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班別 上課時間 時數 授課老師 內容摘要

2
非典型勞動者權益-以部

分工時、外送平台為例

3/05(三)

13:30-16:30

3

(共1堂)

勝綸法律事務所

邱靖棠律師/所⻑

1.外送人員勞務契約型態判定

（1）應依實際提供勞務的狀況進行評估

（2）觀察雙方契約中的「從屬性」特徵：

A.是否存在相當程度的指揮與監督。

B.是否實質上限制外送人員提供勞務的自由度。

2.契約型態的認定與適用

（1）如符合僱傭契約條件：

A.應認定為僱傭契約。

B.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提供保障。

（2）如不符合僱傭契約條件：主管機關可透過其他方法提升保障，包括：

A.行政管制措施。

B.商業保險手段。

3.《臺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解析

（1）立法背景與目的：保障外送人員權益，規範平台業者義務。

（2）自治條例內容

（3）影響與實務應用

臺北市勞動大學勞動事務學院

114年度第1期課程⼀覽表
{主題⼀、勞動條件及相關法令系列}

1 勞動基準法概論(共5堂)

3/04(二)

3/11(二)

4/01(二)

4/02(三)

5/12(⼀)

13:30-16:30

15

(共5堂)

勝綸法律事務所

程居威主持律師

1.工時及工資

（1）工作時間定義與區分

（2）變形工時及排班實務

（3）延⻑⼯時及加班費計算

（4）工資之定義與爭議案例

2.請假實務

（1）法令之假別與規範

（2）各類假別介紹

（3）請假爭議案例解析_生理假、產假、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

3.調動要件與爭議

（1）出差與調動之差異

（2）調動類型

（3）調動五原則與相關案例解析

（4）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說明與應用

4.職業災害初步解析與說明

（1）職業災害定義與認定說明

（2）職業災害補償及爭議案例

（3）職業災害損害賠償及爭議案例

（4）職業災害勞工工作權爭議案例

5.企業併購與勞動契約終止及爭議

（1）勞動契約終止類型說明

（2）勞動契約終止之風險說明

（3）勞動契約終止爭議案例解析-法定終止事由、解僱最後手段性及禁止解僱規範

（4）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說明與應用

（5）協商制度



3

全日班(共3堂)

非正規教育學分班-勞動

基準法及相關法令剖析

3/10(⼀)

3/17(⼀)

3/24(⼀)

09:00-16:30

18

(共6堂)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

邱駿彥教授

1.勞動法總論、勞基法總則規定、勞動契約之展開。

2.工資認定與實務爭議解析、工作時間與休息、休假、性別平等。

3.工作規則、退休金、職災補償、勞資爭議處理程序。

4

為什麼我會被扣薪水？工

資給付規定與常見的違法

案例解析

3/18(二)

13:30-16:30

3

(共1堂)

路易法律事務所

蔡菘萍律師

1.工資、恩惠性給予到底差在哪？了解工資之意義與權利義務。

2.薪水條細項該有哪些？薪水條明細不清楚，會給公司帶來什麼殺傷力？

3.加班費怎麼算？大小月平均工資又如何計算？

4.常見工資給付違法情形－違反勞基法之裁罰標準

5.工資給付爭議之實務案例分析

5

到底要遵守哪⼀個?勞動

契約與工作規則的制定與

競合

3/26(三)

13:30-16:30

3

(共1堂)

有澤法律事務所

李有容律師

1.工作規則的意義

2.工作規則的法律性質與效力

3.工作規則的制訂

4.工作規則的公開揭示

5.工作規則的核備

6.工作規則條款的效力

7.工作規則的變更

8.工作規則條款之解釋

6
人工智慧、數位科技與勞

動權益

4/08(二)

