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新興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所帶來的全球性影響，不僅翻轉現行的

工作樣態，並促使產業結構變動，造成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使得各界更加關切未來勞動市場的變化。本期《台

灣勞工季刊》以「數位時代下新興勞動世界的變遷與挑戰」為題，探討現今經濟、技術與社會變遷，促成新就

業型態與人力資源管理之改變，希能為有效因應數位時代的快速變遷與挑戰帶來啟發。

在「樂說頭條」單元，從《勞動 4.0 與數位時代：結構變遷與新興發展》、《論數位時代下工作場所改變之

挑戰及對我國啟示－以美國電傳工作加強法案為例》，針對勞動 4.0 及數位化發展下，探討職場新風貌、新興

經濟模式與勞動法之關係，並藉由美國推動電傳工作之經驗及各國對於平臺工作的管制作為，作為我國未來政

策制定之參考。另，藉由《互聯網經濟時代下電子商務人才職訓所面臨的挑戰與因應之道－以數位行銷人才為

例》，借鏡其他國家利用職訓培育數位行銷人才之經驗與作法，及《數位時代下全球職業安全衛生浪潮之轉變

及對我國之啟示》，針對潛藏在新興科技中的新型危害風險，提供國際經驗及處理機制，希提升企業對於職業

安全衛生之重視，供我國借鏡以強化相關作為。

「活用法規」就近期民眾關心重要勞動法規措施進一步說明，包括《職業災害勞工勞資爭議調解法律扶助

重點與內容介紹》說明為縮短職業災害勞工權益救濟期間，以更迅捷的方式解決爭議，擴大法律扶助範圍，提

前於勞資爭議期間導入法律扶助措施，期能提供勞工最切實的幫助。另，針對《勞動部獎勵工會簽訂團體協約

實施要點介紹》說明辦理工會及工會聯合組織簽訂團體協約獎勵金，期許未來更多工會能發揮集體協商力量簽

訂優質的團體協約，提升勞工福祉。

「勞工心聲」特別報導「109 年全國模範勞工」，其中有許多值得國人肯定及感動的故事，專訪樂於創新

與改善的口罩國家隊陳志民技師，闖出女性專業一片天，不服輸的汽修界女漢子胡瑞琴理事，積極捍衛工會會

員勞動權益的黃怡仁理事長，及熱情專職投入工會事務長達 32 年的李靜香幹事。

本期「動態瞭望」以全球面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之嚴峻考驗，特別報導國際相關動態，包

括「國際勞工組織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勞動市場衝擊建議之研究」，針對疫情對全球勞動市場與勞工權益之影

響，國際勞工組織發揮三方機制 (tripartism) 之機能提出多項相關報告及摘要。另，「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各

國協助勞工相關措施：以奧國、德國與新加坡為例」，說明該等國家因應疫情之各項措施，可作為國內因應政

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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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 4.0 與數位時代： 
結構變遷與新興發展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林佳和

壹、前言

德國社會民主黨創黨者之一、工會領袖

August Bebel 說：人世間唯一不變的事情

是，世界上的事情永遠在變。在當今的數位

時代，第四代工業革命與勞動 4.0，質量變

就業世界與勞動生活的面貌。在這個眾人並

不陌生的趨勢下，本文將簡單地談談相關的

一些結構變遷與發展。

貳、勞動 4.0 發展下的職場新面貌

不論勞動市場供需之演變如何，就業與失

業，至少就勞動形式與勞動關係而言，勞動

4.0、數位化發展，都可能帶來許多的改變，

例如研究者便提出包括 1：

一、僱用形式將催生出更多的所謂計畫導向

的勞動關係，不但存續於虛擬空間，也

1.  Rump/Eilers, Arbeit 4.0, Heidelberg 2017, S. 2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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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超越國境地區限制之勞動力進入。

二、對勞動者而言，將產生所謂的媒介混合

（Medienmix）的工作型態：勞動者將

在品質時間（quality time）意涵下的

「處於工作現場」，以及伴隨著開放性

溝通文化及氛圍之虛擬空間中，維持一

適當的平衡關係。

三、在高度彈性、去中心化的工作空間，控

制力量是隱性的、看不見的，昔日社會

拘束決定日常生活的情況，將演變為勞

動暨其需求成為唯一的決定因素。

四、在知識經濟體系中，如果能在「個人中

心」與「合作暨創造性」的兩極端間，

得以順暢的選擇與變換，形成另一種第

三空間與維度（third spaces），將被

認為最具生產力。

五、在勞動關係方面，會形成所謂的聊天文

化（Chatting Culture）， 透 過 溝 通，

得以等待隨時出現的回應與答案，亦即

不再是過去的一對一（One to one）而

是一對多（One to many）的溝通模式，

根本質變工作職場。

六、就企業管理與領導統御而言，將走向開

放的、彈性之網絡式結構，仰賴共同

工作與信賴，合作成員自我負責、彼

此聯繫，工作者與客戶的直接形成網

絡，甚至虛擬式的、保持距離的、水

平式的領導管理模式，所謂新領導與

數 位 領 導（New Leadership, Digital 

Leadership）。

七、在新興領導與管理模式下，主管的任務

在於可能鬆散與不穩定的結構中，仍能

做出具有拘束力的指示，排除與克服勞

務提供之障礙，維繫與提升同仁之生產

力與動能，開發流動式的組織知識等 2。

八、在勞動組織方面，變化的勞動關係，計

畫型經濟模式的普遍，所謂開放式的升

級（Open Innovation），都將是新的

組織形式，這些都將加劇核心勞工與衛

星勞工的分隔與分裂，走向「呼吸的組

織」、「流動的組織」，就此，企業財

務的固定成本，將透過變化多樣的勞動

形式而轉嫁予個別員工。

九、計畫文化（Projektkultur）將越發盛行，

特別是仰賴複雜知識之尖端科技與升級

之服務勞務，走向計畫經濟的結構與模

式。

十、 關 鍵 的 將 是 組 織 設 計 與 員 工 自 我 理

解 之 調 整， 企 業 管 理 者 之 責 任， 將

逐 步 移 轉 予 共 同 工 作 的 同 仁 身 上，

勞 工 相 互 間 將 形 成 所 謂 的 影 子 組 織

（Schattenorganisation），同仁們共

同參與決策、一起分享企業獲利。

十一、 未來將是工作走向勞動者，而非如

以往般的勞動者走向工作，勞動將

一定程度與時間及地點脫離，越來

越多的任務與活動將傾向以團隊合

作 的 方 式 履 行， 例 如 創 意 工 作 坊

（Kreativworkshops） 或 戰 略 會 議

（Strategiemeetings）。

2.  Fraunhofer Institut für Arbeitswirtschaft und Organisation (IAO), Arbeit der Zukunft. Wie sie uns verändert. 
Wie wir sie verändern, Stuttgart 2013, 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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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bstmanagement）的重要性，它一定

程度取代了傳統的組織結構與勞動環境，走

向邊界管理（Boundary Management），

例如在工時領域，工時不再是直指企業中某

一活動的履行時間，而可能是來自於不同

訂單與委託、個人所投注之所有可支配時

間 3。除了幾乎所有研究者都同意的、製造

業將產生明顯的裁員效果外，即便就業位置

仍在，勞動 4.0 與數位化仍會引致相當的影

響，例如低技術能力的工作，將極容易遭取

代，會僅以市場上難以接受的勞動價格而供

給，雖然與直接人際互動相關的工作，例如

在健康與社會部門，將會有提升其勞務價值

的發展，但相對的，越是標準化的、匿名性

質的生產過程，將更明顯處於強烈的效率壓

力之下，致常遭外移（Offshoring）波及，

直接交給企業外之人力，例如辦公、銷售與

運輸事務 4。當然，數位化也可能帶來就業

的成長，特別是原本低工資的國家也逐漸因

為生產的資本密集而喪失其優勢，原本移出

國境外的勞務可能回流，同樣的，在資訊科

技與資訊處理等產業，亦會因數位化發展而

創造新的就業，亦即德國勞動經濟研究所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所說的：

互動的、認知的、分析的非例行性工作，將

會是未來就業市場的潛力股 5。

Shareground 研究團隊與瑞士 St. Gallen

大學的研究者，亦提出知名「勞動 4.0 之 25

十二、 對於個別勞動關係來說，最大的衝擊

將是所謂「隨機僱用」（hiring on 

demand），不定期方式的勞動關係

將越來越少，特定的重要工作，將不

再由企業內固定的勞動力來執行，搭

配者為勞動者技術能力、能耐與可支

配性的全球透明性，將來不是軟體配

合組織需要，而是組織配合軟體。

勞動 4.0 亦會一定程度改變勞動市場上的

職業圖像，例如：勞動者可能必須具備媒

體、語言與影像方面之技術能力，至少要能

掌握新溝通形式，習於網絡式的思考與工

作，因為在新興的、甚至跨越企業與組織界

線的合作形式上，這些所謂數位基本能力

（digitale Grundkompetenz）、 數 位 素

養（digital literacy）無疑都是必要的，對

於當前的中高齡勞工來說，這顯然不是其過

去社會化過程的重要部分，將可能產生困

難與障礙。另一重要趨勢是所謂自我管理

3.  Rump/Eilers, Arbeit 4.0, S. 41.
4.  Rump/Eilers, Arbeit 4.0, S. 42f.
5.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Wandel der Beschäftigung. Polarisierungstendenzen auf dem deutschen 

Arbeitsmarkt, Güterloh 2015, S. 7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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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命題」（25 Thesen zur Arbeit 4.0），認

為數位化將戲劇性的改變勞動與就業，包括：

機器將取代人力、客戶與電腦的合作、企業

組織的解消、勞工不再願意忍受上下垂直的

階層管理模式等，亦可提供吾人描繪勞動 4.0

的整體面貌。由其提出的 25 項命題，亦可

觀察數位化對於勞動與生產組織所帶來之革

命性影響 6：

一、 流動取代僵化：新的勞動世界，其面貌

就是網絡。標準化的後端進程（Back-

End Process）將在不同的企業中分配，

而如此的分工，客戶或甚至員工都將難

以知悉。在此發展下的勞動與就業，常

難有清楚的組織隸屬關係，其產品也常

看不到清晰的單一製造者。

二、 點對點（Peer-To-Peer）取代層級式管

理：高度專業化的勞動力，進行全球性

的特殊利益社群內之溝通。組織隸屬關

係不是重點，只有專業知識下的忠誠。

傳統拘束關係的解消，將帶來可組織性

的終結，從當前工會面臨的困境可知：

為員工普遍性利益而努力，常力有未

逮，僅能偶一為之。

三、 委託取代僱用：為提供某種特殊的服務，

企業將越來越少仰賴自己所屬的固定勞

動力。具高度專業的勞動者，其技術能

力與可支配性呈現全球性的透明，想運

用的企業隨時可及，走向所謂「隨機僱

用」；傳統的勞動關係將質變為只是提

供勞務。

四、 不 要 麥 肯 錫、 只 要 SAP（SAP statt 

McKinsey）：企業組織結構不再是傳

統的組織圖；複雜的 IT 系統決定標準

化的製程與組織形式，只有組織配合軟

體，而不是因應組織而發展個別軟體，

才有節省成本。軟體的標準化將造成組

織形式的相容發展。

五、 開放取代封閉：傳統封閉的企業結構，

將因越發提高的透明性要求、與客戶進

行共同創造的必要性（開放的升級），

走向更多的開放與消弭界線。企業內部

與外部的流通與銜接將更加彈性而自

由，某些專屬的知識，例如專利權，將

逐漸喪失其重要性，更快更開放的測度

能力才是王道。眾包（Crowd）將是創

造價值的重要部分。

六、 產消者（Prosumenten）取代專業生產

者：企業的重心將從員工轉向客戶，許

多得以數位化的服務，將由非員工的第

三人，自願且無償的提供，在如此所謂

產消合一主義（Prosumerismus）下，

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界線將越趨模糊；自

願性質的數位工作，將逐步取代專業的

受僱者。

七、 從執行到監督：生產過程中員工的角色，

逐漸從勞務的提供者，走向機器的監督

者。例行性過程、體力負荷型工作等，

將由機器自主完成，員工僅須負責控

制，以及緊急狀況時介入。

6.  Shareground & Universität St. Gallen, Arbeit 40: Megatrends digitaler Arbeit der Zukunft – 25 Thesen. 
Ergebnisse eines Projekts von Shareground und der Universität St. Galle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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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非線性思考作為人類獨有：創造性的

活動只要無法為機器所取代，則自能

免除自動化的威脅，特別是在某些獨

特的生產與銷售方式上，企業管理技

能、創造性、對於機器的控制，一般

而言均屬難被取代之技術能力。

十四、 強化個人相關之服務：在高工資國

家，與直接的個人互動相關之活動，

其價值將越來越高，也會在勞動市場

上有其數量上的成長。標準化的、匿

名性質的生產過程，特別是在資訊溝

通領域，將成為外移的最大宗，同時

處於強大的效率壓力之下。

十五、 自我管理作為核心能力：隨著彈性

的、符合需求導向的將訂單委託分配

予勞動者－個人企業，傳統勞動環境

與過程將面臨消滅。工作時間將變成

在勞工依其需求與能力下，面對個別

不同任務之分段工時的組合。

十六、 創造性與製造性工作的共同成長：創

造性或精神意識性的活動，經常同時

走向實體的製造，例如 3D 印表機或

其他創新產品。

十七、 令人驚奇的年輕世代：資訊科技帶來

的另一新興現象，就是年輕世代直接

踏入企業經營階層，從 App 程式寫

手或資訊專家，直接變為企業家；如

此現象一定程度影響企業文化與經營

模式，不再是形式上的資格或條件，

技術上的真正本領決定每個人的就業

能力。

十八、 數位化帶來之納入效果：遠距的工

八、 機器作為同事、合作夥伴與控制者：人

們與機器間將產生新的互動形式，互異

的模式將在未來同時並存，不論是人們

操控機器、機器作為同事、機器與人們

的融合、或甚至完全與機器接手一切，

均有可能。

九、 雲端與眾包工作只是過渡現象：數位工

作，將分隔成越來越小的單位，交付予

虛擬勞動者完成。透過大數據分析，得

以將價值與貢獻，準確的歸屬至個別的

勞動者身上。眾包勞動者將以計件方式

論報酬，但在相當時日後，這些工作將

逐漸全面數位化。

十、 數據閱讀者：所有生活領域都存有大數

據，能夠有意義的組合並詮釋此數據，

將成為數位工作的關鍵技術能力，無法

被取代。與傳統之數據分析不同的是，

大數據之工作不再需要什麼前階段的假

設與假說（所謂跟理論告別－ end of 

theory）。

十一、 沒有界限的工作：高度專業者以計畫

勞動的形式，全球性的提供服務。專

業能力呈現全球性的透明性與可比較

性，工作者地域上的坐落不再重要，

歷史上首次：與資本相較，勞動也取

得了相同的移動自由。

十二、 職業與私生活模糊：傳統的工作地點

與工作時間逐漸消失；勞動者有了

更多的個別形成空間，例如取得與

家庭生活更多的調和，但也帶來職業

上新的負擔，所謂隨時都在工作上

（always on）。

8 台灣勞工季刊 NO.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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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眾包勞動關係下的匿名性、工作

時間的彈性化，過去無法進入典型勞

動關係的社會群體，將得以在勞動市

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不論是所謂新創

公司（Startups），抑或開發中國家

的眾包勞動者。

十九、 瑪 奇 朵 拿 鐵（Latte Macchiato） 工

作之挑戰：彈性勞動關係下的工作地

點，得以散布在任何的公共空間；物

理性的辦公室，只是人們進行互動的

暫時據點，作為網絡的聯繫。不僅僅

在個人的辦公桌，到處都可以是工作

地點。

二十、 麵包與遊戲：在越是標準化的活動，

工作同仁越是嚮往同時享有消遣與

獎 賞； 遊 戲 化（Gamification）、

資訊介面的直觀式操控性等越來越

重要，使勞動環境愈趨向類同虛擬

的遊戲場域。企業主經常被要求，

將遊戲般的設計原則導入標準化的

資訊科技運用中。

二 十 一、 跳 槽（Job-Hopping） 與 採 櫻 桃

（Cherry-Picking）成為人資管理

的新挑戰：傳統習以為常的雇主與

勞工之相互拘束，將逐漸解消。彈

性的工作與合作形式，將產生「勞

工永遠一腳踏在勞動市場上」（臺

灣俚語：吃碗內、看碗外）的現象，

是以，企業內體系性的人事發展與

管理將越發困難，對員工是否擁有

「直接有用的適格能力」轉向成為

人資管理的核心期待。

二十二、遠距的領導：告別空間上固定地點

的勞動，使傳統的現場文化，轉變

為業績文化。對於領導階層來說，

激勵員工將比試圖控制他們來得重

要與關鍵；管理的藝術在於：透過

非個人式的技術路徑，去建置與維

繫個人的拘束關係，才是王道。

二十三、 不只利用、還要探索：越來越快的

升級速度，將催生不斷開發有前

景之營業領域，同時轉變既有之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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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的媒介與工具，從產業的生產、管理、

聯繫介面，到勞動者從傳統企業內、走向企

業外與跨企業，不再是全面向的結合與聯

繫，而呈現點對點的、一定程度脫離人格控

制面的、以得以數位化描述及溝通之勞務提

供為中心，技術的革新，直接間接帶來生產

方式與關係的變遷，進而促使新的經濟模式

誕生，例如所謂數位平臺經濟模式。

參、新興經濟模式：數位平臺與眾包

在工業與勞動 4.0 的帶動下，新的勞動與

組織型態，常被稱之為數位平臺（digitale 

Plattformen）模式，其特徵在於「跨足不

同經濟體系、不同使用者群體間的聯繫」，

亦即透過平臺的建置，將某些服務或商品之

供給者與需求者聯繫起來。該等模式可以再

區分為四種不同類型 7：

類型一、社會溝通平臺（soziale 

Kommunikationsplattformen）

作為利用者個人間接觸、資訊與交換的

平 臺， 例 如 Facebook、Xing、Youtube、

Twitter，其溝通標的包括訊息、照片、語音等。

類型二、數位市場（digitale Marktplätze）

作為商品與服務之居間平臺，如果是非

商業性質之商品或基礎設施性質之交換，

則常稱為分享（Sharing），不論如何，平

臺之設置者基本上不介入其交易行為，例如

eBay、MyHammer，作為供給者與需求者

得以相遇合致之虛擬市場。

營模式（探索－ explore），但也

無法揚棄目前仍有獲利的核心營業

（利用－ exploit），此將形成對

於管理者新的挑戰，必須同時兼顧

當前與未來。

二十四、 按滑鼠、求媒合：數位勞動力是以

個人的資訊包裹形式而出現在勞動

市場的供給平臺上，包括其技術能

力、經驗與能量，以便媒合最適切

的訂單與委託。人事上的選擇，將

越來越少出於直覺，也可能不再是

文化上的相互匹配性。

二十五、 好 的 資 料、 壞 的 資 料： 感 知 器

（Sensoren）決定數位勞動的辦

公室面貌；環境、過程、勞動成

果、勞動者本身，就持續的被記錄

下來，以提供給勞動者與企業者有

關工作品質與改善可能之資訊。

從以上的分析，吾人可看到勞動 4.0 的概

括面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數位化成為

7.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 Arbeit Weiter Denken, Berlin 2017, S.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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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三、居間中介平臺

（Vermittlungsplattformen）

作為服務的居間中介，平臺設置者直接

介入交易過程，例如透過價格制定規則、商

品與服務規格限制等，已脫離單純的居間角

色，特別是所謂隨選服務（On-Demand-

Dienstleistungen） 或 隨 機 經 濟（On-

Demand-Economy）， 常 見 者 如 Uber、

Helping、Airbnb。

類型四、眾包工作平臺

                （Crowdworking-Plattformen）

作為數位與其他類似之服務提供者，亦即

此等勞動力之居間中介，開放性的提供勞動

者得予進入與承包之平臺，例如 UpWork、

Amazon Mechanical Turk。

不同的數位平臺形式，相當程度改變了傳

統的市場與市場結構，同時產生兩個重要的

效果：由於其他額外之數位商品與服務使用

者，加入平臺之邊際成本顯著降低，會產生

所謂規模效應（Skaleneffekte），而越來越

多的額外使用者加入，又會產生加乘吸引其

他人的所謂網絡效應（Netzwerkeffekte），

這些都象徵著產業成長的無比潛力 8。就勞動

市場影響而言，以隨機服務、眾包平臺為例，

其定位顯然不是勞動法上的雇主，毋寧只是

單純的居間中介者，任務在於簡化市場交易

過程，以科技供給者角色降低利用者之交易

成本 9。以此觀察，平臺經濟將帶來更多的

自營作業者，特別是所謂的一人自營作業者

（Solo-Selbständiger），輕易而成本低廉的

在平臺上提供其服務與商品，吾人可以明顯

發現，幾乎所有平臺建置者，都清楚的在其

利用條件與規章中明確訂定，於該等平臺登

記註冊之服務提供者，均為自營作業者，即

美國市場常見之獨立供應商、獨立自營作業

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s），致產生是

否分類錯置（Misclassification）之討論 10。

數位經濟平臺模式下，眾包工作是勞動

生活的一個熱門話題，雖然不是來自於工業

4.0，但數位化的發展無疑強化這個趨勢，也

作為勞動彈性化當前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

所謂眾包工作，指的是企業將其任務，分包

給不同的供應者（眾人 -Crowd），方法就

是透過網際網路去招攬，由在平臺上登記有

案之眾包勞動者承包，常見的模式又有兩種：

一、 競爭型模式：眾人競標，只有單一或少

數中選。

二、 合作型模式：企業之特定任務與眾人一

同或透過清楚的分工而完成 11。

8.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57.
9.  Jürgens/Hoffmann/Schildmann, Arbeit transformieren! Denkanstöße der Kommission „Arbeit der Zukunft“, 

Forschung aus der Hans-Böckler-Stiftung, Band 189, Bielefeld 2017, S. 25.
10. Schmidt, Arbeitsmärkte in der Plattformökonomie – Zur Funktionsweise und den Herausforderungen von 

Crowdwork und Gigwork, Bonn 2016, S. 15f.
11. Leimeister/Zogaj, Neue Arbeitsorganisation durch Crowdsourcing. Eine Literaturstudie, in: Hans-Böckler-

Stiftung, Arbeitspapier Nr. 287, 2013, S. 11f. 2013; dazu auch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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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使用者利用同一平臺，就會產生明顯的

群聚效果，因為提升的服務需求會直接帶來

服務的改善，進而吸引更多的需求者，並形

成一種標準，對於其他處於競爭關係的平臺

而言，某一平臺供給與需求之利益越大，對

他們所形成進入市場障礙就會越顯著，換言

之，原本分散的市場，將可能有利於具市場

獨占地位的形成 15。再者，就平臺上的服務

提供者而言，伴隨自主性提高的，經常是愈

發嚴重的不安全與從屬性。平臺降低了市場

參與者的交易成本，也間接使得個人進入獨

立性之營業活動變得輕而易舉，如同許多平

臺建置者所強調的，利用他們平臺的提供

者，增加企業主之決定空間，也能更為妥適

的調和個人之職業與私人生活上的義務與責

任，進而激發參與平臺之誘因 16。

平臺最大的特徵是創設高度的客戶利益，

但也同時使得自營作業者得以提供者或訂單

接收者的角色，輕易地進入一般市場或所謂

利 基 市 場（Nischenmärkte）， 亦 即 那 些

擁有市場絕對優勢的企業所忽略的某些細分

市場，例如尚未有完善服務供應之小型商品

市場，也就是 Chris Anderson 所說的長尾

（Long Tail）：只要通路夠大，非主流的、

需求量小的商品「總銷量」也能夠和主流的、

  在眾包平臺形式，由於定性為自營作業

者，所以雖然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但經

濟上的收入所得、乃至於工作上的不穩定，

則是其常見的缺點。

眾包，從字義看來，經常引起誤解，事實

上並無真正的「眾人一起的工作」（Arbeit 

in der Crowd），參與特定任務完成者，可

能彼此差異甚大，從報酬甚豐的資訊科技研

發、測試（Testing），延伸到待遇可能微薄

之簡單工作 12，不論如何，只要基於數位化，

越容易可分、越容易相互區隔劃分之不同活

動，企業就越輕易將之外移，所謂的群眾外

包（Crowdsoucing），在此，想從傳統勞

動法中關於勞工之定義，加以清楚的界定，

其實有其困難，致多數看法均有可能至多為

類似勞工、原則上非勞工之見解，並由此延

伸局限於特定勞動法的適用，如果還有可能

的話 13。在某些大企業或企業集團中，眾包

工作也常透過內部網絡去實施，設置內部之

不同據點、團隊、相互處於競爭關係之個別

員工 14，由此可見數位經濟平臺模式對傳統

勞動定性與勞動保護的衝擊。

回到一般的數位經濟平臺模式對於勞動

世界的影響：基於前述的網絡效應，只要越

12. Leimeister/Durward/Zogaj, Crowd Worker in Deutschland – Eine empirische Studie zum Arbeitsumfeld auf 
externen Crowdsourcing-Plattformen. Hans-Böckler-Stiftung Study, Nr. 323, S. 15.

