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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22 次會議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壹、時間：111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地點：本部 6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許部長銘春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 

第一案：報告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21次會議決定案執行情形。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無。 

第二案：報告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躉售物價指數(WPI)年增

率以及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之關聯性分析。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辛委員炳隆 

1. 若從照顧勞動者生活的角度考量，基本工資的調整應反映CPI年增率，

惟CPI的上升若是因為成本推動，對企業而言，一方面生產成本提高，

基本工資調升會較有壓力。至於成本推動的CPI年增率占比，後續可

再進一步分析。 

2. 民眾感受到物價上漲的壓力，主要來自外食費用及房租，請問租金

是否編列在 CPI 的項目?又，是否也編列在 WPI?編列方式為何?另外，

CPI的數值與民眾的認知有落差，是否因CPI是以銷售值的比重進行

編列，若以一般家庭消費產品支出的比例進行編列，較能貼近民眾

對物價的感受。 

邱委員一徹 

生產者物價指數反映廠商的製造成本，製造成本增加理論上應會反

映在消費者購買的價格，但統計資料顯示銷售價格卻未等比成長，

可能原因有三；廠商自行吸收、市場買氣不佳或是人為的干預等因

素，使得製造成本提升卻無法充分反映在商品價格上，建議未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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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基本工資，除了關注 CPI 上漲對勞工增加的負擔，亦應比較 PPI

的增加幅度，一併考量企業無法轉嫁，必須自行吸收之營運成本。

另，會議資料第 22 頁附表十五的「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製造業

111 年 5 月份雖仍有 53.5%，但呈現下降趨勢；非製造業則下降到

50%以下，這都是下半年經濟趨緩之徵兆。 

許委員英義 

生產者物價指數除未包含租金，人事成本亦沒有在計算範圍內，希

望可以瞭解基本工資調漲直接影響生產成本變動的幅度。 

張委員家銘 

CPI 雖是總體平均的概念，對於弱勢勞工而言，因為食物及油料費占

支出比例高，物價上漲的感受會更深。至於製造成本如何反映到價

格，有許多的綜合考量因素，例如近期電價的調漲，依據國發會的

報告，真正反映到CPI年增率的比率並不高。就勞方而言，較關注在

CPI 及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價格等與弱勢勞工購買力相關的指標。 

何委員語 

本報告忠實反映產業的現況，近期各項原物料價格雖上漲，但受到

政府穩定物價措施的影響，中間或最終產品的價格無法反映成本。

世界各國均致力於物價的調控，我國也透過相關的措施穩定物價，

例如電價、油價的調控，讓 CPI 維持在合理範圍內，但進口原物料

價格上漲，業者經營困難之下勢必反映到商品價格，預期未來物價

將會持續攀升。 

黃委員偉基  

1. 我國依賴外貿的程度相當高，生產的原物料或產品會外銷到國外，

因此，部分 PPI 的指數不會反映在 CPI。111 年 1至 4月 PPI 年增率

平均 11.9%，建議未來調整基本工資時，應更加關注 PPI 的變化。

另依據國際勞動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基本工資占製造業平均薪資

44%，較部分國家為高，未來調整基本工資時，應併同考量。 

2. 移工對於傳統產業而言是關鍵性勞動力，疫情爆發以來移工停止入

國，傳統產業的勞動力嚴重不足，建議勞動部應關注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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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委員健興(戴國榮秘書長代) 

