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自 1949年以來，中共對台政策的演變可從中共對台的統戰宣傳及軍事行動

為主要標準，而將其劃分為兩大時期：解放台灣時期(1949~1978)及和平統一中國

時期(1979~迄今)，且從1979年鄧小平掌握權力之後，其思維模式是「不管採用

什麼手段，只要能提高國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行」；此乃鄧小平著名之「黑

貓白貓論」。換言之，其務實經濟的想法帶領中國由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

變成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是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下，

引進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制度，以提高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大陸從1979年5月發佈《關於展開台灣地區貿易的暫行規定》、1980

年3月的《購買台灣產品的暫行規定》、1983年4月的《關於台灣同胞到經濟特

區投資的特別優惠辦法》、1987年7月《關於集中管理對台灣省貿易暫行辦法》、

1988年7月《國務院關於鼓勵台灣同胞的二十二條規定》、1993年9月的《小額

貿易管理辦法》及 1994年的《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在在都是為了吸引台商赴

大陸投資，並藉此籠絡台灣工商界人士，以圖兩岸統一。而在 1979年 7月頒佈

《中外資經營企業法》、1986年4月頒佈《外資企業法》、與1988年4月頒佈《中

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使台商對赴大陸投資有所依循，惟其內容仍然充滿專制主

義色彩，中國大陸執政當局對其干預甚深。 

反觀台灣對大陸之政策，從1949~1987年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前，乃是採取

漢賊不兩立之立場，兩岸間只有敵對競爭並無相互間交流，惟從1987年11月開

放國人赴大陸探親後，即有許多台商以探親之名行投資考察之實，並私下在大陸

投資設廠。因此，台灣政府不得不正視此一問題，遂於1992年7月總統公佈《台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1993年3月1日經濟部依據上述條例發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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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使國人對赴大陸投資有所依循；1並擴大

兩岸間文教經貿及民間交流，不過仍以「三不政策」來節制兩岸政府的官式關係，

採行「一國兩府」、「彈性外交」的戰略作為，進而提出「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

的意願」，並在「理性、對等、安全」的原則下，兩岸共商統一大計。並於1991

年召開第一次辜汪會談，並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初步共識。惟，直到 1995

年6月前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的旅程令兩岸關係全面緊繃，海基海協兩會的接觸

因而中斷，並使第二次辜汪會談的準備工作宣告流產。中共僅在 1995年的下半

年就舉行了4次軍事演習，又在1996年3月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前舉行了最大規

模的海陸空軍事演習，並在距離台灣僅三十公里的地點試射飛彈。之後，隨著前

總統李登輝對中共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及在卸任前所提出「兩國論」，更令中

共為之反感。之後，陳水扁總統在2000年5月20日就職演說中對中共以「四不

一沒有」釋放出善意，兩岸間維持一段蜜月期，對投資大陸的台商採取「積極開

放，有效管理」政策 ；隨後，「特殊國與國關係」在陳總統談話下又使兩岸關係

跌至冰點。 

    此後，在兩岸對「一個中國」認知有差異前提下，兩岸在政治上交流遂告中

斷且常處於互相角力緊張情勢，尤其在 2004 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附帶舉辦公民

投票，令中共覺得台灣獨立又向前跨了一步，因此，在陳水扁總統五二０連任就

職前，中共國台辦發表聲明批評陳水扁違反過去「四不一没有」承諾，將兩岸關

係推至危險邊緣。聲明中並提出了「五個決不」的立場，主要是強調「一個中國」

立場並對「台獨」決不容忍；但也提出「七項主張」，主要是強調兩岸可以在一

個中國前提下，展開平等協商、開放三通、加強經貿合作、建立軍事互信機制….

等措施，使兩岸達到和平穩定、互利雙贏、和平統一的遠景。2 

    隨後，陳水扁總統在五二０連任就職演說中釋出善意，其指出未來的憲政改

                                                 
1 詳參見，石紹成、李相慶，臺商大陸投資經營管理指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

印，2003 年 2 月 3 刷，頁 3以下。 
2 中國時報，2004 年 5 月 17 日，A1 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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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將著眼於政府效能提升，不會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及統獨議題。並重申「四年

