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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就業保險開辦以來，大部分人都以為，只有參加就業保險累計年

資者才能在失業期間獲得經濟方面的保障，而不具請領失業給付

資格的勞工朋友，卻不知道自己若是具有其他特定身分，其實會

有就業服務法及其他相關法令的權益可以提供保障。

目前政府提供失業勞工朋友們的經濟方面的保障及協助措施，主要

有：就業保險失業相關給付、就業保險促進就業措施、就業服務法

第24條，特定身分非自願離職者之失業相關協助措施、失業勞工子

女就學補助等多樣協助措施，勞工朋友應有權利知道並瞭解。

但勞工相關法令這麼多，失業勞工要如何以最簡單易懂的方式獲

得相關資訊？符不符合就業保險失業給付的申請資格？沒有參加

就保的失業勞工是否有其他的相關保障呢？該如何申請？要跟誰

辦理？

為了讓失業勞工朋友輕鬆了解政府各項協助資源並獲得完整資訊

，這本失業勞工保障權益手冊，希望以淺顯易懂的文字，讓失業

勞工可以一目瞭然，取得相關的協助。

自己的權益自己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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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勞工權

益資源地圖

 

 

1 2
有加就保者

勞動力發展署
0800-777888

勞保局 02-23961266

未加就保的特定就業對象
勞動力發展署

0800-777888、
各地就業服務機構

 

•失業給付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失業之被保險人及隨同被保

   險人辦理加保之眷屬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費補助

•就業保險其他促進就業措施

•臨時工作津貼

例如：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求職交通補助金

•其他促進就業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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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勞動部 1955

•公立高中職（含五專

    前三年）每名4,000元

•私立高中職（含五專

    前三年）每名6,000元

•私立大專校院（含五專

    後二年）每名24,000元 

•獨立負擔家計或家中有

    2名以上子女就讀大專

    校院者，依上述補助標

    準加給20%。 

•法律諮詢

•法律文件撰擬

•補助律師費

．補助勞動調解聲請費

    或裁判費

．扶助勞動調解或訴訟

    期間之生活費用

•公立大專校院（含五專

    後二年）每名13,600元

勞工訴訟扶助
法扶會 412-8518

(市話可直撥，手機請加 02)

勞動部 0800-085151



 

 

就業保險是為了保障非自願離職的勞工，在無工作收入一定期間的

基本生活，並提升勞工就業技能、達到促進就業效果的一種社會保

險。

就業保險目前提供失業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提早就業獎助津

貼等保障，以及勞工在領取失業給付及職訓生活津貼時，勞工本

人、隨同其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眷屬，享有健保費的補助。

最重要的是，只要勞工依規定由所屬雇主辦理參加就業保險，在發

生保險事故時，就可以依相關規定向勞保局申請保險給付唷。

就業保險失業相關給付種類

‧失業給付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失業之被保險人及隨同被保險人辦理加保之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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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險效力何時生效＆投保單位責任：

  勞工到職當日就要參加就業保險唷！
有關保險效力的開始及停止，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

定，勞工到職當日列表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者，其保險效力

自當日起算；未於當日通知者，其保險效力自通知之第2日起
算。

到職當日就要參加就保，保障勞工權益！

溫馨
小提醒

當日
列表
通知

保險效力之開始
自通知當日起算

未於
當日
列表
通知

放假
日之
翌日
申報

保險效力之開始
自通知翌日起算

勞工於周休

二日、國定

例假日、勞

動節日、颱

風過境經政

府宣布停止

上班上課之

日到、離職

勞工到職

提具到、離職

相關證明者，

其保險效力自

其到、離職當

日生效

投保
單位

投保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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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為受僱勞工加保的責任
投保單位違反就業保險法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

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

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10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
由投保單位依本法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

未辦理投保手續

辦理投保手續相
關保險業務

至參加保險之前一
日或勞工離職日止
應負擔之保費金額
處以 10倍罰鍰

勞工所受
之損失由
投保單位
賠償

勞工到職

勞工離職 辦理退保手續

投保單位

投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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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率及負擔比例＆月投保薪資

（一）保險費率

目前就業保險保險費率，以被保險人月投保薪資的1%計收。

（二）負擔比例

由被保險人負擔20%，投保單位負擔70%，政府補助10%。

（三）投保薪資

 　              有關就保月投保薪資及投保薪資的調整，準用勞工保險
           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1.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
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

2.勞工請領保險給付時，係以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
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保險給付。

 

（四）投保單位違反規定轉嫁由勞工負擔保險費、投保薪資高薪低

報的責任。

由被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

處2倍罰鍰。

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

金額，處4倍罰鍰。

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險人通知限期返還，

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其

溢領之給付金額。

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

未依規定

負擔被保

險人之保

險費

投保薪資

金額以多

報少或以

少報多者

覈實申報及調整投保薪資，被保險人請領給付，權益有保障！溫馨
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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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失業相關給付

（一）失業給付

1.請領資格及條件
  被保險人遭遇非自願離職（如下）：

1、投保單位 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

2、因雇主歇業或其他

情形，終止勞動

契約（勞動基準

法第11條）

  歇業或轉讓時。
  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
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3、因天災事變，原特

定期間不得解僱

的例外情形（勞

動基準法第13條

但書）

勞工在分娩或流產停止工作期間或發生職業災

害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因

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

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4、因雇主欺騙等原

因，勞工得不經

預告終止契約之

情形（勞動基準

法第14條）

   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
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
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契約所訂之工作，對於勞工健康有危害之
虞，經通知雇主改善而無效果者。

   雇主、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勞工患有惡性傳染
病，有傳染之虞者。

   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
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

   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
工權益之虞者。





   領滿失業給付期間者，自領滿之日起 2 年內再次請領失業給

付，其失業給付以發給原給付期間之1/2為限。
   
領滿失業給付期間者，就業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

以上「保險年資重行起算」指的是就業保險，與勞保年資

無關唷！

重要

提醒

（2）給付標準：

  按離職退保當⺝起前6個⺝平均⺝投保薪資60%發給。

  於請領失業給付期間，勞工有扶養眷屬者，每1人加給10%的給

付，最多計至20%。

  扶養眷屬，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入之配偶、未成年子

女或身心障礙子女。

容內給加付給

基本給付
每⺝按申請人離職辦理退保之當⺝起前 6個⺝平均

⺝投保薪資60％計算發給

眷屬加給
失業期間如有扶養無工作收入之配偶、未成年子女

或身心障礙子女：每一人加給10%，最多計至20

   

篇
保
加
有

付
給
關
相
業
失
險
保
業
就

％

如再次非自願離職退保當日前3年內，參加就業保險年資合計

滿1年以上，還是可以申請失業給付，但合併原已領取的失業

給付⺝數及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仍然以發給原給付期間為限

。就業獎助津貼，仍然以發給原給付期間為限。

如果我領失業給付未滿以上給付期間，再參加就業保險又遭遇

非自願離職，還可以依規定申請失業給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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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領流程：
（1）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2年內，應檢附離職或定期契約證明文

件及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親自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詢，

並填寫「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求職登記後，應辦理就業諮詢，並自
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未能於該
14日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於
翌日完成失業認定，並透過網路傳送申請案件轉請勞工保險

局核發失業給付。

（3）申請人應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之日起7日內，將就業
與否回覆卡檢送原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人未依規定辦理

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停止辦理當次失業認定或再認定。

已辦理認定者，應撤銷其認定。

（4）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完成失業（再）認定傳送勞工保險局於
翌日受理，經審核手續完備符合請領資格者，勞保局於工作

期限內核發失業給付。

（5）申請人辦理失業再認定：
   繼續請領失業給付者，應於前次領取失業給付期間末日之翌日
起2年內，每個月應親自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接受失業再認
定。但因傷病診療期間無法親自辦理者，得提出醫療機構出具

之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陳述理由委託他人辦理。

   申請人應至少提供2次以上之求職紀錄，始得繼續請領。未檢附
求職紀錄者，應於7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停止發給失業
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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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的工作，有下列情事之一而不接受者，
仍得請領失業給付：

  工資低於其每月得請領的失業給付數額。
  工作地點距離申請人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

5.申請人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之就業諮詢或職業訓練，有下列
情事之一而不接受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

  因傷病診療，持有證明而無法參加者。

1 2 3

6 5 4

準備資料：

非自願離職書、

身分證明、存摺

親自前往各地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

1.辦理求職登記

2.申請失業認定

3.接受就業諮詢

就服站推介至少

一次工作機會

(開立介紹卡)

資料轉給

勞保局

核發失業給付

第15日

完成失業認定

14日內，無法

推介就業or安排

職業訓練

推介就業7日內

要回覆檢送介

紹卡

勞保局審核請

領資格，10個

工作日內核付

+3-5個工作日
匯款

每月辦理

失業再認定

認識失業認定與失業給付申請流程

7 8

失業的保障失業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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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參加職業訓練，需要變更現在住所，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
顯有困難者。

※因上述情事，未參加就業諮詢或職業訓練，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在其請領失業給付期間仍得擇期安排。

6.失業期間另有部分工作收入時，還能請領失業給付嗎？
  每月工作收入超過基本工資者，不得請領失業給付。
 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基本工資者，其該月工作收入加上失業給付
之總額，超過其平均月投保薪資80%部分，應自失業給付中扣
除。但總額低於基本工資者，不予扣除。

7.請領失業給付的期間，能同時請領其他失業相關津貼嗎？
 基於社會保險不重複保障原則，領取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促進就

業相關津貼者，不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

8.被保險人已退職並領取老年給付者，可否請領就業保險失業相關

   給付？
 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者，基於社會保險不重複保障原則，不得請
領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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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1.請領條件

2.給付標準

按被保險人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 50％（以最近一次請領失業

給付金額為計算基礎），一次發給。

3.請領流程

可上網下載或到勞保局各地辦事處索取「就業保險提早就業獎助

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填寫完畢後，寄至勞工保險局，或以

自然人憑證至勞保局全球資訊網「e化服務系統」申請，符合請領

資格者，勞保局會在一定的工作期限內核發。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之保險年資計算，不計入被保險人領取

失業給付期間參加就業保險之年資。另定期契約人員再受

僱原投保單位加保，不論回任原單位所擔任之職務性質，

均不得請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重要

提醒

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

並參加就業保險滿 個⺝以上（就保年資不以同一單位為限，但3

不計入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參加就業保險之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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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1.請領條件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

全日制職業訓練為：

‧訓練期間1個月以上。

‧每星期訓練4日以上。

‧每日訓練日間4小時以上。

‧每月總訓練時數達100小時以上。

2.給付期間＆給付標準
   於受訓期間，按申請人離職退保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按月於期末發給，最長發給6個月。
  於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勞工有扶養眷屬者，每1人加給
10%的給付，最多計至20%。

   扶養眷屬，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入之配偶、未成年子女
或身心障礙子女。

容內給加付給

基本給付
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
月投保薪資60％計算發給。

眷屬加給

失業期間如有扶養無工作收入之配偶、未成年子女

或身心障礙子女：每一人加給10%，最多計至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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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領手續及給付之核發
（1）申請人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開訓

當日由職業訓練單位線上申報，通知勞保局核發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

（2）勞保局於收到訓練單位傳送資料及申請書後，按月於被保險
人參訓期滿1個月之翌日開始審核，經審核手續完備符合請領
資格者，於工作期限內發給津貼。

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辦理申請人求職登記，安排職訓諮詢，推介適訓者參加全日

制職業訓練，並開立「就業保險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申請

書及給付收據」。

培訓單位：

於開訓當日完成學員申請書確認並至勞保局網站線上確認學

員報到參訓資料，另將申請書第1聯函寄勞保局，第2聯函寄
原推介就業服務機構。

勞工保險局：

於培訓單位線上確認學員報到參訓資料及符合全日制訓練條

件後，10個工作天內完成學員申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審核
作業。

3~5個工作日匯款至學員帳戶



補助方式：勞保局會按⺝將補助名單傳送到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比對辦理，失業被保險人不須提出申請，另被保險人失業

期間仍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辦理投保，至全民健康保險投保

手續，請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洽詢。如被保險人因故須

放棄，應於補助⺝份之當⺝底前通知勞保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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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業之被保險人及隨同被保險人辦理加保之眷屬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費補助

1.補助對象：

   (1)失業之被保險人。

   (2)被保險人離職退保當時，隨同被保險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眷

        屬，且受補助期間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條規定之眷屬或第6類

        規定之被保險人身份，但不包括被保險人離職退保後辦理追溯

        加保之眷屬。

2.補助標準：按失業勞工每次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

間的給付末（迄）日的當⺝份，全額補助勞工本人及其眷屬，參

加健保自付部分的保險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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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其他促進就業措施

  適用對象：就業保險的失業被保險人
  提供相關補助

 （一）求職交通補助金

1.補助條件：
申請人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諮詢及開立介

紹卡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求職交通補助金：

  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30公里以上。
  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2.補助金額：
  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500元。
  但情形特殊者，得於新臺幣1,250元內核實發給。

3.補助期間：
與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求職交通補助金合併計算，每年度以4
次為限。

4.申請管道：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五）推介從事臨時工作之津貼

（六）僱用安定措施

（七）僱用獎助措施

就業保險其他促進就業措施

（一）求職交通補助金

（二）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

（三）搬遷補助金

（四）租屋補助金

（五）推介從事臨時工作之津貼

（六）僱用安定措施

（七）僱用獎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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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

