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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於今（107）年邁入高齡社會，勞動部適時於日前預告「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法」草案，其立法理由除落實蔡總統的政見，中高齡就業在人口老化的趨勢
下，越來越重要，推動中高齡就業專法，建構友善中高齡的就業環境是必須推動的
勞動政策之一外，並認為目前就業服務法第24條雖已將中高齡者列為致力促進就業
的特定對象，勞動部更將協助有意願工作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列為施政重點，
積極推動各項協助措施，但多著重在失業後的協助措施，對於退休後重返職場或在
職中高齡族群延後退休、持續工作的協助作法，分散於各相關法規或付之闕如，實
有制定專責法律、統籌我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勞動人口就業或聘僱事宜的必要，方
能促進國家勞動力發展與再運用，因應臺灣人口逐漸老化的趨勢。

 

經查該草案內容共8章45條，重點如下：

一、禁止年齡歧視：規定雇主對求職或受僱的中高齡及高齡者，不得因年齡有差別
待遇，保障有平等的就業機會，並規定雇主對申訴員工不得有不利處分及負賠償責
任等事項。

二、協助在職中高齡及高齡者穩定就業：考量部分中高齡及高齡在職者因年齡漸長
致身心功能下降，容易被迫離開職場，規劃提供職務再設計、在職訓練、家庭照顧
措施、職場健康等措施，協助續留職場。

三、促進失業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對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推動職前訓練提升工
作能力，增加就業競爭力，提供創業輔導與專業就業服務，協助創業或重返職場。

四、支持退休者再就業：鼓勵退休的中高齡及高齡者貢獻專長，傳承經驗，與青年
進行世代交流，提供退休再就業準備，設置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五、開發就業機會：透過公開表揚進用中高齡及高齡者績優單位、運用僱用獎助獎
勵雇主進用及提供雇主中高齡及高齡的人力運用手冊等措施，鼓勵雇主釋出職缺，
開發適合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工作機會。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除設置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之
國家機關組織規範外，本文擬以臺灣地區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問題意識與待決問
題背景、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以及前述統籌我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勞動人口
就業或聘僱事宜的必要性，予以依序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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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臺灣地區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人力情勢

 

 

依內政部統計，106年我國出生人口總數19萬3,844人，創近7年來最低紀錄；65歲
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在107年3月底達到14.05%，每7個人中就有1個是老人
，臺灣已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107年6月底最新統計已達到14.18%，預估再8年
即邁入「超高齡社會」，即每5個人中就有1個是老人；加之，106年我國育齡婦女
總生育率為1.125，即使最近的龍年也才1.270，低於人口替代水準的2.1甚多。在少
子化及高齡化的人口結構發展下，我國15歲至64歲工作年齡人口占比，已於101年
達最高峰74.22%後逐步下降，107年6月底最新統計為72.79%，目前雖下降幅度不
大，但預估邁入「超高齡社會」後即會巨額下降，至2060年僅占52%，將與日本、
南韓同列於最低國家之列；而工作年齡人口數已於104年達最高峰後逐步下降，105
年工作年齡人口1729.2萬人，較104年減少7.6萬人；106年1721.1萬人，較105年減
少8.1萬人，加上國人退休年齡早，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勞動力參與率低於日本、南韓
、美國等主要國家。如何活化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勞動力是維持我國勞動力刻不容緩
的重要議題。

 

參、 臺灣地區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問題意識與待決問題

 

 

就業年齡歧視為目前就業服務法中就業歧視的首位；中高齡者尋職時所遭遇之困難
以「年齡限制」占 47.73%最多。

 

 

