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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前後，臺灣自主工運開始抬頭，

參與這段時期勞工運動的經驗，是莊爵安

珍藏心裡的回憶。現任全國產業總工會

理事長、全球產業總工會（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簡稱 IndustriALL）執行

委員，從民國 80 年即投入工會事務的莊

爵安，與我們分享數十年來參與國內外工

會組織的經驗。

定期參與國際會議，掌握勞動趨勢與

發展

為爭取勞工在工資薪水、工時限制、工

作條件等各方面權益，各種型態的工會組織

紛紛成立。解嚴之後，許多自主性工會團體

開始籌劃全國性的工會組織，民國 89 年，

臺灣第一個自主且合法的全國性工會組織成

立，全國產業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產總）目

前有 31 家會員工會，來自國公營事業、民

104 年美國工會領袖團訪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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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國際性工會組織分享見聞  
莊爵安理事長

採訪撰文 / 林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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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企業、公股和泛公股銀行、地方產業總工

會等產業約 30 萬人，以協助爭取會員工會

特定訴求、勞動政策倡議、參與勞動政策社

會對話，以及發展國際交流為會務推動主要

工作。

莊爵安擁有豐富的會務推動經歷，自任職

全產總第 5 屆理事長開始，任內推動各項勞

動政策改善，如勞保年金政府撥補與最終責

任入法、制度性提升基本工資等。莊爵安表

示，全產總目前是唯一能夠針對勞動議題提

出論述的全國性工會組織，因為會員工會類

型多，對各項勞動議題各有專長研究，也能

派送優秀的勞方代表積極參與政府勞動政策

社會對話與諮詢，進而將所見所聞帶回全產

總分享給所有會員。而莊爵安從民國 92 年

擔任臺灣石油工會理事長開始，即積極參與

國際交流與互訪活動，定期與日本、新加坡、

韓國的工會組織互動交流，目前也擔任全球

產業總工會（IndustriALL）執行委員，每年

參與數次各項主題會議，與國際工會組織保

持密切互動。

藉由分享交流，減少政策執行的磨合

過程

參與國際性會議組織，最大的收獲就是能

夠透過各國代表的分享，得知各國目前所遭

遇的勞動情況，以及國際間的勞動趨勢與發

展。由於各國所處的政治及經濟環境發展不

同，因此各國工會代表分享的經驗與問題，

都能在會議中得到不同角度的思考與正面建

議。

106 年美國工會領袖團訪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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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L 是國家工會代表層級的國際