1.補助條件：
申請人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諮詢及開立介

紹卡推介就業，得申請核發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

補助條件

‧失業期間連續達3個月以上或非自願性離職。

‧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30公里以上。

‧因就業有交通往返之事實。

‧連續30日受僱於同一雇主。

2.補助金額：
30公里以上未滿50公里者，每月發給新臺幣1,000元。
50公里以上未滿70公里者，每月發給新臺幣2,000元。
70公里以上者，每月發給新臺幣3,000元。

3.補助期間：
  最長發給12個月。
   勞工申領租屋補助金或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於補助期間得互相
變更申領， 其合併領取期間以12個月為限。

4.申請管道：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三）搬遷補助金

1.補助條件：
申請人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諮詢及開立介

紹卡推介就業，並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申請核發搬遷補助金：

補助條件

‧失業期間連續達3個月以上或非自願性離職。

‧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30公里以上。

‧因就業而需搬離原日常居住處所，搬遷後有居住事實。

‧就業地點與搬遷後居住處所距離30公里以內。

‧連續30日受僱於同一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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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助金額：
以搬遷費用收據所列總額核實發給，最高發給新臺幣3萬元。

3.申請管道：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四）租屋補助金

1.補助條件：
申請人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諮詢及開立介

紹卡推介就業，並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申請核發租屋補助金：

補助條件

‧失業期間連續達3個月以上或非自願性離職。

‧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30公里以上。

‧因就業而需租屋，並有居住事實。

‧就業地點與租屋處所距離30公里以內。

‧連續30日受僱於同一雇主。

2.補助金額：
   自就業且租賃契約所記載之租賃日起，以房屋租賃契約所列租金
總額之60%核實發給。

  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5,000元。

3.補助期間：
  最長發給12個月。
   勞工申領租屋補助金或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於補助期間得互相
變更申領，其合併領取期間以12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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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管道：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五）推介從事臨時工作之津貼

1.補助條件：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申請人之求職登記，經就業諮詢及推介就

業，有下列情形之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至政府機關（

構）或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從事臨時工作：

（1）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2）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所稱正當理由，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 60% ，或工作地點

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2.補助金額：

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最高發給

176 小時。

3.補助期間：

   最長以6個⺝為限。

   失業被保險人2年內合併領取本項津貼、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領取之臨時工作津貼或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津貼，最長以6個⺝為

限。

4.申請管道：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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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貼金額：

補貼期間：

（七）僱用獎助措施

1.補助條件：

1.啟動條件

（六）僱用安定措施

經中央主管機關啟動辦理僱用安定措施：每⺝領取失業給付人數

占該人數加上每⺝底被保險人人數之比率，連續3個⺝達1%以上

，經邀集勞工、雇主、政府機關之代表及學者專家，召開僱用安

定措施啟動諮詢會議後，得辦理僱用安定措施。

（1）於政府公告辦理僱用安定措施期間，雇主得擬定僱用安定計

畫，並報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

（2）按約定縮減工時前3個⺝被保險人的平均⺝投保薪資，及約

定縮減工時後⺝投保薪資差額的50%發給；如依規定參加訓

練課程，得再加計前開薪資差額的20%發給補貼。

同一被保險人受僱於同一雇主領取薪資補貼，最長以3個⺝為限。

但中央主管機關依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公

告延長辦理僱用安定措施期間，被保險人得再領取3個⺝。

雇主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受託單位發給僱用獎助推介卡之

失業勞工，連續滿30日且符合相關規定，發給僱用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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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適用對象：

（1）失業期間連續達30日以上之特定對象。

（2）失業期間連續達3個⺝以上者。

3.補助金額：

   

   

特定對象

1   年滿45歲至65歲失業者。

2   身心障礙者。

3   長期失業者。

4   獨力負擔家計者。

5   原住民。

6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7   更生受保護人。

8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

9   二度就業婦女。

10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1）按⺝計酬者

僱用第  類至第  類特定對象，每僱用1人，每⺝最高發給1 3

新臺幣13,000元；第  類至第 類特定對象，每僱用1人4 10 

，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僱用失業期間連續達3個⺝以上者，每僱用1人，每⺝最高發

給新臺幣9,000元。

（2）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

僱用第  類至第  類特定對象，每僱用1人，每小時發給新1 3

臺幣 70 元，每⺝最高發給新臺幣 13,000 元；第  類至第 4

10 類特定對象，每僱用1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60元，每⺝

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僱用失業期間連續達3個⺝以上者，每僱用1人，每小時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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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補助期間：

同一雇主僱用同一勞工，合併領取本僱用獎助及政府機關其他之

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津貼，最長以12個⺝為限。

（八）創業協助措施

1.提供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2.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1）申請資格：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而有意自行創業者。

（2）貸款金額：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200萬元，貸款利率按郵政儲

         金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575% 機動計息，並提供

         前3年利息補貼措施。第4年起固定負擔年息1.5%，利息差額

         由勞動部補貼，但年息低於1.5%時，由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

息。

（3）還款年限：最長7年。

（4）請洽免付費諮詢專線0800-092-957或上微型創業鳳凰網

          （http://beboss.wda.gov.tw）查詢。

新臺幣50元，每⺝最高發給新臺幣9,000元。



 

 

  

有參加就業保險的勞工，遭遇非自願離職時，可依規定享有就業保

險失業相關給付；而未符合就業保險加保資格的勞工，如果屬於就

業服務法第24條對象的自願就業人員，也有相關的就業計畫，會提
供職業訓練機會或相關津貼及補助金，以協助勞工順利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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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失業期間的經濟協助措施一覽表（勞工篇）

 項目　

　對象

職場 
學習 
及再 
適應 
計畫

求職 

交通 

補助 

金

職業 

訓練 

生活 

津貼

臨 
時 
工 
作 
津 
貼

微型創業鳳凰

貸款及創業諮

詢輔導服務

補助技術士技

能檢定報名費

及證照費用

多元 
就業 
開發 
方案

獨力負擔家計者

（第33-37頁）
○ ○ ○ ○ ○ ○ ○

中高齡者

（第38-40頁）
○ ○ ○ ○ ○ ○ ○

身心障礙者

（第42-45頁）
○ ○ ○ ○ ○ ○ ○

原住民

（第47-50頁）
○ ○ ○ ○ ○ ○ ○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中有工作能力者

（第51-53頁）
○ ○ ○ ○ ○ ○ ○

長期失業者

（第55-58頁）
○ ○ ○ ○ ○ ○ ○

二度就業婦女

（第59-62頁）
○ ○ ○ ○ ○ ○ ○

家庭暴力被害人

（第63-66頁）
○ ○ ○ ○ ○ ○ ○

更生受保護人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第67-70頁）

（第70-72頁）

○ ○ ○ ○ ○ ○ ○

○ ○ ○ ○ ╳ ○ ○

 
◎本表將勞工朋友可申請的相關資訊整理出來，惟最終的申請結果，仍須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依個案事實審核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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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雇主僱用特定失業對象之補助方案一覽表

 項目　

　對象

獨力負擔家計者

（第37頁）

中高齡者

（第41頁）

身心障礙者

（第45-46頁）
 

原住民

（第50頁）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中有工作能力者

（第54頁）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第72頁）

長期失業者

（第58頁）

二度就業婦女

（第62頁）

家庭暴力被害人

（第66頁）

更生受保護人

（第70頁）

職務再設計

×

○

○

×

×

×

×

×

×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

○

○

○

○

○

○

○

○

僱用獎助措施

○

○

○

○

○

○

○

○

○

○× ○

 
◎本表將雇主可申請的相關資訊整理出來，惟最終的申請結果，仍由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依個案事實審核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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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力負擔家計者

適用對象，係指下列3類人員：
（一）具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撫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

親、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

下列情形

‧配偶死亡。

‧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六個月以上未尋獲。

‧離婚。

‧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婚之訴。

‧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

‧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

‧其他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轉介之
情況特殊需提供協助者。

（二）因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同居關係之成員，而獨自扶養

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者。

（三）因原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死亡、失蹤、婚姻、經濟、疾病或

法律因素，致無法履行該義務，而獨自撫養在學或無工作能

力之血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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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與符合本計畫規定之

弱勢失業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為⺝薪

23,800元；如為部分工時者，為時薪158元，每週不得超過

35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求職交通補助金

（一）補助條件：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補助失業勞工經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其推介地點

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公里以上。

（二）補助金額：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500元。

（三）補助期間：每人每年度以發給4次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補助條件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之推介參訓者。

   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

其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二）補助金額：按基本工資（為⺝薪23,800元）的60%發給。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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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期間：合併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於2年

內領取職業生活津貼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領取期間以6個

⺝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訓練單位辦理。

四、臨時工作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申請人至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

非營利團體從事臨時 性工作。

  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

資60%，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

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給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

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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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一）提供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二）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1、申請資格：

   年滿20歲至65歲婦女、離島居民或45歲至65歲中高齡者。

   需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並經創業諮詢輔導，所經營

事業依相關法規辦理登記未超過 5 年且員工數（不含負責人）

未滿5人者。

2、貸款金額

   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 200萬元，辦理稅籍登記者，貸款額度最

高50萬元，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

息0.575％機動計息。

   提供前3年免息，第4年起固定負擔年息1.5%，利息差額由勞動

部補貼，但年息低於1.5%時，由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3、還款年限：最長7年。

4、請洽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0-092-957 或上微型創業鳳凰網

（https://beboss.wda.gov.tw）查詢。

六、補助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費及證照費用

（一）補助方式：每人最多補助 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 1次

為限。

（二）補助種類：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

照費。但氬氣鎢極電銲、一般手工電銲、半自動電銲等3職類

之術科測試費，限補助單件費用。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 次。1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 。04-225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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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安排後，被推介參

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的非自願性失業者、弱勢族群及其

他經本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二）補助金額：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按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發

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雇主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依據所進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人數，補助工作教

練輔導費。

（二）補助金額： 

   正常工時進用者：每人每⺝發給雇主5,000元。

   部分工時進用者：每人每小時25元，每週不得超過35小時。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間連續達    日以上之獨力負擔家計者，連續僱用滿

二、僱用獎助措施

（二）補助金額：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30日，且

符合相關規定。

（一）補助條件：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或受託單位推介失業期

30

按⺝計酬者：每僱用1人，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每僱用1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

60元，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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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

適用對象：

指年滿45歲至65歲之國民。

勞工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個案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與符合本計畫規定之

弱勢失業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為⺝薪

23,800元；如為部分工時者，為時薪158元，每週不得超過

35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求職交通補助金

（一）補助條件：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補助失業勞工經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其推介地點

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

（二）補助金額：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500元。

（三）補助期間：每人每年度以發給4次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 補助條件：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之推介參訓者。

公里以上。

   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

其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二）補助金額：按基本工資（為⺝薪23,100元，並自109年1⺝1

           日起調整為⺝薪23,800元）的60%發給。（110年度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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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助期間：合併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於2年

內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領取期間

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訓練單位辦理。

四、臨時工作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

(構)或合法立案之非

營利團體從事臨時性工作。

   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

60%，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

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給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
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一）提供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二）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1、申請資格：

   年滿20歲至65歲婦女、離島居民或45歲至65歲之中高齡者。

   需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並經創業諮詢輔導，所經營

事業依相關法規辦理登記未超過 5 年且員工數（不含負責人）

未滿5人者。

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申 請人至政府機關

。資

2、貸款金額

   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 200 萬元，辦理稅籍登記者，貸款額度

最高50萬元，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為24,000元，時薪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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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六、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七、補助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費及證照費用

戶、犯罪被害人、低收入戶、天然災害受災戶、受貿易自由化

影響勞工及獨力負擔家計者，則提供前 3年免息，第4年起固定

負擔年息1.5%，利息差額由勞動部補貼，但年息低於1.5%時，

、 還款年限：最長7年。

、請洽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0-092-957 或上微型創業鳳凰網

（https://beboss.wda.gov.tw）查詢。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安排後，被推介參

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的非自願性失業者、弱勢族群及其

他經本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二）補助金額：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按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發

176小時。

（三）補助期間：最長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一）補助方式：每人最多補助 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 1次

為限。

（二）補助種類：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

照費。但氬氣鎢極電桿、一般手工電桿、半自動電銲第 3 職

類之術科測試費，限補助單件費用。

由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 次。1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 。04-22500707

   另中高齡勞工如符合特殊境遇家庭、家庭暴力被害人、職災

加年息0.575 ％機動計息計算，並提供前 2年利息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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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用人單位工作教練輔導費

（一）補助條件：依據所進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人數，補助工作教

練輔導費。

（二）補助金額：

三、僱用獎助措施

  正常工時進用者：每人每⺝發給雇主5,000元。

   部分工時進用者：每人每小時

按⺝計酬者：每僱用1人，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3,000元。

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每僱用1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70元

