的人。第二波發生於1979年中越邊境戰

爭，當時許多華人從越南北部和南部離開越南，其中也有部分是越南人，遷移

人數估計約為100萬。第三波為1980~1990年代以人道安置為名，提供潛在尋

求庇護的越南人移居海外，例如：跨國婚姻子女、南越政府官員和家庭團聚成

員。在1990年代，越南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正常化和國家革新之後，這種遷移

流動急劇增加。據國際移民組織統計，截至1995年底移民海外的人數已超過

60萬人。第二種為新經濟區的人口遷移政策，旨在解決戰後人口流動對區域發

展以及人口過度集中於城市的影響，最後經驗顯示國家所進行的人口重新分配

干預政策，不僅付出昂貴的代價也無益於經濟發展，更給移民和重新安置者帶

來痛苦（Dang Nguyen Anh 2006）。由於上述這兩種移民類型屬於強迫遷移，

並且是受到過去戰爭的影響，與本文討論的北移工、南新娘自願性國際遷移特

徵較不具有直接關係，因此將討論重點放在勞動遷移與婚姻移民。

越南國家政治體制依循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採取計畫經濟生產模式，規定所

有的經濟生產活動為中央主導和國家所有制（state ownership）。從1975年到

1986年間，儘管國家承擔了市場的角色，不過國家總是無法有效管理生產供

需和掌握商品價格。再者，計畫經濟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和集體農業，而農業

圖2　越南遷移體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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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越南的主要產業部門，因此政府強制農業集體化透過掠奪農業資源來扶植工

業；結果既沒有帶來工業的良好發展，也有損於農業收益。1980年代末期，

東歐與前蘇聯共產國家集團面臨民主化與改革開放的壓力，越南共產黨也意識

到持續的經濟停滯將會威脅其政權的合法性，國家因而決定採行政治經濟轉

型的革新政策。革新政策有一個很重要的內涵是「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

（Kinh tế thị trường định hướng xã hội chủ nghĩa），與東歐激進的改革方式不

同，越南文的「定向」其意接近「指導」，強調的是改革的漸進性和政治的

穩定性，著重經濟結構調整優先於私有化，目標是向地方分權和全球市場開放

（Dang Thị Loan et al. 2010, 3-5: Duong Luan Thuy 2011）。

實施革新政策以前，在國營經濟部門中，勞動價格不是供需均衡的市場關

係，而是政府與工人之間的行政命令關係。勞動價格是由國家財政能力所決

定，因此通常以較低工資和平均分配的原則實行人人有工作的政策。各地區與

各行業之間的勞動遷移和調動也是完全由國家決定，因為勞工的遷移和調動牽

涉到極為複雜的戶籍管理（人口、安全）與資源分配（教育、糧食）等社會經

濟制度。國內遷移完全取決於國家的發展項目計畫，國際遷移則僅限於與國外

所簽訂各種勞動力合作協議，前往的國家主要是以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合作組織

「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的成員國為主

（Dang Thị Loan et al. 2010, 104-105）。

革新開放後的1990年代，由農村向都市遷移的人口壓力逐漸出現在全國地

區，像是南部的胡志明市、北部的河內和海防均吸引著周邊貧窮省分的勞工遷

移。在革新初期的90年代，人們開始透過人際關係和開放市場的社會網絡途

徑尋找工作、住所和經濟機會。雖然國家的重要經濟部門仍在政府和黨的控制

下，但是政府也意識到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變化，不再強迫勞工及其家庭遵循國

家的勞動調度和居住分配等規定。在革新之前，國內遷移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受

國家的調派；但革新之後，因為國家調派工作的遷移只佔6.1%，反而是依親

（33.3%）和前往非國家部門工作（32.1%）佔了多數。革新之後，因為向市

場經濟的轉型導致生產部門結構產生變化，受雇勞工職業分布也隨之變動，大

量從國家部門轉移到非國家部門，這包含了私有、家庭和非正式的各種經濟

型態，顯示革新措施在國家部門之外創造了許多新的經濟機會（Le and Kh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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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39-54）。

