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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一：從關廠工人案
看勞工運動與勞資關係



1988年10月-新光紡織士林廠關廠





1989年11月
高雄加工出區安強十全美製鞋廠宣佈關廠



1992年6月-板橋嘉隆成衣關廠



1993年5月-新生報檢排廠關廠
2001年6月-中國時報無預警裁撤中南編輯部



1995年5月-正大尼龍新店廠關廠
2012年6月─華隆工會罷工



1996年4月-永豐餘高雄縣九堂廠





福昌總公司-「軟」禁老闆48小時



1996/10/29 福昌軟禁老闆



1996/12/21 聯福臥軌



1997
12/20
聯福臥軌



1996/12/20

聯福臥軌
抗議宣言



1996/12/20  聯福臥軌
抗議宣言



1997/12/27 國發會閉幕抗議





1997/2/2 聯福高速公路撿垃圾





1997
5/17
停止絕食聲明



1996/5/17 勞委會樓下公聽會



1997
5/17

勞委會樓下
公聽會





林振裕
（右後一）
當年勞資關係處處長，現
任技監





還原歷史真相：

1997/6/1
許介圭：
發給貸款是為
「解決爭議」

不是「促進就業」



還原歷史真相：

1997/6/1
許介圭：

堅持用政府基金「墊
償」
資遣費、退休金



他們當年幫全台灣勞工爭到了什麼？

（一）開辦失業保險（失業給付）

 台灣的《勞工保險條例》雖然包含失業給
付這個項目，但一直以來並沒有落實，亦
沒有正式執行。

 1999 年行政院才依據《勞工保險條例》
訂定《勞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



他們當年幫全台灣勞工爭到了什麼？

（二）『大量解雇勞工保護法』立法

 1999（民國88年）時，勞委會於頒佈了
「事業單位大量解雇勞工保護措施」， 成
為「大量解僱勞工保護法」的前身。

 2003（民國92年）立法院終於通過了
「大量解僱勞工保護法」。



2012年7月12日

 王如玄接受中央社訪問時說：

許多像聯福案的關廠失業案例，是因早期
制度的不周備，「憑良心說，歷史時代確
有照顧未周的地方」，也因為出現過去舊
制度無法處理的狀況，才會有新制度的建
構。



2012年，歷史重演？

勞委會編2056萬預算、聘請80多名律
師告工人，本人、保人、繼承人無一
倖免

『國家代償』，不追老闆？

『政府貸款』，要追工人？



全套重來一遍

 立法院公聽會、陳情、協商—N次

 電視、媒體採訪、說明會—N次

 抗議記者會—N次

 遊行（雞蛋、蕃茄、六步一跪、輪椅…）—N次

 夜宿勞委會—N次

 包圍官邸

 台北車站台鐵臥軌

 絕食



他們這次，要幫全台灣勞工爭什麼？

『還我棺材本，只需修一條！』

勞動基準法

第28條



勞動基準法第28條
（工資優先權及積欠工資墊償基金）

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本於勞動
契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六個月部分，有最
優先受清償之權。



雇主應按其當月僱用勞工投保薪資總額及
規定之費率繳納一定數額之積欠工資墊償
基金，作為墊償前項積欠工資之用。

積欠工資墊償基金，累積至規定金額後，
應降低費率或暫停收繳。

前項費率，由中央主管機關於萬分之十範
圍內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雇主積欠之工資，經勞工請求未獲清償者，由積
欠工資墊償基金墊償之； 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
將墊款償還積欠工資墊償基金。

積欠工資墊償基金，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管理委員
會管理之。基金之收繳有關業務，得由中央主管
機關，委託勞工保險機構辦理之。

第二項之規定金額、基金墊償程序、收繳與管理
辦法及管理委員會組織規程，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
之



