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我國近來經濟成長率創歷史新低，失業率則屢創新高，隨著資訊科技

來臨，台灣勞動市場將顯得更趨多元，勞工將面臨勞動彈性化和就業安定

的兩難；然而，一國的經濟發展，主要以追求經濟的成長與薪資分配平均

為最主要目標，而這兩項皆是一個現代化政府所努力追求的目標，政府對

於經濟成長的重視與薪資分配是否平均，需同等的重視。在經濟發展過程

中，所有影響生產的要素諸如土地、資本及勞動力皆一一被學者討論與分

析，其中勞動力要素與我們關係最為密切。 

鑑於，國內傳統產業代表同聲建議凍結勞基法、甚至取消勞基法，建

議將勞動基準中相關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交由勞資雙方自行協商，以及

降低工業區土地取得成本、鬆綁環保法規等，以吸引企業根留台灣、投資

台灣。針對傳統產業代表的建議或抱怨，在保障勞工權益的前提下，勞動

市場條件勢必得隨著經濟發展現況作調整，勞動市場改革便被寄予提振經

濟與解決失業問題的期待。而勞動市場改革的方向，多主張應朝勞動法令

鬆綁、彈性化的途徑變革，期望有助於經濟發展與解決失業問題。為達到

勞動彈性化及降低企業生產成本之目標，我國未來勞動條件將趨於適度的

彈性化，法令限制也將更少。 

為充分瞭解我國勞動基準（勞動條件）與世界各國的勞動基準（勞動

條件）的差異；勞動基準中之勞動條件對企業獲利及總體經濟的影響程

度；及各國企業在全球經濟自由化及國際化的趨勢下，其企業運用勞工的

自由度與市場競爭力如何？是引動作者研究本文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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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 11-23個國家為主體，以我國勞動基準法之勞動條件為主

軸，就勞動保護分二個構面（就業機會之保護、勞動基準之保護）做探討，

由以上二項構面的主要或部分保護內容（工時及工資規定、假日及休假規

定、童工及女工規定、資遣與退休規定）選定九項勞動條件（法定工時、

平日延長加班工資加成、例假日工作工資加成、國定假日天數、特別休假

天數、僱用童工最低年齡、女工產假、資遣最低預告期間、資遣費給付）

做被解釋項，以影響總體經濟表現之失業率、經濟成長率及物價上漲年增

率為解釋項，以篩選對國家總體經濟表現具有影響的勞動條件。 

再依研究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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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的評比。第一部分取法

定工時、平日延長加班工資加成、例假日工作工資加成、國定假日天數、

特別休假天數等五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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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則選定本研究全九項勞動條件對擁有獨立勞動法令

之東南亞國家，進行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之國際比較。最後以企業勞動運

用自由度與總體經濟指標作圖，看世界各國的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與總體

經濟表現的相關性。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以應用總體及勞動經濟理論、制度比較分析及敘述統計方式進

行。首先設計分析的理論架構基礎，討論勞動保護對總體經濟指標之失業

率、經濟成長率及物價上漲率之影響，同時分析時間運用方式，找出最具

影響經濟表現之勞動條件，再據以評比各國企業運用勞動自由度之大小，

最後就分析結果提出結論及後續相關研究。 

本研究選定國家之理由為國際資料蒐集及不易及作者本身受制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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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的困難性，無法詳盡運用各國的資料，僅能就資料充分的國家進行

比較。又本文礙於篇幅，為能充分呈現出主要研究重點，僅由法制（勞動

基準法）間接規範對企業的影響面切入，以個別的勞動條件來論述總體的

經濟表現，即以企業經營彈性來觀國家經濟表現，實尚不足以代表影響國

家整體的總體經濟關係，此為本文之疏漏。 

 

第四節  研究目的 

作者希望透過本研究能達到下列目的： 

一、 透過經濟原理之探討，了解勞動供給在勞動市場中所扮演的重要性。 

二、 以國際資料做比較分析，分別對不同的勞動條件探討其與總體經濟

指標（失業率、物價上漲率及經濟成長率）的關係，篩選出對經濟

表現最具影響之勞動條件。 

三、 經由篩選出最影響經濟表現的勞動條件，分析各國中企業運用勞動

的自由度的大小。 

四、 以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與總體經濟指標作圖，看世界各國的企業勞

動運用自由度與總體經濟表現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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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一、研究流程 

  

 

 

 

 

 

 

 

 

 

 

 

 

 

 

結論 

比較分析 

文獻資料整理 

選定分析主題 

界定研究範圍 

確立研究架構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圖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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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勞動保護構面 

                        

 

 

 

 

 

 

 

 

 

 

 

 

 

 

 

 

 

 

 

 

 

 

 

 

 

 

  

                   總體經濟表現構面 

 

一、工資基準之保護 
二、工作時間基準之保護 

三、安全衛生基準之保護 

1.最低工資之制定 

2.加班工資加成規定  

2.正常工時之限制  

3.延長工時之限制  

4.休息與休假之規定  

5.請假之規定  
6.要求雇主對影響勞工健康災害
採行適當管制措施 

查 

7.要求雇主對勞動者實施體格檢

一、雇用之保護 
二、解僱限制之保護 

就
業
機
會
保
護
構
面 

勞
動
基
準
保
護
構
面 

1.保障雇用機會之均等 
2.限制最低雇用年齡 

3限制工作規則之訂定與頒定 

4.解僱不定期契約勞工應有正當事

由 

5.雇主原因終止不定期契約應負擔

的特別義務（終止勞動契約預告及

給付資遣費） 

失業率 經濟成長率 物價上漲年增率 

                   企業運用勞工自由度                             

圖1-2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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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茲分述如下： 

第一章 介紹本文研究背景，以及研究動機，並說明研究的方法與限

制及目的與範圍，以釐清研究問題的方向。 

第二章 論述勞動條件與經濟之理論基礎，解釋勞動供給在勞動市場

所扮演的重要性。並以台灣的勞動保護為主軸，探討國際勞

動保護的源由，及勞動條件的經濟意涵，了解勞動保護對經

濟影響的重要性。 

第三章 以我國的勞動保護為主題，介紹我國的勞動保護構面及勞動

條件概況。 

第四章 選定勞動保護的二個構面，與總體經濟表現構面，做國際資

料的比較分析，分別對不同的勞動條件作圖分析其與總體經

濟（失業、物價、經濟成長）表現的關係，篩選出與總體經

濟表現最具相關之勞動條件。 

第五章 經由篩選出最具影響國家經濟表現的勞動條件，分析各國國

家中，企業運用勞動的自由度大小，看各國的企業運用勞動

的彈性大小。 

第六章 將所探討之內容作一總結評論，並提出後續研究者的建議方

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