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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工會組成現況 

                                       侯 岳宏 

 

 

日本憲法第 28條規定:「勤勞者的團結權、團體交涉權及其他團體行動權應

予保障」。在此「團體行動權」，涵蓋「爭議權」與「工會活動權」兩種權利。從

此規定，亦可知日本在憲法中係將團結權、團體協商權、爭議權等勞動三權作為

基本人權加以保障1。有時也有學者會將此勞動三權稱為廣義團結權2。 

在日本，集體勞資關係構造的特徵，主要是以工會為主體的團體協商制度。

歐洲有些國家除了團體協商制度外，在企業或事務所層次所採用的從業員代表制

度，在日本較為少見。不過，在團體協商之外，為保障勞工的利益，對於企業的

經營與勞資關係，使勞資之間自主進行意見交換所採用的方式是勞資協議(日文

為:勞使協議制)。根據厚生勞動省的統計，2014年度企業設有勞資協議機關占

40.3%，其中僱用人數 5000人以上之企業，更高達 74.7%3。 

以下，概略介紹日本工會組成特徵與組織率等現況。 

一、 工會之組成 

與歐美各國產業別或職業別工會相比，日本工會的最大特徵，在於其組織主

要是以企業別工會為主。可以說日本的勞資關係，主要是以企業別工會為基礎發

展而來。企業別工會的會員主要限定須為該企業的員工，當被解僱或離職時，失

去員工的身分後，通常也失去該工會會員的身分。且工會的會員，主要是以公司

的正職人員為主要加入對象。 

除了企業別工會之外，在產業別裏，亦有由企業別工會所加盟組成的產業別

連合體，稱為單一產業別組合(簡稱「單產」)。 

此外，在全國性的工會組織，有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連合)、全國勞動組

合總連合(全勞連)、全國勞動組合聯絡協議會(全勞協)。其中，連合是 1989年

所成立的全國中央組織，有 51個產業別組織與 47個地方連合會加盟4。 

二、 企業別工會之特徵 

企業別工會為日本工會組織最主要的組成方式，企業別工會亦有其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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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優點的部分，企業別工會的組織對象，雖然主要限於正職人員，但是在工會組

織率的提高上有相當大幫助。此外，在勞動條件的維持與改善上，因可直接與企

業雇主交涉，因此也發揮相當效果。不過，在缺點的部分，一般認為企業別工會，

比起產業別工會組織規模較小，因此在交涉能力上較弱，工會的要求及成果容易

受到企業規模或經營型態的影響。且工會的組織及活動基礎主要在於企業，因此

容易受到雇主的干涉與介入5。為克服交涉能力較弱的問題，1955年以來在工會

運動上，進行全國性的工資協商的春鬥(春季工資鬥爭)。但是近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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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企業別工會的會員，主要是以

公司的正職人員為主要加入對象，部份工時工作者等非正規的員工，一般不承認

其有工會會員資格，因此，企業別工會所關心的對象主要是確保正職員工的勞動

條件與僱用6。 

三、 工會組織率 

近年來工會的組織率也有逐漸降低的傾向。根據厚生勞動省勞動組合基礎調

查的統計，平成 26年(2014年)有 25,279個工會，工會會員人數是 984萬 9千

人，工會的組織率是 17.5%，與平成 21年(2009年)工會組織率 18.5%相比，也

有減少傾向
7
。如果再與 1970年代中期組織率曾達到 35%相比，組織率的差異也

更為明顯8。 

從企業規模來看，平成 26年(2014年)僱用人數 1000人以上企業工會會員

數為 533萬 7千人，占全部工會會員人數 64.3%，僱用人數在 300~999人以上企

業工會會員數為 116萬 3千人，占全部工會會員人數 14%9。如果從透過產業別工

會組織加盟全國性工會組織狀況來看，連合有 671萬 1千人，全勞連有 57萬 9

千人，全勞協有 10萬 5千人10。 

工會會員人數中，平成 26年(2014年)身份為部分工時工作者為 97萬人11，

占全部工會會員人數 9.9%，比平成 25年 91萬 7千人多 5萬 6千人，與平成 21

年(2009年)70萬人相比較，有明顯增加之傾向。部分工時工作者具有工會會員

身分者，占工作時間一週未滿 35小時勞工人數的 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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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上述統計數字，可知工會組織率下降，部分工時勞動者組織率增加。對於

工會組織率的下降，學者指出較難進行組織化的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增加，以及

在國際性經濟競爭下，工會所能達到的成果也出現極限13。不過，也特別提及日

本工會以企業別工會為主，如同上述此種組成型態較著重正職人員的權利，在部

分工時工作者等非典型僱用勞工增加的現況下，未來如何面對此種變化，增加對

於非典型勞工的關心，也成為重要的課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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