性組織會議，擁有 140 個會員國，會員涵蓋

世界礦業、能源、製造業的 5,000 萬名勞工。

莊爵安參與 IndustriALL 等國際性組織會議

多年，觀察到各國提出的勞動議題，多數都

走在臺灣前面，「在這種狀況下，若我們能

積極參與國際性組織會議，增加與國際的互

動交流，回過頭來，當我國在提升勞動權益、

規劃勞動政策時，就能藉由國外已走過各項

利弊分析的經驗，減少發展中的磨合過程。」

莊爵安也不忘提醒，因為國情不同，勞動

制度與法令沒有好與壞之分，也無法完全複

製執行，最好的做法是積極分享與交流，觀

察分析各國政府在面對勞動問題及挑戰時，

會如何應對與推動，進而作為我國推動勞動

事務與制定勞動策略的參考。

莊爵安理事長至新加坡參加 IndustriALL 的亞太區會議，研討區域貿易協定與工會發展。

78 台灣勞工季刊 NO.58

台灣勞工季刊-夏季號_勞工心聲0712_2修.indd   78 2019/7/12   下午 06:28:54



活
用
法
規

動
態
瞭
望

樂
說
頭
條

勞
工
心
聲

工會組織發展方向的反思

觀察各國工會組織的發展，可以發現「聯

合」是未來趨勢。在 2017 年的 IndustriALL

亞太區域執行委員會上，日本報告他們成立

了「日本加盟組織聯合會」（IndustriALL-

JLC），這個聯合會是由日本金屬產業工會

聯合會（JCM）、全球產業總工會日本分會

（IndustriALL-JAF）以及日本全國纖維化學

食品及流通產業勞動同盟（UA ZENSEN）

共同組成，目前已是全日本最大的工會組

織。

莊爵安感嘆說道，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工

會正透過不斷地聯合、組織，來凝聚工會的

力量，進而協助會員面對日趨艱難的勞工條

件與環境，為會員爭取更多權益；反觀臺灣

的工會組織發展，卻是各立山頭，出現越來

越多的全國性工會，這樣的發展，未來要走

向團結工會力量之路也越發困難。當工會組

織的力量增強，足以改變目前勞資協商不對

等的狀況，改善勞動條件與環境也會更有效

率。而如何達到這樣的境界，也是莊爵安期

待政府能夠思考進而改變的議題。

莊爵安理事長至印尼參加參加 IndustriALL 的亞太區會議，研討石油及天然氣工會因應數位化與不穩定工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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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參加國際性會議，獲取世界郵政

趨勢　

一開始是在北投郵局服務，參加郵政工

會後，吳文豐有了經常出國訪問的機會，除

了國際性會議以外，也經常與鄰近國家如日

本、韓國、中國、新加坡等國的郵政工會進

行交流訪問。他指出，UNI 是個規模相當龐

大的組織，每 4 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有來

在郵聯會時代（民國 92 年之前）就擔

任理事一職的吳文豐，進入中華郵政工會

服務長達 30 多年，自從中華郵政工會加

入「國際網絡工會（簡稱 UNI）」後，吳

文豐便積極參與國際性組織，經驗豐富的

他，要與我們分享參與這些組織活動後所

獲得的啟示，以及對工會推動的幫助。

2014 年吳文豐理事長 ( 右 4) 參加第 4 屆國際網絡工會世界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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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交流中吸取郵政經驗，
活躍世界舞臺的工會領袖 
吳文豐理事長

採訪撰文 / 陳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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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界各國 150 幾個國家參加，900 多個會

員工會、參與人數超過 2,200 萬人！

「參與國際性會議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吸取世界各國的郵政經驗與知識，尤其是

在物流方面，聽聽他們專業的想法與心聲，

回到臺灣後再分享給公司同仁，讓大家知道

目前國際郵政上的現況與發展。」吳文豐說，

中華郵政工會的會員即員工，他非常認同工

會應該走出去，讓會員知道世界的趨勢脈

動，也能讓大家知道中華郵政在推展什麼事

務，以及會員未來要如何協助工會等。他也

提到近日參加過的「東亞郵政工會及論壇郵

政物流會議」，中華郵政工會每年都會派員

參加，讓中華郵政工會有機會了解目前世界

郵政發展的趨勢。 

順應世界潮流，積極栽培年輕人

「工會成立的宗旨，除了協助郵政的推

動與發展外，更是為了爭取員工的福利與權

益。」吳文豐說，工會會員人數多，需要處

理的事務也多，他不僅經常得全臺跑透透，

金門、馬祖等離島的郵局也會親自去察訪。

而在爭取福利上，像是近日有一名郵務士在

送信途中遭到大貨車碾壓身亡，原本郵局只

發出各單位對行車安全及防禦駕駛觀念務必

吳文豐理事長 ( 右 2) 參加東亞郵政工會論壇之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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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要求的函，但經過工會的抗議，與要求

廢除車禍懲處和納考績規定之政策，也在吳

文豐理事長要求從優撫恤及協助辦理之下，

終於為會員家屬爭取到應有的權益！

實際參與過許多國際性組織活動及會議

後，對工會的推動也確實有了幫助。吳文豐

說，全世界的工會都體會到年輕人接班的重

要性，中華郵政工會也順應世界潮流，希望

能栽培更多的年輕人，於是成立了「青年工

作委員會」，讓 40 歲以下年輕人加入，朝

向與世界接軌的方向邁進。「能出國參加國

際性組織及重要會議，對年輕人來說是深具

吸引力的，能培養自己的世界觀。」此外，

也會請全國 21 個的分會理事長，從中尋找

有服務熱誠的年輕人加入，也會要求他們充

實自我知識、語文及相關法令等，一旦站上

國際活動舞臺，才能充分發揮所學與專長。

隨著世界潮流的轉變，UNI 每年所討論的議

程也不盡相同，通常會根據當年所發生的國

際事件或議題做趨勢化討論，再做知識分享

與意見交換。

吳文豐理事長 ( 左 1) 參加 UNI 全球聯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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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工會能爭取最佳權益

