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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發言重點摘要 

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報告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決議(定)案執行情

形。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 

無。 

第二案：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提請公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依發言順序）： 

張委員宏嘉： 

報告中未提及失業率對經濟之影響，僅用經濟成長率等指標，

作為經濟是否成長之依據，有待商榷。因市場面臨勞工短缺時，

薪資當會調整，倘市場勞動力飽和，薪資當不易變動。因此，失

業率亦是影響薪資水準的重要因素，建議將失業率對經濟、薪資

之影響納入報告供委員參考。 

 

鄭委員富雄： 

一、建議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預測資料，較為準確。

個人對於未來我國經濟成長率持保留態度，過往經濟成

長率是依靠國際貿易，惟據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

會統計資料顯示，截至今年五月止與去年同期比較，已

呈現零成長之趨勢。 

二、經濟成長率與失業率是基本工資審議之重要因素之一，

經濟成長率究竟要多高才達到調整基本工資的門檻，個

人認為是很重要的參考因素。 

 

黃委員偉基： 

一、企業之營業盈餘在國庫收入及各項政府支出，扮演重要

角色。在政府稅收中，企業所繳的營利事業所得稅，遠

大於勞工所繳納之綜合所得稅。至於受僱人員報酬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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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明受僱人員在生產體系中所佔的比例。企業若僅

付基本工資，反而不利企業生存，爰建議報告之書寫方

式可略為調整。 

二、結論及建議部分，若依照經濟學理論，應該為「所得增

加及消費增加」，才會對經濟環境發展有所助益，並非

單純薪資及勞動報酬上升，就能改善整體經濟環境。 

三、有關部分工時議題，製造業僱用部分工時的比例最低，

紡織業期盼基本工資調整重點放在時薪之調整。德國、

美國、日本等國都在推動製造業，冀望未來調整基本工

資時，能考慮製造業所扮演的角色。 

 

蕭委員振榮： 

一、有關受僱人員報酬之比例，是否將企業應支出的法定費

用列入統計，或是應該將此部分額外做比較。另外，1981

年至 1982年的間接稅淨額比例高達 9.1％及 8.19％，並

且到 2000年時又下降至 3％左右，建議研究團隊檢視間

接稅淨額比例波動的原因。 

二、根據會中所提供的各項數據顯示，台灣目前的經濟局勢

雖尚稱穩定，惟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召開時若僅參考半

年或 7 個月前之資料，未考慮後續發展之相關變數，恐

欠周延，建議各項數據應該都要保守看待並審慎評估。 

 

統計處劉處長天賜： 

受僱人員報酬已包括法定之非薪資報酬，另外間接稅淨額在

國民所得收支統計中，已有明確定義，至於 1981-1982年之比例

偏高之原因，會後將再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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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必富： 

會議資料顯示，領取基本工資人數約 150萬人，但實務上，

雇主為了規避提繳勞工退休金、勞、健保，多有僅用基本工資投

保情事，因此，實際上領取基本工資的人數可能沒有這麼多。 

 

第三案：有關委託專家學者進行「國際上基本工資與外勞政策的

關聯性分析」研究一案，提請公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依發言順序）： 

鄭委員富雄： 

有關最低工資與外籍勞工議題，有兩個層面，一是薪資問題，

二是量的問題，根據研究報告結論顯示，外勞薪資不能與基本工

資脫鉤，但人數量能不能鬆綁，未有明確結論，建議經濟貿易自

由區可開放外籍勞工的數量。 

 

林委員進勇： 

外勞薪資不應與基本工資脫鉤，除維繫國家形象外，也應遵

守國際勞動公約。 

 

邱委員創田：  

建議比較過去歷次調整基本工資對僱用人數及經常性薪資的

影響，可能更具有意義。 

 

廖修暖委員： 

根據研究報告顯示，外籍勞工薪資不應與基本工資脫鉤，因

為這是人權議題。此外，政府在引進外籍勞工政策上，應更加嚴

謹，以降低失業率，日後也不應再提出外籍勞工薪資與基本工資

脫鉤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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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嘉委員： 

根據報告顯示，調整基本工資後，月薪無太大影響，但時薪

卻下降。過去基本工資制定的目的，是避免弱勢勞工無法向雇主

爭取到一般薪資水準，而特別制定基本工資。假使基本工資時薪

訂的過高，在高失業率時，雇主自然會僱用能力條件較好的勞工，

反而真正弱勢的勞工無法取得工作，因此，訂過高的時薪，雇主

一定會選擇能力較好的人，造成弱勢的人依舊失業，這和基本工

資訂定目的，保障弱勢勞工的薪資談判能力，似乎相違。 

 