因此，我們可以說越南在1986年革新前的勞動遷移高度受限於國家制度，

在國內部分包含國家經濟計畫與國家部門之間的勞動調派，國際遷移則是僅

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流動。革新後至1990年代初期與西方國家關係正常化

後，因為人道安置為由的家庭團聚移民，也有部分是越南人與海外越僑的通婚

使然。無論是國家的勞動調派或是國際的人道安置，都源於越南過去歷史上特

有的政經制度與戰爭遺緒，並且在革新後這類國際遷移也已日漸式微。

五、北移工：越南國營企業股份化與契約移工的制度因素

越南於1986年底決議實施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的革新政策，強調改革的漸進

性和政治的穩定性，儘管開放私有資本但國家經濟結構調整仍優先於私有化，

因此可以看到過去佔據經濟發展主導地位的國營企業，紛紛進行所有權的股份

調整與組織改革。國營企業在革新政策後積極股份化鼓勵民間資本投資，或讓

國營企業員工認股，但多數國營企業股份仍掌握在國家機關手中。不管何種形

式的勞務仲介，國營色彩都非常濃厚，越南政治體制雖是共產黨獨大，但是卻

有不同的團體在競逐利益，因此許多政府部門紛紛成立勞務輸出公司，像是交

通部所屬的石油公司和地方政府等（王宏仁、白朗潔 2007）。

根據越南官方文件（第362/CP號決議）的內容，1980年政府已開始將勞

工輸出到前蘇聯集團和中東國家，當時勞動輸出的目標有二：解決戰後部分

青年工作問題，以及提高工人技術能力，使其返國後擔任國家建設的技術工作

（MOLISA 2006）。4
實際上，由於當時越南長期接受前共產集團國家的援助

或借貸，但無力償還因此透過勞動輸出方式支付其債務（Beredford and Dang 

2000, 79）。儘管1986年底越南實行革新，但隨後蘇聯與東歐政治局勢變動導

致越南對外勞動輸出幾近中斷，直到1991年由部長會議公佈第370/HĐBT號決

4 越南中央主管海外移工的機構為「勞動─榮軍─社會部」（Bộ Lao động-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英文名稱為Ministry of Labour，War Invalid and Social Affairs，以下簡稱
MOLISA），下轄「海外勞動管理局」（Cục quản lý lao động ngoài nước；英文名稱為
Department of Overseas Labour，以下簡稱DOLAB），為專責執行移工相關事務的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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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確立了契約勞動形式的勞動輸出方式以符合國際勞動市場規範。1999年

之後，移工移入地區由轉向東亞地區等新興工業國家（請參考圖3），自此勞

動輸出規模逐漸成長從1992年至2020年，越南國家已輸出將近194萬人次勞動

者前往國外工作；台灣在1999年開放引進越南移工，至2020年底累計人數已

超過77萬人次。5

越南共產黨的權力核心中央政治局於1998年公佈的第41-CT/TW號指示

中，指出：「勞動輸出是一項促進社會發展的經濟活動，可以增進人力資

源、創造就業、提高收入、爭取外匯以及加強與其他國家間的國際合作」。

就長遠來看，勞動輸出政策所培訓出來的勞動力，是國家在實現現代化與工

業化過程中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它也是強化國際合作的一種方式（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2005）。勞動輸出政策在獲得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後，各級地

方的黨政幹部莫不全力配合，2006年國會更通過《越南契約勞動者出國工作

法》（LAW NO. 72/2006/QH11 OF NOVEMBER 29, 2006, ON VIETNAMESE 

GUEST WORKERS），該法即成為規範勞動輸出領域的最高律法。

法令所規範的勞動輸出活動，從移工的招募、培訓、簽約、出國工作到期

滿回國均可見勞動出口公司的角色。台灣習慣上所稱的外勞仲介公司，在越南

一般稱為「勞動出口公司」（công ty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依照2008年的資料

5 越南勞動輸出人數歷年統計，1992-2017年資料請參考張書銘（2018, 101-103）；2018
年人數為142,860、2019年人數為147,387，資料來源：Báo điện tử Kinh tế & Đô thị. 
2020.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của Việt Nam vượt mức 100.000 người trong 6 năm liên tiếp". 
https://kinhtedothi.vn/bieu-do-xuat-khau-lao-dong-cua-viet-nam-vuot-muc-100-000-nguoi-
trong-6-nam-lien-tiep.html (January 2, 2020). (Accessed on July 23, 2022). 2020年人數
為78,641，資料來源：Tạp chí Kinh tế và Dự báo. 2021.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chờ cơ hội 
phục hồi từ năm 2022". https://kinhtevadubao.vn/xuat-khau-lao-dong-cho-co-hoi-phuc-hoi-
tu-nam-2022-17495.html (June 11, 2021). (Accessed on July 23, 2022). 勞動輸出到台灣
的人數資料，1999-2017年請參考張書銘（2018, 101-103），2018年人數為60,369，資
料來源：Cổng thông tin điện tử bộ tài chính. 2019. "Cơ hội rộng mở đối với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Việt Nam năm 2019". https://mof.gov.vn/webcenter/portal/vclvcstc/pages_r/l/chi-tiet-
tin?dDocName=MOFUCM146875 (Feburary 14, 2019). (Accessed on July 23, 2022). 2019
年人數為54,480，資料來源：Báo điện tử Kinh tế & Đô thị. 2020. 2020年人數為34,500，
資料來源：Tạp chí con số & sự kiện. 2021.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trong bối cảnh đại dịch 
Covid-19". https://consosukien.vn/xua-t-kha-u-lao-do-ng-trong-bo-i-ca-nh-dai-dich-covid-19.
htm (October 13, 2021). (Accessed on July 2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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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領有合法勞務輸出許可證共有177家公司，其中有25家含有私人股份，

