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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勞工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工會

運動顯得特別活絡蓬勃，加上大眾傳媒的報

導，工會運動更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使昔

日平穩的勞資關係模式受到嚴厲的衝擊與挑

戰。本文回歸討論工會應有的角色與功能，

期望勞、資、政三方面共同負責尋求未來社

會與勞資關係的穩定與成長。

工會是保障權益，
     還是挑戰體制？
工會角色功能與
    健全工會組織方向

勞工委員會技監  林振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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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國民一般知識水準的提高，勞工權利意識也日漸覺醒。解嚴之後，由於

外界各種力量積極介入勞工事務，使勞工問題在質與量方面均發生急速的變異。際此，工

會運動開始受到格外的重視，顯得特別活絡蓬勃。同時也由於大眾傳播媒體不斷地報導，

以及少數有心人士推波助瀾刻意的導引下，更助長工會運動至一發不可收拾之氣勢。使昔

日平穩的勞資關係模式受到嚴厲的衝擊與挑戰。

另一方面，勞工在經歷部分工會組織功能欠彰的情況下，對爭取自身權益的過程中，

極易受外界影響，捨棄合法之訴求管道，改採非理性集體抗爭行為，自然會使勞資關係陷

於對立、猜忌與曖昧不明的互動交流中，充滿著情緒性，動輒即發生街頭運動甚或偏激脫

序之行為，對國家經濟與社會之安定成長，造成莫大的震撼與衝擊。

雖此，就「爭議」事件本身而言，並非完全是負面的，它也具備若干積極的功能。例

如由工會運動引發的勞資爭議事件，在爭議的過程中，必然會凸顯出現有組織結構、制度

或業務執行方面的問題與缺失。同時勞資雙方為了消除爭議狀態的衝突緊張，也必定會試

圖探討問題的癥結所在，並尋求解決之途徑。正因此，自然會促使整個組織結構、制度或

業務執行上有更多進步，勞資關係得以重行調整，惟其間成敗之關鍵，則有賴於健全的工

會組織與勞工法制基礎，政府的有效輔導與勞資雙方所做的努力而定。

「爭議」事件的本身，也具備若干積極的

功能。例如由工會運動引發的勞資爭議

事件而言。其在爭議的過程中，必然會

凸顯出現有組織結構、制度或業務執行

方面的問題與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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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是人民團體最重要的一環

工會是政府與勞工之間的中介團體，也是勞資雙方兩者之間的重要橋樑。工會

是人民團體當中最重要的一環，其對國家政治發展、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民生樂

利，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與功能。我國《工會法》第一條規定：「工會以保障勞

工權益，增進勞工知能，發展生產事業，改善勞工生活為宗旨。」由這開宗明義的揭

示，足使我們深切體認工會所應扮演的角色與應發揮的功能。

一、目前工會的共同問題

近年來，勞工意識不斷提昇，我國工會急遽增加，而由於各級主管機關之正確

領導及部份工會負責人之熱心推展工作，許多工會的會務業務績效卓著，對國家社

會所產生的貢獻，有目共睹。唯不可諱言的，也有部分工會面臨組織鬆懈、經費困

難、缺乏辦事人員、會務異常發展等事實。茲綜合工會所存在的問題敘述如下：

（一） 有些工會會員對工會的參與感與責任心不夠，對會務缺乏認識，自無參與會務

興趣，因此，會員的參與感愈小，責任心也愈弱。

（二） 有些工會的會員對工會的組織及本身的權利義務，本身應扮演什麼角色？工會

能產生什麼功能？不甚了解，因此，不注意會議的決議情形，對工會毫無向心

力，心理上流於被動或依賴。

（三） 有些工會領導階層的新陳代謝及流動率偏低，致使工會形成或為少數人所把持

壟斷，甚至演變成「家族式」工會。

（四） 有些工會領導階層消極因循、忽視職責；或是素質欠佳，無法完成工會任務；

或身兼數職，限於時間精力，無暇照顧工會會務。

（五） 有些工會會務工作人員因待遇微薄，另謀兼職，未能專心會務；或雖才智皆備，

工作能力甚強，但未能與理監事合作，以致權利糾纏不清，使會務推展受阻。

（六） 多數工會缺乏專業的會務工作人員，對處理工會會務缺乏專業知識，稍遇挫

折，即難應付。

（七） 有些工會重要幹部對工會有關法令規章未能充分了解，推行會務，隨心所欲，毫

無法令依據；或則違背法令規定，或則侵害會員權益，會務紊亂，糾紛迭起。

（八） 多數工會對如何開好會議，缺乏「會議規範」常識與經驗；會而不議，議而不

決，決而不行；會員既不能平心靜氣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也不能虛心地聽取別

人的意見，使大多會員不但害怕開會，甚至討厭開會，而致工會未能充分發揮

培養民主素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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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有些工會未能貫徹章程的宗旨與任務，積極推展業務，任何工會不論其成立之

