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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派遣法制化的淺見 

新境界智庫勞動政策小組 

 

一、前言：為什麼要討論這個議題？ 

    在臺灣，勞動派遣是否法制化的討論一直無法定調。簡單地說，學、官、產

三方對於這個議題比較傾向透過法制化予以規範。勞動法學界無論是主張立法（制

定「勞動派遣法」的專法）或修法（於《勞動基準法》增訂「勞動派遣」專章）

的想法，幾乎一面倒呼籲儘快針對勞動派遣法制化。 

    勞委會也希望儘快完成立（修）法工作，初期是於 2004 年 2 月由勞委會勞動

條件處草擬「勞動派遣法」草案，同時，另有立法院陳根德委員、廖婉汝委員的

版本及派遣業者自擬的版本，只是後來不了了之。幾年之後，勞委會再於 2010 年

初提出《勞動基準法》增訂「勞動派遣」專章的修法草案，但在公開之後遭致各

界猛烈批評，很快又表示這只是勞委會內部意見，尚未提交大委員會討論的版本。 

    但是，勞工團體與工會對於這個重要的勞動議題卻有不同的因應態度。    一

是主張不必另外立（修）法，因為勞動派遣業（泛指派遣公司與要派公司兩方）

是介入他人勞動契約、抽取不法利益、壓榨勞工血汗的行業，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所以「禁派遣」的立場鮮明，也不斷針對派遣引發的勞資爭議示威抗議，給予主

管機關壓力。也就是說，宣示禁絕勞動派遣，並嚴格執行《勞動基準法》的立場，

有關「定期契約」的運用，即已足夠使業者的人力運用符合其彈性、合理的需求。 

    另一主張由於國內的派遣情形氾濫，除了主管機關「無法可管」的消極心態，

甚至公部門帶頭以「勞務採購」等名義，大量使用「定期契約」性質的約僱人員，

以及使用外包派遣人員，所以包括全國產業總工會、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臺灣鐵路工會等所組成的「各業工會聯誼會」則曾經表達可以考慮從「嚴格限縮

使用勞動派遣」的立場，以《勞動基準法》為基礎，增訂「勞動派遣保護」專章，

強調「同等待遇原則」、「派遣勞工保障原則」、「明確共同雇主責任」、「保

障團結權」、「補充性原則」等落實勞動派遣保護的立場。 

 

二、日本的狀況 

    日本勞動派遣法制修法的最新狀況，一直都是臺灣的工會、甚至政府及學界

相當關心的議題。日本在職業安定法第 44 條規定，原本有定義「勞務不能間接供

給」，所以在 1986 年之前，日本是依據此條文規定，禁止勞動派遣合法化，當時



2 

開放勞動派遣則是針對此條文的例外，而當時採用「正面表列」的考量是開放「專

業性」勞動。 

    至於工會的修法主張，根據邱祈豪教授的「2008 年日本勞動派遣法草案及派

遣實態之研究」（2009）指出，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RENGO）的主張大致如

下：以僱用較有保障之「常用型」為主，禁止「登錄型」派遣；事前面試與超過

派遣期間應直接僱用該派遣勞動者；禁止日僱派遣；「派遣法」不應為事業法，

應改為「派遣勞動者保護法」；派遣勞動僅在專門業務或育兒生產、照護等臨時

性理由，例外的容忍之限定措施而已；實現均等待遇；規定派遣利潤上限，防止

降低工資；要派機構對派遣勞動者組成的工會誠實應對；禁止特定派遣勞動者之

行為等。 

    2009 年 6 月 26 日，三黨（民主黨、國民新黨、社民黨）提出草案後，其法制

的內容有以下三個重點：（1）原則上，禁止登錄型派遣工；（2）要求使用單位

負責任（此稱為「視為直接僱用」制度）；（3）要求派遣工和正規勞工同工同酬。

經過一段時間沉寂，日本國會審查通過厚生勞動省的勞動派遣法修正案，並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實施，修法重點大致如下表 1： 

    前述「各業工會聯誼會」曾於 2010 年 1 月底組團拜會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

（RENGO），經過臺、日工會在勞動派遣議題的討論之後，我方獲得日本連合幹

部的具體建議，值得臺灣的工會在面對勞動派遣議題的因應參考： 

（1）如何就失業與貧困現象型塑成社會與政府重要議題，是工會未來將反派遣推

向社會運動的重要目標。 

（2）臺灣勞動派遣法制的立（修）法，工會要堅持從「保障勞動權益」的立場去

進行法規範。 

（3）要派公司負雇主責任的精神要堅持。  

（4）從一開始採「正面表列」到後來轉為「負面表列」的修法，是日本派遣情形

不斷擴大的主因；臺灣一開始並無禁止使用派遣的過程，而目前派遣充斥在

各個工作職類，故如何堅持「正面表列」、嚴格限制派遣使用，有其修法難

度，須再仔細思考。 

（5）臺灣既有的工會不應排斥派遣勞工，應該學習日本連合接納並協助派遣勞工

組織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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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日本勞動派遣法最新修法比較 

