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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暨時間表 

113-12-20 

議程 時間 時數 主持人 

報到 14:00-14:30 30 分鐘 會務人員 

大會開始、主席致辭 14:30-14:40 10 分鐘 

林理事長 志權 

會務報告 14:40-15:20 40 分鐘 

提案討論 15:20-15:25 05 分鐘 

臨時動議 15:25-15:40 15 分鐘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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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議程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1. 113 年度新進與異動會員名單核備案。(附錄一) 

2. 113 年度工會財務報表審核，提請核備案。(附錄二) 

3. 114 年度工會經費收支預算書、工作計畫書。(附錄三、四) 

4.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113/09/04 發佈，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

整至 28,590 元，調幅 4.08%；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90 元，調幅

3.83%。依工會章程第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於 114 年 1 月起，本會經常會

費由 137 元調至 143 元。 

5. 113 年度工會會務報告。 

四、提案討論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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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附錄一】 

【正式人員】新進會員名單(1/2) 
112.11.01～113.10.31 

共 132 人 

No. 部門/人數 姓名 No. 部門/人數 姓名 

1 

AD建築部 

楊宗祐 8 

CM營建部 

林祐聖 

2 林靖騰 9 郭法漁 

3 劉靖亭 10 陳柏融 

4 簡珮珊 11 張傳忠 

5 盧奕瑋 12 吳冠勳 

6 柯小迪 13 蔡承儒 

7 賴聖中 14 張鶴懷 

8 黃鼎耀 15 黃慶宇 

9 王奕翔 16 侯凱閔 

10 陳冠儒 17 顏廷有 

1 

BR企劃部 

郭美萱 18 張家瑋 

2 林淑雯 19 蔡伯昌 

3 范家瑞 1 

ED電機部 

李宜庭 

1 

CA嘉南工程處 

翁崇期 2 羅先豪 

2 洪碩徽 3 柯智賢 

3 陳顯柔 4 廖英捷 

4 周妏璘 5 謝韋思 

5 周庭宏 6 張家瑋 

6 薛靖樟 7 賴佳宏 

7 魏任 8 張戎岳 

8 鄭琪穎 9 胡程喆 

9 陳保慶 10 吳孟翰 

10 陳湘盈 11 謝育霖 

11 黃士懷 12 汪漢仁 

12 洪中宥 13 唐珮珊 

1 

CC資訊部 

賴信雄 14 邱琝茹 

2 劉瑞豐 15 王鴻毅 

3 林尚延 16 卓書緯 

1  楊育政 17 黃靖嵐 

2  黃克信 18 林昱翰 

3  潘奕銘 19 曾彥超 

4 CM營建部 詹如鈺 20 劉益誠 

5  賴耿辰 21 陳証任 

6  林嘉堯 22 陳孟宏 

7  張震偉 23 林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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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正式人員】新進會員名單(2/2) 

112.11.01～113.10.31 

共 132 人 

No. 部門/人數 姓名 No. 部門/人數 姓名 

1 

GE空資部 

詹宗冀 5 RE鐵道部 張閎睿 

2 田沛鑫 1 

RT捷運部 

吳旻恒 

3 賀柏凱 2 李宜祥 

4 楊皓 3 何宗彥 

5 王翊瑄 4 林辰憶 

6 劉彩婷 5 賴奕亘 

1 GT地工部 夏昀 6 趙守豐 

1 

HE水環部 

鄭群嚴 7 邱俊浩 

2 許瑛璇 8 鄭家欣 

3 陳俊琳 1 

SA第一結構部 

洪翌鈞 

4 孫溏澤 2 宋柏賢 

5 邱清俊 3 孫韋喆 

6 郭高君 4 羅元佑 

1 
IS智慧系統部 

黃昱嘉 5 何奕親 

2 周奕翔 1 SB第二結構部 賴柏丞 

1 

KC高捷專案 

林志航 1 

TA中工處 

胡宇承 

2 黃柏睿 2 陳識文 

3 李家豪 3 施盈甄 

4 黃得倫 1 

TC運土部 

楊定原 

1 

KS高工處 

蔡易伽 2 黃欣庭 

2 蔡雅晴 3 李鎮宇 

3 黃頌恩 4 蔡妙琪 

4 黃冠霖 5 賴柏文 

5 張耕嫚 6 連乾翰 

6 陳瀚文 7 曾翊瑄 

7 吳昱劭 8 王乙丞 

8 吳沐蓉 9 邱莉珺 

9 陳昱霖    

1 

MD機械部 

劉瑞麟    

2 陳致豪    

3 陳聖易    

1 

RE鐵道部 

吳璨廷    

2 丁照昇    

3 陳楷峰    

4 王璟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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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臨時人員】新進會員名單(1/3) 
112.11.01～113.10.31 

共 166 人 

No. 部門/人數 姓名 No. 部門/人數 姓名 

1 AM管理部 林欣 35 CA嘉南工程處 李仲鎧 

1 

CA嘉南工程處 

陳信旭 1 

CM營建部 

孔振雄 

2 柳懿珊 2 巫沅樺 

3 蔡政憲 3 曹彧綾 

4 劉昱宏 4 林彥維 

5 江采芸 5 朱育樓 

6 許逸賢 6 楊顓禧 

7 許紘維 7 林柏成 

8 馮麟翔 8 彭元鴻 

9 鄭家嫻 9 蔡明宏 

10 辛威霖 10 黃慧茹 

11 李佩珈 11 張宸瑋 

12 謝秉辰 12 呂浩愷 

13 林美青 13 黃家容 

14 蔡雪雲 14 何沛潔 

15 蔡雅雯 15 唐德懿 

16 吳基榮 16 張緯翔 

17 陳賢鼎 17 謝英灶 

18 江婉禎 18 毛惠英 

19 郭慈允 19 陳惠君 

20 郭冠緯 20 劉鳳君 

21 陳宗慶 21 游秋銘 

22 高傳淵 22 邱致皓 

23 郭建成 23 柯冠廷 

24 林庭鈺 24 楊雅莉 

25 唐弘羲 25 呂宜璇 

26 蔡尚成 26 王昱婷 

27 蔡孝杰 27 陳雅鈴 

28 林怡菁 28 江晉霖 

29 張祐誠 29 廖宛珠 

30 吳政祐 30 胡巧玲 

31 游巧蓁 31 許雅婷 

32 江孟蓁 32 陳厚任 

33 洪清宏 33 張珮娟 

34 李家宏 34 王泉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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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臨時人員】新進會員名單(2/3) 
112.11.01～113.10.31 

共 166 人 

No. 部門/人數 姓名 No. 部門/人數 姓名 

35 

CM營建部 

林庭聿 3 

KS高工處 

張宥貞 

36 陳岱淵 4 周怡杰 

37 吳心慧 5 林良宗 

38 簡安均 6 黃榆崴 

39 蔡昆憲 7 莊淑卿 

40 莊淑茹 8 吳雅淑 

41 白蕎瑄 9 黃道凱 

1 

ED電機部 

涂民怡 10 吳奕杰 

2 張漢鴻 11 胡冠敏 

3 李文娟 12 彭淑貞 

4 曾佩誼 13 李佳恒 

5 許朝宗 14 李季剛 

6 劉明倫 15 賴玉宸 

7 吳旻蓁 16 張嘉珍 

8 張信維 17 劉忠軒 

9 傅翠玲 18 陳信安 

10 沈秉勲 19 陳詩雨 

11 楊貴淳 20 李忠和 

1 HE水環部 王躍霖 21 張雅竹 

1 

KC高捷專案 

陳永祥 22 周育豎 

2 陳妤婷 23 洪芳馨 

3 黃曼菁 24 陳怡名 

4 柯任芳 25 張宜筠 

5 陳韋豪 26 張懿寧 

6 凃彥菱 27 潘進聰 

7 劉柔安 28 顏金堂 

8 洪麗慧 29 楊宗屏 

9 李緒康 30 林志樺 

10 李珈誠 31 楊于嫺 

11 曾仁彥 32 蔡忠憲 

12 洪慧瓊 33 陳昱廷 

13 郭馨 34 張智皓 

14 顏宏文 1 

T3桃機專案 

林維民 

1 
KS高工處 

陳熙媛 2 連心翎 

2 曾郁雅 3 王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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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臨時人員】新進會員名單(3/3) 
112.11.01～113.10.31 

共 166 人 

No. 部門/人數 姓名 No. 部門/人數 姓名 

4 

T3桃機專案 

陳貞羽    

5 許文昱    

6 趙蔚萍    

7 張庭溱    

8 張書豪    

9 莊珮妤    

10 林郁旻    

11 羅文蓮    

12 周翊瑜    

13 胡雅雯    

14 許瑞志    

1 

TA中工處 

蔡承佑    

2 張程凱    

3 梁灯洲    

4 謝杰恩    

5 陳首銘    

6 黃奕瑒    

7 詹哲政    

8 鍾孟岑    

9 張婉儀    

10 李宏茗    

11 黃家豪    

12 張家榮    

13 王衍德    

14 劉益鴻    

15 李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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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正式人員】會員異動名單(1/3) 

112.11.01～113.10.31 (共 152 人次) 

No. 部門/人數 姓名 異動原因 No. 部門/人數 姓名 異動原因 

1 

AD建築部 

王麗華 屆齡退休 10 CM營建部 黃文宗 退休 

2 古堯文  離職 1 

ED電機部 

王國棟 屆齡退休 

3 徐晨綾 復職 2 王鴻毅 離職 

4 陳博均 復職 3 林宜澧 離職 

5 黃唯宸 復職 4 邱德潤 調任華光 

6 黃唯宸 離職 5 柯智賢 離職 

7 蔡尚玎 復職 6 徐立軒 離職 

8 賴鈺淇 復職 7 莊侑儒 離職 

9 謝明倫 因病留停 8 葉貞君 育嬰留停 

10 謝明倫 復職 9 劉永劼 屆齡退休 

11 魏哲勛 因事留停 1 

GE空資部 

王莛莛 離職 

1 

AM管理部 

林于禎 復職 2 凃茵薽 離職 

2 林冠宇 離職 3 馬子恆 離職 

3 陳永恬 復職 4 高惠欣 育嬰留停 

4 黃馨稻 退休 1 

GT地工部 

沈楷庭 因事留停(兵役) 

1 
BM BIM中心 

陳昭惠 復職 2 沈楷庭 復職 

2 馮昌之 育嬰留停 3 林宜賢 離職 

1 
BR企劃部 

胡德琬 屆齡退休 4 林信宏 復職 

2 劉晏寧 育嬰留停 5 許哲瑋 復職(提前) 

1 

CA嘉南工程處 

王文智 育嬰留停 6 陳姵雯 復職 

2 余廷昆 退休 7 詹勳宏 離職 

3 張唐豪 離職 8 劉兆洋 因事留停(兵役) 

4 魏  任 離職 9 劉兆洋 復職 

1 

CC資訊部 

 

鄭玉騏 育嬰留停 1 

HB港灣部 

江俊宇 復職 

2 鄭玉騏 復職 2 李瑞墉 屆齡退休 

3 林奕君 育嬰留停 3 楊維莘 因事留停 

4 陳彥齊 育嬰留停 1 

HE水環部 

林禹安 育嬰留停 

1 

CM營建部 

王復漢 因病留停 2 張立瑋 離職 

2 王復漢 復職 3 許淑芬 退休 

3 伍時有 屆齡退休 4 許禮堯 離職 

4 李春瑩 屆齡退休 5 鄭群嚴 調任華光 

5 李智榮 屆齡退休 6 鍾佳蓁 育嬰留停 

6 林興家 屆齡退休 1 HO經理部 魏雲魯 屆齡退休 

7 邵長裕 屆齡退休 1 

IS智慧系統部 

王湘羚 屆齡退休 

8 張淑娟 復職 2 李兆軒 因病留停 

9 張皓為 離職 3 林姝余 育嬰留停 

9



 

 

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正式人員】會員異動名單(2/3) 
112.11.01～113.10.31 (共 152 人次) 

No. 部門/人數 姓名 異動原因 No. 部門/人數 姓名 異動原因 

4 IS智慧系統部 劉佳任 屆齡退休 4 

RT捷運部 

邱奕哲 離職 

1 

KC高捷專案 

李定源 逝世 5 段隆翔 調任華光 

2 温月霞 復職 6 徐子權 育嬰留停 

3 黃柏睿 因事留停(兵役) 7 陳嘉柔 育嬰留停 

1 

KS高工處 

王毓甯 育嬰留停 8 黃昱中 育嬰留停 

2 王毓甯 復職 9 詹于萱 因事留停 

3 洪煜民 因病留停 10 詹佳瑜 調任華光 

4 郭恬安 復職 11 廖美茱 因事留停 

5 郭恬安 離職 12 劉嘉哲 屆齡退休 

6 黃雯琳 育嬰留停 13 鄭櫂賢 育嬰留停 

7 黃雍智 逝世 14 鄭櫂賢 復職 

8 葉勁捷 離職 1 
SA一結部 

張容慈 育嬰留停 

9 蘇裕評 離職 2 張容慈 復職 

1 MD機械部 蔡昀霖 離職 1 

SB二結部 

周偉庭 復職 

1 OB海外部 薩福安 復職 2 林裕家 育嬰留停 

1 

RE鐵道部 

丁竟民 因事留停(展延) 3 林裕家 復職 

2 林宇軒 因事留停(兵役) 4 陳俊榕 育嬰留停 

3 林宇軒 復職(提前) 1 SH職安部 劉進發 退休 

4 翁緯彬 離職 1 

T3桃機 T3專案 

尹思文 起離職 

5 張丞日 離職 2 古育偉 復職 

6 張閎睿 因事留停(兵役) 3 卓聰年 退休 

7 陳鈺靜 育嬰留停 4 高北安 育嬰留停 

8 陳鈺靜 復職(提前) 5 劉鈞輝 退休 

9 彭仁忠 屆齡退休 6 李錦玲 離職 

10 楊孟綸 育嬰留停(展延) 7 梁騰芳 退休 

11 楊孟綸 復職 1 

TA中工處 

鄭懋勳 因事留停 

12 趙乙謙 離職 2 王聖翔 離職 

13 蔡元峰 因事留停(兵役) 3 江奕昕 逝世 

14 蔡元峰 因事留停(展延) 4 李俊葦 因事留停 

15 蔡元峰 復職 5 胡宇承 離職 

16 謝文國 屆齡退休 6 郭  昕 屆齡退休 

17 羅悅文 退休 1 

TC運土部 

朱弘安 育嬰留停 

1 

RT捷運部 

王又新 屆齡退休 2 朱弘安 復職 

2 王東翔 育嬰留停 3 朱柏宗 退休 

3 李鈺雯 調任華光 4 周煥焄 調任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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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正式人員】會員異動名單(3/3) 
112.11.01～113.10.31 (共 152 人次) 

