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會財務制度規範與實務－ 

如何透過工會會費管理，有效推展工會會務 

(以職業工會為對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洪明賢 

工會的經費來源悉依工會法之規定收繳，主要來自向會員收繳的會費，

然而每月數十元到百元不等的低廉會費，加上一般工會規模又不是太大，會

員數不多，扣除人事費用、辦公費用，基本上能用於業務上的所剩無幾，因

此普遍財務困窘，幾乎難以發揮工會應有的效能，根本談不上提升勞工會員

的地位、改善他們的生活。 

所幸 99年 6月 23 日工會法修正，工會入會費、經常會費從原來採上限

規定的收繳方式改採管制下限，並且增加舉辦事業之利益、委託收入、捐款

等經費來源項目。查其立法理由是「有關工會之入會費及經常會費之收繳數

額，修正前採上限規定，考量會費收費金額多寡除應由會員共同決定外，亦

須符合會務自主化及實際需求，為避免財源無以為繼造成會務難以推展。」

正說明了工會會務運作困難的直接因果。 

工會法修正有關會費、經費來源規定後，前述的困境當會有所改善吧？

事實上不然！由於工會過去單靠會費收入實在難以支撐運作，索性會務能省

即省，越做越少，或有工會只是為了勞工會員加保而存在。而勞工會員對於

工會的認識，除了辦理勞健保加保，剩下的大概就是自強活動或聯歡摸彩。

在選擇加入工會前，甚至會比較哪家月費便宜，從未親自登門工會辦事處者

也所在多有！在這種情形底下，工會沒有照顧到會員需求，或是說工會在沒

有被需求的前提下，多半工會不敢貿然修章調整會費。 

那麼上述工會財源不足、運作無力的情狀，在調整會費收繳、經費結構

或其他資源到位以前，如何突破會務運作僵局？換言之就是在既有資源底下，

不管是財力、人力或物力，工會如何經由組織活動，提供服務給會員，來滿

足會員需求。可以預見的，一味的節流很難不落入「沒經費做不了事，不做

事沒了經費」的無限迴圈，絕對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法與應有態度。 

本人長年參與工會運作與管理，熟稔各該階段工會的條件或所能掌握的



資源，以及階段性的工作內涵。在會費的管理與會務的推展，提供以下考慮

的策略： 

一、初期階段  

由於工會規模較小或是經濟力較弱，在會費的管理上，必須確實徵繳會

費。在有限的經費下量入為出，編列合理的預算，擬訂可行的工作計劃。並

且實行定期審查，按季分析預算執行情況，以確實各項支出按預算落實。 

此階段在不影響會務推展，做有限度的撙節是可為接受的，比如在專職

會務人員之外，為減省人事費用，可以考慮以適度的義務性人力來參與會務。

現階段的服務項目，考慮工會條件的限制，列為業務執行的，必須是能夠充

分發揮會員職業專長或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的事項。 

以新北市記帳士職業工會（原台北縣稅務會計記帳代理業職業工會）為

例，初期工會會務除專職會務人員之外，另外也輔以會員輪值駐會協助從事

會務。由於會員皆從事代客記帳報稅，因此工會在服務項目上結合會員專長，

組織志工隊參與國稅局、地方稅務局以及經發局商業科的志工服務，協助納

稅人稅務之諮詢或是商業登記櫃台諮詢。此外，藉由長期與稅局的合作，轉

請稅局派員協助講授各項稅務申報實務，提升會員專業技能。 

二、發展階段 

經過初期階段，透過重點推展的業務項目，工會逐漸強化了組織規劃、

整合執行以及人際脈絡等能力與經驗，同時繳出了若干的績效，吸引了新的

會員加入。為了延續既有的服務項目並且考慮會務發展，會費的收繳金額上，

可以考慮進行調整，藉以穩定財務的支持，提升運作的效能。 

為了進一步開展會務，必要增加專職會務人員以利分工，進而開創適當

的服務項目。以新北市記帳士職業工會（原台北縣稅務會計記帳代理業職業

工會）為例，在會員認同調整會費後，在財務獲得支持，更有助於工會精進

各項活動的辦理。除了持續提升會員專業技能的服務項目外，也成立專責工

作小姐，搜集、彙整及研討各項財稅議題，供財稅單位參考；並爭取簡便各

項稅政措施，維護會員工作權益，提升工會形象。此外，為了舒緩會員工作

壓力，工會也陸續籌組讀書會、分區聯誼，開辦心靈課程，更加用心貼近會

員的需求。 



三、穩定階段 

經由前階段的努力，此時工會的組織運作以及各項條件上相對成熟，逐

漸取得會員對工會的向心力以及社會對工會形象的肯定。為建構工會永續經

營的願景以及創造工會更加多元的服務價值，無法單憑會費收繳來長期支應，

必定要引進資源及人力的挹注，增加臨時性經費的籌措，降低對固定的會費

收繳的依賴。 

以新北市記帳士職業工會（原台北縣稅務會計記帳代理業職業工會）為

例，工會所開辦的課程，由於貼近會員需求，逐漸建立口碑，陸續導引商業

經營策略，建立使用者付費觀念，所開辦的專業實務付費課程，仍獲得會員

普遍的支持。此外，也有部份的課程是搭配委託業務回饋給會員的課程。 

在這階段，工會的運作日趨穩定，原本開辦課程的業務費撙節了，甚至

有所收益。工會行有餘力，也開號召會員投身社會關懷，從事公益活動。從

會員服務為對象拓及到社會，逐漸履行對社會的責任。此時工會是活躍的，

也是更加被需要的，同時是更有價值的存在著！不論環境怎麼變，一定都有

可以發揮的空間。 

結語： 

工會究竟不是營利事業，多年從事工會運作與管理，深知工會初期有限

的會費要兼及有效推展會務實屬非易，即使工會日後取得穩定的發展，也仍

要秉持如同經營一個品牌般，不斷與時俱進，猶恐失之。工會始終是以服務

勞工會員為優先，為服務勞工會員而存在。然而唯有被勞工會員需求，也被

社會大眾需要，工會的價值才會亦發彰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