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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勞動事件法要上路了，我們都不清

楚，到底對企業有何影響？ 

 

2020 年 1 月 1 日勞動事件法正式實

施，身為雇主必須要清楚，以做好因應。 

《勞動事件法》實施後，目的在於消弭勞資雙方在訴訟上的實力差距，

降低勞工訴訟的門檻。 

例如第 37 條規定，勞工從雇主領取的給付推定為工資；第 38 條則規

定，出勤紀錄內記載勞工的出勤時間推定為工時，若雇主否認，就必

須負起舉證責任。上述兩條的規定為企業帶來的殺傷力，並不亞於《勞

基法》的一例一休。新法上路後考驗一家公司的對於出勤紀錄、考績

紀錄、薪資發放等日常管理制度的嚴謹性、準確性以及與員工的溝通

能力等等，所以故雇主對《勞動事件法》上路，必須要有程度的瞭解，

勞資關係與法令的遵守要求，切記不能停在舊思維。 

勞動事件法 

 

紛爭迅速解決  

 

 

減少勞工訴訟

障礙  

 

 

法院調解程序  

 

 

 

訴訟程序  

 

 

裁判費、執行費等 負擔及訴訟救助  

 

 
強化工會功能  

 

 

調整舉證責任  

 

管轄  

 

 

立法

目的 

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看來勞動事件法的影響，我們需要更重視 

不可輕忽。 

 

是的!老闆，勞雇關係與勞動法令遵守及

管理落實，必須要更重視。 

《勞動事件法》七大重點說明 

NO 重點項目 說         明 

1 專業的審理 設立勞動的專業法庭。 

2 擴大勞動事件的範圍 

納入建教生與建教合作機構間，求職者與招募者 

間所產生的爭議。 

3 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 

由法官 1 人勞資專家之調解委員 2 人，共同進

行調解。 

4 減少勞工訴訟障礙 

勞工可以在勞務提供地法院起訴，減輕勞工繳納

費用之負擔及舉證之責任。 

5 迅速的程序 

勞動調解於三次內終結，勞動訴訟以一次辯論終

結為原則。 

6 

強化紛爭統一解決的

功能 

讓本於同一原因事實有共同利益之勞工，可以併

案請求，紛爭一次請求。 

7 及時有效的權力保全 

減輕勞工聲請保全處分的釋明義務，與提供擔保

責任。 

 

避免 

爭議 

清楚

法令 

符合

要求 

勞雇

協商 



 

   

 

 

 

 

 

 

 

 

 

 

 

 

 

  

 

 

 

勞動事件法 3 

 
 

勞動事件法的影響，我們應該要如面

對？ 

 

面對勞動事件法，勞工意識更抬頭，企

業應該檢視內部的人資管理制度是否法

令的要求，自檢視缺失後進行調整，不

要僥倖心理。提供建議注意內容。 

面對勞動事件法企業因應建議作法 

NO 建議主題 建議作法 

1 
清楚瞭解勞動法令的

規定與要求 

企業主或承辦人資單位必須清楚勞動法令要求，

避免因不知、不懂造成錯誤。 

2 
依法令規定進行內部

檢視查核 

有系統將法令的要求各事項列為查檢表，實際針

對每事項控制點進行查核，檢視那些是違法事項 

3 依缺失進行修正 
列出違法事項，雇主或管理者召開檢討會議，進

行共同列出改善計畫。 

4 
建立與落實合法完善

的人資管理制度 

建構符合法令要求的內部管理制度並確實落實

執行。  

5 
加強內部溝通並落實 

規定與內部查核 

召開內部訓練或說明會，讓全體員工清楚要求規

定及定期查核落實執行狀況，讓管理運作持續穩

定。 

6 建立溝通申訴管道 
建立申訴與溝通管道，勞資協調合作有效落實， 

避免員工有問題即向政府單位投訴。 

7 
落實資料紀錄完整度

與存檔 

相關各項使用文件、表單建立填寫與紀錄規範及

各項文件存檔年限。 

 

合法

制度 

溝通

協調 

定期

查核 

問題

改善 



 

   

 

 

 

 

 

 

 

 

 

 

 

 

 

  

 

 

 

勞動事件法 4 

 
 

如何避免勞資爭議，不要成為勞動事件法

中訴訟的對象，建立勞資和諧的關係。 

 

會產生勞工爭議主要來自幾個部分 1.

