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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優質職場

在職場中，無論勞方或資方，家家有本

難念的經，在捍衛自己的權益同時，維

持融洽的勞資關係，為職場中的一大課

題，尤其是肩負勞資雙方和諧的勞委

會，更為身肩重任。本期特別邀請勞資

兩造的分享切身經驗，透過不同的立場

角度，勾勒出勞委會的重要性與未來期

許，期待在大家的努力下，人人皆能享

有美好的職場環境。

任何角色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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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的心聲
RESPONSE

李小姐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進社會已經十幾

年了，幾年前剛升主管，現在有兩個小孩。當

了媽媽之後，她經常得在公司、幼稚園、保母

家奔波忙碌，沒辦法像以前一樣，隨時以工作

為重。一路以來，從懷孕、產假、餵奶、接送

小孩等事情，都會不時引起主管不快，認為她

沒有全心為工作付出。這讓李小姐十分無奈，

但為了顧全工作也只能隱忍。她很希望勞委會

對於育嬰假和工時有更強制的規定，才能真正

保障有需要的勞工。

請保障
職業婦女
帶小孩的時間
採訪撰文  李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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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的心聲
RESPONSE

政府應該嚴格取締上班打卡制
，下班責任制

以前我還不是主管級的職位時，只

要加班，公司都會給加班費，上班時間雖

然有淡旺季的分別，但是全部加起來的工

作時間，也還是符合勞委會的規定，感覺

還算合理。可是最近升上主管就不一樣

了，公司說主管是責任制，沒有上下班時

間，所以也沒有加班費，但是可以領分

紅。乍聽之下似乎不錯，但實際工作之

後，才發現很像畫大餅。

因為我兩個小孩都還小，一個剛上

幼稚園，一個還在保母家，早上總是兵

荒馬亂，難免沒辦法按照其他同事的上

班時間到公司，大概會晚個半小時。起

初覺得沒關係，反正我是責任制了，沒

有算遲到的。但才過了沒幾天，就被上

面的主管糾正，希望我還是要跟其他同

事一樣時間上班。只要遲到主管就會不

時嘮叨。最後當然也只能配合她的意

思。但當上主管之後事情變好多，幾乎

每天一直加班事情也做不完，卻沒有加

班費可以領了，等於變成上班打卡制，

下班責任制。雖然有分紅，但領過才知

道分紅很少，加一加薪水和以前差不

多，工時卻變得好長，實在不划算。

像我只是因為主管的潛規則變成這

樣，其實遲到公司不會真的扣錢，但我知

道很多公司都是真的上班打卡制，下班責

任制，遲到扣錢，卻沒辦法準時下班，加

班也沒有加班費。這真的是一種很嚴重的

剝削，老闆很像無賴，就像去麵攤只付了

一碗麵的錢，卻要求吃到飽，非常不合

理。這種情況很普遍，幾乎隨便和朋友聊

天都是這樣，但這些公司老闆卻都沒事，

很少聽到被處罰。我很想請勞委會拿出真

正有用的辦法，制止老闆這種行為。我們

工作是為了要賺錢養家活口，不是為了要

當老闆免費的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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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假應該強制執行

