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類別 項目 案由摘要

1-1 工時 實施變形工時
○院因辦公室搬遷，同仁週六及周日均應至辦公室協助搬遷事宜，週六週日連續上班應如何辦理才

不違反勞動基準法?

1-2 工資/資遣
平均工資之給付項目/資

遣費入帳時程

一、資遣員工須符合「解僱最後手段原則」。

二、資遣費之計算方式。

1-3
勞動契約/工

資

年終獎金是否屬於工資/

工作不能勝任被資遣得

否支領年終工作獎金

一、年終獎金是否屬工資範疇:

二、年終獎金之發放依據:

1-4
請假/懲戒解

僱/

雇主對於請假得否拒絕

之權利/曠職及懲戒解僱

之要件認定

某丁連續1個月以各種事由請假均不到班，造成本校辦理帳務作業人力不足，嚴重影響校務運作，

某丁拒不到班校方是否可依勞動基準法第第12條予以懲戒解僱，又校方啟動相關作業期間，某丁向

勞工局申請勞資協調。

1-5
勞動契約/資

遣

各機關(構)學校進用之

校務基金人員可否約定

試用期間？試用不合格

之處理方式

○校進用之校務基金人員可否約定試用期間？試用不合格該如何處理？

1-6 工時 延長工時之計算方式 助教某甲向向勞工局申訴本校中午加班1小時應延長30分鐘下班，是否有違反勞動基準法之疑義。

1-7

職業災害補

償

(工資補償)

上(下)班途中發生事故

而致傷害

一、釐清確認上(下)班途中發生事故時符合下列 4 項條件

二、公傷病假期間支付原領工資數額之補償金

1-8 工時

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

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

止

因永續發展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承辦山縣社區大學業務，工作時間及服務範圍致下班到校簽退時間

過晚，返家有安全疑慮，因而計畫助理利用空餘時間完成出勤紀錄，未在實際上下班時間完成出勤

紀錄。

1-9 工時 是否為加班之認定

工作規則雖已明定勞工申請加班應事先經指派超時工作，並於加班單載明具體加班事由陳權責長官

許可後，始同意核給加班。但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認為研究計畫工作人員簽到(退)表之簽退時間已超

過8小時，係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仍屬加班，應覈實核給加班

1-10 年終獎金
未發給年終工作獎金疑

義

年終工作獎金屬「恩惠性給予」，勞基法並未規定發放期限，惟如晚於一般員工認定應發放之期間

，恐使成員認為單位未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1-11 勞動契約
受僱、離職、停止僱用

與解僱

A君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校方依規定終止僱用契約，且未繳回無故未到班之工資，且經多次

函催未果。

附件1

「部屬機關(構)學校勞動權益實務個案及議題分析工作圈」-各組案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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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機關(構)學校勞動權益實務個案及議題分析工作圈」-各組案例彙整

1-12 工資、工時

1.	例假日不得出勤及變

形工時調移。

2.	試務工作費與加班費

得否同時支領。

一、未事前提醒參加試務人員得於4周變形工時內辦理調移，造成同仁須連續出勤9個工作日。

二、同仁針對本校核發試務工作費金額與其實際換算加班費金額落差有疑義。

1-13 資遣 資遣費支給
資遣同仁須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1條各該款項規定，並達「解僱最後手段性」始得為之。

勞工縱為不同單位之僱用，仍應廣義視其為同一僱主。

1-14 僱用
定期契約視為不定期/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離職

一、定期契約進用之同仁已連續服務逾三年，其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擬辦理離職。

二、勞工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有離職規劃，因育嬰留職停薪為契約的暫停履行，而非終止，故勞工

仍應先辦理復職後始得終止契約。

1-15 勞動契約
對於勞動契約屬性之認

定

一、A君每年所簽定之勞動契約因未間斷且有繼續性工作，依據勞動基準法第9條第2項，視為不定

期契約。

二、本案經調解後，雙方合意以一定金額做為終止勞動契約之給付，雙方達成和解。

1-16

勞動契約、

資遣、延長

工時工資

資遣通報程序

一、勞動契約因未間斷且有繼續性工作，依據勞動基準法第9條第2項，視為不定期契約。

二、未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辦理資遣通報，經洽詢勞工局，得經由召開勞資爭議調解，

補正該程序為契約終止，故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9條，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

