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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藉由描繪印尼家庭看護移工活出來的生命經驗（ l i v e d 
experiences），本研究闡述她們的母職實踐鑲嵌於勞動力接受國
的遷移體制，受到客工制度、物質條件以及身體不在場的限制，
她們必須協商印尼傳統性別文化所定義的「理想母親」，並賦予海
外工作母職照顧的意涵。為因應勞動力跨國遷移所造成的物理空
間與時間性的重組，這群印尼女性移工藉由匯款、贈送禮物、安
排照顧代理人，以及運用資訊與通信技術（以下簡稱為ICTs）等策
略，呈現她們如何動員資源進行跨國／時的照顧實作與協作，並
透過ICTs媒介，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和維繫關係。她們的經驗顯
示了結構條件如何形塑和限制她們做為母親的能動性。跨國母職
之所以可能，不單是因為金錢匯款、物質、照顧代理人以及ICTs
的進展和普及，更關鍵的是女性移工的參與，以及付出的勞力、
心力和情感工作。不過，她們往往得在過程中經驗親密關係的不
對稱。本研究不將遠距母職詮釋為「犧牲的愛」，而是關照過程中
她們所經歷的系列心理矛盾─愛／物質、永久／暫時、距離／
親密、真實／虛擬；並進一步指出，跨國遷移造成空間與時間
的重組，以及ICTs為媒介的母職實作，是形塑上述心理矛盾的主
因。同時，移工母親的經驗，協助我們反思對立的二分框架難以
理解跨國母職的動態與複雜。

關鍵詞：家庭看護移工、母職、跨國家庭、勞動力遷移、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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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trans-
border and trans-temporally: Indonesian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practices of 
their mothering, negotiation strategies, and 
ambivalences

Li-Fang Li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Indonesian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in Taiwan to show how mothering practices are embedded within 
the host country’s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regime, with constraints tied 
to a formal guest worker system,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physical absences. 
All of these factors require negotia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Indonesian “ideal 
mother” cultural construct, resulting in maternal care significances in their 
overseas work. In response to spatial and temporal reorganization associated 
with trans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donesian women utilize strategies such 
as sending remittances, giving gifts, arranging for care proxies, and the specific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Combined, these 
strategies represent resource mobilization for cross-border/temporal care 
and collaboration, enabling ongoing participation in their children’s everyday 
live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other relationships. Instead of oversimplifying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as “sacrificial love,” this paper discusses complex 
ambivalences inherent to caregiving: love versus material needs, permanent 
versus temporary statuses, distance versus intimacy, and actual versus virtual. 
Spatial and temporal reorganization resulting from trans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CTs shape these ambivalences. The 
article refutes binary analytical models for their inadequacy in capturing the 
dynamic and multifaceted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Keywords: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ambivalences, labor migration, Indonesia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June 2024, 75: 1-53 / Research Article
10.6786/TJS.202406_(75).0001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004

一、前言

家庭幫傭的存在有其獨特的歷史與社會脈絡（Romero 
2016），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全球城市的興起，增加大城市對於底
層勞動力的需求，包括家庭幫傭與看護工（Sassen 2013）。女
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Sassen 1984; Mohanty 1997; Salzinger 
2004）指出，父權體制與全球資本共謀剝削女性的勞動力，從生
產工作擴及再生產勞動，對第三世界的女性造成劇烈的影響。過
去 50 年間，第三世界女性成為新的商品，她們的母國將輸出其
勞動力視為經濟發展的策略，同時滿足第一世界國家對於低廉勞
動人力的需求（Sassen 2013）。遷移女性化（Oishi 2005）的趨
勢，反映越來越多的女人參與跨國勞動遷移。過去近 30 年間，
「轉移的母職」（diverted mothering）（Horton 2008）現象逐漸獲
得媒體、非政府組織、政府以及學術研究的關切，其描繪因跨國
勞動遷移必須將子女留在母國之女性的母職經驗，包括本研究所
關心的家庭看護移工。

以下，我以「家庭移工」泛指在個別家戶內工作的家務
移工與看護移工。在臺灣的脈絡下，我採用「家庭看護移工」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的稱呼，除了用以指出臺灣政府
移工政策分類下，幫傭和看護工為不同的類別，政策區分兩者的
工作內容以及雇主聘用資格的差異；同時，「家庭看護移工」的
稱呼強調她們工作屬性的照顧本質，這類的隱形工作，往往缺乏
等值的回報和肯認（Liang 2018）。既有家庭移工的研究，多從
社會結構因素探討她們跨國遷移的勞動經驗，包括移工政策的限
制、與雇主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所造成的不當對待和歧視、危
脆的勞動條件和工作環境等等（Anderson 2015; Parreñas 2017; 
Parreñas et al. 2021）；或是從能動性的角度，描繪她們如何協
商、抵抗結構性的限制，呈現其韌性（Lan 2003; Roth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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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dzik and Anitha 2020），儘管分析取徑有所差異，相關討論皆
聚焦於移工的勞動身分。90 年代晚期開始，越來越多的研究關注
遷移對家庭移工的多重影響，不僅限於勞動，更擴及生命經驗的
其他面向，包括母職實踐和親密關係。

跨國遷移與海外工作造成空間與時間的重組，挑戰並限制家
庭生活的實作、情感的維繫，對親職實踐和親子關係亦產生一定
程度的影響。然而，父權做為支配的意識形態，多數的社會視
母親為女人與生俱來的性別角色，即便處於「身體缺席」的情
境下，女性移工持續被賦予家庭照顧的期待和義務（Hondagneu-
Sotelo and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5a, 2005b）。主流論述差異化
看待女性移工和男性移工在親職實踐的缺場─男性移工因其養
家者的角色，他們的海外工作被認為是負責的表現；女性移工卻
常被再現為遺棄小孩的問題母親（Parreñas 2001a; Asis 2002）。
然而，既有的研究（Nicholson 2006; Tungohan 2013）發現：受
到跨國的客觀條件限制，女性移工仍努力運用各種資源、發展多
樣的策略，與留守母國的子女互動、維持情感關係和創造遠距
下的親近性，持續她們的母職實作，展現其做為母親的能動性
（maternal agency）。Parreñas（2010: 1827）將跨國母職定義為
「因應遷移所形塑的空間與時間的分離，母性編派的重構」。跨國
母職現象不僅帶來日常生活中照顧的重新安排，也挑戰傳統母職
的定義和常規性（normality）、擴大母職的內涵以及實作策略。

在跨國遷移脈絡下，並不是只有家庭看護移工才會面臨時空
限制的遠距母職以及其造成的影響，從事其他職業類別的女性
移工，也遭遇相似的課題和處境。不過，Hondagneu-Sotelo 與
Avila（1997: 552-553）的研究指出，不同於正式勞動市場的生
產勞動，在私人家戶擔任再生產勞動（包括家務工作或照顧）較
容易排擠到工作者本身的日常家庭照顧。本研究選擇家庭看護移
工為研究參與對象，除她們的有酬工作與家庭照顧的共容、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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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不易，也考量相較於其他職業類別的移工，受到臺灣客工制
度的影響，她們的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更不受到法律規範的保障
（Cheng 1996; Liang 2014），移動能力（mobility）與能動性最為
受限。

過去 20 年間，國際遷移現象產生顯著的改變，因多
重中介行動者的介入，除遷移模式更為碎片化、非線性化
（Triandafyllidou 2022），同時，接受國的遷移政策更為限縮，
更偏好暫時性的遷移體制（Chilton and Posner 2018）。回應遷
移體制的改變，越來越多研究聚焦於暫時性的遷移（Dauvergne 
and Marsden 2014; Bélanger and Silvey 2020）對移工／移民和
他們的家庭造成的影響，包括他們參與和實踐跨國照顧的能力
（Merla and Baldassar 2011; Kilkey and Merla 2014）與母職經驗
（Cohen 2000; Pe-Pua 2003; Fresnoza-Flot 2009）。

回顧跨國母職的相關研究，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選
擇從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和國家間的不平等切入，將女性家庭移工
的跨國移動視為非志願性的選擇，關注她們受到勞動力與情感的
雙重剝削，以及對其母國家庭造成的負面影響（Parreñas 2003, 
2005a; Lutz and Palenga-Möllenbeck 2012）。另外的研究則側重
女性移工的主體性，呈現她們在結構條件的限制下，如何藉由
詮釋自身遷移的意義以及發展多重的管道和策略，協商母職的
內涵和實作（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5a, 
2005b; Peng and Wong 2013; Vives and Silva 2017），展現做為母
親的能動性（McKay 2007; Dewi 2011）。本研究結合上述的分析
取徑，強調遷移和母職、結構和能動性並非獨立的分析面向，對
於看護移工跨國母職實踐的理解，必須鑲嵌於她們所處的遷移體
制、其所造成的空間和時間的重組，以及性別、族群與階級所形
塑的特定社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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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移工體制以客工制度為基礎（曾嬿芬 2004），家庭看
護移工最長的工作年限為 14 年，期滿後，她們無法再申請任何
職業別的工作簽證。1 在臺灣工作的期間，根據規定，她們必須
與雇主同住，持工作簽證期間不能與臺灣人結婚，同時，家人
無法依親在臺灣居住，換言之，沒有家庭團聚的權利。本研究
不僅將暫時性的遷移（temporary migration）視為分類臺灣移
工體制的法律框架，規範移民居留年限、公民取得的路徑和身
分權利，以及相關的福利和服務，更藉由（再）概念化時間性
（temporality），進一步形塑移工日常活出來的時間（lived time）
（Boersma 2019; Triandafyllidou 2022）。暫時性遷移體制的安
排，不僅透過政策的規範限制她們的移動能力、做為母親的能動
性，更具體影響她們當下的決定和未來的計畫，包括（再度）海
外出國工作、延長遷移年限、延後和家人團聚等。既有的研究多
從物理空間的距離面向，討論遷移對家庭動力和親密關係造成的
影響（Boersma 2019），本研究則納入時間性的面向，指出遷移
是一不僅涉及空間，也涉及時間的過程（Roberts 1995），並藉由
時間尺度（timescale）（Meeus 2012）的概念，討論臺灣的客工
制度與跨國母職間的動力。