動機何在，均必有其既定的宗旨與目標，兼顧工會及會員的利益，積極推展各

項工會本身能力所及的業務。

（十） 多數工會財源短絀，經費艱難，使會務無法推展，形成名存實亡的狀態。

（十一）部份工會因辦理勞保、健保而有挪用保費或違法使用經費的情形。

二、工會具備之角色與功能

（一）保障勞工權益：   勞工由於個人力量薄弱，難以平等的地位和雇主談判勞工條

件，若由所屬工會組織和雇主進行集體交涉，「團結就是力

量」，必可獲得較多公平的待遇。

（二） 增進勞資合作：  工會可透過領導階層的媒合功能，當勞資之間發生糾紛時，以

合作、合情、合理的方法，溝通勞資觀念，化解勞資歧見。勞

資合作攜手併肩，致力發展生產事業，積極爭取勞工福利。

（三） 促進和諧團結：  工會是由具有共同利益興趣的一群勞工結合而成的社會組織，

彼此之間必然產生休戚與共的心理互動關係，同心同德，互助

合作，直接強化工會功能，間接促進和諧團結。

（四） 安定社會秩序：  組織工會由於活動型態的不斷擴展，使人群關係日趨密切，促

進了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協調，亦足以促使整體社會更趨於安定

與進步。

近年由於勞工意識提升，工會負責人若

是熱心推展工作，工會的會務業務便會

績效卓著，對社會的貢獻良多。（圖片提

供：台北縣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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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充分反映民意：  工會的功能則是將基本利益和意見相同的勞工組織起來，並透過各種

活動方式使這群人的意見和利益得以表明，以供政府制定政策的依

據，工會若本能表達勞工的意見和主張，則政府必無法充分做到「主

權在民、綜合民意」的理想目標。

（六） 影響政府政策：  政府的各項勞工政策與施政均須顧及廣大勞工的意見與利益，就勞工

的不同意見加以整合，政府才有可能制定所謂「民之所欲」的勞工政

策，政府也才能獲得全民的擁護與支持。

（七） 訓練民主素養：  工會的活動採行自由民主制度，一切決定採行多數決；並應用「會議

規範」的各種規則，如此，不但可培養如何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更

可學習如何接納別人的意見，養成民主生活的優良習性，達到工會組

織自由化、會務自主化、運作民主化之目標。

（八） 協助政府施政：  福利國家的政府，人民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的職能也日益擴大，而

各機關無法巨細靡遺、面面俱到。因此工會不但負有協助推行政令及

承擔政府授予委託行政之任務，更具有彌補政府業務不足之功能，如

能針對事實需要，貢獻其力量，必能善盡其對國家社會之義務。

會務工作人員是秉承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的決議，實際負責工會活動的尖兵，

他們是工會與政府主管機關間的橋樑，也是工會與會員間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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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工會功能的方向

