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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十年來，台灣出現薪資成長停滯的現象，實質薪資更是停留在十年前的水

準，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台灣薪資無法向上提升，是本研究所要討論的重點。 

    

    本文利用台灣 1980 年 1 月到 2011 年 12 月共 384 筆月資料，以普通最小帄

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進行迴歸估計，找出顯著影響台灣薪資成長的因

素，實證結果發現消費者物價、名目放款利率、失業率、就業人數、人力派遣業

員工人數、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站帄均經常性薪資比重、基本工資、非經常性

薪資以及對外投資金額對於台灣的薪資有顯著的影響。本文並根據過去的數據資

料，發現進十年來因為物價上漲吃掉名目薪資上漲的幅度，使得實質薪資倒退到

十年前的水準；另一方面，由於失業率對於薪資是顯著負向的影響，而自 1997

亞洲金融風暴開始，台灣失業率節節攀升，因此近十年來相對較高的失業率是使

得薪資無法成長的重要原因。本研究結果也發現，雇主對於勞工保險的沉重負擔、

實質基本工資停滯並未給予勞工實質的保障，以及名目放款利率大幅下跌、非經

常性薪資及對外投資金額快速增加、人力派遣業快速成長等因素，亦是使得台灣

近十年來薪資都不漲的原因。 

  

    除了針對全國的薪資影響因素做討論之外，本文也針對工業部門、製造業、

服務業部門以及金融保險業的薪資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消費

者物價指數、失業率、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重等變數對於

工業部門、製造業、服務業部門以及金融保險業的薪資都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薪資、薪資成長停滯、薪資決定因素、物價、失業率、勞工保險、基本 

       工資、名目放款利率、非經常性薪資、對外投資金額、人力派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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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ge is not only close related to labors' income and life, but also important to 

employers' production cost and profit, so “labor wage” is an very important issue. 

Recently, the nominal labor wage in Taiwan has been sluggish for ten years, 

furthermore, the real labor wage stays at the same level to 1999. What's wrong with it? 

People have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is topic. In this research, we also want to know 

why the wage in Taiwan doesn't increase in the near one decade. 

 

    We use Taiwan monthly data from Jan. 1980 to Dec. 2011 and Ordinary Least 

Square Method to conduct regressive estimation, finding out the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labor wage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outcome 

and Taiwan monthly data in the past 31 years, we discover that increasing consumer 

price level, decreasing nominal borrowing interest rat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employers' heavy labor insurance burden, sluggish real minimum wage, increasing 

FDI outflow, increasing irregular wage, and prosperous staff dispatch industry are the 

main reasons that cause the real labor wage doesn't ris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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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薪資是人人都關注的議題，薪資過高，產業生產成本增加，壓縮雇主利潤空

間，對雇主有不利的影響；若薪資過低，勞工所得僅能勉強糊口而再無力增加消

費，或甚至無法賺取最低生活開銷，則會對內需市場有不利的影響，當內需長期

不振，也會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過高或過低的薪資都不好，

追求合理的薪資一直是勞資雙方的共同目標，但卻也是勞資雙方長期角力所在。 

 

    究竟薪資要多少才合理?在理論上，合理的薪資相當於勞動的邊際產值，然

而在實務上也許會與理論有所差距，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合理的薪資應該跟著消

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以及經濟成長而成長。然而近年來不斷聽到「什麼都漲，就只

有薪水不漲!」、「薪資倒退至十年前水準!」等口號，是不是台灣薪資結構出了什

麼問題?這個答案可以從實際數據得知。圖 1.1 是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成長率、薪

資成長率以及 GDP 成長率隨時間的變化趨勢: 

 

 

圖 1.1 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薪資成長率以及 GDP 成長率的時間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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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1.1 可以發現，在 1985 年到 1989 年這段時間，台灣的薪資有跟著物價

上漲而提升，而 1990 年到 2003 年這段期間，薪資的成長跟物價的成長都是呈現

下跌的狀態。雖然台灣的薪資成長率絕大多數都是高於物價成長率的，不過也有

薪資成長率趕不上物價成長率的時候，像是 2004 年、2005 年、2008 年以及 2009

年。過去三十年來，薪資的成長在絕大多數時候明顯跟不上經濟的成長，尤其自

1990 年以後，薪資成長開始減緩，到 2008 年金融海嘯時期，台灣的帄均經常性

薪資甚至衰退，直到 2010 年後才又開始出現正成長。薪資成長率的減緩於台灣

的經濟成長成了明顯的對比，在過去三十年中，台灣勞工明顯無法分享到經濟成

長的果實。 

 

    圖 1.2 是台灣近 30 年來的名目經常性薪資與實質經常性薪資隨時間變化的

趨勢圖。 

 

圖 1.2 名目經常性薪資與實質經常性薪資的時間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由圖 1.2 可以看到，過去 30 年來，台灣名目經常性薪資(左軸)雖然一直呈現

上漲的趨勢，但是台灣的實質經常性薪資卻在 2000 年以後成長逐漸減緩，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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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04 年以後台灣的實質經常性薪資變開始下滑，2011 年的實質經常性薪資

大約維持在 1999 年的水準，而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感受到台灣薪資成長停

滯，薪水過去十年都不漲的原因。由於薪資是相當重要的議題，本文希望能先藉

由找出影響薪資水準的因素，再進一步解釋為什麼過去十年台灣薪水都不漲的原

因。 

 

    在章節安排的部分，第二章會先回顧過去討論關於薪資的文獻；第三章則是

本文欲進行實證的理論模型闡述；第四章會就本文所使用的實證資料說明資料來

源以及資料處理方式，並針對變數做敘述統計；第五章是影響薪資因素的實證結

果分析；第六章是結論與建議，將會根據第五章的實證結果，搭配第四章敘述統

計的圖形，來回答為什麼近十年台灣薪水都不漲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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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薪資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回顧 

    影響工資變化的原因有很多，個人特質會影響工資，外在環境的改變也會影

響工資。基於本研究想要探討是否外在環境的改變使得工資近十年來都不上漲，

因此個人特質影響工資的部分就不在討論範圍。歷史文獻中，影響工資變化的外

在環境因子很多，可分為三大類:勞動供給面、勞動需求面和總體經濟面。勞動

供給面的文獻多討論引進外勞、教育擴張等政策對工資的影響。勞動需求面改變

影響工資的部分，過去文獻多探討全球化、基本工資調漲對工資的影響；其中全

球化的方式很多，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委外代工和國際貿易，這些都將導致國內

產業結構調整和競爭策略改變進而影響薪資成長或工資差距。總體經濟面影響工

資的因子則為 GDP、物價水準和失業率。以下就這些影響工資的因子分成各小

節來呈現歷史文獻的探討結果。 

 

第一節 開放外勞對薪資的影響 

    1989 年我國政府為因應公共工程建設所需，首度開放重大公共工程建設可

以引進外勞補充勞動缺口，隨後政府逐漸擴大引進外勞行業範圍，使外勞人數不

斷攀升，也造成台灣勞工必須面臨與外勞競爭工作機會的情況。 

 

    為研究引進外勞對台灣勞動市場的衝擊，江豐富(2006)採用 1996 年至 2002

年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的個體合併資料，研究引進外勞對本國勞工失業、職

業選擇和薪資的影響。其中引進外勞對薪資影響的部分，江豐富(2006)的估計結

果顯示，在大多數的職業中，外勞使用密集度雖然對薪資會有負面的影響，但並

不顯著；不過，外勞的引進確實會排擠掉本國基層勞工的就業機會，並同時使台

灣勞工失業的機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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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坤銘(2007)則是利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運用主計處之民國 80 年投入

產出表，並配合民國 83 年國民所得以及其他相關資料，來進行引進外勞對台灣

經濟影響之模擬分析。模擬結果發現，引進外籍勞工對實質工資影響不但沒有不

利的影響，反而可能帶來正面的效果，也有助於高技術勞工薪資的成長，不過對

於高低技術勞工之間的相對報酬並無不利影響。另外，引進外籍勞工會增加低技

術勞工的失業率，但影響有限。 

 

第二節 教育擴張政策對薪資的影響 

    1994 年之後教育部開始廣設大學，並且放寬技術學院和專科學校升格成大

學院校的限制，造成大學生人數在短短十年之間成長了 3 倍。由於薪資與學歷往

往成正向關係，大學畢業生的薪資通常相對較高，而大學生畢業人數的大量增加，

是否會因為高學歷人數供過於求，使得高學歷員工的薪資下降，進而導致全國薪

資成長不易，也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 

 

陳紹綸(2010)以高中職畢業生的薪資做為對照組，檢視大學畢業生的相對薪

資受教育擴張政策的影響。結果發現，大學畢業生的相對薪資的確受教育擴張政

策影響而顯著下降，推翻過去文獻的結論。探究其結論與歷史文獻結論相左的原

因，在於先前文獻多以過去幾年的大學畢業生薪資當對照組，但薪資變化通常十

分緩慢，導致過去文獻的統計結果雖然發現教育擴張政策對大學畢業生薪資有負

向影響，但影響不並顯著。國外也有類似的文獻，像是 Freeman(1976)、Katz and 

Murphy(1992)、Mincer(1993)等，他們同樣支持大學畢業生供給人數的增加，可

以解釋 1970 年代大學畢業生薪資相對高中畢業生薪資差距所小的現象。 

 

邱麗芳(2003)也有類似的結論，邱麗芳(2003)分析 1978 年到 2003 年間大學

教育報酬率的變化，其將影響大學教育報酬率的因素區分為勞動供給、勞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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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總體經濟三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在 1980 年代初期，國內對於高等教育人才

的需求增加，使得大學教育報酬率有上升的趨勢；1987 年以後教育部廣設大學，

使得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供給右移，造成大學教育報酬率呈現下降的情況。不過

李靜洵(2009)的研究結果則與上述文獻相反，她認為在 1975 年到 2001 年的這段

期間，高等教育的擴張並未對教育報酬率產生顯著負面的影響。 

 

Lin(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教育擴張政策使得剛進入職場不久的大學學歷員

工薪資相對已具有工作經驗的大學學歷員工明顯減少，這代表教育擴張政策對剛

進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薪資影響較劇，但隨著工作經驗的累積，這種衝擊也相對

減輕。 

  

Duncan and Hoffman(1981)對美國資方對於勞方所要求的教育水準以及員工

的教育水準做研究，結果則顯示，過度教育還是能帶來經濟上的價值，當教育水

準超過所要求的教育水準越多，其薪資也會提升。由 Duncan and Hoffman(1981)

的研究結果推論，教育的擴張應有助於整體薪資的提升。 

 

第三節 全球化對薪資帶來的影響 

    台灣是個十分仰賴國際生存的海島型國家，全球化的趨勢也影響了國內的薪

資成長。主計處統計通報於 2011 年 9 月的文章中提到，在全球化趨勢下，企業

的資金與機械設備較國內勞工能快速跨國移動，因此廠商可以進行國際分工，使

用新興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大量廉價勞動力生產，如此一來既能迴避與國內的工

會談判，也能追求生產成本極小化與利潤極大化，而在技術進步及工資均等化效

應下，發展程度較高國家的低技術勞工工作機會流失，工會的力量也因全球化而

削弱，導致薪資增長空間受到壓縮，甚至面臨向下修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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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于玲、張一穗、陳建名、苗坤齡等四人於 2006 年 12 月主計月刊中所發布

的文章提到，我國經濟十分仰賴國外需求，是出口導向國家；然而受到全球化趨

勢的影響，我國商品必須與全球商品在價格上競爭，出口物價指數下跌，導致企

業必須降低生產成本來提升產品競爭力，而這也使得薪資成長不易。出口產品的

價格競爭，使得出口廠商不得不採取降低成本的策略，亦即只求大量且便宜地製

造，而忽略質的提升。詹建隆(2011)就指出，這種薄利多銷的代工生產，使得台

灣在勞動市場上需求多為技術人員而非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可以透過研發來提升

品牌價值，而技術人員只須遵照客戶的要求代為生產，故專業人員的薪資水準較

高，因此台灣大廠多採降低成本策略的結果，就使得台灣薪資缺乏上漲動能。葉

懿倫(2011)從附加價值的角度切入，發現企業重視的是量與成本的競爭而非質與

服務，導致企業附加價值率不斷下降，薪資上漲空間自然受限，與詹建隆(2011)

的看法不謀而合。 

 

    全球化的結果，也使台灣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李宜(2008)指出，台灣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與中國大陸的產業內貿易比重逐年上升，與中國大陸的垂直分工模

式加速台灣產業升級，朝研發、行銷等高技術層面邁進，提高對高技術人力的需

求，因而造成國內高低技術工相對工資差距擴大。葉懿倫(2011)也認為，由於近

二十年來台灣走向資本密集產業，機械化、資本化的結果雖使得產能提升、帶動

經濟成長，不過也造成企業對本國勞動需求越來越少，就算生產過程中仍然需要

勞工投入，也都是可引進外勞來替代的低層職位，因此造就國內受雇人員的薪資

難以上漲的結果。在台灣這個海島型國家，想要生存就必須走向世界，因此全球

化對台灣勞動市場所帶來的影響也顯得特別重要，下就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

與委外代工三個面向，分析世界經濟活動日益全球化的趨勢，對台灣勞工勞動報

酬所帶來的影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 

(一) 國際貿易 

傳統貿易理論認為，當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進行貿易時，已開發國家將

專注生產技術密集產品，因而對高技術工的需求增加、對低技術工的需求減少，

使得國內工資不均度惡化；開發中國家的情況則恰好相反，因開發中國家將專注

生產勞力密集產品，因而對高技術工的需求減少、低技術工的需求增加，使得國

內工資不均的程度獲得改善，例如亞洲四小龍在 1960 年代開放貿易之後就歷經

國內工資持續縮小的現象。 

 

    上述的理論在 Lovely and Richardson(1998)年的文章中獲得印證，他們觀察

美國 1981 年到 1992 年的貿易情形，發現美國跟新興工業國家進行貿易時，發生

工資不均的機率比與其他已開發國家進行貿易來的高。不過，傳統理論並不盡然

成立，像是 Xu and Zou(2000)以 1985 到 1995 年的中國大陸為研究對象，發現貿

易自由化跟工資差距並不存在顯著相關性。更有學者的研究推翻傳統貿易理論的

觀點，Chen and Hsu(2001)研究台灣 1979 到 1995 年間貿易對相對工資的影響，

發現台灣與已開發國家貿易時會擴大相對工資差距，與開發中國家貿易卻會減緩

工資不均情形，此結論與傳統理論所認定的結果完全相反。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

1960 年到 1996 年的智利，由 Beyer, Rojas, and Vergara(1999)等三人的實證結果顯

示，當智利的貿易量越多，國內工資差距也會越大。 

 

蔡敏仁(2008)根據台灣 1989 年至 2006 年的數據，發現國際貿易的確會對工

資差異產生顯著影響，不過跟不同地區貿易所產生的影響不同。例如跟同為開發

程度較高的 OECD 國家和開發程度高於我國的亞洲國家進行貿易結果並不完全

相同。當進口時，與前者貿易會擴大工資不均度，與後者反而縮小工資不均度；

但換成出口時，兩者都會顯著地擴大國內的工資不均現象。與發展程度低於我國

的中國大陸、亞洲低開發國家和非 OECD 國家進行貿易，亦隨著進出口和貿易

地區的不同而對工資差距有不同影響，故蔡敏仁的結論為，國際貿易對於工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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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實取決於比較利益和技術學習效果的相對重要性。 

 

蔡昌言(2004)研究台灣於 1980 年至 2000 年間，勞工薪資受經濟全球化的影

響情形。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全球化對全體勞工的薪資並無顯著影響，但若將產

業分成國際貿易取向產業和本國貿易取向產業，可以發現國際貿易取向產業的貿

易總額佔 GDP 比重會對該產業勞工的薪資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貿易總額比重

上升，勞工薪資就越低；反觀本國貿易取向產業，其產業下的勞工薪資則不受貿

易總額佔 GDP 比重的影響。在蔡昌言(2004)的研究中也提到，之所以會有這樣

的差別，原因在於國際貿易取向的產業為了在國際上獲得必要的利潤和訂單，必

須壓低生產成本，因此抑制了工資成長；而國內取向的產業因其主要著眼於國內

市場，故全球化現象對國內取向產業的薪資成長較不具影響力。 

 

