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下勞動政策期中重點整理

勞動政策這門科目主要是站在法政策學的立場，檢討國家面對外來政治、經濟因素

衝擊時，如何調整本國的勞動環境，以便在國際規範與全球化競爭中有效達成保護

勞工的目的。由於本課程以勞動環境的發展為探討起點，故同學在閱讀時也應順著

此脈絡，思考國際環境的變遷狀況與相應的勞動政策應如何制定、配合。特別值得

注意的是，雖然課本的介紹以概念引介為主，但當中也援引了不少實例。絕大部分

的例子都是當前最新的政策方針，對此同學在理解上應該不致遭遇困難；但有一些

個別的政策，當時之所以推出是因為有其時代的背景，這部分若沒有全盤的理解，

同學可能就無法準確掌握其精隨。建議同學在閱讀時多花一點功夫，弄清楚整套政

策演進的歷程與脈絡，以減少「見樹不見林」之弊。以下我們簡單介紹各章的重點

所在：

首先是第一章的部分。台灣的經濟歷來以出口導向為主，故經濟活動與勞動環境非

常容易受到外在條件的影響。對此，課本歸納出了六項台灣在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

中所面對的挑戰，同學務必熟悉每項的特徵，並從衝擊面與回應面來理解問題。此

外，本章也標示了全書所採取的勞資關係系統研究分析架構，由於本架構是課本立

論的基礎，同學務必熟悉該架構的簡圖與各項運作機制。

在第二章有關國際勞動基準與勞動政策的部分，本章羅列了多年來各項國際條約所

擬定的勞動人權基準，同學在閱讀時宜區分清楚，並徹底了解不同國際組織的偏重

何在。此外，尊嚴勞動的概念對我國法令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此部分同學不但必須

熟悉概念的內容，還要試著應用它們到實際案例中，因為這部分會是實例題的出題

重點。

第三章談到經濟發展與勞資關係。同學們既要熟悉個體與總體經濟因素會對勞動條

件產生何種影響，也要思考面對罷工時勞資雙方各有何籌碼。此外，本章也對全球

化的議題更深入地進行了討論，同學宜與第一章相關章節搭配閱讀。還有，同學應

該仔細思索為何論者會對我國公會體制提出「實力不強、功能不彰」的點評，其原

因何在。

第四章談到失業與就業安全。失業產生的原因與影響等算是基礎的考題，同學除了

要熟讀此部分外，更要注意的是一但失業問題出現或加劇，國家有那些政策可供因

應，這些政策又各有何優缺點。國家的各項政策工具，在我們的生活上也常聽到，

比方說：「擴大就業方案」、「以工代賑」、「創業貸款」等等。這部份很容易就

成為實例題的考點。同學務必確實弄懂各項方案的意義與精神。還有，「目標—契

約」治理模式的意義與執行結構，也應該確實弄懂。

第五章（本次考試只考到本章第三節）談到外勞的問題，這個問題與我們的生活息

息相關，因為我們的身邊可能就不乏外勞或外籍看護的存在。外勞的問題大致可分

為產業外勞與社福外勞兩部分，他們各自對社會可能產生何種影響，是必須釐清的

第一個重點。此外，我國的外勞人權常常為人所詬病，新聞版面也不乏虐待、監禁

的事件，同學宜特別注意這些事件背後可能的結構性因素。因為時事題也是本章的

主要考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