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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2 次 社福、兒少、性別及文化類法案動態                     

李麗芬立委國會辦公室整理每週立法院將審理的法案，本會僅摘錄有關勞工、

兒少等相關議題，更了解目前法案的動態。 

委員提案（2016.11.25-12.01） 

提

案

人 

法案 法案內容 
交付委

員會 

林

為

洲 

就業服務法第

五條及第六十

五條條文修正

草案 

修正提出就業服務法第五條將工資為四萬元以下者須告

知求職者或所僱用員工最低薪資，不得以面議之方式洽談

工資，並修正第六十五條將該款納入罰則，避免求職者工

作權益受損。 

社福及

衛環委

員會 

李

彥

秀 

勞動基準法增

訂第三十八條

之一條文草案 

第三十八條之一 特別休假之日期應依勞工之意願排

定。但該日期有礙企業正常營運之虞者，不在此限。 

特別休假得遞延至隔年休畢。 

特別休假如有下列情形而未能行使者，應發給工資： 

一、勞工已請求而遭雇主否准者。 

二、終止契約。 

社福及

衛環委

員會 

（資料來源：李麗芬立委國會辦公室）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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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教保人員與托育人員工作現況問卷調查---------------------------- 

 

民國 89、95，100 年為了

瞭解基層教保工作者的勞動權

益現狀，我們分別於高高屏地區

進行了教保人員勞動權益調查。  

五年後的今天，歷經幼托整合政

策上路及新政府上任，全國教保

產業工會期待更進一步了解目前

托育現場的勞動現狀，以期能向

政府做政策的反映。近期勞動議

題沸沸揚揚，許多勞工團體持續地在街頭發聲、罷工，為的就是廣大勞工的權益，

有關基層托育工作者的勞動現狀，您的發聲將是最真實的樣貌。同時，工會也將可

作為政策發聲的依據，數據會說話，因此您的參與十分重要，讓托育職類照顧者的

工作處境被社會看見。 

本問卷想了解近五年來教保人員與托育人員工作現況，包括職務相關資格、薪

資福利、工作領域與環境等等，以作為工會在與政府政策對話時，有具體的數據來

呈現，所以目前當下處於現職狀態的教保人員與托育人員均可填寫，且一人只填寫

一份，本會將以此為依據提出相關訴求，保障基層教保工作權益。 

        本現況調查資料，不會以個人或單位名稱呈現，您可以

放心詳填。在此感謝您的填寫，願意將真實的狀況呈現出來，

一起努力來改善托育場域。 

問卷發送單位：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台北市教保人員協會、

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高雄市輔育

人員職業工會、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線上問卷填寫：  https://goo.gl/Fz8vjT 

 

                         -勞工退休金修法後可選擇一次領或月領 

立法院今（1）日三讀通過《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5 條、第 24 條、第 46 條及

第 48 條條文修正草案，勞工工作年資滿 15 年以上，得選擇請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

休金，並同時提高事業單位拒絕提供資料或對提出申訴勞工為不利處分者，處罰上

限由原 15 萬元提高至 30 萬元。預估有 632 萬餘勞工受惠。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 發布日期：105.11.01） 

 

AETU勞動新訊 

https://goo.gl/Fz8v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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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假調查》 

「告完老闆完全找不到工作」幼教界不敢放育嬰假的心酸 
【105.11.14 風傳媒/記者 尹俞歡 報導】 

「人家都說，做幼教事業要有愛心、有耐心，但我們做員工的怎麼會被這樣對待？」 

 