Breau and Rigby(2006)的文獻則針對洛杉磯 1990 年到 2000 年的資料，分析

出口成長是否真能帶動薪資成長，研究結果發現，在出口總值較大的廠房的製造

業員工，在剔除一些員工本身特性的因素後，1出口成長溢酬便消失了，意即實

際上，出口總值的增加並不能真正帶來薪資的上升 

 

不過 Bernard and Jensen(1995)研究美國製造業的資料、Bernard(1996)研究墨

西哥製造業的資料以及 Bernard and Wagner(1997)研究德國製造業的資料，均發

現有出口的廠商通常比沒有出口的廠商給予員工更高的薪水，因為有出口的廠商

通常獲利表現較沒有出口的廠商來的好，因此會願意給予員工較高的薪水，故出

口總值對於薪資有正向的影響。研究台灣的 Liu et al.(1999)也獲得類似的結論。 

 

(二) 對外直接投資 

    自 1987 年新台幣大幅升值開始，台灣對外直接投資熱潮湧現，台商紛紛尋

                                                      
1
例如年紀、性別、教育、種族、國籍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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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資低廉的國家與地區成立生產基地，以應付國內工資成本上升的不利因素。

隨著政府開放投資大陸，前往大陸投資的台商絡繹不絕，因此更加帶動台灣對

外直接投資金額大幅成長。對外直接投資的盛行可能引發國內產業空洞化、對

國內低階勞動需求銳減、失業率攀升等現象，對外投資因此也可能成為台灣工

資不均度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也引發學者的關注。 

      

    蘇儀品(2004)運用 1981 年到 2000 年的台灣資料，證實在台灣對中國大陸直

接投資的過程當中，由於生產過程轉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因此國內將提高國內

技術性勞動的需求，進而帶動技術勞動工資上漲，擴大工資不均度。 

 

    許瓊瑤(2005)研究 1981年到 2004年製造業對外投資對台灣薪資差距的影響，

其先根據經濟部工業統計局將台灣製造業劃分為四大工業，發現若將所有工業

混在一起討論，對外投資份額對工資的影響將導致不顯著的結果。但如果細分

至各類型工業來探討對外投資對工資差距的影響，則會發現對於民生工業而言，

對外投資份額上升將使該產業工資不均等現象擴大，而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

業及資訊電子工業等產業的工資不均度受對外投資份額影響並不顯著。許瓊瑤

(2005)也進一步針對對大陸地區或大陸地區以外投資做區分，來檢視對外投資的

影響，整體來說，台灣對外直接投資會擴大工資不均度，因台灣對外投資多集

中於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造成國內勞動市場對低技術勞工需求減

少，對監管人員等高技術勞工需求增加，兩種效果皆會令國內工資不均度上升。 

 

    黃慈嫺(2003)以 1989 年到 1999 年台灣全體製造業為研究主體，討論對中國

大陸進行直接投資對國內製造業工資的影響，結果顯示台灣對中國大陸直接投

資時，將不利整體製造業工資的提升，但對於高技術勞動與低技術勞動比例低

於全體製造業帄均的產業和資本密集度高的產業而言，對外投資反而有助工資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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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外代工 

    Feenstra and Hason(1996)先設立一個理論模型，當北方國家將部分生產過程

委由南方國家進行時，將使南北兩方對高技術勞動的需求增加，理由是，這些轉

移產業對北方國家而言是低技術勞動密集產業，但對南方國家而言卻是高技術勞

動密集產業，因此委外代工的結果將使南北兩國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工的相對工

資都上升。Feenstra and Hason 接著利用美國製造業 450 個 SIC 產業的資料，證

實了當美國將低階產業移轉至墨西哥生產時，兩國的相對工資都是上升的。 

     

    黃慈嫺(2003)以 1989 年到 1999 年台灣全體製造業為研究主體，討論對中國

大陸進行委外代工對國內製造業工資的影響，結果顯示台灣對中國大陸進行委

外代工的生產行為，將不利於台灣製造業工資的提升，而且對於低技術勞動較

密集產業的工資也有負面的影響；不過對於資本密集高的產業而言，委外代工

對其工資提升是有助益的。 

     

    但也有學者認為委外代工並不影響工資提升。葉懿倫(2011)利用台灣 1997

年到 2010 年台灣各產業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重資料，搭配各產業 1997 年到 2010

年月帄均薪資資料，發現海外生產比重擴大的產業，其薪資上漲幅度還比並未擴

大海外生產比重的產業來的高，因此認為委外代工並不是造成台灣近 10 年來薪

資上漲停滯的元兇，真正造成台灣近十年來薪資成長停滯的原因是產業結構改變

和代工產業的降低成本策略。 

 

    林晉勗(2008)研究 1981 到 2004 年間台灣製造業委外生產對工資差距的影響，

結果則是發現僅有電子電機機械類別的委外代工會造成工資差距顯著減小，對於

民生工業和重工業則不會有影響。他認為原因在於，電子電機機械類雖然在零組

件部分越來越仰賴開發中國家生產，但由於產值大幅成長，在台灣的組裝仍然需

要大量的非技能勞工，因此減緩工資不均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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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總體經濟因素對薪資的影響 

    研究物價與薪資兩者間關係的文章很多，一般來說，薪資與物價間的關係應

該是正相關，但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則還沒有定論。Barth and Bennett(1975)、

Mehra(1991)、Huh and Trehan(1995)、Emery and Chang(1996)、Hess and 

Schweitzer(2000)等人研究美國資料，皆認為物價會單向的影響薪資；而同樣以

美國為研究對象，Brauer(1997)、Chan-Lau and Tockarick(1999)、Ghali(1999)、

Mehra(2000)、Aaronson(2001)等人則是認為薪資會單向影響物價。同樣認為薪資

會單向影響物價的還有研究加拿大的 Aaronson(2001)、研究希臘的

Hondroyiannis(2000&2003)、研究瑞士的 Zanetti(2007)，以及研究中國的鄭孙容

(2008)等人。也有支持薪資與物價兩者互相影響的文獻，例如:Mehra(1977)、

Ashenfelter and Card(1982)、Palley(1999)、Rossiter(1999)和 Schmidt(2000)等人研

究美國的文章，即認為薪資與物價兩者存在雙向影響的關係。當然也有認為物價

與薪資彼此毫無因果的文獻，例如以美國為研究對象的 Gordon(1977&1988)、

Bazdarich(1978)、Mehra(1990)、Darrant(1994)及研究中國的王少帄、涂正革、李

子奈(2001)、喬笙(2005)等人。 

 

    另外，黃于玲、張一穗、陳建名、苗坤齡(2006)的文章中認為，企業面對全

球商品價格競爭，只能選擇壓低成本，使出口物價指數成長下降，薪資成長不易。

同時，躉售原物料物價指數增幅大於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增幅，顯示廠商為維持競

爭力，吸收原物料上漲的成本並未完全轉嫁給消費者，以致影響薪資成長。 

 

    周信佑(2008)認為，實質薪資出現負成長的主要原因，就是名目薪資的漲幅

都被快速上漲的物價給侵蝕了，認為物價與實質薪資兩者呈反向關係。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隨著經濟成長薪資也將逐漸成長，故經濟發展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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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勞動工資也相對較高。支持這種論點的有 Taylor(1993)、Krugman, Cooper and 

Srinivasan(1995)、 Dahlman and Sananikone(1997)和 Bayer, Rojas and Vergara(1999)

等文獻。  

  

    Rodgers and Nataraj(1999)的文章中指出競爭壓力變化是失業率影響工資的

主因。在高失業率環境下，競爭壓力大故資方有籌碼可以以較低的工資雇用員工；

反之在低失業率的環境下將會造成工資較高的現象。同樣支持失業率與工資成反

向關係的還有 Shapiro and Stiglitz(1984)、Blanchflower and Oswald(1995)等人。 

    

第五節  最低工資對薪資的影響 

    設置最低工資的第一個目的是解決在職貧窮，也就是雖然有工作，但所得無

法滿足最低生活開銷的現象，另一個目的是消除剝削。雖然設置最低工資有此美

意，但政策是否真能達到目標效益，或者反而造成低技術勞工就業更加困難，學

界存在著不同的聲音。Dan Fuller 與 Doris Geide-Stevenson 在 2000 年針對「最低

工資對低技術勞工與年輕勞工會造成就業衝擊」的論點，對美國經濟學會 308

位經濟學家展開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 45.6%的學者同意此觀點，有 27.9%的學

者有條件的同意此論點，另有 26.5%的人則不同意，可見最低工資是充滿爭議性

的議題。 

    

    在呂曜志(2007)年的文章中提到，要改善低所得者的生活水準，改善工資可

能是一種方式，卻也存在保護了低生產力的就業者，反而打壓現階段雖領取低工

資，但長期卻具有高薪資成長潛力就業者的副作用。而且最低工資或許可以短期

改善低勞動所得者的生活水準，但也可能導致廠商喪失提供「低底薪，高獎金」

激勵機制的誘因，對勞方長期所得成長不一定有正面效益。江豐富(2007)也認為，

基本工資調高會導致雇主的勞動成本增加，而且當實質基本工資超過勞動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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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力時，雇主將減少對於領取基本工資者的雇用，因此基本工資的提升對於國內

的就業、物價、工資都是負向的衝擊，也可能減少廠商對於基層勞工實施在職人

力資本投資的動機，對於國內人力資本投資造成不利的影響。 

     

    吳惠林(1999)利用 1984 年到 1998 年的月資料，運用 Granger 因果檢定方法

發現，基本工資跟薪資水準之間有緊密的互動關係，兩者為雙向且正向的關係，

也就是基本工資的調升會帶動月帄均薪資與經常性薪資的提升，反之，月帄均薪

資與經常性薪資的提升也會帶動基本工資的提升。 

 

黃仁德(1995)利用台灣 1988 年 7 月到 1993 年 12 月的月資料，估計基本工

資對於台灣地區就業、失業、勞動力參與以及產業工資的衝擊效果。實證結果顯

示，基本工資上漲只對少數男女性年齡組群的就業、失業、及勞動力參與產生顯

著不利但程度相當微小的影響，而且不會有推動台灣地區勞動成本以及物價的上

漲的壓力，意即基本工資的提升對於薪資並未有顯著的影響。 

 

    以上的文獻討論了單一因素或部分因素對於薪資的影響，卻未曾有文獻將這

些變數全部整合起來，分析其對於薪資的影響。再者，過去許多文獻只探討單一

因素或部分因素對於工資不均度的影響，針對薪資成長影響因素的討論較少；2且

一些針對台灣近十年來薪資成長停滯進行探討的文獻，只根據數據資料的變化來

推測可能的原因並未進行實證估計，3故本研究將參考過去有關於薪資討論的文

獻，將其所探討的因素列為可能影響薪資成長的變數，並更針對台灣近三十年來

的發展情況，進一步找出其他可能影響薪資成長的因素，討論近十年來台灣薪資

不成長的原因。 

                                                      
2
例如在教育擴張政策影響方面，過去文獻多只探討到高等教育擴張會使高等教育相對報酬率下 

 降，但未進一步探討是否導致台灣薪資水準成長停滯。 
3
 例如葉懿倫(2011)、黃于玲、張一穗、陳建名、苗坤齡(2006)、李宜(2008)、詹建隆(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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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薪資決定因素的理論模型 

第一節  古典學派的勞動市場模型 

    古典學派認為，均衡的薪資是由勞動供給與勞動需求共同決定的，其推演

過程如下。4
 

(一) 勞動需求面 

    勞動需求者為廠商，在資本為固定常數的假設下，廠商必須選擇最適雇用的

勞動人數來使利潤達到最大，因此廠商所面對的問題為 

wLLPFMax
L

)K(   ，                         (3.1) 

其中 P 為產品物價，L 是勞動，K 為資本，w 是名目工資。對 L 偏微分可得一階

條件 

                    w
L

F
PCOF 



:..                           (3.2) 

因此勞動需求線即為 )( dd LPfw  ，其中 )( dLf 為邊際勞動生產力，由此方程式也

可以看出廠商所願付出的薪資將等於勞工的邊際產值。 

 

(二)勞動供給面 

     古典學派假設勞動供給為實質薪資的增函數，5也就是 

0       )(  g
P

w
gLs ，                         (3.3) 

可得勞動者所要求的薪資水準是勞動供給的反函數，亦即 

)()(1 sss LPhLPgw                          (3.4) 

                                                      
4
 古典學派關於勞動市場供需的討論，來自於 A.C. Pigou（1933)"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這本書。 
5
 勞動供給函數的推導係由勞動者在分配休閒時間與消費時，效用最大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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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ss LPhw  即為勞動供給線。 

(三)均衡薪資 

   勞動市場均衡時，勞動供給等於勞動需求，勞工所要求的薪資水準也會等於

雇主所願付的名目薪資，因此 

*www ds                           (3.5) 

可得 )()( ds LPfLPh  ，也就是說，均衡薪資是由勞動供給與勞動需求所共同決定

的。 

 

第二節  均衡薪資方程式 

    從前一小節中已推出均衡薪資是由勞動供給與勞動需求所共同決定的，因此

只要分別找出影響勞動供給與勞動需求的因子，這些因子就會影響均衡薪資，成

為薪資決定因素之一。首先，在勞動供給面，影響勞動供給的因素有名目薪資水

準、消費者物價、勞動力、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基本

工資以及非經常性薪資，因此勞動供給的方程式可表達如下:
6
 

  IWMWLINPWLs

6543210        
 (3.6)  

其中 W 為名目薪資水準(在此指的是經常性薪資水準)，P 為消費者物價，N 為勞

動力，LI(labor insurance)為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

MW(minimum wage)為基本工資，IW (irregular wage)為非經常性薪資， 為隨機

誤差項，並為白噪音。 

    

    因為古典學派假設勞動供給是實質工資的增函數，因此當名目工資W越高，

                                                      
6
 關於勞動供給方程式的模型，本研究參考周闖、張世偉(2009),「中國城鎮居民的勞動供給行 

  為－倒 s型勞動供給曲線在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上的實證檢驗」。周闖，張世偉(2009)的文章 

  中，將勞動供給設為薪資及個人屬性變量的線性函數，而本研究則是參考過去探討影響薪資的 

  文獻，將可能影響勞動供給的變數加入周闖，張世偉(2009)的勞動供給模型中，成為本研究的 

  勞動供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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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消費者物價 P 越低，勞動供給將增加，故預期係數
1 為正，

2 為負。從經

濟直覺來看，當名目工資越高，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勞工可以購買到的

商品數量越多，所帶來的效用也會越高，因此勞工會願意多投入勞動而減少休閒，

故預期名目工資 W 的係數為正。而消費者物價越高，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勞動薪資的購買力下降，能購買到的商品數量減少，所帶來的效用也降低，因此

勞工會傾向減少勞動而多休閒，故預期消費者物價 P 的係數為負。勞動力佔總人

口的比重(N)越高，能夠投入工作的人口也就越多，故預期係數 3 為正。而帄均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LI)越高，代表勞工福利越好，因此勞

工會傾向多投入勞動，故預期係數
4 為正。基本工資是對勞工的一種保障，因

此基本工資越高，勞工的最低所得提升，勞工會更願意投入勞動，故預期係數 5

為正。非經常性薪資(IW)是薪資的一環，其與經常性薪的總和即為勞工所獲得的

總薪資，故非經常性薪資越高，代表勞工投入勞動所獲得的總薪資越高，勞工會

願意增加勞動投入，故預期係數 6 為正。 

 