13. Däubler, Internet und Arbeitsrecht. Web 2.0, Social Media und Crowdwork, 5 Aufl., Ffm. 2015, Rn. 446i.
14.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59.
15. Grünbuch „Digitale Plattform“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2016, dazu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59f.
16.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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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大的商品銷量抗衡之市場 17，例如利

用平臺以銷售其商品的製造商、通路商，或

是 Apps 的程式撰寫員。另一方面，隨機服

務與眾包工作經常催生不穩定之就業型態，

例如在美國與國內討論甚多的所謂零工經濟

（Gig Economy）18：在此，工作者在平臺

上只是短暫的「出現」（零工），雖然望似

自由的自營作業者，但是平臺透過其定型化

條件與評價系統，根本上無甚留下什麼自由

空間，再者，供應者必須承擔訂單的不穩定

與波動，個人意外、疾病、失業、老年、需

照護等社會不安全之風險，不但相對更高，

而且與一般從屬性勞工截然不同的，全歸屬

其個人自行承擔。

吾人可以得出一中間結論：相對於從屬性

勞工，平臺經濟模式產生明顯的「風險移轉」

效果，亦即由平臺上自營作業的供給者自行

承擔。雖然不無協商力量因工作之高度專業

化而顯然較強之供給者，例如在程式設計領

域，但亦有相對弱勢而特別值得保護之其他

人。平臺模式確實存在著差異，其實是不小

的差異，但在自由的自營作業、甚至有企業

主自由的外觀與包裝中，也常有風險移轉而

更多處於不穩定之缺陷。

肆、新興數位生產組織與勞動法

接下來觀察數位經濟模式下的生產組織：

傳統的生產組織與勞動型態，多以所謂現場

文 化（Präsenzkultur） 作 為 理 型， 對 於 企

業廠場之共同工作而言，時間與地點之安排

無疑是關鍵，也制約了勞動者之勞動與社會

生活，包括就業勞動以外的，留給家庭、休

閒、休息、進修與其他志工榮譽職性質之時

間，更進一步的，典型的勞動與組織型態，

也讓勞動者生涯的整體時間規劃變得容易，

例如教育與照顧任務、特殊計畫的實踐，乃

至於屆臨退休時之安排。雖然不是數位化造

成的，但毫無疑問，勞動型態與生產組織走

向越發彈性的工作時間與去中心化的工作地

點，數位化功不可沒，例如網際網路、網路

科技、手機之普及，使得勞動之對象與內容，

根本無所不在、無時不能為之。市場上消費

者與客戶之需求改變，供應鏈、價值鏈之生

產過程日新月異，更使彈性化發展一發不可

收拾，不論是外部彈性（勞動派遣、承攬契

17. Anderson, The Long Tail – Der lange Schwanz. Nischenprodukte statt Massenmarkt. Das Geschäft der 
Zukunft, München 2007, S. 12.

18. Slee, Deins ist meines. Die unbequemen Wahrheiten der Sharing Economy, München 2016; dazu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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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與勞工之彈性化需求更不相同：企

業要的是工作效率、成本效益、整合協

調、服務品質、勞工之調派使用便利，

相對的，員工則希望追求時間主權、職

業與家庭的相容、家庭任務更富彈性的

分配、健康的維護；以 2016 年德國工

時報告為例，每 7 位勞工就有 1 位經常

被調整與變換工時模式，每 4 位就有 1

位偶而被變動，這些都明顯有害於員工

之健康與工作滿意。去界線化所造成的

負擔，根據研究，將蔓延入勞工的休息

休閒時間中，嚴重影響其體力與精神的

復甦。

二、 其次，勞工相互間對於工時與工作地點

之形成，常有截然不同之想像與期待，

包括對於彈性化正面與負面的不同觀

點。

三、 隨著產業、活動領域、勞動者類型之不

同，除前述同一企業之員工外，彈性化

的發展也造成不同受僱者群體之分裂。

四、 再者，個別勞工與集體組織（工會）之

需求與主張經常背道而馳，例如高度認

同工作、樂意接受高工作要求之傾向、

強調追求個人職業生涯之勞動者，經常

視諸多工時保護為限制其個人自由，甚

至不加理會。

五、 特別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呈現弔詭的

發展，一方面，彈性化的發展有利於身

心障礙者的不受傳統工作場所與時間限

約、外包 Outsourcing）、內部彈性（工時），

都使得空間與時間之彈性化急速加劇 19。

對於生產組織與勞動型態而言，形成一明

顯的所謂脫鉤、去界線化（Entgrenzung）

趨勢，典型之時間、空間、實體上之企業

組 織 性 勞 動 結 構（Strukturen betrieblich 

organisierter Arbeit），一個明確與勞動者

私生活領域清楚區隔的領域與界線，逐漸消

失中。當然，時間與地點的彈性，可能帶來

自主程度的提高、新的調和方案、擺脫前述

現場文化模式的羈絆等優點，但在家辦公室

（Home office）、責任制工時、永遠 On-

Call 的發展，也使得職業與私人生活、工作

與休閒、工作場所與私人住所之界線解消與

模糊，帶來更多更大的工作負荷，亦使傳統

的勞動與健康保護，面臨嚴厲的挑戰 20。去

界線化經常帶來以下幾個常見問題 21：

19.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73, 75.
20.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78.
21.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7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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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另一方面，數位化卻也可能使身

心障礙者面對新的就業勞動障礙，因為

其自身不夠「彈性」。

六、 最後，社會習以為常之共同的社會時間

結構，特別是例假日、國定假日，將可

能面臨與企業需求背道而馳之問題，間

接使得社會共同時間結構受到腐蝕。

數位化平臺經濟模式，也當然對企業組織

造成一定的衝擊。企業組織之變動有不同之

形式與面貌，首先是不同管理模式的引進，

例如精簡生產（Lean Production）、精簡

管理（Lean Management），或是工業社

會學熱烈討論的「分工的消失」，乃至於因

公 司 治 理（Corporate Governance） 所 產

生之改變，特別是投資人對於企業決定之影

響力日增 22。一個常見的趨勢是所謂網絡企

業（Netzwerk-Unternehmen）的出現與蓬

勃：與昔日單一企業體進行主要生產（商品

與服務）大相逕庭的，當代呈現出許多數位

方式所聯繫之跨國境的生產網絡，接近客戶

之價值與供應鏈，以低廉之交易成本來連結

多數「智慧的」、個別化的商品與服務，此

類型之企業常出現在數位化的財貨或服務，

例如媒體業、出版業、影音產業等。企業與

勞動組織產生三個不同軸線的分裂傾向，包

括：

一、 內部的彈性化：常見形式如定期契約、

部分工時、彈性工時模式、精簡的勞動

形 式（Projekt Management，Design 

Thinking，Scrum）、內部群眾外包。

二、 外部的彈性化與企業風險之外移：常見

形式如外部的群眾外包（Make, Buy or 

Cooperate）、外包、承攬契約、勞動

派遣。

三、 空間的去中心化與虛擬化：常見形式如

家庭辦公室（Home Office）、動態工

作、虛擬團隊、共同工作空間等 23。

勞動型態與企業組織變遷下之勞動 4.0，

經常出現所謂矩陣結構（Matrix Structure）

的管理與指揮監督關係，形成一跨越個別企

業的、功能性的生產單位，每一區域或企業

負責一特殊的生產功能，形塑一彈性的、跨

區域或甚至全球性的生產網絡，其上存在一

所謂矩陣管理者（Matrix-Manager）24 。

例如以下圖示 25：

22. Windolf, Finanzmarkt-Kapitalismus. Analysen zum Wandel von Produktionsregimen, Sonderheft 45/2005 der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2005, dazu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85.

23. BMAS, Weissbuch Arbeiten 4.0, S. 85-88.
24. Kort, Matrix-Strukturen und Betriebsverfassungsrecht, NZA 2013, 1318f.
25. Kalbfus, Betriebliche Strukturen in der Arbeitswelt 4.0, in: McKenzie(Hrsg.), Arbeitswelt 4.0, Berlin 2017, S. 12f.

企業集團 A- 地區主管 企業集團 B- 地區主管

矩陣管理者 - 產品 1 產品 1 之 A 所屬勞工 產品 1 之 B 所屬勞工

矩陣管理者 - 產品 2 產品 2 之 A 所屬勞工 產品 2 之 B 所屬勞工

矩陣管理者 - 產品 3 產品 3 之 A 所屬勞工 產品 3 之 B 所屬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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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及之所謂眾包工作者（Crowdworker, 

Clickworker, Crowdsourcing），亦有稱之

為 數 位 日 薪 者（digitale Tagelöhner）28。

從某個角度看，這種生產型態符合數位世代

（Digital Natives）之需求：追求更多的自

主時間、時間主權，更少的職場拘束，更好

的工作與生活平衡，但也當然帶來是否適用

勞動保護之爭議。

一般所謂的眾包工作，是指將原先的勞務

外移、外包（Outsourcing）給雇主以外的

眾人（Crowd），是以稱之為眾包 29。通常

的流程如下：企業提供予一群不知名之市場

參與者完成某特定任務的要約，以致使眾包

商（Crowdsourcer）、定作人、眾包工作

者（Crowdsourcees, Crowdworker）、 承

攬人等，獲取可自由運用與直接的經濟利益
30。眾包工作的目的在於，利用所謂的群集

智能（Swarm Intelligence），使特定任務

得以更好、更快、更有效益的完成 31。眾包

可再區分為有償、無償，直接、間接，以及

外部與內部的不同類型：

一、 無償眾包，提供無償的使用群集智能，

例如維基百科中的提供任何人登錄修改

內容，相對的，有償之眾包則聚焦於有

數位平臺經濟模式常見的矩陣結構，遂可

能產生如下的勞動法問題，形成對於現行法

律工具的新興挑戰 26：

一、 指示權的分裂與移轉：對勞工而言，紀

律與勞動懲戒上的指示權命令權，繼續

留在直接的勞動契約雇主身上，至於功

能上的指示權，已實質上移轉予其上的

功能單位，產生常見的指示權分裂問

題，甚至可能連工作紀律上的指示權亦

隨同移轉。

二、 勞動關係的單複數：究竟成立雙重勞動

關係，抑或同時與兩位雇主成立單一的

勞動關係，或甚至其他複雜的借用、乃

至於不同的組合形式？

三、 如何與勞動派遣做適當的區隔與分別 27 ？

四、 勞工之年資應如何歸屬與計算？

五、 集體勞動法，特別是共同決定權之行使

範圍與對象，應如何劃分與適用？

伍、聚焦：眾包工作之勞動法解讀

在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興生產方式

中，「真實時間下之人、機器與產品透過

互聯網之網絡」，催生了許多不受時間與地

點拘束的勞動型態，可想而知，對於勞動

法自然造成衝擊。廣受討論的，即是前面

26. Ebenda, S. 13ff.
27. Böhm/Hennig/Popp, Zeitarbeit und Arbeiten 4.0. Handbuch für die Praxis, 4 Aufl., Köln 2017, S. 417.
28. Böhm, Digitale Tagelöhner, AiB 11/2014, 39.
29. 最早來自於一篇雜誌上的說法：Howe,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Magazine 2006.
30. Köhler, Alternative Beschäftigungsformen am Beispiel Crowdworking, in: McKenzie(Hrsg.), Arbeitswelt 4.0, S. 

62f.。
31. Ebenda, S. 63.

16 台灣勞工季刊 NO. 62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動
態
瞭
望

樂
說
頭
條

對待給付之類型。

二、 直接與間接眾包之差異，則在於提供者

與需求者之間，是否存在一中介之線上

平臺（Onlineplattform）作為居間。

三、 外部眾包則開放予所有潛在的市場參與

者，而內部眾包則僅存在於企業或企業

集團內部之中，亦即整體勞工作為潛在

的眾包工作者。

眾包工作在許多經濟部門均可看到，例如在

人工智慧任務（Human Intelligence Tasks）

中常見的所謂微工作者（Mikrojobber），亦

即不具特殊技術專業能力之勞動力，包括在

地營業、餐飲菜單與風景名勝之照片製作，

提供上網行銷，或是研究與開發過程之外來

資源，例如潛在終端顧客之直接加入產品的

製作（消費者 = 生產者），透過客戶端的評

價、測試而達成分級、升級之效果 32。家事

服務工作也常見眾包之身影，例如知名的平

臺 Helpling，提供家務清潔工作的居間；當

然，眾包工作亦常出現於資訊與媒體科技之

人才，特別是熟悉程式語言、特殊語言專長、

文書處理能力強之工作者，透過間接之眾包

而獲取訂單。以德國為例，居間型的平臺是

眾包較為常見之類型，例如知名的 Twago、

Clickworker。他們的作業模式很簡單：潛在

的勞務需求者與供給者，分別在平臺上建置

自我的要約，有興趣者則主動回覆之，在審

核內容之後，達成媒合；當然，從法律關係

的角度來看，兩者有明顯的差異 33：

一、 Clickworker 本身是勞務需求者與供給

者之間的「積極橋樑」，換言之，訂單

在此平臺上履行與結算。在需求者與供

給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契約關係。

二、 相對的，Twago 平臺侷限於提供居間

的技術性設施，在此，有三個法律關係

形成：眾包需求者藉由在平臺上的登

錄，與 Twago 間形成利用關係；同樣

藉由登錄，眾包工作者與 Twago 間同

樣構成利用關係，而眾包雙方為履行與

清算此要約及合致，成立一服務契約

（Servicevertrag）。

不論哪一種眾包平臺形式，都可能出現

一勞動法的基本提問：眾包工作者是否為

勞工？國際上最為知名者，2012 年，美國

知名眾包平臺商 CrowdFlower 遭登錄之工

作者控告，主張其為該平臺商之勞工，同時

請求最低工資給付，當然，該案因和解而

32. Däubler/Klebe, Crowdwork: Die neue Form der Arbeit – Arbeitgeber auf der Flucht? NZA 2015, 1032, 1035.
33. Köhler, Alternative Beschäftigungsformen am Beispiel Crowdworking, S.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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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場，並未有法院判決出現 34。如同前述，

德國聯邦勞動和社會事務部「工作 4.0 白皮

書」中，基本上以「眾包工作者非勞工、係

自營作業者」為出發點，這也是目前德國勞

動法學界之多數說，但也引發許多的思辨。

例 如 Wolfgang Däubler 便 提 到， 觀 察 眾

包工作，其典型特徵無非「在要約中明確寫

明應履行完成之具體任務」，不論該要約為

平臺或企業主所為，在此前提下，指示權本

身不再重要，而工作者可以自由決定何時、

在何地去完成此任務，也不會納入對方的生

產組織中，且通常使用自己的生產工具，換

言之，從這些線索來看，眾包工作者難以認

定為勞工，是以自營作業者遂成為多數的共

識 35。雖說如此，Däubler 仍然提醒，「契

約中清楚明定履行之內容」雖多半不是勞動

契約，但此無疑同時意味著「工作者沒有自

主決定空間」，而這不正是勞工的特徵之一

嗎？再者，從常見的所謂虛假之自營作業者

（Scheinselbständigen）角度，亦可看出

眾包工作者可能為類似勞工的幾項特徵 36：

一、 工作者非處於勞工常見之指示權拘束

下，或至少程度明顯較低，同時未被納

入企業生產組織之中。

二、 不具人格、但可能具備經濟上的從屬

性，例如從相對人所得之收入，為其最

主要之經濟生存基礎。

三、 當事人具有可與一般勞工比較之社會保

護需求。

德國工會不斷的控訴，謂眾包工作者非

勞工，無疑代表著勞動者之「去權利化」

（Entrechtung der Worker），例如無須享

有最低工資與其他的勞動保護，這種所謂獨

自一人的自營作業者，無疑等同於微薄艱困

的僱用關係 37。於是，可能的路徑便有三：

究竟應該擴大、或說：改寫勞工的概念，將

原先被劃為非勞工、自營作業者之勞動者可

能納入？抑或將之推往類似勞工，使之仍有

機會「準用」某些勞動法保障？或應該根本

建立一普遍性之勞動者「最低保護」，不論

其法律關係為何？數位經濟平臺形式，在資

訊科技所推動的工業暨勞動 4.0 的支撐下，

當然對勞動法秩序產生嚴重的衝擊與挑戰；

34. http://www.lexislegalnews.com/articles/5582/modification-motion-granted-in-crowdsourcing-wage-suit-
class-settlement.（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1 日）。

35. Däubler, Internet und Arbeitsrecht, Rn. 446y.
36. Ebenda, Rn. 447e-447g.
37. Böhm/Hennig/Popp, Zeitarbeit und Arbeiten 4.0, Kapitel 3 Rn. 57.

德國聯邦勞動和社會事務部「工作 4.0 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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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眾包工作為例，對其是否能有保護？有無

勞動法之適用？甚至應該要堅持或改寫勞工

之概念與定義？在在都形成問題。由德國工

會聯盟主席召集學者專家所組成之《勞動

的未來》委員會（Kommission „Arbeit der 

Zukunft“），在其提出之最終報告中，就主

張必須發展新的勞工概念，同時搭配不同面

向的努力，以便回應諸如眾包等數位化發展

所帶來的新勞動型態，名之為「保護勞動之

四階段模式」（ein vierstufiges Modell zum 

Schutz der Arbeit），可以提供吾人思考：

一、 得以被涵攝入勞工概念的，當然必須

堅持納入勞動的保護範圍，特別是形

式 上 的 自 營 作 業 者， 如 事 實 上 受 單

一 雇 主 的 控 制、 且 經 濟 上 存 在 從 屬

性， 則 當 為 從 屬 性 勞 工。 對 此 眾 包

經 濟 形 式 常 見 的 虛 假 的 自 營 作 業 者

（Scheinselbständigkeit）， 整 個 法

制需要一更精準的、更能貫徹此意旨的

勞工定義，換言之，必須進一步將勞工

概念去個人化，擴張到或許個人從屬性

難以完全肯認、但實質上或至少經濟上

具有從屬性者，對此，美國法常見的

所 謂 控 制 模 式（Control-Criteria）、

或是英國法早期流行的控制檢驗模式

（Control-Test），亦即脫離人格從屬

性，比較著眼於實質上的從屬性與控

制可能，諸如只要確認存在電子網絡

之明顯聯繫（聯邦快遞案例－ Causa 

FedEx）38。

二、 第二階段：如果無法納入從屬性勞工

的範疇中，其次就必須進一步思考擴

張類似勞工的概念，使已經得以享有

一定社會保障、甚至得締結團體協約

之類似勞工，得以適用於眾包或其他

數位平臺形式所發展的新勞動型態。

在德國的討論中，例如修改團體協約

法的規定，將收入有 25% 來自於單一

定作人者即視為類似勞工的門檻，再

往下調降，美國法也有類似的回應，

例如在獨立自營作業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與勞工（employee）外，

近年來再發展出所謂從屬性的自營作業

者（dependent contractor, abhängig 

Selbständiger），加拿大、西班牙與義

大利等各早就有所著墨，即為著例 39。

三、 第三階段，聚焦於即便非具從屬性勞

工之身分，但所有勞動者皆應享有之

權利與相關保護規範，包括：與特定危

險源有關的保護，如科技相關勞動保

護、個人資料保護等，應將保護適用

聯繫至所謂「肇因者（就源）原則」

（Verursacherprinzip）。 其 次， 就 業

平等保護，特別是歧視禁止的保護規

範；最後，應全面性的引入所謂攜帶式

權 利（portable Rechte）， 適 用 於 所

有勞動者與企業上，例如德國在企業

38. Jürgens/Hoffmann/Schildmann, Arbeit transformieren! Denkanstöße der Kommission „Arbeit der Zukunft“, 
S. 29.

39. Ebenda, 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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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法、聯邦休假法、法定退休金保

險或是法國的個人勞務帳戶（compte 

personnel d’activités） 的 規 範， 或

是德國聯邦勞動與社會事務部所建議

之同名的個人勞務帳戶（persönliches 

Erwerbstätigenkonto）， 都 是 其 例，

重點是應如何體系性的再加以檢討與擴

大，例如討論甚久的是否應將個人自營

作業者納入失業保險中 40。

四、 最後，層次拉高，是否有全面性的重建

所謂「社會的私法與經濟法」（sozial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之空間與

可能？以眾包為例，如果得以確立清晰

的當事人間地位不對等，回歸民法，能

否使之適用債法有關定型化契約條款之

保護規範？乃至於設立相關保護團體之

團體訴訟實施權限？與眾包關連性更高

的，無疑著作權法與智慧財產權相關法

40. Ebenda, S. 31f.
41. Ebenda, S, 32.

制，如果在勞動法確實無法適用時，此

社會的私法與經濟法，便能在保護眾包

勞動者的任務上有所貢獻 41。

陸、代結語，徒以不變應萬變？ 

面對數位時代、勞動 4.0 所帶來之結構變

遷，不論生產方式或生產關係，麻煩的是：

至少從法制發展的角度來看，究竟該如何面

對？以不變應萬變，同樣以典型勞動關係來

溝通、並試圖定性至少大部分的勞務提供為

僱傭契約？還是以此為基礎，努力畫下相對

清楚之定義範圍與界限，再試圖建構全面性

的、含括非勞工之所有勞動者相當程度的社

會保障？面對複雜之現實發展，實無法以單

一而簡單的制度性內容加以回應，面對現

實，配合以兼具保護為目的之規範性前提，

才能找到一理想而又得以實際發生效用的制

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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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　許雲翔

論數位時代下工作場所改變之挑
戰及對我國啟示－以美國電傳工
作加強法案為例

壹、 前言

經濟、技術與社會變遷促成就業型態的改

變，同時改變了我們的工作生活。根據美國

勞工部統計，自 2000 年起，行政及辦公室

工作職缺因自動化等原因已減少 210 萬個

（如圖 1），此類型工作重複性高，數位科

技的應用不僅促成工作外包至海外，工作本

身也可以被如語音辨識或機器人等替代。直

接結果是影響行政助理、記帳員、資料輸入

人員及秘書等專業工作，這些專業預期也是

未來十年減幅最大的職業類別。
資料來源：US Labor Department,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專門技術人員

