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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觀光旅館及旅館業短期專案引進移工 
 

    觀光旅館及旅館業(以下簡稱旅館)長期存在缺工問題，近三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影響，嚴重衝擊觀光產業，旅館人

力流失大量基層員工，尤以房務人員最為缺乏。 

    為協助業者補實人力缺口，本局積極配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以下簡稱勞發署)進行缺工專案媒合計畫，並向業者宣導晉用

二度就業婦女、辦理校園徵才等，並請業者在可負擔範圍內提高

薪資及就業福利條件，亦提出僑外生評點制便利措施，協助業者

留用僑外生，惟人力缺口仍存在。另隨國境重啟，總統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召開國安會議，宣布加速吸引國際觀光客來臺，以提

前於今(112)年入境觀光客達到 600 萬人次為目標，業者須配合

提供穩定房源及具品質服務，以協力支撐並促進目標之達成，人

力需求更顯恐急。 

    業界團體如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旅館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自 111 年起於召開理監事會等會議中

多次提及缺工問題應儘速引進移工，業者代表於本局或勞發署召

開之缺工相關跨部會會議時，亦多次反映旅館缺工嚴重並建議政

府開放移工；另渠等業者團體亦於立法委員李昆澤國會辦公室於

111 年 10 月 17 日、立法委員邱臣遠國會辦公室 111 年 10 月 20

日召開之座談會上訴求旅宿業需開放移工補足人力缺口；此外，

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以下簡稱觀光協會)於第 25 屆董事會多

次會議中討論旅館缺工問題，並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由觀光協

會葉菊蘭會長偕同本局率觀光旅館業者代表前往勞動部拜會，為

業界發聲爭取引進移工。旅宿業缺工之困境與議題亦引起媒體諸

多關注與報導。(詳如列表如附件) 

    綜上，旅館缺工問題正面臨過去傳統產業所遭遇之困境，即

使調高薪資仍難以吸引國人從事辛苦基層勞力工作，需政府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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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開放移工來緩解缺工困境，爰此本局建議為觀光旅館及旅館

業短期專案引進外籍移工從事房務工作，以紓緩人力短缺情形。  

壹、 推估旅館缺工狀況 

    截至 111 年底，觀光旅館 117 家、旅館 3,327 家，共計 3,444

家。為了解缺工情形，本局透過訪談指標性業者，及運用本局臺

灣旅宿網產業數據先行推估旅館缺工狀況1。  

一、訪談指標性業者人力短缺情形 

    本局於 112 年 1 月初，針對大型指標性飯店集團及個別業者

進行人力缺口訪談調查，請業者就整體缺工及針對房務部門提供

缺工資料，彙整如下表 1。 

    經訪談業者得知，如晶華集團旗下飯店整體缺工率達

15~20%，雲朗集團整體缺工率亦達 20%，福華集團整體缺工率

達 30%，台北萬豪酒店整體人力缺口達 35%；其中在房務部門

人力最為缺乏，缺工率約 20~50%。 

表 1 指標性業者預估人力缺口

備註 1：「整體人力缺工情形」表示集團或酒店在全體人力編制中所占缺口比例。 

備註 2：「房務部門缺口」表示集團或酒店在房務部門人力編制中所占缺口比例。 

資料來源：本局 112 年 1 月電話訪談 

                                                      
1
 有關旅宿業之勞動市場結構調查評估，本局亦已另案同步辦理中。 

飯店集團 整體人力缺工情形 房務部門缺口 

晶華集團 約 15~20% 約 20% 

雲朗集團 約 20% 約 30% 

寒舍集團 約 20~26% 約 30% 

老爺集團 約 20% 約 20% 

福華集團 約 30% 約 25% 

台北君悅酒店 約 28% 約 50% 

台北萬豪酒店 約 35% 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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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臺灣旅宿網數據推估旅館缺工狀況 

(一) 本局先行運用臺灣旅宿網旅宿業營運報表之房間數、平均

住用率等統計資料及正職房務人員平均每日可整理之房間

數等數據，推估觀光旅館及旅館業者提供如同疫情前水準

之服務，則目前房務人員之缺額約 2,685 人至 3,222 人。 

(二) 因疫情影響而國境未開期間國際旅客無法入境，收入主要

倚賴國旅內需市場，惟國境開放後，國際觀光客將陸續回流，

房務人員缺工問題將造成業者無法提高接待量，進而影響

收益；本局推估如補實上述房務人員缺額，可增加客房收入

約新臺幣(下同)215 億元。 

(三) 有關前述飯店集團業者因房務人力短缺影響客房收入情形，

以晶華集團之台北晶華酒店為例，該酒店 108 年(疫情前)客

房部員工人數為 284 人，111 年客房部員工人數為 226 人，

衰退率 20.42%；該酒店於 108 年(疫情前)客房住用率達

81.27%，111 年客房住用率為 60.71%，衰退率 25.3%；該酒

店 108 年(疫情前)客房收入約 9 億元，111 年客房收入約 4.6

億元，衰退率達 48.19%。 

(四) 針對因缺工而造成訂單損失狀況，業者表示人力短缺確實

直接影響接待能量，例如延後客人 check-in 時間、關閉部

分餐廳不營業或延後開放營業時段，其中雲朗集團表示考

量房務人員可支應之服務量能以及為確保該集團服務品質，

集團旗下部分旅館僅開放五成客房對外銷售。業者表示目

前多利用 PT 臨時工、實習生、外包人力或飯店現有其他部

門人力(包含高階主管層級)支援房務整理工作，然而跨部門

的人力支援並非長久之計，易影響飯店內部營運狀態，造成

惡性循環，業者期待為穩定且長久之人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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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已從多元管道優先以國內人力紓緩人力缺口 