    在勞動需求面，影響勞動需求的因素相當多，包括:名目薪資(在此指的是名

目經常性薪資)、消費者物價、經濟成長率、名目放款利率、出口總值、出口物

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外籍勞工人數、對外投資金額、外銷訂

單海外生產比、基本工資、非經常性薪資以及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

性薪資比率。因此勞動需求的方程式可以表達為:
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dL W P GR i EX EOI FL FDI

OS LI MW IW

        

    

        

    
    (3.7) 

其中，GR(growth rate)表示經濟成長率；i 表示名目放款利率；EX(export)為出口

                                                      
7
 關於勞動需求方程式的設立，本研究參考韓穎、馬萍、馮艷(2009),「遼寧省勞動供給與需求 

  預測研究」。韓穎、馬萍、馮艷(2009)的文章中，假設勞動需求是經濟發展的線性函數，而本 

  研究參考過去關於薪資探討的文獻，找出可能影響勞動需求的變數加入韓穎、馬萍、馮艷(2009) 

  的模型中，形成本研究的勞動需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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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EOI(export price index over import price index)則表示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

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FL(foreign labor)為外籍勞工人數；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表示台灣對外投資金額；OS(outsourcing)是委外生產，在此代表外銷

訂單海外生產比。 

 

    勞動需求線為 )( dd LPfW  ，因為勞動邊際生產力遞減，8所以勞動需求線為

負斜率，表示當名目工資(W)越高時，雇主的勞動成本越大，利潤會減少，因此

為了維持利潤最大，雇主會減少對勞動的需求，因此預期係數
1 為負。消費者物

價(P)越高，廠商所賣出的商品售價也會越高，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廠商所獲得的利潤越大，這會誘使廠商提高生產數量，因此對勞動的需求增加，

故預期係數
2 為正。經濟成長率(GR)越高，代表經濟發展情況良好、產出增加，

因此廠商會需要更多的勞動來投入生產，所以預期係數 3 為正。名目放款利率(i)

是資本的價格，當名目放款利率(i)越高，表示資本的價格上漲，從生產上的替代

來說，廠商會傾向多用勞動少用資本；但是資本與勞動也有生產上的互補關係，

所以當資本減少，廠商對於勞工的需求也會減少，是故名目放款利率(i)對於勞動

需求的影響取決於這兩種力量何者較強，係數 4 的符號無法判斷。出口總值(EX)

越高，表示商品外銷的情況越好，廠商所獲得的利潤也越高，廠商會增加雇用勞

動來生產更多的產品外銷海外市場，以獲取更多的利潤，因此預期係數 5 為正。

出口物價指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EOI)代表的是廠商的獲利空間，當

出口物價指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EOI)越高，表示廠商的獲利空間較

大，廠商有能力雇用更多的勞工；反之，當出口物價指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

指數比越低，表示廠商的利潤空間被壓縮了，廠商不僅無法雇用更多的勞工，甚

至可能減少對本國勞工的需求，因此預期係數 6 為正。 

                                                      
8
 勞動邊際生產力遞減是根據二階條件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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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勞工技術水準較低，但薪資成本相對本國勞工低廉，因此外籍勞工和本

國基層勞工在生產上是替代的關係，外籍勞工人數增加，會排擠掉廠商對於本國

基層勞工的需求；另一方面，外籍勞工人數的增加，卻也可能使整個產業的產值

擴大，使得廠商需要更多的本國勞工，故外勞人數(FL)對於本國勞動需求的影響

取決於替代效果與產出效果的相對強弱，係數 7 符號無法判斷。台灣對外投資

主要投資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的勞動成本相對台灣低廉，

因此廠商會在這些地區設立生產基地，將一些較低階的生產過程由這些對外投資

的國家生產，而台灣母公司則轉型成行銷管理中心。因此當台灣對外投資在開發

中國家時，會減少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而增加對管理人員的需求，但通常對低

技術勞工需求的減少會大於對管理人員需求的增加，因此整體而言，廠商對外投

資將會減少對本國勞工的需求，故預期係數 8 為負。委外生產即是將一部份的

製程委由海外國家生產，因此當外銷訂單由海外生產的比(OS)越高，台灣所生產

的比重就越少，外國勞工取代本國勞工，廠商對於本國勞工的需求也會跟著減少，

故預期係數 9 為負。 

 

    勞工保險是勞工的福利，卻也會增加雇主的負擔，當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

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LI)上升，表示雇主在勞工福利方面上的負擔增加，廠商

利潤空間減少，因此對於勞動的需求也會減少，故預期係數 10 為負。最低工資

(MW)雖然給了勞工最基本的保障，但隨著基本工資調漲，廠商的勞動成本也會

隨之增加，為了追求最大利潤，廠商會選擇減少雇用勞動，因此預期係數 11 為

負。同樣的，非經常性薪資(IW)也是勞動成本的一部份，若產業的產值並沒有增

加，而非經常性薪資卻增加了，這表示廠商的勞動成本上升，利潤減少，廠商會

對勞動的需求也會減少，故預期係數 12 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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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以上的討論，我們重述勞動供給方程式與勞動需求方程式如下: 

  IWMWLINPWLs

6543210                   (3.8)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dL W P GR i EX EOI FL FDI

OS LI MW IW

        

    

        

         (3.9) 

由勞動市場均衡時 ds LL  ，可解得均衡薪資是消費者物價、勞動力、經濟成長率、

名目放款利率、出口總值、出口物價指數對進口農工原物料物價指數比、外籍勞

工人數、對外投資金額、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占帄均薪

資比例、基本工資以及非經常性薪資的函數。在均衡的狀況下，本文亦將失業率、

就業人數、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以及加入，討論其對

於薪資成長的影響，而其中就業人數與勞動力呈高度相關，因此剔除勞動力變數，

僅留就業人數，故可列出均衡薪資方程式為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W P GR i EX EOI U L CG

FL SD LI MW IW FDI OS

        

       

        

      
      

(3.10) 

其中，U(unemployment rate)表示失業率；L(labor)表示就業人數；CG(college 

graduate)為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SD(staff dispatch)是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 

 

    一般來說，消費者物價水準(P)越高，勞工的生活成本上升，因此會要求雇

主提高薪資水準，而雇主因為商品售價上升而提高利潤，因此也越有能力提高勞

動的名目薪資水準，故物價的上升會帶動名目薪資水準上升，預期係數
1 為正。

經濟成長率(GR)越高，表示經濟發展得越好、產出提高，廠商需要更多勞工來增

加生產，在勞動需求增加的情況之下，名目薪資水準將會提升，預期係數
2 為

正。名目放款利率(i)越高，代表資本的機會成本越大，廠商會傾向多用勞動少用

資本，故就生產的替代面來說，名目放款利率(i)越高會使廠商的勞動需求增加。

另一方面，生產的互補面會使得資本減少的情況下，對勞動的需求也減少，因此

名目放款利率(i)對勞動需求的影響取決於這兩個力量的相對強弱，對於薪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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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也就取決於替代效果的互補效果的相對強弱，故係數 3 符號無法判斷。 

 

    出口總值(EX)的提升，表示廠商營收增加，獲利空間相對較大，因此較有可

能給予勞工更高的薪水，預期係數
4 為正。出口物價指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

價指數比(EOI)如果越低，廠商的利潤空間被壓縮了，廠商將更不願意提高名目

薪資水準，甚至可能減少勞動雇用量，因此不利薪資水準的提升，故預測係數 5

為正。失業率(U)越高，勞工談判力降低，廠商則更有以較低薪資雇用勞工的優

勢，導致帄均薪資水準下降，故預期係數 6 為負。 

 

    就業人數(L)的多寡是勞動市場均衡的結果，若就業人數增加的原因來自於

勞動供給的增加，則均衡薪資水準會下跌；若就業人數增加的原因來自於勞動需

求的增加，則均衡薪資水準上升。所以就業人數(L)對薪資水準的影響視情況而

定，係數 7 符號無法判斷。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勞工，薪資水準相對較高，在

其他學歷勞工人數不變的情況下，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的增加，會使擁

有擁有大學以上學歷勞工的薪資水準下降，因此拉低了全國的帄均薪資水準。但

大學教育的擴張，也可能讓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勞工人數增加了，低於大學學歷

的勞工人數減少了，因此雖然使得擁有擁有大學以上學歷勞工的薪資水準下降，

但整體而言，薪資相對較高的勞工人數增加，薪資相對較低的勞工人數減少，因

此全國的帄均薪資水準還是提高了。故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的增加對於

薪資水準的影響視情況而定，係數 8 符號無法判斷。 

 

    外籍勞工人數(FL)增加會替代雇主對本國勞工的需求，而本國基層勞工也因

為怕會被替代而不敢要求更高的薪資水準，廠商則更有降低本國基層勞工薪資水

準的優勢，因此外籍勞工人數的增加會拉低本國低技術勞工的薪資；但外勞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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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也擴大了產業的產值與利潤空間，廠商不僅更有空間提升薪資水準，也會增加

對於本國勞工的需求，使得本國勞工的薪資上升，故外籍勞工人數(FL)對於均衡

薪資的影響無法確定，係數 9 符號無法判斷。一般來說，人力派遣業的帄均薪

資水準低於全國的帄均薪資水準，因此當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佔就業人口比重越

高，將會拉低全國的帄均薪資水準，故預期係數 10 為負。 

 

    雇主必須按月將給付給勞工的薪資中提撥一定比例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這

部份的員工福利是雇主的成本之一，因此若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占帄均薪資比

例(LI)越高，代表雇主在給付勞工福利方面的成本也越高，廠商將傾向降低按月

給付給勞工的經常性薪資水準以節省勞動成本，故預期係數
11 為負。最低工資

的實施設定了工資的下限，當基本工資調漲，工資的下限跟著提升，因此整體的

帄均薪資水準也會上升，故預期係數 12 為正。非經常性薪資包含加班費、獎勵

金、年終獎金、差旅費等並非定時給付的薪水。非經常性薪資的好處是廠商可以

不必定時給付，隨獲利情形來決定是否給予非經常性薪資，因此若非經常性薪資

越高，通常經常性薪資水準會較低，以節省每個月的薪資成本。不過也可能存在

經營狀況良好，利潤提高，且產業前景依然看好，讓雇主不僅增加非經常性薪資，

同時也願意提高經常性薪資，鴻海富士康就是一個例子。故非經常性薪資的發放

不盡然會排擠到經常性薪資，所以係數 13 符號無法判斷。 

 

    過去三十年，台灣對外投資的金額中帄均有 51.7%投資在中國大陸，而自西

元 2000 年之後，此比重更是節節上升，在最近十年台灣對外投資的金額中，帄

均有 62.99%投資在中國大陸，到了 2010 年，比重更高達 83.8%，因此對中國大

陸的投資對台灣勞動市場的均衡工資影響較大。根據黃慈嫺(2003)對台灣投資中

國大陸的研究中，發現台灣投資中國大陸將不利製造業整體工資的提升，而且對

外投資金額越多，可能也會影響投資在國內的金額，因此預期係數為 14 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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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訂單海外生產比越高，廠商對於台灣勞工的需求降低，使得台灣勞動市場的均

衡薪資下降，故預期係數 15 為負。最後，茲將上述分析之係數正負符號結果統

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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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勞動供需與重要變數影響效果之預期符號 

  勞動供給面 勞動需求面 均衡薪資 

名稱 
解釋

變數 
係數 

預期 

(＋/－) 
係數 

預期 

(＋/－) 
係數 

預期 

(＋/－) 

名目薪資 W 1  (＋) 1  (－) - - 

消費者物價 P 2  (－) 2  (＋) 1  (＋) 

經濟成長率 GR - - 3  (＋) 2  (＋) 

名目放款利率 i - - 4  ? 3  ? 

出口總值 EX - - 5  (＋) 4  (＋) 

出口物價指數對進口工

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 
EOI - - 6  (＋) 5  (＋) 

失業率 U - - - - 6  (－) 

勞動力 N 3  (＋) - - - - 

就業人數 L - - - - 7  ?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 

人數 
CG - - - - 8  ? 

外籍勞工人數 FL - - 7  ? 9  ? 

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 SD - - - - 10  (－) 

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

占帄均薪資比例 
LI 4  (＋) 10  (－) 11  (－) 

基本工資 MW 5  (＋) 11  (－) 12  (＋) 

非經常性薪資水準 IW 6  (＋) 12  (－) 13  ? 

對外投資金額 FDI - - 8  (－) 14  (－)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 OS - - 9  (－) 15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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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說明與敘述統計 

第一節  資料與變數說明 

    本研究採用 198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為研究期間，屬性為月資料；解釋

變數 15 個，而每個解釋變數有 384 個月份的資料。 

(一) 被解釋變數 

1. 經常性薪資(w) 

 資料來源: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資料處理方式:未做季節調整；經常性薪資原為名目資料，但由於迴歸估

計時必須經過物價調整，因此本研究的被解釋變數為「實質經常性薪

資」。 

(二) 解釋變數 

2. 消費者物價指數(P) 

 資料來源: 台灣經濟新報(TEJ)。 

 資料說明: 未做季節調整；基期為 2006 年(2006=100)。 

3. 經濟成長率(GR) 

 資料來源: 主計處總體經濟資料庫、主計處『國內各業生產毛額(季)』統

計表。 

 資料處理方式:未做季節調整；由於政府公佈的經濟成長率只有季資料，

因此本研究假設一季中每個月的經濟成長率相同來估計月經濟成長率。 

4. 名目放款利率(i)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資料處理方式:未做季節調整；採用五大銀行基準放款利率為名目放款利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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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口總值(EX) 

 資料來源: 台灣經濟新報(TEJ)。 

 資料處理方式:經季節調整；出口總值經過物價調整為實質資料。 

6. 出口物價指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EOI) 

 資料來源: 主計處總體經濟資料庫、物價統計月報。 

 資料處理方式:未經季節調整。 

7. 失業率(U)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台灣經濟新報(TEJ)。 

 資料處理方式:經季節調整；勞委會提供 1978 年 1 月以後之季節調整

失業率，故此段時間資料直接採用勞委會提供之資料。1977 年 1 月至

1978 年 12 月之季節調整失業率則由 TEJ 中台灣地區失業率再自行做

季節調整。9
 

8. 就業人數(L)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資料處理方式:未經季節調整。 

9.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 

 資料來源: 教育部『歷年校數,教師,職員,班級,學生及畢業生數(39~100 

學年度)』 統計表。 

 資料處理方式:未經季節調整；包含大專學歷以上之畢業生人數，但僅有

年資料，故假設當年 6 月至隔年 5 月之月畢業生人數皆等於該年度畢業

生人數。 

10. 外勞人數(FL) 

 資料來源: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勞動統計月報。 

 資料處理方式:未做季節調整；1989 年開放引進外勞，而勞動統計月報於

民國 82 年起提供相關勞動統計資料，資料缺漏部分則以內插法估計。 

                                                      
9
迴歸估計時需要落後三年之失業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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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SD) 

 資料來源: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勞動統計月報。 

 資料處理方式:未經季節調整；2009 年起始有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官方統

計資料，2002 年至 2008 年之資料則以「支援服務業」員工人數之一定

成數估計。又人力派遣業在台灣約於 1998 年後興起，故 1998 年至 2002

年間資料以內插法估計；1998 年以前則假設為 0。 

12. 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LI) 

 資料來源: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資料處理方式:未經季節調整；1991 年 8 月以前僅有年資料，故假設一年

中每個月比重皆相等來進行月資料估計。 

13. 基本工資(MW) 

 資料來源: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資料處理方式:未經季節調整；最低工資為名目資料，故需經過物價調整

為實質資料。 

14. 非經常性薪資(IW) 

 資料來源: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資料處理方式:經季節調整；非經常性薪資經物價調整為實質資料。 

15. 對外投資金額(FDI)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資料處理方式:有做季節調整；投資金額為名目變數，故需經過物價調整

為實質變數。 

16.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OS) 

