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參與的保障

P.144





Ｑ 未來的你
為了什麼而工作？



賺取
報酬

自我
實現

成就感

社會
地位

P.146



沒錢就不做？

那家庭主夫/婦為何願意做事？



沒錢就不做？

那為何有人願意當志工？



勞動
市場勞動 有酬勞動

非市場勞動 無酬勞動

$

P.144-145





勞動
市場勞動 有酬勞動

非市場勞動 無酬勞動

$

$
家務勞動

義務勞動

P.144-145



Ｑ 看護是有酬還是無酬勞動？



成就感

社會
地位

賺取
報酬

自我
實現Ｑ為什麼國家要重視勞動參與？

＃個人＃社會



Ｑ為什麼國家要重視勞動參與？
＃個人＃社會

P.147-148



一、為什麼國家要重視勞動參與？

（三）維繫國家競爭力

少子女化高齡化
勞動力
供給
不足

影響
國家
競爭力

P.148



搭配課本
IMD世界人才排名評比

P148

除了勞動力的投
入，政府如何投
資與培養人才資
源也是影響國家
競爭力的關鍵。

排名／國家 新加坡 香港 臺灣

人力競爭總排名 8 16 20
人才準備度

（評比一國人才資
源的充足程度）

1 6 19

勞動力成長率 8 64 59
婦女勞動參與率 29 3 40



公民
好補

搭配課本

勞動參與率

全名為勞動力參與率，指15歲以上民間人口中有
參與勞動的比率。其中民間人口指不含軍人、監獄
受刑及失蹤人口等的國民。計算方法如下：

1

P147

勞參率（%）＝ ✕100%勞動力(就業＋失業人口)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含家務勞動？



政府

勞參率愈高，代表愈多人投入勞動市場

個人

獲取薪資報酬以支付
民生消費

稅收充足，推動民生與
經濟建設

促進經濟成長與進一步的社會發展。

P.148



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



政府統計各項勞動與經濟數據時，將家務勞動排除在外，
導致其貢獻因此被忽略。

市場
勞動

可量化
家務
勞動

不可量化

P.149



Ｑ 家務勞動不重要？



搭配課本
市場勞動與家務勞動的關係

P150

維持家庭經濟生活、支持社會存續

支持家人投入市場勞動、使生產性
活動更有效率

家庭經濟的來源

市場勞動者後盾



搭配課本
再生產勞動的意義

P149

•養育、維持可
投入市場的勞
動力

•照顧從市場退
下的勞動力

資本主義也須仰賴家務勞動

再生產勞動

•改善家庭生活
與照顧品質

市場勞動



再生產
勞動

指維持家庭、社會順利運作的家務勞動

幫助家庭內的工作人口養精蓄銳，
而能再次回到工作場所進行生產

P.149-150





搭配課本 P151

兩性每日平均無酬照顧時間

0

1

2

3

4

5

志工服務做家事照顧老人照顧兒童

女

男
有偶女性每日無酬照顧時間
比男性多3倍

︵
小
時
︶

4.41

總計 照顧
其他家人

0.02 0.09

2.22

0.73
0.04 0.140.130.28

1.68

0.55

1.48

兩性家務勞動 VS. 勞參率的統計



女生薪水比較低
多做一點家事
很合理吧！？

薪水低的原因
會不會是做太多家事
沒心力處理工作

因而失去升遷與發展機會

P.152



年薪 250 萬徵「矽谷天龍國全能保母」

P.170 資料一
請回答問題1.2.