No. 部門/人數 姓名 異動原因 No. 部門/人數 姓名 異動原因 

5 

TC運土部 

周鏡惠 離職     

6 孟曉蘭 屆齡退休     

7 林心榆 離職     

8 林辰如 復職     

9 郭明杰 離職     

10 黃  婷 育嬰留停     

11 楊家正 退休     

12 楊敏棟 退休     

1 
TP民參部 

林芳吉 離職     

2 高慧儀 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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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12 年 vs. 113 年【正式人員】依各部門異動人次排序 

112 年度 
111.11.01~112.10.31 

113 年度 
112.11.01~113.10.31 

部門 人次 占比 部門 人次 占比 

RT 捷運部 15 12.9% RE 鐵道部 17 11.2% 

AD 建築部 14 12.1% RT 捷運部 14 9.2% 

RE 鐵道部 11 9.5% TC 運土部 12 7.9% 

CM 營建部 9 7.8% AD 建築部 11 7.2% 

TA 中工處 9 7.8% CM 營建部 10 6.6% 

CA 嘉南工程處 5 4.4% ED 電機部 9 5.9% 

ED 電機部 5 4.4% GT 地工部 9 5.9% 

HE 水環部 5 4.4% KS 高工處 9 5.9% 

TC 運土部 5 4.4% T3 桃機 T3 專案 7 4.6% 

KS 高工處 5 4.4% HE 水環部 6 3.9% 

SA 第一結構部 4 3.5% TA 中工處 6 3.9% 

TP 民參部 4 3.5% AM 管理部 4 2.6% 

MD 機械部 3 2.6% CA 嘉南工程處 4 2.6% 

GT 地工部 3 2.6% CC 資訊部 4 2.6% 

T3 桃機專案 3 2.6% GE 空資部 4 2.6% 

AM 管理部 3 2.6% IS 智慧系統部 4 2.6% 

BM BIM 中心 3 2.6% SB 第二結構部 4 2.6% 

SB 第二結構部 2 1.7% KC 高捷專案 3 1.9% 

HB 港灣部 2 1.7% HB 港灣部 3 1.9% 

GE 空資部 2 1.7% BM BIM 中心 2 1.3% 

BR 企劃部 1 0.9% BR 企劃部 2 1.3% 

CC 資訊部 1 0.9% SA 第一結構部 2 1.3% 

IS 智慧系統部 1 0.9% TP 民參部 2 1.3% 

OB 海外部 1 0.9% HO 經理部 1 0.8% 

   MD 機械部 1 0.8% 

   OB 海外部 1 0.8% 
   SH 職安部 1 0.8% 
 116 100.0%  152 100.0% 

112 年度異動原因 113 年度異動原因                                                                                                                                                          

說明 人次 占比 說明 人次 占比 

屆齡退休 9 7.8% 屆齡退休 19 12.5% 

退休 15 13.0% 退休 12 7.9% 

離職 32 27.8% 離職 34 22.4% 

留職停薪 33 28.7% 留職停薪 44 28.9% 

復職 25 21.8% 復職 34 22.4% 

調職 0 0.0% 調職 6 3.9% 

逝世 1 0.9% 逝世 3 2.0% 

退會 1 0.9% 退會 0 0% 

異動總人次 116 100.0% 異動總人次 152 100.0% 

112 年度留職停薪事由 113 年度留職停薪事由 

育嬰 16 48.5% 育嬰 26 59.1% 

因病 4 12.1% 因病 4 9.1% 

因事 13 39.4% 因事 14 31.8% 

留職停薪 33 100.0% 留職停薪 4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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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臨時人員】會員異動名單(1/4) 

112.11.01～113.10.31 (共 117 人次) 

No. 部門/人數 姓名 異動原因 

1 

CA嘉南工程處 

尹世霖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 王昱凱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3 王昱凱 派遣轉回定期 

4 王敦正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5 王敦正 派遣轉回定期 

6 江孟蓁 離職 

7 吳晉安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8 李芯茹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9 李嘉益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0 林昌霖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1 林哲基 離職 

12 林益帆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3 林德軒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4 林憲佑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5 邱昱傑 離職 

16 柳懿珊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7 洪佳君 離職 

18 孫崇智 離職 

19 翁健銘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0 張加奇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1 郭志雄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2 郭秉軒 離職 

23 郭豐銘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4 陳吉榮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5 陳映彣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6 陳昱廷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7 馮伯軒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8 黃以仁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9 楊尚仁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30 蕭予欣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 

CM營建部 

孔振雄 離職 

2 毛惠英 離職 

3 王昱婷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4 白蕎瑄 離職 

5 江宗鴻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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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臨時人員】會員異動名單(2/4) 

112.11.01～113.10.31 (共 117 人次) 

No. 部門/人數 姓名 異動原因 

6 

CM營建部 

江尚達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7 何沛潔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8 何靜燕 離職 

9 李興隆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0 林正中 離職 

11 林立千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2 林晏暘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3 俞  翔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4 張弘毅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5 張哲瑋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6 張景森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7 莊穎欽 離職 

18 陳厚任 離職 

19 陳律全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0 黃  昊 離職 

21 黃家容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2 黃雍修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3 蔡岳霖 離職 

24 蔡煒樂 離職 

25 盧建志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6 蕭志光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7 謝英灶 離職 

28 謝啟文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9 謝啟文 派遣轉回定期 

1 

KS高工處 

丁上竣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 余南慶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3 李煜基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4 杜芳榛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5 周佳隆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6 林毓淳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7 邱冠俞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8 高曼軒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9 張宇廷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0 張瑋宸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1 張義聖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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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臨時人員】會員異動名單(3/4) 

112.11.01～113.10.31 (共 117 人次) 

No. 部門/人數 姓名 異動原因 

12 

KS 高工處 

莊晉德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3 陳世弘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4 陳怡名 轉長期派遣 

15 陳茂忠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6 陳茂忠 派遣轉回定期 

17 黃俞文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8 楊惟智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9 楊惟智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0 楊惟智 派遣轉回定期 

21 魏子洋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2 羅仁傑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 

TA中工處 

吳采芬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 林雅慧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3 邱柏鈞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4 洪偉庭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5 張宇樑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6 張程凱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7 張程凱 派遣轉回定期 

8 陳存鼎 離職 

9 陳其俞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0 陳彥淞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1 陳聖龍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2 曾奕瑋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3 楊茹湘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4 虞博華 轉長期派遣 

15 劉又菁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6 黎俊成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17 黎俊成 派遣轉回定期 

18 賴益培 轉長期派遣 

19 鍾孟岑 離職 

1 

ED 電機部 

方順源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 方順源 派遣轉回定期 

3 王證彰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4 李文娟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5 李文娟 派遣轉回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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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臨時人員】會員異動名單(4/4) 

112.11.01～113.10.31 (共 117 人次) 

No. 部門/人數 姓名 異動原因 

6 

ED 電機部 

邱巧畇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7 洪驊君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8 劉明倫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9 劉明倫 派遣轉回定期 

1 

T3 桃機 T3專案 

李名豪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2 施睿宏 離職 

3 張定中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4 許力心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5 陳昭宏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6 黃齊邦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7 楊雲莉 離職 

8 葉錦育 定期轉三個月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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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13 年【臨時人員】各部門會員異動人次排序與異動原因比對 

 

112 年度 
112.02.01~112.10.31 

113 年度 
112.11.01~113.10.31 

部門 人次 占比 部門 人次 占比 

KS 高工處 14 22.2%  CA 嘉南工程處 30 25.6% 

CA 嘉南工程處 13 20.7%  CM 營建部 29 24.8% 

CM 營建部 13 20.6%  KS 高工處 22 18.8% 

TA 中工處 12 19.0%  TA 中工處 19 16.2% 

T3 桃機專案 5 7.9%  ED 電機部 9 7.7% 

ED 電機部 3 4.8%  T3 桃機專案 8 6.9% 

GE 空資部 1 1.6%    

HE 水環部 1 1.6%    

IS 智慧系統部 1 1.6%    

      

異動總人次 63 100.0% 異動總人次 117 100.0% 

112 年度異動原因                                                                                                                                                          113 年度異動原因 

說明 人次 占比 說明 人次 占比 

轉定期 7 11.1%   轉定期 10 8.5% 

轉派遣 50 79.4%   轉派遣 86 73.5% 

離職 6 9.5%   離職 21 18.0% 
      

異動總人次 63 100.0% 異動總人次 11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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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附錄二】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112 年收支情形及帳戶餘額表 

(112.01~112.12) 

項次 項目 
期初累積 

餘絀(A) 

112 年度收支統計 1-12 月 期末累積 

餘絀 

E=A+D 

備註 
收入(B) 支出(C) 

本期餘絀 

D=(B-C) 

一 本會經費收入  6,021,156     

 

  1.會費收入  3,294,433     

   (1).會員入會費  225,291     

   (2).經常會費  3,069,142     

  2.什項收入  185,621     

   (1).政府補助  80,000     

   (2).利息收入  105,621      

   (3).其他收入        

  3. 111 年盈餘提撥  2,541,102      

        

二 本會經費支出   4,459,475    

  1.人事費   686,932    

  2.辦公費   125,632    

   (1)文具印刷費   18,081    

   (2)國內差旅費   60,463    

   (3)辦公費-行動電話費   5,988    

 

  (4)辦公費-網際網路費 

  (5)辦公費-網站主機代 

           管費 

  

18,000 

   

23,100 

  3.業務費   3,646,911    

   (1)會議費       

   (2)教育訓練費   63,839    

   (3)業務費-餐點費   130,082    

   (4)業務費-禮品   3,330,786    

   (5)業務費-其他 

(交際、郵資、慰問等) 
  122,204    

  4.預備金       

 合計 6,562,104
註 1

 6,021,156  4,459,475 1,561,681  8,123,785
註 2   

註 1：111 年期末累積餘絀為 9,103,206 元，經 111 年 11 月 25 日第五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理事會決議提撥 111 年度

盈餘 2,541,102 元至 112 年度，故 112 年期初累積餘絀為 6,562,104 元。 

註 2：112 年 12 月結餘款：8,123,785 元。即定存單 6,500,000 元與 1,623,785 元的活存餘額(113.01.10)合計值。其中定

存單包含：2,950,000 元的定存單兩張(113/03/31)、(113/11/29)及 600,000 元定存單一張(113/10/30)共三筆。 

 

常務監事備查： 

 

核准： 

 

審核：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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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113 年收支情形及帳戶餘額表 

(113.01~113.10) 

項次 項目 
期初累積 

餘絀(A) 

113 年度收支統計 1-10 月 期末累積 

餘絀 

E=A+D 

備註 
收入(B) 支出(C) 

本期餘絀 

D=(B-C) 

一 本會經費收入  4,131,603      

  1.會費收入  3,017,710      

   (1).會員入會費  138,500      

   (2).經常會費  2,879,210      

  2.什項收入  113,893      

   (1).政府補助  20,000      

   (2).利息收入  93,893      

   (3).其他收入        

  3.112 年度盈餘提撥  1,000,000      

        

二 本會經費支出   3,130,542    

  1.人事費   692,592    

  2.辦公費   51,017    

   (1).文具印刷費   2,081    

   (2).國內差旅費   28,146    

   (3)辦公費-郵電費    4,990    

   (4)辦公費-網際網路費    15,000    

   (5)辦公費-網站主機代管費   800    

  3.業務費   2,386,933    

   (1)會議費       

   (2)教育訓練費   122,777    

   (3)業務費-餐點費   8,810    

   (4)業務費-禮品   2,107,512    

   (5)業務費-其他 

    (交際、郵資、慰問等) 
  100,234  

   

   (5)業務費-上級工會   47,600    

  4.預備金       

 合計 7,123,785
註 1

 4,131,603  3,130,542 1,001,061  8,124,846
註 2  

註 1：112 年期末累積餘絀為 8,123,785 元，經 112 年 10 月 16 日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理事會決議提撥 112 年度

盈餘 1,000,000 元至 113 年度，故 113 年期初累積餘絀為 7,123,785 元。 

註 2：113 年 10 月結餘款：8,124,846 元，即定存單 6,500,000 元與 1,624,846 元的活存餘額(113/11/13)合計值。其中定

存單包含：2,950,000 元的定存單兩張(114/03/31)、(114/11/29)及 600,000 元定存單一張(114/11/14)共三筆。 

 

常務監事備查： 

 

核准： 

 

審核：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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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附錄三】 

一一四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 

【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歲入部分新台幣：肆佰玖拾伍萬玖仟肆佰元整 

科 目 
預 算 額 ( 元 ) 說 明 

項 款 目 名      稱 

一   本會經費收入 4,959,400 00  

 1  會費收入 3,779,400 00  

  (1) 會員入會費 90,000 00 180 人*$500 

  (2) 經常會費 3,689,400 00 2150 人*$143*12 個月 

 2  什項收入 180,000 00  

  (1) 政府補助 80,000 00  

  (2) 利息收入 100,000 00  

 3  113 年度盈餘提撥 1,000,000 00  

 

      歲出部分新台幣：肆佰玖拾伍萬玖仟肆佰元整 

 

註 1：專職工會秘書薪資、年節奬金、福利津貼、勞健保費、顧問酬勞費、總幹事、財會、文書等 

      3 人會務津貼，自 114/01/01 起至 114/12/31 止共 12 個月。 

※113 年度盈餘提撥預算提撥 1,000,000 元供 114 年支用。 

常務監事審核:        理事長：          總幹事：           財會幹事： 

  