且超過半數（104家）總公司集中在首都河內（MOLISA 2008）。對照2022年

7月海外勞動管理局的資料，領有合法勞務輸出許可證的公司共有301家，其

中北部有264家（88%）、中部有7家（2%）、南部有30家（10%），由此可

見勞動出口公司多以北部省分為主要活動地區（DOLAB 2022）。這是因為北

部省分靠近首都河內，而河內做為全國的政治中心，不僅是許多中央黨政機關

的所在地，也是多數勞動出口公司集中的地方。這些勞動出口公司幾乎都是由

政府單位或國營企業經營，例如中央政府機關的漁業部和國營企業的越南紡織

廠均在革新後設置勞動出口公司。甚至中央主管機關MOLISA也有三家直屬的

勞動出口公司和一家勞動訓練中心，均由MOLISA握有全部股權，並實際參與

勞動輸出業務活動（張書銘 2018, 116-117）。

中央的勞動─榮軍─社會部多會在每年年初透過記者會與新聞稿形式，公

圖3　越南移工輸出地區趨勢（1980-2003年）

資料來源：Dang Nguyen Anh (200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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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上一年整體勞動輸出的概況，如輸出人數、前往國家的分配、目標達成率

等。有關越南移工來源省分的歷年統計資料取得不易，
6
目前僅有2008年各省

統計資料可以參考（請參考表1），在移工人數超過千人以上的19個省市中，

僅有胡志明市位於南部。另在勞動─榮軍─社會部所公布2007年至2010年6月

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出國工作的282,106人之中，來自北部和中部地區省分就

佔了95%，而南部僅佔5%（Liên Minh Bài Trừ Nô Lệ Mới ở Á Châu 2011）。自

2020年起，COVID-19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世界各國隨即陸續採取邊境緊縮

政策；儘管越南的勞動輸出活動也受到影響，但2021年越南勞動出口人數仍

是以北部省分居多。根據政府統計資料，2021年赴國外工作的越南勞工總數

為45,058人，僅達到該年預定分配目標的一半（Cục Quản Lý Lao Động Ngoài 

Nước 2022）。其中，光是義安省（表1排序2）就佔了11,210人，將近全國四

分之一勞動出口人數（Báo Nghệ An điện tử 2022）；河靜省（表1排序5）有

5,587人（Báo Lao Động 2022）；清化省（表1排序3）則是僅前10個月，就有

將近4,000名勞工出國工作（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2021）；北江省（表1排

序4）也僅剩約1,600人（Báo Bắc Giang 2022）。由於越南各省勞動輸出統計

數字難尋，僅能從個別地方政府發佈之新聞資料找循線索，從2021年資料來

看，僅義安省、河靜省、清化省、北江省四個省分勞動輸出人數就已經佔該年

全國勞動輸出人數一半。

表1　越南各省／市勞動輸出移工人數（2008年）

排
序

省／市 人數
排
序

省／市 人數
排
序

省／市
人

數

1
胡志明市

（TP. HCM）
9,825 22

加萊省

（Gia Lai）
705 43

同奈省

（Đồng Nai）
200

6 筆者曾詢問河內寶山勞動出口公司高層和越南社會科學研究院學者，有關越南勞動輸

出的各省統計資料，然而都只有單一年度輸出總人數的概況，並未有詳細至各省的歷

年統計數字。因此，僅能透過北部幾個勞動輸出重要省分所發佈的勞動輸出新聞稿資

料，從中獲取有關地方省級的勞動輸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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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義安省

