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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護理執業現況
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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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的範圍(醫療法§10)

醫事人員

• 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

藥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

治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營養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
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聽力師、牙體技術師、驗光師、藥劑

生、護士、助產士、物理治療生、

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
士、牙體技術生、驗光生及其他醫事
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

醫師

• 係指醫師法所稱之醫師、中醫師
及牙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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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體系下護理人員的多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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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在長照領域也是重要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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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的類別

護理師

護士

助產師

助產士

專科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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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法
§7-1

護理人員法
§2

助產人員法
§2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08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185


為何要有護理師加薪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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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的分佈

189,686

執登人數

307,054

領證人數
（最大證書）

61.7%

執業率
(如扣除65歲以上領照)

113.06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全國聯合會，2024 10

女性:181,293人(95.5%)

男性：8,393人(4.5%)

平均年齡39.19 歲，
每萬人口護理員數81 人(每千人口護理員數8.1 人)

Nurses per 1,000 population

JAPAN 12.1(2020)

OECD 9.6

KOREA 8.8(2021)

TAIWAN 8.1



招募護理人員困難度
107年36.84%醫療院所表示召募無困難，110年4-8.97%醫療院所表示召募無困難。

36.84%

4% 8.97% 7.47%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https://nurse.mohw.gov.tw/lp-72-2.html 11



護理人員空缺率及離職率
110年護理人員空缺率4.7%、離職率10.13%，醫學中心優於區域醫院及地方醫院。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https://nurse.mohw.gov.tw/lp-72-2.html 12

空缺率由疫情前約 4.5 % 攀升至疫情後約 6.5%，離職率亦由疫情前約 11.1% 提升至疫情後約 11.7%。 112.9/28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https://nurse.mohw.gov.tw/Public/Images/202309/0572309281122615d2.png 13

需新增

5.5-7.4萬

護理人力。



14

人力配置

排班

輪休

加班

借休



久任津貼

• 即服務滿一定年限後，繼續服務的期間予以每月
一個定額的加薪。

• 對於離職率高的護理人員而言，並無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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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事業單位發給勞工之久任獎金，若非一次發給而係雇主

按月發給並構成勞工工作報酬之一部分者，依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款規定，應屬工資，於計算平均工資時應列入計算。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年6月24日台86勞動2字第025402號函）

Q：久任獎金之認定疑義

勞動部
https://www.mol.gov.tw/1607/28162/28166/28180/28194/29050/



醫療院所的加薪優惠方案

特定的

醫事人

員

明確起

契的期

間

明確的

加薪金

額

明確的

未履約

罰責

需簽立

書面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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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的違約金
賠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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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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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被告

某公立區域教學醫院院長(甲) 某公立區域教學醫院離職護理師(乙)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111年度勞小字第1號



被告的就職歷程及合約起迄-不爭的事實

19

報到

107.12.24

108.3.24

試用期滿

108.3.28

試用期考核
表送人事

108.4.4

於試用期考核表簽名
具結同意續任及選擇
薪資福利獎勵方案

至人事簽約

約定契約期間自108年5月1日
起至110年4月30日止，共2年
之服務年限，若被告受僱工
作未滿服務年限，中途離職，
需賠償離職當月薪俸標準總
額之一倍金額。

108.5.1

合約起日

110.4.30

合約迄日

110.2.1

離職日

合約二年

任職二年一個月

五職等一級
35,899元

110.1.4

提出離職
五職等五級
41,743元

五職等三級
36,748元

服務一年九個月

求償金額



原告求償的理由
• 「薪資福利獎勵方案」由員工依意願選擇。

• 受僱工作未滿服務年限，中途離職，需賠償離職當月薪俸標準
總額之一倍金額。

• 其他福利措施：

➢進階N1、N2分別增加500及1,500元。

➢服務年資滿二年後的第三年起，每月增加留任津貼1,000元。

➢期間因108、109年度考核優異而進級至五職等四級、五職等五級。

➢調升之二級不因合約結束而降回。

• 按「衛生福利部二年期護理師訓練計晝」進行專業技術培訓，
公假高達51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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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