藉由描繪印尼家庭看護移工活出來的生命經驗（lived 
experiences），本研究闡述她們如何理解日常的現實、賦予經
驗意義，以及過程中的心理矛盾，主要的研究提問為：在跨國
遷移脈絡下，印尼家庭看護移工藉由整合物質、情感和網絡資
源，所發展的母職實作策略為何？遷移體制如何形塑她們特定
時空下做為母親的能動性？她們如何發展、維繫與留守子女間
的親密關係？資訊和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1　111 年 4 月 30 日起，勞動部推動「留用外國中階技術人力計畫」（又稱「移工留才久用方
案」），家庭看護移工符合一定的薪資數額和技術條件標準，即可透過雇主申請永久居留。參
見：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資深移工留才久用方案，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
aspx?n=56DB4C84EA0508DE，取用日期：2023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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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以下簡稱為 ICTs）如何成為重要的媒介？實作過
程中她們所經驗的心理矛盾與不對稱的情感關係為何？一方面，
藉由描繪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多元的母職實作策略，研究發現呈現
她們受限於結構的能動性；另一方面，本研究不將遠距母職詮
釋為「犧牲的愛」，而關照過程當中她們所經歷的系列心理矛盾
─愛／物質、永久／暫時、距離／親密、真實／虛擬。我指
出，因跨國遷移造成空間與時間的重組以及 ICTs 為媒介的母職實
作，是形塑上述心理矛盾的主因，同時，移工媽媽的經驗也協助
我們反思上述對立的二分框架難以理解跨國母職的動態與複雜。

二、�勞動力遷移脈絡下的跨國母職：印尼到臺
灣

遷移女性化是當代勞動力遷移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相較於其
他區域，遷移女性化現象在亞洲更為顯著，亞洲不僅是女性勞動
力的輸出國，同時也是輸入國（Hugo 2005）。1970 年代之後，
亞洲女性移工的數量成長快速，她們多半都是暫時性的移工，在
區域內跨國移動，此反映接受國限縮的遷移政策，更加偏好暫時
性的遷移體制（Chilton and Posner 2018）。研究發現，暫時性
的遷移體制和政策欠缺對移工權利的保障，形塑他們危脆的遷移
身分（Piper 2010; Tazreiter 2019），並限制其移動能力和能動性
（Bélanger and Silvey 2020）。「暫時性的遷移」不僅做為官方的
政策類別，同時也是體現移工日常實作的類別（Triandafyllidou 
2022）。本節闡述印尼與臺灣分別做為勞動力輸出國與輸入國的
脈絡，指出它們在全球經濟重構下的結構性位置，以理解印尼家
庭看護移工在特定時空下的遷移與母職經驗，如何受到更大的體
制、政策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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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尼的海外移工

印尼是全世界第四大的國家，人口約有兩億六百萬。從荷
蘭殖民開始，印尼便有遷移的傳統，來自爪哇 Java、Madura、
Ambon 和 South Sulawesi 等地區的人會向外尋找教育、工作機會
（Spaan 1999）。直至今日，他們不僅保留遷移的習慣，範圍更從
境內移動擴大到海外遷移，其中，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扮演重要的推手。為了
增進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全球經濟的整合，國際金融機
構採取結構調節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透過擴
大私有化與限縮公共預算等措施，介入這些國家的公共政策與經
濟發展（Moghadam 2005）。其中，印尼也是受到結構調整方案
劇烈影響的國家之一，後果包括失業率的上升以及勞動力的海外
遷移。

在過去的 30 年間，印尼成為最大的勞動力輸出國之一，估
計約有 274 萬有證海外移工，2 多數在中東地區以及其他亞洲國
家，包括馬來西亞、臺灣、香港、新加坡、南韓以及日本，擔任
低技術或類技術性的工作（Hugo 2002）。在亞洲國家的印尼移工
以女性為多數，大多從事照顧與家務勞動相關的工作。

與其他勞動力輸出國相較，印尼較晚才出現移工海外遷移的
現象，蘇哈托執政時期（1966-1998），開始將輸出勞動力視為
促進經濟發展的策略，在第一個五年計畫階段，海外移工僅約
5,624 人（Hugo 1995）。第三個五年計畫階段（1979-1984）開
始，印尼政府設定海外移工的目標人數，這個階段是 10 萬人，
實際的人數為 96,410 人。從那之後，每階段的海外移工人數都
超出印尼政府的預設目標。印尼政府將輸出勞動力視為是緩解國

2　參見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2024，https://indonesia.iom.int/sites/g/files/tmzbdl1491/ 
files/documents/2024-07/iom-indonesia-2023-year-in-review.pdf，取用日期：2024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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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失業率以及增加外匯的策略（Palmer 2016），政府積極促進海
外移工的態度，同時反映於勞動力輸出的建制化過程。

1980 年代早期，印尼政府開始設置專責勞動力輸出的部門
（例如：人力與跨國遷移部門、海外聘僱中心），不只是扮演管理
與規範的角色，同時促進移工海外遷移，特別是女性移工（Hugo 
1995: 282）。從那時候開始，印尼海外移工人數年年上升。印尼
勞動部清楚指出政府的勞動力輸出政策：「勞動力輸出方案是國

家勞動力計畫的一部分」（Hugo 1995: 275），勞動力輸出成為重
要的國家政策。

在蘇哈托新政府時期，特定的性別意識影響國家的發展政
策，印尼政府以不同的方式整合女性和男性的勞動力。國家倡議
與家庭、家戶領域連結的理想女性特質，不過，國家操作性別意
識形態的方式具備高度的階級差異，舉例而言：當印尼政府馴化
（domestication）中產與中上階級的女人，用以建立控制性的道
德規範和秩序；勞動階級的女性則被鼓勵為了國家更大的目標到
海外工作，體現跨國馴化的過程（Silvey 2004）。印尼政府關照
中產階級婦女的利益，以促進性別平等；與此同時，卻將勞動階
級女性置於缺乏保護、隔離的聘僱場域。學者指出，儘管移工對
印尼國家經濟的發展貢獻重大，但印尼政府缺乏適切回應他們需
求的政策和措施，特別是女性移工（Dewi 2011）。

（二）暫時性的遷移體制 ： 臺灣的看護移工政策

許多亞洲的勞動力接受國將移工的跨國流動視為經濟發展的
策略，立基於嚴格的暫時性工作簽證，移工被視為彈性的、可拋
棄的勞動力，從事本地公民不願意投入的工作（Wickramasekara 
2002），臺灣的移工體制遵循相同的政治和經濟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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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移工政策以客工制度（guest workers scheme）為基
礎制定，主要法源為 1992 年公布的《就業服務法》，其將外籍勞
動者區分為兩類，第一類從事專門性與技術性的工作；第二類從
事勞動性質的工作。藍領移工屬第二類外國人，在招募、居留身
分、勞動條件、工作轉換和健康檢查等，受到不同於第一類外國
人的政策規範。臺灣政府將移工定位為暫時性、補充性勞動力，
並採「限量限業」的原則，希望能控制移工整體的數量以及工作
的行業別。移工聘僱採定期契約，三年為一期，期滿後可以續
約。2016 年，臺灣政府修改《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取消移工
「工作滿三年至少離境一日」的規定。移工在臺灣最長的工作年
限為 12 年，家庭看護移工為 14 年，之後，他們不得再以工作簽
證入境臺灣。3 暫時性的遷移體制除限制移工在臺灣最長的工作年
限，移民政策的設計令移工難以取得永久居留權，甚至進而申請
歸化為臺灣公民，他們在臺灣工作期間，不能和臺灣公民結婚，
未享有與家人團聚的權利，換言之，他們的母國家人無法同行。

客工制度下，移工在臺灣合法居留身分立基於和特定雇主
的定期契約，他們處於不完全自由的勞動市場，轉換雇主困難
（李有容、鄭杏茹 2018）。《就業服務法》的基本原則為「禁止
自由轉換」；2003 年改成取得雇主同意和勞動部許可後，准許
同業別的轉換；2008 年再開放持有招募函的雇主可跨行業別承
接聘僱；2021 年 8 月因疫情的緣故，取消跨行業別的轉換。僅
管臺灣政府鬆綁移工轉換雇主的限制，4 暫時性的遷移體制和定期
的契約工作，仍形塑移工和雇主間不平等的聘僱關係，以及他
們在勞動市場的特定位置，造成移工無法順利轉換、延長工作
年限，或是面臨工作年限期滿時，容易成為「非法」移工。學

3　參見註腳 1。

4　《就業服務法》第 59 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得轉換雇主或工作：一、
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者。二、船舶被扣押、沉沒或修繕而無法繼續作業者。三、雇主關廠、歇
業或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經終止勞動契約者。四、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人之事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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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Xiang（2013）將暫時性的勞動遷移視為非志願、強制返回
（compulsory return）的過程，跨地、跨時切斷移工在不同層面
的社會生活連結，並持續形塑他們危脆的處境。

暫時性的遷移體制需要嚴格的國境管理，以確保移工居留身
分的有效性（Piper 2022），接受國的政府經常將管理的責任外
包給私人仲介和雇主（Yeoh and Chee 2015）。臺灣政府透過規
定移工住所的方式，限制他們的自由，移工在臺工作期間必須居
住於雇主指定或安排的住所，家庭看護移工則通常須與受照顧人
同住。政府規定，一旦家庭看護移工行蹤不明（逃跑），雇主要
等三個月之後，才能重新申請新的看護工，藉此將對移工管理
的責任，轉移到雇主身上。既有的研究發現（Cheng 1996; Liang 
2011），雇主為避免移工失聯後造成的影響，他們會透過仲介或
是自行加強對移工的管理，例如：限制放假時間、管理住宿門禁
等。

目前家庭看護移工並不適用於《勞動基準法》，他們勞動條
件的規範與保障，取決於和雇主間的私人契約。家庭看護移工與
幫傭曾於 1998 年 4 月至 1999 年 1 月，短暫地納入《勞動基準
法》保障，後來當時中央改組為勞動部之前的勞工委員會，以家
務勞動的特殊性以及工作時間難以規範，中止《勞動基準法》的
適用。相較於本地勞工以及產業移工，她們的工作被視為非正式
勞動、較不具有經濟價值。她們所從事的照顧工作被瑣碎化為不
需技能的愛心活動或慈善付出（Liang 2014）。家庭看護移工提供
24 小時的照顧服務，但卻沒有明確的法令規範她們工作與休息的
界線，包括例行休假。私人家戶做為看護移工工作的場域，仍被
看待為私人的、非正式的空間，使得國家公權的介入以及正式的
法律保護倍加困難。同時，政府的長照體系提供家庭照顧者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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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但聘僱看護移工的家庭，卻被排除在喘息服務之外。5 家庭
看護移工因為位於性別化、族群化隔離勞動市場的邊緣位置，相
較於產業類別的移工，她們的經驗有其獨特性。

