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勞動市場有如一般商品市場般有著資訊不完全流通的問題，因為勞動

市場內資訊的不完全流通減緩了勞工在不同職業、產業間的流動性，也降

低了市場的運作效率。就業服務機構是一種和勞動市場息息相關的行業，

他最主要的功能是促進勞動市場內資訊的流動性，協助求職與求才的兩方

進行媒合，改善市場因為資訊不完全流通而產生的不效率的現象。 

 

    在工業革命初期，大量的勞動者從鄉村移往都市發展，形成了大規模

的勞工移動，也促使了就業服務機構的發展。在當時失業勞工的生存條件

極為薄弱，必須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找到合適的工作，否則他們的生活將會

陷入困頓而無以為繼。在此時，出現了許多介紹勞工前往工廠工作的機

構，但是因為當時勞工保護法制的缺乏，市場缺乏針對這些機構的管制措

施，以致於發生了許多求職陷阱、剝削勞動者的社會事件。為了杜絕類似

的弊端一再地發生，各國政府乃決定全面的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來取代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在當時，因為勞資關係連結性強，再加上工作所需的技

能差異不大，因此，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一肩擔起促進勞動市場效率的責

任，而這也是各國就業服務市場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壟斷的開端。 

 

    近年來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及科學技術不斷的進步之下，勞資關係的

面貌和傳統相比有了相當大的改變。為了因應競爭日益激烈的商品市場，

企業希望能夠朝向組織彈性化發展，會希望透過許多彈性化的人力資源管

理措施來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另一方面，許多年輕一代的勞動者，尤其是

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未必喜歡傳統的雇用模式，而希望能在更有彈性

的條件下就業。正因為勞資之間的連結性不若以往強烈，勞工流動變得比

以往更加頻繁，因此大大的增加了就業服務機構在業務方面的發展空間，

同時，面對日益興起的非典型雇用關係，更是促使就業服務業務朝向多元



化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種趨勢之下，傳統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主

導的就業服務市場勢必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而這也是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在這幾年來快速興起的背景因素。 

 

    各先進工業國家的發展經驗，證實了政府欲全面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來壟斷整個就業服務市場是相當困難的，縱使有嚴格的相關規範，亦無法

全面的將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排除在就業服務市場之外。國際勞工組織在社

會變遷與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不斷的重新反省和思考自身的立場，最後，

第一百八十一號公約的通過代表著新時代序幕的開啟，也預言了未來的就

業服務市場必然是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來共同負

責，同時，在勞動市場朝向彈性化發展的過程中，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的角

色有越來越重要的趨勢。 

 

    觀察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可以知道，為市場上定位不明的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做出定位是一個不可抵擋的潮流與趨勢，而這一種作法將使得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在業務的經營層面上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對於勞資關係而言

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透過研究我們可以了解企業會為了提升自身的競爭

力，會使得組織內部的員工朝向兩極化發展，一方面不惜重金雇用專門技

術類的人才，另一方面將原本不重要的工作交由組織內部的非核心員工或

是外包給組織外的員工來處理；同時，也重新定位了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在

企業中的角色，人力資源部門在未來的環境中將會發揮其策略性的功能角

色，在薪資政策、人才招募方面都會採取許多更新潮的作法1。 

對勞工而言，則是面對了一個日益形成的雙元勞動市場，具備專業技

術的人才將會得到相當優渥的薪資，而低技術或是半技術的人才則會在工

作不穩定、工作報酬低的條件下就業，因此，勞動者和以往相比會從事更

多的教育訓練投資來提升自身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力。對政府相關單位來

說，面對當前的經濟情勢，如何建立一個適合經濟發展、可以吸引企業投

資的經濟環境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因為只有在經濟能夠得到相當程度的

發展，全民的福祉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除此之外，各國政府亦應致力於

                                                 
1 Gary Becker，Human Capita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

1975，p123-165。 



建構完善的社會安全體系來打擊勞動市場朝向雙元化發展的趨勢，同時具

體保障國民的生存權，長期而言，則應當讓高等教育普及化，讓每一個勞

動者都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不斷的精進自身的專業知能，以期能有更多更好

的發展機會，而後形成了政府「短期靠救助，長期靠教育」的政策思維，

同時政府亦理解到了「唯有顧及經濟成長的需要，勞工權益才能真得到提

升與重視。」2 

 

    我國工業化起步較晚，早期因為計畫性經濟發展策略得宜，失業率長

期以來一直都能維持在相當低的水準，也因為失業率不高，就業服務的工

作簡單而不複雜，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能肩負起促進就業的責任而不受到

質疑和挑戰。近年來，因為經濟環境有了相當大的變遷，失業率開始由谷

底一路向上攀升，到目前為止雖然失業率的上升已經緩和下來，但是長期

而言失業率仍是在逐步攀升的。在失業率日漸攀高的情況之下，政府就業

服務機構在原本人員編制不足的情況下更顯得人力吃緊，也無法滿足社會

上的目標。另一方面，民間就業服務機構在社會中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則是

在日間升高之中。面對未來的社會，失業率已經難以回到過去低檔的水

準，也因此，政府必須迅速建立起完善的就業安全體系，以防止失業問題

跨大蔓延開來成為社會問題3。就業服務是就業安全體系中重要的一環，也

因此，必須致力於建構完整的就業服務體系，經由了解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間的角色差異與功能上的不同，便能理解為何一個