修什麼？

 『擴大墊償範圍』：

『工資』擴大加入『退休金、資遣費』

 方法：依『法定費率』收取墊償工資

法定：萬分之10

現行：萬分之2.5





勞委會，還是資委會？

只有舊制勞工有問題嗎？

資本家付不起嗎？

道德風險是勞工的問題嗎？



小結：勞工運動與勞資關係

 勞工運動： 討債

爭權

主體意識

團結意識

階級意識

*勞資關係中，弔詭的『官方』



案例二：從榮電案看

工會組織力運作



簡介榮電公司

 1975年6月27日，退輔會、臺灣電力公
司、臺灣電信協會、臺電文化工作基金
會、交通部電信總局（中華電信前身）
與退輔會轉投資的榮僑投資合資成立榮
電公司。退輔會及榮僑投資公司合計持
股逾6成，是最大股東。





 2002年，榮電組織重整，

設立『機電事業群」

『電力事業群」

『電腦事業群』

為三大經營主軸，進行整合性資訊服務。





工程類別 工    程    名    稱
國防醫學中心主體建築給排水,消防,電氣工程 
台北榮民總醫院水電、消防工程 
台中榮民總醫院水電、消防工程 

醫院建設 

高雄榮民總醫院水電、消防工程 
中正機場航站大廈機電、給水衛生工程 
中正機場二期航站AA02標立體停車場水電工程 
台北捷運CT310C淡水線地下廣場水電工程 
台北捷運CT310C淡水線地下段車站及隧道水電工程 
台北捷運CH330C新店線標水電工程 
北二高桃園交流道照明工程 
台北松山基隆路車行地下道機電工程 
淡水港第一期港區電力系統工程 
二高台南環線公路照明工程 

交通建設 

西濱快速道路野柳隧道水電工程 
聯勤建安三號七三七工程三期電氣工程 
聯勤建安三號八二八工程電氣、消防工程 
聯勤海軍二代鑑蘇澳港岸勤電氣工程 

軍事建設 

聯勤海軍二代鑑蘇澳港岸勤設施污水處理工程 
中正紀念堂水電工程 
中正紀念堂國家劇院及音樂廰消防電氣工程 
台北世貿大樓水電工程 
故宮博物院水電工程 
台北市政府青少年育樂中心水電工程 

公共建設 

台北信義計劃廣場地下停車場機電工程(主停車場) 
台北市內湖區永安國小新建水電工程 
台北市大安區新生國小新建水電工程 
台北縣蘆洲忠義國小水電工程 
台北市育成高中空調工程 

學校建設 

台北市關渡國小活動中心水電空調工程 
台電大樓電氣給水衛生及消防設備工程 
台電電力綜合研究所研究大樓水電工程 
法務部最高法院新建水電工程 

行政大樓 

法務部地下停車場水電工程 
  



  
  

工程類別 工    程    名    稱 
榮光大樓水電消防工程 
行政院中央大樓水電空調工程 
台糖建國南路辦公大樓電氣、衛生及消防工程 
台北市民生社區活動中心新建水電工程 
華視電視製作大樓新建水電、中央監控工程 
中央聯合辦公大樓北棟水電工程 
中華電信台中綜合大樓新建空調工程 
駐華使領館辦公大樓及使節住宅水電工程 
中央銀行擴建大樓及停車場工程 
台北國際會議中心水電工程 

行政大樓 

行政院經建會台銀保慶路聯合辦公大樓水電工程 
台北縣五股工業區標準廠房水電工程 廠辦大樓 
中壢工業區標準廠房第一期水電工程 
台糖竹篙厝4062,4063地號店舖住宅水電消防工程 
台北市四四西村國宅E/F棟水電工程 
台北市忠誠二村國宅水電工程 

住宅大樓 

中壢工業區住宅社區員工住宅新建工程 
觀光飯店 台糖台南觀光飯店水電工程 

台中大里工業區污水處理廠新建工程 
台電興達電廠複循環一~五號機一般廢水處理系統工程 
新竹科學園區三期第二污水加壓站工程 
南投南崗工業區污水處理廠擴建工程 
台中榮民總醫院廢棄物焚化處理設備工程 
嘉義灣橋榮民醫院鹿滿分院污水處理廠新建工程 
花蓮玉里榮民醫院忠孝分院污水處理廠新建工程 
嘉義灣橋榮民醫院鹿滿分院焚化爐處理廠新建工程 

