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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日薪83塊台幣！剛果童工「吸毒粉塵+工時12hr」只為挖「鈷」求生存！「鈷」是構成

鋰電池最重要的成分，鋰電池現在被廣泛使用在手機、筆電甚至是被用來幫電動車充電，那

你知道「鈷」是怎麼來的嗎？位於非洲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有很多礦山，許多年紀未滿10歲的

小孩，每天為了2英鎊（約83塊台幣）的生活費，在礦坑裡工作12個小時，更有人被毒品控

制，要在埋有地雷、85英尺（約25公尺）深的地下深處挖礦，若是不從就很有可能遭到毆打

或是被狗咬，導致這些年紀極小的孩子出現流鼻血、瘦弱、全身是傷的狀況。 

我們身處「e」世代環境，一天中有8小時使用這些或許是透過非法童工挖掘鈷生產出來

的電子產品。在我們享受著因為高科技所帶來的效益感到便利時，可曾想過無形中也成為促

進非法童工被僱用的誘因？ 

對這些兒童來說，長大後就要去工作是應該的事，因為在他們身處的地區，每個人都是

這樣的。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長大後就是要去上學，我們彼此覺得理所當然的事卻是對方無法

想像的事情。社會或國際間依然有許多貧窮產生的原因及現象，而我們以同理心出發，希望

透過我們的力量能夠給予他們幫助。 

二、 研究目的 

（一） 明白非法童工對兒童身心發展的影響。 

（二） 透過線上問卷調查台灣高中生對於非法童工的關心程度。 

（三） 了解童工成為製造商僱用人力的真相。 

三、 研究方法 

以下為我們在這次研究中使用的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在擬定題目後，本組利用文獻調查法去搜集相關資料並且整理，藉此了解非法

童工及其衍生問題。 

（二） 問卷調查法 

本組為明白高中生對非法童工的瞭解程度，利用文獻分析法所整理的資料設計

一份問卷提供給台南市區的高中職生填寫，並從中了解高中生對此議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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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一） 童工的定義 

以國際勞工組織訂定童工相關規定與我國規定進行比較，以下比較以國際代稱

國際勞工組織。 

1. 年齡限制 

我國：15歲以上未滿16歲；未滿15歲但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

性質及環境無礙其身心健康而許可者。 

國際：13歲至18歲。 

2. 工作種類 

我國：不得從事非童工智力或體力所能從事的繁重及危險性工作。 

國際：細分為三個等級，輕量級、危險級以及最惡劣形式，本組此次以從事最惡劣

形式工作的非法童工進行研究。 

 

 

工作等級 各等級定義及限制 範例 

最惡劣形式 

所有危及工作者的健康、安全、心

理或不道德的工作。 

所有18歲以下的青少年是嚴禁參與

或從事這類工作。 

包括將人當作奴隸、販賣；強迫參

與戰爭、從事色情事業；製造或販

毒等。 

（表格來源：本組自行彙整） 

（二） 全球童工現況與主要分布區域 

1. 受害人數、性別及年紀 

研究動機 確立研究目的 資料蒐集

文獻探討問卷調查結論與建議

表二・工作等級及最惡劣形式 

圖一・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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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為童工問題付出長久努力，至今童工問題仍然侵蝕著社會機構。根據

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顯示2012年至2016年間全世界仍有約2.81億的5到17歲兒童正在

就業，約有1.52億的兒童是童工受害者，其中有一半的兒童（約7,600萬）從事危險

型工作。有將近一半的童工年紀為5至11歲（約48%），12歲至17歲的童工數量也占

一半的數量，全數約1.52億的童工中逾70%為男孩！ 

2. 童工主要分布區域、工作種類 

目前約有一半的童工位於非洲區域，其次為亞洲和太平洋區域（約62.1萬）。

大多數童工主要工作為農業，包括漁業、林業、畜牧業和水產養殖業，以及自給和

商業農業；其餘的少數童工則從事服務業和工業。 

二、 僱用非法童工對孩童身心發展的影響 

（一） 喪失受教權 

童工問題衍生出受教權的爭議，童工因為超時工作或家庭因素導致許多童工無

法獲得接受教育的權利，因此聯合國於2002年6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第90屆國際勞