商業金融人員

服務人員

運輸人員

營造及開採人員

銷售相關人員

維修人員

10.3 million

7.6 million

6.6 million

1.6 million

 478,000

 207,000 

76,000

-93,000 

-2.1 million

-2.9 million

農林漁牧人員

生產線(包含製造業)人員

辦公室及行政支援人員

圖 1、美國勞動市場職缺增減
（2000-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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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鑑 於 此，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在 2019 年

公 布 工 作 未 來 報 告（work for a brighter 

future），論及數位科技發展將如何改變我

們的工作，包含人工智慧、演算法、機器人

或物聯網等技術運用，或替代既有高重複性

的職缺或工作內容，也可能創造新的工作需

求，無論是增是減，均需要會員國勞資政三

方協力合作以確保尊嚴勞動的實現。此處需

要指出的是，數位科技對工作實質影響不是

在就業數字增減，而是我們的職務內容及我

們 如 何 執 行 職 務（European Commission 

2019）：平臺工作（platform work）即是

企業進行數位轉型，影響我們勞務提供的

顯例。透過網路平臺遠距工作，如居家辦

公（work from home, WFH）或電傳工作

（telework），組織可以提高人力運用彈性，

增加短期專案、任務導向工作，將重複性業

務自動化，或透過平臺將需求外包，凡此非

但讓執行業務的方式大幅改變，平臺本身也

改變我們對於「工作場所」的認知，組織、

顧客與勞動者間的互動更為緊密。

不過，由於業者導入新科技需投入大量資

本，平臺工作可能只是適用部分員工，全面

導入還很遙遠。意外的是，新冠肺炎防疫的社

交距離（social distance）規範產生推波助瀾

的效果，政府及企業擴大過去已進行的平臺工

作，恰好可以讓我們對上述工作未來下工作場

所改變進行更深的討論。本文以美國電傳工作

法案為例，該國聯邦政府自 2003 年開始推動

電傳工作，2010 年時通過立法，而在 2020

年時，因防疫需求人事管理局放寬員工申請電

傳工作的相關限制。運用結果有利有弊，聯邦

政府課責署提出相當多包含績效品質低落的

負面意見，也提出如何改進員工難以稽核問題

的解決方案。而該國的推動經驗，能夠提供我

們在就業數字增減外，工作場所改變在管理策

略上的意涵，同時在如何測量相關轉變對勞動

者的影響上提供政策啟示。

貳、 美國電傳工作加強法案 1

 （Telework Enhancement Act of-

   2010）

電傳工作主要指涉的是一種因工作場所

改變而出現的工作型態，意指勞動者在家

中，或在其他非傳統實體辦公室內提供勞務

（U. 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3）。美國聯邦人事管理局自 2003 年開

始導入此一概念，而至 2010 年美國電傳工

作加強法案通過後，才有適當的法制框架推

動電傳工作。鼓勵符合申請資格的員工，在

考量自身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的需求下，以

自願方式向所屬機關提出申請電傳工作，並

以書面契約條列工作安排與績效考核標準。

具體規範如下：

一、電傳工作的條件

（一）部會推動條件

各部會首長在法案通過後的 180 天內，必

須決定該部會員工適用電傳工作的條件，同

1.  參見 https://www.telework.gov/guidance-legislation/telework-legislation/telework-enhanceme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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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知會員工是否符合電傳工作的資格。參與

機關須確保員工不會因為電傳工作而影響工

作品質，或機關正常運作。若機關業務具備

下列性質，則排除其員工適用電傳工作：

1. 機關首長判斷經手業務具備機密性質，須

直接處理，不適合以遠距方式進行。

2. 機關服務需以面對面方式提供，無法以遠

距或在替代場所進行。

（二）員工申請條件及規範

就員工而言，若過去曾一年內無故曠職超

過 5 天，或在過去 5 年內，曾因在執行聯邦

職務使用辦公電腦時，瀏覽、下載或交換包

含色情圖片在內的文件而受懲戒者，則不符

合申請電傳工作條件。進行電傳工作者，需

與機關就實際工作事項訂定書面契約，若工

作績效未達契約約定者，則終止電傳工作。

二、員工訓練與考核方式

符合電傳工作申請資格的員工，機關應

在簽訂書面契約前，提供互動式電傳工作訓

練。若單位內同時有電傳及非電傳工作的同

仁，其下列評比不得有差別待遇：

（一）定期工作績效考核。

（二）訓練、獎勵、工作安排、升遷、留任

及解職。

（三）工作要求。

（四）其他與管理裁量有關事項。

在判斷構成電傳工作員工績效欠佳的條件

上，機關得參照人事管理局的績效管理綱領。

三、相關政策與支持措施

人事管理局應在下列事項上協助行政機關

推動電傳工作：

（一）薪資給付、假期規定、績效管理、官

方網站、招募留任及身心障礙人士設

施的行政指導。

（二）發展電傳工作的目標與績效測量方

式，包含質化與量化方式。

（三）與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就需持續維持

運作的長期防災項目研議。

（四）與總務署研議電傳工作所需要的技術

及設備。

（五）與國家檔案局研議電傳工作的公文管

理及檔案留存方式。

（ 六 ） 建 立 維 護 電 傳 工 作 平 臺（https://

www.telework.gov/），其中包含電

傳工作連結、公告事項及指導綱領。

在資訊安全部分，行政管理和預算局應與

國土安全部及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公布指

導綱領，確保電傳工作系統的資訊與安全防

護，相關內容至少須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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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資訊與系統的存取控制。

（二）機關資訊（包含個人可辨識資訊）與

系統的防護措施。

（三）減少電傳工作導入出現系統弱點。

（四）電傳工作所用資訊系統的防護措施，

而此系統因遠距之故無法被機關資安

所防護。

（五）防護電傳工作所透過的無線及資通連

線。

（六）避免電傳工作人員在辦公期間瀏覽、下

載或交換包含色情圖片在內的文件。

人事管理局每年需彙整各部會電傳工作

績效目標達成狀況，向國會提交行政部門推

動電傳工作的成果，包含行政機關適用員工

比例、實際參與比例、員工通勤費用、辦

公空間等行政成本節省情形，及電傳工作與

組織任務使命的結合程度。至 2018 年時，

有 42% 的聯邦政府員工符合電傳工作申請

資格，實際參與的比率為 22%，與前一個

年度的比率相近（U. 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2020）。人數上有超過一百

萬名聯邦政府公務員符合資格，約 36 萬人

實際以電傳工作方式提供勞務，多以視情況

調整的方式進行電傳工作（45%），而非常

態性，參與的聯邦政府部會包含交通部、環

保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總務署、考績制

度保護委員會及農業部。

參、 電傳工作的成本效益

人事管理局在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前，均

會與聯邦人力資本長（Chief Human Capital 

Officer, CHCO）就前一年度所彙整聯邦員工

參與電傳工作的狀況進行會談，進行過去年

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就主管單位而言，推動

電傳工作主要著重在效益部分（如表 1），

此種勞務提供型態可以提高生產力，讓勞

動者在工作與生活間取得平衡（work/life 

balance），因而能有助於人員招募、留用。

但在另一方面，電傳工作也讓機關增加員工

訓練成本及資訊設備建置成本，管理階層同

時需要額外增加人力管理使用電傳的員工，

這部分人事管理局需要以員工生產力或工作

效率因電傳工作而提升，或通勤成本及辦公

空間因電傳工作而下降，做為向國會提交成

本效益報告時的說詞，證明電傳工作在權衡

下仍有正面效益。

在上述成本效益之外，個別機關面臨最

大的挑戰仍是如何整合電傳工作與組織任務

使命。人事管理局的作法是鼓勵各機關將電

傳工作與聯邦政府所規範的持續營運計畫

（Continuity-of-Operations）結合，做為緊

急應變的一個重要元素，在機關面臨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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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時，仍有持續提供服務的能力。在 2018 年

時，有 77% 的聯邦部會在持續營運計畫中採

用電傳工作，另有 43% 的機關在部會所提年

度策略目標與任務中結合電傳工作。

整體而言，聯邦部會對於電傳工作抱持

較為消極的態度。以社會安全署為例，自

2013 年開始推動為期 6 年的電傳工作試辦

計畫，原本在去（2019）年 11 月即要期滿

終止，大幅縮減原先已電傳工作的員工約 1

萬 2 千人，但在新冠肺炎爆發後，白宮管理

及預算局於今（2020）年 3 月 15 日通過電

傳工作指令 2 ，要求部會首長在最大幅度內

（maximum telework flexibilities） 讓 原

本即符合電傳工作資格的員工居家工作，不

符合資格者則建議允許員工休氣候假，社會

安全署隨即又重起原先的試辦計畫。不過在

華盛頓特區以外的聯邦政府辦公室工作的員

工還是不適用，此部分員工約佔全部人數的

85%，因而聯邦參議員提案建議行政部門撤

銷原有縮減電傳工作的指示，規範所有政府

員工強制電傳工作。

肆、  工作場所改變的挑戰

2019 年時，聯邦政府課責署對將屆十年

的電傳工作法案提出一份稽核報告，直指

行政部門推動電傳工作最大的問題，在於

始終無法建立或援引可靠的資料，用以支持

表 1 所 列 的 各 項 效 益（U. 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9）。無論是家庭

工作生活平衡的員工訪談質化資料，或量化

資料諸如節能減碳的成本控制，或通勤補貼

的減少數字，參與電傳工作部會能提供的佐

證資料均相當有限 3。聯邦政府雖然將電傳

資料來源：U. 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6, 7）

表 1 美國聯邦政府推動電傳工作效益

電傳工作效益 指認部會數

提高人力資本（招募 / 留用） 6

增進工作家庭生活平衡 6

提高生產力 6

降低辦公室電費 5

減少通勤成本 / 補貼 5

減少員工曠職 5

加強持續營運功能 4

減少辦公室租金成本 4

環境改善正面效益（減少通勤） 4

2. 參 見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3/M20-15-Telework-Guidance-OMB.pdf （ 資
料擷取時間：2020/5/12)。

3.  此一問題在該署 2016 年的報告即有點出，約 6 成的聯邦部會（89 個政府機構中的 54 個 ) 沒有辦法建立電傳工
作與成ㄇ本控制間的關連。參見 U. 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6,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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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 邦 人 事 管 理 局 將 部 會 自 行 發 展 的 最 大 彈 性 電 傳 工 作 作 法， 統 稱 為 替 代 工 作 安 排（Alternative Work 
Schedules），試圖以補充性的方式，強化部會在電傳工作上的人事管理，目前仍在宣導的階段。參見：
https://www.opm.gov/policy-data-oversight/pay-leave/reference-materials/handbooks/alternative-work-
schedules/ （資料擷取時間：2020/5/12) 。

工作視為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卻未曾試圖建

立一套系統，測量與蒐集可以用來評估電傳

工作成效的資料，此一困境既反映了組織對

工作場所改變的認知，也點出了可能面臨的

挑戰：

一、工時安排需更加彈性

由於電傳工作是員工個人自願性參與，部

會再與適用員工個別訂定契約，工時安排即

需配合員工工作生活平衡需要，朝九晚五固

定工作時間的安排勢必受到挑戰。以社會安

全署為例，即自行發展出最大彈性電傳工作

（maxi-flex telework）的作法，員工可以

選擇在早上 6 點至晚上 6 點，或早上 6 點

半至晚上 6 點這兩個區間工作，更方便接送

小孩或照顧家人。但工時安排量身定做的結

果，也造成機關在管理上的困難，需要更為

全盤的作法 4 。

二、組織目標及任務與電傳工作需更加契合

個別員工進行電傳工作時，多以視情況

調整的方式進行，而非常態性。此種設計也

便利管理者在發現電傳員工績效不佳時，可

以立即取消員工電傳工作的資格，再回到

實體辦公。而從美國聯邦政府推動電傳工作

的經驗可以發現，多數聯邦部會即依循上

述邏輯，僅將電傳工作視為工作安排的一種

替代方式，或做為緊急應變計畫中的臨時性

安排。也就是說，此種工作場所的改變，並

沒有辦法促使各單位檢視電傳工作與組織目

標及任務的契合程度，因而在試辦計畫結束

後，多數均期待回復原有的實體辦公方式。

三、電傳工作員工欺瞞及誠信問題

電傳員工在進行工作時持續有主管監督困

難的問題，管理階層無法監督員工在辦公室

以外的地方從事工作，因之而起的假簽到、

虛報工作時數是聯邦政府課責署在 2018 年

取消一部分員工電傳工作的原因。讓人詫異

之處在於美國立法已超過十年，聯邦政府並

沒有企圖建立全國性的稽核系統，而是由各

部會自行內控電傳員工的工作表現與績效，

再由人事管理局彙整。或許是出於部會自行

管理員工差勤考量，但結果是管理者持續

質疑員工是否有認真工作，是否濫用電傳工

作所能換取的時間安排自由，員工被主管

評定為難以接受工作績效（unacceptable 

performance），也往往是終止電傳工作的

主要原因之一。 

四、電傳工作資訊安全疑慮

遠端連線是電傳工作的必要元素，員工透

過遠端外部連線方式進行電傳工作。目前有

36 萬聯邦政府員工從事電傳工作，代表有一

大批員工是由外部連到機關內網，政府部門

電腦系統將出現非常多可能入侵的機會，因

而資訊安全問題持續是電傳工作的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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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我國的啟示與建議

數位時代下的工作場所在概念上與過往相

當不同。在採用平臺工作後，組織更加精簡，

異地或跨國員工透過網路遠距組成工作團隊

可能成為常態，組織更可能將原先認定為核

心技術的部分，透過平臺外包或委外方式給

上述團隊，而成員可能又是來自於不同的國

家，雇主如何管理在虛擬端工作的員工，勞

動者該如何回應此種工作場所的改變，政策

制訂者又該如何調整勞動法制，均會是待解

的課題。

從美國聯邦政府推動電傳工作的經驗中，

我們可以發現該國管理策略尚難以全面回應

工作場所改變所引發的問題，諸如員工績效

考核、誠信問題及主管監督能力，均會是持

續發展平臺工作時需要處理的問題。儘管組

織從訓練成本或留才的考量，願意與員工以

電傳工作的形式維持較為長期的關係，但在

績效的考量下仍可能終止遠距工作。而最大

的挑戰，還是在於難以知道工作場所轉變的

影響：員工執行職務是更有效率，還是會因

數位化的關係，工作內容更加零碎，讓員工

更難以被稽核，增加主管監督的困難度，無

論何者均缺乏具體數據支持。根本的原因在

於沒有建立一套可以測量電傳員工績效的系

統，人事管理局認為機關可以參採該局所建

立的各種績效評量工具，自行管理即可，結

果造成員工績效問題持續是取消電傳工作最

大的原因。

美國電傳工作推動對我國重要的啟示，莫

過於證據在政策制訂過程的重要性。平臺工

作的推展必須建立一套系統性的調查方式，

瞭解平臺化後工作場所改變的程度與影響。

若沒有證據作為政策制訂基礎（evidence 

based policy），會面臨無從掌握市場現況

或利害關係人觀點的問題，其結果是喪失主

動前瞻規劃的能力，落入不斷針對現況補

強，遷就掌握資訊者的困境。我國在管制平

臺工作所面臨的困境即在此，因為缺乏對市

場從業人員、業者甚至是消費者的瞭解，只

能以行政指導為主的管制模式進行，如臺北

市勞動局及勞動部職安署，都曾經針對外送

平臺業者提出從業人員的食物外送作業安全

指引。但其問題會是在缺乏法強制力，業者

多以道德勸說視之，容易規避基本的保障，

如未投保意外險而讓從業人員暴露於運送過

程的意外事故風險。歸根究底，問題的癥結

還是在於主管機關無法掌握市場現況，需要

業者提供管制所需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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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數位經濟發展而言，實務上就業型態更

不僅只平臺工作承攬勞動者一端，自動化亦

直接影響勞動者職務與職位的發展，意味著

我們需要更為全面性的調查及配套作法。在

國際組織及國家層次上，目前有數項值得注

意的政策發展，可供我國參採：

一、重新盤點數位時代新工作場所的工作安

排與特性

ILO 在 2018 年 針 對 全 球 75 個 會 員 國

內 3,500 位勞動者進行一項調查，結果發

現數位時代工作場所改變對勞動者最大影

響在於工作安排及工作特性上的改變（ILO 

2018）。Abraham 等人（2018）根據此一

概念，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補

助下重新盤點數位時代新工作場所的工作安

排與特性，將一般勞動者與平臺工作者並列

如表 2，目的在於協助政策制訂者瞭解平臺

工作應該觀察的幾個重要面向： 

後續各國在此概念上，發展出不同的調查

方式：

（一）建立受影響者的調查

OECD 在 2019 年 時 進 行 一 項 跨 國 數

位 轉 型 影 響 調 查 報 告（Meas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曾針對工作轉型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ork） 趨 勢

調查各會員國的看法，主要問項如下：「就

您認知，數位科技會對哪一部分的職務或工

作產生影響？」，分別有「替代重複性任務、

勞動者能夠獨立於組織外從事工作、主管較

能執行監督稽核、勞動者需花時間學習新技

能、同事間容易協同合作、勞動者因數位化

之故使得工時非典化」等選項，結果如圖 2。 

 

   就 OECD 國家受訪者的觀感而言，數位科

技影響就業部分最強者為「學習新技能所花

的時間」，其次為「容易協同合作」，再其

資料來源：Abraham 等人（2018）

表 2工作安排型態與特性

支領薪資
明示或暗示具
備持續性契約

關係

工作期程
可預期

提供勞務期間
是否可預判收

入多寡

支付薪資者
具備工作監
督權力

一般勞工

傳統勞工 是 一部分 是 是 是

   待命（部分時間工作） 是 一部分 是 是 是

臨時工作 是 否 是 是 是

派遣工作 是 一部分 是 是 否

自營作業者 否 否 是 一部分 （不確定）

勞務承攬者或自由作業者 否 否 否 否 （不確定）
隨選（on-demand）/ 

平臺工作者
否 否 否 否 （不確定）

工作安排特性

工作安排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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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比較林懿貞等人（2018）執行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智慧聯網生產型態下勞動市場供需與青年
就業促進研究」結論觀之，同樣有原有職務內容不受太大影響的結論，因為已經直接聘用新興職能人才從事此
部分工作。

6.   紐西蘭採用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標準產業分類（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industry coding system），參見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 Employment（2019)。

次為「執行監督稽核」，而認為可以減少「重

複性任務」者最低，也就是勞動者原有職務

內容被數位化替代的威脅，並沒有外界想像

的高 5。此一調查結果能提供給政策制訂者

數位時代工作場所改變的大致圖像，也相當

程度影響各國最近在數位時代工作場所改變

上的討論，均朝向數位技能培養面向發展。

（二）數位衛星國民所得帳（digital satellite 

account）

如果說數位時代工作場所具體轉變的測量

對政府部門有其難處，是否可以從瞭解總體

國民生產層次的影響切入？就此而言，紐西

蘭企業、創新與就業部在 2019 年擬定數位

領域計畫 6，試圖在操作層面對應到產業分

類別，也就是統計的標準行職業分類以掌握

數位經濟在商品、服務實際狀況，試圖在操

作層面對應到產業分類別，以標準行職業分

類掌握數位經濟在商品、服務實際狀況。

紐 西 蘭 初 步 參 考 美 國 商 務 部 及 OECD 

數 位 衛 星 國 民 所 得 帳（digital satellite 

account）的作法，掌握如共乘分享服務、

P2P 跨境電子交易等需要以網路方式媒合

供需的經濟活動。該國透過國民所得帳的方

式，將個別廠商的商業活動資訊整合進來，

才有辦法評估對僱用型態影響。而目前紐

西蘭除旅遊業已建立觀光衛星帳（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僱用型態影響評估的

部分則是其未來重點。

圖2、2018年歐盟國家數位科技對職務或工作影響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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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監督稽核

勞動者須花時間
學習新技能

同事間容易
協同合作

勞動者因數位化之故
使得工時非典化

勞動者能夠獨立於
組織外從事工作

最低淨影響
減少 (全部國家) 淨影響 (全部國家) 

淨影響集中區
50% 的國家

Source: OECD based on Eurostat,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Statistics, January 2019. See chapter notes.