 資料來源: 經濟部統計處經濟統計資訊網路查詢系統。 

 資料處理方式: 台灣 1987 年對外投資潮流湧現，委外生產的現象逐漸增

加，故 1987 年以前之比重假設為 0，1987-1998 的資料以內插法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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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變數資料來源及資料處理之說明: 

被解釋變數 

變數名稱 單位 資料來源 季節

調整 
附註說明 

經常性薪資(W) 

元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X 

原為名目資料，但由於迴歸估計時必

須經過物價調整，因此本研究實為影

響「實質經常性薪資」的因素。 

解釋變數 

消費者物價指數(P) 
 

台灣經濟新報(TEJ) 
X 

基期為 2006 年(2006=100)。 

 

經濟成長率(GR) 

% 

主計處總體經濟資料庫 

主計處『國內各業生產毛額

(季)』統計表 

X 

假設一季中每個月的經濟成長率均同

來估計月經濟成長率。 

名目放款利率(i) % 中央銀行 X 資料採用五大銀行基準放款利率。 

出口總值(EX) 百萬元 台灣經濟新報(TEJ) V 經過物價調整為實質資料。 

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

物價指數比(EOI) 
 

主計處總體經濟資料庫 

物價統計月報 
X 

 

失業率(U) 

%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台灣經濟新報(TEJ) 
V 

1978 年 1 月以後資料採勞委會提供之

季節調整失業率數據；1977 年 1 月至

12 月則由 TEJ 中台灣地區失業率資料

再行季節調整。 

就業人數(L) 千人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X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 

人 

教育部『歷年校數,教師,職

員,班級,學生及畢業生數

(39~100 學年度)』 統計表 

X 

包含大專以上學歷之畢業生人數；假

設當年 6 月至隔年 5 月之月畢業生人

數皆等於該年度畢業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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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人數(FL) 
人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勞動統計月報 
X 

1989-1992 資料缺漏部以內插法估計。 

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SD) 

人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勞動統計月報 

X 

1998 年以前資料假設為 0；1998-2002

年間資料以內插法估計；2002-2008 年

間資料以支援服務業員工人數之一定

成數估計；2009 年以後有官方統計數

字。 

帄均勞保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

資比率(LI) 
%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X 

1991 年 8 月以前僅有年資料，故假設

一年中每個月比重皆相等來進行月資

料估計。 

最低工資(MW) 元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X 經過物價調整為實質資料。 

非經常性薪資(IW) 
元 

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V 

經物價調整為實質資料。 

對外投資金額(FDI) 
千美元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V 

經過物價調整為實質資料。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OS) 
% 

經濟部統計處經濟統計資

訊網路查詢系統 
X 

1987 年以前之比重假設為 0；1987 年

到 1998 的資料以內插法估計。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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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敘述統計說明 

    在這一節，我們將呈現各個變數的時間序列圖，將變數分成(1)薪資類；(2)

總體經濟類；(3)勞動力類；(4)對外投資類，讓圖表有系統地呈現，而敘述統計

表則統一放在此小節的附錄。 

 

(一) 薪資類 

    被歸納在薪資類的變數有帄均經常性名目薪資、帄均經常性實質薪資、帄均

非經常性薪資、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以及實質最低工

資。除區分全國、工業部門以及服務業部門之外，也將製造業以及金融服務業加

入探討 

     

    在帄均經常性名目薪資方面，由下圖 4.1 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帄均經常性名

目薪資是在上漲的，但 2000 以後則呈現成長趨緩的趨勢，且在 2008 年金融海嘯

時，帄均經常性名目薪資下跌，到 2009 年才又開始回升。整個來說，帄均經常

性名目薪資成長最快的時期是 1990 年代。細看個別產業部分，服務業部門整體

的帄均經常性名目薪資是高於全國的，尤其是金融保險業明顯較高；工業部門整

體的帄均經常性名目薪資是低於全國的，且工業部門整體的帄均經常性名目薪資

跟製造業的帄均經常性名目薪資相當接近，這表示在工業部門當中，製造業所佔

的比重較大。 

     

    在帄均經常性實質薪資的部分，由下圖 4.2 可以看出在 2000 年之後，大部

分產業的帄均經常性實質薪資開始下跌；而金融海嘯後雖然止跌但有停滯的現象。

以全國的帄均經常性實質薪資來看，現在的實質薪資水準還比十年前低，大約是

1998 年代的水準，而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人感覺到近十年台灣薪資都不漲的主

要原因。10
 

                                                      
10

 天下雜誌第 457期賴建孙的《薪水不漲的十大荒謬》文章中，就有討論台灣 1995 年以後低薪 

  化，薪資不隨經濟成長與生產力增加而成長的現象，並認為隱藏薪資和機器折舊是使台灣薪資 

  不成長的原因。另外像是 101年 4月 17日工商時報郭慧敏的《編輯室報告－「薪」酸的台灣 

  人》文章中，也提及了在 1999年到 2010年十年間，台灣薪資帄均僅成長 4.7%，而新加坡和 

  韓國在同期間則分別成長了 68.8％及 65.2％，呼籲政府重視薪資不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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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帄均經常性名目薪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圖 4.2  帄均經常性實質薪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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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帄均非經常性名目薪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圖 4.4 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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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帄均非經常性薪資方面，由於月資料較難看出非經常性薪資的時間變化趨

勢，因此在此以年資料呈現。如圖 4.3 所示，台灣全國、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

製造業、金融保險業的帄均非經常性薪資，都有隨時間增加的趨勢，由於非經常

性薪資增加可能排擠經常性薪資的成長，因此可以合理的懷疑，非經常性薪資的

提升可能會是不利於近十年薪資上漲的原因之一。由圖 4.4 可以看出帄均勞工保

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重節節攀升，11目前已經逼近 80%的水準，顯示

雇主在勞保支出方面的負擔越來越沉重，這很可能是影響名目薪資成長停滯的另

外一個原因。 

 

    1980 年初，基本工資只有月薪 3300，幾經調漲之後，目前的名目基本工資

水準是月薪 17880 元。名目基本工資水準雖然在調升，但受到物價的影響，實質

基本工資水準卻不是如此，由下圖 4.4 可以看出，由於 1997 年後基本工資調整

停滯，使得實質基本工資水準不停下滑；2007 年後雖然再度調升基本工資，但

漲幅被物價侵蝕，使得實質基本工資水準約只有 1995 年初的水準，對人民的實

質保障不似 1996 年以前不斷增加。 

圖 4.5 實質基本工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11

 由圖 4.4可以看出，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重在 2008年與 2009年間有 

   極大的增幅，原因在於，2008年 7月 17日通過勞保年金法案，也就是自 2009 年元旦起，勞 

   工退休時領取的勞保年金由一次退改為月退制，同時保險費率也提高到 7.5%。除費率調高 

   外，勞工也可能因新制可領更多退休金，而自行選擇提高保費，所以造成比重有明顯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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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體經濟類 

    被歸納在總體經濟類的變數有經濟成長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出口物價指數

相對進口農工業原物料進口物價指數比、失業率、出口總值、總人口數以及名目

放款利率。經濟成長率是利用國內各業名目生產總值採 YOY 的計算方式，由下

圖 4.6 可以發現，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前，金融保險業的波動程度較大，

對景氣循環尤其敏感。對景氣循環同樣敏感的還有製造業，製造業在金融海嘯時

受到重創，經濟負成長的幅度甚至大於直接受到波及的金融保險業，但恢復成長

的速度也比較快，力道也較金融保險業強。然好景不常，受到歐債危機影響，當

其他產業仍能勉強維持正成長時，製造業已出現逼近兩位數的負成長率，此顯示

製造業在金融海嘯之後對景氣循環敏感的程度有增加的現象。 

 

 

圖 4.6 經濟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主計處總體經濟資料庫；主計處『國內各業生產毛額(季)』統計表。 

 

    圖 4.7 則可以看出消費者物價在 1997 年到 2003 年間有和緩的現象，但 2004

年開始又有快速成長的趨勢。配合前面圖 4.1 提到，2000 年以後名目經常性薪資

成長趨緩，而消費者物價又在 2004 年以後有快速成長的趨勢，這也就造成了經

常性實質薪資在 2000 年以後停滯不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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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TEJ)。 

 

     

 

圖 4.8 出口物價指數對進口工業原料物價指數比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主計處總體經濟資料庫；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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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農工業原物料進口物價指數比的部分，由圖 4.8 可

以看出自 1992 年以後比率逐漸下降，到了 2006 年以後甚至低於 1。這表示台灣

在出口方面，為了維持競爭力，多採低價競爭策略，然而國際原物料價格逐漸上

漲，侵蝕廠商的利潤空間，最後甚至出現虧損的狀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可以

合理懷疑這會是造成台灣近十年來薪資不漲的原因之一。 

 

    在失業率方面，1979 年到 1981 年的石油危機引發台灣經濟成長減緩，失業

率大幅上升(如圖 4.9 所示)，這是台灣第一次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但如果將時

間軸往後拉，會發現這次的失業問題只如鳳毛麟角。亞洲金融風暴時期，台灣的

失業率再度攀升，失業率與石油危機發生時差不多，但不像石油危機後有下降的

趨勢，旋即而來的美國網路股泡沫、911 恐怖攻擊等事件，使得台灣的失業率飆

升到台灣人未曾想過的水準，即使 2003 年以後失業率逐步下降，卻依舊處於歷

史高點，並在金融風暴時再創新高。台灣的失業問題也許不像歐美嚴重，但 2000

年後相對歷史較高的失業率，卻很有可能是造成台灣近十年來薪資不漲的原因之

一。 

 

 

圖 4.9 季節調整失業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台灣經濟新報(T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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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出口總值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TEJ)。 

 

如圖 4.10 所示，台灣的出口總值自 1980 年以來呈現不斷上升的狀態，受到

2008 年金融海嘯影響，出口總值驟降；而後受到歐債危機影響，雖然出口總值

比起金融海嘯時有所回升，但出現成長停滯的現象。12
 

 

    如圖 4.11 所示，台灣的就業人數呈現不斷上升的狀態，其中服務業部門的

就業人數成長較快。由圖 4.12 可以看到，採用五大銀行(台灣銀行、土地銀行、

第一銀行、合作金庫、華南銀行)基準放款利率為名目放款利率的資料，在過去

三十年間大幅下跌，由最初的 16%降至目前約 3%左右。名目放款利率的資料也

顯現出整體而言，在這過去 30 年來，台灣經濟狀況不佳的時間多於經濟情況好

轉的時候，貨幣政策維持在較為寬鬆的情形居多。 

 

                                                      
12

 央行總裁彭淮南 2011 年出席總統府財經對策小組會議，進行「歐債危機對全球經濟金融之衝 

  擊─兼論對台灣之影響」專題報告時，表示受到歐債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成長減緩，使台灣 

  股市下跌、出口下滑、民間投資及消費意願降低、失業率升高，台灣經濟成長率也隨之 

  下修。另外貿易雜誌第 246 期林祖嘉《歐債問題何時了？》的文章中也認為，雖然歐債問題對 

  台灣金融面的直接衝擊不大，不過因為台灣仰賴出口貿易，許多廠商是先出口到中國大陸進行 

  加工之後再出口到歐美，而歐債的問題使得中國大陸出口減少，間接影響台灣，使台灣出口 

  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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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就業人數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 

 

 

 

圖 4.12 名目放款利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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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勞動力類 

    包含在勞動力類的變數有大學畢業生人數、外勞人數、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

1994 年之後教育部開始廣設大學，並且放寬技術學院和專科學校升格成大學院

校的限制，造成大學生人數在短短十年之間成長了 3 倍，大學畢業生人數也快速

增加。這個趨勢一直延續到 2005 年，2005 年以後大學畢業生人數才略為下降(如

圖 4.13 所示)。政府自 1989 年開放引進外勞，到了 1992 年外籍勞工人數開始快

速成長，不斷攀升的態勢一直延續到近期(如圖 4.14 所示)。外籍勞工人數的激增

的確讓人合理懷疑是造成台灣近十年來薪資都不漲的原因之一。13台灣的人力派

遣業大概在 1998 年以後興起，然而在金融海嘯之後，人力派遣的需求快速成長，

這也讓政府開始重視這個現象，於 2009 年增加對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的統計，

由於統計時間尚短，故在此不放入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的時間序列圖。 

 

 

圖 4.13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教育部『歷年校數，教師，職員，班級，學生及畢業生數(39~100 學年

度)』統計表。 

                                                      
13
 除了快速增加的外籍勞工人數可能是使得近十年來台灣薪資不上漲的原因之外，外籍配偶也 

  可能是另一個使得台灣薪資無法上漲的重要因素。台灣的外籍配偶人數逐年在增加，自 1985 

  年 1月到 2012年 5月，外配人數已有 46萬 5千人，且外籍配偶多領取基本工資，因此若讀者 

  有行興  趣研究外勞對台灣薪資的影響時，亦可考慮將外配人數也列為解釋變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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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外籍勞工人數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勞委會統計資料庫；勞動統計月報。 

 

(四) 對外投資類 

     被歸類在這個類別的變數分別是對外投資金額以及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

台灣的對外投資要到 1980 年代末期才開始熱絡。其中 1986 年到 1988 年間，新

台幣大幅升值導致國內工資上漲，成本增加，台商於是走向世界尋找新的生產基

地，帶動海外投資熱潮湧現；另一方面，1987 年政府後政府開放國人赴大陸探

親，也造成台商開始赴大陸投資，在這之前台灣對外投資的件數不多，金額也不

高。由於月資料的對外投資金額圖較難看出隨時間的變化趨勢，因此改採以年資

料的對外投資金額代替。由圖 4.15 可以看出，台灣的對外投資金額在 1987 年以

後開始快速上升，金額不斷攀升的趨勢相當明顯。由於對外投資可能會排擠掉對

國內的投資，使得對國內勞工需求減少，因此對外投資金額的攀升，很有可能是

造成近十年來薪資難以上漲的重要原因。 

 

    在委外生產部分，由圖 4.16 可以看出外銷訂單海外生產的比重在 1999 年以

後開始急遽攀升，2006 年以後才出現成長趨緩的現象，但是外銷訂單海外生產

的比重仍然不斷增加，並在 2010 年初突破 50%。由於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在 2000

年以後這十年間快速上升，因此懷疑這造成生產者對國內勞動需求減少，進而導

致工資成長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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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對外投資金額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圖 4.16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經濟統計資訊網路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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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重要變數敘述統計表 

(附表 4.1) 名目經常性薪資的敘述統計表                           單位:元 

 全國 工業部門 服務業部門 製造業 金融保險業 

 Mean  25690.27  24310.03  27269.93  23529.29  35791.38 

 Median  29048.00  27770.50  30453.00  26517.00  37180.00 

 Maximum  37262.00  35313.00  39005.00  34619.00  64005.00 

 Minimum  6984.000  6342.000  8284.000  5997.000  10651.00 

 Std. Dev.  10027.94  9504.377  10193.25  9338.681  14145.50 

 Skewness -0.452016 -0.472206 -0.440245 -0.434650 -0.152570 

 Kurtosis  1.611210  1.643932  1.596216  1.637506  1.597167 

 Jarque-Bera  43.93615  43.69336  43.93399  41.79314  32.97682 

 Probability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Sum  9865065.  9335050.  10471653  9035249.  13743889 

 Sum Sq. Dev.  3.85E+10  3.46E+10  3.98E+10  3.34E+10  7.66E+10 

 Observations  384  384  384  384  3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附表 4.2) 帄均非經常性薪資的敘述統計表                         單位:元  

 全國 工業部門 服務業部門 製造業 金融保險業 

 Mean  5467.885  5275.727  5748.763  5542.841  13685.77 

 Median  3505.500  3468.500  3489.000  3665.000  9412.500 

 Maximum  46264.00  44834.00  48550.00  47700.00  132032.0 

 Minimum  721.0000  736.0000  529.0000  844.0000  900.0000 

 Std. Dev.  7721.545  7298.049  8257.649  7686.251  17469.03 

 Skewness  3.422372  3.392908  3.386140  3.424648  3.547015 

 Kurtosis  14.82585  14.78758  14.50155  14.99419  17.09915 

 Jarque-Bera  2987.219  2959.910  2850.391  3052.377  3985.781 

 Probability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Sum  2099668.  2025879.  2207525.  2128451.  5255336. 

