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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辰｜勞動部勞動關係司　科員

勞動部擴大勞工法律扶助範圍
相關規定及推動現況

 壹、前言
勞動部多年來致力於建立完善穩定

的勞資爭議調解機制，以期爭議得於行政
調解階段即獲得解決，又雙方爭議如經調
解不成立而進入訴訟階段，勞動部為建構
更周全的扶助措施以提供勞工相關訴訟協
助，積極提升法律扶助的量能，協助勞工
於各個階段爭取其勞動權益，並促進勞資
關係永續發展。

觀察我國近5年（2019年至2023年）
勞資爭議調解案件數趨勢，約介於2萬3

千件至2萬8千件間，按爭議類別區分之，

以工資爭議屬勞資爭議案件中最主要類

型，約占40％；其次為資遣費爭議，約占

25％；第三則為契約及職業災害爭議，各

約占7％。顯示工資爭議占整體爭議件數

比例最高，若雇主違法積欠勞工工資，恐

嚴重影響勞工經濟生活，因此勞動部持續

透過調解機制引導勞資雙方以誠信方式尋

求共識，並積極研議將工資爭議納入法律

扶助範圍，使多數勞工都能運用本部相關

措施妥處爭執，達到即時解決衝突之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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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擴大勞工法律扶助範圍
相關規定及推動現況

另為協助勞工於訴訟階段爭取勞動權
益，勞動部自 2009年起委託財團法人法
律扶助基金會（以下簡稱法扶基金會）辦
理「勞工訴訟扶助專案」，又勞動事件法於
2020年施行，針對勞資爭議事件的特殊
性，制定易為勞工使用的民事特別程序，
以迅速公平解決糾紛。勞動部希望除前端
的行政調解外，在後續的訴訟程序亦能提
供勞工朋友實質有效的幫助，以下概要介
紹前述之法律扶助機制，以瞭解勞動部法
律扶助相關規定及推動現況。

 貳、 補助律師陪同調解，協
助勞工爭取權益

在勞工進入勞資爭議調解程序時，為
協助其有律師陪同以維護其權益，勞動部
於2020年推動提前於行政調解期間導入
法律扶助措施，訂定「補助行政機關辦理
勞資爭議調解法律扶助實施要點」（原名
稱：補助行政機關辦理職業災害勞工勞資
爭議調解法律扶助實施要點），如屬積欠
資遣費、積欠退休金、確認僱傭關係或
職業災害等複雜案件，補助地方主管機關

提供律師陪同進行調解，並致力於增加扶
助範圍，期能使勞工與雇主發生勞資爭議
時，於行政調解階段即能迅速有效解決紛
爭，進一步降低勞工因勞資爭議進入訴訟
程序之可能，因此勞動部於去（2023）年
擴大調解法律扶助範圍及對象，重點說明
如下：

一、考量工資、違法調動等爭議對勞工
生計將產生重大影響，為使勞工得以
安穩工作，所以納入調解請求事項為
「積欠工資」及「調動」等爭議者，
也可以透過調解期間的法律扶助，迅
速解決爭議，早日穩定就業。

二、放寬對於勞工身分之規定，考量實務
上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新住民身分
等勞工，較缺乏相關法律資源，爰新
增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新住民身分
勞工請求標的（職災補償或賠償、工
資、資遣費或退休金）金額不受新台
幣（以下同）1萬元限制之規定，以
貼近地方政府實務執行需求，並達到
給予不同勞工朋友實質、有力幫助之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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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藉由持續擴充補助要點之內

