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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25 次會議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壹、時間：112年 6月 19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本部 1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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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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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委員明芳 

近期因能源、運輸價格慢慢回穩，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有下

降，但核心 CPI 仍高，再加上重要民生物資 CPI 變動幅度較大，不

同 CPI 數值須整體綜合考量。目前產業界不論技術層面高低，皆面

臨缺工困境，建議勞動部對於缺工分布情況有所掌握。另外，最近

中央銀行下修對經濟成長率的預測，並提及內需產業升溫，惟不同

類型的服務業復甦程度可能不一，建議持續觀察。 

劉委員守仁（劉美玲處長代） 

企業目前仍受通貨膨脹、製造業外銷訂單不如預期及內需市場狀況

不穩定等因素影響。未來有關基本工資的調整，也須考量企業的承

受能力。 

何委員語 

1. 今(112)年 1 月至 5 月經濟狀況並不理想，但物價受到物資短缺、台

幣貶值等因素影響而調漲，雖然近期 CPI 有緩和下降，不過製造業

訂單狀況仍不佳，未來還需面臨人力、運輸成本持續增加的問題。

此外，多數廠商也還在消化庫存，希望下半年藉由新品、重要節日

等刺激，有助於外銷訂單的成長。 

2. 第3季審議時，應綜合考量訂單狀況、人力補充及CPI變動等因素，

我們也清楚勞工面臨生活成本增加的問題，並不反對調漲，但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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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營運狀況不佳，亦會影響勞工就業，必須兼顧勞資衡平。 

鄭委員富雄 

GDP 是評估基本工資是否調整的重要指標，目前外銷訂單仍為負值，

中央銀行對於我國今(112)年經濟成長預測值也下修至 1.72%，顯示

景氣狀況還在低檔。另外，透過與 GDP 高度相關的電機電子產業觀

察，雖然部分大型廠商認為第 3 季有望復甦，但個人認為第 3 季的

整體情況並不樂觀。另有關基本工資是否調整，站在勞工的立場，

考慮物價上漲因素，不反對適度調漲，但應以 CPI為主要考量。 

余委員玉枝 

依據各項經濟指標觀察，民間的固定投資對於經濟成長率的貢獻為

負值，出口總值及外銷訂單也大幅衰退，應謹慎看待。 

鄭委員津津 

基本工資的訂定影響深遠，勞資雙方也各有立場，應考量不同層面

充分討論。舉例來說，暑假期間學校需要優秀學生執行計畫案、飯

店缺工問題嚴重，若僅以基本工資招募人力，誘因不高。如果學校

或企業等單位制定薪資時，未考慮辛勞、知識技術程度，僅以基本

工資起薪，長期恐有負面影響。再加上年輕族群面臨起薪偏低的現

況，偏好選擇外送服務等較為彈性的新興產業，恐造成人才不足的

惡性循環，應有所關注。 

江委員健興（戴國榮秘書長代） 

1. 由於國內 CPI持續超過 2%的通膨警戒值，今(112)年 1月至 5月重要

民生物資 CPI年增率為 6.17%，顯示通膨壓力仍高，民眾實質購買力

下降，導致邊際勞工生活困難，勢必應朝調漲基本工資的方向討論。 

2. 在經濟成長部分，產業發展外冷內溫，高科技產業與製造業獲利下

降，但中小企業過去需依賴補貼的情況應已較為緩解。另有關缺工

問題，目前面臨企業找不到人才，年輕族群找不到符合期待的工作

現象並存，牽涉整體教育體制及人力資源規劃，期待未來透過 ESG

永續發展、2050 淨零排放等轉型方向，進一步創造工作機會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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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水準。 

3. 勞基法是保障勞工的最低標準，但有部分企業將其視為最高標準，

建議未來透過勞動教育促進法等立法，在勞動教育方面深耕，改變

整體價值觀。 

張委員家銘 

1. 基本工資每年於第 3 季審議，必須透過勞、資、政、學相互溝通，

始能達成共識。況經濟數據、社會情勢發展變化很大，近期媒體對

於基本工資調整的報導恐有誤會。 

2. 雖然目前 CPI 有下降，但重要民生物資 CPI 仍高，影響勞工的實質

購買力，應持續關注。另外，疫情前後供需不平衡，導致缺工問題

嚴重，雇主要維持穩定營運確實不容易，但服務業開放移工的議題

仍應審慎，過渡時期可透過補助等方式因應。在基本工資的審議上，

應盡量降低相關影響因素，以利聚焦討論。 

許委員英義 

1. 希望受僱員工薪資部分，能分別增加工業及服務業的薪資中位數供

參，因各行業薪資差異大，平均薪資恐無法反映真實狀況。我們也

清楚近半年景氣衰退，但透過家庭消費支出觀察，基本工資的調漲

還是有其重要性，必須維持住低所得家庭的基本生活。此外，110

年最低 20%所得家庭平均每戶消費支出中，教育方面僅占 0.66%，相

較於全體家庭的 3.27%明顯偏低，可能會影響未來勞動力的培育。 

2. 在目前勞動市場缺工的狀況之下，將可能因為基本工資的調升，有

助於營利事業單位(公司行號)，調高薪資留下人才。但是對於非營

利事業單位而言，例如學校、長照機構、社會團體及公益團體等，

他們的營運資金大多來自於政府的預算、補助或者民間的捐款；與

民間的公司行號營利事業單位，能透過商品及服務的銷售收入負擔

經營成本，不太相同。相比而言，非營利事業單位，對於負擔基本

工資，以及行政各項成本漲價的費用能力較差。希望未來主管機關

能夠協助這些「非營利事業單位」提供基本工資的補貼方案。 

辛委員炳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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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為加權平均，建議於相關數據資料註明。