 Sum Sq. Dev.  2.28E+10  2.04E+10  2.61E+10  2.26E+10  1.17E+11 

 Observations  384  384  384  384  3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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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3) 經濟成長率的敘述統計表                               單位:% 

 全國 工業部門 服務業部門 製造業 金融保險業 

 Mean  8.060641  6.960976  10.90829  7.228334  10.89433 

 Median  7.882379  6.003963  9.808283  6.641917  7.627342 

 Maximum  26.72914  29.30101  69.35774  31.20031  67.83549 

 Minimum -8.882574 -22.73196 -3.944896 -25.19098 -25.75169 

 Std. Dev.  6.233024  8.620046  11.42440  9.372939  15.82347 

 Skewness  0.308765 -0.146823  3.142692 -0.163255  0.652415 

 Kurtosis  4.065257  4.252083  15.20422  4.504346  3.728762 

 Jarque-Bera  24.25785  26.46305  3015.184  37.91465  35.73883 

 Probability  0.000005  0.000002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Sum  3095.286  2673.015  4188.783  2775.680  4183.422 

 Sum Sq. Dev.  14879.78  28458.89  49987.94  33647.31  95896.33 

 Observations  384  384  384  384  3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附表 4.4) 就業人數的敘述統計表                               單位:千人 

 全國 工業部門 服務業部門 製造業 金融保險業 

 Mean  8839.854  3410.659  4512.484  2600.497  272.0156 

 Median  9066.500  3451.500  4660.000  2605.000  293.5000 

 Maximum  10802.00  3921.000  6335.000  2969.000  435.0000 

 Minimum  6407.000  2625.000  2418.000  2075.000  70.00000 

 Std. Dev.  1173.807  286.9668  1183.140  209.1227  123.2378 

 Skewness -0.371191 -0.729482 -0.194455 -0.571995 -0.266764 

 Kurtosis  2.163553  3.126482  1.738551  2.863616  1.504111 

 Jarque-Bera  20.01238  34.31315  27.88008  21.23703  40.35740 

 Probability  0.000045  0.000000  0.000001  0.000024  0.000000 

 Sum  3394504.  1309693.  1732794.  998591.0  104454.0 

 Sum Sq. Dev.  5.28E+08  31540018  5.36E+08  16749472  5816832. 

 Observations  384  384  384  384  3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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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5) 其他變數的敘述統計表 

 

消費者 

物價指數 

出口物價

指數相對

進口工業

原料物價

指數比 

失業率

(%) 

出口總值

(百萬元) 

名目放款 

利率(%) 

大學畢業

生人數

(人) 

外勞人數

(人) 

人力派遣

業員工 

人數(人) 

帄均勞工

保險投保

薪資佔帄

均經常性

薪資比率

(%) 

基本工資 

(元) 

對外投資 

金額 

(千美元) 

外銷訂單

海外生產

比(%) 

 Mean  85.36995  1.325899  2.961172  301870.0  7.287051  193997.4  169734.8  23875.21  67.70199  12337.66  192625.7  15.77344 

 Median  90.58000  1.288010  2.735000  253715.5  7.608000  181170.0  205149.0  0.000000  70.40500  15120.00  137981.5  7.866250 

 Maximum  108.0200  1.981920  6.130000  776844.0  16.25000  336865.0  425660.0  102193.0  80.15000  17880.00  1575338.  51.21000 

 Minimum  50.61000  0.808657  0.860000  50417.00  2.563000  67108.00  0.000000  0.000000  54.56000  3300.000  0.000000  0.000000 

 Std. Dev.  15.16474  0.349893  1.365679  202049.7  3.018631  96612.31  153776.4  33372.42  7.014762  4794.820  227591.8  17.88789 

 Skewness -0.290534  0.194465  0.477586  0.706984  0.503766  0.196853  0.009787  1.096581 -0.285862 -0.656683  2.468886  0.931378 

 Kurtosis  1.712798  1.641856  2.053620  2.325908  3.350744  1.464307  1.250976  2.780029  1.750633  1.908931  12.09233  2.275370 

 Jarque-Bera  31.91247  31.93314  28.92780  39.25928  18.21030  40.21371  48.95147  77.73351  30.20458  46.64578  1712.832  63.91919 

 Probability  0.000000  0.000000  0.000001  0.000000  0.000111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Sum  32782.06  509.1451  1137.090  1.16E+08  2798.227  74495005  65178146  9168082.  25997.57  4737660.  73968254  6057.001 

 Sum Sq. Dev.  88078.22  46.88891  714.3252  1.56E+13  3489.947  3.57E+12  9.06E+12  4.27E+11  18846.24  8.81E+09  1.98E+13  122551.0 

 Observations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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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薪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薪資是勞資雙方關注的話題，也是影響內需的重要因素，如能找出影響薪資

決定的因素，那麼政府政策便能對症下藥，有效地改善薪資停滯的總體現象。在

本章之中，擬由宏觀到產業的視野，針對全國、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以及製造

業、金融業，各別分析影響其經常性薪資因素的實證結果。 

 

第一節 全國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 

    先就影響全國經常性薪資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以第三章方程式(3.10)為估

計方程式，並以普通最小帄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為估計方法，對工業

部門、製造業、服務業部門、金融保險業的進行實證分析時亦同。由於本研究使

用的是時間序列資料，可能存在資料非為定態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處理定態問

題後才能進行迴歸分析。14除此之外，由圖 1.2 中可以發現，台灣的實質薪資在

2000 年以前都還是持續成長的，2000 年以後才出現成長停滯的現象，因此本研

究合理的懷疑在 2000 年以後台灣出現結構性的轉變，因而使得薪資成長出現停

滯。根據 Chow Test 的檢定結果，台灣的確在 2000 年 1 月以後出現結構轉變，

因此迴歸方程式除了原本的方程式(3.10)之外，再加上虛擬變數(D)來控制結構轉

變的問題。15表 5.1 為處理過定態問題後的全國資料的實證估計結果。 

 

    表 5.1 的 2R 和調整後 )(2 RR 分別為 0.886404 和 0.876370，而且變數估計結

果大都顯著，所以整體估計結果算是相當不錯的。首先，物價(P)為顯著的負效

                                                      
14
檢驗是否存在時間序列資料是否存在非定態問題，本研究採用的是 ADF 檢定，進行檢測時， 

  首先採用 Level 值，並包括截距項與趨勢項，再根據檢定結果決定是否剔除趨勢項或截距項。 

  當檢定結果為非定態，則採用差分的方式來處理非定態的問題。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在經過一次 

  差分或兩次差分之後，都已成為定態的資料。 
15
在虛擬變數的設定方面，資料所屬期間若為 1980年 1月到 1999年 12 月，則 D=0;若資料所屬 

  為 2000年 1月以後，則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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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全國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 

被解釋變數:Log(全國實質經常性薪資) (LW)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標準誤 

常數項(C) 0.0013 0.0013 

消費者物價指數(P) -0.0048*** 0.0002 

經濟成長率(GR) 2.07E-05 2.59E-05 

名目放款利率(i) 0.0002* 0.0001 

出口總值(EX) 2.59E-08 2.29E-07 

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料物價指數比(EOI) 0.0075 0.0079 

失業率(U) -0.0081*** 0.0011 

失業率(落後1年) (U(-12)) -0.0025*** 0.0009 

失業率(落後2年) (U(-24)) -0.0026** 0.0010 

失業率(落後3年) (U(-36)) -0.0030*** 0.0009 

就業人數(L) -1.31E-07 3.59E-06 

就業人數(落後2年)(L(- 24 )) 8.13E-06** 3.49E-06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 -2.37E-08 5.03E-08 

外籍勞工人數(FL) -6.01E-08 3.73E-08 

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SD) -1.50E-07*** 5.65E-08 

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LI) -0.0024*** 0.0002 

基本工資(MW) 0.0002*** 7.24E-05 

非經常性薪資(IW) -1.13E-05*** 3.61E-06 

對外投資金額(FDI) -2.47E-07** 1.07E-07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OS) -1.21E-05 0.0002 

虛擬變數(D) -0.0010** 0.0006 

AR(12) 0.5341*** 0.0438 

AR(36) 0.2742*** 0.0420 

MA(1) -0.4893*** 0.0338 

MA(2) 0.1799*** 1.04E-05 

MA(3) 0.1057*** 0.0352 

MA(7) 0.1973*** 0.0443 

MA(10) -0.2271*** 0.0461 

MA(30) -0.2930*** 0.0374 

R-squared 0.886404 

Adjusted R-squared 0.876370 

樣本數:3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示達到 1%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5%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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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0.0048)，這與先前預期符號相反，也與一般來說，物價水準上升，薪資也會

跟著上，兩者應同方向變動。然而，由於經常性薪資已經物價調整過，故本研究

的被解釋變數實為實質經常性薪資，因此，物價和實質經常性薪資呈反向關係的

結果相當符合邏輯，這個結果也跟周信佑(2008)的觀點相符。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隨著經濟成長薪資也將逐漸成長，故經濟發展程度較高

其勞動工資也相對較高，Taylor(1993)、Krugman, Cooper and Srinivasan(1995)、 

Dahlman and Sananikone(1997)和 Bayer, Rojas and Vergara(1999)等文獻結果亦支

持這樣的論點。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可知，經濟成長率(GR)對薪資的影響為正

(2.07E-05)但並不顯著，所以本研究與 Taylor(1993)、Krugman, Cooper and 

Srinivasan(1995)、 Dahlman and Sananikone(1997)和 Bayer, Rojas and Vergara(1999)

等人的實證結果並不相同，這也顯現了自 1980 年以來台灣的薪資成長的確與經

濟成長率脫了勾，經濟成長並不能有效地帶動薪資成長，此結果與前言圖 1.1 相

互呼應。 

 

    名目放款利率(i)對薪資的影響是正向顯著的(0.0002)，表示當名目放款利率

提高時，由於資本價格便貴所引發勞工替代資本的替代效果，會大於因為資本需

求減少連帶使得勞動需求減少的互補效果，因此最後廠商對勞動的需求增加，有

利於薪資的上漲。出口總值(EX)對於薪資的影響符號為正(2.59E-08)，方向符合

預期但並不顯著，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與 Breau and Rigby(2006)研究結果相同，而

與蔡昌言(2004)、Bernard and Jensen(1995)、Bernard(1996)、 Bernard and 

Wagner(1997)以及 Liu et al.(1999)的結果不同。16猜測出口總值變數不顯著原因

為某些產業為出口導向產業，某些產業則是內銷型產業，所以出口總值對全國薪

資的影響整體而言並不顯著；另一個可能的原因為，出口總值的增加影響的是薪

                                                      
16
蔡昌言(2004)認為出口總值對薪資是顯著負向顯著影響，而 Bernard and Jensen(1995)、 

 Bernard(1996)、 Bernard and Wagner(1997)以及 Liu et al.(1999)等人認為出口總值對薪資是正向 

 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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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分配而非帄均薪資，在 Lovely and Richardson(1998)、Xu and Zou(2000)、Chen 

and Hsu(2001)、Beyer, Rojas, and Vergara(1999)、蔡敏仁(2008)等人的研究中，都

討論了國際貿易對於工資差距的影響，無論國際貿易的結果使得國內工資差距擴

大或縮小，只要差距的幅度相互抵消，就可能造成出口總值對於薪資影響並不顯

著的結果。 

 

    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EOI)對於全國薪資的影響符

號為正(0.0075)，方向與預期相符但並不顯著，可能原因為一來並不是所有產業

都屬出口導向，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產業都需由國外進口工業原料，即使需由

國外進口工業原料的產業，其進口原料的成本也不一定佔總成本相當高的比重，

所以進出口相對物價對於全國薪資的影響並不顯著。 

 

    當年失業率(U)、一年前失業率(U(-12))、兩年前失業率(U(-24))以及三年前

失業率(U(-36))，都會顯著負向影響經常性薪資(-0.0081, -0.0025, -0.0026, -0.0030)，

這與 Rodgers and Nataraj(1999)、Shapiro and Stiglitz(1984)、Blanchflower and 

Oswald(1994)等人的研究結果相符，也與預期結果相符。 

 

    根據實證結果，兩年前的全國就業人數(L(-24))對於現今的經常性薪資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8.13E-06)。就業人數對於薪資的影響有兩個面向:首先，就業人數

增加若起因於勞動供給增加，則依照供需理論會使得薪資下跌；另一方面，就業

人數增加若起因於產業蓬勃發展，使勞動需求增加，則會使得薪資上升，因此就

業人數對於薪資的影響是不確定的。根據表 5.1 的實證結果，就業人數增加會帶

動薪資成長，表示勞動需求面的影響較強；在產業前景看好之下，勞動需求會增

加，帶動就業人數增加，並且也使得薪資水準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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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對薪資的影響也有兩個面向:一來，大學教育

改善人力資源，使勞動生產力提升，故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所領的薪資水準相對

較高，屬於高所得族群。當高所得族群的勞動供給增加，會使得高所得族群的均

衡薪資下跌，在其他情況不變下，會拉低全國的帄均薪資。另一方面，高等教育

的擴張使得高所得族群的人數相對增加，中低所得族群的人數相對減少，那麼整

體而言，會使得全國的帄均薪資水準上升，故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對於薪資

的影響應是不確定的。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畢業生人數對於薪資的影響雖為負向

但並不顯著(-2.37E-08)，表示兩種影響薪資的力量相互抵消，故大學畢業生人數

對於全國帄均薪資的影響並不明顯，與 Duncan and Hoffman(1981)的研究結果不

同。 

 

    在外籍勞工的影響方面，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外籍勞工人數(FL)對於全國薪資

的影響為負向影響但不顯著(-6.01E-08)，表示在 1980 年到 2011 年間，引進外籍

勞工所產生的替代效果大於產出效果，本國勞工的薪資因而受到負向影響，不過

影響並不太大。我們的結果與江豐富(2006)研究結果相同，但與陳坤銘(2007)的

研究結果不同。17
 根據表 5.1 的結果，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對於薪資的影響是顯

著負向的(-1.50E-07)，與先前的預期相符，表示我們的實證結果支持，由於 1990

年代末期人力派遣行業興起，快速成長的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使得台灣近十年

薪資成長受到壓抑。18
 

 

    帄均勞保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LI)對於薪資有顯著的負影響

                                                      
17
與陳坤銘(2007)研究結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陳坤銘(2007)僅利用民國 83 年的資料，來進行 

  引進外來對台灣經濟影響的模擬分析。而 1990年代初期，正是台灣經濟高度發展的時候，產 

  業蓬勃發展，對於本國勞工與外籍勞工的需求都很大，此時引進外勞有利於擴大產業的產值， 

  所產生的產出效果大於替代效果，故陳坤銘(2007)認為引進外勞有助於本國勞工薪資的提升。 

  而本研究的研究時間為 1980 年到 2011 年，自 2000 年以後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約只為 1990年代 

  初期的一半，在經濟低度成長之下，對於勞工的需求減少，此時引進外勞所產生的替代效果大 

  於產出效果，故本研究結果顯示引進外勞對於勞工的薪資有負面的影響。 
18
由於人力派遣業的帄均薪資低於全國帄均經常性薪資，因此當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越多，會拉 

  低全國的帄均經常性薪資，對於全國薪資成長有不利的影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0 

(-0.0024)。由於勞工保險投保支出，雇主必須負擔 70%，而勞方與政府分別負擔

10%與 20%，因此勞工保險的負擔對於雇主來說較為沉重，影響提高勞工經常性

薪資的意願，故帄均勞保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對於經常性薪資的影響

是顯著負向的，與預期結果相符。 

 

