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18次會議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壹、時間：109年 12月 25日（星期五）上午10時

貳、地點：本部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許部長銘春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報告事項：

第一案：報告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17次會議決定案執行情形。

主席：

本案洽悉。

第二案：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提請 公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鄭富雄委員

一、學者專家對明年的景氣看法可分為 L型、K型、U型、V型四種，

企業界認為較可能呈現 K型。以台積電的半導體業為例，美中貿

易戰、科技戰影響，投資人回流及轉單效果，反而對其有利。電

子資訊產業第1季外銷訂單成長20%、零組件成長10%，但其餘外

銷產業，如紡織業、機械業卻呈負成長，令人擔心。另，臺幣升

值也間接影響企業獲利。

二、今(109)年 8月份審議基本工資時，對景氣狀況有些許擔心，但就

現況來看，尚符合當初的預期。總括來看，本年度之決議尚屬妥

適。

三、關於最低工資法草案，個人認為目前基本工資審議機制已運行良

好。

楊立昌委員

一、請說明青年人失業的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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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幾年，企業對於IC設計、半導體產業將加碼投資，若有青年

失業，應著重於引導進入半導體產業。從事IC設計（佈局）工作

不必然要有電子科系的背景，只要予以適當的職業訓練，也可勝

任。

謝執行秘書倩蒨

對於失業者提供就業協助是由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主責，包括職業

訓練、就業服務，對於特定族群如中高齡、單親及身心障礙者，

均有相關協助措施。由於今日會議並無該署代表，會後再補充資

料供委員參考。

王尚志委員

一、政府於 108年至 111 年間投入 95億元經費，投資青年就業，108

年至 109年 11月底已協助 28萬年輕人就業。

二、今年本部編列66億元經費，針對應屆畢業生提供就業奬勵，又為

鼓勵青年投入特定製造業、照顧服務業及營造業工作，並推動特

定行業就業獎勵津貼，預估協助 19萬青年，至 12月 22日止，協

助約 12萬 1千人，已達目標值的 3分之2。

三、至於一般就業者，另有就業促進措施。關於中高齡就業者，中高

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已於109年 12月 4日施行，110年度編

列22億3,657萬元預算來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就業促進，希

望藉此提高45歲以上的勞動參與率 1個百分點，增加中高齡者 6

萬至 7萬人的勞動力參與。

四、針對當年應屆畢業生，於青年就業旗艦方案內有先僱後訓的措施，

獎勵雇主僱用，提供青年務實致用之職業訓練。詳細資訊，會後

請勞動力發展署提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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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爵安委員(戴國榮秘書長代)

一、失業率方面，109 年 11 月較 108 年同月上升 0.02百分點，其中

15歲至 24歲年齡層，反而是下降 0.42個百分點，這部分給予勞

動部肯定。

二、45歲至 64歲之失業率，109年 11月較108年同月增加0.29%，令

人擔心。若我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後，受衝擊產業的中高齡在職

勞工將會成為失業的高危險群，勞動部應提早規劃因應措施。

三、另外，由於製造業外勞化、服務業低薪化的現象，大部分青年所

能從事的工作仍在服務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採取許

多獎勵的補助措施，未來中高齡者進入職場後，可能相對排擠青

年的就業機會。

四、至於青年從事高階工作的人數偏少，不僅是教育出現問題，建議

產學合作方面應多加著墨，高科技業雖想進用青年，但受限於加

班規定，且進用高職建教生持續至大學畢業，政府只補助 3年，

反觀僑生卻可補助 7年。希望建立跨部會產學合作平台，以解決

目前產學合作面臨的問題。

五、余委員建議放寬外籍勞工在台服務年限，若是指外籍看護工，本

會支持，我國在 2025年將進入超高齡化國家，建議應改善長照環

境，讓本國籍人員也願意投入長照工作。但若是指製造業，本會

則持保留態度。台商回流現象，國內投資增加，惟工業區內廠商

仍是持續增加僱用外勞，同業競爭下，導致薪資降低，年輕人當

然不願意投入該行業。

六、建議勞動部應思考促使企業降低僱用外勞，政府可提出政策工具

補貼，讓中小企業願意改善作業流程，提高生產力。

七、先前國家發展委員會為彌補中階技術人才的缺口，推動新經濟移

民法；目前已無推動，但缺工問題仍然存在。新經濟移民法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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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改善勞動人口結構的問題，但本會認為只能改善產業就業問

