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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第 38次會議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壹、時間：112年 9月 8日（星期五）10時 

貳、地點：本部 1001會議室 

參、主席：許主任委員銘春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報告事項： 

案由：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報請公鑒。 

主席： 

本案洽悉。 

陸、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現行基本工資是否調整一案，提請討論。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余委員玉枝 

一、 經濟部近日發布 112 年 7 月工業生產指數，該項指數及其中的製

造業生產指數，雙雙創下連續第 14個月負成長。 

二、 受全球經濟衰退衝擊，疫後半導體產業處於顯著下行週期，高科

技產品的出口下滑且投資需求放緩，國際信評機構預估今年我國

經濟成長率僅 1%。科技業景氣回溫為明年經濟復甦的關鍵。但據

目前資料，今(112)年第 4 季到明(113)年第 1 季的經濟，仍然不

被看好。 

三、 受到升息、國際原料短缺、運輸費用提高及勞動力短缺等影響，

造成廠商營運成本大幅增加，導致利潤減少，中小企業苦不堪

言。全國中小企業占全體企業之 98%，經濟與出口成長為少數產

業所帶動，國內中小企業經營依然艱困，請併作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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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委員健興 

一、 今年 8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 2.52%，1 至 8 月民生物資

價格的漲幅更高，雞蛋及沙拉油漲幅超過 9%以上，看護費用也調

漲了，這些都對邊際勞工及低薪家庭的影響很大，基本工資沒有

不調的理由。 

二、 有人認為物價會因基本工資的調整而連動上漲，事實上並非如

此。調升基本工資，可以帶動內需消費，讓國內整體經濟更加活

絡，進而降低失業率。政府也會適時推動振興國內經濟的措施。 

三、 我國受僱人員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的占比，從 82年的 50.56%，

到 110 年降為 43.03%，台灣經濟持續成長，但勞工分到果實卻愈

來愈少。 

四、 過去基本工資曾有長達 10年未調漲的情形，但我國經濟仍然還是

有成長。如果今年不調升基本工資，對邊際勞工而言並不公平。 

劉委員守仁 

一、 反映國內景氣及通膨對物價的影響，為照顧邊際勞工而作適度調

整基本工資，我們可以接受。 

二、 服務業現階段景氣熱絡，但倘製造業長期景氣不好，民眾的消費

支出將轉向保守，最終仍會影響服務業。再以觀光產業來說，相

較疫情前到現在，來客數大幅減少，周邊行業也連帶受到影響。

而餐飲及旅館業因為缺工問題，尚無法回復到疫情前原有的營收

水準。 

三、 此外，行政院主計總處 8 月下修今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國際

信評機構也是相對保守看待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的經濟復甦。

由於經濟仍存在不確定性因素，所以建議基本工資採微幅調漲。 

陳委員美靜(張鈺民秘書長 代) 

一、 勞資雙方對於基本工資微幅上漲，是有共識的。但調幅如何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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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雙方期待，必須透過本次會議討論。 