資料來源：OECD（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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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臺工作下的管制作為

國際組織各項報告均指出平臺工作者預期

在未來將持續吸引大量青年投入，但從業者

的身分認定將會是最大的問題（European 

Commission 2019）。目前各國對此議題的

管制模式大致可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勞

雇關係的直接認定，法院會進行個案勞雇關

係的認定，或在法律上設定檢測標準，認定

平臺業者是否為雇主，如美國加州；第二種，

不將彼此視為僱傭關係，而是採用類似新創

事業豁免適用法規的監理沙盒（sand box）

模式，原則上不直接介入勞雇關係認定，容

許在創新商業模式下豁免適用勞動法規。第

三種，則是採取中間模式，選擇性讓平臺業

者適用部分勞動法規，擔負起一部分雇主責

任，像是保險或是薪資。這些政策選擇及結

果，均可供我國發展平臺工作法制參採。 

三、平臺工作的部會分工

歐盟在平臺工作上的政府組織分工，是

將數位平臺與勞動併同考量，以 platform 

work 的 概 念 推 動（Pesole et al. 2018）。

考量上在於回應國勞組織「工作未來」規劃，

將「尊嚴勞動」的概念融入數位平臺發展中，

這與我國由既有國家通傳會轉型，另外成立

數位發展部的制度設計明顯不同。明顯的，

政府單位在討論數位平臺時若只從「數位發

展」的技術層次出發，勞動面向很難被考量

進來，不會有 AI 倫理的公平概念，更不會有

AI 演算法下就業歧視問題的討論，而數位平

臺與人的操作是不可分的，建議我國在未來

行政組織再造時應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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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   鄭晉昌                     

互聯網經濟時代下電子商務人才
職訓所面臨的挑戰與因應之道-
以數位行銷人才為例

壹、前言

互聯網經濟是資訊網路化時代產生的一種

嶄新的經濟現象。經濟主體的生產、交換、

分配、消費等經濟活動，以及政府、金融、

企業機構等經濟行為，越來越多地依賴資訊

網路。不僅要從網路上獲取大量經濟資訊，

依靠網路進行預測和決策，許多交易行為也

直接在資訊網路上進行。值此時代，互聯網

科技已與各種商業活動融合發展，成為不可

阻擋的時代潮流，正對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産

生巨大的影響。因此，積極發展我國健全的

互聯網經濟已是刻不容緩政府政策。

從互聯網經濟發展的脈絡上來看，大概區

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屬於資源聚集利用。

雅虎、新浪等網站崛起，以及類似 PTT 社群

網路論壇的興盛，為互聯網經濟集聚了基本

用戶和資訊資源。這個階段盈利模式比較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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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與電子商務人才的需求每年遞增。以數位

行銷科技的發展為例，數位行銷專業需求隨

著科技的發展持續在變，學校人才的供應已

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亟需透過持續的職場

訓練來因應所需。調查資料顯示，2015 年

臺灣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已突破兆元產值，每

年以 20% 成長。以數位行銷而言，根據臺

北市數位行銷經營協會在 2016 年發表的調

查統計報告顯示，數位廣告量從 2011 年的 

102 億到 2015 年的 193.5 億，短短 4 年間

幾乎翻倍成長，顯示出數位行銷在市場上的

受重視程度，也顯示市場對於數位行銷人才

的渴求。根據我國資策會數位教育所 2016-

2018 數位內容人才招募調查研究所顯示的

數據來看，數位行銷產業前景良好，相關技

術人才的需求量，包括網路行銷規劃、網路

行銷、網頁編輯、線上客服、網路廣告銷售

等，一直在持續攀升，甚至顯示企業在一些

相關技術人才的招募有一定的難度。

本文主要以數位行銷人才為例，借鏡一些

國家利用職訓培育數位行銷人才的經驗與作

法，說明互聯網經濟環境下，電子商務人才

職訓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因應之道。由於互聯

網科技持續的發展，數位行銷專業是互聯網

時代所產生的新的職業。如同其他電子商務

相關專業一樣，數位行銷除應具備傳統行銷

專業領域相關知識技能，包括市場分析、市

場行銷、客戶管理、資訊處理、文字表達等

外，還必須掌握客戶體驗、網頁設計、網站

推廣、搜尋引擎行銷、網路貿易等知識技能。

後者的訓練也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每隔一

單，主要依靠平臺影響力提供廣告宣傳及產

品行銷服務。第二階段主要透過網路降低交

易成本。隨著金融科技持續地精進與突破相

關法規限制，互聯網經濟克服了網絡支付的

重大瓶頸，e-Bay、亞馬遜、淘寶等購物網站

興起，開啟了電子商務大門。盈利模式變得

多元，以商貿業為主的發展空間迅速擴大。

第三階段主要圍繞在生活服務開發。伴隨大

眾消費方式、消費結構不斷升級，以餐飲、

出遊、居住、娛樂等為主的線上生活服務快

速發展，Uber、Netflix、美團、摩拜單車等

網站崛起，迅速滲透到大眾生活的日常。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許多服務業的

商務行為已從傳統線下活動轉至線上，而民

眾的的消費行為也開始改變，深受網路的影

響。研究機構 Forrester 指出，雖然亞太地

區零售消費模式，仍主要以「線下」交易進

行。但是，由於消費大眾多透過網路，蒐集

消費資訊，因此有高達 40% 的商業交易行

為受網路影響。根據 Google 內部針對美國

市場的研究顯示，消費者在網路上搜尋並點

擊相關廣告後，在實體商店購買該商品的機

率將增加 25%，而且，平均消費金額也會比

一般消費者高出 10%。

因應互聯網經濟的發展，企業所需商務

人才的知識技能也有了很大的轉變，傳統商

學院所授予的商務基本知識已無法滿足產業

的需求，尤其是與互聯網有關的企業，特別

要求商務人才應具備新興資訊科技相關的技

能。身在臺灣，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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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間就會有新的知識與技能出現，所以從

業者必須不斷地學習，以更新其專業職能。

貳、職訓應側重 T型人才的培育

數位行銷專業與其他電子商務專業一樣，

需要的能力相當複雜，從素材的產生、商品

的挑選、照片的成像、文字的敏感度等，缺

一不可，還必須要熟悉瞭解運用數位科技呈

現的效果，因此數位行銷工作需要多工式的

複合型人才，也就所謂的 T 型人才。「T 型

人才」的概念，原是由哈佛商學院教授巴登

（Dorothy Barton）提出的，T 字一橫一豎，

意謂著最佳人才必須具備水平寬廣跨領域、

跨專業的知識與思維廣度，也要有垂直縱深

的專業才能。寬與深的連結稱為 crossover

（越界、混搭）。

許多專業機構及實務專家都針對數位行銷

人才的培育發展，提出過不同的 T 型知識技

能架構。其中最常被行銷實務界人士提及的

是美商 Buffer 的架構，其 T 行知識技能架構

具統整性。下面說明該公司所揭櫫的 T 型數

位行銷人才的知識架構。

Buffer 公司的數位行銷 T 型知識技能架構

中，主要將數位行銷專業知識技能區分為三

個面向：(1) 基礎知識層級；(2) 行銷專業層級；

(3) 行銷管道技能層級。基礎知識層級主要涵

括行銷相關的基本知識，其內容裡沒有程式

設計，但在行銷專業裡放入建立網頁的前端

語言 HMTL 和 CSS，且增加了視訊影像製作

和客戶體驗課程。行銷管道專業技能裡，把

Adwords、FB 廣告、Display 廣告等一起歸

為付費廣告，並加入業務發展、社群行銷、

事件行銷和其他平臺行銷等專業技能訓練。

另外，美國 Growth Tribe 職訓機構也提出

數位行銷 T 型知識技能架構，在基礎知識層

級中增加了利益關係者管理；在行銷專業層

級中新增了自動化 (Automation) 和應用程

圖 1、美商 Buffer 公司數位行銷專業人才的 T型知識技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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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介面 (API)、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和人工智慧 (AI)；在行銷管道專業技能層級

中，把社交媒體和搜尋引擎區分為自然與付

費兩類，即 Organic Social 和 Paid Social、

SEO 和 SEM， 並 且 新 增 了 工 具 行 銷 (Tool 

Based Marketing)、生命週期行銷 (Lifecycle 

Marketing)、客戶保留 (Retention)、到達頁

面優化 (Landing Page Optimization)、線索

收集(Lead Generation)、價格測試 (Revenue 

Test)、客戶引導 (Onboarding) 和客戶訪談

(Customer Interview) 等。 該知識技能架構

的圖示如下。

根據這兩個 T 型數位行銷人才知識技能的

架構，本文統整出針對國內的數位行銷專業

人員，必備的三個專業知識技能層級所涵蓋

的內容如下： 

一、 基礎知識層級

資料統計和分析，前端語言 HMTL 和 CSS，

產品設計和使用者體驗，行為心理學，品牌

和定位、說故事技術等模組知識。另外，針

對國內的數位行銷專業人員，如果想更往專

業的方向發展，建議具備一定程度的英語能

力。

二、 行銷專業層級

轉化率優化 (CRO)、AB 測試、Excel 模型、

Photoshop 軟體、視頻、線框圖流程設計、文

案、行銷漏斗術、資料庫查詢、BD、社群、事

件和多平臺行銷、自動化、AI等模組知識技能。

三、 行銷管道技能層級

病 毒 行 銷、FB 廣 告、 展 示 廣 告 與 再 行

銷、Adwords、電子郵件行銷、社交行銷、

PPC、SEO、公共關係、內容行銷、移動行

銷、工具行銷、生命週期行銷、客戶留存、

到達頁面優化、線索收集、價格測試、客戶

引導和客戶訪談等個模組技能。

圖 2、美國職訓機構 Growth Tribe 數位行銷專業人才 T型知識技能架構

知識廣度
基礎
知識

行銷
知識

行銷
管道

網站前端
程式設計

轉換率優化 實驗設計 行銷漏斗術 自動化&
應用程式介面

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

網路資料
分析術

服務設計 框線圖繪製 行為心理學 品牌/說故事 利害關係人管理

付費
社交
軟體

免費
社交
媒體

搜尋
引擎

工具
行銷

行動
載具
廣告

銷售 公共
關係

電子
郵件
行銷

內容
行銷

生命
週期
行銷

客戶
引導

客戶
訪談

病毒
行銷

客戶
保留

App 
store
優化

到達
頁面
優化

線索
蒐集

價格
測試

34 台灣勞工季刊 NO. 62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動
態
瞭
望

樂
說
頭
條

基礎知識層級是所有行銷專業的前提，也

是通用的知識，不僅限於數位行銷領域。行

銷專業層級大部分都屬於數位行銷必備的能

力，如果能夠全部掌握，將會提高工作執行

的成效。行銷管道專業技能必須要有實際的

操作經驗，學員通常可以選擇專攻某一兩個

領域，做為日後從業的切入點。要言之，對

於未來數位行銷電子商務相關人才的培訓發

展，應著重 T 型人才的培育發展，才能合乎

產業界的需求。

參、國家級職能認證確保人才品質

在數位行銷管理人員的認證方面，以英

國權威職訓機構皇家特許管理協會 (CIM)

的國際行銷專業文憑課程為例，其主要根

據「英國國家行銷職能標準 (Professional 

Marketing Standards」，規範國際行銷主

管必須具備的專業知識能力標準，課程內容

是英國政府所採認的專業文憑課程，以數位

行銷策略與策略行銷管理的專業方法論為授

課重點，提供歐洲最先進的國際行銷理論、

實務案例、應用技術、實作工具等，是一套

國際行銷主管必備的專業知識體系。

中國大陸的「電子商務協會」也邀集國內

大型的數位行銷應用廠商、相關服務及研究

機構、學者、專家等，在全國聯合推動中國

電子商務職業經理人，包括數位行銷顧問、

數位行銷經理、數位行銷師等職業資格的認

證。目前，這項工作已在中國大陸全國 35

個省市、100 餘所試點院校同步開展。證書

持有者具備從事數位行銷領域從業、諮詢、

顧問等資格，同時具備相關數位行銷管理工

作能力。學員必須系統化地學習數位行銷的

理論知識、企業數位行銷規劃與執行等業務

技能，內容包括搜尋引擎行銷、電子郵件行

銷、網路廣告、病毒式行銷、部落客行銷、

社群行銷等數位行銷技術，具備數位行銷領

域的專業化、職業化能力。

隨著世界進入一個互聯網路經濟時代。

數位行銷技術也越來越受到企業的重視。但

是，相較於西方先進國家，我們的數位行銷

人才的培訓發展仍屬初期階段，尤其是專

業人才套裝式的培育課程發展與國家級的認

證制度的建置。目前在臺灣比較知名的僅

有民間社團法人組織，包括臺灣商務策劃協

會 (TBSA) 所推動的數位行銷策劃師認證及

臺灣行銷傳播專業認證協會 (TWCA) 的數位

行銷專業認證。這兩個組織皆是由一群民間

專業人士所組成，關著門自己在搞認證，純

屬專業協會的商業行為，訓練出來人才專業

品質並沒有受到一定程度的把關，難以受到

企業的認同。建議政府應仿效英國及中國大

陸的做法，投入資源建立全國數位行銷職能

標準，規範專業數位行銷從業人員必須具備

的專業能力標準，讓民間職訓業者根據這個

標準，建置相關的分級分類訓練課程。受訓

者結業後，必須通過國家認可的授證單位考

試，始給予資格認證。該認證資格也可以與

國際其他專業認證機構相互承認，有利於在

該認證制度下所培養出的數位行銷人才，其

專業受到國際人才市場上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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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規劃專業職能地圖，協助職涯發展

為了推動技能學習，新加坡政府根據「未

來技能 (Skill Future)」計畫於 2016 年開始

推出「職能架構」，詳細盤點出各行業的所

需技能和工作內容、技能的發展趨勢，其目

的是讓企業主、員工、人資或職訓機構在討

論工作職能時，能有共通語言，進而可促進

技能學習和培訓，提升個人就業能力和企業

競爭力。自 2016 年開始推動以來，新加坡

已推出 22 個行業的職能架構。企業可以據

之以計畫內部的人力轉骨，幫助員工專業知

識技能的提升。

我國經濟部工業局也曾委託工研院產業學

院推出類似「職能學習地圖」的概念，目前

主要針對機械產業，職能學習地圖除了展示

各項職務所需具備的知識能力外，還可以引

導學習者進入某一產業的路徑，是以產業職

能為基礎而發展學習地圖，可描繪出人才培

育的全貌，一方面讓欲投入產業之人力，明

白產業所需人才之專業職能，進而安排訓練

課程；另一方面則可讓業界欲自我提升之人

力，有依循的方向。

這樣的概念也可應用於我國電子商務人才

的發展，以數位行銷專業而言，透過職能地

圖的規劃，不但可以瞭解數位行銷專業的職

涯發展，同時可以深入了解每個職涯發展階

段，各項職務所需要的知識技能，讓欲進入

此一行業發展的人力可以一窺堂奧，在人生

的志趣選擇上做好心理上的準備。

伍、結語

凡事數位已經是現代人們生活中的日常，

商務以數位形式運作是未來所有產業發展必

須採取的方式。因此，電子商務相關人才的

培育成效，關乎國家整體產業勢力的擴展。

然而電子商務人才除了須具備傳統商務知識

技能外，更須掌握相關資訊科技的專業，才

能將兩者結合運用於工作實務上。這也說明

電子商務人才的培育實屬不易。更有甚者，

資訊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先前在學校中所

學到的知識技能，往往畢業後事過境遷，不

敷使用，日後亟需借重以職訓的方式持續的

強化與更新，才能在職場上生存。

本文特別以數位行銷人才的培養為案例說

明，建議相關電子商務人才職訓上可採取的

方向。第一，許多電子商務相關專業人才屬

於多工式複合型人才，其培育應兼顧其專業

知識技能的廣度與深度，也就是必須朝向 T

型人才的方式培育，必須兼顧基本知識的學

習及相關資訊科技實作技能的培養。第二，

為了讓職訓所培育出的電子商務專業人才能

夠得到企業的認可，政府應仿效其他先進國

家的作法，建立國家級的電子商務人才職能

標準，協助推動電子商務相關人才職訓認證

制度，接軌國際，讓電子商務相關人才的培

訓可以獲得一定品質的保障，滿足企業用人

需求。第三、規劃電子商務產業的職能地圖，

描繪出人才培育的全貌，引導學員進入產

業，掌握產業所需人才之專業職能，進而可

以自行安排個人的訓練學習；另一方面也可

讓業界欲提升其組織電子商務相關專業人員

的能力時，有依循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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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翔
王安祥

靜海法律事務所律師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數位時代下全球職業安全衛生浪潮
之轉變及對我國之啟示

壹、前言

人類的文明與歷史發展是隨著生產技術演

進而來，人類透過增加對我們所在的世界的

理解，不斷地提升技術，並增進生產力來促

進生活福祉，但這樣的進步同時也會帶來新

的危機。

一般認為，當前正處於進入第四次工業革

命的轉折點，機器人學、人工智慧、奈米科

技、量子電腦、生物科技、物聯網、工業物

聯網技術 (IIoT)、區塊鏈技術、5G、3D 列

印和全自動駕駛汽車等各式各樣的技術發

展，每項發展都將對人類生活產生根本性的

影響，同時也會對勞動者帶來新的風險。

新興科技永遠像是兩面刃，勞動者可能因

為技術變革導致的工作機會減損消滅，又或

者因為各種潛藏在新科技中的新興危害風險

導致身心方面的危害；但於此同時，如果能

妥善地運用這些技術，也可能增進人類的生

活福祉，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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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出 版 了 Safety and Health at the Heart 

of the Future of Work 報告書，回顧百年來

國際勞工組織在職業安全衛生方面的發展與

致力，並闡述新興科技對未來工作產生的影

響（ILO，2019）。

ILO 在該份報告中指出當前在職業安全衛

生問題上的四個主要轉型驅力，這四個驅力

同時也提供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的機會。

其一是科技（technology），如數位化、

機器人、奈米科技等等，這些科技技術可能

影響勞工的社會心理健康，或是因為導入新

材料而產生未知的疾病；但如果能適當地運

用這些新科技，也能有效減少危害暴露、協

助企業進行教育訓練，或是協助政府進行勞

動檢查。

其 次 是 人 口 結 構 變 遷（demographic 

shifts）。年輕族群遭受職業災害的機率明顯

較高，相對來說，年紀較長的勞工則是要面對

從勞動者的生命身體健康的角度來看，蒸

汽動力、機器生產與工廠制度引發了第一次

工業革命，同時伴隨著機械危害與流行疾病；

電力運用促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也同時使得

勞動者需要面對感電危害；電腦、資訊科技

運用引發第三次工業革命，但辦公室久坐的

工作型態也產生了肌肉骨骼等人因性危害問

題；同樣地，在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緊要

關頭，許多新型態的職業災害風險也將隨之

產生，但新的科技同時也會帶來新的機會與

新的風險治理機制。

貳、 國際觀點

第四次工業革命對於勞工職業安全衛生的

影響，早已是國際組織與各大先進國家討論

的焦點，以下試就國際勞工組織與美國對於

相關問題的討論及政策致力進行簡單說明：

一、 國際勞工組織

針對職業安全衛生這項重大議題，國際勞

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ILO）指出每年約有 3 億 7,400 萬

名勞工因工作意外而受傷或致病，因職業災

害所導致的 GDP 損失平均可達百分之四，在

某些職災發生率嚴重的國家更可達到百分之

六。職業安全衛生問題對勞工的影響是非常

重大明顯的，也使得 ILO 不斷地極力呼籲強

化職業安全衛生保護，在面對新科技、新工

作型態所帶來的新型態風險，也能夠善用新

科技來進行工作中的各項保護。

對此，ILO 在 2019 年成立滿一百週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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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設備或工作流程的適應問題；女性則

因為越來越踴躍地進入就業市場，但是多半從

事安全衛生標準較低的非典型工作，而使得女

性常成為肌肉骨骼傷害的高危險族群。

第三是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導致

空氣汙染、心臟負荷等等特殊問題，並帶來了

新型疾病。且天氣與氣溫變化也會導致工作機

會減少。對此，ILO 依循聯合國 2030 永續發

展方針，提倡永續性發展以及綠色經濟。

最 後 則 是 工 作 組 織 的 變 革（change in 

work organization），雖然使得人們比較

容易進入就業市場，但同時也會產生各種社

會心理方面的問題，諸如缺乏隱私和休息時

間，欠缺安全衛生與社會保障，工作超時等

等。ILO 指出，以工作超時問題而言，全球

就有大約百分之三十六的勞工每週工作時間

超過 48 小時。

針對上述問題，ILO 指出政策方面可以致

力於下列幾個面向來解決遭遇到的困境，包

含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的勞工參與，連結公共

衛生領域並採用跨領域途徑來處理職業安全

衛生問題，強化公眾對於職業安全衛生議題

的認知，強化國際勞動基準與各國立法，以

及勞資政三方的協力。

其中，ILO 特別點出社會心理性危害的危

害評估，社會心理性危害與心血管疾病、肌

肉骨骼疾病的關聯性，如何改善職場壓力方

面等等的相關研究仍有待發展；另一方面，

也因為職業安全衛生的考量因素越趨複雜，

ILO 也提醒職業安全衛生的跨領域研究與發

展的重要性，包括法律（公共政策與勞動

法），工作設計（工程、人因工程、軟體、

自動化），工具（科技技術、保健科技、感

應裝置），環境保護、公共衛生、心理學、

醫藥、神經科學等等，都是未來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發展以及管理實務上必須要強化的。

二、 美國

同 樣 是 為 了 因 應 快 速 的 技 術 與 產 業 變

遷 對 於 勞 工 產 生 的 危 害， 美 國 國 家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以 下 簡

稱 NIOSH）在 2011 年提出了 Total Worker 

Health（TWH），並在近期又提出了 Future 

of Work（FOW）作為因應工業 4.0 等趨勢對

於勞工福祉產生的影響。

TWH 是 NIOSH 所提出的職業安全衛生架

構，有別於過往職業安全衛生僅關注工作場

所內的各種危害因子的預防，TWH 的架構

更強調工作相關的各項因素，如工資工時、

工作壓力、工作場所人際互動等等對於勞工

的健康產生的影響，因此 TWH 架構的核心

其實就是以全人為出發點，認為不能將勞工

的健康問題以工作場所內外進行切割，事實

上，工作的因素就是決定勞工整體健康與社

會生活的最關鍵要素；NIOSH 指出企業組

織要促進 TWH 的實現，必須促成五項基本

元素，包括：1. 展現企業領導者對於勞工安

全衛生的承諾；2. 設計工作用以消除、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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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危害並促進勞工福祉；3. 透過方案

的規劃與執行來促進勞工對於職業安全衛生

的參與；4. 確保勞工的機密與隱私；5. 結合

其他有關的系統來促進勞工福祉，例如環境

保護。

近期 NIOSH 立足在 TWH 架構之上再提

出了 FOW 倡議，該方案是 NIOSH 透過與

不同機構組織間的合作研究及方案執行來解

決未來工作將面臨的問題，也就是 NIOSH

對於促進職業安全衛生的研究投資。其目標

包括：1. 彙整關於未來工作的研究； 2. 重點

介紹與 FOW 倡議相關的研究項目；3. 透過

促進新產業，新技術，組織設計，工作安排

等等來達成風險控制之研究；4. 連結工作場

所，工作和勞動力變化的趨勢，為未來的職

業安全與健康做準備。

FOW 所關注的研究領域主要為三個 W，

也 就 是 工 作 場 所（workplace）， 工 作

（work）與勞動力（workforce）。

在工作場所方面的研究，NIOSH 強調關於

組織設計（Organizational Design），技術工

作職位（Technological Job Displacement）

以及工作安排（Work Arrangements）。組

織設計方面包括工作自主性、工作壓力預防、

工作空間設計等等的研究；技術工作職位包括

自動化、數位化、工作質量優化等等議題；工

作安排則主要針對工作與就業型態方面之研

究，例如契約型態，直接僱用等議題；工作部

分的研究則是包括對於人工智慧、科技、機器

人等專業技術領域的深入發展；最後，勞動力

方面的研究則涉及人口變遷、經濟安全、技術

等等。

參、 新型風險預防

由於技術或工作型態的不斷變革，導致各種

新形態的危害因素，又或者是既存的危害因素

因為這些變革而對勞工產生更加嚴重的危害。

以下分別以社會心理性危害以及3D列印為例。

一、 社會心理性危害（Psychosocial Risk）

傳統職業安全衛生領域著重的仍是物理

性、化學性、生物性及人因性的危害因子，

而在近十多年來，社會心理性危害對勞工的

影響，越來越成為政策的焦點。尤其因為技

術或工作組織的革新，使得勞工因為承受由

所處工作環境與工作過程中帶來的過多壓

力，而導致如過勞、職場憂鬱等。

不同於其他的危害因子主要潛藏在工作環

境或設備設施，社會心理性危害則更多是潛

藏在工作的安排與內容、勞動條件以及人際

互動等等。歐盟於 2014 年發表的報告便指

出工作中潛伏的社會心理危害主要包括工作

內 容（job content）、 工 作 密 集 度 與 自 主

性（job intensity and autonomous）、 工

時的安排以及工作生活平衡（Working time 

arrangements and work–life balance），

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指涉工作

中的人際往來，主管與同儕的支持等等），

工作不穩定與職涯發展（Job insecurity and 

career development）等等（EU，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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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性危害的預防困難之處，其一

在於危害和致病之間的因果關係難以判斷，

無論是對於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影響，多半

仍難以排除勞工個人私人生活的各項因素，

例如家庭環境、生活習慣、人際網絡產生的

影響；再者，對於社會心理性危害的風險控

制手段，多半也難以像物理性、化學性、生

物性及人因性的危害因子可以透過取代、工

程來實現本質安全，多半仍是以行政管制為

主，因此某種程度上來說，社會心理性危害

是無法根本性地消除的危害風險。

對於社會心理性危害的預防，歐洲國家採

取不同策略與模式，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授權制定無強制力的指引，例如奧地利或比

