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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勞動契約簽訂前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第 12 條

徵才條件可以限制年齡嗎？

A 事業單位於臉書社團刊登行政經理之徵才廣

告，載明「限 45 歲以下者」，涉及中高齡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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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所謂「就業歧視」是指當雇主以求職人或

所僱用員工「與執行該項特定工作無關之

性質」，來決定受僱與否或其勞動條件，

且雇主在該項特質上的要求有不公平不

合理之情事，可認定為雇主對求職人或所

受僱員工歧視。

二、 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 12 條

規定，雇主對求職或受僱之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不得以年齡為由予以差別待遇。前

項所稱差別待遇，指雇主因年齡因素對求

職者或受僱者為下列事項之直接或間接

不利對待：

( 一 ) 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

考績或陞遷等。

( 二 ) 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

( 三 ) 薪資之給付或各項福利措施。

( 四 ) 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

( 接續次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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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08

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42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

罰鍰，並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罰  則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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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5條第 1項

雇主因求職者容貌拒絕錄取

涉及就業歧視

雇主 B 只因為求職者的長相，就不想錄取為餐

廳外場服務人員 ; 雇主 C 招募送貨司機，單純

只因為受僱員工身上有刺青就不錄取 ; 求職者

應徵保全人員，雇主 D 以其頭髮太長，需配

合剪髮才會錄取。但長相與為顧客帶位、點餐

的工作內容無關、刺青又不妨礙送貨司機的工

作、頭髮長短又與保全人員門禁管理等工作內

容無涉，故雇主 B、C、D 涉及容貌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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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參照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就

業歧視」是指雇主以求職人或所僱用員

工「與執行特定工作無關之特質」來決

定是否僱用求職人或受僱人的勞動條件，

且雇主對該項特質的要求是不平等、不合

理的。換句話說，雇主在做招募、甄試、

勞動條件、陞遷、調職、獎懲、訓練、福

利或解僱條件時，不去考量求職人或受僱

人的工作能力、條件或表現，而是考量與

工作能力無關的「種族、階級、語言、思

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

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

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

因素，因而造成求職人或受僱人因具有這

些特質，而失去與其他人平等競爭工作的

機會，這樣就是「就業歧視」。

( 接續次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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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容貌」是指「個人臉型相貌美醜、端正、

體格身高與殘缺等外在條件」，所以「容

貌歧視」是指「雇主因求職人或受僱人的

臉型相貌美醜、端正、體格身高與殘缺等

外在條件，而給予其不利差別待遇。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12

依就業服務法第 65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

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並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

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罰  則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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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5條第 2項 第 1款

小心你的求才廣告

成為不實廣告

張姓雇主於人力銀行刊登行政人員招募廣告，

入職後，要求員工擔任業務工作，不得轉換，

不願意者視為自願離職，違反就業服務法不實

廣告規定。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14



法令規定

一、 按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為不實之廣告

或揭示。

二、 次按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 年 3 月

20 日勞職業字第 970006934 號函略以，

所謂「不實廣告」係指廣告內容與客觀事

實不完全相符者，縱一部分不符亦構成

不實廣告，其判定基準參酌最高行政法

院 91 年度判字第 1926 號判決「按廣告

是否違反不實廣告之禁止規定，應視廣告

主於廣告時，就足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

驗之一般大眾為合理判斷，並做成交易決

定之表示或表徵，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情事 ...」。另所謂「不實之揭示」係指

雇主於招募求才廣告或僱用員工工作時，

以不符實際之資料或訊息對外加以刊載

( 登 ) 或揭示要約，使求職者或受僱者誤

( 接續次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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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或承諾。其內容包含以不實之勞動條件

求才或僱用。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16

依就業服務法第 65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

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並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

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罰  則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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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5條第 2項 第 2款

招募或僱用員工要求提供隱私資料

違法徵才，小心誤踩地雷

古姓雇主於員工報到時，要求員工繳交全戶戶

籍謄本，以瞭解員工家庭狀況，違反就業服務

法就業隱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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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違反求職人或