二、 基本工資的目的，除了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重點是在保障領取

基本工資的邊際勞工。近來，核心物價或民生必需品的價格漲幅

很大，縱使只是短期的波動，但對於薪資大多用於購買民生必需

品的邊際勞工來說，會對其經濟生活造成相當的影響，而調升基

本工資，可以保障他們維持基本生活。 

三、 至於物價是否會因為基本工資調漲而上漲，多數是因為市場機制

的運作結果，不應是本委員會討論的重點。 

四、 在製造業當中，領取基本工資的人數相對較少，反而是在服務

業，在斜槓世代，領取基本工資的勞工人數，服務業相較於製造

業是比較多的。透過調升基本工資，可照顧這些多數的勞工，希

望資方釋出最大善意，在可接受的範圍內，盡力提高調幅，共同

創造對經濟面的正向循環。 

鄭委員富雄 

一、 本會會員廠商包括傳統產業，調整基本工資對其也有影響。企業

面對經營成本的增加，幾乎都是自行吸收，而非轉嫁給消費者。 

二、 GDP 經濟成長率，是調漲基本工資重要的參考數據，國際信評機

構對我國 GDP的預測值並不樂觀，本人也持保守看法。 

三、 對邊際勞工的保障，也應考量企業承受能力，尤其是中小企業。

雖然物價上漲，但目前經濟狀況不好，建議基本工資調幅應在合

理範圍。 

林委員恩豪 

一、 首先感謝所有資方委員，近年來勞資互動良好，都能和諧的達成

調升基本工資，希望今年也能繼續朝調升的方向前進，方才資方

委員大多認同基本工資需要調整。 

二、 大家都認同應該照顧邊際勞工，今年民生物價的漲幅很大，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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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的實質購買力所受影響相較於一般勞工大，所以希望能反映

在基本工資的調幅上，給予邊際勞工及低薪家庭支持。 

邱委員一徹 

一、 最近物價漲幅大是事實，惟可能僅為短期現象。照顧邊際勞工，

大家都有共識，但從歷年數據來看，不論基本工資調幅高低，永

遠都趕不上物價，反而推升物價上漲，不但降低照顧邊際勞工的

效果，另外，各行各業從業人員也會連帶受到物價上漲影響，物

價上漲的影響是全面性必須一併考量。  

二、 從現在的經濟數據看來，狀況並不理想，本會會員對未來景氣復

甦的看法趨近保守甚至悲觀。 

三、 另外，調升基本工資，對失業率或許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我們發

現從事正職工作者有減少的趨勢，年青世代只願從事非典型工

作，長期將加劇產業的缺工問題，且當前社會也面臨少子化，未

來的產業經濟發展堪慮。 

四、 本會會員絕大多數都以高於基本工資的金額僱用勞工。只是必須

考慮調升基本工資對其他眾多之小、微型企業的影響，可能導致

無法繼續營運或產業外移。 

許委員英義 

一、 我認為，物價上漲與基本工資調整的因果關係，很難在此下定

論。以勞動市場為例，有人認為調整基本工資將提高失業率，因

為雇主的人事成本增加，導致人力需求下降。但也有人認為可以

創造就業，因為可提高大眾投入勞動市場的意願。所以我們應該

回歸本委員會目的，也就是保護邊際勞工的面向。 

二、 今年 1 至 8 月的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年增率已達 5.51%，為保障邊

際勞工的實質購買力，希望能將民生物價的漲幅反映在基本工資

上，比較合理。受僱人員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逐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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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代表企業因為自動化生產技術的運用，減少對人力的僱用，

調升基本工資對企業的影響，應該沒過往來的嚴重。 

陳委員佩利(周崇斌主任秘書 代) 

一、 後疫情時代，民眾消費習慣改變，另一方面，紡織業庫存太高，

造成製造業的表現不是很理想。但以資訊與通信科技(ICT)來說，

因為高效能運算及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的帶動，在今年下半年到

明年，預期會有一波成長。 

二、 受創的中、小型企業恢復較慢，經濟部透過疫後特別預算及公務

預算，協助其加速低碳化及智慧化升級轉型。我們也看到石化業

及鋼鐵業，包括中鋼幫員工調薪、台塑四寶營收回溫、紡織業因

奧運的消費需求可望帶動業績成長。經濟部將持續觀察整體景氣

變化，運用更多的資源，適時提供輔導及補助等協助，帶動產業

發展，例如因應廠商受訂單減少影響而資金周轉困難，提供貸款

補助等。 

三、 薪資費用是企業經營成本的必要支出，在討論基本工資調整時，

應一併考量整體產業的營運健全，廠商才能給勞工更好的照顧。

因此，適度調漲基本工資，應該較為合理。 

凌委員韻生 

受到全球性的升息與通膨、烏俄戰爭及中國大陸復甦不如預期等

因素衝擊，中小型及微型企業仍然相當艱困。尤其面臨缺工問

題，本國勞工投入傳統產業的意願不高，導致產業進用移工的需

求增加。調漲基本工資可以照顧邊際勞工的生活，但連帶增加中

小企業的營運成本。我國出口表現，外銷訂單連續 11 個月負成

長，包括傳統產業及高科技產業。由於出口是維持我國經濟成長

的最重要關鍵，今年第 4 季及明年第 1 季的景氣復甦是否能如預

期，仍存在不確定因素，對於基本工資調幅必須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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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稜茹(温國銘理事長 代) 

