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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去年的一場就業災難，不僅讓許多勞工及其家庭生活陷入困頓，更讓台灣勞動保護及公共服務不
足的新、舊問題一一浮現。除了失業問題之外，在「無薪休假」的高峰時期，當勞工面臨「部份
失業」而所得損失，衝擊的往往不只是他個人，繳不起子女學費、保母費、家人的醫療費用、房
租、房貸，甚至於各項社會保險保費等所衍生的問題，嚴重侵蝕台灣勞工的尊嚴生活（decent
life）。

  

      從2008年開始，受到停滯性通膨及金融海嘯的衝擊，失業及長期失業的問題逐成為台灣勞
工揮之不去的夢魘。失業率從2008年5月的3.84%（41.6萬人）一路飈升至2009年8月的史上最高
峰6.13%，失業人數更一舉突破67.2萬人，短短的一年餘增加25.6萬的失業者之多。雖然失業率
持續的穩定下降至今年四月的5.39%，但仍然有59.3萬的勞工處在失業的狀態，「高原型失業」
的問題將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另外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是不斷堆高的長期失業問題，特別是
去年，長期失業的勞工增加了3萬之多，縱使是在去年9月以後失業率逐漸下降，但長期失業的人
數仍然持續增加，至2010年2月已達11萬8千多人之多。根據主計處統計，在失業達53週的「長期
失業者」當中，2009年10月有10.8萬人，創下六年來新高，其中20~24歲者有1.3萬人，25~29歲
者有2.3萬人，也就是20~29歲的失業達一年以上者有3.6萬人，佔了長期失業者的33.3%。大專以
上的長期失業者也有4.4萬人，佔40.7%。這些數據打破了一般社會大眾認為長期失業者都是一群
年老被資遣、學歷差、能力差的失業者的刻板印象。 

      我們再從各項勞動統計來觀察當前就業狀況，除了失業與長期失業的問題，雖然失業率下
降，但「非勞動力人口」卻持續增加，顯示被迫退出職場的勞工增加；部份失業的問題仍然嚴峻
，每週工作低於35小時者，於2008年12月達最高峰的129.6萬，迄今仍然有約70萬人處在這種就
業困境之中。在平均薪資部份，根據主計處今年3月公佈每人每月實質平均薪資為40,690元，年
減3.47％、減幅歷年最大，且實質經常性薪資為34,326元，年減0.68％，勞工的實質薪資退回至1
997年的水準。再加上就業市場的彈性化日益惡化，雇主濫用派遣、承攬（甚至於自然人承攬）
等不利於勞工的就業型態充斥，保守估價，約有70萬的勞工處於這種不穩定的就業狀況，其中，
政府機關使用派遣人數就高達33萬8千，亦是整體勞動條件向下修正主要原因。 

      然而，當失業、長期失業問題持續惡化，部份失業及不穩定就業的「就業貧窮」問題擴散
，沒有完整妥善的勞動保護與社會安全來支撐，再加上過度商品化、自由化的市場趨勢，將讓台
灣勞工的處境而為難堪。因此，本文除將討論勞工貧窮普遍化的問題，更嘗試提出台灣新社會公
共工程的願景，以回應未來台灣社會的需求。

貳、台灣失業問題的回顧

      回顧台灣的失業問題，隨著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遊移，因產業外移導致關廠歇業的問題就
從未間斷，而因產業結構變遷所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其中，工廠惡性倒閉、關廠的事件頻傳，更
成為近20年來台灣勞工運動疲於奔命的棘手問題，例如1989年10月高雄的「安強、十全美抗爭事
件」，以及1992年板橋嘉隆女工，1996年聯福、福昌、東菱、東洋及東日等關廠失業勞工激烈的
抗爭，更促使勞工運動啟動關廠保護〈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及就業安全體系〈失業保險法〉的
重建工作。 

