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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國是我們重要的貿易夥伴，其汽車工業舉世聞名，該國與台灣一樣，缺乏

天然資源，均係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產業結構相似。是以台灣當前面臨諸多

經濟發展上的難題，借鏡德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如：加入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訂

定經濟成長方案，以及攸關核能存廢與否的能源問題。似可作為我國將來制訂政

策時的參考。我國目前企盼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TPP）第 2輪談判以及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談判。若我國無法順利參與 TPP 以及 RCEP 談

判，此將不利於我方經濟及政治自主性，尤其是現在之全球經貿環境形成區域化、

板塊化，也表示臺灣如不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之行列，經貿將被邊緣化，以及衍生

的國際政治地位孤立狀態。 

德國經濟政策值得各國學習仿效。此次藉經濟部 104年度台德技術合作訓練

計畫，前往德國柏林經濟及法律學院（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BSEL），

參加「全球化下之歐盟角色」(European Union in a Global World, EUGW)為期兩

星期的短期進修課程，除研習歐洲相關基礎理論課程外，亦拜會當地官方政府以

及著名公司，瞭解德國經濟及社會政策方向，成為我國未來施政參考。 

此次研習課程，主要包含兩個部分，第一星期上課內容為「全球化下歐洲

企業之挑戰」（Global Challenges for European Firms），由Prof. Dr. Axel Hellmann

講授；第二星期課程為「全球化下人力資源探討－從歐洲觀點」（Human Costs of 

Global Markets: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由Prof. Dr. José Magone講授。 

拜會部分，主要包含三個部分，7月15日，由Prof. Dr. Axel Hellmann帶領，

參訪BMW萊比錫工廠(BMW Leipzig)，介紹BMW的生產方式與行銷策略，以及7

月18日至7月19日，至德勒斯登進行校外教學觀摩；7月22日，由Prof. Dr. José 

Magone帶領，拜會德國勞工及社會部 (Federal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Affairs)，由該部主管介紹德國勞工以及社會福利政策，並就相關德國勞工保障

與年金問題與參訪學員交換意見。 

本次參加研習課程中，與來自英國、美國、中國、新加坡、澳洲、香港、

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地的學生共同研習歐盟領域知識，本梯次課程台灣

學生僅1人申請入學。上課時氣氛熱絡，同學大多有不錯的商管背景，發言踴躍。

課堂中提及德國在二戰時期，犯下難以被原諒的種族滅絕罪行，其透過深刻的反

省後，還原事實，並對世人深刻道歉，反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回顧

這段歷史，令我印象深刻；並提及歐盟於經濟整合過程中的爭議部分、歐盟貿易

政策、德國企業全球佈局、社會福利以及勞工政策等，使我有豐碩的收穫。 

最後，感謝童處長、駐德代表處經濟組以及國際合作處同仁，對我的支持

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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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 

