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高等考試試題解答） 

共 2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考試別：高等考試 
等 別：三等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資關係 

一、當代勞資關係或工業關係（industrial relations,IR）之學術研究（field）通常區分為二種不同

之範型（paradigms）：以就業關係為核心之傳統範型（an original paradigm centred o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以工會及勞資關係為核心之現代範型（a modem paradigm cented 
on unions and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以此，試述： 
此二種勞資關係或工業關係範型之內涵及意義為何？（15 分） 
當前社會已邁向工業 4.0（Industy4.0）時代，勞資關係或工業關係（IR）又將如何變遷？

（1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偏難: ★★★★ 
《破題關鍵》本題為獨門暗器，完全是外國文獻(Kaufman)的探討，不會寫極為正常。但請考

生務必注意，遇到這種冷僻題目大家都不會寫，無需過於驚慌。第一小題正常考生是不可能

回答出出題者要求的內容，但考生可以嘗試用勞資關係的定義回答；第二小題則較為開放，

要嘗試進行論述。 
【擬答】《陸川老師解題》 
試就兩者之內涵和意義分析如下： 
就業關係為核心之傳統範型，係起源於 1920 年代工業關係研究的取向，包含就業相關的所

有面項，包括公私立機構、工會與無工會、勞資關係等多重面向，並與人力資源管理宏觀

經濟學相結合。 
相對之下，以工會及勞資關係為核心之現代範型則是二戰後工業關係研究的取向，將上開

研究議題逐漸聚焦於工會與團體協商等等。 
然而，在全球化下，各國勞資關係中衝突降低，工會與團體協約覆蓋率下降，以後者的研

究取向而言將嚴重限制工業關係研究之視野。 
所謂工業 4.0 是指以巨量資料與分析，結合智慧機械與物聯科技的運用引領的生產模式變革，

其對於就業而言，主要影響在於工作機會可能因為人工智能技術大量消滅，以及就業模式將

有可能從傳統僱傭關係大量轉為平台經濟、個人承攬或是電傳勞動等等非典型就業型態。因

此，以傳統僱傭關係為核心的法制政策與工業關係研究，將因為科技因素與就業模式的改變，

面對更進一步的挑戰。工會規模將可能更進一步縮減，而勞動者面對科技變革與就業模式的

改變將更容易暴露在社會風險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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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工會理論（Trade Union theory）之發展，通常以二次大戰作為分水嶺，有戰前途徑（pre-
war approaches）與戰後途徑（post-war approaches）之區別，且透過所謂 Dunlop-Ross 爭論

（Dunlop-Ross debate）而呈現出概念之轉變（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以此，試述： 
此等工會理論之內涵及意義為何？（15 分） 
當代工會組織式微，工會理論又將如何發展？（1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偏難: ★★★★ 
《破題關鍵》本題也是考 Kaufman 的文章題，第一題不會寫極為正常。對於第二題應該要嘗

試對於工會式微提出探討。 
【擬答】《陸川老師解題》 
就 Dunlop-Ross 爭論之內涵，大致說明如下： 
John Dunlop 認為，工會是類似企業的經濟性機構，尤其關注於工資議題。Dunlop 從經濟

學的供需角度出發，認為工會對於工資的影響與訂價源自於其對於勞動力供給之壟斷，因

此才能提高工資率。 
相對而言，Ross 則認為工會是一種政治性機構，而非一種賣出勞動力的機構，因此不以極

大化利潤為目的。對於 Dunlop 將工會之角色定位於經濟性機構有所不同，Ross 認為工資

之決定受公平正義之影響高於經濟上供需。 
由於全球化興起，資本追求生產利潤極大化，而以制度採購的方式選擇資本投資之區域，而

勞工的跨國串聯相較之下有其難度。各國之工會組織率與團體協約覆蓋率均因此面臨大幅衰

退之情形。對此，本文認為，在勞資關係本質上作為同時兼具衝突與合作的一種長期關係，

對於工會式微之情形應思考如何強化合作的面向，使得工會作為調和全球化變革的重要力量，

降低社會與經濟模式轉型對勞工之影響。 
 
三、我國勞動基準法訂定有勞動契約專章。在現代經濟，企業也已成為契約之連結體（a nexus of 

contracts），企業與勞動者（員工）之間是一種關係契約（relational contract）以此，試述： 
完全契約（complete contract）與不完全契約（incomplete contract）之內涵及意義為何？（10
分） 
在關係契約之形式,企業與勞動者（員工）之治理模式（governance model）又有何特質？

