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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 

宋定翔老師 

一、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

例如職場霸凌、暴力或性騷擾等。雇主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應採取何種預防措施？請說明之。

（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職場霸凌之防免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2項第 3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擬答】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

安全衛生措施：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且基於勞動關係

中之附隨義務，雇主應維護勞工之人格權，使其不受同事或是其他第三人之侵害，故應採取

措施以防範工作場所中之職場霸凌。 

次按所謂職場霸凌應指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藉由連續且積極之行為，侵害人格權、

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亦即必須達到社會通念上認為超過容許之範圍方該

當之。 

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3項規定：「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授權勞動部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其第 324條之 3第

1項規定：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

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而同條第 2 項則規定：「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

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二、何謂「團體協約的債法性效力」？於我國團體協約法中有何種規定？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團體協約之拘束力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團體協約法第 23條至第 25 條 

【擬答】 

按所謂「團體協約」，依照團體協約法（下稱本法）第 2條之規定：「本法所稱團體協約，指

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與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

所簽訂之書面契約。」，故團體協約之勞方當事人係勞工團體，而資方當事人則係個別雇主

或雇主團體，在勞工團體、雇主團體作為團體協約當事人時，其所簽定之團體協約，對其成

員之個別勞工、個別雇主即當然發生效力，不問其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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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部分之主要內容乃是勞動關係之成立（如：招募程序、契約之格式與書面等等）、內容

（尤其是各種工資、工時等主要勞動條件與各種福利、各種企業廠場內之秩序規範與違反時

之懲罰等等）與消滅（尤其是勞動契約之終止、離職等等），上述事項一經團體協約簽定後，

當即成為個別勞工與個別雇主間之勞動契約的內容，產生有如法規一般之效力，此即團體協

約之法規性效力（團體協約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參照）。 

此外，團體協約並具有債法性效力如下，原則上只拘束團體協約當事人雙方： 

相對和平義務：本法第 23條第 1 項規定：「團體協約當事人及其權利繼受人，不得以妨害

團體協約之存在或其各個約定之存在為目的，而為爭議行為。」。 

實施義務：團體協約當事人有義務注意契約之履行，使團體協約規定之給付得以實現。 

敦促義務：本法第 23 條第 2項規定：「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於所屬會員，有使其不為前

項爭議行為及不違反團體協約約定之義務。」。 

有關違反前述等團體協約義務之法律效果，本法第 23條第 3項、第 4項規定：「團體協約得

約定當事人之一方不履行團體協約所約定義務或違反前二項規定時，對於他方應給付違約

金。」、「關於團體協約之履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民法之規定。」。 

進而有關違約求償部分，本法第 24條、第 25條規定：「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於違反團體

協約之約定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為本團體之會員或他方團體之會員，均得以團體名義，

請求損害賠償。」、「（第 1 項）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得以團體名義，為其會員提出有關協約

之一切訴訟。但應先通知會員，並不得違反其明示之意思。（第 2項）關於團體協約之訴訟，

團體協約當事團體於其會員為被告時，得為參加。」。 

 

三、何謂「部分工時勞工」？有那些主要型態？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第 175 號部分時間工作公約，

有那些勞動權益應受到與全時勞工完全相同的保護（same protection）？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部分工時勞工之勞動基準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國際勞工組織第 175 號部

分時間工作公約 

【擬答】 

所謂部分工時勞工，係指所定工作時間，較該事業單位內之全部時間工作勞工（下稱「全時

勞工」）工作時間（通常為法定工作時間或事業單位所定之工作時間），有相當程度縮短之勞

工，其縮短之時數，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之。 

勞動部發佈有「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最近一次於 111 年 3月 14日修正發

布），該注意事項就「常見之部分時間工作型態」，乃規定事業單位內之工作型態有下列情形

之一，且從事該工作之勞工所定工作時間較全時勞工有相當程度之縮短者，即為本注意事項

所稱之部分時間工作： 

在正常的工作時間內，每日工作有固定的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但其每日工作時數較全時勞