1-17 工時 工時

於開始起算加班時間有打卡退勤紀錄，循例採人員自行確認無加班事實後簽名；為使出勤紀錄更臻

完善，由負責差勤承辦人定期(按日、週、月)檢核勞工出勤時間，如有異常滯留辦公場所，而無加

班紀錄，則通知勞工與其主管共同確認。

1-18 工時 工時

一、正常工時以外或於休假日出勤加班，偶有於正常工時以外延長工作時間累計逾12小時，後經違

反勞動契約條款終止契約不再續聘，

二、請求支付延長工時加班費未獲同意，提起訴訟請求支付加班費。

1-19 勞動契約 職務調動
本校提出勞動契約明定勞工工作地點包含兩校區，且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基於營業上

的必要性，未調降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考量新工作是勞工能力所及、可以勝任。

1-20 勞動契約 是否為資遣

1.主管認為勞工因業務疏失屢次輔導勸戒皆未見改善，造成校方重大損失，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

1項第4款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解聘勞工。

2.勞工主張被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項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卻不能勝任資遣，應給予資遣費。

1-21 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簡

稱加班費)計算方式
人事系統設定之約用人員加班費計算公式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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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機關(構)學校勞動權益實務個案及議題分析工作圈」-各組案例彙整

1-22 工時 是否為加班之認定

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認為上班提早30分鐘以上或延遲30分鐘以上，即使該人員未申請加班如雇主不為

反對意思表示，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仍屬加

班，應覈實核給加班費。

1-23 工資 加班費計算基準認定
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認為員工於正常下班後時間應單位工作需要返回單位出勤給予之定額備班出勤津

貼屬薪資之一部分，應列入加班費計算基準。

1-24 考核

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

是否辦理年終(另予)考

核

比照公務人員規定，將工作規則加上因公傷病請公傷病假而致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不辦理年終（

另予）考核。地方政府勞動主管機關審核不通過並回函略以，勞工因職業災害治療休養，依勞工請

假第6條規定，雇主應給予公傷病假，該假並無期間限制。在公傷病假醫療休養期間不能工作，並

非勞工不願工作，不應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年終考核獎金之發給及晉薪之機會。

2-1 工時 特別休假排定
一、要求同仁需自行覓得職務代理人始可准給特別休假。

二、預先要求同仁排定特別休假期日，屆時又因臨時人力因素要求銷假或縮短原定請假日數。

2-2 工時 加班事實認定 助理某甲非辦公時間長期待在辦公室，導致下班時間延後刷退數小時，未申報加班亦無工作事實。

2-3 工資/工時 加班時間認定 勞動檢查受檢同仁出勤紀錄有延後刷退時間過長但未申請加班情形

2-4 工時 以紙本簽到應注意事項 業務單位聘用之工讀生因對於法規不熟悉，紙本簽到時間常以整點填寫。

2-5 工資/工時 國定假日調移
勞動檢查時抽查之同仁排班表雖可看出有國定假日調移情形，但未標明個別國定假日對應之調移日

期。

2-6 工資/工時
工資/

退離、資遣、保險

一、用人單位以對所擔任工作無法勝任為由，資遣勞工。

二、被資遣之勞工除要求給付資遣費外，另依打卡紀錄提出延長工時工資給付，惟該段延長工時，

勞工本人並未提出加班申請。

2-7 工資
補休期限屆期應發給工

資
於年底結算加班補休時發現，計畫人員加班補休年底未休畢，惟因計畫經費問題無法更換加班費。

2-8 工資 工資之給付時程。
民眾反映該校涉未依法給付工資情形(6月份薪資遲至8月尚未收到)，勞檢機關確認該校違反勞動基

準法予以裁罰。

2-9 工資、保險
未依聘用身份別給付工

資
勞動機關來函(開會通知單)，前員工反映在職最後月份未給付工資，經調解後當事人撤案。

2-10 差勤/請假 差勤紀錄 勞工於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因未提供車禍當天出勤資料，致未能認定為公傷病假。

2-11 勞動契約 試用期間終止勞動契約
試用期滿員工於終止契約後主張於服務期間未給予充足時間學習並調整作業方式，未符合解僱最後

手段性原則，認為雙方僱傭關係仍然存在，向法院提出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

2-12 勞動契約 解僱要件

勞工未依工作指派作業，雙方起衝突互毆，用人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款規定(對於其他共同

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予以解僱勞工。被解僱之勞工不服，提確認僱傭關

係存在之訴，目前雙方訴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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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機關(構)學校勞動權益實務個案及議題分析工作圈」-各組案例彙整