• 系爭契約之性質及效力為何？

• 被告是否應依系爭契約約定給付違約金？

• 如是，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而應予酌減？
21



系爭契約之性質及效力為何？

• 民法§247-1

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
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

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

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

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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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認為

• 定型化契約

• 兩造均因此約定蒙受其利

• 尚難認屬「單方面」減輕或免
除原告責任、加重被告責任、
使被告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
權利或其他於被告有重大不利
益而有顯示公平之情形

• 被告應係基於提敘方案增加薪
資之誘因，為利益衡量後所做
自主選擇

• 被告自行填寫契約期間自108

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止

• 被告抗辯原告之舉有侵害被告
選擇工作自由權之虞，尚非可
採。

23

非無效合約 應屬合理合約



什麼情況可以約定勞工最低服務年限？

雇主為勞工進

行專業技術培

訓，並提供該

項培訓費用者。

雇主為使勞工遵

守最低服務年限

之約定，提供其

合理補償者。

24

勞基法§15-1第一項



雇主為勞工

進行專業技

術培訓之期

間及成本。

從事相同或

類似職務之

勞工，其人

力替補可能

性。

雇主提供勞

工補償之額

度及範圍。

其他影響最

低服務年限

合理性之事

項。

不可歸責 於

勞工之事由

不負違約賠償
之責任

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
不得逾合理範圍：

1 2 3 4

民§252 ：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合理性 必要性

服務年限與
受訓期間之

比例
顯失公平者

25

被告是否應依系爭契約約定給付違約金？

勞基法§15-1第二項

勞基法§15-1第四項



法官認為

• 最低服務年限之爭執：雖試用期可列入年資計算，
但依本案系爭契約事實上服務未滿「薪資福利獎勵
方案」之二年年限。

• 薪資之提升已為「合理的補償」 。

• 雇主提出給予相關專業培訓及成本之佐證。

• 無從認定有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

26

約定年限合理



衛生福利部二年期護理師訓練計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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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二年期護理師訓練計晝

訓練目的
一. 培養新進護理師（護士）應用「護理專業知識」、「實證護

理導向」、「品質管理」、「醫療資源」的能力。

二. 培養新進護理師（護士）建立以「病人為中心」和「全人照
護」的臨床工作態度及技能。

三. 培養新進護理師（護士）能遵循法規，並具備執業所需的專
業倫理及溝通協調能力。

四. 培養新進護理師（護士）參與跨領域團隊相互合作、共同照
護的能力。

28



衛生福利部二年期護理師訓練計晝

基礎課程

核心課程

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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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到職訓練課程
3個月，新進人員訓練課程

9個月，第1年基層護
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
訓練

12個月，第2年基層
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
力訓練

品質管理（Ⅰ）：
護理品質概念介
紹、不良事件防
範與通報流程、
針扎事件防範
（員工安全）。

品質管理（Ⅱ）：
簡介護理品質概
念、標準制定與
監測及新制醫院
評鑑等品質管理
活動。

品質管理（Ⅲ）：
參與制定護理標
準、監測與持續
性品質改善對策
等活動。

訓練方式：

• 臨床護理實作學習、

• 院內外講授課程、

• 觀賞錄影帶、

• 線上學習、

• 示教、回覆示教、

• 參與跨領域案例討論會、

• 運用實證護理概念探討照護實例。



衛生福利部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申請作業要點
107 年 11 月 30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7695 號函修正

訓練補助費用：

• 各類受訓人員每人每月訓練補
助 費用點數如下：

1. 西醫師：四萬五千點。

2. 其他醫事人員：五千點。

執行成效優良醫院獎勵費用：

• 依本部訂定之教學醫院教學成
效指標評核，該費用將併最後
一季訓練補助費用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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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的分級制度

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概念架構
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名詞界定