黃委員偉基： 

在國際局勢發展上，美國知名品牌 PATAGONIA於去年來台查

核我國布料廠之勞工人權時，發現外勞來台之第一、二年需支付

高額仲介費用予該國仲介商，至第三年之工作所得，才能作為該

勞工之所得，認為此舉嚴重危害勞工權益，並於今年年初在美國

國務院所舉辦之論壇上批露此事，旋即由該品牌研擬完成對所採

購之台灣布料供應商，均應遵守維護勞工權益之 CSR稽查標準，

亦即凡是 6月 1日前所聘之外籍勞工，如有另自行支付額外費用

的，台灣廠商必頇提供賠償費用。至於 6月 1日後所聘之外籍勞

工，勞工僅頇支付其從家中到第一站之交通費用，之後所有費用

均頇由雇主負擔。類此訴求不只紡織業，蘋果產業鏈也被要求注

重外籍勞工的權利。因此，建議下次基本工資調整的時間應予延

後，讓產業界有時間找到方法應對。 

 

林委員進勇： 

中高齡勞工若是想二度就業及就業新鮮人，大致上只能先從

事部分工時或派遣的工作。然而，有誰不想從事正職全薪的工作，

畢竟滿一年就可以享有特別休假、累積年資、福利等保障。基本

工資是最低的標準，代表勞工工作的尊嚴，不用靠社會救濟。並

不是多數勞工自願兼任很多部分工時的工作，他們是迫於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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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委員修暖： 

一、提高目前的基本工資並不排擠到邊際勞工的工作機會。

個人參與過公司人員招募，學、經歷最好的人不一定為

公司所想要聘用的人，因為公司想招募的是能夠久任並

且最適合這工作的人。 

二、與會先進提到因為外籍勞工的問題，而要求延後基本工

資調整時間，似乎有點本末倒置。 

 

第四案：有關委託辦理「基本工資計算方式之研究一案，提請公

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依發言順序）： 

張委員宏嘉： 

請教世界上實施基本工資的國家，有哪個國家的基本工資數

額是透過公式計算？若是純以公式處理基本工資議題，則基本工

資審議委員會將失其功能。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公式制定出來後，

仍提供給委員會參考，並由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討論後做最後的

決定。此外，建議將「建議公式」文字修正為「參考公式」。 

 

張委員必富： 

認同資方的看法，若是資方能夠訂出公式，勞方也認同的話，

或許真的可以照著基本工資公式進行。但一套公式使用兩、三年

之後，還是會再繼續爭吵公式的適用性，建議將公式列為參考即

可。另外，勞方無法像資方一樣，有錢請學者做研究，如果資方

可以找出公式，勞方也能接受，並能長久適用，大家也就不用那

麼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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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委員力嘉： 

計程車費率也有一套公式，使用了 20 年，惟仍僅做為參考使

用。勞方礙於經費關係，資方如有能力聘請專家或學者研究一套

公式，並透過這套公式來進行勞資雙方對話、討論及協商，並無

不可。 

 

黃委員偉基： 

建議研究團隊以所提出之各參考公式試算數額，並比較歷次

調整的差距。 

 

劉委員恆元： 

近年來各種不同的法規，都墊高資方的固定成本，如長照保

費、健保補充保費、縮減工時等因素，受惠者都是勞方，建議調

整基本工資時，應該將這些成本納入調整的考慮範圍。近期關廠

歇業的比例越來越高，台灣投資環境越來越不好，資方出走，對

勞方絕對不利，希望勞方多重視這些事情。 

 

林委員進勇： 

我國是法治的國家，雇主要提繳之勞健保等費用，同樣勞工

也要繳一定之比例費用，這些費用雇主會在經營考量下，將預定

給勞工的部份作為調整，所以大家都應該守法。基本工資，應回

歸落實兩公約所揭示的合理生活水帄，全國產業總工會一直建議

最低生活費依據內政部所公布低收入戶標準，至於如何計算扶養

比、最低生活費如何加權，可以請研究團隊將上述要素套用於公

式中，除了應合乎具有國內的法律，也能合乎兩公約基本精神，

再送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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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委員修暖： 

我們也是要創造勞方、資方雙贏的局面，畢竟基本工資還是

要維護最底層勞工的基本生活條件。 

 

辛委員炳隆： 

最低生活費及勞動扶養比的計算問題，建議下次勞資對話時

可以再討論。簡報中對於韓國跟日本的資料請再確認，韓國跟日

本的基本工資，是全國產業一體適用，只有少數兩、三個產業及

特殊狀況才有例外。 

 

邱委員創田： 

事實上，不管是產業或企業，不是每年調薪的時機、環境條

件都一層不變，也不會都依照固定的公式調整。基本工資是希望

避免弱勢基層的勞工，在工作上遭受勞力剝削的差別待遇和歧視，

並且要維護生活購買能力。另外，從報告中可以發現我國的各項

條件均最為弱勢，應該要試圖轉正、變強，並站在勞資雙贏的立

場，以圓融的方式來解決基本工資。 

 

張委員必富： 

建議基本工資參考的數據，應包含油電、房租等費用，以及

應該要將全部影響產業的數據都包含在裡面。 

 

蕭委員振榮： 

我國 20年前就有基本工資的參考公式，其歷程及原因等，建

議可摘要說明，供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