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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市民臨時工作輔導自治條例」為「臺北市市民以工代賑

輔導自治條例」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一、 法規必要性分析： 

(一) 修法背景 

        「臺北市市民臨時工作輔導自治條例」原名「臺北市輔

導市民臨時工作辦法」，其目的為規範本市輔導市民以工代

賑臨時工作之相關規定，本府於五十七年六月三日以府社三

字第二二四一六號令公布，至八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期間歷

經六次修正，事後提升法位階，於一００年七月十一日修正

名稱。為因應社會救助法陸續於九十九年、一００年及一０

二年修正公布相關條文及落實社會救助事項，臨時工作之輔

導措施、對象、資格、條件等有重新檢視修訂之必要。 

(二) 政策目的 

現有以工代賑扶助對象係為本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及清寒戶，以一０四年度為例，參與以工代賑總登記審核合

格之市民人數約二千五百人，約百分之七十為女性；超過百

分之七十為中高齡；百分之五十以上為國中（含）以下學歷，

足見以工代賑救助措施可提供弱勢族群暫時紓解家庭經濟

負擔的壓力，且為中高年齡層無法立即進入職場前之中途站。

然現行條文內容多年未進行修正，為使相關規定與現行政策

連動，確有修訂「臺北市市民臨時工作輔導自治條例」之必

要性，修正後將符合社會救助法之精神及落實社會救助事項，

並更週全落實照顧弱勢族群之意旨。 

二、 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一) 可否由民間自行處理： 

本自治條例係源自於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且社會救助法所

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故不宜由民間自行處理。 

(二) 可否訂定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處理： 

因以工代賑屬法定業務，且牽涉弱勢民眾權益，如輔導民間

自行辦理，其公平性易引起爭議。 

(三) 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及其利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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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輔導以工代賑臨時工作之規定係依據「臺北市市民臨時

工作輔導自治條例」辦理，為週全法令及援用之一致性，應

於自治條例中增訂或修正為宜。 

三、 法規修訂影響對象評估： 

本自治條例現行適用對象為本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清寒

戶，本次修訂於以工代賑措施之「適用對象」、「資格年限」、「代

賑金核計方式」及「請假機制」等面向均有變革，爰本自治條

例修訂影響對象評估依前開修訂面向分述如下： 

 

(一) 適用對象修正後為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清寒戶將不具以

工代賑資格 

1. 本局現行以工代賑措施適用對象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

清寒戶，依社會救助法第 15 條規定，以工代賑之適用對象

為「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爰清寒戶作為以工代賑

之對象尚缺法源依據。 

2. 本自治條例修正後，將直接影響清寒戶者申請擔任代賑工之

機會，另對於現任以清寒戶身分擔任代賑工者，將設定最多

3年之落日條文，以緩解衝擊，推估 3年後將有清寒戶約 640

人(24.6%)失去以工代賑資格。 

3. 本局將訂定過渡條款，使清寒戶於本自治條例修正後尚有 3

年時間可供緩衝，本局同時將加強協助清寒戶取得中低收入

戶身分，並於過渡期間全力輔導清寒戶轉銜至一般勞動市場，

以降低衝擊。 

 

(二) 增訂以工代賑資格年限 

1. 現行以工代賑措施未有累計年限之限制，代賑工每年均可提

出申請，審核通過後即可擔任代賑工 1年，致部分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為領取代賑金，長年留滯於以工代賑措施制度，

缺乏轉銜至一般勞動市場之動力，已造成福利依賴問題，亦

與以工代賑措施之立意相違。 

2. 本自治條例修正後，以工代賑措施將增訂期限限制，代賑工

因受期限影響將強制流動，輔以就業輔導措施，可降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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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現象，亦符合社會救助法以工代賑制定之宗旨與立意。

另本自治條例修正通過後，現任代賑工尚有 2年緩衝期間，

以降低以工代賑年限之衝擊。 

3. 另增訂保護條款，使「身心障礙者」、「因離婚、喪偶、未婚

生子獨自扶養子女或獨自扶養十二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

孫子女」及「照顧特定身心障礙、罹患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

生活之共同生活親屬者」等就業阻礙大之多重弱勢對象，將

不受期限限制以獲得保護。 

 

表：現任代賑工推估至中華民國一０九年受年限限制影響人數 

年度/年齡 

104年度 

合計 
未滿 33歲 

33歲以上 

未滿 53歲 

104年 － － 0人 

105年 － － 0人 

106年 － － 0人 

107年 42人 － 42人 

108年 － － 0人 

109年 － 395人 395人 

    