涵，並與地方政府及勞工律師攜手合作提

供勞工法律扶助，由受理並協處勞資爭議

第一線的地方政府評估勞工個案事實及其

權益受損等情形，據以綜合判斷是否有提

供法律扶助之需求，並主動詢問符合補助

條件之勞工接受法律扶助的意願，使律師

陪同調解資源得以發揮最大扶助效果。

 參、擴大法律扶助範圍，貼近
實務訴訟需求

為協助弱勢勞工爭取法定權益，排除

勞工訴訟所遇障礙，勞動部借助法扶基金

會專業之人力及廣布之服務據點，委託其

辦理「勞工訴訟扶助專案」，提供專業與

便利的法律扶助服務，讓有需求的勞工能

善加利用這項資源，至今已逾10年，未

來也將持續落實協助經濟弱勢勞工透過司

法途徑解決勞資爭議之法律扶助精神。

另勞動部每年皆與法扶基金會召開業

務聯繫會議，針對法律扶助業務執行時遇

到的實務問題與困難交換意見，凝聚精進
扶助措施之共識，藉以持續優化服務品
質，並運用官網、粉絲專頁、法扶基金會
所屬大眾傳播管道，及印製宣導摺頁等相
關文宣品，分送法扶基金會與所屬分會、
各地勞動行政主管機關，共同積極宣導推
廣各項勞工訴訟扶助措施，以期確實使勞
工朋友知悉相關資訊，並透過勞動部法律
扶助措施有效維護自身權益。

又為朝向擴大扶助事由及範圍之方向
完善法律扶助措施，勞動部持續滾動檢討
「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法」（以
下簡稱扶助辦法）相關規定，除2021年
7月起擴大將「必要費用扶助」（包含裁判
費、聲請費、執行費、證人費及鑑定費或
經法院裁定須支出之費用等）納入扶助範
圍外，又於2023年10月修正扶助辦法，
預訂於今（ 2024）年9月1日起擴大訴訟
扶助範圍，除原本「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
契約」、「資遣費」、「退休金」、「職業
災害補（賠）償」及「未依勞工保險條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或就業保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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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加保」等爭議提供律師代理及必要費
用扶助外，考量積欠工資爭議占總件數4

成，為勞資爭議標的中最多者，倘雇主有
違法積欠工資情事，確實對許多勞工及其
家庭生計影響甚鉅，為有效降低勞工訴訟
障礙，以透過司法制度保障自身權益，爰
增加納入「工資」類型之案件，以貼近實
務上弱勢勞工法律扶助資源之需求，保障
其應有的勞動權益。

 肆、勞資爭議一條龍服務，持
續推動法律扶助措施

「補助行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法
律扶助實施要點」自 2020年 5月施行迄
至 2023年，勞動部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法律扶助陪同調解計 1,395件，協助勞工
於行政調解程序即有專業人員陪同釐清爭
議、瞭解法令，以迅速解決雙方爭議。另
勞動部自 2009年推動法律扶助迄至 2024

年 6月止，已提供 3萬 7千位勞工律師代
理扶助，核定律師酬金約 5億元，累計為
勞工爭取逾 100億元，成為勞工朋友最有
力之後盾。

目前為止，勞動部除於行政調解階段
提供法律扶助外，於訴訟時亦提供律師代
理、必要費用等法律扶助，另勞工如於訴
訟期間未就業，且符合無資力標準者，可
向勞動部提出必要生活費用扶助之申請，

以渡過訴訟期間生活上的困難。藉由更完
整全面的法律扶助措施，促進雙方穩定勞
動關係，並協助勞工維護權益、弭平紛爭。

2024年勞動部預計補助地方政府辦
理 1,000件調解法律扶助案件、扶助 2,600

位勞工律師代理及核發 180人次必要生活
費用扶助，期與地方政府及法扶基金會共
同努力，使扶助資源產生最大化效能，讓
勞資爭議於各階段皆有圓滿獲得解決的機
會，勞工權益能獲得更充分的保障。

 伍、結語
精進勞資爭議調解機制及推動勞工法

律扶助業務，向來為勞動部施政重點，勞
動部未來仍會持續滾動檢討與充實完善現
有相關機制及措施，使勞工在爭議處理過
程中能獲得最周延的勞動權益保障，並維
持勞動關係的穩定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