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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再漲？　勞方：無感工資再漲？　勞方：無感

2012-01-07  記者 劉啟禾 報導

101年1月1日起，中華民國基本工資再次調漲，月薪從100年的17,880元漲到18,78０元；時薪

則從98元調為103元，漲幅約5.03%。勞方代表認為，此次基本工資為「無感調漲」，無法反映

台灣勞動生產力與經濟成長；資方則強調基本工資調漲可能造成企業倒閉，將對勞工整體處境更

加不利。

勞資立場不同　政策矛盾勞資立場不同　政策矛盾

基本工資議題年年爭論不休，因各方對其代表意義有不同闡釋。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秘書長謝創

智說，台灣基本工資概念最先與國際勞工組織「最低工資」理念相似，是「社會」而非「經濟」

議題，主要目的是保障勞工及家屬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但根據政府資料統計，台灣平均每人

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0,244元，低於此標準者即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而加上扶養比計算，每人每

月工資至少應達23,459元，才能維持在台灣生活的最低需求。

2011年勞公生活所需與基本工資對照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勞委會；製圖／劉啟禾）

政大勞工研究所教授成之約說，「基本工資」的意義是保障市場上協商力量較小的人，也能獲得

在當地生活的基本所得，而「工資」才是勞資雙方自由議價的場域。他支持政府訂定基本工資法

，但政府不可能只從勞方角度思考，整體社會經濟發展依然重要。因此政府的角色應是劃定出一

條工資底線，而高於工資底線的薪資要求，則必須靠勞工自身能力爭取。

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清溪則認為，基本工資法根本不需存在，因為市場機制最終仍會決定一切。他

認為目前台灣之所以調漲基本工資，主要是政治力考量，放在經濟學脈絡下來看並不合理：「現

在最低工資等於是政府要廠商去做社會福利，這其實沒什麼道理。」根據他的觀察，基本工資調

漲只是表面上勞工看起來領到比較多錢，但如果沒有相應的生產力，其所得其實會在其他部份被

稀釋。

漲工資　企業倒？漲工資　企業倒？

關於資方一再強調的「基本工資上漲、經營成本上升、入不敷出而倒閉、反而加速勞工失業」的

循環論述，謝創智認為漏洞百出且過於誇大，他說很少企業所有勞工都只領基本工資，所以調漲

工資不太可能直接面臨生存危機：「如果真的有企業所有員工都每月領不到兩萬元，企業才能生

存，那他們可能必須檢討經營獲利模式。」

張清溪也說，如果員工生產力無法符合企業獲利需求，市場自己會發展出因應機制，包括不遵守

基本工資法、調整工時計算方式、取消原先除薪水外的福利等等。根據他的了解，台灣許多雇主

並未給予勞工法定基本工資，但目前為止也不曾發生企業單因工資不符標準，而遭到懲罰的案例

。既然法條落實有困難，不管基本工資訂到多高，其實都很難直接造成企業倒閉。

交通大學不願具名的清潔工作者說，他們其實根本不知道101年最低工資調漲了，而關於法定規

定的工時也不清礎：「反正我們就是盡量做啊，拿到多少（錢）算多少啦！」謝創智說，有些資

方甚至會要求學校清潔工在領到賬面上符合最低工資的薪水後，再將一部份的錢還給廠商，否則

就不予以錄用。基本工資的標準是一回事，但法案的落實與否，實為另一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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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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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

臺灣的同人誌販售活動日益興盛，更出現限定
特定主題的「單類型同人誌販售會」，顯示同
人活動的多樣面貌。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外勞薪資脫鉤　另一問題外勞薪資脫鉤　另一問題

除了基本工資數字標準爭議外，外勞薪資是否該與本勞基本工資脫鉤也爭論不斷。張清溪贊成將

兩者脫鉤，台灣只要根據外勞母國薪資標準給付薪水即可，「因為他們賺的錢本來就是要拿回自

己國家啊！」此外，張清溪說外勞薪資脫鉤後，較低廉的勞動生產成本將有效提升台灣企業整體

競爭力。

成之約與謝創智則認為外勞必須列入基本工資法規範保障，根據WTO自然人移動規範，他國應以

「國民待遇」對待這些工作者，馬英九上任後亦曾宣誓台灣將遵循國際公約。謝創智擔憂，若外

勞與本勞薪資脫鉤，將導致雇主大量聘請低成本外勞，使本勞薪資水平無法提升。成之約則提到

，國際間薪資標準向來是屬地而非屬人主義，無論基於人權或經濟觀點，脫鉤對台灣都沒好處。

外勞薪資是否該與本勞脫鉤爭議不斷（圖片來源／google搜尋）

 

三方決策　政府說得算三方決策　政府說得算

台灣基本工資法自72年起幾乎連年調漲，但從86年起連續十年維持不變，96年月工資從每月15,

840元調至17,280元；100年調至17,880元，101年則上漲為18,780元，中間工資調漲停滯期

間，是因為會議根本沒有召開。民國100年後，政府同意每年第三季定期召開基本工資審議會議

，使勞資雙方至少有窗口對此議題直接討論。

 

台灣基本工資歷年調整情形（製圖／劉啟禾）

 

然而基本工資的審議方式仍令人質疑，官方說法為每次基本工資修正案，均由勞資雙方代表與政

府共同決議。但謝創智說其實三方從未達成共識，每次都是勞資雙方爭論不休後由官方直接拍板

定案。 與台灣產業模式類似的韓國則將此機制設在總統府之下，由資方代表、工會代表與政府三

方談判得出共識，決定權平均分散在三方，較不易造成政府獨厚資方的批評。

除了決策模式外，官方代表的組成亦應審慎檢視。目前台灣基本工資審議會的官方代表，為經濟

性功較能高的經建會與經濟部，但如果回歸到基本工資的社會義涵，或許可考慮將代表社福的內

政部、與籌措社會救助財源的財政部立為官方代表，以平衡經濟至上的思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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