，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3,000元

25元，每週不得超過35小時。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

（一）補助條件：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或受託單位推介失業期間

連續達30日以上之中高齡者，連續僱用滿30日，且符合相關規
定。

（二）補助金額：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

（一）補助條件：雇主有意願提供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機會，進行

招募僱用，或為協助在職中高齡及高齡者勞工，減緩工作障

礙，提升工作效能，得提出申請。

（二）補助項目：

          1、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為提高勞工工作效能，增進其生產

　力，所進行工作設備或機具之改善。                

          2、提供就業輔具：排除勞工工作障礙，增加、維持、改善中

                高齡勞工就業能力之輔助器具。

          3、改善工作條件：指為改善勞工工作狀況，提供必要之工

　作協助，如職場適應輔導、彈性工作安排等。                

          4、調整工作方法：透過評量分析及訓練，依勞工特性，分派

　適當工作，如工作重組、調派其他員工共同合作、簡化流

　程、調整工作場所等。

                

          5、改善職場工作環境：為穩定勞工就業，所進行與工作場

                所環境有關之改善。

（三）補助金額：依雇主將進用或已僱用之中高齡及高齡勞工，每

人每年補助金額最高以10萬元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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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者

勞工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與符合本計畫規定之

弱勢失業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發給（為⺝薪

23,800元；如為部分工時者，為時薪158元，每週不得超過35

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求職求通職助金

（一）補助條件：「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補助失業勞工經各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其推介地

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 。

（二）補助金額：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500元。

（三）補助期間：每人每年度以發給4次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三、職訓生活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

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其所參

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之身心障礙者。

（二）補助標準：按基本工資（為⺝薪23,800元）的60%發給。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合併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於2年

內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領取期間

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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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2個⺝為限。

四、臨時工作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申請人至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

非營利團體從事臨時 性工作。

  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

60%，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

薪158元），每⺝最高核給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

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一）提供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二）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1、申請資格：

   年滿20歲至65歲婦女、離島居民或45歲至65歲之中高

齡者。

   需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並經創業諮詢輔

導，所經營事業依相關法規辦理登記未超過5年且員

工數（不含負責人）未滿5人者。

2、貸款金額：

   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200萬元，辦理稅籍登記者，貸

款額度最高50萬元，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

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0.575%機動計息，並提供前2年

利息補貼。

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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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身心障礙勞工如符合特殊境遇家庭、家庭暴力被害

人、職災戶、犯罪被害人、低收入戶、天然災害受災

戶、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勞工及獨力負擔家計者，則提

供前3年免息，第 4年起固定負擔年息 1.5% ，利息差

額由勞動部補貼，但年息低於1.5%時，由貸款人負擔

實際全額利息。

3、還款年限：最長7年。

4、 請洽免付費諮詢專線0800-092-957 或上微型創業鳳凰網

（https://beboss.wda.gov.tw）查詢。

六、補助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費及證照費用

（一）補助方式：每人最多補助 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 1次

為限。

（二）補助種類：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

照費。但氬氣鎢極電銲、一般手工電銲、半自動電銲等 3 職

類之術類測試費，限補助單件費用。

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安排後，被推介參

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的非自願性失業者、弱勢族群及其

他經本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二）補助金額：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按中央主管機關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 次。1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 。04-225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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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工時進用者：每人每小時25元，每週不得超過35小時

小時。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

（一）補助條件：雇主有意願提供身心障礙就業機會，進行招募僱

用，或為協助在職身心障礙者，減緩工作障礙，提升工作效

能，得提出申請。

八、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一）各縣市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方案，以減輕

創業期間的資金負擔。

（二）其對象、補貼額度、利率、期限，可洽各縣市政府勞工主管

機關。

九、房租或設備補助

部分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補助，補助房租或設

備，有哪些具體項目則依各縣市規定辦理。

雇主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依據所進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人數，補助工作教

練輔導費。

（二）補助金額：

  正常工時進用者：每人每⺝發給雇主5,000元。

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薪158元）為標準提供補

助，每⺝最高核發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

，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二）補助項目：

          1、改善職場工作環境：指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所進行與

                工作場所無障礙環境有關之改善。

          2、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指為促進身心障礙者適性就業、提

                高生產力，針對身心障礙者進行工作設備或機具之改善。

          3、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指為增加、維持、改善身心障礙者

                就業所需能力之輔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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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改善工作條件：指為改善身心障礙者工作能力，所以供身

心障礙者必要之工作協助，包括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所需

手語翻譯、聽打服務、視力協助或其他與工作職務相關之

職場人力協助等。

          5、調整工作方法：透過職業評量及訓練，按身心障礙者特性

，分派適當工作，包括：工作重組、調派其他員工和身心

障礙者合作、簡化工作流程、調整工作場所、避免危險工

作等。

（三）補助金額：依雇主將進用或已僱用之身心障礙勞工，每年每

人補助金額最高以10萬元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地方政府辦理。

三、僱用獎助措施

補助條件：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或受託單位推介失業
30日，且符合相關連續達30日以上之身心障礙者，連續僱用滿

（一） 期間

規定。

補助金額：
1、按⺝計酬者：每僱用1人，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3,000元。
、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每僱用1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70
   元，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3,000元。

2

補助期間：最長以12個⺝為限。
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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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勞工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與符合本計畫規定之

弱勢失業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為⺝薪

23,800元；如為部分工時者，為時薪158元，每週不得超過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求職交通補助金：

（一）補助條件：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補助失業勞工經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其推介地點

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30公里以上

（二）補助金額：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500元。

（三）補助期間：每人每年度以發給4次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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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補助條件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之推介參訓者。

   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

其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二）補助金額：按基本工資（為⺝薪23,800元）的60%發給。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合併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於 2 

年內領取職業生活津貼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領取期間以

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訓練單位辦理。

四、臨時工作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申請人至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

非營利團體從事臨時 性工作。

  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

資60%，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

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給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

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

（一）提供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二）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1、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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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依相關法規辦理登記未超過5年且員工數（不含負責人）

未滿5人者。

2、貸款金額

   最高新臺幣200萬元，辦理稅籍登記者，貸款額度最高50萬

元，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575

％機動計息，並提供前2年利息補貼。

   另原住民勞工如符合特殊境遇家庭、家庭暴力被害人、職災

戶、犯罪被害人、低收入戶、天然災害受災戶、受貿易自由

化影響勞工及獨力負擔家計者，則提供前3年免息，第4年起

固定負擔年息

時，由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1.5%，利息差額由勞動部補貼，但年息低於1.5%

3、還款年限：最長7年。

4、請洽免付費諮詢專線 或上微型創業鳳凰網

（https://beboss.wda.gov.tw）查詢。

六、補助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費及證照費用

（一）補助方式：每人最多補助 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 1次

為限。

（二）補助種類：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

照費。但氬氣鎢極電銲、一般手工電銲、半自動電銲等3職類

之術科測試費，限補助單件費用。

0800-092-957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 次。1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 。04-22500707

年滿20歲至65歲婦女、離島居民或45歲至65歲之中高齡者。  

   需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並經創業諮詢輔導，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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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安排後，被推介參與多

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的非自願性失業者、弱勢族群及其他經

本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二）補助金額：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按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薪158元），每⺝最高核

發176小時。

（三）補助期間：最長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雇主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依據所進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人數，補助工作教

練輔導費。

（二）補助金額：

進用全時勞工者：每人每⺝發給雇主 5,000元。

進用部分工時者：每人每小時25元，每週不得超過35小時。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僱用獎助措施

（一）

（二）補助金額：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30日
30日，且符合相關規定。

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或受託單位推介失業期間連續達
以上之原住民，連續僱用滿

按⺝計酬者：每僱用1人，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每僱用1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

60元，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篇
保
加
未

助
協
業
就
之
間
期
業
失
象
對
定
特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適用對象：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勞工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與符合本計畫規定之

弱勢失業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為⺝薪

23,800元；如為部分工時者，為時薪158元，每週不得超過

35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求職交通補助金

（一）補助條件：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經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時，得予補助。

（二）補助金額：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500元。

（三）補助期間：每人每年度以發給4次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補助條件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之推介參訓者。

  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

其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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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金額：按基本工資（為⺝薪23,800元）的60%發給。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合併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於2年

內領取職業生活津貼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領取期間以6個

⺝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訓練單位辦理。

四、臨時工作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申請人至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

非營利團體從事臨時 性工作。

  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

，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資核給（為時

薪158元），每⺝最高核給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

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一）提供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二）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1、申請資格：

  年滿20歲至65歲婦女、離島居民或45歲至65歲之中高齡者。

  需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並經創業諮詢輔導，所經

營事業依相關法規辦理登記未超過 5 年且員工數（不含負責

人）未滿5人者。

資60%

2、貸款金額

   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 200 萬元，辦理稅籍登記者，貸款額

度最高 50 萬元，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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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加年息 0.575 ％機動計息，並提供前 2年利息補貼。

符合低收入戶勞工者，則提供前3年免息，第4年起固定負擔年

息

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1.5%，利息差額由勞動部補貼，但年息低於 1.5% 時，由貸

3、還款年限：最長7年。

4、請洽免付費諮詢專線 或上微型創業鳳凰網

（https://beboss.wda.gov.tw）查詢。

六、補助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費及證照費用

（一）補助方式：每人最多補助 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1次

為限。

（二）補助種類：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

照費。但氬氣鎢極電銲、一般手工電銲、半自動電銲等 3 職

類之術科測試費，限補助單件費用。

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安排後，被推介參

0800-092-957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

補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

試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

（一）款所定之補助次數1次。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

專線：04-22500707。

（六）備註：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於地方政府辦理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總清查案件期間，在未取得該證明文件前，

應於報名時先繳費，嗣後再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補助

。

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的非自願性失業者、弱勢族群及其

他經本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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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依據所進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人數，補助工作教

練輔導費。

（二）補助金額：

000,5  元。

  部分工時進用者：每人每小時 25元，每週不得超過35小時。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僱用獎助措施

（一）

（二）補助金額：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補助條件：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或受託單位推介失業期
間連續達30日以上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連續僱用滿30日，且符合相關規定。

正常工時進用者：每人每⺝發給雇主

（二）補助金額：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按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薪158元），每⺝最高核

核發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按⺝計酬者：每僱用1人，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每僱用1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

60元，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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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者

適用對象：

  連續失業期間達1年以上。

   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 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 6個⺝以上，並

於最近1個⺝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

勞工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與符合本計畫規定之

弱勢失業者。

（二）補助金額： 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為⺝薪

23,800元；如為部分工時者，為時薪158元，每週不得超過

35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求職交通補助金

（一）補助條件：依據「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補助失業勞工經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其推介地點

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公里以上。

（二）補助金額：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500元。

（三）補助期間：每人每年度以發給4次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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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補助條件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之推介參訓者。

   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

其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二）補助金額：按基本工資（為⺝薪23,800元）的60%發給。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合併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於2年

內領取職業生活津貼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領取期間以6個

⺝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訓練單位辦理。

四、臨時工作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申請人至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

非營利團體從事臨時 性工作。

  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

，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

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給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

為24,000元，時薪160元）

資60%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一）提供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二）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1、申請資格：

  年滿20歲至65歲婦女、離島居民或45歲至65歲之中高齡者。

  需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並經創業諮詢輔導，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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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1次。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04-22500707。

0800-092-957

事業依相關法規辦理登記未超過5年且員工數（不含負責人）未

滿5人者。

2、貸款金額

   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200萬元，辦理稅籍登記者，貸款額度最高

50萬元，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575％機動計息，並提供前2年補貼利息。

   另長期失業者如符合特殊境遇家庭、家庭暴力被害人、職災

戶、犯罪被害人、低收入戶、天然災害受災戶、受貿易自由

化影響勞工及獨力負擔家計者，則提供前 3年免息，第 4年起

固定負擔年息

時，由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1.5%，利息差額由勞動部補貼，但年息低於 1.5%

3、還款年限：最長7年。

4、請洽免付費諮詢專線 或上微型創業鳳凰網

（https://beboss.wda.gov.tw）查詢。

六、補助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費及證照費用

（一）補助方式：每人最多補助 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 1次

為限。

（二）補助種類：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

照費。但氬氣鎢極電銲、一般手工電銲、半自動電銲等 3職

類之術科測試費，限補助單件費用。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 次。1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 。04-22500707

0800-09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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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安排後，被推

介參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的非自願性失業者、弱勢

族群及其他經本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二）補助金額：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按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薪158元），每⺝最高核

發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雇主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依據所進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人數，補助工作教

練輔導費。

（二）補助金額：

   正常工時進用者：每人每⺝發給雇主5,000元。

   部分工時進用者：每人每小時25元，每週不得超過35小

時。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僱用獎助措施

（一）

（二）補助金額：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或受託單位推介長期失業者，連續僱
用滿30日，且符合相關規定。

按⺝計酬者：每僱用 人，每⺝最高發給新臺幣 元。1 13,000
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每僱用 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1
70 13,000元，每⺝最高發給新臺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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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就業婦女

適用對象：

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2年以上重返職場之二度就業婦女。

檢附資料：

勞保年資證明文件或由公立就業中心協助查詢。

勞工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與符合本計畫規定之

弱勢失業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為⺝薪

23,800元；如為部分工時者，為時薪158元，每週不得超過

35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求職交通補助金

（一）補助條件：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補助失業勞工經

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其推介地

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30公里以上或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或家庭暴力被害人。

（二）補助金額：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500元。

（三）補助期間：每人每年度以發給4次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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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補助條件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之推介參訓者。

  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

其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二）補助金額：按基本工資（為⺝薪23,800元）的60%發給。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合併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於2年

