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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經濟力持續高度成長的充要條件，在於各項資源的配置與利用效

率不斷改善，以促進總資源生產力不斷提高。在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效

率持續提升的關鍵因素，在於市場機能能否靈活運作。 

各國為提供自己的國家在國際上能有一個較為彈性的國際參與與轉

型的選擇機會，在全球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趨勢下，都半以整體提升本

身的競爭力與區域經濟互動關係來與國際經濟發展連結，換言之，即透過

加強個別國家的經濟體質與競爭力，如轉化經濟體質（Agents 

Transformation），建立與國際間的互動結構（Structure Change）並採

取「開放性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原則來與全球化接軌（Global 

Linkage）。 

市場機能的強化，主要視經濟自由化、國際化與法制化的步伐而定。

企業勞動運用的彈性大小攸關其生產資源調度的靈活支配，為因應全球化

國家間的貿易互動頻繁，企業的強化重點即在市場機能的強化，即在貿

易、服務、投資與勞務流動間提供更多的彈性以加強緊密的整合。 

然而勞動法制對勞工與雇主的直接規範並不利於企業的彈性運用，是

以世界各國與國內之企業代表有鬆綁法令的疾呼，故企業要能靈活運用勞

動，必先瞭解勞動條件對企業經營間接所造成的影響性，方能有效的運用

勞動力，靈活的調整生產資源的投入，以創造更多的利潤。 

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物價及就業的穩定上，勞動

條件的制定標準與企業能否彈性運用將是兼顧市場成長與穩定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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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21個國家為主體，選定勞動保護的二個構面（就業機會之

保護、勞動基準之保護）做探討，以其主要或部分勞動條件保護內容做被

解釋項，以影響總體經濟指標之失業率、經濟成長率及物價上漲年增率為

解釋項，欲分析出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再依上項研究結果所發現之九項勞動條件，依其與經濟指標之相關性

給予權數配分，分二部分對各國國家做出企業運用勞動自由度的評比，用

以了解勞動條件對企業運作的重要影響性。第一部分取有關工時規定之勞

動條件做出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之國際比較；第二部分則選定擁有獨立勞

動法令之東南亞國家，進行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之國際比較。 

本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研究結果發現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的表現具有重要的影響性。而

以對工資、工時直接影響的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表現最具有明顯相關。而

對工資、工時間接影響的勞動條件則較不具相關。在僱用童工最低年齡與

經濟表現所得之發現結果有違於國際人權發展，故作者不建議企業運用此

部分之研究。 

二、從各國的經濟情勢比較，在工時方面，世界各國皆已有朝向縮短

工時之趨勢發展，由本文研究得到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並非以提高工時

來增加產能。 

三、就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情勢分析，在整體的勞動標準上，企業勞動

運用自由度最高的國家是台灣、菲律賓及新加坡，而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

最低的國家是印尼及泰國。 

四、以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與總體經濟指標作圖，得到企業勞動運用

自由度愈大，失業率有上升的趨勢，顯示企業靈活運用勞動條件的彈性愈

大，其勞動雇用量的調配彈性較佳，但會影響失業率的波動。運用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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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運用自由度愈大，其經營成本的調整彈性愈大，獲利空間也愈大，其

經濟成長率也愈高；且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愈大者，並有助於降低消費者

物價的上漲率。 

本研究綜合，鬆綁法令、解除管制及增加管理彈性乃是吸引外資、增

加企業競爭力及減少失業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勞動條件規範的

良窳乃是其重要的成功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