2-13
勞動契約/

資遣
定期契約與不定期契約

契約屆滿前口頭告知受僱人不再續僱，受僱人認屬非自願離職，應依資遣相關規定辦理，給予謀職

假及資遣費等權益。經勞資協調會認定該契約應屬定期契約。

2-14
考核/

申訴

校務基金人員不服年終

考核提起申訴事件。

校務基金人員因無法達成主管交付工作，於年終考核經主管初評丙等(不續聘)，後經考核委員會複

評亦決議不續聘。當事人不服，因該校並無另訂職工申訴委員會，當事人向原考核委員會提起救濟

，經考核委員會依相關事證及當事人與主管再次說明，仍維持原決議。

2-15 退離 退離、資遣、保險
勞方主張被用人單位辭退，用人單位要求勞方填寫離職申請表，以致勞方權益受損。勞方爭取學校

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用人單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調解成立。

2-16 退離 退離、資遣、保險
勞工本人自請離職，惟要求雇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雇主依規定開立離職證明書，而非「非自

願離職」證明。

3-1 工時
出勤紀錄─延後簽退加

班認定問題

一、本案於勞檢前用人單位與A員工一同檢視出勤資料之正確性，並逐筆修正，惟勞資雙方對某些

加班無法達成共識，於A員工離職前仍未完全處理其出勤異常之紀錄。

二、雇主有提供正確出勤紀錄之義務，惟針對勞資雙方有爭議之出勤紀錄究竟須在多久時間內修正

，法無明文規定，本案主管機關口頭給出發放該月份薪資前須修正完成，可做為參考期間。

3-2 工時 延長工時申請爭議案

員工實際離勤時間超過約定之正常工作時間，但卻未表態亦未申請加班費，機關雖設有加班申請制

度，卻未對前開員工出勤時間異常部分進行控管，即未落實「工時要求」，致無法釐清確實離勤之

時間及原因為何。

3-3 其他 休息日公假未申請補休
B員於休息日申請公假，然差勤系統未勾選登錄公假補休時數，人事單位亦無退回假單請求B員修改

，於勞檢時被發現，未給予公假補休，違法。

3-4 工時 休息日及例假 出勤爭議
機關中勞資會議臨時人員提案，希望於機關內臨時人員相關法規明訂休息日及例假日，避免用人主

管因對勞基法相關規定不熟而有觸法情形。

3-5 工時 加班強制補休爭議

有單位、計畫主持人以明示或暗示方式，要求勞工優先以補休替代加班費；又或勞工奉派於假日至

機關外出差，申請該次差旅費及假日加費時，被要求不得同時申請加班費，只能補休等情事。故於

勞資會議提案宣導勞基法加班費相關法規及「勞工加班後是否選擇補休，應該完全依照勞工的意願

，雇主不可以片面要求勞工補休」原則。

3-6 工資 延遲支付加班費爭議

員工之夜班費依規定應併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算加班費，但因部分員工誤列補發對象，爰進行後

續系統檢誤修正，導致加班費補差額作業延遲，未於期限內給付員工納入夜班費延長工時之加班費

差額，以致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

3-7 工資 延遲支付加班費爭議
勞工係屬學校之研究計畫專任人力，請求積欠工資情事。離職後該計畫主持人未於法規時效內發給

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另有加班費計算爭議。

3-8 工資/資遣 工資之給付時程 契約書內載明，資(甲)方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薪資並入帳。未依契約履行，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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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機關(構)學校勞動權益實務個案及議題分析工作圈」-各組案例彙整

3-9 勞動契約
請求資遣費並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

一、臨時工E君為定期契約人員，於契約期間內，E君工作項目委由保全公司勞務承攬，業管單位請

E君轉任為保全公司員工則可繼續留任，E君因個人因素及家庭考量提出辭職。

二、E君擬請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惟業管單位認定E君為自願辭職，告知無法開立。經調解

，同意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同意開立離職證明書並給付資遣費，雙方和解。

3-10 僱用
徵才公告─違反禁止性

別歧視規定。

一、單位徵才訊息遭民眾截圖檢舉違反性平法第7條禁止性別歧視規定，前往勞工局陳述意見。

二、勞工局承辦向該校表示：如有違反性平法多以「為雇主要求及授權辦理、為單位內常用徵才管

道與作業程序、承辦同仁為單位內人事窗口」等要件判斷，該校依實陳述並檢附佐證文件，未被裁

罰。

3-11
考核

資遣

勞工不能勝任工作之考

核、資遣案

一、約用助理員G員近二年起，工作表現不佳，且常請假。經主管關懷、面談提示改善工作狀況，

仍不理想。

二、主管將其年終考核考列乙等；隔年2次平時考核建議「調整職務」；-9-12月平時考核建議「淘

汰或鼓勵退休」；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依本校工作規則，考列丙等不續僱。

三、於解聘之前，為保障工作權，仍給予調整職務機會，惟G員不願接受新職工作，選擇資遣。

四、依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計算發給資遣費，並進行通報。

3-12
退離/資遣/

保險
計畫人員資遣案

計畫專任助理於聘約期滿後，逕行不予續聘，未依規定給予資遣費，勞工向勞保局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資遣須符合最後手段性的踐行計畫的執行仍然存續，不得因契約期滿，逕行不予續聘。