N 臨床工作未滿一年。

N1 臨床工作滿一年，完成N1臨床專業能力訓練且通過N1審查合
格者，能執行病人/個案基本照護者。

N2

臨床工作滿二年，完成N2臨床專業能力訓練且通過N2審查合
格者，能參與執行重症病人/個案護理。
註:重症病人/個案意指病情危急病人/個案（需接受嚴密觀察
照顧之病人/個案）或依賴度高之病人/個案（係指護理依賴程
度中A-I、 A-II、 B-I 、B-II 之病人/個案）。

N3
臨床工作滿三年，完成N3臨床專業能力訓練且通過N3審查合
格者，能執行重症病人/個案之整體性護理、並有教學及協助
單位品質改進之能力。

N4
臨床工作滿四年，完成N4臨床專業能力訓練且通過N4審查合
格者，能執行重症病人/個案之整體性護理，並有教學、參與
行政及執行單位品質改進之能力。

台灣護理學會， https://www.twna.org.tw/WebPad/WebPad.aspx?1x8jyHnXeNSHfBGHev4mkg%3d%3d

專業
能力
成長

提升護理素質

保障病人權益

31



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訓練重點
層級 專業能力訓練重點

N→N1

1.常見疾病、檢查與治療之護理。
2.常見藥物。
3.常用護理技術(包括CPR)。
4.常見病人/個案健康問題。
5.護理紀錄。
6.病人/個案安全。

7.感染管制。
8.病人/個案權利、法律與倫理。
9.問題分析與處理(Ⅰ)：文獻查證、讀書報告。
10.品質管理(Ⅰ)：認識護理品質概念並參與活動。
11.跨領域團隊共同照顧。

N1→N2

1.重症病人/個案的護理(含身、心、靈、社會層面個案評估)。
2.護理與法律(醫療糾紛案例討論)。
3.問題分析與處理(Ⅱ)：案例分析。
4.品質管理(Ⅱ)：理解如何製定護理標準並參與活動。

N2→N3

1.教與學。
2.危機處理。
3.問題分析與處理(Ⅲ)：個案報告。
4.品質管理(Ⅲ)：提出持續性護理品質改善之執行方法。
5.認識健康相關政策。

N3→N4

1.護理行政(含成本分析之概念)。
2.研究概論。
3.問題分析與處理(Ⅳ)：護理專案或研究報告。
4.品質管理(Ⅳ)：完成持續性護理品質業務改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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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晉升要求
N→N1 N1→N2 N2→N3 N3→N4

在職教育(年)

1.參加N1在職訓練15小時
2.參加病房之讀書報告或個案
討論5小時

1.參加N2在職訓練15小時
2.參加院內外之學術活動5小
時

1.參加N3在職訓練15小時
2.參加院內外學術活動5小時

1.參加N4在職訓練15小時
2.參加院內外學術活動5小時

臨床實務能力
1.熟悉環境及工作流程
2.能熟練執行一般病人/個案護
理

1.一般性病人/個案護理
2.重症或困難病人/個案護理

1.重症病人/個案護理
2.整體性護理

1.重症病人/個案護理
2.整體性護理
3.專科領域之護理

學術能力 通過讀書報告審查合格
1.通過案例分析審查合格
2.或通過A類「實證健康照護
綜整文章」審查

1.通過個案報告審查合格
2. 或通過B類「實證健康照護
應用文章」審查

1.通過專案報告審查合格
2.或研究報告
3.或通過C類「實證健康照護
指引文章」審查

教學能力 個別護理指導
1.個別護理指導
2.協助指導護生、新進人員

1.主講教育課程
2.主持團體護理指導
3.獨立指導新進人員或護生

1.主講教育課程
2.主持團體護理指導
3.獨立指導新進人員或護生

行政能力 參與管理設備、醫材 參與護理品管活動 執行護理品管活動 擔任組長或主持會議

考試 由各醫院或機構自訂

平時考核 由各醫院或機構自訂

認定負責人 由各醫院或機構自訂

榮譽制

33



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而應予酌減？

• 民§251 ：

債務已為一部履行者，法院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
之利益，減少違約金。

• 民§252 ：

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34



法官認為

• 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
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
契約正義之原則，

• 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
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
形，

• 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
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
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
定性違約金而異。

