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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外移，知識經濟顛覆年資倫理，以及企業在世界的分工、

組織的合併、購併等動作上，非典型化勞動型態變得常態化，中高齡勞工成為失業率成

長最快的族群。因此，對於負擔家計的中高齡勞動者的權益、退休及失業再就業的保障

對策，為當今勞動事務的重要課題之一。

在《年齡優勢》（The Age Advantage）一書中，對於中年失業有發人深省的描述：

「對25歲、30歲、35歲的人，失業是個懊惱；但對50歲的人，失業卻是創傷。『那不

只是一份工作，它是我的人生！』中年世代從小就被教導，工作的價值絕不只是混口飯

吃，更是一種自我身分認同，告訴自己和別人你是誰，你擺在社會的哪裡」。套句美國

的廣告名言，你的中年「不是變老，而是變好」。因此，對於保障中高齡者工作權，進

而促進發揮年齡優勢，維持學習動力，在此少子化現象中，在今後10年、20年中相形重

要，本期勞動政策欄刊登「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就業問題與因應策略」一文，剖析中高

齡就業與就業市場的現況及當前推動的重點，以供分享。

本期專訪勞委會新任潘世偉副主任委員暢談其「始終如一的使命感，投身勞工運動

30年」的歷程，進而娓娓道出協助王如玄主任委員施政理念的看法。他關懷國內工會

仍是處在「制度性的餘後效力」的籓離，在全球化、少子化的趨勢中，未及時調整工會

的功能與角色，而可能造成勞動領域新制度形成過程的阻力。消弭這樣的態度、觀念與

認知，建立實質的對話機制是今後必須正視的。況且良好的「溝通」是政策推動的調節

閥，如明年1月起推動的勞保老年年金有利於勞工，行政機關必須密集宣導，讓勞工了解

勞保年金的保障，保障民眾「知」的權利。

『2008年日本經濟白皮書』明確指出日本勞動者以「獲取金錢」是從事工作的主要

目的，透過工作取得薪資，以實現渠等優質的、尊嚴的生活，而基本工資的調漲，常為

勞工團體與雇主間每年的攻防焦點，在原物料、油價等一片上漲趨勢中，今年8月日本中

央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繼2007年每小時14日幣調升之後，決定今年亦調高每小時15日

幣，如此勢必突破每1小時700日圓的關卡，調幅為2.6%左右，韓國也決定自明年調高每

小時4000韓圜，調幅為6%，近日國內勞工團體積極要求基本工資「一次漲足」的呼聲不

斷，雖然日、韓的明年度基本工資調升已定案，但其經濟與社會的體制、體質與國內多

所不同，此次國內的基本工資漲與不漲或漲幅多寡，需要更多智慧的凝聚，本期焦點話

題「基本工資相關問題之探討」一文，敘及國內基本工資的內涵，並就基本工資存在之

相關問題予以探討，同時，就目前各方對調整基本工資的主張，提供讀者參考。

勞保老年年金繼國民年金之後將在98年1 月1日起開辦，這象徵我國社會保險年金

制度更為周延，讓受僱者晚年生活的保障，得以適當的安排，然而部分勞工對於勞保年

金的給付內容不甚清楚，更有甚者認為勞保基金財務不健全、會倒，擔心屆時領不到勞

保老年給付，為適時解除勞工的疑慮，本期專題報導特刊出「劃時代的新頁，勞保年金

制度將施行」及「不可不知的勞保年金制度」等2 篇，分別說明勞保老年年金與國民年

金的不同之處，前者不只有老年給付，還包括工作傷害等其他給付，遠優於國民年金很

多。

「他山之石」專欄中「推動部分工時工作的荷蘭經驗」一文，敘及部分工時的樣

態，彈性化的勞動政策能順利推動，根植於荷蘭的家庭與勞動的價值觀念的實現，而造

就舉世稱羨的部分工時制度，展現強勁的經濟力與失業率的下降，值得國人借鏡。在

「日本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體制與功能」及「美國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

簡介」等2篇，介紹鼓勵、運用高齡者的人力及經驗投入就業市場或社區服務工作的新

知，說明運用人力資源的重要。



勞動政策

04  高齡化時代的來臨—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

就業問題與因應策略

勞動論壇

12　勞動基準法強制退休年齡延後之淺見　賴彥亨

18　德國部分工時勞工社會保險初探　林佳和

焦點話題

33　基本工資相關問題之探討　陳慧敏

43　《回應—基本工資調整與否，勞委會擇期再議》

C
O

N
TEN

TS

目  
錄

No.15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台灣勞工｜第15期2

平等・人性　      安全・尊嚴

勞工
2008年9月

www.cla.gov.tw



44　家務勞動公共化，家庭職場要立法　顧玉玲

49　《回應—勞委會對家庭類勞工保護的努力》

專題報導

51　劃時代的新頁—勞保年金制度即將施行　吳宏翔

61　不可不知的勞保年金制度　鄭婉伶

人物專訪

73　專訪勞委會副主委 潘世偉　郭俐　

他山之石

80　推動部分工時工作的荷蘭經驗　陳湘芬

91　 日本「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的體制與功能　賴樹立

97　美國「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簡介　丁玉珍、林于倩

105　韓國技能發展政策經驗及其啟發　郭振昌

勞動統計

121　台、美高齡者勞動情勢分析　譚文玲、陳淑秋

129　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調查-     
 事業單位部分 -摘要分析　孫璋英

封面故事

勞保年金新制上路！

辛苦一輩子，勞工朋友的退休生

活更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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