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

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供非屬就業

所需之隱私資料。

二、 次按本法施行細則第 1 條之 1 規定，本

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定隱私資料，

包括下列類別：( 一 ) 生理資訊：基因檢測、

藥物測試、醫療測試、HIV 檢測、智力測

驗或指紋等。( 二 ) 心理資訊：心理測驗、

誠實測試或測謊等。( 三 ) 個人生活資訊：

信用紀錄、犯罪紀錄、懷孕計畫或背景調

查等。雇主要求求職人或員工提供隱私資

料，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不得逾越基於

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目的

之必要範圍，並應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

之關聯。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19

依就業服務法第 67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5條第 2項 第 6款

招募員工

須公開揭示或告知職缺薪資範圍

陳姓雇主於人力銀行刊登送貨司機職缺，薪資

寫「面議」，惟其實際職缺每個月經常性薪資

未達 4 萬元，違反就業服務法薪資揭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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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6 款規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提供職缺之

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 4 萬元而未公開

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

二、 按勞動部「雇主招募員工公開揭示或告知

職缺薪資範圍指導原則」，雇主公開揭

示或告知職缺薪資範圍，應以區間（如：

月薪 30,000~33,000 元）、定額（如：

月薪 30,000 元）、最低數額（如：月薪

30,000 元以上）或面議（月薪 40,000 元

以上）及其他如日薪：1,600 元、時薪：

200 元、按件計酬：300 元 / 件等方式為

之。另雇主以區間方式呈現薪資範圍者，

以不超過新臺幣 5,000 元為宜。

三、 按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11 年 9 月 5 日

發就字第 1113510070 號函釋略以，又

依「雇主招募員工公開揭示或告知職缺薪

資範圍指導原則」，本規定所稱經常性薪

( 接續次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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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指雇主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

酬，包括本薪與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

金（例如按月給付之伙食津貼、全勤獎金

及績效獎金等 )，但不包括加班費、年終

獎金、三節獎金及差旅費等給與。又雇主

公開揭示或告知職缺薪資範圍，應使求職

人於應徵前知悉該職缺之最低經常性薪

資。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22

依就業服務法第 67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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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5條第 2項 第 3款

招募或僱用員工

不得收取保證金

方姓雇主於招募保全員，要求繳交 5,000 元保

證金才能錄取，違反就業服務法不得收取保證

金規定。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24



法令規定

一、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扣留求職人或

員工財物或收取保證金。

二、 按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8 年 4 月

30 日 勞 職 業 字 第 0980070787 號 函 略

以，依本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

所謂非法扣留財物係指雇主對求職人或

所聘僱員工之財物，經求職人或受聘僱員

工請求返還，無正當理由拒絕返還之行

為。惟若雇主依法律有留置上開財物之權

利者，自應符合各該法律之規定，始為適

法。另所謂收取保證金係指雇主於僱用員

工工作時，為擔保聘僱契約之履行，要求

求職人或所聘僱員工給付價款之情事。

三、 次按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2 年 4

月 16 日勞職業字第 1020057775 號函略

以，有關本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

所稱「收取保證金」，依本會 98 年 4 月

( 接續次頁 )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25



30 日勞職業字第 0980070787 號函示指

為擔保聘僱契約之履行所收取之訂金，此

與雇主與受僱者約定開立本票以擔保肇

事責任應給付金額之情形有間。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26

依就業服務法第 67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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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勞動契約存續中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勞動基準法 第 24 條

加班費以勞工底薪為計算標準

可以嗎？

 陳姓雇主核算所僱勞工許〇〇等人民國

110 年 2 月份至 3 月份延長工時工資，僅以底

薪為核算基準，未將「全勤」及「獎金」等項

納入延長工時工資計算基準，違反勞動基準法

第 2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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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依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關於

工資之定義，係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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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全勤」係視勞工出勤狀況

而發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報酬之性質；

「獎金」視員工表現給與，亦與勞工因勞

務之提供而發放，自可謂勞務之對價。

二、 本案延長工時工資計算基準應納入「全

勤」及「獎金」。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31

依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勞動基準法 第 22 條第 2項

工資應全額如期給付

不可事後補給

 A 公司與所僱勞工約定每月 5 日給付上

月工資，惟因廠商貨款延遲給付，所以也遲至

10 日發給勞工工資，該公司未於約定期日給

付工資給勞工，屬工資未全額給付予勞工之情

事，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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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依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工資

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不得以任何理

由扣發工資，再按勞動部 111 年 3 月 14

日勞動條 2 字第 1110140080 號函釋略

以，雇主於勞動契約約定之日期如未給

付或未全額給付勞工工資，縱於事後補

給，應以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第 2 項

規定論處。

二、 本案雇主應依勞動契約約定之日期給付

勞工工資，不得任意變更。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33

依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勞動基準法 第 32 條第 2項

延長工時加班規定

要小心!