• 本院審酌該違約金之數額既係為
擔保被告於24個月之契約期間履
行職務，而被告已履約其中21個
月，認應依被告履約期間比例減
少違約金，方屬事理之平

35

41,743元×3/24＝5,218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

合理的賠償金額



判決主文

•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貳佰壹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
一十一年一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壹佰貳拾伍元，
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貳佰
壹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36

5,218

125



張明真、黃品欽(2023) ‧從護理人員薪資福利獎勵方案談違約金的賠償．
領導護理，24(3) ，9-18。
https://doi.org/10.29494/LN.202309_24(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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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賠款的案例

38

原告 被告

某私立準醫學中心院長(A) 某私立準醫學中心離職住院醫師(B)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110年度上字第121號



案例經過

39

106.5.1 B申請在職進修而簽立「醫師在職進修切結書」，約定B進修結束後留院服務2 年，(108 

年8 月1 日-110 年7 月31日)，如服務未滿，懲罰性違約金如下：
①進修結束未即返院服務，願將進修期間所支領之費用 （含工資）加1 倍計付，並於進
修結束後1 個月內付清
② 進修結束後返院服務未滿前條約定之期限而中途離職（含自 願離職或遭受院方解僱），
同意照前款計算違約金而按服務 未滿之月數比例計付之，並於離職前付清

108.9.12

108.8.1 B開始履約

B離職

110.7.31 原B履約結束日

履約43日

未履約731日

院方計算式：
2,946,000 元×2 ×（731日-43日）/731 日＝
5,5 45,412 元

法官計算式：
2,946,0 00元×1.5 倍×未履行期間月數比例23/24＝
4,234,875 元

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外院派訓



邱慧洳(2024) ．護理勞動權益：留任獎金之返還．月旦醫事法報告，
91 ，114-119 。
https://doi.org/10.53106/2415530620240500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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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賠款的案例

41

原告 被告

某醫療機構院長(C) 某醫療機構離職護理師(D)

改編自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8年度南勞小字第7號



案例經過

42

2016.10.1 X醫院實施護理人員留任獎勵措施，約定自2016 年10 月1 日-2018 年9 月30日在職服務
者，輪班者每半年併薪核發24,000元。每年6、12月核發，未達半年，依比例計算。

2018.9.1

D簽約並開始履約

D離職

2018.9.30 原D履約結束日

院方計算式：
12,000 元+24,000元＝36,000 元

法官計算式：
36,000 元×未履行期間月數比例1/12＝3,000 元

2017.10.2

2017.12 D領取12,000元

2018.6 D領取24,000元

以一年12個月比例定之，D已服務11個月。



結論

• 系爭契約之性質及效力為何？

➢契約自由原則

➢謹慎簽約

• 被告是否應依系爭契約約定給付違約金？

➢教育訓練成本的合理性

➢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考量必要性及合理性

• 如是，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是否過高而應予酌減？

➢違約金的合宜數額

43



再想想
以本案例而言，倘若同工作表現條件下，
簽約者與未簽約者月薪的差距實為何？

• 五職等三級36,748元-五職等一級35,899元=849元

44

➢進階N1、N2分別增加500及1,500元。

➢服務年資滿二年後的第三年起，每月增加留任津貼1,000元。

➢期間因108、109年度考核優異而進級至五職等四級、五職等五級。

我願意進階，
我願意留任，
我表現得夠好，
這些金額也是我拿得到的

849元*24個月=20,376元為二萬元綁約二年，
划算嗎？



勞動事件法

45

109年1月1日上路

勞動訴訟前強制調解



企業外勞資爭議演進

法院民事
調解

法院勞動
調解

鄉鎮市區
調解

勞動行政
調解

3.0 4.02.01.0

民事訴訟法
§ 403 

勞動
事件法

鄉鎮市
調解條例

勞資爭議
處理法

46



現行勞動訴訟的障礙

太遠 太貴 太難 太慢

法定與合意管轄法院 訴訟費用與負擔

裁判費

律師費

勞動關係特性與調解

保全程序適用困難

工會與保護團體功能

訴訟曠日廢時

目的§1

為迅速、妥適、專業、有效、平等處理勞動事件，
保障勞資雙方權益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進而謀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

