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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公共政策的的實施雖以提升社會福利為出發點, 但往往造成了扭曲

勞動市場的現象。 為了瞭解實施公共政策對勞動市場會產生多大的衝擊, 在

本論文中, 我們以台灣為對象, 分別探討兩項公共政策對勞動市場的效果。 首

先我們探討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實施對勞動市場均衡工資與工時的影響。 台

灣自1995年起推行全民健保, 以透過收取健保費的方式來籌措經費。 但由於

員工及雇主所負擔的健保費為員工薪資的比例, 如同對員工課徵了一筆薪資

稅, 加上健保費與健保福利兩者在制度中並沒有任何關聯, 因此, 在這樣的機

制之下, 我們認為全民健保的實施對勞動市場將可能形成負面衝擊。 我們的

實證結果發現, 全民健保的實施的確會使勞動市場均衡工時下降, 但對均衡

工資率的效果則不顯著。 其次, 本論文探討勞動保護法令的實施對勞動市場

流動的影響。 台灣於1984年實施勞動基準法。 由於勞基法是台灣第一套全面

性的勞動法規, 在勞基法實施後, 勞工在就業上受到許多保障, 但相對的, 卻

提高了雇主的解雇成本。 雇主很可能為了因應較高的解雇成本而減少解雇數

量, 且在雇用新進員工時也變得相對保守, 使勞動市場的流動將會因此降低,

進而可能造成生產力下降等的社會成本。 我們的實證結果顯示, 勞基法的實

施會使勞動市場流動下降。 而且, 當勞動檢查越嚴格時, 勞動市場流動亦下

降得更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