基於工會所存在的共同問題及工會所應有的角色與功能，以健全工會組織，發揮

工會功能實為工會努力的要務，究應如何進行，茲提下列幾點以供參考：

（一）組織方面：

發揮工會功能應朝下列方向努力：

1.  重視會員的價值觀念，使會員確認工會存在的實質意義，增加會員之認同感。

2.  加強會員的凝聚力量，使會員了解其在工會的角色與地位，增加會員之凝

聚感。

3.  溝通會員的觀念意見，使會員加深其對工會的認識與向心力，增加會員之

歸屬感。

4.  鼓勵會員的參與熱忱，使會員增加其自我價值與參與意願。

5.  激發會員潛在能力，使會員體會參與工會的成就與意義，增加會員之成就感。

（二）領導幹部方面：

工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代表）大會」，但真正負責推展工會活動的是

「理監事會」。舉凡決定工會目標、釐訂工作計劃、鼓勵工會成員、謀求會員權益

及健全工會發展，都是工會的領導幹部（即理監事）所應該努力的。因此，工會

會務業務之發展與否，幾乎完全繫於會員所推舉出來的理監事能否貢獻智慧、熱

心會務，而竭盡其職責。故在領導階層方面，發揮工會功能應該做到：

1. 溝通領導幹部彼此間的意見，促使其貢獻個人才智，發揮團隊精神。

2. 溝通領導幹部與組成份子之間的意見，使彼此了解工會的立場與任務。

3. 激勵領導幹部熱心參與會務，使領導幹部共同釐訂工會發展的政策與方針。

4. 協調領導幹部的適當人選，選出真正能為工會犧牲奉獻的領導幹部。

（三）會務人員方面：

會務工作人員是秉承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的決議實際負責工會活動的尖兵，他

們是工會與政府主管機關間的橋樑，也是工會與會員間的樞紐。為充分發揮工會

功能，對會務工作人員應該注意：

1.  提升會務人員素質，慎選負責盡職、大公無私、積極進取，且具有專業化

素養的會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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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各種講習訓練，灌輸會務人員的專業知能，促使其抱著熱誠服務，為

工會效命。

3.  促使會務人員認識工會的宗旨與任務，了解會員的共同需要，遵守工會的

法令規章，依規定推展工會的各項活動。

4.  修訂《工會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獎懲分明，提供工作保障，激勵會務

人員的服務精神。

（四）財務處理方面：

工會因財源短絀，經費困難，阻礙其發展，而工會因財源雄厚，經費寬裕，

亦常為其滋生弊端的關鍵所在；為加強發揮工會功能，就財務處理方面應該

注意：

1.  對財源短絀，經費困難的工會應該積極從廣徵會員、舉辦活動……等，用

「以會養會」的方式，寬籌財源，節約費用，並建立適宜的會計制度，妥善

處理工會財務。

2.  對財源雄厚，經費寬裕的工會應建立財務會計制度，厲行經費公開，對於

財務處理應樽節開支，合理分配，務使工會經費能處理得當，將全部經費

之於為會員謀求福利，促進工會發展。

3.  配合實施勞保、全民健保業務，除需研訂「工會財務處理辦法」外，並加

強工會財務稽核與抽檢工作，以建立工會財務處理制度、防止發生弊端。

（五）工會任務方面：

工會的組織與活動，是以結合勞工，增進情感，團結合作，貢獻知能，服務互

助，造福會員為主旨，而以溝通勞資意見，進而促進社會和諧，達到建設國家

為依歸。為達此重要目的，從工會任務來探究，加強發揮工會功能所應努力的

方向為：

1.  工會應加強會務管理：亦即一切會務活動均為應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如清查會籍，建立會籍資料卡，按時召開各種會議，按時辦理理監事改

選工作，嚴格執行理、監事會的不同功能，關心會員福利，加強會員服

務，爭取會員信心及向心力……等，務使工會從正常的會務活動產生凝

聚的作用。

2.  工會應充實業務內容：亦即應該貫徹章程宗旨，積極推展業務，因推展業

務是工會組成的目標，也是工會存在的要件。工會應建立其為會員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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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制度，自動依照會員的共同利益與需求，從事各

種相關的業務活動，如會員福利、會員教育、工會幹

部教育、技能檢定、安全衛生教育、文康活動、互動

獎助、進修訓練等，確實達到保障勞工權益、落實勞

工福利的理想境地。

健全工會組織的條件與作法

（一）會員之支持與參與。

（二）選舉優秀工會幹部。

（三）建立專業化會務工作人員。

（四）開源節流，充裕工會經費。

（五）健全工會財務處理制度。

（六）加強會員與工會幹部教育訓鍊。

（七）按期召開各項法定會議。

（八）加強會籍清查，健全工會組織。

（九）遵守法令規章，推動發展會務。

（十）落實工會任務，積極推展業務。

（十一）充分反映會員意見，解決會員問題。

（十二）強化工會服務功能，促進工會發展。

工會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 瞭解會員需求，加強會員服務。

（二）積極謀取會員福利，保障會員權益。

（三） 推動工會組織自由化、會務自主化、運作

民主化。

（四）積極扮演勞資政溝通橋樑角色。

（五） 弘揚工會功能，推動「合夥」勞資合作和

諧關係。

（六） 加強工會間團結合作，壯大工會組織力量。

（七） 熱心參與公共政策活動，組織工會遊說團體。

工會的組織與活動，除了是以結

合勞工、服務互助、造福會員為

主旨之外，也應溝通勞資意見，

促進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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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強研究發展工作，協助推行政令。