 

 
(三) 代賑金核計方式由「以日核計」調整為「以實際工作時數核

計」 

1. 現行代賑工採以日合計代賑金，時有代賑工因工作未滿當日

規定時數而無法核計，亦缺乏彈性，無法如實依代賑工實際

工作時數給予相對之代賑金而屢生爭議。 

2. 本自治條例修正後，代賑金之核算改採依實際工作時數，並

參考勞動部公告之最低時薪核計，使代賑金之計算有合理參

考依據，並另訂獎勵上工規定，以核發工作獎勵金方式鼓勵

代賑工積極投入工作，並補足代賑工遇假日不上工所減少之

收入。 



第 4 頁，共 5 頁 

3. 本自治條例修正後，全數代賑工均受影響，改採以實際工作

時數核算代賑金，代賑工實際工作將可更彈性調整，所獲得

之代賑金與實際工作產出較為相符，惟管理單位須落實查核

代賑工上工情形，以核實計算工作時數。 

 

(四) 取消原代工制度，新增請假規定 

1. 現行代賑工未有請假規定，代賑工如遇有婚、喪、疾病等情

形，係透過代工制度由其直系親屬或配偶代工，惟代工制度

之施行，已衍生管理不易、勞、健保加保無法落實、代工者

工作能力不符合工作需求、及代工者發生事故之保障不足等

問題。另實務有代賑工利用代工措施長期代工占缺，對其他

候缺者亦失公平。 

2. 本自治條例修正後，將取消現行代工措施，增訂請假規定及

婚、喪、病等假別，並規定於請假一定期間內可給付代賑金

之請假制度。 

3. 本自治條例修正後，全數代賑工均受影響，取消原代工措施

改以請假一定期間內給付代賑金之請假制度，可提升代賑工

工作權益及尊嚴，另以 103 年度為例，申請代工人數僅 19

人，又增訂之請假規定將於一定期間內給付代賑金，爰評估

影響衝擊不大。 

 

四、法規預期效益： 

(一) 實施對象更趨明確，符合扶助弱勢之意旨 

本自治條例修正後實施對象為社會救助法範定之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資格條件規範更為明確，除有助各單位業務

執行運作，更可將政府資源集中於經濟弱勢族群，符合本措

施扶助弱勢之意旨。 

(二) 增訂以工代賑措施期限，減少福利依賴現象 

以工代賑措施係以提供本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救助，並

協助其自立為目標之政策，其性質是以積極的救助措施，透

過提供工作鼓勵經濟弱勢市民自立，減少依賴，本次修正後

以工代賑將有期限限制，將加強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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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輔導及職業訓練措施，回歸一般勞動市場之動力。 

(三) 代賑金核計方式兼顧彈性又合理 

本自治條例修正後改採以實際工作時數核算代賑金，代賑工

工作安排將更具彈性，可提供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等經濟

弱勢群體更多元的工作時段，並參考勞動部公告之最低時薪

核計代賑金，使代賑金之計算能有合理參考依據，利於政府

機關規劃配套措施。 

(四) 增訂請假規定，提升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工作權益及尊嚴 

現行以工代賑措施未有請假規定，代賑工遇婚、喪、疾病等

情事僅能以代工方式由直系親屬代工。增訂請假規定後，代

賑工如有婚、喪等相關正當事由，將可循新訂之請假規定請

假，將提升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工作權益，更可使其於接

受救助情境下兼顧尊嚴。 

 

五、公開諮詢程序： 
    為使本修正草案能更周延完善，並有利於相關單位執行以工代賑

政策，業已由本府社會局主政並多次邀請本府勞動局、環保局及本市

區公所研商討論，並於104年8月24日邀集本市社福團體、相關領域學

者專家、民意代表、以工代賑相關業務單位、代賑工及對議題有興趣

之市民等對象共60人，參與「本市以工代賑管理輔導機制檢討與修正-

公民咖啡館」，由本局蒐整各方意見及建議，彙整納入本自治條例修

正草案，以臻完備。 

六、結語： 

    現行自治條例因多年未隨政策及相關法規進行修正，實務適用上

尚有不週全之處。本修正草案為能更符合社會救助法之精神，且顧及

預防落入貧窮及減少福利依賴之機制，以達到積極輔導之意旨，就實

際執行需求予以更周全的規範；倘修正條文經審議通過公布施行，除

繼續提供救助措施外，更可增益中高齡經濟弱勢者另一項改善家庭經

濟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