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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最低工資? 
撰稿人：蔡明芳(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 / 113年撰 

檢視單位：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勞動觀測站 

    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在 2023年 9月 8日決議，自今年

(2024年)1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由新臺幣（以下同）2萬 6,400

元調整至 2萬 7,470元，調升 1,070元，調幅約為 4.05%；每小時

基本工資則比照每月基本工資調幅，由 176元調整至 183元，調升

7元。我國所稱的基本工資即為勞資雙方約定工資的最低標準，近

年來，勞、資、政、學四方所組成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持續提高

基本工資，這對於許多領取基本工資的受僱勞工或打工族群當然是

一項福音，更讓許多月薪受僱者每月薪資遠高於 22,000元。當然，

對雇主而言，基本工資的調漲會造成其供給成本增加，對其產品的

市場競爭力帶來不利的影響，特別是出口依存度高的廠商。 

    由於台灣的基本工資或外國的最低工資都是往上調的趨勢，因

此，在調整基本工資的時候，勞工團體往往會引用外國的例子來說

明台灣基本工資上漲的必要性。反對提高基本工資的團體則是提出

外國企業不服從的例子來說明調漲基本工資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即使資方與勞方均同意調整基本工資，雙方對於調漲的幅度往往也

有不小的差距。此外，資方往往強調基本工資的調漲會帶動物價上

漲，導致勞工的實質工資或實質購買力（薪資可以購買的商品數

量）降低，對勞工反而帶來不利的影響。有關基本(最低)工資調整

對於勞動就業市場的影響，有些研究認為提高基本(最低)工資確實

會導致失業人數上升，但是，也有許多研究認為基本(最低)工資的

提高並未對於就業市場帶來衝擊。換句話說，國內與國外研究對於

基本(最低)工資調整對就業市場的影響方向並無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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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勞動、土地、資本與企業能力等是經濟學教科書中所強調

的四大生產要素，因此，不管是資方（勞動市場的需求者）或勞方

（勞動市場的供給者）都是生產過程的重要因子。在基本工資的協

商過程或事前喊話過程中，我們常聽到「勞方好資方才會好」或

「資方好勞方才會好」的論述都沒有錯，這是因為，經濟生態系中

的每一份子都必須要健康，經濟體系的運作才會健全，經濟體系的

生產力才得以提高。因此，唯有提高勞動的生產力才可以使得一個

國家的企業具有更高的競爭力。由於勞工的努力以及廠商提供給勞

工的工作誘因均會影響勞動的生產力，因此，勞工生產力能否提高

一定會受到勞工與廠商努力程度的影響。 

  另為完善最低工資審議機制，保障勞工及其家庭的生活，勞動

部推動「最低工資法」立法，將最低工資所需參考的社會經濟指標

入法，並建立最低工資審議會的議事規則及設置研究小組先行評估

機制，使最低工資審議制度更為完善周延。該法已在 2023年 12月

27日經總統公布，並經行政院核定自今年(2024年)1月 1日施行，

接下來，將由最低工資接續基本工資，保障基層勞工維持生活水

準。 

 

勞動放大鏡：什麼是「最低工資」？ 

    依勞動基準法第 21條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

低於基本工資。」。另依最低工資法第 4條及第 5條規定，最低工資

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工資，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

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其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該法所

定之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上開規定旨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並

維持其購買能力，對於工資在最低（基本）工資數額邊緣的弱勢勞

工，尤其重要。如前文所述，2024年基本工資每月為 27,470元，

每小時基本工資為 183元。前者係指按月計酬者，且依法定正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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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數上限（現為 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後者係為約定按

