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第三屆理監事暨勞方代表與周董事長座談會紀錄 

 

受文者：全體理、監事及勞方代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18日 
發文字號：（105）世曦工三字第 8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世曦工會 105年度簡介簡報 
 

開會事由：第三屆理監事暨勞方代表與周董事長座談會 

開會時間：105年 11月 16日（星期三）下午 2:00~3:45 

開會地點：CECI大樓 501會議室 

主 持 人：林理事長 志權     紀錄: 温福連 秘書 

聯絡電話：02-8797-3567轉 8723 

出 席 者：王宗駿、朱坤煌(請假)、那志齊(請假)、林志權、張正

育、湯允中、陳永儒、潘建鴻、顏彬任(理事群) 

          邱奕堅、馬世芳、焦碧玲(監事群) 

          楊世平(勞方代表) 

  總幹事 柯璧真、財會 施玲敏、秘書 温福連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 

資方代表: 周董事長 禮良、王總經理 炤烈、劉副總經理 沈榮、 

行政單位列席:胡副理 嘉裕、林高專 詠潔  

座談內容如下： 

1. 介紹本會組織、幹部成員 

2. 說明本會近期推動之重大勞資議題： 

1) 加速舊制退休金結清案 

2) 會員強烈反應薪資結構應全面性檢討及調整 



3) 支持勞動部建議，由本會選派勞工董事參與世曦公司董

事會會務 

3. 就工會所提議題進行座談 

座談會議程: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報告: 詳簡報資料 

三、座談發言摘要: 

潘建鴻常務理事: 

1. 有關舊制退休金結清方案，世曦工會、中華顧問及世曦公司經多次協商及努

力，中華顧問並委請顧問公司研擬方案後於 104年假世曦公司華光廳及北中

南三地召開說明會，原擱置方案之主要稅務問題後經多方協調後亦獲得財政

部正式回函得比照退休金方式計算，本案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多數會員同仁

亦對結清充滿期待，希望中華顧問及世曦公司二位新任董事長上任後能延續

該政策，就算最後決策有所變動亦應提出具體說明並有效解決舊制退休金問

題。 

2. 基層同仁來公司上班除期盼薪資能穩定成長外，最基本的要求是“原有年薪

不被 104年立法院 4.4個月之限制縮減”而產生薪資不漲反跌的問題，目前

中華顧問介入世曦薪資結構調整問題(與舊制年資有關)，未來基本底薪無法

調整獎金又縮水，將可能造成年薪低於過往之不合理現象，嚴重影響士氣。 

3. 近期除基層同仁外亦有許多部門主管提議應儘快解決上述問題，否則不僅人

才流失，更難招募優秀人才，甚至面臨公司體制變化，建請董事長能積極推

動結清方案，或者讓公司之薪資結構調整與舊制年資問題能有效脫鉤，讓同

仁之薪資結構早日獲得合理調整共創公司榮景。 

 

張正育常務理事: 

1. 目前世曦面臨二大議題即舊制退休金及薪資結構調整相扣，由於二案同時推

動有困難，現階段舊制退休金結清尚未解決，導致薪資結構調整無進展，造

成新進同仁薪資偏低，流動率高，個人提出，若將二案切開、獨立運作是否

可行? 

2. 針對舊制退休金若以信託方式循序漸進提撥或存應可解決，如此即可馬上進

行薪資結構調整，使新進同仁薪資偏低問題獲得即刻改善。 

3.  “高薪資”的公司也可以是“高產值”及“高競爭力”，期許周董事長上

任後公司能呈現新的領導作風，迅速解決上述問題，帶領公司成為業界“高

薪資公司”的領頭羊。 

 

周董事長: 

今日座談會議題重點集中於舊制退休金結清案儘快處理、碩士學歷新進員工低

薪資，薪資結構須調整及爭取勞工董事之訴求，議題簡要明確。今天主要來了

解工會訴求，針對這些議題，也聽聽王總經理及劉副總意見，進而雙向溝通、

回覆及處理，請踴躍發言。 



 

林理事長: 

今日座談會主要三大訴求，涉及層面較廣，希望周董事長重視且盡速推動，其

餘一般性議題已於每季勞資會議前於工會網站討論區、勞資議題徵詢單等收納

全體會員同仁意見，於勞資會議中由雙方討論協商議決，目前運作已成熟。 

 