科 目 
預 算 額 ( 元 ) 說 明 

項 款 目 名      稱  

一   本會經費支出  4,959,400 00  

 1  人事費 950,000 00 註(1) 

 2  辦公費 135,000 00  

  (1) 文具印刷費 15,000 00  

  (2) 國內差旅費 60,000 00  

  (3) 辦公費-郵電費 10,000 00  

  (4) 辦公費-網際網路費 20,000 00  

  (5) 辦公費-網站主機代管費 30,000 00  

 3  業務費 2,960,000 00  

  (1) 會議費 60,000 00 
 

  (2) 教育訓練費 160,000 00 勞工教育及幹部訓練經費 

  (3) 業務費-餐點費 120,000 00  

  (4) 業務費-禮品(券) 2,350,000 00 
 

  
(5) 

業務費-其他 

(交際、郵資、慰問等) 
150,000 00   

  (6) 業務費-上級工會 120,000 00  

 4  預備金 914,4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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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附錄四】 

                   一一四度工會工作計劃書    

【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類別 工作項目 工作時程 執行單位或人員 

各類會議 

一、理、監事會   

  1.定期會議 
1.每三個月一次 

表訂 1、4、7、10 月召開 
理、監事、總幹事、 

財會幹事、秘書 
  2.臨時會議 2.不定期 

二、會員代表大會  

理、監事、會員代表、 

總幹事、財會幹事、秘書 
1.定期會議 1.每年至少一次 

2.臨時會議 2.不定期 

三、勞方代表會議 
每三個月一次 

表訂 1、4、7、10 月召開 
勞方代表、秘書 

四、勞資會議 
每三個月一次 

表訂 2、5、8、11 月召開 
勞方代表、秘書 

五、團體協約會議 不定期工作 團體協約協商代表 

六、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調查委 

    員會 
不定期 理事長 

七、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每三個月一次 

表訂 3、6、9、12 月召開 
理事長 

八、性騷擾申訴處理評議委員會 不定期 理事長 

會籍與 

文書管理 

一、入出會員登記列冊管理 經常性工作 秘書、財會幹事 

二、會費月經常費月結 每月一次 秘書、財會幹事 

三、理監事異動之函報 經常性工作 秘書 

四、勞資議題徵詢/定案 每三個月一次 秘書、理事長 

五、會員投訴諮詢 不定期工作 理事長、秘書 

六、文書管理 經常性工作 秘書 

業務活動 

一、全省工務所勞動權益議題交流 不定期工作 理事長 

二、勞動教育課程推廣實施 不定期工作 秘書 

三、談話性座談會 不定期工作 秘書 

四、工會網頁、FB 粉絲團維護 經常性工作 秘書 

五、參與勞動部/局相關活動 不定期工作 理、監事、總幹事與會務人員 

工會學術研究 舉辦各項工會相關系列講座 不定期工作 總幹事、秘書 

會員服務諮詢 提供會員溝通管道與諮詢 不定期工作 理、監事、秘書 

五一活動 勞動節禮品選購發放作業 一年一次 理、監事、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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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章程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提請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0 日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9 日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0 日第三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6 日第二屆第一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5 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16 日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修正第八條通過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97 年 6 月 6 日府勞一字第 09733354100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0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章程依據工會法、工會法施行細則、人民團體法暨相關法令訂定之。 

第 二 條：本會定名為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三 條：本會以保障勞工(會員)權益，增進勞工(會員)知能，發展生產事業，加強勞資合作關

係，以臻勞資生命共同體之境界，並改善(提昇)勞工(會員)生活之意境，進而協助政府

推行政令為宗旨。 

第 四 條：本會以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323 號 5 樓。 

第二章 任 務 

第 五 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二、會員就業輔導。 

三、勞工教育及托兒所之舉辦。 

四、圖書室之設置及出版物之印行。 

五、會員康樂活動及服務事項之舉辦。 

六、有關改善勞動條件及會員福利事業之促進。 

七、關於勞工法規制定與修改廢止事項之建議。 

八、勞資爭議或會員糾紛事件之調處。 

九、協助會員有關勞動事件法所定勞動事件之處理及相關事項。 

十、合於第三條宗旨應辦事項。 

十一、依其他法令規定應辦事項。 

第三章 會 員 

第 六 條：凡受僱於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員工，除代表資方(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一

級業務行政主管人員外，均有加入工會為會員之權利與義務，未成年勞工加入本會

者，應得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 

第 七 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有犯罪行為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中)或通緝中。 

二、吸食鴉片或其他毒品。 

三、無行為能力者。 

第 八 條：會員入會時，須填寫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繳納入會費，方為本會會員。 

第 九 條：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其他依法應享之權利。 

第 十 條：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之規定，服從履行本會決議案，並按時繳納經常會費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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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章程規定及決議案或其他不法情事，致妨害本會信用名譽與權益，

得由理事會決議，按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警告、停權、除名等處分，惟除名處分，

應經會員代表大會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第十二條：會員除名或退會，均應繳銷會員證及清償所欠應繳納之款項。 

第十三條：停權處分之內容為停止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會務行使及會員應享有

之福利。 

如擔任理、監事之會員受停權處分，其身分仍得維持，惟停權期間無法行使前項所列之權利。 

第四章 組織與職權 

第十四條：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職權。 

第十五條：本會會員人數達到一百人以上時，得由會員大會改為會員代表大會，其會員代表大會

代表產生名額、方式、辦法，悉依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及人民團體選舉罷

免辦法及相關之規定辦理之。 

第十六條：本會設理事九人，候補理事四人；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 理、監事均由會員代表

大會就本會會員代表中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年滿二十歲以上者選任之。 

第十七條：本會分別組織理監事會，就理事會中，互選常務理事三人，理事會就常務理事中推選

出理事長一人；另就監事會中互選常務監事一人，並同時為監事會召集人。 

第十八條：本會理事及監事均為義務職，惟為處理工會業務，得酌發交通費(車馬費)，其任期一

屆三年，連選得連任。如理、監事因故出缺時，由各該候補理、監事依次遞補，以補

足原任期為限。常務理事中一人為理事長，代表工會並依規定召集理事會及常務理事

會。 

第十九條：本會得設總幹事一人，受理事長指導，處理一切會務，下得設秘書、組長、幹事、助

理幹事若干人，依層次指揮處理交辦事項，各項會務人員之管理、員額、待遇及其聘

用與解聘，由理事會依照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並視本會財務狀況及工作需要決定

之。 

第二 十條：本會得視業務需要，設置各種委員會，委員人選，提請理事會同意後聘任之，任期與

理事會同(其組織規則另定之)。 

第二十一條：本會視組織發展之需要，得成立分會、支部，並劃編若干小組。 

第二十二條：本會會務如有必要時，得依業務性質由理事會聘請顧問若干人，其任期與理事會

同。 

第二十三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職權如下： 

一、通過或修正本會章程。 

二、審核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之預(決)算，聽取並審查理、監事會工作報告並確定會費

徵收標準。 

三、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 

四、基金之設立、管理及處分。 

五、會內公共事業之創辦。 

六、財產之處分。 

七、工會之合併或分立。 

八、工會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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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選舉或罷免理、監事，選舉出席上級工會代表、團體協約協商代表、勞資會議代

表、列席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職工退休基金監督委員會代表等之勞方工會代

表。 

十、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

任及停權之規定。 

十一、行使理事會推派勞工董事之同意權。 

十二、會員之停權及除名之規定。 

十三、其他法令所規定賦予職權。 

第二十四條：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案。 

二、擬定工作計畫，編撰工作報告。 

三、籌措經費及編造預算、決算。 

四、處理本會會務。 

五、採行或接納會員之建議。 

六、處理監事會移付事項。 

七、處理勞資爭議事項。 

八、審查會員入會資格及清查會員會籍。 

九、推選勞工董事，該勞工董事於會員代表大會表決追認。 

十、處理其他重要事項。 

第二十五條：理事長職權如下： 

一、執行理事會之決議案。 

二、處理本會日常事務。 

三、決定理事會日期。 

四、召集會員代表大會及相關會議。 

五、團體協約簽約代表人。 

六、處理其他重要事項。 

第二十六條：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二、稽核本會經費收支及其他有關財務事項。 

三、監察本會各項工作執行情形。 

四、審查理事會處理之會務。 

五、其他有關監察事項。 

第二十七條：常務監事(監事會召集人)職權如下： 

一、執行監事會之決議。 

二、召開監事會，並擔任主席。 

三、綜理監事會日常事務。 

第五章 會 議 

第二十八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兩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議，每

一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應經理事會決議或會員五分之一或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

上請求，或監事之請求，由理事長召集之。 

第二十九條：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會員代表；臨時會議應於會議召開當日之

三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會員或會員代表，但因緊急事項召集臨時會議，得於會議

召開當日之一日前送達。 

第 三十 條：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如經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得函請理事長召開臨時

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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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如經監事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得函請常務監事(監事會

召集人)召開臨時監事會。 

第三十二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會等各種會議，應有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非經出

席者過半數之同意不得議決。但章程之訂定與修改、工會聯合會之組織。會員之除

名、工會財產之處分，應經出席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會員代表大會之決

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 

第三十三條：本會各種議事規則另定之。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四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入會費。入會費新臺幣 1000 元(新進同仁報到一個月內入會者，可享五折優

惠)，申請人同意由公司自入會當月薪資中代為扣繳。 

二、經常會費。經常月費代扣標準依工會法第 28 條規定，不得低於該會員當月工資之百

分之零點五。惟為考量減低多數會員同仁之經濟負擔，本會採級距制收費，並以本

薪 15 萬元為級距區分之標準，本薪高於 15 萬元者為一級距，收取 15 萬元之 0.5%

為會費；少於等於 15 萬元者為另一級距，收取最低基本工資的 0.5%為會費。經常

會費每月徵收數額為最低基本工資的 0.5%(最低基本工資係按勞動局最新公佈數據

為準)申請人同意由公司自每月薪資中代為扣繳。 

三、特別基金。 

四、臨時募集金。 

五、會員捐款。 

六、銀行存款孳息。 

七、其他收入。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經費之繳納、數額及方式，應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三十五條：本會經費收支及財產狀況，每年應向會員代表大會報告及提付審查；每三個月由理

事會審查並編造會計季報表，送監事會稽核。如有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或會員

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得選派代表查核工會之財產狀況。 

第三十六條：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七章 政府之保護 

第三十七條：雇主或其他代理人，不得因勞工加入本會而有拒絕僱用或解僱及為其他不利之待

遇。 

第八章 附 則 

第三十八條：本會辦事細則、各種委員會組織規則及各項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定，提經會員代

表大會決議另訂之。 

第三十九條：本會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工會法、工會法施行細則、人民團體法暨相關法令之規

定辦理。 

第 四十 條：本章程提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5



 

               《工會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 

生效狀態：1.本法規第  19 條修正條文生效日期：民國 112 年 01 月 01 日。 

          2. 本法 111.11.30  修正公布第 45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工會為法人。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工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之主管機關輔導、監督。 

第 4 條 

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現役軍人與國防部所屬及依法監督之軍火工業員工，不得組織工會；軍火工業之範圍，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國防部定之。 

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入工會。 

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公務人員之結社組織，依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5 條 

工會之任務如下： 

一、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二、勞資爭議之處理。 

三、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 

四、勞工政策與法令之制（訂）定及修正之推動。 

五、勞工教育之舉辦。 

六、會員就業之協助。 

七、會員康樂事項之舉辦。 

八、工會或會員糾紛事件之調處。 

九、依法令從事事業之舉辦。 

十、勞工家庭生計之調查及勞工統計之編製。 

十一、其他合於第一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 

第 二 章 組織 

第 6 條 

工會組織類型如下，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工會： 

一、企業工會：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金

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二、產業工會：結合相關產業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三、職業工會：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前項第三款組織之職業工會，應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為組織區域。 

第 7 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組織之企業工會，其勞工應加入工會。 

第 8 條 

工會得依需要籌組聯合組織；其名稱、層級、區域及屬性，應於聯合組織章程中定之。 

工會聯合組織應置專任會務人員辦理會務。 

以全國為組織區域籌組之工會聯合組織，其發起籌組之工會數應達發起工會種類數額三分之一以

上，且所含行政區域應達全國直轄市、縣（市）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第 9 條 

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所組織之各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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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同種類職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 

第 10 條 

工會名稱，不得與其他工會名稱相同。 

第 11 條 

組織工會應有勞工三十人以上之連署發起，組成籌備會辦理公開徵求會員、擬定章程及召開成立大

會。 

前項籌備會應於召開工會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會員名冊及理事、監事名冊，向其會址

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請領登記證書。但依第八條規定以全國為組織區域籌組之工會

聯合組織，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登記，並請領登記證書。 

第 12 條 

工會章程之記載事項如下： 

一、名稱。 

二、宗旨。 

三、區域。 

四、會址。 

五、任務。 

六、組織。 

七、會員入會、出會、停權及除名。 

八、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九、會員代表、理事、監事之名額、權限及其選任、解任、停權；置有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副理

事長者，亦同。 

十、置有秘書長或總幹事者，其聘任及解任。 

十一、理事長與監事會召集人之權限及選任、解任、停權。 

十二、會議。 

十三、經費及會計。 

十四、基金之設立及管理。 

十五、財產之處分。 

十六、章程之修改。 

十七、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 13 條 

工會章程之訂定，應經成立大會會員或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並經出席會員或會員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 

第 三 章 會員 

第 14 條 

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不得加入該企業之工會。但工會章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5 條 

工會會員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得依章程選出會員代表。 

工會會員代表之任期，每一任不得超過四年，自當選後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之日起算。 

第 16 條 

工會會員大會為工會之最高權力機關。但工會設有會員代表大會者，由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

之職權。 

第 四 章 理事及監事 

第 17 條 

工會應置理事及監事，其名額如下： 

一、工會會員人數五百人以下者，置理事五人至九人；其會員人數超過五百人者，每逾五百人得增

置理事二人，理事名額最多不得超過二十七人。 

二、工會聯合組織之理事不得超過五十一人。 

三、工會之監事不得超過該工會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按其章程規定推選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

2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17


過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工會得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至少一人；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工會理事、

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工會應置理事長一人，對外代表工會，並得視業務需要置副理事長。理事長、副理事長應具理事身