王姓雇主與所僱勞工阮〇〇約定每日正常工作

時間為 8 時至 17 時，中午休息時間 1 小時，

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假日，延長工時無需

申請，自 17 時 30 分起算加班，以 0.5 小時為

採計單位，依出勤紀錄記載之時間為主。查王

姓雇主使勞工 112 年〇月〇日出勤工作時間自

7 時 25 分至翌日 0 時 57 分，扣除休息時間，

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至少為 15

小時，逾 1 日 12 小時法定上限，違反勞動基

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34



法令規定

依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延長

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1 日不得

超過 12 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如未實施總

量管制，1 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本案雇主

使勞工「延長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

間」，1 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35

依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勞動基準法 第 30 條第 6項

出勤紀錄

應逐日記載至分鐘為止

梁姓雇主與所僱勞工游〇〇約定每日正常工時

8 小時，自 8 時至 17 時，中午 12 時至 13 時

休息 1 小時，週六週日為休息日及例假。查勞

工游〇〇 112 年 3 月至 8 月出勤紀錄，梁姓

雇主以簽到表記錄其出勤，大部分期日記錄上

下班時間至時，僅少部分期日下班有記錄至分

鐘，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 實際上下班時

間 ) 至分鐘為止，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6

項之規定。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36



法令規定

依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6 項規定，出勤紀錄，

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本案雇

主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 實際上下班

時間 ) 至「分鐘」為止。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37

依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勞動基準法 第 38 條

特別休假日由勞工排定

未休畢應折算工資

胖虎和小夫是阿華公司裡的資深員工，兩人工

作最近剛滿二年，想請 2 天特別休假結伴去旅

行，分別向阿華申請休假，但不同的是，小夫

還告知因為個人因素想換工作，打算旅行後便

辭職，想將剩下的特別休假都休完。惟阿華表

示因業務繁忙，便直接拒絕 2 人的請假，並告

知小夫休假天數將於離職時一併消除，雇主行

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規定。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38



法令規定

依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第 2 項、第 4 項規定，

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雇主如有經營上之

急迫需求，得與勞工協商調整，如於年度終結

或契約終止前仍未休畢，雇主應折算工資。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39

依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勞動基準法 第 36 條

例假日無極特殊情況

勞工不得連續工作逾6日

違法案例說明

大雄是在阿華公司裡的倉管人員，星期一至五
為工作日，平時月休 8 天，因最近忙不過來，

阿華已讓大雄連續上班超過 7 天，阿華已違反

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規定。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40



法令規定

依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規定，「例假」屬強制

性規定，非勞基法第 40 條所列「天災、事變

或突發事件」之極特殊狀況，縱然勞工同意，

亦不得使勞工於例假日工作，如雇主未實施 4

週變形工時或例假日調整，則勞工不得連續工

作逾 6 日，惟勞工若確有於例假出勤之事實，

當日出勤之工資，應加倍發給 。「休息日」之

出勤較為彈性，雇主如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

之必要，在遵守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第 2 項、

第 32 條及第 36 條規定之前提下，可徵求勞工

之同意出勤。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41

依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勞動基準法 第 39 條

特別休假或休假日加班工作

工資應加倍發給

靜香事前向公司申請 113 年 4 月 1 日至 3 日，

共 3 天特別休假，以便清明連假 (113 年 4 月

4 日至 5 日 ) 的時候安排旅遊 5 天，不料公司

因突發狀況人手不足，請靜香 4 月 1 日至 5 日

留守公司協助出貨，但公司認為靜香該段時間

僅為協助性質，所以只補貼一天 500 元津貼，

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39 條規定。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42



