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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青年低薪現象為全世界各國包括臺灣所共同面臨的問題，長期以來臺灣經濟雖呈現成長的趨勢，
惟（青年）勞工的薪資水準卻幾乎處於原地踏步的狀況，即使名目薪資增加，但其成長的幅度卻
被每年物價上漲所抵銷，實際薪資並未提升，甚至呈現負成長的窘境，顯示我國經濟成長的果實
，並未能讓勞工分享。而薪資成長的停滯，影響的不只是民間消費意願及內需市場發展的空間，
對於社會安定亦將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

勞動市場中薪資水準的高低
，取決於勞動市場的供給與需求，勞方期望從公司中獲得較為優渥的薪資待遇，以供生活所需；
而資方卻希望能減少人事成本上的支出，由降低聘僱員工的成本，以獲取公司最大利潤。由於勞
資雙方在薪資認知上的差異，造成薪資問題的爭議不斷。

薪資在需求面它是驅動民間消費的主要來源，在供給面它是企業家生產成本的一部分，在分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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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影響所得分配的關鍵因素。因此，如何使薪資既能促進消費，又能使企業家具有足以激勵投
資的利潤，使經濟成長果實能讓國民平均分享，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貳、臺灣青年低薪化現象

青年低薪化的狀況為目前臺灣難解的議題，亦引發青年的不滿。觀察目前我國青年低薪化的狀況
，根據以2016年「人力運用調查」的統計資料，2016年全國受雇員工約有890萬6千人，其中平
均月薪不到3萬元者約有327萬人，占全體比例約為36.72%。但若以青年勞工來看，如表1所示，
在所有受雇者中，屬15~29歲的青年約有195萬3千人，但其中平均每月薪資不到3萬元的就有108
萬1千人，約占全體比例約53.5%，也就是說平均每2個青年勞工之中就有1個勞工每月的薪資不到
3萬元。若與全國平均月薪結構比較，青年低薪的現象較整體勞動市場的低薪現象更為嚴峻。

表1 2016年臺灣青年薪資結構

 總計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未滿15,000元 2.81 27.28 10.51 0.51

15,000~19,999元 2.37 17.31 3.95 1.03
20,000~24,999元 10.65 31.18 22.51 11.30
25,000~29,999元 20.89 22.00 34.87 29.91
30,000~34,999元 18.64 1.07 15.43 25.20
35,000~39,999元 12.95 0.54 6.92 13.61
40,000~44,999元 9.00 - 3.31 8.30
45,000~49,999元 5.22 - 1.09 3.65
50,000~59,999元 7.99 - 0.88 4.35
60,000~69,999元 4.53 0.62 0.45 1.29

70,000元以上 4.95 - 0.07 0.86
平均每月收入（元） 37,094 18,835 26,111 32,576

資料來源：「人力運用調查」統計報告

從長期趨勢來看，如圖1所示，自2010年到2016年，雖然平均名目薪資均呈現成長的趨勢，但若
考慮近年來物價膨脹的速度，事實上我國勞工之實質薪資成長幅度甚為微弱。由圖中亦可看出，
雖然近年來青年勞工之平均月薪成長較全體更快，但實際上，不論是15-24歲或是25-29歲的青年
勞工，其平均月薪與全國勞工之平均月薪比較起來，仍有相當明顯的差距。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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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我國青年薪資結構長期趨勢

進一步與亞洲其他國家比較，以我國青年低薪化的狀況最為嚴重，新加坡青年薪資相對最高，與
全國平均名目相較，約為青年平均薪資約為全國薪資的87%，韓國與日本分別為71%與69%，而
我國20-24歲青年的平均薪資僅為全國平均薪資的52%，即使25-29歲的青年，其平均薪資也僅為
全國平均薪資的67%。顯示我國青年不但低薪，且狀況也非常嚴重。

表2 亞洲國家青年薪資比較

單位:新台幣  20-29 歲青年 全國平均 (全國/青年)

名目薪資) 名目薪資 薪資倍數

新加坡 95,473 110,149 0.87
韓國 66,301 92,497 0.71
日本 58,345 83,954 0.69

台灣(20-24歲) 24,758 47,300 0.52
台灣(25-29歲) 31,830 0.67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調查、主計總處、勞動部，根據中華民國中央銀行2015/01/26匯率換算

參、青年低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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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許多學者與研究機構亦針對我檢視造成我國青年勞工低薪化的現象，探究其主要原因，大
致可以歸納包括如下：

1.過度資本深化：因為產業分配在固定資本消耗的比例增加，則分配於受雇員工報酬的比例將降低
。過度資本化抑制了臺灣勞動份額的增加，致使所得分配面處於弱勢進而影響了國內勞工的薪資
。

2.人力資源管理二元化：在人力資源管理上，因企業傾向以臨時或派遣人力取代公司中非核心員工
，且其薪資相對較低。當非核心員工的占比呈現增加的趨勢，且以青年為主要成份，將導致就業
市場的低薪現象與薪資差距擴大。