工為少；或企業為因應全時勞工正常工作時間外之營運需求，所安排之班別；或企業為因

應營運尖峰需求所安排之班別，在 1日或 1週之工作量尖峰時段中，工作某一固定時間。 

結合部分時間工作與彈性工作時間制度，亦即約定每週（每月、或特定期間內）總工作時

數，但每週（每月、或特定期間）內每日工作時段及時數不固定者。 

分攤工作的安排，如兩人一職制。 

雖然勞動基準法並未特別就部分工時勞工為規定，但一般認為其亦應受勞動基準法之保障。

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第 175 號部分時間工作公約之下列規定，部分工時勞工之各該勞動權

益應受與全時勞工完全相同的保護： 

組織權、團體協商權、及充任員工代表之權利（第 4條第 1款）； 

職業安全與衛生方面之保護（第 4條第 2款）； 

避免有關雇傭與職業方面之歧視（第 4條第 3 款）； 

不因其只在部分時間工作，而不能按比例領取與同類全時工作者相同標準（按每小時、按

績效、或按件）計算之基本工資（第 5條）； 

基於職業活動之法定社會安全權益（第 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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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保護（第 7條第 1款）；  

雇傭之終止（第 7條第 2款）； 

有給公假及每年有給休假（第 7條第 3款）； 

病假（第 7條第 4款）。 

 
四、假承攬真派遣的問題時有所聞，請說明何種勞務承攬關係實質上應視為勞動派遣關係？（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勞動派遣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派遣事業單位及承攬事業單位認定指導原則 

【擬答】 

按派遣事業單位及承攬事業單位認定指導原則（下稱指導原則）第 2點規定，勞動契約當事

人雙方依契約自由原則，得約定契約類型為要派契約或承攬契約，惟其法律關係究係勞動派

遣關係或勞務承攬關係，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依指揮監督管理之程度實質認定，

不受契約之形式或名稱拘束，合先說明。 

依照指導原則第 3點規定，所謂勞務承攬關係，承攬事業單位應（1）自主完成承攬工作、（2）

自行指揮監督管理所僱用之勞工，並（3）自行負擔承攬工作所生風險。至於如承攬事業單

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向定作人提供勞務時，係由定作人實際指揮監督管理者，則非屬勞務承

攬關係。 

又依照指導原則第 4點規定，契約當事人雙方雖約定勞務承攬關係，惟若個案事實及整體契

約內容具有下列要素之全部或一部，經綜合判斷後，足以認定承攬事業單位非自主完成承攬

工作者，則應屬勞動派遣關係： 

承攬事業單位對於所僱用之勞工，無法自主決定下列事項，該勞工於提供勞務之過程中，

實際上受定作人之指揮監督管理： 

勞務給付方式之指示或變更。但該勞務給付方式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工作配置及人力調配之指示或變更。 

工作時間之指示或變更。 

請假及休假之准駁。 

工作地點之指示或變更。但該地點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服務紀律之指示或變更。但遵守該服務紀律係提供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工作品質及工作表現之評價。 

其他與勞務相關之指揮監督。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3地方特考） 

共4頁 第4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承攬事業單位未自行負擔完成承攬工作所生風險，其判斷基準如下： 

承攬事業單位未自行負擔營運成本。 

承攬事業單位向定作人領取之報酬，不受其所僱勞工提供勞務所完成之成果影響。 

承攬事業單位無須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負擔完成承攬工作所生之法律責任。 

最後依照指導原則第 5 點，定作人、承攬事業單位假藉承攬方式，實際上係屬勞動派遣關

係者，仍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有關勞動派遣之相關規定，承攬事業單位

所僱用之勞工得行使派遣勞工之法定權利，定作人、承攬事業單位仍應負擔要派單位、派

遣事業單位之法律責任。有違法者，由主管機關依法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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