3-13
退離/資遣/

保險
不能勝任工作資遣案

勞工係屬學校之研究計畫專任人力，計畫主持人以勞動基準法第11 條第5款，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

不能勝任為由，解雇H勞工，並依法給付資遣費

3-14
退離/資遣/

保險

考核成績不及格不予續

聘

契僱人員某I因兼職而未向學校申請，予以年終考核丁等不予續聘，向法院提請民事訴訟。經法院

判定某I敗訴。

3-15 資遣 無正當理由曠工資遣案

新進專任人員除到職日當天，皆未進院工作，亦未依正式程序請假，已多次提醒並致電關心，亦不

配合依機關正式請假流程請假。並已達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及 1

個月內曠工達6日情形。

3-16 保險 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
本臺○○分臺J故員於 109 年 6 月 11 日與其他三名同仁至○○轉播站進行環境整理，因公發生

意外(鋸木遭傾倒樹木壓到胸部)，緊急送往醫院急救，仍不治身亡。

4-1 工  資 休息日出勤工資
認學校進修部某計畫助理有於休息日出勤情形，未見學校給付該日出勤工資或提出該員『選擇』補

休時數之具體證明，涉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

4-2 工時/加班 加班補休 學校同仁反映希望遞延加班補休期限，爰請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提案建議調整加班補休期限。

4-3
延長工作時

間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適用勞基法人員下班後未立即刷退，且自行留校進修或私人活動等，經勞動檢查認定雇主延長勞工

工作時間，未依規定發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4-4 其他 其他
於110年11月經勞動檢查，

勞資會議紀錄未依規定由主席及記錄人員分別簽署，且需發給出席及列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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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考核、申

訴、勞動事

件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核可權

機關之同意書疑義

學校與該校聘之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至勞工局進行勞資調解前未先得到教育部

(主管機關)核可同意書。

4-6 資遣 資遣

機關因契約進用人員工作不適任，經服務單位簽辦資遣並執行，以電子郵件通知，惟首長簽核為需

先輔導再議，致衍生後續勞雇契約終止日及通報日未定，期間當事人亦無工作紀錄，律師建議曠職

部分多認為勞資爭議期間未到勤係不可歸責於勞方，建議應付薪資亦免於資遣通報未符規定受罰。

4-7 工時 出勤記錄保存 有勞工11人之出勤紀錄表，未能顯示勞工實際上下班時間，且未依法保存五年。

4-8
離退、資

遣、保險
資遣

學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對職掌業務熟悉度不足，無法獨力完成交辦業務，或需經多次指導，或

時而無法及時處理臨時性業務，對工作積極度不夠，亦未能面對問題有即時反應。學校依勞基法規

定予以資遣。

4-9
僱用、勞動

契約
定期契約

某計畫人員任職8年，因計畫聘期結束不續聘，認應給與資遣費，向勞工局申請勞資調解未果，爰

至法院提告。

4-10 工時 休息時間

學校12時至12時30分係採輪班休息制度，某單位僅有2位校務基金進用人員(適用勞基法人員)，平

時2人係採輪流休息，惟某日其中1人請假，致該員未獲充分休息時間。雖單位主管有告知該員可自

由調配休息時間，但如有學生或老師洽公仍需協助辦理。

4-11 工時 延長工作時間 學校○單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於非上班時間有出勤紀錄，但無申請加班。

4-12 保險 加退保

一、單位上簽時，會告知衍生的保費將由計畫先支應，若日後可追溯退保時，再退還；加保則無法

追溯。

二、確實依到離、職日辦理加退保，並於行政會議或主管會議宣導周知

4-13 工時
未置備出勤紀錄/未詳實

登載實際出勤起末時間

查單位甲未置備部分計畫助理之出勤紀錄，及單位乙部分計畫助理之出勤紀錄僅記載日期，未詳實

登載實際出勤起末之時間。

4-14
工資/

資遣

加班費

資遣費

經簽准紙本自行登載出勤時數人員(含加班時數)，惟未完成加班申請行政流程，爰學校未核予加班

時數

一、雙方經調解成立，合意終止契約，並依甲所請給付加班費、資遣費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二、後續學校加強校內宣導，紙本控管出勤者，加班時數仍需系統申請並同意後，始得請求。