藉由參加國際性組織會議，觀察世界各

國郵政機構的工作勞動條件與權益，吳文豐

坦言，雖然有些先進國家確實跑在前面，但

整體而言，臺灣的勞工權益與薪資結構還是

名列前茅！他舉例，先進的日本郵政已民營

化，勞工均受勞動法保障，確保員工權益不

受損；韓國為了保障勞工的工作權，也正在

爭取等同臺灣的勞動基準法；而東南亞國家

則多數沒有工會法的保障。UNI 所要做的，

就是讓會員工會的福利都能與世界各國同

步！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儘管臺灣郵政勞動

環境不差，但吳文豐還是認為相較於其他先

進國家，政府對勞工的保護政策稍嫌不足，

尤其是薪資結構低，加薪幅度跟不上腳步，

往往造成人才外流；他希望政府能加強推動

臺灣的勞工籌組工會的力道，讓工會的力量

更強大，讓彼此做良性競爭，才能為員工爭

取最佳的福利與權益。

2018 年吳文豐理事長 ( 右 4) 參加第 16 屆國際網絡工會亞太區東亞郵政工會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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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自 1929 年就通過了「工會

法」，至今也將近 90 年歷史，近年來工

會法更趨完備、各行各業的工會成立、茁

壯，除了仰賴國內的經驗累積，也有來自

國際交流後所獲得的啟發。投身在工會運

動、爭取勞動權益已逾 35 年，中華民國

全國總工會第 7 屆 (2014-2018 年 3 月 )

理事長 - 陳瑞，以工會領袖參與國際組織

會議的豐富經驗，提供予我國勞動與立法

相關單位優質化我國勞工就業環境建言。

陳理事長於 2014 年擔任中華民國全國

總工會理事長，出席當年國際工會聯盟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會議。國際工會聯盟是全世界最大、

最具規模，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工會聯合

組織，主要追求勞動人權保障與提升全球勞

工權益。陳理事長是中華民國第一位代表臺

灣的工會領袖在國際勞工組織發表演說。陳

理事長演說中談到，臺灣參與國際組織主要

目的是要向全世界說明臺灣在勞動人權所做

的努力和進展，同時也彰顯全國總工會在國

陳瑞理事長出席 ILO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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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社群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陳理事長也

向國際社會分享道，臺灣目前面臨到產業結

構劇烈轉型，勞動市場也遭遇相同狀況，勞

動市場彈性化發展與非典型勞動盛行，衝擊

了當今的勞資關係。

從國際觀點來看，臺灣是東南亞與全世

界生產鏈分工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臺商

海外投資金額、數量相當龐大，為許多國家

創造豐富的就業機會。陳理事長強調，臺灣

是國際金融貿易重要成員的一份子，應該向

國際社群分享我國經濟發展成果以及勞動政

策內涵，隨時觀察世界勞動趨勢，順應不同

時期作出調整。因此，陳理事長支持全國總

工會有必要更積極的參與國際工會聯盟的各

項會議和活動，以掌握最新穎的勞動法規資

訊，藉以建立更優良的勞動環境，回饋國內

產業以及臺商對於勞動人權的保障。

陳理事長以他過去參與國際工會組織和

會議的經驗，建議臺灣必須著重參與會議的

陳瑞理事長與外國工會領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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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性」：政府須注意每一年不同國際

組織的開會時程、議程與討論主題，這些

議題可能是攸關目前國際勞動法規潮流，

抑或未來可能發生的勞資爭議所進行的預

防性討論。其次，參與人員應該經歷完善

的訓練以及儲備人員的規劃，例如勞動相

關法規、勞動權益、和外語等能力培訓，

讓長期受訓過的專業人才與國際社群進行

討論，一致的人員代表與定期的資訊更新，

才能讓工會組織實質發揮影響力，對臺灣

勞動環境進行有效的改善。理事長也建議，

陳瑞理事長拜會歐洲工會聯盟（ETUC）副秘書長 Jozef Niem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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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方、工會以外，也可邀請學者共同組