分。 

工會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應設監事會，置監事會召集人一人。監事會召集人執行監事會決議，

並列席理事會。 

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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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會監事審核工會簿記帳目，稽查各種事業進行狀況及章程所定之事項，並得會同相關專業人士為

之。 

監事之職權於設有監事會之工會，由監事會行使之。 

第 19 條 

工會會員已成年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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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條 

工會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及監事會召集人之任期，每一任不得超

過四年。 

理事長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 21 條 

工會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及其代理人，因執行職

務所致他人之損害，工會應負連帶責任。 

第 五 章 會議 

第 22 條 

工會召開會議時，其會議通知之記載事項如下： 

一、事由。 

二、時間。 

三、地點。 

四、其他事項。 

第 23 條 

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至遲應於會議召開當日之十五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會員或會員代

表。 

臨時會議，經理事會決議，或會員五分之一或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請求，或監事之請求，由理事

長召集之，至遲應於會議召開當日之三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會員或會員代表。但因緊急事故召集

臨時會議，得於會議召開當日之一日前送達。 

第 24 條 

工會理事會分為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至遲應於會議召開當日之七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理事。 

臨時會議，經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由理事長召集之，至遲應於會議召開當日之一日前，將會

議通知送達理事。理事長認有必要時，亦得召集之。 

理事應親自出席會議。 

工會設監事會者，其定期會議或臨時會議準用前四項規定；會議應由監事會召集人召集之。 

監事得列席理事會陳述意見。 

第 25 條 

前二條之定期會議，不能依法或依章程規定召開時，得由主管機關指定理事或監事一人召集之。 

前二條之臨時會議，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不於請求之日起十日內召集時，原請求人之一人或數人

得申請主管機關指定召集之。 

第 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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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項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議決： 

一、工會章程之修改。 

二、財產之處分。 

三、工會之聯合、合併、分立或解散。 

四、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

任及停權之規定。 

五、會員之停權及除名之規定。 

六、工會各項經費收繳數額、經費之收支預算、支配基準與支付及稽核方法。 

七、事業報告及收支決算之承認。 

八、基金之運用及處分。 

九、會內公共事業之創辦。 

十、集體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 

十一、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四款之規定經議決訂定者，不受人民團體法及其相關法令之限制。 

會員之停權或除名，於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前，應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 27 條 

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或會員代表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非有出席會員或會員

代表過半數同意，不得議決。但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事項，非有出席會員或會員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不得議決。 

會員或會員代表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或會員代表出席，每一代表以委託一

人為限，委託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其委託方式、條件、委託數額計算及其他應

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工會聯合組織之會員代表委託代表出席時，其委託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僅得委託所屬工會或

各該本業之其他會員代表。 

第 六 章 財務 

第 28 條 

工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 

二、經常會費。 

三、基金及其孳息。 

四、舉辦事業之利益。 

五、委託收入。 

六、捐款。 

七、政府補助。 

八、其他收入。 

前項入會費，每人不得低於其入會時之一日工資所得。經常會費不得低於該會員當月工資之百分之

零點五。 

企業工會經會員同意，雇主應自該勞工加入工會為會員之日起，自其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轉交該

工會。 

會員工會對工會聯合組織之會費繳納，應按申報參加工會聯合組織之人數繳納之。但工會聯合組織

之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繳納會費之標準，最高不得超過會員工會會員所繳會費總額之百分之三十，最低不得少於百分

之五。但工會聯合組織之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29 條 

工會每年應將財產狀況向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提出書面報告。會員經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或會

員代表經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得選派代表會同監事查核工會之財產狀況。 

第 30 條 

工會應建立財務收支運用及稽核機制。 

工會財務事務處理之項目、會計報告、預算及決算編製、財產管理、財務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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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七 章 監督 

第 31 條 

工會應於每年年度決算後三十日內，將下列事項，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一、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及監事會召集人之名冊。 

二、會員入會、出會名冊。 

三、聯合組織之會員工會名冊。 

四、財務報表。 

五、會務及事業經營之狀況。 

工會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或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限期令其檢送或派員查核。 

第 32 條 

工會章程之修改或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之變更，

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33 條 

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會員或會員代表得於決

議後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會議之會員或會員代表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得為之。 

法院對於前項撤銷決議之訴，認為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得駁回其請求。 

第 34 條 

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 

第 八 章 保護 

第 35 條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

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二、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 

三、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

其他不利之待遇。 

四、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 

第 36 條 

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

公假。 

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五十小時

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 

企業工會理事、監事擔任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理事長，其與雇主無第一項之約定者，得以半日或全

日請公假辦理會務。 

第 九 章 解散及組織變更 

第 37 條 

工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自行宣告解散： 

一、破產。 

二、會員人數不足。 

三、合併或分立。 

四、其他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認有必要時。 

工會無法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自行宣告解散或無從依章程運作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

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解散之。 

第 38 條 

工會經議決為合併或分立時，應於議決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合併或分立。 

企業工會因廠場或事業單位合併時，應於合併基準日起一年內完成工會合併。屆期未合併者，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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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得令其限期改善，未改善者，令其重新組織。 

工會依前二項規定為合併或分立時，應於完成合併或分立後三十日內，將其過程、工會章程、理事、

監事名冊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行政組織區域變更時，工會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得維持工會原名稱。但工會名稱變更

者，應於行政組織區域變更後九十日內，將會議紀錄函請主管機關備查。工會名稱變更者，不得與

登記有案之工會相同。 

依前項規定議決之工會，其屆次之起算，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第 39 條 

工會合併後存續或新成立之工會，應概括承受因合併而消滅工會之權利義務。 

因分立而成立之工會，其承繼權利義務之部分，應於議決分立時由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一併議

決之。 

第 40 條 

工會自行宣告解散者，應於解散後十五日內，將其解散事由及時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41 條 

工會之解散，除因破產、合併或組織變更外，其財產應辦理清算。 

第 42 條 

工會解散時，除清償債務外，其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其章程之規定、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

決議。但不得歸屬於個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工會無法依前項規定處理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會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第 十 章 罰則 

第 43 條 

工會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主管機關得予以警告或令其限期改善。必要時，並得於限期改善前，令

其停止業務之一部或全部。 

工會違反法令或章程情節重大，或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撤免其理事、監事、理事長或監

事會召集人。 

第 44 條 

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派員查核或限期檢送同條第一項資料時，工會無正當理由規避、

妨礙、拒絕或未於限期內檢送資料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45 條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裁決決定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處雇主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名稱、代表人姓名、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未依前項裁

決決定書所定期限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雇主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五款規定，未依第一項裁決決

定書所定期限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雇主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 46 條 

雇主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給予公假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十一 章 附則 

第 47 條 

本法施行前已組織之工會，其名稱、章程、理事及監事名額或任期與本法規定不符者，應於最近一

次召開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時改正之。 

第 48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9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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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會財務處理準則》 

發佈日期：民國 100 年 04 月 29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準則依工會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工會之財務處理，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準則之規定辦理。 

第 3 條 

工會之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4 條 

工會之會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者，年終結算時，應依權責發生制調整。 

前項所稱權責發生制，指收益於確定應收時，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入帳。決算時收益及費用，並按

其應歸屬年度作調整分錄。 

第一項所稱現金收付制，指收益於收入現金時，或費用於付出現金時，始行入帳。 

第 5 條 

工會之財務會計，以新臺幣元為單位，外幣應折合新臺幣。 

第 二 章 會計報告及會計科目 

第 6 條 

會計報告包括： 

一、資產負債表。 

二、收支餘絀表。 

三、現金流量表。 

四、淨值變動表。 

五、財產清冊。 

工會設有特定用途基金者，應按期編製特定用途基金變動表。 

 第 7 條 

會計科目分為資產、負債、淨值、收入、支出五大類，各會計科目應按其科目之性質，分類編號。 

前項各類會計科目之名稱及說明如附表。 

第 三 章 會計簿籍 

第 8 條 

會計簿籍包括： 

一、日記簿。 

二、總分類帳。 

三、明細分類帳。 

四、財產登記簿。 

五、其他簿籍。 

年度決算收入金額（含補助費、行政事務費等）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者，得僅置日記簿乙種，其有財

產之購置或處分者，另置財產登記簿。 

第 四 章 會計憑證 

第 9 條 

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2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4&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4&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4&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4&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4&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4&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4&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4&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4&flno=9


會計憑證分類如下： 

一、原始憑證：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 

二、記帳憑證：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 

第 10 條 

原始憑證包括： 

一、現金、票據、證券等之收付移轉單據。 

二、收據簿。 

三、員工薪給支給單據。 

四、出差旅費報告單。 

五、存款、收據、提款等憑據。 

六、發票、契約、定貨單。 

七、財產毀損報廢表。 

八、支出證明單。 

九、執行法令或工會決議等，各項會計事項發生之有關單據。 

十、其他書表憑證單據。 

前項原始憑證之格式，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由工會依需要自行訂定。 

第 11 條 

記帳憑證包括： 

一、收入傳票。 

二、支出傳票。 

三、轉帳傳票。 

第 五 章 預算及決算編審 

第 12 條 

工會應於年度開始前，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提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因故未能依前項規定如期召開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者，可先經理事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事

後提報大會議決後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13 條 

工會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當年度業務報告書、決算書（表），應經監事審核，設有監

事會者，應由監事會決議，造具審核意見書送理事會後，提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後三十日內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決算書（表）包括第六條所列之表冊。 

決算金額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有投資事業者，應委請會計師簽證。 

第 六 章 財產管理 

第 14 條 

本準則所稱財產，指投資、固定資產及其他資產。 

前項投資種類、比例，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第 15 條 

工會應訂定其財務處理辦法，提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後實施。 

前項辦法包括財產之登記、增置、增減值、處分、負擔及保管運用等有關處理程序。 

第 16 條 

工會為不動產購置、出售、轉讓、負擔或其他權利之設定，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第 七 章 財務及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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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工會應訂定普通會計、出納會計及財物會計之處理程序。 

依第十四條規定從事投資及其他事業者，應依相關法令另訂定成本會計及其他特定會計之事務處理程

序。 

第 18 條 

普通會計事務處理程序包括： 

一、一般會計事務之範圍及執行。 

二、會計憑證之處理程序，並應列明憑證製作、審核人員之工作內容及其責任。 

三、會計簿籍之處理程序，並應列明簿籍之記載、複核人員之工作內容及其責任。 

四、會計報告之處理程序。 

五、預決算編製之處理程序。 

六、會計檔案之處理保管程序。 

第 19 條 

財物會計事務處理程序，包括財物之取得、保管、處分等帳務處理程序。 

零用金不得超過新臺幣十萬元，其額度及運用規則應經理事會決議，並交由財務人員保管。 

日常開支金額每筆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者，得在零用金項下以現金支付。 

財物應以工會名義登記，不得登記於他人名下，並不得挪為私用。 

第 20 條 

工會經費收入，應有正式收據之存根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有關書表、憑證、單據以供備查。提用存款時，

應由理事長、秘書長及會計出納人員於領款憑證上共同蓋章，並承擔用印之法律責任。 

前項工會未設秘書長者，由其他相關職務人員蓋章。 

第 21 條 

工會年度事業費及辦公費支出不得少於總支出百分之四十，並應配合業務需要覈實用人。 

工會會務人員之待遇表，由理事會配合年度預算訂定，並提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第 22 條 

工會應逐年提列足夠之準備金，其金額由理事會訂定，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但決算發生虧

損者，得不提列。 

第 23 條 

工會歷年決算之結餘，應作為以後年度支出之財源使用，不得做結餘之分配。 

第 24 條 

工會常設之內部組織，其財務應由工會統收統支，不得另編年度收支預算、決算。 

第 25 條 

工會依本法第五條第九款舉辦之事業，應單獨設帳並獨立作業。但年度終了時，除依相關法令規定或經

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指定用途者，年度餘絀應列歸該工會收支統籌運用。 

第 26 條 

工會之財務收支，不得有匿報或虛報情事，並應按季公開揭示。 

第 27 條 

工會財務之各種憑證、帳簿、表報等之檔案保管，依下列規定： 

一、各種會計簿籍及會計報告，應自決算程序終了之日起至少保存十年。 

二、各種憑證，除尚未了結之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程序終了之日起，至少保存五年。 

受政府補助者，應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第 八 章 財務查核 

第 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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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應辦理定期及臨時之財務查核，由監事為之。但設有監事會者，應由監事會為之。 

會員或會員代表查核工會之財務狀況，應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監事或監事會拒不會同查核者，應依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訂定之查核辦法規定辦理。 

第 29 條 

主管機關進行工會財務查核，得委託專業人士或專業團體辦理。 

第 30 條 

工會財務查核包括： 

一、會計憑證。 

二、會計帳簿。 

三、會計報告。 

四、預算、決算。 

五、財產保管。 

六、各項資產、負債及淨值之評核。 

七、會員申訴有關財務事項。 

八、有關政府補助經費事項。 

九、其他有關財務事項。 

第 九 章 附則 

第 31 條 

本準則所規定之相關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2 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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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財務處理準則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工會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工會之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三 條 工會之會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者，年終結算時，應依權責發生

制調整。 

第二章    會計簿籍 

第 四 條 會計簿籍包括： 

一、總分類帳。 

二、明細分類帳。 

三、其他簿籍。 

第三章    會計憑證 

第 五 條 會計憑證分類如下： 

一、原始憑證：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 

二、記帳憑證：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 

第 六 條 原始憑證包括： 

一、現金、票據、證券等之收付移轉單據。 

二、收據簿。 

三、員工薪給支給單據。 

四、出差旅費報告單。 

五、存款、收據、提款等憑據。 

六、發票、契約、定貨單。 

七、財產毀損報廢表。 

八、支出證明單。 

九、執行法令或工會決議等，各項會計事項發生之有關單據。 

十、其他書表憑證單據。 

前項原始憑證之格式，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由工會依需要自行訂定。 

第 七 條 記帳憑證包括： 

一、收入傳票。 

二、支出傳票。 

三、轉帳傳票。 

第四章    預算及決算編審 

第 八 條 工會應於年度開始前，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提經會員大會或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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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會議決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因故未能依前項規定如期召開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者，可先經理事會決議，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事後提報大會議決後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財產管理 