剛從幼稚園轉去補習班當輔導老師半年，珊珊（化名）就發現自己懷孕了。滿

心期待新生命的珊珊告知主任懷孕消息，原以為可以避免太勞累的工作，沒想到對

方竟開始要她搬重物、在大熱天到路邊發傳單，導致她才剛懷孕就出血。緊急請了

一周安胎假後，主任終於攤牌、要她自請離職。珊珊不肯，硬是繼續工作，直到將

屆臨盆前身體又出狀況，於是決定要提早請產假及育嬰假，但主任仍不願意、再次

要她離職，「你這樣我還要再請一個人，很麻煩。」 

珊珊在網路上查到了當地議員提供的法律諮詢，在對方的指引下向勞工局提出

申訴，主管被告發後自知理虧，選擇與珊珊和解，把所有假期薪資一次發給她。珊

珊這時才知道，自己原來還有家庭照顧假、特休假可以請。 

辦好離職手續才能請假 僱主惡行各有不同  

從事幼教工作的勞工有 99%是女性。像珊珊一樣的遭遇，在圈子裡工作的人都

時有所聞。各種故事在勞工間流傳，其中僱主的「惡行」各有不同，有人得簽下離

職交接單、辦好離職手續才能請育嬰假；有人必須在遠得要命的新職和離職間二選

一；有人要請安胎假、被要求必須在假期結束當天離職……。但無論是什麼理由，故

事的結局都相同：勞工當了媽媽，卻丟了工作。 

各種育嬰假的歧視，圈子外的人看來畸形，圈子內的人卻渾然不覺。全國教保

產業工會理事長簡瑞連指出，幼教業相對封閉，平常都是主管出去開會、跟外面接

觸，一般老師每天面對孩子，下了班也不會特別了解政策、時事，對勞動權益陌生，

碰到問題不知如何解決，只能把僱主所提的不合理條件照單全收。「但這樣只會讓

問題一再發生，」簡瑞連說，類似一懷孕就被迫離職的案例層出不窮，卻少有人會

主動申訴。不少幼教人員為了避免麻煩，甚至不生第二胎，以免又因生產而失業。 

除了勞工較無勞權意識，幼教產業中「團結」的資方，也讓個別工作者難以抗

衡。珊珊回憶，當她生完孩子、回到補習班教室準備上課時，主任當場不准他進教

室，拉她進小房間簽離職單。珊珊拒絕，指出《勞基法》沒這項規定，主任臉色一

沉：「你不要用勞基法壓我，我們不吃這一套。你壓我，你在這邊不會有辦法生存，

附近補習班、幼稚園，也絕對找不到工作。」 

 

AETU勞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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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遍區內每家幼稚園 沒人敢用她 

珊珊不信，與補習班還沒和解就開始找工作，沒想到試遍區內每家補習班、幼

稚園，還真的沒有一個人要用她；跨區跑到市區找工作，僱主還是對她搖頭。朋友

給他通風報信，告訴珊珊外面都在傳她告老闆，接下來大概沒人敢再僱她工作。 

業界黑函是幼教圈裡另一項公開的秘密。簡瑞連透露，僱主碰到「有問題」的

員工，就會互相告知同業要「封殺」。高雄輔育人員職業工會秘書長楊秀彥也曾聽

聞，高雄市的幼教業僱主間有一個聯絡的 Line 群組，裡面流傳一份「黑名單」、所

有曾與僱主有勞資糾紛的幼教人員都有上榜。有的老師改了名想再找工作，僱主還

會在群組裡「揭露」員工本名、要其他老闆別上當。 

把員工請育嬰假塑造成麻煩 藉此分化勞工 

除了聯合資方勢力，有些僱主還會把聘雇替代人力的責任丟到勞工身上，或是

把員工請育嬰假一事塑造成工作麻煩，藉此分化勞工。好比當珊珊因懷孕被主任脅

迫離職時，就有同事看準珊珊離職後空出的職缺，不但不幫忙、反倒也勸珊珊走人。

另外，之前在兒童早療機構任職的巧雯（化名），園內照顧的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少了巧雯後師生比一下子從 1 比 3 變成 1 比 6，雇主沒有增聘補充人力，同事不堪

負荷，也透過主管要巧雯離職。 

儘管幼教產業裡的僱主或主管以女性居多，但相同的性別卻無法紓解勞工的工

作困境。簡瑞連認為，勞方、資方的角色在工作關係上的重要程度往往大過性別，

女性當了老闆，一樣只會考慮成本，因此不見得會對女性員工的處境感同身受，也

讓「女人為難女人」的情境在幼教產業裡不斷上演。 

即使僱主聯合抵制，日子還是得過，小孩還是得靠自己。肩負 2 個小孩養育費

用的珊珊，盤算一家人不能光靠先生的薪水過日子，決定改行當家庭保姆。為了遵

守衛福部的居家托育管理規範，珊珊白天還得把小孩送給婆婆帶，自己「專門」帶

別人的小孩。當年受著氣生下的孩子已經 5 歲，如今珊珊稍微收拾了憤慨和難過，

樂觀的說，也許過幾年小孩大了、鋒頭過了，還是能再試著回幼稚園工作。 

幼稚園老師白天幫別人顧小孩，下班回家反倒面對比其他行業更艱難的育兒環境。

簡瑞連嘆，幼教人員懷孕後往往連工作都保不住，遑論請育嬰假。勞動部統計復職

率 9 成，完全沒有反映真實狀況；另一方面，相關勞檢沒落實、罰責又太輕，缺乏

勞權知識的幼教人員只能任何資方宰割，「法令擺在那，勞動部都說做得很好，但

根本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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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秋鬥 社運再集結 