47



勞動事件法的範圍§2

勞工
權利義務之爭議

建教生
權利義務之爭議

勞動相關
侵權行為爭議

基於勞工法令、團體
協約、工作規則、勞
資會議決議、勞動契
約、勞動習慣及其他
勞動關係所生民事上
權利義務之爭議。

建教生與建教合作機構基
於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
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建教訓練契約及其他建教
合作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
義務之爭議。

因性別工作平等之違
反、就業歧視、職業
災害、工會活動與爭
議行為、競業禁止及
其他因勞動關係所生
之侵權行為爭議。

勞資爭議法§5

權利事項

調整事項

指勞資雙方當事人基於法令、團體協約、勞動
契約之規定所為權利義務之爭議。

指勞資雙方當事人對於勞動條件主張繼續維持
或變更之爭議。

勝

48



法定與合意管轄法院

49

專庭專人

設立勞動專業法
庭(或專股)
遴選具有勞動法相
關學識、經驗之

專業法官

方便勞工
• 以勞工為原告之勞動事件，勞務

提供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事
務所、營業所所在地在中華民國

境內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
判管轄。(國際管轄權)

• 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
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
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
法院管轄；

• 以雇主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
居所、現在或最後之勞務提供地
法院管轄。

轉換管轄法院
• 本案言詞辯論前，聲請

將該訴訟事件移送於其所
選定有管轄權之法院。

• 但經勞動調解不成立而

續行訴訟者，不得為
之。

• 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
之法院起訴



勞動調解委員會

50

組成

由勞動法庭之法官
一人及勞動調解委
員二人組成勞動調
解委員會行之。
委員之任一性別比
例不得少於遴聘總
人數三分之一。

法官資格

遴選具有勞動法
相關學識、經驗
之專業法官

調解員資格

法院應遴聘就勞動
關係或勞資事務具
有專門學識、經驗
者為勞動調解委員
。

迴避

准用民事訴訟
法有關法院職
員迴避之規定



勞動調解程序之進行

51

法官審查並組成

勞動調解委員會

聲請日起30日內指

定第1次調解期日

3個月內以3次期日

內終結

程序不公開，性平

法事件得隔離進行

法官指揮調解程序

之進行

以委員會過半數意

見定之



護理人員離職的爭議在增加

52

離職爭議

離職違約金

建議醫療院所應與員工協商處理，以減少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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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之危勞降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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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之自願退休與強制退休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
請退休：
一、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
十五歲者。
二、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
歲者。

1.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2.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危
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事業單
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
五歲。

自願退休§53 強制退休§54

危勞降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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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分

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 https://www.mol.gov.tw/1607/2458/2464/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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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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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59.2 62.5
63.9 62.2

70.0

整體勞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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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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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2025年65歲以上人口達20%，
成為超高齡社會。

2025

20%

1993

7%

2018

14%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https://pop-proj.ndc.gov.tw/



60中央通訊社(2024)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405150243.aspx



國人的平均壽命不斷在攀升
面對退休，您準備好了嗎？

61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https://pop-proj.ndc.gov.tw/



我國平均壽命及健康平均餘命之差距

6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平均餘命 77.35 77.48 77.42 77.9 78.38 78.57 79.01 79.18 79.15 79.51 80.02 79.84 80.2 80 80.39 80.69 80.86 81.32 80.86 79.84

平均健康餘命 69.9 69.46 69.54 70.23 70.36 70.49 70.78 71.02 70.83 71.56 71.78 71.58 71.87 71.83 72.07 72.28 72.39 73.28 73.3 73.3

62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80

82

84

平
均
年
齡

不健康
平均存活年數
7.45

不健康
平均存活年數
8.24

不健康
平均存活年數
6.54



63112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統計結果。https://www.mol.gov.tw/1607/1632/1633/66059/