社會普遍認同
家務有給制

家庭生活費用可由家務勞動分攤
之，並保障因家務勞動而未能投入
市場勞動賺取薪資報酬的一方。《民法》

P.152



Ｑ「初二才能回娘家」合理嗎？





搭配課本

第1節結論

P152

結論

皆會影響
國家社會的
穩定與發展

勞動參與
程度

職場
不平等

家務分工
不均

因此，社會團體呼籲政府
介入勞動權益的保障。



「勞工」是維繫
經濟社會運作的主體

P.153



市場經濟制度

財產私有

自由買賣

市場價格主導

計畫經濟制度

財產公有

管制資源分配

政府機關主導

民主國家用哪個？

P.153



Ｑ交易一定要簽契約？

勞動契約

買賣契約

租賃契約



契約
自由

締約
自由

相對人選擇自由

內容
自由

方式
自由

廢止或
變更自由

買腎可以嗎？

買肉體可以嗎？

P.153





民法尊重每個人的自主性，此即「私法自治」原則

契
約
自
由

定義 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與何人締結契約，並決
定契約的內容和方式。

條件 1.契約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2.雙方都能在平等的狀況下締結。

P.154













真的自由締約？

雇主握有聘僱、職務
安排及績效考核等主
動權，且對國家政策
法令也較熟悉



搭配課本
契約自由與契約正義

國家以法律限制契約自由，是為了保障勞工及消費者
等資源較為不利的群體，達成契約正義。

P155



錢多

離家近

事少
工作與生活平衡

找到一件喜歡的事，全
然付出，做得值得尊敬

Ｑ理想工作條件？



錢多

離家近

事少
工作與生活平衡

找到一件喜歡的事，全
然付出，做得值得尊敬

Ｑ勞基法有保障？

P.157



搭配課本
勞動法令保障勞工權益

P155



搭配課本 P156

三、個別勞動權的保障

我國對勞工
權益的保障

勞動基準法個別
勞動權

集體
勞動權



勞動
基準法

工資

安全衛生

工時

P.157



1. 保障基本工資，維持勞工基本生活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

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勞動
基準法

勞動基準法P.157





搭配課本
基本工資如何決定？

P157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勞方 資方

政府機關 學者專家

7人 7人

3人 4人



搭配課本
基本工資如何決定？

基本工資已經連續多年調漲，希望透過增加基層勞工所得，提升工作效能，照
顧勞工的基本生活，同時帶動國內消費支出及經濟成長，共創勞資雙贏。

P157

決定



勞動基準法
2. 保障基本工時，避免勞工工時過長

P.157



搭配課本
保障基本工時的勞基法

P158

休假日

保留彈性加班的空間，以
確保勞工有足夠的休息時
間，又兼具彈性加班的空間

一例一休

勞工每7日中應
有2日之休息

例假日

強制休假



搭配課本
保障基本工時的勞基法

P158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工
作
日

工
作
日

工
作
日

工
作
日

工
作
日

休
息
日

例
假
日

加
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例
假
日

休
息
日

工
作
日

工
作
日

工
作
日

工
作
日

工
作
日

加
班

例假日跟休息日可由勞資雙方約定喔！



搭配課本
保障基本工時的勞基法

P158

原則 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

例外
允許每日工時上限至12小時、一個月內延長時數不得
超過46小時

彈性工時



搭配課本
保障基本工時的勞基法

P158

彈性工時



搭配課本
保障基本工時的勞基法

P158

原則
勞工工作採輪班者，其工作班次，原則上每周應更換
一次。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11小時之休息時間

特殊
除非有特殊原因或工作特性情況才可鬆綁間隔為8小
時

輪班制間隔



搭配課本
保障基本工時的勞基法

P158

原則

特殊





︵
資
料
來
源
／
勞
動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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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圖
、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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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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樺
、
黃
禹
禛
︶

2011-2018



︵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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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動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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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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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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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8



︵
資
料
來
源
／
勞
動
部
；
製
圖
、
設
計
／
陳
貞
樺
、
黃
禹
禛
︶

2011-2018



P.159

3. 勞動安全的保障

勞動基準法

無論是打工還是從事正職工
作，《勞動基準法》都規定雇
主必須預防職業災害、建立適
當且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