德國是歐洲最大的市場，創造了歐盟 20%的國內生產值。雖受到全球經濟海

嘯影響，以出口導向的德國工業受到很大衝擊。德國去年經濟成長率為 1.5%，

係自 2011 年來最佳經濟表現，德國本(2015)年經濟成長率預估值為 1.0%，目前

歐元貶值及國際油價持續下跌，更有利於德國經濟再向上成長，但烏俄衝突及歐

元區疲弱的經濟，替德國經濟增添了負面效果。 

2012年是德國自 2009年經濟危機後經濟穩健且微幅增長的開始，伴隨工業

製造的增加以及提振內需，除了貿易的貢獻外，經濟成長的刺激方案帶動德國經

濟成長，德國政府多次實施振興經濟方案幫助德國渡過全球經濟危機，也提供賦

稅優惠，及獎勵措施。德國政府將加強研發及創新發展，並對大公司及中小型企

業提供獎勵創新政策。 

德國由於出口導向之經濟體系所致，於全球金融危機時德國本身亦歷經嚴重

的經濟衰退，但該國經濟現已強勁復甦反彈。美歐雙方於本(104)年 2 月 2 日於

布魯塞爾展開第 8 回合談判。據歐盟估計，一旦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

（TTIP）生效，每年將分別為歐盟和美國創造 1190 億歐元和 950 億歐元產值，

同時也將對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產生深遠影響。包含對於環保、勞工及消費者權益

等的高標準保護；其談判目標並非僅是再次降低美歐雙方關稅稅率，而是消除雙

方貿易障礙。並針對「非關稅貿易障礙」項目，統一商品規格與標準，可為廠商

減少大量成本。 

德國是我們重要的貿易夥伴，其汽車工業舉世聞名，該國與台灣一樣，缺乏

天然資源，均係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產業結構相似。是以台灣當前面臨諸多

經濟發展上的難題，借鏡德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如：加入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訂

定經濟成長方案，以及攸關核能存廢與否的能源問題。似可作為我國將來制訂政

策時的參考。我國目前企盼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TPP）第 2輪談判以及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談判。若我國無法順利參與 TPP 以及 RCEP 談

判，此將不利於我方經濟及政治自主性，尤其是現在之全球經貿環境形成區域化、

板塊化，也表示臺灣如不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之行列，經貿將被邊緣化，以及衍生

的國際政治地位孤立狀態。 

德國經濟政策有其相當值得各國學習仿效之處。此次藉由經濟部 104 年度台

德技術合作訓練計畫，前往德國柏林經濟及法律學院（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BSEL），參加「全球化下之歐盟角色」(European Union in a Global World, 

EUGW)為期兩星期的短期進修課程，除研習歐洲相關財經基礎理論課程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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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當地官方政府以及著名公司行號，瞭解德國經濟及社會政策方向，殊值我國

做為未來施政的參考。 

此次研習包含： 

一、 課程部分： 

(一) 全球化下歐洲企業之挑戰（Global Challenges for European Firms）；由

Prof. Dr. Axel Hellmann講授。 

(二) 全球化下人力資源探討－從歐洲觀點（Human Costs of Global Markets: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由Prof. Dr. José Magone講授。 

二、 拜會部分： 

(一) 7月15日，由Prof. Dr. Axel Hellmann帶領參，訪BMW萊比錫工廠(BMW 

Leipzig)，介紹BMW的生產方式與行銷策略。 

(二) 7月18日至7月19日，至德勒斯登進行校外教學觀摩 

(三) 7月22日，由Prof. Dr. José Magone帶領，拜會德國勞工及社會部 (Federal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Affairs)，由該部主管介紹德國勞工政策以及

社會福利政策，並就相關德國勞工保障與年金問題與參訪學員交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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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習內容 

（一）全球化下歐洲企業之挑戰 (Global Challenges for 

European Firms) 
1. 前言 

德國企業特色人印象深刻，包括：德國企業文化有非常明顯的法制精神。

企業制定規章是以制定法律的方式施行，講究信用、嚴謹、追求完美，

認真、規則；德國企業文化強調人本，注重人力養成，注重員工培訓；

德國企業普遍追求產品質量完美、提供一流服務的精神。 

 

現在很多年輕德商公司給與員工更多的自由與權力，薪水、休假由員工

自己定，企業氛圍更民主，整個公司的運作也更透明，整個管理方式顛

覆了傳統觀念，惟台灣企業較不注重員工權益，包括責任制、工時長，

以及過勞的議題，都值得從德國企業的經營文化中省思一番。 

 