61.3歲 勞工預計退休平均年齡

勞保老年給付
及勞工退休金

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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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危險與堅強體力之定義與範圍

高壓室內作業

潛水作業

勞基法 (2009生效)

勞保 2 字第 0970140623 號令
勞保 2 字第 0970140691 號令 解釋

工廠法→勞基法

1984

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2018生效)

危險性工作

勞力性工作

指從事具有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
全之工作。

指從事須輪班、夜間工作、工作

時間因職務特性必須超過一般勤
務時間或具高度變動性，致超
越一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工作負荷
之工作。

現有人力運用狀況 未來人力運用規劃

55歲
50歲 15年 70制

衛生福利部公務人員危勞職務年齡標準表
銓敘部107 年12 月28 日部退三字第1074661058 號函核備

55歲

108 年1 月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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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危勞職務
評估項目、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

危險性工作

勞力性工作

➢ 須經常遇到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之危險事件－例如天然災害
（颱風、地震、水災、火災、落石）、爆炸、處理汙染物、公安事
件、 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

➢ 最近三年內之統計數據。
➢ 無法透過調整人員之工作量、勤務期間、加強人員訓練或提供相關

防護措施等方式消除或降低。

➢ 差勤方式採輪班制度且須輪換日、夜班。須經常在夜間服勤或
值夜班。

➢ 每日或每週工作時間，超過一般公務人員法定工作時數四分之 一。
➢ 最近三年內之統計數據。

工作場所之
危險 程度

工作內容對身心健康或

生命安全之危害程度

差勤制度及
工作時間

工作負荷程度
➢ 工作內容具有高度變動性(如須處理緊急危難或公安事故)。工作內

容之職責繁重且需賴充分體力與精神始能勝任。
➢ 擬認定為危勞職務如屬於內勤工作，其辦理行政事務或文書作業之

工作內容不得超過全部工作內容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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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危險及堅強體力風險認定標準
風險因素 動作或情境 最短持續時間

夜班 工作時間至少有一小時介於 24 點-5 點間 每年 120 天

連續輪班
連續輪班狀況下，工作時間至少有一小時 介於
24 點-5 點

每年 50 天

重複性任務

任務循環時間小於或等於 30 秒，重複性任務
達15次或更多

每年 900 小時任務循環時間大於 30 秒、變動循環時間每年
900小時或無循環時間，每分鐘重複性任務達
30次或更多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國外對於危險及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勞工在提早退休及社會保險制度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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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工作之
月退停止領受規定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
法定基本工資停止領受

➢ 公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

➢ 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職務

➢ 政府投資機構之職務

➢ 公營機構之職務

§77

不適用§77之規定

§78

➢ 受聘（僱）執行政府因應緊急或危難

事故之救災或救難職務。

➢ 受聘（僱）擔任山地、離島或其他偏

遠地區之公立醫療機關（構），從事

基層醫療照護職務。

私人機構

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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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勞基法人員之退休金
勞工退休保障 3大退休金制度是什麼? 請領條件

勞工保險
老年給付

屬於社會保險之一，在職勞工只要依規定繳
交保險費，離職退保且符合請領條件時，便
可提出申請。

1.投保年資滿15年，辦理退保後，可選擇月領年金或
一次領（民國97年12月31日前有勞保年資者，才能選
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2.投保年資未滿15年，辦理退保後，僅能選擇一次領。
但併計國民年金保險之年資有滿15年者，得於年滿65

歲時，選擇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

國民年金保險
老年年金

屬於社會保險之一，主要納保對象為年滿25

歲、未滿65歲，沒有參加勞保、農保、公教
保、軍保的國民。被保險人依規定繳費，滿
65歲可獲得老年經濟生活的基本保障。

年滿65歲，曾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且依規定繳納保險費。

勞工退休金

雇主應給予員工的退休保障，屬於雇主對員
工的法定責任之一。勞工退休金分為新、舊
制，舊制工作年資採計以「同一事業單位為
限」，新制於民國94年7月1日施行，工作年
資採計「不限同一事業單位」。