要求民進黨停止假轉型 促階級平等 
【105.11.27 苦勞網/記者 陳逸婷 報導】 

有左翼社運結盟意義的「秋鬥」從 2009 年開始重新舉辦，今天（11/27）2016

年的秋鬥再度登場，主題為「人民要正義，戳破假轉型——左翼翻轉大集結」，一

共集結了五十多個團體，於民進黨中央黨部前搭建舞台抗議，各團體分為「移工與

移民」、「土地迫遷」、「教育與勞動」、「性／別」、「能源與食品安全」、「勞

工過勞與工時」等六大主題， 批判民進黨政府未兌現選前的承諾，並提出各自的訴

求。 

秋鬥的傳統是將最弱勢的團體放在發言順序的最前面，因此，最先上場的是菲

律賓與越南移工團體的熱情舞蹈表演，移工團體代表表示雖然已經廢除三年出國一

日的條款，仍然要督促民進黨政府實行相關的配套措施。移工手舉「拒砍七天假」

的牌子，用歌舞表現工人的精神，移工團體提到，資本家沒有祖國，工人也沒有國

界，面對資本家的剝削，本地跟各地的工人都要團結，並高喊口號「工人鬥陣、車

拼相挺」。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北部辦公室主任李丹鳳表示，1992 年，台灣開放引進外

勞，1993 年，開始新南向政策，此時與東南亞的交流帶動了東南亞的移民進入台灣，

然而，移民從結婚面談到取得身份都遭到差別對待；今年蔡英文政府再度提出新南

向政策，東南亞的移民卻仍然面對歧視的眼光，他舉例，新移民除了父母可以申請

探親來台，其餘家人卻因為觀光簽證申請的高門檻，來台不易，批評移民政策是「假

友善、真勢利」。秋鬥主持人郭冠均強調，台灣政府政策若仍然排外、差別對待移

民，本地人的人權保障也不會進步。 

此外，新移民取得身分證後仍有五年「品行端正」與否的觀察期，李丹鳳質疑，

這五年中，對於已經放棄母國國籍的移民而言，身分證若被取消該何去何從？批評

根本是「假照顧、真管控」。台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理事長劉茜也提到陸配遭

到類似的「品行」控管狀況，並要求政府落實「尊重包容、多元平等」，實行身分

證「六改四」。 

代表「教育與勞動」議題發言的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召集人蘇子軒表示，

為了讓大學解決少子化危機，民進黨政府正在編列私校退場基金，而同時《高等教

育創新轉型條例》也預期會在本會期被送入立法院，然而，蘇子軒強調，這份條例

實際上是鬆綁了許多目前對於高等教育的法令限制，讓大學可以籌措財源、運用校

產，並鼓勵大學創新、開辦衍生企業、高學費專班、或者讓企業租用校地；同時，

也鼓勵後段私校退場，轉型成社福與文教產業。 

然而，蘇子軒以台大開設一年學費 60 萬的國際專班為例，認為這種以國際化包

裝的「私有化」教育不過是賣給有錢人的商品，另一方面，日前無預警停辦的永達

技術學院卻使得學生被迫中輟、積欠教師薪水，董事會卻可以坐擁上億校產。他批

評，條例中的「學校轉型為社福產業」便是增加董事會對校產進行運用的機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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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維也就是國家為了「去管制」，規避公共責任而出現的政策方向。對於少子

化的擔憂，蘇子軒認為，應該是改善惡化生師比、提高教育品質以及教育公共化的

契機，前提是國家不縱容私校任意退場、轉型。 

此外，也有學生代表發表「青年貧窮化」心聲，東海人間工作坊的幹部表示，

青年畢業後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低薪問題，「22K」造成社會新鮮人的低薪僅能滿足