利 時 以 制 定「 福 祉 法 」（The Well-Being 

Law of 1996），並且透過多樣且深入的風

險評估以及諮詢全體利害關係人後對於社會

心理性危害進行全面性的治理。對於各國政

府的作為，歐盟認為必須依照其國家的社經

環境進行調整，但整體來說，還是應該善用

社會對話機制以及勞動檢查來處理社會心理

性危害產生的職業災害問題。

我國在 102 年職安法修正時也將社會心

理危害的防治列入法規之中，然而，晚近如

職場霸凌的相關問題仍舊層出不窮，追根究

柢，問題或許在於社會心理性的危害不單單

只是職場上的問題，而導致雇主的預防義務

範圍不明確。雇主究竟要對那些社會心理危

害進行預防，涉及法制上要如何類型化，另

一方面，在發現社會心理性危害因素時，雇

主要採取何種手段方能稱之為有效，也仍待

具體化。總之，我國在社會心理性危害方面，

雖然已經在法規中有初步規定，但在具體的

定義、預防手段、處理手段等等都還有進一

步深化的空間。

二、 3D 列印

3D 列印技術的發展使得小批量客製化商

品的生產效率逐漸提升，近來除了在工業領

域運用此項技術之外，在醫材領域中透過精

準掃描病患身體，並客製化如義肢之類的醫

療器材用品，也是值得注意的應用領域。

但 3D 列印因為製程以及運用的材料，可

能會產生如金屬粉塵、纖維，或是因為使用

ABS 或 PLA 而產生有機物質揮發，進而可能

導致肺部病變或心血管疾病等危害。

對於 3D 列印可能產生的纖維（filament）

與 金 屬 粉 塵（metal powder） 之 危 害，

NIOSH 歷 經 5 年 的 研 究， 於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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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兩份建議供業界參考 1。對於可能產

生纖維的 3D 列印工作，使用者應控制呼吸、

皮膚接觸到揮發性物質以及微粒之機會；熱

熔融層積型的 3D 列印機（FDM printer）

因為使用熱塑形聚合物，且移動速度快，須

避免燒燙傷；在材料選擇方面，應盡可能使

用 PLA，而非 ABS，並且所有印刷過程都應

該在負壓區域內進行，並使用專用的通風系

統（最好使用 HEPA）。NIOSH 的其餘建議

還包含環境監測、教育訓練、禁止在 3D 列

印工作區域內飲食等等的細部規定。

另外針對會產生金屬粉塵的 3D 列印機，

除了負壓環境以及呼吸器具之外，NIOSH

更特別指出應嚴格禁止人體接觸，同時需要

進行防火防爆的工程控制；另外，對於產生

的金屬粉塵的後續處理，包含包裝等等均須

嚴格管理。

以上 NIOSH 最新的研究成果足為我國之

借鏡，目前有許多廠商是以家庭為銷售對

象，對家長訴求提供子女的科學實驗器具，

在家中進行 3D 列印，對於防護不足者產生

的危害十分令人擔憂。

肆、 新科技之運用

一、 物聯網

物聯網是指透過網路與感測器串連各種實

體物件，使得複雜之資料數據能在實體物件

間傳遞。

物聯網技術運用在職業安全衛生方面，主

要是透過感測器來連結設備、安全措施與資

料庫，以求達到更快速準確的反應，並能夠

透過巨量資料的分析以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與工作效率。

例如勞工發生墜落意外，可以透過感測器

自動啟動對應措施，直接聯繫救護人員進行

救護；又或者是透過空氣品質監測數據來監

測二氧化碳濃度，管理者就能透過該數據針

對勞工工作過程中是否產生暈眩、工作效率

等等進行改善調整。

二、 區塊鏈技術運用

區塊鏈（Blockchain）是一種將數據以開

放式、去中心化的方式進行儲存、驗證、交

換的技術，透過網路上分散持有資訊的片段

使得資訊難以遭竄改，也因為這樣的特性，

使得區塊鏈技術得以被採用於需要追蹤其高

度監理的金融管理，又或者是有業者將區塊

鏈技術運用於農產品或一般商品的產銷履歷

追蹤，近期我國法務部也為了避免有不具法

律資格之人假冒律師名義招攬訴訟，而嘗試

在法務部的律師查詢系統導入區塊鏈技術 。

以區塊鏈分散式儲存驗證，難以竄改的特

性來說，可以運用於協助記錄、追蹤複雜交

易。在職業安全衛生方面，最適合運用於需

要透明化、持續追蹤的應用項目，例如危險

性機械及化學品的產銷、儲存與流向管理，

1.   參閱：NIOSH 網站，https://3dprintingindustry.com/news/niosh-publishes-health-safety-advice3d-printing-
with-filaments-and-metal-powders-17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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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的資格證照檢核與登錄，事業單位

例行性定期檢查紀錄的維護，作業環境監測

的數據資料，乃至協助主管機關進行勞動檢

查等等，只要是有透明化或追蹤必要的資

訊，均有以區塊鏈技術介入協助的可能性。

Musaa 與 Fathib（2019）指出區塊鏈具有

運用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巨大潛力，

由於區塊鏈難以竄改的特徵，同時具有低成

本、資訊安全的優勢，對於協助企業突破自

身企業限制，優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具

有顯著幫助。

伍、 結語－我國可借鏡國際發展趨

勢，強化相關作為

我國在面對新興科技產生的職災風險方

面，其實已經有初步的成果，例如對於人機

協作的相關管理，但在運用新技術來預防職

業災害方面，雖然在物聯網方面已有投入，

但整體而言確可再加強。而考量我國中小企

業眾多，可能無法負擔全面採用新科技的成

本，因此仍建議是以漸進方式逐漸強化科技

運用，同時提供相關輔導與協助之資源。

本文認為，目前可優先考量導入區塊鏈技

術來作為職業安全衛生處理之工具，相較於

物聯網或是 AI、機器人之導入需要高額成

本，以區塊鏈進行危險性機械及化學品的管

理，職安衛相關資料及時上傳與驗證等等，

某種程度上只是將既有資料重新編碼並且進

行分散持有，成本顯然比其他需要建置導入

設備較低。

而在法規方面，102 年職安法已全面修正

上路，惟全球整體的產業與科技技術不斷更

新，在可見的將來，仍須積極汲取國際經驗

方能符合產業之趨勢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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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受有職業災害之勞工與雇主間如基於勞

動法令、團體協約或勞動契約之規定，而有

權利義務之爭議，依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制

度，得透過調解等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獲得

權利救濟。如無法利用該等機制解決勞資爭

議，後續仍得透過司法訴訟途徑以為救濟。

為協助職業災害勞工爭取受損之勞動權益，

避免其囿於經濟弱勢或因對於勞動法令不熟

悉而怯於提起訴訟，勞動部於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時期即著手推動勞工訴訟法律扶助措

施，目前乃依據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

助辦法之規定，提供律師代理、勞動事件聲

請費及裁判費與勞動事件處理期間必要生活

費用扶助等扶助措施。

活用法規  TAIWAN LABOR QUARTERLY活用法規  TAIWAN LABOR QUARTERLY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科員   吳彥槿

職業災害勞工勞資爭議調解
法律扶助重點與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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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司法訴訟對於職業災害勞工而言，仍有

其必要耗費之時間或金錢成本，為能縮短該

等勞工權益救濟期間，以更為迅捷的方式解

決爭議，勞動部於今 (109) 年 5 月訂定「補

助行政機關辦理職業災害勞工勞資爭議調解

法律扶助實施要點」，擴大勞工法律扶助之

範圍，提前於勞資爭議調解期間導入法律扶

助措施，為受到職業災害之勞工提供法律扶

助，指派律師陪同爭議勞方當事人出席調

解，利用律師之專業提供職業災害勞工等勞

方當事人勞動法令諮詢及相關司法實務見解

等，期能為職業災害勞工提供最有力、最實

際之幫助。

貳、	職業災害勞工勞資爭議法律扶助

內容

勞動部推動勞工訴訟法律扶助措施迄今已

逾十年，其中對於遭遇職業災害，雇主未給

予補償或賠償等訴訟案由之勞工，向法院聲

請勞動調解或起訴，設有律師代理之訴訟扶

助。為使訴訟扶助服務更具效能，律師代理

部分勞動部透過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的合作，借重其廣布之扶助據點及法律專業

資源，提升訴訟扶助服務量能。整體而言，

勞動部與法扶基金會攜手扶助超過 2 萬名勞

工，爭取到的可得金額超過新臺幣 37 億餘

元，協助勞工爭取權益已有成效。又勞動事

件法於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對現行民事訴

訟制度有多項變革，期透過改革以更迅速、

有效的處理勞資爭議。

而我國近年來每年度勞資爭議案件數均逾

2 萬 5 千餘件，並非每一件都會進入司法救

濟程序，有超過 9 成的案件選擇透過勞資爭

議調解程序解決爭議。從申請調解之爭議類

別來看，以工資或資遣費之爭議為多數，佔

總件數約 65%，職業災害補償爭議佔約 6%，

其餘尚有給付退休金爭議、勞工保險給付爭

議及其他權利事項爭議等。勞資爭議案由雖

以工資或資遣費爭議為大宗，惟當職業災害

勞工與雇主間產生爭議，除涉有勞動權益損

失之外，更是伴隨著身心的傷害，對於勞工

甚至有永久無法回復之損害，多數職業災害

案件的整體損害程度通常較一般勞工來得嚴

重，更甚者也會損及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

基此，為協助職業災害勞工爭取勞動權

益，並期能縮短救濟期間，勞動部於今年 5

法律扶助基金會協助勞工爭取勞動權益，攝影／王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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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爭取權益，同時考量地方政府為第一線

受理並協處勞資爭議之主管機關，對於職

業災害勞資爭議案件之協處亦累積長久之

經驗，由地方政府依各職業災害勞工個案

權益損失之狀況，來據認是否有提供法律

扶助之需求，並主動積極來徵詢職業災害

勞工接受法律扶助之意願，同時排除資源

重置之可能，如此讓本項法律扶助措施得

以發揮效能最大化，提供職業災害勞工最

切實的幫助，並維護其勞動權益。

參、結語

「補助行政機關辦理職業災害勞工勞資爭

議調解法律扶助實施要點」係勞動部今年新

訂定之法律扶助措施，旨為照扶勞動權益受

損之職業災害勞工，期能以最迅捷、有效的

紛爭解決機制解決勞資爭議，以協助勞工在

權利救濟途中，避免花費更多的時間及金錢

成本。迄今，勞動部對受有職業災害之勞工

不僅於訴訟期間提供法律扶助，更將扶助措

施提前於地方政府協處之勞資爭議調解時即

導入法律扶助，期藉由建構出更完整的勞工

法律扶助措施，能夠協助職業災害勞工度過

遇有勞資爭議時的難關，保障勞工權益，並

回復穩定之勞動關係。

月訂定之「補助行政機關辦理職業災害勞工

勞資爭議調解法律扶助實施要點」，透過補

助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下稱地方政府）

律師酬金之方式推動扶助措施，提前於職業

災害勞工勞資爭議調解期間導入法律扶助，

由地方政府指派律師來協助陪同職業災害勞

工出席勞資爭議調解，用律師的專業提供職

業災害勞工等勞方當事人勞動法令諮詢及相

關司法實務見解等，協助職業災害勞工維護

並爭取應有權益，以儘速解決勞資爭議，使

勞工的生活可以儘快步回常軌。

「補助行政機關辦理職業災害勞工勞資

爭議調解法律扶助實施要點」除了提供職

業災害勞工法律扶助之外，為周延扶助制

度，同時將職業災害勞工之遺屬或其法定

代理人一併納入法律扶助之補助範圍。另

為求效益最大化，對於提供補助的案件仍

設有相關限制，如職業災害勞工等勞方當

事人如因相同案由已提起司法訴訟者，因

已進入訴訟程序，其勞資爭議調解之法律

扶助則不在本要點之補助範圍內。另除了

勞資爭議案由為確認僱用關係存在者之外

的案件，其爭議請求金額須逾 1 萬元；或

者如職業災害勞工已自行聘請律師，為讓

扶助資源可以幫助到更多有法律扶助需求

的案件，亦不含在補助範圍。

勞動部藉由訂定前揭補助要點，與地方

政府以及勞工律師攜手提供職業災害勞工

扶助措施，除了希望有拋磚引玉之效果，

帶動地方政府共同進一步協助職業災害勞

活用法規  TAIWAN LABOR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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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勞動三權中，勞資協商及締結團體協

約為工會重要功能之一，過去工會想與雇主

協商，常因資訊的不對等以及對勞動法令的

不熟悉，需花費極大的心力，在有限的資源

與人力下進行資訊的蒐集、草擬團體協約條

文及談判協商等，而不論有無上級工會之協

助，多需經歷數月或數年的協商，才能與公

司簽訂兼顧穩定勞動關係及提升會員勞動條

件的團體協約。因此，為鼓勵及支持工會透

過協商簽訂團體協約，勞動部（下稱本部）

多年來均持續不斷推動團體協商機制，除提

供專家入廠輔導服務及辦理勞資雙方提升協

商所需知能之活動與相關措施外，並於 105

年訂定「獎勵工會簽訂團體協約實施要點」

( 下稱本要點 )，提供工會及工會聯合組織簽

訂團體協約的獎勵金。

實務上，勞資雙方要開啟協商大門實屬不

易，需要工會持續不斷地與雇主溝通，而最

終能簽訂優於勞動基準法之團體協約則更加

困難，因此本部所發給的獎勵額度，係考量

工會於協商過程所付出之心力以及與團體協

約內容有所關聯，而分別給予 5 萬元至 25

萬元不等之獎勵金，以肯定工會簽訂團體協

約為會員爭取權益及提升勞動條件所付出的

努力

另一方面，工會在準備啟動協商或協商期

勞動部獎勵工會簽訂團體協約
實施要點介紹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科員   劉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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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常因經驗不足而不知如何與公司進行團

體協約協商，此時上級工會及工會聯合組織

就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本要點特別提供

有協助工會啟動協商、草擬條約、參與協商

會議及協助工會解決僵局之工會聯合組織 3

萬元獎勵金，期鼓勵工會聯合組織實際發揮

集體協商力量，積極協助與輔導工會進行協

商，以提升勞工福祉。以下就本獎勵要點內

容略作說明：

貳、	提供工會及工會聯合組織簽訂團

體協約獎勵金內容介紹

一、獎勵對象與申請期限等相關規定

只要是依團體協約法簽訂團體協約之工

會，以及有協助及輔導會員工會完成簽訂團

體協約之工會聯合組織，在團體協約簽約後

的一年內都可向本部提出申請，但工會所簽

訂的團體協約期限如未滿一年，則工會須在

協約有效期限內提出申請；超過本要點所定

申請期限才送件將不予受理。

另工會如已領過本要點獎勵金者，在受獎

勵年度起的 3 年內，不能再次提出申請。

但如是與不同雇主或雇主團體簽訂團體協約

者，則不在此限。

二、工會或工會聯合組織獎勵認定基準

工會依所簽訂團體協約內容，可分為四類

如下表。

三、同一事業單位內有複數企業工會申請本

要點獎勵金之規定

本要點於第 5 點規定，如申請獎勵金之企

業工會在同一事業單位內有其他企業工會亦

已簽訂團體協約者，本部得通知其他企業工

會於 3 個月內向本部提出申請，經通知而逾

期未向本部申請者，則視為放棄。

本點亦規定複數企業工會獎勵金額計給方

式，如同一事業單位內有複數企業工會申請

本要點獎勵金時，其複數企業工會之獎勵金

額將以單一企業工會依要點所定獎勵標準所

核定金額之二倍，平均分配予申請之複數企

業工會。

工會及工會聯合組織簽訂團體協約獎勵金認定基準

單一工會與單一雇主簽訂
團體協約

複數工會與單一雇主簽訂
團體協約

單一工會與複數雇主簽訂
團體協約

第一類：協約內容有利潤分享相
關條款 ( 明定固定比例、年終盈
餘或調高員工薪資條款 )

最高新臺幣 25 萬元 最高新臺幣 50 萬元 最高新臺幣 30 萬元

第二類：協約內容有優於勞動基
準法及其他法令規定勞動條件之
相關條款(明定縮短工時、請假、
休假相關條款 )

最高新臺幣 20 萬元 最高新臺幣 40 萬元 最高新臺幣 25 萬元

第三類：未有第一類或第二類條
款者之團體協約 最高新臺幣 10 萬元 最高新臺幣 20 萬元 最高新臺幣 15 萬元

第四類：工會聯合組織協助及輔
導會員工會簽訂團體協約 最高新臺幣 3 萬元

雇主分類

團體協約內容之類別

活用法規  TAIWAN LABOR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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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核定後，同一事業單位內其他企業工

會再與該事業單位以相同內容之團體協約簽

約並送件申請獎勵，其獎勵金額會以原企業

工會所核給金額之八成為上限核給。

四、工會申請獎勵時，應專函檢具文件，向

本部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應確實依據本部提供之申請

表格填寫。

（二） 團體協約影本。

（三） 本部或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備查函

影本。

（四） 工會之登記證書影本。

（五） 工會申請簽訂團體協約獎勵金切結

書。

工會聯合組織申請獎勵時，除檢具上開申

請文件，亦須提供輔導工會簽訂團體協約相

關證明表及資料。

五、工會或工會聯合組織申請獎勵，不予核

定獎勵之情形

（一） 申請文件或證明有偽造、變造、虛偽

不實或失效等情事。

（二） 有具體事實，足認其與事業單位通謀

虛偽簽訂團體協約。

（三） 其他與團體協約法或本要點之規定不

符。

如果已核定獎勵者，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定

之獎勵提供工會及工會聯合組織獎勵金，被

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獎勵者，應返還因核定

所受領之獎勵金。

參、	結語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趨勢，勞工意識抬頭

及生產環境的變遷，企業為能妥善因應，致

力於提升企業競爭力，勞資關係和諧也為企

業所重視，其中勞資雙方能在穩定勞資關係

基礎下，透過協商簽訂團體協約，不止提高

了員工向心力，亦充分落實永續發展及保障

勞動權益之目標。

自本要點開始辦理以來，工會簽訂團體

協約的量與質皆有明顯的提升，且依團體協

約內容來看，已有許多利潤分享或優於勞動

基準法的約定條款為會員加薪及提升勞動條

件。而勞資雙方能夠協商簽訂優於勞動法令

之團體協約內容，不僅需要雙方在協商過程

中互相的體諒與包容，還要雙方一步一步的

凝聚共識，才能獲得這難得可貴的成果，故

對於努力促進員工權益及提升勞工福祉的工

會，特別值得給予鼓勵及肯定，也期許未來

工會能發揮集體協商力量繼續簽訂更多優質

的團體協約，創造更多福利。

本 (109) 年度團體協約獎勵金申請也已經

開始受理，歡迎符合申請資格之工會踴躍提

出申請。相關規定及表格可逕至本部首頁 /

業務專區 / 勞資關係下載運用 ( 網址：www.

mo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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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尚未

爆發前，臺灣口罩大多依賴進口，日產量

只有 188萬片，自疫情爆發以來，如今臺

灣口罩平均日產量已達到 1,700萬片，躍

升為全球第二大口罩生產國。而針對防疫，

臺灣是全世界最早啟動防疫的國家，防疫

國家隊超前部署，其中最重要的「口罩」，

更是各國積極想取得的重要防疫物資。任

職於協易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4年的技

師陳志民，工作盡職、負責，經常提出許

多改善方案與創新研發，對單位有多項貢

獻。這次為因應政府防疫措施，由協易公

司指派擔任Leader加入口罩國家隊支援，

進行組裝、測試口罩機台，不斷進行機台

校正。協助口罩工廠從原先的2台口罩製

造機，增設40台生產機台，增加800萬個

口罩產量，扭轉我國口罩過往進口的防疫

劣勢。陳志民表示工作現場如同打仗，雖

然每日行程緊迫，但一心為了國人健康，

最終總能戰勝身體的疲累，繼續為國奮鬥。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109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樂此不疲的創新與改善 
口罩國家隊的強力後盾  陳志民技師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採訪撰文/黃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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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易緣分深固　公司就像另一個家

陳志民自小家境較清寒，自小好動不太愛

讀書，16 歲時考取省立瑞芳高工機工科建

教合作班，當時的合作工廠正是桃園南崁協

易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性單純的他擔

任實習生，高中畢業之後就留任學習組裝沖

床，初期協易機械員工只有 130 人左右，至

今已有 400 多名員工，當時協易機械也與中

華技術學院產學合作，陳志民選擇繼續精進

自我，雖然半工半讀略顯吃力，幸好有同事

的鼓勵與陪伴，才能順利畢業。樂於學習的

他，之後繼續就讀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

系二技在職進修，對於熱愛運動的他，在學

習上完全沒有阻礙，畢業成績亮眼，讓他找

到自信，對於面對未來的挑戰更有信心。

另外，他對於這份工作充滿熱情，為提升

產品價值因應市場需求，陳志民在工作上經

常提出改善與提案，他在去 (108) 年提案表

現優異獲得第一名，今 (109) 年更跨單位合

作，創新改善天車防撞裝置申請新型專利，

順利通過新型專利認證，獲得公司獎勵肯

定。當提案改善通過，並完成機台的組立，

看到外國客戶現場驗收沖床機台時開心滿意

的表情，正是陳志民在工作上最有成就感的

時候。他謙虛表示：「在工作上可以滿足自

己的好奇心，還能改善創新，提升工作效率

及順暢的工作環境，與公司共同創造雙贏。」

為了臺灣挺身而出　責無旁貸

今年過年期間，當家家戶戶還在團圓慶

祝春節時，為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關係，經濟部長沈榮津

超前部署，與工具機業者攜手推動「口罩國

家隊」，決定建置 60 條口罩生產線。其實

早在疫情之前，中美貿易戰對工具機產業

的衝擊很大，但為了國家使命，臺灣區工具

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許文憲幫忙

召集各工廠合作，為國家超前完成 90 台口

罩機。為期僅 40 天的交期，陳志民由協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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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派加入口罩國家隊支援，他表示除了

在精神上產生巨大的壓力，更是體力的考

驗，陳志民更表示：「在電視上才會看到的

大人物，因為疫情讓大家團結在一起，就像

是上輩子一同參加革命抗爭或是保護家園的

戰友情感，共同朝向目標打擊疫情，很令人

感動。」事實上，在爆發疫情前，工具機業

者彼此競爭激烈，此次因疫情所引發的口罩

荒，讓大家不分彼此，上下團結一條心，齊

心合作滿足臺灣眼前迫切的需求。

陳志民在 2 月 18 日受召支援口罩國家隊，

第一天學習口罩機交機，由於是初次接觸，

心裡很是戰戰兢兢，為了國家，他硬著頭皮

上埸學習，一連 4 天下來，每天直到深夜才

下班回家，他心想疫情開始擴大，已經造成

國人與世界人心惶惶，為了更快學好組立口

罩機，努力造福國家人民健康，再晚下班都

願意。在學習組立口罩機時，他不時拿著筆

記本記錄重點，同時也不忘從中改善工作環

境，他注意到工廠裡的零件名稱與物料都沒

有明確定位，於是向指揮官提出多項工作改

善，不僅清楚標示各主要模組的名稱，更提

升機台出貨包裝效率。另外，陳志民非常注

重工安問題，他曾在夜間加班時，親眼目睹

外包噴漆人員因操作不慎，不幸被台車夾住

胸口，在眾人協助脫困後，擁有急救證照的

陳志民當下立即為傷者做 CPR 急救，等到救

護車趕到才換手，但之後傷者因傷勢過重而

亡，令他感到相當遺憾。因此陳志民為了工

安考量，看到雜亂無章的線路風管阻礙工作

動線，立即進行口罩機工廠環璄改善，除了

保障大家的安全，更有效加快組立口罩機速

度，幫助提升口罩產能。

不怕出身低   虛心學習堅持到底

熱愛運動的陳志民了解運動對工作是有幫

助，曾於 107 年榮獲太極拳世界杯 24 式第

一名 , 更於去年 5 月獲得桃園市模範勞工表

揚，不怕出身低的他表示，只要認真學習並

且設定目標短、中、長分階段慢慢前進，不

斷提醒自己告訴自己，再堅持一下，再多做

一次，再多想一些，多向優秀人員學習優點，

就能讓每天工作事情變的更有樂趣並能享受

其中。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已改變了大家的生活，出門忘了戴口罩就像

是忘了穿衣服似的，不論走到那，人人都口

罩不離身，維持著正常的生活與社會經濟。

陳志民認為能參與其中，是他人生中最大的

榮幸。

臺灣在經歷 SARS 的慘痛教訓後，於防疫

的應變上已有長足的進步，因此在防疫表現

上比他國優秀，不僅讓各國媒體相繼報導，

所推出相關的防疫政策與措施均被密切關

注，讓各國相當欽佩紛紛公開讚揚。口罩實

名制自 2 月上路至今，相關配套措施不斷

進化，從超商藥局購買、線上預購到最新的

口罩販賣機，每一階段都有相應的功臣。而

臺灣口罩日產量短期內增加到破千萬片，躍

升為全球第二大口罩生產國，加上實名制與

口罩地圖等防疫作法，受到各國讚賞甚至紛

紛仿效，口罩國家隊每一位成員都是功不可

沒。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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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闖出女性專業一片天　
不服輸的汽修界女漢子 胡瑞琴理事

