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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勞動合作社經營問題探討 
 

錢 金 瑞 

國際勞工組織(ILO)在《勞工組織運

用合作社手冊》中將勞工合作社區分為兩

大類型，一是生產者合作社(producer 

cooperatives)，另一是勞動合作社(labour 

cooperative)。生產者合作社係由勞動者共

同組成以生產產品出售為目的之合作社。即

勞動者(社員)於合作社內提供自己之勞動

力及技術，將原材料轉化成產品，然後將產

品於市場銷售，所得價款扣除相關成本費用

後由勞動社員按約定分配。勞動合作社則為

勞動者共同組成勞動合作社，以合作社名義

向外取得勞務，交由社員勞作，再按社員勞

動狀況分配勞動報酬。依據我國合作社法第

3 條規定：「合作社得經營下列業務：一、

生產：經營各種生產、加工及製造之一部或

全部業務。…五、勞動：提供勞作、技術性

勞務或服務之業務」。準此以解，勞動者共

同組成以生產產品出售為目的之合作社，應

歸類為「生產者合作社」，單純向外提供勞

務之合作社，則屬「勞動合作社」。 

勞動合作社是勞動者依據《合作社法》

組設，為社員共同所有與共同經營的互助團

體（法人），組織宗旨非以營利為目的，而

以服務社員，為社員謀求工作機會，確保社

員勞動報酬不被不當剝削為主要經營目

標，進而實踐關懷社區原則，致力於社區之

永續發展，達成社會均富和諧之理想。反觀

以提供勞務為主的人力公司，則係依《公司

法》組設，以營利為主要目的《公司法》第

1 條參照）。公司的所有者是投資之資本

主，並非受其僱用之勞工，勞工也非公司經

營者，勞工僅係勞動力的提供者，以其勞動

力換取公司給付之工資。公司所賺取之利潤

全歸資本主所有，勞工無由參與分配。資本

主為求賺取利潤之極大化，設法降低勞工工

資成本與相關費用自屬必然。勞動合作社與

公司兩者本質迥然不同，列表區別如下：

  

       組織別

比較項目
勞動合作社 人力公司

設立依據 合作社法 公司法

所有者 社員共同所有 資本主所有

經營者 社員共同經營 資本主經營

結餘(或利潤)處理 結餘按社員勞動量分配 利潤由資本主分配

設立目的 服務社員 為資本主營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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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動合作事業發展至今已有五十

餘年歷史。民國 60 年代起，即有以承攬一

般土木、建築物等工程勞務之「建築勞動合

作社」、「住宅勞動合作社」以及承攬港口、

碼頭貨物裝卸之「起卸勞動合作社」、「貨物

搬運勞動合作社」之設立。民國 70 年代後，

台糖公司輔導其退休員工及約僱人員於各

廠區成立「製糖勞動合作社」，承攬台糖公

司製糖與農場作業等相關之勞務。民國 80

年代中期，原住民失業問題日趨嚴重，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會同當時台灣省合作事業管

理處輔導居住都市原住民組織「原住民勞動

合作社」，藉以增加原住民社員工作機會，

並確保及提升工作所得。 

與此同時，國內勞動合作社的營業項目

開始邁入多樣化時期，除原先已有的營造、

建築勞務外，清潔、搬運、造林、理貨、景

觀維護…等勞動合作社如雨後春筍般成

立。近年，各地方政府開始重視社會福利措

施，咸以「勞務外包」方式，將居家照顧、

老人送餐等勞務委由民間團體承辦，因而經

營此類業務的「照顧勞動合作社」有日趨增

加的現象。 

勞動合作社因性質特殊，業務種類繁

多，經營上面臨諸多法令之適用，有者係法

律未將合作社列入規範對象，有者則係主管

機關不黯合作社特性，…致令經營者滋生甚

多困擾，影響勞動者籌組合作社解決共同困

難之意願。茲就當前勞動合作社經營面臨之

問題，簡述如次： 

一、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有無僱傭關係問題 

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有無僱傭關

係？攸關合作社本質定性與各種法律之

適用，亦攸關現階段勞動合作社各種經

營問題如何解決之前提要項。目前各機

關見解並不一致，實有釐清之必要。 

（一）內政部 97 年 5 月 15 日內授中社

字第 0970720643 號函：「說明三、

次按勞動合作社乃『無一定雇主』

之勞動者，依據合作社法所成立，

藉集體組織之議價力量，向外承攬

勞務，供其社員承作，目的在謀社

員所得之提昇，並避免不當之剝

削。社員與合作社間並無勞資關係

存在，縱社員係屬勞動者，並以提

供勞力賺取工資，然基於勞動合作

社組織特性，並不因而即生僱傭關

係」。 

（二）勞動部（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8月31日勞動4字0940042326

號函：「說明三、合作社係依平等原

則謀社員經濟互助之組織，是由人

之集合體而成立之社員團體，勞動

合作社與社員之間並非「雇主與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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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關係，故並無雇主（公提）

為社員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 

（三）勞動部 97 年 6 月 24 日勞資二字

第 0970016558 號書函，略以：查僱

傭有無之判定標準，向以「人格之

從屬」、「勞務之對價」及「其他法

令之規定」為依據。而判定標準又

以勞務提供者之給付義務，是否具

有從屬性為主要判定。1.人格之從

屬係指(1)對雇主所為之工作是否

有承諾與否之自由、(2)業務進行過

程中，有無雇主之指揮監督、(3)拘

束性之有無、(4)代替性之有無。2.