第 九 條 本準則所稱財產，指投資、固定資產及其他資產。 

前項投資種類、比例，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第 十 條 工會為不動產購置、出售、轉讓、負擔或其他權利之設定，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

會議決。 

第六章    財務及會計處理 

第十一條 財物會計事務處理程序，包括財物之取得、保管、處分等帳務處理程序。 

財物應以工會名義登記，不得登記於他人名下，並不得挪為私用。 

第十二條 工會經費收入，應有正式收據之存根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有關書表、憑證、單據以供備查。

提用存款時，應由理事長、總幹事及會計出納人員於領款憑證上共同蓋章，並承擔用印

之法律責任。 

第十三條 工會常設之內部組織，其財務應由工會統收統支，不得另編年度收支預算、決算。 

第十四條 工會依本法第五條第九款舉辦之事業，應單獨設帳並獨立作業。但年度終了時，除依相

關法令規定或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指定用途者，年度餘絀應列歸該工會收支

統籌運用。 

第十五條 工會之財務收支，不得有匿報或虛報情事，並應按季公開揭示。 

第七章    財務查核 

第十六條 工會應辦理定期及臨時之財務查核，由監事為之。但設有監事會者，應由監事會為之。 

監事或監事會拒不會同查核者，應依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訂定之查核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工會財務查核包括：  

一、會計憑證。 

二、會計帳簿。 

三、會計報告。 

四、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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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19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人民團體法第六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本辦法所稱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指依法設立之各級人民團體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常

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或會員代表。 

2. 前項會員代表，指依法令或章程規定分區選出之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 

第 3 條 

1.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除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外，應於同一地點以集會方式辦理。 

2.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不得於國外、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辦理。 

第 4 條 

1. 人民團體之選舉，其應選出名額為一名時，採用無記名單記法；二名以上時，採用無記名連

記法。但以集會方式選舉者，得經出席會議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

法。 

2. 前項無記名限制連記法，其限制連記額數為應選出名額之二分之一以內，並不得再作限制名

額之主張。 

第 5 條 

1.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應由理事會在召開會議十五日前，審定會員

（會員代表）之資格，造具名冊，載明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提供會員閱覽。 

2. 前項會員（會員代表）名冊所列之會員（會員代表）如無選舉權、被選舉權或罷免權者，應

在其姓名下端註明。 

第 6 條 

1. 人民團體之選舉，應以紙本或電子選舉票擇一為之，並應載明團體名稱、選舉屆次、職稱及

年月日等，由各該團體理事會（許可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會），依下列三種方式擇一採用： 

一、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列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 

二、按應選出名額劃定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 

三、將候選人參考名單列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並預留與應選出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由

選舉人填寫。 

2. 前項第三款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得依章程規定或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由理事

會提出，並應考量性別平等；或由會員（會員代表）向所屬團體登記，其人數為應選出名額同

額以上，如登記名額不足應選出名額時，由理事會（許可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會）決議提名補

足之。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3. 人民團體之罷免，應以紙本或電子罷免票擇一為之，載明團體名稱、職稱及年月日等，並將

全體被罷免人姓名列入罷免票，由罷免人圈選之。 

第 7 條 

1. 人民團體之會員（會員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參加選舉或罷免時，得以

書面委託各該團體之其他會員（會員代表）出席，並行使其權利，但一人僅能受一會員（會

員代表）之委託。在職業團體，其委託出席人數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

之三分之一。會員（會員代表）如有類別之限制者，應委託其同一類別之會員（會員代表）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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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項委託出席人數及親自出席人數之計算，以簽到簿所列者為準。 

3. 會員（會員代表）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出席後，如本人親自出席會議，應以書面終止

委託並辦理簽到後行使本人之權利。 

4. 分區選舉會員代表時，其委託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但職業團體如非以集會方式分區選舉會員

代表者不得委託。 

第 8 條 

1. 人民團體辦理選舉或罷免，除第二十三條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執行下列事項： 

一、現場說明或公告投票程序及注意事項。 

二、確定監票、發票、唱票及記票等選務人員。 

三、設置及檢查票匭。但以電子方式為之者，不在此限。 

四、選舉人或罷免人之身分核對及簽到或報到。 

五、發票、投票及開票。 

六、爭議選舉票或罷免票效力之判斷。 

七、宣布結果。 

2. 選舉人或罷免人因不識字或身心障礙致無法親自圈寫選舉票或罷免票時，得請求經推定或指

定之選務人員依選舉人或罷免人意旨，代為圈寫。 

第 9 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出席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監票員予以警告，不服警告時，報告會

議主席，由會議主席視情節提經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當場宣布取消其選舉權、被選舉

權、罷免權或禁止其出席該次會議之權利，並應於會議紀錄中敘明： 

一、妨礙會場秩序或會議之進行。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 

三、在旁監視、勸誘或干涉其他選舉人或罷免人圈投選舉票或罷免票。 

四、集體圈寫選舉票或罷免票或將已圈寫之票明示他人。 

第 10 條 

1. 選舉票或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非屬人民團體提供。 

二、圈寫（含塗改）之被選舉人總計超出規定應選出名額或連記額數；或在罷免票上圈「同意

罷免」「不同意罷免」二種。 

三、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但被選舉人或被罷免人如有二人以上同姓名，由選舉人或罷免人在

其姓名下註明區別，不在此限。 

四、所圈寫之被選舉人或被罷免人姓名與會員（會員代表）名冊不符。 

五、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或「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 

六、圈寫後經塗改。 

七、書寫字跡模糊，致不能辨識。 

八、用鉛筆圈寫。但採電腦計票作業於紙本選舉票或罷免票劃卡者，不在此限。 

九、在選舉票或罷免票上附任何物件，顯有暗號作用。 

十、將選舉票或罷免票污染致不能辨別。 

十一、簽名、蓋章或捺指模。 

十二、將選舉票或罷免票撕破，致不完整。 

十三、不加圈寫，完全空白。 

2.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如屬部分性質，當場由會議主席會同全體監票員認定該部分為無效。認定

有爭議時，由會議主席及全體監票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應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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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如在同一選舉票上，對同一被選舉人書寫二次以上者，以一票計算。 

第 12 條 

1. 人民團體之理事、監事選出後，應於大會閉會之第七日起至十五日內分別召開理事會、監事

會，由原任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召集之，許可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會召集人

召集，如逾期不為召集時，由得票最多數之理事、監事或由主管機關指定理事、監事召集

之。無法於規定時間內召開，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延長之。 

2. 理事會、監事會會議於大會當日召開者，應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一併通知。 

3. 依法令或章程規定，理事、監事之當選不限於出席之會員（會員代表），不得於大會當日召

開理事會、監事會會議。但經當選之全體理事、監事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13 條 

人民團體有限制連任之規定者，其現任理事、監事如因會員（會員代表）資格喪失而解職，同

時又以另一會員（會員代表）資格加入該團體者，在改選或補選時，仍應受不得連任之限制。 

應受連任限制之理事或監事，不得當選為候補理事或候補監事。 

第 14 條 

人民團體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修改章程在法定名額內增加理事、監事名額時，其增加之

名額，應先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後，如有缺額，再辦補選。 

第 15 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其當選及候補當選名次按應選出名額，以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

籤定之，如當選人未在場或雖在場經唱名三次仍不抽籤者，由會議主席或主持人代為抽定。 

前項當選人得當場或於就任前以書面提出放棄當選。 

第 16 條 

人民團體之會員（會員代表），如一人同時當選為理事與監事或候補理事與候補監事時，由當選

人當場擇一擔任；如當選人未在場或在場而未能擇定者，以得票較多之職位為當選，票數相同

時，以抽籤定之。如一人同時為正式當選及候補當選時，以正式當選者為準。 

第 17 條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出缺時，應以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經遞補後，如理事、監事人

數未達章程所定名額三分之二時，應補選足額。人民團體之理事長、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自出缺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選之。但理事長所遺任期不足六個月者，得

自出缺之日起一個月內，依章程規定或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理事者，由理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18 條 

人民團體之會員（會員代表），如一人同時具有二個以上之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應具有二

個以上選舉權或罷免權。但被選舉權仍以一個為限。 

第 19 條 

人民團體選舉之當選名額，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受選出名額產生比例之限制者，應按其應選出

名額產生比例，依第十五條之規定分別計算之。如遇有缺額遞補時，應以同類之候補當選人依

次遞補。 

第 20 條 

1. 人民團體辦理選舉或罷免之會議應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以簽到或報到人數

計算。 

2. 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經現場出席人

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果不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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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 

1. 人民團體之理事、監事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改選，如確有困難時，得申請主管機關

核准延長，其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 

2.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主管機關得公告於一定期間內，人民團體得暫緩辦理改

選。 

第 22 條 

上級人民團體之理事、監事，如限由下級人民團體所派之會員代表當選者，其當選之職位，應

隨其在下級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資格之喪失而喪失。 

第 23 條 

1. 人民團體之理事、監事選舉，得於章程訂定採用通訊選舉，並由理事會於開票日四十五日前

召開會議，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造具名冊提供會員閱覽，於開票日三十日前，依

會員（會員代表）名冊印製及寄送紙本通訊選舉票。 

2. 前項會員（會員代表）名冊之應載明及註記事項，依第五條規定辦理。 

3. 第一項通訊選舉，人民團體應訂定相關辦法，載明選舉之通知、選務人員、投票規則及認

定、開票、選舉爭議、當選人之通知、公告等事項，提經理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 

第 24 條 

1. 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者，得劃分地區或會員屬性等類別，再依人

數比例選出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 

2. 前項選舉應訂定相關辦法，提經理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25 條 

1.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經截止投票後，應即當場開票，並由會議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布選

舉或罷免結果。 

2. 出席參加選舉或罷免之會員（會員代表）發覺選舉或罷免辦理過程有違反法令、章程或該團

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形，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或主持人提出，或於選舉或罷免結果宣布之

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該團體提出異議。 

3. 人民團體收受前項異議書後，應於十五日內查明，並將結果以書面回復異議人；異議人如仍

有爭議，得向法院提起訴訟。 

第 26 條 

1.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票以紙本為之者，在開票完畢宣布結果後，其所有選舉或罷免票應予

包封，並在封面書明團體名稱、屆次、職稱、選舉或罷免票張數及年月日等，由會議主席及

監票員會同驗簽後，交由各該團體妥為保管；以電子方式為之者，應將選舉或罷免歷程及結

果之電磁資料，妥適保存，除原始資料外，並採異地備份保管之。 

2. 前項選舉或罷免，如無爭訟，俟任期屆滿改選完畢後，自行銷毀之。 

第 27 條 

1. 人民團體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及監事之辭職應以書面提出，並分別經由理

事會或監事會之決議，准其辭職，並於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舉行時提出報告。 

2. 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及監事辭職後，不得在原任期內再行當選同一職務，經

辭職之理事、監事，不得退為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以書面放棄遞補

者，不得保留其候補身分。 

第 28 條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之任期應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但國際性社會團體章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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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定，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從其規定。 

第 29 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人對於所選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監事或會員代表，就任未

滿六個月者，不得提出罷免。 

第 30 條 

罷免案應以書面提出，敘述理由，經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簽署，向該團體提出，並副知

主管機關。 

第 31 條 

人民團體如查明罷免書簽署人有不實者，或於向該團體提出罷免書之日起三日內，經原簽署人

撤回簽署者，應即剔除，其因剔除致不足法定人數時，應於收到該罷免書之日起五日內退還，

並副知主管機關。 

第 32 條 

1. 人民團體於收到罷免書之日起十五日內，應將查明簽署屬實及其人數合於規定之罷免書影

本，通知被罷免人在收到影本之日起十五日內，向該團體提出答辯書，逾期即視為放棄答辯

權利。 

2. 答辯書影本應由被罷免人副知主管機關。 

第 33 條 

1. 罷免書影本送達被罷免人時，應以郵局回執或送件回單為憑。 

2. 被罷免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無法送達，或於國外、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難依前項方式送

達者，人民團體得將罷免書刊登新聞紙，並自最後刊登日之翌日起，視為已送達被罷免人。 

第 34 條 

1. 人民團體應在被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截止日期後之十五日內，由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

監事召開被罷免人原當選之理事會、監事會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經應出席人數過半數

之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通過罷免，未達三分之二者為否決罷免。 

2. 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不依前項規定召集會議時，或其本人為被罷免人時，應申

請主管機關指定其他理事、監事召集之。 

第 35 條 

人民團體之罷免案，經召集會議，因未達法定人數流會者，應視為否決罷免。 

第 36 條 

人民團體因罷免案舉行會議時，應將罷免書及答辯書同時分發各出席人，並現場公告。 

第 37 條 

罷免案如經否決，在本任期內對同一被罷免人所擔任之同一職務，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提出罷

免。 

第 38 條 

1. 人民團體之罷免案，在未提出會議前，得由原簽署人全體同意撤回之；提出會議後，應得原

簽署人全體同意，並應由會議主席徵詢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撤銷。 

2. 被罷免人出席會議時，不得擔任該會議主席。 

第 3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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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理監事選舉罷免辦法」 

109 年 12 月 14 日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公告 

109 年 11 月 20 日第五屆第三次理事會增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茲依照工會法及其施行細則、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暨本會章程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理監事選舉罷免，係指本會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理事及監事等職務之選舉、罷免。 

第三條 本會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監事選舉，以本會之會員代表

為選舉人。 

第二章 選舉 

第四條 本會設理事九人，候補理事四人；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理、監事均

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本會會員代表中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年滿二十歲以上者

選任之。 

理事於理事會中互選常務理事三人；監事由監事會中互選常務 

監事一人；再由常務理事中互選出理事長一人。 

第五條 本會理、監事任期一屆三年，連選得連任。如理、監事因故出缺時，由各

該候補理、監事依次遞補，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第六條 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公告應於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三十日前公告之，補

選時亦同。 

第七條 本會理、監事選舉由會員代表大會主席主持；並由大會推派或由主席指定

監票員、發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若干人。 

第八條 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應於理、監事當選後次日起十五日內召開會

議選舉之。 

第九條 各項選票應由本會印製，加蓋本會圖記及監察員章後，始生效力，本會

監察員為常務監事。 

第十條 會員代表應憑會議出席證(報到時領取)、委託書(或委託換發會議出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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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選票，並在被選舉人名冊上以「○」或「V」圈定。如未依規定方