採訪撰文/黃敏惠

胡瑞琴女士是４個孩子的媽，同時也是名

職業婦女，婚前對於汽車修理一無所知，婚

後開始跟著先生一同在汽車修理界打拚，服

務至今已27年，無論是小型車輛或是大型

機具的拆修均駕輕就熟。由於汽車修理行業

均以男性為主，不服輸的她，堅持闖出女性

專業的一片天，從完全一竅不通，到現在融

會貫通，業界美譽為「汽修界女漢子」，更

擔任新竹縣汽車修理業職業工會理事。樂在

工作的她，閒暇之餘也相當熱血、有愛心，

協助派出所進行巡邏協防，並居家訪視關懷

老人。胡瑞琴在工作中展現解決問題的企圖

心，在生活中細心照料家人，正面積極地迎

接挑戰，她相信改變自己，才能創造更好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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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堆裡打滾的成就感

胡瑞琴本身喜歡跑步、登山等戶外活動，

近期更積極征服谷關七雄，她享受揮汗淋漓

時的暢快，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正因為擁有

正面又積極的生活態度，即便婚前原從事會

計工作的她，在婚後跨入汽車修理界時，適

時展現了強韌的工作態度。個性認真負責的

她，不僅工作認真，更利用工作空檔處理家

務，時間幾乎都被工作與家庭瓜分，生活的

每一天分秒必爭，造就她專注又俐落的工作

效率。胡瑞琴表示：「原本，我只是想辦法

要幫助這個男人成功，沒想到最後自己也一

起加入這個行業。我的先生每天天一亮就在

車堆裡、油堆裡打滾，忙著工作，而我也跟

著一起從旁協助。」胡瑞琴從完全對車子陌

生，到現在眼睛閉著都知道哪裡要鎖螺絲、

哪裡要換甚麼零件，從完全的一竅不通，到

現在融會貫通，從開始的怕黑、怕油污，如

今熟悉油的味道，在工作中體會到解決問

題、修理好一部車的喜悅，胡瑞琴很是享受

工作帶來的成就感。

被稱作是「汽修界女漢子」的胡瑞琴，她

擁有各種大型機具拆修的豐富經驗，例如耕

耘機、救護車、消防車等，通通都難不倒她。

她表示修理這些類型的車輛必須特別小心謹

慎，因為人命關天，絕不能當兒戲，如果一

次修不好，她便會整組拆掉，重新檢查問題

根源，絕不隨便馬虎。胡瑞琴在工作上對自

己感到最驕傲的是，從工作中獲得靈感，她

藉著敏銳的觀察力，發現廠內的問題，想出

應變方案，自己動手焊燒製作油水分離儲油

槽，解決廠內客戶換下的廢機油問題，如此

廢機油便不會流入周邊稻田，影響農民稻田

收成，達到環境保護的功效。另外，她也

看見同仁們很費勁的抬沈重輪胎、零件及配

件，於是想出方案解決，和同仁們製作重物

拉車，解決費力重物問題，不僅能減少人力

的支出，更能保障員工安全，深獲同仁們與

同業的認同。

不斷超越自我不容忽視的專注與熱血

修車跟治病救人一樣，要靠良心做事，

胡瑞琴認真的工作態度、專業技術與合理收

費，逐步建立客人的信賴感，也讓自家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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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廠順利承接到消防局的車輛維修業務，每

半年一次的定期保養，廠房內停滿了各式各

樣的消防車，畫面很是壯觀。看著一輛輛有

問題的車輛，在自己和先生齊心合作之下正

常運作，並且順利交車，胡瑞琴感受到滿滿

的成就感。但她也曾因為師傅的背叛和惡意

造謠，損失不少客戶，幸有家人和朋友都給

予很大的支持，於是她選擇咬牙撐下去。

然而各行各業都有其辛酸血淚，胡瑞琴認

為既然選擇了這一個行業，就應全心全意精

進自我能力與技能。苦、累、髒是這個行業

無法避免的，同時也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技

術工種，不管是時間和體力上，想在這一個

行業打拼，除了努力，還要有毅力。人生多

變，沒有一輩子的學徒，胡瑞琴自覺要長久

待在汽修業就得進步，她相信唯有持續不斷

的學習，才能不斷的提升自我的工作能力，

胡瑞琴的祕訣就是「虛心請教」，不管是向

同行或是相關廠商皆是如此，透過經年累月

的學習與摸索，她不斷的實踐總結和提高職

能，對各項日新月異的現代化汽車修理技術

均能瞭如指掌。

講究工作與生活並重的胡瑞琴，不僅工作

成就斐然，更細心照料家中年邁的公婆，讓

老人家安養老年。孩子們也遺傳到她的熱血

個性，目前老大與老么同時服務於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老二服務於臺中市政府消防

局，老三則像胡瑞琴一樣喜歡維修車子，現

在也在修理界工作。而樂在工作的她，在閒

暇之餘也會協助派出所進行巡邏協防，居家

訪視關懷老人。胡瑞琴表示：「如果人生可

以重來一遍，我相信我的選擇一樣不會變。

而人生終究沒有回頭路，與其後悔萬分，不

如改變自己，創造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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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香投入工會事務長達32年，

對於提升勞工權益抱有莫大熱情，即

使有多次升遷機會，但她秉持著理想

與興趣，選擇繼續留在工會服務會

員，她認為能看到會員滿足又感恩的

笑容回饋，是她甘願在工會為大家打

拼的最大動力。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助人利己　何樂不為

宜蘭縣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龍德

廠企業工會成立於民國 77 年，甫一成立，

李靜香在單位主管的安排下，與工會結下不

解之緣，投入工會事務至今 32 年，協助歷

任理事長推展勞工事務，積極為工會拓展財

務、開源節流，李靜香表示：「工會是服務、

團結勞工的組織，幫助會員解決問題，維護

會員權益，是助人利己的事情。」也因此她

採訪撰文/黃敏惠

109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專職工會會務 32 年不遺餘力 

推動活動一呼百應 李靜香幹事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56 台灣勞工季刊 NO.62



活
用
法
規

動
態
瞭
望

樂
說
頭
條

勞
工
心
聲

積極為會員爭取福利，例如定期規劃辦理多

場職能研習活動，提升會員工作安全、勞退

條例、職場紓壓及健康管理等課程。另外，

李靜香熱愛旅遊、唱歌，她認為工作與家庭

生活並重，兩者平衡能有效提高會員對於工

作的投入度，才能達到優秀的工作績效，擁

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因此她積極規劃員工旅

遊活動，並配合公司福委會辦理捐血、健行、

慢跑、淨灘等各項社團活動，為的就是健全

工會制度，讓更多會員享有健康又安全的工

作環境。

李靜香回想起剛到工會時，對於會務工作

十分陌生，有時無法提升處理事情的效率，

她努力觀察工會職員的互動與處事方法，這

才逐漸掌握會務工作重點。同時發現會員經

常詢問勞動法令相關問題，因此她開始留

意，除了閱讀勞動六法之外，為了提升本職

學能，積極參與縣政府、勞動部會務人員多

項培訓課程及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相

關之專業培訓班，例如全民健康保險法與實

務、勞工保險承保各種給付法規與實務及職

業災害之認定與行政救濟等。並仔細閱讀相

關勞動法令與公司勞動條件規定，參加衛生

所舉辦之 CPR+AED 課程訓練，每屆參與理

監事國內、外企業觀摩，藉此獲得更多經驗。

積極進修提升職能　深獲會員信任

會員、工會、公司形成共生共好幸福

鏈結

如今會員向工會諮詢勞動法令相關問題時，

她大多都能給予解釋與說明，因此獲得諸多

會員們的信任。由於工會會務多元，李靜香

從會務工作中學習成長，協助工會順利發展，

在服務時有許多機會接觸到不同單位的會員，

進而結識變成朋友，在工會服務豐富了李靜

香的人際關係，例如生產事業的會員個個身

懷專業技術，偶而碰到技術問題時，他們往

往都是她最好的顧問。李靜香表示協助會員

了解並解決勞動法令問題、舉辦會內活動，

多會將心比心，從會員角度思考，給予更多

方便。一旦會員的問題被解決後，滿心歡喜

道謝離開時，她認為非常有成就感，更加肯

定工會會務是非常有意義且富價值的工作。

過去，工會在有些人的印象裡，可能等同

於與資方抗爭。幸運的是，宜蘭縣台灣化學

纖維股份有限公司龍德廠企業工會會務在歷

屆理事長的帶領下，都能順利推展，會員、

工會、公司三方形成共生共好的幸福鏈結，

從工會於去年遭遇的危機與事後處理即可佐

證，當時工會業務緊縮，在理事長奔波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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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職員共同努力、公司提供優於勞動基準

法條件，並給予工會發揮空間下，最後，退

休人員獲得優退，想留任企業內的同仁，均

能如願在集團內繼續服務，正因為工會與公

司一起努力面對危機，事情才能有圓滿的結

果。李靜香也建議勞動基準法未來能給予會

務人員更多協助與保護，例如協助理監事會

辦理事務時可以申請公假，能有利於提升會

務人員的工作效率與向心力。

勤勞樸實止於至善　

無私奉獻一呼百應

李靜香積極推動會務，協助公司每年辦理

多項結合鄰里之公益活動例如：環保淨灘、

健走、慢跑，並規劃明華園公演，邀請華山

基金會長者及鄉民前來參與等，每次活動參

加人數均在 2,500 至 3,000 人左右。公司每

年定期辦理 2 至 3 次捐血活動，邀請同仁貢

獻愛心，每場次活動均有百袋左右的熱血無

私奉獻。會內更辦理會員與眷屬旅遊活動，

每梯次參與人數均在 800 至 900 人之間。

同時也定期規劃辦理會員３場次職能研習活

動，提升會員工作安全、勞退條例及勞動基

準法規知識宣導及健康保健課程、紓壓課

程，每場次參加會員平均在 160 人左右，可

說是場場爆滿。

公司及福委會愛心社社團多年來積極推

動敦親睦鄰，鼓勵會員熱心參與地方公益活

動。像是華山基金會募集寒冬獨居老人年菜

活動，每年年前均由公司黃協理帶領下，號

召會員一起認助年菜，希望拋磚引玉讓社會

大眾重視弱勢族群，讓長輩們有個溫馨快樂

的年節。然而宜蘭地區在醫療方面，缺乏大

醫院進駐，常有會員及眷屬如遇急症或重症

急需幫忙轉院治療，李靜香也協助理事長積

極聯繫處理。如此盡心負責的李靜香獲獎

無數，曾得過法務部法律常識競賽的肯定，

及蘇澳鎮優秀青年表揚、五結鄉模範勞工

表揚、台化公司龍德廠企業工會模範勞工表

揚、宜蘭縣政府模範勞工表揚等諸多獎項。

李靜香秉持著企業創辦人「勤勞樸實、

止於至善」的精神傳承，她認為經營工會不

容易，會務人員應盡力配合、協助理事長推

動會務運作、增進工會職員溝通與會員的團

結，並且做好會員服務，提高會員對工會的

向心力。對她而言這只是開始，未來會持續

不間斷地推動相關活動，為營造健康職場環

境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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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黃敏惠

109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披荊斬棘 11 年 積極捍衛工會會員勞動權益 

黃怡仁理事長

民國94年開始的雙卡風暴，正是金融環

境最惡劣之時期，尤其是民營銀行，正因為

大眾商業銀行在96年引進凱雷私募基金經

營團隊，黃怡仁為了保護員工權益，捍衛計

畫就此展開，他於97年 4月 12日成立了高

雄市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也就是現今的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會，11年來領導工會的會員，爭取會員員

工權益，不斷的進行勞資協商，甚至為了會

員遭受資方不當解僱，而進行集體訴訟，鼓

勵會員為自己的權益走上街頭抗議，並不惜

發動罷工投票，以84%的高同意票通過此行

動，成功要求公司出面談定協議。在黃怡仁

與工會幹部的努力之下，終與資方達成合併

增補條款，保障了近兩千名會員的權利，為

的就是要讓會員有一個安心且安全的職場工

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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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會員勞動權益 責無旁貸

民營銀行簽訂團體協約典範工會之一

民營銀行企業工會在成立時，若非資方刻

意培植，都必須經歷相當辛苦的成長過程，

黃怡仁表示一方面會遭受資方以各種方式打

壓工會會員人數成長，另一方面要面對持續

不斷發生的勞資爭議。從 98 年開始，凱雷

私募基金經營團隊進入銀行管理階層後進行

大量員工解僱，這是工會所面臨的第一個挑

戰，他立即與工會幹部於全國各地為會員進

行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寄發存證信函給予公

司，主動聯繫受不當解僱之會員們，召集進

行團體訴訟的準備，並透過上級工會向金管

會進行陳情，為的就是要保住會員們的勞動

權益。

工會為了不讓會員們勞動權益再次受到不

當侵害，在民國 98 年工會正式開始研擬團

體協約條文，並於代表大會通過協商代表及

條文後，正式依法去函銀行要求公司與工會

進行正式團體協約之協商，研擬期間長達 2

年，其中歷經多次會議討論，工會幹部為了

全體會員員工權益，南北奔波，為的就是能

為會員員工們設下安全且足夠的保障，讓員

工能安心上班，黃怡仁表示當工會的保護能

量夠強大，才能有效去化解勞資爭議，相對

也會提升公司經營績效。

終於，在 100 年 4 月 1 日，趕在勞動三法

上路前，工會與銀行順利完成所有協約條文

版本，最後在與銀行董事長及勞動部長官見

證下，正式簽訂團體協約，也成為民營銀行

簽訂團體協約的典範工會之一。

黃怡仁表示目前工會的團體協約條文中，

除了設立企業被合併、改組或轉讓有設下，

雇主必須與工會協商完成員工權益機制之

外，也訂下會員優離優退、部門裁撤或業務

緊縮優離、禁止搭便車、會員代表會務 50

小時等諸多民營銀行少見的保護條文，再次

體現工會為了保護團結權所作的種種努力。

高投票率顯現高團結力　勞資雙方終

得雙贏

104 年 8 月 13 日元大金控 、大眾銀行共

同召開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宣布合併案通

過具有拘束力的股份轉換契約主要條款協

議，元大金控將以每股 16.3 元股票加現金

方式，現金比率約 54%，取得大眾銀行百分

之百股權，並納為金控百分之百子公司。隔

年 1 月，距離大眾與元大銀行合併時程，又

更近了一步，工會對於合併後勞工權益保障

有強烈疑義，黃怡仁在深思熟慮後，召開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舉行罷工投票案，並訂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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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9、10 日進行罷工投票，經統計高達

近 84％會員贊成罷工，因此工會隨即籌劃罷

工行動，但為了勞資和諧，工會也同時表明

敞開協商大門，歡迎元大金控或大眾銀行隨

時和工會共同協商員工保障與權益。

105 年大眾銀行、元大金控合併案衍生勞

資爭議，工會原訂同年 2 月 1 日罷工，突然

情勢急轉直下，經工會與大眾銀行進行勞資

談判，雙方對「員工權益事項」取得共識，

確認工會保護條款內容，而資方放棄優離准

駁權。合併後，元大銀行針對擁有工會會員

身分的員工，於「合併基準日」後第 12 個月、

第 24 個月、第 36 個月保障期間內，共 3 次

定期舉辦依大眾銀行團體協約結算年資之優

離方案，元大銀行對前述優離方案申請同意

予以照准，合併後留任滿 1 年之員工並可獲

得加發 1 個月薪資的留任獎金，因此，黃怡

仁當下正式宣布停止罷工，雖與工會最先要

求「全面結算年資」或公營銀行相比也算不

上條件更優，但工會已盡最大協商努力，協

商結果雖非盡善盡美，但考慮到多數會員都

希望勞資和諧，並能繼續工作，因此在勞資

雙方各退一步之下，合併案得以圓滿落幕。

工會一路走來，與資方所發生的摩擦及勞

資爭議，複雜程度己遠遠超過一般的企業工

會所面臨的處境，正因為有黃怡仁的領導和

全體工會幹部的團結一致，才能有效凝聚會

員們的力量，高度團結力的呈現，讓主管機

關重視合併案，讓資方與工會協商，保障員

工權益，否之合併案絕對不可能會過關。

大眾商業銀行於 107 年 1 月 1 日正式與

元大商業銀行合併，合併後以元大商業銀行

為存續銀行，大眾銀行因合併而消滅，但是

工會的法人格並未因此消滅，因此工會面臨

了另一個艱難挑戰，面對一個在合併前突然

組織生出的企業工會，雖然不斷有傳言這是

資格所成立的，但黃怡仁仍以平常心面對，

除了針對該企業工會成立合法性進行訴願及

行政訴訟外，也持續透過主管機關的依法陳

情，方能繼續正式參加勞資會議、職工福利

委員會、退休金監督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

委員會等相關重要會議。另外，黃怡仁也擔

心合併後會員們工作環境的改變，思考是否

應切實的研擬團體協約新增條文，對於會員

們工作調動等勞動條件，再協商增加更好的

保障，當然黃怡仁與工會幹部都瞭解這是一

條艱困的道路，雖然路上布滿荊棘和障礙，

黃怡仁也絕對有信心帶領著幹部，為會員們

一一排除種種困難，建立一個會員們能工作

安心、福利更向上提升、勞動條件更優化的

職場環境。

106年4月工會與資方完成團體協約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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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序言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區域及個別國

家之勞動市場與勞工權益，均造成極為負面

而深遠之影響，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乃 自 今 (2020)

年 3 月 起， 連 續 出 版 三 版 相 關 之 檢 視 報

告 (monitor)， 詳 細 分 析 此 一 疫 災 之 嚴 重

情 形， 以 及 各 國 陸 續 採 取 各 類 隔 離 封 鎖

(lockdowns) 措施對事業單位與勞工—尤其

是弱勢之勞動族群所造成之衝擊，並設法提

出各類兼顧勞資雙方權益之政策回應，堪稱

是目前各國際組織中著力最深者，而且它也

與世界銀行 (Work Bank: WB) 共同合作，

出版一份相關之隨時更新報告，探討各會員

國所提出之因應對策。事實上，截至本文初

稿即將完成之時，它的第四版檢視報告又甫

在 5 月 27 日剛剛出爐。雖然我國因中國大

陸之壓力，迄今仍被排除在該組織之外，但

勞動部如能從它的這些檢視報告中所提出之

各項因應對策，找出可供我國援引參考之

處，不但有利於解決本土在此一疫情下所面

臨之困境，而且也可適時向國際展示臺灣確

能有效因應，就如同公衛及醫療體系在防疫

動態暸望  TAIWAN LABOR QUARTERLY動態暸望  TAIWAN LABOR QUARTERLY

國際勞工組織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對勞動市場衝擊建議之研究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歐盟中心兼任教授

  財團法人中華勞資關係研究所所長
焦興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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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所作之努力一樣，有令人刮目相看之優

異表現。

貳、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勞動市場造

成之衝擊

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o r l d  H e a l t h  

Organization: WHO)，以及我國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與勞動部之最新資料顯示，截

至今年 5 月 24 日 ( 星期日 ) 止，目前全球共

有 5,335,868 確診之案例，而共有 341,549

人不幸喪生，其中以美國之疫情最為嚴重，

死亡人數高達 96,046 人，至於歐洲地區在

義大利、西班牙及法國境內之死亡人數，則

各 介 於 28,000 人 至 23,000 人 之 間， 而 在

中東地區上探 13,300 人，亞洲及拉丁美洲

分 別 為 13,734 及 30,599 人， 至 於 最 讓 人

憂心之非洲地區，則約有 3,250 人病故，堪

稱是全面性受災。此一嚴重疫情除造成世界

各國醫療體系難以因應之困境外，更重要的

是它對全球勞動市場及勞動者所造成之巨大

衝擊。以目前疫情最為嚴重之美國為例，截

至 5 月下旬為止，共造成 4,000 萬位勞工申

請失業救濟，已占總勞動人口 25% 以上，

早超過 2008 年金融危機時所引發經濟大衰

退 (Great Recession) 之數據，更幾與 1929

年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時之情形

相當，對該國整體政治、經濟與社會所造成

之負面影響，實是無法加以估算。至於在我

國之情形，雖然疫情尚在可以控制之階段，

目前僅有 441 人確診，而因此亡故者僅有 7

人，但對整體勞動市場及勞動者權益所產生

之衝擊，仍是值得密切加以正視。根據行政

院主計總處及勞動部所公布之就業現況可以

看出，目前整體失業率已漸攀升至 4.03％，

總失業人口為 481,000 人，已較去年略升

0.04％，至於因此初次領取失業補助者則高

達 9,000 人，而被迫無薪休假之人數，也有

21,067 人之多，針對如此嚴重險峻之就業

情況，勞動部既身為全國勞動者之最重要支

柱，究應如何有效加以因應，對國際勞工組

織所提出之相關政策回應建議，即有深入加

以探究之必要。

參、	國際勞工組織第一版檢視報告之

說明

根據它在今年 3 月 18 日所出版之第一版

檢視報告，其內容共有五個部分，第一部分

簡要說明目前疫情之嚴重情形，並指點出勞

動市場在此一特殊情況中所扮演之重要角

色，其中關於疫情數據之說明，顯然已趕

不上最新之發展，但仍指出全球總人口共有

40％ ~70％可能會被感染，確頗令人擔憂。

它的第二部分則分別透過三個層面，來解析

此一疫情對全球及各國勞動市場所造成之衝

擊，是整個報告中相當重要之部分，首先，

它以全世界之視角，估算疫情對全球失業及

未充分就業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包括：失業

率及未充分就業率之明顯提升，以及各種對

經濟活動管制措施 ( 包括人員移動之限制 )

對製造業及服務業之影響等。其次，此一部

分也進一步分析疫情對勞動收入與工作貧窮

(working poverty) 所造成之牽連，包括：

居家隔離與經濟活動減少等、對勞動提供之

緊縮作用，以及對接近或貧窮線下勞動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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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衝擊等。最後，它則指出此一疫情對某

些特殊族群所產生不成比例之傷害，包括：

年長及原有慢性疾病者、年輕人、婦女、非

典型僱用者及外籍勞工等。

此一報告第三部分則是提出各項主要之政

策回應，藉以降低或減輕新冠肺炎疫情，對

全球及各國勞動市場所造成之負面衝擊，堪

稱是整個檢視報告之最重要部分，首先，它

特別指陳出採納這些政策回應之三個重要基

石，主要是它歷年所通過之相關國際勞動基

準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而這些

政策回應聚焦在兩個立即需要達成之目標：

健康保護措施及對需求面與供給面之經濟支

持，主動採取大規模及整體之措施，俾便產

生強而有力且持續性影響之措施；以及在信

任及對話之基礎上有效推行這些政策措施。

接著它希望在前述之政策架構下，建構相關

因應措施，即：保障勞工在職場之安全，包

括：強化職業安全衛生措施、採納新的工作

安排 ( 例如電傳工作 )、降低歧視與排除、提

供醫療管道給所有勞動者，以及擴大有薪休

假制度等。然後它建議各國政策採納激勵經

濟發展之措施，以便擴大對勞動供給面之需

求，包括：推動積極之財政政策、採納有效

之金融政策，以及對衛生部門及其他特別受

到衝擊產業 ( 包括中小企業與自僱行業等 )