勞務之對價係指在指揮監督下因工

作所獲得之工資。3.其他法令之規

定，如：勞工保險適用之對象、薪

資所得扣繳之對象、事業單位工作

規則適用之對象等」。 

從上開函釋可知，內政部是從合作

社本質面解釋，勞動部則從勞動關係面

觀察，將先前肯認勞動合作社與社員之

間並非「雇主與勞工」之關係，改為依

「從屬性」有無為判斷基準。按合作社

係由社員基於人格平等原則，共同出

資、共同經營與共同承擔盈虧之法人團

體。依據法人自治原則，由社員大會議

決經營計畫與預算，交付共同選舉產生

之理監事執行，為利社務之推動，社員

大會制定各種章則，由全體社員共同遵

守。若將之解為合作社對社員有指揮監

督權力，因而社員具有從屬性，似有偏

誤。行政院 100 年 10 月 5 日院臺訴字第

1000104532 號「○○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社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罰鍰事件訴願

決定書撤銷理由段載明：「…社員為勞動

合作社所承攬之勞務契約提供勞務並領

取報酬，乃其參與組織合作社之目的及

必然之結果，此與一般受僱人為雇主提

供勞務獲致工資者，本質似屬有別，且

勞動合作社為維持承攬契約之勞務品

質，對從事勞作之社員施以監督管理，

尚屬承攬人必要之作為，於上述合作社

由社員共同經營特性之下，究應憑何事

證判斷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具有傭僱關

係？仍不無疑義。況原處分機關並未詳

論訴願人與其從事勞作之社員間，如何

符合人格之從屬、勞務之對價報酬等判

定標準，僅憑勞務採購共同供應契約及

薪資印領清冊，即斷定其間具有僱傭關

係，顯未針對勞動合作社之特性而論，

自難驟予採據」，上開見解殊值認同。 

勞動合作社係由一群具共同需要的

勞動者共同建立的一個事業體，在沒有

資方與受僱階級架構下，經營勞動業

29



合作社專題報導  

30

務，收取勞動報酬，達成自主經營與生

計維繫之雙重目標，具有運用勞動合作

社的經營，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僱傭勞動

制度的理想，不能以人力公司等同視

之。因之，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究竟有

無勞雇關係，攸關合作社本質與各種法

律之適用，顯有明確定性之必要。 

二、勞動合作社參與政府勞務投標資格問題 

勞動合作社係依法成立之法人組

織，參與政府機關、公立醫療院所勞務

採購案投標，資格應無疑義。惟近來部

分政府勞務採購案，在投標須知增列投

標廠商應填具「保障勞工權益切結書」

及提出「就業服務許可證」之規定，勞

動合作社因無法出具上述文件，致喪失

投標機會，上開條件與政府採購法第 6

條：「機關辦理採購，對廠商不得為無正

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及第 37 條：「機關

訂定前條投標廠商之資格，不得不當限

制競爭，並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

必須之能力者為限」之規定有無違反？

有必要釐清。 

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勞務

採購契約範本第 8條履約管約(十七) 勞

工權益保障：「1.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

勞務之派遣勞工，應訂立書面勞動契

約，並將該契約影本送機關備查。但廠

商為合作社，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勞工

為其社員者，不在此限」。足證該會認定

勞動合作社與其他廠商性質不同，與社

員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故以但書排除

書面勞動契約之適用。準此，既肯認勞

動合作社與社員間並無僱傭關係，另再

規定合作社應填具「保障勞工權益切結

書」，承諾得標後派駐機關之服務人力均

為「僱用勞工」，並依規定辦理勞健保及

提撥退休金，並列為投標證件之一。明

顯前後矛盾。 

蓋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既無僱傭關

係存在，依法不需為社員辦理勞健保及

提繳勞工退休金，如何填具違反合作社

本質之「切結書」？若不出具，投標資

格不符；若貿然出具，則得標後不以「僱

用勞工」方式經營，又面臨違約罰款之

風險。上開投標資格規定，似已自始即

限制勞動合作社參與投標，有違憲法第

145 條：「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

助」意旨。 

另按就業服務法第 2 條規定：「本法

用詞定義如下：一、就業服務：指協助

國民就業及雇主徵求員工所提供之服

務。二、就業服務機構：指提供就業服

務之機構；其由政府機關設置者，為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其由政府以外之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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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團體所設置者，為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第 34 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及其分支機構，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

