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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37 號 委員 提案第 24124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有鑑於社會產業多樣化，解僱型態多元，

應修正放寬適用大量解僱條件；另為加強勞工進行通報，建

立吹哨者制度。再者，本法裁罰金額過低，顯無嚇阻效果，

且主管機關對於事業單位之法人董事或有代表權之人，亦無

明文規範可併同處罰，無從課予雇主大量解僱之責任。爰擬

具「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第二條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加強通

報及加重處罰，以保障勞工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公司出現財務艱困或危機時，工會成員或者部分勞工較易察覺，惟勞工往往因害怕遭遇職

場上不當對待，或者畏懼公司秋後算帳，因而不敢在第一時間進行通報，致大量解僱事件

，無從事先預警。為加強勞工有足夠動機進行通報，建立吹哨者制度，以保障勞工權益。 

二、108 年遠東航空停飛後，連續積欠員工兩個月薪資，目前累計處罰 450 萬元，且遠航公司飛

航部份無法營運，卻迄今未辦理歇業，也未資遣員工，持續欠薪，顯見現行大量解僱勞工

保護法之罰鍰過低，難以有效嚇阻，且現行主未有主動限制出境權利。再者主管機關對於

事業單位之法人董事或有代表權之人，在本法中亦無明文併同處罰規定，無從課予雇主監

督責任，實有修法之必要。 

三、爰擬具「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第二條放寬大量解僱條件；修正

第十一條增加解僱通報事由，並對通報者予以保密；新增第十二條之一，若達一定大量解

僱標準，且未清償相關費用者，中央主管機關應禁止其出國；修正第十七條至十九條，明

定主管機關得加重罰鍰，且事業單位為法人者，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應併同處罰

，以保障勞工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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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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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大量解僱勞

工，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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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人數六分之一或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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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人數八分之一或單日

逾四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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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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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單

日逾一百人。 

前項各款僱用及解僱勞

工人數之計算，不包含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所定之定

期契約勞工。 

第二條 本法所稱大量解僱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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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單

日逾一百人。 

前項各款僱用及解僱勞

工人數之計算，不包含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所定之定

期契約勞工。 

為避免事業單位已有積欠工資

、勞健保費或發生勞資爭議、

企業併購等可能發生大量解僱

勞工情事，卻因未解僱勞工或

辦理歇業，未符合本法所規定

之大量解僱勞工情形，而使大

量解僱勞工保護機制無法進行

，因而仿照德國解僱保護法之

立法例，刪除第一項部分文字

，使事業單位解僱勞工達一定

人數時，即可適用本法保護機

制，擴大本法保護適用範圍。 

第十一條 僱用勞工三十人以

上之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由相關單位或人員

向主管機關通報： 

一、僱用勞工人數在二百人

第十一條 僱用勞工三十人以

上之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由相關單位或人員

向主管機關通報： 

一、僱用勞工人數在二百人

一、勞動部相關研究文書指出

，大量解僱勞工有許多重大

爭議，並非第一項第五款「

勞資爭議」事項，例如：事

業單位發生影響股東權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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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者，積欠勞工工資達

二個月；僱用勞工人數逾

二百人者，積欠勞工工資

達一個月。 

二、積欠勞工保險保險費、

工資墊償基金、全民健康

保險保險費或未依法提繳

勞工退休金達二個月，且

金額分別在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 

三、全部或主要之營業部分

停工。 

四、決議併購。 

五、最近二年曾發生重大勞

資爭議。 

六、事業單位近一年財務有

重大危機或其他造成有大

量解僱勞工之虞者。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情形。 

前項規定所稱相關單位

或人員如下： 

一、第一款、第三款、第四

款、第五款及第六款為工

會或該事業單位之勞工；

第四款為事業單位。 

二、第二款為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三、第六款、第七款為主管

機關與其他中央或地方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

通報後七日內查訪事業單位

，並得限期令其提出說明或

提供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派

員查訪時，得視需要由會計

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員協

助辦理。 

主管機關承辦人員及協

助辦理人員，對於事業單位

以下者，積欠勞工工資達

二個月；僱用勞工人數逾

二百人者，積欠勞工工資

達一個月。 

二、積欠勞工保險保險費、

工資墊償基金、全民健康

保險保險費或未依法提繳

勞工退休金達二個月，且

金額分別在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 

三、全部或主要之營業部分

停工。 

四、決議併購。 

五、最近二年曾發生重大勞

資爭議。 

前項規定所稱相關單位

或人員如下： 

一、第一款、第三款、第四

款及第五款為工會或該事

業單位之勞工；第四款為

事業單位。 

二、第二款為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

通報後七日內查訪事業單位

，並得限期令其提出說明或

提供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派

員查訪時，得視需要由會計

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員協

助辦理。 

主管機關承辦人員及協

助辦理人員，對於事業單位

提供之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

，應保守秘密。 

 

證券市場波動之重大事件或

頻繁更換財務長等，多係公

司與股東之間之爭議；事業

單位經票據交換所公告列為

拒絕往來戶，或已有存款不

足致退票之情形係屬公司與

債權人間之爭議；事業單位

有欠稅資訊或經聯合徵信中

心之信用報告異常，以及有

事業單位資金轉出或資產設

備移出等情事係屬公司之財

務出現狀況，皆與勞資爭議

無涉，卻係已屬事業經營警

訊，為使本條大量解僱勞工

預警機制發揮功能，實有修

法必要。為解決上述問題，

爰新增本條第一項第六款。 

二、由於財務爭議事由繁多，

修法放寬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情形，使其他部會

遇有大量解僱勞工之情形時

，得以即時介入通報之，爰

新增本條第一項第七款。 

三、第二項為配合文字修正。 

四、依照本法規範，主管機關

得處罰事業單位，難保事業

單位對個別勞工進行秋後算

帳。且，本條第二項之通報

人員包括：工會或該事業單

位勞工。工會成員依照工會

法第 35 條，得享有雇主不

得對之行不利之待遇，然若

其通報人員為事業單位勞工

，且若未加入工會，恐難保

事業單位，不會對該名通報

之勞工進行秋後算帳（即包

含解僱、降調、減薪等不利

之待遇）。爰新增第五項，

對通報勞工身分予以保密，

以確保未加入工會之勞工受

到不利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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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