中央大學國鼎講座教授李誠曾示警，台灣已出現男性未滿五十五歲就「急退」的現
象，且趨勢持續往下，有違外界認知的「常理」，呼籲政府正視「消失中的中高齡
男性勞動力」, 勞動部說，經與專家學者初步討論，可能與企業成本考量鼓勵優退
或予以資遣有關，但中高齡再找工作不易，因此未再就業，也可能是表面失業但實
際有就業，沒有被調查到；俟後，李誠也說：接到很多讀者的來信，他們正在50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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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年齡，生涯或職涯正要更上一層樓，負擔也最重，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卻被
雇主或人力資源管理部門主管叫進辦公室，說要他們優退，也就是給他們比勞基法
更優的一年薪資要他們自動辭退。或許他們是接近了退休年齡，但無法向周圍親友
說出「被公司辭退」的話，多數只能說，「生涯另有規劃」、「自動辭職」，實際
上是被雇主或人力資源部門逼著辭職。雇主與人資部門認為中高齡員工，年紀大了
工作績效下降，體力衰退，反而因較多年資較高薪，貢獻與薪資不成正比，於是把
他們辭退，以便聘請更年輕的勞動人口來代替中高勞動人口。此種問題必須正視，
並納入立法規範。

 

 

肆、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草案增修訂建議

 

 

    一、 適用範圍的討論

 

草案界定適用範圍為45歲以上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本文建議參考日本與南韓的規
範，適用對象定義為55歲以上，理由如下：

 

        (一)、依「就業服務法」第2條第4款之規定，中高齡者雖係指45歲以上未滿
65歲之國民；但依「勞動基準法」第53 條第1款之規定，勞工工作15年以上年滿55
歲者得自請退休，又依同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若非勞工年滿65歲，雇主不
得強制其退休。參考上述規定，所稱「中高齡者」，原則係指已屆得自請退休年齡(
55歲)但未達雇主得強制其退休年齡(65歲)之勞工；

 

        (二)、與主要國家相較，我國55歲以上勞參率與就業率，落差較大：與主要
國家比較，106 年我國 45～49 歲中高齡勞參率為 82.7％，與美國 81.9%、南韓
82.7%相當，低於日本 87.7%，隨年齡增長，與各國差距愈大，我國 55～59 歲與
60～64 歲之勞參率分別為 55.7%、36.7%，美國、南韓、日本則分別為70%與 56%
以上。限定55歲以上者為服務對象，較不會失焦，資源較能集中運用；況且已是高
齡社會，也要邁入超高齡社會，54歲以下已算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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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目前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也以55歲以上者為服務對象；

 

        (四)、OECD對高齡化與就業政策的國際比較以5
5歲為起點，訂55歲以上較易與國際接軌與比較。

 

此外，立法名稱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太冗長累贅，建議參考南韓，統稱「年長
者」，故本法全名為「年長者就業法」即可。

 

    二、 友善年齡就業環境的界定

 

草案第1條與第6條均提出「友善就業環境」，但在第4條用詞定義中付諸闕如，建
議參採2011年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UNECE)友善年齡就業政策架構如下圖示，予以界定。

 

另參考新加坡的規範，界定雇主續/再僱用年長者的資格判準，係指其健康情況良好
及工作表現紀錄令雇主滿意者。

 

    三、 勞動與僱用狀況按時發布與通報

 

參考日本與南韓的規範，訂定促進年長者就業基本計畫，南韓每五年為一期，我國
部份則建議配合總統任期四年為一期，於第3年的時候就該檢討實施成效，並修訂
計畫；

 

參照日本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52條，在立法中增設雇主向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報告
年長者之僱用狀況的義務，以便行政機關能及時掌握第一線的年長者僱用狀況之資
訊，並於發生變動時，得迅速採取必要的因應措施；行政機關亦得基於雇主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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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年長者公告最新的就業機會之資訊。雇主原則上應每年向地方行政主管機關提
出一次報告，惟雇主在三年內有就業年齡歧視或其他違規情事者，地方行政主管機
關得將報告期間縮短至三個月一次，另可參採雇主未提報僱用年長者狀況列罰則：
日本雇主未提報僱用高齡狀況處50萬以下日圓；資遣未通報處10萬以下日圓。

 