之紓困措施等。最後則是各種對就業與收入

之協助方案，包括：對所有人提供社會保障、

採取各種保留就業 (employment retention)

之作為，包括：短期工作、有薪休假及其他

補貼措施等。

至於本報告之第四部分，則是檢視某些

國家目前為因應此一疫情所採取之各種具體

作為，它特別針對前述三項具體因應政策，

分別敘述各會員國在保障勞工在職場上之安

全、激勵經濟發展與擴大勞動需求，以及支

持就業與收入措施等方面之努力情形。由於

所提及之措施及會員國數量甚為龐雜，本文

在此並無法在此一一縷述，但其中對我國

近鄰或發展情況接近之國家，諸如：日本、

新加坡、南韓、中國大陸、菲律賓及香港

等所採取之相關作為，都有簡略之說明，將

在本文後揭第柒綜合評析部分略加援引，茲

不贅述。至於此一報告第五部分則臚列兩個

附錄，一是有關它對此一疫情對工作領域所

產生之負面影響所做之估算，而認為如果情

況低度嚴重的話，全球國民生產總額 (GDP) 

可能會降低 2％，而因此失業者可能會達到

5,300,000 人，不確定之數目則是 3,500,000

人 至 7,000,000 人； 情 況 中 度 嚴 重 的 數 據

是 GDP 降至 4％，失業者則是 13,000,000

人，不確定數為 7,700,000 年至 18,300,000

人；情況高度嚴重的數據則分別是負 8％，

24,700,000 人 失 業 及 13,000,000 人 至

36,000,000 人不確定。事實上，在一個多

月後，此一估算顯然已不足以反映疫情所帶

來之重大影響。另一個附錄則是過去所發生

相 關 事 件， 諸 如 禽 流 感、SARS、MRES、

Ebola 病毒等瘟疫所造成影響時得到之經

驗，共分成八個層面來加以分析，堪稱都具

有相當之「鑑往知今」之參考價值。

動態暸望  TAIWAN LABOR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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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際勞工組織第二版檢視報告之

說明

在前述第一版檢視報告出版後不到一個

月，國際勞工組織又在 5 月 7 日提出第二版

檢視報告，而由此一報告中可以看出，新冠

肺炎疫情在短短不到三個星期期間，不但確

診病患之數量已達超過六倍以上，更可怕的

是死亡人數也高達五倍之多，而各政府所採

取之全面或部分隔離措施，已影響到近 27

億勞動者，幾占全球所有勞動力 81％以上，

足見前述第一份報告先前所做之估算，已經

完全無法反映此一疫情對全球勞動市場及所

有勞動者所產生之嚴重衝擊，而它在當中所

提到之政策因應，似乎也面臨難以奏效之窘

境。從而，此一新的檢視報告究竟透露什麼

新的訊息？而且所提出新的政策因應究竟是

否可行？即值得進一步加以剖析。

一般而言此一檢視報告之內容，亦共可分

為五大部分來說明，首先它明確指出此一情

勢更為險峻之危機，對工作領域帶來極其嚴

重之效果，而直接或間接影響全球近 33 億

勞動者之生計。然而，由於渉及太多之不確

定因素，因此，它也承認在所做關於全球、

區域及各個產業各種負面衝擊之程度，僅是

根據現有之資訊所做之目前估算而已。其次

在第二部分，它認為這次危機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最嚴重者，而所造成之就業損失，

如果以全球之工時來做計算標準，根據它所

採用之新的模式，共會減少 6.7％，如果以

每週 48 小時工時來計算，等於是 1 億 9 千

5 百萬全時工作者之工作，而如果以每週 40

小時來，則等於 2 億 3 千萬全時工作者之工

作，而如果以區域來說，則亞太地區以製造

業為主且出口導向所受影響更是嚴重。

再者它的第三部分，也是此一第二版檢視

報告之最重要部分，特別指陳出除失業問題

外，更令人憂心的是某些特別之產業，諸如

娛樂休閒業、交通運輸業、旅館與餐飲業、

商業、製造業及零售業等，都會遭到中等到

嚴重程度之打擊，其中尤以近 20 億在非正

式經濟體系下工作之非典型僱用勞工，在缺

乏社會保障之情形下，更讓現存之不平等現

象益為彰顯，遑論那些外籍勞工，以及因天

災、戰亂而流離失所之難民。又者，此一報

告在第四部分還對前述第一版檢視報告之政

策回應部分，另外增列四個新的項目，即：

對最遭受負面影響之產業與勞動人口，尤其

是那些在非正式經濟體系下之勞動者給予最

直接之支援；在對非正式經濟體系下勞動者

伸出援手之時，也要避免正式經濟體系下

之勞動者，因疫情而淪為非典型僱用勞工；

應善用公共資源 ( 不論是財政或非財政性質

者 )，俾讓事業單位留用及／或創造更多工

作機會；以及各國應持續採取直接貨幣激勵

措施，俾便讓事業單位及個人都得以渡過此

一危機。最後，此一新的報告還臚列三個技

術性附錄 (technical annexes)，分別對全球

封鎖所產生之影響、本報告對工作時間損失

之預估所採取之計算方式，以及對各產業所

造成衝擊之評量等，由於它們均渉及頗為深

奧之專業 ( 尤其是附錄 2) 及本文篇幅所限，

故在此不再作較深入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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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國際勞工組織第三版檢視報告之

說明

事實上，此一在 4 月 29 日所公布之第三

版檢視報告，它的內容呈現方式，與前述兩

版報告大體相似，但因各國已開始推動各類

寬嚴不一之封鎖措施，從而此一報告首先報

導受到這些關閉措施影響之全球勞動者，已

由兩個星期前之 81％，逐步降低至 68％，

主要是拜中國大陸逐步解禁之賜，但它仍警

告在其他地區形勢是更形惡化。至於在工時

之損失方面，根據它所設計之所謂「現在預

測模式」(now casting model) 估算，全球

在第一季約減少 4.5%，也就等於整整損失

1 億 3 千萬個全時工作 ( 以每週工作 48 小

時計算 )。較令人憂心的是，在下一季可能

會減少到 10.5％，而等於約損失 3 億 5 百

萬個全時工作，如果與疫情前一季相比較的

話。其次，此一報告也指出事業單位與自僱

勞工在疫情中所面臨之困境，總共仍有 4 億

3 千 6 百萬個單位會受到嚴重之波及，其中

一半以上是在批發與零售業，而尤以自僱勞

工居多，因為他 ( 她 ) 們在全球之零售業中

占去 70％之多，而在接待與食品服務業也

占去接近 60％，堪稱是此波疫情之最大受

災部門。

在此值得注意者是，此一報告特別強調此

一疫情—尤其是後續之封鎖措施，對非正式

經濟部門所造成之負面影響，是此次報告所

要強調之重點，它指出根據前述第二版次報

告之數據顯示，目前全球共有近 20 億人是

在非正式經濟體系下從事工作，由於他 ( 她 )

們無法得到社會保障制度之保護，因此不能

獲致足夠之醫療照顧，而在生病或封鎖措施

之影響下，就根本無法有任何替代性收入之

可能，至於留在家中之禁令，等於剝奪其工

作機會，而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根據該組

織之估算，截至今年 4 月 22 日止，共有 11

億之非正式經濟勞工，是受到全面封鎖禁令

之影響，而另有 3 億 4 百萬人會面臨部分

封鎖之情形，其中尤以女性受僱者最容易受

到波及，因為她們在這類最高度危險之部門

中，往往是所占比例最高者。至於全球在非

正式經濟體系下工作之勞動者所蒙受之收入

損失，根據該組織之估算在疫情發生之第一

個月，即高達 60％以上，影響所及更進一

歩造成收入不平等現象，而讓「貧者益貧」

之現象更難以解決。在此一報告中，國際勞

工組織也遵循它在前兩版報告之先例，提出

同時保障勞資雙方權益及增進就業機會之政

策回應，而仍是以前述之四個支柱做為這些

政策之重要架構，其中在刺激經濟與就業、

支持企業、職業及收入、在工作場所保護勞

工，以及依賴社會對話來尋求解決之道等，

都與前述兩版報告幾乎雷同，並沒有進一歩

說明之必要。最後，此一報告也循例列出一

個附錄，特別呈現 5 個有關封鎖就業、非

正式經濟工作者及性別差距所產生影響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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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採取最周密之檢驗與追踪措施，因此居家

隔離與封鎖措施之可能性、期間及嚴厲程度

即告同時降低，而讓因應作為所產生之經濟

影響即隨之減輕。同時，這種預防措施也能

提升公共信心，而助於經濟活動更為活絡，

讓消費與生產活動得以強化。此外，檢測與

追踪亦會讓事業單位變得更為有效率與安

全，進而讓事業單位之運作更為順暢。然而，

即使檢視與追踪能帶來如此重大之效益，國

際勞工組織在此一報告中也提及控制此類作

為費用，以及保障受測員工個人資訊隱私權

之重要性，而為讓此類作為能更順利進行，

本報告在附錄 2 中還以相當篇幅來進一歩加

以說明。

另一則是此一報告還特別提及，新冠肺

炎疫情對 15 歲至 24 歲年青人所造成之嚴

重影響，而認為如果不及時採取相關之具

體作為，則會形成一種所謂「封鎖世代」

(lockdown generation) 之危機，讓世代不

平等之情形更形惡化。根據它在此一報告中

以長達 6 頁之篇幅加以分析，認為年輕世代

早在此一疫情危機發生前，即已面臨高失業

率、從事非典型工作、低薪及必須跨國移動

之困境，而在疫情猖獗期間，更不成比例在

高風險之產業部門工作，因此在接受教育、

職業訓練及學習與工作相關技能上受到相當

之阻礙，同時也更容易受到失業率遽升之負

面影響，堪稱也是這波疫情之「重災戶」之

一，尤其是那些在非正式經濟體系下工作之

年輕勞工。事實上，根據此一報告所提出之

統計附錄，不論是以全球、區域或業別來加

表，以及兩個技術性附錄，其中以甚多篇幅

說明前述所提及之「現在預測模式」，以及

據此所做出之全球性與區域性之工時損失情

形，雖專業性甚高但頗具參考價值。

陸、	國際勞工組織第四版檢視報告之

說明

事實上，此一最新版本之檢視報告，雖

反映出新冠肺炎疫情之負面影響已有逐漸趨

緩之勢，但仍可看出各國政府所採取之封鎖

隔離措施，確仍會對勞資雙方產生不利之

影響。迄至 5 月 20 日止，共有 20％之國

家採取強制性之隔離措施，除所謂「必要」

(essential) 勞動者外，一律關閉所有工作場

所，其他另有 69％之國家是採取選擇性之隔

離措施，而還有 5％是採建議性之作法，從

而，全球總共有 94％之勞動者之就業仍然受

到影響，雖然各國解封之舉從 5 月上旬即已

開始啟動。至於因此而滅少之工時，根據該

組織之估算，在今年第一季減少 10.7％，等

於約 3 億 5 百萬之全時工作 ( 以每週 48 小

時計算 )。

一般而言，本報告與前述三個版本報告在

內容上相比，一共有兩個特別值得注意者，

一是它以相當之篇幅，說明對冠狀病毒之

感染加以檢測與追踪 (testing and tracing: 

T&T) 之相關作為，對勞動市場所能帶來之

各種效益。它特別認同世界衛生組織之建

議，認為這些努力將有效降低病毒對勞動市

場所帶來之負面衝擊，而能減少工時損失高

達 50％以上。它特別以韓國為例，由於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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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重要發現 (key findings)，則仍有以下

數點值得進一步加以說明：首先，在社會救

助之措施方面，它指出現金轉移方案 (cash 

transfer programs)，仍是各國政府最常使

用之方式，這種給付 ( 包括附條件與不附

條件者 )，共占去所有相關之社會保障計畫

35.6％，而更占所有相關之社會救濟計畫

61.8％，堪稱是一種主流之措施，我國目前

對此一議題仍在爭執不休，國外經驗在此一

方面似可提供參考。此外，此一報告也列出

十大採取社會救助方式來回應此一疫情之國

家，其中在亞洲共有印度、馬來西亞、菲律

賓、韓國及泰國等國。

其次，在社會保險方案方面，該報告指

出目前各國使用最多者是有薪之病假給付

(32%)，其次是失業保險給付 (26%)，至於

對社會安全計畫保費之減免或補助，則位居

第三，而其他有關退休金與健康醫療保險之

支持等，所占全部計畫之比例並不高。最後，

是有關對勞動市場之干預措施，此一報告並

未將需求面加以列入，而特別指出在這類計

畫中最常見之方式，是對正式或非正式經濟

體系下勞動者之薪資補貼 (wage subsidy)，

約占整體計畫六成 (59%)，再者則是各類

訓練計畫之提供 (18%) 及勞動管制之調整

(18%) 等，至於縮短工時之補貼，則僅有 5%

而已。在此要加以說明者是，此一報告每週

都會更新，與上週第二版相較，隨著疫情嚴

重性日益增加，除報導之國家已增加 26％

(106 vs. 84) 外，各類相關計畫之數量，也

由 283 個增加至 418 個，而且地區及國家

以觀察，年輕世代受到此一疫情之衝擊確屬

嚴重。

柒、	國際勞工組織與世界銀行合作出

版社會保障及就業回應隨時更新

報告之說明

在 4 月 3 日國際勞工組織又與世界銀行合

作，發布兩者共同出版之《對新冠肺炎疫情

社會保障及就業回應—– 各國相關措施之即

時評論》( 第三版 )。這是一隨時更新之報告

(living paper)，主要探討 106 個主要國家

針對此一疫情所提供之各類社會保障措施，

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及供給面之勞動

市場政策等，很難得的是，也將臺灣之相關

回應措施列入，即使我國並非聯合國之會員

國，在國際勞工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都極端

排我之情形下，堪稱實是難能可貴，但也可

看出世界銀行在重量級會員國及金主美國

之影響下，對我國一向是採取非常支持之立

場。然而，很可惜的是對我國之報導內容極

為簡略，僅列有發放實物性食物使用券 (in-

kind food / vouchers) 之 社 會 救 助 方 案 而

已，至於社會保險及勞動市場之相關作為則

均付之闕如，亟有待政府相關單位 ( 應是行

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 適時加以補充，藉以

爭取這方面在國際上之能見度，因與情況相

同之鄰國南韓 ( 兩頁 ) 與新加坡 ( 一頁 ) 之報

導相比，整個內容實是相形見絀。

因此一報告多達 87 頁，共對 106 個國家

以表格之方式加以臚列呈現，限於本文之篇

幅，根本無法一一加以縷述，但根據此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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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化也很快速，為深入瞭解其他各國之相

關經驗，尤其與我國情況相類似者，此一報

告值得不斷追踪與更新。

捌、	我國所應採取之具體作為

一般而言，與其他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襲擊

之國家相較，我國因醫療體系健全及政府防

疫措施得當而受災不算嚴重，至於在經濟發

展上，也由於並未採取較嚴格限制之封鎖措

施，因此，除某些特定之行業，諸如旅遊、

餐飲、交通運輸等人際服務業受創甚深外，

對其他產業部門就業情況之負面影響，一般

要比其他國家似乎來得不算太嚴重，但鑑於

此次疫情是全球性質，而我國身為地球村之

一份子，且產業結構係以中小企業為主，並

屬以出口為導向之經濟體系，難免仍會受到

一定程度之影響。惟以目前政府所採取之各

種防災紓困方案來看，就對勞工就業權利之

保護而言，應與國際勞工組織在前述這些報

告中所提及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及對勞動

市場採取供給面干預等因應政策大致相符，

並無太多可議之處。然而，為讓我國勞動市

場更能肆應這種不可預期之變局，以及更能

保障勞動者渡過這類難以承受之危機，設法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在上述四個相關報告及摘

要，以及它與世界銀行合作所提出之相關報

告中所提及政策回應中之四大支柱，以短、

中、長三個階段為期，提出我國所應採取之

具體作為。

首先，在短期階段，由各國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間所採取之相關因應措施來看，較重視

社會福利理念與實施之國家，通常都要較信

奉市場經濟之國家更能因應這類危機，此由

德國與美國 ( 與英國 ) 相比即可看出。我國近

年來雖仍以發展經濟為主軸，但在從事建構

全國健保及國民年金這類與社會安全相關之

努力上，卻也一直並未偏廢，雖然難免在實

施時遭遇困難，但在此次疫情肆虐時，即可

發現這些制度之可貴。目前較為欠缺者是，

對社會安全網無法照拂之低層族群無法提供

較為周全之保護。從而，政府應與非政府組

織密切合作，以社會救助制度為基礎，透過

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等較積極之勞動市場政

策，採用所謂「工作福利」(work-fare) 之手

段，讓這些特殊群體成員得以獲得一技之長，

而不致於淪為這類災變之最主要受害者。

其次，在中期階段，從這次疫情中可以發

現，在非正式經濟體系下從事勞動者，諸如

零工經濟勞工或其他非典型僱用工作者，他

( 她 ) 們一方面因缺少正式之僱用關係而取得

社會保障，致在疫情延燒時處於非常不利之

地位，但另一方面卻也因為彈性化之工作形

態，而能以自營工作者身分取得工作機會。

從而，應如何透過前述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之

運作，讓這些勞動者得以順利成為全職之正

式員工，或避免他 ( 她 ) 們因為社會重大變

故而淪為非典型僱用勞動者，即是政府所應

努力者，尤其這類工作所存在之疏離感。至

於在各國疫情期間所存在對弱勢族群勞工，

諸如身心障礙者及外籍勞工之歧視現象，則

更是應及早匡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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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出之因應對

策中，特別提及應透過勞、資、政三方社會

對 話 (social dialogue) 機 制， 來 尋 求 解 決

之道，而且還說明它過去近百年來所建構之

國際勞動基準，是在這種特殊時期保護勞工

基本人權及一般福祉之良方。事實上，我國

在面對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時所要處理的勞動

議題，正好都顯示聯合國在中國壓力下拒絕

我國有意義參與國際事務之不公不義，我國

公衛醫療體系在這次疫情中有如此優異之表

現，而且還有餘力協助其他國家共同努力，

但卻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而不能做

更有實質意義之貢獻；而我國近年來在改革

勞動法制之各項努力，也已成為開發中國家

邁進已開發國家過程中，在保障勞工基本人

權及一般福祉這方面之楷模，但卻也無緣參

與國際勞工組織之各項活動。相信經過此次

疫情後，將更會讓世界各國理解排斥我國參

與這兩類國際事務，係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之

損失。因此，吾等實更應埋頭努力，藉由此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世界勞動市場及勞動者生

計造成嚴重衝擊之際，努力扮演好「自助助

人」之角色，或許能爭取到參與國際社會活

動更有利之契機，這也是我國政府所應長期

努力之目標。

玖、	結語

國際勞工組織基於保障全球勞動者之立

場，在新冠肺炎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後，立即

發揮三方機制 (tripartism) 之機能，先後提

出多項相關報告及摘要，對各會員國提出可

行之因應政策，雖然大部分之提議都屬「老

生常談」，並沒有太多之新的創意，而且對

絕大多數之第三世界會員國而言，甚至難以

付諸實施，但對並非會員國之臺灣而言，卻

是一個盤點各國經驗之良機，而且它的許多

建言還有「暮鼓晨鐘」之效。我國在歷經這

次疫情洗禮後，可以看出過去多年來在醫療

及公衛體系方面之努力，已逐漸成為一個發

展成熟的國家，而今後如能利用這次疫情所

帶來之契機，對我國勞工問題能藉由對其他

國家經驗 ( 不論是好是壞 ) 之盤點，來做更

進一步之改革，而順勢也能成為這方面之典

範，一則得以彰顯排除我國參與國際事務之

不合理性，另一則也讓我國勞動者之權利得

以進一步提升，能讓國際勞工組織自去年邁

進百年之際，得以親自目睹一個曾被除籍之

會員國，在歷經近半個世紀之忍辱負重後，

能在這方面也扮演「模範生」之角色，實在

是一兼得數利之舉。

參考資料
1.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Impact and Policy 
Responses. Geneva: ILO, 2020.

2.____. ILO Monitor 2nd edition: COVID and the World 
of Work: Updated Estimates and Analysis. Geneva: ILO, 
2020.

3. ____. 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Third edition: Updated: Estimates and Analysis. 
Geneva: ILO, 2020.

4.____. 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Forth edition: Updated: Estimates and Analysis. 
Geneva: ILO, 2020.