三、�（再）概念化母職：跨國母職實作、策略
和心理矛盾

從歷史跟文化脈絡的角度，學者認為母職涉及一組關係，
一方提供滋養、照顧另一方（Jaggar 1983: 256），強調母親和
孩子間個人層次的動態互動，形塑和強化兩者間緊密的連結
（Oberman and Josselson 1996）。母職也包括一系列的實作：預
備、養／教育和訓練孩子得以進入成年生活（Ruddick 1995）。
但母職（mothering）具體的內涵是什麼？包括哪些實作的面
向？母職並沒有標準的操作化定義，不論是在大眾媒體、學術論
述或是法律領域，母職向來是充滿爭議的概念。過去幾十年間，
女性主義學者成功挑戰母職的本質論，從社會建構的觀點指出，
母職並非生物或是血緣決定，而是存在於特定的社會脈絡，受
到特定的物質、文化資源所限制，以及特定的性別關係所影響
（Glenn et al. eds. 2016）。同時，族群／種族、階級與文化等變異
性與日常實作交互作用，形塑母職的多元樣貌。

女人是行動的主體，藉由育兒過程中與小孩和他人的互動，
展現其做為母親的能動性。一方面，她們的育兒實作必須符合社
會文化對於母職的要求和期待；另一方面，她們以自身真實的經

5　衛生福利部和勞動部共同推動「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使用擴大喘息服務計畫」。目前聘有家庭看
護移工之受照顧者，經評估屬長期照顧需要第二級至第八級者，可申請喘息服務，並於 2023 年開始
實施「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家庭短期替代照顧服務」。參見衛生福利部，2020，聘僱外籍看護工家
庭使用擴大喘息服務計畫， https://www.mohw.gov.tw/cp-4625-56931-1.html，取用日期：2023 年 9
月 6 日。勞動部，2023，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短期替代照顧服務實施計畫，https://www.wda.gov.tw/
News_Content.aspx?n=D33B55D537402BAA&sms=02E58F84AD3F3884&s=58A8E69336C8269C， 取
用日期：202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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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協商建制的標準。在暫時性遷移體制的脈絡下，女性移工必
須藉由動員物質與非物質的資源，發展多元的母職實作策略，以
協商結構的限制、擴大母職的內涵，並呈現其做為母親的能動
性。資訊與通信技術的發明和普及，影響女性移工的母職經驗，
不僅改變她們與小孩的互動方式，也可能帶來新的困難和挑戰。
以下文獻討論女性移工如何進行遠距母職實作，以及資訊與通信
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以下簡稱
ICTs）如何做為跨國照顧重要的媒介，和過程中她們的心理矛盾。

（一）身體缺席下的母職實作策略

全球照顧鏈的概念勾勒的不僅是照顧人力的流動，也包含第
一世界國家對第三世界女性情感的榨取（Hochschild 2001）。研
究發現，身為母親的女性移工，一方面經歷與小孩分離的情感痛
苦、愧疚和自責；另一方面，因對雇主小孩產生情感的投射，造
成內心的弔詭（Lan 2006）。這些跨國移動的移工母親多強調身
為母親的責任，將海外工作詮釋為「為孩子」、「為家庭」而做的
犧牲（Tyldum 2015），她們必須壓抑自身的情感、合理化與孩
子的分離，但母親的身分又使得長時間的離家更為辛苦和不易
（Boccagni 2012）。

海外工作迫使女性移工得在家庭日常中缺席，但並不意味她
們無法進行遠距離的母職實作和關係維繫，反而提供她們重新定
義母職的機會與可能（Dewi 2011）。以菲律賓女性移工為例，
她們發展出各式策略，克服跨國母職所形成的文化矛盾並參與母
職實作。Parreñas（2001a, 2001b, 2005a, 2005b）的研究闡述
女性移工如何維持跨國母職，她提出「愛的商品化」和「技術性
管理」的概念，描繪女性移工透過匯款、購買禮物、打電話給孩
子、密切聯繫孩子的替代照顧者等方式，一方面表達她們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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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實踐照顧責任；另一方面，凸顯雖然她們無法在孩子的
身邊，仍（被期待）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特別是子女的照顧
（Dreby 2006）。藉由這些策略，她們證明自己符合母國傳統性別
規範所界定的「好媽媽」形象。

然而，根據研究觀察與訪談資料，Parreñas（2005a: 333）
指出不論是藉由匯款、購買禮物或是電話通訊，僅能維持表面的
家庭親密性，她主張這些形式無法取代身體接觸帶來的喜悅，
以及基於身體親近性所產生的熟悉感。Parreñas（2005b）認為
母親的海外工作，造成她們母國子女長期經歷情感上被忽視的
痛苦。不過，其他的研究有不同的發現。McKay（2007）批判
Parreñas 對於親密性的理解過於西方中心─親密性的要件為
長期、密切地面對面互動。藉由菲律賓女性移工的經驗，她呈現
經濟交換和情感的親密性不應被視為衝突、二元的概念或實踐，
而是相互交織、連結。Fresnoza-Flot（2009）亦指出，匯款不
只涉及金錢的轉移，匯款做為母職實踐與母愛表現的策略，不
僅擴大母職的內涵（涵蓋養家者的角色），也包括日常生活的照
顧實作。金錢，「是表達關愛與責任的機制之一」（Singh 2006: 
378）。Katigbak（2015）以情感匯款（emotional remittances）
的概念，討論在跨國家庭的實作過程中，情感與經濟的混合和相
互關聯性（Coe 2011），藉由研究菲律賓移工的母國社區，她呈
現鑲嵌於其中的愛、責任、義務和互惠。這些研究指出：愛與物
質不應被視為對立的概念，同時，二元的分析架構難以捕捉跨國
母職實作的動態與複雜的意義性。

女性移工在海外工作期間，多數由其他女性家庭成員照顧她
們留在母國的子女（Parreñas 2005a）。移工母親的匯款除用於母
國家庭的日常生活基本所需，還包括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特別
是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或是大學，以及購買具有階級象徵意義的
房子、土地或是汽車。Fresnoza-Flot（2009）的研究發現，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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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女性移工的照顧安排立基於和其他女性家庭成員的互惠關係，
她們提供孩子的替代照顧者直接或間接的物質補償。女性移工透
過匯款，展現她們對留守家庭成員的承諾，她們希望藉此確保孩
子能受到妥善的照顧（Thieme and Wyss 2005）。因此，移工的
海外匯款除了能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做為遷移勞動的具體成果
外，同時具有維持、穩定家庭關係的功能。

在勞動力跨國遷移的脈絡下，金錢或禮物等物質被賦予社會
性的意義，移工媽媽們藉此表達對留守母國子女的愛和情感，或
做為與孩子的替代照顧者建立、強化互惠關係的重要基礎，以保
障孩子的身心福祉。透過物質與人的協作，這群女性移工豐富並
拓展母職與照顧的內涵。

（二）資訊與通信技術（ICTs）做為母職實作的重要媒
介

資訊與通信技術的發明和普及，為維持跨國家庭關係與情
感交換提供了關鍵的媒介（Wilding 2006）。ICTs 不僅有助於形
塑虛擬共存（virtual co-presence），更增進聯絡、資訊交流和匯
款活動，也包括生活形式和價值的傳遞與分享（Nedelcu 2012; 
Madianou 2012, 2016; Baldassar 2016），並重新形構遠距脈絡
下的親密關係（Francisco 2015）。Wilding（2006）指出，透過
ICTs，使用者能感受到共享的空間和時間，彼此間的親密感也更
加具體、真實。然而，Acedera 與 Yeoh（2019）的研究發現，藉
由語音或通訊技術所達成的立即、同時的溝通並不能等同於同時
性（simultaneity），她們引用 Cwerner（2001）的主張，強調移
工、移民與他們的留守家庭如何能持續協商特定的生活方式，使
得遷移的期待與家庭的目標能共存時，共感同時性才有可能。在
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提供機會反思以 ICTs 為媒介的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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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是否足以做為親密關係的基礎？或進一步取代身體的親近
性？特別是在生命的重要階段、危機發生，以及遭逢其他關鍵的
事件時（Boccagni 2012; Merla et al. 2020）。

跨國溝通是女性移工維持與母國家人關係和實踐母職重要的
策略之一，隨著科技的進展，她們使用的媒介從早期的紙本信
件、電話（Horst 2006）、網路到 ICTs，科技的普及不僅改變溝
通的物質基礎、擴大母職的實作內涵，也讓跨國母職的實踐得以
可能（Peng and Wong 2013; Chib et al. 2014）。ICTs 不只做為情
感聯繫的媒介，更居中協調了匯款活動，包括日常的經濟需求、
孩子的學費、債務、儲蓄和投資等等（Parreñas 2001a）。這些金
錢的流動被視為跨國家庭「做家庭」的方式之一。

討論女性移工如何以 ICTs 為媒介進行跨國母職的研究，呈
現科技的運用改變母職的內涵和實作策略。這些研究同時指出，
以 ICTs 做為照顧媒介存在的弔詭和衝突：一方面移工媽媽藉由
ICTs 維持她們與留守孩子、伴侶以及家人的聯繫和關係，並保有
她們母職的角色、其他家庭內的身分和對家庭生活的持續參與，
進而提升她們對於跨國／時實踐母職的信心（Carling et al. 2012; 
Madianou and Miller 2013）；另一方面，ICTs 所媒介的虛擬共
存，並無法完全取代身體的親密，很多時候，視訊和即時通信等
日常例行活動，在在提醒移工媽媽，她們和家人、孩子持續分離
的現實，甚至加重她們因無法符合性別文化期待的愧疚感。同
時，對留守母國的孩子而言，他們經驗到的可能是對日常生活的
干擾（Parreñas 2005b），或是未能感到例行通訊帶來的親密性和
必要性（Boccagni 2012）。在跨國照顧的脈絡下，移工母親與她
們孩子使用 ICTs 的經驗，不僅呈現科技如何改變親密關係的實作
與情感連結，也反映科技使用的有限性和其中的關係不對稱。