（Nghệ An）
9,707 23★

廣寧省

（Quảng Ninh）
676 44

慶和省

（Khánh Hoà）
200

3★
清化省

（Thanh Hoá）
9,479 24

永隆省

（Vĩnh Long）
634 45

廣南省

（Quảng Nam）
200

4★
北江省

（Bắc Giang）
7,588 25

堅江省

（Kiên Giang）
620 46

平福省

（Bình Phước）
178

5★
河靜省

（Hà Tĩnh）
6,325 26★

廣治省

（Quảng Trị）
593 47

峴港市

（Đà Nẵng）
150

6★
河內市

（Hà Nội）
3,920 27★

北 省

（Bắc Kạn）
522 48

安江省

（An Giang）
140

7★
北寧省

（Bắc Ninh）
3,115 28★

焉拜省

（Yên Bái）
515 49

西寧省

（Tây Ninh）
116

8★
海陽省

（Hải Dương）
3,107 29

富焉省

（Phú Yên）
510 50★

山羅省

（Sơn La）
109

9★
太平省

（Thái Bình）
3,102 30

廣義省

（Quảng Ngãi）
507 51

金歐省

（Cà Mau）
104

10★
富壽省

（Phú Thọ）
3,012 31★

河江省

（Hà Giang）
503 52★

高鵬省

（Cao Bằng）
100

11★
興安省

（Hưng Yên）
2,515 32

前江省

（Tiền Giang）
463 53

茶榮省

（Trà Vinh）
100

12★
南定省

（Nam Định）
2,500 33

同塔省

（Đồng Tháp）
312 54

林同省

（Lâm Đồng）
87

13★
泰源省

（Thái Nguyên）
2,275 34

平定省

（Bình Định）
310 55

薄寮省

（Bạc Liêu）
83

14★
廣平省

（Quảng Bình）
2,217 35★

承天順化省

（Thừa Thiên Huế）
308 56

寧順省

（Ninh Thuận）
77

15★
寧平省

（Ninh Bình）
1,800 36

得農省

（Đak Nông）
301 57

崑嵩省

（Kon Tum）
72

16★
和平省

（Hòa Bình）
1,616 37★

諒山省

（Lạng Sơn）
300 58

巴地頭頓省

（Bà Rịa - Vũng Tàu）
65

17★
永福省

（Vĩnh Phúc）
1,036 38

隆安省

（Long An）
268 59

後江省

（Hậu Giang）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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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海防市

（Hải Phòng）
1,022 39

平順省

（Bình Thuận）
250 60★

奠邊省

（Điện Biên）
55

19★
宣光省

（Tuyên Quang）
1,020 40

芹苴市

（Cần Thơ）
250 61

平陽省

（Bình Dương）
45

20
檳椥省

（Bến Tre）
806 41

朔莊省

（Sóc Trăng）
230 62★

老街省

（Lào Cai）
43

21
得樂省

（Đak Lak）
750 42★

河南省

（Hà Nam）
219 63★

萊州省

（Lai Châu）
21

合計：87,936（人）

說明：排序以人數遞減為依據；「★」號標記者為北部省分，未標記者為南部省分。
7

資料來源：MOLISA（2009）。

中央的政策宣傳和制度完善的影響力是從河內向外擴散的，對南部地方來

說難免有些鞭長莫及。加上，南部的胡志明市是全越南第一大城，也是南部

的政治經濟中心且工商業發達，部分鄰近省分因應國家革新政策，設有不少吸

引外資所設立的工業區，像是鄰近胡志明市的同奈省、平陽省和隆安省，這些

地區對勞動力本來就具有高度需求。這些南部工業區甚至出現了缺工的情況，

地方政府還要聯合有勞工需求的公司，直接前往農村地區或是更南邊的湄公

河平原各省進行招募，因此勞動出口活動不比北部省分活躍，所以勞動輸出政

策的推行在多數北部省分蓬勃發展，南部省分卻黯然失色（張書銘 2018, 155-

159）。

7 依照越南國家統計局常用的經濟地理區域為劃分，越南全境分為八大區域：西北區

（Northwest）、東北區（Northeast）、紅河平原區（Red River Delta）、中北沿海區
（North Central Coast，俗稱北中部）、中南沿海區（South Central Coast，俗稱南中
部）、中部高原區（Central Highlands，俗稱西原）、東南區（Southeast）、湄公河平
原區（Mekong River Delta）。越南人一般習慣所稱的北部，即包含西北區、東北區、
紅河平原區各省；中部，即包含中北沿海區（北中部）、中南沿海區（南中部）、中

部高原區（西原）各省；南部，即包含東南區、湄公河平原區各省。若是只概分為

南、北兩大區域，北部包含西北區、東北區、紅河平原區、中北沿海區（北中部）；

南部則包含中南沿海區（南中部）、中部高原區（西原）、東南區、湄公河平原區

（請參考圖4）。



 北移工、南新娘：越南遷移體制的制度脈絡分析　147

圖4　越南之經濟地理分區圖

資料來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rthern,_Central_and_Southern_Vietnam，經作者重

