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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委員邱志偉等20人提案
委員盧嘉辰等18人提案
委員李桐豪等25人提案
委員王育敏等27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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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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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邱志偉等 20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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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內解僱勞工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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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數四分之一或單

日逾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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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提案： 

一、查本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所定解僱之行

為主體為同一事業單位

之同一廠場，其係考量

大量解僱情事對同一區

域及當地之安定性及就

業市場造成巨大之衝擊

和影響，故以「同一事

業單位之同一廠場」規

範之，惟第四款僅規範

「同一事業單位」，就

適用範圍及主體來說，

邏輯上未能一貫，且未

符合預防及減緩大量解

僱對區域性衝擊過大之

立法目的，爰將第四款

之「同一事業單位」修

正為「同一事業單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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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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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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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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數五分之一或單

日逾三十人。 

四、同一事業單位之同

一廠場僱用勞工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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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單日解僱逾五十人

。 

五、同一事業單位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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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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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盧嘉辰等 18 人提案： 

第二條 解僱勞工達下列

規定人數或比例者，雇

主應於解僱三十日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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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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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廠場」。 

二、另查本條係規定本法

之適用範圍，並以解僱

人數、比例及期間為計

算基準；考量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係針對同

一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

於六十日內及單日解僱

人數作規範，第四款則

僅規範六十日內解僱勞

工人數之比例，而未就

單日解僱人數有所規範

；惟僱用勞工人數在五

百人以上者，如有單日

大量解僱勞工之情事時

，由於所牽涉勞工眾多

，影響層面廣泛，應有

更為嚴謹之規範。 

三、以僱用二千人之同一

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為

例，於六十日內要解僱

勞工超過所僱用勞工人

數五分之一，亦即於六

十日內解僱勞工超過四

百人始有本法之適用，

如解僱人數為三百五十

人，則無法適用，造成

解僱勞工已達相當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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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當地主管機關；其他

終止勞動關係可歸責於

雇主者，亦同： 

一、事業單位通常僱用

勞工人數在二十人以

上未滿六十人者，解

僱勞工超過四分之一

或十人。 

二、事業單位通常僱用

勞工人數在六十人以

上未滿二百人者，解

僱勞工超過所僱用勞

工人數超過六分之一

或二十人。 

三、事業單位通常僱用

勞工人數在二百人以

上未滿五百人者，解

僱勞工超過所僱用勞

工人數八分之一或四

十人。 

四、事業單位僱用勞工

人數在五百人以上者

，解僱勞工超過所僱

用勞工人數十分之一

或八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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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定人數卻因未達最

低比例而不適用本法之

情況，對勞工權益影響

甚鉅；有鑑於該等同一

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單

日內大量解僱勞工對社

會當會造成一定之衝擊

，更立即影響許多勞工

及其家庭之經濟安全，

考量其對勞工權益保護

之重要性及急迫性，爰

於第一項第四款新增單

日解僱勞工人數之規定

。 

四、考量國內事業單位規

模日漸龐大且於許多地

區均設廠場，為能防止

事業單位分散於各廠場

解僱多位勞工，而對社

會整體之安定產生衝擊

，縱然其各廠場解僱勞

工人數未達前四款規定

之人數，仍應有本法之

適用，爰新增第五款同

一事業單位之解僱勞工

總人數達一定數量，足

以影響社會安定時，亦

納入本法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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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所定之定期契約勞

工。 

五、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及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邱志偉等 20 人提案：

藉由降低解僱人數及比例

門檻，並增列同一事業單

位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

在五百人以上，六十日內

及單日解僱上限，進而提

升全國勞工局通報機制之

敏感度，防範惡性倒閉於

未然，並提供更充分時間

予正派經營之企業尋求主

管當局協助。 

委員盧嘉辰等 18 人提案：

一、實務上，因雇主積欠

工資或不當調職致勞工

依勞基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六款終止勞動契約

，因一般認為屬非自願

性解僱不適用本法，致

無法採取限制雇主出境

或其他保護措施。爰改

採完全列舉，排除其他

解僱的可能性，仿德國

「解僱保護法」之立法

例修正如第一項規定之

文字。 

二、現行條文所列解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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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或比例過高，幾乎已

達事業單位倒閉解散邊

緣，無法充分保護勞工

，爰降低解僱人數或比

例。 

三、單日解僱人數容易規

避，爰刪除有關單日解

雇人數之規定。 

四、為使大解法有效保護

勞工，應該縮減事業單

位解僱人數與比例通知

主管機關之規模門檻，

不必要區分主體為事業

單位或廠場，且基於協

商對象應為有權解僱勞

工之事業單位，爰建議

修正為事業單位。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盧嘉辰等 18 人提案： 

第四條 事業單位大量解

僱勞工時，應於符合第

二條規定情形之日起三

十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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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不受三十日之

第四條 事業單位大量解

僱勞工時，應於符合第

二條規定情形之日起六

十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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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不受六十日之

限制。 

委員盧嘉辰等 18 人提案：

一、配合第二條修正，將

雇主大量解僱勞工法定

通知義務修正為三十日

。 

二、增列第二項，仿德國

立法例，制訂解僱閉鎖

期；雇主發動大量解僱

，在主管機關核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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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主管機關應於收到