內領取職業生活津貼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領取期間以 6

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訓練單位辦理。

四、臨時工作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申請人至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

非營利團體從事臨時 性工作。

  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

資60%，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

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發給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

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一）提供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二）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1、申請資格：

  年滿20歲至65歲婦女、離島居民或45歲至65歲之中高齡者。

   需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並經創業諮詢輔導，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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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事業依相關法規辦理登記未超過 5 年且員工數（不含負責

人）未滿5人者。

2、貸款金額：

   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 200 萬元，辦理稅籍登記者，貸款額度

最高50萬元，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加年息0.575％機動計息，並提供前2年利息補貼。

   另二度就業婦女如符合特殊境遇家庭 、家庭暴力被害人、職

災戶、犯罪被害人、低收入戶、天然災害受災戶、受貿易自

由化影響勞工及獨力負擔家計者，則提供前 3年免息，第4年

起固定負擔年息

1.5%時，由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1.5%，利息差額由勞動部補貼，但年息低於

3、還款年限：最長7年。

4、請洽免付費諮詢專線 或上微型創業鳳凰網

（https://beboss.wda.gov.tw）查詢。

六、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安排後，被推介參

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的非自願失業者、弱勢族群及其他

經本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二）補助金額：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按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發

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0800-092-957

七、補助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費及證照費用

（一）補助條件：每人最多補助 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 1次

為限。

（二）補助種類：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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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費。但氬氣鎢極電銲、一般手工電銲、半自動電銲等 3 職

類之術科測試費，限補助單件費用。

雇主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依據所進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人數，補助工作訓

練輔導費。

（二）補助金額：

  正常工時進用者：每人每⺝發給雇主5,000元。

  部分工時進用者：每人每小時 25 元，每週不得超過 35小

時。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僱用獎助措施

（一）

（二）補助金額：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或受託單位推介失業期間連續達30
日以上之二度就業婦女，連續僱用滿30日，且符合相關規定。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 次。1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 。04-22500707

按⺝計酬者：每僱用1人，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每僱用1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

60元，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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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被害人

適用對象：

經社政單位認定

檢附資料：

  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

  保護令（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緊急保護令）影本。

  判決書影本。

勞工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個案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與符合本計畫規定之

弱勢失業者。

（二）補助金額：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

為⺝薪23,800元；如為部分工時者，為時薪158元，每週不得

超過35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求職交通補助金

（一）補助條件：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時，得予補助。

（二）補助金額：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500元。

（三）補助期間：每人每年度以發給4次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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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補助條件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之推介參訓者。

   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

其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三）補助期間：合併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於2年

內領取職業生活津貼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領取期間以6個

⺝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訓練單位辦理。

四、臨時工作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申請人至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

非營利團體從事臨時 性工作。

  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

60%，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二）補助金額：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

薪158元），每⺝最高核發給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

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

（一）提供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二）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1、申請資格：

  年滿20歲至65歲婦女、離島居民或45歲至65歲中高齡者。

（二）補助金額：按基本工資（為⺝薪23,800元）的60%發給。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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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並經創業諮詢輔導，所經營

事業依相關法規辦理登記未超過5年且員工數（不含負責人）未

滿5人者。

2、貸款金額

   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200萬元，辦理稅籍登記者，貸款額度最高

50萬元，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575％機動計息。

   提供前3年免息，第4年起固定負擔年息1.5%，利息差額由勞動

部補貼，但年息低於1.5%時，由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3、還款年限：最長7年。

4

（https://beboss.wda.gov.tw）查詢。

六、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安排後，被推介參

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的非自願性失業者、弱勢族群及其

他經本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二）補助金額：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按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發

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七、補助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費及證照費用

（一）補助方式：每人最多補助 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 1次

為限。

、請洽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0-092-957 或上微型創業鳳凰網

（二）補助種類：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

照費。但氬氣鎢極電銲、一般手工電銲、半自動電銲等3 職

類之術科測試費，限補助單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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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 次。1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 。04-22500707

雇主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用人單位工作教練輔導費

（一）補助條件：依據所進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人數，補助工作教

練訓練津貼。

（二）補助金額：

  正常工時進用者：每人每⺝發給雇主5,000元。

   部分工時進用者：每人每小時 25元，每週不得超過 35小

時。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僱用獎助措施

（一）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或受託單位推介失業期間連續達30

（二）補助金額：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日以上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連續僱用滿30日，且符
合相關規定。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 次。1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 。04-22500707

按⺝計酬者：每僱用1人，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每僱用1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

60元，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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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個案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與符合本計畫規定之

弱勢失業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為⺝薪

23,800元；如為部分工時者，為時薪158元，每週不得超過35

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求職交通補助金

（一）補助條件：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補助失業勞工經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其推介地點

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30公里以上。

（二）補助金額：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500元。

更生受保護人

適用對象：

係指以下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期滿，或赦免出獄者。

二、假釋、保釋出獄者。

三、保安處分執行完畢，或免其處分之執行者。

四、受少年管訓處分，執行完畢者。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或軍事審判法第147條，以不起訴為適

當，而予以不起訴之處分者。

六、受免除其刑之宣告，或免其刑之執行者。

七、受緩刑之宣告者。

八、在觀護人觀護中之少年。

九、在保護管束執行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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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期間：每人每年度以發給4次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補助條件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之推介參訓者。

  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

其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二）補助金額：按基本工資（為⺝薪23,800元）的60%發給。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合併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於2年

內領取職業生活津貼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領取期間以6個

⺝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訓練單位辦理。

四、臨時工作津貼

（一）補助條件：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申請人至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

非營利團體從事臨時 性工作。

  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

資60%，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二）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

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給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

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6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及創業諮詢輔導

（一）提供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二）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1、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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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貸款金額

   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200萬元，辦理稅籍登記者，貸款額度最

高50萬元，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

息0.575％機動計息，並提供前2年利息補貼。

   另勞工如符合特殊境遇家庭、家庭暴力被害人、職災戶、犯罪

被害人、低收入戶、天然災害受災戶、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勞

工及獨力負擔家計者，則提供前3年免息，第4年起固定負擔

年息1.5%，利息差額由勞動部補貼，但年息低於1.5%時，由

貸款人負擔實際全額利息。

3、還款年限：最長7年。

4

（https://beboss.wda.gov.tw）查詢。

六、補助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費及證照費用

（一）補助方式：每人最多補助 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 1次

為限。

（二）補助種類：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

照費。但氬氣鎢極電銲、一般手工電銲、半自動電銲等3職類

之術科測試費，限補助單件費用。

未滿5人者。

事業依相關法規辦理登記未超過5年且員工數（不含負責人）

、請洽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0-092-957 或上微型創業鳳凰網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 次。1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 。04-22500707

   年滿20歲至65歲婦女、離島居民或45歲至65歲中高齡者。

   需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並經創業諮詢輔導，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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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依據所進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人數，補助工作教

練輔導費。

（二）補助金額：

   正常工時進用者：每人每⺝發給雇主5,000元。

   部分工時進用者：每人每小時25元，每週不得超過35小時。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二）補助金額：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按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發

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安排後，被推介參

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的非自願性失業者、弱勢族群及其

他經本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二、僱用獎助措施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補助條件：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或受託單位推介失業期間
連續達30日以上之更生受保護人，連續僱用滿30日，且符合相
關規定。

（一）

補助金額：（二）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按⺝計酬者：每僱用 人，每⺝最高發給新臺幣 元。1 11,000

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每僱用 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 元1 60

，每⺝最高發給新臺幣 元。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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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職交通補助金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一）

（二）

（三）

（四）

補助條件：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補助失業勞工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其推

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公里以上。

補助金額：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 500元。

補助期間：每人每年度以發給 4次為限。

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3個⺝為限。

（一）補助條件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之推介參訓者。

  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

，其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二）補助金額：按基本工資（為⺝薪23,800元）的60%發給。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三）補助期間：合併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於2

年內領取職業生活津貼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領取期間以

6

（四）申請管道：請洽訓練單位辦理。

個⺝為限

（二） 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為⺝薪

23,800元；如為部分工時者，為時薪158元，每週不得超過

35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之弱勢失業者。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就學
未就業少年

勞工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與符合本計畫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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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四、臨時工作津貼

（一）

（二）

補助條件：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申請人至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

案之非營利團體從事臨 時性工作。

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

資60%，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補助金額：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

薪158元），每⺝最高核給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

24,000元，時薪160元）

五、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六、補助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費及證照費用

（二）補助金額：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按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為時薪158元），每⺝最高核發

176小時。（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時薪160元）

（一）補助條件：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安排後，被推介參

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的非自願性失業者、弱勢族群及其

他經本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三）補助期間：最長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一）補助方式：每人最多補助 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 1次

為限。

（二）補助種類：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

照費。但氬氣鎢極電銲、一般手工電銲、半自動電銲等3職類

之術科測試費，限補助單件費用。

（三）

（四）

補助期間：最長以 6個⺝為限。

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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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補助條件：依據所進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人數，補助工

作教練輔導費。

補助金額：

雇主篇

一、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三）

正常工時進用者：每人每⺝發給雇主5,000元。

部分工時進用者：每人每⺝25元，每週不得超過35小時。

（三）申請期間：特定對象於報名參加技能檢定時，應同時提出補

助申請，並暫免繳交報名費用。

（四）重點提示：申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

者，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第（一

）款所定之補助次數 次。1

（五）申請管道：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洽詢專

線： 。04-22500707

二、僱用獎助措施

（一）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受託單位推介，失業期間連續達

30日以上之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連

續僱用滿30日，且符合相關規定。

（二）補助金額：

按⺝計酬者：依受僱人數每人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

以其他方式給付工資者：依受僱人數每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

60元，每⺝最高發給新臺幣11,000元。

（三）補助期間：最長以12個⺝為限。

（四）申請管道：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一、申請資格（申請人須同時具備1.2.3.4條件）

1. 非自願離職失業期間達1個⺝以上，並經核付失業給付；或申

請人已就業者，其就業前1年內非自願離職並經核付失業給付

，且就業期間未超過3個⺝。

2. 申請人及其配偶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總額在148萬元以下。

3. 未請領老年給付、未參加政府機關促進就業性質相關措施（方

案）。

4. 子女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具有正式學籍。

二、補助金額

公立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每名4,000元。

私立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每名6,000元。

公立大專校院（含五專後二年）每名13,600元。

私立大專校院（含五專後二年）每名24,000元。

獨力負擔家計或家中有2名以上子女就讀大專校院者，

依上述補助標準加給20%。

溫馨

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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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所稱獨力負擔家計者指具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在學之子

女者：

（1）配偶死亡。
（2）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六個月以上未尋獲。
（3）離婚。
（4）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婚之訴。
（5）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6）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
（7）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
（8）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同居關係之成員。
（9）其他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

單位轉介之情況特殊需提供協助。

申

請

需

知

申請人為非自願性離職之失業勞工，其子女就讀國內高中職

或大專校院具有正式學籍者，得提出申請。但本人就讀國內

高中職或大專校院者，不得提出申請。

申請人與配偶均符合申請資格者，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

申請。

申請人之子女已請領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教育或

其他補助者，不得申請本就學補助。但各級政府補助就讀私

立高中職學生每學期5,000元或6,000元教育代金，不在此
限。



一、可申請扶助之情形

（一）勞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調解不成立而向法院聲請

勞動調解或起訴，且非屬有資力者，可申請律師代理扶助：

1.與雇主發生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積欠資遣費或退休

金之爭議。

遭遇職業災害，雇主未給與補償或賠償。2.

雇主未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就業保險法辦理加保或投保薪資3.

以多報少，致勞工受有損失。

依民事訴訟法第 條之 第 項規定，選定工會向法院起訴4. 44 1 1

，且勞工非屬有資力者，可由工會提出申請。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裁決認定雇主有不當勞動行為，5.

雇主仍以勞工為被告提起訴訟者。（得不經調解程序）

上面的第 點到第 點，進入第二審、第三審或再審者。（6. 1 3

得不經調解程序）

因雇主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致勞工發生職業災害之刑事審7.

判程序開始前之律師代理。

（二）工會有以下情形可申請律師代理扶助：

1.勞工有（一）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1第1項規定，

選定工會向法院起訴，且勞工非屬有資力者。

工會認雇主侵害其多數會員利益，經主管機關調解不成立2.

，依勞動事件法第 條第 項規定向法院起訴，且工會非40 1

屬有資力者。

（三）勞工因與雇主發生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積欠資遣費或

退休金之爭議，經主管機關調解不成立而向法院聲請勞動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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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或起訴，且勞工非屬有資力者，可申請聲請費、裁判費之

扶助。

（四）勞工因終止勞動契約所生爭議向法院聲請勞動調解或起訴，

於該期間未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屬無資力者，可申請勞

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扶助：

請求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1.

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2.

請求雇主依法給與職業災害補償。3.