製。

Portes與Walton（1981, 31-32）指出隨著國際市場擴展到或滲透到前資

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的社會，這會破壞了先前存在的社會關係並動員部分人

口進入移民遷移，其中一些流向國內其他城市地區，一些流向國外，國際移

民由此而生。持續的勞動遷移需要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一體支配並滲透到其

下包含的一切單元，然而此舉會造成內部既有的部門和制度之間產生失衡

（imbalance）。因此，地方經濟不得不重組以適應國際分工，新的國內階級

出現與外國資本的聯繫更緊密，消費習慣、價值觀和規範被重新納入政治和經

濟制度，新舊政經制度之間的結構失衡最終會產生一股遷移壓力。

以越南革新後的發展情況來看，因國家開放私人與外國資本的加入使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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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國家和集體所有制發生變化，在逐步走向資本主義市場商品化經濟的過程

中，國家的做法是：向地方分權和全球市場開放。透過制訂《越南契約勞動者

出國工作法》明文規範勞動輸出相關活動，確立勞動輸出活動採取契約精神，

與其相關的企業、組織和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均受契約保障（該法第一條）。由

於國營和集體企業股份化並加入部分私有資本，除此之外也有外國資本參與勞

動輸出活動。透過法律確立私有和外國資本的所有權，以及勞動輸出的契約形

式，而這兩者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作的主要基石；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各地

勞動出口公司以及移工人數的快速穩定成長。另一方面，越南的勞動出口公司

幾乎都具有國營色彩，其性質是不同於台灣的外勞仲介公司；這些國營企業握

有勞動出口公司全部（或多數）股份，其本質是「國家管理的一環」。黨和政

府藉由組織勞動出口協會（Vietnam Association of Manpower Supply）進一步

監督和管理各公司，勞動出口公司藉由與國外勞動仲介公司的業務往來，也掌

握了國外勞動市場動向的第一手資訊；許多的法令和政策都是由勞動出口公司

扮演訊息傳遞與組織運作的角色，也是國家和移工之間重要的制度安排。

六、南新娘：台灣跨國資本與商品化婚姻仲介的跨國網絡

在「南新娘」的新移民原鄉省分的地理分布上，可能較北移工的地理範圍

更加集中，越南新移民多數來自「下六省」，所謂下六省指的是南部湄公河

三角洲省分（王宏仁、張書銘 2003；龔宜君 2006），以2004年新移民原鄉省

分的分布來看，南部省分就佔了83.46%（請參考表2、圖4）。8
越南學者Trần 

Thị Minh Thi（2019, 38-39）採用2013~2016年司法部跨國婚姻統計資料，指出

越南人與外國人結婚的比例中，有高達80%是戶籍登記在南部的越南公民。其

中，與美國人結婚最多的省市是胡志明市、同奈省、承天順化省、前江省、巴

地頭頓省；與台灣人結婚較多的省市主要是胡志明市、芹苴省、同奈省、後江

省、西寧省、同塔省、巴地頭頓省；與韓國人結婚的省市包括芹苴省、海防

8 由於「表2越南新移民原鄉省／市人數分配（2004年）」資料，乃是由駐胡志明市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提供之內部資料。因此筆者在2022年7月透過移民署詢問駐胡志明市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後，得知統計表格欄位已經過數次更改，新移民的原鄉省分欄位已

不復存在，以致於無法提供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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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後江省、廣寧省、堅江省、海陽省和金甌省等。另外，越南全國婦女聯合

會主席Nguyễn Thị Thu Hà表示，根據2008~201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僅湄公河