3.產業結構改變：產業結構調整之後，人才並未流向高薪產業，反而青年受僱員工的增加主要集中
於相對低薪資行業，而薪資較高或薪資成長較多的行業，其青年勞工則增加不多，進而影響薪資
水準。

4.全球化的影響：近年來臺灣產業外移益趨擴大的影響，全球化對國內勞動市場產生負面衝擊，隨
著臺商在海外投資的大幅增加，也造成國內薪資成長與經濟成長之間的差距日趨擴大。

5.大學教育普及：大學教育的高度擴張，在勞動需求不變下，高學歷勞動供給的增加將造成其薪資
水準的下降。且若大學教育所培育出來的高教育程度的青年勞工，其職能不符合產業需求，將更
進一步惡化其薪資水準。

6.外籍勞工的排擠：一般而言，外勞使用密集度愈大的行業，因為引進外勞造成生產力提高的規模
效果，可能對技術性勞工具有提升薪資的效果；但對於非技術性勞工，則因為引進外勞對本國基
層職類別的工作機會存在替代效果，導致非技術性勞工的薪資水準降低。

7.勞資關係弱化：在勞資關係方面，過去筆者曾進行實證，結果發現工會對薪資水準具有其影響力
。而企業工會的效力不彰，連帶影響臺灣薪資水準的低迷，造成民眾加入工會意願不高，反映在
企業及產業勞工工會組織率的下降。

肆、青年勞工長期低薪的影響

青年低薪化是我國待解的難題，一旦青年勞工出現長期的低薪現象，對我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
，亦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其可能造成的影響包括：

1.人才外流：若青年低薪成為一種常態，在薪資不具備競爭力的情況下，人才將出現外移的現象。
近年來許多青年海外就業意願的提高，亦是因為我國青年勞工的薪資條件在國際上較不具備競爭
力。事實上，根據Global Talent 2021的調查，在新興國家中，臺灣是人才外流最為嚴重的國家。

2.產業競爭力下降：青年長期的低薪現象，若來自於廠商追求降低勞動成本，忽略產業創新所帶來
的附加價值，將導致產業競爭力的下降。對於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若對職業訓練的投
入程度不足，難以提升青年勞工的人力素質及技能。

3.勞動參與意願低落：根據筆者的實證檢定發現，若薪資愈低，則勞動參與率也將下降，代表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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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將導致青年尋職者不易找到符合薪資期望的工作，因長期未能搜尋合適的工作而選擇退出勞
動市場，影響勞工對勞動市場參與的意願。

4.延長工時：青年勞工若長期處於偏低的薪資水準，勢必延長工時以維持生活所需。近年來我們可
以發現平均正常工時雖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但加班工時卻不減反增。另外筆者實證檢測發現若
減少1%主要工作收入，將增加額外工時的機率達6%，亦即主要工作收入降低，則將延長其工作
的時間，對青年勞工的健康亦將產生影響。

5.人力資本累積減緩：青年勞工長期低薪化的結果，將沒有多餘資金投資在個人之人力資本的累積
上。筆者實證亦發現青年勞工薪資愈低者，受教育訓練的機率愈低；青年勞工的低薪化，也將使
青年成家的意願降低，甚至有子女的父母，若長期低薪則必須延長工作時間，可能造成降低對子
女的照顧與教養，進而將影響下一代人力資本累積。

伍、結論與建議

如何提振低迷的薪資是政府需要積極面對的課題，因為低薪讓年輕人不敢結婚、生子，更直接衝
擊人口結構的發展。事實上低薪若成為常態，未來高齡化與少子化將更為嚴重，國家的總體經濟
發展與稅收將因勞動人口劇減而減少，屆時稅收不足、社會福利崩盤、勞健保與軍公教退休金亦
將無以為繼，更可慮者是相對有能力者外移情況會更嚴重。低薪的現象正一步步弱化臺灣的競爭
力。

為因應青年勞工低薪化的現象，目前政府亦採取許多因應措施以提高青年薪資，除了目前正在執
行的相關措施之外，筆者亦提出三個面向的思維：

（一）導入生活工資概念的基本工資制度

為表達落實兩公約的決心，未來我國在制定基本工資時，應滿足生活工資的意涵，薪資應足以負
擔勞工本身及其家庭（受扶養家屬）之基本生活所需。亦即未來我國基本工資之設定，應思考以
生活工資的理念做為計算基本工資的基礎，

（二）薪資透明化的揭露機制

薪資不透明化可能導致勞工薪資被低估、鈍化勞工工作動機，而薪資資訊透明有助於勞工知悉其
薪資相對於同事之間的薪資分布位置、提高勞工的勞動生產力，並很有可能在不增加稅率之下，
增加政府稅收，此外亦可改善就業歧視問題。

（三）合理化調薪的薪資指引制度

企業願意為員工加薪是解決國內低薪化問題的先決條件。近年來，政府除了道德呼籲之外，也嘗
試透過租稅優惠與強制盈餘分配等方式來促使企業加薪，但成效似乎有限。或可思考建立企業合
理調薪指引機制，由政府定期發布相關指標的變動情形，引導企業適時合理調整員工薪資，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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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方式解決國內薪資成長停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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