工大會決定每年6月12日為「世界反童工日」，並宣導童工相關問題。 

到2006童工數量減少將近1/3，但是許多家庭仍然需要孩童出去工作，也仍有許

多兒童無法接受教育，甚至不識字。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統計學會資料

顯示，全球平均識字率為86.3%，而阿富汗的識字率卻只有38.2%，能明顯的發現阿富

汗的識字率極低，平均十個人，大約只有四個人是識字的，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兒童必須工作，而非接受教育。 

但也有成功的例子，剛果在2001年時識字率為67.2%，但是經過一段努力，在2

016剛果的識字率已達到77.0%，雖然仍低於世界平均，但已經是很大的進步。 

即使有國家已經體認到受教的重要並提出改善之道，世界上還是有約一億兩千

多萬的兒童是失學的，而其中以南亞有約四千六百多萬的兒童從來沒有上過學。孩童

們沒有辦法受教就沒有辦法有翻身的機會，只能一直處在惡性循環裡，因此受教權無

非是國際應該要更注重的一環。 

（二） 對孩童生理與心靈的影響 

  因為長期受到壓榨，從事危險工作並身處於極惡劣的環境，且大多數擁有非法

童工的開發中國家醫療並不發達，對於孩童們的身體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由於僱主們不人道的壓榨行為以及工作內容（例如：挖礦、非法性交易等），

使他們的心靈留下大面積的陰影，可能會導致孩童日後價值觀偏差、早熟等不好的影

響。 

提早進入勞力市場，對於孩童的身心發展都有影響，其中最明顯的問題是－對

法律的漠視，生活條件極差的他們，為了生存，成為童工漸漸變成理所當然的事，儘

管法律一再強調，仍然無法杜絕童工問題的發生，加上極低的就學率，導致孩童長大

後也將法律視為無物，在生存的壓力下，搶劫、盜竊成為逼不得已的唯一選擇，造成

犯罪率居高不下，其中包括葉門、奈及利亞、剛果等國家。 

三、 僱用童工對於不同面向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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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消費者而言，透過消費行為就改善僱用童工的問題，拒絕購買有僱用童工之商品

或消費前多考慮，做出理性消費，以消費者的力量去影響上游廠商。然而，站在不同角度思

考事情，立場就不同，本組透過不同角度去分析僱用非法童工之好處及壞處。 

（一） 人格面：童工自我心理發展 

面對貧困的環境，孩童們不外出謀生，不僅沒賺到錢，還會成為家庭的負擔。

加上高生育率，沒有多餘的金錢可以養育孩子並且讓他們接受教育。雖然不願讓孩童

們成為童工，但面對經濟上的壓力，父母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讓孩子出門工作或是將

孩子交給人口販子。童工改善了短期內家庭的經濟困境，但是這幾年來，整個大環境

並未向上提升，貧窮仍舊世襲，財富始終掌握在富商手上。 

（二） 經濟面：消費者／廠商 

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考量的往往只有價格和品質，然而在這些商品背後，卻有

許多是黑心廠商僱用童工做出來的成品，廠商不惜違背法律，只為了壓低成本取得最

大利潤。 

消費者持續的購買這些商品，例如巧克力、化妝品、及服飾等，只會助長黑心

商人們的非法行為，以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大家只會購買cp值最高的產品，而不將產

品的生產過程列入是否購買此商品的條件中。 

可知消費者並未明確認知商品背後的製作黑幕，如果瞭解商品是經由被壓榨及

失去受教權的流淚童工製作，全球的消費者還會大肆消費嗎？ 

對於廠商而言，因為需要大量勞力生產商品，因此選擇僱用童工。此舉不僅降

低人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孩童們容易接受人身控制，且如果被檢舉從事非法行為，也