式圈選，視同廢票；選票認定有爭議時，由會議主席與全體監票員表決

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視為有效。 

第十一條 理、監事以得票較多數者為當選，得票次多數者為候補。如一人同時當

選為理事與監事或候補理事與候補監事時，由當選人(含被授權人)當場

擇一擔任，如當選人未在場或在場而未能擇定者，以得票較多之職位為

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如一人同時為正式當選及候補當選

時，以正式當選者為準。 

第十二條 理事、監事出缺時，應以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經遞補後，如

理事、監事人數未達章程所定名額三分之二時，應補選足額。理事長、

常務理事或常務監事出缺時，應自出缺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選之。但理事

長所遺任期不足六個月者，得自出缺之日起一個月內，依章程規定或由

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理事者，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第十三條 本會之選舉經截止投票後，應即當場開票，並由會議主席或其指定人員

宣布選舉結果。但如發覺選舉有違法舞弊之嫌者，會議主席得會同監票

員宣布將票匭加封，並報請主管機關核辦。對前項宣布之選舉結果有異

議者，出席之選舉人、被選舉人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提出，並應於三日內 

(以郵戳為憑) 以書面申請主管機關核辦。未出席或出席未當場表示異議

或逾期提出異議者，於事後提出異議，均不予受理。 

第十四條 開票完畢宣佈結果後，所有選票應予包封，並在封面書明本會名稱、屆

次、職稱、選舉票張數及年月日等，由會議主席及監票員會同驗簽後，

交由本會妥為保管，如無爭訟，俟任期屆滿改選完畢後，自行銷毀之。 

第十五條 選舉結果在揭曉後三十日內造具當選人簡歷冊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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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罷免 

第十六條 本會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及監事等職務之罷免案，應擬

具罷免聲請書，敘明理由，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始得提出。

但上述職務就職未滿六個月者，不得提出。 

第十七條 本會於收到罷免聲請書之日起十五日內，應將查明簽署屬實及其人數合

於規定之罷免聲請書副本以雙掛號通知被聲請罷免人於十五日內提出答

辯書。 

第十八條 本會應於被聲請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截止日期後三十天內，由理事長召開

會員代表大會，經應出席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之同意為通過罷免案，未達三分之二者為否決罷免案。但有關理事長之罷

免案，得由監事會召集人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處理之。 

第十九條 因處理罷免案而召開之會員代表大會，因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流會者，視為

否決罷免案。 

第二十條 罷免案如經否決，在本任期內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提出罷免案。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得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並報主管機關備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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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 

102-12-11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99-10-19第一屆第八次理事會修訂 

98-02-27第一屆第九次臨時理事會制定 

一、 

茲依照工會法及其施行細則、人民團體法及其選舉罷免法暨本會章程等規定，

訂定本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本辦法未規定事項，則依其他有關之法令

規定辦理。 

二、 

會員代表大會代表(以下簡稱會員代表)候選人資格： 

一、具有本會會員資格者。 

二、未受停權處分者。 

三、 

會員代表名額，由理事會劃分選舉單位〈選舉單位：常設部門、獨立專案〉，

依附表一之原則〈每選舉單位工會會員人數應選出代表人數〉，由各該選舉單

位會員直接選舉之。但單位會員人數在10人以下者，理事會得依實務考量合併

選舉會員代表。 

四、 

會員代表選舉以無記名單記法(每一個選舉人在二名以上侯選人中，只能選舉

一人)投票選舉之，其應選名額在二名以上者，採無記名連記法(每一選舉人按

照應選出的名額內，勾選自己所願選者)，以得票數高低依序為當選。 

票數相同時，當眾公開以抽籤決定之，不克親自抽籤者由選務人員代抽。 

五、 選票由本會統一製備，並加蓋本會圖記及常務監事印章，始得有效。 

六、 
選舉日期由本會排定，並於選舉前三十日以前連同選舉辦法、各該選舉單位人

數與名單、應選會員代表名額、投票地點及主持選務人員姓名，公告所屬會員。 

七、 

選舉事務由理事會遴派各該選舉單位選務人員主持。 

擔任發票、監票、唱票、記票等選務人員，由本會各該選舉單位主持選務人員

遴派或兼任之。 

八、 

選舉方式： 

選舉時每位會員親自向選務人員領取選票，會員當場勾選完畢後，應即將選票

投入指定收票箱，俟各該選舉單位會員在指定時日內完成投票後，公開開票。

另可兼採通訊(含電子通訊)投票方式辦理。 

九、 

會員代表選票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監票員報告選務主持人，宣佈該選票全

部無效。 

一、不用規定之選舉票及選舉工具者。 

二、所選人數超過應選名額者。 

三、選票內夾寫其他文字或劃寫符號者。 

四、選舉票撕破不完整者。 

五、其他顯有暗示作用者。 

六、勾選後經塗改者。 

十、 開票完畢，選票由監票員會同選務主持人當場密封並於封條上簽章。 

十一、 
選舉完畢後，應將選舉結果、當選代表名單、選票及記票單，繳交回本會。全

部當選名單，由本會公告後，核發當選證明書及陳報主管機關核備。 

十二、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報請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待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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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 

每選舉單位工會會員人數 

(選舉單位：常設部門、獨立專案) 
每選舉單位應選出代表人數 

 0 ～ 19 1  

20 ～ 39 2 

40 ～ 59 3 

60 ～ 79 4  

80 ～ 99 5 

100  以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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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7 月 31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 

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

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四、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

未滿六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

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

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 

五、事業單位：指適用本法各業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七、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八、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 

九、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 

十、要派契約：指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就勞動派遣事項所訂立之契約。 

第 3 條 

本法於左列各業適用之： 

一、農、林、漁、牧業。 

二、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三、製造業。 

四、營造業。 

五、水電、煤氣業。 

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七、大眾傳播業。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依前項第八款指定時，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適用。 

本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 

前項因窒礙難行而不適用本法者，不得逾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以外勞工總數五分之一。 

第 4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5 條 

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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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任何人不得介入他人之勞動契約，抽取不法利益。 

第 7 條 

雇主應置備勞工名卡，登記勞工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本籍、教育程度、住址、身分證統一號

碼、到職年月日、工資、勞工保險投保日期、獎懲、傷病及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勞工名卡，應保管至勞工離職後五年。 

第 8 條 

雇主對於僱用之勞工，應預防職業上災害，建立適當之工作環境及福利設施。其有關安全衛生及福利事

項，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二 章 勞動契約 

第 9 條 

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

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 

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不定期契約： 

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 

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 

第 9-1 條 

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 

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二、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 

三、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 

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 

前項第四款所定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所受領之給付。 

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縮短為二年。 

第 10 條 

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三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

作年資，應合併計算。 

第 10-1 條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第 11 條 

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 

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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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

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 

雇主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

之。 

第 13 條 

勞工在第五十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五十九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第 14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契約所訂之工作，對於勞工健康有危害之虞，經通知雇主改善而無效果者。 

四、雇主、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勞工患有法定傳染病，對共同工作之勞工有傳染之虞，且重大危害其健康

者。 

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 

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

六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有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情形，雇主已將該代理人間之契約終止，或患有法定傳染病者依衛生法規已接

受治療時，勞工不得終止契約。 

第十七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 

第 15 條 

特定性定期契約期限逾三年者，於屆滿三年後，勞工得終止契約。但應於三十日前預告雇主。 

不定期契約，勞工終止契約時，應準用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雇主。 

第 15-1 條 

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 

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 

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 

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 

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 

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 

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 

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 

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者，勞工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

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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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雇主依第十一條或第十三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

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 

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 

第 17 條 

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 

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 

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三十日內發給。 

第 17-1 條 

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

之行為。 

要派單位違反前項規定，且已受領派遣勞工勞務者，派遣勞工得於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日起九十日內，

以書面向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要派單位應自前項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十日內，與其協商訂定勞動契約。逾期未協商或協商不

成立者，視為雙方自期滿翌日成立勞動契約，並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勞動契約

內容。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第二項意思表示，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

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派遣勞工因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與要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者，其與派遣事業單位之勞動契約視為終止，

且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 

前項派遣事業單位應依本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及期限，發給派遣勞工退休金或資遣費。 

第 18 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 

一、依第十二條或第十五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 

二、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 

第 19 條 

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 

第 20 條 

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除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勞工外，其餘勞工應依第十六條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契

約，並應依第十七條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 

第 三 章 工資 

第 21 條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前項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前項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組織及其審議程序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 

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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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之給付，應以法定通用貨幣為之。但基於習慣或業務性質，得於勞動契約內訂明一部以實物給付

之。工資之一部以實物給付時，其實物之作價應公平合理，並適合勞工及其家屬之需要。 

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第 22-1 條 

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勞工工資，經主管機關處罰或依第二十七條規定限期令其給付而屆期未給付者，

派遣勞工得請求要派單位給付。要派單位應自派遣勞工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要派單位依前項規定給付者，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或扣抵要派契約之應付費用。 

第 23 條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

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

保存五年。 

第 24 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

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

上。 

第 25 條 

雇主對勞工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工作相同、效率相同者，給付同等之工資。 

第 26 條 

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第 27 條 

雇主不按期給付工資者，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給付。 

第 28 條 

雇主有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時，勞工之下列債權受償順序與第一順位抵押權、質權或留置權所

擔保之債權相同，按其債權比例受清償；未獲清償部分，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 

一、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六個月部分。 

二、雇主未依本法給付之退休金。 

三、雇主未依本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給付之資遣費。 

雇主應按其當月僱用勞工投保薪資總額及規定之費率，繳納一定數額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作為墊償下

列各款之用： 

一、前項第一款積欠之工資數額。 

二、前項第二款與第三款積欠之退休金及資遣費，其合計數額以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累積至一定金額後，應降低費率或暫停收繳。 

第二項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於萬分之十五範圍內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雇主積欠之工資、退休金及資遣費，經勞工請求未獲清償者，由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依第二項規定墊償

之；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將墊款償還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管理委員會管理之。基金之收繳有關業務，得由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勞工保險機構辦理之。基金墊償程序、收繳與管理辦法、第三項之一定金額及管理委員會組織規

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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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

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 

第 四 章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 

第 30 條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

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

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 

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

不得拒絕。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之修正，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之事由。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十條之一之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得視勞工照顧家庭成員需要，允許勞工於不變更

每日正常工作時數下，在一小時範圍內，彈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 

第 30-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

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不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必

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三條規定適用本法之行業，除第一項第一款之農、

林、漁、牧業外，均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 31 條 

在坑道或隧道內工作之勞工，以入坑口時起至出坑口時止為工作時間。 

第 32 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

得超過四十六小時，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

一個月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依前項但書規定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

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作時間，雇

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 3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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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

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

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者，依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 

第 33 條 

第三條所列事業，除製造業及礦業外，因公眾之生活便利或其他特殊原因，有調整第三十條、第三十二

條所定之正常工作時間及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者，得由當地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工會，就

必要之限度內以命令調整之。 

第 34 條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原因，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商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續八小時。 

雇主依前項但書規定變更休息時間者，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

為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第 35 條 

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

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第 36 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每二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二、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每八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

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得將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定之例假，於每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 

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

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第 37 條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 

中華民國一百零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項規定，自一百零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38 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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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

協商調整。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

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

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 

第 39 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

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

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第 40 條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所定勞工之假

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 

前項停止勞工假期，應於事後二十四小時內，詳述理由，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第 41 條 

公用事業之勞工，當地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停止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假期內之工資應由雇

主加倍發給。 

第 42 條 

勞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接受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工作者，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 

第 43 條 

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章 童工、女工 

第 44 條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受僱從事工作者，為童工。 

童工及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第 45 條 

雇主不得僱用未滿十五歲之人從事工作。但國民中學畢業或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其身

心健康而許可者，不在此限。 

前項受僱之人，準用童工保護之規定。 

第一項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其身心健康之認定基準、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依勞工年齡、工作性質及受國民義務教育之時間等因素定之。 

未滿十五歲之人透過他人取得工作為第三人提供勞務，或直接為他人提供勞務取得報酬未具勞僱關係

者，準用前項及童工保護之規定。 

第 46 條 

未滿十八歲之人受僱從事工作者，雇主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齡證明文件。 

第 47 條 

童工每日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例假日不得工作。 

第 48 條 

童工不得於午後八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 

第 4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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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

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 

前項第一款所稱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雇主與勞工約定之安全衛生設施

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女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者，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 

第一項規定，於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必須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時，不

適用之。 

第一項但書及前項規定，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不適用之。 

第 50 條 

女工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四星

期。 

前項女工受僱工作在六個月以上者，停止工作期間工資照給；未滿六個月者減半發給。 

第 51 條 

女工在妊娠期間，如有較為輕易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主不得拒絕，並不得減少其工資。 

第 52 條 

子女未滿一歲須女工親自哺乳者，於第三十五條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二次，每

次以三十分鐘為度。 

前項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第 六 章 退休 

第 53 條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 

一、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二、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第 54 條 

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得由勞雇雙方協商延後之；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

者，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第 55 條 

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 

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

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二、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勞工，其身心障礙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定

加給百分之二十。 

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 

第一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如無法一次發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後，分期給付。本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於本法者，從其規定。 

第 5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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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依勞工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並不

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其提撥之比率、程序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前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該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第

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退休條件之勞工，依前條計算之退休金數額者，雇主應於次年度三

月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並送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議。 

第一項雇主按月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匯集為勞工退休基金，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勞工退休基金監理委員

會管理之；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委託金融機構辦理。最低收益不得低於當地

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收益；如有虧損，由國庫補足之。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雇主所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應由勞工與雇主共同組織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監督之。委員會中勞

工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其組織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雇主按月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比率之擬訂或調整，應經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定。 

金融機構辦理核貸業務，需查核該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狀況之必要資料時，得請當地主管機關

提供。 

金融機構依前項取得之資料，應負保密義務，並確實辦理資料安全稽核作業。 

前二項有關勞工退休準備金必要資料之內容、範圍、申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第 57 條 

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但受同一雇主調動之工作年資，及依第二十條規定應由新雇主繼