CPI 是近年討論基本工資的重要參考依據，也是勞資政三方間的共

識，不能因為 CPI 無法有效反映成本而不參採。基本工資的調整有

許多參考的指標，各方可以再深入討論，距離基本工資調整仍有一

段時間，希望在政府持續透過政策有效調控物價的前提下，大家可

以持平看待 CPI 作為基本工資調整的基礎。 

林委員恩豪 

有關我國基本工資占製造業平均薪資比率為高一節，個人認為是因

為國內雇主偏好以較低的工資僱用勞工，導致平均薪資偏低，並非

基本工資偏高。 

梅秘書家瑗 

WPI與 PPI所涵蓋者幾乎均為商品價格，租金、人事成本及大多數的

服務成本等均未包含在內，故租金非WPI或 PPI的編列範圍。另CPI

是消費者面對的價格，故當中的租金僅涵蓋住宅租金，未包含商辦

與店面的租金。 

行政院主計總處 

1. 本總處 112 年將停編 WPI，並於 112 年至 113 年編佈「PPI 與進口物

價指數的加權物價指數」以利各界參考運用。另有關 PPI 因未涵蓋

進口品致無法反映企業生產成本，本總處建議可參考「內銷品物價

指數」，其內涵是國產內銷加進口品的物價指數，概念上與廠商生

產成本相近，亦可作為參考。 

2. CPI 的內涵是家庭購買所有消費性商品與服務的價格變化，項目權數

是採GDP的民間消費支出為框架，輔以家庭收支調查資料，進行攤配，

並每年更新權數。房租是 CPI 中權數最大的查價項目(權數逾 15%)；

除包括實際租賃外，尚有自用住宅，是以設算租金的方式反映。 

3. CPI 的概念與生活成本指數不同，CPI 是衡量 2 個時間點購買一個固

定籃子的消費性商品與服務的支出金額變動；生活成本指數則是衡

量 2個時間點為維持一給定生活水準的最小支出金額變動。 

4. 生產端指數(WPI、PPI)的年增率高於 CPI 年增率的原因，除了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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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廠商層層吸收成本外，今(111)年 1-5 月平均 CPI 年增率為

3.54%，之所以能較其他國家溫和，主因是我國政府採取穩定物價措

施，包括民生用電及燃氣凍漲、油價緩漲機制等。故國際能源價格

高漲並未完全轉嫁到 CPI 漲幅。 

5. 另外，CPI 是總體平均的概念，本總處除發布基本分類與項目外，

也有公布特殊分類，如購買頻度別，以1-5月平均「每月至少購買1

次」者(表高購買頻率，如蔬菜、水果、油料費)漲 6.44%，其漲幅

便高於總體平均。 

第三案：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提請 公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張委員家銘 

我國目前面臨輸入性通膨的壓力，且因疫情、國際情勢等因素引發

物價指數上升，上半年國內外對 CPI 表現並不樂觀。但目前世界各

國進入後疫情時代，下半年通膨壓力應會逐漸緩解。 

劉委員守仁 

本會針對國內服務業營運狀況進行調查，約有 500 餘家企業回復，

今(111)年 4、5 月營業額相較同年 1 至 3 月平均衰退 42.49%，其中

觀光產業受創最嚴重；企業因應疫情調整營運措施部分，縮短服務

時間占 27.36%、協商減班休息占 19.08%、停業或歇業占 7.59%以及

計畫裁員占 6.21%。服務業在本次疫情受創嚴重，雖因近期國內疫

情逐漸好轉，然國際疫情發展尚未明朗，我國邊境管制仍有員額限

制之下，下半年對於內需產業的振興仍不樂觀，今年第 3 季進行基

本工資審議時，仍須審慎考量整體經濟情勢。 

何委員語 

1. 今(111)年 1-5 月出口總值表現不錯，惟下半年受到全球通膨、物價

上漲之影響，消費者購買力下降，下半年外銷訂單將呈現趨緩。另

外，利率調升、油電價格上漲，都會增加產業經營成本，預期會再

拉動 CPI 上漲。 

2. 另有關移工薪資水準，建議應以其是否具有專業技術、證照作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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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非均以基本工資作為起薪。經濟部所辦理之「產業人才能力

