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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新法簡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本法」)近期由我國立法機關三讀通過並經

總統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發布，本次立法係將「勞工保險條例」中的職業災害保險單獨

出來，與「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相關規定予以合併，其中立法重點分別有「擴大納保

對象」、「提高給付保障」以及「整合職災預防及重建業務」，期待透過職業災害相關保

障規範之統合，有效落實災前預防、災害補償及災後重建的政策目標。 

一、 擴大納保對象 

    納保對象亦即被保險人，規定於「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
1
，主要納保對象為受僱

於 5人以上事業單位之勞工。至於本法則不再就事業單位之人數訂有規定，換句話說，

事業單位不論勞工人數，皆應以雇主為投保單位，為勞工納保，此依據勞動部之推估，

約有 33 萬名受僱勞工將新增納入保障體系。此外，考量到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技術

生或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人，以及建教合作之人員，亦有職業安全保障之需求，故

本法特別明定是類人員亦有準用(參照本法第 6條)。投保單位或雇主未於本法施行之當

日或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參照本法第 12 條、第 96 條)。 

二、 提高給付保障 

    本次立法將投保薪資上限提高至新臺幣 72,800 元，下限則自過去依勞工保險條例

第 14 條第 3 項所制定的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110 年 1 月 1 日施行版)中，部分工

時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每月投保薪資 11,100 元提高至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

目前為 25,250 元(參照本法第 17 條)。 

                                                
1
 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

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 勞工及交

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健康之未滿十五歲勞工亦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勞工，包括在職外國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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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本法亦充實各項給付保障，例如擴大傷病給付，原按「勞工保險條例」

第 36 條，傷病給付第 1年依投保薪資的 70%發給，第 2年則以半數(50%)發給；而本法

施行後，前 2 個月將發給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全額(100%)，2 個月後則發給 70%，然而時

間最長亦已 2 年為限(參照本法第 42 條)；另就失能給付部分，依照「勞工保險條例」

第 53 條，現行勞工保險失能年金係以保險年資計算給付金額，如金額不足新臺幣 4,000

元者，則按發給新臺幣 4,000 元，導致年資較短者所獲年金額度較低，保障恐有不足，

爰本次立法定明按勞工「失能程度」，以平均月投保薪資之一定比率發給失能年金(參照

本法第 43 條)。 

三、 整合職災預防及重建業務 

    除前述職業災害保險相關事項以外，本法亦著重職業災害之預防和事後重建，因此

特別制定本法第 3章「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辦理災害預防，

如職業病健康檢查等，且對象擴及曾從事經中央主管機關另行指定 

有害作業者，即使勞工現已轉換工作或離職等亦同(參照本法第 63 條)，以達減少職業

災害發生，降低津貼、補助和保險給付支出，並深植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之目的。 

    另針對災後重建的部分，本法第 64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規畫整合相關資源，提供包

含醫療復建、社會復建、職能復健以及職業重建等四個面向的重建服務，其中社會復建

係指心理支持、福利諮詢和權益保障；職能復健及職業重建之目的則係協助職業災害勞

工重返職場。有鑑於實務上職業災害勞工能否順利重返工作 

或職業重建，取決於早期發現及介入，故藉由本次立法，確立了中央主管機關建立職業

災害個案管理服務機制之義務，期待透過迅速通報，資料庫整合以及專業機構擬定復工

計畫等措施以達目的(參照本法第 65 條、第 66 條)。 

四、 小結 

    依據本法第 109 條「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可見本次立法將職業災害保

險自現行「勞工保險條例」獨立出來，並與「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整併，實為浩大之

立法工程，且本法以外至少有 24 個子法仍待擬定，包含涉及保險費率、職業傷病類型

以及各項津貼補助基準等事項，故仍待行政機關持續整合，目前勞動部期許本法 2022

年 5 月能夠正式施行上路，其後續發展值得追蹤。 

此外，本次立法對雇主而言，固然會增加部分負擔，以投保薪資上限 72,800 元計

算，雇主須承擔之保險費恐從原本的每月 96 元增加至 153 元，然而以減輕龐大職災補

償責任以及保障勞工權益的角度觀之，此增加之幅度似乎在可接受範圍內，長期下來應

有助於企業穩定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