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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15年 8月 26日 
 

縱容校協詆毀工會  全教總譴責政府無意保障勞權 

    延續一貫詆毀教師工會的傳統，針對宜蘭縣的教育團體協約，全國校

長協會再次近乎歇斯底里的汙衊與謾罵，批評團約是「黑箱」、是「用孩

子的未來自肥」。 

    校長協會對勞動人權、工會組織、團體協約的錯誤理解，證明行政院

推動的兩公約國內法化、勞動部鼓勵勞資簽訂團體協約、教育部積極推動

的勞動教育，至此全部失敗。 

 

全國校長協會勞動教育死當，應予重修 

    早在教師工會成立以前，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就採取一路反對到底的

態度，「自貶身價」、「沒有愛心」、「不專業」、「爭權奪利」、「犧

牲學生受教權」則是最為廉價的抹黑，這些毫無根據的惡意指控，反覆、

重複出現在校長協會的組織文件、往返公文、以及幹部的投書中，到現在

校長協會理事長薛春光竟然還大談教師不是勞工，團體協約侵害受教權的

見解。 

    事實上，校長協會詆毀教師工會的這些言論，早在上個世紀 80年代台

灣解嚴前後就被當作是反對教師結社權、開放教師組織工會的藉口，在解

嚴 28年後的今天，校長協會領導人對基本勞動權的觀念竟然還停留在威權

時代，充分反映其人對威權與教育一言堂的眷戀，讓人不可思議。 

 

譴責政府虛晃一招  無心落實勞動三權 

     過去幾年，立法院完成了兩公約國內法化、修正了勞動三法、開放教

師組織工會，勞動部多方鼓勵團體協約、教育部也積極推動人權教育，甚

至補助大筆研習經費給校長協會充實勞動教育專業知能，詎料，回到教育

體系，教育官員、不少中小學校長對於基本勞動人權的概念仍然極為貧乏，

簡直到了「聞工色變」、「逢工必反」的地步。 

    表面上，勞動部積極鼓勵簽訂團體協約、教育部也煞有其事的推動勞

動教育、人權教育，但是面對校長協會毫無根據對教師工會的抹黑，勞動

部與教育部卻又裝聾作啞、視若無睹，連澄清誤解都不願意，證明政府推

動的一系列保障勞動人權的措施都只是虛晃一招。全教總要求教育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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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編列多少經費補助校長、家長團體進行勞動教育？教育部的勞動教育

是用來培養校長反對工會的嗎？ 

 

解除心靈戒嚴，共同維護教育品質 

    締結團體協約是組織工會的主要目的，團體協約法前次修正時，特別

導入「誠信協商原則」並附有罰則，旨在提升台灣團體協約的締約率，勞

動部、各縣市勞動局處對勞資進行團體協商也多所鼓勵，不外希望促進勞

資自治，提昇勞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的意願。 

    以此次宜蘭縣簽訂的團體協約為例，包括工時、寒暑假返校、免費健

檢、禁止搭便車條款等，早就分別規定於教育部的公函(如教育部中部辦公

室民國 99 年 4 月 29 日教中人字第 0990506867 號書函)、教師請假規則第

12條、職業安全衛法和各縣市公教人員健康檢查規定、團體協約法第 13條

等，團體協約不過是將這些規定具體明文於協約內容，又如何有「自肥」

可言？ 

    團體協約旨在釐清教師權利義務，不會影響教師熱忱教學，更不會影

響學生受教權，教師工會相關訴求可以接受各界檢驗，但絕不容許校長團

體再三汙衊抹黑，對教育團體協約的態度，已經成為檢驗政府部門是否決

心落實勞動三權的指標，全教總要求教育部、勞動部駁斥校長協會等之反

動言論，讓團體協約成為落實勞動教育的重要一步。 

  

 

 

 

 

 

 

 

 

 

各來賓發言稿請參閱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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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法學者的忠告 

張鑫隆/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簽訂團體協約是集體勞資關係最重要的目標，也是勞工政策極力想成促成的結

果。但是 2011 年勞動三法修正實施以來，簽訂團體協約數一直沒有顯著增加，

勞動部還祭出重賞來獎勵簽訂團體協約的工會和雇王。 

 

目前全國大約有 5千多個工會，但連 100個團體協約都一直無法突破。去年底增

加到 300個，其中有近 2/3是教師工會爭取到的團體協約，這樣的成果代表教師

工會在促進教師權益上有很大的貢獻，對於台灣工會的發展也具有領頭羊的作

用。 

 

但是有一部分言論堅持主張教師不是勞工，團體協約內容將侵害到學生的受教

權，根本否定教師工會存在和功能。對於不同立場的言論本應予以尊重，但是其

內容已否定工會法所承認之教師工會的存在和功能，做一個勞動法學者，想基於

學術專業的角度，給予有這樣想法的學校雇主一些忠告。 

 

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所公布之《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書》第 9條已明確

宣示：「教師組織應被承認是一股對教育改進甚巨的力量，能協助教育政策的制

定。」更在第 82 條中強調：「教師之薪俸及工作條件，均應經教師組織與其雇

主（學校）間的協議過程始得決定。」 

 

也就是說，教師工會在確保會員教師之工作條件的同時，亦應對於教育政策的制

定負有協助的義務和權利。團體協約是經過雙方協商共識所生的產物，原則上應

承認雙方已對教師權益及教育政策的推展做最大的考量，如對於內容有所不滿，

應透過雙方內部的民主機制反映於協商的過程中，如今協商結果已達成共識就應

予以尊重，否則應回到其團體內部去爭取改變，萬不能否定法律制度和工會的存

在。 

 