遷移的動機與意義是什麼？其帶來的影響為何？本研究聚焦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018

於育有子女的女性家庭看護移工，檢視母親的身分如何影響她們
的遷移經驗，同時遷移又如何形塑她們的跨國母職。立基於既有
的基礎，本研究強調 ICTs 做為重要的媒介，強化勞動力遷移造成
的空間與時間的重組，並形塑跨國母職實作過程中交錯的複雜和
動態，涉及物質和愛、移工母親、母國子女和家人，以及情感關
係和鑲嵌的不對稱，凸顯物質／愛、永久／暫時、距離／親密、
真實／虛擬等二元概念難以描繪她們日常的真實經驗，以及她們
處於其中的心理矛盾。

四、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闡述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在跨國遷移脈絡下的母職實作
經驗，因此研究參與對象招募的設定為至少育有一位未成年子女
的女性移工，納入不同的婚姻狀態和來臺工作的年資。長期以
來，我的研究參與對象為家庭看護移工，在不同的時期，聚焦於
不同面向的探究。本文的訪談對象，部分來自於我早先研究階段
認識的印尼移工，其餘則透過滾雪球、於印尼店張貼招募文宣，
以及協助本研究語言翻譯的印尼婚姻移民介紹。本文的資料來自
於 28 個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訪談。同時，輔以參與觀察的田野
筆記，包括：每週一次的華語課、6 放假日參與移工的出遊，以及
平日午後在社區活動中心前或是廟埕前的聚會。

受限於家庭移工的日常作息多以受照顧者為中心，以及必須
配合家務工作，訪談彈性的安排在他們方便的時間，例如：被照
顧者午睡時、她們與受照顧者一同外出的早晨或是午後。由於她
們空檔的時間經常零碎、片段，且會因受照顧者的狀況需求而被
中斷，像是年長者會突然說想要回家，因此，訪談的次數通常為

6　我以每週一次的頻率，到社區據點提供印尼家庭看護移工華語課程，維持近九個月，直到 2020 年
臺灣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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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三次不等。訪談問題包括四個面向：（1）個人家庭背景資
訊；（2）她們來臺灣之前的工作經驗（包括其他國家的遷移史）
以及她們的遷移動機；（3）她們在海外工作時，子女的照顧安
排、與其他家人間的育兒照顧協作，以及（4）她們與子女的互
動、情感關係以及如何維持關係。訪談進行時，有精通官方印尼
語、爪哇語和華語的翻譯協助，雖然有少數的受訪者之母語非爪
哇語，但可以說流利的印尼官方語。我們鼓勵受訪者以她們偏好
的語言回答，多數使用印尼語，參雜華語，亦有部分華語流利的
受訪者選擇以華語作答，表達需要時，搭配印尼語。在說明研究
目的與徵求研究參與對象同意後，我們開始訪談並錄音，所有的
錄音檔皆謄打為逐字稿，做為發展分析之用。本文寫作已變更受
訪者的真實姓名，謹守研究倫理匿名與保密原則。

28 位研究參與對象中，有 21 位來自爪哇島的鄉村地區，包
括西爪哇、東爪哇和中爪哇，6 位來自蘇門答臘島，僅 1 位來自
雅加達市的郊區。她們的年齡介於 29 歲至 48 歲之間，其中 18
位已婚、9 位離婚，以及 1 位的先生過世。她們育有一到三位小
孩不等。印尼鄉下的居住安排，婚後尚沒有能力蓋房子的伴侶通
常會跟父母同住（通常是女方的家庭），或是與父母、親戚比鄰
而居。

大多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在臺灣工作的時間為 8 到 13
年，少部分未滿 3 年，來臺灣工作之前，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
有到其他國家工作的經驗，包括阿拉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香
港。她們在海外工作的期間，多數的人由原生家庭的母親照顧她
們留守的小孩，成為小孩的替代照顧者，她們的先生或是其他家
庭成員，例如姊妹或是妯娌，也參與在共同照顧的網絡中。受訪
者中，有 3 位的孩子是由她們的姊妹照顧，6 位是由先生或是前
夫（僅有 2 位）在其他家庭成員提供協助的脈絡下，提供孩子日
常生活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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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遷移做為母職的實踐

印尼的性別文化認為女人做為母親和妻子的角色，是家庭重
要的核心，是否能支持丈夫的成功和孩子的教育表現，是用以評
斷「理想母親」的重要標準（Machali 2001）。然而，學者指出，
「理想母親」的概念未必能反映真實的狀況，特別是鄉村以及海
外工作女性的處境，她們往往得藉由有酬工作，實現母親的責任
和對孩子的支持（Suryakusuma 2004）。跨國遷移造成物理空間
與時間的重組，本研究關注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為回應印尼社
會傳統的性別體制對理想母親角色的期待，她們連結跨國勞動遷
移與母職實踐，重新協商與定義何為適切的母職內涵（Parreñas 
2010），並鬆動養家者與照顧者的二分框架（Paul 2015）。

（一）海外工作是對孩子的照顧

仍處於婚姻關係的 18 位研究參與對象中，有 3 位的先生同
時在海外工作，其他則是留守印尼，多半從事薪資低、不穩定的
工作，僅有少數幾位在沿海養殖魚或蝦，相比下，收入較為不
錯。幾乎所有的受訪者皆表示，她們在臺灣工作的薪水是家庭主
要的收入來源，談及遷移動機時，她們除了指出經濟需求外，更
強調是為了照顧孩子。但同時，海外工作也讓這群移工媽媽經歷
無法提供孩子直接身體照顧的母職心理矛盾。

Reni 出生於東爪哇的農人家庭，家中有四個小孩，她排行老
二，上面是姊姊，底下是弟弟和妹妹。幅員廣大的東爪哇，因為
貧窮、缺乏工作機會，從以前就有向外遷移的傳統。2009 年，
Reni 離家到臺灣，這是她第一次到海外工作，那時女兒還沒兩
歲，由她的姊姊代為照顧，先生因為工作的緣故，在外地租屋。
訪談時，Reni 已經在臺灣工作超過 10 年，說起女兒，她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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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點哀傷：「她很小的時候就給我姊姊照顧，她現在都不大想

我，她比較愛我姊姊，都不愛我。」

高中畢業後，Reni 在離家半個小時車程的大賣場工作，月薪
換算成臺幣約 3,000 多元，她說，這樣的收入，單身一個人時，
還可以過得去。結婚後，她辭掉工作，先生依然從事麵包零售的
工作。說起來臺灣工作的動機：

結婚後，我們在工作的城市租房子，但我先生的薪水很

少，不夠家裡需要。特別是我的女兒出生後，我們還得

買奶粉、尿布和很多東西，要花的錢變多，老公薪水很

少⋯⋯。

Reni 提出出國工作的想法時，先生並不贊成，最後她以女兒為
由，說服先生。她在臺灣工作的期間，負責女兒所有的花費，從
日常基本所需到奢侈品，像是手機。先生大概一個月到姊姊家看
女兒一次，賺的錢就是維持他自己平日的花費，存不了錢，也沒
有餘裕分擔孩子的開銷。Reni 和其他研究參與對象皆指出金錢是
遷移的動機，現實上，她們多數是家裡主要的經濟來源，但訪談
時她們更常以照顧的語彙來詮釋海外工作的選擇，7像是：「我們要

為小孩想」、「我要照顧小孩」和「我是媽媽啊！」遷移的決定，
鑲嵌於她們的母親身分認同和母職實踐。

Dari 的家鄉在印尼東爪哇的鄉下，那裡多數人以務農維生，
種米、種菜，過著「勉強可以過日子，但存不了錢」的生活。婚
前，她來過臺灣照顧阿嬤，婚後還沒小孩時，她和先生又分別到
香港和馬來西亞工作，直到她在香港的兩年合約期滿，他們約定
結束分隔兩地的生活，回到印尼。爪哇的鄉村沒有什麼工作機

7　僅有少數，像是 Misrati 講述因為無法處理她和先生親密關係瀕臨破裂，促使她選擇到海外工作，
以逃離做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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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他們只能承襲家裡務農的傳統。孩子出生後的開支，破壞原
本勉強維持的度日平衡，三個月採收一次的農作物，販賣後的收
入僅夠每天吃飯、買菜，沒有多餘的錢照顧孩子每天張口的需
求，更不敢想像他日漸長大的教育費用和相關開銷。Dari 說，和
臺灣相較，先生在馬來西亞的工作收入少，兩人討論後，由她到
臺灣工作，她說：「先生沒有反對，他知道我是到臺灣賺錢的。」
離家時，小孩五個月大，Dari 想起多年前的決定，眼眶忍不住泛
紅：「沒辦法，為了我的小孩（到臺灣工作）。」

研究參與對象中，也有和 Yenny 一樣，因為離婚，得同時肩
負養家和育兒照顧的責任。Yenny 的家在西爪哇，距離雅加達約
九小時車程的小村子，父母以務農維生，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
婚前，她在雅加達的糖果工廠工作，也在那裡認識前夫。孩子出
生後，她搬回老家和父母一起住，剛開始，前夫每個月會探望她
和孩子一次，頻率越來越低，孩子一歲時，他們已經完全斷了聯
繫。在許多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家鄉，女人到海外工作的現象
很普遍，已經是當地文化的一部分（Chan 2017），但 Yenny 的
村子，很少有女人出國工作，她說，大家選擇到附近城市的紡
織工廠上班。2010 年，小孩 20 個月大時，Yenny 到阿拉伯工
作，直到 2018 年才回到印尼，休息六個月後，8 她再度離家到臺
灣工作。講起出國工作的決定，她簡單地回答：「因為要養孩子」
後，眼淚就掉了下來，回憶在阿拉伯工作八年，沒有一日休假的
生活，她說：「我只能認真工作養孩子。」

幾乎所有研究參與對象講到海外工作的動機時，都會提及孩
子和自己做為母親的照顧責任。訪談時，鮮少有人將出國賺錢看
待為實踐自身夢想的機會，她們冀望經濟改善的目的，往往是為
了滿足孩子的生活所需和消費的慾望、興建一家人可以居住的房