2. 研修過程 

7月 13日~7 月 17日課程，由 Prof. Dr. Axel Hellmann 講授。 

本課程共分為四大部分，第一：歐盟治理政策；第二：跨國企業與財務

管理；第三：全球化下汽車業的競爭與變遷。 

(1) 歐盟治理政策 

課程重點摘要如下： 

 歐洲整合概念 

在二次大戰後的政經脈絡下，歐洲整合的優先順序為經濟自由化和

政治穩定化，起初，整體制度設計首要目標在廢除會員國彼此間的

關稅或政策障礙，以使得貨物和人員的交流能夠暢行無阻；同時設

計出一個國際制度架構，以確保歐洲國家（尤其是德法兩國）之間

的和平共處。在政治共存的理念和經濟共榮的利益引導下，歐洲從

戰後一九五一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一九五七年的「歐洲原子

能共同體」及「歐洲經濟共同體」，一直發展到一九九二年在馬斯

垂特簽署《歐洲聯盟條約》，逐步地建立起日益緊密超越國家組織。

一九九七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修訂馬斯垂特的協議，進一步擴

展歐盟制度和職權，並加強社會面向的整合。尤其一九九九年歐元

問世，二零零二年開始流通使用後，各會員國的貨幣金融主權轉移

到歐洲中央銀行的手中，彼此的經濟依存度更為升高。二零零一年

的《尼斯條約》開始觸及接受東歐國家加入的東擴課題。 

 

歐盟共同的治理政策理念，包括在某些產業領域存在於歐盟區域內，

例如：水、電、瓦斯、郵政、通信、船運等，技術上需有一個獨佔

或寡佔的企業來服務全歐盟較具規模經濟，若是獨占將導致資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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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之無效率與浪費。目前，歐盟委員會權限對於法制議題並無充足

具體的權限，但傾向於垂直整合各國資源及發揮比較利益等優勢。 

 德國領導的歐盟 

課程重點摘要如下： 

德國人務實，行事較保守，但很注重產品品質，由其汽車工藝，即

可略知一二。其產品出口都能有不錯的表現。德國的經濟實力，加

上德國人較負責任的態度，都是德國繼續領導歐盟的原因。從現實

考慮，德國以強大的工業競爭力，和貿易順差的方式讓歐洲實體經

濟資本流向德國，唯一選擇是將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領導權，係最

符合德國國家利益。歐元區是德國經濟的命脈，一旦歐元區瓦解，

將給德國帶來致命打擊。為了保存歐元區完整，恢復歐元在國際上

的競爭力，需要一個全面的經濟改革方案，以及強而有力的領導與

監督者，目前只有德國能勝任這一角色。加上，其他成員國也期望

德國擔負起領導責任，所以德國領導地位的強化與歐盟的根本利益

一致，賦予德國此神聖的使命。 

 

 

(2) 跨國企業與財務管理 

i. 企業國際化的方式 

 出口(Exporting) 

 授權(Licensing) 

 開放加盟連鎖(franchising) 

 合資(Joint Ventures) 

 併購(Acquisition) 

 獨資設立外國分支機構(Foreign Subsidiaries) 

ii. 跨國企業的形成與發展 

 跨國企業的發展始於美國 



8 
 

 近代，各國為因應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浪潮，逐漸放寬外來直接 

投資的限制，繼美國企業之後，歐洲與日本的企業也隨之跟進 

，紛紛到海外設立營業據點 

 隨著新興亞洲的經濟成長，新興亞洲地區的跨國企業也開始嶄 

露頭角 

 韓國：三星、樂金、現代汽車 

 台灣：台塑、鴻海、台積電、宏碁、華碩、宏達電 

 中國大陸：聯想併 IBM、吉利汽車併 Volvo 汽車 

iii. 跨國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 

跨國企業應以整體公司股東權益價值極大化為目標，而非單一或部

分海外子公司的股東權益價值極大化。在達成財務管理目標的過程

中會比一般企業存在著更多的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 

iv. 多國企業(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NE) 

多國企業係指擁有分公司或分支機構在跨國之公司。多國企業的擁

有者分散在世界各地，因此他們通常也被視為跨國企業融資，通常

融資對象具有高度的跨國商業活動，例如進口、出口、許可證申請、

風險評估等。在全球化下，多國企業之價值在於尋求開放市場、高

品質之策略管理，以及尋求取得資金之管道。大型的跨國較容易利

用規模經濟、管理及科技之優勢、產品差異化、財務能力等因素，

運用必較利益要素。 

v. 比較利益法則 

是目前多國企業向外尋求資源之主要理論依據。 

vi. 多國企業向外擴張之動機 

多國企業向外擴張之動機，包括尋求市場、尋求原物料、尋求生產

效率，以及政治避險考量等。  

vii. 股東收益之最大化模式 

既定風險程度下，股東收益之最大化模式為極大化企業資本收益。

同樣地，既定之收益回饋下，股東收益之最大化模式為企業致力極

小化風險。 

viii.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mence) 