一、 協助業者專案媒合 

    本局 111 年 1 月起持續辦理觀光旅館及旅館業缺工調查，積

極配合勞發署辦理專案媒合工作，嗣為因應邊境管制鬆綁，觀光

需求人力逐漸增加，勞發署自 111 年 10 月 13 日啟動為期 3 個月

「推動觀光暨週邊產業缺工專案協助計畫」，本局持續配合調查

蒐集旅館業者提報職缺，經本局與勞發署共同合作協助業者專案

媒合，截至 112 年 1 月 11 日止，勞發署協助媒合僱用 293 人，

廠商自行透過其他管道補實 670 人，共計補實 963 人，補實率占

整體職缺數(6,334 人)約 15%。 

表 2 觀光旅館及旅館職缺數及媒合狀況(截至 112 年 1 月 11 日止)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本局統計 

二、 留用僑外生，提出評點制便利措施 

    針對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業向勞動部建議簡便申請措施，

以便利業者申請僑外生留才。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房務專門性

或技術性工作範疇(如經營管理、設計、規劃或諮詢等)之職稱及

工作內容，在申請書表部分討論改為勾選制，並獲勞動部採納本

局建議，據悉將於 112 年第 1 季進行勾選制之修改作業，俾利未

來審核作業更臻順利。 

三、 利用科技輔助，紓緩人力需求 

    旅宿業為人力密集產業，許多人力精細服務之工作具有不可

      職缺數 

111 年 

觀光旅館及旅

館整體職缺數 
職缺現缺數 

廠商自行 

補實人數 

勞發署媒合僱

用人數 

專案媒合 

(10 月至 12 月)
1,830 1,090 163 108 

其他月份 4,504 1,031 507 185 

全年總計 6,334 2,121 670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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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性，然而部分作業運用自動化現代科技取代人力已是未來趨

勢，本局持續補助業者購置自助式報到櫃台，透過無接觸服務，

疏緩旅宿業部分人力需求，協助旅宿業得以就現有人力進行更有

效及彈性之運用。 

四、 為協助業者開拓多元管道求才，本局盤點現行可利用之求

才資源，持續協助業者開拓人才來源： 

(一) 媒合學校與業者辦理人才招募 

    為吸引更多「非觀光科系」學生投入旅宿業，本局將協助

學校端與業者端媒合，由業者以說明會方式，讓學生了解旅宿

業相關職涯發展方向及生涯規劃，以利提升學生投入旅宿業發

展之意願。 

(二) 旅展設攤徵才 

    為使旅宿業徵才可觸及更多群眾，本局已規劃 112 年上半

年於 5 場國內國際旅展設攤，提供場地予旅宿業者辦理徵才，

並參考業者意見，規劃於展攤中設置體驗區，讓民眾親身體驗

旅宿業工作內容，創造互動及話題性，利用旅展人流量帶動徵

才效果，擴大旅館人才招募效益。 

(三) 扭轉旅宿業因疫情影響之形象 

    旅宿業因疫情衝擊緣故，影響國人對於投入旅宿工作之信

心。例如配合政府辦理防疫旅宿，守護國人健康有功，惟讓部

分民眾對須與旅客接觸之旅宿工作留有高風險之印象，易使民

眾對於就職於旅宿業產生觀望心態。為扭轉並提升旅宿業整體

形象，本局亦將規劃辦理旅宿業宣傳活動，以提振一般民眾就

職於旅宿業之信心。 

參、 短期專案開放外籍移工從事旅館房務工作有其必要

及急迫性 

    各國在疫情衝擊過後，無不積極吸引國際觀光旅客造訪以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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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觀光。我國自 111 年 12 月 10 日起取消入境人數限制，邊境全

面開放，配合國家政策需要，今(112)年來臺旅客人數目標為 600

萬人次(疫情前 1,186 萬人次之 50%)，明(113)年為疫情前 1,186

萬人次之目標。惟全力衝刺發展觀光，卻面臨旅館接待能量不足

之隱憂，業者雖積極持續地以各種管道及方式徵才，本局亦全力

提供募才及留才協助措施，但在面臨國內少子高齡化、勞動力縮

減等大環境趨勢，旅館人力缺口短時間內難以由國內人力補足。 

    針對旅宿業缺工情形，本局亦已另案辦理旅宿業勞動市場結

構調查評估案，以深入研究旅宿業勞動力結構及實際缺工樣態。

惟為達成前開來臺旅客目標人次，以目前旅宿業之接待能量恐無

法支撐並達成目標，在同時開發國內可利用人力及未來長期穩定

開放引進移工未定案前，旅宿業仍急需政府短期專案開放移工，

做為紓緩人力缺口管道之一，以支持我國觀光產業復甦及發展，

爰建議勞動部為旅宿業開放短期（如 1 至 2 年內）限額專案，附

條件引進外籍移工 3,000 人從事旅宿房務工作，以緩解旅宿業燃

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