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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法主要規範專任教師之基本權利義務事項，工會三法的相關法制，則以保障教育

受雇者工作及生活為其內涵，使教育工作者之專業角色及受雇者身分能相容於教育職場；

相較於教師會僅能由「公、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組成
1
，工會則由由全體教育受雇

者為組織範圍，包容所有教育職場的受雇者。因此，教師會與工會的整合運作的健全與否

，對教育環境穩定、教育專業提升、受雇者工作生活穩定，有其積極的角色及功能。

　　工會為實為受雇者個人力量的團結體，教育工作者尤應積極參與教師組織運作，透過

工會力量行使團結權以維護教師之專業自主性及改善教育職場之工作條件；然，教育工作

者的工會認同尚待加強、工會會員對工會運作的被動心理及對工會參與感的普遍不足，導

致不願意投入工會會務，進而造成工會領導階層的新陳代謝速度過慢，若不思改善之方，

長期而言，勢將削弱工會團結體之能量。以下針對工會運作提出幾點看法，一來做為自身

從事工會會務之警惕，二來試圖激勵我輩工會意識與服務熱忱。

工會是團結個別教育受雇者的公益組織

　　釋字373號
2
：「從事各種職業之勞動者，為改善勞動條件，增進其社會及經濟地位，

得組織工會，乃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之勞工基本權利。」。大法官劉鐵錚、戴東雄更於

同釋字之不同意見書表示：「應准許勞動者組織工會，使藉團體力量以維護其應得之利益

；又所謂經濟基本權，即泛指生存權、工作權與財產權之保障，其對勞動者而言，則指勞

動權之保障，經濟基本權，實即生存權。均在闡明勞動者組成工會之憲法上之涵義。」勞

動部
3
則認為：「依據工會法第2、5、6條，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

調整步伐風雨同行
文˙新北教產理事長 鄭建信

1
教師法第3條，「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

任教師適用之」；教育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1項，「學校教師會由同一學校（含附設幼兒園）專任教師

三十人以上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組成之，冠以學校名稱，執行本法第二十七條各款任務。」

2
釋字第373號解釋文：「工會法第四條規定：「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

工會」，其中禁止教育事業技工、工友組織工會部分，因該技工、工友所從事者僅係教育事業之服務性

工作，依其工作之性質，禁止其組織工會，使其難以獲致合理之權益，實已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之必要

限度，侵害從事此項職業之人民在憲法上保障之結社權，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

失其效力。惟基於教育事業技工、工友之工作性質，就其勞動權利之行使有無加以限制之必要，應由立

法機關於上述期間內檢討修正，併此指明。」

3
參見，勞委(101)勞資一○一○○七一三八三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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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工會之任務及其目的觀之，其係爭取及保障勞工權益為目的，依其任務及民法分類規

定，應屬公益法人。簡而言之，工會實係個別受雇者透過團結權之行使，透過工會取得與

雇主平等互動的機會，以求保障受雇者之生存權，工會依工會法第二條規定為法人，實係

工會組織具有一定之公益性。

內部民主化才能維持公益性

　　緣於工會具公益目的之性質，其設定及運作均應依工會法之規定，依具運作民主之

原則、遵守章程規範，建立內部委任之執行機關及監督機制，定期召集理事會、監事會

、會員(代表)大會，並依相關的議事程序規範，達到運作民主化的目標。
4
再參見民法第

四十九條
5
之立法理由：「謹按社團內部之組織、及社團與社員相互間之關係，使得以章

程定之者，蓋欲使法人易於行動也。然認此法則而若無限制，則有害於益。故以不違反第

五十條至第五十八條之規定為限，使章程不致與法律牴觸也。」另，工會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休會期間，由理事會處理工會一切事務。」再依，同

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

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查其立法理由，係基於工會會

員純粹性與工會運作獨立性原則，並避免工會為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所把持。」

　　續上而言，工會基於其自主獨立性之運作及運作之效能，平時由理事會推動會務，為

免於工會會員為雇主所把持，對理監事之有消極資格之限制。但工會會務內部運作，須以

民主自治為其實踐原則，工會法對於工會運作的基本規範，即在於避免少數工會主事者長

期把持會務，將會務連繫重在內部連帶關係之建立，而規避正常制度運作下的監督，進而

阻礙了內部民主運作，而有違工會之公益性。

　　簡言之，理監事的權力來自於會員的賦與，唯有會員透過民主一監督機制，才能節制

理監事的權力，而維持工會的公益價值。

4
參見工會法第2條、第5條、第6條、第12條、第18條、第24條、第26條。

5
釋字第373號解釋文：「工會法第四條規定：「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

工會」，其中禁止教育事業技工、工友組織工會部分，因該技工、工友所從事者僅係教育事業之服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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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運作須以工會宗旨為念

　　工會為達成其維護及促進勞動條件及經濟條件為其主要目的，但工會必須附帶地推動

福利事業並參與政治及社會活動，共同關心社會議題，並負擔協助立法機關推動立法之相

關角色
6
；黃越欽(2015)進一步指出，工會之消極條件之一為：「不得以政治運動或社會

運動為主要目的：工會既然係以勞動條件之維持與改善及經濟地位之向上為目的，自然以

此為宗旨，與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不同，尤其工會有爭議權作為達成目的之合法手段，自

須審慎為之，否則，如以爭議權之行使作為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之手段，則不僅與工會之

宗旨不符且易造成社會當事人混淆或社會秩序之混亂。」
7
。因此，工會會務推動，應時

時以改善會員工作條件為念，會務人員必須過各種活動方式讓會員的想法得以表明，藉由

內部透明化之運作，使會員對組織運作能透過互信、建立命運共同體之心理交流，強化工

會主要功能。

　　新北教產做為新北市最大的教育人員團結體，內部運作更應強調民主交流，包容大專 

、高中職、國中、國小、幼保不同學習階段的夥伴，體察公、勞保體系之差異，理解公私

立學校受雇者的困境，團結一體，互相扶助，實踐工會章程的宗旨與任務。

代結語—制度化的全面參與

　　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席捲、網路解構了知識取得的管道，教育工作者面臨學校教育型態

的轉化，未來工作的困境及專業論述的挑戰，必將愈形艱困，透過工會集體力量發聲，將

更為必要。

　　工會會員的世代包含初入職場之青年夥伴，於職場耕耘數十載的資深同伴；會員聘雇

的類型，有專任、專職者，有代理、代課、社團教師等非典受雇者。工會的異質組成，必

須透過全面性的對話與參與，建立會員認同感，增強內部凝聚力，激勵會員的參與熱忱與

潛力，才能使工會組織不斷地進化；工會得能人，固為有幸，但正常運作的內部制度，有

其自我生命力，但才能使組織生生不息，一棒接一棒。

6
參見，楊通軒(2012)，集體勞工法—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頁92-102。

7
參見，黃越欽(2105)，勞動法新論，頁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