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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我們向前走」勞教宣導-校園巡迴篇   

「跟著我們向前走」

勞教宣導走入校園。然

而在與學生進行對談時，

最常聽到的問題是最低

工資多少？有試用期嗎？

打工第一天要加勞健保

嗎？這些非常基礎勞動

權益至今還是有許多即

將踏出社會的青年不清

楚也不了解，可見台灣

的勞動教育仍是非常不

足。 

建議教育部應重視職

前勞動教育，讓勞資雙

方更清楚自身的權利義

務，才可避免雙方的糾

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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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欲離職遭求償違約金或綁人該怎麼辦？  

    歷年來工會舉行的勞教研習，常有教保人員反應，當提出離職時，有些園所要

教保人員賠償其在 104 求職網刊登徵才的費用、制服的折舊費用、一至兩個月薪資

的違約金等等不合理的要求。然而，正如新北勞檢處所言，勞工有離職的自由，違

約金綁人並不合法，雇主經營風險不能轉嫁給勞工，如果主張人員離職造成

損失，必須舉證，而不是隨便框個金額要求勞工支付。依民法第 247-1，無

論是最低服務年限過長，或是違約金約定過高，只要條款讓接受者感到不公平，該

條款即有無效的空間，而且因為勞動契約亦為契約的一種，故專門規範契約的民法

也有適用，而不是僅有勞動基準法。                                        

以違約金綁人不合法！新北勞檢處：勞工有離職自由 

                                          【2017.08.28/聯合報 施鴻基記者】                        

    新北市府勞檢處先前揪出醫療院所負時數陋規，今天查出醫院以不平

等契約製造違約金綁護理人員，連衛福部 2 家直屬醫院都不例外，新北市

11 家主要醫院僅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英醫院未上違規榜，勞檢處將發函

要求修正契約內容，限 30 天內改。  

    一般企業也常有類似情況，勞檢處認為類似契約條款自始無效，勞工

有權自由離職，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扣薪，雇主經營風險不能轉嫁給

勞工。雇主如果亂扣勞工薪資，將違反勞基法規定，可處 2 萬到 100 萬元

罰鍰，並公布企業名稱。  

    「我們只是想減低離職率」部分醫院表示，如果沒有契約綁定，恐怕

很多新人都待不住，綁約後留了下來，反而都能做得長久，適度的壓力不

一定是壞事。不過既然勞檢處有異議，會適度調整契約內容。  

    勞檢處長胡華泰說，這次違約金條款調查以勞工未依規定預告離職情

形最多，有 6 家醫院；其次是未達最低服務年限，有 4 家。但其中 2 家作

法特別惡劣，會在護理師離職文件上註明「違約離職」，形同製造黑名單。  

    胡華泰說，11 家竟有 9 家醫院自擬違法定型化勞動契約，還有部分醫

院負擔進修訓練費用，卻要求延長服務年限，否則要付違約金。「違約金

金額不是醫院說了算」。醫院如果主張人員離職造成損失，必須舉證，而

不是隨便框個金額要求勞工支付。  

AETU勞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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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人員的勞動權益誰來顧? 

                                       【2017.10.12/李麗芬立委 facebook】 

    前陣子發生私立幼兒園超收幼生事件，我因此想了解各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辦理幼兒園檢查、評鑑機制的資料及成果。我從中發現，教保人員的權益似乎沒受

到地方主管機關及雇主的重視。 
 

    分析近 3 年各縣市的評鑑資料來看，常見的教保人員權益相關問題，包括： 

1. 幼兒園超收學生，師生比不符幼照法規定，致使教保人員工作負荷過大。 

2. 幼兒園未依法提供薪資條，讓員工確認薪資項目及額度。 

3. 幼兒園未確實依員工薪資的投保級距進行投保，或投保的起始時間與員工到職日   
   的時間不符。 
4. 最嚴重的是，幼兒園未幫員工辦理勞保、健保或退休準備金。 
     

而且不論哪個縣市，都有縣市政府檢查出這些違規事項。 

    依據《幼照法》45 條縣市政府應對幼兒園辦理檢查、輔導及評鑑。而除評鑑制

度外，各地方政府建置的幼兒園檢查機制，目前只有 4 個地方政府（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屏東縣）教育主管機關會邀請勞動主管機關參加。這不禁讓我懷疑，

不熟悉《勞基法》的教育局人員，要怎麼檢核出不合法規的狀況？ 
 

    教保人員勞動環境的好壞，

與幼兒照顧品質息息相關；國家

政策不應該只對幼兒友善，也要

落實改善教保人員的工作環境。

今日教育部潘部長也承諾，會請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盡快邀集各

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召開研商會

議，討論相關策進作為，以落實

完善的國家照顧政策。 

 

 

 

【圖片來源：李麗芬立委 facebook】 

AETU托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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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收違法亂象，罰則不痛不癢！ 