成團隊，厚實臺灣訪問團討論深度、廣度，

甚至能進行國際勞工權利倡議，提供臺灣經

驗讓他國有學習的典範。

陳理事長對未來我國勞動環境改善也提出

建言，目前國際社會認為，高流通性的經濟

模式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已成為趨勢，今日我

們所學習的技能不一定能因應明天的工作，

政府在職業訓練規劃、授課內容應該注重在

實用性和未來性。另外，保障工作尊嚴、體

面的勞動形象、以人為本的工作環境等面

向，都應該受到更多關注。陳理事長分享高

齡化社會是世界趨勢，雖然帶來勞動市場以

及社會保障體系壓力增加，但在劇變中也蘊

含著新型態工作可能性，若政府、企業、勞

工在轉型中能把握機會，增加對勞動者的投

資以及保障終身學習權利，臺灣的勞動市場

勢必能獲得更好的提升。

陳瑞理事長出席 ITUC 會議。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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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倡議下美國管制零工經濟勞動
市場的經驗與啟示

ਗ࿒ዌૐ  TAIWAN LABOR QUARTERLY

൦、前ِ

追求尊嚴勞動是國際勞工組織 (ILO) 規劃未

來工作的最大目標，並以人為本規劃未來工

作的期程與發展。儘管如此，個別會員國在

面臨經濟與技術變Ꮟ時，追求尊嚴與永續勞

動等理想即面臨極大һ大挑戰，წ工經濟 (gig 

economy) 的發展即為顯例。所ᓜ的წ工經

濟是一種以網路平臺為基礎的商業模式，個

別公司如 Uber 或 Airbnb 等，透過手機應用

ഹ體 (app-based) 進行線上即時供需ණ合ᘇ

取服務，並以工作自由來型ཬ品๕形象 1，

藉以與既有實體業者區უ。儘管წ工經濟業

者自稱破壞性創新，實質上並未大幅改變所

在產業運作模式，反而造成勞動者就業型態

極大的改變，這些「ጕ在」༱主創造出獨立

接案者 (indeSendent contractor)、自由工作

者 (freelancer) 等說詞，自行認定員工屬性以

排除勞動法適用，ے意發展出一ਇ錯誤ᙩ類

(misclassified) 員工方式，藉以免除加班、

保險及福利。而規避法規適用的結果，實質上

對從業人員構成極大ࡇ。

中Ҵ大學法ࢠ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 許༳ມ

1. 舉例而言，L\ft在網上就以「想作你自己的老闆ཛྷƢ (:ant to be \our oZn boss")」做為宣傳，ၳ 召司機投入。同樣的，
TaskRabbit 也用類似的話語：「以你選擇的價格，尋找你所愛的工作，配合你的生活安排這個工作」。參見：KttSs���

ZZZ�l\ft�com�driYer, KttSs���ZZZ�tasNrabb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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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多數從業人員只把წ工經濟工作視作