8　包括在訓練中心四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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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及以下小節討論的「更好的未來」。決定出國工作之初，
多數人以「暫時的分離」，可能是合約期滿的三年，或是年幼子
女的某個階段（例如：就讀小學前、小學畢業時），計畫現在和
未來的安排，她們也以未完成的家庭任務或是孩子的照顧責任，
解釋延遲的返家規劃或是再一次出國工作的動機。跨國遷移不僅
帶來物理空間的距離，也重新形塑這群移工媽媽對於時間性的感
知，進一步模糊現在／未來、暫時／永久的二分框架。

既有的研究指出，海外遷移為女性帶來經濟獨立的契機，伴
隨家戶權力關係的改變（Hugo 2002; Rigg 2007）。本研究確實發
現印尼家庭看護工的經濟能力，使得她們更有權力參與家庭的決
策過程，甚至是主導，包括：蓋房子、買地、醫療安排以及孩子
的教育等等。但受到印尼傳統性別文化的影響，本研究的參與對
象更強調藉由賦予海外工作母職照顧的意涵，協商她們在跨國遷
移脈絡下不能體現「理想母親」的心理矛盾。

（二）教育是通往「更好」的未來

多數的研究參與對象來自印尼鄉村的農家，她們父母務農的
所得只能勉強維持家庭基本的日常所需，少數甚至還得靠借貸度
日，沒有多餘的消費能力。回憶童年，有人會想起下雨天，滴滴
答答漏水的舊房舍，有人說起家裡耕種的地是承租而來，收成的
作物上繳地主後，剩餘的收成僅夠自家吃飯。她們無奈地說，爸
媽工作很辛苦，但卻賺不了什麼錢，突然而來的天災，讓家裡的
狀況雪上加霜，貧窮是她們的共同記憶。

因為反思自身成長過程的物質貧瘠和其影響，部分受訪的印
尼家庭看護工會以「買想要的東西」為理由，說服孩子接受媽媽
到國外工作，多數的人進一步提到對「更好」的生活的期待。她
們會以暫時的離別或是犧牲對照可能的未來，偶爾會提及老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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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安排，身為母親的她們，口中的未來常等同孩子的未來。
「更好」指的不只是物質的富裕，更涵蓋安全、穩定以及有希望。

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工的教育程度多為國中和高中，少數在
小學畢業後就因須協助家庭經濟無法繼續升學。訪談過程或我們
日常互動時，部分的人會因自己未能接受更高的教育表露遺憾，
或是提到教育程度時顯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們多數相信接受教育
能讓孩子過跟自己不一樣的生活。不少人選擇讓孩子在小學畢業
後進入寄宿學校，和公立學校相較，儘管不便宜的學費成為每個
月的壓力，她們強調：「孩子願意讀書很重要。」、「為了他（們）

以後好。」

Dari 來臺灣十多年，負責一大家子生計的她，手邊沒有任
何的儲蓄，因為無法負擔機票費用，已經六年多沒有回家。女兒
小學畢業時，她不顧所有家人的反對，堅持安排女兒到穆斯林
寄宿學校就讀，她解釋：「我人不在家裡，不知道女兒會不會出

什麼狀況，她爸爸人很好，管不動她……。」Dari 說，村子裡
的鄰居也在臺灣工作，女兒國中就懷孕了，後來書也沒有讀完，
她擔心自己不在身邊，女兒會受到同儕朋友的影響，沒法好好讀
書。Dari 只有小學畢業，她偶爾會感嘆學歷造成的限制：「印尼

鄉下的工作很少，我只有小學畢業，更不可能找到薪水高的工

作。」有段時間，Dari 為女兒的學習態度不佳煩惱，某個休假的
星期天，在我的車上，她忍不住掉了眼淚：「我在臺灣工作那麼

辛苦，賺錢不容易，學校那麼貴，小孩還不聽話……。」後來我
們見面時又聊起女兒的近況，她露出欣慰的笑容：「她最近乖很

多，也有好好讀書。」

Any 的父親以種植稻米和玉米維生，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
收成的四分之一必須繳交給地主，做為租金。國中畢業後，因為
父母無法繼續負擔她的學費，也需要有人分擔家庭日常支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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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親戚的介紹，她在離家車程約 10 到 12 個小時的萬隆找到家庭
幫傭的工作。

我們家非常的窮。16歲的時候，我開始在萬隆的華人
家庭擔任幫傭和保母，負擔家裡的生活費和弟弟妹妹們

的教育。一直到我結婚以前，我每個月的薪水都寄回家

給我媽媽⋯⋯。我的弟弟和妹妹都讀到高中畢業，只有

我是國中畢業。

回想自身的成長過程，Any 和其他受訪的家庭看護移工常強調，
到臺灣賺錢是為了避免孩子和自己一樣辛苦（生活），物質缺乏
或是被迫中斷學業。Any 對於因家庭經濟因素未能繼續升學，感
到遺憾。在我們一起慶祝她的大兒子獲得高中名校的入學許可
時，她說了好幾次，兒子即將要就讀的學校，每年都有很多畢業
生進入印尼最頂尖的大學，通往和 Any 自己不一樣的、滿有希望
的未來。

Wati 的家鄉在中爪哇鄉下，她 19 歲時生下女兒，前夫的工
作一直很不穩定，經常處於失業的狀態，女兒九歲的時候，她決
定到臺灣工作。我們認識時，她已經來臺灣工作超過 10 年。這
期間，她幾乎沒有休假，每個月的薪水留下一、兩千元給自己，
其他全數匯給在印尼的媽媽，用於生活開銷和女兒的教育費用，
訪談時，Wati 的女兒正在大學就讀護理系。講起女兒時，Wati
的神情帶著驕傲，她說，在印尼找工作不易，女兒的專業能找到
比較穩定的工作。Wati 在臺灣工作的最後階段時，女兒已經從大
學畢業，在醫院實習，她的手機桌面是女兒捧著一大把花束，笑
得燦爛的畢業照片。Wati 說：

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樣過得這麼辛苦⋯⋯。印尼的大學學

費非常的貴，除了學費之外，她每個月還需要買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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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用的材料、房租以及其他的生活花費。我花了很多的

錢，但是很值得。

不論是 Wati、Dari 或是 Any，她們和許多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移
工懷抱相似的想法和心情，身為母親的她們，視教育為孩子通往
（相較於自己）更好、有希望的未來的重要管道，在海外辛苦工
作生活的現在，把希望寄託於正在成長的孩子以及他們人生無限
可能的未來。

六、跨國／時做媽媽的策略：空間與時間性的
重組

上述提及，參與本研究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多從照顧責任、
實踐母職的觀點，來詮釋海外工作的決定。在跨國勞動力遷移的
脈絡下，她們藉由匯款、禮物、安排照顧代理人和以資訊與通
信技術（ICTs）媒介的日常通訊，表現母愛、參與孩子的日常生
活、維持情感關係、協商缺乏身體親密性的母職實作，以及和母
國家人發展照顧協作關係。ICTs 不僅是她們實踐跨國母職與照顧
協作的重要媒介，也改變遷移脈絡下的物理空間感與時間性。

（一）物質做為情感的表現與日常生活參與

本研究訪談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多數是母國家庭主要的經濟
來源，不論她們先生的受僱狀態和薪資。談及薪水分配時，她們
往往只留下 2,000 至 3,000 元的現金，因應自己在臺灣的花費，
匯款除用作蓋房子的基金、支應家庭生活開銷、孩子的教育費
用、村子裡婚喪喜慶的祝賀或慰問金，還包括滿足孩子日常裡大
大小小的慾望，藉此在物理空間與時間限制下，持續參與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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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例行生活。

訪談時，Yenny 的孩子已經 10 歲，前後加起來，她陪伴在
孩子身邊的時間不到三年。講起孩子上次考試拿到全班第二名
時，她的神情有驕傲，也有不捨：「爸媽都不在，我的兒子還是

很用功、表現很好。」每個月，Yenny 的姊姊收到匯款後，會拿
印尼盾四萬元（約臺幣 80 元）給她的孩子當作零用錢，她解釋：

他跟我說同學有玩具汽車，他也想要，但是我不

在⋯⋯。後來，我請我姊姊每個月給他錢，放學後，他

如果在雜貨店看到什麼他想要的，可以自己去買。他很

喜歡玩具汽車，每個月會去買一臺。

身為同時肩負養家和照顧責任的單親媽媽，Yenny 講起海外工作
的選擇時，流露對孩子的愧疚，儘管不在孩子的身邊，她總是想
辦法滿足孩子的物質需求或慾望，可以支配、使用的金錢，是
她想到的方法之一。Yenny 說，有時候孩子會略過她的姊姊和爸
爸，傳訊息告訴她想吃的東西：

有一次他 teks（傳訊息）給我，說在 FB看到別人吃
pizza，他也想吃，我就在網路上訂，店會送到家裡。（為
什麼不跟妳姊姊或是爸爸說？）他知道阿姨或是阿公可

能不會答應他，覺得浪費錢，吃家裡（的飯）就好，為

什麼要吃 pizza。

Yenny 長時間在海外工作，講起和兒子的關係並不親密時，她幾
度落淚，但又無力改善。每個月給兒子的零用錢或是為他購買想
要的東西、想吃的食物（例如：訂披薩），是她在身體缺席的情
境下，得以藉由物質現身、參與兒子的日常生活，用以協商母職
實踐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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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 Anita 那年，她 30 歲，女兒快五歲時，她離開西爪
哇的家鄉到臺灣工作，訪談時，她已經在雇主家工作五年，扣掉
按時匯款給先生的家用，她沒有任何的儲蓄。女兒小學畢業後，
Anita 堅持送她去昂貴的寄宿學校，每個月的學費讓原本緊縮的
經濟狀況更難以負擔。有回，Anita 以女兒學費為由，跟其他印
尼看護工朋友借款，後來被揭穿她用那筆錢為女兒在學校辦了盛
大的生日派對，謊言傷害了朋友間的友誼和信任，她泣訴：