「時」計酬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酬。 

一、 訂定最低工資一定會導致失業的迷思 

    雖然最低工資的基本精神是為了保護「最不具薪資談判

力」的基層勞工或邊際勞工，但是，許多經濟學者或唸過經濟

學的人常會以經濟學教科書已指出「最低工資會導致勞動市場

失業」為由，來反對訂定最低工資，更不用說提高最低工資。

事實上，訂定最低工資會導致勞動市場供過於求或發生失業的

結論確實已是經濟學教科書的標準教材。但是，既然訂定最低

工資會導致失業，為何世界各國的政府仍然訂定最低工資。當

經濟學理論與各國政府作法的不一致時，許多人會好奇是經濟

學理論有誤或各國政府忽視訂定最低工資對失業的影響。平心

而論，經濟學教科書中有關訂定最低工資會產生失業的結論並

沒有錯，各國政府訂定最低工資也並非不考慮失業。真正的原

因在於，僅引用教科書的結論就批評政府不應該訂定最低工資

的評論者對理論背後的假設環境不清楚或誤解。 

    在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是假設勞動市場的均衡工資是由市

場機制所決定的。換句話說，前述教科書的結論是建立在勞資

雙方有公平對等的薪資談判力下，勞動市場的資方(需求者)與

勞方(供給者)可以「共同」決定市場的價格。因此，一旦勞方

的談判力夠強(例如，許多歐洲國家的工會) 或資方的談判力大

(例如，東亞國家的廠商) ，則勞動市場的均衡工資決定就不是

由市場機制所決定，而是工會的機制或廠商的機制。當勞工工

作的可取代性高時，勞工的薪資談判力將會愈小，因此，這類

勞工愈需要最低工資的保護，以避免廠商給予其過低的薪資或

出現剝削的情況。由於這類型的受僱勞工存在於不同發展程度

的國家，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或日本均有最低工資的制



4 
 

度，以保障邊際勞工。 

    由於經濟學教科書所假設的市場環境與現實世界中有所差

異，因此，僅是將其結論拿來做為政府不應該訂定最低工資的

理由，並不正確。換句話說，訂定最低工資一定會導致失業的

說法是錯誤的。最低工資的訂定是為了矯正勞資談判力量不對

等所產生的市場失靈，而非要創造失業。 

二、 「大幅」調漲最低工資可能讓勞資受害 

    對資方而言，薪資的調整一定愈小愈好，反之，勞方則會

認為愈大愈好。然而，當薪資漲幅極小時，對於領取最低月薪

或時薪的員工而言，感受有限，對其消費的影響也不會太大。

但是，過大的薪資漲幅，對於企業的經營也會產生不小的危

害。有爬過大山經驗的人一定知道，當爬升的速度太快時，身

體不一定可以適應大氣的壓力，進而導致身體出現不適的狀

況。對於平常運動強度不足或身體延展性不夠的人來說，若面

對高張力或強度高的比賽，往往會造成身體受傷。最低工資的

調升對於廠商的影響也是如此，過高的最低工資漲幅將會造成

許多廠商無法負荷，進而產生其他企業也無法吸納的大量失

業，使得勞資雙輸。 

    最低工資調升對企業的影響也可回顧過去台灣旅美球員王

建民或陳偉殷等的養成與受傷復出的例子，這些球員的所屬球

團為了使其球員可以在高張力的美國職業運動中健康出賽，往

往會安排球員從初階的聯盟賽事開始出賽，等到這些球員具備

一定的水準後，再挑戰更高強度的賽事。球員受傷後的球團管

理更是謹慎，球員康復後會安排許多不同等級的復健賽，為的

就是希望運動選手可以健康在最高等級的職業運動中有好的表

現。因此，不管球員健康與否，球團對於球員的養成都是逐步

調整的。面對最低工資的上漲，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承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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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有別，過高的調幅可能會讓原本體質良好的中小企業也無

法生存。至於薪資漲幅的合理區間如何計算，則是另一個值得

關心的議題。 

    除了最低工資的漲幅外，受僱勞工的生產力高低往往也會

被當作是否提高薪資的依據。如前文所述，勞工的生產力是說

明勞動的投入與商品產出的關係，產出的多寡或一間工廠的產

能高低必然與老闆的領導統御能力或企業能力以及雇主所投入

的資本財多寡有關。換句話說，勞動生產力的高低僅是說明在

既有的土地、資本投入或企業能力下，勞動可以創造出來的餅

的大小。若資本投入不足或企業能力缺乏，勞動生產力必然不

高。包含國際或台灣有許多家大型的上市公司，往往在更換主

事者後，企業的業績一落千丈或一飛衝天。國外也出現許多專

業經理人讓企業起死回生的例子，美國蘋果公司過去的專業經

理人賈伯斯先生即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因此，勞動生產力不僅

只受勞工努力程度的片面影響，甚至勞動生產力的上升可能主

要來自於專業經理人的表現。不論如何，勞工生產力一定不是

只有勞工或只有雇主可以創造出來的，因此，在了解該項指標

時，我們切勿斷章取義。 

 

 勞動小提醒 

    許多企業也常會以外國勞工薪資與最低工資脫鉤作為降低薪資

成本的理由。但是，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趨勢下，東南亞與南亞的

外人直接投資已大幅增加，如果台灣雇主為了不想付給外國的邊際

勞工較高的薪水而提出外國勞工薪資與最低工資脫鉤，最後受到傷

害的應該是企業本身的獲利。這是因為，當外國勞動來源國的勞動

需求大幅增加時，這些受僱勞工的母國薪資一定會上漲，若台灣企

業要求外國勞工薪資與最低工資脫鉤，則更低的外國勞工薪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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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這些企業面臨更大的缺工問題，不利於其公司的長遠發展。因

此，外國勞工薪資與最低工資脫鉤的說法不僅違反勞動權益也非經

濟理性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