另鑒於國人高齡化趨勢日益顯著，為提供相關單位及早因應未來工作人力短缺情形
，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03年10月創辦「中高齡工作歷程調查」，蒐集45歲以上者人
力概況、職場生涯、工作轉折與困境、家庭照顧與負擔及養老經濟來源等資訊，俾
供政府規劃中高齡就業促進與退休安養政策之參據。只可惜之後未再調查與發行，
無法作變動情勢的了解與比較，既然已進入高齡社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宜列入按年
定期調查與發行。

 

此外，增訂｢雇主協助中高齡者轉職義務｣：參照日本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17條 ，
雇主應詢問預定離職的年長者是否需要求職活動支援，預定離職的年長者希望求職
時應充分考量其希望及職業能力，迅速製作並交付求職活動支援書。在製作求職活
動支援書時，應預先就有關再就業的基本事項與代表過半數勞工之工會，無此工會
者經過半數勞工之代表充分協商，並聽取勞工本人對於再就業及求職活動的意見，
以及關於求職活動支援書的內容及格式，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對雇主為必要之協助
與合作等。

 

    四、訓練規範宜更具彈性特質

 

參考南韓的規範，規定為中高齡者提供就業前的適應訓練，包括安全衛生內容，以
確保年長者方便適應工作環境；另也應配合特別考慮年長者的身心狀況，提供適當
的訓練。

 

    五、增列年齡歧視自由刑罰

 

參考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對於基於年齡因素非法解僱，又不遵守人力部長指導
者，處6個月以下刑罰，或科或併科5千新元以下罰金，如累犯則處12個月以下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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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科或併科1萬新元以下罰金，於違反勞動基準法第54條勞工65歲前非法解僱者(
逼迫提前退休)，處以刑罰或科或併科罰金等，以增加嚇阻作用。

 

 

伍、相關配合與整合措施

 

 

為統籌我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勞動人口就業或聘僱事宜的必要，草案中宜增列或於
相關法律增修訂事項：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1條要求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檢查，復依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第11條規定，對年滿六十五歲之勞工應每年檢查一次；對四十歲以上未
滿六十五歲者之勞工應每三年檢查一次；對未滿四十歲者之勞工每五年檢查一次，
違者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5條應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之罰鍰。然而現
實中仍有許多雇主未定期為勞工實施健康檢查，為保障勞工的健康，預防職災發生
，並使勞工的生產力能長久維持，減少年長勞工因健康因素而被迫退出職場的情形
，應加強勞動檢查，確保雇主履行其義務。參考日本經驗，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中
，需通報的人數，對年長者而言，需降低門檻；

 

    二、 參照日本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16條，將大量解僱年長員工作為啟動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程序的一個獨立要件，雇主不僅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4條事先通
報行政主管機關，且須遵守其他相關規定；另外須檢視雇主是否刻意選擇年長勞工
為解僱而有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13條的適用。參考日本經驗，積欠工資期間應優
先清償年長者，因年長者通常是主要的家戶所得來源；

 

    三、 刪除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付者，不得再行參加
勞工保險。」之規定，及參考日本立法例刪除就業保險法第5條年齡上限之規定，
以鼓勵及促進退休者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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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根據現行我國勞工保險之老年給付制度，由於相關規範對於被保險人得提
出申請給付之年齡條件相當寬鬆，因此實務上多數被保險人(包括非受雇關係者)於
滿足申請給付之條件而提出申請並受領後仍未真正離開職場；鑑於此，立法機關乃
於2008年修正勞工保險條例之相關規範，使得申請給付之年齡條件須逐年延後，藉
以與勞基法所定之退休年齡一致。換言之，現實上我國請領老年給付之被保險人(無
論是否為受僱關係之勞工)，於請領給付後仍從事相關工作者乃十分普遍。但基於年
長勞工繼續就業之保護(尤其是受雇者)，除原本之老年給付以外(無論一次或年金給
付)，就勞工保險制度中有關一般(私傷病)與職業傷病之給付乃顯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性，特別是未來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後，有關年長勞工之職災保險應與老年給付制度
之規範脫鉤，甚至應特別考量年長勞工之職災認定的基準，且不僅是生理(身體)上
的，亦應包括心理(精神性)上的之職災發生。