前所揭櫫的原則和承諾，不會改變，並希望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放寬並擴大兩

岸交流」。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並凝聚全民共識，擬訂「兩岸和平發展

綱領」，朝兩岸和平穩定、自由選擇，永續發展的新關係邁進。3 

雖說到目前為止，兩岸在政治上常處於敵對緊張狀態，但並不會遏止台商申請赴

大陸投資的意願。原因何在？因大陸人口超過 12億，是一個擁有廣大市場與充沛廉

價勞動力的國家。因此，台商赴大陸投資種類也從早期勞力密集傳統產業轉變成高科

技電子業，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2004年1月台商對大陸經核准投資件數

共計209件，總核准金額為5.02億美元，台商投資主要集中在江蘇、廣東、浙江、福

建、河北等地區，投資金額依序為2.76億美元（占總金額55.01％）、0.98億美元（占

總金額 19.52％）、0.44億美元（占總金額8.68％）、0.41億美元（占總金額8.18％）、

0.13億美元（占總金額 2.49％）。至於台商投資行業主要分佈於電子及電器製造業、

基本金屬製品製造業、化學品製造業、精密器械製造業、非金屬及礦產物製品製造業

等，投資金額依序為 2.06億美元（占總金額 41.04％）、0.54億美元（占總金額 10.69

％）、0.39億美元（占總金額7.79％）、0.08億美元（占總金額1.65％）、0.05億美元（占

總金額0.96％）。其中，在2004年1月我國核准對外投資（含對大陸投資）件數共計

253件，金額為6.93億美元，其中核准赴大陸投資金額為5.02億美元，占我核准對外

投資總額72.47％，位居第一位。且累計自1991年至2004年1月底止，台商對大陸投

資總核准件數31,360件，總核准金額達348.10億美元，占我核准對外投資總額的47.24

％，位居第一位。4 

    若再從民間統計數據來看，依照「投資中國」雜誌於2004年1月5日公佈

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03年年中，在大陸投資的台資企業已達68,115家，

累計投資金額1,295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約774億美元。若比較各省份實際利

用台資金額的排位，廣東、江蘇、福建、浙江、上海、山東、天津、遼寧、湖北、

                                                 
3 中國時報，2004 年 5 月 21 日，A1 頭版。 
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4 年 1 月第 137 期。 

 3



北京居前 10名。其中，廣東和江蘇兩省實際利用台資 390億美元，佔大陸各省

份的比例超過 50％。值得注意的是，該雜誌所公佈的台商在大陸投資各項指標

遠高於兩岸官方統計數字，例如「實際利用台資金額」一項，就比大陸商務部和

我國經濟部投審會的統計均高出 400億美元以上。5由此可知，中國大陸是一個

充滿無限商機的市場並吸引無數台商以各種不同管道赴大陸投資，且兩岸商業上

的往來已處於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之唇齒依存關係，就算兩岸在政治上乃處於敵

對狀態，仍阻擋不了台商赴大陸投資熱潮。6 

惟大陸方面在政治上是中國共產黨專政，在經濟上試圖引進自由經濟競爭體

制，在法制上乃處於從人治到法制的過渡時期，因此，台商赴大陸投資也擔負一

定風險，也讓不少人鎩羽而歸。尤其，大陸是以無產階級之工農鬥爭取得政權，

對勞工權益保護之重視，從早期人民公社吃大鍋飯，採取固定工制度；到為了改

革經濟採取全員勞動合同制，即是在謀取勞動者就業，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的平

衡點下所作之折衷。且中共建國初期，非常重視運用法律手段推行集體合同制

度，以保護集體合同雙方當事人權益。 

隨著時代變遷，大陸已不能自外在世界潮流，必須經由對外貿易交流來滿足

其所需並供給其所有，尤其自 1979 年後提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即使

市場在國家總體調控下，作合理資源分配，並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改革國有企

業經營體制，且加速引入外資，朝向多元經濟為發展目標。因此，舊有之勞資關

係已不符合時代需要，故大陸在 1992年 4月及 1994年 7月分別頒佈《中華人民

共和國工會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也替集體合同規定提供較為明確

之法律依據，並在 1994年 12月由大陸國務院之勞動部發佈《集體合同規定》，

                                                 

5 顧錢江、胡創偉，臺商投資排行榜，新華網，2004 年 1 月 5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

004-01/05/content_1261443.htm。 

6 大前研一，中華聯邦，台北市商周出版社，2003 年 1 月 14 日初版，頁 8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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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勞動部於 1996年 5月發佈《關於逐步實行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的通

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7於2001年11月的《關於進一步推行平等協商和集體合

同制度的通知》，都是在此一背景下產生，而此規定是否能給大陸由社會主義勞

資關係轉成偏向資本主義勞資關係所帶來之衝擊(如勞資糾紛)提供預防措施？

並給予勞動者權益的保障？或只是中共為攏賂勞工所為的政治煙幕？而集體合

同制度實施對台商赴大陸投資及台商派駐大陸勞工有何影響，且台商對集體合同

制度看法與因應之道，都是我們觀察的重點。 

    總之，不論大陸從 1995年 1月 1 日開始實施之集體合同制度有否達到當初

既定目標，了解大陸集體合同制度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其次，筆者希望透

過本論文介紹，讓有意或已赴大陸工作或經商的國人了解對岸現今集體合同制度

實際運作情況，並給予建議，使其對大陸集體合同制度有所認識並提早因應，以

免產生嚴重的勞資糾紛而造成巨大損失，這也是本論文最大目的所在。 

 

 

 

 

 

 

 

 

                                                 
7 大陸國務院所屬「勞動部」，在 1998 年 3 月國務院精簡計劃後，改名為「勞動

和社會保障部」。詳參閱，大陸國務院辦公廳編，大陸「國務院」機構改革方

案及公佈（通過）日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98 年第 9號，頁 40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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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係以旁觀者角度切入，以大陸 2004 年新修正《集體合同