污水處理廠 

花蓮鳳林榮民醫院台東分院污水處理廠新建工程 
基隆河初期治理計畫抽水站第一標 
基隆河初期治理計畫抽水站第三標 防洪工程 
基隆河整體治理計畫水尾灣左、保長左抽水站 
新竹香山風力發電 發電工程 
龍門(核四)核島區電氣安裝工程 





退輔會與榮電公司的關係

1. 退輔會＋榮僑，掌握超過60％的股份。

2. 歷任董事長皆由退輔會指派退役將領擔
任，如現任董事長（於工會罷工後請辭）
葉茂益少將，係國防部聯合後勤司令部
副參謀長退伍。

3. 承攬國家重要建設

4. 榮電公司所有重大決策，一律需請示過
退輔會後辦理。



榮電公司歷任董事長-1

姓名 任期

蔣孝武 64.07.01~65.03.31
陳光斗 65.04.01~72.09.30
趙 鐸 72.10.01~75.03.30
王根榮 75.10.01~79.02.29
李文寶 79.03.01~84.06.30
齊正文 84.07.01~87.12.31
馬登鶴 88.01.01~91.10.15



榮電公司歷任董事長-2

姓名 任期 退伍官階

金康柏 90.10.16~94.01.31
（中將，空軍東部指揮官）

陳家麟 94.02.01~96.06.30
（中將，空軍副總司令）

李豐池 96.07.04~97.07.31
（少將）

韋大雄 97.08.01~98.05.31
（中將，前聯勤司令部參謀長）



榮電公司歷任董事長-3

唐齊中 98.06.01~98.06.30  
(少將，前空軍官校校長)

葉茂益 98.07.01~ 102.07.11       
(少將，前國防部聯合後勤司令部

副參謀長)



榮電公司為何爆發危機？

1. 管理失能.人謀不贓：公司經營階層多為國軍退役
人員或台電退休人員，『酬庸』性質大於其經營
治理能力；公股經營不在乎成敗虧損，部分包商
業務索取回扣

2011年財報還有盈餘百萬2012竟然虧損上億！

2.投資失當.官員擺爛：電腦事業群、機電事業群，於
自有資金不足情況下進行標案。特別是與國防部
新建大樓（博愛專案），『低價搶標』與危機處
理問題，高華柱歷經退輔會主委(承包商)及國防
部長(業主)角色，卻擺爛未解決問題，換了屁股
換了腦袋！

3.昧於現實：去(2011)年年底財務週轉不靈，還向
經濟部申請紓困獲通過，財務缺口反而越滾越大。



(國防部新建大樓—博愛專案)