三角洲就有約7萬名女性嫁給了外國籍丈夫，佔全國越南女性嫁給外國人總數

的79%（Chúc Ly 2019）。這一人數統計資料，還不包括也有許多嫁給外國人

的東南區省分女性（湄公河三角洲與東南區省分地理位置，請參閱圖4）。

表2　越南新移民原鄉省／市人數分配（2004年）
排序 戶籍地 人數 百分比 省分所在地理區

1 西寧省（Tây Ninh） 1,644 16.56 東南區

2 芹苴省（Cần Thơ） 1,369 13.79 湄公河三角洲

3 同塔省（Đồng Tháp） 1,275 12.84 湄公河三角洲

4 朔莊省（Sóc Trăng） 1,049 10.57 湄公河三角洲

5 胡志明市（TP. HCM） 708 7.13 東南區

6 同奈省（Đồng Nai） 519 5.23 東南區

7 永隆省（Vĩnh Long） 419 4.22 湄公河三角洲

8 後江省（Hậu Giang） 387 3.9 湄公河三角洲

9 茶榮省（Trà Vinh） 247 2.49 湄公河三角洲

10 金毆省（Cà Mau） 178 1.79 湄公河三角洲

11 堅江省（Kiên Giang） 172 1.73 湄公河三角洲

12 前江省（Tiền Giang） 170 1.71 湄公河三角洲

13 隆安省（Long An） 149 1.5 湄公河三角洲

其他 1,641 16.54

總計 9,927 100

資料來源： 〈2004年越南新娘戶籍分布統計〉，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內部資

料，未出版。

由於1980年代全球以及台灣經濟結構的改變，促使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商

資本開始西進中國和南向東南亞。1991年，越南政府核准台灣外貿協會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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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和胡志明市兩地設立辦事處，隔年獲准設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對越投資

因此大幅增加。台灣經濟部於1993年12月提出〈經濟部南進政策說帖〉，以

具體作法協助勞力密集產業移向東南亞。次年行政院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

經貿工作綱領〉（1994~1996年為第一期），正式推動南向政策，加強開拓與

東協國家經貿關係及因應東南亞經濟整合之趨勢，實施範圍涵括泰、馬、印、

菲、星、越、汶等七國（黃奎博、周容卉 2014）。

根據越南統計，從1988~2006年外資投入項目的案件數量來看，來自亞洲

國家的投資金額最高；亞洲地區主要為台灣、新加坡、南韓、日本和香港，這

幾個國家和地區投入總金額約350億美金，佔所有外資註冊資本額的45%。投

入的項目和金額分配省市均以胡志明市排名第一，若再加上其他南部主要省

分，如同奈、平陽、巴地—頭頓、隆安，合計南部胡志明市與其周邊地區投入

件數與金額比例均在六成左右，顯見胡志明市及其周邊地區為吸引外資最多

的區域。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新加坡和香港三地多屬中小企業約佔外資總額

30%（Bui 2010, 12-15）。2010年以前，台灣在越南外人直接投資的累計項目

案件與金額長年居於第一位，如果加上未報准或透過第三國如維京群島、開曼

群島或香港、新加坡等地註冊後轉投資（許文堂 2013, 10），或有使用人頭投

資的情況（龔宜君 2010），推測其實際金額規模應該更大。

在1994年底美國對越南解除經濟制裁，歐美日韓等國家大舉投資越南之

前，越南前三大投資國家與地區分別是：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約占所有投資

總額60%。可以說越南革新開放初期的經濟發展很大部分是由國外的華人資本

所支撐起的，政府核准的外人投資案進駐南部胡志明市及其周邊地區就超過一

半，這是因為投資企業的主體是華人資本。加上胡志明市自18-19世紀以來即

為越南華人聚居區，因此上述這些所謂的華人資本多選擇在胡志明市周邊的華

人企業作為接觸與投資的對象；另一可能原因則是南部過去由資本主義政權

統治，其歷史觀和價值觀比較接近外國資本家（林雅倩譯，窪田光純著 1997, 

148-153）。在20世紀的國際遷移過程中，如果將移出和移入國之間的國際政

治經濟發展和歷史過程相互參照，就可以理解殖民主義遺產對於遷移的重要影

響（Sassen 1988, 52-53）。但1990年代移民進入歐洲現象，顯示移出國和移入

國之間既使沒有地理和殖民聯繫的情況下也會發生遷移。因此，當代遷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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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與政治介入有關之外，還有全球資本透過跨國公司網絡流動所帶來的影