我不是故意要騙大家，我真的沒有錢了，沒辦法⋯⋯。

女兒跟我說她想要在學校有 pesta（派對），想跟朋友
一起慶祝。她剛去學校的時候，很不習慣、很不開心，

現在比較好了。我希望她可以開心。

Anita 在臺灣工作的薪水，雖然能支持母國家庭固定的日常開
銷，但並沒有讓她在經濟上更有餘裕，部分受訪的印尼看護移工
也有類似的困境。儘管如此，滿足女兒的物質要求，是少數她能
以媽媽身分參與女兒生活的方式。Yenny、Anita 和其他受訪的移
工媽媽，不只以物質表達她們對孩子的愛，也藉以在跨國遷移的
脈絡下，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連結雙方所在的空間與時間，受
到身體缺場的限制，物質成為她們表達情感、實踐母職的重要媒
介。

（二）與照顧代理人的協作

尋找適合的照顧代理人是跨國母職實踐的重要策略之一，參
與研究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與代理人發展照顧協作的過程中，代
理人投入的程度、時間和心力影響她們的母職實作經驗。她們經
常透過物質建立與強化互惠的基礎，除了表達感謝，也有助於照
顧協作的順暢以及保障孩子的身心福祉。受訪者在海外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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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原生家庭的母親和姊妹是孩子主要的替代照顧者，僅有六位
由先生或是前夫在其他家人協助下，進行照顧。提及如何安排孩
子的照顧代理人時，她們強調與代理人間的情感、信任，以及代
理人具備的重要特質：可靠、值得信賴、願意付出愛、細心等
等。多數的人將每月薪資的匯款交由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安排，用
作家庭的基本開銷和孩子的教育費用，她們口中的「家庭」多半
以孩子為中心，納入協作網絡內的照顧代理人。

Sudi 的家鄉在蘇門答臘的鄉下，臺灣是她第二個海外工作的
國家，之前去過馬來西亞。訪談時，她在目前的雇主家工作了七
年，照顧阿嬤（雇主的媽媽）。Sudi 有兩個兒子，大兒子 20 歲，
小兒子 12 歲，不在家的期間，她的母親代為照顧兒子，直到現
在，小兒子晚上還是喜歡跟 Sudi 的媽媽一起睡覺。不過，Sudi
的媽媽年紀日漸增長，健康狀況不是很好，妹妹會協助、分擔孩
子的照顧。每個月拿到薪水後，扣除自己需要的花費，Sudi 會將
剩餘的部分匯款至妹妹的銀行帳戶，再由妹妹代為分配：父母和
孩子的生活費用、自己的銀行儲蓄，以及給妹妹的經濟資助。她
說：

我妹妹有幫忙照顧孩子，我平常（每個月）會給她（印

尼盾）50或 60萬，她需要的時候，會給她 100萬，我
是姊姊⋯⋯。

Sudi 認為協助妹妹是她身為姊姊的責任，同時，強調妹妹幫忙照
顧她的孩子，金錢匯款成為她們互助、互惠的基礎。

Reni 在臺灣工作的十多年，女兒由姊姊照顧，關係十分親
密，姊姊有個就讀高中二年級的兒子。Reni 每個月固定給姊姊
臺幣 4,000 元，用於女兒的開銷，剩餘的部分由姊姊支配。她也
會不定時額外再給姊姊錢，或是資助其他生活上的需要，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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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念小學比較便宜，國中和高中之後花費就比較多。姊姊需

要時，我也會多寄錢給她。」Reni 有兩個年紀較小的弟弟和妹
妹，還在就讀高中和國中，父母務農的收入不高，生活過得很勉
強，她每個月給父母臺幣 2,000 元，以減輕他們的經濟壓力。講
起薪水的分配，她以做為女兒的責任詮釋給父母的匯款，強調和
姊姊之間互惠的關係。Reni 的手機裡有張照片，女兒畫上精緻的
妝容、穿著華麗的傳統服飾，是參加舞蹈表演時的留影，看著照
片裡亭亭玉立的孩子，她感嘆道：

她（姊姊）幫忙照顧我女兒很辛苦，女兒喜歡跳舞，姊

姊幫忙準備（衣服）、帶她去練習⋯⋯，我只有賺錢。

姊姊需要的時候，我會幫忙。

不管是金錢或是禮物，受訪的家庭移工藉由物質建立與強化跨國
照顧協作的互惠基礎，傳達她們對母國家人（特別是照顧代理
人）的情感、愛和感謝，實踐與協商她們做為母親的責任。

（三）資訊和通信科技媒介的母職 ： 情感維繫和跨國照
顧協作

臺灣的遷移體制並未保障移工家庭團聚的權利，其工作簽證
無法贊助母國家人在臺灣的居留，他們多半利用聘僱契約期滿
時，返國和家人短暫相聚。不過，在臺灣政府取消移工「工作滿
三年至少離境一日」的強制規定後，9 部分移工因為經濟能力的考
量，選擇延後與家人團聚的機會。研究（Mason 2004）指出，移
民工定期和家人間的互訪、相聚，是跨國維持家庭關係的重要策
略，但以身體親近性為基礎的互動和情感連結，在臺灣的移工政
策限制下，備受挑戰。移工不僅運用資訊和通信技術（ICTs），做

9　2016 年 10 月 21 日，立法院修正《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取消移工 3 年契約結束後，需出國至
少一日才能再入境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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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跨國母職實作和維繫情感關係的重要媒介，並藉由整合科技物
進行照顧協作，展現其做為母親的能動性。ICTs 的使用重組跨國
遷移造成的物理空間感和時間性，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們的經驗呈
現 ICTs 做為重要的媒介，如何讓跨國／時的家庭日常生活參與得
以可能，並進一步連結情感關係。

1. 以資訊和通信技術為媒介的日常互動

過去 20 年來，ICTs 的發展以及網路的普及，改變移工和母
國家人的聯繫方式、情感的維持，以及她們實踐母職的策略。10

現在，網路視訊是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最常用以與母國家人
聯繫的媒介，另外會輔以網路語音電話和文字訊息，少數的移工
會藉由社群媒體（例如：臉書）和年紀較長的子女互動，或是瞭
解他們的近況。和所費不貲的國際電話相較，ICTs 的普及和價
格的可負擔性，大幅提升看護移工和母國家人維持日常溝通、聯
繫的能力。來臺近 10 年和超過 10 年的受訪者多半可以比較箇
中的差異。來自印尼東爪哇鄉下的 Supami，父母早逝，受訪時
已經來臺灣 11 年，她回憶早期沒有網路時，會利用國際電話卡
打折的星期日和家人通話，一張三、四百元臺幣的電話卡只有短
短二、三十分鐘的通話額度。她說：「我會打給老公，問他兩個

孩子和住在一起的婆婆的狀況，小的（孩子）那時候還不懂事，

會跟大的（孩子）講話，問他好不好，沒講什麼，電話卡就沒錢

了……。」有了網路之後，她現在每天和家人通話好幾次，我們
訪談進行前，Supami 才結束和小女兒的視訊，她說：「她剛放學

了，可以講電話，我問她今天在學校好不好。」

10　儘管網路普及，受訪者的經驗反映網路使用的資源差異和不平等。受訪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多使
用網路「吃到飽」的方案，部分申辦固定流量，於外出時用，平時則透過雇主家的無線網路上網，也
有少數的受訪者談到，雇主不開放使用家中的網路。印尼室內電話的普及率很低，手機是較為普遍的
通話媒介，但部分受訪者的家人間近幾年才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除了一位受訪者剛在家中申裝無線
網路，其餘受訪者的母國家人皆透過固定流量的電話網卡上網，流量耗盡時，再買新的網卡。不少受
訪者表示，電話網卡的費用是母國家庭每個月的主要開銷項目之一，費用從她們的薪資匯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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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後，Ati 和父母以及兩個孩子住在雅加達的市郊。在臺
灣工作已經超過 10 年的她，回想和家人聯絡方式的改變，從航
空郵件、國際電話卡到現在的網路視訊。還在手寫信件的年代，
Ati 每個月都會寫信，抒發對家人的思念。她說：「我想他們的時

候，就一直寫一直寫，寫在紙上……。我不知道媽媽會不會回

信，收到信時很開心，不過，要兩三個月。」Ati 和其他受訪的
家庭看護移工雖然期待收到回信，但多抱著不確定的希望，特別
是受限於教育程度，他們的父母不見得能順暢地使用文字溝通。
另外，一來一往的航空郵件，難以即時回應她們對家人的想念或
是情感需求，更加凸顯跨國遷移造成的空間與時間距離。Ati 也
談到當國際電話卡出現後，取代航空郵件成為她和家人間主要的
聯繫方式，但昂貴的費用限制了通話頻率和時間：「那時候，不

是想打電話就打，很貴啊，我在打折、便宜的時候才會打電話，

一張電話卡也沒辦法講很久，大概兩次（通話）就沒錢了。」智
慧型手機和網路的普及，重組跨國遷移產生的空間感和時間性，
提供 Ati 和母國家人更具備可近性、價格可負擔的情感連結媒
介，特別是她的雇主提供免費使用的無線網路。她說：「我現在

每天晚上都會跟兒子視訊，跟他還有我爸爸媽媽說話。」

藉由 ICTs，與孩子以及他們的照顧代理人聯繫、聊天，是
多數受訪者日常的例行活動。不過，臺灣時間快印尼一小時，為
減少時差造成的影響，受訪者描述她們如何跨國／時持續地活在
不同的時區，Supami 這麼說：「我想（跟他們）video call 的時

候，會先看一下（時間），女兒放學了嗎？在家嗎？他們現在在

做什麼？有些時候我有時間，他們沒空。」視訊或通話需要利用
母國家人空閒的時間，無法配合時，她們會改以文字訊息，這也
用於即時的日常問候，特別是和孩子之間。例如：她們會依照孩
子的作息發送短信：「早餐吃了嗎？吃什麼？」、「今天上學要加

油！」、「放學了嗎？」、「回到家了嗎？」、「今天有做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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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移工媽媽藉由 ICTs 媒介，跨國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表達關
心，並維持身體缺場下的家庭和母職實作。如同 Lina 說的：「我

要在臺灣賺錢，沒辦法在家陪她（小孩），只能常常 teks 她，要

她讀書加油、要乖、聽阿公和阿嬤的話……。」此外，家庭看護
移工通常須與受照顧者和雇主同住，她們解釋，因照顧工作的勞
力和情緒密集、高度變動性、24 小時待命或是雇主對手機使用的
限制，一方面，她們得尋找工作的縫隙與家人視訊或通話；另一
方面，她們需與母國家人協調，包括有空的時間、可視訊的設備
和穩定的網路。