法令規定

依勞動基準法第 39 條規定，雇主如需勞工於

特別休假或休假日加班工作，正常工作時間

內，工資應加倍發給，延長工作時間內則應給

予延長工時工資。

「以正常工時，勞工同意出勤」為例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43

依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勞動基準法 第 73 條

勞工局要求提出必要之文件

事業單位不得拒絕

○○有限公司的員工阿明向老闆說，113 年 3

月 15 日收到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開立的受檢通

知書，通知○○有限公司應於同月 20 日攜帶

負責人證件影本、商登資料、勞工名冊、工資

清冊、出勤紀錄等相關資料至勞工局接受勞動

檢查，老闆認為公司最近公務繁忙，沒有時間

準備資料，所以指派阿明 20 日時直接前往勞

工局做說明，但未帶任何相關資料，事後經勞

工局通知補正仍未提供，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73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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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依勞動基準法第 73 條及第 80 條規定，本案勞

工局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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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事業單位「不

得拒絕」。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45

依勞動基準法第 80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勞動基準法 第 23 條第 1項

雇主應提供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勞資雙方約定每月工資於次月 10 日給付，陳

姓雇主於發薪時，交予勞工許〇〇之薪資袋僅

記載實際給付之金額，另因勞工鄭〇〇離職，

僅將款項匯款予鄭〇〇，以上，陳姓雇主於約

定工資給付日定期發給工資時，未併同提供工

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46



法令規定

依勞動基準法第 23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

第 14 條 之 1 規 定， 雇 主 應 提 供 工 資「 各 項

目」計算方式明細給勞工，其中應包含工資總

額、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之

金額、休假、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出勤）之

金額及其計算，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項目 ( 包含 :

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職工福利金、

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特休未休之日數工資數

額等項目 )。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47

依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 63 條第 3項

勞資雙方都不得

無正當理由未出席調解會議

勞工許〇〇等人於 113 年 2 月 19 日至勞工局

申請調解，向 A 公司請求資遣費及工資差額等

事項，勞工局依其擇定方式，訂於 113 年 3 月

2 日召開調解會議，並以掛號郵寄開會通知單

予勞工許〇〇等人與 A 公司。 調解當日 A 公

司無故未出席調解會議，該行為涉有違反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無正當理由

未依通知出席調解會議。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48



法令規定

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提供勞資雙方溝通平台，如

事業單位不克出席調解會議，應主動聯繫勞工

局並就勞方訴求予以回應，切勿無正當理由未

出席。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49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2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44 條

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阿力在工業區附近經營麵店，因為料多實在吸

引很多移工到店內消費，生意太好時常忙不過

來，便請常來店裡消費的越南移工阿阮及阿玉

幫忙收碗盤及整理桌面，另外也同意移工可以

到店裡內場幫忙切菜同時學習廚藝。然而他的

行為已屬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面臨最高新臺

幣 75 萬元之罰鍰。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50



法令規定

一、 按 勞 動 部 91 年 9 月 11 日 勞 職 外 字 第

0910205655 號令函釋略以，「就業服務

法」第 44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

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係指「自然人或法

人」與外國人間雖無聘僱關係，但有未依

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即容許外

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

工作事實之行為而言。

二、 本案阿力未向勞動部合法申請，即同意移

工在店內有提供勞務或從事工作之行為，

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4 條規定。縱使是

外國人順手幫忙或是主張學習技藝等，也

會構成違法。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51

依就業服務法第 63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

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5 年內再違反者，處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20 萬元以下罰金。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57 條第 1款

未向勞動部合法申請並獲許可

不得聘僱移工進行打工

莊老闆經營工廠，近期接到一筆大訂單，卻苦

無臨時人力來趕單，他看到隔壁工廠的移工便

主動要求這些移工到廠內打工，每小時按基本

時薪給薪水，移工們開心地在莊老闆工廠內全

力趕單。自認解決燃眉之急且又照顧到這些移

工的莊老闆，卻沒想到即使對方是合法移工，

在自己沒有向勞動部合法申請並獲許可的情形

下，並不能聘僱這些移工，莊老闆上開舉動其

實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1 款規定，將

面臨最高新臺幣 75 萬元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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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現行法令並未開放合法移工可以打工，民眾如

有聘僱移工需求，仍應向勞動部合法申請，以

免受罰。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53

按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1 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