另外我對育嬰假也很感慨。法律

上有說小孩滿三歲前都可以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聽起來很好，但問題

是：真正敢請的人有誰呢？像我會升

主管，是因為分公司缺主管，所以調

我過去。調任新職之後沒幾個月懷了

老二，上頭主管聽到就不太高興，她

心裡大概有個感覺：我們就是缺人才

讓你過來，結果你又懷孕，到時請產

假怎麼辦？我坐月子的時候剛好遇到

公司忙季，主管從我生產前好幾個月

就開始明示暗示，說如果到時工作做

不完，我即使在坐月子期間還是得回

公司幫忙。這讓我壓力好大，坐月子

的時候經常心神不寧，不敢上網也不

敢接電話，深怕一通電話就被叫回去

了。在這種情況下，哪有可能請育嬰

假呢？

其實職場上對於生產、懷孕、帶

小孩這些事情很不友善。我光是為了

這些事情，包括因為要餵母奶，所以

上班都得花一兩個小時的時間擠奶；

因為要帶小孩，即使加班也不能加太

晚等等，已經遭到上頭主管無數次的

白眼和嘮叨。因為老闆都會認為我花

錢雇你，你就要全心全意為公司付

出，即使我還是不時加班，工作絕對

沒有少做，但他們就是不高興，因為

你沒辦法隨傳隨到了。我老公甚至有

位朋友的老婆，一懷孕就被解聘。

當然勞委會一定會說碰到不合理的

狀況，我們都有管道讓你申訴，請善用

這些管道等等。但一般人哪想要大費周

章跟公司對簿公堂呢？會這麼做大概都

是跟公司鬧翻了，打定主意不回這間公

司才會找上勞委會的。而且萬一因此名

聲傳開，說不定下份工作就找不到了。

申訴對勞工的成本和風險都很高的。

因此，我希望建議政府，以後關

於育嬰假可以就跟產假一樣強制放嗎？

不想放的人自己再去跟公司說不用放就

好。否則在現在的職場氛圍中，申請育

嬰假的下場輕則遭到責難，重則工作不

保，假請完可能再也「回不去了」呢。



採訪撰文  許雅慧

台
灣
勞
工
季
刊

52

勞工的心聲
RESPONSE

「對於主管全國勞工相關事務的勞委

會，好像都是從新聞報導中逐漸拼湊其工

作職掌與政策內容，身為勞工的我們卻很

少主動去瞭解這個堅強的後盾！」在私人

企業擔任會計工作的許小姐，雖然一直對

於各項勞工政策的推行表示關心，但卻從

未對勞委會追根究柢的研究過，若不是近

日勞委會的新聞報導頻繁，尤其是造成前

主委王如玄辭職的基本工資是否調漲與自

己息息相關，可能對於勞委會的印象仍停

留在只是勞工政策擬定的官方機構。

擬定合適勞工政策

避免勞資衝突亂象

為了提出對新任勞委會主委潘世偉

的期許與建議，許小姐特別查閱了歷年來

勞委會推動的重大政策，從擴大《勞基

法》適用範圍、《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性別工作平等法》、

曾經為工會奮鬥 20 年，卻為了使命

感而接受勞委會副主委的職務，希望

從制度面上改革，提升勞工福祉。現

在又臨危受命接下勞委會主委一職，

希望台灣經濟提升的同時，也要兼顧

勞工權益。 

對臨危受命的老舵手
勞委會新任主委潘世偉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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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保護法》、《勞動三法》等並

完成立法，非常感謝勞委會推動許多改

善勞工權益與福利的相關法令，但是有

一些政策雖然立意良好，卻是讓許多人

看得到卻不太敢享用，例如育嬰假及安

胎假；還有大家一直質疑的外勞政策及

工作責任制，都希望新上任的潘主委能

夠為大家釋疑，若有需要修正的政策能

夠盡快導正，若是現存影響勞工權益甚

鉅的惡法，也希望能邀集相關單位共同

商討改善措施，不要讓這些過時的法

令，成為有心投機取巧的企業主濫用的

藉口。

潘主委曾任工會幹部多年，非常

瞭解勞工與資方的衝突對立角色，許

小姐非常期待潘主委能夠藉用過去的

經驗，提供勞資雙方和平解決問題的

癥結，更希望潘主委能夠從政策面與

制度上改革目前勞資衝突的亂象，避

免勞資對簿公堂耗損社會資源，快速

建立健全穩固的經濟強國基礎。

外勞政策攸關生計

切勿失守最後防線

對於目前討論得沸沸揚揚的本國籍

勞工與外勞基本工資是否需脫鉤問題，

許小姐謙虛的表示自己並不知道如何做

才是最好的方法。因為以自己身為勞工

的角色來看，一旦本國籍勞工與外勞基

本工資脫鉤，外勞薪資勢必向下調降，

企業以成本考量，如果有大量廉價的外

勞可用，當然會盡量聘雇外勞，怎麼會

聘請本國籍勞工，甚至替個人加薪或謀

求福利，這樣絕對會影響本國籍勞工就

業的機會，甚至必須降低薪資水準來求

得工作，倘若再加上外勞配額上限放寬

政策的加乘打壓，那本國籍勞工還有什

麼工作機會？而勞委會努力爭取的「勞

動三權」、「打造人性化工作環境」、「建

構職場安全」、「提升就業安全」等權益

對失業的勞工有何意義？

許小姐曾在報紙看到專家學者呼

籲，企業發展並非完全倚靠廉價勞工，

當廠商知道無法再用廉價勞工時，就會

思考改變生產模式或調整成本結構來因

應；相對的，如果廠商預期可以透過各

種政策奴役勞工時，他就不需要有任何

改變。更何況勞委會曾公開說明，當外

勞基本工資與本國籍勞工薪資差距過大

時，不僅會影響國際觀感，讓台灣背上

「血汗國家」的污名，更可能導致外國

企業抽單，或是對到外地打拼的台灣勞

工採取相同的政策。因此希望勞委會主

委應該堅持正確的勞工政策，利用強大

的民意做後盾，真正為廣大的勞工階層

守住最後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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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的心聲
RESPONSE

