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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薪資

• 薪資是勞務的價格, 也就是工作的報酬

• 薪資通常是以單位時間計算, 每單位時間之薪資

稱為薪資率 (wage rate), 或工資率

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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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市場

• 薪資率如何決定? 勞動市場的供需均衡

• 勞動供給

家庭是勞動供給者, 在商品市場則是需求者

• 勞動需求

廠商的勞動需求源自於消費者對於其產品之需

求, 故勞動需求是引申需求 (derived demand)

• 廠商會僱用多少?

廠商若多僱用1單位會使利潤上升, 它就會僱用

1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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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邊際產值

勞動 勞動 邊際

員工 產量 邊際產量 邊際產值 薪資率 利潤

0 0 0 0 – –
1 2.0 2.0 160 120 40
2 5.0 3.0 240 120 120
3 7.0 2.0 160 120 40
4 8.5 1.5 120 120 0
5 9.5 1.0 80 1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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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邊際產值 (勞動需求)

薪資率

• 勞動邊際產值 (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of labor, MRP of labor): 其他

要素投入數量不變時, 勞動投入再增加 1單位, 廠商收入增加之數額

(MRP 又譯為邊際生產收入或邊際生產收益)
• 勞動邊際產值=勞動邊際產量×商品價格

• 勞動投入增加時, 產量增加。 若是具獨占力廠商, 產量增加時, 價格下

跌。 但以下假設, 商品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 價格由市場決定

• 本例假設一杯咖啡價格是80元; 薪資率每小時 120元

• 利潤最大: 勞動邊際產值大於或等於工資率

1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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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需求線

• 勞動邊際產值一開始可能上升, 但最後一定下降 (與勞動

邊際產量之性質相同)

• 廠商追求利潤最大, 會增雇員工一直到勞動邊際產值等於

薪資率為止:

P×MPL = W, 或者,

MPL = W/P

• W/P稱為實質薪資率 (real wage rate)

• 本章假設W, P都是市場決定, 所有勞動者提供的勞務品

質相同

2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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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需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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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投入

實質薪資率e

b

杯

勞動邊際產量 (勞動需求線)

• 實質薪資率上升時, 企業之雇用量減少 (沿著MPL線)
• 以 W/P 為縱軸, 勞動投入量為橫軸, MPL線就是廠商的勞

動需求線, 為負斜率

25.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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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需求線

• 以 W/P (實質薪資率) 為縱軸, 勞動投入量為橫

軸, MPL線就是廠商的勞動需求線, 為負斜率

• 相對的,若以 W (名目薪資率) 為縱軸, 勞動投入

量為橫軸, 勞動邊際產值線即廠商的勞動需求線

• 各廠商的 MPL線位置不同, 因此, 勞動需求線可

能不同

29.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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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供給

• 個人在勞動市場上是勞務供給者

• 若薪資收入全部用於消費, 則欲增加消費必須加

長工作時間。預算限制式 (budget constraint) 為:

PQ = W × (24− X)

P 為消費商品的價格, Q 為消費數量,W 是名目工

資率, X 為休閒時間 (leisure)

• 24− X 為工作時間,W × (24− X)為勞動所得

• 若工作時間加長, 則休閒時間減少

3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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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薪資率

• 預算限制式可寫成 PQ+WX = 24W , 或者,

Q+
W

P
X = 24

W

P

W/P 為實質薪資率

• 24 · (W/P): 上班族全天工作 (完全不休息) 的實

質薪資所得

3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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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的機會成本

預算限制式,

Q+
W

P
X = 24

W

P
• 休閒若增加1小時, 消費將減少 W/P; 因此, 休閒1

小時的成本等於實質工資率,W/P
W 改稱為名目工資率 (nominal wage rate)

• 實質工資率: 休閒的機會成本 (休閒對商品的相

對價格)

40.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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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率上升之影響

替代效果 + 所得效果 = 綜合影響

休閒 休閒相對較貴,

休閒減少

實質所得增加,

休閒增加

替代效果與所得

效果影響方向相

反, 故變動不確定

工作時間 增加 減少 變動不確定

消費 消費相對較便宜,

消費增加

實質所得增加,

消費增加

替代效果與所得

效果影響方向相

同, 故消費增加

• 薪資率上升時, 休閒相對變貴, 替代效果使休閒減少

• 薪資率上升時, 實質所得增加, 所得效果使休閒增加

• 休閒時間會增加或減少, 決定於所得效果和替代效果何者

較大

4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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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彎的勞動供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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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率較低時, 勞動供給線是正斜率; 當薪資率在某個水

準以上, 勞動供給線可能後彎,變成負斜率

• 所得較低時, 薪資率上升之替代效果較強, 故勞動供給隨

之而上升

• 所得水準上升至某個階段之後, 薪資率上升之所得效果可

能大於替代效果, 薪資率上升反而使工時減少

4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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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與工作意願

• 若所得稅率為 t,預算限制式變成:

PQ+ (1− t)WX = (1− t)24W

休閒對商品的相對價格下降為 (1− t)W/P

• 稅率上升對工作意願之影響?