      讓我們先從幾個結構面的問題來瞭解這個嚴峻的處境。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開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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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本外移的衝擊，隨著台商向南、西及世界各地流動，過去堆積台灣經濟奇蹟的工業成就也逐
漸凋零，而曾經譽為「帽子」、「雨傘」、「鞋子」王國的勞力密集產業，漸漸的成為不具競爭
力的夕陽工業，但取而代之的則是至今仍然頗具國際競爭條件的高科技工業，以及工作相對不穩
定及微薄的服務業。根據勞委會勞動統計月報顯示，工業部分的勞工占全體就業者的比例，從19
95年的38.74%降低至2009年的35.85%；而服務業的勞工卻從1995年的50.71%增加至58.87%，
這樣的數字呼應了最近頗受關注的「藍領工業王朝」崩解現象，象徵過去工作相對穩定，甚至某
種程度上近乎終身僱用的勞動位置，已被工作不穩定、零散、微薄的工作所取代，進而影響勞工
的就業、儲蓄及消費能力。 

      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取得中央的執政權，同時，台灣卻遭逢一波因全球景氣循環所導
致的高失業問題。當時，產業結構的變遷更加快速，產業大量西進中國問題也更激烈，在企業爭
相出走「前進中國、債留台灣」的打擊之下，失業率一路從2000年的平均2.99%，跳升至2001年
的平均4.57%，2002年更提升至5.17%。當時，為解決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政府相繼提出各種
促進就業的措施，包括永續就業計劃、8100擴大內需方案、緊急僱用計劃，以及逐漸放寬勞保失
業給付及僱用獎助津貼等措施，但外界普遍認為這種亡羊補牢的措施，並無法有效的解決失業問
題，充其量只能滿足對失業勞工的生活補助，對於提昇職能及持續就業並無幫助。而政府陸續修
正推出多元就業開發的方案，結合了各級政府的施政短、中、長期的需求，以及地方創意產業的
發展，某種程度上，也是回應外界對於政府搶救失業措施的批評。 

      2008年，國民黨取回執政權，馬英九當選總統，但失業問題卻如宿命般的與政黨輪替掛勾
，成為馬政府最頭痛的一項問題。面對選舉時提出「633」政見的嚴重跳票（即經濟成長率6%，
國民所得3萬元美金，以及失業率維持在3％以下），馬政府標榜的「博士內閣」，慌亂的提出包
括立即上工、短期就業措施、立即充電及充電加值計劃，以及延長就業保險給付等措施。然而，
是行政院各部會在處理問題時似乎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其中以教育部所提出，預計花費
120.9億新台幣的「大專生企業實習方案」最為人所詬病，認為將造成台灣薪資向下沈淪的問題，
更顯示馬政府在處理失業問題上的無能。面對這個危機，我們只看到政府只想壓低失業率，而不
解決失業問題，有時反而火上加油；短視速食解決眼前問題，沒有整體長遠策略考量；未能主動
體察民意反應需求，無能統籌行政資源積極回應。簡言之，就是「短視、被動、無能」。

參、當前的就業困境

      雖然主計處公佈今年四月的失業率降至5.39%，雖然創下15年來單月最大的降幅，但失業
人數仍高達59.3萬，長期失業者仍有11.4萬，顯示失業問題還是相當的嚴峻。然而，在政府認為
景氣回春，前景一片大好的同時，我們卻觀察到幾個不被注意的數字，而這些數據，也反映了當
前台灣勞工的就業困境。 

      首先是非勞動力人口的持續增加，表示許多勞工退出職場的問題惡化。根據主計處四月份
的數字，我國的非勞動力人數首度突破800萬（801.4萬），較三月增加1萬5千人。這個數字可能
代表著許多勞工被迫退出勞動市場，或是採取延緩進入職場的方式來因應當前的就業困境，他們
的處境將成為政府各項統計的死角，無法反映真實的社會問題。 

      其次，長期失業人數從三月份的11.5萬降到四月份的11.4萬，不具任何統計上的意義。然
而，如前文所述，長期失業已經是跨世代的問題，而去年立法院通過延長失業給付的修法，但遲
至現在，勞委會仍然怠忽職守，未完成相關辦法，不僅是藐視國會決議，令人質疑勞委會處理長
期失業者經濟安全問題的誠意。 