 

    五、 由於年長勞工於勞動市場之就業關係型態多屬於部分工時之勞動關係，但
就我國現行相關勞動規範，並未有針對部分工時勞工之特別保護法律，因此，就立
法政策上，未來於部分工時勞工之立法制度設計上，應同時檢討年長勞工於部分工
時勞動關係形態中就有關勞動契約與勞動條件上應予保護之必要性，藉以提高或維
持年長勞工繼續投入勞動市場之動機與意願。

 

    六、受僱者家庭照顧之協助措施可更具體實際

 

草案第24條僅規定：雇主對於其僱用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於其家庭成員發生嚴重
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有長期照顧需求時，得依其意願轉介所在地長期照顧機構
或單位，提供必要之協助，或提供支持受僱者家庭照顧之協助措施。其實主管機關
也應參考日本與加拿大立法例，宜有相關規範與作為：

 

        (一)日本家庭照顧休業給付替代率67%，並可以用半天請假，每年有三次合
計有93天；

 

        (二)加拿大富有同情心的照顧給付，是為必須暫時離開工作的人提供的就業
保險（EI）給付，以便為患有嚴重疾病並具有重大死亡風險的家庭成員（包括被保
險人和被保險人的配偶或同居伴侶）提供照顧或心理或情感支持，或安排第三方照
顧;。符合條件的人最多可享受最長26週的體恤照顧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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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敘薪制度/漸進式退休

 

日本與南韓等立法例，當中高齡者生產力無法達到薪資的水準之後，就會透過減薪
的方式或鼓勵讓位，擬再增加年長者勞動力參與率，能讓薪資與生產力之間達到平
衡是關鍵課題。我國受僱就業者績效敘薪制僅占3.03%，可能以生產力/績效敘薪取
代目前的年資本位薪資制度嗎？該將此種立法經驗納入嗎？阻力很大，除非勞雇團
體真能不斷對話產生共識，倡議薪資高峰制與用就業保險經費的補貼與基於績效而
非年資的薪資制度等暫緩立法，或可以鼓勵讓有意願者先行試辦。

 

OECD早在2006年就倡議，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社會如果要鼓勵延退，沒有在敘薪制
度上作合理的變更，雇主很難接受，2015年的高齡化和就業政策主軸建議也倡議：
透過更多的工作和退休過渡的靈活性，鼓勵更長期和更令人滿意的職業，包括透過
促進分階段/漸進性退休(phased retirement)，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照顧，並允許養老
金與工作收入相結合；鼓勵雇主和員工代表確定機制，以促進所有年長員工，甚至
是處於脆弱狀態的年長員工，包括審查其製定薪酬的做法，以反映生產力和能力，
而不是年齡。因為我們習慣用年資來敘薪，但是當年長者到某一個年齡之後，因體
力眼力受限，生產力或績效無法達到薪資的水平，對雇主來說不划算，我國年齡組
別薪資的最高點是45歲-49歲，50歲之後就逐漸下降，所以才會有日前媒體報導：5
0歲以上中高齡者職場急退現象。年長者薪資調整需有勞資共識；薪資制度重建，
將目前以年資敘薪改成以績效或生產力敘薪，立法規範可行性不高，除非勞資雙方
不斷對話達成共識再施行。

 

此外，草案第9條就業權益政策諮詢小組似宜包括失業/退休代表等權益關係人；第
10條提供職場指引手冊外，可參考新加坡再加資訊與經驗分享網站，並可發布勞雇
政三方指引；第19條健康照顧與第20條職業訓練等補助可增列全部主管機關，而不
侷限於僅中央主管機關等。

 

作者郭振昌為台北市銀髮人才就業諮詢顧問、職場社會工作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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