（九）重視公共關係，充分開拓與善用社會資源。

（十） 配合非典型雇用，勞工 4 人以下企業強制加保、勞保國民年金開辦等問

題妥為因應，職業工會除勞健保業務外，應加強職訓，技能檢定，證照認

證、資訊化服務等，擴大服務功能。

（十一） 配合精省後及升格院轄市後，工會精簡及縣市工會合併問題。

（十二） 妥適因應產業轉型、廠商外移或赴大陸、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外勞、民營化、工運團體等挑戰與衝擊。

（十三）加強國際勞工事務交流與合作，強化國際工會之聯繫與參訪。

輔導工會組織應有的認識

自政府公布解除戒嚴迄今，工會運動日趨活絡。因為爭取勞工權益，再加上外

力介入之影響，致使工會與資方對立情勢愈演愈烈，已使社會大眾開始擔心，憂慮

勞工權利意識過分高漲，是否會嚴重妨礙企業的營運目標；勞工運動過度的膨脹，

是否會嚴重影響既有的勞資和諧關係，以及是否會影響投資意願。勞工運動採行的

抗爭方式及其作為，是否會造成社會的不安；而這些是否會直接影響經濟建設與國

家的進步。

對此種種解嚴後之工會運動情勢，更加重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對輔導工會組織之

職責。為期促進事業主及工會領導幹部對工會運作方向能有正確的認識，以健全工

會組織發揮應有之功能，藉以預防或減少勞資爭議事件之發生，今後對輔導工會組

織應有的認識如下：

一、健全勞工法制：

研修《工會法》及其施行細則與相關法規，雖屬中央立法權責，惟各級勞工行

政人員亦應時時體認，隨時反映法令於實際執行上的適切性，並妥擬具體意見，視

健全勞工法制為己任，並可循此達到對法令得以融會貫通，進而知所靈活運用之效

果，提升輔導工會組織之功能。

二、加強法令宣導：

協調有關單位多辦理事業主、工會或勞資聯合之研習座談與宣導活動，使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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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對勞工政策及有關法令能有共同而明確的認知，也在貫徹依法行政之際，可使

政、勞、資之行事皆有遵循。

三、注重平時輔導：

從平時輔導訪問或參與工會之實際運作中，接觸事業主或其代理人與工會領導

幹部，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可預為發覺問題，適時協調勞資雙方共同解決之，

強化勞資雙方平時之協調合作，促進工會運作之正常化，減少不必要或不應該擴大

惡化之勞資爭議。

四、積極輔導：

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及工會幹部研習、訓練、觀摩等活動，普遍提升勞工及工會

幹部素質，加速實際可行良好之工會運作經驗交流，從教育著手代替管理的輔導方

式，以健全工會組織發揮功能。

五、充實專業知能，提升行政效率：

勞工行政人員須充分發揮與有關單位之協調合作功能，從自我訓練著手，強化

個人的工作能力與行政效率，始有助於順利達成輔導工會組織之預習目標。

勞資關係，仍要努力尋求利益均衡點

現代化的結果，使工業化生產成為經濟的主力，也使勞工的地位徹底建立，勞

工問題自然會隨之而增加。近年來，勞工行政組織普遍擴大編制，新進勞工行政人

員尚未充分完成心理準備之際，即面臨勞工權利意識高漲，工會運動蓬勃發展，並

在外力介入下，勞工為組織工會、為爭取權益，不惜與政府或事業單位激烈抗爭，

使政府公權力與威信受到嚴重挑戰。事業單位因工會實施罷工或舉工而蒙受巨額的

損失，工會幹部或勞工遭受解僱困境等，均造成政治、經濟與社會動亂不安。

幸賴各級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通力合作，以及勞資雙方處理相互對立事件經驗之

累積，雖已使動亂的局面逐漸趨於緩和穩定，但在勞資關係尚未尋獲雙方利益均衡

點的重整過程中，整個國家社會未來的穩定與成長，勞、資、政三方面均應共同負

責，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之要求，勞、資、政每一環節仍應攜

手合作面對考驗，期達到健全工會組織，發揮工會功能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