投機性投資失誤，對跨國企業之公司治理常引發道德與文化差異衝

突。 

ix. 國際投資決策 

國際投資決策係指跨國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決策。跨國企業進行國

際投資時，必須先評估投資方案的可行性及其對企業所帶來的價值

與風險，若其能符合股東權益價值極大化的目標，則應接受該投資

方案，反之則否決之，此評估程序一般稱為「國際資本預算」

(International Capital Bud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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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全球經濟下之境外投資 

是指外國企業為獲得利益在本地所作的經濟投資。一般而言，外國

企業會和本地企業組成一個公司，形成一個多國企業或者國際企業。

為了證明跨國企業母公司足以承擔其對於海外聯合企業或公司等

的治理權，國際貨幣基金定義治理權須要至少 10%或者更多的普通

股份，抑或擁有投票權的團體組織，與其相等的非團體組織。低於

此限制的只能算是投資組合。 

(3) 全球化下汽車業的競爭與變遷 

我們分組就不同的汽車公司進行分組上台報告。報告重點包括： 

公司檔案 (Company profile)、經濟循環 (Economic cycle)、產業結

構、就業結構(Employment structure)、組織結構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財務結構(Financial structure)、在地生產(In house 

manufacturing)、外包(Outsoursing)、組裝生產網絡(Modular 

production neworks)等。我與兩位印度同學 Vidhi Anam、Akshay 

Bhardwaj、一位墨西哥同學 Azucena Torres 共同就「豐田汽車公司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簡報。本組簡報內容如附件

一。 

 

3. 研修心得 

研修過程當中，老師非常注重每個同學的意見，甚至希望每個人都能提

出自己國家在地知名的企業，或是跨國企業。就德國人而言，他們十分

自豪自己的企業文化，以及經營企業的模式，透過此課程，本次參訪德

國 BMW 位於萊比錫的工廠，每位員工都專業分工，在偌大的工廠裡，

裡面像是十分有特色的觀光工廠，工作環境不像台灣傳統汽車工廠那麼

吵雜以及燥熱，反而十分乾淨，以及現代化。 

 

BMW 展示區，放置最新的電動車，透露出其最新、最尖端的科技不斷

推陳出新，總是能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國人十分青睞 BMW 車款，在台

灣的價格也十分昂貴，縱使價格不斐，銷售率始終居高不下，可見德國

車的品質在全世界皆是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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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下人力資源探討－從歐洲觀點（Human Costs of 

Global Markets: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 

1. 前言 

歐美各國其社會福利及法制健全，但是近年來景氣衰退、人口老化、醫

療及長期照顧費用高漲、高失業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之下，裁

減社會福利遂成為共識。 

 

相對於台灣而言，我國屬於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易受國際景氣的影

響，且因為政府預算持續刪減的同時，勢必影響到許多人的社會福利甚

至退休金，在政府有意推動延長退休年齡、透過輔導讓更多中高齡就業

人口增加的同時，是否會排擠到年輕人的就業機會，以及就業薪資，如

何全方位統整人力資源的運用，方能使國家整體競爭力提高，是我們欲

探討的重點。 

 

2. 研修過程 

7月 20日~7 月 24日課程，由 Prof. Dr. José Magone 講授。本課程共分

為兩大部分，第一：全球化下，德國的經濟社會與社會保障制度;第二：

全球化下人力資源探討－從歐洲觀點（Human Costs of Global Markets: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相關講義資料詳如附件 