兼職，就美國勞動市場而言，現行還是有 5%

的人，約計 1 百萬勞動者以全職身分投入，

在前述༱主認定方式下，也意味著他們被排

除在醫療保險、有給假及失業保險等基本勞

動保障之外。整體來說，推֤有 702 種職業

類別，總共 47% 的美國工作面臨此種自動

化的風險 (Frey and Osborne 2017)。根據美

國聯ڣ儲備銀行理事會分析的結果 (Federal 

5eserYe %oard 2019)，2018 年時，წ工經濟

全職工作者中有 58% 認為無法負擔超過 400
美元以上的緊急醫療用，相對的，在一般

勞動市場工作的全職勞工只有 38% 這麼認

為。這使得美國各地方政府開始介入規範勞

動條件，如約市政府要求 Uber 及 Lyft 業者

支付接案司機生活工資 (liYing Zage)，提供

最基本的保障，本文以加Ս相關ֿ決及法案

為例，觀察美國管制წ工經濟勞動市場的經

驗，提供我國規範上若干啟示。

ຯ、छ國Ⴍ工ငᔼ下的勞動ѿ場

在წ工經濟發展前，實務上類似概念的「წ

工時ࡵ約」已在各國如ॻ國運作。2 勞༱雙方

並未在簽約時訂定工資或工時，༱主可根據

需求安排工作，勞工若不能配合，也不必然

接受公司指派。在წ工時ࡵ約下，勞工無法

享有病假薪酬、有薪休假等福利，工資及工

時也須視公司而定，有時甚至在需要工作前

幾小時，才被༱主臨時告知要上工。工作時

間的彈性可能是勞動者願意接受此一彈性工

時安排的原因，ॻ國商務部發言人指出，大

約7成的წ工時ࡵ約工對工作時數感到滿意，

這樣的現象也與諸多國家青年就業現象相同。

青年對於就業選擇確實展現高度的自主，也

樂於接受彈性化的工作安排，但由勞務提供

者自主決定接案量及時數的結果，容易উ生

工作認定不易問題，উ生職災認定與責任ᙩ

屬等爭議，工作自由更可能是༱主規避應有

責任的詞。而წ工經濟更是將上述წ工時

：約的彈性概念發展到極致ࡵ

勞    工 獨立接案者

最低工資與加班 無

職業傷害ా濟 無，接案者自付

失業保險 無

騷擾與ޡ視防治 無

組織工會與團體協商 無

༱主提供退休金計畫 無

表 1一般勞工與獨立接案者勞動保障比較

2. 根據ॻ國國家統計局（ONS）勞動力調查，2016 年 4 月到 6 月間，ॻ國的წ工時ࡵ約工數量首度突破 90 萬人，Қॻ國

受ᄌ人數整體的 2.9ƈ，較 2015 年同期的 74 萬 7 千人，㙖升 21�。事實上，官方統計數字一直被認為遠低於真實數量，
早在 2013 年，ॻ國人力資源協會（CI3'）的數據便指出，ॻ國წ工時ࡵ約工早已超過百萬人。ၑᄌწ工時ࡵ約工的產

業包括წழ業、護理產業、ᔠ༼業及樂休༢業等。其中護理產業預֤ᄌ用了 16 萬名წ工時合約工，而公共部門，特別

是衛生服務相關部門，也增加許多彈性合約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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ɓeඬ˴ٜટਗ਼�ᆑί勞工�Ⴉ֛މዹͭટ

ࣩ٫

წ工經濟下的༱主直接認定勞工為自由工

作者或獨立接案者。自由工作者或獨立接案

者皆不是法ࢠ名詞，前者是ණ體業用以述

後者在承接專案時的一種身分認定，工作上

必須於多個顧客間協調，不會在۽定職場工

作，工作時數不۽定，也沒有۽定主管指揮

ᆾ督。而獨立接案者本身就是個人企業主，

༱主只是其中一個接案對象，不同對象間的

工作時間安排自行決定。༱主也不會提供工

作空間、設備或訓練，在報ກ時，美國༱主

提供的是給同業間供貨核Ꮪ用的 1099 報表

(1099 ta[ form)，而不是員工報ກ用的 :-2
報表。

ɚeዹͭટࣩ٫રৰਿ͉勞ਗڭღ

წ工經濟下的༱主因成本考量 ( 如表 2)，

傾向認定勞工為獨立接案者，此一認定將使

從業人員在法規上被認定為企業主 (business 

oZners)，因而排除公平勞動標準法 (FLSA)、

國家勞工關係法 (NL5%)、同工同酬法 (E3A)

甚至是民權法案 (C5A) 的適用，結果一如下

表 1，這樣的認定使༱主從根本排除勞資爭議

的可能，也明顯構成對從業人員的ࡇ。

ɧeዹͭટࣩ٫工ึଡ଼ᔌѢᗭ

༱主對於獨立接案者的認定۽然須承擔一

部分的責任，另一方面，勞動者在工作上期

待更多的自主，職場工作模式本身也在不斷

的演化，以往۽定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及

直從屬關係等傳統均出現變化，現在需要更

多公司內外人員的協同合作，自然也使勞動

者在心態上傾向接受獨立接案者這樣的認定。

此一結果使得༰體代表形成發生困難，也更

容易讓༱主ᕿ用獨立接案者。

參、 Ezobnfy Pqfsbujpot րؚϛ࡚

     ҳ的ᐿҳਰޱέনࠌ

美國政府通常不會去查核༱主是否正確認

定員工身分，往往只有在員工向Ս政府或美

國勞動部提出申訴後，才會重行認定，而無

法即時查核༱主錯誤ᙩ類的結果，也造成聯

政府每年約ڣ 160 ኆ的ກ損 (%icNle\ 2011; 

