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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法最新修正公告 

立法院於 2020 年 5 月 22 日三讀通過「勞動檢查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該修正法

案並於同年 6 月 10 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63571 號令公布生效，本所針

對經修正之勞動檢查法部分條文，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公告，簡要說明

重點，並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一) 刪除第 3 條第 2 款中有關可指定「公營事業機構」為代行檢查機構之規定，

此係為了符合同法第 19 條代行檢查業務為非營利性質之規定。 

(二) 增訂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公布勞動檢查年報，欲透

過年報之公布，使得各勞動檢查機構每年之執行成果及相關比較分析等資訊

更為公開、透明。 

(三) 修正第 35 條，增訂就勞動檢查員執行職務，如要求進入事業單位、詢問有

關人員或通知提出必要報告等其他行為時，倘若事業單位無故拒絕、規避勞

動檢查情形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以強化勞動檢查強度，維護勞工勞動權益。另應特別注意，針對勞

動檢查之相關事項，依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於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故就此修法較為詳細之解釋性規定

及裁量基準，如裁罰金額之標準等，仍待地方主管機關訂定公布之。 

修正 

條號 

修正內容 修正前條文 

1090522 1040120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勞動檢查機構：指中央或直轄

市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為辦理

勞動檢查業務所設置之專責檢

查機構。 

二、 代行檢查機構：指由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為辦理危險性機械或

設備檢查之行政機關、學術機

構或非營利法人。 

三、 勞動檢查員：指領有勞動檢查

證執行勞動檢查職務之人員。 

四、 代行檢查員：指領有代行檢查

證執行代行檢查職務之人員。 

本法用詞定義如左： 

一、 勞動檢查機構：謂中央或直轄

市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為辦理

勞動檢查業務所設置之專責檢

查機構。 

二、 代行檢查機構：謂由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為辦理危險性機械或

設備檢查之行政機關、學術機

構、公營事業機構或非營利法

人。 

三、 勞動檢查員：謂領有勞動檢查

證執行勞動檢查職務之人員。 

四、 代行檢查員：謂領有代行檢查

證執行代行檢查職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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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下： 

一、 依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

項。 

二、 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之事項。 

三、 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

項。 

四、 其他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

項。 

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左： 

一、 依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

項。 

二、 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之事項。 

三、 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

項。 

四、 其他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

項。 

第 7 條 勞動檢查機構應建立事業單位有關

勞動檢查之資料，必要時得請求有

關機關或團體提供。 

對於前項之請求，除其他法律有特

別規定者外，有關機關或團體不得

拒絕。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公布勞動

檢查年報。 

勞動檢查機構應建立事業單位有關

勞動檢查之資料，必要時得請求有

關機關或團體提供。 

對於前項之請求，除其他法律有特

別規定者外，有關機關或團體不得

拒絕。 

第 33 條 勞動檢查機構於受理勞工申訴後，

應儘速就其申訴內容派勞動檢查員

實施檢查，並應於十四日內將檢查

結果通知申訴人。 

勞工向工會申訴之案件，由工會依

申訴內容查證後，提出書面改善建

議送事業單位，並副知申訴人及勞

動檢查機構。 

事業單位拒絕前項之改善建議時，

工會得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請實施檢

查。 

事業單位不得對勞工申訴人終止勞

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勞工之處分。 

勞動檢查機構受理勞工申訴必須保

持秘密，不得洩漏勞工申訴人身

分。 

勞動檢查機構於受理勞工申訴後，

應儘速就其申訴內容派勞動檢查員

實施檢查，並應於十四日內將檢查

結果通知申訴人。 

勞工向工會申訴之案件，由工會依

申訴內容查證後，提出書面改善建

議送事業單位，並副知申訴人及勞

動檢查機構。 

事業單位拒絕前項之改善建議時，

工會得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請實施檢

查。 

事業單位不得對勞工申訴人終止勞

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勞工之行為。 

勞動檢查機構管理勞工申訴必須保

持秘密，不得洩漏勞工申訴人身

分。 

第 35 條 事業單位或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二、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事業單位或行為人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 

二、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