二、扶助範圍

（一）勞動調解程序、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強制執行

程序及文件撰擬之律師代理酬金。

（二）刑事審判程序開始前之告訴代理酬金。

（三）勞動調解程序、訴訟程序、保全程序及督促程序之聲請費、

裁判費。

（四）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

（五）依仲裁法仲裁之代理酬金。

（六）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之代理酬金。

三、向誰申請扶助

（一）上述（一）至（二）勞工可向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洽詢

，聯絡電話： （市話可直撥，手機及外縣市請加412-8518 02

）；工會請洽勞動部，聯絡電話： 。0800-085151

（二）上述（三）至（六）可向勞動部洽詢，

聯絡電話：0800-08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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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工行政單位一覽表

單位 地址 電話（或傳真）

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電話：(03)925-1000
傳真：(03)925-1093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
電話：(02)2420-1122
傳真：(02)2427-2620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電話：(02)2720-8889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
161號7樓

電話：(02)2960-3456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3,4樓

電話：(03)332-2101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 新竹市國華街69號5樓
電話：(03)532-4900
傳真：(03)531-8204

新竹縣政府勞工處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
號

電話：(03)551-8101

苗栗縣政府勞工及

青年發展處
苗栗市府前路1號 電話：(037)332-15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
99號惠中樓4樓

電話：(04)2228-9111
           轉35009
傳真：(04)2252-0417

南投縣政府勞動及

社會處
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電話：(049)222-2106
           轉9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彰化市中興路100號8樓
電話：(04)726-4150
傳真：(04)723-4438

雲林縣政府勞工處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
515號

電話：(05)552-2810
傳真：(05)533-1080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嘉義市中山路199號 電話：(05)225-4321

嘉義縣社會局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

段1號
電話：(05)362-0900
傳真：(05)362-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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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
號8樓（永華市政中心）

電話：(06)298-2331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
7樓（局本部）

電話：(06)632-0310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 電話：(07)812-4613 

屏東市自由路17號
電話：(08)755-8048
傳真：(08)751-5390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花蓮市府前路17號 電話：(03)822-7171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臺東市桂林北路201號
電話：(089)351-834
傳真：(089)341-296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
電話：(06)927-4400
           轉531,532,355
傳真：(06)926-4067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
號

電話：(082)324-648
傳真：(082)320-105

連江縣政府民政處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電話：(0836)224-85
傳真：(0836)222-09

屏東縣政府勞動暨

青年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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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就業服務據點地址及電話

中心及站 地址 電話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3樓 02-89956399

基隆就業中心 基隆市中正路102號 02-24225263

基隆就業中心-六堵分
站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北路1-2號 02-24515020

三重就業服務站(委辦)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12號1-2樓 02-29767157

板橋就業服務站(委辦)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63號 02-29598856

中和就業服務站(委辦)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 02-22461250

羅東就業中心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50號1-2樓 03-9542094

花蓮就業中心 花蓮縣花蓮市國民三街25號 03-8323262

玉里就業中心 花蓮縣玉里鎮光復路160號 03-8882033

連江就業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47-4號 0836-23576

金門就業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號 082-311119

桃竹苗分署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851號 03-4855368

桃園就業中心(委辦)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92號 03-3333005

中壢就業中心(委辦) 桃園市中壢區新興路182號 03-4681106

新竹就業中心 新竹市光華東街56號 03-5343011

竹北就業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7-3號 03-5542564

苗栗就業中心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558號1樓 037-358395

中彰投分署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100號 04-23592181

臺中就業中心 臺中市市府路6號 04-22225153

豐原就業服務站(委辦)

(委辦)

臺中市豐原區社興路37號 04-25271812

沙鹿就業服務站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493號 04-26624191

1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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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及站                           地址                        電話

員林就業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東路33號 04-8345369

彰化就業中心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838號 04-7274271

南投就業中心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2段117號 049-2224094

南投就業中心

埔里分站
南投縣埔里鎮北辰街101號 049-2990195

雲嘉南分署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工業區工業路

40號
06-6985945

臺南就業中心             臺南市東區衛民街19號 06-2371218

嘉義就業中心             嘉義市興業東路267號 05-2240656

斗六就業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上海路222之1號 05-5325105

新營就業中心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102-3號 06-6328700

朴子就業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87號

及89號
05-3621632

永康就業中心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里東橋二街18號 06-2038560

高屏澎東分署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105號 07-8210171

鳳山就業服務站(委辦)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5號 07-7410243

岡山就業服務站(委辦)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27號 07-6228321

屏東就業中心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446號 08-7559955

潮州就業中心             屏東縣潮州鎮昌明路98號 08-7882214

澎湖就業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水源路52號 06-9271207

臺東就業中心             臺東縣臺東市博愛路356號 089-357126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8樓 02-23085230

虎尾就業中心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05-633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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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及站 地址 電話

艋舺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3樓 02-23085231

西門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萬華區峨嵋街81號 02-23813344

景美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 02-89315334

信義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02-27293138

北投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02-28981819

內湖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99號7樓 02-27900399

個案管理資源站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3樓 02-29302696

新北市政府
就業服務處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55號 02-22465066

汐止就業服務站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8號 02-86923963

新莊就業服務站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425號 02-22066196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訓練就業中心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300號
(自辦訓練、技能檢定) 07-7835011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17號
(就業服務、委辦訓練) 07-7330823

前鎮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1樓 07-8220790

左營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89號1樓 07-5509848

三民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10樓 07-3837191

楠梓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楠梓區學專路777號2樓 07-3609521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2樓
04-22289111
轉36300,36200
,36100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職訓就服中心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10樓 06-63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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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暨各縣市辦事處地址、電話

各區辦事處 地址 電話代表號

勞工保險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4號 (02)2396-1266

基隆辦事處                基隆市中正區正義路40號 (02)2426-7796

臺北市辦事處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4號 (02)2321-6884

新北市辦事處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號439

（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南棟 樓-由榮華路進入）1

(02)8995-2100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6號 (03)335-0003

新竹市辦事處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42號 (03)522-3436

新竹縣辦事處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36之1號 (03)551-4775

苗栗辦事處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131號 (037)266-190

臺中市辦事處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31號 (04)2221-6711

臺中市第二辦事處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 616號 (04)2520-3707

南投辦事處                南投縣南投市芳美路391號 (049)222-2954

彰化辦事處                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1段239號 (04)725-6881

雲林辦事處                雲林縣斗六市興華街7號 (05)532-1787

嘉義辦事處                嘉義市東區大業街2號

(05)222-3301

嘉義縣服務站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83號

臺南市辦事處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351號 (06)222-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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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第二辦事處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東路 31號 (06)635-3443

高雄市辦事處 (07)727-5115

高雄市第二辦事處       高雄市鳳山區復興街6號 (07)746-2500

屏東辦事處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552之1號 (08)737-7027

宜蘭辦事處                宜蘭縣宜蘭市農權路3段6號 (03)932-2331

花蓮辦事處                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43號 (03)857-2256

臺東辦事處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292號 (089)318-416

澎湖辦事處                澎湖縣馬公市三民路36號 (06)927-2505

金門辦事處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69號 (082)325-017

馬祖辦事處                連江縣(馬祖)南竿鄉介壽村47-4號 (0836)22467

各區辦事處 地址 電話代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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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法 (民國104年02月04日修正)

第一章 - 總則

第1條 　（立法目的）

為提昇勞工就業技能，促進就業，保障勞工職業訓練及失業一定

期間之基本生活，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

規定。

第2條 　就業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3條 　（業務之監理單位、爭議審議及行政救濟程序）

本保險業務，由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監理。

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對保險人核定之案件發生爭議時，應先向勞

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申請審議；對於爭議審議結果不服時，得依法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第二章 - 保險人、投保對象及投保單位

第4條 　（保險人）

本保險由中央主管機關委任勞工保險局辦理，並為保險人。

第5條 　（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

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下列受僱勞工，應以其雇主或

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 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在臺
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

前項所列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本保險：

一、依法應參加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

二、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

三、 受僱於依法免辦登記且無核定課稅或依法免辦登記且無統一
發票購票證之雇主或機構。

受僱於二個以上雇主者，得擇一參加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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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保險效力）

本法施行後，依前條規定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之勞工，自

投保單位申報參加勞工保險生效之日起，取得本保險被保險人身

分；自投保單位申報勞工保險退保效力停止之日起，其保險效力

即行終止。

本法施行前，已參加勞工保險之勞工，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取得

被保險人身分；其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

之規定，繳納失業給付保險費之有效年資，應合併計算本保險之

保險年資。

依前條規定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之勞工，其雇主或所屬團

體或所屬機構未為其申報參加勞工保險者，各投保單位應於本法

施行之當日或勞工到職之當日，為所屬勞工申報參加本保險；於

所屬勞工離職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

止，均自應為申報或通知之當日起算。

但投保單位非於本法施行之當日或勞工到職之當日為其申報參

加本保險者，除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處罰外，其保險效力之開

始，均自申報或通知之翌日起算。

第7條 　（資料查核權）

主管機關、保險人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查核投保單位勞工工作

情況、薪資或離職原因，必要時，得查對其員工名冊、出勤工作

紀錄及薪資帳冊等相關資料，投保單位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三章 - 保險財務

第8條 　（保險費率）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按被保險人當月之月投保薪

資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9條 　（保險費率之調整）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保險人每三年應至少精算一次，並由中央主

管機關聘請精算師、保險財務專家、相關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九

人至十五人組成精算小組審查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前條規定之保險費率範圍

內調整保險費率：

一、 精算之保險費率，其前三年度之平均值與當年度保險費率相
差幅度超過正負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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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保險累存之基金餘額低於前一年度保險給付平均月給付金
額之六倍或高於前一年度保險給付平均月給付金額之九倍。

三、 本保險增減給付項目、給付內容、給付標準或給付期限，致
影響保險財務。

第四章 - 保險給付

第10條 　（保險給付之種類）

本保險之給付，分下列五種：

一、失業給付。

二、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五、失業之被保險人及隨同被保險人辦理加保之眷屬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費補助。

前項第五款之補助對象、補助條件、補助標準、補助期間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11條 　（保險給付請領之條件）

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

一、 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
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

二、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
領期間屆滿前受僱工作，並參加本保險三個月以上。

三、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

業訓練。

四、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子
女滿三歲前，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被保險人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一個月未能就業，且離職前一

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六個月以上者，視為非自願離職，並準用

前項之規定。

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

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

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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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就業促進服務）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促進失業之被保險人再就業，得提供就業諮

詢、推介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

前項業務得由主管機關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

（構）、學校、團體或法人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得於就業保險年度應收保險費百分之十及歷年經費

執行賸餘額度之範圍內提撥經費，辦理下列事項：

一、被保險人之在職訓練。

二、被保險人失業後之職業訓練、創業協助及其他促進就業措施。

三、被保險人之僱用安定措施。

四、雇主僱用失業勞工之獎助。

辦理前項各款所定事項之對象、職類、資格條件、項目、方式、

期間、給付標準、給付限制、經費管理、運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稱就業諮詢，指提供選擇職業、轉業或職業訓練之資訊

與服務、就業促進研習活動或協助工作適應之專業服務。

第13條 　（申請人拒絕就業推介之情形）

申請人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而

不接受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

一、工資低於其每月得請領之失業給付數額。

二、工作地點距離申請人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

第14條 　（申請人拒絕就業諮詢及職業訓練之情形）

申請人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之就業諮詢或職業訓練，有下列

情事之一而不接受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

一、因傷病診療，持有證明而無法參加者。

二、 為參加職業訓練，需要變更現在住所，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認定顯有困難者。

申請人因前項各款規定情事之一，未參加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

之就業諮詢或職業訓練，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在其請領失業給付期

間仍得擇期安排。

第15條 　（拒絕受理失業給付之情形）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拒絕受理失業

給付之申請：

一、無第十三條規定情事之一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

二、 無前條規定情事之一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安排，參加
就業諮詢或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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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 　（失業給付標準、期間及年資計算）

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

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月。但申請人離職

辦理本保險退保時已年滿四十五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

心障礙證明者，最長發給九個月。

中央主管機關於經濟不景氣致大量失業或其他緊急情事時，於審

酌失業率及其他情形後，得延長前項之給付期間最長至九個月，

必要時得再延長之，但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個月。但延長給付期間

不適用第十三條及第十八條之規定。

前項延長失業給付期間之認定標準、請領對象、請領條件、實施

期間、延長時間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受領失業給付未滿前三項給付期間再參加本保險後非自願離職

者，得依規定申領失業給付。但合併原已領取之失業給付月數及

依第十八條規定領取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以發給前三項所定給

付期間為限。

依前四項規定領滿給付期間者，自領滿之日起二年內再次請領失

業給付，其失業給付以發給原給付期間之二分之一為限。

依前五項規定領滿失業給付之給付期間者，本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

第17條 　（保險之給付限制）

被保險人於失業期間另有工作，其每月工作收入超過基本工資

者，不得請領失業給付；其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基本工資者，其

該月工作收入加上失業給付之總額，超過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

之八十部分，應自失業給付中扣除。但總額低於基本工資者，不

予扣除。

領取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促進就業相關津貼者，領取相關津貼期

間，不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

第18條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

並依規定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滿三個月以上者，得向保險人申

請，按其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之百分之五十，一次發給提早

就業獎助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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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於受訓期間，每月按

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

分之六十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最長發給六個月。

職業訓練單位應於申請人受訓之日，通知保險人發放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

中途離訓或經訓練單位退訓者，訓練單位應即通知保險人停止發

放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19-1條 　（扶養眷屬之給付或津貼）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期間，有受其扶養之眷屬者，每一人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