United States GoYernment Accountabilit\ 

Office 2017)。加Ս最高法院在去 (2018) 年

4 月 30 日 針對 '\name[ OSerations 一案

的໗決即是申訴後的結果 (T+E SU3E5IO5 

COU5T OF LOS ANGELES COUNT< 2018)。

如果勞༱雙方間對於身分認定有所ᆷ義，爭

點即在წ工經濟下的從業人員「有多獨立」，

據此法院在ֿ決中訂出網路平臺員工身份認

資料來源：National EmSlo\ment LaZ 3roMect, KttSs���nelS�org�。

勞    工 獨立接案者

༱主負擔 7.65% 工資ກ 接案者自付 15.3�，按季申報

༱主支付員工保險用 接案者自行負擔保險

༱主無法以員工工作所需物資申報ກᎬݯ減 接案者自行負擔營運成本如用電及工具等

表 2一般勞工與獨立接案者勞動成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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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A%C test」，其內規範認定獨立接案者

的三原則：(1)能夠排除公司控制與指揮命令、

(2) 從事工作並非公司核心業務、 (3) 在該業

別內能夠以獨立方式營運。如果不能滿足這

三條件，即應被認定為公司員工。此一ֿ決

對廣泛運用網路平臺獨立接案工作者的公司，

如 Uber, L\ft, Amazon, Instacart, 'oor'asK, 

Grub+ub 等，產生極大影響：

ɓeঐરৰʮ̡છՓၾܸ౨ն˿

此一原則ܼ֩ Martinez, suSra 一案的໗

定，以從業人員在執行業務的過程中是否能

排除另一造的影響，做為認定獨立接案者的

主要ڶ據。公司未必對員工能達事事控制的

程度，但要證實另一方為獨立接案者，ᄌ用

方需提出其可以完全免除指揮控制的證據。

ɚeԫ工ЪԨڢʮ̡ࣨ心ุਕ

若要排除勞動法對於勞工的定義，就必須

回ᙩ FLSA 對於員工的認定，也就是所執行業

務為公司平常營運工作，因而被ᙩ屬於公司

的一員，否則即為獨立於公司以外的事業。

舉例而言，若წழ店ᄌ用水電工修ᆒ水，合

理狀況下不會將後者視為前者員工，但若是

៧包店例行性的ᄌ用ᒣቷ師，不間斷的提供

產品，ᒣቷ師即應被認定為៧包店員工。

ɧe༈ุйʫঐ˸ዹͭ˙όᐄ༶

公司本身不能單方面決定從業人員為獨立

接案者，或要求從業人員自證，較為合理的

認定須從該員工是否能獨立決定並經營該項

工作來ֿ斷，Ӻ即 %orello, suSra 一案所建立

的認定基礎。獨立接案者通常能建立或行Ꮪ

其業務，舉例來說，廣告或有證照證明專業

能力，向ጕ在顧客促Ꮪ等。

ဓ、312: 年加Ԏ議會ᜰܻᐿҳਰ

ਰݲ保ራޱ     )BC6*

承接最高法院在 '\name[ OSerations 一

案上的認定，加Ս議會於今 (2019) 年 5 月通

過 A%-5 勞動者：員工與獨立接案者法案 3 ，

限ᖺ༱主認定獨立接案者的範ඛ。原則上除

保險從業人員、特定醫護從業人員、不動產

ԅ介、金融證券從業人員及投資顧問、直Ꮪ

行Ꮪ人員、美容美᐀專業人員、調୧師或其

他已簽၌ࡵ約提供專業服務者外，༱主在認

定上均須滿足 A%C test 的條件，才能認定是

獨立接案者。在該法案下，Ӻ規範獨立接案

者的基本勞動保障事項。

3. 參見 KttSs���leginfo�legislature�ca�goY�faces�billNaYClient�[Ktml"billBid 201920200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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ӂ、๖፣與࡚議