一、 倘企業鮮少以基本工資僱用勞工，調整基本工資應該對其影響不

大。工廠實施減班休息，是因為景氣因素，庫存量過多，人事成

本並非主要因素。而景氣不佳，是受國際情勢影響。 

二、 移工來台工作的薪資，已超過其在母國工作薪水的數倍，建議應

該多幫本國勞工爭取權益。外食價格一旦上漲後，再調降的可能

性極低，民生物價的漲幅，應反映在基本工資調幅上，以呼應蔡

總統說的基本工資 3 萬元理想，如擔心資方承受能力，可分階段

調整至少 6.8%。至於時薪工作者，應該加以照顧，建議基本工資

時薪調整至 200元以上。 

邱委員一徹 

一、 凡是牽涉到與外國簽署經貿協定，無論是台美 ETA 或 CPTPP 都有

勞工條款，其中很重要的訴求就是不能有歧視待遇，因此，移工

薪資與本勞脫鉤的議題，應該毋須再討論。 

二、 倘基本工資調整至 3 萬元，將影響邊際勞工的就業機會。當基本

工資與初任人員薪資相同時，中高齡勞工之工作機會一定會受到

排擠；另外，薪資水平相近勞動力會朝大型企業移動，小、微型

企業的缺工問題會更加嚴重。 

鄭委員富雄 

一、 基本工資調升至 3 萬，可能帶來嚴重影響。以韓國為例，2018 年

基本工資調漲 16%，造成失業率攀升等反效果。 

二、 移工薪資不可能與本勞脫鉤，這點無庸置疑，毋須再討論。 

張委員家銘 

一、 勞資本各有立場，資方著重經濟成長，但勞方重視通膨問題對邊

際勞工的影響。我們應該回歸基本工資的核心價值，就是保障邊

際勞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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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凡是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事業單位的勞工，都受到基本工資的

保障，不分國籍，一體適用。 

三、 如經濟部代表所言，部分產業似乎有看到景氣復甦的曙光。但勞

工面對通膨壓力，如黑洞一般看不到盡頭。今年以來，重要民生

物價的漲幅很大，影響領取基本工資的基層勞工。如果大家對於

基本工資調升有共識，可以進一步來討論調幅。 

蔡委員明芳 

一、 本人認為通膨是長期性的問題，因為是由氣候變遷等諸多不可逆

的因素所致。今年重要民生物價，除 1 月稍降外，其餘月份都在

一般物價之上。雖然今年 1至 8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

僅 2.29%，但與民眾的感受上仍有落差。對於最低所得家庭而

言，食物類等民生物資的消費支出占大宗，物價上漲對其影響程

度較大。既然過去審議經驗，物價漲幅是決定調整基本工資的共

識，而今年 1 至 8 月的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為 5.51%，

與一般 CPI 之間的落差極大，本次可考量就一般 CPI 之 2.29%及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之 5.51%，兩者取中間值，來反映在基本

工資的調幅上。 

二、 至於經濟成長果實的分享，各研究機構對於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

雖有不同，但今年普遍都是下調，如果考量企業的承受能力，可

取 1/4或 1/5分享給勞工，提供勞資雙方參考。 

吳委員慎宜 

贊同蔡委員所提將民生物價的漲幅，適度反映在基本工資調幅的

意見。至於，基本工資調整後之影響，不全然是本委員會決定調

幅的關鍵點，重點在於基本工資調整後，勞工基本生活可獲得之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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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委員津津 