勞工有薪企業有利

勞資和諧共創雙贏

面對當前經濟環境如此不景氣，大

家都希望能夠調整基本工資及月薪，但是

如果堅持本國籍外勞基本工資不脫鉤而

一起調漲，是不是也會逼企業主與工廠

老闆向外發展？許小姐語重心長的嘆氣

說：「屆時老闆們因為成本考量而到國外

設廠，或是將生產訂單委託其他工資低廉

的國家代工時，同樣也是縮減了本國籍勞

工可以就業的工作機會，是不是又像民國

八十幾年產業外移的惡夢重演，將台灣僅

存的一些企業根基連根拔起？」

許小姐憂心地表示，雖然自己是勞工

的身分，但是對於企業尋求生存之道與追

求利潤的立場，也能夠同理心看待！「如

果政策一面倒向勞工，雖然勞工會很開

心，但是企業生存不了而選擇倒閉或是遷

廠，倒楣的還是勞工！」因此許小姐認為

政府應該輔導企業如何避免只以廉價勞工

降低生產成本，尋求其它解決方案，例如

提高產量或是提升品質以追求更大利潤，

與勞工一起締造雙贏。尤其是許多政策仍

需要因時因地制宜，若完全要求所有企業

一體適用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是政府的

政策又不能都用法外特例的附加條款來約

束廠商，這個難題只能請勞委會邀集專家

學者、勞工代表、資方代表共同協商，尋

求大家都能接受的結果努力促成，這樣才

能讓企業生存與勞工福利達到真正的平

衡，共同攜手創造雙贏的勞資和諧社會。

堅持到底才能勇於負責

期盼繼續捍衛勞工權益

對於勞委會前主委王如玄因基本工資

月薪緩漲而宣布辭職一事，許小姐表示無

法認同的看法，她認為政務官捍衛政策的

態度，與公司幹部提呈專案的立場一樣，

都希望高層主管能夠支持並採納建議。但

是當公司無法贊同或表達質疑時，就立刻

辭職以示抗議，這並不是負責任的態度與

行為，反而應該蒐羅更多佐證資料繼續向

公司據理力爭，或改弦易轍修正在目前環

境下更可行的方案，至少朝著目標步步前

進，以求更接近達成目標，而不是一味堅

持唯有一步到位才算成功，這樣反而讓政

策主張回到原點，而無助於解決問題，也

使所有深切期待的勞工們大失所望。

更何況勞委會還有許多攸關廣大勞

工權益的政策要爭取推動，如果只是針對

一個政策沒過關就立刻辭職，那對於希望

她帶領團隊爭取其他權益的民眾來說，難

道其它政策都不重要了嗎？因此許小姐希

望潘世偉主委上任後，能夠綜觀所有面向

的勞工政策與權益，專業判斷孰輕孰重，

還有應該如何確切的執行政策，繼續帶領

勞委會的工作團隊，努力與各部會及資方

協商溝通，幫助社會上相對弱勢的勞工朋

友們，從經濟與工作雙重壓力的桎梏中走

出來。



林老闆今年六十幾歲，是鑄造工廠的老闆，已經開業三十幾年了。對於勞

委會，他坦言不太懂這是在做什麼的？對於勞委會所轄業務，諸如勞資關

係、勞動條件、勞工福利、勞工保險、勞工安全衛生、勞動檢查等等，坦

白說，他通通不太懂。而這也是他最大的困擾。每次遇到什麼法令規範、

勞動糾紛，到底該怎麼做才合法？他都覺得很困擾，希望政府能有好的方

式協助他。

小 老 闆
需要更多

法律
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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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  李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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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的心聲
RESPONSE

