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部地區總工會發展之研究

謝傳民、朱寶青

E-mail: 9315924@mail.dyu.edu.tw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中部地區工會聯合的運動歷程及發展，希望藉由分析與整理，研究出一套可行的文獻，來改善目前總工會發

展的情境，進而轉化為社會之一股重要力量，確實推動及改進勞工生活與品質，推動優質的工會文化。 首先探討我國勞工

運動在社會變遷下之走向及其關係，希望透過對台灣社會近年來演變情況的瞭解，探索中部地區工會聯合運動在我國中部

地區社會之影響。所使用的資料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以文獻資料的蒐集與探索，二是以深入訪談資料分析及檢證，前者

重在工會運動的文獻分析，以檢討中部地區總工會發展在中部地區社會變遷中的情境，就廣泛基礎的文獻資料來分析驗證

；後者包括與中部地區資深工會幹部訪談：以工會組織、政經變遷與中部地區總工會發展等主題的討論，探索其在社會變

遷上的可能趨勢。 台灣近代社會可以分為戒嚴期、解嚴期及民進黨上台時期等為界線。戒嚴前期的工會組織運作受到國民

黨的預防性控制措施－「政治穩定、推動經濟發展」，而導致勞資間權力關係的不對等，也使勞動者集體意識之凝聚與工

會自主之運作，遭受嚴重扭曲。隨著國內解嚴及政治情勢的民主化，台灣勞資爭議有提高與集體化的傾向，勞工運動的蓬

勃發展，對於台灣未來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2000年迄今，隨著全球化、科技化導致台灣社會急速變遷

，工會組織與運作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分析台灣的工會運動與政治、經濟與意識型態之關係及歷史背景變遷、內部矛盾

等因素與情境，因此透過「中部地區總工會發展與社會發展之歷程來分析」，其目的是希望能就中部地區工會聯合運動現

況對於未來總工會的發展提出方向，而有所助益。 就台灣的社會變遷史而言，「解嚴」無疑是政治首度最大的變革，因解

嚴而產生的變遷。在中部地區，勞資政關係的改變與衝擊。諸如：工會幹部希望政府提出更多的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卻由

於社會民主的深化，要求政府減少管制的矛盾現象。透過自主工會的萌生與社會民主發展同程，工會幹部對於社會民主要

有深刻的體認與實踐，並積極進行工會幹部素質的提升及就組織內部因素的反省與改進，來確保總工會發展的成功。勞動

者春天與優質總工會，將有待理論建構與工會幹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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