榮電員工狀況

 外線實施積點制，改變薪資結構

 實施『榮精專案』，大量辦理退休

 試圖減薪、要求各事業群自負盈虧、員工先代墊
油料貨款等

 2011年終開始延遲薪資給付

 2012年4月起全面停發薪資（現超過7千萬）

 2012年7月宣布倒閉，350名員工退休金、資遣
費初估積欠1.9億



工會在榮電公司浮現危機時的角色

（2012/05以前）

 相信公司：同意配合減薪、代墊公司支出

 退休金專戶明顯提撥不足，未即早處理。

 對於公司財務狀況、人事狀況、欠薪清冊、
內部弊端等問題，毫無掌握

 工會內部虛耗，主事者不願面對危機與同仁
反彈，寄望『談」可以解決問題



工會2012/06以後的行動與資方反應

06/11 工會：首次到退輔會門口『陳情』

官/資：『絕不放棄榮電』



06/15 工會：召開代表大會、勞教

官/資：有困難，但極力尋求政院解決



06/27  工會：至榮電公司股東會、二度到退輔會門口『抗議』
官/資：政院協調『無解』，員工請趕緊自謀生路



07/04 工會：至勞委會抗議，要求進入大解法程序
資方：宣布要讓榮電倒閉 官方：股東義務



2012/07/11：罷工開始

 罷工的實質意義

1.立即調動會員對現實的認知，從既有

各種關係結構中解放出來

2.重新連結工會與會員的關係、群眾教育



2012/07/11：罷工開始





罷工後的行動

 行政院陳情、忠烈祠行動

 立法院黃偉哲召開記者會

 夜宿退輔會、赴行政院抗議、總統府陳情、
退輔會砸水球

 聲援關廠工人

 聲援華隆

 抬棺衝行政院、佔領天橋



0712至行政院陳情、忠烈祠祭靈







0725夜宿退輔會



0725夜宿、員工家屬來聲援



0725夜宿



0726總統府陳情



0726總統府陳情，同仁的眼淚



官府流連，只能砸水球洩憤



0821行政院衝棺、佔領天橋





此刻現況

 2012/7/10公司負責人董事長、總經理均
於罷工當日寄發存證信函請辭，但迄今退
輔會不予處理。

 2012/7/19退輔會簽請行政院同意，動支
退輔會轄下『安置基金』發放『員工補償
費』（但9/11得知行政院僅回覆『請退輔
會安置基金委員會自行決定』）

 2012/8  董事會決議向法院申請破產（到
現在破產程序都還沒開始走）



 2012/11/28要求立法院凍結退輔會預算





 2012/12/30『馬總統新年快樂？』官邸





 2013/02/25榮電赴國民黨中常會，要求
新任江宜樺院長積極處理







 2013/03 立法委員段宜康質詢，退輔會曾金
陵主委：『榮電沒解決，就請辭負責』



 2013/04 行政院被動證實

『同意退輔會，編入103年安置基金預算
發放』



勞工主管機關在做什麼？

 2012/09/12勞委會：要先確認誰是地方主管機
關，由地方處理。王如玄主委與工會代表見面，
表示會要求退輔會儘速解決。

（後王如玄主委因基本工資案請辭，隨後上任的潘
世偉主委至今從未對榮電案發表看法或作為）

 2013/01勞委會終於使用大解法，將榮電董監事
6人『限制出境』



法律有沒有保障工人？

不是有『大量解雇勞工保護法』嗎？

1.要有『解雇事實』

2.大解法是『程序法』，

僅要求資方需提出『解雇企畫書』並進
入協商

3.限制負責人出境：要地方勞工局報給勞
委會，勞委會開會同意再報給內政部

4.雇主不守法：罰款。



從榮電案，我們的學習1

一、政府角色從公共服務退場：

可以救為什麼不救?!
從公股企業民營化到公務機
關的外包約聘，是不『與民爭
利』還是讓位給財團。

公共服務的目的利潤至上嗎?



從榮電案，我們的學習2
二、法律到底有沒有保障工人？
 對我們不利的~

股東有責任嗎？公司負責人有責任嗎？

 法律有規定的的~
大量解僱勞工保護法

公司倒閉，工人的薪資/退休金有優先債權嗎？

 是爭法律還是爭道理?



從榮電案，我們的學習3

三、退休金.資遣費經過20年仍然無解：

又一波關廠抗爭，是能讓工人更有保障還是

政府資本家更加強聯手剝削。

既然法律不保障工人，那就用工人自己的力

量要回來，既然國家縱容資本家，那就應該

政府支付，再向資本家求償！



從榮電案，我們的學習4
四、順民與刁民VS

『以前看人家走街頭覺得是瘋子』

從日航到榮電，是逼不得已才當

刁民，還是重新看待這個社會體

制跟我們個人的關係?!榮電工會

透過抗爭才看見這一切，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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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勞資和諧』，是真和諧還是假和諧？

 有『打的準備』，才有「談的空間』

--從被看扁到打不死的榮電工會



結語

 所謂的『工會組織』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會員對於勞資關係的認識

*會員對於工會的認同與挑戰

*幹部的能力訓練、內與外

*社會認同

*罷工基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