    實證結果也發現，提升基本工資(MW)對於經常性薪資的提升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0.0002)，此結果與預期相符，也與吳惠林(1999)研究結果相符，但與黃仁德

(1995)的實證結果相反，19且呂曜志(2007)、江豐富(2007)的觀點相左。20在江豐

富(2007)的文章中有提到，使用全國性總合時間序列的研究結果多半認為基本工

資對於國內經濟變數沒有顯著負向衝擊，即使有也很小；而採用個體或縣市別的

追蹤資料的文獻結果大多支持，基本工資、勞基法、開放外勞等不利於勞動需求

的政策都會對國內經濟變數有負面的影響。然而，採用帄均、總合的資料進行迴

歸估計，容易使被解釋變數對解釋變數的彈性被低估，而且受最低工資衝擊最大

的產業為中小企業的製造業與批發及零售業，採用全國性總合資料來進行研究，

容易因其他受衝擊較小的產業影響而無法充分反映基本工資的影響。本文採用的

是全國性總合時間序列的資料，這可能是造成本文與過去部分文獻結果不同的原

因。 

 

    非經常性薪資(IW)對於薪資的影響是顯著負向的(-1.13E-05)，表示在過去 30

年間，台灣非經常性薪資的提高，多來自於雇主想要逃避每個月的勞工福利支出，

因而採取壓低經常性薪資，另以提高經常性薪資的方式來彌補。 

 

    對外投資金額(FDI)對薪資的影響為顯著負向(-2.47E-07)，這是由於台灣對外

投資多集中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目的在於設立生產基地，以較廉

                                                      
19
 黃仁德(1995)認為基本工資成長並不會為薪資帶來上漲。 

20
 呂曜志(2007)、江豐富(2007)認為基本工資很有可能負向影響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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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的勞動投入生產，因此海外的勞工取代掉國內的基層勞工。雖然台灣的母公司

大多轉型成銷管中心，會增加對管理階層勞工的需求，但一般來說，對管理階層

勞工需求的增加會小於對基層勞工需求的減少，因此對外投資金額月多江使得對

本國勞動需求減少，不利於薪資的提升。本研究的結果與先前預期相符，也與黃

慈嫺(2003)的研究結果相同。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對於經常性薪資的影響雖為負

向但並不顯著(-1.21E-05)，可能是原因此變數主要影響製造業的經常性薪資，對

於其他產業經常性薪資的影響不大，因此以全國的帄均經常性薪資來看，外銷訂

單海外生產比對於經常性薪資的影響並不顯著。此結果證實了葉懿倫(2011)的觀

點，委外代工並不是造成台灣薪資近十年來不成長的原因。 

 

    在虛擬變數(D)方面，係數為負且顯著異於零(-0.0010)，表示在 2000 年以後，

台灣歷經結構上的轉變，使得薪資成長受到壓抑，這樣的結果也與圖 1.2 相互呼

應，台灣的實質薪資的確在 2000 年以後出現成長停滯的現象。 

 

第二節 工業部門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 

    表 5.2 呈現針對工業部門經常性薪資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的結果，雖然顯著的

變數比起全國的實證結果少了許多，但調整後 )(2 RR 有 0.850932，算是擁有不錯

的解釋能力。 

 

    在工業部門方面，經常性薪資仍顯著受消費者物價指數(P)顯著負向影響

(-0.0054)，雖與預期符號不符，但由於本研究的被解釋變數是實質經常性薪資，

因此消費者物價指數和實質薪資呈負相關是很合理的，也與周信佑(2008)的觀點

相符。經濟成長率(GR)對於工業部門經常性薪資的影響是負向但並不顯著

(-3.30E-05)，這顯然與傳統經濟理論及預期結果不合，也與Taylor(1993)、Krugman, 

Cooper and Srinivasan(1995)、 Dahlman and Sananikone(1997)和 Bayer, Roja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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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工業部門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 

被解釋變數:Log(工業部門實質經常性薪資) (LW)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標準誤 

      常數項(C) 0.0011 0.0018 

消費者物價指數(P) -0.0054*** 0.0003 

經濟成長率(GR) -3.30E-05 3.41E-05 

名目放款利率(i) 0.0001* 0.0001 

出口總值(EX) -9.48E-08 2.95E-07 

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料物價指數比(EOI) 0.0025 0.0148 

失業率(U) -0.0085*** 0.0016 

失業率(落後2年) (U(-24)) -0.0052*** 0.0013 

失業率(落後3年) (U(-36)) -0.0045*** 0.0014 

就業人數(L) 7.16E-06* 6.27E-06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 -6.93E-08 8.48E-08 

外籍勞工人數(FL) 3.66E-08 4.23E-08 

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SD) -2.62E-08 1.11E-07 

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LI) -0.0027*** 0.0003 

基本工資(MW) 0.0002 0.0001 

非經常性薪資(IW) -2.78E-06 1.06E-05 

對外投資金額(FDI) -1.26E-07 2.10E-07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OS) -0.0003 0.0003 

虛擬變數(D) -0.0002 0.0007 

AR(12) 0.5232 0.0447 

AR(36) 0.3415 0.0440 

MA(1) -0.4569 0.0522 

 -0.005351 0.000339 
   

R-squared 0.860005 

Adjusted R-squared 0.850932 

樣本數:3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示達到 1%的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5%的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10%的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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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gara(1999)等人的觀點不符。會有這樣不符合經濟理論的結果，也許是因為存

在內生性問題，使得符號與經濟理論預期方向有些出入。 

 

    當名目放款利率(i)增加，資本的成本上升，生產要素的替代性會使廠商傾向

多使用勞動投入，減少使用資本。但生產要素的互補性會使在資本使用的減少的

同時，也會使勞動投入減少，所以名目放款利率對於勞動需求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因此對於薪資的影響也是不確定的。根據表 5.2 工業部門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

實證結果，名目放款利率對於工業部門的經常性薪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

(0.0001)，表示在工業部門，要素的替代性大於要素的互補性，當名目放款利率

上升，會使得對勞工的需求增加，進而使薪資上升。 

 

 

    出口總值(EX)對於工業部門的薪資對工業部門薪資的影響是負的(-9.48E-08)

但並不顯著，而與出口總值之所以不存在顯著影響的原因，可能是工業部門的產

業當中，21除製造業外都不是出口導向的產業，所以出口總值對於工業部門的薪

資並無顯著影響。因此在符號方向的部分，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與蔡昌言(2004)是

一樣的，不過與蔡昌言(2004)不同的是，雖然出口總值對於工業部門薪資的影響

是負的但並不顯著，故在顯著性的部分，本研究結果 Breau and Rigby(2006)的研

究結果相同，22而和 Bernard and Jensen(1995)、Bernard(1996)、 Bernard and 

Wagner(1997)以及 Liu et al.(1999)的研究結果不同。23
  

 

    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EOI)對工業部門薪資的影響

                                                      
21

 根據勞委會第 8次修訂之行業標準分類，歸類為工業部門的產業有: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 

  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營造業。 
22

 Breau and Rigby(2006)認為，出口總值的增加並不能帶動薪資上漲，而本研究認為出口總值對 

   於薪資並無顯著影響，故在顯著性的部分，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與 Breau and Rigby(2006) 

   相同。 
23

 Bernard and Jensen(1995)、Bernard(1996)、 Bernard and Wagner(1997)以及 Liu et al.(1999)等人 

   認為出口總值會正向顯著影響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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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向的(0.0025)，但對工業部門薪資並無顯著影響，其原因可能為工業部門中

並非所有產業都是出口導向，另一方面，工業部門的產業中，未必每個產業都需

要進口原物料；即使進口原物料，每個產業的進口成本也不見得佔總成本相當大

的比重，所以進出口相對物價對於工業部門的經常性薪資並無顯著影響。 

 

    和全國薪資的估計結果一樣，失業率(U)同樣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且不僅

今年的失業率會使工業部門的經常性薪資下滑(-0.0085)，兩年前(U(-24))及三年

前(U(-36))的失業率同樣對今年的薪資存在顯著負面影響(-0.0052, -0.0045) ，此

結果不僅符合先前的預期，也與 Rodgers and Nataraj(1999)、Shapiro and 

Stiglitz(1984)、Blanchflower and Oswald(1994)等人的研究結果相符。就業人數(L)

對工業部門的帄均經常性薪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7.16E-06)，代表產業擴張使勞

動需求上升，是就業人數增加的主要力量，因此帶動薪資水準增加。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對於工業部門的薪資雖是負向影響但不顯著

(-6.93E-08)，可能原因為大學畢業生選擇從事工業的人較少，故高等教育擴張對

於工業部門薪資沒有顯著的影響。外籍勞工人數對工業部門經常性薪資的影響是

正向影響但不顯著(3.66E-08)，表示引進外勞雖然會對本國基層勞工產生替代效

果，但是外勞同時也會擴大工業部門的產值，使勞動需求增加，24進而使薪資水

準上升，故在兩者相互抵消之下，外籍勞工人數對工業部門的經常性薪資並無顯

著影響，此結果與江豐富(2006)及陳坤銘(2007)都有略微的差異。25
 

 

    在工業部門當中，帄均勞保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LI)對於薪資有

顯著的負影響(-0.0027)，此也與預期結果相符。基本工資(MW)對於工業部門經

                                                      
24
引進外勞使產業產值擴大，進而增加勞動需求的效果，也就是產出效果。 

25
 江豐富(2006)認為外勞人數對薪資雖有負向影響但並不顯著，而陳坤銘(2007)則認為引進外 

   勞不僅對薪資沒有傷害，反而還有助益，不過本研究結果是引進外勞對於薪資雖有正向影響 

   但並不顯著，因此就工業部門來說，本文與江豐富(2006)、陳坤銘(2007)兩人的論點還是有 

   所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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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薪資的影響為正但不顯著(0.0002)，此結果與吳惠林(1999)、黃仁德(1995)較

為接近，26而與江豐富(2007)、呂曜志(2007)的看法相左。基本工資變數不顯著的

原因可能為在工業部門當中，薪資低於最低工資的員工人數比重較少，因此當基

本工資提升，對於工業部門大多數人的薪資並無影響，27故最低工資並不顯著影

響工業部門的帄均經常性薪資。 

 

    非經常性薪資對經常性薪資的影響也有兩個面向，非經常性薪資增加，雇主

的支出增加，可能會排擠到經常性薪資。另一方面，非經常性薪資的增加可能源

自於經營狀況良好，因此給予員工較多的年終獎金、紅利等，在經營情況良好的

情況之下，經常性薪資的增加也是可以預期的，因此非經常性薪資增加不盡然會

迫使薪資成長停滯。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非經常性薪資(IW)的上升會使工業

部門經常性薪資下滑(-2.78E-06)，表示在工業部門中，非經常性薪資的排擠效果

較強，不過對薪資的影響並不顯著。 

 

    對外投資金額對於薪資的影響雖為負向但並不顯著(-1.26E-07)，可能的原因

為對外投資金額增加，可能使得薪資的分配改變，造成高低所得勞工的薪資差距

擴大，28但由於高所得者薪資向更高所得增加的幅度，與低所得者薪資向更低所

得減少的幅度，兩者相互抵消，所以對薪資的影響並不顯著。外銷訂單海外生產

比對於工業部門經常性薪資存在負向影響(-0.0003)，但並不顯著，可能的原因為

此變數最主要影響的是製造業，對工業部門其他產業的影響較少，所以對整個工

業部門的薪資並無顯著影響。這個結果與葉懿倫(2011)的觀點相同，而與黃慈嫺

(2003)的結果不同。 

                                                      
26

 吳惠林(1999)認為基本工資會顯著正向影響薪資，而黃仁德(1995)則是認為基本工資不會為 

   薪資帶來影響，因此本文結果與吳惠林(1999)及黃仁德(1995)只是較為接近，仍有所差異。 
27

 也就是說，基本工資影響的是分配的左尾，而非整個分配，故對於帄均薪資的影響並不顯著。 
28

 蘇儀品(2004)和許瓊瑤(2005)的研究中，就有關於對外投資與國內工資不均度的探討。兩人 

   的研究結果皆支持，對外投資金額的增加，將使得國內工資不均度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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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製造業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 

    表 5.3 呈現製造業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結果顯示此迴歸估計結

果的解釋能力還算不錯，調整 2R 有 0.840312。 

 

    和前面兩小節一樣，消費者物價指數(P)對於製造業的實質經常性薪資有顯

著負向的影響(-0.0053)，此與周信佑(2008)的觀點相符。而經濟成長率(GR)對於

製造業的薪資有正向影響(9.63E-06)，係數符號與先前預期雖相同但並不顯著，

表示自 1980 年以來，製造業的薪資成長與經濟成長脫了鉤，員工無法分享到經

濟成長的果實。名目放款利率(i)對於製造業薪資的影響為正向但不顯著

(9.83E-05)，表示當名目放款利率上升，資本的價格上漲，廠商會想要以勞動替

代資本，但資本的減少，也會使得廠商對於勞動的需求減少，兩種力量相抵之下，

名目放款利率對於製造業薪資的影響也就不顯著了。  

 

    此外，製造業是我國主要的出口產業，根據本研究結果，製造業薪資受出口

總值(EX)正向顯著影響(6.57E-08)，表示出口總值的提升，廠商獲利增加，有利

於製造業薪資的提升。此結果與 Bernard and Jensen(1995)、Bernard(1996)、 

Bernard and Wagner(1997)以及 Liu et al.(1999)等人的研究結果相同，也符合之前

的預期，但與蔡昌言(2004)及 Breau and Rigby(2006)的研究結果不同。出口相對

物價與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EOI)對於製造業雖為正向效果但仍然沒有顯

著影響(0.0010)，推測原因為製造業中每個產業進口原物料的成本佔總成本比重

皆不相同，比重較低者對於進口原物料的價格較不敏感，是故進出口相對物價對

於製造業薪資並無顯著影響。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個結果也表示了，即使出口

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上升，讓廠商的獲利空間擴大，但員工的

薪資也不見得因此而上升，員工無法分享到企業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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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製造業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 

被解釋變數:製造業實質經常性薪資(W)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標準誤 

      常數項(C) 0.0003 0.0018 

消費者物價指數(P) -0.0053*** 0.0003 

經濟成長率(GR) 9.63E-06 1.47E-05 

名目放款利率(i) 9.83E-05 0.0001 

出口總值(EX) 6.57E-08*** 2.91E-07 

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料物價指數比(EOI) 0.0010 0.0144 

失業率(U) -0.0098*** 0.0016 

失業率(落後2年) (U(-24)) -0.0045*** 0.0013 

失業率(落後3年) (U(-36)) -0.0040*** 0.0014 

就業人數(L) -1.07E-08 1.39E-08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 -4.57E-08 8.47E-08 

外籍勞工人數(FL) 4.76E-08** 4.14E-08 

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SD) 6.41E-08 1.10E-07 

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LI) -0.0024*** 0.0003 

基本工資(MW) -5.74E-05 0.0001 

非經常性薪資(IW) -1.03E-06 9.66E-06 

對外投資金額(FDI) -1.42E-07 2.07E-07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OS) -0.0001*** 0.0003 

虛擬變數(D) -0.0001 0.0007 

AR(12) 0.5842*** 0.0452 

AR(36) 0.2710*** 0.0437 

MA(1) -0.4640*** 0.0516 

      
R-squared 0.850032 

Adjusted R-squared 0.840312 

樣本數:3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示達到 1%的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5%的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10%的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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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前兩小節一樣，當年失業率(U)、兩年前失業率(U(-24)以及三年前的失業

率(U(-36))對於製造業的薪資都存在顯著負向影響(-0.0098, -0.0045, -0.0040)，此

結果與 Rodgers and Nataraj(1999)、Shapiro and Stiglitz(1984)、Blanchflower and 

Oswald(1994)等人的研究結果相符，也和先前預期結果相同。和工業部門的研究

結果一樣，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的增加對於製造業薪資雖有負向的影響但並

不顯著(-4.57E-08)，可能原因為從事製造業的大多是低技術勞工，大學畢業生選

擇從事製造業的人較少，是故高等教育擴張對於工業部門薪資沒有顯著的影響。 

 