還有可能因為孩童們年紀小而免除責任，對於他們來說無不是好處。對於無良的廠

商，當地國家竟然噤聲放任，國際間是否有法律可以箝制如此鴨霸的行為？當我們身

處於安全無虞的環境中，卻因為無知而放任，或瞭解此惡意行為，卻更冷漠無視，那

麼我們的行為與無良廠商何異？ 

（三） 社會面 

經濟發展遲緩，社會就業機會不多，進而導致孩童必須承擔起家計，因為貧窮

所以需要童工，因為童工所以更加貧窮，形成一個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國家經濟弱

化的悲劇，不應該由兒童來承擔。大環境的問題，國際間亦有人道救援機制。如果仗

恃著兒童無知便加以利用，政府官員和無良廠商其心叵測！ 

（四） 政治面：國際／政府 

根據調查，僱用非法童工的地區大部分都是在開發中國家（尼泊爾、瓜地馬拉及

索馬利亞等），而不是已開發國家，他們都有個共同點，就是「貧窮」。 

各國政府都設法抵制僱用非法童工的行為，但現實面是因為國家貧窮，加上部分

政府官員貪污腐敗。以政府的角度來看，非法童工問題是可見但不可解決的，政府能

做的也只有設置法律去抵制，但無法完全解決問題。我們明知無法完全解決問題，但

絕對不能因為困難而不阻止，因為人權生而平等，不應有經濟、人種的差別待遇。政

府的建置是為維護國土、國權，並保護人民，不應該踐踏任何人民的人權，更何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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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受到保護的兒童。 

（五） 歷史面 

非洲地區及西亞地區的風俗民情之下，孩子長大後就必須要出去工作分擔家計

導致喪失受教權無法接受知識，產生大量文盲，反而成了阻礙發展的因素。 

歷史的原罪來自長期性綜合的因素，但隨著國際趨勢及資訊交流的進步，我們

都應該盡一己之力，發揮良性力量，抑止這些不當的童工現象。 

以各種層面去看待非法童工的議題，進而發現企業為追求最大利益而雇用非法

童工，用以降低成本；此外，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也是促使非法童工產生的重要一

環。透過多層面的分析，使非法童工的產生原因更加透明化，也發現所有的層面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  

   四、國際間對僱用非法童工的因應方法 

Gap、Zara、H&M、雀巢集團等這些國際知名企業都曾被爆出使用非法童工，在輿

論壓力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下，許多企業做出相應的解決方式，以維持良好的企業形

象，以下我們分別以不同面向去探討國際間對僱用非法童工的因應方法。 

（一） 經濟面 

1.道德勸說 

非政府組織對多國籍公司施加壓力，經由它們頒布各類公司行為準則，以自律

或他律的方式來遵守有關童工問題之國際勞動基準，藉以達到剷除此類問題之目的，

而不至於涉及敏感之主權爭端。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闡明在對外直接投資、國際貿易過程中遵循國際

勞動基準的重要性，引起廣泛的注意及迴響。 

國際勞工組織（ILO）呼籲大型企業抵制童工，並制定2002年國際反童工日的誕

生，在這之前童工問題始終被認為是國家本身的問題，而非國際間應該相互探討的，

進而衍生童工問題的忽略和漠視。 

2.優惠關稅 

歐盟透過賦予開發中國家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得以發揮一定之匡正作用。根據

此制度所設計之獎懲措施，受益國如能證明已確實有效實施某些國際勞動基準，包括

遵守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之最低就業年齡規定，則得以申請額外之優惠待遇，但如果未

能遵循某些核心國際勞動基準，諸如使用奴工或監獄勞工等，則也可能會被暫時取消

獲得這些優惠待遇之資格。 

美國對貿易夥伴或對投資國施加壓力，希望透過雙邊合作，來迫使它們善待其

本國勞工，包括童工問題之禁絕在內，其中尤以普遍優惠關稅制度所發揮之功效最為

顯著。 

3.財政援助及技術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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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絕大部分會員國為已開發國家，故其經濟實力實