題。政府應統合相關資源，才有助於國家整體人力的競爭力。

八、最低工資法草案第10條參採指標是關鍵條文，勞資雙方除就消費

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有共識外，其餘尚無共識。目前的審議

制度，勞資本同理之心相互體諒，逐年調漲基本工資，審酌 CPI

及經濟成長率（GDP），並綜合考量整體社會情勢，是很好的社會

對話機制。未來最低工資法草案在立法院審議，勞資立場勢必對

立。

邱一徹委員

一、建教合作的問題，從供給面來講，一是少子化，二是現今青年人

的興趣及科系選擇問題，以致難以進入高科技產業。

二、我國產業結構服務業佔比達 70%，青年從事服務業的比率相對較

高，這是理所當然之趨勢。我們認同企業應升級、數位化，但整

體大環境有困難，若要升級，應從整體制度面、教育面開始著手，

若僅透過勞動部職業訓練，恐緩不濟急。小企業及微型企業對於

升級的意願不高，因為成本可能無法回收。

三、呼籲各界一同努力改善青年對於技術產業的就業觀念，並從小灌

輸其正確的工作態度。

四、中高齡者不至於排擠青年就業，係因青年不願意從事特定工作，

導致人力缺乏，故企業改為僱用中高齡勞工，以解決勞動力缺乏

及社會問題。

五、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日前統計，109年 1月至 9月補充保費

的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 20億，表示經濟有受到疫情影響，110年

經濟發展是否真如預期中的好？須要再觀察，加上最近我國被美

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家的觀察名單，將對外銷造成影響。

六、請說明目前最低工資法立法及勞保年金改革規劃進度。另外，請

勞動部積極關注勞動基金之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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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紀芳委員

一、針對製造業人才，經濟部與勞動部、教育部共同推動人才供需平

台，整合資源。從105年開始，每年針對政府推動的重點產業，

包含 5+2、綠能、生醫、船艦等，每年辦理約 10場交流會，透過

公（協）會帶入重要廠商，並邀請相對應科系的校長、主任參與，

讓學校知道產業需求，學校可藉由產學專班或其他合作提供人才。

針對即時人力部分，例如半導體產業有大量徵才需求，會轉介勞

動部就業通進行媒合，109年透過重點產業及重大投資的專業媒

合，針對產學訓的部份約有 4 千多個媒合成效，徵才的部分約 3

萬多個。

二、產業希望人才具職場即戰力，經濟部建立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機制

（IPAS），由業界提出相關需求，若通過 IPAS鑑定的人才，業界

都願意優先聘用或加薪，初任人員不僅可花費較短時間就業，企

業也願意給予較高的薪資，比一般初任人員高 10%以上。學校及

教師也願意朝此方向調整教學，透過企業開發實作教材，與產業

密切結合，教育部也建置許多實作設備，希望藉此讓學生提早瞭

解實務需求。目前IPAS也因應數位化的需求，推動智慧生產、電

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等能力鑑定。

三、在產業升級方面，經濟部持續積極努力。因中小企業能力較為有

限，逐步透過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輔導，提高中小企業數位化能

力，加速企業轉型，例如透過數位工具，讓企業從數據中了解生

產資訊，以改善良率。

許舒博委員(劉守仁副秘書長代)

一、關於失業率問題，應先調查究屬結構性失業或是摩擦性失業。另

外，「人機協作」時代一旦來臨，可能造成產業轉型、人員配置

及人員移動的問題。政府的調查或研究，亦可提供產業尋找人才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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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次疫情對各類產業影響的層面不同，傳統產業首當其衝。截至

109 年 6月前，服務業一片低迷，暑假期間雖有好轉，但受到疫

情升溫及邊境管制持續影響，至 110年審議基本工資前，仍有許

多不確定因素存在。

余玉枝委員

提出 3點建議：（一）因應後疫情時代來臨，建議勞動部研議放

寬現有在台工作外籍勞工工作年限的延長申請門檻。（二）因應

少子化、老年化問題日趨嚴重，伴隨後疫情時代來臨，建議勞動

部應會同外交部及內政部，重新檢討優秀外籍勞工與移民機制銜

接的相關法規。（三）建議內政部警政署勤查緝逃跑外籍勞工，

以免造成治安問題。

賴博司委員

一、關於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多元，包含電機、資管、餐飲、美髮、

喪葬服務等，電機及機械等具有較高技術性課程的報名願意較低。

建議對於有意參加理工課程訓練的人員給予補貼，或許提高參訓

意願。

二、今年工業區廠商的營收略有成長，但仍有人力缺乏的問題，建議

外勞政策方面應酌予考量。

張家銘委員

一、技能教育或職業訓練，兩者目的皆為提高就業率，若對就業率並

無幫助，表示資源錯置。贊同將資源多投入於 AI或精密機械，並

考量區域特性，例如北部較易推動高科技及 AI，中部則推動精密

機械。

二、職業訓練應併同考量年齡因素，若年輕時願意進入該產業工作，

可長期受用，對國家及企業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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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照工作的性質，適合中高齡勞工從事。中高齡勞工的績優表揚

中，許多得獎者就是工作於醫療院所或長照產業，且對於中高齡

者的僱用比及職務再設計都越做越好。

林麗華委員

勞動力發展署「產業人才投資計畫」及「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

畫」規範具就保、勞保或農保被保險人身分之一定年齡以上之在

職勞工，可全額補助其訓練費用。是否考量將全額補助的年齡層

往下調整，增加青年參訓意願。

林至美委員

因應產業發展，專業人才需求增加，刻正推動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修正草案。企業界憂心缺工及技術人力缺乏問題，行政

院也著手討論培養本土技術人力的方案，至於資深的優秀藍領外

勞，希望能有方式讓其留在國內，亦可避免被其他國家延攬，反

而成為競爭對手。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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