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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勞工季刊｜ No.7160

性別職場平權之路 仍在往前

公部門大力推動「性別工作平等」，但

楊書瑋表示，這仍還有一段路要走，例如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現在男性與女性仍尚

未達到「同工同酬」，依主計總處 2021年

薪資統計初步結果，我國男性平均時薪為

361元、女性則為 304元，兩性薪資差距

為 15.8%，也就是說，女性要比男性多工

作 58天，才能取得與男性相同的年薪，

而且從民意代表、各公司管理階層中的男

女比例來看，女性僅占 30.5%，也是遠低

於男性的部分。

「再加上性騷擾、性別歧視等事件，目

前職場上對性別還是有不太友善的狀況。」

楊書瑋無奈表示，之前曾遇過一名女性勞

工，因為即將準備生育，卻不清楚法律上

有育嬰留職停薪的津貼與工作保障，雇主

利用她不諳法令這點，讓她未經察覺便簽

下「自願離職證明」、將這名女性勞工解僱。

他說，在勞陣接到這樣的勞工諮詢時，也

只能請她儘速向地方勞工局處來提出調解

與申訴，期盼她能爭取到該有的權益。 ▲ 招待大專院校學生參訪勞工陣線協會，向
學生介紹勞工運動的發展歷程

擔心秋後算帳 勞工常選擇吞下不公

「勞動事件法」上路近 2年，外界雖多

鼓勵勞工依此制度，在訴訟前先與雇主進行

調解、以加快後續訴訟程序，但談到要申

訴雇主、甚至對雇主提告，不少勞工即便

手上已經握有滿滿的證據，仍會心生畏懼。

楊書瑋坦言，若是尚在職的勞工遇到雇主違

反勞動法令，而選擇與雇主調解、或檢舉雇

主，他們會擔心被雇主知道是誰申請調解、

檢舉後可能遭到雇主秋後算帳等，因此常

會吞下職場遇見的不公平；若是已離職的

勞工，楊書瑋表示，他們同樣也會擔心雇

主藉機向他們的下一個東家說壞話。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以下簡稱勞陣）副秘書
長楊書瑋擁有超過 10年參與勞工團體的資歷，
面對各式各樣的勞動條件提升、落實性別平權、
勞動權益倡議問題，他認為，首先要積極推動
「勞動教育法」立法，從小扎根各種勞動觀念，
讓勞工有爭取自己權益的勇氣。

楊書瑋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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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些勞工的猶豫與畏懼，在協助
的過程都會針對求助個案進行分析，引導
勞工本人去思考，針對現階段的工作任職
意願、是否要接受被迫解僱、或是否只要
取得非自願離職證明等等，並為勞工分析
各種可以解決的方式，「但很大的部分還是
要尊重當事人的決定」楊書瑋說。

盼推動立法與教育 普及勞動觀念

在相關法規方面，楊書瑋表示，朝野
黨團、勞工團體們都希望可以將「勞動教
育法」立法，透過教育扎實累積勞權觀念。
由於目前台灣工會普及率仍不高，再加上
學校的義務教育中並沒有特別針對勞動觀
念的強化，才希望能透過立法的方式，將
勞動觀念列為必知的基本教育，未來當這
些學生們出社會成為勞工之後，很清楚地
知道，遇到勞資爭議、甚至是職場性騷擾
的時候，有什麼管道可以提供救濟。

他指出，很多人都會在網路上發問「老
闆叫我明天不要來了，我該怎麼辦？」，其
實「勞動基準法」都有詳細相關規定，但很
多情況是，勞工不知道雇主這行為已經違
法、或他們不清楚救濟管道為何，也不知道
有「勞工局」可以詢問。因此，在逐步實踐
工作與生活平衡、性別工作平等的過程中，
基本教育會變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找回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期盼勞工
實現自我價值

青壯年勞工常常在工作、家庭、自
我追尋的三角關係間感到迷惘，對他們而

言，「工作與生活平衡」像是一個難以達成

的夢想。這是目前正在倡導的觀念，工作

儘量在上班時間就處理完畢，避免將工作

帶回到家中，確實做到工作與生活的區隔。

當然也有不少人是因為追求工作表現、增

加更多的壓力，但歸根結柢，與勞動教育

的普及脫不了關係，「有些勞工因為太過

擔心失去這份工作、反而失去自我，那就

是要協助勞工去釐清個人價值的部分」，

楊書瑋期盼，未來可以透過勞動教育觀念

扎根、普及，讓更多人在步入職場後，能

穩定追求與實現自我價值。

 結語

企業要走向永續，不能只著眼於內部

的勞動條件，外部大環境的變化也會影響企

業結構。台灣正面臨少子女化的挑戰及超高

齡化社會的趨勢，企業為招攬優秀人才，也

必須審慎重新思考如何因應以維持經營，並

在政府政策的推動及支持下，有效規劃與管

理人才資本，共同為健康、活力、友善的職

場環境來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