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課程名稱：從裁決實務(法院判決)解讀集體勞動法—以企業與工會互動為中心 

 

二、課程介紹： 

面對勞工權益與集體勞動權利日益高漲，事業單位須及早因應，接受並學習如何與工

會進行互動！工會組織類型與特殊行業有哪些限制？團體協約成立要件與拒絕履行之

法律效果為何？如何進行權利事項與調整事項的爭議程序？行使爭議行為與罷工權時

須注意哪些必知的規範？ 

本課程將由集體勞動法專業律師全程授課，其常年擔任工會或資方的法律顧問協處勞

資爭議，並多次接受勞動部委託擔任裁決決定後續訴訟程序之代理人，實務經驗豐

富。課程中除了以清楚架構逐條解析重要條文，帶領學員快速入門「工會法」、「團體

協約法」、「勞資爭議處理法」外，更逐一蒐集整理自 100 年 5 月迄今企業不當勞動行

為違法裁決案例與法院判決，協助企業高階主管與人資法務在與工會互動上能夠勾勒

出具體的因應標準。 

 

三、課程大綱： 

（一）工會法 

1.工會組織類型與特殊行業限制 

2.自由入會原則 VS 強制入會原則 

3.工會籌組程序 

4.工會會員（代表）大會與理事會召開程序與決議內容 

5.工會幹部產生程序與會務假權利 

Q：會務範圍認定？是否包括整理出席裁決程序資料、出席產業總工會理事會或勞工

教育訓練？工會須否當下提出已加入該上級工會的證明文件？ 

Q：申請會務公假需要釋明事由並檢附相關證據嗎？有哪些例外類型不須釋明？未齊

備證明文件，雇主有告知補正義務嗎？雇主可否規範須在一定期限內完成請假手

續否則不核准？工會幹部可以聲稱比照病假事後提出證明文件嗎？ 

Q：會務活動需要多少人數，應考量何種判斷因素？ 

Q：公司過去准假標準從寬，今欲改變回歸法律，可否不經工會協商片面變更？ 

Q：教師職業工會理事長可否向其雇主某學校申請會務公假？ 

Q：工會幹部會務假期間執行會務受傷，是否屬於職業災害？ 

 

6.不當勞動行為 

類型一【支配介入】 



Q：以下行為是否構成支配介入之不當勞動行為 

(1)主管約談勞工希望就加入工會乙事考慮一下 

(2)主管要求勞工於行政職及工會幹部間二擇一 

(3)主管在例行會議上稱「有任何申訴不要找外來單位」 

(4)主管能否加入工會？其參與工會事務到什麼程度會被認定受雇主指使？ 

(5)主管協助製作停止代扣會費申請書 

(6)雇主片面取消過往對於工會福利？ 

 

類型二【打壓工會活動】 

Q：何謂工會活動（例如：工會拜會公司董事長？工會會員受工會理事會決議補助向

雇主提告加班費訴訟或調解？反之，未獲工會授權或指示，工會理事或會員以個

人名義自行提出）？ 

Q：工會幹部發起拒絕值班或依法休假的活動，雇主可否在考績或獎金上有所差別待

遇？ 

Q：雇主可否制訂工作規則禁止工會於公司佈告欄張貼文宣？ 

Q：外部產業工會可否要求進入公司廠區推動工會活動？ 

 

類型三【工會幹部不利處分】 

Q：雇主將工會幹部輪調或考績評等「中下」或不予調薪或發給低於平均工資的年終

獎金，是否構成不當勞動行為？舉證責任應由何者負擔？若係工會幹部不斷對公

司高級主管濫行告訴或不當介入性騷擾處理事件，雇主可否執此作為依據？ 

Q：縱使懲處工會幹部有理，但在程序保障上應注意哪些事項？例如：工會幹部在賣

場販售物品高價低標，甚至多次食用販售商品，雇主可否執此逕行解雇？ 

Q：工會可否章程或議決幹部縱使被解雇，仍可保留會員資格行使幹部權利？ 

 

類型四【代扣會費停止】 

Q：雇主有無替工會代扣會員會費的義務？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可否要求比照理？ 

Q：工會會員已向雇主表明拒絕薪資再被扣取會費，或已證明申請退會，雇主可否執

此停止代扣會費？若仍繼續代扣有無違反勞動基準法第 22 條工資全額給付原

則？ 

Q：雇主有無審查工會提出代扣會員名單或代扣數額的正確性？ 

 

類型五【複數工會差別待遇】 

Q：雇主面對內部有複數企業工會，如何做到中立保持平等對待？例如：協助 A工會

招募會員、或在入口網頁提供 A 工會網站連結、或給與 A 工會獨立辦公處所、或

給與 A工會理事長全日會務假，新成立之 B工會可否要求比照辦理？ 



Q：當複數工會彼此對於對方權利有爭議時，雇主應如何保持中立？ 

Q：針對勞資會議、福利委員會、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等勞方代表名額，在複數工會上應如何選出分配？ 

 

（二）團體協約法 

1.團體協約定義與協商主體資格 

Q：外部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可否向公司申請團體協約協商？公司如何審查確認資

格？ 

 

2.團體協約誠信協商義務 

Q：協商過程雇主如何表現方屬實質進行協商？應否出示不能接受之論據？ 

Q：協商期間雇主能否迂迴向個別勞工普查說明？雇主能否以實體爭議尚待法院判決

或主管機關認定拖延協商？ 

Q：工會要求提出以下協商資料（例如：特定勞工任職與否、六個月平均薪資、出勤

記錄時間、調薪（獎金）發放辦法、近五年特定廠區營收報表），雇主可否拒

絕？ 

Q：團體協約草案已達合意，可否事後再提出修正意見，要求續行協商？ 

 

3.團體協約法律效果（強制適用原則、拘束力延伸原則、禁止搭便車原則、優越性原

則、餘後效力原則、不可拋棄原則） 

 

4.拒絕履行團體協約的法律責任 

Q：以華航罷工案檢視團體協約成立要件與拒絕履行之法律效果 

 

（三）勞資爭議處理法 

1.權利事項與調整事項的爭議程序 

2.裁決程序介紹 

Q：裁決申請有無時效規範？自何時開始起算？提出勞資爭議調解是否會中斷時效？ 

Q：實務上哪些證據與內容得認定雇主對於工會存在惡意？私下偷錄音？電子郵件？

手機簡訊？請假單？ 

3.爭議行為與罷工權行使 

Q：以華航罷工案檢視罷工權之主體、目的、程序、手段等正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