最低生活需求，加上正職職缺減少，學生畢業後若非成為約聘雇、就是派遣勞工，

工作缺乏保障；同時，教育政策鬆綁帶來的教育商品化，則使得學費調漲，學生要

透過學貸才有辦法負擔教育費用，學生代表說，許多學生出社會後除了面臨領低薪、

負擔高勞務的惡劣勞動環境以外，還要承擔學貸壓力，使得青年越來越貧窮。 

中場是音樂工作者「樹懶教會我的事」的現場表演，現場演唱兩首歌曲，歌曲

提到「如果林明昇的懶覺你不滿意，可以試看看郭台銘的懶覺啊」，成員解釋，比

起台灣當前火熱的同婚議題，他們更在乎的是勞工的勞動條件與處境，因為他們雖

然是同志，但是沒有錢可以去思考結婚與否的問題。此外，他們也提到，民進黨選

戰期間推出了「點亮台灣彩虹小物」的悠遊卡想收買同志票源，然而帶著這張卡片

的支持者同志現在卻要為了爭取七天假走上街頭，痛批身為勞工只能被政客財團任

意宰割，同志友善成為欺騙的手段。因此，他們要送給民進黨一句話：「有錢人的

懶覺最大隻！你們都吃的到，我們卻連半滴洨都搾不出來！」表達對當前資政合謀

的不滿。 

緊接在後的是性別團體的發言，由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代表發言，他

提到同志應反對用簡單的認同政治來自我認識，不要將同性戀、工人、原住民、性

工作者等身份區分開來，要看見當中複雜的社會關係，站在左翼連結的同一陣線，

挑戰並翻轉資本邏輯壓榨底層的體制。針對當前民進黨政府在立法院進行修法的兩

個法案，同性婚姻以及砍七天假，王蘋認為，同志應該要嚴正拒絕民進黨政府這種

「假平權真砍假」的「粉紅清洗」手法。 

從 1997 年的常德街事件，便面對了來自體制的暴力與打壓，一直到現在，性愛、

用藥、愛滋等議題仍然遭到污名化，王蘋說到，同志族群應該一同面對這些不會因

為「一紙證書」就隨之消失的歧視，否則，即便同志可以結婚，仍然解決不了過勞

死、買不起房又失業等階級問題，並喊出「同志工人，解放過勞台灣」以及「工人

同志，解放婚姻家庭」來表達訴求。 

其他團體也分別到場表達對不同議題的訴求，代表「土地迫遷」發言的自救會

控訴地方政府為了炒地皮，迫遷居民的手段惡劣；「能源與食品安全」的代表團體

批評政府對能源轉型的態度「擺爛」，也質疑強力護航核災食品的動機；而「勞工

過勞與工時過長」的代表團體，則重申「拒砍七天假」訴求，呼籲勞動者團結，像

政客與財團奪回工人的權利。最後，2016 秋鬥集體戳破執政黨的「假轉型」，並將

「詐騙集團」匾額送給民進黨，表達對民進黨執政的不滿，也呼籲民進黨政府把轉

型的資源用於翻轉長期不平等、受雇者受迫、歧視邊緣群體的社會結構，讓「經濟

更民主」、「階級更平等」。 

 

https://www.facebook.com/sulan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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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航解散》工會爭取成為唯一對口 12/2 前難有協商結果 
【105.11.26 焦點事件/記者 孫窮理、侯百千 報導】 

復航昨天（11/25）在召開勞資協商會議，依舊沒有達成共識。依據《大量解僱

勞工保護法》第 5 條，資方提出「大量解僱勞工計畫書」後 10 天，屬於「勞資自治

協商」期間，在這段期間，並沒有明確協商對口的規定；由於資方是在 11/22 將計

劃書送出，算一算要到 12/2 這段期間才算結束，之後，依《大解法》第 6 條，由主

管機關介入時，勞方代表「有工會組織者，由工會推派」，也就是說，復航企業工

會可以單獨成為與資方協商的對口。 

資方雖然承認了工會的成立、可以推派代表參與協商，但是並未將工會當作唯

一的對口，在這種情況下，復航想要在 12/2 之前就達成協議，也不會為工會所接受。 

不過復航近日也屢屢發表挑戰工會代表性的言論，11/24，SIGMU 集團總裁、

復航董事長林明昇父親林孝信表示「已有 95％以上員工諒解，抗爭者僅是少數」，

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則反駁，企業工會的成員人數還在持續上昇，現在已經逼近 600

人，將近公司人數的 3 分之 1，「少數人」之說，明顯與事實不符。 

事實上，復航企業工會在 10 月 26 日成立，的確只是超過法定 30 人的門檻，

不過在公司忽然決議解散、11 月 22 日取得證書之後，人數暴增，鄭雅菱說，這幾

天，工會積極到各地舉辦說明會，現在除了空服員外，地勤、運務與機務人員，都

紛紛加入工會。 

至於在具體的資遣條件上，工會與資方也存在著不小的落差，工會堅持必須以

優於《勞基法》的條件資遣，而資方則以《勞基法》，以及信託專戶的「6 億元」作

為停損點，復航公關行銷副總經理陳逸潔表示，公司經營困難，面臨解散，能力未

逮，懇請員工體諒，他強調，公司為資遣員工以及員工薪資，準備了金額 6 億的信

託專戶，已是其支付極限。 

龐閔憶則強調，工會並非獅子大開口，而是面對這樣毫無預警的解散，員工頓

失生計，許多資深員工為公司走過風雨，卻突臨資遣，工會希望能為蒙受損失的勞

工爭取更多權益，也希望資方能拿出誠意協商，而非願意依照《勞基法》標準資遣，

不提出任何其他具體方案。龐閔憶表示，資方提出具體方案前，工會沒有下一次協

商的安排，未來將讓勞動局強制介入協商。 

雖然目前在「協商對口」上，勞資雙方歧見尚深，也不大可能就具體的資遣條

件達成什麼結論，不過在《大解法》規定下，時間似乎是站在工會這邊的，到 12 月

2 號，工會有機會成為唯一協商對口之後，實際的談判才將可能真正展開。在這段期

間，惶恐不安的復航員工，可能得快點跟工會聯繫、加入工會，將自己的需求透過

工會表達。…【閱讀全文】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2&FLNO=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12&FLNO=6
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1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