 2 / 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10-08-05, 週四 18:43
點擊數：7223

      第三，失業人數減少，主要是關廠歇業而失業者的人數大幅減少，但「因對原有工作不滿
意而失業者」則增加5千人。經過了去年無薪休假風暴的衝擊，勞工的就業環境持續不佳，低階
、低薪的常態化，嚴重影響勞工的就業穩定。 

      然而，因應吳揆年底失業率降低至百份之5的政治承諾，以及即將到來的畢業季，各部會
開始研擬各項搶救失業率的方案，包括教育的「四加一專案」，開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班」
，讓大學生在畢業後接受約1年的非本科企業實習，以獲得第二學位；以及國防部的應屆役男提
早入伍等。政府這種到處「塞」失業勞工的方式，到底是搶救失業問題，還是搶救「敦義大兵」
已昭然若揭。

肆、馬政府的「豆腐渣就業機會」失業對策

       姑且不論，政府投入大量預算，以政府投資來創造內需，間接性創造就業，諸如:發放消
費券、擴大內需等方案，這些方案誇大其創造就業效果，如果單單計算，政府推出的許多緊急短
期就業措施，可分為，一、「薪資補貼」:直接補貼企業僱主僱用勞工的部份薪資，獎勵僱主僱用
勞工，以創造工作機會。二、「公共就業」，則是政府部門直接雇用或創造僱用，使第三部門或
企業提供工作機會，由政府直接全額提供所需之薪資。三、「補強就業安全體系」，修改就業保
險法與就業服務法，加強對失業者的生活保障。 

      而無論是獎勵私人僱用、還是政府提供工作機會，這些就業機會，都極度依賴政府短期的
補助，一旦政府補助抽離，大部分工作機會都將無以為繼，因此這些就業機會，可以視為「假性
就業」，無法解決失業問題，只能解決失業率的帳面數字美化。 

      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2009年的高失業危機風暴，馬政府僅以搶救失業率，而非搶失業的手
段，美化帳面上失業率的數字，以最直接的砸錢做法，創造出假性的就業機會，透過政府對企業
僱用的薪資補貼以及政府部門的臨時僱用，包括：立即上工、企業單位人才育留專案計畫、多元
就業開發方案、短期促進就業方案、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等，總計投入362.5億，讓19845
7人暫時免於列入失業人口的計算。 

      不過這19.8萬的「豆腐渣就業機會」，在私部門完全是依賴政府補貼，政府的薪資補貼一
旦收手退場，勞工將可能面對被裁減失業命運，而在公部門的就業機會，則是毫無工作意義與勞
動尊嚴的零碎性工作，被公務員瞧不起，也無法累積本身工作資歷與成就。同時馬政府對於失業
者經濟保障的相關修法，也處於被動狀態，無視於高失業率帶來的社會衝擊。 

      而面對高失業率政府這樣的救失業，到底是幫勞工還是害勞工，最大的功能只是幫政府美
化數字。面對2010年，台灣過去3%的失業率將永不復返，5%的失業率將成常態，勞工面對這種
無能的政府，只能自求多福。

伍、過度商品化、自由化對社會及勞工的衝擊

      過去一年，台灣社會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就業衝擊。就業市場持續惡化：工作越來越不穩
定，派遣、臨時與低薪工作充斥，專業性工作銳減、青年人失業率高且失業期間長等警訊亮起，
這將醞釀下一波更大的失業海嘯的溫床。而更叫勞工難堪的事，過度商品化、自由化的發展，並
沒有因勞工消費能力的下降而緩和，更加深了處於就業困境中勞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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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失業的高峰期，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勞工）在遭遇失業事故時，雖然可以申請六個
月的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投保薪資的百分之六十），但往往仍不足以保障勞工個人及其家庭的基
本生活需求，繳不起托兒（幼稚園、安親班）、子女教育學費、房貸等事件頻傳，進而造成子女
受教權受損的問題。例如，筆者就曾經轉介因繳不出幼稚園月費而必須將幼兒帶著身邊打臨工的
勞工，尋求其他社資源的協助。 

