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讓事業單位與受僱勞工之間，對彼此的

法律關係能有更明確之認知，勞動部蒐集歸

納各級民事、行政法院判決、大法官解釋及

行政機關函釋之後，於民國 108 年 12 月 19

日訂定「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透過勞

動契約的要素與特徵，明定勞動契約認定之

標準。另外，為了便利勞務提供者及事業單

位檢核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勞動部同時研

訂「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詳列 25

項檢核事項，除可提供勞資雙方自行檢視

外，各地方政府及勞動檢查單位也可利用該

檢核事項，更快速有效地釐清爭議個案之契

約關係，維護勞工的勞動權益。

事業單位與勞務提供者雖得本於契約自由

原則，約定勞務契約類型，但不論從「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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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
 概要說明

42 台灣勞工季刊 NO.61

勞工季刊-春02活用法規0319.indd   42 2020/3/30   下午 02:23:48



勞
工
心
聲

動
態
瞭
望

樂
說
頭
條

活
用
法
規

官第 740 號解釋」或法院實務判決觀之，

法律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均認應本個案事

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依從屬性之高低實質認

定，不受契約之形式或名稱拘束。因此，「勞

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對於勞動契約的主要

判斷標準，遂分別從「人格從屬性」、「經

濟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等構面，逐一

舉出具體判斷要素，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

容如具有前開判斷要素之全部或一部，經綜

合判斷後，足以認定勞務提供者是在相當程

度或一定程度的從屬關係下提供勞務者，其

與事業單位間之法律關係即應屬勞動契約。

另關於從屬性之判斷要素，依「具人格從

屬性之判斷」、「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

「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及「其他判斷參考」

等構面，分述如下：

一、人格從屬性之判斷

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係依勞務提供者之

工作時間、提供勞務之方法、地點是否須受

到事業單位的指揮監督，勞務提供者是否須

親自履行勞務、得否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

作，以及是否須受事業單位考核、遵守事業

單位的服務紀律及接受懲處等從屬性特徵，

研擬判斷要素，詳述如下：

( 一 ) 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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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

業單位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

(八)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

二、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

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以營業風險之分

擔、勞務提供者是否為自己為營業之目的而

提供勞務等從屬性特徵研擬判斷要素，詳述

如下：

( 一 ) 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事業單

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計酬，無

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 二 ) 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

具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提供者自行備

置、管理或維護。

指揮或管制約束。

( 二 ) 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

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該方法係提供

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 三 ) 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

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該地點係提供

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 四 ) 勞務提供者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

工作。

( 五 ) 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位考核其給付

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勞務之表現予

以評價。

( 六 ) 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

律，並須接受事業單位之懲處。但遵守

該服務紀律係提供勞務所必須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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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勞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

供勞務。

( 四 ) 事業單位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

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

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

( 五 ) 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

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

下交易。

三、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

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系，而

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

四、其他判斷參考

除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

外，勞動契約指導原則亦列出實務上可供判

斷之參考，詳述如下：

( 一 ) 事業單位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

險或為勞務提供者提繳勞工退休金。

( 二 ) 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

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

( 三 ) 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務者之契約性

質為勞動契約。

另為了便利勞務提供者及事業單位檢核契

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勞動部同時研訂「勞動

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 如附表 )，依據判

斷要素提供實務檢核內容，作為判斷從屬性

之參考。勞務提供事實如符合檢核表之任一

個項目，即代表具有從屬性之特徵，但從屬

性程度的高低，仍然應依照個案事實及整體

契約情形判斷。另外，如果符合項目越多，

越可合理推論該契約趨近於勞動契約，但同

樣須視整體契約內容及事實上受拘束之程

度，綜合判斷之。

勞工與事業單位之間，雖得本於契約自

由，約定勞務契約類型，惟如有發生爭議，

法院或行政機關非以契約之形式或名稱逕予

推認，係依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由

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實質認定是否為勞動契

約。未來「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及「勞

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除得提供勞務提

供者及事業單位參考運用，亦可提供法院及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相關判斷標準，以判別勞

動契約，維護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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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 檢核情形

一 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

( 一 ) 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1.1 勞務提供者不能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
□符合
□不符合

1.2 勞務提供者未於工作時間出勤，未請假時會受懲處或不利益待遇（包含停止派單或任意調換工作區
域）

□符合
□不符合

1.3 勞務提供者上下班應簽到打卡或輔以電子通信設備協助記載
□符合
□不符合

( 二 ) 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2.1 勞務提供者僅得依事業單位決定的工作執行方式完成工作，違反者，會受懲處或不利益待遇
□符合
□不符合

( 三 ) 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3.1 勞務提供者不能自由決定提供勞務之處所、路線或區域
□符合
□不符合

3.2 勞務提供者應服從事業單位調派至其他處所、路線或區域提供勞務
□符合
□不符合

( 四 ) 勞務提供者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作

4.1 勞務提供者拒絕事業單位指派的工作會遭受懲處或不利益待遇
□符合
□不符合

( 五 ) 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位考核其給付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勞務之表現予以評價

5.1 勞務提供者的工作表現有接受事業單位之考核的義務
□符合
□不符合

( 六 ) 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律（如適用事業單位之工作規則或其他內部規章），並須接受事業單位之懲處

6.1 勞務提供者需遵守事業單位的工作規則或其他內部規範，違反者會受懲處或不利益待遇
□符合
□不符合

( 七 ) 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業單位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

7.1 事業單位要求勞務提供者親自從事工作
□符合
□不符合

7.2 事業單位會不定期查核勞務提供者是否親自工作
□符合
□不符合

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

一、本檢核表係供判斷從屬性之參考。任一項目如勾選為「符合」，代表該項目有從屬性特徵，

但程度之高低，仍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情形判斷。

二、整體檢核結果，符合項目越多者，越可合理推論趨近於勞動契約，但仍需視整體契約內容，

及事實上受拘束之程度，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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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

8.1 勞務提供者必須以事業單位名義提供勞務，不能以個人名義招攬業務
□符合
□不符合

8.2 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對外表彰自己所提供之勞務成果，僅能對外表彰事業單位或其負責人之名
義

□符合
□不符合

二 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

( 一 ) 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計酬，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1.1 不論勞務提供者有無工作成果，事業單位皆計付報酬
□符合
□不符合

1.2 事業單位依據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之時間長度及時段計付報酬
□符合
□不符合

1.3 不論事業單位是否收到款項，都自己吸收損失，不影響報酬之計付
□符合
□不符合

( 二 ) 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提供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

2.1 勞務提供者被要求必須使用事業單位提供或指定之設備 ( 或工具等 ) 提供勞務
□符合
□不符合

( 三 ) 勞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

3.1 勞務提供者僅係為事業單位之事業而貢獻勞力，不須負擔營業風險
□符合
□不符合

( 四 ) 事業單位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

4.1 勞務提供者只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的標準獲取報酬，事業單位片面變更報酬標準時，勞務提供者僅能
接受

□符合
□不符合

( 五 ) 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

5.1 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私下與第三人交易，以獲取報酬
□符合
□不符合

三 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

( 一 ) 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

1.1 勞務提供者須依事業單位要求定期排班、輪班或值班。
□符合
□不符合

1.2 勞務提供者無法獨力完成工作，需與其他同事分工共同完成工作
□符合
□不符合

四 其他判斷參考

1.1 事業單位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險或為勞務提供者提繳勞工退休金
□符合
□不符合

1.2 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
□符合
□不符合

1.3 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務者之契約性質為勞動契約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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