雇主未依法令執行，造成員工權益受

損；2.勞資雙方無法溝通造成爭議衝

突；3.勞資爭議調解或訴訟都是勞雇

雙方認知出現極大差異，雇主應做好

預防管理，才不會成為訴訟的對象。 

爭議事項 內容說明 

工資爭議 

1. 工資扣薪少發爭議。 2.基本工資與請假工資爭議。3.資遣費計算。 

4.工資發放延遲。5.平均工資計算爭議。6. 加班費計算爭議。 

工時爭議 

1. 延長工時超時爭議。2.輪班休假爭議。3.每小時工資計算爭議。 

4.補休/特休未休爭議 5.加班時數申請爭議 6.出勤紀錄爭議。.  

契約爭議 

1. 不能勝任爭議。2.資遣爭議。3 勞工離職沒交接。4.工作調動。 

5.試用期與試用不勝任爭議。6.競業禁止爭議。7.調職降薪爭議。 

職災爭議 

1. 公傷認定爭議。2.職災期間工資爭議。3.工資補償金爭議。 

4.醫療期間爭議。5.殘廢或死亡補償金爭議。6.失能金與遺屬年金。 

損害爭議 

1. 預扣工資、賠償金爭議。2.勞保投保、退保爭議。3 退休金爭議。 

4.勞工離職未交接扣款、損失爭議。5.退休金提繳。 

 

常見勞資爭議的事項 

避免 

爭議 

溝通

協調 

訴訟

雙輸 



 

   

 

 

 

 

 

 

 

 

 

 

 

 

 

  

 

 

 

勞動事件法 5 

 
 

如何透過自檢，有合法人資管理體制，

避免成為勞動事件法被訴訟的對象。 

 

無論公司規模或行業特性，若是勞動

基準法適用的對象，都必須瞭解勞動

法令規定與要求，最好把這些規定與

要求有系統列出自檢表，檢視貴公司

運作藉以做為改善之依據。 

NO 查 檢 內 容 

1 工資科目中(底薪、津貼、獎金等) 經常性與非經常給是否定義清楚符合規定。 

2 工資給與、請假扣款，是否符合基本工資的要求。 

3 加班費計算每小時工資是否全薪計算，非使用底薪。 

4 平均工資的計算，是否符合法規的要求。 

5 加班費計算是否依平日、休息日、國定假日、例假日規定計算。 

6 工資扣款是否有違反法規的規定。 

7 工資清冊中是有詳細記載應領工資、加項工資、扣項工資及實領工資。 

8 工資清冊與出勤紀錄是否存檔完整符合年限的要求。 

9 勞保、退休金提繳是否符合規定。 

10 資遣費計算是否符合規定及進行通報。 

(雇主依勞動法令要求列出查檢項目(本表僅提供部分參考)，公司應全面列出相關所有的 

內容再逐一進行檢視。) 

勞動條件自檢內容參考(工資篇) 

全面

檢視 

缺失

改善 

完善

管理 



 

   

 

 

 

 

 

 

 

 

 

 

 

 

 

  

 

 

 

勞動事件法 6 

 
 

這次勞動事件法上路，只要公司做好

避免勞動事件發生就可以比較安心 

那勞動事件主要是指那些？ 

 

本次勞動事法所指的勞動事件

的範圍，我用簡圖來說明，你

就會更清楚。要管控範圍不少

喔。 

① 

勞工 

法令 

團體 

協約 

勞資

會議

決議 

勞動 

習慣 

法令 

勞動 

契約 
其他勞

動關係 

 

工作 

規則 

② 

③ 

性別

工作

平等 

法令 
工會 

活動 

法令 

就業 

歧視 

法令 

職業 

災害 

工會 

爭議 

法令 

其他勞

動關係 

建教生與合作機構基於相關法令、契約或

建教合作上所產生民事上的全力與爭議。 

 

 

相關法令 

民事

上的

權利

與爭

議 

 

民事

上的

權利

與爭

議 

 

侵權 

行為 

爭議 

 

勞 

動 

事 

件 



 

   

 

 

 

 

 

 

 

 

 

 

 

 

 

  

 

 

 

 
 

勞動事件法中聽說雇主不一定是老闆

我嗎? 