響，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滲透，這將經濟發展和全球系統演變的討論帶回了移民

研究之中。政治的介入和資本的流動顯然是相互關連的，這些制度的相互作

用，構成了當代國內和國際遷移的主要動力，尤其是資本的擴散對於亞洲內部

移民的增加特別重要（Skeldon 1997, 45）。

台灣與越南間的跨國婚姻是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其運作形式主要透過

婚姻仲介帶團安排相親，其形式完全不同於過去廣受批評的郵購新娘現象，這

是全球化浪潮下新的婚配模式（唐文慧、蔡雅玉 2000）。關於台灣與越南或

印尼跨國婚姻的道德評價並非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而是將分析重點放在台越

跨國婚姻出現與形成的原因。約莫2000年前後，台灣大街小巷開始出現「越

南新娘」的廣告招牌時，試想台灣男性拿起電話撥打招牌上的電話，就有可能

與越南女性結婚，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境！？

王宏仁、張書銘（2003）指出台越跨國婚姻之所以人數這麼多，是因為

兩地婚姻仲介所建構的跨國婚姻社會網絡使然。早期台灣與東南亞的跨國婚

姻形式，主要是透過個人的社會網絡進而達到聯姻，而且很多都是華人或客

家人（泰國、印尼與越南共和國時期的華人），在此階段還不太具有商品化

性質。直到1990年代，台灣資本率先進入南部的胡志明市及其周邊省分，許

多台商或台幹因工作關係遂落腳胡志明市。台商進入越南的投資過程，是從

最早的「一只皮箱走天下」的小老闆，到人頭公司，到小公司，最後才是大型

企業（龔宜君 2005, 148）。另根據王宏仁（2009, 170）對越南台商的觀察，

指出赴越南投資的台商類型，大致可分為：1988~1990年多半是跑路過去的，

1991~1993年則是標會籌措資金過去的，1993~1995年是在台灣經營不下去

又有點積蓄的人，1995年後才是大企業過去。由此可知，部分越南台商的形

象，不要說與跨國大企業主一樣，其實甚至與一般中小企業主也不盡相同。

而這些婚姻仲介業者很多是早期赴越南投資的台商或外派人員，因熟悉越

南當地民情而轉入婚姻介紹。這些經營婚姻仲介的台灣人其實就是「另類台

商」，他們將台灣中小企業的經營模式應用到跨國婚姻，結合越南媒人創造出

橫跨台越兩地的婚姻仲介產業，顛覆傳統的婚姻習俗與婚配過程。在台越跨國

婚姻的商品化過程中，這些投入媒介的越南女性多數來自胡志明市以南的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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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農村地區，負責聯絡的越南大、小媒人也都會以胡志明市作為跨國婚姻市場

的業務中心，諸如養新娘、小旅館相親、代辦跨國結婚文件等，都需要胡志明

市的現代大都會氣息、精通華語文的人才、靈活彈性的相親活動（避免公安

查察）以及必須通過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結婚面談程序等。簡言

之，若非兩地婚姻仲介透過協力分工模式，建構出一條商品化的台越跨國婚姻

路徑，台灣男性與越南女性是不可能輕易地克服跨國婚姻之間種種的制度障

礙，也不會有今天超過半數的新移民是來自於越南的情況（張書銘 2002, 50-

53、100-105）。

而這一涵蓋台越兩地的跨國婚姻社會網路，實為早期越南台商涉入婚姻仲

介並且不斷發展的結果，也是外國投資與婚姻移民之間因果關係。當然台越之

間的跨國婚姻出現，並非是理性經濟的跨國投資或是專家系統的南向政策所能

預見的社會現象，此種非預期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其實與個體化

進程有很大的關係（張書銘 2017）。這裡所謂的個體化進程指的是個體權力

日增的過程，儘管商品化台越跨國婚姻最核心的作用是仲介的運作，但如果沒

有其他行動者的參與構建，這一跨國婚姻網絡是不會發展成為今天台灣與越南

兩地重要的社會現象。

從東亞與東南亞區域經濟發展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來看，區

域內各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彼此相關並有著成功的經驗。雁行模式的歷史發展是

以日本為雁首，其次是以亞洲四小龍（台灣、韓國、香港、新加坡）為代表的

新興工業化國家，隨後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驅動了東南亞地區（馬來西亞、印

尼、泰國和菲律賓）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最後則影響了後進的越南和中國。雁

行模式的新國際分工體系，似乎也反映著與越南遷移體制相關連的移入國家，

在移工部分除了台灣作為越南移工的首要接受國之外，其次為馬來西亞、日本

和韓國（張書銘 2018, 104-105）。而婚姻移民也有相同的情況，排除越南女

性與國外越僑結婚的類型，台灣也是目前越南女性跨國婚姻最多的國家。在韓

國，2005~2013年間，婚姻移民佔韓國所有入籍案件的79%，大多數婚姻移民

來自附近的亞洲國家：中國（41%）、越南（26%）、日本（8%）和菲律賓

（7%），2014年韓國的外籍配偶人數約有15萬左右。其中，中國籍配偶幾乎

都是朝鮮族女性（Kim and Kilkey 2018; 杜彥文譯，金賢美著 2019,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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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越南女性嫁給越僑一樣，都屬於族群通婚的情況。根據韓國統計局的報告，

