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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沒有名額限制，只要好的人才都要，」日鏵董事兼執行長黃健鋒透露，當天有 20 餘位應徵者馬上被錄取。  

 

台灣，似乎正成為日本人力補充的核心國家。東急飯店、SK-II 日本滋賀工廠、蔦屋書店等知名日企，皆在今年首次來台招募員

工。  

 

台青赴日工作風潮，也促使跨國人力銀行生意興隆。104 人力銀行近兩年接到愈來愈多來自日本人力資源機構的合作機會，雙

方合作在台灣徵才，舉辦大型「選考會」，招募台灣人去日本上班。  

 

提供赴日求職服務的日商人資顧問公司立樂高，成立不過兩年半，已協助超過 2000 位台灣人赴日工作。立樂高董事兼協理滿

尾友哉說，隨著赴日工作的台灣求職者增加，立樂高近一年也擴編，從 20 位員工增加到 35 位。  

 

今年開放特定技能  鎖定藍領階級  

 

至於今年 4 月起開始施行的特定技能簽證新政，開放 14 種行業，招攬外籍藍領階級，包括農漁業、看護、建築工、清潔工等，

意味著勞力密集型的工作機會大解禁，已有人才顧問公司認為，這對懷抱東洋夢的台灣人，也是一個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作大多屬於藍領，若通過日文考試和所屬行業公協會的技能考試，就能取得特定技能簽證 1 號、最長 5

年的居留時間。  

 

若取得更高階的 2 號技能簽證，就可以將配偶與子女接到日本，也沒有簽證更新次數的限制，實質等同於移民。  

 

分析台灣年輕人為何想赴日工作，與台灣生活中大量接觸日本動漫、文化、歷史、流行有關。  

 

台中科大流通管理系畢業、26 歲的曾翊展，念完大學就開始存錢準備去日本打工度假。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喜歡日本職棒。 

 

「我想先去北海道三個月，那裡有個日本職棒的火腿隊，可以幫他們加油，順便滑雪，」他目光炯炯說明他的規畫，接下來去

東京、大阪、福岡，邊工作邊玩 3 個月，「重點是這些地方也都有職業棒球隊」。儘管他的日文檢定只通過最低的第五級，但完全不

妨礙他展現身為日本棒球迷的熱情。  

 

長期低薪困境  逼台青向外發展  

 

台灣年輕人興起日本就職熱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薪水凍漲 20 年。「台灣長期低薪，往海外尋求高薪工作是大勢所趨，」Worklife 

In Japan 日本職場生活趨勢社群經營團隊、認識眾多台灣求職者的王志宏分析。  

 

按照日本法律規定，外國人在日本工作的薪資水準比照日本人，而日本應屆畢業生起薪約為 20 萬日圓（約 5.6 萬台幣），台灣

人初到日本打工度假或取得正職工作，也差不多這個薪資，即使是在物價最高昂的東京，扣掉房租和生活費，每個月大約還是能存

下 5 萬到 7 萬日圓（約 1.9 萬台幣），對台灣年輕人是不小吸引力。  

 

澳洲向來也是台灣人選擇打工度假的熱門地點，呂沛林在 27 歲到澳洲打工度假一年，在餐廳當服務生，又在 30 歲時申請日本

打工度假，做餐廳老本行，偶爾接案擔任國際展會翻譯的她，比較這兩國後，各有不同體會。  

 

澳洲打工度假，她不需要太拚命工作，最後存到 20 餘萬台幣；在日本打工度假也有存到錢，目前戶頭 200 多萬日圓（約 50～

60 萬台幣）。  

 

她的結論是，收入多寡看怎麼過生活。「如果你是想要體驗生活，建議去澳洲，可以敞開心胸嘗試很多事情，」文藻外語大學英

文系、輔修日文，畢業後插大東吳日文系的呂沛林，她認為日本社會整體有點排外，不如澳洲社會更多元包容。但是到日本後，因

為她同時會中文、英文和日文，更具競爭力，比在澳洲更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吸引高度專長外國人  日本永住許可申請放寬  

 

除了工作，現在連申請日本永住簽證也愈來愈容易。「現在是拿日本永住簽證的好時期，」在一家科技公司日本分公司工作的金

詩敏愉快說。  

 

原本「永住許可」的規定是要在日本工作滿十年，2017 年已修法為只要「高度外國人才」綜合評分達到 80 分，再滿一年就可

以申請。而金詩敏 2012 年到日本工作，待了六年，2018 年從就勞簽證拿到永住許可。  

 

「日本因應勞動力缺少的情況，也改變了非常多的法律規則，」曾從事人力仲介的 TOMOTOMO CEO 吳廷中發現，簽證發放

的手續已更寬鬆。  

 

尤其是一些比較高端專業的技能工作，以前要取得簽證非常困難，需要很多檢驗，現在只要工作內容正當、企業願意做保證，

成功率滿高。  

 

甫於 4 月初履新台貿中心東京事務所所長的陳英顯，也充分感受到日本政府接納外國人工作「准！准！准！」的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