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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不得歧視勞工年齡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

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

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

二、違反求職人或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三、扣留求職人或員工財物或收取保證金。

四、指派求職人或員工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五、 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提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法律明定發給補助金
《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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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二、中高齡者。 六、長期失業者。

三、身心障礙者。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四、原住民。

在《就業服務法》第 2 條的定義用詞中，中高齡者指年滿 45 至 65 歲之國民。中高

齡勞工面臨的就業問題，包括就業機會減少、失業週數較長、轉業困難、雇主僱用意願低

落及勞動法令的束縛等不利因素，加上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與人口高齡化進展，中高齡失

業問題擴大。為協助中高齡失業勞工再就業，包含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提供中高齡失

業勞工就業服務及訓練發展等協助，可善加利用這些資源，讓生活重獲穩定。

開創中年就業第二春
中高齡者就業與職訓權益之
相關法令解釋
職業訓練局業務督導員　余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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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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就業中心保障就業機會
《就業服務法》第 25 條明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主動爭取適合身心障礙者及中高齡者

之就業機會，並定期公告。

臨時就業可領補助金
中高齡者為《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列促進就業之對象，復依該法第

23 條規定，政府視其實際需要，辦理職業訓練或採取創造臨時就業機會、辦理創業貸款利補

貼等輔導措施，並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故中高齡者參加職業訓練，可獲補助訓練費用。

參與工會團體職訓可獲全額補助
職訓局為鼓勵在職勞工累積個人人力資本，特訂定「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補助要點」，結合

民間團體辦訓能力，辦理產業發展需求之訓練課程，補助在職勞工參加訓練，並依該要點分

訂「產業人才投資計畫」及「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畫」實施在案。該計畫補助每一參訓學員 3

年內 5 萬元額度之訓練費用，而中高齡在職勞工，因其中高齡身分，屬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規

定之特定對象，故於參加前述由工會團體或大專校院辦理之訓練課程，依法可獲補助全額訓

練費用，並藉以提升其職業技能，培育第二專長。

參加全日制職訓可申請生活津貼
中高齡失業者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經公立就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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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單位甄選錄訓，參加各類全日制職訓，可申領職訓

生活津貼。

提供就業保險法被保人生活津貼
中高齡者如為《就業保險法》之被保險人，依該法第 11 條規定，於發生非自願離職時，

可向公立就服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安排參加全日制職訓，可請領職訓生活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