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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原住民族特考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資關係 管仲 老師解題 

 

一、我國勞工工作時數在世界各國中名列前茅，因而引發進一步縮減法定正常工時的主張與訴

求；請問法定正常工時該如何縮減，並應該規劃那些配套措施，才能達到勞資雙方需求兼顧

的目的？ 

【擬答】： 

縮短正常工時，實施周休二日： 

針對縮短工時，全面推動周休二日首應建立勞資雙方應有之共識，開始啟動相關立法

準備，隨之提出修法草案，加速落實全面周休二日。 

調整輪班加班規定作法： 

自 2001 年起，政府部門已全面周休二日，但國內 800 餘萬勞工仍適用勞基法雙周 84

小時基本工時制度，其中只有六成左右的勞工周休二日，還有 300 多萬勞工周六要彈

性上班。勞工工作型態不像公務員一樣單純，若要縮短工時，對於輪班、加班都需要

提出衡平的作法，也會影響未來雇主彈性工時的安排，不是單純將雙周 84 小時工時改

為周休二日即可。 

運用彈性工時配合： 

政府應規劃縮短工時將有配套措施，法定工時可望從目前的雙周 84 小時，調整為單周

40 小時或雙周 80 小時，未來一般勞工可比照公務員在周六、周日休假，部分服務業

和具輪班性質的製造業在雙周 80 小時的原則下，可以有二周、四周或八周的彈性工

時。 

鬆綁放寬加班時數上限： 

每日正常工時八小時、加班後最多共十二小時的規定不變，但會把每兩周正常工時從

八十四小時降為八十小時或每周四十小時；因應產業需求，原本每月加班最多四十六

小時的規定，擬鬆綁提高到五十四到六十小時間。 

 

二、國際勞工組織積極推動社會對話，不過，社會對話的推動必須具備一些前提與條件，請問何

謂「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而推動社會對話的前提與條件為何？並請評析我國現

階段是否已經具備推動社會對話的條件？ 

【擬答】： 

何謂「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 

係指，「政府、雇主和勞工代表之間，或是其中二者之間，針對經濟、社會政策有關

之共同利益議題，所進行之任何形式的協商、諮商或意見交換。」另，歐洲將勞、

資、政三方的協商對談廣稱為「社會對話」並將參與對話者稱為「社會夥伴」

（social partner），許多重要的制度或觀念革新均由此對談機制產生。所以社會對

話機制是歐洲目前相當成功的社會政策形成機制。 

推動社會對話的前提與條件： 

依據國外制度發展之經驗及學者專家之研究結論，構成社會對話的基本要件條件有四

項： 

獨立而有力量之勞工組織及資方組織，且具有技術能力及能獲得相關資訊，而參與

社會對話。 

相關各方均有參與社會對話的政治意志及使命。 

尊重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的基本權利。 

適當的制度支持。 

我國現階段是否已經具備推動社會對話的條件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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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使勞資雙方建立真正的社會夥伴關係，就關注之議題進行資訊交換、意見諮商，

進而對攸關勞資雙方利益之議案提供資訊、意見，並能參與決策，勞委會於民國 92 年

開始規劃推動「社會對話機制」計畫，並於 93 年開始執行推動「社會對話機制」相關

計畫，先後辦理重要之工作： 

辦理社會對話資料蒐集及專文研究。 

建置社會對話專業網頁。 

辦理「建立社會對話」說明會。 

先後多次實際舉辦勞資團體社會對話： 

勞委會於 2012 年 12 月 7 日召開「101 年度『航太產業社會對話』」。 

勞委會於 2012 年 12 月 20 日召開全國層級社會對話會議，討論工資墊償金擴大適

用範圍。 

勞委會適時透過社會對話機制，審慎評估檢討外籍看護工整體政策。 

綜上，我國現階段確實已經具備推動社會對話的條件。 

 