一、 物價上漲對勞資雙方均有影響，但對領基本工資的勞工來說，痛

苦指數最高，基本工資如未調漲，其生活將陷入困頓。贊同蔡委

員所提將民生物價的漲幅，適度反應在基本工資調幅的意見。 

二、 目前各業面臨缺工問題，以餐飲業為例，領取基本工資的勞工較

多，倘基本工資未作合理調漲，其缺工情形更加嚴重，形成惡性

循環。 

三、 今年景氣受全球經濟衰退影響較大，雖然未來仍有不確定因素存

在，但政府也有具體措施協助企業。站在保障基層勞工的基本生

活，勞資相互理性討論，共同尋求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林委員至美 

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對於調整基本工資，考量下列幾項因素，包括物

價上漲如何維持勞工實質購買力、讓勞工可以分享勞動力付出所

獲得的經濟成長果實，以及政府調薪帶動的效果等。 

二、 我們以三種情境，試算基本工資的合理調幅與影響，第一，考量

勞工購買力可以維持，並分享勞動力生產的成果，評估調幅約

3%。第二，軍公教調薪 4%，倘希望民間企業能夠共同為勞工加

薪，基本工資也調漲 4%。第三，則是再納入考量低所得家庭的負

擔，估算調幅約 5%。 

三、 基本工資若調升 3%，整體企業的勞動成本增加 216 億，以服務業

的成本增加最多，約占 2/3，其中批發零售業增加 56 億、住宿餐

飲業增加 21億；對物價年增率的影響，預估約增加 0.103個百分

點。若調升 4%，整體企業的勞動成本增加 290 億，其中製造業增

加 84 億，服務業增加 180 億，其中批發零售業增加 75 億、住宿

餐飲業增加 29億；對物價年增率的影響，預估約增加 0.139個百

分點。若調升 5%，整體企業的勞動成本增加 365 億，製造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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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億，服務業增加 227 億，其中批發零售業增加 95 億，住宿餐

飲業增加 37億；對物價年增率的影響，預估約增加 0.175個百分

點。 

辛委員炳隆 

一、 過往審議，已建立決定基本工資調幅計算模式的默契。但面對特

殊情況時，可以斟酌調整。方才蔡委員提到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與一般 CPI年增率之間的落差，確實需要納入考量。110年兩

者差距不到 0.5 個百分點，而今年 1 到 8 月，兩者差距超過 3 個

百分點，代表一般 CPI 可能無法反映一般民眾所感受到的生活成

本，至於兩項數值的加權比例，可採各取一半，或是一般 CPI 占

2/3、17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占 1/3，因為部分重要民生物資價格

已內含在一般 CPI中。 

二、 至於經濟成長的分享，今年服務業表現暢旺，製造業雖然受到出

口衰退影響，但產值仍比服務業好，經濟不好也可能僅為短期

性，本人建議採 1/2作分享。 

游委員永全 

一、 我們同意基本工資的核心價值，是要照顧邊際勞工，維持其受物

價上漲影響的實質購買力。但我們多數是中小企業，且微、小型

企業居多，承受能力較為薄弱，請併同考量。呼籲政府可採補助

或補貼方式，幫助邊際勞工，而非一味提高基本工資。 

二、 感謝經濟部協助企業推動產業轉型、低碳化及智能化，但多數中

小企業未具備經營排碳的實力，仍有許多隱含成本的因素未納入

考量，經營上仍面臨問題。 

花委員錦忠 

一、 前幾年疫情，餐飲業蕭條，在後疫情時代，餐飲業熱絡，人力需

求較高，市場薪資水準已高於基本工資。因此，基本工資月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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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作調整。 