    超收一直是私立幼兒園的普遍現象，但依據目前的法令，幼兒園超收僅會被處

以 6 千元到 3 萬元罰鍰，罰則太輕、根本沒有嚇阻效果，例如，新北市私立惠文領

袖幼兒園，不含註冊費，每一位學童每月收費高達 12,000 元，今年被稽查出超收

61 位兒童，才被開罰九千元，完全不成比例，這也不過只是冰山一角。因此，本會

贊成透過修法提高罰則來遏止私立幼兒園層出不窮的超收問題，但最根本的解決問

題，還是政府須加速推動托育公共化，而不應再加碼補助私立幼兒園，現金補助只

會圖利更多私立幼兒園。                                                    

幼兒園違法超收嚴重 立委建議提高罰則 

                            【2017.10.22/公視新聞網 賴淑敏 陳保羅記者】                                    

    私立幼兒園超收問題層出不窮，有立委發現過去四年來，全台幼兒園違法超收

幼兒總共有 500 多件，超收人數達 1 萬 1 千多人，違規業者平均超收 21 人，扣除

台北市，去年大執法，平均幼兒園每超收一人、罰不到 400 元。 

    去年五月，台北市何嘉仁美語幼兒園三民分校，遭教育局稽查發現，不僅超收

66 名學生，也沒有幫學生辦理學生平安保險，萬一發生公安意外，後果不堪設想，

而且類似事件層出不窮，讓不少家長在為孩子挑選幼兒園時、傷透腦筋。 

    幼童家長 林先生：「如果超收的話，師資不足啦，安全性上應該也會有疑慮。」 

    幼童家長 陳小姐：「老師可能沒有辦法一次顧，就是超過太多的學生。然後就

是我小朋友可能有爭執的話，他可能沒有辦法馬上出來制止，或是怎麼處理。」 

    根據教育部統計，從 102 年到今年 8 月，各縣市政府所轄幼兒園超收狀況 

，共裁罰了 534 件，超收幼兒人數達 1 萬 1 千多人，總共裁罰了 973 萬元，有立委

發現，違規業者平均超收 21 人，若扣除台北市去年的大執法，平均幼兒園每超收一

人、罰不到 400 元。 

    親民黨立委 陳怡潔：「罰則的話一個案件大概是以 6 千到 3 萬元，如果反推回

去的話，平均一個人大概只有罰 400 元左右，所以我們認為說，罰鍰當然是相較較

低。」 

    親民黨立委陳怡潔認為，現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幼兒園超收、會被處以

6 千元到 3 萬元罰鍰，罰則太輕、根本沒有嚇阻效果，而且公、私立幼兒園比例為 3

比 7，因此建議政府應設立足夠的公托與公幼，把錢花在刀口上，才能有效解決幼兒 

托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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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 83 萬人月收不到 3 萬 30-40 歲青年最窮忙 
                                             【2017.10.10 /民報 李秉芳記者】         

    今年 8 月勞動部定調基本薪資明年將從 2 萬 1,009 元調漲至 2 萬 2,000 元，基

本時薪從 133 元漲至 140 元，賴清德也祭出軍公教調薪 3%盼能帶動企業調薪。根

據主計處統計今年 7 月前的勞工薪資，全台仍有 10 大行業，共 83 萬人的薪水調升

後仍低於 3萬元，而按照年齡層分析，30-39歲的青年的平均年所得更是倒退 19年，

讓網友大呼「青年窮忙族，日子真難過」。 

     

    根據主計總處累計今年前 7 月的統計結果顯示，全台仍有 10 大行業的勞工，在

基本工資多次調升後，至今平均月薪（經常性薪資）仍低於 3 萬元，行業多集中在

服務業，低薪勞工人數超過 83 萬人。這些低薪勞工集中在進入門檻低、職位基層的

服務業，其中包括教育服務業、汽車客運業、美容美髮業、住宿餐飲、服飾製造業

等，最慘的保全，平均每月工時高達 216 個小時，但將月薪 2 萬 9582 元，換算成

時薪僅 136 元，與一般工讀生的時薪差不多。 

     

    檢視近 7 年基本工資調幅，自 2011 年的 18,780 元至明年的 22,000 元，僅增

加 3,220 元，漲幅約 17.15%，平均一年約只上升 2.45%左右。 

若按照年齡層分析，30-39 歲的青年最慘，30-34 歲的勞工平均年所得 60.82 萬元，

平均月收入 5.06 萬，所得倒退 19 年，而 35-39 歲的勞工年所得 67.16 萬，平均月

收入 5.59 萬，同樣也是倒退 19 年。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行政院主計總處官員表示，所得收入以薪資報酬為最大宗，

因薪資成長停滯，所得自然沒增加；加上國內高等教育普及，年輕人投入就業市場

時間延後，剛出社會薪資通常不高，青年所得因此無明顯增加，甚至有倒退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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