法規複雜難以理解

我沒讀過什麼書，小學畢業就出來

工作了。後來做一做有點錢，和老婆一

起開了這家工廠。我們這家算家庭工廠

啦，也不大，工人就五六個。我們做的

是翻砂鑄造，很辛苦啦，每次開爐溫度

很高，有幾千度，空氣不好，很熱，工

人要用手拿湯勺在那邊翻，不好做。現

在鑄造工廠幾乎都不做翻砂了，兩個兒

子也都不想做。但因為我覺得翻砂的品

質比較好，還是堅持要用這個方法。

勞委會的東西我都不太懂，每次

工人拿這些來問我要錢，我也都不知道

他講的是不是對的，到處問一些親戚

朋友，他們也都不太清楚，講的都不一

樣，覺得很困擾。

像有一次，有個工人東西老是做

不好，被我罵了幾句，說再這樣一直做

壞乾脆不要來好了，然後他就真的不來

了，而且說是我叫他不要來的，過了幾

天來跟我要資遣費，可是這樣我要給

嗎？又不是我叫他走的，是他不高興

被罵自己走的耶。可是不給又覺得怕怕

的，現在都很保護勞方，他到處去說我

怎樣，我講得清嗎？

另外像我們的工作環境真的很辛

苦，翻砂的溫度有幾千度，一不小心就

會被燙到，我就被燙過好幾次了。護具

那些當然都有，可是真正做的時候，根

本不會想帶那些。鐵水的溫度有一千多

度，很熱，汗一直流，戴不住阿。我都

不想戴了，要怎麼叫工人去戴？可是這

樣萬一工人出事怎麼辦？會不會到最後

帳算到我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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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像我們工廠也不是隨時都開

工。現在景氣不好，訂單都有一張沒一

張，有時候根本沒有工作上門，我就讓

工人自己去做其他事了，等到有單再找

他們回來，這樣到底勞健保還要不要繼

續保呢？而且萬一又有人來跟我要資遣

費怎麼辦？工廠真的沒有工作給他們 

做啊。

總之政府真的有太多規定了，我才

小學畢業，最厲害就是做工而已，那些

規定光用看的也很難看得懂，然後三不

五時有來講什麼，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對

不對。我老婆也不懂啊，兒子女兒他們

根本就不管工廠的事情，更不懂。

政府應該定期主動幫老闆教育

訓練

所以我很希望政府可以開一些教

育訓練的課程，讓我們知道開工廠當老

闆的要遵守那些法令才不會被告，而且

這些資訊可不可以主動寄到我們這裡，

不要動不動就得上網找，電腦我不太會

用，上網也不知道去哪裡找。

另外，如果老闆對於一些法律有

問題，是不是有人可以協助諮詢處理。

我知道現在勞工有問題都有很多人可以

幫忙，可是老闆好像就沒有了。我這裡

只是一間鄉下的小工廠，又不是那些大

公司大老闆可以花很多錢請顧問、請律

師來問，所以像我們這種情況，勞委會

如果有一個櫃台，有專門的人隨時讓我

們問最好了。或者也可以在公所有一個

窗口，只要有什麼問題都找這個窗口問

就好，也不一定只限於勞委會的相關法

令，就是跟開公司、開工廠有關的法律

問題都找一個窗口問會比較方便。

工作的安全我也很重視，我也很

不願意工人受傷，他們做，我自己也是

下去做啊。可是像我們這種環境，不知

道勞委會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嗎？如果

能有專家來我們工廠說可以怎麼做最好

啦。或者有教育訓練也可以。另外如果

要增添一些安全設備，會希望政府有些

補助，讓我們整個工廠的工作環境都符

合法律規定最好，這樣工人安心，我也

安心。

其實說真的，當一個老闆，誰希望

違法，都是因為不懂法律才違法的，尤

其像我們這種小工廠，懂的真的不多，

如果不小心有了任何糾紛，常常不知道

如何處理，非常需要勞委會幫助我們熟

悉法令。



對於既是保障勞工權益的主管機關又

是擬定勞工政策的勞委會，從事旅遊

業的林先生特別斟酌謹言，既希望勞

委會能夠發揮應有的功能捍衛勞工權

益，又怕勞工福利的緊箍咒扣著自己

無法喘息，如何取得勞資雙方的平衡

點，考驗新任主委的智慧。

創造勞資和諧
新局的掌門人
對勞委會主委的深切期許
採訪撰文  許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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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勞委會前主委王如玄因為基本

工資緩漲及外勞政策而辭職的立場無法理

解！因為如果整體經濟是穩定成長的，政

府要調多少比率都 ok ！但是反觀目前現

實面，調高基本工資只會讓企業經營成本

提高，降低競爭力罷了。企業主一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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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過高的營運成本，也只能選擇人力