Anita 回想小時候，母親在阿拉伯工作，只能久久講一次電
話，難以緩解思念的心情：

小時候，我和媽媽好幾個月才能講電話，我們會到村子

裡有電話的那個人家裡，我是最小的孩子，會撒嬌、說

很想她、問她什麼時候要回來，雖然有講電話，還是很

想很想她。

Anita 剛到臺灣的時候，還沒有手機，無法跟家人聯絡，後來在
其他看護工朋友協助下，申辦了手機。女兒跟 Anita 的媽媽、姊
姊一家以及哥哥（哥哥還沒有小孩，太太在新加坡工作）同住，
她們每天通話，不過那時 Anita 媽媽還沒有智慧型手機，只能
語音，先生在的時候，透過他的手機才能視訊。我們訪談的前
一年，Anita 在臺灣買了智慧型手機，請託同村的朋友帶回給女
兒，女兒有了自己的手機後，她們天天視訊聊天：

白天我要工作，沒時間講電話，阿嬤（Anita照顧的老
人家）很早就睡覺，她睡著後，我會跟女兒還有媽媽視

訊，但不能開燈，他們看到我暗暗的。我跟女兒說，暗

暗的不用視訊，她說我可以看到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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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航空郵件、國際電話相較，ICTs 的普及提供看護移工更為平
價、便利、即時的與母國家人聯繫的媒介，不過暫時性遷移體制
下同住的聘僱安排、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及照顧工作的特殊性
等交互作用，形塑科技使用的不平等。

ICTs 的使用，是參與研究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與家人聯
絡、維持情感的重要媒介，和家人視訊、通話，在科技的協助
下，成為她們生活例行的家庭任務。從東爪哇來臺灣工作四年的
Andreia 有三個小孩，她講到：「每天，一定要講電話，我每天都

想看他們（孩子）。」不過，大多數的受訪者指出，她們與家人
的談話經常環繞在日常作息和資訊交換，例如：「問他們今天好

不好？過得怎麼樣？」、「中午吃了什麼？晚餐吃什麼？」儘管較
少複雜情感或是想法的交流，透過每日的視訊通話，受訪的家庭
看護移工得以參與母國孩子的日常韻律，藉由網路空間創造跨國
／時共享的節奏。

在跨國／時脈絡下，這些移工媽媽能與母國家人聯繫、參與
孩子的日常，不僅是因為科技物的媒介，更仰賴她們積極地跨國
／時管理工作和家庭的作息，協商有酬與無酬的照顧工作，以克
服臺灣與印尼間的空間距離和時間的不同步。然而，以 ICTs 媒介
的跨國連結，是否能完全取代以身體親密性為基礎的情感關係？
其創造的共存感是真實或虛擬？第七節會討論當中存在的心理矛
盾。

2. 資訊和通信技術媒介的照顧協作

因為跨國／時的距離限制，移工媽媽無法陪伴在子女的身
邊，提供直接照顧，她們不僅以 ICTs 做為媒介，與孩子進行日
常互動、維繫關係，同時藉由科技物和孩子的照顧代理人進行跨
國照顧協作。Lily 離開東爪哇鄉下的家，在臺灣工作近 1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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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2 歲的女兒由她的父母照顧。扣掉每個月在臺灣生活的
費用，Lily 將剩餘的薪水全數匯款給媽媽代為分配，包括：父母
和女兒的日常開支、整修房屋的費用以及固定的儲蓄。Lily 說，
女兒想買什麼東西或是需要較大筆的支出時，她會透過視訊或是
電話交代媽媽，像是女兒一直希望能和 Lily 視訊，但 Lily 爸爸沒
有智慧型手機，得等到她姊姊回父母家時。我們訪談的前一年，
Lily 請爸爸用她匯回的薪水，替女兒買了新手機，之後，她們天
天視訊。家鄉在中爪哇的 Miya，她的母親在薪水匯款運用上，扮
演和 Lily 的媽媽類似的角色，除跟她強調定期儲蓄的重要，當女
兒需要較大筆的花費時，Miya 的媽媽一定會先告知她、徵詢同
意。

對 Lily、Miya 和部分受訪的家庭看護移工而言，ICTs 做為媒
介的日常溝通，不僅具有維繫情感的意義，亦有助於跨國／時照
顧的協作，她們可以和孩子的照顧代理人確認薪水匯款的運用、
滿足孩子物質的需要或慾望，以及討論孩子的照顧和教育安排。
受訪移工中，有五位的孩子在訪談時或在稍後就讀穆斯林宗教寄
宿學校，她們關心孩子學業表現或是身心穩定，藉由頻繁的通話
和視訊，與家人（包括先生和父母）溝通孩子的教育決定和安
排，像是 Dari 和 Elly 說服不同立場的家人，在她們的堅持下，
女兒最後沒有就讀鄰近的公立學校，而是就讀學費要價不貲、管
理嚴格的寄宿學校。

少部分的受訪者分享她們的照顧代理人無法盡責管教孩子，
甚至疏遠她們和孩子間原本就不親密的情感關係。Yanti 來自印
尼的蘇門答臘，兒子三歲半時，她到新加坡工作，四年後返家，
原本不想再出國工作的她，因為蓋房子花光了所有的積蓄，在
家短暫停留一年後，2013 年她開始在臺灣擔任家庭看護移工。
Yanti 的兒子國中畢業後，就沒有繼續升學，每天不是在家裡打
手機遊戲就是在住家附近閒晃，有時協助阿公和阿嬤種田，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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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地說：「我爸媽對他太好、管不動他，也沒有辦法勸他繼續讀

書，就隨他做想做的事情……。」儘管 Yanti 人在臺灣，仍覺得
要為孩子的教育或是管教負責，她常跟父母溝通兒子上學的重
要，有一陣子和孩子的關係因此劍拔弩張，她說：「每次只要一

講電話，我和他都會生氣，我叫他去上學，他就是不肯。」

訪談時，Any 已經在臺灣工作八年，兩個兒子由先生照顧，
孩子還小的時候，她媽媽也不時會提供協助。不過，媽媽和先生
的關係不好，孩子大一點之後，先生就很少帶他們回 Any 的媽媽
家，她生氣地說：「我媽媽年紀大了，她想看孫子，我老公說他

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很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一個月，通通沒

有（帶孩子回 Any 媽媽家）……。」。因為婆媳衝突和宗教信仰
的差異，Any 與先生的情感在婚後漸趨冷淡，不過，考量孩子和
離婚不易，他們勉強維持法律上的婚姻關係。除了自己的生活開
支和給媽媽的費用，Any 把所有的薪水都交給先生安排運用，她
抱怨：「他不讓我存錢，要我把錢全都給他，錢給他管沒關係，

但要記下來花在哪裡，他都沒記，錢常常這樣就沒了。」大兒子
知道 Any 和先生的感情不好，把原因歸咎為她堅持到臺灣工作，
先生從來不跟孩子解釋或是為他們緊張的關係緩頰，Any 始終難
以修補和大兒子間的情感裂縫。

這些移工媽媽能否藉由 ICTs 與孩子維持日常的溝通、聯繫情
感關係和實踐跨國母職，除了她們自身的參與和付出的時間、心
力，照顧代理人的態度以及與她們之間的協作關係，扮演關鍵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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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跨國母職的矛盾感：永久／暫時、距離／
親密、真實／虛擬和情感不對稱

接近半數的研究參與對象在臺灣工作的時間超過 10 年，超
過三分之二的人，有過其他國家的工作經驗。第一次出國工作
時，她們大多認為自己是「暫時」、「短暫」的離家，她們看待自
己是特例，不同於那些長時間居住在外國、和家人分離的印尼女
性移工。訪談時，大多的受訪者難以線性的時間，具體量化目前
或未來計畫繼續在臺灣工作的年數，她們評估的時間量詞往往以
任務為單位，並環繞在母國家人和孩子的需求，例如：蓋一棟自
己的房子、三餐溫飽、有能力購買想要的物品以及孩子上學需要
的費用等等。

在臺灣工作十多年的 Dari 和 Ati，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
試辦沒多久後，在雇主與仲介的協助下，申請到臺灣的永久居
留。當年，在她們離開還在襁褓的孩子時，盤算著（三年）契約
到期後，就可以和家人團聚，沒想到，接連更新契約一再延長她
們在臺灣的工作年限。Ati 對照自己第一次出國到新加坡工作的
經驗：

還沒小孩的時候，有個阿姨介紹我到新加坡工作，在老

闆家裡幫忙顧小孩、打掃，那時，我做了兩年多。到臺

灣工作的時候，我想很快就可以賺到錢（回家），在家

裡做生意賣吃的、照顧小孩和我的爸爸媽媽。

一直到現在，Ati 都還沒有實現賺錢開店的計畫，她告訴我，她
的店一定會賣珍珠奶茶。她談到必須留在臺灣工作的原因，像
是：伴隨著小孩成長需要的教育費用，包括支持喜歡讀書的女兒
就讀學費昂貴的住宿學校，或是她為自己和家人的未來買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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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每月得繳交的貸款，以及年老的父親這幾年進出醫院的花
費。

Miya 的家鄉在印尼的中爪哇，我們認識時，她在臺灣工作快
滿七年，來臺灣之前，她在阿拉伯擔任家庭幫傭。相較於其他受
訪移工，Miya 的經濟狀況相對穩定，先生魚塭養殖的收入雖然不
穩定，但可以支應自身的開銷。她的薪水負擔女兒的生活費用以
及原生家庭父母部分的經濟需要，幾年下來，她已經蓋了房子，
每個月扣掉必要花費後，還有一定的存款。儘管如此，Miya 的
未來充滿不確定和未知，她說，女兒還要讀書，之後會需要更多
的錢，什麼時候要（或可以）結束在臺灣的工作，她沒有答案。
金錢支出、物質慾望、孩子的教育、生活裡的不確定性和各種風
險，持續延長 Ati、Miya 和其他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在臺灣工作
的時間，造成她們對未來難以有具體的規劃，並被困於永久暫時
性（permanent temporariness ）（Bailey et al. 2002）的弔詭。