言論自由當然受到法律所保障，但是雇主這種反工會的言論和想法如果反應在其

雇主職權行使，對於教師有不利之待遇或對工會造成不當的影響時，將可能構成

不當勞動行為，受到法律的處罰，這一點是我最想忠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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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勞動關係，促進勞資和諧，保障勞資權益」 

是簽訂團體協約的核心價值 

 

韓仕賢/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團體協商是觀察集體勞資關係的重要指標，我國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於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正實施，咸認對於國內集體勞資關係發展有重大深遠影響；也就是說，國

家立法保障勞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團結權），工會係代表勞工向雇主爭取權利與利益的正式組

織，舉凡勞動條件、工作環境安全及福利事項等勞動議題，均可經由團體協商途徑與雇主磋商

並締約（協商權），若是協商未果，工會甚至可以透過罷工等爭議行為向雇主積極施壓爭取（爭

議權）。 

    以台灣而言，勞動基準法只是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無法兼顧各種產業勞工不同的勞動

條件需求；團體協約係由勞資雙方針對企業本身或產業特性及工作需求，協商雙方均能接受的

勞動關係及勞動條件等事項，據以簽訂之書面契約，可視為勞資雙方都能接受、「量身打造」

的協商結果，故為保護勞工的重大制度。我國法律明定工會為團體協商的適格主體，惟因長期

以來雇主「反工會」態度明顯1，在檢視國內「簽訂團體協約」這項團體協商制度的實施狀況

後，發現存在「成效不佳」的問題。 

    以教師為例，其於 2011 年 5月 1日後，依法可以成立工會及進行團體協約的協商，但是

來自主管機關、校方、甚至家長團體的抵制杯葛及謾罵抹黑從未間斷，最後竟然還要工會申請

裁決，才勉強簽訂團體協約2。這是因為團體協約法第 10條關於「核可權」的規定所衍生之爭

議，其要求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等簽訂團體協約前，應先由事業單

位送相關權責機關核可，未經核可不生效力。先不論核可之規定觸及行政濫權的問題，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成為勞資協商的幕後藏鏡人，未必有利協商進行；更甚者，主管機關竟片面要求

刪除或修改勞資雙方已經協商完畢之條款，或者遲遲不予核可，變相製造勞資爭議，也牴觸該

法第 6條「誠實信用原則」之意旨。 

    國內勞資關係研究學者指出，「和諧的勞資關係」是企業努力的目標，也是經濟發展和社

會安定的基石，甚至是政權維持的基礎。在現代勞資關係領域中，有關「企業社會責任」及「公

司治理」的討論也涵蓋「勞資關係」、「勞工參與」、「吹哨者保護」等組織要素，如果「勞資關

係」表現不佳，雇主有支配介入工會、對勞工有不利之待遇、拒絕團體協商等事由，經裁決認

                                            
1 長期以來，國內人力資源管理的主流思維強調以雇主為中心的管理模式、不樂見工會成立，遑論要與工會協商
簽訂團體協約；必要時甚至對勞工或工會進行不當勞動行為（unfair labor practice），侵害工會團結權。此種挑
戰集體工業關係制度，或者稱為無工會主義（non-unionism）的想法，仍是國內絕大多數企業奉為經營管理的
準則。 
2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與高雄市中小學校長協會經過 7 次協商會議，因為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遲不予核可
之故，曾向勞動部申請裁決，最後雙方於 2014 年 8 月達成和解，就代扣工會會員會費事項達成協議，並經核可
後正式締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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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係指雇主意圖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所採取的不公平行為），則顯與「和

諧的勞資關係」悖離，有違團體協約法第 1條「穩定勞動關係，促進勞資和諧，保障勞資權益」

之目的。因此建議資方必須改變調整其對集體勞資關係發展的認知，以形塑勞資雙方相互尊重

忍讓，循各種團體協商之方式設法解決彼此歧見的勞資關係，當然也包括與工會協商簽訂團體

協約。 

 

 

四、締結協約三、僵局處理

1.打壓工會幹部、對會員施壓要求退出工
會

2.協商後不送主管機關核可

二、協商進行

1.對協商內容皆以已有規範而拒絕協
商

2.雇主迴避工會，直接與工會會員進
行個別協商或通知

3.不願意提供協商必要資料，如學校
財務報表

一、協商準備

1.聲稱未收到協商之請求

2.質疑工會之協商資格

3.質疑工會協商代表之產生資格

4.佯裝協商，並動用各種手段阻擾協商之
進行，例如：拖延協商期程，找家長（團
體）參與、開記者會等

案例：教師工會團體協約協商爭議

違反誠
信協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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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俐雯/反對教育商品化聯盟 

 

  八月十四日，宜蘭縣教師工會完成團約，明定教師工作時數後，教育部

次長表示「使用機器生產商品」的勞工「可以有明確上下班時間」，但老師

身為教育工作者「教育對象是人，不是商品」，因而「教師不應只由勞工身

分認定」，而該考慮學生與家長的期盼。作為學生，站在受教者的立場，我

認為這段話非常荒謬並且悖反常理。 

 

  學生的最大期盼，不正是希望每位教師都能充分休息、準備後，在狀態

良好的情況下授課嗎？教師工作時數如果不明確，照教育部師資藝教司長

張明文的原則：「學生在，老師就得在」，既會造成教師過勞，教育工作者

的勞動權益受損，更會嚴重影響教學品質，讓學生學習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以學生的角度來看，教師與政府簽訂團體協約，明訂工時，對學生

受教權絕對是有益無害的！保障教師的勞動權益，不讓教師過勞，才能提

升教育品質，滿足學生的期待，絕非如教育部所說的「侵害受教權」。另外，

除了減少工時，我們更期待教育部能以其他方式改善教師勞動條件。唯有

教師勞動權益受保障，才能讓老師做得更好，讓受教者在教育現場中獲益

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