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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團體協商－以春鬥為例 

                                       侯 岳宏 

 

 

一、 團體協商 

日本國憲法第 28條對於團體協商權保障之效果，除了勞動組合法第 1條第

2項所規定的刑事免責之外，其重要的意義在於工會具有要求雇主進行團體協商

的權利，而雇主負有進行團體協商之義務（團體協商應諾義務）1。將此項權利

具體化的規定為勞動組合法第 7條第 2款。該款規定雇主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與其僱用的勞工之代表進行團體協商，並且透過勞動委員會的救濟加以保障。 

日本課與雇主此項義務之理由，有學者指出乃因為工會力量較弱，對於雇主的拒

絕團體協商，很難以爭議行為對抗，因此國家為使團結權產生實際效果，才介入

並設定協商的環境2。此種對於團體協商權之保障，有學者將其定位為是對於工

會與雇主自由進行團體協商的方式(亦即放任型團體協商)的修正3。但是此義務

並非意味著雇主需要完全接受工會的要求或是完全讓步。雇主是否願意同意工會

的要求、要同意到何種地步、應該是雇主按照協商的結果自行進行判斷，即使協

商的結果無法達到一致，也不能據此就認為雇主違反團體應諾義務。 

此外，此義務並非僅止於團體協商之要求的回應，還包含著對於協商進行回

應之後應該要誠實地進行協商的義務，此即所謂的誠實協商義務。作此解釋，乃

因團體協商權的保障，在雇主用真摯的態度蒞臨，與工會進行實質的協商才具有

意義，如果單只是要求雇主到協商的場所，團體協商權之保障可說等同於無4。

此種誠實協商義務，在日本雖然法律沒有明確定義，但是一般而言透過誠信原則

的解釋，也與美國作相同的解釋5。 

二、 春鬥之發展 

由於日本工會之組成，主要以企業別工會為主，為克服企業別協商的弱點，

因此產生由全國中央組織或產業別連合組織所指導，對於薪資等勞動條件進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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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協商的方式
6
。此種方式，從 1956年開始，大部分的工會，在有關加薪的協商，

都集中在 3月至 4月的期間進行，因此也稱為春鬥。這些對於加薪之協商，主要

是於各企業間由各企業與企業別工會進行。進行時，工會這邊是由產業別連合組

織或全國中央組織，進行產業內以及產業全體的加薪目標設定與協商計畫設定；

雇主這邊主要是由產業內或產業間主要企業的合作團隊，對於企業別協商進行產

業橫向的調整與合作7。各產業內主要大企業的加薪行情，透過產業內的企業排

序，也會影響各企業在加薪協商的結果。透過此種方式，所形成春鬥的加薪行情，

也會影響中小企業，且經由人事院勸告也會對於公部門產生影響，另外也會在反

映在地域別最低工資的調整上8。 

春鬥在 1973年第 1次石油危機後，由於物價提高，1973年在主要企業取得

約 20%的加薪水準，1974年在主要企業也曾取得 33%的加薪，在此種經濟情況下，

學者也提及此種加薪方式成為調整國民經濟的一種手段9。但是在泡沫經濟後，

因為經濟環境的變化，工資加薪的幅度已不如從前那麼高，再加上春鬥有轉為各

企業自行協商的傾向，因此春鬥的意義也日漸薄弱。不過，春鬥在企業、產業、

國家等各種層級上，可提供勞資雙方對於企業經營、勞動情勢等進行共同議題的

討論，因此也一直存續10。春鬥至 2015年，剛好進入第 60年，也有調查研究將

春鬥分為 1975年石油危機時的高點時期、泡沫經濟後底薪逐步調整時期、2000

年以後政府勞方資方對話時期等三個階段，也詳細描繪出上述春鬥的變化11。 

三、 春鬥與團體協約成果 

根據厚生勞動省所公布「平成 23年(2011年)勞動協約等實態調查」，有與

雇主締結團體協約之工會，占工會總數的 91.4%。且企業雇用人數越高，締結團

體協約的比例越高。此外，從締結層級來看，由所加入之工會所締結者，占團體

協約總數的 71.4%，由上部團體所地結者，占 23.0%12。 

此外，現在春鬥的方式，從 1956年開始至今，已有半世紀以上的歷史。在

春鬥的時期以外，勞資間也會對於年末獎金、休假制度等種種課題進行團體協

商。這兩年受到「政府勞方資方三方會議」所提出實現「經濟好循環」的影響
13
，

2014年、2015年的春鬥，加薪的幅度有擴大。2014年平均談妥的額度是 6711

日圓，加薪幅度為 2.19%；2014年平均談妥的額度是 7367日圓，加薪幅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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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14
。雖然春鬥的模式，意義日漸薄弱，不過，近年來透過政府勞方資方三方

對談的方式，也成為另一種對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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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春鬥的結果及歷年狀況，請參見厚生勞動省下列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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