許可，經發給許可證後，始得從事就業

服務業務；其許可證並應定期更新之。

未經許可，不得從事就業服務業務」。第

35 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得經營下

列就業服務業務：一、職業介紹或人力

仲介業務。二、接受委任招募員工。三、

協助國民釐定生涯發展計畫之就業諮詢

或職業心理測驗。四、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就業服務事項」。準此，取得

「就業服務許可證」之廠商，係以辦理

「職業介紹或人力仲介」為主要業務，

方有必要申請許可證照。惟其若兼營各

種勞務提供業務，仍須對外招募勞工為

之。反之，以經營各種勞務提供業務為

主之廠商，並未兼營就業服務業務，自

無須取得「就業服務許可證」，卻因此不

得參與投標，寧無差別待遇？再者，機

關辦理採購，訂定投標廠商之基本資

格，應以「與提供招標標的有關」及「與

履約能力有關」為限。若增加取得「就

業服務許可證」之少數廠商始可參與勞

務投標，形同排除未經營「就業服務」

業務，有能力提供勞務之勞動合作社參

與，似有限制投標之嫌。建請相關主管

機關注意及之，以維勞動合作社權益。 

三、勞動合作社稅負問題 

依我國目前稅制，若個人若受僱從

事勞動取得工資，僅須繳納個人綜合所

得稅。反之，若個人加入勞動合作社為

社員，勞動取得之工資，除個人綜合所

得稅仍須照繳外，合作社另外必須繳納

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印花稅。依

合作社所產生費用、稅捐最後會回歸社

員共同負擔原理，形式上由合作社繳納

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印花稅，

實質上均轉嫁由勞動社員承擔，稅負反

而更沉重。政府原擬輔導無一定雇主勞

動者組成合作社藉以降低失業率，並用

以確保勞動所得不被剝削之美意，若稅

制未配合檢討修正，必將限縮勞動合作

社發展空間。 

勞動合作社從業主收到的款項當

中，必須依社員勞動量之多寡，轉付給

社員。究其實質屬於「代收轉付」之性

質，並非合作社社得可自主支配之實質

收入，若列入合作社之營業收入計徵營

業稅，進而成為營利事業計算之基礎，

難謂公平合理。就此問題，財政部 105

年 6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10500062580 號

函略以：「勞動合作社之收入，轉付社員

部分，是否屬代收代付性質，應視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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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與社員之間有無僱傭關係，就個

案事實核實認定」。該函釋顯已肯定「無

僱傭關係」則可以「代收轉付」方式處

理，惟合作社統一發票如何開立？營利

事業所得稅如何申報？並未具體敘明，

實務上有進一步規定之必要。 

營業稅法第 8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

「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社會福利

團體、機構及勞工團體，提供之社會福

利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社會福利勞

務」免徵營業稅。準此，勞動合作社是

否屬勞工團體，攸關上開免稅法律之適

用。就此，財政部 106 年 2 月 8 日台財

稅字第 10500736790 號令：「依合作社法

核准設立之勞動合作社核屬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

稱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勞工團

體，其所提供之社會福利勞務，符合同

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之 4規定者，免徵營

業稅」，已明確認定勞動合作社定位為

「勞工團體」，嗣後勞動合作社提供之

「社會福利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

之社會福利勞務，應屬免稅之範圍。 

全球化後，社區主義興起，社會福

利觀念改變，社區發展已成共識，歐、

美、日等國已將勞動合作社定位在社區

建構(community building)上，因為勞

動合作社具有社會與經濟雙重屬性。勞

動合作社透過社會投資，生產社區產

品，滿足社區居民需要，創造社區就業

機會。這一過程，符合 1995 年國際合作

聯盟(ICA)公布的合作社第七項經營原

則：關懷社區。行政院於 105 年 9 月 29

日通過「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照顧

勞動合作社係勞動者自主營運的事業， 

可創造社員就業機會，有助於整體

失業率之降低。其非營利之本質，亦可

避免資本主或承包商從勞動工資中剝削

的情況，更可落實以「社區」為基礎的

長期照顧體系。建議政府重視勞動合作

社之功能，積極培訓社區內失業民眾照

護技能，並輔導其成立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就近承攬長照 2.0 政策業務，建

立「在地人照顧在地人」照顧服務體系，

不僅可落實在地老化目標，亦可使照顧

服務員兼顧其家庭，更有助於失業率之

降低。政府支付一筆社會福利支出，可

創造多重乘數效益。爰此，特撰此文，

將目前勞動合作社經營面臨之問題指

出，盼合作界集思廣義，共同推動解決。 

 

 

〈本文作者係台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董

事兼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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