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找到工作 工作中不被欺負的智慧 有保障的工作環境 

簡單的小確幸 ─ 3S的幸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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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蒐集資料 

1.想做怎樣的工作? 

2.這工作需要怎樣的條件/資格 

-調查就能提早準備相關資格   

-專業能力越強 選擇權越多 

3.工作訊息的來源 

-傳統報紙分類廣告 

-NET求職網站 

-親朋好友介紹 

-政府就業服務站 

第一篇   求職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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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面試準備 

1.準備面試資料 

2.整齊服裝儀容 

3.面試問答練習 

4.告訴親友家人面試時間地點 

第三步 檢查危險訊號 

1.高薪免經驗?長期刊登相同徵人廣告？ 

2.工作時間地點不明確？ 

3.工作內容感覺不安全？ 

提高警覺度 就能避免危險的發生 

經驗與薪職不相當的工作 更要特別小心 

 

第一篇   求職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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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面試的避險原則 

第一篇   求職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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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應徵公司資訊。 

請朋友、家人陪同面試。 

仔細檢視欲應徵公司刊登的徵人內容。 

違法雇主查詢系統 

三大準備(應徵前)： 



 

1. 不繳錢 

2. 不離身 

3. 不購買 

4. 不飲用 

5. 不辦卡 

6. 不非法工作 

7. 不亂簽 

SAFE面試的避險原則 

第一篇   求職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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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原則(應徵當天)： 



工資  工時 

特別保護 
地點 

職務
職權 

福利 學習力 

工作安全 
職災預防 

夢想中的戰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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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之前：停看聽 
- 咖啡店收銀員…先繳保證金、身分證暫時寄放在店裡… 
 
- 雇主以業務需要…購買公司的產品才能夠被錄用… 

 
- 旅館員工…女性員工自懷孕日起6個月內需自動離職… 
 
- 某家銀行董事長…服務到床上去 
 

第二篇   勞動生活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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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招募員工不可留置身分證 

性別工作平等法：限徵女挨罰 

除有合理業務必需性或不可替代性，才可以限

制性別 



簽約之前：想清楚 
－阿娟應徵工作簽勞動契約，試用期6個月，薪水打折、不准請
假，解僱不給資遣費 
試用期沒有明訂，在不違背契約誠信原則下，可自由約定合理
試用期，惟仍適用勞基法 
 
－與老闆沒有簽訂書面的契約，是否擁有「勞雇關係」? 
只要有約定勞動關係，有沒有簽書面契約，都成立勞動契約 
－ 哪些行業未納入勞基法? 
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
特性等因素適用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由勞動部指定公告之行業
或工作者不適用。 
像是職業運動業之教練、球員、裁判人員；醫療保健服務業之
醫師及個人服務業中家事服務業等工作者，目前都未列入保障。 

第二篇   勞動生活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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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何種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是否有期間之限制？ 

答 案：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等非繼續性之工作，

雇主才能夠和員工簽特定期間的勞動契約。 

▉臨時性、短期性定期契約不得超過六個月 

▉季節性定期契約不得超過九個月 

▉特定性定期契約如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二篇   勞動生活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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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勞動條件 

工作時間的相關規定 

工時：指的是一段時間內的工作時數。 

－每天：正常工作8小時不含休息時間，連同加班不

得超過12小時。 

－連續工作4小時要有30分鐘以上的休息時間。 

－每周不得超過40小時（105.1.1實施） 

－延長工時：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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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勞動條件 例假、休假、特別休假 
 

12 

－例假日：勞工每7日中至少應有2日作為例假及休息日。 

－休假日：國定假日 

－特別休假：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 

－工作年資滿6個月-1年：3日休假 

－工作年資滿1年-2年：7日休假 

－工作年資滿2年-3年：10日休假 

－工作年資滿3年-5年：14日休假 

－工作年資滿5年-10年：15日休假 

－工作年資滿10年以上：每年加給1日休假，加至30日為止 



資遣費：舊制（94年6月30日以前）、新制（94年7月1日以後） 

所以同學都是新制。每滿一年發給0.5個月的月平均工資，未

滿一年以比例計，最高6個月。 

第三篇   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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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加班費、資遣費如何算 
 

基本工資：月薪21,009元，時薪至少133元 

加班費：假日→時薪×2 

平常日                  休息日 

前二小時→時薪加發1/3 、前二小時→時薪加發1又1/3 

後二小時→時薪加發2/3 、後二小時→時薪加發1又2/3 

   

106.1.1調整 



新修正勞基法第10條之1明文化調動5原則內容 

公司可以隨便指派我去別的地方上班嗎? 

須要經過我的同意嗎? 

~~應該要符合下列原則~~ 

1.企業經營所必須，不得有不當動機 

2.對於勞工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不作不利變更 

3.調動後工作是勞工體能及技術可以勝任的 

4.地點過遠的話，雇主要給必要協助 

5.考量勞工和他的家庭生活上的利益 

第三篇   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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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阿水以機車代步上班途中被汽車追撞，算不算職業災害? 

算是職業災害 

－提問：阿富工作需要長期受幅射影響，退休後罹患血癌，算不算職業
病? 

算是職業病 

第四篇   職業安全的保障  

職業災害如何認定 

－職業傷害：勞工因執行勤務而遭遇偶發、突發的 

  意外，造成身體的立即性傷害。  

－職業病：勞工長期曝露於工作環境中的危害因子之下，緩慢累積 

  所導致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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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認定放寬受惠族群 

受惠對象 職業傷病擴大認定項目  

學生打工族 從學校到公司上、下班合理途徑內，發生傷病屬職災
認定範圍 

兼差上班族 從公司到兼差處上班路程中，發生傷病屬職災認定範
圍 

奔波外勤族 在公司以外的地方執行勤務，所發生的傷病屬職災認
定範圍 

過度勞損族 上下班、公差以及在外執行勤務，或工作必要外出用
餐等交通途中，若促發疾病，只要與職務有相關因果
關係，亦屬職業病認定範圍 

16 

資料來源：勞動部 



第四篇   職業安全的保障 

職業災害的補償  

- 勞動基準法第59條：補償必需的醫療費用，補償醫療期 

  間不能工作的原領工資 

-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 

  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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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保護重要提醒 

• 勞工提起職災爭議或訴訟時，具體建議 

   1.不要破壞職災現場 

   2.立即通知勞工主管機關 

   3.保留薪資單證明僱傭關係，勞保是否被退保，依規定請    

     假，避免被以曠職解僱 

第四篇   職業安全的保障 



 

內在助力 – 工會組職  

團結力量大。 

憲法保障結社自由權，所以自

由組成工會，資方不能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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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三法 1.工會法  

         2.團體協約法 

         3.勞資爭議處理法 

勞動三權 1.團結權 

         2.協商權 

         3.爭議權 

 

 
 

認識工會 



外在助力 – 勞工局 

政府力量積極介入 

1.提供合法的保障 

2.提供申訴的管道 

3.提供個案的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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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勞工法律問題諮詢專線 

全國首創-免費律師服務 

02-29603456轉6530、6531 

職災勞工到府諮詢服務 

職災個案管理員與義務律師合作， 

到府諮詢職災訪視服務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9時至12時  

           下午2時至5時 



認識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全國首創-新北勞動雲 
透過網路申辦，即可有勞工及雇主專屬服務 

• 勞檢立即GO 

公司有違法情事，進入檢舉通報，及時雲端回覆 

• 違法雇主查詢 

輸入公司名稱，即可查詢該公司是否有違法 

• 勞資調解便利通 

上網申請勞資雙方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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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全國首創-新北勞動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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