另考量審議的穩定性，主要仍以 CPI 為審酌依據，另可適度參酌重

要民生物資 CPI。此外，CPI 若是由需求推動，企業獲利可能同時增

加，惟 CPI 若是由成本推動，對企業而言，一方面生產成本提高，

調升基本工資會較有壓力。 

2. 因基本工資係一體適用於不同產業，但現行產業景氣差距大、物價

也可能受氣候環境等因素影響浮動，審議基本工資時將更加困難。

雖然今(112)年景氣預測不佳，但制定基本工資的目的包含保障勞工

基本生活、平衡勞資雙方議價能力，如同資方委員認為不反對調漲，

惟須在考量企業承受能力下討論。 

3. 有關基本工資所造成的定錨效應，實務上或許無法避免，惟基本工

資係為保障邊際勞工基本生活所需而定，並藉由企業法遵過程，持

續提高勞動者的權益保障。 

4. 最低 20%所得家庭戶內人口結構與其他所得家庭可能不同，例如收

入來源為退休金的獨居老人，收入相對較低，再加上家中已無幼兒，

教育支出也會降低，在觀察家庭消費支出結構時，應綜合考量。 

行政院主計總處 

有關受僱員工薪資部分，目前按年發布的中位數係依各大行業別發

布，未來並可按工業部門及服務業部門分別提供。至於重要民生物

資 CPI 年增率，係本總處依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決議就 CPI 查價項

目中，取出該小組所選定項目，將其價格加權平均而得，並據以計

算年增率。 

邱委員一徹 

1. 外界對於基本工資的調漲有所期待，但基本工資是否調整，應由各

方代表充分討論，政府不應過度干預薪資問題，否則可能會造成企

業被動以基本工資作為起薪標準。 

2. 在討論基本工資的調整時，核心 CPI 可以作為參考數據，但仍應以

CPI 為原則。另外，建議基本工資的調整幅度及頻率可考慮比照軍

公教調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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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永強（郭士維秘書長代） 

缺工問題會大幅影響商業服務業的營業額，雖然廠商願意提高薪資

聘僱員工，但區分為中階幹部及基層人力兩種情況，連鎖企業已透

過調高薪資條件延攬中階人才，惟在基層人力方面，即使提高薪資，

還是面臨人力短缺的問題。若缺工尚未解決，企業無法提供服務，

便無法提高獲利分享給員工。 

凌委員韻生 

有關基本工資的調整，應該尚有討論空間，目前個別產業情況不一，

缺工問題也仍待解決。前述討論提及的淨零排放方面，環保署亦曾

針對碳費的收取對於 GDP 的影響作過評估，未來若開徵碳費對 GDP

的影響建議納入評估；目前國際經濟景氣環境變化，及原物料價格

高漲對於 GDP及企業的影響，仍建議持續觀察。 

林委員至美 

1. 前次工作小組會議時曾提到，原本評估景氣谷底將於第 2 季出現，

目前看起來是會延後，我們期望第 3 季會落底，並透過第 4 季的重

要節日、過年等節慶，帶動景氣的回升。另外，希望 GDP 能夠保 2%，

也是政府政策努力的方向。 

2. 有關觀光旅宿業缺工問題，國發會也曾針對開放服務業移工等議題

召開會議，雖然部分企業表示即使提高薪資仍招募不到員工，但媒

合時，企業提供的薪資水準與勞工需求仍有落差。此外，國發會透

過市場研析發現，部分業者對一些職務有相當的要求水準(如房務工

作須快速有效率)，造成許多應徵者因不符雇主對於職務的要求與期

待，而未能媒合成功的狀況。另外，由於少子化的影響，每年大學

畢業生減少，再加上半導體等產業吸納多數勞動力，缺工問題更加

嚴重，雖然政府鼓勵僱用中高齡勞工，但雇主觀念的轉變還需時間。 

吳委員慎宜 

有關基本工資定錨效應的討論，因委員們在審議基本工資時，係以

邊際勞工為主要考量，實務上卻可能造成企業習慣以基本工資起薪，

但其中卻包含各種勞動性質，並非皆為我們所設想適用基本工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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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勞工。公部門如有勞動力需求，應帶頭改善，訂出不同標準，

或許會對就業市場產生正面影響。 

林委員恩豪 

這幾年透過基本工資相關會議的運作，在調整基本工資的方向上，

勞資雙方漸能達成共識，至於如何調整，應持續觀察相關經濟數據

的變化，待第 3 季再來討論。另有關基本工資是否在軍公教有調整

時再作調整，因基本工資主要目的是考量邊際勞工的基本生活，而

軍公教是整體性的調薪，兩者目的性不同，不適合比照處理。 

游委員永全 

中小企業除面臨缺工、基本工資調漲壓力等問題外，也有各項勞動

法規需要遵守，希望政府在執行上能夠保有彈性，有時候亦須站在

企業的角度思考，勞資關係才會越來越和諧。 

陳委員佩利（盧碧黛副組長代） 

目前受到全球經濟狀況影響，下半年景氣預測尚有變動，且現行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仍高，考量勞資雙方和諧及勞工生活水準，或許

在第 3 季討論時可以朝反應物價水準的方向來努力，但應透過委員

會的溝通討論，盡量達成勞資雙方的衡平。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