舊制：勞工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且符合下列情形可
自請退休工作10年以上，年滿60歲
1.工作15年以上，年滿55歲
2.工作25年以上
新制：年滿60歲，無論是否在職，都可以請領
1.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請領一次退休金
2.工作年資滿15年以上者，選擇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
退休金

雇主每月幫
勞工提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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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您可
在勞保局領到
幾筆退休金？

我的E政府
https://www.gov.tw/News_Content_26_52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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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20歲入職，平均月薪4萬元
55歲和65歲退休的差別

勞工退休保障 55歲 65歲

勞工保險
老年給付

平均月投保薪資 × 給付月數

40,000*45= 180,000
https://www.bli.gov.tw/0100397.html

(請領年齡逐步提高，51年次後，65歲以上
才可以領月退)

1.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 0.775% + 新臺幣3,000元
15,512

2.平均月投保薪資 × 年資 × 1.55%

24,304
https://www.bli.gov.tw/0100398.html

國民年金保險
老年年金

(月投保金額 x 保險年資 x 0.65%) + 新臺幣
3,772元

5,333
月投保金額 x 保險年資 x 1.3%

2,569

https://www.bli.gov.tw/0100754.html

無

勞工退休金 1,640,000
https://calc.mol.gov.tw/labor_retire/

1,800,000
https://calc.mol.gov.tw/labor_retire/

https://www.bli.gov.tw/0100397.html


勞動保險司說，這兩者由不同法
律規範，如果勞工依「勞動基準
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
請領勞工退休金，又可能再就
業，可先不領老年給付，在工作
後再加保累計勞保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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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保險司說明，依「勞工保險
條例」規定，已領取者不能再參
加勞保；若再就業，符合「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的加保
規定者，應依法參加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以確保自身工作安全。

Q：申請勞工退休金，是否
須同時申請勞保老年給付？

Q：請領老年給付後想再工
作，可不可以再參加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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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壽
風險

醫療照
護風險

投資
風險

通澎
風險

詐騙
風險 不可不知的

退休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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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韓國及新加坡在「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上皆沒有

進一步的定義與年金上的優惠，

➢而隨者高齡社會的影響，各國在勞動力都採取延後退休年

齡，鼓勵中高齡就業者持續就業的作法，未來對提早退休

可能採取更為緊縮的政策態度。

亞洲國家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
採取的政策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國外對於危險及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勞工在提早退休及社會保險制度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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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
採取的政策類型

提早退休方案 促進就業方案 混合型方案

保加利亞、愛沙尼亞、西班 牙、
希臘、克羅埃西亞、義大利、
馬其頓共和國、波蘭、葡萄牙、
羅馬尼亞、塞爾維亞、 斯洛維
尼亞、斯洛伐克、土耳其

賽普勒斯、捷克共和國、丹
麥、匈牙利、愛爾蘭、冰島、
列支敦士登、立陶宛、 拉脫
維亞、馬爾他、挪威、 瑞典、
英國

奧地利、比利時、 德國、
瑞士、芬 蘭、法國、盧
森 堡、荷蘭

以積極性勞動市場為政策方向，
致力 於改善該類別勞工的就業
環境，包含在職業安全與衛生
中的努力以及提供退休前幾年

在就業上的激勵措施

摘自：國外對於危險及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勞工在提早退休及社會保險制度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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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醫療院所護理人員之危勞職務認定範圍
機關名稱 認定範圍 排除

榮民體系各醫院 全院護士及護理師

衛福部所屬各醫院 全院護士及護理師

教育部所屬大學附設醫院 全院護士及護理師
台大檢驗醫學部、影像醫學部
雲林門診部之轉診中心

臺北市所屬各醫院 全院護士及護理師 護理部、麻醉部、內科部

新北市所屬各醫院 全院護士及護理師 院長室及社區醫學部

完成銓敘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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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 首要改善護理就業環境，提高護理人力

• 危勞作業之認定應有社會共識

• 作業類別認定之評估應進行個別性研究

• 鼓勵私立醫療機構重視促進就業方案

• 應考量提升中高齡就業率之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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