勞動基準法



工地安全衛生工程師

https://careermaster.1111.com.tw/detail/190203


P.159

3. 勞動安全的保障

勞動基準法

即使只到職一天，雇主也須依法替勞工辦理勞動保險（例如就
業保險、勞工退休金、職業災害保險等），以確保勞工能有相
應的保障機制。

生育 傷病 失能 老年 死亡







搭配課本 P156

三、個別勞動權的保障

我國對於個別勞動權益保障

內容
基本工資與工時的保障、合理的工作時間與負擔、工
作福利、安全衛生、友善職場政策、性別平等、禁止
童工等相關議題

監督 設有勞動檢查機制，查核雇主違法行為並依法懲處

目的
透過政府公權力的監督，維持勞工具有尊嚴的勞動條
件，緩和勞工在工作契約簽訂上的不對等地位







搭配課本 P156

三、個別勞動權的保障

我國對於個別勞動權益保障

內容
基本工資與工時的保障、合理的工作時間與負擔、工
作福利、安全衛生、友善職場政策、性別平等、禁止
童工等相關議題

監督 設有勞動檢查機制，查核雇主違法行為並依法懲處

目的
透過政府公權力的監督，維持勞工具有尊嚴的勞動條
件，緩和勞工在工作契約簽訂上的不對等地位





搭配課本
勞動基準只是基準？

勞動基準法訂定了勞動條
件的最低標準，但仍需雇
主和勞工雙方共同努力，
遵守法律規定，確保勞工
權益的保護，不要讓勞動
基準只是基準而已。

P159



搭配課本 P156

三、個別勞動權的保障

我國對勞工
權益的保障

勞動基準法個別
勞動權

集體
勞動權



權力不對等

契約自由
契約正義

消極被動
勞檢緩不濟急

勞工無法承受纏訟

團結力量大
勞動三法



搭配課本 P156

三、個別勞動權的保障

我國對勞工
權益的保障

勞動基準法

工會法

團體協約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

個別
勞動權

集體
勞動權



勞動三法
•工會法
•團體協約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

勞動三權
•團結權
•團體協商權
•團體爭議權

集體勞動權

強化勞工與資方對話及爭取權益的能力

落實《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與結社自由的精神

P.160



1. 團結權的保障

《工會法》

意義 保障勞工有組織與加入工會的權利

工會 由一群勞工依法共同組成的團體，具有獨立的法人人格

目的
藉由集體力量來降低勞資雙方的不對等權力地位，以提
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

集體勞動三權

工會 vs 公會

P.160



搭配課本
團結力量大：工會

P161

透過工會，以團體力量向
資方、政府談判、爭取更
好的勞動環境

有工會後

只能以個人力量向資方
要求法定最低標準

沒有工會

工會的優勢





集體勞動三權P.161

2. 協商權的保障

《團體協約法》

意義 保障勞工透過工會簽訂團體協約的權利

工會 組成後，可以代表勞工向資方爭取較好的勞動條件

目的
藉由法律規範協商過程及效力，共同遵守雙方簽訂
的團體協約，否則將受到裁罰



勞資協商破局長榮空服宣布「無期限」罷工



3. 爭議權的保障

《勞資爭議處理法》

意義 我國以法律規範勞資爭議的處理機制

工會 當發生勞資爭議，可選擇以罷工的手段與資方對抗

目的
保障勞工於爭議處理中的工作權益，使爭議問題得
以圓滿獲得解決

集體勞動三權P.162



【博恩夜夜秀】欸！勞權罷工



補
充
資
料 第53條：「勞資爭議，非經調解不成立，不得

為爭議行為；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
不得罷工。」

第54條： 「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
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不得宣告罷工
及設置糾察線。」

勞資爭議處理法



3. 爭議權的保障

集體勞動三權P.162

《勞資爭議處理法》也規定資方不得因勞資爭議事件
而有歇業、停工或解僱等不利勞方的行為。

求償3400萬，長榮敗訴



勞動三權 團結權 團體協商權 團體爭議權
適用法律 工會法 團體協約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