得有下列情事：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

請聘僱之外國人。依同法第 63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5 年內再違反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20 萬元以

下罰金。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57 條第 3款

不得指派家庭看護工

從事非屬照顧被看護人範圍之工作

阿娟聘僱看護工照顧家中長輩，因為自己經營

的早餐店備餐及整理環境需要，便要求看護工

到早餐店裡幫忙，阿娟認為是自己所經營的店

也只有上午時段，且有加付薪資給移工便沒問

題，不料此舉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3

款，遭裁罰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立即改善，否則將會被廢止聘僱許可，

阿娟懊悔不已，也不再要求看護工從事照顧被

看護人以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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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依照法令規定，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法定工

作內容是在家庭從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

的日常生活照顧相關事務工作，因為被照

顧人生活無法自理，舉凡為被照顧人煮

飯、洗衣、清潔環境等，皆為家庭看護的

合法工作範圍。

二、 雇主倘係指派家庭看護工從事非屬照顧

被看護人範圍之工作 ( 例如看顧店面、到

店家或是其他場所提供勞務 )，即屬違反

法令。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55

按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3 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

得有下列情事：三、指派所聘僱之外國人從事許可以

外之工作。依同法第 68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

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另依同法第 72 條規定，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勞動部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

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57 條第 4款

雇主不得將所聘僱之移工

調派至其他公司

王董是 OO 有限公司及 OO 企業社兩家公司的

負責人，年初以 OO 企業社的名義向勞動部申

請聘僱 5 名印尼移工，卻將移工指派到 OO 有

限公司從事工作，王董認為既然兩家公司都是

同一負責人，自然可以直接調派。然而王董此

舉已經違反就業服務法，不但 OO 企業社將因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4 款規定遭處新臺

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OO 有限公

司也將因為容許或聘僱 OO 企業社的移工在公

司從事工作，而遭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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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目前勞動部並未同意雇主可將所聘僱之

移工調派至其他公司 ( 即 AB 公司調派 )，

縱使兩家公司是同一負責人，因屬不同法

人格，雇主貿然調動將導致兩家公司分別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4 條或第 57 條第 1

款，以及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4 款，而

面臨同時受罰之處境。

二、 雇主聘僱外國人有調派需求，須依照勞動

部「雇主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變更工作場所認定基準」辦

理。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57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4 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

不得有下列情事：四、未經許可，指派所聘僱從事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變

更工作場所。依同法第 68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

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另依同法第 72 條規定，經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勞動部應廢止其招募許可

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57 條第 4款

製造業合法調派外國人變更工作場所

陳總經理管理 OO 公司台中廠及彰化廠兩個廠

區，因為訂單需要想將彰化廠的移工調派到台

中廠支援，有聽說調派得符合相關法規，想知

道該符合哪些規定，才算是合法調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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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雇主聘僱外國人有調派需求，須依照勞動

部「雇主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變更工作場所認定基準」辦

理。

二、 目前製造業調派外國人變更工作場所 ( 即

AB 廠調派 )，共分為兩大類別：

(一)免向勞動部申請，得逕行調派變更

工作場所：

1. 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業者。
2. 113 年 3 月 19 日前，已獲經濟

發展局核定改善計畫之業者，
持有經濟發展局核發之改善計
畫證明及消防局開立之查驗核
准或證明文件。

(二)須先向勞動部申請，經同意後始得

調派變更工作場所：
112  年  3  月  19  日前，已向經濟

發展局提報工廠改善計畫但尚未審

查
( 接續次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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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者：

持經濟發展局開具受理工廠改善計

畫之證明文件，及消防局開具符合

消防標準之核准文件 ( 或由消防設

備師簽證確認消防安全符合消防標

準，且經消防專技人員開立合格檢

修申報書者 )，向勞動部申請。此類

調派許可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2 年，

且外國人住宿地點不得設於調派後

之工廠。

三、 因應各縣市政府審查工廠改善計畫確需

處理作業時間，考量業者營運需求等因
素，勞動部 114年 4 月 8日以勞動發管字

第 1140504256 號函釋，放寬此類雇主

可依調派基準之規定，向勞動部再申請

或新申請調派移工至上開地點從事製造
工作，調派許可期限不得逾 115 年 3 

月19 日。

四、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4 款規定，雇

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四、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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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指派所聘僱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變更