（1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偏難: ★★★★ 
《破題關鍵》本題也是考未曾出現的外國理論問題，是經濟學上探討理性選擇、風險與交易

行為的理論，早已經踰越考題範圍。 
【擬答】《陸川老師解題》 
不完全契約是指，基於契約雙方當事人的資訊限制，不能預料締約後履約過程可能發生的狀

況，因此無法對於契約條款進行詳盡的約定；相對而言，完全契約則是指對契約及履約過程

的高度掌握，而對契約內容的詳細規畫。上述理論是基於經濟學上有限理性以及交易成本，

因此認為不完全契約當事人間容易因為優勢落差對於弱勢一方產生高度的不利。 
承上述理論，由於勞動契約原則上是一個繼續性，長期維持的契約，因此不可能對於契約內

容完全規畫，因此概念上應屬不完全契約。也因為勞資雙方的優勢落差，故而在履約過程中

容易對於勞工產生不利之影響，對於在履約過程中需要不斷地對於締約時不能預見的問題進

行磋商達成共識，或是透過第三方，例如政府的法制規範來對於契約內容進行約束。從而，

企業與員工之間必須建立一套治理模式來解決因締約時不能預見之問題衍生之紛爭。從勞資

關係系統理論的觀點而言，即是透過各種轉化制度如團體協約、政府法規等等對於當事人間

締約時無法充分約定的問題進行約束處置，以避免勞工權益受到過度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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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T.W.Schultz 於 1960 年即發表〈人力資本投資〉（investment in human 
beings）系列演說。我國有關外籍勞工累計在臺工作年限已經修法由 9 年延長為 12 年，外籍

勞工聘僱許可期限不須經展延程序即為 3 年。以此，試述： 
人力資本投資之內涵及意義為何?（10 分） 
「外籍勞工累計在臺工作年限由 9 年延長為 12 年且聘僱許可期限不須經展延程序即為 3 年」

之意涵為何?對勞動市場或勞資關係又有何效果？（1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難: ★★★ 
《破題關鍵》第一小題雖仍是外國學說理論，但是整份考卷中唯一可以在近期就業安全半年

刊中搜尋到文獻加以參考者；第二小題則相對屬於基本問題 
【擬答】《陸川老師解題》 
人力資本投資，是將人的能力認為是一種資本，可透過投資、教育、訓練等來提升人力資本

的生產品質與數量。與一般人力資源發展策略不同之處在於，人力資源發展是從企業內部的

角度出發，而人力資本投資是國家從宏觀的角度，將人力作為一種戰略性資源。國家需長期

規畫教育和訓練資源，以強化國家和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外籍勞工的在臺工作年限延長以及聘僱許可展延放寬，背後源自於我國人口老化、少子化導

致的勞動力不足，是以需要透過外籍勞工來加以補足。從整體就業市場而言，是否會因為大

量引進外籍勞工產生替代效果而影響本國勞工就業機會，或是導致我國勞工，尤其是邊際勞

工的實質所得因為勞動力供給增加而降低，實需加以關注。若為強調我國勞工與外籍勞工的

互補效果，則應強化我國勞工的人力資本投資，使其從事工作產生區別，方能確保我國勞工

的工作權益與就業機會；另從勞資關係的角度，也只有提高我國勞工的人力資本，方能使得

勞工有足夠之談判能力並與資方進行協商，同時強化經濟上創造利益的能力，降低因為延長

外籍在臺工作年限以及放寬聘僱許可展延對本國勞工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