2016年韓國國際婚姻數字為21,709，越南人數（28%）首次超越中國（27%）

（Vu 2017）；此外，新加坡從2000年起也開始出現了與越南女性的跨國婚姻

現象（Phan 2011），而且韓國與新加坡的跨國婚姻也都與台灣類似，大多屬

於商品化仲介婚姻。

七、 結語：北移工、南新娘：越南遷移體制與資本主義接合的差
異

當代全球每個國家幾乎均涉入了國際遷移之中，複雜的遷移系統已然形成

「全球」和「區域」兩個層級（賴佳楓譯，Castles and Miller著2008, 8-12），

然而這兩個層級的遷移系統並非互不干涉；相反地，兩者相互作用。「北移

工、南新娘」如此特殊的遷移現象，看起來像是區域層級的台越跨國遷移，實

際上不論是越南的革新政策、還是台灣的南向政策，其實都受到全球資本主義

運作的影響，可以說越南革新後遷移體制的形塑與資本主義的接合具有重要關

連性。

本文討論的「北移工」遷移特徵，即是越南國家從社會主義體制向資本主

義市場化過渡，過去的國有和集體所有權與生產模式，透過股份化轉向結合私

有和外國資本的多種組合，也就是國家經濟發展結構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由

於國營和集體企業股份化並加入部分私有資本，除此之外也有外國資本參與勞

動輸出活動，並且透過《越南契約勞動者出國工作法》確立勞動輸出企業私有

和外國資本的所有權，以及勞動輸出的契約形式，而這兩者也是資本主義市場

經濟運作的重要精神。再者，多數勞動出口公司均由國營企業握有股份，其本

質是「國家管理的一環」，是國家和移工個體之間重要的制度安排。由於河內

為政治中心，因此革新後這些勞動輸出制度和國營企業仍留在以河內為中心的

北部地區，此勞動輸出制度成為北移工的主要動力。

革新政策也提出優惠政策吸引外國資本進入越南，自1994年起，越南成為

台灣南向政策的重點國家之後，台商已將越南列為前往東南亞投資的目的國。

與此同時，1990年代後期至2000年初期越南新移民人數顯著增加，這與台灣

對東南亞投資有時間上的正相關。台灣對越跨國資本流動成為跨國婚姻的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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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而「南新娘」的遷移現象則與活動於南部胡志明市及週邊省分的台商，介

入跨國婚姻仲介網絡有關。

本文所討論的越南與台灣之間跨國遷移現象，無論是勞動形式的移工，還

是婚姻途徑的新移民，其遷移體制的生成乃是以越南國家的政治經濟轉型（革

新政策）為前提，在此體制中國家角色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當我們採取鉅觀視

角分析同一移民來源國的時候，它也有可能因為制度因素的差異，形成不同

的遷移動力。而「北移工、南新娘」遷移特徵的差異，即為遷移體制與資本主

義接合方式的不同：一個是透過法律確立勞動輸出活動中的私有和外國資本的

所有權，以及勞動輸出的契約精神，以此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和國際勞動市場；

另一個則是因為外國投資所帶來的社會網絡而形成的跨國婚姻市場。形塑「北

移工、南新娘」遷移特徵的原因，正如Sassen（黃克先譯，Saskia Sassen 2006, 

188-189）所言：遷移並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遷移現象

不只是個人決定的加總，而是被既存的政治經濟體系所形塑與模式化的過程。

 （收件：110年9月11日，接受：111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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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etnamese immigrants have obvious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north and marriage migrants from the south” according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in Taiwan. At the end of 1986, Vietnam adopted 

a Renovation Policy (Doi Moi), the country transitioned from a socialist 

regime to a capitalist marketization, and the shareholding of state ownership 

led t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collective production model. Since then, 

various forms of capital combination combining private and foreign capital 

have become the main dynamical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labor export policy, the state establishes the property rights of private and 

foreign capital of labor exporting enterprises and the contract form of labor 

export through the “Law on Vietnamese Guest Workers”(No. 72/2006/QH11 

of November 29, 2006),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spirit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Because of this, Vietnam is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arket. Most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headquarters were established in Hanoi because the capital 

Hanoi has been the political center since 1955. Almost all the labor export 

companies established after the renovation have state or collectiv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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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thus forming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north. In the 1980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Taiwan 

was unfavor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it coincided 

with Vietnam’s renovation and proposed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many Taiwanese businessmen went to Vietnam for inspections. 

In addition, Taiwan’s Southbound Policy in 1994 prompted a large number of  

Taiwanese transnational capital to enter Ho Chi Minh City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southern Vietnam. Therefore, the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arriage 

migrants from the south” are related to the involvement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gency networ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ce in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north and marriage migrants from the south” is caused by the articulation of 

migration regime and the capitalism. The former i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private and foreign capital in labor export activit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 of contrac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arket,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arket formed by the social network 

brought by foreign direct capital.

Keywords:  Vietnam, Renovation(Doi Moi), Migrant Workers, Marriage Migrants, 

Migration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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