立法
目的

促進勞工團
結，提升勞
工地位。

規範團體協約
之協商程序及
其效力。

處理勞資爭議，
保障勞工權益，
穩定勞動關係。

意義

勞工有組織
加入工會的
權利。

集合勞動者的
力量，集體向
資方爭取較佳
的勞動條件。

勞工有權可以罷
工或其他阻礙事
業正常運作的手
段與資方對抗。

基礎 核心 後盾



搭配課本
團結力量大：工會

P161

工會的功能

提供法律協助、教導
如何蒐集證據、也可
以團體名義處理爭
議。

協助處理勞資爭議

以集體暫時停止工作
的方式，給予雇主壓
力，進而妥協提供更
好的勞動條件。

罷工

由工會名義跟資方爭取
勞動條件改善。可爭取
的福利遠優於個人能與
資方爭取的範圍。

團體協約



建立在團結權的基礎

爭議權的發揮
勞工更有力量與雇主溝通，
處理勞資爭議

工會有足夠自主管理、不
受資方介入影響的能力

提升工會自主性P.162



提升工會自主性P.162

成立工會許可制 跨類別工會禁止

我國2010年修法前

工會從成立到運作都受到
行政機關的檢查與干涉

2010年起陸續修法

成立工會登記制 跨類別工會開放



我國工會類型
P.163



Ｑ 哪些職業不能籌組工會？
為什麼？

我國2010年修法前

P.163

2010年起陸續修法



2010年因受右列影響
而修法開放教師組織
工會，但仍限制其不
得罷工：

提倡國際勞動人權影響 1

透過工會可維護並提升
教師勞動條件

影響 2

有助於維護教育專業及
學生受教權

影響 3

• 開放教師籌組工會

P.163
提升工會自主性





補
充
資
料 下列勞工，不得罷工：

一、教師。

二、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之勞工。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



補
充
資
料 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

之事業，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始得
宣告罷工：

一、自來水事業。

二、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三、醫院。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



補
充
資
料 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

之事業，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始得
宣告罷工：

四、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
業與證券期貨交易、結算、保管事業及其他辦理支
付系統業務事業。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



提升工會自主性P.163

2. 提升勞動權利意識

勞工自身的
勞權意識

政府立法
保障勞工的
勞動權益

維持社會發展
與經濟永續
的市場勞動

若大家都抱持著「少了我也沒差」的心態而沒有加入工
會，或沒有實際加入罷工行列。

工會就無法形成集體力量來與公司協商與談判。



提升工會自主性P.163

2. 提升勞動權利意識

罷工受阻
• 我國勞權意識相對薄弱

• 社會對罷工存有負面看法

• 部分的媒體輿論會站在穩定社會
秩序的角度反對罷工

在勞動權益的保障上，也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搭配課本

第2節結論

P164

我國透過法律來保障個別
與集體勞動權，但若介入
過多，不僅可能影響工會
的自主性，也無助於提升
薄弱的勞權意識。



搭配課本

第2節結論

P164

政府近年改為積極推動自主性勞動關係的發展：

投入政策資源來培育自主運作的工會組織1

透過學校及社會教育來積極提升勞權意識2
讓勞動權益不再只是被動的法律保障，而是人人都積極參
與並維護的自主權益。



公民
好補

搭配課本

自主性勞動關係

l 指勞資雙方建立起夥伴關係，讓勞工擁有更高
的自主性

l 不同於資方單方面決定勞動條件與內容的強制
性勞動

4

P164

意
義

透過對等的協商機制來決定勞動條件與內容，以
因應快速變遷的市場與勞動環境

優
點



搭配課本 P

問

議起
思考

1.可以公共利益為理由來限制醫護的罷工權
利嗎？

2.你的判斷依據是什麼？

164

罷工要考量對公共利益的影響嗎？



搭配課本 P

議起
思考

答

164

罷工要考量對公共利益的影響嗎？

勞工的罷工權是與雇主抗爭的後盾，罷工權
要被保障，才能發揮用處打到雇主的痛點。

若在勞工使用罷工權同時，還要考量尊重企
業經營者的利潤、顧及消費者的權利，到頭
來將會無法施展罷工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