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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不公平的事就想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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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進勞委會新任主委王如玄的辦公室，兩尊一

大一小並列的關公木雕像，立刻吸引了人的

目光。關公赤紅的面色、氣勢威武的姿態，讓人

實在很難與一名女性聯想起來，更何況是擺放在

一名女性政務官的辦公室中。

面對記者的好奇與不解，個性爽朗、說話速

度彷彿連珠砲的王主委直率地回答說「因為很多

人都覺得我的感覺跟關公很像啊，所以送關公的

雕像給我，大的是先生送的，小的是表姊送的。

你不覺得跟我很搭嗎？」

大學時代起積極投入社會改革運動，自稱

「看見不公平的事就想要改變的」的她，追求公平

正義的企圖心和行動力，確實自年輕迄今，未曾

改變與停歇過。這也是為何 20 多年律師的生涯

中，人權、女性、勞工和弱勢族群的議題一直是

她特別關切和專長的領域。

王主委表示，大學時唸法律，原本選擇社

團時是要參加大學論壇社，希望在法律的學理之

外，能有一些實戰的經驗。沒想到當時踏進台大

學生活動中心 238 房間時，論壇社沒有人在，反

倒是與論壇社共用 238 房間的大學新聞社卻聚集

了不少學長學姐，在他們的鼓勵下，自己加入了

大新社。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如玄　女士

民國 50 年 10 月 2 日出生

台灣大學法律系法學士

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法學碩士

主要經歷： 
●  83 年擔任新女性聯合會理事長 
●  88 年起擔任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 
●  87 年～ 88 年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 
●  88 年～ 91 年擔任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  85 年～ 87 年擔任台北市政府市長顧問 
●  88 年起擔任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   85 ～ 89 年起擔任台北縣政府就業歧視評

議委員會委員 
●   87 年起擔任台北市政府就業歧視評議委員

會委員 
●   87 年～ 92 年擔任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

員會委員 
●    90 年～ 93 年擔任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

事業基金會監事 
●  91 年起擔任性別人權協會顧問 
●   93 年～ 94 年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委員 
●   96 年起擔任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退休基

金監理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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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當時台灣的政治情勢正逐步解構中，黨外運動蓬勃發展，社會上的政治氣

氛不再覺得那麼可怕，加入大新社，讓她有機會接觸課本以外的事務，了解社會和政

治的改革走向。大新社的訓練，讓她擁有駕馭文字的良好功力，大三時，曾在台大法

研期刊撰寫過「從勞工立法談勞工政策」，算是她對勞工議題發表的第一篇論述；誰

也沒想到，20 多年後她會成為職掌全國勞工政策的最高行政首長。

她回憶大學時訂了兩份黨外雜誌，一份是「關懷」，一份是「生活與環境」，這兩

本雜誌啟發了她許多觀念，促成她後來投入社會改革、關懷弱勢族群的社運風潮中。

屬行動派的王主委，對改革的實踐力可說劍及履及。例如長久以來，她都隨身攜

帶環保筷，也會到主婦聯盟採購有機食品和農產品，每天固定喝一杯 500cc 的蔬果汁

等。另外，當年「生活與環境」雜誌中報導那些品牌的洗衣粉很難分解，會對環境

造成傷害，她立刻就在周遭的朋友中分享、推動。這種尊重自然、與環境和平共處

的作法，皆緣自於大學時代的啟蒙。

當年黨外運動正興盛時，不少人熱衷投入政治改革行列，但王主委卻選擇社會改

革的旗幟。她表示，個人對政治始終沒有太大興趣，反而是對與個人生命經驗與周遭

生活體驗有關的議題有較多的執著，尤其是對社會上某些不該存在的現象，她就很有

想要改變的動力。

意外從政，人生轉彎 
無心也無意於從政，卻在 46 歲時一腳踏進政治圈，肩負起照顧全國勞工權益福

祉的重責大任。王主委說，一切都是意外，原本自己都已開始規劃退休生活了，但後

來想想如果人生還有些事想做，現在不做，再老一點就沒有興致與力氣了。還有，她

俏皮地打趣道「可能是決定的那天，天氣很好陽光充足，讓人全身充滿能量吧！」說

完，她自個兒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談及此，王主委興奮地表示，自己一直嚮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情

境，多年前家人在苗栗南庄買了塊農地，隔壁鄰居就是名作家施寄青，本打算退休後

就搬到鄉下住，不但可與好友仳鄰而居，還打算蒔花種菜，連想種那一類的植物都已

有腹案。

她說，房屋的設計圖原本都已找了建築師起草，屋子要開多少面窗、屋頂要有露

台等，都有初步的構想，沒想到，自己的人生卻來了個大轉彎，想都想不到。被問及

何時實踐這採菊東籬的美夢，王主委輕鬆一笑，「現在哪還有時間想這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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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施政理念，逐步落實
就任後，已揭櫫平等、人性、安全與尊嚴四大施政理念，未