續予以承認之年資，應予併計。 

第 58 條 

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 

勞工依本法規定請領勞工退休金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勞工退休金之

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 七 章 職業災害補償 

第 59 條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

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 

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

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

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

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 

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

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四、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

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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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第 60 條 

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第 61 條 

第五十九條之受領補償權，自得受領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受領補償之權利，不因勞工之離職而受影響，且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 

勞工或其遺屬依本法規定受領職業災害補償金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職

業災害補償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 62 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

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事業單位或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為前項之災害補償時，就其所補償之部分，得向最後承攬人求償。 

第 63 條 

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

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 

事業單位違背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對於承攬人、再承攬人應負責任之規定，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所僱用

之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與該承攬人、再承攬人負連帶補償責任。 

第 63-1 條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

補償之責任。 

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

張抵充。 

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

賠償之責任。 

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本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第 八 章 技術生 

第 64 條 

雇主不得招收未滿十五歲之人為技術生。但國民中學畢業者，不在此限。 

稱技術生者，指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技術生訓練職類中以學習技能為目的，依本章之規定而接受雇主

訓練之人。 

本章規定，於事業單位之養成工、見習生、建教合作班之學生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人，準用之。 

第 65 條 

雇主招收技術生時，須與技術生簽訂書面訓練契約一式三份，訂明訓練項目、訓練期限、膳宿負擔、生

活津貼、相關教學、勞工保險、結業證明、契約生效與解除之條件及其他有關雙方權利、義務事項，由

當事人分執，並送主管機關備案。 

前項技術生如為未成年人，其訓練契約，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 

第 66 條 

雇主不得向技術生收取有關訓練費用。 

第 6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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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生訓練期滿，雇主得留用之，並應與同等工作之勞工享受同等之待遇。雇主如於技術生訓練契約內

訂明留用期間，應不得超過其訓練期間。 

第 68 條 

技術生人數，不得超過勞工人數四分之一。勞工人數不滿四人者，以四人計。 

第 69 條 

本法第四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第五章童工、女工，第七章災害補償及其他勞工保險等有關規定，

於技術生準用之。 

技術生災害補償所採薪資計算之標準，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第 九 章 工作規則 

第 70 條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左列事項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

並公開揭示之： 

一、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國定紀念日、特別休假及繼續性工作之輪班方法。 

二、工資之標準、計算方法及發放日期。 

三、延長工作時間。 

四、津貼及獎金。 

五、應遵守之紀律。 

六、考勤、請假、獎懲及升遷。 

七、受僱、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 

八、災害傷病補償及撫卹。 

九、福利措施。 

十、勞雇雙方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規定。 

十一、勞雇雙方溝通意見加強合作之方法。 

十二、其他。 

第 71 條 

工作規則，違反法令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其他有關該事業適用之團體協約規定者，無效。 

第 十 章 監督與檢查 

第 72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貫徹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之執行，設勞工檢查機構或授權直轄市主管機關專設檢查機

構辦理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必要時，亦得派員實施檢查。 

前項勞工檢查機構之組織，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73 條 

檢查員執行職務，應出示檢查證，各事業單位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拒絕檢查時，檢查員得會同當地主管

機關或警察機關強制檢查之。 

檢查員執行職務，得就本法規定事項，要求事業單位提出必要之報告、紀錄、帳冊及有關文件或書面說

明。如需抽取物料、樣品或資料時，應事先通知雇主或其代理人並掣給收據。 

第 74 條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

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於接獲第一項申訴後，應為必要之調查，並於六十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勞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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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應對申訴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不得洩漏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公務員應依法追究刑事與行政責任外，對因此受有損害之勞工，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保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一 章 罰則 

第 75 條 

違反第五條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 76 條 

違反第六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 77 條 

違反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三

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78 條 

未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七項、第五十五條規定之標準或期限給付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給付，屆期未給付者，應按次處罰。 

違反第十三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項、第二十六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79 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六項、第七項、

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四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一

項、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

額二分之一。 

第 79-1 條 

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二項、第四項、第六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六十九條第一項準用規定之處罰，適用本法罰

則章規定。 

第 80 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職務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80-1 條 

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

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或未依法給付之金額，為量罰輕

重之標準。 

第 81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本法規定，除依本章

規定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應處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或罰鍰。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

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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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教唆或縱容為違反之行為者，以行為人論。 

第 82 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經主管機關催繳，仍不繳納時，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十二 章 附則 

第 83 條 

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事業單位應舉辦勞資會議。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經濟部訂定，並報行政院核定。 

第 84 條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

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其他所定勞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84-1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

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

定之限制。 

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 

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 

第 84-2 條 

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

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

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十七條及第五十五條規定計算。 

第 85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 86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自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一

百零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自公布後八個月施行；一百零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

之條文，自一百零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零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自一百零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七年一月十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零七年三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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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5 月 15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 

本條例。 

勞工退休金事項，優先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 

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第 4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理本條例與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勞工退休 

基金之管理及運用業務，應聘請政府機關代表、勞工代表、雇主代表及專 

家學者，以勞動基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行之。 

前項監理會之監理事項、程序、人員組成、任期與遴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 條 

 
勞工退休金之收支、保管、滯納金之加徵及罰鍰處分等業務，由中央主管 

機關委任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之。 

第 6 條 

 
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雇主不得以其他自訂之勞工退休金辦法，取代前 

項規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 

   第 二 章 制度之適用與銜接 

第 7 條 

 
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 

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 

一、本國籍勞工。 

二、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而在臺灣地區工 

    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三、前款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配偶離婚或其 

    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者。 

四、前二款以外之外國人，經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許可永久居留， 

    且在臺灣地區工作者。 

本國籍人員、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人員具下列身分之一，得自願依 

本條例規定提繳及請領退休金： 

一、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 

二、自營作業者。 

三、受委任工作者。 

四、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 

第 8 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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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單位者，得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但於離職後再受僱 

時，應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公營事業於本條例施行後移轉民營，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繼續留用，得 

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或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第 8-1 條 

 
下列人員自下列各款所定期日起，應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一、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人員及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日後 

    始取得本國籍之勞工，於本條例一百零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日。 

二、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人員，於本條例一百零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日。 

三、前二款人員於各該修正條文施行後始取得各該身分者，為取得身分之 

    日。 

前項所定人員於各該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受僱且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者， 

於適用本條例之日起六個月內，得以書面向雇主表明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 

準法之退休金規定。 

依前項規定向雇主表明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者，不得再 

變更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勞工依第一項規定適用本條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 

依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雇主應為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適用本條例退休金制度之勞工，向勞保局 

辦理提繳手續，並至遲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屆滿之日起十五日內申 

報。 

第 9 條 

 
雇主應自本條例公布後至施行前一日之期間內，就本條例之勞工退休金制 

度及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以書面徵詢勞工之選擇；勞工屆期未選擇 

者，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 

勞工選擇繼續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者，於五 

年內仍得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之勞工，依下列規定向勞保局辦理提繳 

手續： 

一、依第一項規定選擇適用者，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十五日內申報。 

二、依第二項規定選擇適用者，應於選擇適用之日起十五日內申報。 

三、本條例施行後新成立之事業單位，應於成立之日起十五日內申報。 

第 10 條 

 
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後，不得再變更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 

金規定。 

第 11 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 

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 

，應予保留。 

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 

、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 

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 

十日內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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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 

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 

。 

公營事業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於民營化之日，其移轉民營前年資， 

依民營化前原適用之退休相關法令領取退休金。但留用人員應停止其領受 

月退休金及相關權利，至離職時恢復。 

第 12 條 

 
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 

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 

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 

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規定 

。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 

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規定之勞工，其資遣費與退休金依同法第 

十七條、第五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發給。 

第 13 條 

 
為保障勞工之退休金，雇主應依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與保留適用 

本條例前工作年資之勞工人數、工資、工作年資、流動率等因素精算其勞 

工退休準備金之提撥率，繼續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按月 

於五年內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以作為支付退休金之用。 

勞雇雙方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約定結清之退休金，得自勞動基準法第 

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支應。 

依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應發給勞工之退休金，應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 三 章 退休金專戶之提繳與請領 

第 14 條 

 
雇主應為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 

工資百分之六。 

雇主得為第七條第二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之人員，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範圍內提繳退休金。 

第七條規定之人員，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 

其自願提繳之退休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之人員，得在其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百分 

之六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其自願提繳之退休金，不計入提繳年度執 

行業務收入課稅。 

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每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由中央主管 

機關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15 條 

 
於同一雇主或依第七條第二項、前條第三項自願提繳者，一年內調整勞工 

退休金之提繳率，以二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 

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 

分率小數點第一位為限。 

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 

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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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雇主為第七條第一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 

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 

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第 16 條 

 
勞工退休金自勞工到職之日起提繳至離職當日止。但選擇自本條例施行之 

日起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提繳自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之日起至離職當日止。 

第 17 條 

 
依第七條第二項自願提繳退休金者，由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向勞保局辦理開 

始或停止提繳手續，並按月扣、收繳提繳數額。 

前項自願提繳退休金者，自申報自願提繳之日起至申報停止提繳之當日止 

提繳退休金。 

第 18 條 

 
雇主應於勞工到職、離職、復職或死亡之日起七日內，列表通知勞保局， 

辦理開始或停止提繳手續。 

第 19 條 

 
雇主應提繳及收取之退休金數額，由勞保局繕具繳款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 

寄送事業單位，雇主應於再次月底前繳納。 

勞工自願提繳退休金者，由雇主向其收取後，連同雇主負擔部分，向勞保 

局繳納。其退休金之提繳，自申報自願提繳之日起至離職或申報停繳之日 

止。 

雇主未依限存入或存入金額不足時，勞保局應限期通知其繳納。 

自營作業者之退休金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方式繳 

納之，勞保局不另寄發繳款單。 

第 20 條 

 
勞工留職停薪、入伍服役、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前，雇主 

應於發生事由之日起七日內以書面向勞保局申報停止提繳其退休金。勞工 

復職時，雇主應以書面向勞保局申報開始提繳退休金。 

因案停職或被羈押勞工復職後，應由雇主補發停職期間之工資者，雇主應 

於復職當月之再次月底前補提繳退休金。 

第 21 條 

 
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月以書面通知勞工。 

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 

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 

勞工依本條例規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 

辦理。 

第 22 條 

 
（刪除） 

第 23 條 

 
退休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如下： 

一、月退休金：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 

，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 

二、一次退休金：一次領取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前項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 

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 

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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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勞工年滿六十歲，得依下列規定之方式請領退休金： 

一、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選擇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二、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請領一次退休金。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選擇請領退休金方式，經勞保局核付後，不得變更。 

第一項工作年資採計，以實際提繳退休金之年資為準。年資中斷者，其前 

後提繳年資合併計算。 

勞工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時，於有第一項規定情形者，始得請領。 

第 24-1 條 

 
勞工領取退休金後繼續工作者，其提繳年資重新計算，雇主仍應依本條例 

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勞工領取年資重新計算之退休金及其收益次數，一 

年以一次為限。 

第 24-2 條 

 
勞工未滿六十歲，有下列情形之一，其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得請領 

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但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 

一、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之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 

    能給付。 

二、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之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 

    付。 

三、非屬前二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得請領第一款失能年金給付或一次失能 

    給付之失能種類、狀態及等級，或前款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 

    基本保證年金給付之障礙種類、項目及狀態。 

依前項請領月退休金者，由勞工決定請領之年限。 

第 25 條 

 
勞工開始請領月退休金時，應一次提繳一定金額，投保年金保險，作為超 

過第二十三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後之年金給付之用。 

前項規定提繳金額、提繳程序及承保之保險人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6 條 

 
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一次退休金。 

已領取月退休金勞工，於未屆第二十三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第二十四 

條之二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給付月退休金。其個人退休金 

專戶結算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第 27 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退休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有未具名之遺屬者，由具領之 

遺屬負責分配之；有死亡、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時，由其餘遺屬 

請領之。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勞工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 

勞工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退休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 

第 28 條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退休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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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向勞保局請領；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月退休金者，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起按季 

發給；其為請領一次退休金者，應自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發給。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之退休金結算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勞工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退休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 29 條 

 
勞工之退休金及請領勞工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勞工依本條例規定請領退休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 

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退休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 30 條 

 
雇主應為勞工提繳之金額，不得因勞工離職，扣留勞工工資作為賠償或要 

求勞工繳回。約定離職時應賠償或繳回者，其約定無效。 

第 31 條 

 
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 

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 

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 32 條 

 
勞工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勞工個人專戶之退休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收繳之滯納金。 

四、其他收入。 

第 33 條 

 
勞工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勞工退休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 

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勞工退休基金之管理、經營及運用業務，由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 

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該基金之經營及運用，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 

構辦理，委託經營規定、範圍及經費，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之。 

第 34 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勞工退休金及勞工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 

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 

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勞工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基金運用局應按月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中央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之。 

   第 四 章 年金保險 

第 35 條 

 
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二百人以上，經工會同意，或無工會者，經勞資會 

議同意後，得為以書面選擇投保年金保險之勞工，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 

年金保險。 

前項選擇投保年金保險之勞工，雇主得不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為其提繳勞 

工退休金。 

第一項所定年金保險之收支、核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事業單位採行前項規定之年金保險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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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年金保險之平均收益率不得低於第二十三條之標準。 

第 35-1 條 

 
保險人應依保險法規定專設帳簿，記載其投資資產之價值。 

勞工死亡後無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者，其年金保險退休金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應歸入年金保險專設帳簿之資產。 

第 35-2 條 

 
實施年金保險之事業單位內適用本條例之勞工，得以一年一次為限，變更 

原適用之退休金制度，改為參加個人退休金專戶或年金保險，原已提存之 

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繼續留存。雇主應於勞工書面選擇變更之日起十五 

日內，檢附申請書向勞保局及保險人申報。 

第 36 條 

 
雇主每月負擔之年金保險費，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前項雇主應負擔之年金保險費，及勞工自願提繳之年金保險費數額，由保 