(1) 全球化下，德國的經濟社會與社會保障制度 

課程重點摘要如下： 

歐美先進國家在經濟發展之後，其社會福利及法制的發展經驗值得開發

中國家學習，但是在近年來景氣衰退、人口老化、醫療及長期照顧費用

高漲、高失業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之下，裁減社會福利遂成為

共識。 

 

而社會保障制度對於穩定德國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常為人稱道。但是

維持這一制度的代價頗高，其費用占國民生產總值約 3成。高昂的費用

對於國家財政、企業以及員工的經濟負擔很大。目前德國社會保障方面

的政策重點放在如何維持鞏固這一制度上，如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進

行一些改革，把費用盡量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 

 

惟此「先進福利國家」，社會福利縮編會引起社會反彈，因而如何在追

求經濟發展又能兼顧社會福利體系之政策，實成為各國政府所必須面臨

之挑戰。 

 

德國「社會國」的概念受限於財政基礎的規劃上，人口結構老化、醫療

費用高漲、高失業率、歐體之負債限制都使得此困境急速加劇。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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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以人為本，進行任何社會福利的規劃與變革，都需要高度的全民共

識。 

 

另外由於歐洲人力成本增加，製造業外移的當下，任何廠商若想要一枝

獨秀，都不能單靠降低成本或是外包生產，必須多面向思考，包括勞工

福利、產品品質、公司的行銷策略，產品的全球布局。而本課程提供這

樣理論基礎，與實務參訪課程訓練，可供我國借鏡。 

 

 德國社會保險制度 

德國社會保險制度，其管理方面十分有特色。具體而言，德國社會保險

機構通常是根據公法建立、由雇員與雇主代表組成、在管理和財務上獨

立於國家機構、依據法律規定實行自治管理。這些自治管理機構一般由

人數相當的雇員和雇主代表組成，內設全體代表大會和執行董事會兩個

主要機構。 

 

對德國社會保險機構概括分為：醫療保險和長期護理保險是由醫療保險

公司和護理保險公司提供，而工傷保險由職業合作社提供，養老保險由

保險公司提供，失業保險由聯邦勞動局負責。在德國中央政府，社會保

險制度主管部門的分工為：聯邦勞動和社會事務部，負責監督和規劃養

老、工傷以及失業保險的運行和長期發展﹔聯邦衛生部，負責監督和規

劃醫療保險以及長期護理保險的運行與長期發展。 

 

 德國的社會優撫制度 

社會照顧，在發展初期是為了撫平歷史事件所產生的缺憾，而由國家所

推動的一種社會衡平措施，旨在為公共服務提供者（例如公務員、軍人

等）因服務社會公益而遭受收入損失、導致殘疾或死亡時提供補償性福

利，或是諸如健康護理、養老金、撫育孤兒、住房及教育補貼以及其他

福利。它是一個綜合的社會保障制度，涵蓋了社會優撫、國家賠償等內

容，帶有撫恤的性質。 

 

社會補償待遇的支付和管理方式為：社會補償機構向受害者提供醫療康

復待遇和醫療康復補充待遇。 

 

 德國的社會救助制度 

社會救助制度主要是為了因應緊急事件或突發狀況所產生的困境，主要

用以提供人民最低生活條件的保障，主要是德國基本法第 1 條第 1 款

「人性尊嚴」條款（「人的尊嚴不容侵犯。所有國家權力均有尊重與保

護之義務」）的落實。社會救助的資金來源於國家稅收，接受救助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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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繳費，但需要接受業務辦理機構的家計調查。 

 

德國社會救助制度主要有社會救濟、住房補貼和青年補貼等項目。其中

社會救濟是最低層次的保障，主要是面向那些生活貧困的底層人民發放，

目的在於讓那些處於特殊困難的人們接受救濟，能夠維持一種符合人性

尊嚴的基本生活，政府也希望能夠透過這種救助，幫助貧困人群重新獲

得自立的能力。 

 