解僱計畫書三十日內做

出裁處；經核准，解僱

始生效力，計算基期以

計畫書所載之解僱日為

準。 

依第一項規定通知

相關單位或人員之順序

如下： 

一、事業單位內涉及大

量解僱部門勞工所屬

之工會。 

二、事業單位勞資會議

之勞方代表。 

三、事業單位內涉及大

量解僱部門之勞工。

但不包含就業服務法

第四十六條所定之定

期契約勞工。 

事業單位依第一項

規定提出之解僱計畫書

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解僱理由。 

二、解僱部門。 

三、解僱日期。 

四、解僱人數。 

依前項規定通知相

關單位或人員之順序如

下： 

一、事業單位內涉及大

量解僱部門勞工所屬

之工會。 

二、事業單位勞資會議

之勞方代表。 

三、事業單位內涉及大

量解僱部門之勞工。

但不包含就業服務法

第四十六條所定之定

期契約勞工。 

事業單位依第一項

規定提出之解僱計畫書

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解僱理由。 

二、解僱部門。 

三、解僱日期。 

四、解僱人數。 

五、解僱對象之選定標

準。 

六、資遣費計算方式及

輔導轉業方案等。 

不生效力。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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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僱對象之選定標

準。 

六、資遣費計算方式及

輔導轉業方案等。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李桐豪等 25 人提案： 

第十二條 事業單位於大

量解僱勞工時，積欠勞

工退休金、資遣費或工

資，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主管機關限期令其清

償；屆期未清償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函請入出

國管理機關禁止其代表

人及實際負責人出國： 

一、僱用勞工人數在十

人以上未滿三十人者

，積欠全體被解僱勞

工之總金額達新臺幣

三百萬元。 

二、僱用勞工人數在三

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

者，積欠全體被解僱

勞工之總金額達新臺

幣五百萬元。 

三、僱用勞工人數在一

百人以上未滿二百人

者，積欠全體被解僱

勞工之總金額達新臺

第十二條 事業單位於大

量解僱勞工時，積欠勞

工退休金、資遣費或工

資，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主管機關限期令其清

償；屆期未清償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函請入出

國管理機關禁止其代表

人及實際負責人出國： 

一、僱用勞工人數在十

人以上未滿三十人者

，積欠全體被解僱勞

工之總金額達新臺幣

三百萬元。 

二、僱用勞工人數在三

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

者，積欠全體被解僱

勞工之總金額達新臺

幣五百萬元。 

三、僱用勞工人數在一

百人以上未滿二百人

者，積欠全體被解僱

勞工之總金額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 

委員李桐豪等 25 人提案：

一、為保障勞工退休金、

資遣費或工資能獲得清

償，避免惡性倒閉造成

勞工權益損害，根據本

法第十二條中央主管機

關得函請入出國管理機

關禁止其代表人及實際

負責人出國。但在實際

的狀況中，若雇主惡意

倒閉，員工提出終止勞

動契約請求，至終止勞

動契約生效，主管機關

在提出限期令要求給付

，屆期未給付，前後恐

長達數個月。如董事長

及實際負責人故意躲避

責任，不待中央主管機

關發布禁止出國命令，

屆時早已逃往海外，不

能達成立法旨意。 

二、避免雇主利用行政程

序時間差距，惡意潛逃

出境，特修訂大量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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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一千萬元。 

四、僱用勞工人數在二

百人以上者，積欠全

體被解僱勞工之總金

額達新臺幣二千萬元

。 

事業單位歇業而勞

工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五款或第六

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其僱用勞工人數、勞工

終止契約人數及積欠勞

工退休金、資遣費或工

資總金額符合第二條及

前項各款規定時，經主

管機關限期令其清償，

屆期未清償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函請入出國管

理機關禁止其代表人及

實際負責人出國。 

代表人及實際負責

人如有逃亡之虞者，主

管機關得採取緊急措施

限制其代表人及實際負

責人出境。 

前三項規定處理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四、僱用勞工人數在二

百人以上者，積欠全

體被解僱勞工之總金

額達新臺幣二千萬元

。 

事業單位歇業而勞

工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五款或第六

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其僱用勞工人數、勞工

終止契約人數及積欠勞

工退休金、資遣費或工

資總金額符合第二條及

前項各款規定時，經主

管機關限期令其清償，

屆期未清償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函請入出國管

理機關禁止其代表人及

實際負責人出國。 

前二項規定處理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勞工保護法第十二條第

三項，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可採取緊急措施，限

制董事長及實際負責人

出境，以保障勞工權益

。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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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王育敏等 27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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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九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未優

先僱用經其大量解僱

之勞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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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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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王育敏等 27 人提案：

一、為避免事業單位規避

勞動基準法「禁止任意

解僱」之原則，大量解

僱勞工保護法第九條規

定，事業單位大量解僱

勞工後，再僱用工作性

質相近之勞工時，應優

先僱用經其大量解僱之

勞工，以保障勞工之工

作權利。 

二、然現行大量解僱勞工

保護法對於事業單位之

回聘勞工義務，僅有獎

勵而欠缺處罰規定。依

據勞委會統計，本法自

民國 92 年通過至 102 年

10 月 15 日止，僅 3 家

事業單位申請獎勵，共

回聘 21 人，相較於歷年

來每年至少有 6 千至 2

萬 6 千名勞工遭大量解

僱之情形，獎勵成效明

顯不彰。 

三、爰增訂第四款，明定

事業單位違反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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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優先僱用經其大量

解僱之勞工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以督促事業

單位落實優先僱用被解

僱勞工之義務。 

四、原第四款依序遞移為

第五款。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