派遣來因應，這樣對勞工有利嗎？政務

官辭職有用嗎？」目前從事旅遊業的林

先生是旅行社老闆，對於勞工相關議題

特別關心，「現在勞工非常在意自己的

權益，勞委會又有一大堆勞工福利法令

規範，如果沒有 Follow 好這些政策法

規，可能隨時得受罰！」

因為自己也曾經是打工一族，林

先生認為一些政務委員不思考如何推動

經改，只一昧要緩漲，也只是治標不治

本。「但是政務官處理態度應該更成熟

圓融，不需要一分為二的兩極化分界，

這樣對相關的人與事都沒有保留商榷的

空間。」林先生期待新主委能更有智慧

解決目前的歧見與紛爭。

勞工政策灰色地帶

各自解讀易生誤會

從事旅遊業超過 20 年資歷的林先

生，剛好在旅遊從業人員加入勞基法適

用範圍時，晉升為老闆階級的行列，

感覺好像都沒有享受到有利的一方。

林先生苦笑著說：「只能安慰自己前人

種樹、後人乘涼！希望同仁能夠體諒公

司創業不易，有些地方不要太斤斤計

較。」林先生認為公司現有許多福利都

已優於勞基法規定，當然也有很多可改

善的空間，如果大家都能相對體諒包

容，當公司獲利成長時也願意主動回饋

勞工的辛苦付出。

林先生對於勞委會爭取勞工福利與

權益的努力表示贊同，但是有許多政策

執行規範模糊不清，讓有心配合的老闆

也可能誤觸地雷區，例如旅遊業從業人

員的勞動條件適用勞基法保護範圍，但

是對於旅遊業工作性質特殊之工作者，

可敘明無法適用「勞動基準法」有關工

時規定之理由，向勞委會申請核定為

「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工作者，這

就產生許多爭議空間了，究竟何謂「工

作性質特殊之工作者」？主管機關並沒

有界定說明清楚，很容易引起勞資雙方

的自我解讀而產生誤會，希望勞委會新

主委對於這些灰色地帶的政策法令能夠

詳加闡述，也讓企業主有更清楚遵行的

方向。

弭平紛爭降低衝突

共創勞資和諧雙贏

對於潘主委接任時致詞表示，未來

政策一切都是「王規潘隨」，林先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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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勞保局規畫的勞保退休金改為年金制，

不僅幫助企業體解套，也協助一些不懂退

休計畫的勞工朋友們守住養老金，這是非

常好的政策規劃；但是對於勞工權益基金

的設立，林先生卻表示多此一舉，因為以

資方來說，員工上班由老闆付薪水，表現

優異的人可以獲得額外的獎金，做不好的

員工理當被資遣，至於屆滿工作年限者就

辦理退休，這在勞基法的規則裡已充分說

明，若還訂立訴訟管道，無非在不信任基

礎上推波助瀾。建議潘主委應該嚴格執行

勞基法條例即可，無須另行規定這些複雜

的法條，徒增勞資對立衝突的局面。

其實無論由誰來掌管勞委會，林先生

都希望國家政策不要一直引發勞資雙方的

對立，因為勞工不是弱勢族群，是全國最

大人民團體，而企業主一直被當作剝削勞

工的劊子手，這樣是不公平的！ 勞委會不

應有英雄主義的心態，而應站在平等互惠

的立場協助勞資雙方達到雙贏的目標。

尤其勞委會應該確實執法，讓不法的

企業主受到制裁，讓誠實有良知的企業體

能永續經營下去，員工跟雇主之間在良性

互動下，產能自然提升，國際競爭力才會

水漲船高，這才是勞資和諧的雙贏政策！

加強本勞就業配套

區格外勞職場分流

對於開放外勞核配比率的議題，林

先生表示目前旅遊業暫不需要引進外勞從

業人員，所以沒有絕對贊成或反對的立

場，但是針對經建會希望吸引台商回台投

資，振興國內經濟發展的政策表示贊同，

「台灣經濟若能快速活絡，可以帶動許多

產業發展，尤其是觀光旅遊業影響很大，

更何況能增加國人就業機會，為什麼不贊

成？」但是為了吸引台商回流，同時會增

加外勞合配比率，是否會影響台灣勞工就

業機會呢？林先生樂觀的表示，根據經建

會預估，吸引台商回台投資，約可引進 8

萬外勞，至少創造 16 萬本勞就業機會，

如果再帶動上中下游產業一起展，就能創

造 24 萬的本勞就業機會。況且外勞與本

勞工作內容原本就有不同規劃，加上勞委

會提供配套措施：提供多元就業服務、增

進勞工職能訓練、穩定企業雇用協助、擴

大就業保險保障等提升就業安全的政策，

這不僅能幫助勞工朋友提高工作技能，又

能為企業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是個一舉

兩得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