二、 青年打工族及弱勢的邊際勞工，需要多照顧，建議應調高時薪。 

何委員語 

一、 今年經濟成長衰退，但因為重要民生物價年增率超過 2%以上，本

次會議以重要民生物價來討論基本工資，可以理解，所以本人沒

有反對調漲。基本工資的調幅必須合理，倘調幅過高，今年第 4

季或明年將有許多企業營運不善而倒閉；調幅過低，也不利於勞

工。至於領基本工資的邊際家庭，應由政府提供相關救濟予以照

顧。 

二、 全球景氣不佳，廠商的存貨周轉率下降。工業及製造業的用電量

下降，表示工廠的生產量減少，製造業生產指數連續 14個月負成

長，以及我國出口連 12黑，就是最好的證明。國際原物料價格上

揚，企業的法定勞動成本，如勞、健及災保等費用相繼提高，加

重企業成本負擔。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已連續 4個

月緊縮，顯示未來製造業景氣復甦趨向保守。經濟成長率預測值

有高估的現象。服務業部分，雖然來台觀光人數增加，但企業面

臨缺工問題，營收仍受到影響。 

三、 另一方面，政府雖有提供輔導或紓困貸款等措施，但也不易申

請。而企業如週轉不靈向銀行貸款，中小企業的貸款利息高於大

型企業，中小企業在營運上更加艱困。 

四、 建議也可討論是否採取將月薪的調幅與時薪脫鉤的作法，原因在

於領月薪者可自由運用收入分配生活支出，但時薪者的收入不固

定、福利較差。 

五、 少子化與高齡化現象，勞動力愈來愈短缺，導致就業率下降，也

連帶影響國家經濟發展，這是必然現象。 

六、 關於淨零碳排的議題，需要投入龐大資金，中小企業無法負擔，



11 

 

低碳化實施後，對中小企業衝擊很大。 

鄭委員富雄 

許多委員提到將整體 CPI及 17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年增率，適度

的納入調幅考量，大家可以從是否將 17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年增

率納入，以及納入的比重等方向，進行討論。 

劉委員守仁 

一、 雇主給薪高於基本工資，是市場自由經濟下的結果。討論基本工

資時，應一併考量企業規模與市場狀況。倘若基本工資調幅過

高，只能透過其他方式轉嫁成本，造成另一個負面的外溢效果。 

二、 方才何委員提到月薪與時薪脫鉤的問題，因為服務業的給薪方式

多元，若再切割，可能帶來轉變，未必是好事。 

 

休息，勞、資方分別帶開討論：(12時 15分) 

繼續開會：(13時) 

 

許主任委員銘春 

一、 首先，針對資方於第一階段所提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困難，本人先

作說明。面對缺工問題，勞動部目前有推動獎勵、補助的措施，

鼓勵年輕人投入缺工產業，也希望開發中高齡者及二度就業婦女

重返職場，技能不足的問題，勞動部會來協助。 

二、 前兩年提供的基本工資補貼方案，是疫情限定。但對於製造業因

景氣因素造成減班休息的情形，勞動部在疫情期間，針對過去的

僱用安定措施作調整，推出安心就業的薪資差額補貼方案。今年

勞動部已修正僱用安定措施的門檻，未來這就是常態性的措施，

請資方委員不用擔心，穩住勞雇關係，我們會來努力。接下來，

請委員再就基本工資調整部分，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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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委員玉枝 

工業及製造業生產指數已創下連續 14黑，國際信評機構預估我國

經濟成長率僅有 1%，明年經濟成長率也不樂觀，中小企業申請貸

款的金額增加，就是因為今年的營運狀況不佳。民生物價有上漲，

資方也應該照顧勞工，但考量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建議基本工

資調幅為 2%。 

劉委員守仁 

事實上，經濟數值僅為預估值。本會蒐集會員的意見，認為基本

工資調幅不能太高。雖然現階段服務業看似熱絡，但電價及原物

料的漲幅，也帶給企業很大的壓力。我們贊同調漲基本工資，但

應該適度合理，以避免引發通膨，反而對邊際勞工不利，建議基

本工資調幅不宜超過 3%。 

游委員永全 

本人代表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日前，本會理監事會討論之結

論，也是建議基本工資調幅不宜超過 3%。 

邱委員一徹 

韓國今年基本工資的調整幅度是 2.5%，提供大家參考。 

凌委員韻生 

中小企業面臨的困頓，是出口訂單的狀況不佳，另外，缺工問題，

也連帶影響企業的營運成本增加。我們對於未來經濟成長的預測

趨向保守，建議考量經濟成長率時，必須務實，以 1%作考量。建

議基本工資調幅在 2.5%至 3%之間。 

何委員語 

建議先決定是否將月薪調幅與時薪脫鉤。 

許主任委員銘春 

近 3 年來，時薪調幅並未與月薪脫鉤。考量各國國情不同，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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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脫鉤處理，可能需再詳細討論，本人建議時薪與月薪不要