險人繕具繳款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寄送事業單位，雇主應於再次月月底前 

繳納。雇主應提繳保險費之收繳情形，保險人應於繳納期限之次月七日前 

通知勞保局。 

勞工自願提繳年金保險費者，由雇主向其收取後，連同雇主負擔部分，向 

保險人繳納。其保險費之提繳，自申報自願提繳之日起至離職或申報停繳 

之日止。 

雇主逾期未繳納年金保險費者，保險人應即進行催收，並限期雇主於應繳 

納期限之次月月底前繳納，催收結果應於再次月之七日前通知勞保局。 

第 37 條 

 
年金保險之契約應由雇主擔任要保人，勞工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事業單 

位以向一保險人投保為限。保險人之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該保險業 

務之主管機關定之。 

第 38 條 

 
勞工離職後再就業，所屬年金保險契約應由新雇主擔任要保人，繼續提繳 

保險費。新舊雇主開辦或參加之年金保險提繳率不同時，其差額由勞工自 

行負擔。但新雇主自願負擔者，不在此限。 

前項勞工之新雇主未辦理年金保險者，應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提繳退休金 

。除勞雇雙方另有約定外，所屬年金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由勞工全額自行負 

擔；勞工無法提繳時，年金保險契約之存續，依保險法及各該保險契約辦 

理。 

第一項勞工離職再就業時，得選擇由雇主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提繳退休金。 

勞工離職再就業，前後適用不同退休金制度時，選擇移轉年金保險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至個人退休金專戶，或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收益至年金保 

險者，應全額移轉，且其已提繳退休金之存儲期間，不得低於四年。 

第 39 條 

 
第七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項至第五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 

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四條之二、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規定，於本章所定 

年金保險準用之。 

   第 五 章 監督及經費 

第 40 條 

 
為確保勞工權益，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或勞保局必要時得查對事業單 

位勞工名冊及相關資料。 

勞工發現雇主違反本條例規定時，得向雇主、勞保局、勞動檢查機構或主 

管機關提出申訴，雇主不得因勞工提出申訴，對其做出任何不利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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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條 

 
受委託運用勞工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 

用或其他有損勞工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 

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第 42 條 

 
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 

所屬人員，不得對外公布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善盡管 

理人忠誠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 

第 43 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須之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第 44 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 

均免課稅捐。 

   第 六 章 罰則 

第 45 條 

 
受委託運用勞工退休基金之機構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將勞工退休 

基金用於非指定之投資運用項目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鍰，中央主管機關並應限期令其附加利息歸還。 

第 45-1 條  雇主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令其給付；屆期未給付者，應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或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給與標準或期 

    限。 

二、違反第三十九條準用第十一條第二項或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之給與標準或期限。 

第 46 條 

 
保險人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未於期限內通知勞保局者，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 

第 47 條 

 
(刪除) 

第 48 條 

 
事業單位違反第四十條規定，拒絕提供資料或對提出申訴勞工為不利處分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49 條 

 
雇主違反第八條之一第五項、第九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之二或第三十九條規定，未辦理申報提繳、停 

繳手續、置備名冊或保存文件，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月處罰至改正為止。 

第 50 條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繼續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按月處罰，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 

罰鍰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前項應執行而未執行時，應以公務員考績法令相關處罰規定 

辦理。 

第一項收繳之罰鍰，歸入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第三項勞工退休基金。 

第 51 條 

 
雇主違反第三十條或第三十九條規定，扣留勞工工資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52 條 

 
雇主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九條申報、通知規 

定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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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條 

 
雇主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未按 

時提繳或繳足退休金者，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前一日止，每逾一日 

加徵其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滯納金至應提繳金額之一倍為止。 

前項雇主欠繳之退休金，經勞保局限期令其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 

送行政執行。雇主有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雇主違反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未按時繳納或繳足保險費者，處 

其應負擔金額同額之罰鍰，並按月處罰至改正為止。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溯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 

第 54 條 

 
依本條例加徵之滯納金及所處之罰鍰，受處分人應於收受通知之日起三十 

日內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三十九條所定年金保險之罰鍰處分及移送行政執行業務，委任勞保局辦 

理之。 

第 54-1 條  雇主未依本條例規定繳納退休金或滯納金，且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其財產不 

足清償者，由其代表人或負責人負清償責任。 

前項代表人或負責人經勞保局限期令其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行 

政執行。 

第 55 條 

 
法人之代表人或其他從業人員、自然人之代理人或受僱人，因執行業務違 

反本條例規定，除依本章規定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應處以 

各該條所定之罰鍰。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 

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教唆或縱容為違反之行為者，以行為人論。 

   第 七 章 附則 

第 56 條 

 
事業單位因分割、合併或轉讓而消滅者，其積欠勞工之退休金，應由受讓 

之事業單位當然承受。 

第 56-1 條  勞保局對於雇主未依本條例規定繳納之退休金及滯納金，優先於普通債權 

受清償。 

第 56-2 條  勞工退休金不適用下列規定： 

一、公司法有關公司重整之債務免責規定。 

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有關清算之債務免責規定。 

三、破產法有關破產之債務免責規定。 

第 56-3 條  勞保局為辦理勞工退休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 

關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關資料之 

保有、處理及利用等事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第 57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8 條 

 
本條例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除已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7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30020&FLNO=5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30020&FLNO=5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30020&FLNO=35-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30020&FLNO=5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30020&FLNO=5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30020&FLNO=35-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30020&FLNO=35-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30020&FLNO=35-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30020&FLNO=5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30020&FLNO=58


《團體協約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07 月 01 日修正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規範團體協約之協商程序及其效力，穩定勞動關係，促進勞資和諧，保障勞資權益，特制定本

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團體協約，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與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以約定勞動關係

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 

第 3 條 

團體協約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 

第 4 條 

有二個以上之團體協約可適用時，除效力發生在前之團體協約有特別約定者外，優先適用職業範

圍較為狹小或職務種類較為特殊之團體協約；團體協約非以職業或職務為規範者，優先適用地域

或人數適用範圍較大之團體協約。 

第 5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二 章 團體協約之協商及簽訂 

第 6 條 

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

者，不得拒絕。 

勞資之一方於有協商資格之他方提出協商時，有下列情形之一，為無正當理由： 

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拒絕進行協商。 

二、未於六十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 

三、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依前項所定有協商資格之勞方，指下列工會： 

一、企業工會。 

二、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 

三、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職業工會或綜

合性工會。 

四、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所屬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合計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

之一。 

五、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定之工會。 

勞方有二個以上之工會，或資方有二個以上之雇主或雇主團體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他方得要

求推選協商代表；無法產生協商代表時，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 

勞資雙方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期間逾六個月，並經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裁決認定有違反第一項、第

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考量勞資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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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利益及簽訂團體協約之可能性後，得依職權交付仲裁。但勞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

限。 

第 7 條 

因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而提供資料之勞資一方，得要求他方保守秘密，並給付必要費用。 

第 8 條 

工會或雇主團體以其團體名義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時，其協商代表應依下列方式之一產生： 

一、依其團體章程之規定。 

二、依其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三、經通知其全體會員，並由過半數會員以書面委任。 

前項協商代表，以工會或雇主團體之會員為限。但經他方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協商代表之人數，以該團體協約之協商所必要者為限。 

第 9 條 

工會或雇主團體以其團體名義簽訂團體協約，除依其團體章程之規定為之者外，應先經其會員大

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會員或會員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會員或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或

通知其全體會員，經四分之三以上會員以書面同意。 

未依前項規定所簽訂之團體協約，於補行前項程序追認前，不生效力。 

第 10 條 

團體協約簽訂後，勞方當事人應將團體協約送其主管機關備查；其變更或終止時，亦同。 

下列團體協約，應於簽訂前取得核可，未經核可者，無效： 

一、一方當事人為公營事業機構者，應經其主管機關核可。 

二、一方當事人為國防部所屬機關（構）、學校者，應經國防部核可。 

三、一方當事人為前二款以外之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而有上級主管機關者，應經其上級主

管機關核可。但關係人為工友（含技工、駕駛）者，應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核可。 

第 11 條 

團體協約雙方當事人應將團體協約公開揭示之，並備置一份供團體協約關係人隨時查閱。 

  第 三 章 團體協約之內容及限制 

第 12 條 

團體協約得約定下列事項： 

一、工資、工時、津貼、獎金、調動、資遣、退休、職業災害補償、撫卹等勞動條件。 

二、企業內勞動組織之設立與利用、就業服務機構之利用、勞資爭議調解、仲裁機構之設立及利

用。 

三、團體協約之協商程序、協商資料之提供、團體協約之適用範圍、有效期間及和諧履行協約義

務。 

四、工會之組織、運作、活動及企業設施之利用。 

五、參與企業經營與勞資合作組織之設置及利用。 

六、申訴制度、促進勞資合作、升遷、獎懲、教育訓練、安全衛生、企業福利及其他關於勞資共

同遵守之事項。 

七、其他當事人間合意之事項。 

學徒關係與技術生、養成工、見習生、建教合作班之學生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人，其前項

各款事項，亦得於團體協約中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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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團體協約得約定，受該團體協約拘束之雇主，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所屬非該團體協約關係人之

勞工，就該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進行調整。但團體協約另有約定，非該團體協約關係人

之勞工，支付一定之費用予工會者，不在此限。 

第 14 條 

團體協約得約定雇主僱用勞工，以一定工會之會員為限。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該工會解散。 

二、該工會無雇主所需之專門技術勞工。 

三、該工會之會員不願受僱，或其人數不足供給雇主所需僱用量。 

四、雇主招收學徒或技術生、養成工、見習生、建教合作班之學生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

人。 

五、雇主僱用為其管理財務、印信或機要事務之人。 

六、雇主僱用工會會員以外之勞工，扣除前二款人數，尚未超過其僱用勞工人數十分之二。 

第 15 條 

團體協約不得有限制雇主採用新式機器、改良生產、買入製成品或加工品之約定。 

第 16 條 

團體協約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為多數時，當事人不得再各自為異於團體協約之約定。但團體協約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 四 章 團體協約之效力 

第 17 條 

團體協約除另有約定者外，下列各款之雇主及勞工均為團體協約關係人，應遵守團體協約所約定

之勞動條件： 

一、為團體協約當事人之雇主。 

二、屬於團體協約當事團體之雇主及勞工。 

三、團體協約簽訂後，加入團體協約當事團體之雇主及勞工。 

前項第三款之團體協約關係人，其關於勞動條件之規定，除該團體協約另有約定外，自取得團體

協約關係人資格之日起適用之。 

第 18 條 

前條第一項所列團體協約關係人因團體協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除第二十一條規定者外，於該

團體協約終止時消滅。 

團體協約簽訂後，自團體協約當事團體退出之雇主或勞工，於該團體協約有效期間內，仍應繼續

享有及履行其因團體協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 

第 19 條 

團體協約所約定勞動條件，當然為該團體協約所屬雇主及勞工間勞動契約之內容。勞動契約異於

該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者，其相異部分無效；無效之部分以團體協約之約定代之。但異於

團體協約之約定，為該團體協約所容許或為勞工之利益變更勞動條件，而該團體協約並未禁止

者，仍為有效。 

第 20 條 

團體協約有約定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外之事項者，對於其事項不生前三條之效力。 

73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4923&flno=13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4923&flno=14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4923&flno=15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4923&flno=16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4923&flno=17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4923&flno=18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4923&flno=19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4923&flno=20


團體協約關係人違反團體協約中不屬於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約定時，除團體協約另有約定者

外，適用民法之規定。 

第 21 條 

團體協約期間屆滿，新團體協約尚未簽訂時，於勞動契約另為約定前，原團體協約關於勞動條件

之約定，仍繼續為該團體協約關係人間勞動契約之內容。 

第 22 條 

團體協約關係人，如於其勞動契約存續期間拋棄其由團體協約所得勞動契約上之權利，其拋棄無

效。但於勞動契約終止後三個月內仍不行使其權利者，不得再行使。 

受團體協約拘束之雇主，因勞工主張其於團體協約所享有之權利或勞動契約中基於團體協約所生

之權利，而終止勞動契約者，其終止為無效。 

第 23 條 

團體協約當事人及其權利繼受人，不得以妨害團體協約之存在或其各個約定之存在為目的，而為

爭議行為。 

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於所屬會員，有使其不為前項爭議行為及不違反團體協約約定之義務。 

團體協約得約定當事人之一方不履行團體協約所約定義務或違反前二項規定時，對於他方應給付

違約金。 

關於團體協約之履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民法之規定。 

第 24 條 

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於違反團體協約之約定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為本團體之會員或他方團

體之會員，均得以團體名義，請求損害賠償。 

第 25 條 

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得以團體名義，為其會員提出有關協約之一切訴訟。但應先通知會員，並不

得違反其明示之意思。 

關於團體協約之訴訟，團體協約當事團體於其會員為被告時，得為參加。 

  第 五 章 團體協約之存續期間 

第 26 條 

團體協約得以定期、不定期或完成一定工作為期限，簽訂之。 

第 27 條 

團體協約為不定期者，當事人之一方於團體協約簽訂一年後，得隨時終止團體協約。但應於三個

月前，以書面通知他方當事人。團體協約約定之通知期間較前項但書規定之期間為長者，從其約

定。 

第 28 條 

團體協約為定期者，其期限不得超過三年；超過三年者，縮短為三年。 

第 29 條 

團體協約以完成一定工作為期限者，其工作於三年內尚未完成時，視為以三年為期限簽訂之團體

協約。 

第 30 條 

團體協約當事人及當事團體之權利義務，除團體協約另有約定外，因團體之合併或分立，移轉於

因合併或分立而成立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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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約當事團體解散時，其團體所屬會員之權利義務，不因其團體之解散而變更。但不定期之

團體協約於該團體解散後，除團體協約另有約定外，經過三個月消滅。 

第 31 條 

團體協約簽訂後經濟情形有重大變化，如維持該團體協約有與雇主事業之進行或勞工生活水準之

維持不相容，或因團體協約當事人之行為，致有無法達到協約目的之虞時，當事人之一方得向他

方請求協商變更團體協約內容或終止團體協約。 

  第 六 章 罰則 

第 32 條 

勞資之一方，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裁決認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勞資之一方，未依前項裁決決定書所定期限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者，再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 七 章 附則 

第 33 條 

本法施行前已簽訂之團體協約，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除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外，適用修正後之

規定。 

第 34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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