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十加給給付或津

貼，最多計至百分之二十。

前項所稱受扶養眷屬，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入之配偶、

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

第19-2條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六個

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計算，於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按月發給津貼，每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六個月。

前項津貼，於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之情形，以發給一人為限。

父母同為被保險人者，應分別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得同時

為之。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

童先行共同生活之被保險人，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四款及前三項規定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但因可歸責於被

保險人之事由，致未經法院裁定認可收養者，保險人應通知限期

返還其所受領之津貼，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20條 　（失業給付與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起算日）

失業給付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之第十五日起算。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自受訓之日起算。

第21條 　（投保單位故意為不合本法規定之人員辦理保險手續之處置）

投保單位故意為不合本法規定之人員辦理參加保險手續，領取保

險給付者，保險人應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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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條 　被保險人領取各種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

擔保。

被保險人依本法規定請領保險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

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保險給付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押、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

標的。

第22-1條 　依本法發給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核定後，應在十五日內給付

之。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

第23條 　（被保險人與雇主間爭議請領給付之規定）

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

付。

前項爭議結果，確定申請人不符失業給付請領規定時，應於確定

之日起十五日內，將已領之失業給付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

移送強制執行。

第24條 　（保險給付之請求期限）

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五章 - 申請及審核

第25條 　（給付申請程序及離職證明文件之取得方式）

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二年內，應檢附離職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

及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詢，並填寫失業

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求職登記後，應辦理就業諮詢，並自求職

登記之日起十四日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未能於該十四日

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於翌日完成

失業認定，並轉請保險人核發失業給付。

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發給之證明；其取得有困難者，得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同

意，以書面釋明理由代替之。

前項文件或書面，應載明申請人姓名、投保單位名稱及離職原因。

申請人未檢齊第一項規定文件者，應於七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視為未申請。



092

附
錄

 

 

130

第26條 　（辦理推介及安排訓練得要求提供文件）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辦理推介就業及安排職業訓練所需，得要求

申請人提供下列文件：

一、最高學歷及經歷證書影本。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照或執業執照影本。

三、曾接受職業訓練之結訓證書影本。

第27條 　（辦理當次失業認定或再認定）

申請人應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之日起七日內，將就業與

否回覆卡檢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停止辦理當次

失業認定或再認定。已辦理認定者，應撤銷其認定。

第28條 　（失業認定之完成及轉請核發失業給付）

職業訓練期滿未能推介就業者，職業訓練單位應轉請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完成失業認定；其未領取或尚未領滿失業給付者，並應轉

請保險人核發失業給付，合併原已領取之失業給付，仍以第十六

條規定之給付期間為限。

第29條 　（失業再認定）

繼續請領失業給付者，應於前次領取失業給付期間末日之翌日起

二年內，每個月親自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失業再認定。但

因傷病診療期間無法親自辦理者，得提出醫療機構出具之相關證

明文件，以書面陳述理由委託他人辦理之。

未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失業再認定者，應停止發給失業給付。

第30條 　（辦理失業再認定時提供求職紀錄）

領取失業給付者，應於辦理失業再認定時，至少提供二次以上

之求職紀錄，始得繼續請領。未檢附求職紀錄者，應於七日內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停止發給失業給付。

第31條 　（申請失業認定或再認定時之告知義務）

失業期間或受領失業給付期間另有其他工作收入者，應於申請失

業認定或辦理失業再認定時，告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第32條 　（受領失業給付者就業回報之義務）

領取失業給付者，應自再就業之日起三日內，通知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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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基金及行政經費

第33條 　（就業保險基金之來源）

就業保險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本保險開辦時，中央主管機關自勞工保險基金提撥之專款。

二、保險費與其孳息收入及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五、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第一款所提撥之專款，應一次全數撥還勞工保險基金。

第34條 　（就業保險基金之運用）

就業保險基金，經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通過，得為下列之運用：

一、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債之投資。

二、 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及買賣短期
票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有利於本基金收益之投資。

前項第三款所稱其他有利於本基金收益之投資，不得為權益證券

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投資。

就業保險基金除作為第一項運用、保險給付支出、第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之提撥外，不得移作他用或轉移處分。基金之收支、運用

情形及其積存數額，應由保險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按年公告之。

第35條 　（保險經費之編列）

辦理本保險所需之經費，由保險人以當年度保險費收入預算總額

百分之三點五為上限編列，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付之。

第七章 - 罰則

第36條 　（罰則）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保險給付或為虛偽之證明、報告、

陳述者，除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處以二倍罰鍰外，並應依民法請

求損害賠償；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37條 　（罰則）

勞工違反本法規定不參加就業保險及辦理就業保險手續者，處新

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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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條 　（罰則）

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

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

費金額，處十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

本法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

投保單位未依本法之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

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二倍罰鍰。投保單位並應退

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

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

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

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險人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其溢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

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

投保單位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投保單

位經依規定加徵滯納金至應納費額上限，其應繳之保險費仍未向

保險人繳納，且未經保險人處以罰鍰或處以罰鍰而未執行者，不

再裁處或執行。

第39條 　（強制執行）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保險人通知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

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八章 - 附則

第40條 　（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等相關規定之準用）

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整、保

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收及處理、

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

相關規定辦理。

第41條 　（勞工保險失業給付業務之停止及普通事故保險費率調整）

勞工保險條例第二條第一款有關普通事故保險失業給付部分及第

七十四條規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不再適用。

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本法被保險人之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

應按被保險人當月之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一調降之，不受勞工保險

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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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條 　（免稅）

　本保險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第43條 　（施行細則）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44條 　本法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之第三十五條條文，自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四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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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法施行細則 (民國107年3月21日修正)

第1條 　（依據）

本細則依就業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2條 　就業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業務，依本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監理，其監理事項如下：

一、本保險年度工作計畫及成果報告之審議事項。

二、本保險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事項。

三、本保險基金管理及運用之審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本保險監理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監理事項之審議時，得視需要邀請學者專家

及相關機關代表列席。

第3條 　保險人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應依其

業務職掌，按月將下列書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投保單位、投保人數及投保薪資統計表。

二、保險給付統計表。

三、保險收支會計報表。

四、保險基金運用概況表。

第4條 　（刪除）

第5條 　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對保險人就下列事項所為之核定案件發生爭

議時，依本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議：

一、被保險人資格或投保事項。

二、被保險人投保薪資或年資事項。

三、保險費或滯納金事項。

四、保險給付事項。

五、其他有關保險權益事項。

依前項規定申請審議者，應於接到保險人核定通知文件之翌日起

六十日內，填具就業保險爭議事項審議申請書，並檢附有關證件

經由保險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議。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審議者，準用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之規定。

第6條 　（保險費繳納方式與期限）

符合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被保險人，未參加勞工保險者，

其保險費應由投保單位以保險人指定金融機構自動轉帳方式繳納

之，自動轉帳之扣繳日期為次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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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用詞定義）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稱本法施行前已參加勞工保險之勞工，指依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應參加本保險並於本法施行前已參加勞工

保險之勞工。

第8條 　投保單位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為所屬勞工申報參加本保險

時，除使用政府機關（構）提供之線上申請系統辦理投保手續者

外，應填具投保申請書及加保申報表各一份送交保險人，並檢附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下列

相關證件影本：

一、工廠應檢附工廠登記或設立許可相關證明文件。

二、礦場應檢附礦場登記證、採礦或探礦執照。

三、鹽場、農場、牧場、林場及茶場應檢附登記證書。

四、交通事業應檢附運輸業許可證或有關證明文件。

五、公用事業應檢附事業執照或有關證明文件。

六、公司、行號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七、 新聞事業、文化事業、公益事業、合作事業、職業訓練機構
及各業人民團體應檢附立案或登記證明書。

八、 其他各業應檢附執業證照或相關登記、核備證明文件。
投保單位無法取得前項各款規定之證件者，應檢附稅捐稽徵機關

核發之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或使用統一發票購票證

辦理投保手續。

第8-1條 　投保單位為所屬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勞工申報加保時，

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並應檢附該勞工在我國居留證明文件影

本；其為依法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始

得從事工作者，另應檢附核准從事工作之證明文件影本。

本細則關於國民身分證之規定，於前項被保險人，以在我國居留

證明文件替代之。

第8-2條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

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

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包括因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致婚姻關係

消滅後，依法准予繼續居留者。

第9條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所定之投保單位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於

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填具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請書，並檢

附有關證件影本，送交保險人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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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保單位之名稱、地址或通訊地址變更。

二、投保單位之負責人變更。

投保單位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變更手續者，保險人得依相關機關登

記之資料逕予變更。

第10條 　（辦理變更（二））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所定之被保險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如有變更或錯誤時，投保單位應即填具被保險人變更

事項申請書，並檢附國民身分證正背面或有關證件影本，送交保

險人辦理變更。

第11條 　（投保單位應置備文件與記載事項）

投保單位應置備員工名冊、出勤工作紀錄及薪資帳冊，供主管機

關、保險人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本法第七條規定為查對，並自

被保險人離職之日起保存五年。

前項員工名冊記載事項如下：

一、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到職之年月日。

三、工作類別。

四、工作時間及薪資。

五、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期間。

第12條 　被保險人請領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之失業給付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經保險人審查應予發給者，由保險人匯入被保險人所指定國內金

融機構之本人名義帳戶。

第12-1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所定逾期部分應加給之利息，以各該年一月

一日之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為準，按日計算，並以

新臺幣元為單位，角以下四捨五入。

前項所需費用，由保險人編列公務預算支應。

第13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請領失業給付者，應

備具下列書件：

一、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離職證明書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

三、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但匯款帳戶與

       其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帳戶相同者，免附。
五、身心障礙者，另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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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扶養眷屬者，另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受扶養眷屬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 受扶養之子女為身心障礙者，另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
身心障礙證明。

第14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請領提早就業獎助津

貼者，應備具下列書件：

一、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但匯款帳戶與

       其請領失業給付之帳戶相同者，免附。

第14-1條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準用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得

請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之被保險人，不包括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間

屆滿前，再受僱於原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者。

第14-2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參加本保險三個月以上，不計入

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參加本保險之年資。

第15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者，應備具下列書件：

一、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離職證明書。

三、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但匯款帳戶與

       其請領失業給付之帳戶相同者，免附。
五、有扶養眷屬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受扶養眷屬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 受扶養之子女為身心障礙者，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
身心障礙證明。

第16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全日制職業訓練，應符合下列條

件：

一、訓練期間一個月以上。

二、每星期訓練四日以上。

三、每日訓練日間四小時以上。

四、每月總訓練時數達一百小時以上。

第16-1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者，應備具下列書件：

一、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被保險人及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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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育嬰留職停薪證明。

四、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第17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事項之經費，指當年

度應收保險費百分之十範圍及歷年應收保險費百分之十之執行賸

餘額度；其額度以審定決算數為計算基礎。

前項經費由保險人按提撥經費預算數每六個月撥付之，執行結果

若有賸餘，應於年度結算後辦理繳還。

第18條 　（刪除）

第19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應按申請人實際

參訓起迄時間，以三十日為一個月核算發放；其訓練期間未滿三

十日者，依下列方式核算發放：

一、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三十小時者，發放半個月。

二、二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六十小時者，發放一個月。

前項津貼，按月於期末發給。

第19-1條 　本法第十九條之一規定之受扶養眷屬於同一期間已請領本法給付

或津貼，或已由其他被保險人申請加給給付或津貼者，不予加計。

第19-2條 　本法第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期間自

育嬰留職停薪之日起至期滿之日止。但被保險人提前復職者，計

至復職之前一日止。

前項津貼，按月於期初發給；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第19-3條 　被保險人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請領失業給付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勞資爭議調解經受理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勞資爭議仲裁經受理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因勞資爭議提起訴訟之相關資料影本。

被保險人應於收到前項勞資爭議之調解紀錄、仲裁判斷書或確定

判決之日起十五日內，檢送該資料影本予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保

險人審查。

第20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求職登記時，應申報其日常居住處所。

第21條 　（檢送就業與否回覆卡或通知再就業之方式）

申請人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檢送就業與否回覆卡或領取

失業給付之被保險人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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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再就業時，得以自行送達或掛號郵寄方式辦理；其以掛號郵寄

方式辦理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

第22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申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其所屬

投保單位未依規定為其辦理退保手續者，由保險人自被保險人離

職之日逕予退保，並核發給付。

第23條 　本法第三十條所定之求職紀錄內容如下：

一、單位名稱、地址、電話及聯絡人。

二、工作內容。

三、日期。

四、應徵情形。

前項求職紀錄應為被保險人辦理失業再認定申請日前三十日內之

求職資料。

第24條 　本保險依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免課之稅捐如下：

一、 保險人、基金運用局及投保單位辦理本保險所用之契據，免
徵印花稅。

二、 保險人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保險所收保險費、保險費滯納金
與因此所承受強制執行標的物之收入、基金運用之收支及雜

項收入，免納營業稅及所得稅。

三、 保險人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業務使用之房地、器材及被保險人
領取之保險給付，依稅法有關規定免徵稅捐。

第24-1條 　勞工因雇主違反本法所定應辦理加保及投保薪資以多報少等規定 
，致影響其保險給付所提起之訴訟，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扶助。

前項扶助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第25條 　（書表格式）

本法及本細則所定之書表格式，由保險人定之。

第26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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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