從美國經驗可以發現，წ工經濟確實創

造諸多機會，如約市在 Uber 帶動下，在

2018 年時手機派車的程數已達傳統計程車

的兩，提供的工作機會更使 Uber 本身成為

約市最大的營利事業༱主，超過金融、

及出ߍ等行業。但其直接認定員工為獨立接

案者的作法，意味勞動市場需要進一步管制，

除本文加Ս法院原則及相關法案外，約市

同時也建立業者規範，包含改變派工原則以

較高率鼓勵司機༰客，並給付接案司機最

低工資 (3arrott and 5eicK 2018)。而與時ৌ

進的管制作為，能ᙖ大市場，促使勞༱雙方

朝互利方向發展 (AsSen Institute 2019)。

同樣的，Uber 在我國Ӻ有著管制上的問

題，儘管目前༰中在交通部，修法Ӻ是朝業

者規範方向，在可預見的未來，問題๏點必

然回到從業人員的身分認定上。未來會有更

多非典型、非常態的工作機會出現，不會有

定製的職場，就業方式會有一定彈性，與༱

主所需的技能ණ合間也會出現挑戰。我們可

以發現，勞動Ӻ非წ工經濟下的唯一生產要

素，而是總要素之一，接案成功與否更著重

個人的ᑆ作技能的熟練度、知識力與智慧力。

這也Ҏ顯了過去建立在行職業別的工作型

態ᙩ屬方式，已不合時ܢ，現在是由價值鏈

決定個人工作內容，強調人與系統，人與機

ᐡ的結合。同時，從技職教育所發展出的科

系別已無法精確對應市場工作需求，未來需

從學程別、科技創新、市場權變的角度思考，

才會增加就業機會。基於此，勞動力投資需

強化勞工的工作移轉能力，厚น「就業力」

所涵蓋面向應更廣，包含工作態度，特別是

後者為წ工經濟下接案成功的關鍵。

Ӻ即，წ工經濟下所ઙ現的這些「非典型」

工作，改變了我們對勞動者的傳統認知，就

業的風險也有評֤上的困難，需要各國及企

業社群，包含跨國企業與在地供應商，就勞

動條件、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等標準及ᆾ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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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研商，重新思考適用的法規，確保尊嚴

勞動的實現。修正方向即會是透過勞動教育，

也就是總統政見中的「升級勞權教育 2.0」，

讓社會新ᘿ人在選擇前對於工作彈性的優缺

利弊有充分認知，或於選擇後能夠瞭解如何

保障權益，可以是我國參୩時思考的方向。

ɓeཧ工ɨٙڢՊۨجՓͭܔ

工作彈性化讓勞動者在一般職場外開啟另

一個ᇑ點，以接案方式發展ెᅸ工作生活，

法制在促進全職工作，還是維持非典型工作

的彈性間，須做出選擇。從美國勞動市場與

法院໗決中，我們Ӻ可發現全職工作已無法

成為勞動保護法制的預設條件，實務上也不

可能讓所有非典工作者全部回到全職工作，

因而須思考如何在非典工作下，勞動條件得

到保障，並讓他們想轉回正式職場時，更為

順Ⴞ。此時我們即需思考讓介面更加完善，

讓勞動者能按其需求，在「非典型 - 全職」工

作間自由轉換。也就是說，政府已經不能僅

思考全職工作，應該發展更多法制在非典型

工作之上，წ工經濟所運作的工作選擇平等

(接案及派案 )、比例原則等都需要完整法制。

ɚeᄲฐΪᏐཧ工ఱุࠬᎈਪᕚ

工作機會兩極化現象明顯，建議應關注წ

工經濟工作不足者，Ӻ即低階工作的工作參

與風險問題，若干約市 Uber 司機因競爭過

度激烈，接案不足使實際薪資甚至低於最低

工資。政府應ࠅ心力在工作風險的控管上，

確保從業人員能有基本工資以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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ɧeп̻ፅཧ工ɨ工ЪၾࢬცӋ

傳統的勞動保障方式在წ工經濟下面臨相

當大的ࡀ限，除嚴格限定༱主在獨立接案者

的認定外，建議應朝個人可៸式 (portable 

model) 規劃相關保險及福利給付，並建立不

同案主間負擔分配比例原則，使從業人員能

維持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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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與高度競爭的產

業狀態，勞工面臨高度緊張的工作壓力，身

心健全的職場環境與勞工的工作成效息息相

關，也相對影響企業的整體效益與人才留任。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配合 4 月 28 日國際勞