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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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就業服務法 68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另依同法第 72 條規定，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勞動部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

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5條第 2項 第 4款

不得指派求職人或員工

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林姓雇主要求員工吸收詐騙車手、教授詐騙話

術、販賣客戶資料等，違反就業服務法不得指

派員工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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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指派求職人或

員工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

作。

二、 按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0 年 8 月

9 日勞職業字第 100050729898 號函略

以，依本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

所稱公共秩序應為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

善良風俗係維持人類生活所不可或缺、最

低限度之倫理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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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就業服務法第 65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

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 條第 1項 ( 製造業 )

車輛機械之作業

應置管制引導人員

ＯＯ企業行所僱勞工陳ＯＯ於 XX 股份有限公

司廠房裝卸貨區旁之自設道路進行清掃作業

時，裝卸貨區工作人員正在使用堆高機進行貨

物卸貨，其現場未設置管制引導人員，堆高機

駕駛操作不慎將堆高機上裝載之重物壓砸傷正

在清掃之陳姓勞工，導致陳姓勞工送醫急救後

仍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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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

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十五、車輛

機械之作業或移動，有撞擊工作者之虞時，應

置管制引導人員，本案例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116 條第 1 項第 15 款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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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0 條規定，違反第 6 條第 1 項規

定致發生第 37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災害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 條第 1項 ( 營造業 )

雇主應設置護欄

防止勞工遭受墜落危險

一、 對於高度 2 公尺以上之已開挖基地邊緣

開口未設置護欄、樓梯邊緣開口未設置護

欄、電梯井及消防管道間開口未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結構體與外牆施工架

間距大於 20 公分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

全網、施工架未設置交叉拉桿及下拉桿

等，致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二、 勞工於 O 棟 8 樓 ( 高差約 27 公尺 ) 從事

施工架拆卸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等防護具，違反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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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對於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勞工

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依營造安全衛

生設施標準第 19 條第 1 項：「雇主對於

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

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

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

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

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規定辦理。

二、 勞工於 O 棟 8 樓 ( 高差約 27 公尺 ) 從事

施工架拆卸作業，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 281 條第 1 項：「雇主對於在高

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

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

等措施者，不在此限。」規定辦理。

( 接續次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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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 2 筆案例均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

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五、防

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

場所引起之危害。…。」規定。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68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3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

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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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條第 1項 ( 綜合行業 )

規劃安全通道

預防屋頂作業墜落

事業單位所僱勞工陳○○於冷藏室上方尋找貨

物，於移動時陳○○踏穿輕鋼架天花板墜落至

地面 ( 離地高度約 2.8 公尺 )，對於勞工以輕鋼

架天花板之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夾層天花板尋找

貨物作業時，未有規劃安全通道，於天花板支

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

板、未於天花板下方可能墜落之範圍，裝設堅

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及未指定屋頂作業

主管指揮或監督該作業，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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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對於使勞工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雨遮及

夾層天花板從事作業時，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27 條第 1 項：「雇主對勞工於以

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易

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及雨遮，或於以礦纖板、

石膏板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夾層天花板從事作

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採取下列設施：

( 一 ) 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雨遮或天花 

          板支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

          公分以上之踏板。

( 二 ) 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下方可能墜落

          之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

          墜設施。

( 三 ) 指定屋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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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3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

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27 條第 1 項

落實對承攬人、再承攬人之承攬管理

對於 ( 再 ) 承攬人之勞工於 10 樓模板工程拆除

作業之工作場所未落實作業人員進場管制；未

確實巡視；又對於該場所之墜落危害，未予以

連繫調整其工作所必要之安全防護設備或措施

且未對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

及協助，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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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單

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

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

必要措施：

( 一 )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 二 )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 三 ) 工作場所之巡視。

( 四 )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

          導及協助。

( 五 )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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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5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

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37 條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

發生何種職業災害需要通報？

事業單位所僱勞工陳○○於 112 年 10 月 6 日

發生受傷，並於同日住院，該單位於 112 年

10 月 7 日 9 時許得知陳○○住院治療之情形，

惟遲至 112 年 10 月 12 日 18 時 38 分通報職

業災害，未於得知陳員住院治療起 8 小時內通

報勞動檢查機構，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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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