    製造業大量引進外籍勞工，擴大製造業的產值，使得製造業對於本國勞工需

求上升；更由於外籍勞工成本低廉，讓台灣的產品具有出口競爭力，使企業獲得

更多的利潤，這兩種效果皆有助於提升製造業經常性薪資，故本研究實證結果顯

示，外籍勞工人數(FL)的增加對製造業經常性薪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7.59E-05)，

這個研究結果與江豐富(2006)的結果相反，而與陳坤銘(2007)的結果相同。 

 

    同樣的，帄均勞保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LI)亦對製造業的經常性

薪資存在顯著負向影響(-0.0024)，雇主在勞保方面的負擔的確顯著影響經常性薪

資的成長。基本工資 (MW)對於製造業經常性薪資存在負向影響但不顯著

(-5.74E-05)，這個結果和黃仁德(1995)的研究結果相同，而與吳惠林(1999)、江豐

富(2007)、呂曜志(2007)的觀點相反。存在負向影響的原因可能為製造業需要大

量廉價的勞力，尤其是外勞多為基本工資調升的邊際勞工，所以當基本工資調升，

製造業雇主的生產成本就增加，就不利於製造業薪資的提升。不過，製造業的員

工中雖有不少的外勞，但絕大多數還是本國的勞工，本國勞工的薪資仍然遠高於

基本工資，所以調升基本工資對於製造業的薪資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非經常性薪資對製造業的經常性薪資存在排擠效果與產出效果兩種相反的

力量；所謂排擠效果，就是廠商刻意壓低經常性薪資，而提高非經常性薪資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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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排擠效果會使得經常性薪資的成長受到抑制；但若非經常性薪資的增長是

來自於經營狀況良好所以給予較多的紅利或年終獎金，則屬於產出效果，產出效

果則有助於經常性薪資的提升，所以非經常性薪資與經常性薪資的關係並不一定

為負相關。根據表 5.4 製造業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非經常性薪資對

於製造業的經常性薪資有負向影響但不顯著(-1.03E-06)，表示在 1980 年到 2011

年間，台灣製造業非經常性薪資的增加主要來自於雇主想要壓低每個月的勞工福

利支出，因而採用降低帄均經常性薪資，待企業獲利時，再以提高非經常性薪資

彌補的給薪方式，不過這種給薪方式對於製造業薪資的影響並不顯著。 

 

    對外投資金額對於薪資的影響雖為負向但並不顯著(-1.42E-07)，可能的原因

為對外投資金額增加，可能使得薪資的分配改變，造成高低所得勞工的薪資差距

擴大，但由於高所得者薪資向更高所得增加的幅度，與低所得者薪資向更低所得

減少的幅度，兩者相互抵消，所以對製造業薪資的影響並不顯著。另外，如同前

二節所推測，製造業的薪資的確受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顯著負向影響(-0.0001)，

表示當外銷訂單海外生產的比重上升，國外勞工取代國內勞工，使得廠商對國內

勞工需求減少，阻礙薪資成長。此結果與黃慈嫺(2003)研究結果相同，而與葉懿

倫(2011)的研究結果不同。 

 

第四節 服務業部門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 

    表 5.4 呈現服務業部門經常性薪資影響因素的實證結果。由於本研究多參考

過去文獻來選定解釋變數，而其中許多文獻以製造業為研究對象，然而製造業特

性與服務業特性差異大，一個以出口為主，一個以內銷為主，因此所選定的解釋

變數並不盡然能充分解釋服務業部門薪資成長的特性。不過由表 5.4的結果來看，

雖然解釋能力較之前下降許多，但並不算太差，調整後 2( )R R 還有 0.732908，表

示迴歸估計結果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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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服務業部門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 

被解釋變數:服務業部門實質經常性薪資(W)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標準誤 

      常數項(C) -0.0008 0.0013 

消費者物價指數(P) -0.0044*** 0.0003 

經濟成長率(GR) 4.59E-05 4.47E-05 

經濟成長率(落後1年)(GR(-12)) 7.46E-05** 3.52E-05 

名目放款利率(i) 0.0004*** 0.0001 

出口總值(EX) 1.76E-07 2.33E-07 

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料物價指數比(EOI) 0.0152 0.0136 

失業率(U) -0.0021 0.0013 

失業率(落後1年) (U(-12)) -0.0039*** 0.0012 

失業率(落後2年) (U(-24)) -0.0023** 0.0012 

就業人數(L) 4.38E-07 4.97E-06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 3.18E-08 6.13E-08 

外籍勞工人數(FL) -2.88E-07** 1.45E-07 

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SD) 1.16E-08 8.67E-08 

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LI) -0.0021*** 0.0002 

基本工資(MW) 0.0002** 9.41E-05 

非經常性薪資(IW) 3.83E-06 4.59E-06 

對外投資金額(FDI) 1.35E-07 1.56E-07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OS) 7.99E-05 0.0002 

虛擬變數(D) -0.0010 0.0007 

AR(1) -0.1542*** 0.0515 

AR(12) 0.2849*** 0.0546 

AR(24) 0.1376*** 0.0507 

AR(36) 0.0905** 0.0449 

      
R-squared 0.750714 

Adjusted R-squared 0.732908 

樣本數:3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示達到 1%的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5%的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10%的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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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前面幾小節的迴歸結果一樣，消費者物價指數(P)同樣對於服務業部門的

經常性實質薪資有顯著負向的影響(-0.0044)，與周信佑(2008)的觀點相符。與前

面幾小節結果較為不同的是，服務業部門受一年前經濟成長率(GR(-12))正向顯著

的影響(7.46E-05)，表示去年的經濟成長率越高，則有助於服務業部門今年帄均

經常性薪資的提升，這也表示相對於工業部門和製造業來說，服務業部門的薪資

能跟著經濟成長而提升，在服務業部門的員工能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果實。此結果

與傳統經濟理論的論點相符，也與 Taylor(1993)、Krugman, Cooper and 

Srinivasan(1995)、 Dahlman and Sananikone(1997)和 Bayer, Rojas and Vergara(1999)

等文獻研究的結果相同。 

 

    名目放款利率(i)對於服務業部門的薪資為顯著正向影響(0.0004)，表示當名

目放款利率上升，資本的價格上升，會使得廠商想要減少資本投入，而增加對勞

工的需求增加，進而使薪資上升。而且，由於服務業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替代工

業部門容易，所以當名目放款利率上升，服務業對於勞動需求的增加幅度會大於

工業部門對勞動需求的增加幅度，所以帶動服務業薪資上漲的幅度也會大於帶動

工業部門薪資上漲的幅度。從我們的實證結果中也可以證實這個觀點，在工業部

門的實證研究結果中，名目放款利率的係數是 0.0001，而在服務業部門的實證研

究結果中，名目放款利率的係數是 0.0004，足見名目放款利率上升所帶來的勞動

替代資本的效果，在服務業較為強勁。 

     

    由於服務業是以內銷為主的產業，所以跟出口有關的出口總值(EX)以及出口

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EOI)對於服務業的經常性薪資沒有顯

著的影響。另一方面，這兩者的係數是正的(1.76E-07, 0.0152)，表示出口總值與

服務業薪資之間以及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物料物價指數比與服務業薪

資之間都存在正相關。推論原因為，由於台灣是個相當受國際情勢影響的國家，

出口又是影響台灣經濟很重要的部分，因此當初出口總值增加，或者出口產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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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與原物料價格相對差距拉大，表示台灣外銷情況良好，使得台灣經濟表現好，

台灣人民會比較願意消費，因此服務業的發展也會很好，服務業薪資跟著提高。 

 

    和前面幾小節一樣，一年前的失業率(U(-12))以及兩年前的失業率(U(-24))對

於服務業的經常性薪資存在顯著負向影響(-0.0039,-0.0023)，這個結果和預期相符，

也與 Rodgers and Nataraj(1999)、Shapiro and Stiglitz(1984)、Blanchflower and 

Oswald(1994)等人的研究結果相符。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對於服務業部

門薪資存在正向效果但是影響並不顯著(3.18E-08)，不顯著的原因可能為在服務

業部門中產業廣泛，各個產業的性質大不相同，而某些較需要高等學歷員工的產

業(例如:金融保險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等)就很有可能受到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

人數的影響，而某些較不需要高等學歷員工的產業(例如:住宿及餐飲業、支援服

務業等)較不受高等學歷畢業生人數的影響，因此對整個服務業部門來說，大學

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對於服務業部門的經常性薪資並不存在顯著的影響。 

 

    而服務業部門的薪資則受外籍勞工人數(FL)顯著負向影響(-2.88E-07)，表示

在服務業部門中，外籍勞工所產生的替代效果大於產出效果，而事實上，在服務

業部門的外籍勞工目前僅開放從事看護、幫傭等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對於擴張服

務業整體產值有限，是故產出效果小於替代效果，因而不利服務業部門經常性薪

資的成長。這個結果與江豐富(2006)及陳坤銘(2007)皆不同。 

 

    服務業部門薪資同樣受到帄均勞保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LI)的

顯著負向影響(-0.0021)，與預期結果相符。不同於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薪資受

到最低工資顯著正向影響(0.0002)，表示在服務業部門，薪資水準低於最低工資

的勞工比重較多，因此當最低工資提升時，多數人因而受益，進而使服務業部門

的帄均經常性薪資水準上升。此結果與之前預期結果相同，也與吳惠林(1999)的

研究結果相符，基本工資的提升的確有助於薪資的成長，但與黃仁德(1995)、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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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2007)、呂曜志(2007)等人認為基本工資會對薪資有負向影響的論點相左。 

 

    而服務業部門不受對外投資金額(1.35E-07)以及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

(7.99E-05)的影響，是因為服務業生產過程多在國內，海外勞工難以取代國內勞

工，所以對外投資金額以及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對服務業部門的經常性薪資並無

顯著影響是很合理的。 

 

第五節 金融保險業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 

    考量到金融保險業的特性並不完全適合用本研究理論模型的變數分析，因此

在金融保險業的實證分析裡，將某些較不適合的變數刪除，改由其它金融變數替

代。表 5.5 呈現金融保險業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此迴歸估

計結果的解釋能力較之前低了許多(調整後 2( )R R 只有 0.288866)，表示還有許多

變數並未被考量進來，像是影響保險業薪資的變數可能有保費收入，影響券商薪

資的變數可能有股市交易量、股價指數等等。 

     

    跟前面四小節的結果一樣，金融保險業的實質經常性薪資同樣受到消費物價

表指數(P)的負向顯著影響(-0.0028)，周信佑(2008)的觀點相符。經濟成長率顯著

地正向影響經常性薪資(1.28E-05)，此與傳統經濟理論以及先前預期結果相符，也

和 Taylor(1993)、Krugman, Cooper and Srinivasan(1995)、Dahlman and 

Sananikone(1997)和 Bayer, Rojas and Vergara(1999)等文獻研究的結果相同。 

 

    特別的是，在前面各小節的研究結果中，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皆並非顯

著影響薪資的變數；然而在金融保險業的研究結果中，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

顯著正向影響金融保險業的經常性薪資(3.99E-07)。推測可能的原因為，金融保

險業需要較為專業的人才，因此高等教育的擴張，使得金融保險業的勞工多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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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金融保險業經常性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果 

被解釋變數:金融保險業實質經常性薪資(W)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標準誤 

   
   常數項(C) -0.0011 0.0019 

消費者物價指數(P) -0.0028*** 0.0009 

經濟成長率(GR) 1.28E-05* 1.36E-05 

失業率(U) 0.0033 0.0041 

就業人數(L) -6.46E-05 8.04E-05 

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 3.99E-07** 1.76E-07 

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SD) -4.52E-07** 3.39E-07 

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例(LI) -0.0057*** 0.0008 

基本工資(MW) 0.0004** 0.0002 

非經常性薪資(IW) 1.03E-05 7.28E-06 

銀行存款餘額(DEP) 2.31E-06*** 6.70E-07 

銀行放款餘額(LOAN) -7.80E-07 6.92E-07 

存放利差(DI) 0.0007 0.0005 

M2 9.56E-09* 9.27E-09 

虛擬變數(D) -0.0002 0.0016 

AR(1) -0.2676*** 0.0521 

AR(2) -0.2178*** 0.0533 

AR(3) -0.1965*** 0.0534 

   
   R-squared 0.320848 

0.288866 Adjusted R-squared 

樣本數:3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示達到 1%的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5%的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10%的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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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對較高的高知識份子，而未受過大學教育、所得相對較低的勞工比重逐漸減

少，雖然大學教育的擴張會使高等教育的報酬率下降，不過因為薪資相對較高的

員工人數增加，同時薪資相對較低的員工人數減少，使得整體金融保險業的帄均

經常性薪資提高，故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對金融保險業的帄均經常性薪資有

顯著正向影響，這個結果與 Duncan and Hoffman(1981)的結果相符合。 

 

    另一個有趣的變數是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它對於金融保險業的薪資有顯著

負向影響(-4.52E-07)。派遣至金融保險業的員工人數佔整體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

比重雖然不高，但由於人力派遣業者帄均薪資遠低於金融保險業，嚴重拉低金融

保險業業的帄均薪資，對於金融保險業薪資有不利的影響。相反的，雖然派遣至

製造業的員工人數較多，但兩者薪資較為接近，對帄均薪資的影響反而較輕。因

此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對於金融保險業的帄均經常性薪資有顯著負向影響，但對

製造業的薪資卻無顯著影響。 

 

    同樣的，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占帄均經常性薪資比重對金融保險業的薪資

有顯著負向影響(-0.0057)，與前面各小結的研究結果皆同，表示雇主在勞工福利

上面的沉重負擔，會影響雇主調高經常性薪資的意願。與全國和服務業部門的實

證結果相同，金融保險業的經常性薪資同樣受最低工資顯著正向影響(0.0004)，

表示在金融保險業中，帄均經常性低於最低工資的勞工所佔比重較大，因此當最

低工資提升時能有效地提升金融保險業的帄均經常性薪資，與吳惠林(1999)的研

究吻合，但與黃仁德(1995)、江豐富(2007)、呂曜志(2007)的論點不符。 

 

    在金融變數的部分，銀行存款餘額對於金融保險業的薪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2.31E-06)，推測原因為金融保險業是個依賴社會大眾投資理財而生存的產業，

當銀行存款越多，表示社會大眾能夠投入在投資理財的資金就越多；當社會大眾

的資金可以靈活運用時，對於金融保險業的發展相當有利，因此銀行存款餘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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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金融保險業存在正向顯著影響。銀行放款餘額對於金融保險業並未存在顯著影

響(-7.80E-07)，推測原因在於，放款對銀行業獲利的影響較大，而對於其他非銀

行業的金融保險業者影響較小，29因此銀行放款金額對於金融保險業中非銀行業

的獲利影響較小，故放款餘額對於金融保險業並未存在顯著影響。 

 

    存放利差對於金融保險業的薪資的影響雖為正向但不顯著(0.0007)，推測不

顯著的原因在於，存放利差最主要影響的是銀行業，而金融保險業涵蓋範圍相當

廣泛，諸如保險業、證券商、期貨商、信託業、投信投顧等機構皆屬之，但這些

行業較不受存放利差所影響，因此存放利差對於金融保險業的薪資並無顯著影響

相當合理。貨幣供給量M2對於金融保險業的薪資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9.56E-09)，

表示在流動性較為寬鬆的情況之下，由於資金的運用會較為靈活有彈性，因此普

遍來說對於金融保險業而言是個利多消息，有助於金融保險業的發展，故對金融

保險業的薪資有正向幫助。 

 

    以上五小節呈現了全國、工業部門、製造業、服務業部門、金融保險業的帄

均經常性薪資迴歸結果，由於各小節的實證結果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為方

便比較，表 5.6 彙整了以上各小節的係數估計結果。 

 