脫鉤。 

張委員家銘 

一、 月薪調幅倘與時薪脫鉤，因為可能產生道德風險，雇主會選擇對

自己有利的支付方式，所以我們不贊成脫鉤。 

二、 勞方認同方才公益方委員的建議，依循過去審議模式，今年經濟

成長率 1.61%採半數分享，而今年民生物資的漲幅大，物價採用

今年 1 月至 8 月的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 5.51%計算，建

議基本工資調幅為 6.3%。我們感謝資方委員願意體諒弱勢邊際勞

工受通膨所苦。 

黃委員稜茹(温國銘理事長 代) 

本人認為時薪調幅可以與月薪脫鉤。但考量勞工維持生活所需，

建議基本工資月薪調整為 28,200元，時薪調整為 200元。 

邱委員一徹 

關於是否將17項重要民生物資CPI納入考量，去(111)年審議時，

曾有學者委員表示歷來委員會均採用一般 CPI 做為討論基礎，建

議不要改變。因此，如欲改用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宜於本次

會議討論獲致共識後，自下一年度的審議再開始適用。另外，方

才何委員建議時薪調幅與月薪脫鉤，各位卻認為茲事體大，應待

日後開會決定。本審議委員會處理變更事項應有一致標準。 

辛委員炳隆 

一、 去年，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與一般 CPI 年增率之間的差距約

2%，因為去年經濟表現亮眼，基本工資的調幅略大。但今年，兩

者間的差距達 3%以上，因此我建議在既有架構下，參酌特殊情況

作調整，物價部分，一般 CPI以 2/3採計、17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以 1/3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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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至於今年經濟成長率，雖然略為不好，但服務業熱絡，而該業領

取基本工資的勞工相對較多，本人建議經濟成長果實仍以半數分

享，基本工資調幅為 4.0571%，月薪調升 1,071元。 

何委員語 

一、 我國經濟成長率的預測較韓國低，國際信評機構預測為 1%，但本

人認為可能會低於 1%。一方面是我國的原物料產品被陸廠取代，

另一方面是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慢，連帶影響我國出口。方才資

方委員建議基本工資調幅落在 2%至 3%，本人認為應在此範圍內考

量。 

二、 核心物價指數高漲，政府也有責任，不可全數轉嫁企業負擔。希

望政府在調漲基本工資時，應考量經濟發展的走勢及企業的接受

程度，以避免帶來反效果。 

江委員建興 

一、 109年疫情嚴峻，考量資方受創嚴重，勞方同意僅調漲 0.84%，但

當年經濟成長率仍有 3.39%。 

二、 受僱人員報酬占 GDP 的比例，逐年降低，從 82 年的 50.56%降至

110年的 43.03%，表示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不均。 

三、 基本工資目的是照顧邊際勞工，今年民生物資的漲幅大，應該反

映在基本工資的調幅上。 

何委員語 

基本工資的調幅，應在合理範圍，如果中小企業無法承受而倒閉，

勞工也受害，形成惡性循環。本人建議勞資各退一步，討論適當

的調整幅度，尋求雙方可接受的平衡點。 

許委員英義 

一、 以初任人員薪資統計來看，大學畢業初任工作者薪資在 29,000元

以上，即使以勞方建議的基本工資調幅 6.3%，調整至 28,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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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遠低於初任工作者的薪資，這代表雇主需以 29,000 元才能聘僱