鑑定(IPAS)」，通過鑑定者優先加薪，業界對此也有共識，就是從

勞工專業技術層面考量，移工也應該如此。 

吳委員永強 

餐飲業受到疫情的影響嚴重，中小型餐廳的營業額降幅約 30-40%、

中大型約下降 40-60%、超大型(如宴會館)下降約 70%，且近期各項

原物料價格上漲，國內雖有物價調控機制，惟進口原物料價格高漲，

餐飲業考量政府的防疫措施、營業額不佳等因素，不敢貿然漲價。

本波疫情並未如去(110)年實施三級警戒，預期未來將不會出現報復

性消費，且確診人數大幅上升之下，民眾減少餐廳內用，營業額嚴

重下滑，故本次電價調漲才會排除餐飲業。另，餐飲業基層技術工

缺工嚴重，建議開放進用移工。 

鄭委員富雄 

1.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預測之111年經濟成長率為3.91%，較前次

預測值 4.42%下降，依據過往半導體及電子產業的經驗，個人認為

下半年預估經濟成長樂觀。惟觀光旅遊業受疫情影響嚴重，基本工

資審議時應通盤考量。 

2. 建議基本工資的調整可改以「年薪」來衡量企業增加的支出或勞工

增加的薪資收入。另有關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時間，建議俟疫情穩

定後再召開。 

陳委員清港(陳麗華秘書長代) 

物價上漲將影響低薪勞工，基本工資的調漲對其應有助益，惟勞雇

雙方應先共同度過疫情的難關，暫緩調漲基本工資。另，製造業的

本國勞工薪資多高於基本工資，調整基本工資僅增加移工的收入，

在全球經濟趨勢並不樂觀的情況下，勞動部應正視本國勞工與移工

基本工資脫鉤問題。另外，基本工資一體適用於不同產業，建議應

考量企業規模或營業額，針對移工或僱用較多部分工時勞工的服務

業，給予不同權重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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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委員健興(戴國榮秘書長代) 

1. 基本工資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勞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水準，也是憲

法保障人民生存權及工作權的意旨，與勞工所擁有的技能應無關聯。

基本工資的調整不僅只影響移工，111 年調整基本工資預估有

194.28 萬名勞工受惠，亦即有將近 150 萬本國經濟弱勢的邊際勞工

也受惠，基本工資如脫鉤處理，除有歧視外國人的疑慮，基於保障

國際勞動人權的立場，亦非妥適。 

2. 今(111)年審議基本工資時，倘內需產業仍無法恢復，建議在財務狀

況允許的前提下，延續去年基本工資的補貼方案，或採取稅賦減免

等配套措施。此外，希望最低工資法草案能儘速完成立法，對未來

最低工資的審議與推動有所助益。 

許委員英義 

1. 基本工資的調整，應考量受疫情影響嚴重的餐飲、運輸等行業，基

本工資補貼方案以及稅賦減免，是雇主願意繼續僱用勞工的關鍵，

建議繼續辦理。另想瞭解經濟部辦理 111 年基本工資補貼方案的辦

理情形。 

2. 有關本國勞工與移工基本工資脫鉤議題，建議基本工資的調整應採

多元策略，例如：針對不同產業訂不同的合理勞動條件，或針對不

同職業類別、區域訂定不同的基本工資，使勞工有更好的待遇。 

辛委員炳隆 

1. 基本工資與市場工資的概念不同，基本工資是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所

需而訂定，是規範市場工資的下限，不會因為勞工的職業別或行業

別而有所不同。剛剛有委員提到經濟部辦理的 IPAS，通過鑑定者優

先加薪，是業界與產學團體所建立的默契，並非政府強制。倘基本

工資針對不同技術層級再律定不同標準，可能過分干預市場機制。

至於地區別基本工資，過往曾經有過倡議，惟不受社會大眾所接受，

故停止推動。 

2. 有關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的時程，建議考量各項經濟數據的發

布，對整體經濟情勢如越能充分掌握，對基本工資的審議更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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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佩利 

1. 經濟部辦理之「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事業基本工資補貼

方案」已於 111 年 4 月 15 日截止受理，受理件數共 18,780 案，目

前撥付金額共計新臺幣(以下同)2.89 億元。 

2. 另有關「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餐飲業者行銷補助方

案」，針對餐飲業者提供優惠或促銷方案進行補貼，開立統一發票

業者，最高補助 10 萬元；免開立統一發票業者，最高補助 2 萬元，

申請期限至 6月 30 日。 

3. 當前經濟情勢仍有不確定性，近期調漲電價對各產業的影響，以及

近期韓國三星集團取消訂單事件，與 ICT 產業產生市場景氣之關聯

性，應持續關注相關經濟數據，以利基本工資審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4時 19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