 

 

 

 

 

 

                                                      
29
因為一方面放款並不是非銀行業金融保險業者的主要獲利來源，另一方面，銀行的放款對象多 

  為企業融資及個人消費信貸，並不會放款給投資人進行投資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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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各小節係數估計結果統整 

 全國 工業部門 製造業 服務業部門 金融保險業 

常數項(C) 0.0013 0.0011 0.0003 -0.0008 -0.0011 

消費者物價指數(P) -0.0048*** -0.0054*** -0.0053*** -0.0044*** -0.0028*** 

經濟成長率(GR) 2.07E-05 -3.30E-05 9.63E-06 4.59E-05 1.28E-05* 

經濟成長率(落後1年) (GR(-12)) - - - 7.46E-05** - 

名目放款利率(i) 0.0002* 0.0001* 9.83E-05 0.0004*** - 

出口總值(EX) 2.59E-08 -9.48E-08 6.57E-08*** 1.76E-07 - 

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工業原料物價指數比(EOI) 0.0075 0.0025 0.0010 0.0152 - 

失業率(U) -0.0081*** -0.0085*** -0.0098*** -0.0021 0.0033 

失業率(落後1年) (U(-12)) -0.0025*** - - -0.0039*** - 

失業率(落後2年) (U(-24)) -0.0026** -0.0052*** -0.0045*** -0.0023** - 

失業率(落後3年) (U(-36)) -0.0030*** -0.0045*** -0.0040*** - - 

就業人數(L) -1.31E-07 7.16E-06* -1.07E-08 4.38E-07 -6.46E-05 

就業人數(落後2年)(L(- 24 )) 8.13E-0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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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歷以上畢業生人數(CG) -2.37E-08 -6.93E-08 -4.57E-08 3.18E-08 3.99E-07** 

外籍勞工人數(FL) -6.01E-08 3.66E-08 4.76E-08** -2.88E-07** - 

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SD) -1.50E-07*** -2.62E-08 6.41E-08 1.16E-08 -4.52E-07** 

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LI) -0.0024*** -0.0027*** -0.0024*** -0.0021*** -0.0057*** 

基本工資(MW) 0.0002*** 0.0002 -5.74E-05 0.0002** 0.0004** 

非經常性薪資(IW) -1.13E-05*** -2.78E-06 -1.03E-06 3.83E-06 1.03E-05 

對外投資金額(FDI) -2.47E-07** -1.26E-07 -1.42E-07 1.35E-07 -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OS) -1.21E-05 -0.0003 -0.0001*** 7.99E-05 - 

銀行存款餘額(DEP) - - - - 2.31E-06*** 

銀行放款餘額(Loan) - - - - -7.80E-07 

存放利差(DI) - - - - 0.0007 

M2 
- - - - 9.56E-09* 

虛擬變數(D) -0.0010** -0.0002 -0.0001 -0.0010 -0.00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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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薪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結論 

    第四章第二節敘述統計部分，圖 4.1 呈現帄均經常性名目薪資仍大致呈不斷

成長狀態，但圖 4.2 呈現了帄均經常性實質薪資成長停滯，大約維持在 1998 年

代的水準。因此大多數人感到近十年來台灣薪資都不漲的原因，並非名目經常性

薪資不成長，而是實質經常性停留在十年前的水準，是故探討近十年台灣「實質」

經常性薪資皆不漲的原因正是本研究的主旨所在。 

 

    本研究採用 1980 年到 2011 年的月資料，以普通最小帄方法估計全國、工業

部門、服務業部門、製造業以及金融保險業中，一些重要因素對於實質經常性薪

資的影響。研究結果獲得下列幾點主要的結論: 

 

(1)消費者物價指數對於經常性實質薪資的影響大於經濟成長率。 

    在全國、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製造業以及金融保險業的實證結果當中，

皆支持消費者物價指數對於經常性實質薪資有顯著負向的影響，而僅服務業部門

及金融保險業部門受經濟成長率顯著正向影響，且經濟成長率對薪資的影響程度

小於物價。因此站在提升台灣薪資的觀點來看，在陷入「穩定物價」與「維持經

濟成長」兩難的局面時，央行以穩定物價為首要目標而非促進經濟成長，是正確

的決策。 

     

    由第四章第二節敘述統計圖 4.7 消費者物價指數可知，消費者物價指數不斷

在上漲，而本研究的實證結果支持消費者物價指數對於經常性實質薪資有顯著負

向的影響，但因為消費者物價指數能存在內生變數的問題，過去文獻在物價與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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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因果關係的討論上也尚無定論，因此不能很肯定的說是物價的上漲造成薪資下

降，此研究結果只能說明物價與實質薪資彼此負相關。 

 

(2) 名目放款利率不斷下跌是使得近十年來台灣薪資成長不易的原因之一。 

    名目放款利率對於全國、工業部門以及服務業部門的薪資有顯著正向影響。

根據第四章第二節圖 4.12 名目放款利率，可知近十年來名目放款利率一直處於

歷史低點，在資本的機會成本較為低的情況下，企業家傾向多用資本少用勞工，

使得全國、工業部門以及服務業部門近十年來工資成長不易。 

 

(3) 失業率是影響薪資的重要因素，對工業部門與製造業的影響尤其深遠。 

    除金融保險業外，失業率對於實質薪資都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其中工業部門

以及製造業受失業率的影響更為深遠。除失業率對工業部門及製造業的影響期間

較長，3 年前失業率仍會產生顯著影響之外，由估計係數也可知，失業率對於工

業部門及製造業薪資的影響程度大於服務業部門。 

     

    由第四章第二節敘述統計圖 4.9 季節調整失業率可知，近十年來失業率皆處

於歷史相對高點，而本研究實證結果普遍支持失業率對於經常性實質薪資有顯著

負向影響，因此最近十年失業率的攀升正是造成台灣薪資都不漲的重要原因之

一。 

 

(4) 快速成長的人力派遣業，壓抑近十年來台灣薪資向上成長動能。 

    台灣的人力派遣業約於 1998 年興起，根據估計的數據，30自 1998 年 2 月以

後，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帄均每個月增加 584 人，換算為成長率，帄均每個月約

以 3.4%的速度在成長，速度十分驚人。由於人力派遣業的帄均薪資低於全國帄

均薪資，所以近十年來人力派遣業的快速成長，不利於台灣薪資的增長。 

                                                      
30
由於資料的不足，使得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的資料在 2009 年以前均為估計的資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1 

(5) 雇主對於勞工保險的沉重負擔，是另一個影響薪資的重要因素。 

    勞工保險是由勞工、雇主、政府三方共同替勞工投保的機制，其中雇主必須

負擔保費的 70%，勞工負擔 10%，政府負擔 20%。根據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帄

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對於全國、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

製造業以及金融保險業的實質經常性薪資皆有顯著負向影響；而由第四章第二節

敘述統計圖 4.4 帄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可知，帄均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佔帄均經常性薪資比率不斷攀升，已經來到約 77%的水準，表示雇主對

於替勞工投保的負擔越來越重，影響雇主提高經常性薪資的意願。故雇主對於勞

工保險的沉重負擔，是另一個使得台灣近十年來經常性薪資皆不漲的重要因素。 

 

(6) 實質基本工資停滯，是使全國薪資成長停滯的原因之一。 

    根據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基本工資提升對全國、服務業、金融保險業的經常

性薪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對於工業部門及製造業則無顯著影響；所以以全國勞

工的角度來看，基本工資上升對於提升全國帄均薪資是有助益的。本研究在進行

實證分析時，由於基本工資變數是名目變數，必須經由物價調整為實質變數，因

此事實上，是「實質基本工資」的增長有助於實質經常性薪資的提升。然而從第

四章第二節敘述統計圖 4.5 實質最低工資可以發現，自 1995 年開始，實質基本

工資即呈現成長停滯的現象，使得調升基本工資的機制無法有效提升台灣的實質

薪資，是造成台灣近十年來薪資不漲的另一個原因。 

 

(7) 非經常性薪資增加不利薪資成長。 

    估計結果顯示，非經常性薪資的增加對於全國薪資的成長有顯著不利的影響。

而根據圖 4.3，台灣的全國帄均非經常性薪資大致呈現不斷上升的狀態，顯示雇

主為了躲避每個月沈重的勞工福利支出，多選擇壓抑經常性薪資而以提高非經常

性薪資的方式來彌補，因此非經常性薪資的增加與台灣近十年來薪資上漲不易有

很大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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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外投資金額上升，是其中一個使得台灣薪資成長停滯的原因。 

   對外投資金額的增加，可能會使得資金外流，排擠掉對國內的投資，因而減

少對國內勞工的需求，造成薪資成長不易；而我們的實證結果支持這個論點，對

外投資金額對全國的薪資有顯著不利的影響。根據圖 4.15，台灣的對外投資金額

在 1987 年以後就一直維持極速上升的趨勢，因此對外投資是使得台灣薪資成長

停滯的原因之一。 

 

(9)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對製造業薪資影響大。 

    根據本實驗研究結果，委外生產比重雖對全國實質薪資有負向影響，但並不

顯著；然而委外生產比重對製造業薪資有顯著負向影響，且由估計係數判斷，委

外生產比重增加所帶來的負向影響甚至大於出口總值提升所帶來的正向影響。顯

示製造業廠商若為使產品更具競爭力，選擇採用委外生產的方式壓低成本，此舉

也許可以增加出口總值、增加利潤，帶動經常性薪資的成長，但卻不敵委外生產

比重所帶來的勞動替代效果對薪資成長所帶來的傷害。由第四章第二節敘述統計

圖 4.17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可知，近十年來委外生產的比重快速上升，這是造

成製造業薪資成長不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9) 對金融業而言，較多的銀行存款餘額、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高等教育擴張，

是有利薪資提升的。 

    金融保險業是個仰賴社會大眾進行投資理財而生存的產業，因此社會大眾能

自由運用的資金越多，對於金融保險業的發展會有正向的影響，所以較多的銀行

存款、較寬鬆的貨幣環境都有助於經常性薪資的提升。而金融保險業的領域較為

專業，因此需要員工具備高等學歷。高等教育擴張政策使得在金融保險業中薪資

相對較高的高學歷員工增加，薪資相對較低的中低學歷員工減少，因此帄均薪資

水準便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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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若要改善台灣薪資成長停滯的現象，則必須穩定物價、降低失業

率31，以及有效地調整基本工資，使實質基本工資上漲，確實達到對勞工的薪資

保障效果。因此央行應繼續以穩定物價為首要目標，勿讓人民的勞動所得被通膨

侵蝕，使得實質薪資無法上漲；在經濟環境許可的情況下，也可適度提升利率，

既有助於控制通膨，也能帶來幫助薪資向上提昇的效果。近幾年全球景氣不佳，

造成失業率大幅攀升，雖然自 2010 年後失業率開始下降，但仍停留在歷史相對

高點，因此政府應致力於降低失業率，使得薪資有向上提升的機會。有鑑於雇主

在勞工保險上的沉重負擔嚴重影響薪資成長，政府可以考慮調整勞保架構，減輕

雇主負擔的部分，降低保費或給勞工選擇如何投保的權利，如此一來也可以改善

雇主為了逃避每個月勞工福利支出，而壓抑經常性薪資，改為以非經常性薪資補

償的現象。除此之外，政府也需要重視快速成長的人力派遣業對薪資帶來衝擊的

問題，以及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運用良好的產業發產策略，吸引台商及外資來

台投資，讓台灣的資金不要一再外流，改善產業空洞化、薪資成長趨緩的問題。     

 

    針對製造業，過去壓低成本策略壓抑了製造業勞工的薪資，使製造業成為工

業部門中帄均薪資最低的產業，委外生產的模式也不利製造業薪資增長。然由近

期的數據來看，受到全球景氣影響，亞洲國家普遍出口下滑，但跟其他亞洲國家

相比，台灣下滑狀況更為嚴重，原因有兩個:一是低價競爭策略已不再保障台灣

商品出口競爭力；二是過去外移的產業已在地化，委外生產的國家已有完整的供

應鏈，不再需要由台灣出口原料。面對這種情形，製造業更需要轉型，加強技術

研發與創新，提升品牌的附加價值，才能使出口成長、改善獲利狀況、製造業非

經常性薪資增加，進而給予製造業經常性薪資成長的空間。 

 

                                                      
31

 雖然實證結果發現高失業率與高通膨都對薪資有顯著負向的影響，然而根據菲利浦曲線，通 

   膨與失業率是相互替代的關係，因此政府實難同時降低失業率與物價水準。在此兩難的情況 

   之下，若想改善台灣薪資成長停滯的現象，根據本研究的實證結果，政府可以考慮以降低失 

   業率為首要目標，因失業率上升對薪資產生的負向影響大於物價水準提高對薪資帶來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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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人力派遣業員工薪資較全國帄均薪資為低，而人力派遣業的快速發展，一直

被是認為很有可能導致薪資成長停滯的重要原因，這個問題也引起桃園縣政府的

重視。可惜的是真正有統計數據的年限太少，缺漏的數據本研究只能利用估計的

方法來進行實證研究，這可能是導致「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這個變數在本研究

實證結果中多不顯著的主要原因。建議未來可以等真實數據的統計年限較長之後，

特別針對這個議題再進行其對薪資成長影響的實證研究，相信會發現更有趣的結

果。 

 

    另外，本文參考黃于玲、張一穗、陳建名、苗坤齡(2006)的概念，他們認為

近年來躉售原物料物價指數大幅上漲，而消費者物價指數漲幅不大，表示廠商並

未將原物料上漲的壓力完全轉嫁給消費者，因而壓縮廠商利潤空間，可能是造成

台灣近十年來薪資上漲不易的原因，因此本文創立了「出口物價指數相對進口原

物料物價指數比」這個變數，希望探討進口原物料以及出口產品的相對物價指數

之變化是否對於薪資有顯著影響，但結果皆不顯著。探究原因，發現此變數可能

存在「產業並非出口導向、產業不一定需要進口原物料、以及進口原物料成本不

見得佔總成本相當高比重」的缺點，因此無法很充分的解釋薪資受原物料及消費

者物價相對價格變化的影響，有興趣的讀者未來可以針對黃于玲、張一穗、陳建

名、苗坤齡(2006)所提及之可能原因，進行實證研究，以釐清躉售原物料物價指

數與消費者物價指數相對價格的變化是否為台灣近十年來薪資成長不易的原

因。 

 

    本研究結果中金融保險業的解釋能力相當低，可見應有其他更好的解釋變數，

像是股價指數、股市交易量、保費收入等，有興趣的讀者未來可以多方嘗試，再

加入其它金融變數或總體變數，應會有另一番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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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1.2 中可以看出台灣的實質薪資在 2000 年以前仍然持續成長，2000 年

以後則出現成長停滯的現象，這不禁令人懷疑，2000 年以後台灣的結構是否有

所轉變，因而造成實質薪資成長停滯的現象，因此本研究另進行了 Chow Test。

根據 Chow Test 的檢驗結果，發現台灣在 2000 年 1 月以後的確有結構性的轉變，

因此若要分析薪資成長停滯的問題，可更加深入研究台灣於 1980 年到 2000 年及

2000 年以後這兩段期間的結構差異，並將資料以 2000 年 1 月為分水嶺分為兩組

進行迴歸分析，也許能更好的掌握薪資成長停滯的原因。 

 

    最後，本文章探討的是近十年來台灣帄均薪資都不漲的原因，然而，帄均薪

資都不漲並不代表台灣的工資沒有變化，更可能的是，台灣薪資所得的分配越趨

兩極化，高薪資所得者的薪資可能仍然快速成長中，但低薪資所得者的薪資可能

成長停滯甚至負成長，因此造成台灣帄均薪資近十年來都不成長。所以除了薪資

決定因素的討論外，更可以延伸探討台灣薪資分配的變化以及影響薪資分配的因

素，這個議題在此提供給各位讀者，於未來選擇研究主題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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