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

構：

( 一 ) 發生死亡災害。

( 二 )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 三 )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

且需住院治療。

( 四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

害。」

二、 另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

第 1 項：「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所

稱雇主，指罹災勞工之雇主或受工作場所

負責人指揮監督從事勞動之罹災工作者

工作場所之雇主；所稱應於八小時內通報

勞動檢查機構，指事業單位明知或可得而

( 接續次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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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已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實起八小時

內，應向其事業單位所在轄區之勞動檢查

機構通報。」規定。

三、 本案事業單位於 112 年 10 月 7 日 9 時

得知罹災者住院治療消息，故至遲應於同

日 17 時前向該單位所在轄區之勞動檢查

機構通報。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76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3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

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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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26 條第 1 項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等

應事前告知承攬人

ＯＯ股份有限公司 A 廠與 XX 企業行簽訂契約

將原料卸貨及清潔作業等交付 XX 企業行承攬，

契約簽訂後開始作業前，未事前告知承攬人

XX 企業行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

措 施。112 年 7 月 11 日 罹 災 者 陳 ☐☐(XX 企

業行所僱勞工 ) 於ＯＯ股份有限公司 A 廠裝卸

貨區旁之自設道路進行清掃作業時，遭 XX 企

業行所僱勞工吳姓駕駛之荷重 3 公噸堆高機撞

擊致堆高機上裝載重物壓砸傷，經送醫急救後

仍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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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 條第 1 項：「事

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

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

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二、 本案事業單位於交付企業行承攬，契約簽

訂後開始作業前，未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

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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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5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

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勞動檢查法 第 15 條第 2項

拒絕、規避勞動檢查機構之檢查

違反勞動檢查法

勞動檢查機構於 110 年 7 月 5 日派員前往事業

單位檢查，惟現場大門深鎖無法進行檢查，另

當日致電該單位客服轉達消息，惟該單位未有

任何回復。 勞動檢查機構於 110 年 7 月 12 日

以行政公文書通知該單位於 110 年 7 月 19 日

派員攜帶資料至勞動檢查機構受檢，惟該單位

屆期未至勞動檢查機構受檢，亦無聯繫勞動檢

查機構變更受檢時間。 勞動檢查機構再以 110

年 7 月 22 日行政公文書通知該單位於 110 年

8 月 2 日派員攜帶資料至勞動檢查機構受檢，

惟該單位仍未於行政文書通知時間派員攜帶資

料至勞動檢查機構受檢並做說明，亦未申請更

改受檢時間，拒絕、規避勞動檢查機構之檢查，

違反勞動檢查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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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依據勞動檢查法第 15 條第 1 項：「勞動

檢查員執行職務時，得就勞動檢查範圍，

對事業單位之雇主、有關部門主管人員、

工會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為左列行為：

一、詢問有關人員，必要時並得製作談話

紀錄或錄音。二、通知有關人員提出必要

報告、紀錄、工資清冊及有關文件或作必

要之說明。三、檢查事業單位依法應備置

之文件資料、物品等，必要時並得影印資

料、拍攝照片、錄影或測量等。四、封存

或於掣給收據後抽取物料、樣品、器材、

工具，以憑檢驗。」及勞動檢查法第 15

條第 2 項：「勞動檢查員依前項所為之

行為，事業單位或有關人員不得拒絕、規

避或妨礙。」規定。

二、 本案勞動檢查機構於 110 年 7 月 5 日派

員實施檢查，惟事業單位當日未有人員配

合受檢，故分別於 110 年 7 月 12 日及

( 接續次頁 )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 081



110 年 7 月 22 日以行政公文書通知該單

位於指定期限內派員攜帶資料至勞動檢

查機構受檢，惟該單位皆仍未於指定期限

內派員攜帶資料至勞動檢查機構受檢及

說明，亦未申請更改受檢時間，是以該單

位拒絕、規避勞動檢查機構之檢查。

事業單位常見違法案例手冊082

依勞動檢查法第 35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罰  則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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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勞動契約終止時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33 條第 1項

