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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勞工在不同時期遭遇的就業衝擊

•全球化及產業外移下的結構性失業；

•勞動市場彈性化下的穩定就業風險；

•國際景氣／疫情下就業安全困境；

•少子女化／人口老化下的勞動力結構變化

•科技與數位快速發展下的就業轉型需求。



1800-2020：不同世代勞動世界與勞動問題



2000 - 2008 2008- 2016 2016 - 2023

2003：大
量解僱勞
工保護法

2004：勞
工退休金
條例

2013：職
業安全衛
生法

2001：性
別平等工
作法

2001：職
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

2001-2009/2011：
工會三法

2006-2009：
勞保年金

2019：中
高齡就業
促進法

2009：就業保險
法(僱用安定措施)

2021：勞
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
保護法

2023：最
低工資法

2016/17：
兩次一例
一休修勞
動基準法

2018：勞
動事件法



國發會2020年及2030年人力需求行業結構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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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



大缺工時代來臨。時序進入2024年第1季，根據勞動部最新人力需求調查顯示，
營建工程業、住宿餐飲業、醫療保健業、藝術娛樂休閒服務業、以及專業科學
及技術服務業，今年第1季將有嚴重缺工，人力需求殷切。



美國前教育部長
RICHARD RILEY

「2010年最迫切需要的
10種工作，在2004年還
沒出現；我們必須教導
現在的學生，畢業後投
入目前還不存在的工作、
使用根本還未發明的科
技、解決我們從未想像
過的問題。」



科技衝擊與就業末日論及其處方！

如此一問，全球化下被遺棄的那80％的人，是更近一步
成為科技發展下的犧牲者，還是重新找到新的生存著力
點？



2023年重大職災死亡300人，營造業151人最多

• 2023年工作場所重大職災死亡人數共有300人死亡，較2022年的320人

略減20人；300人中營造業151人、製造業78人、
其他行業為90人。

• 職災死亡類型：墜落、滾落死亡143人最多，其次為物體倒塌、崩塌2

8人，感電21，物體飛落跟被撞分別有20人，火災16人，被夾被捲16人，
跌倒8人等。

•平均每1.21天就有一個勞工職災死亡！！！

•平均2.42天就有一個營造業勞工職災死亡!!!!



勞動者越來越多，勞工越
來越少的年時代



湯雯諭，人工智慧對就業及薪資的影響，主計月報：第753期：2018。



AI對就業的影響與衝擊

1. 短期取代規律性工作，但長期而言創造就業
機會？（哪些就業機會？）

2. 助長就業兩極化及薪資所得的不平等；

3. 非典型及不穩定就業的大量增加；

4. 造成勞動力商品化的極致發展；

5. 結構性的失業。



AI就業下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

◆心理健康壓力：
⚫ AI系統可能導致員工的工作節奏加快，壓力增加，特別是在需要與高效

能AI合作的環境中。
⚫ 失業或工作角色改變帶來的不確定性和焦慮。

◆技術依賴：
⚫ 過度依賴AI技術可能導致技術故障時出現工作中斷，對員工造成壓力。
⚫ 員工技能逐漸被AI取代，缺乏重新培訓的機會，可能影響其職業發展。

◆監控和隱私問題：
⚫ AI技術在工作場所的監控系統可能侵犯員工隱私，增加工作壓力。
⚫ 員工可能感到被不斷監視，缺乏工作中的自主感和信任感。



AI就業下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

◆身體健康問題：
⚫ 長時間使用電腦和AI設備可能導致視力疲勞、肌肉骨骼問題等。
⚫ 坐姿不當和長時間久坐的風險。

◆倫理和法律問題：
⚫ AI決策的不透明性可能導致不公平的工作評估和決策，影響員工的職業

安全感。
⚫ 在沒有明確法律框架下，AI應用可能帶來的職業健康安全責任問題。

◆安全風險：
⚫ 自動化機器和機器人可能帶來的物理傷害風險。
⚫ 在一些高風險行業，如製造業和建築業，AI和機器人的使用需要確保人

機協作的安全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de by men for men?
擔任技術職務的員工（藍色男性，紅色女性）

◼ AI是中性和技術性的，但是否對於女性隱含了歧視

◼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在未來20年內，在30個國家中，有2600
萬婦女工作至少有70％被技術取代的風險。大約11％的女工可能會
失業，而男性為9％。

◼ 在所謂的STEM學科領域中，女性所佔的比例不足，尤其是這個領域
的文化和社會影響的性別排斥。在全球範圍內，女性佔STEM大學畢
業生的36％，但僅佔STEM工作者的25％，僅佔決策者的9％。

https://www.bcg.com/en-gb/publications/2018/winning-race-women-digital.aspx




http://labor.ngo.tw/issue/follow-topics/159-covid-19/948-2020-04-16-04-35-29


結論

• 啟動職業安全衛生法的修法，廣泛納入新型態產業
和就業的職業安全衛生預防措施。

• 針對新興就業型態的職業安全風險進行系統性研究，
尤其是高科技、數位和人工智慧等，並提出明確的
指引促進從業勞工的身心健康。

• 落實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並針對ESG及改善職
業安全衛生狀況提出子計畫，作為未來政策之引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