 

是的，勞動事件法中所指的雇主 

不僅是指是指老闆你而已，就定

義上的勞工與雇主來說明。 

 

雇主 

勞工 

〇 僱用人、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或依據要派契約，  

   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之人。 

〇 招收技術生、養成工、見習生、建教生、學徒及其他與 

   技術生性質相類之人者或建教合作機構。 

     〇 招募求職者之人。 

受僱人及其他基於從屬關係提供其勞動力而獲致報酬之人。 

 

僱用

人 

雇主 

代表 

 

指揮

者 

 

管理

者 

監督

者 

招募

者 

受僱

人 

建教

生 

勞動力

獲報酬 

技術

生 

養成

工 

見習  

生 
學徒 

求職

者 

 



 

   

 

 

 

 

 

 

 

 

 

 

 

 

 

  

 

 

 

 
 

對於勞動事件法中各項內容能簡略說

明，我當老闆也要懂一些。 

 

勞動事件法在前幾頁說明，已提醒企

業應該要如何來因應，避免成為紛爭

訴訟的對象。接下來簡單認識規定。 

「依勞動事件法第 15 條規定，勞動事件法是屬於民事訴訟法與強制執行法的特別法，因此

只要是屬於「勞動事件」而衍生的權利義務爭議，都應透過勞動事件法所定的程序來辦理。」 

接下來針對①管轄法院破除「以原就被」原則②減免勞方訴訟障礙③勞動調解先行④增加雇

主舉證責任⑤強化保全程序等來說明，簡單清楚認識勞動事件法所定的程序。 

①管轄法院破除「以原就被」原則: 

 

原有 

勞資 

爭議 

勞動 

事件法 

透過一般民事訴訟進行，而民事訴訟的管轄是採取

「以原就被」為原則。 

(要對其他人提起民事訴訟，就應向被告住所地之

法院提出)。 

勞工提告時，可選擇以雇主所在地或勞務提供地為

管轄法院。 

雇主提告時，被告（勞工）可聲請移送至其選定的

管轄法院。 

勞動事件法訂定了特別原則，讓勞工可以「勞務提供地」的法院來審理勞資爭議，對

勞方而言也提高了提起訴訟的誘因，勞雇雙方應以免糾紛、免爭議、免訴訟為理念。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64&flno=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B001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B0010004


 

   

 

 

 

 

 

 

 

 

 

 

 

 

 

  

 

 

 

 
 

②減免勞方訴訟障礙 

原有 

勞方

訴訟 

勞動 

事件法 

裁判費會依照訴訟標的價額的不同而有差異，詳

細計算方式可以參考司法院建置的「民事裁判費

試算表」。(費用會造成勞工比較重的負擔)。 

1.這次勞動事件法第 12 條明訂了勞工因確認僱

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而提起訴訟

或上訴，可暫免徵收三分之二的裁判費。 

2. 對於弱勢勞工救助機制，依照第 14 條規定，

勞方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或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第 1 項

之特殊境遇家庭，可被視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

而暫免徵收訴訟費。 

勞動事件法訂定「減免勞工訴訟障礙」，又提高勞工提起訴訟的誘因，雇主應如先前幾

頁面建議內容，雇主應確實遵守法令與加強溝通協調，以免造成糾紛、爭議、訴訟。 

「以原就被」因為訴訟法院可能造成勞工降

低勞方訴訟的理由之一外，裁判費也是會造

成一些經濟上困難的勞方不願提告的其中

一個原因。 

所以勞動事件法訂法制定

了減免勞方訴訟障礙規定。 

https://www.judicial.gov.tw/assist/count.html
https://www.judicial.gov.tw/assist/count.html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64&flno=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64&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5&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5&flno=4


 

   

 

 

 

 

 

 

 

 

 

 

 

 

 

  

 

 

 

 
 

確實勞動事件法讓勞工在法院管轄

法院破除「以原就被」原則及減免勞

方訴訟障礙，會提高勞工訴訟意願。 

 

 

依照勞動事件法第 16 條規定，除非是

性騷擾爭議、提起反訴或送達於他造

之通知書，應為公示送達或於外國送

達者，否則勞方提告時都還是得先經

過勞動調解程序。 

勞動調 

解程序 

聲請勞動調解 

 

聲請調解不合法 

 