王總經理: 

1. 周董事長上任至今，個人深感周董事長非常關心員工，體認員工是公司唯一

且最重要的資產，首要照顧及善待。對於目前世曦面臨的問題、工會、各代

表所提出的心聲也都了解。 

2. 上週(11月 11日)與董事長於交通部會議當面向部長及交通部各級首長報告

目前世曦概況，亦提出舊制退休金及薪資結構調整，就實質而言，推動確實

有困難，因重點都是要用“錢”來解決問題，並非容易之事，但公司目前考

慮將朝以下方式進行處理: 

(1) 在舊制退休金結清案及全面薪資結構調整尚無法由本公司決行即辦理前， 

 新進員工因碩士學歷者其薪資與中興、中鼎等公司比較下確實相對偏低，   

 此部分已影響世曦目前對於人才之招募，將向中華顧問爭取由世曦自行決 

 定調整。另外，董事長日前已指示管理部針對本公司新進員工起薪調整後 

 進用員工之薪資，研議進行調高之可能。 

(2) 個人主張是否可能推動由同仁認股？(非全面釋股，僅開放同仁認股) 

 目前公司同仁平均年資約為 14.7年，可謂工程顧問界中最為資深，若以釋 

 股處理，應可提高及加強同仁對公司之向心力，此主張亦為合宜方案。 

(3) 我們不似台電、中油這類國公營事業有 10數名的董事名額，世曦的董事額

僅 7~9位；交通部及中華顧問如果考量將各工程及財經法律等專業人士延

攬至董事會，則還能再稀釋給工會董事的名額編制實屬不易，至於是否修

訂世曦公司的公司章程，增加董事名額，以提高機會讓勞工董事進入董事

會為中華顧問之權責；勞動部日前亦去函交通部，請其針對工會推動增加

世曦勞工董事事宜妥處，公司將會利用機會再次轉請中華顧問及交通部參

考。但在達成此目標之前是否先爭取在母公司中華顧問董事會的勞工董事

席次，或許是先前可以努力的目標。 

(4)目前在勞資會議中，公司與工會互動關係尚稱良好，工會提出眾多主張，在

會議過程中或許有諸多較激烈的討論；但只要是合理的訴求，公司也都提

出多項善意的回應，甚至主動釋出諸多對同仁有利的政策，例如最近勞資

議題提出針對同仁因公務需要之網路費用補助可能性，公司已進行評估具

體可行方案。去年世曦被列為類國營企業，年終獎金有 4.4個月上限限

制，加上近年因國內整體工程環境不佳，公司業務量呈現衰退現象，103

年至今營運數字不甚理想，無法達到目標盈餘的情況下，在這個時間點要

求實質提高年薪規模，實在有實務上的困難，這點還要請工會跟同仁多諒

解。 



(5) 近期檢視公司各部門業務，部分部門業務量高低不均，公司亦應檢討修正

調整業務量，以求分工均勻、合理性。提高工地及營管事業群同仁之照

顧，以達無後顧之憂，進而提升員工士氣，為目前公司須重視之重點。 

 

周董事長: 

經各位陳述聚焦，清楚溝通後，個人看法如下: 