13:30-16:30

3

(共1堂)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邱羽凡副教授

1.新興科技的影響

（1）人工智慧等科技廣泛影響勞動型態與工作環境

（2）平台工作、眾包工作、零工經濟興起

（3）遠距勞動與在家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2.數位工作的挑戰

（1）工時管理問題

（2）離線權與遠端監控

（3）隱私保護議題

（4）人工智慧面試的應用與相關問題

3.法規詮釋與適用

（1）以數位時代的視野重新詮釋既有勞動法令

（2）涉及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工會法等法令的範圍

4.課程內容

（1）說明相關法規的適用情境

（2）結合實例進行分析與探討



7
下班後手機響不停!淺談

工時規定與加班之界線

5/15(四)

13:30-16:30

3

(共1堂)

巨展法律事務所

張軒豪資深合夥律師

引言：下班後的「離線權」與勞工權益

*勞工下班後是否有拒絕工作聯繫的權利？

*下班後是否應該完全脫離工作？

１.工作時間與加班的法律規範

（1）工作時間的定義與勞基法適用範圍

（2）正常⼯時與延⻑⼯時的法律規範與界定

（3）企業指派下班後應答訊息、電話的法律責任

2.加班費與補休的法律保障

（1）勞基法對加班費之支付及補休的原則及規定

（2）勞基法對加班費、補休之例外規定

（3）下班後回應工作的行為是否有請求報酬的權利？

3.實務中對下班後處理工作事項的適用與爭議點

（1）案例解析：下班後應答指令的勞資爭議

（2）實務案例中對「下班後應答」的認定，法院如何認定下班聯繫的性質？

（3）勞資爭議處理程序與法院裁判觀點

4.結論及律師建議

（1）勞工應如何主張自己的權益，保障「離線權」

（2）企業如何從法律角度完善工作規範，避免不必要的爭議

（3）勞資雙方權利與義務的調整方向

8
我的假期被沒收!淺談勞

工請假規則

6/03(二)

13:30-16:30

3

(共1堂)

勝綸法律事務所

李柏毅律師

1.勞工請假的概念體系

2.勞工請假規則

（1）婚喪事病假

（2）公傷病假

（3）請假手續

（4）保障

3.特別休假

4.加班補休

編號 班別 上課時間 時數 授課老師 內容摘要

9
勞資爭議處理機制及勞動

事件法對勞工之保障

5/13(二)

13:30-16:30

3

(共1堂)

有澤法律事務所

黃馨慧律師

1.勞資爭議處理之各種程序介紹

（1）內部程序

（2）外部程序

A.行政機關之調解與仲裁

B.法院之勞動調解與訴訟

C.其他

2.實務上常見之勞資爭議主題與類型

3.法院對於各種爭議問題之見解

4.勞資爭議處理之注意事項

{主題二、勞資爭議處理系列 }



10

勞動法令不踩雷!淺談雇

主常見的勞動案件違法樣

態

5/16(五)

13:30-16:30

3

(共1堂)

瑋燁法律事務所

翁瑋律師

1. 雇主不可不知的勞動基準法

（1）工資與工時

（2）加班與休假

（3）資遣與解僱

2. 雇主不可不知的性別平等工作法

（1）性別歧視禁止

（2）性騷擾防治

（3）促進工作平等

3. 雇主不可不知的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1）職業災害認定

（2）職業災害補償

（3）職業災害賠償

4. 職場不法侵害之預防

5. 其他重要勞動法令與案例

11
從臺鐵春節訴求看勞動三

權之發展

5/19(⼀)

13:30-16:30

3

(共1堂)

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

潘世偉副教授(退休)

1.結社自由（團結權）

（1）勞工可自由參加或組織自己的勞工組織

（2）不受他人干預，包括國家與雇主的影響

2.集體協商權

（1）勞工可透過自行結合的勞工組織，與雇主進行集體交涉與談判

（2）可簽訂團體協約，保障勞工權益

3.集體爭議權

（1）勞工組織可採取集體方式發動爭議行為（如罷工）

（2）目的在於促成集體協商結果或保障會員權益

4.相互關係

勞動三權彼此相關，互為因果，缺⼀不可。

12
再見!再也不見?淺談離職

與勞資爭議

6/19(四)