險費補助辦法 (民國101年11月12日修正)

第1條 　本辦法依就業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2條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之對象

如下：

一、失業之被保險人。

二、隨同被保險人辦理加保之眷屬。

前項第一款規定之被保險人，指依本法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者。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眷屬，指被保險人離職退保當時，隨同被保

險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眷屬，且受補助期間為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二條規定之眷屬或第六類規定之被保險人身分。但不包括被保

險人離職退保後辦理追溯加保之眷屬。

第3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補助對象者，保險人應按月補助其參加全民健康

保險自付部分之保險費。

前項保險費之補助，以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者，每

次領取給付末日之當月份應自付之保險費部分，補助之。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補充保險費率計收之補充保險費，不予補助。

第4條 　保險人應定期將領取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者之姓名、身

分證統一編號、離職退保日、離職退保時之投保單位等資料，送

交中央健康保險局於比對符合第二條規定之失業被保險人及依附

其投保之眷屬資料後，逕還保險人確認之。

第5條 　中央健康保險局依前條經保險人確認之補助對象資料，計算其應

自付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檢據向保險人辦理請撥款項及核銷

事宜。

第6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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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

(民國108年04月16日修正)

第一章 - 總則

第1條 　本辦法依就業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第2條 　本辦法所定雇主，為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或

私立學校。

前項所稱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法令設立者。但不包括政

治團體。

第3條 　本辦法促進就業措施之範圍如下：

一、僱用安定措施。

二、僱用獎助措施。

三、其他促進就業措施：

（一）補助求職交通、異地就業之交通、搬遷及租屋費用。

（二）推介從事臨時工作。

（三）辦理適性就業輔導。

（四）協助雇主改善工作環境及勞動條件。

（五）促進職場勞工身心健康、工作與生活平衡。

（六）促進職業災害勞工穩定就業。

（七）提升工會保障勞工就業權益之能力。

第4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本辦法所定之促進就業事項，委任所屬機關（

構）、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委託相關機關（構）、

團體辦理之。

第二章 - 僱用安定措施

第5條 　中央主管機關於每月領取失業給付人數占該人數加上每月底被保

險人人數之比率，連續三個月達百分之一以上，經邀集勞工、雇

主、政府機關之代表及學者專家，召開僱用安定措施啟動諮詢會議

後，得辦理僱用安定措施。
前項規定之比率，以保險人公布之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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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前條僱用安定措施之期間，最長為六個

月。

前項期間屆滿當月，仍有前條第一項規定之失業狀況時，中央主

管機關得公告延長之。但合計最長一年。
中央主管機關於每月領取失業給付人數占該人數加上每月底被保險
人人數之比率，連續三個月未達百分之一，得於前二項期間屆滿前
，公告終止。

第7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僱用安定措施期間，雇主因經濟不景氣致

虧損或業務緊縮，為避免裁減員工，得擬定僱用安定計畫，並報

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

前項僱用安定計畫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後，雇主得代被保險

人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核發薪資補貼。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僱用安定措施前，雇主已實施僱用安定計

畫者，得於報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後，適用前項規定。

第8條 　前條規定之僱用安定計畫，涉及雇主與被保險人約定縮減工時及

依其比例減少薪資者，應經勞資會議同意，且約定每月縮減之平

均每週正常工時及月投保薪資，不得低於約定前三個月之平均每

週正常工時及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二十，且未逾其百分之八十；

約定後月投保薪資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月基本工資。

被保險人於現職單位受僱未滿三個月者，依其於現職單位實際參

加就業保險期間之平均每週正常工時及月投保薪資計算之。

第9條 　僱用安定計畫之被保險人領取薪資補貼，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於僱用安定計畫實施前，就業保險投保年資累計達一年以上。

二、 於約定縮減工時前三個月，係依按月計酬者，且平均每週正
常工時達三十五小時以上。

第10條 　雇主依第七條規定擬定之僱用安定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實施理由及目的。

二、實施部門及人數。

三、實施日期及期間。

四、勞資會議同意勞工縮減工時依比例減少薪資所為決議之文件。

五、被保險人名冊與其同意縮減工時及依比例減少薪資之同意書。

六、約定縮減工時日期及其內容。

七、營運改善策略、期程及預定目標。

第11條 　雇主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擬定僱用安定計畫者，應於計畫實施日

期之十五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報請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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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僱用安定計畫。

二、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四、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擬定僱用安定計畫者，應檢附前項文件，於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僱用安定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內，報請當地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

前二項僱用安定計畫，以送達應受理之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收受

日期為準。雇主以掛號郵寄方式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

第12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被保險人薪資補貼，應按其約定縮減工時

前三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及約定縮減工時後月投保薪資差額之百

分之五十發給。

雇主於被保險人符合下列規定情形時，應檢附由訓練單位開立之

參訓期間及時數證明文件，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核發最末次

之薪資補貼：

一、參加政府機關自辦、委辦或補助辦理之訓練課程。

二、每次申請期間之參訓時數達十六小時以上。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就符合前項規定之期間，合併計算發給第一

項規定薪資差額之百分之二十。
被保險人於領取第一項及前項薪資補貼期間，不得重複領取政府機
關其他相同性質之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津貼。

第13條 　薪資補貼於僱用安定計畫實施日起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下列

規定計算發給被保險人薪資補貼：

一、一個月以三十日計算，發給一個月。

二、 最末次申請之日數為二十日以上，未滿三十日者，發給一個
月；十日以上，未滿二十日者，發給半個月。

第14條 　雇主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實施僱用安定計畫，並依第十一條規定

期限報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者，其薪資補貼自報請核定之日

起算。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實施僱用安定措施期間，同一被保險人受

僱於同一雇主領取薪資補貼，最長以三個月為限。但中央主管機

關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公告延長辦理僱用安定措施期間，被保險

人得再領取三個月。

雇主應於實施僱用安定計畫每滿三十日之日起十五日內，檢附下

列文件，代被保險人向原報請核定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核發

薪資補貼：

一、薪資補貼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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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保險人約定縮減工時前三個月及當次申請補貼期間之工時
清冊、薪資清冊及出勤表。

四、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其轉帳金融機構帳戶影本。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雇主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實施僱用安定計畫，並依第十一條規定

期限報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者，自報請核定日起算，每滿三

十日之日起十五日內，檢附前項文件提出申請。

雇主於申請最末次薪資補貼時，除檢附第一項規定文件外，應另

檢附報請核定僱用安定計畫之日當月及最末次申請時所取得最近

一期之勞工保險局繳款單及明細表影本。

雇主未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期間提出申請者，當次薪資補貼不

予發給。

未依第十一條規定期限報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者，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應不予受理其申請。

第15條 　雇主與被保險人另為約定，致變更僱用安定計畫，於申請當次之

薪資補貼時，應檢附變更後之第十條及前條規定文件。

第16條 　雇主或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不予發給

薪資補貼；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貼者，應追還之：

一、 未依約定之內容實施。但其情節非屬重大，且有正當理由
者，不在此限。

二、 被保險人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經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第17條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不予發給當次薪資

補貼，並停止受理其後續之申請：

一、 於報請核定後實施僱用安定計畫期間，雇主未維持僱用規模
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 於報請核定後實施僱用安定計畫期間，雇主於實施部門新增
聘僱勞工。

前項第一款所定僱用規模，以雇主依第十四條規定檢附資料所列

之投保人數為計算基準。但勞工為自行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十

二條規定離職者，得不扣除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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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僱用獎助措施

第18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第四條受託單位受理下列各款失業勞工之求

職登記，經就業諮詢無法推介就業者，得發給僱用獎助推介卡：

一、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十日以上之特定對象。

二、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個月以上。

前項失業期間之計算，以勞工未有參加就業保險或勞工保險紀錄

之日起算。

第一項第一款之特定對象如下：

一、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失業者。

二、身心障礙者。

三、長期失業者。

四、獨力負擔家計者。

五、原住民。

六、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七、更生受保護人。

八、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

九、二度就業婦女。

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第19條 　雇主僱用前條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受託單位發給僱用獎助推介卡

之失業勞工，連續滿三十日，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發給僱用獎助。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不予發給僱用獎

助；已發給者，經撤銷原核定之獎助後，應追還之：

一、 申請僱用獎助前，未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原住民族工
作權保障法比例進用規定，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或

繳納差額補助費、代金；或申請僱用獎助期間，所僱用之身

心障礙者或原住民經列計為雇主應依法定比率進用之對象。

二、未為應參加就業保險之受僱勞工申報參加就業保險。

三、 僱用雇主或事業單位負責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之
旁系血親。

四、同一雇主再僱用離職未滿一年之勞工。

五、 僱用同一勞工，於同一時期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就業促進相
關補助或津貼。

六、 同一勞工之其他雇主於相同期間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就業促
進相關補助或津貼。

七、第四條受委託之單位僱用自行推介之勞工。

八、庇護工場僱用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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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條 　雇主於連續僱用同一受領僱用獎助推介卡之勞工滿三十日之日起

九十日內，得向原推介轄區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僱用獎助，

並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僱用獎助申請書。

二、僱用名冊、載明受僱者工作時數之薪資清冊、出勤紀錄。

三、受僱勞工之身分證影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件。

四、 請領僱用獎助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投保資料表或其他足資
證明投保之文件。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必要文件。

前項雇主，得於每滿三個月之日起九十日內，向原推介轄區之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僱用獎助之申請。

第一項僱用期間之認定，自勞工到職投保就業保險生效之日起

算，一個月以三十日計算，其末月僱用時間逾二十日而未滿三十

日者，以一個月計算。

第21條 　雇主依前二條規定申請僱用獎助，依下列規定核發：

一、勞雇雙方約定按月計酬方式給付工資者，依下列標準核發：

（一） 僱用第十八條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
人每月發給新臺幣一萬三千元。

（二） 僱用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
人每月發給新臺幣一萬一千元。

（三） 僱用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人每月發
給新臺幣九千元。

二、勞雇雙方約定按前款以外方式給付工資者，依下列標準核發：

（一） 僱用第十八條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
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七十元，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一萬三

千元。

（二） 僱用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
人每小時發給新臺幣六十元，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一萬一千

元。

（三） 僱用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人每小時
發給新臺幣五十元，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九千元。

同一雇主僱用同一勞工，合併領取本僱用獎助及政府機關其他之

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津貼，最長以十二個月為限。

同一勞工於同一時期受僱於二以上雇主，並符合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者，各雇主均得依規定申請獎助；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按雇主

申請送達受理之時間，依序核發。但獎助金額每月合計不得超過

第一項第二款各目規定之最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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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其他促進就業措施

　第一節│補助交通與搬遷及租屋費用

第22條 　失業被保險人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諮詢及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發給求職交通補助金：

一、其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二、為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第23條 　前條之勞工申請求職交通補助金，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補助金領取收據。

二、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以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身分申請者，除檢附前項規定文件外，

並應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第24條 　第二十二條補助金，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五百元。但情形特殊

者，得於新臺幣一千二百五十元內核實發給。

每人每年度合併領取前項補助金及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領取

之求職交通補助金，以四次為限。

第25條 　領取第二十二條補助金者，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起七日內，填具

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逾期未通知者，當

年度不再發給。

第26條 　失業被保險人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諮詢及

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並符合下列情形者，得向就業當地轄區之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核發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

一、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個月以上或非自願性離職。

二、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三、因就業有交通往返之事實。

四、連續三十日受僱於同一雇主。

第27條 　前條之勞工於連續受僱滿三十日之日起九十日內，得向就業當地

轄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並應檢附下列

證明文件：

一、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申請書。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四、本人之身分證影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件。

五、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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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居住處所查詢同意書。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之勞工，得於每滿三個月之日起九十日內，向當地轄區之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補助金。

第一項受僱期間之認定，自勞工到職投保就業保險生效之日起算。

第28條 　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依下列規定核發：

一、 勞工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未滿五十
公里者，每月發給新臺幣一千元。

二、 勞工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五十公里以上未滿七十
公里者，每月發給新臺幣二千元。

三、 勞工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七十公里以上者，每月
發給新臺幣三千元。

前項補助金最長發給十二個月。

補助期間一個月以三十日計算，其末月期間逾二十日而未滿三十

日者，以一個月計算。

第29條 　失業被保險人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諮詢及

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並符合下列情形者，得向就業當地轄區之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核發搬遷補助金：

一、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個月以上或非自願性離職。

二、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三、因就業而需搬離原日常居住處所，搬遷後有居住事實。

四、就業地點與搬遷後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內。

五、連續三十日受僱於同一雇主。

第30條 　前條之勞工向就業當地轄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搬遷補助金

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於搬遷之日起九十日內為之：

一、搬遷補助金申請書。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四、搬遷費用收據。

五、搬遷後居住處所之居住證明文件。

六、本人之身分證影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件。

七、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八、居住處所查詢同意書。

九、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必要文件。

前項第四款所稱搬遷費用，指搬運、寄送傢俱或生活所需用品之

合理必要費用。

但不含包裝人工費及包裝材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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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條 　搬遷補助金，以搬遷費用收據所列總額核實發給，最高發給新臺

幣三萬元。

第32條 　失業被保險人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諮詢及

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並符合下列情形者，得向就業當地轄區之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核發租屋補助金：