規定》為主軸，將大陸所實施集體合同制度簡單扼要介紹給讀者認識。論文首先

從大陸對集體合同基本概念及歷史演進作探討，到集體協商內涵介紹，再到集體

合同本文整理，並接著介紹大陸集體合同制度實施後所遭遇到的實際問題與主要

原因，及大陸專家學者對集體合同制度改革建議與 2004 年新修正《集體合同規

定》之呼應，到最後回到集體合同制度對在大陸台商與台商派駐大陸勞工之影響

作一系列性整理與探討。其間並輔以大陸實務上對集體合同運作介紹，其中以大

陸勞動行政部門對集體合同運作著力甚深，而大陸工會也扮演不可或缺角色。由

於，兩岸分治已久，長期不同生活型態與政治意識，使筆者對本論文研究方法只

能以旁觀者角度去提出大陸集體合同制度可能產生的問題與矛盾所在，並以手頭

所獲資料去推論問題所在，但卻很難去替問題找到解決之道；或許，在對岸當局

思考邏輯下，筆者所發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他們自有一套解決方法。 

    至於本論文之研究限制，最大的限制還是在資料取得，由於國內介紹集體合

同書籍很少且年代久遠，且礙於時間及金錢上限制，筆者只能請託友人在大陸代

為蒐集相關資料，且由於勞動法研究在大陸並非顯學，而我的論文題目又只是大

陸勞動法的一小部分，故相關論述不易尋得。就算找到相關書籍，大陸學者對集

體合同論述也只是教條式、條文式介紹，很難發覺大陸學者對集體合同的自身看

法。所以，只好從網路上去搜尋相關投稿文章。 

    其次，在集體合同實務運作上，筆者更難從市面上去找到相關資料整理，只

能從網路上找到大陸當局願意公佈資料，並發覺有些民營網站整理的資料比大陸

官方網站還詳細。筆者曾多次寫 EMAIL給大陸官方部門，希望其能提供相關資

料，但是都石沈大海，一點回應也沒有。且，有關集體合同司法實務判決上，由

於在網路上搜尋大陸地方人民法院判決要知道「案號」為何，故無法獲得相關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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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判決，而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尚無集體合同的判決，故，只能從書上摘錄少數有

關集體合同司法實務判決資料。 

    再者，筆者在寫論文過程中，在無預警情況下，大陸當局於 2004年 1月公

佈新修正《集體合同規定》，使筆者措手不及，更增加論文寫作的困難度。因此，

筆者只能從手邊有限資源下，盡最大努力完成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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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如前所述，由於大陸集體合同制度研究涉及的範圍很廣，其中大陸工會法、

大陸勞動法、大陸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等都牽涉其中，故本論文之研究範圍不得

不限縮以「集體合同制度」介紹為界限，並以大陸當局所公佈《集體合同規定》

為軸心，先對集體合同概念、意義、性質及歷史背景等基本概念作一學理探討；

再依續針對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內涵作一學理與實務上討論；緊接者介紹大陸集

體合同制度實施後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原因，及大陸專家學者之改革建議與 2004

年新修正《集體合同規定》之呼應；最後再以問卷調查方式，表現出集體合同制

度與大陸台商、台商派駐大陸勞工之關係。因此，本論文之研究範圍己有一清楚

明確界限，也是筆者從已獲取資料中最大的整合，若有不足之處，請各位先進見

諒，並由後續研究者繼續補充。 

 

 

本論文架構共計七章，簡單敍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首先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背景，以及筆者在現有資源下所採研究方法與

所遭遇到的研究限制，並對研究範圍加以扼要說明。 

 

第二章  大陸地區集體合同制度之基本概念 

    本章最主要是在介紹，大陸學者對集體合同基本概念了解，其主要為集體合

同意義、本質及定位、歷史演進、種類、作用…等概念，以方便讀者了解大陸地

區對集體合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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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集體協商 

在簽訂集體合同前，勞資雙方要先經過集體協商之法定程序。故，本章針對

集體協商之概念、代表、內容、程序…等內涵作一完整介紹。 

 

第四章  集體合同之內涵 

    在排除與前二章內容重覆部分，本章主要在介紹集體合同之效力、行政審核

與檢查監督、爭議處理…等內涵介紹。 

 

第五章  集體合同之問題、原因、建議與呼應 

    本章最主要是在介紹大陸集體合同制度實施後所遭遇到的實際問題與主要

原因，及大陸專家學者對集體合同制度改革建議與 2004 年新修正《集體合同規

定》之呼應。 

 

第六章  集體合同流程與現況及對台勞與台商之影響 

本章以圖表形式介紹大陸集體合同實施流程，並以問卷調查方式，來探討集

體合同制度與大陸台商及台商派駐大陸勞工之關係。 

 

第七章  結論 

    在最後，綜合整理新舊《集體合同規定》之比較觀察及對赴大陸投資台商及

台商派駐大陸勞工之建議，對本論文作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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