• 福利國家的稅收主要是用於移轉支出, 故稅率上

升時, 所得效果不大

• 福利國家: 所得稅率上升的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

果,造成工作意願下降; 例子: 瑞典與丹麥

5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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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供需均衡

120

A. 阿汪咖啡店 B. 吳米咖啡店 C. 勞動市場 D. 甲員工 E. 乙員工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LA LB L1 L2L0

e

W/PW/P W/P 勞動供給

勞動需求

甲供給 乙供給

阿汪需求 吳米需求

• 廠商的勞動需求線為負斜率;若不考慮勞動供給線可能後

彎的階段, 勞動供給線為正斜率

• 勞動需求為各廠商之需求線水平加總; 勞動供給為各勞動

者之供給水平加總

• 供需均衡為圖 C 之 e點, 均衡實質薪資每小時 120元

• 均衡時, 勞動邊際產量等於實質薪資率

5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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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供需均衡

120

A. 阿汪咖啡店 B. 吳米咖啡店 C. 勞動市場 D. 甲員工 E. 乙員工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LA LB L1 L2L0

e

W/PW/P W/P 勞動供給

勞動需求

甲供給 乙供給

阿汪需求 吳米需求

• 廠商勞動需求 vs. 消費者的需求線 (願付價格: 使用價值)

• 勞動者的供給 vs. 廠商的供給線 (願售價格: 機會成本)

5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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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衰退

• 景氣衰退時, 廠商減產甚或關廠, 勞動需求減少,

實質薪資率下跌; 景氣擴張時, 勞動需求增加, 實

質薪資率會上升

• 開放外國勞動人力到本地工作, 勞動供給增加,

薪資率會下降

• 廠商外移, 本地勞動需求減少, 實質薪資率下降

6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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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護勞工?

立法: 最低薪資, 勞健保, 勞基法 . . .

• 但是,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 一例一休 (不加班)

• 派遣工: 員工與廠商之間不具有勞動契約關

係,規避退休金、勞保、健保費

• 規避勞基法, 《自由時報》, 2016.12.18

• 最低薪資率 (基本工資) — 提升勞工所得, 或

造成失業?

66.67 %

http://udn.com/news/story/7269/2030538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6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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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之組成

• 薪資包括:

• 經常性薪資

• 非經常性薪資: 年終獎金,加班費,其他津貼等

• 非薪資報酬: 僱主幫勞工支付的退休金、勞

保、健保費

• 非薪資報酬比率逐年上升

70.37 %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01000066-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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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

PSfrag replacements

實質工資率

(W/P)0

(W/P)1

L0 L1 勞動數量

最低工資率

勞動供給

勞動需求

a

d
h

e

b c

• 最低工資率政策使 工資率上升為 (W/P)1, 但勞動僱用量

減為 L0; 勞動市場的超額供給為 L1 − L0。

7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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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制度

• 保護消費者?

• 或 cartel?

7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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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資格考試

4

8

12

16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

• 律師法第3條規定, 「中華民國人民經律師考試及格並經訓

練合格者, 得充律師」

• 與歐美國家相比, 台灣律師資格考試的錄取率非常低

• 原本只有法律、財經法等系所畢業才能報考 (與早期師大

體系相同)

• 低錄取率才能保證律師的服務品質?

8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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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品質?

• 低錄取率才能保證律師的服務品質?

• 錄取率低使律師人數少, 律師薪資上升; 因為律

師之間競爭少, 品質反而下降

• 管制逐漸解除, 但實習機會少: 流浪律師, 《天下》,

2015.6.2

85.19 %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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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本之租借市場

• 薪資率: 勞動市場供需均衡所決定

• 固定資本財: 機器設備與土地

• 租金 (rent): 固定資本財的租金由租借市場供需

均衡所決定

• 租金: 台北市的房租, 日治時期的農地租借

• 以名目薪資為縱軸, 勞動邊際產值 (P×MPL) 即

勞動需求線

• 以名目租金為縱軸,資本邊際產值 (P×MPK) 即

固定資本財之需求線

8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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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與租金

3 8

B. 土地A. 機器設備

土地 (坪)機器 (台)

f ea

阿汪的需求 阿汪的需求

b
RDRK

QDQK

市場需求 市場需求

市場供給
市場供給

• 圖 A 為機器設備租借市場, 供需均衡為 f 點, 租金等於 RK

• 圖 B 為土地租借市場, 供需均衡為 e點, 均衡地租 (rent)等
於 RD, 租借面積等於 QD

9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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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與地租

A. 勞動 B. 耕地

勞動力 耕地面積

a

b

e

f(W/P)1

(W/P)0
R0

R1

D0

需求 D0

需求 D0

需求 D1

L0L1

供給 S0

供給 S0

供給 S1

• 14世紀中葉, 歐洲人口因黑死病減少了30–50%。 勞動投入

減少使實質薪資率上升, 此外,資料顯示名目地租也下降

• 生產要素互補 (complements in production): 勞動投入減少

導致土地資本的邊際產量下降, 土地租借市場需求減少

9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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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與地租
A. 勞動 B. 耕地

勞動力 耕地面積

a

b

e

f(W/P)1

(W/P)0
R0

R1

D0

需求 D0

需求 D0

需求 D1

L0L1

供給 S0

供給 S0

供給 S1

• 黑死病使人口減少, 實質薪資率上升,資料顯示名目地租

也下降, Why?

• 勞動投入減少使土地邊際產量下降, 圖 B需求線由 D0 下

降為 D1, 名目地租下降

• 台灣的例子?
1950年自大陸移入台灣的人口約占原有人口的 1/7, 影響?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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