，應保守秘密；對依第二項

第一款規定通報之工會成員

、勞工身分亦應予以保密。 

第十二條之一 符合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四款，情節重大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函請入出

國管理機關禁止其代表人及

實際負責人出國。 

 一、本條新增。 

二、實務上主管機關在禁止其

代表人及實際負責人出國時

，常有過度限制人身自由而

反遭告訴之情事發生。由於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涉

及大量解雇達兩百多人、兩

千萬以上之情形，影響多位

勞工生計，為避免雇主怠惰

不處理或捲款而逃，新增第

十二條之一，明訂禁止代表

人及實際負責人出國之類型

，以賦予主管機關主動介入

角色，也能對代表人及實際

負責人產生嚇阻效果。 

第十七條 事業單位違反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未於期限前

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

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

揭示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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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

、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

重罰鍰上限至法定罰鍰最高

額二分之一。 

事業單位為法人者，其

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對於事業單位違反本法之行

為，未盡監督義務者，應受

本法規定罰鍰併同處罰之。 

第十七條 事業單位違反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未於期限前

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

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

揭示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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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務上，違反本法之雇主

多為預謀性解僱，於破產當

日始宣告公司解散，使事業

單位規避提供解僱計畫書，

導致被解僱勞工無法提前知

悉自身勞動權益，難以因應

解僱之狀況。且目前本法對

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亦無明文處罰規定，無從課

予雇主監督責任。 

二、參酌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九

條之規定，已將違反主管機

關依法於限期內給付工資或

調整工作時間之命令等，提

高罰鍰上限至一百萬元，賦

予主管機關加重處罰之裁量

權；與此相較本條之規定顯

有不足，有其修正之必要。 

三、爰此，適度調高罰鍰額度

，並新增本條第二項，主管

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

數或違反情節，加重罰鍰上

限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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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本條第三項，事業

單位為法人者，其董事或其

他有代表權之人，對於事業

單位違反本法之行為，未盡

監督義務者，應受本法規定

罰鍰併同處罰之。 

第十八條 事業單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依第五條規定，就解

僱計畫書內容進行協商。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拒絕指派協商代表或未

通知事業單位內涉及大量

解僱部門之勞工推選勞方

代表。 

三、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拒絕就業服務人員進駐

。 

四、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

，在協商期間任意將經預

告解僱勞工調職或解僱。 

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

、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

重罰鍰上限至法定罰鍰最高

額二分之一。 

事業單位為法人者，其

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對於事業單位違反本法之行

為，未盡監督義務者，應受

本法規定罰鍰併同處罰之。 

第十八條 事業單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就解僱計畫書內容進行

協商。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拒絕指派協商代表或未

通知事業單位內涉及大量

解僱部門之勞工推選勞方

代表。 

三、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拒絕就業服務人員進駐

。 

四、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

，在協商期間任意將經預

告解僱勞工調職或解僱。 

一、實務上惡性倒閉之企業，

常拒絕進行協商、或拒絕指

派協商代表，使勞資雙方協

商時程拉長，勞工權益受損

害。且目前本法對董事或其

他有代表權之人，亦無明文

處罰規定，無從課予雇主監

督責任。 

二、參酌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九

條之規定，已將違反主管機

關依法於限期內給付工資或

調整工作時間之命令等，提

高罰鍰上限至一百萬元，也

賦予主管機關加重處罰之裁

量權；與此相較本條之規定

顯有不足，有其修正之必要

。 

三、爰此，未依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進行協商之事業單位，

亦加以處罰；適度調高罰鍰

額度，並新增本條第二項，

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

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罰

鍰上限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

分之一。新增本條第三項，

事業單位為法人者，其董事

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對於

事業單位違反本法之行為，

未盡監督義務者，應受本法

規定罰鍰併同處罰之。 

第十九條 事業單位違反第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拒絕提出說

明或未提供財務報表及相關

資料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

期令其提供，屆期未提供者

第十九條 事業單位違反第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拒絕提出說

明或未提供財務報表及相關

資料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

期令其提供，屆期未提供者

一、現行惡性倒閉企業之董事

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常拒

絕提出財務說明，以規避需

承擔之財務責任，導致勞資

雙方在協商過程中無法取得

共識，主管機關也無從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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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連續處罰至提供為止

。 

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

、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

重罰鍰上限至法定罰鍰最高

額二分之一。 

事業單位為法人者，其

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對於事業單位違反本法之行

為，未盡監督義務者，應受

本法規定罰鍰併同處罰之。 

，按次連續處罰至提供為止

。 

勞工爭取相關權益。且目前

本法對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

之人，亦無明文處罰規定，

無從課予雇主監督責任。 

二、參酌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九

條之規定，已將違反主管機

關依法於限期內給付工資或

調整工作時間之命令等，提

高罰鍰上限至一百萬元，賦

予主管機關加重處罰之裁量

權；與此相較本條之規定顯

有不足，有其修正之必要。 

三、爰此，適度調高罰鍰額度

，並新增本條第二項，主管

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

數或違反情節，加重罰鍰上

限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

一。新增本條第三項，事業

單位為法人者，其董事或其

他有代表權之人，對於事業

單位違反本法之行為，未盡

監督義務者，應受本法規定

罰鍰併同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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