資遣預告 與 資遣通報

A 員工任職未滿 3 個月，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不

需要預告，但雇主仍應於員工離職之 10 日前

辦理資遣通報；又假設 B 員工任職滿 3 個月，

資遣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16 條之規定提前預告

員工，若雇主未預告以給付預告工資替代，此

時雇主仍應於員工離職之 10 日前辦理資遣通

報。

086



法令規定

一、 事業單位易將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預告期

間及預告工資」與就業服務法規定之「資

遣通報」搞混，兩者的立法目的及所規範

對象不同，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若員工任

職已滿 3 個月，雇主資遣時應依規定預

告員工；若未依規定預告，則應給付預告

期間之工資，但不論是否需預告或給付預

告工資，都必須在被資遣員工離職之 10

日前辦理資遣通報。

二、 就業服務法第 33 條第 1 項：雇主資遣員

工時，應於員工離職之十日前，將被資遣

員工之姓名、性别、年齡、住址、電話、

擔任工作、資遺事由及需否就業輔導等事

項，列冊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但其資遣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之情事所致者，應自被資遣員工離

職之日起三日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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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就業服務法第 68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罰  則



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就業服務法 第 33 條第 1項

資遣通報的「10日前」

計算方式

就業服務法有關資遣通報的規定中，「10 日

前」應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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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有關資遣通報期間日數之計算，係以『員工離

職生效日』為始日，舉例說明：雇主預定讓員

工任職至 113 年 4 月 1 日，則該員之離職生

效日為 113 年 4 月 2 日，通報日原為 113 年

3 月 24 日 ( 星期日）因適逢假日，以該日之次

日 113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為通報之末日，

故雇主應於 113 年 3 月 25 日前辦理資遣通報。

該 10 日內因員工仍屬在職身分爰需出勤提供

勞務或依規定申請休假或謀職假，惟若離職日

期因勞資雙方協商後而有所異動，仍可於通報

後辦理離職日期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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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條

違法案例說明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第 4條

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時

應依法提前通報

OO 旅館公司僱用員工 13 人，於 113 年 3 月

1 日向勞工局報送大量解僱計畫書，說明因公

司歇業，已於 113 年 2 月 29 日解僱員工 13 人。

OO 旅館公司涉有違反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4 條規定，未於 60 日前通報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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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一、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指事

業單位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所定各款

情形之一、或因併購、改組而解僱勞工，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一、同一事業單位

之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未滿三十人者，

於六十日內解僱勞工逾十人。二、同一事

業單位之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

人以上未滿二百人者，於六十日內解僱勞

工逾所僱用勞工人數三分之一或單日逾

二十人。三、同一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僱

用勞工人數在二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

於六十日內解僱勞工逾所僱用勞工人數

四分之一或單日逾五十人。四、同一事業

單位之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在五百人

以上者，於六十日內解僱勞工逾所僱用勞

工人數五分之一或單日逾八十人。五、同

一事業單位於六十日內解僱勞工逾二百人

( 接續次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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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單日逾一百人。事業單位應依同法第 4

條第 1 項應於符合前開條規定情形之日

起六十日前，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

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揭示。」

二、 本案該公司因符合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應向勞工局提報大

量解僱計畫書，該公司涉違反大量解僱勞

工保護法第 4 條第 1 項「未於 60 日前通

報」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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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17 條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通知或公

告揭示；屆期未通知或公告揭示者，按日連續處罰至

通知或公告揭示為止。

罰  則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業務聯絡資訊

服務項目

勞資爭議調解 (04)2228-9111
分機 35100

(04)2228-9111
分機 35200

(04)2228-9111
分機 35400

(04)2228-9111
分機 36100、36200、
36300

(04)2228-9111
分機 35500

(04)2228-9111
分機 35600

(04)2228-9111
分機 35600

(04)2228-9111
分機 36600、36700、
36800、36900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樓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樓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樓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 號
2 樓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 號
3 樓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樓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樓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勞動法令疑義諮詢

身心障礙者求職、
廠商求才就業服務

求職登記及就業服
務業務諮詢

外籍移工業務

資遣員工通報、
就業歧視、

不實徵才廣告、
薪資揭示

職業訓練諮詢

勞動檢查、
職業安全衛生

電話號碼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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