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情勢分析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秘書 黃健泰

台北捷運工會勞教2014/05/29



勞工與工會的

『小確幸』



『勞保條例』、『就業保險法』修正：

1. 勞保及國保年金之給付，可於金融機構設專戶，
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強
制執行等標的（103年1月8日總統令公布修
正）。

2. 承上，併同修正『就業保險法』第22條，含
失業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提早就業獎助
津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失業者健保費補助
等亦同。103.05.20立院三讀通過，待總統公
佈實施



勞保條例修正：

勞保生育給付提高至2個月

（月投保薪資*2）
多胞胎按比例增給

比照今年初公保條例修正案。

103.05.16立院三讀通過，待總統公佈實施。



『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修正：

防止企業分散在各廠解僱勞工衝擊就業市場，

大解法修正適用門檻

1. 凡同一事業單位的同一廠場雇用勞工人數在500
人以上者，於60天內解僱勞工超過所雇用勞工人
數五分之一或單日超過80人，便適用大量解僱勞
工保護法（日月光條款）。

2. 另外，同一事業單位在60天內解僱勞工超過200
人或單日超過100人，也屬大量解僱（紅景天條
款）。

103.05.20立院三讀通過，待總統公佈實施。



『團體協約法』修正：拖延協商交付仲裁：

現行團體協約法第六條規定『誠信協商』原則，
若勞資雙方任一方有拒絕協商、60日內不提
出對案、拒絕提供資料者，均得視為不當勞動
行為提請裁決。但裁決結果若資方不服仍得提
起行政訴訟繼續拖延，團體協商進度仍遭拖延。

1. 修正案則於第六條增列『勞資雙方進行團體協
約之協商超過六個月，並有違誠實信用原則，
得由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決定由任一方申
請交付仲裁。若勞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
限』。

 103.05.20立院三讀通過，待總統公佈實施。



104年度起，國定假日補假案：

發布日：103.05.21
文號：勞動條3字第1030130894號
摘要：勞動部令：

依「勞動基準法」第37條及「勞動基準法施行細

則」第23條第3項第9款規定，指定「勞動基準

法」第37條及「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

定應放假日，適逢「勞動基準法」第36條規定之

例假或其他無須出勤之休息日，應於其他工作日

補休，自104年1月1日生效



103年基本工資提高：

 現行基本工資，『時薪制』勞工(約31萬人)自
103年1月1日起調整至新臺幣115元，『月薪
制』勞工(約176萬人)自103年7月1日起調整
至新臺幣19,273元。

 另有關各直轄市政府競相提高基本工資，如台
北市（103.05.01起，時薪提高為133元，月
薪提高為22,639元），係規範地方政府所屬
的公部門受雇者，台北市並透過修訂委外勞務
採購契約規範擴及至委外廠商。



勞工與工會的

『大不幸』



實質薪資成長？

勞動環境提升？

老年生活有靠？

勞資關係和諧？



實質薪資成長？

調薪幅度不如物價成長指數

青年貧窮（低薪）

非典勞動（部分工時/臨時/派遣/承攬/委
外）























勞動環境提升？

工時沒縮短

加班費拿不到

獎金縮水

責任制、過勞

關廠歇業



















老年生活有靠？

勞保：保費升、給付降

勞退：舊制老闆會落跑、

新制國家不可靠

長照：要保險

職災：也要改成單獨保險











勞資關係和諧？

打壓工會

勞資會議--實質取代工會協商

工作規則--實質取代勞動契約與團協









我們該怎麼辦？



2014 51 『反低薪禁派遣』大遊行



反低薪大隊



禁派遣大隊—宏華



舊問題還在—華隆自救會



新問題繼續生—國道收費員自救會



資產送遠通、拋棄老勞工？



低薪是國恥 派遣是元兇！
貧富兩極化 經貿圖利誰？



下一階段的挑戰

 更尖銳的、更全球化的階級矛盾

 工運的困境：

1. 議題：固守『勞工權益」已經不足因應

2. 形式：被推升到更激化、更大規模

3. 組織：被切割分化成更零散



自由經濟示範區







2012年，台灣陸續傳出「勞保將破產」、「軍職、教育、
公務人員退輔基金將破產」的新聞，而政務人員退輔基
金更早在2010年便已宣告破產。除此之外，健保自開辦
以來更是長年處於虧損狀態。放眼國際，社會福利制度
可能無以為繼並非台灣獨有的問題，《經濟學人》雜誌
在2013年6月的封面報導中也提到，歐洲領導人必須遏
止慢性透支的社會福利。

這些制度在設計時，都根據一個前提——經濟會不斷成
長。然而本書作者回顧過去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發現，
西方世界在過去六十年創造出驚人的經濟成長，在歷史
上並非常態，亦即我們很可能要面對長期的經濟停滯。
而當前用以挽救頹勢的刺激方案，也只是救急的止痛藥，
效果有限還會造成不良的副作用。



 長時間的經濟停滯將使「不信任」的氛圍瀰漫在社會與
國際的各個角落，凸顯出「三大斷裂」：

1. 富人與窮人的斷裂
2. 老年人與年輕人的斷裂——世代間的矛盾
3. 債務人與債權人的斷裂

以世代間的矛盾來說，2013年5月底，瑞典由於貧富不
均和青年失業問題，首都斯德哥爾摩爆發近一週的暴動，
該國青年失業率為23.6%，是全國平均值的3倍。目前
在歐盟國家，年輕人的失業率約為25%，德國、法國、
西班牙與義大利都啟動緊急計畫來幫助年輕人。



 台灣2013年上半年的青年失業率也達12.65%，超過全
國平均值的3倍。此外，「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預計也要縮減25%，許多研究恐怕都要停擺。教育
相關經費減少，成本卻上升，年輕人將淪為世代矛盾的
輸家。

當經濟陷入停滯，社會上的贏家和輸家彼此缺乏信任，
形成交相指責的風氣，所有人也就很難繼續合作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停滯很可能逐漸成為永久的事實。
若不願正視並著手解決因經濟失敗而衍生的種種困難，
最後只會讓政治朝民粹主義及保護主義傾斜。面對人類
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我們該如何避開前方滿布烏雲的極
惡之地？







結語

從自己救起！

經濟上--破除發展主義迷思

政治上--奪回自己的力量、發展組織

屬於人民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