社會救濟主要為地方政府發放，可以是現金或是實物。其內容可分為兩

類：生活救助，即向貧困線以下者提供的生活補助﹔特別救助，即對公

民特殊情況下出現的困難提供救濟，包括教育救助、衛生預防救助、醫

療救助、生育救助、高齡救助等。住房補貼主要係向中低收入者發放，

來減輕房租負擔或者是貸款攤還本息。除此之外，德國許多城市出資建

造了社會救助住房，廉價租給需要社會救助的人群。青年補貼針對沒有

能力承擔教育培訓費用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可以申請補助，獲得平等的

學校教育及職業培訓機會。 

(2) 全球化下人力資源探討－從歐洲觀點（Human Costs of Global 

Markets: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 

相關講義資料詳如附件。 

 

3. 研修心得 

德國係「先進福利國家」，社會福利縮編會引起社會反彈，進行任何社

會福利的規劃與變革，都需要高度的全民共識。因而如何在追求經濟

發展又能兼顧社會福利體系之政策，實成為各國政府所必須面臨之挑

戰。 

 

另外由於歐洲人力成本增加，製造業外移的當下，任何廠商若想要一枝

獨秀，都不能單靠降低成本或是外包生產，必須多面向思考，包括勞工

福利、產品品質、公司的行銷策略，產品的全球布局。而本課程提供這

樣理論基礎，與實務參訪課程訓練，可供我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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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會內容 
(一) 拜會德國 BMW萊比錫工廠(BMW Leipzig) 

7月 15日，由 Prof. Dr. Axel Hellmann 帶領，參訪 BMW 位於萊比錫的

工廠(BMW Leipzig)介紹 BMW 的生產方式與行銷策略。 

BMW 位於德國萊比錫 (Leipzig) 的工廠，向來以現代化且有高度彈性

的生產技術聞名於世，而這座從 2005 年 3 月開始啟用的工廠，十分特

殊。在競爭激烈全球高級汽車業中，選擇留在德國起造全新車廠。其不

因成本考量，而選擇中國大陸、東歐等地，或美國，BMW 仍舊選擇本

國為生產據點。 

BMW 透過這個建築空間展現出它與全球其他車廠不同的造車理念，任

何人看過這座汽車廠的內部與外在，不禁對先進名車，有了新的體認，

包括，車體製造、塗裝，以及組裝的過程，都在同一條生產線上進行，

僅有零件的生產，三款車將會在各自不同區域進行；目前來比錫工廠有

超過 5,200 名的員工，其中 2,500 人直接受僱於 BMW，在彈性工時及

轉換系統的運作下，每天依照訂單需求，將可生產 650至700輛的新車。

而且每一個製造、組裝的過程中，都非常的乾淨、清潔、自動化，並且

兼具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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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勒斯登進行校外教學觀摩 

7月 18日至 7月 19日，由學校指派兩名助教帶領參訪。德勒斯登，有

易北河畔佛羅倫斯之稱城市的美名。其是薩克森選帝侯國的政經及文化

中心，又是新教重鎮，在城市建設上無論是建築或是園林設計都在歐洲

享有一席之地，可惜 1685 年一場大火將古城區全毀，以致往後的幾十

年德勒斯登都在重建中，直到 1732年，一座新的王城才重新建構完成。

德勒斯登也從原來富文藝復興風格的城市轉變成符合時代風格的巴洛

克城市。 

 

東德時代完全未重建的重要歷史建築就是那棟於 1726 至 1743 興建的

聖母教堂（Frauenkirche），那是一座路德新教的教堂，也是德勒斯登

的地標。1945 年 2月 13日起遭到英美盟軍的猛烈轟炸後，聖母教堂的

所在地──新市集（Neumarkt）已不再留下任何一棟建築物，而聖母教

堂前豎立的馬丁路德紀念銅像也嚴重毀損，聖母教堂則在攝氏 1200 度

的火燄中燃燒，一直撐到 2 月 15 日，那個用石材建成的穹頂才終於倒

下。教堂中美麗的祭壇還能在燃燒中被搶救下來。 

 