有效率的就業服務體系必須由兩者來共同建構4，亦即，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發揮社會性的功能，而讓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發揮經濟性的功能，同時，

制訂相關的規範讓兩者之間呈現出競爭、合作、互補的關係，使得就業服

務體系能為全體國民創造出最大的福祉5。 

     

 

                                                 
2 吳忠吉，營造靈活的勞動市場，國政研究報告，http://www.npf.gov.tw，民國 92年 1月。 
3 古允文，建構社會安全體系照顧弱勢團體，國政研究報告，http://www.npf.gov.tw，民國
90年 5月。 
4 Bob A. Hepple，”UK，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The Impact of ILO Convention 
181(1997)and the Judgmen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of 11 December 1997，geneva，1999。 
5 Manfred Weiss，”Germany，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The Impact of ILO Convention 
181(1997)and the Judgmen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of 11 December 1997，geneva，1999。 

http://www.npf.gov.tw/
http://www.npf.gov.tw/


第二節  建議 
 

 

1. 法制面的建議： 
 

我國有關就業服務的立法，與國際公約之沿革有某種程度之直接間接

關係。現在所推行的就業服務法是於民國八十一年通過，主要是以國際勞

工組織當時所通過的第九十六號公約作為指導原則，配合當時外勞大量引

進的時代背景，亦制訂專節規範外勞仲介機構。而後雖然經過數次修正，

但並未有配合最新的時代潮流做出因應，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的就

業服務法制有儘速檢討修正之必要。反觀中國大陸之情況，過去中國大陸

人才流動管理機構絕大多數為政府所壟斷，但近年來在改革高分貝的呼聲

下，中共人事部已著手起草「人力市場管理規定」、「網路人才仲介服務管

理辦法」、「外國在華人才服務機構管理法規」，以因應中國大陸蓬勃多樣

的人力需求市場6。我國的經濟自由化程度遠勝過中國大陸地區，因此，在

相關法制上必須跟的上時代的發展，以期能創造出一個更有效的勞動市場

結構。 

 

2. 對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建議： 
 

職業介紹業是一個年代久遠的行業，他最大的缺失就是缺乏誘因遏阻

求職陷阱，同時對求者收取過高的仲介費用。面對未來的社會，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的營運將會有相對應的法制，可將行業間惡性競爭的缺失降至最

低，同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的營運行為業將受到法律的監督。筆者以為，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該以長遠的經營作為出發點，著重於自身品牌的經

營，致力於創造一個人性化的求職管道，將會使勞動者更樂意前來登錄履

歷。而當一個就業服務機構能夠累積相當多數的有效履歷時，企業前來登

錄的每一個職缺都代表著有更高的媒合成功機率，也能吸引更多的企業前

來登陸職缺；當一個就業服務機構有充分的職缺時，代表著求職者求職成

                                                 
6 英文中國日報編輯部，「中國大陸可望放寬國外獵人頭公司經營限制」，英文中國日報，
2001/08/14。 



功的機率較高，會吸引更多的求職者前來登陸履歷，後來會逐漸形成一種

良性的循環。也因此，以人性化的角度作為經營的出發點，將會是就業服

務機構經營成功的主要關鍵。 

 

3. 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建議： 
 

在我國失業率日漸攀高的情況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業務量負荷明

顯提高不少，而這也是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重新定位自我的時機。和私立就

業服務機構的一個很大的不同是，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在業務上是處於一個

被動的地位，他所協助的對象都是以面臨失業的勞動者為主，並不是以服

務有求才需求的企業作為主要任務。是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升組織效

率的方向並不是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去做許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正在執

行且執行相當有效率的業務，例如求職求才電子資料庫等，而是必須將自

身定位在政府促進就業政策的執行者，來協助勞動市場的邊緣族群再就

業。將一部份不具競爭力的業務交由民間來做，不僅可以改善原本負荷量

相對大的情況，同時，也創造了一個讓政府就又服務機構與民間就業服務

機構互補與合作的契機。 

 

4. 對企業的建議： 
 

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才」是企業的致勝關鍵，而這也代表著人力資

源管理部門在未來企業的經營過程當中將會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而

不再是過去那種事務性質的業務單位。面對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企業必須

要能靈活運用各項彈性化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以創造出更大的利潤空

間，同時，也必須承擔社會責任，讓經濟成長的果實為全體國民所共享。 

 

5. 對勞動者的建議： 
 

在知識經濟時代，擁有專業的工作技能是在勞動市場中獲取更好生存

條件的不二法門，因此，每一個勞動者都必須致力於提升自身的專業技

術，以換取更大的求職空間；同時，每一個勞動者平日都應當多方面接觸



與就業市場有關的訊息，掌握就業市場的動向將有助於求職與職業生涯的

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