1、初步觀察世曦與中華顧問的關係，存在某種不信任感，此部分必須突破，目

前個人與中華顧問 林董事長保持良好溝通，業務推行尚屬順暢。至於存在

不信任感的來源是有歷史淵源的，可能是世曦過往曾經發生過不被信任的作

為，故中華顧問近年對世曦許多重大業務進行掌控甚至主導決策；以往不信

任，不表示以後還會繼續不信任，但需要努力、進行溝通，取得信任，與中

華顧問溝通回歸原本第一版具公司治理精神之「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轉

投資事業監督要點」，進而正常運作。 

2、針對舊制退休金的問題，請同仁不須擔心中華顧問經濟狀況，目前中華顧問

資產約有 42億，而世曦舊制退休金只需約 22億的金額，足以應對，不須擔

心。故請有舊制退休金之同仁，重點主軸放在三方協議書的履約，世曦絕對

遵守三方協議書之內容。不管中華顧問是否鎖定 103年 12月 31日為平均薪

資基準日核算舊制退休金或結算，三方協議書明載對同仁的承諾，世曦最終

均需也會負責，必要時考慮與中華顧問就上述爭議切割，切割後世曦有更大

發展空間，爾後有任何問題仍由世曦負責。 

3、薪資結構部分，人事組已初步完成同業間新進員工起薪分析比較資料，另擇

日向工會說明，提供同仁了解。另經調查世曦與中興顧問碩士新進員工起薪

落差約 3000元，低的部分應補齊，但其實我們同仁整體的年度收入是比同

業略高的，尤其資深同仁及部分部門的同仁，雖本薪略低，但年薪總額卻仍

具競爭力。眾所期盼提高薪資之要求，回歸現實面而言，在現階段業績無法

達成，持續下降，甚至連 4.4個月獎金總額上限都還沒辦法達到的狀態下，

目前暫時比較沒有立場爭取提高績效獎金上限。 

4、目前公司承接業務之獲利僅 10% 低利潤，如何減低成本及費用支出，提高 

   利潤及達成率實為重點。現僅海外業務之獲利率較高(15~20%)，若公司營運 

   可提高至獲利 5個月的能量時，我們自然可以領到 4.4個月的獎金；甚至藉 

   由經營治理的手段為同仁爭取更多的福利。當營運績效提高至 6個月時，公 

   司自然更有理由向立法院/交通部爭取放寬績效獎金上限，這一切還有賴同 

   仁一同努力，提高公司盈餘並將盈餘回饋給同仁。在公司未來三年計畫規劃 

   中，固本計畫並朝開發海外市場、朝向以新技術設計，與同業市場區隔才有 

   機會高獲利。     

 

潘建鴻常務理事: 

1. 會員同仁並不擔心中華顧問或世曦不履行三方協議書，自 104年工會與 卓

董、尹董協商至今，針對三方協議書中擔心的是“不希望世曦一開門就負

債”。 



2. 中華顧問董事會片面決議將舊制退休金鎖定於 103年 12月 31日為舊制退休

金核算基準點，爾後中華顧問不再支付因薪資成長所增加之舊制退休金；若

員工薪資有調整，漲幅所增加的舊制退休金由世曦支付，世曦需同時上繳盈

餘及承擔後期增加之舊制退休金，如此會員同仁辛苦努力賺的錢，需移挪至

退休金提撥，將減少世曦盈餘，對世曦成立後只能選新制退休金之會員同仁

不公平，對舊制退休金同仁亦可能因為公司調整其薪資後造成世曦必須支付

大筆退休金而無法得到合理的調整亦相對不公平，所以中華顧問董事會片面

對鎖定 103年後舊制退休金漲幅由世曦支付乙案，不論對世曦公司或新舊制

同仁均極不合理。 

 

 

周董事長: 

舊制退休金支付問題個人看法如下：雖中華顧問董事會決議將負擔世曦舊制退

休金責任鎖定基準日為 103年 12月 31日，爾後因薪資成長所增加之舊制退休

金由世曦負擔，看似與三方協議書條文略有差異；惟世曦可與中華顧問商量將

上述增加之支出自年度上繳至中華顧問之盈餘中先行扣除，就能降低對世曦獲

利及同仁原可領得獎金數之影響。 

 

湯允中理事: 

會員同仁不是擔心三方協議書下之退休金拿不到，而是擔心 103年 12月 31日

以後切割後，爾後之退休金由世曦承擔，如此每年獲利將被稀釋，因為要移挪

部分支付退休金。經董事長上述說明要求減少中華顧問年上繳之盈餘，工會必

當為資方後盾，向中華顧問爭取減少上繳盈餘之比例。 

 

周董事長: 

有關這一點其實公司先前在研議時就有想到可能的連動效應，這部份劉副總及

行政管理群會把關執行，不須擔心，但同仁最重要的任務是突破現狀，要多賺

錢，方可治本及能照顧所有同仁。海外接案亦是一個重要方向，建議同仁有機

會多一同參與並支持公司拓展海外業務的決心，為提高公司的獲利共同努力。 

 

王總經理: 