戰後，在德勒斯登工業大學建築系教授納德勒（Hans Nadler）的領導下

展開了重建工作的調查，1947 年將搶救下來的祭壇加以維護。至於聖

母堂所在地的廢墟在東德時代曾一度想清除後改建公園，但遭到市民的

反對。在缺乏重建經費下，只得放在那裡長達半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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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會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部 (Federal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Affairs) 

7月 14日，由 Prof. Dr. José Magone 帶領，拜會德國聯邦勞工及社

會事務部 (Federal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Affairs)，由該部主管

介紹德國勞工政策以及福利議題以及社會福利、社會救助、長期照

顧等政策，並就現行德國勞工權益、保障與年金問題與參訪學員交

換意見。 

 

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事務部主要工作，在於提供充分就業、社會融

合與社會安定之政策架構，以及負責監督和規劃養老、工傷以及失

業保險的運行和長期發展。其影響社會福利制度最重要的保險年金

管理單位德國聯邦保險總署，亦設在聯邦勞工及社會事務部下，為

一個獨立機關，成立於 1956年，總部位於波昂。 

 

德國依賴創造完善的就業環境，提供一個社會安全網絡。如果沒有

繁榮的私部門商業活動，就沒有效率的社會福利制度之保障。因此，

經濟社會、勞工與社會福利政策彼此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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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建議 

(一) 本次參加德國柏林經濟及法律學院（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BSEL）之研習課程中，本次研習與來自英國、美國、中國、新

加坡、澳洲、香港、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地的學生共同研習

歐盟領域知識，本梯次課程台灣學生僅 1 人申請入學。在德國時上課

氣氛非常好，同學大多有不錯的商管背景，都能針對討論議題發言踴

躍，且以不同國家的立場上，可以討論出許多的折衷方案，令人印象

深刻。 

(二) 在為期兩週的研習過程中，校方的課程安排、拜會單位洽排、課程評

量、校外活動等均嚴謹規劃，看得出德國人做事講求效率及負責細心

的工作態度。建議國內應多選送從事相關業務人員出國，或是能同時

洽排產、官、學人士進行會談，多參加此類研習活動，能增廣見聞，

而實地走訪，對於國際事務的了解，較能有親身經歷。 

(三) 近來歐洲經濟體的重大變化，剛好是這次學習的討論重點，台灣雖然

距離歐洲遙遠，但身為國際上的一份子，不能置身事外。我國目前企

盼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TPP）第 2輪談判以及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議（RCEP）。若我國無法順利參與 TPP以及 RCEP 談判，將使

我國經貿被邊緣化，以及衍生的國際政治地位孤立狀態。期望透過相

關資料的研析，以及各國菁英的觀點，提供給相關單位一些重要資訊，

以及對未來經濟趨勢的看法。 

(四) 此次研習課程，主要包含兩個部分，第一星期上課內容為「全球化下

歐洲企業之挑戰」（Global Challenges for European Firms）；第二星期課

程為「全球化下人力資源探討－從歐洲觀點」（Human Costs of Global 

Markets: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德國教授授課內容充實完善，注

重與學生互動、成績評量客觀，學生無論課堂或課外參訪均相當認真，

尤其是參訪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部，該部主管與我們學生互動的方式，

十分親切。其主講人隨時歡迎學生提問，並提供各式各樣茶點，以及

參考資料於每個人座位，課中氣氛十分輕鬆，來自各地的學生就德國

勞動議題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並於討論的過程中，同學對議題觀點

不盡相同，討論中可獲得新的知識與人際互動經驗。 

(五) 課堂中提及德國歷史，德國在二戰時期，犯下難以被原諒的種族滅絕

罪行，其透過深刻的反省之後，反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和尊重。

課堂中回顧這段歷史，令我印象深刻；並提及歐盟於經濟整合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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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議部分、歐盟貿易政策、德國企業面臨全球化的挑戰、德國企業

的全球佈局、社會福利以及勞工政策等議題，均有豐碩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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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件 
(一) 附件一：「TOTOTA 汽車公司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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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二：全球化下人力資源探討－從歐洲觀點（Human Costs of Global 

Markets: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相關講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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