為可觀，透過財政援助及技術協助之手段與開發中國家進行建設性之政策對話，對國

際童工問題之解決，能發揮一定功效。 

4.法律面──制定相關政策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修正對多國籍企業所頒布之指導原則時，也

特別將童工之禁絕條款加入，並加強有關規範之技術。 

美國制定相關立法與頒布總統行政命令，以禁止輸入其他國家童工所生產之貨

品、要求美國大型公司遵守公司行為準則而不得在投資國僱用童工、允許各類非政府

組織對多國籍公司在聯邦法院提起於他國違法僱用童工之相關訴訟。 

國際勞工組織（ILO）要求供應鏈透明化，給予使用非法童工的廠商懲罰，當時

許多企業為了避免商譽受損，並紛紛表態給予童工相應的補助、主動提供就學機會。 

愈來愈多開發中國家制定國家政策改善童工問題，例如：印度禁止諸多行業僱用

年齡低於14歲的未成年人、阿富汗簽署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也有愈來愈多國家

為了讓兒童接受基本義務教育，為貧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學費，努力讓孩童受教育以減

少童工的問題。但有了政策，少了政府及社會的持續關心，非法童工問題還是無法得

到多大的改善。如果這些改善政策只是曇花一現，或短期的偽善現象，那麼童工問題

永遠只會回到原點，我們的力量不能只是一次性的呼籲，必須是長期的審視與監督。 

參、實際作為 

一、問卷調查結果 

由於國際上使用非法童工的趨勢日漸增加，然而關注童工議題的人們少之又少；於是

本組透過「線上問卷」的調查方式，蒐集台南地區在學高中職生對於童工現象的界定與認

知，並期待透過問卷內容與結果，能夠引起高中職生對於童工現象的關注與影響力。 

首先，我們針對童工的基本定義以及相關問題（例如：分佈區域、工種以及衍伸性問

題等）設計線上表單；於個人的社交帳號上發布表單連結，提供大家填寫。三個禮拜後，

將問卷結果統整、分析。 

經過統整與分析後，進而發現受訪者中竟有50%的高中職生認為國際上界定的童工年

紀是13歲以下的孩童，甚至有43%的人不知道國際上有哪些組織是為非法童工伸張權益

的，可見企業僱用非法童工的議題並非受到大多台南地區高中職生的重視。 

非法童工的議題遍及世界，但線上問卷調查結果，呈現出真正重視本議題的高中職生

竟如此的稀少（約40%）；即將成年的我們雖然無法為童工議題做出多大的貢獻，但我們

能做到的，是高聲呼籲周遭親友關注童工議題，並進一步扼止僱用童工的非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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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受訪者年紀 

圖五・國際定義非法童工年紀 

圖三・童工生產的商品 

圖四・童工分布區域 

圖七・是否知道會幫助童工的國際組織 

圖六・非法僱用的影響 

圖八・幫助童工的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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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反童工日：宣導非法童工議題 

本組因為國際新聞報導進而瞭解非法童工的問題日漸惡化，遂提出在「世界反童工

日」向青少年們傳達非法童工問題的重要性、嚴重性，並帶領青少年們一起為非法童工

盡一份心力。 

透過在學校穿堂舉辦的活動，我們規劃了名為高物質生活背後的不平等對待這場活動

向台南高商的學生們宣導童工議題。活動開始透過口頭介紹活動目的及內容，以一段歌

曲表演召集同學們，接著播放主題相關影片、簡報講解非法童工目前的問題和協助的方

法，包括理性消費、具體關注童工議題等。最後本組設置留言板讓參與的同學可以寫下

活動回饋、加入幫助童工的行列。 

本組希望未來不只本校同學參與，而是透過「一人知，百人知」的力量，讓更多青少

年及家長重視非法童工問題，向更多人宣導可以幫助童工們的管道和方式。 

活動剛開始有點冷清，但是漸漸吸引到對童工議題有想法的同學們，到最後，大

部份的同學給予我們活動支持，活動回饋獲得很多好評，我們以短短15分鐘的時間，宣傳

童工議題，得到比預期更好的效果，讓更人知道童工問題的嚴重性。 

 