13:30-16:30

3

(共1堂)

明理法律事務所

葛百鈴律師

1.勞基法規定終止契約之類型（包括資遣與解僱）

2.試用期終止之爭議

3.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冷卻期間之爭議

4.未辦理離職交接之爭議

編號 班別 上課時間 時數 授課老師 內容摘要

13

全日班

拒絕職場霸凌!職場霸凌

之類型、預防與補救措施

4/09(三)

09:00-16:30

6

(共2堂)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王安祥教授

1. 何謂職場霸凌

2. 何謂職業病與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

3. 職業病之補償與賠償責任

4. 職場不法侵害之預防與補救

5. 案例分析

14
性別平等工作法修法-兼

論職場性別平等指標

4/10(四)

13:30-16:30

3

(共1堂)

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

王如玄律師顧問律師

1.性騷擾基本概念與態樣

2.何謂權勢性騷擾？

3.性騷擾案件法律規範體系

4.性騷擾事件中之雇主責任

5.處理性騷擾事件應注意事項

6.如何採取有效糾正補救措施？

7.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指標

8.Q&A

{主題三、職場安全防護系列}



15 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
5/14(三)

13:30-16:30

3

(共1堂)

宇恒法律事務所

沈以軒所⻑/律師

1.職場霸凌（職場不法侵害）定義

2.法院實務認定之職場霸凌案例

3.職場霸凌行為人法律責任

4.雇主未善盡保護義務之法律責任

5.職場霸凌調查程序與雇主預防改正措施

16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概述及案例分享

6/05(四)

13:30-16:30

3

(共1堂)

明里法律事務所

李瑞敏律師

楊國禎助教

1.職業災害相關法令間之關係

2.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法令簡介與主要內容說明

3.職災勞工權益：職災發生後的勞工權益保護與保障機制

4.常見職災類型

（1）通勤災害：通勤期間發生的意外與保護機制

（2）過勞職災：⻑⼯時引發的職業災害與相關案例

（3）憂鬱症與職災：精神疾病是否認定為職災的探討

5.職災的經驗分享

（1）面臨的困境與處理經過

（2）職災後的心理適應與生活改變

6.職災勞工個案的協助服務經驗分享

（1）臨時工與雜工的特殊困境與協助方式

（2）友善職場與職災勞工的協助機制

（3）服務業過勞案例的處理挑戰與建議

（4）多重職業病纏身勞工的困境分析與援助

（5）職場「憂鬱症」的認定與勞資爭議處理方式

7.結語：課程總結與未來改善方向建議

17
職場性騷擾防治與申訴調

查

6/10(二)

13:30-16:30

3

(共1堂)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傅柏翔副教授

1. 職場性騷擾的定義與類型

（1）法律定義與相關法規

（2）性騷擾的主要類型

2. 職場性騷擾的重要修法內容

（1）最新法規修訂重點

（2）雇主與勞工的權利義務

3. 職場性騷擾的判斷標準

（1）法律認定的主要標準

（2）影響判斷的關鍵因素

4. 案例分析與討論

（1）實務案例解析

（2）預防與應對措施

18
2050淨零排放、公正轉

型與勞動權益關係

6/17(二)

13:30-16:30

3

(共1堂)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律學

系

林佳和副教授

1.臺灣特有的社會現象：勞動政策應根據臺灣獨特的社會背景進行調整

2.加強中央與地方合作

（1）強化府際合作，促進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協調。

（2）建立在地化的ALMP（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以應對各地不同需求。

3.應對淨零轉型的衝擊

（1）避免消極地走向關廠與資遣作為解決手段

（2）採取積極措施協助勞工：

A.提供就業支持服務

B.推動技能培訓與轉職方案

4.永續性的解決方案

（1）將政策聚焦於促進勞動市場的穩定與永續發展

（2）確保勞工在淨零轉型過程中的權益與生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