三、請說明我國工會組織發展的現況，並請根據影響工會發展的正、負面因素來評析我國工會的

未來發展情況。 

【擬答】： 

民國 100 年 5 月 1 日勞動三法通過的同時，台灣工會發展在此關鍵時刻，面對一個全新

的法律環境，這到底是危機還是轉機，工會發展的命運恐怕還是掌握在勞工自己手中，

端看工會如何善用對它有利的法律空間，進行對自己最有利的發展。 

我國工會組織發展的現況： 

就台灣工會的發展過去歷程來看，並沒有呈現與歐美各國工會發展的道路，走向以團

體協商為目標的主軸，而是呈現出以下台灣特有的五種特殊現象： 

民營企業工會「孤兒化」：民營企業工會一籌組，可能就被打壓到底而消滅，即使

成立也因為企業規模小，資源有限，而苟延殘喘。 

公營事業工會「排他化」：公營事業工會經過自主化之後，越來越集中關注自身利

益，而成為一利益團體，與民營企業勞工的處境脫節。 

職業工會「勞、健保辦事處化」：職業工會的定位其實跟農會差不多，不過是政府

行政作業的代辦處，無法團結或代表職業工人的利益。 

產業工會「零碎化」：由於產業工會被限縮為場廠工會，廠場工會根本不是產業工

會，比企業工會的層級還零碎，是一個廠一個工會。過去某銀行有有四十幾個產業

工會，一個分行就有一個工會的奇特現象，後來勞工內部花了很大的工夫才整合為

一個工會。 

工會聯合組織「傀儡化」：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在 2000 年被全產總突破，不再是

由全國總工會為唯一的合法全國性工會之後，全國性工會居然陸續成立了將近十

個，全都是既有工會的重新排列，對於基層勞工的組織率，毫無幫助與實質意義。 

我國工會的未來發展情況評析： 

產業工會數量下降：從官方的統計資料來看，下降的幅度非常大。目前台灣產業工

會的發展，可說是每下愈況。 

工會與主流產業脫節：過去的工會發展與台灣主流產業的發展同步，但是到了 1990

年代以後至今的半導體業與面板業，甚至於零售服務業，工會都在這些產業當中，

都發展困難。顯示，當前台灣工會組織沒有跟著主流產業發展。 

基層工會發展冷、聯合組織熱：由於不當勞動行為禁止制度的缺席，導致民營企業

的基層廠場工會籌組困難，且經營困難，一旦企業倒閉關廠，工會就跟著消失。而

全國性與縣市層級總工會則高度發展，全國性總工會與縣市總工會紛紛成立。 

工會利益與全民利益疏離：公部門與國營事業工會成為各級工會主幹，公部門工會

維護各自會員權益為首要要務，造成會員權益與整體社會利益不一致。 

工會與會員的連結消失：台灣的工會仍未能高度發展，勞工的團結也沒有更緊密，

工會自我特權化後，會員對工會的疏離才是更大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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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幹部高齡化：台灣工會幹部年齡偏高，顯示年輕世代工作者加入工會的意願不

高，工會難以吸引年輕世代投入。而這也跟工會未能進入主流產業有相關，因為現

在主流產業都是比較年輕的勞動族群。 

工會聯合組織聯誼化：全國或縣市層級總工會等聯合組織的高度發展，常淪為個人

與派系的私人情誼組合，統合所屬會員意見形成全國性公共議題之能量非常低。 

 

四、根據我國現行法令規定，教師不能罷工，而現階段有人主張應該要讓教師擁有罷工權，請問

教師擁有罷工權的影響為何？是否有方法能讓教師擁有罷工權，而又相對能減少可能的負面

影響？ 

【擬答】： 

教師擁有罷工權的影響： 

教師享有「勞動三權」中最核心的部分-「爭議權」（罷工權），亦即所謂的「罷教

權」。就一般家長的態度來看，較傾向站在學生「受教權」的立場，對教師擁有「爭

議權」（罷工權）乙節，不是高度疑慮，便是斷然反對。一般最大主因即當會影響並

衝擊學生之受教權，社會上似乎有不少人士視教師擁有罷工權為洪水猛獸，對教師存

有高度的不信任感，認為一旦教師有了罷工權，就會不顧學生的受教權而恣意罷課。 

能讓教師擁有罷工權，而又相對能減少可能的負面影響方法： 

是否應賦與教師享有勞動三權，按憲法及大法官解釋意旨既肯認教師不因其工作或職

業不同而否定其為基本權利主體，因而教師和一般人民皆有集會、結社與社會勞動三

權等。然而教師為教師權益而組成的教師團體，行使團體締約、交涉或行動權之目的

與手段，原則上不能有損受教者之權益，亦即學生學習權，因為學生學習權本身亦是

社會權之一環，同為憲法保障。」簡單的說，因為教師的工作具有「公益性」，所以

「教師在勞動三權，三個層次來看『團結權』、『交涉權』皆可賦與，至於罷課權

限，可以分階段實施，縱使實施也必須經過一定程序後，如調解、仲裁後為最後手

段，而不是動輒恣意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