4-15 工資
離職未結算加班補休未

休畢加班費

一、離職時需結算加班補休剩餘未休之補休時數，核給加班費。

二、加班補休未休畢之加班費計算方式，補休剩餘之時數需以原加班當日之工資計算，依平日加班

或休息日加班之標準計算加班費。

三、未依法發給須依勞動基準法第79條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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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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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妊

娠女工午後10時工作/未

使妊娠3個月以上流產女

工停止工作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爰勞工在工作場所

超過正常工作時間以外提供勞務，雇主未當場為反對意思表示或採取防止措施，其提供勞務時間屬

工作時間，應給予工資。

4-17 其他

雇主未核准懷孕期間調

職申請/產假、育嬰留停

申請公文延宕未核准

一、某乙申請調職單位具專業性、高壓性及工作質量繁重，其孕期間未必適合。

二、某乙雖未調職已大幅減輕其工作，未違反母性保護原則。

三、請假公文因退回某乙修改遲未送出造成延遲，惟送出後即經核准，未損及其權益。

5-1 退離、保險

職業災害/

終止契約/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一、A君因通勤災害申請公傷假逾1年半，一再拒絕配合復工評估。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未果，函請A

君於109年9月到校上班暨辦理工作項目調整(評估)，A君不予理會連續3日曠職，遂終止與A君之雇

傭關係。

二、B君(工友)因通勤災害申請公傷假，因公傷假時間已逾半年，遂配合本校共同請職業傷病專科

醫師診斷評估，醫師評估得以執行目前工作，惟當事人主觀認定職業傷害仍嚴重至無法執行職務。

雙方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成功，協議以勞保局職業傷病給付日數作為公傷假核給之總日數。

5-2 工時
勞工延長工作時間補休

期限

本校校安人員實行3班輪班制，常有加班之情，惟單位表示，依學校110年第1次勞資會議決議，本

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延長工作時間之補休應於加班後1年內補休完畢，未及於補休者，未發給

加班費。

5-3 工時 假日奉派執行公務

一、甲案：假日奉派執行公務，以加班方式辦理。

二、乙案：假日奉派執行公務，視執行公務地點，執行公務地點位於大臺北地區範圍內，以加班方

式辦理；執行公務地點為大臺北地區範圍外，以公差補休方式辦理。

5-4
退離、資

遣、保險	

未核發資遣人員服務(離

職)證明

同仁並未依規定辦理離職手續，亦未委託他人代辦，爰於資遣生效後尚未取得離職證明。遂向當地

政府勞青處提出申訴，經勞資調解委員會調解結果成立，勞資雙方同意和解，校方於同仁離職手續

辦理完畢後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5-5 勞資調解 僱用、勞動契約 本校同仁因工作地點調動、出勤車資及時間補貼等爭議，申請調解。

5-6 工資

如何落實計畫人員薪資

按月給付能符合勞基法

規定?

本校薪資給付作業有統一及自行造冊二種。統一造冊給付薪資之教職員工，均按時於每月1日薪資

入帳。自行造冊部份係由教師自行列管，本校亦隨時輔導調整，並請其按時給付薪資。經勞工局告

以，本校薪資給付符合勞動部「勞雇雙方約定工資給付日及工資給付指導原則」。

5-7 工資 薪資未如期發放 勞動檢查發現高教深耕計畫助理未約定每月工資給付日期。

5-8 工時 單日工作逾12小時。

本校軍輔組負責校園安全24小時值勤管理業務，以3 名校安人員及1名教官參與輪值，礙於學校人

力不足，致有上開人員平日正常工作時間外之值勤超過每日加班上限4小時，假日值勤超過1日加班

上限 12 小時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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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工資 薪資未如期發放 本校計畫專案助理薪資未依契約於次月10日前發放薪資。

5-10 其他 年終獎金

年度中屆齡退休同仁以其他學校有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以及校方每年均有發放年終工作獎金為由，

向當地政府勞青處提出申訴，經勞資調解委員會調解結果不成立後，該名同仁復向當地法院對校方

提出告訴。

5-11 工時 出勤紀錄

助理之差勤管理方式分為差勤系統管控及單位自管，其中單位自管部分，部分單位以紙本記載出勤

紀錄，其上、下班時間均以整點紀錄(如每日均記載8:00-12:00)，未記載至分鐘，不符合勞動基準

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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