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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時或是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僱用型態，在西方社會，某種意義上是代表「額外」新增出來的
工作機會，讓學生、家庭主婦等非勞動力，可以更有自主性地彈性選擇工作時間，提高整體勞動
參與的「加法」模式，對勞動力市場整體而言是正向的發展。但是在台灣目前卻逐漸朝相反的方
向前進，也就是說，部分工時等非典型僱用正朝向侵蝕正職工作機會的「減法模式」發展。部分
工時不再是一種「工時制度」，毋寧是一種「工資制度」，一種節省僱用全職員工人事成本的手
法，這也造成全職工作被侵蝕的危機正逐漸發生。

形同具文的部分工時者法令規範 

      部分工時者的權益，過去政府一直沒有正面重視。僅有的1992年公布的「雇用部分工作時
間勞工實施要點」，但因行政程序法的通過，該實施要點因沒有母法的法源依據，在2003年廢止
，勞委會並於同年公布「雇用部分工時勞工參考手冊」，內容大同小異，包含對勞動基準(例假、
休假、請假、產假)、職工福利、安全衛生、勞工保險等部分，都必須比照全職勞工，僅有勞保可
以用童工與受訓者的等級加保(一萬一千一百元)。既沒有對部分工時有所明確定義，更不著邊際
地要求比照勞基法全職工作者享有勞工請假規則當中的事病婚喪假，以及產假與特休假等規定，
其企業實際執行的落實程度非常低，形同具文。 

台灣部分工時者人數快速增加 

      台灣在過去的部分工時者，都是工讀生，且大多是高職夜校生，人數並不多，具有學生身
分，且非家中經濟的維持者，沒有非工作不可的經濟壓力，退出職場的流動性高，一旦考上大學
就專心念書，沒考上大學就進入職場工作，因此，部分工時者的人數一直很低。根據人力運用調
查報告顯示，在2004年部分工時勞工僅有7.4萬人，但是到了2012年已經快速增加到39.1萬人，
約成長了五倍，幅度相當驚人。 

      根據勞委會2001年針對有參加勞保的部分工時勞工所做成〈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報
告〉顯示，部分工時者的身分當中，最大多數的為在學、準備升學或考試者佔了33.2%，其次為
家庭主婦22.2%。但是到了2011年部分工時者以「在學」學生佔42.1%最高，若再加上準備升學
或考試者6.2%，青年學生打工族佔了接近五成，其次是一般部分工時者占了23.6%，而家庭主婦
則下降到17.6%，全時工作者兼職打工者也有6.8%。 

      另外，部分工時者主要工作內容依序是，事務性工作人員15.3%、餐飲服務生15.1%、收
銀員11.1%、教師(含才藝、代課)8.5%、作業員8.4%等。 

      由於〈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報告〉是依據在勞保局當中以部分工時身分加保的被保
險人進行抽樣的調查，由於許多部分工時者雇主並沒有依法為其加入勞保，因此統計上有某種程
度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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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歷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主計處。

      每周工作35小時以下者，服務業佔了55.6%，25~44歲者佔了47.2% 

      為了補充上述限制的不足，引用世界各國對部分工時者所採取的定義:每週工時35小時以
下者，擷取〈2011人力資源統計年報〉當中的統計，發現2011年每周工作35小時以下的勞工共有
103.6萬人，其分布的行業，比例最高的為服務業的57.7萬人，佔了55.6%，其中人數最多的單一
行業是批發零售業的10.8萬人，其次是住宿餐飲業的5.8萬人。至於工業也有38.2萬人，佔了36.8
%，其中製造業佔最多有23.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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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以年齡分布而言，15~24歲者佔了10.6%，25~44歲者佔了47.2%，45~64歲者佔了37.
9%。這個統計與之前的〈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報告〉似乎有所出入，從年齡分布來看，在
學學生的比例似乎沒有如此之高，反而是25~44歲的青年人口占了大多數，這幾乎顛覆了部分工
時勞工大都是在學學生的刻板印象。或許〈人力資源統計年報〉把很大一部分雇主沒有幫部分工
時勞工加入勞保的族群給凸顯出來，也就是說，每周工作35小時以下者，有八成是25歲以上的勞
工。 

「專職部分工時者」的出現 

      事實上，從〈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報告〉當中可發現，部分工時勞工當中，在「在
學」、「家庭主婦」、「準備升學與考試」、「退休後再工作」、「待役」這些身份之外，有30.
4%的「無上列身分者」，這其中:已有全職工作者佔6.8%，還有比例不低的23.6%是所謂「一般
部分工時者」，這群人既非學生，也沒有要考試或升學，也不是全職工作者兼差打工，我們姑且
稱之「專職部分工時者」。 

      另外，根據上述調查報告，部分工時者的工作時段居然有30%是「整個白天」所佔比例最
高。而每周實際工作時數35~40小時者為10%，超過40小時以上者，居然也有10.3%，也就是說
，有20.3%的部分工時者每周工時超過35小時。上述的統計顯示，部分工時者有一定比例，其工
時與全職工作者相當。也就是有「時薪工作者工時全職化」的趨勢。 

      這種「時薪工作者工時全職化」的趨勢，說明了，雇主為節省成本僱用部分工時者，其月
總工作時數幾乎等於全職勞工，但是因為以時薪計算工資，造成部分工時者每月總領領取的薪資
低於法定基本工資月薪的現象。 

「時薪工作者工時全職化」 

      目前基本時薪為109元，月薪則在四月一日調整為19047元。月薪是包含假日工資，也就
是假日沒有工作，資方依然有給付薪資。但是，時薪的計算，則不包含例休假日工資，因此就會
發生，部分工時勞工每周工作五日，每日工作八小時，每月工作160小時，幾乎是全職工作者的
時數，但月薪卻僅有低於基本工資的17440元。另外即使勞委會的「雇用部分工時勞工參考手冊
」當中規定，每日超過正常工時八小時之外工作，依然必須加發加班費，但是許多部分工時者當
日輪班超過八小時，依然還是領取沒有加成的時薪。 

      這種企業將正職月薪工作者，轉變成時薪計算的方式，使得部分工時者的「時薪制」成為
一種工資的計算方式，而不是一種工時制度，因為部分工時者的工作時間，早已經變成不是「部
分」，而是「全時」工作者相同的時數。 

小結 

      由於目前有關部分工時者僅有法律位階甚低的「雇用部分工時勞工參考手冊」，對於部分
工時者權益的保障甚低，在加上目前部分工時者「工時全職化」、「身分非學生化、專職化」的
趨勢甚為明顯。因此，目前僅能透過定期基本工資的時薪調整，來確保部分工時勞工權益的方式
，實在有所不足。首先，應該透過修立法，針對企業使用部分工時者的門檻有一明確定義，避免
企業以部分工時者取代全職工作者。其次，部分工時者目前法定時薪計算方式，也應該有調整的
必要，不能單純以法定月薪除以實際工作時數，由於部分工時者未能享有某些企業福利，企業臨
時需求度高，造成部分工時者流動性高，工作更加不穩定，因此必須在時薪上予以加成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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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烽益為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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