到員工。 

二、 近 20 年來，受僱人員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從 82 年的

50.56%，降到 110 年的 43.03%，其他國家的占比都相較我國高很

多。基本工資的調漲，應視各年度的狀況來作討論。今年民生物

價漲幅高，所以應特別反映在基本工資的調幅上，請資方體諒。 

三、 對製造業來說，降低經營成本是競爭方式之一，但可以試圖尋找

其他方法，例如企業轉型等，不要一味從人事成本找尋競爭優

勢。政府提供中小企業的貸款補貼，應更加彈性或簡便，才能真

正協助中小企業。 

陳委員美靜(張鈺民秘書長 代) 

一、 部分資方委員表示企業以基本工資僱用的員工人數其實不多，換

句話說，調漲基本工資對企業的影響應該不大。 

二、 邊際勞工對民生物價的漲幅，感受強烈，應將民生物價的漲幅反

映在基本工資的調幅上。 

三、 提升企業競爭力，根本之道應從改善經營體質與提升技術著手，

而非一昧降低人事成本，損及勞工權益。 

四、 大家理性討論基本工資的調幅，盡力照顧領取基本工資的邊際勞

工，勞工提高工作生產力，才是勞資雙贏。 

蔡委員明芳 

一、 相較於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或許應更著重於民生物價指數的數

值，與民眾感受上的落差。 

二、 由於資方看壞未來經濟的復甦，本人建議經濟成長果實分享的成

數，可以略低於 1/2。但因為民眾對民生物價感受強烈，且該項

支出占邊際勞工的消費支出比重較大，因此建議將 17項重要民生

物資 CPI 與一般 CPI 的年增率加總平均。建議基本工資調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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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鄭委員富雄 

一、 目前討論的方向，著重是否將 17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納入考量，

以及考量的比重。 

二、 今年 1 至 8 月的 CPI 年增率為 2.29%，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為

5.51%，兩者相差 3.22%，也有 1/3、2/3比重的意味。而以家庭消

費支出結構來看，最低所得家庭的「食品及非酒精飲料」及「餐

廳及旅館」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不超過 3 成。若以這些數據

來推算，基本工資調幅約 3.962%。但這只是個人意見，不代表所

有資方委員的看法。 

辛委員炳隆 

方才本人對於物價的推算，一般 CPI 採用今年全年度的預估值

2.14%，但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的數值僅統計至今年 8 月，今

年 1 至 8 月的年增率為 5.51%，而一般 CPI 及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分別以 2/3及 1/3的比重計算，再加上今年經濟成長率 1.61%

以半數分享，得出的基本工資調幅約 4.0571%。 

許主任委員銘春 

基本工資應該調漲，勞資有共識。今年民生物價的漲幅較高，民

眾感受強烈，應該適度反映在基本工資的調幅上。但也不得不兼

顧今年景氣問題，尤其要為中小企業作考量。方才勞、資、公益

方委員各自提出調幅意見，如將 17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年增率納

入考量，委員代表所建議的版本間相差不大。若勞資雙方各讓一

步，以 4.05%作為調幅，金額約 27,469.2元，取整數為 27,470元。

時薪部分，如按月薪 4.05%調幅計算，取整數為 183 元。 

黃委員稜茹(温國銘理事長 代) 

本人代表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建議基本工資月薪調整為 2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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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時薪調整為 188元，希望保障邊際勞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 

鄭委員富雄 

關於時薪調幅與月薪脫鉤的議題，建議日後可進一步研議。 

何委員語 

一、 尊重主席決定，但本人代表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仍必須表達

不予背書之意見。 

二、 至於時薪金額，依照過往審議經驗，會將月薪金額按時數換算

後，再乘以 1.1%。  

劉委員守仁 

關於時薪調幅是否按月薪調幅比例加成，應待日後研議，不宜在

本次審議採用。 

許主任委員銘春 

本次會議作成以下決議：綜合考量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17 項

重要民生物資年增率、經濟成長率及整體社會經濟情勢，決定自

113年 1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由 26,400元調整至 27,470元，

調升 1,070 元，調幅約為 4.05％；每小時基本工資則比照每月基

本工資之調幅，由 176元調整至 183元，調升 7元。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4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