1. 假設世曦釋股，世曦需承擔舊制退休金支付義務，公司負債會因舊制退休金

問題提高，股票價值自然降低，同仁此時進場認股自然可以以相對低價買

得，此外世曦自負盈虧，各項政策的推動將更靈活(如獎金、調薪等世曦自

行負責)。 

2. 公司期望如以釋股處理，初始低價限員工認股，無必要對外釋股，員工自己

管理公司，努力經營提高股價，同仁方有錢賺。 

 

林理事長: 

釋股與三方協議書執行可能遭遇的狀況與適法性，工會花很多時間研究討論，

擔心公司資本額僅十幾億，爾後需背負舊制退休金二十幾億之高負債，而會整

同仁之想法及心聲透過此次座談會讓董事長更了解及留意此潛在隱憂。  

 



劉副總經理: 

釋股為中華顧問釋出所持的世曦股份，股價將由中華顧問決定。 

 

王宗駿理事: 

1. 對今日座談會提出三項議案討論，並未得到資方提出完整解決辦法，特別是

薪資結構調整，資方無明確回覆，頗為失望。僅聽到管理部分析目前公司新

進同仁薪資低、舊制同仁薪資高，對於薪水高低其實為相對性問題，25年

前任職於中華顧問業績高(20億/年)、薪水高；現世曦業績高(40億/年)、

薪水卻低，試問這些年公司是否有視業務量增加，反映於會員同仁薪資上? 

2. 目前公司部分同仁領 10萬元高薪、卻僅執行 5萬元之業務，為何公司營業

額提高，利潤卻降低，是否因間接費用提高導致稀釋利潤，公司應給予答

案。 

3. 各部門僅拚量、不重值的工作態度，公司現已淪為如鴻海般的代工廠，難以

提升獲利。以往在中華顧問時期，秉持引以為傲的技術專精，即有本錢向業

主爭取高服務費，而今不是，僅充量不求精，剛由董事長提出爾後要求進

步，如以 3D設計方向邁進，雖此設計可解決許多問題，但初期投入所需之

人力、財力等為皆為高成本，如此該如何平衡目前的付出與收穫 ? 

王總經理: 

1. 對於公司僅衝量不重值之現況，個人並不認同，董事長明示“世曦必須提升

獲利”，現公司員工人數由以往 1200人至目前達 1900人，人數多，量是必

須有的，但如果業務量持續不足情況下，公司勢必面臨緊縮的壓力，公司的

經營攸關同仁生計，裁員並非公司所樂見，所以公司現追求每人年均產值為

220萬~230萬(以產值*公司人數約 42億)。 

2. 獲利問題，經營就是開源節流，除了持續拓展業務外，如果發現有浪費的地

方，就需補洞解決，經檢視發現各部門獲利高低不同，獲利能力低之部門，

減少產量；獲利能力高之部門，增加產量，由於公司屬性為綜合性之工程顧

問公司，故管理層需要尋求辦法協助獲利不佳之部門。 

3. 間接費用高，如何精簡、節省費用亦是現階段需處理之業務。工地業務實屬

艱辛單位，公司應體恤並降低其目標產值。 

 

周董事長: 

現階段公司需要突破，僅在國內有知名度是不夠的，比如近期海外得標馬來西

亞捷運案固然值得欣喜，但歷史經驗提醒我們必須避免國際合約的陷阱，這時

就需要法律、財會、人資等行政後勤部門的支援，例如我們提供較高規格的電

腦甚至網路專線設備；前期人員探勘等出差必要費用勢必將會耗增費用，即便

如此，這樣的成本還是必需要花的，藉由此案向外擴展接觸，才能讓國際因而

注意且認識到我們世曦，提升公司於海外知名度，方有機會多拓展客源並接案



賺到更多的錢回饋給同仁。同時，藉由海外業務的拓展，也是公司檢測自我實

力的時機，我們不只打國內賽，現在更要打國際盃並時刻升級我們的技術，讓

我們隨時保持高度的競爭力。 

 

林理事長: 

1. 薪資調整部分，請管理部盡快安排時間與工會說明，或許雙方認知有誤解

(指新進同仁薪資低、舊制同仁薪資高部份)。 

2. 藉由此次座談會將工會主要訴求與想法向資方說明，日後將保持與行政管理

群持續溝通及交換意見，盡速解決會員同仁所期待的薪資結構調整問題。 

 

(座談會於 15:45pm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