 現行法 政府案 修正後案 

登錄型派遣原

則禁止 
無規定 登錄型派遣原則禁止 

這項規定最後刪除； 

仍繼續研究中。 

製造業務派遣

原則禁止 
無規定 製造業務派遣原則禁止 

這項規定最後刪除； 

仍繼續研究中。 

日僱派遣原則

禁止 
無規定 

僱用期間 2 個月內原則禁

止；26 種專門業務例外 

僱用期間 30 日內原

則禁止；26 種專門業

務例外；若有實施困

難可以追加利用。 

集團企業內派

遣比例規定 
無規定 集團企業 80％以下 同左 

離職勞工再以

派遣名義使用

之禁止 

無規定 
對同一離職勞工於 1 年內

再以派遣名義使用之禁止 
同左 

不定期僱用化

的促進 
無規定 

有努力的義務（宣示性規

定） 
同左 

同等待遇 無規定 予以均衡考慮 同左 

不當剝削的禁

止 
無規定 

派遣抽傭的差額及比例等

資訊有公開之義務 
同左 

雇主勞動條件

明示的義務 
無規定 雇主勞動條件明示的義務 同左 

勞動契約申請

制度 
無規定 違法派遣的擬制 新法施行 3 年後實施 

增加不合格事

由、要件 

不合格

程序、理

由補正 

增加不合格的要件 同左 

名稱、目的 
無明文

規定 

明定法律名稱，以及新增保

護派遣勞工的用詞 
同左 

特定勞動者應

有的正當作為 
無規定 無規定 繼續檢討 

資料來源：《金融業工會聯合會訊》第 138 期，2012/06/15 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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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動派遣法制化的建議 

    筆者於 2010 年初隨同「各業工會聯誼會」拜會日本 RENGO，回國之後全國產

業總工會、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臺灣鐵路工會等成員，針對勞委會《勞動

基準法》增訂「勞動派遣」專章的修法草案，開始試圖研議「工會版」草案。工

會彙整意見大致如下： 

（一）從立法技術而言，建議不必另外提出勞動派遣法草案（立法），只須就《勞

動基準法》增訂「勞動派遣保護」專章即可（修法）。 

（二）修法的立場應是從「勞動者保護」的角度思考整部草案。站在保障勞工權

益的立場，或應考慮採取「限制性正面表列」的原則，嚴格限制開放派遣

的職務、若干行業仍應全面禁止派遣，甚至有聘用外勞、有重大勞資爭議、

勞資關係紀錄不良、欲替代罷工者，一律禁止派遣。（產業與職種） 

（三）修改現行勞動基準法第 9 條對於定期契約「期間」的規範要件（勞基法施

行細則第 6 條）；但是對於勞動派遣則應從嚴緊縮使用，其人力運用僅具

「補充」性質。具體建議如下： 

  （1）「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之核心概念，仍應明文規定於條文中。 

  （2）定期契約應以書面載明工作期間及內容並通知勞工；變更時亦同。 

  （3）定期契約應規定契約期間上限，針對現行法規定可訂定「定期契約」的「臨

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4 類工作，其簽約期間可

考慮適度放寬均為 1 年；「特定性」工作期間逾 1 年者，應經主管機關核

定。 

  （4）若因法律規定或勞雇雙方經由團體協約約定者，停止履行工作需僱用替代

性勞工者，雇主得與勞工訂定定期契約，工作期間原則為 2 年；逾 2 年者，

應經主管機關核定。 

（四）必須明確定期契約擬制為不定期契約之規定 

（五）明確規範雙雇主責任，也就是強化要派公司的雇主責任，將其從補充責任

提升至須負連帶責任。 

（六）政府部門應該禁止派遣人力之使用。 

（七）派遣勞工應與要派企業內之勞工同工同酬。另外，屬於非給付措施的其他

勞動條件，亦應明定維持「同等待遇原則」。 

（八）承攬、自然人承攬，母公司與子公司的派遣，故意成立是違反善良風俗的

法律。不準以勞務為承攬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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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臺灣與日本有關勞動派遣議題的大事記 

  1. 1985 年，日本《勞動派遣法》立法。 

  2. 1999 年，日本《勞動派遣法》修法，改採「負面表列」。 

  3. 2003 年，日本《勞動派遣法》修法，製造業派遣全面解禁。 

  4. 2008 年 6 月，發生「秋葉原砍殺路人事件」：促使日本社會逐步蘊釀「反貧

困」之行動計劃。 

  5. 2008 年 12 月底，日本 NGO 團體及工會成立「過年派遣村」：當時日本東京

都厚生勞動省對面的日比谷公園，有近 300 位失業的派遣勞工，在各界的支

援下搭設帳棚、提供熱食，成立「過年派遣村」，透過媒體大幅報導，因派

遣導致的失業及貧窮問題引起日本社會很大震撼。 

  6. 2009 年日本國會改選，民主黨大勝，重新檢討《勞動派遣法》，討論主軸是

製造業派遣的禁止及登錄派遣的禁止。 

  7. 2010 年 1 月，勞委會檢討修正《勞動基準法》，擬將勞動派遣法制化，以「負

面表列」方式，將涉及安全、專業及公共利益者列為禁止派遣，初步規範包

括醫事人員、保全、船員、航空安全人員、大眾運輸駕駛及採礦人員等 6 類。  

  8. 2012 年 6 月 27 日，勞委會公布「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要派契約書範本」

與「派遣勞動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9. 日本國會審查通過厚生勞動省的勞動派遣法修正案，並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

起生效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