工組織「世界職業安全衛生日」舉辦全國職

場安全健康週啟動活動，以共創健康「心」

職場為主要任務，邀請企業一同合作，៸手

建立平等、健康、安心的工作環境。

職場லَϞ不ي行為

職場ᠦঢ়是指在工作場中發生之藉由權力

ᕿ用與不公平的處ᇳ所造成的持續性ࡂӚ、

行為，使被ᠦঢ়者࠹立或ܝ、、ֽ落ࢃ

感到受並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其中包括

性騷擾、߳體暴力、言語暴力、心理暴力 4 

大類。現任Ն㡱法ࢠ事務所所長ٔ以୕ࢠ師

在研討會中與大家分享現今在臺灣勞工常見

的職場ᠦঢ়案例，因懷孕而在職場遭受不平

等對待案及性騷擾案件等，突顯在性別工作

前ِ 職場லَϞ不ي行為

2019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啟動
阿春部長邀請企業一起共創職
場健康「心」時代

採訪撰文 � 蘇郁涵

台灣勞工季刊-夏季號_動態療望0712_2修.indd   94 2019/7/12   下午 06:06:05



95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樂
說
頭
條

動
態
瞭
望

平等法落實上仍有改善的空間，且༱主與受

ᄌ者須充分了解法令內容以保障勞工權益。

另外，職場ᠦঢ়之議題中，常備受關注的߳

體暴力與言語暴力， 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ภ說明，對於༱主、༱主家屬、༱

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行暴行

或有重大࠹之行為者，༱主得不經預告終

Ѥࡵ約。從立法意旨來看，對他人為暴行之

行為即已涉及Ԗ法傷害။責，施以暴行的行

為已嚴重影響職場中的૩序及紀ࢠ，而其彼

此在工作上或生活中接觸密切，如繼續和這

樣的同仁共同工作， 將經常處於不安全的狀

態中，對於工作氣ޤ、效率及經營上均有不

良影響。

事實上，職場ᠦঢ়事件涉及到受ᠦঢ়者

精神上的不法ࠬ害，༱主應預防此類新興之

危害。ٔࢠ師舉一案例，臺北市ࣙᑵև店曾

發生女性店員被༱主ር൝ஏᢄ，最終以死明

。責任ࢠ༱主即應負相關法，ؠ

職場ஶ到ູڟӌཾ

許銘春部長說 80 年代的國人對於「健康

ᆇ」肯定不প生，國小時總會隨著這首ᆇ的

ᆇ詞做起健康ᑆ，進入職場後常常卻݆略健

康的重要性，而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是

勞工基本權利，也是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及

施政重點，「回家的感覺真好」部長說最大

的期許就是希望勞工們能快樂工作，平安回

家。職安၌為了幫助勞工面對工作環境風險

與壓力，本次特別以企業推動勞工健康保護

角度為題辦理研討會，針對新興時代面臨身

心健康議題進行分享與ణ討，以強化企業重

視並落實推動勞工身心健康保護，另外也表

揚優良職業傷病防治機構及勞工健康服務人

員，期ࡍ能提供勞工更完善的服務，並持續

精益求精。

員工協助方案 (EA3)，即通過專業人員對

企業進行斷、建議，並對員工及其直屬親

人提供的專業指導、培訓和諮詢，旨在幫助

員工及其家庭成員解決各種心理和行為問

題，以提高員工的工作績效以及改善企業氣

和管理，使企業獲得很大收益。EA3 的核ޤ

心目的在於減輕員工的壓力，維護其心理健

康，使員工從紛繁複雜的個人問題中得到解

ೲ。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ؠقᙃൾ士在

研討會上提出，應將 EA3 廣泛運用至企業，

也只有不斷ܼ֩到才能發展，才能找出限制

員工效能之處，並再給予適當的訓練或協

助，甚至能ܼ֩至個人的生౾導向、發展計

畫上。幸福企業應將人力維護與才能發展融

為一體，視員工為企業最重要的資產，而職

場表現易受個人生活困擾影響，因此，建立

安全與健康的職場環境並提供關懷和協助，

使人才感受被尊重與珍ఓ，不僅有助於人才

留任，而企業更能藉此提升效能並邁向卓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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