Ati、Dari 以及其他受訪者，描述 ICTs 的發明和普及如何重
組在跨國勞動力遷移脈絡下，她們的物理空間感與時間性，包括
過程中所經驗的系列矛盾感：永久／暫時、距離／親密、真實／
虛擬。因為經濟的考量，2016 年，臺灣政府取消移工工作滿三
年至少需要離境一日的規定後，Dari 就沒有返鄉探望過家人，以
ICTs 為媒介的跨國／時的空間，取代以身體親近性為連結的實體
相見。她回想智慧型手機和網路還不普遍的時期，只能打電話、
聽聲音的不確定感：「只有講電話、聽聲音，看不到人，就是不

一樣，不知道她（女兒）有沒有長高、變胖、有沒有生病，很多

擔心。每次講完電話後，還是會很想她，沒有用……。」Dari 談
到視訊的差異：「看到人很開心，不一樣，感覺（我們）很近。」
比較隔著螢幕視訊和實體相聚時，她又感嘆道：「當然不一樣，

視訊比較近，還是跟真的在一起不一樣，抱不到、摸不到。」除
了缺乏身體的接觸外，部分受訪者進一步解釋「在一起」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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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矛盾感受，像是 Yenny 提到，儘管每次視訊看到孩子
是開心的，但彼此之間互動的生疏，又讓她明白孩子無法瞭解她
到海外工作的動機，更別說一起參與她想像的家庭未來。參與研
究的移工媽媽們多半很難具體闡述 ICTs 的使用造成的改變，這也
反映 ICTs 所媒介之互動與情感的虛實，此外，她們的經驗呈現此
過程中科技物可能帶來的心理矛盾，包括對空間和時間的感知。

Wati 在臺灣工作的最後幾年，女兒從大學畢業進入職場工
作，她回想女兒大學在外租房子，兩個人都有空時，會開著視
訊，掛在通訊軟體上一整天。Wati 和她照顧的長者獨居，手機的
使用或是和家人的通話，較少受到雇主的限制，她說：「我們會

開著視訊，把手機放在旁邊，我做我的事情，她做她的，不會一

直講話，想講話的時候講話，好像在一起、沒有分開。」Wati 和
女兒的隔海視訊，體現 ICTs 中介的共存感（co-presence），似乎
能將時間與空間凍結在特定的當下，消除物理性的距離，並感到
親密。但 Sudi 的經驗則呈現科技創造的虛擬真實，難以取代以
身體為媒介的親密性，雖然她也強調，比起只能聽聲音，透過視
訊看到小孩的臉，讓她覺得很開心，她分享視訊結束後的落寞：

有時候，跟孩子視訊完，我會覺得很難過，我發現自己

還是在臺灣，不在印尼。有時候，很累的時候，我坐在

那裡發呆，想著，我（現在）在印尼的家裡，我很想回

家，一直想靠近家人。

ICTs 創造的暫時共存感，並未延續存在於 Sudi 結束和家人視訊
後的日常，反而提醒她自己所處的特定時空和家人之間的斷裂。

這些移工母親使用 ICTs 進行跨國照顧的經驗，指出科技與照
顧實作的複雜和動態。ICTs 的普及和以其為媒介的日常互動，並
不一定能消除孩子因母親長期不在家產生的疏離感以及取代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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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親密性。受訪的印尼看護移工談到技術的便利，以及她們
從中的情感獲益，不過，孩子的經驗不是總和她們一致。Any 大
兒子的成績很好，她引以為傲，不過，他一直不能理解媽媽出國
工作的選擇，兩人的關係時常很緊張。訪談時，Any 對大兒子略
有微詞：

他現在（因為疫情）在家網路上課，我每天都會打電話

給他，有時候沒接，有時候接起來生氣的說忙著寫功

課，就掛掉了。我傳訊息給他也是一樣。後來，我生氣

的跟我老公抱怨，我賺錢通通給小孩，結果他不理我是

怎樣，如果在忙可以跟我說，不是不回答。

面對孩子時，Any 通常不會表現這些負面的情緒，只能對著先生
抒發，儘管到臺灣工作是為母國的家庭賺錢，她心裡還是抱著不
能陪伴孩子身邊的愧疚。

受訪的移工媽媽，超過半數使用 ICTs 與孩子聯繫的經驗和
Any 很類似，孩子經常不接電話，短信多是「已讀不回」的狀
態。Wasiri 離家時，大女兒五年級，小女兒才幾個月大，和姊姊
不同，就讀國小二年級的她，沒有任何和媽媽一起生活的記憶或
是連結。說起和小女兒的日常互動，Wasiri 感到挫折：

我打電話給她，經常沒有接。她需要錢或是想買東西

時，才會願意跟我講電話。她說，我不是她媽媽，阿嬤

（Wasiri的媽媽）才是她媽媽。我聽到她這樣講，覺得
很難過，她怎麼這麼說，但也沒有辦法⋯⋯。

來臺灣七年，Wasiri 只短暫回去過印尼一次，相較於大女兒和媽
媽見面的開心，小女兒很抗拒和她單獨在一起。面對小女兒的生
疏，她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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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Yanti 的兒子已經國中畢業，他們一起生活的時間
不到五年。Yanti 不在家的時候，兒子由她父母照顧，她感嘆地
說：「他和我爸媽感情很好，和我不好，連叫我媽媽都不願意。」
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因為網路視訊普遍後改善，講到兒子時，
Yanti 語氣多半是無奈的：

他國中畢業就不讀書了，我以前是想讀沒有錢，我一直

勸他，都沒有用。（那他現在在做什麼？）在家裡幫我

爸爸、媽媽種田，還有花錢，花我賺的錢。平常他都不

會跟我講話，每次講話就是要錢。

Yanti 的爸爸和兒子都有手機，也可以視訊，她是少數沒有天天
和家人視訊通話的受訪者，她說，一方面家裡沒有無線網路，網
路卡很花錢；另一方面，兒子不是很願意視訊講話，每次通話最
常提到的就是沒錢。

既有的研究（Wilding 2006）指出，ICTs 的發明和普及，對
於跨國家庭關係的維持與情感的交換扮演關鍵的媒介，但是，移
民、移工如何發展與實踐 ICTs 媒介的照顧與情感關係，經驗十分
不同。本研究訪談的移工母親，她們的經驗呈現 ICTs 使用產生的
矛盾感。部分人指出運用 ICTs 讓她們跨國／時感受和孩子「在一
起」，共享親密關係，或是逐漸改善原本疏離的情感。另一部分
人的經驗則顯示，ICTs 做為新的溝通媒介的限制，以及其無法取
代以身體親密性為基礎的照顧和關係，她們認為 ICTs 有助於和母
國孩子間的聯繫與母職實踐，不過，她們的孩子無法給予同等的
情感回饋，甚至認為是對日常生活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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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本研究闡述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母職實踐鑲嵌於勞動力接受
國的暫時性遷移體制，受到客工制度、物質條件以及身體不在
場的限制，她們必須協商印尼傳統性別文化所定義的「理想母
親」，並賦予海外工作母職照顧的意涵。為因應跨國勞動力遷移
所造成的物理空間與時間性的重組，這群印尼女性移工藉由匯
款、贈送禮物、安排照顧代理人以及運用資訊與通信技術等策
略，呈現她們如何動員資源進行跨國／時的照顧實作與協作，並
透過 ICTs 媒介，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和維繫關係。她們的經驗指
出，結構條件如何形塑和限制她們做為母親的能動性，以及她們
在過程中所經驗的心理矛盾和親密關係的不對稱。

傳統的解釋模型對遷移動機的理解，並不適用於參與本研究
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她們並未完全體現如古典經濟學派所主張
的計算成本、追求經濟利益的理性人（Todaro 1976）。這群移工
母親看似以經濟因素解釋海外工作的決定與安排，實則蘊含母親
的責任與家庭照顧的實踐，她們的日常實作擴大母職照顧的內
涵，納入物質的面向，提供我們進一步反思愛／物質並非對立的
概念。同時，她們的經驗指出照顧／養家二分家庭角色不僅是動
態的，亦難以完全互斥。

短暫的遷移體制剝奪印尼家庭看護移工以身體親密性為基礎
的母職實作之可能，ICTs 的發展和普及，成為她們跨國／時實踐
母職的重要媒介（Peng and Wong 2013; Chib et al. 2014）。本研
究描繪這群移工母親如何運用 ICTs，發展母職實作的多元策略，
以協商身體不在場的限制，並呈現照顧協作過程中，她們的參與
和付出的勞力、心力和情感工作。基於研究發現，我強調我們不
應以「犧牲的愛」浪漫化移工母親的海外工作，或是樂觀的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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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s 媒介的照顧可以完全取代身體親近性，同時須關注空間與時
間的重組，以及 ICTs 所造成的心理矛盾感─愛／物質、永久／
暫時、距離／親密、真實／虛擬，並反思二分的分析框架難以理
解跨國母職實作的動態和複雜。

參與本研究的印尼家庭看護移工，多數對未來難以有具體的
計畫和想像，部分的人雖然買了土地、蓋了房子，仍擔心著每個
月固定的家庭支出，以及孩子成長日漸龐大的教育費用，非預期
的天災（例如：淹水、眷養的牲畜生病）或是意外（例如：家人
或孩子生病）往往加劇原本就處於危脆狀態的經濟壓力。借貸遷
移（debt-financed migration）看似創造跨國境流動的機會，讓
這群受限於鄉村地理空間、沒有資本移動的鄉村女人，擁有海外
工作的選擇（Platt et al. 2017）。不過，社會學者提出序列性的勞
動遷移（serial labor migration）（Parreñas et al. 2019）的概念，
指出大多數的女性家庭移工先後經歷數個勞動力接待國的遷移路
徑，卻始終無法掙脫離散的迴圈，以及實現經濟階級向上流動的
願景，甚至，受困於永久暫時性的不確定狀態。永久／暫時的弔
詭凸顯遷移脈絡下非線性的時間以及其對跨國母職帶來的影響和
挑戰。

為回應研究目的，本文聚焦於呈現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母職
和遷移的互為鑲嵌。不過，母職不應被視為女人的天性或是本
能，並非育有子女的女性移工都有做為母親的認同，或是看待其
為優先的身分和責任。酷兒（queer）觀點不僅揭露既有遷移研
究的異性戀中心（Manalansan IV 2006），也提供未來研究的方
向：呈現女性移工母職經驗的多樣性和異質性、反思母親—孩子
情感關係的理所當然化，以及納入不同性／別認同之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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