5.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Social Protection and Jobs Responses to COVID-19: A 
Real-Time Review of Country Measur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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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各國協助勞工
相關措施：以奧國、德國與新加坡
為例

壹、前言

自 2019 年 12 月起，中國湖北武漢地區

首次傳來不明原因之肺炎案例，之後疫情爆

發蔓延各國，迄今餘波盪漾無人敢預測何時

方得海闊天清。有鑑於此，我國也很快的將

此所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列為第 5 類

法定傳染病。 1 截至今 (2020) 年 5 月 25 日

為止的統計資料顯示，全球已經累計高達

5,364,649 確診案例，其中 34 萬例死亡，全

球病例分布於 187 國 / 地區，其中病例數以

美國 1,650,149 例、俄羅斯 344,481 例等為

最多，幾乎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置身事外。

由於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對於經濟發展與勞

動市場的影響不只範圍大，時間也特別長，

迄今發展更是十分多變而且難以掌握，國際

勞工組織在短短的數月之間就不斷更新其評

開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黃鼎佑 

1.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N6XvFa1YP9CXYdB0kNS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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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已經發布第四次的監督報告 2，針對全

球勞動環境提出幾項相當沉重的警告：首先，

估計全球已經有超過九成的勞工受到政府強

制性或是建議性的封城令 ( 停工令 ) 之影響 
3，而且因為受到封城、停工等的影響，全球

因此減少的總工時經換算幾乎等同於三億個

全職性工作 4。其次在經濟層面，有些特別

的產業，其因為受到疫情的衝擊特別嚴重而

成為重災戶，例如住宿、餐飲、零售業、房

地產企業管理與行政活動等，其總數已高達

五成四左右的勞動力總數 5。面對此一嚴峻

考驗，各國皆推出各項應對政策，限於篇幅，

本文僅能針對奧國、德國與新加坡簡單介紹

其目前為止比較重要的一些紓困措施。

貳、奧國因應疫情各項措施

一、政府部門

( 一 ) 成立所謂「紓困特別基金」6  (Härtefallfonds, 

HFF)

基金規模約十億歐元，由聯邦政府委託奧

地利商會 (Aust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WKO) 代為管理，特別針對受本次疫情影響

特別嚴重之對象例如一人公司，微型公司 ( 聘

僱全職工少於十人者 )、藝術工作者、新聞

記者、心理諮商師、資訊專家、私人家教以

及獨立承包商等提供現金發放協助。現金補

助分成兩個階段，三月份先發「緊急救助金」

(Soforthilfe)，金額高低視申請人之收入高

低發給單筆 500 至 1,000 歐元不等。四月份

之後則調整擴大為發給每月 2,000 歐元，期

限目前最長為 3 個月。

( 二 ) 放寬「育兒津貼」(Kinderbetreuungsgeld)

給付條件

奧國原本依法規定在幼兒 5 歲前，應先

經過體檢並在兒童健康手冊 (Mutter-Kind-

Pass) 上登錄後方得領取該項津貼，但受到

隔離措施等之影響，若是在醫院體檢有執行

上的困難時，得暫時免去此項要求。7 

2.   第一版報告為 3 月 8 日，第二版報告為 4 月 7 日，第三版報告為 4 月 29 日以及第四版於 5 月 27 日發表。
3.   ILO Monitor：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4th edition, 29.4.2020. P.1.
4.   以每週共計 48 個小時為準計算。
5.   ILO Monitor：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3rd edition, 29.4.2020. P.5.
6.   Deloitte, Global COVID-19 Government Response: Daily Summary of government response globally, 4.2020. P. 7-8.
7.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Familie und Jugend, COVID-19: Auswirkungen auf Familien, 3. 2020.P.5.
8.   AVRAG § 18b 參照。
9.   U. Gentilini, M. Almenfi and P. Dale, Social Protection and Jobs Responses to COVID-19: A Real-Time Review of Country 

Measures, 5. 2020.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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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有薪照顧假之請求權 8 

勞工凡育有一名以上年齡在 14 歲以下

之幼兒或身心障礙者，因受疫情之影響其

原有之照顧機構或人力無法持續時，且該

勞工非該事業單位之必要性人力時，得享

有期間最長為 3 週的全薪「特別照顧假」

(Sonderbetreuungszeit)。 雇 主 並 得 以 在

事後 6 週內向政府請求工資額度三分之一的

補償。 9

( 四 ) 放寬「失業給付」(Arbeitslosengeld)

請領條件

因受到疫情之影響，原本請領失業給付之

條件一包括申請者應定期至就業服務中心參

加諮詢，此項要件得暫時免除。

( 五 ) 發給所謂短工津貼 (Kurzarbeitsbeihilfe)

工資補償

依照奧國就業服務法(Arbeitsmarktservicegesetz, 

AMSG) 規定，在滿足以下幾種情形時，勞

工得請領所謂短工津貼：a. 在面對非季節性

等原因的短期性經濟困難時，事業單位已經

窮盡所有的減班措施諸如禁止加班、鼓勵特

休或實施工時帳戶等卻仍不足以度過難關時
10；b. 及時向就業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11；c. 須

以團體協約方式針對各項細節一一加以律定，

特別在工作時間縮減部分應介於法定或是團

體協約約定工時之 10% 和 90% 之間 12。

工資補償之金額分成基本標準與所謂加權

標準 (Kurzarbeitsbeihilfe mit Qualifizierung)，

全額由政府負擔。以近期 WKO 與 ÖGB( 奧

地利工會聯合會 ) 之間所簽訂的團體協約

為例 13：

如申請前平均工資 14 淨額為 1,700 歐元以

下之水準者，補助金額為 90％。

如申請前平均工資淨額為介於 1,700 與

2,685 歐元間之水準者，補助金額為 85％。

如申請前平均工資淨額為介於 2,685 與

3,570 歐元間之水準者，補助金額為 8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所謂因進修而加權計

算之情形，若是在社會夥伴間所簽訂的團

體協約之中，另外有明文約定法定或約定

的工時有減少之情形，該減少的部分另作

進修等之教育訓練用途時，原本的短工津

貼金額可以再增加 15％。不過這增加的部

分雇主必須自行負擔其四成，政府則負擔

剩下的六成 15。 

10. AMSG § 37b I (1)。
11. 第一次申請應於六週前，之後延長申請需至少四週前。
12. 100% 零工時的部分只有在特別例外之情形才允許。( 最後瀏覽時間：25.5.2020)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

observatories/emcc/erm/legislation/austria-working-time-  flexibility.
13. ETUC Briefing Note, COVID-19 Watch, 3. 2020. Country report Austria.
14. 申請短工津貼前十三週 ( 三個月前 ) 為準。
15. AMS, Kurzarbeit：Beihilfe Bei Kurzarbeit und Kurzarbeit mit Qualifizierung, 2. 2020. P.10. 

73



( 六 ) 疫情相關假別及工資續付相關規定 16

依法若是勞工於契約存續期間遇有重大

性、個人無法迴避之原因，導致其短時間內

無法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且該事由之發生非

勞工個人可以歸責時，雇主應繼續給付工

資，不受無工作無報酬原則之拘束。前段所

稱之事由自應包括勞工因受政府要求如居

家檢疫等措施不得上班之情形。另因傳染病

防治法等之規定，雇主得於解除隔離後六週

內，得向各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請求返

還這段期間所給付之工資以及其社會保險負

擔部分之保費。

二、社會夥伴 17

( 一 ) 代表年輕族群的奧國工會團體 (ÖGJ)

特別提醒政府，受到疫情之影響，原

本青年失業 44,000 人恐怕會飆升至

80,000 人，因此青年族群即將面臨難

就業卻高風險失業的困境。而面對九

月的畢業季另一批建教合作約 7,500

人也要投入就業市場更是加重此一問

題之嚴峻性。ÖGJ 因此提出所謂「新

冠 世 代 」(Generation Corona) 的 問

題，要求政府特別注意此一特殊的危

機，應該要儘早因應。

( 二 ) 奧 地 利 工 會 聯 合 會 (ÖGB) 發 請 名 為

「千元歐元救新冠」(Thousand Euro 

Corona) 的請願活動，獲得近 13 萬人

的聯署。鑑於在疫情期間許多人必須離

家工作或是暴露在新冠肺炎傳染的威

脅者，皆應該可以獲得聯邦政府額外之

補助。

參、德國因應疫情各項措施

一、政府部門

( 一 ) 及時救助 (Soforthilfe)18

德國聯邦政府提撥一筆高達 500 億歐元

規模的所謂直接現金給付之立即紓困方案，

對象為微型企業、自由業者以及自營工作者

等。給付之金額為期共 3 個月，給付之金額

高低則是視事業單位之規模大小，僱用 5 人

以下者得請領最高 9,000 歐元，規模 10 人

者則提高至 15,000 歐元。

( 二 ) 提 供「 急 難 育 兒 津 貼 」(Notfall-KiZ)

給付 19

有鑑於受新冠肺炎影響，許多家庭之收入

趨於不穩定，於是自 4 月 1 日起，德國政府

整合既有之救助資源，調整與簡化申請流程

與要件後，推出所謂急難育兒津貼。由於急

難育兒津貼請領條件不限於必須參加社會保

險年資至少超過一年以上之對象，因此此一

措施應該可以有效擴大受助者之範圍至不符

合短工津貼以及失業救濟資格之勞工。

16. Bundesministerium für Soziales, Gesundheit, Pflege und Konsumentenschutz, 奧地利有關新冠肺炎－答問集－勞動法
領域。

17. https://www.ituc-csi.org/austria-short-updates-on-the-covid.
18. https://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Content/EN/Standardartikel/Topics/Priority-   Issues/Corona/2020-03-25-

combating-the-corona-virus.html
19. https://familienportal.de/familienportal/familienleistungen/corona/notfall-k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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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領津貼資格須通過資產調查，資產額度

高低之計算是以家戶為單位個別計算，參考

的項目主要為平均收入、房租高低以及撫養

子女年齡等。舉例而言，單親家庭撫養子女

一名 6 歲以下者，房租含水電瓦斯等每月

500 歐元，平均工資淨值介於 1,000 至 1,400

歐元者，符合請領資格。又例如雙親家庭遇

有 3 名子女，其分別為 6、8 以及 10 歲。房

租約每月介於 1,200 歐元，收入為 1,500 至

3,000 歐元者，亦符合請領資格。

急難育兒津貼與之前的予而津貼相較，為

了因應疫情，簡化了申請上的流程，一方面

必要時可以不須再提供過去 6 個月的收入證

明，而以最近一個月取代之。另一方面在財

產證明部分，也降低至釋明亦可。符合請領

資格者，每撫養一名子女 20 每月得請領 185

歐元 21。

( 三 ) 疫情相關假別及工資續付相關規定 22

1. 依據德國法令規定 23，遇有普通傷病假之

情形，勞工應儘速通知其雇主會缺勤以及

可能的時間長短。若是請假的時間預計會

超過 3 天以上或是應雇主之要求，勞工

皆必須在銷假後出示醫生證明。但是在新

冠疫情之情形下，可能有類似症狀等原因

但未確診，而雇主只是謹慎起見，即使沒

有取得政府居家隔離的要求，也會要求勞

工暫時停止進辦公室，此時即使欠缺診斷

證明雇主自然仍應續付工資。另外，若

是勞工後來真的因為確診就醫，雇主於

前 6 週仍應給付全額工資，之後則轉成

由健康保險基金支付七成薪。德國政府日

前針對診斷證明的部分，考量到就醫可能

的不便，透過「無工作能力認定指令」

(Arbeitsunfähigkeits-Richtlinie) 之授權
24，雖無新冠重症病徵，但出現上呼吸道

感染時，例外的醫師得用電話看診方式一

次做出 7 天效力之證明，同理可再延長

一次 25。

2. 若是發生例如因置身國外而受到當地國家

隔離之要求，或是因交通中斷等原因無

法返國工作時，勞工得依照民法 BGB 第

616 條第一項之規定，準用暫時不能履行

勞務之法理，於該期間由雇主繼續給付工

資。

3. 依照德國「傳染病防治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 

IFSG) 之規定 26，遇到以下三種情況時如配合

政府隔離、下令禁止工作以及命令歇業等，

得向政府請求這段期間不能工作之工資補

償，額度為前 6 週 100％，之後降為 70％。

4. 為有效控制疫情，德國實施封城措施，影

20. 年齡在 25 歲以下，尚未有獨立謀生能力者為限。
21. https://www.bmfsfj.de/kiz
22. Dahl, Göpfert, Helm, Arbeitsrechtlicher Umgang mit Pandemic, 2020. P.91, 102-3.
23. EFZG § 3, 5 以及 SGB V § 47。
24. 此項緊急授權到 2020 年五月終止。
25. https://www.g-ba.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866/
26. IFSG §§ 28,30,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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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所及包括學校及托育機構，依法若是上

述學校機構於非假期期間被迫關閉，導致

勞工於照顧 11 歲以下之兒少或是身心障

礙者有照顧之必要時，得向政府請求工資

補償，額度為每月最高 2016 歐元，為期

6 個月。

( 四 ) 短工津貼

1. 事業單位適用勞工人數之上下限規定。

必須限於企業所僱用之勞工至少三分之

一以上，承受至少 10% 以上的工資減少

者，方有短工津貼之申請資格 27，現修

正為僅須符合 10% 工資損失之要件即

可，同時對於短工之認定亦將派遣勞工

之部分納入，此外也放寬「工時帳戶」

(Arbeitszeitkonten) 上有存額之勞工亦

得請領短工津貼。28 

2. 薪資補助程度。所謂「薪資補助程度」的

兩項重要之內容分別為：補助勞工的薪資

差額比例以及薪資補助時間之長短。依

法視條件情況之不同補助比例落於 60 至

67％ ( 育有子女者 ) 之間 29。

( 五 ) 立法讓勞工有「在家辦公權」(Recht 

auf Homeoffice)

根據一份近期的統計調查資料顯示，早

在疫情全球性爆發，而且也對歐盟許多國

家包括德國在內造成衝擊以前，德國其實

已經有大約 5％勞動人口採用「在家辦公」

(Working from Home, WFH) 模 式， 比 例

些微略低於歐盟的平均值。302020 年三月

的最新資料則顯示，目前甚至有接近一半的

受僱者則是全部或是部分時間在家辦公。
31 值得注意的發展在於，德國的勞動部長

Hubertus Heil 日前提出，即使未來疫情趨

緩，聯邦政府有打算正式立法讓勞工得主張

所謂「在家辦公權」的可能性。計畫的內容

可能讓勞工可以完全轉成在家辦公方式，也

可能是每週採兩天以上部分適用即可 32。

相對於「電傳勞動」(Teleworking) 通常

27. SGB III § 96 I (4).
28. T.Schulten, T. Müller, Kurzarbeitergeld in der Corona-Krise, WSI Policy Brief, 4.2020. P.6.
29. SGB III § 105.
30.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DDN-20180620-1.
31. https://www.bitkom.org/Presse/Presseinformation/Corona-Pandemie-Arbeit-im-Homeoffice-nimmt-deutlich-zu.
32.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corona-homeoffice-heil-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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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徵在於勞工得以服勞務的地點除了固定

的辦公室以外，可以含更多元化的地點。

而 類 似 的 概 念 例 如「 遠 距 勞 動 」(remote 

working)，「通勤電傳」(telecommuting)

以及「移動化工作」(mobile working) 也只

是在地點限制上有些微的差別，在此德國政

府的在家辦公可視為是一家為基礎的電傳勞

動之一種類型。33 

二、社會夥伴

( 一 ) 自疫情在德國爆發以來，政府也積極透

過各種紓困機制協助勞工，其中自然包

括發給短工津貼 (Kurzarbeitergeld)，

而該津貼因設有 60％，最高 67％工

資補償上限的限制，德國工會聯合會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呼

籲雇主應透 過簽訂團體協約的方式提

高其補償額度，甚至 80 到 90％。34

( 二 ) 德 國 金 屬 工 業 工 會 (IG-Metall) 特 別

於 疫 情 期 間， 於 北 萊 茵 - 威 斯 伐 倫 

(Nordrhein-Westfalen) 邦 為 金 屬 與

電子產業簽訂了團體協約，為勞工爭

取更多的紓困補助。主要的內容包括

加碼短工津貼至 80％水準；提供勞工

育有 12 歲以下子女者，因為有學校或

是托兒所關閉之影響，8 天的照顧假以

及其他因緊急照顧子女之需要 5 天的

有薪休假等。35

肆、新加坡因應疫情各項措施

( 一 ) 政 府 推 出 總 值 16 億 新 幣 所 謂「 關

懷 與 援 助 方 案 」(Care and Support 

Package)」，內容為所有年滿 21 歲公

民將可依其納稅收入之高低，獲得 100 

至 300 新幣不等之一次性現金補助， 

同時育有至少一名 20 歲以下新加坡籍

子女之父母，可額外再獲得 100 新幣

現金。36 本方案之其他重點尚包括：

(1) 一次性消費稅補助券即水電費抵減

特別補助金（GST Voucher37—U-Save 

Special Payment）38，凡居住組屋 39

單位符合條件之家庭，可獲得比往常

多 1 倍的水電費抵減。家庭成員 5 人

或以上者，依所住房型甚至於可獲得比

往常高 2.5 倍的水電費抵減，最高可達

1,000 新幣；(2) 延長雜費抵減（S&CC 

Rebates）。符合條件居住樓層單家庭

33. ILO, An employers‘ guide on working from home in respons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2020. P.5.
34. https://www.dgb.de/themen/++co++27da3b1a-7038-11ea-85dd-52540088cada.
35. https://www.igmetall.de/tarif/tarifrunden/metall-und-elektro/sicherheiten-fuer-beschaeftigte-in- metall-

elektroindustrie
36. https://www.gov.tw/News_Content.aspx?n=872E51DB9B88306C&sms=   53E09032BF601A56&s=AC7057BB8350BC69
37. https://blog.seedly.sg/how-much-gst-vouchers/
38. https://www.gstvoucher.gov.sg/Documents/pdf/GST%20Voucher%20-%20U-Save.pdf.
39. 新加坡政府組屋是公民最大的福利之一，政府組屋，英文簡稱 HDB，是由政府建屋發展局負責建設，提供新加坡公民及

永久居住權人的福利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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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獲得 1.5 個月 40 至 3.5 個月 41 不等之

抵減 42；(3) 年滿 50 歲或以上公民之「百

盛 卡 」（PAssion Card） 將 獲 100 新

幣加值，用於購買民生用品或參與民眾

俱樂部活動等；(4) 民生必需品補助券

（Grocery Vouchers），居住於小型

( 一至二房 ) 政府組屋之單位者將於今、

明兩年各獲得 100 新幣價值得於指定

之超市消費用途之補助券；(5) 延續前

一年度 ( 例行 ) 之「就業入息補助計

畫 」(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WIS)43 之 現 金 補 助 部 分 發 給， 低 薪

勞工將在所謂「就業入息特別補助」

（Workfare Special Payment, WSI）

計畫下再擴大兩成規模，獲得最少 100

新幣以上價值的現金補助；(6) 分別撥

款 1,000 萬元和 2,000 萬新幣予自助團

體和「社區發展理事會」（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 CDC）協助更

多有需要的弱勢家庭和孩童等。

( 二 ) 新 加 坡「 經 濟 穩 定 與 支 援 配 套 」 政

策 (The Stabilisation and Support 

Package) 之一：所謂「僱傭補貼計畫」

（Jobs Support Scheme） 將 提 供 事

業單位每名在職員工 ( 僅限新加坡公民

和具備永久居留資格，非雇主身分者 )

薪 資 補 助 每 人 8 ％ ( 上 限 為 3,600 新

幣 )，為期 3 個月。44

政府之後於 2020 年 3 月通過預算，加碼

之前的僱傭補貼計畫，目標在於減輕事業單

位之僱用成本，希望可以於疫情結束之後，

仍保有企業之營運能量。該次工資補助計畫

延用至年底，將長達 9 個月。加上 2 月 18

日在首輪財政預算案聲明中所宣布的 64 億

新幣預算配套，新加坡政府迄今已經編列

了近 550 億新幣規模 45 的紓困配套，估計

約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11%。目

的在於協助緩解新冠疫情的影響，而此次

的追加預算案也被命名為「堅韌團結配套」

40. 公寓或是三代同堂式公寓單位。
41. 一至二房公寓。
42. https://www.8world.com/news/singapore/article/budget-2019-summary-537736
43. 為了提升中年以上低薪勞工的工作意願，政府撥款用以提升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與其公積金存款。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

盟，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培力就業計畫之社會影響力評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研究計畫，2019。頁 60。
44. https://justlogin.com/blog/singapore-budget-2020-everything-hr-needs-to-know/
45. 2009 年金融危機時，當時政府的紓困方案規模約為 205 億新幣。   http://www.fortunetimes.sg/cn/?p=26142
46. https://www.crowe.com/sg/blog/jobs-support-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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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ce Budget）。46 本次特別預算紓

困之對象主要有三大產業別，其分別為航空

與觀光、食品相關以及其他，補助之比例高

低主要取決於受疫情影響的程度大小分別為

75％、50％與 25％，薪資補助上限亦調高

至每月工資不超過 4,600 新幣部分。47

( 三 ) 勞動市場相關管制措施 48

新 加 坡 自 4 月 7 日 政 府 宣 布 正 式 進 入

「半封城」狀態，亦即當地人所稱的「斷

電器」(circuit breaker) 階段後，為減少人

口流動與社會接觸，除要求人與人之間的安

全距離之外，亦終止除基本服務 (essential 

services)49 以外的大部分工作場所 50 之活

動，因而對於勞動市場產生許多挑戰 51。非

提供基本服務之事業單位，如果可以將工作

全部轉成遠端工作型態，基本上則不受封城

令之限制。52 以下簡單說明該期間之幾個重

要勞動關係之內容：

1. 收到隔離命令 (Quarantine Order) 者。

原 則 上 勞 工 因 配 合 政 府 隔 離 禁 令 不 能

工 作 期 間 應 該 請 有 薪「 住 院 傷 病 假 」

(hospitalisation leave entitlement)，

若是假期限制日數已用盡，新加坡政府

則鼓勵雇主以優於法令以及更彈性的方

式給假。另一方面，根據隔離禁令補償

規 定 (Quarantine Order Allowance 

Scheme)，於滿足以下條件時，每僱用

一人雇主得請領補貼 100 新幣，條件為

登記在籍的公司、勞工為公民、永久居

留身分或是領有工作證明者 53，須證明

確有隔離之事實且並未違反隔離相關規

定。

2. 收到居家通知 (Stay-Home Notice, SHN)

亦即 ( 早期為所謂缺席假者 54)。55 對此主

管機關建議先嘗試調整其工作改為遠距方

式，若是不行則考慮改成特休或是其他的

有薪休假，也可以考慮將其視為特殊的住

院或是門診型態的傷病假，或是將其視為

特殊的特休假。也有的建議允許勞工先預

支下一年度的特休假或改成無薪休假等。

3. 跨國商務活動。若是勞工遇到有以下之情

形時，雇主應提供額外的有薪假期。例如

勞工因第三國出差，期間被該國施以隔離，

返國後被政府要求隔離或是因疫情期間國

47. https://www.singaporebudget.gov.sg/budget_2020/budget-measures/stabilisation-and-support-   package
48. https://newlandchase.com/singapore-covid-19-coronavirus-employer-faq/
49. 例如醫療、社會服務、銀行與金融業等。
50. 提供基本服務之事業單位仍應盡量運用遠端工作型態，而在實體廠場也應該落實諸如保持社會隔離距離等防疫措施。
51.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81340
52. https://dentons.rodyk.com/en/insights/alerts/2020/april/24/covid-19-implications-for-employers
53. 補貼不適用於 2020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的中低階工作證明 ( 即 SP 與 WP)。
54. Leave of Absence (LOA).
55. https://www.tal.sg/tafep/Resources/Articles/2020/Covid19---FAQ-for-Employers 以 及  https://dentons.rodyk.com/en/

insights/alerts/2020/april/24/covid-19-implications-for-emplo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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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普及化以及檢視勞工各種的有薪假

期是否足夠因應疫情的各種隔離措施等。

最後，國際勞工組織也呼籲社會夥伴應

負起責任，透過勞資政三方組織與能量，

以對話或是團體協約等方式尋求共識，

共同度過難關。從本篇研究所討論的三

個國家來看，儘管因為國情之不同，紓

困措施類型、適用範圍與補助主額度等

呈現相當多元面貌，但是基本上與國際

勞工組織的政策建議架構是一致的。

二、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近 期 發 表 了

一篇與疫情相關的研究 57，將所謂「負

責 企 業 行 為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RBC) 與紓困措施連結起來，

有鑑於各國政府 ( 我國亦然 ) 為了因應

疫情對於勞動與經濟市場投入相當多的

金錢，該研究之幾點建議頗具參考之價

值，重要之內容有二：其一，政府或許

應該憑藉國際公認之所謂負責企業行為

準則，來決定其相關財政或是貨幣政策

紓困條件適用的企業對象與程度等。其

二，由於所謂負責企業行為亦涵蓋環保

等永續發展議題，由於紓困挹注之資源

亦應該有效果評估之機制，因此長遠來

看，引進 RBC 要素有利於做更全面的

評估並引導企業於後疫情時代維持永續

發展方針。

際航班時刻表變化導致回國時間延宕等。

伍、結論

一、國際勞工組織除了持續監督疫情對於世

界各國勞動市場之影響外，也以國際勞

動標準為基礎，推出了其以四項支柱為

內容的政策架構 56。其分別為第一：刺

激經濟與就業。主要為透過財政或是貨

幣政策工具針對一蹶不振的勞動市場與

經濟市場挹注資源。第二為協助企業度

過周轉難關，也為勞工守住工作與工資。

一般做法為擴充社會保險之保障至更多

對象、提供誘因讓企業減少解雇勞工以

及從貸款或減稅方式減緩企業受到的衝

擊。第三、加強職業安全衛生保障。除

了延續職場職業安全與衛生的監督與保

護之外，也需要特別注意傳染病對於勞

工及其同仁之保護，引進或加強包括在

家工作等的電傳勞動方式，關注職場上

可能的歧視與排擠行為，將健康保險之

56.   ILO Monitor：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4th edition, 29.4.2020. P.12.
57.   OECD, COVID-19 and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2020.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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