      過度商品化、自由化的問題，尚包括大學教育、房屋、醫療及照護等等。雖然歷經了兩次
的政黨淪替，但商品化、自由化的政策走向，似乎為國內主流政黨的「信仰」與「迷信」，舉凡
教育、金融、照護，甚至於勞動市場，都往更自由化的方向發展，不僅的侵蝕著當前台灣社會各
個階層的基本生活，同時，亦直接影響未來勞工的消費和儲蓄能力，將來台灣社會改革的重點之
一。

陸、新問題、新挑戰：所得安全風險的制度建構

      這樣的窘境讓我們不得不去思索，是期待一個革命的鉅變來解放這個悲劇宿命，還是直搗
這個經濟體系的核心缺陷，透過經濟民主實力的展現，翻轉過去過度自由化、商品化的政策思維
，營造對於勞動階級更為友善的環境。其中，筆者認為工會組織的普及化發展、強化勞動保護、
勞工參與公司治理的產業民主化、企業資訊的透明化，以及基本生活保障的公共化，應是未來台
灣的勞動階級組織（無論是工運團體或工會組織）可以努力的方向。 

      其一，這次的失業風暴，不僅考驗政府的能力，更考驗工會是否有實力在不利環境中與政
府、雇主進行談判。長久以來，台灣的工會組織率嚴重偏低，導致勞工無法籍由集體力量與雇主
進行協商，其中，包括過去人人稱羡，但這次也同樣被波及的高科技專業人員，也開始怨嘆沒有
工會的無奈與心酸，更別說是那些受僱於中小企業的勞工了。因此，希望這次的風暴能夠激起未
來台灣工會發展的契機，排除勞工組織工會的障礙，促進工會的普及化發展，並進而強化包括團
體協約、勞資會議等集體協商機制的效力。 

      第二，強化勞動保護，有鑑於勞工在全球化、自由化的衝擊之下，穩定的勞動位置難求，
工作型態更日趨多元，外包、派遣等微薄工作者更日益增加，更造成工作貧窮的問題浮現。因此
，台灣社會應立即深入檢討這種發展趨勢對社會的衝擊，除了在即有法規當中，強化對這類勞工
基本勞動條件、就業的保障，更應提具體就業導向的產業政策，扶持國內產業的均衝發展，往穩
定就業、適足生活的方向發展。 

      第三，勞工參與公司治理的重要性。這次的國際金融風暴，從美國雷曼兄弟、AIG等案例
，我們清楚的看見企業CEO獨裁的惡果，相對於歐洲的跨國企業，並沒有產生嚴重的弊端，某種
程度上，突顯了兩種不同資本主義信仰的差異性，以及產業民主的重要性。在國內，各行各業普
遍的採行無薪假，同樣的突顯了雇主獨裁、片面的決定公司經營的問題，縱使勞工清楚的知道公
司的營運狀況並未如想像中的糟糕，也只能夠無奈的接受雇主無理的安排。然而，透過產業民主
制度資訊、諮商及共同決定權的落實，不僅可以讓勞工更充份的掌握公司的營運狀態，更可以避
免因雇主獨裁所產生的分配不均問題。 

      第四，則是徹底挑戰資本主義的會計制度，將來應迫使政府在對企業進行抒困、補貼政策
時，或直接於公司管理法規建立企業會計透明機制，並透過抽查、復查的機制，徹底的解決國內
根深蒂固的「兩本帳」陋規，維護國內企業投資環境的良性發展，以及避免企業左手向政府要錢
，右手卻製造社會問題的荒謬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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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則是基本生活保障的公共化。有鑑於勞工所可能面臨的各項風險更加多元和普遍，
因此，無論是政府、雇主或勞工，都應體認建構一個新公共社會工程的重要性，除了全面檢討現
行各項社會保險的弊端與遺漏，更能全力建構便捷的都會與鄉鎮公共運輸系統、公共化的長期照
護體系、公共化的托兒托老設施、平價公共住宅、大學公共化、廣設公立幼兒園及勞工法院等社
會工程，以降低各項風險對於勞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衝擊。

作者孫友聯為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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