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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玉｜勞動部勞動關係司　視察

發布「團體協約撰擬條款注意事項
及參考案例」　促進團體協約簽訂

 壹、前言
為協助勞資雙方順利簽訂團體協約，

勞動部考量實務上勞資雙方雖有簽約共
識，但囿於法律專業有限，對於協商共
識如何形成有法律效力之條款文字並不熟
稔，因此，於 2023年編訂「團體協約撰擬
條款注意事項及參考案例」（以下簡稱本注
意事項），提示勞資雙方簽訂有效團體協約
的 6大注意事項，並蒐整過去幾年勞資雙
方所簽訂之團體協約中有利於穩定勞資關
係及提升勞工福祉的條款，俾提供勞資雙
方撰擬團體協約條款時參考，期縮短雙方
協商時程，儘早完成團體協約之簽訂。

 貳、「團體協約撰擬條款注意
事項及參考案例」

本注意事項主要分為「團體協約條款
撰擬注意事項」及「團體協約條款參考案
例」二大部分，茲說明如下：

一、團體協約條款撰擬注意事項

為避免勞資雙方於履約時發生爭議，
針對實務上影響團體協約效力的常見問題
作出 6大提醒：

（一） 條款約定應有行為義務人及履行方式
如條款約定過於簡要，後續可能衍生

履約爭議，因此勞資雙方於條款中應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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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團體協約撰擬條款注意事項
及參考案例」　促進團體協約簽訂

載明行為義務人、履行方式、日期及執行
單位，例如：「甲乙雙方同意於每年 3月、
6月、9月、12月舉辦經理人與工會座談
會，會議召集與行政業務由甲方承辦」。

（二） 條款用語建議採用現行勞動法令用
字且明確化
雖勞資雙方於協商當下或可互相理

解，惟為避免日後發生條款解釋歧異，或
尋求爭議處理時第三方無法理解等情事，
約定時應儘量使用勞動法令用詞或明確的
用語定義。

（三） 團體協約的條次順序安排，應將同
類型條款列在同一章節
如團體協約架構過於鬆散，相同類型

的條文卻散見於不同章節，後續可能發生
條款競合問題，因此提醒同類型條款應約
定於同一章節，以便勞資雙方確認各條款
間無競合或重覆約定的情事。

（四） 若於團體協約中直接援用現行事業
單位之規章／辦法／制度等，建議
載明版本（即制定或修訂之日期／
全稱）
常見勞資雙方僅以「依甲方工作規則

／薪資與晉升辦法／考核管理辦法……」等
方式為約定，而未約定相關辦法修訂時之勞
資協商程序或處理方式，則事業單位未來若
片面修正導致實質約定內涵變更，並不構成
違約。因此特別提醒，於援引內部規章／辦
法／制度時，應載明版本，或列為附件。

（五） 團體協約之擬訂或修訂時，應注意
勞動法令之最新修正

常見勞資雙方因援用既有團體協約為
新約或參考其他工會的團體協約時，疏於
檢視法令修正情形逕予引用，因此提醒於
研擬或修訂條款時應配合最新法令修正，
以符現行法制。

（六） 其他注意事項
因團體協約履約（有效）期間攸關當

事人權利義務，應明確記載，另因各工會
設定協商要求的主要事項不盡相同，且產
業情形、企業營運及勞資關係亦有差異，
因此於參考其他工會的團體協約時，不宜
全部引用或單純摘錄彙集。此外，勞資雙
方可先約定違約處理方式或管轄法院，以
期爭議發生時可獲妥適快速的解決。

二、團體協約條款參考案例

經彙整近年勞資雙方簽訂的團體協
約，並考量普遍性及優於法令等原則，將
可約定事項分為 8大類並提供例示條款，
惟受限於篇幅，謹就可約定事項進行說明，
至例示條款部分，讀者可至勞動部官網詳
閱本注意事項：

（一） 引言
引言可讓勞資雙方宣示企業經營特色

與工會主體性，並彰顯勞資合作、共存共
榮的和諧關係，雙方可視需求訂定。

（二） 工資、工時、津貼、獎金等
本類屬勞動條件最核心項目，約定時

應特別注意不可低於勞動法令基準、用詞
定義應明確，最好可明確記載計算方式。

（三） 調薪、利潤分享、員工酬勞、員工
持股信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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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於營運成長時，如能承諾將盈餘
的一定比例分享給員工，將可激勵員工、
增強員工向心力，進而提高企業營運績效，
形成正向循環。本類亦屬團體協約核心項
目，非常鼓勵勞資雙方約定。

（四） 退休、撫卹、職業災害補償等
勞資雙方若能約定優於法令的退休金

或職業災害補償，甚至針對非因執行職務
受傷或身故者提供撫卹，可讓會員及家屬
享有更多保障。

（五） 人事獎懲與調動、員工申訴等
勞資爭議之處理屬工會任務之一，又

工會常接獲之申訴類型，即為人事考核、
獎懲與調動等，為能有效處理，勞資雙方
可約定相關申訴處理機制或工會參與評議
過程的方式，確保勞工權益。

（六） 工會組織與活動
基於工會組織運作發展之必要，勞資

雙方可就「會務假」、「事業單位之設施設
備利用」、「代扣會費」、「會籍管理」、「會
員招募與員工異動通知」等事項為約定。

（七） 工會安全條款
為確保工會的團結與實力、方便工會

組織與活動，勞資雙方可約定工會安全條
款，包括「差別待遇條款（含禁搭便車）」、
「代理工廠條款」與「封閉工廠條款」等。
又禁搭便車條款常為團體協商爭點，建議
於約定時，可考量以「非會員得支付一定
費用即可適用」或採取「部分條款僅限乙
方會員適用」等方式處理。

（八） 和平義務及爭議處理條款
於團體協約有效期間勞資雙方均應確

保義務之履行，本不得就約定事項再為爭
議行為，惟後續仍有可能發生條款解釋或
履約方式的歧見，建議可事先約定爭端處
理機制，以利依循。

 參、結語
一份優質團體協約的簽訂，確實可達

提升勞工福祉，穩定勞資關係的效果，勞
動部已將本注意事項放置官網提供各界參
考。惟如前述，勞資雙方於協商時，仍
須依企業規模、營運狀況、勞資關係需求
等，朝符合實際情形及需要之協約內容來
擬訂，勞動部未來亦將持續滾動式更新本
注意事項，適時增補相關條款，賡續提供
勞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之必要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