 

 

 

 

 

 

 

 

 

 

 

 

 

 

 

 

 

 

三、一人一信活動：向國際勞工組織表達感謝 

現階段我們的力量不足以為童工的生活帶來完全的改善，但本組想藉由一人一信的活動

集結大家的力量為童工盡一份心力。在得知國際上有許多國際組織都在為童工發聲及給予他

們幫助後，本組召集了許多一同關心童工問題的高中生一齊寫信，感謝這些國際組織為童工

們做的一切，目的除了讓更多人關心童工議題外，也希望收到信的國際組織能繼續幫助童工

們。 

此次活動選擇了設立世界無童工日的ILO國際勞工組織，利用傳送E-mail（ilo@ilo.org）

和郵寄信件的方式，感謝他們長期對童工的幫助及呼籲大眾關注童工議題。本組在一次集會

中向校內同學說明並推廣童工議題，並讓想為童工盡一份心力的學生們把感謝的話寫下來，

 圖十・同學書寫活動回饋 圖九・活動回饋留言板 

mailto:ilo@il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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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們一併寄給國際勞工組織。 

本組希望活動的效益，不僅僅是寫信感謝國際勞工組織，也能讓其他學生透過活動接觸

到童工議題，往後能更加關注與分享，讓愈來愈多人為童工站出來，藉此逐步改善。由本活

動，除了讓更多人了解童工議題外，也告訴大家童工問題的解決是刻不容緩的。身為學生的

我們雖然不能馬上改善問題，但卻能藉由改變自身消費習慣間接幫助，長期也會影響到僱用

童工的廠商業績財報，抵制童工行為的人們漸漸減少消費，廠商沒辦法從我們身上獲利，自

然而然找到原因，有可能會減少甚至停止僱用童工行為，透過一人一信活動影響消費習慣，

最後影響廠商們停止僱用童工的非法行為，達到本活動的目標。 

肆、結論與建議 

透過本次專題，我們得知一件很殘酷的事實──「童工議題沒有受到大多數人的關

心」，想當然，也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些產品，可能是童工犧牲童年，在暗無天日的工作

場所做出來的。從問卷調查中，我們發現多數臺灣高中生對童工沒有概念。因此透過各項活

動，希望讓童工議題廣為人知。 

我們經過問卷調查和文獻探討整理出以下幾點： 

一、使用童工對孩童身心都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透過上述文獻資料，我們發現大多數的童工都生長在惡劣的環境，然而在如此拙劣的

環境中，從事的工作大多是苦力活、違法事業以及會對身體健康造成影響的，不只是生

理，就連心理都有可能因為雇主的壓榨而大受影響。 

二、做出實際宣導活動使更多人關心議題 

我們分別利用放學時間和網路直播向學校及外校的高中生宣導外，也透過寫信給國際

組織表示支持援助童工行為。活動後，經由同學們的活動回饋能顯現出宣導的有用性，

許多人也因為活動更加了解童工並且想要一起加入反童工的行列。 

三、建議 

除了要感謝國際組織對童工的幫助外，我們自身也可以從生活中的小動作去慢慢改變

童工問題。以下是我們對於改變童工問題的建議： 

（一）理性消費 

圖十二・E-mail內容 

 
圖十一・信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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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購買商品之前，希望可以多思考一下是否真的需要購買，而不是衝動購物，

這些和童工是有間接關係的，廠商會因為獲利減少，大眾不買單進而不雇用童工。 

（二）選購含有國際公平貿易認證標章 

公平貿易認證標章是由公平貿易認證組織（FLO-CERT）所認證與督察的，而

貼有公平貿易標籤的產品，背後代表了友善消費者、友善生產者、友善環境。 

公平貿易以透明的方式管理，讓消費者們可以清楚產品來源，且可以鼓勵生產

者使用永續生產方式，建立出對消費者、生產者良好的健康環境，因此除了理性消費

外，不妨在購買前也找尋一下商品是否擁有公平貿易認證標章再購買，減少造成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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