一、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個月以上或非自願性離職。

二、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三、因就業而需租屋，並有居住事實。

四、就業地點與租屋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內。

五、連續三十日受僱於同一雇主。

第33條 　前條之勞工於受僱且租屋之日起九十日內，得向就業當地轄區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租屋補助金，並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租屋補助金申請書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四、房租繳納證明文件。

五、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六、租賃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七、本人之身分證影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件。

八、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九、居住處所及租賃事實查詢同意書。

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必要文件。

前項之勞工，得於受僱且租屋每滿三個月之日起九十日內，向當

地轄區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補助金。

第一項受僱之認定，自勞工到職投保就業保險生效之日起算。

第34條 　租屋補助金，自就業且租賃契約所記載之租賃日起，以房屋租賃

契約所列租金總額之百分之六十核實發給，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

五千元，最長十二個月。

前項補助期間一個月以三十日計算，其末月期間逾二十日而未滿

三十日者，以一個月計算。

第35條 　勞工申領租屋補助金或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於補助期間得互相

變更申領，其合併領取期間以十二個月為限。

第36條 　申領搬遷補助金、租屋補助金或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不予發給；已發給者，經撤銷

後，應追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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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未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之次日起七日內，填具推介
就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二、 為雇主、事業單位負責人或房屋出租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
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三、 於同一事業單位或同一負責人之事業單位離職未滿一年再受
僱者。

四、 不符申請規定，經勞工就業當地轄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撤銷
資格認定。

　第二節│推介從事臨時工作

第37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失業被保險人之求職登記，經就業諮詢及

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至政府

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以下合稱用人單位）從事

臨時工作：

一、於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二、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或

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者。

第38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用人單位所提之臨時工作計畫申請，經審

查核定後，用人單位始得接受推介執行計畫。

第39條 　失業被保險人依第三十七條規定從事臨時工作期間 ，用人單位應
為失業被保險人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臨時工作津貼。

用人單位申請前項津貼，應備下列文件：

一、執行臨時工作計畫之派工紀錄及領取津貼者之出勤紀錄表。

二、經費印領清冊。

三、臨時工作計畫執行報告。

四、領據。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用人單位應代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轉發臨時工作津貼，並為扣繳義

務人，於發給失業被保險人津貼時扣繳稅款。

第40條 　前條津貼發給標準，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 
，每月最高發給一百七十六小時，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失業被保險人二年內合併領取前項津貼、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

法領取之臨時工作津貼或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津貼，最長以六個

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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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條 　領取臨時工作津貼者，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時，應於推介

就業之次日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期限內通知者，應徵當日給予四小時或八小時之求職假。

前項求職假，每星期以八小時為限，請假期間，津貼照給。

第一項人員之請假事宜，依用人單位規定辦理；用人單位未規定

者，參照勞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日數及第一項求

職假，應計入臨時工作期間。

第42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定期或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臨時工作計畫

執行情形。

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終止其計畫：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者。

二、 未依第三十八條臨時工作計畫書及相關規定執行，經書面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第43條 　臨時工作計畫終止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該人員至其他用

人單位從事臨時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前項工作期間，應與原從事之臨時工作期間合併計算。

第44條 　領取臨時工作津貼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不

予發給臨時工作津貼；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追還之：

一、同時領取本法之失業給付。

二、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

三、 違反用人單位之指揮及規定，經用人單位通知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停止其臨時工作。

四、 原從事之臨時工作終止後，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指派之其
他臨時工作。

五、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

第45條 　用人單位應為從事臨時工作之人員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

保險；依法不能參加勞工保險者，應代為投保其他平安保險或意

外險。

　第三節│辦理適性就業輔導

第46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失業被保險人之求職登記，辦理下列適性

就業輔導事項：

一、職涯規劃。

二、職業心理測驗。

三、團體諮商。

四、就業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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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協助雇主改善工作環境及勞動條件

第47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協助雇主改善工作環境，促進勞工就業，得辦理

下列事項：

一、工作環境、製程及設施之改善。

二、人因工程之改善及工作適性安排。

三、工作環境改善之專業人才培訓。

四、強化勞動關係與提升勞動品質之研究及發展。

五、其他工作環境改善事項。

第48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協助雇主改善工作環境及勞動條件，促進勞工就

業，得訂定計畫，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辦

理之。

第49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協助雇主辦理工作環境改善，得訂定補助計畫。

前項補助之申請，雇主得擬定工作環境改善計畫書，於公告受理

申請期間內，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第五節職場勞工身心健康及生活平衡

第50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場勞工身心健康，得協助並促進雇主辦理

下列事項：

一、工作相關疾病預防。

二、健康管理及促進。

三、勞工健康服務專業人才培訓。

四、其他促進職場勞工身心健康事項。

第51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協助雇主促進職場勞工身心健康，得訂定補助計

畫。

前項補助之申請，雇主得擬定促進職場勞工身心健康計畫書，於

公告受理申請期間內，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第52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勞工之工作與生活平衡，得辦理下列事項：

一、推動合理工作時間規範及促進縮減工作時間。

二、促進職場工作平等及育嬰留職停薪權益之保護。

三、補助與辦理教育訓練、活動、措施、設施及宣導。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前項事項，得訂定實施或補助計畫。

前項補助之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關機關或雇主

得擬定計畫書，於公告受理申請期間內，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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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促進職業災害勞工穩定就業

第52-1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災害勞工穩定就業，得辦理下列事項：

一、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之補助。

二、雇主僱用或協助職業災害勞工復工之獎助。

三、其他促進職業災害勞工穩定就業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前項事項，得訂定實施或補助計畫。

　第七節│提升工會保障勞工就業權益能力

第52-2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提升工會保障勞工就業權益之能力，得辦理下列

事項：

一、工會簽訂團體協約及進行勞雇對話之獎補助。

二、工會參與事業單位經營管理之補助。

三、工會協助勞工組織結社之補助。

四、其他提升工會保障勞工就業權益能力之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前項事項，得訂定實施或補助計畫。

第五章 - 附則

第53條 　雇主或勞工申請本辦法之津貼或補助不符申請規定之文件，經中

央主管機關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不予受理。

第54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查核本辦法執行情形，得查

對相關資料，雇主、用人單位、領取津貼或接受補助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第55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發現雇主、用人單位、領取津

貼或接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不予核發津貼或補助；已

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追還之：

一、不實申領。

二、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查核。

三、其他違反本辦法之規定。

四、違反保護勞工法令，情節重大。

前項領取津貼或接受補助者，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書面通知限期繳回，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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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及文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57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提撥之經費額度中支應。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預算額度之調整，發給或停止本辦法之津貼或

補助，並公告之。

第58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就業服務法第23條第2項及第24條(摘錄)

第23條 　（經濟不景氣時之應變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於經濟不景氣致大量失業時，得鼓勵雇主協商工會

或勞工，循縮減工作時間、調整薪資、辦理教育訓練等方式，以

避免裁減員工；並得視實際需要，加強實施職業訓練或採取創造

臨時就業機會、辦理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等輔導措施；必要時，應

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促進其就業。

前項利息補貼、津貼與補助金之申請資格條件、項目、方式、期

間、經費來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24條 　（自願就業人員之促進就業計畫）

主管機關對下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計畫，致力促進其就業；

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

一、獨力負擔家計者。

二、中高齡者。

三、身心障礙者。

四、原住民。

五、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六、長期失業者。

七、二度就業婦女。

八、家庭暴力被害人。

九、更生受保護人。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前項計畫應定期檢討，落實其成效。

第一項津貼或補助金之申請資格、金額、期間、經費來源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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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總則

第1條       本辦法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二十

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非自願離職者。

二、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前項所定人員須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

第3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

一、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二、已領取軍人退休俸或公營事業退休金。

前項人員符合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領取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得適用本辦法。

第4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國內經濟發展、國民失業及經費運用等情形，發

給下列就業促進津貼：

一、求職交通補助金。

二、臨時工作津貼。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前項津貼發給業務，得委任、委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

位辦理。

第一項津貼之停止發給，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5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領取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津貼者，

除檢具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外，並應附下列文件：

一、獨力負擔家計者：本人及受扶養親屬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

文件影本；其受撫養親屬為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者，另檢具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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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津貼申請及領取

親屬之在學或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二、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三、原住民：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四、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五、二度就業婦女：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之證明文件影本。

六、家庭暴力被害人：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

人身分證明文件、保護令影本或判決書影本。

七、更生受保護人：出監證明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八、非自願離職者：原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具

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 ㆒ 節 | 求職交通補助㈮

第6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後，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發給求職交通補助金：

一、其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二、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庭暴力被害人。

第7條       申請前條補助金者，應備下列文件：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8條       第六條補助金，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五百元。但情形特殊者，得

核實發給，每次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二百五十元。

前項補助金每人每年度以發給四次為限。

第9條       領取第六條補助金者，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

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逾期未通知者，當年度不再

發給。



第 ㆓ 節 | 臨時工作津貼

第10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之求職登記後，經就

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

其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一、於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二、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或工

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者。

第一項所稱用人單位，指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

，並提出臨時工作計畫書，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通過者。但不

包括政治團體。

用人單位應代發臨時工作津貼，並為扣繳義務人，於發給津貼時扣

繳稅款。

第11條     用人單位申請前條津貼，應備下列文件：

一、執行臨時工作計畫之派工紀錄及領取津貼者之出勤紀錄表。

二、經費印領清冊。

三、臨時工作計畫執行報告。

四、領據。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12條     第十條津貼發給標準，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

，每⺝最高核給一百七十六小時，最長以六個⺝為限。

第13條     領取第十條津貼者，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時，應於推介就

業之次日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期限內通知者，應徵當日給予四小時或八小時之有給求職假。

前項求職假，每週以八小時為限。

第一項人員之請假事宜，依用人單位規定辦理；用人單位未規定者

，參照勞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天數及第一項求職假

應計入臨時工作期間。

第14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臨時工作計畫執行情形。

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終止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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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二、未依第十條第三項之臨時工作計畫書及相關規定執行，經書面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三、違反勞工相關法令。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以書面限期命用人單

位繳回終止後之津貼；屆期未繳回，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15條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致停止臨時工作之人員，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得指派其至其他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前項工作期間應與原從事之臨時工作合併計算。

第16條     申領第十條津貼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

予給付臨時工作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

二、違反用人單位之指揮及規定，經用人單位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停止其臨時性工作。

三、原從事之臨時性工作終止後，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指派之其

他臨時性工作。

四、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

第17條     用人單位應為從事臨時工作之人員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

險；如依法不能參加勞工保險，應代為投保其他平安保險或意外險

。

第 ㆔ 節 |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18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

，或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其所參

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得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前項所稱全日制職業訓練，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訓練期間一個⺝以上。

二、每星期訓練四日以上。

三、每日訓練日間四小時以上。

四、每⺝總訓練時數一百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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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     申請前條津貼者，應備下列文件，於開訓後十五日內向訓練單位提

出︰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津貼申請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20條     第十八條津貼每⺝按基本工資百分之六十發給，最長以六個⺝為限

。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最長發給一年。

第十八條津貼依受訓學員參加訓練期間以三十日為一個⺝計算，一

個⺝以上始發給；超過三十日之畸零日數，應達十日以上始發給，

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三十小時者，發給半個⺝。

二、二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六十小時者，發給一個⺝。

第21條     申領第十八條津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

不予核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中途離訓或遭訓練單位退訓。

二、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身分者，未依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 ㆕ 節 |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22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失業者，符合下列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同意核貸，得向金融機構申請政府舉辦之創業貸款：

一、貸款以創業用途為限，所營事業不得有妨害公序良俗、公共安

全或環境衛生等情形。

二、貸款不得用於償債、轉投資、生活費用或置產。但購置創業生

財器具不在此限。

三、擔任所創事業之負責人，並實際從事該工作者。

前項貸款之利率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

零點五七五機動計息，貸款人前二年之貸款利息，由中央主管機關

全額補貼。

第一項貸款期間最長為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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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     前條利息補貼，以新臺幣二百萬元貸款額度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貸款人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

第24條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或不予給付利息補

貼：

一、於受補貼期間另有職業或另行就業。

二、未於創立之事業內實際經營。

三、創立之事業有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情形。

四、清償貸款。

五、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一。

停止利息補貼前之補貼金額按期間比例計算。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應於第一項各款情事發生之日起七日內，以

書面通知承貸金融機構。

第25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領

取之臨時工作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

併領取期間以六個⺝為限。

第26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法領取之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

間以六個⺝為限。但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以一年為限。

前項人員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身分者，應優先請領就業保

險法所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一項人員領取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

不得同時請領第十八條之津貼。

前項情形於扣除不得同時請領期間之津貼後，賸餘之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依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27條     同一創業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

者，不得領取本辦法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三章 - 津貼申請及領取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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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條     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津貼或有溢領情事者，發給津貼單位得撤銷

或廢止，並以書面限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

法移送行政執行。

因不實領取津貼經依前項規定撤銷者，自撤銷之日起二年內不得申

領本辦法之津貼。

第29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為查核就業促進

津貼執行情形，必要時得查對相關資料，領取津貼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領取津貼者違反前項規定時，發給津貼單位得予撤銷或廢止，並以

書面限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

行。

第四章 - 附則

第30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文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31條     本辦法之經費，由就業安定基金支應。

第32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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