無審判權、無管轄權  

 

勞動法庭法官審查 

 

1.係提起反訴者  

2.送達於他造之通知

書，應為公 示送達或

於外國為送達者。  

裁定

駁回 

  

 

裁定

命補

正 

 

裁定移送有審判

權、管 轄權法院 
得裁定駁回  

 

 

勞動法庭法官審查 

 

勞動調解流程 ③勞動調解先行 

次

頁 

說

明 

勞動調解委員會   ＋ 勞動法官 1 人 調解委員 2 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64&flno=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14&flno=12


 

   

 

 

 

 

 

 

 

 

 

 

 

 

 

  

 

 

 
 

針對調解流程繼續來說明 

 

③調解先行-調解流程 

聲請合法 

 

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 

達成調解合意 
不利於紛爭之迅速與

妥適解決 
不能達成調解合意 

委員會酌定調解條款 

不合意 合意 

不能提出適當方案 

合

法 

未

合

法 

調

解

不

成

立 

 

調

解

成

立 

調

解

成

立 

能提出適當方案 

提出異議 

調

解

不

成

立 

 

調

解

成

立 



 

   

 

 

 

 

 

 

 

 

 

 

 

 

 

  

 

 

 

 
 

若調解不成立，處理流程是如何? 

 

 

調解流程有一定程序接下來在為你介

紹，主要由將由參與勞動調解之法官

續行審判。 

 

調解不成立處理流程 

勞動調解不成立 

通知或告知當事人 

10 日內向法院表示 

未反對續行訴訟 

承辦法官續行訴訟 

反對續行訴訟 

續行訴訟 程序終結 

調解與訴訟程序皆要求紛爭之迅速解決  

 

1. 於調解聲請之日起第 30 日內，指定第一次調解期日。 

2. 除有特別情事外，應於三個月內以三次期日內終結。 

3. 雙方應儘早提出事實及證據，除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

由，應於第二次期日終結前為之。 

 調解程序  訴訟程序  

 
除因案情繁雜或審理上之必

要，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

原則，第一審並應於六個月

內審結。 



 

   

 

 

 

 

 

 

 

 

 

 

 

 

 

  

 

 

 

勞動事件法 13 

 
 

勞動調解有點清楚了？另外加雇主舉

證責任這又是什麼內容？ 

 

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除非

法律另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

平者，否則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的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的責任。 

 

所以公司要做好各項的管理、紀錄

及存檔，否則若要舉證就沒有資料

佐證是嗎? 

 

是的，勞動事件法為了要解決這個現

實上的問題，因此將許多舉證責任反

轉到雇主身上。依照第 35 條規定「勞

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

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 
舉例

工資

工資

相關

勞動 

契約 

核薪

紀錄

表 

出勤

紀錄 

加班

紀錄 

請假 

紀錄 

加班

計算 

工資

清冊 

工資

條 

「雇主應規劃各項勞動條件相關紀錄清冊與保存年限，並訂定期查核，確保資 

  料的正確與完整度」。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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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何謂強化保全程序？ 

 

勞方在訴訟前或訴訟中，為了避免訴求的事項

在有判決結果，需要執行的時候會有困難，可

向法院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禁止雇

主處分財產，避免屆時求償無門。 

保障勞工在訴訟期間得以

繼續工作或維持原狀，以

確保經濟無慮。 

降低法院擔保金額。 
減少勞方釋明保全必要

性義務。 

勞工提起確認僱 

傭關係之訴。  

法院認勞工有勝 

訴之望，且雇主 

繼續僱用非顯有 

重大困難者。  

 

法院依勞工聲

請。  

為繼續僱用及給 

付工資之定暫時 

狀態處分。 

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之保全程序 

本案判決勞工敗 

訴確定，雇主聲 

請撤銷假處分。  

 

勞工於保全期間未提供勞務。  

 

勞工於保全期間有提供勞務。  

 

須返還薪資。 

。 

 
無須返還薪資。 

。 

 增進權利保護與調動工作之保全程序 

勞工提起確認調

動無效或復職之

訴。  

 

法院認雇主調動有違

法或違約之虞，且雇

主依調動前原工作繼

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 

難者。  

 

法院依勞工聲

請。 

為依原工作或兩

造所同意工作內

容繼續僱用之定

暫時狀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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