來如何將這些理念具體落實到勞委會的政策與施政措施上。

王主委指出，四大施政理念整合了馬英九總統的競選承諾、

劉兆玄院長的施政政策和個人想做的事。平等部分，勞委會將致

力讓勞工與雇主同享經濟的成果，確保勞工被平等地對待；人性

落實在建構友善的工作職場，打造沒有性騷擾的工作環境等；降

低職災發生率、確保勞工生命與身體的安全保障，是推動安全理

念的主要課題。讓勞工享有尊嚴的生活，則是要勠力的實現尊嚴

理念。

她強調，第一階段的工作主要會放在尊嚴的推動上，要讓勞

工辛苦一輩子後，能夠過著有尊嚴的老年生活，不用向子女伸手

要錢，勞保老年年金的規劃正是實踐此一目標的作法。她表示，

相較民進黨執政時，目前研議中的勞保老年年金已由原本的 1.3

所得代替率提高到 1.5，未來甚至可能達到 1.55，兌現馬總統的

競選承諾。

至於未來半年的施政目標，主委指出，主力將放在人性工作

的推動上，特別是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落實。她坦承，育嬰給六

成薪、最多可請領兩年的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是項遠程的目

標，現階段以勞資雙方可接受的範圍進行多方面的溝通為要，具體

的細節待討論。同時，推動這項措施，一部分與勞委會相關，另

一部分育兒津貼與內政部有關，未來如何配合處理，也需溝通。  

勞委會將致力讓勞工與雇主同享經濟的

成果，確保勞工被平等地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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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方面，她指出重點是要延續好的政策，革除弊

端，並開創新的方向。不少措施看起來名詞不同，但內容都差不多，甚至連婦

運團體對內容都有兩極的看法，未來一切應回歸真實面。以多元就業方案為

例，原本的用意是要勞工受僱後，經由實務的培訓，增加信心，補助期限結束

後可以繼續受聘於原雇主，或找到其他的工作，但現今是否已淪為當補助經費

結束後，一切又回歸到原點的狀態。她強調，重新釐清成效，檢視過往成果，

試著從不同的角度思考，是現階段迫切的工作。

工作場所性騷擾的防治也是一大工作重點，目前已開始著手規劃對雇主

的宣導，並將結合全民勞教 e 網，整合資源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大陸配偶工作權方面，依現行規定，大陸配偶長期居留階段之前必須符

合一定條件才可申請許可工作，但外籍配偶卻是來台獲准居留就可合法工作，

大陸配偶工作權不如外籍配偶的爭議，她說，將努力爭取讓兩者標準一致。

外勞問題部分，她強調堅守外勞屬於「補充性」而非「替代性」勞力的

原則，以降低對臺灣勞工的就業影響。

王主委表明，企業利潤不應建立在剝削勞工上，企業經營不應靠壓低勞

工薪資來獲取利潤，尤其一個企業想要轉型升級，更要仰賴優質勞工的貢獻，

有好的勞工才有創意，才能形成良性循環。

目前國內失業率約在 3.84% 左右，馬英九總統統競選期間則承諾失業率

要降到 3%。對此，她表示，降低失業率不能只靠勞委會一個部會，必須跨部

會通力合作，如果經濟成長率可以大幅提升，自然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在積極

層面，將配合產業發展需求，培訓優質勞動力，甚至讓勞工成為引領企業發展

的領航員，消極層面亦將努力加強勞工就業服務，已達到降低失業率的目標。

此外，加強建構勞資溝通的平台，增加彼此的對話機制，特別是與基層

勞工團體的溝通等，例如外勞薪資要否與本國勞工薪資脫勾、外勞引進的問

題等，都可以透過平台，增加社會的對話。針對服務外勞，預定 98 年上路的

「116」專線，目前已初步規劃完成，相關推動期程都已確立，是當前主要施

政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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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當下，期許同仁豐富生命內涵
作為一名律師，投入社會改造運動，到出任主管全國勞工事務的最高行政首

長，一路走來，王主委認為自己力量就好像點、線、面的構圖逐一開展。

她說，當律師時，能支持的是一名個案，幫助到的只有一個個人，這是點。

慢慢地她體會到許多改革若能透過立法，發揮的力量可以更大，於是積極參與各

項立法或修法的工作，透過法律的建構可以將點串成線，由中央到地方形成連

結的力量，行政的資源可以介入，幫助更多的人，力量倍增。現在，出任行政首

長，更有機會藉由直接制定政策，運用行政的資源和力量，實踐自己想做的事，

這是面的發展。

迎向未來，王主委自稱是以接受新挑戰、新學習的態度看待自己的工作，自

許扮演好當下自己該扮演的角色。至於勞委會內的同仁，她則期許同仁做好份內

的工作外，多思考個人的人生規劃，讓自己擁有更多的創造力、活力，幫助更多

的人，豐富個人的生命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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