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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第 74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部 601 會議室 

主席：陳召集人雄文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到單                 記錄：黃碧蓮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第 73 次會議會議紀錄 

決議：會議紀錄確定。 

參、宣讀第 73 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 修正「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及外籍勞工

管理事項作業要點」第 5點，由現行 10％－15％修正為 15％－20

％。 

第71次會議決議：依第70次會議決議辦理，併列管事項第2案研

議，於下（第72）次會議前，應與縣市政府研商討論後送本管理

會。另如屬個別計畫申請補助、補助計畫申復、行政作業之問題

反映，或非屬政策面之建議者，先與行政單位討論後，再提報管

理會。 

決議：本案俟中央與地方就業服務業務分工原則及實施細節確定

後，再行研議統籌款比率。本案繼續列管。 

二、 有關 104 年就業安定基金預算規劃應增加弱勢婦女就業業務，且

應開放給非營利組織團體申請。 

103年第1次臨時會決議：請勞動力發展署針對如何讓民間參與女

性就業服務、輔導之課題，邀集專家學者先行召開專業諮詢會議，

如評估可行即研訂適當之補助要點，以增加民間參與。 

決議：解除列管。 

三、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安定基金 103 年度上半年重要計畫內部

管控審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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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次會議決議：請針對會中委員所提相關計畫(註：「103年及104

年臺灣就業通客服中心委外營運案」、「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及

「促進特定對象就業」)，於年度結束時邀請各委員參與座談會，

除進行計畫檢討，並討論明(104)年度執行方向。 

決議：本案勞動力發展署刻正安排委員參訪。本案繼續列管。 

四、 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就業安定基金補助計畫之績效獎勵制度

費編列事宜。 

第73次會議決議：本部將針對105年提高「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直轄

市及各縣市政府辦理各項計畫績效考核」獎勵金及獎勵制度進行

檢討。 

決議：勞動力發展署將針對獎勵制度與地方政府進行討論。本案繼

續列管。 

五、有關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地方政府「促進國民就業」新增提案計畫

(即第 2次提報)經費之核定及執行案。 

第73次會議決議：有關年度預算無法及時核撥之經費，導致地方

政府執行困難，將檢討執行機制。 

決議：本部 104 年就安基金預算經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初審完竣，後

續進行朝野協商並積極爭取立院支持，預計本年度將無本案

之疑慮。本案解除列管。 

肆、報告事項： 

一、外勞在臺人數： 

統計至 103 年 10 月底止，本國就業人數計 1,112 萬人；在

臺外勞總計 54 萬 253 人。較上年同期增加 6 萬 1,922 人(增加

12.95%)。 

(一) 產業外勞在臺 32 萬 2,739 人(與本國就業人數比率 2.90%註

1)，其中製造業外勞 30 萬 8,245 人（與本國製造業就業人數

比率 10.23%註 2)，營造業外勞 4,509人（與本國營造業就業人

數比率 0.51%註 3)，外籍船員 9,985 人（與本國農、林、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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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業就業人數比率 1.82%註 4)。 

(二) 社福外勞 21萬 7,514人(與本國就業人數比率 1.96%)，其中外

籍看護工 21 萬 5,377 人（機構及外展外籍看護工與本國醫療

保健社會工作服務業就業人數比率 2.98%，家庭外籍看護工與

本國其他服務業就業人數比率 37.08%註 5)，外籍幫傭 2,137人

（與本國其他服務業就業人數比率 0.39%註 6)。 

(三) 男性外勞在臺 22 萬 7,593 人(占外勞在臺人數比率 42.13%)，

女性外勞在臺 31萬 2,660人(占外勞在臺人數比率 57.87%)。 

決議：洽悉。 

二、就業安定基金收支情形 

(一)基金來源部分： 

        103 年度截至 11 月底止累計實收數 132 億 4,394 萬 5 千元，

累計分配數 115 億 9,985 萬 1千元，執行率 114.17％，其中： 

1.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截至 11 月底止累計實收數 112 億 3,286

萬 4千元，累計分配數 99億 2,241 萬 1千元，執行率 113.21％，

主要係在臺外勞人數高於預期所致。 

2. 勞務收入：截至 11月底止累計實收數 13 億 3,923萬 9千元，累

計分配數 13 億 2,713 萬 1千元，執行率 100.91％。 

3. 財產收入：截至 11 月底止累計實收數 5,113 萬 1 千元，累計分

配數 4,046 萬元，執行率 126.37％，主要係定期存款利息收入所

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產業或社福外勞與本國就業人數之比率=產業或社福外勞在臺人數÷本國就業人數 

註 2：製造業外勞與本國製造業就業人數之比率=製造業外勞在臺人數÷本國製造業就業人數 

註 3：營造業外勞與本國製造業就業人數之比率=營造業外勞在臺人數÷本國營造業就業人數 

註 4：外籍船員與本國農業就業人數之比率=外籍船員在臺人數÷本國農業就業人數 

註 5：機構及外展外籍看護工與本國醫療保健社會工作服務業就業人數之比率=機構及外展外籍看護

工在臺人數÷本國醫療保健社會工作服務業就業人數 

     家庭外籍看護工與本國其他服務業就業人數之比率=家庭外籍看護工在臺人數÷本國其他服務業

就業人數 

註 6：外籍幫傭與本國其他服務業就業人數之比率=外籍幫傭在臺人數÷本國其他服務業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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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撥入收入：截至 11 月底止累計實收數 1 億 703 萬 4 千元，累

計分配數 1億 827萬 8千元，執行率 98.85％。 

5.雜項收入：截至 11月底止累計實收數 5億 1,367萬 7 千元，累計

分配數 2億 157萬 1 千元，執行率 254.84％，主要係辦理外勞保

證金通知申領屆滿 5 年後，仍未辦理返還，轉列「雜項收入」科

目及廠商違約罰款收入等。 

(二)基金用途部分： 

        103年度截至 11月底止累計執行數 109億 2,403萬 4千元(含

預付數 16億 5,469萬 8千元)，累計分配數 115億 4,611萬 6千元，

執行率 94.61％，其中： 

1. 促進國民就業計畫：截至 11 月底止累計執行數 95 億 4,263 萬 1

千元(含預付數 13億 2,099 萬元)，累計分配數 103 億 3,522 萬 7

千元，執行率 92.33％。 

2. 外籍勞工管理計畫：截至 11 月底止累計執行數 8 億 4,998 萬 4 千

元(含預付數 2億 3,189 萬 4千元)，累計分配數 8 億 8,503 萬元，

執行率 96.04％。 

3. 提升勞工福祉計畫：截至 11 月底止累計執行數 3 億 8,544 萬 9

千元(含預付數 8,824 萬 3 千元)，累計分配數 1 億 4,241 萬 1

千元，執行率 270.66％，主要係因辦理退還關廠歇業就業貸款

案，所需經費奉行政院同意併決算辦理所致。 

4. 勞工權益扶助計畫:截至 11 月底止累計執行數 3,237 萬 9 千元

(含預付數 1,296 萬元)，累計分配數 5,130 萬 8 千元，執行率

63.11％，主要係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辦理勞工訴訟立

即扶助專案之行政費用及律師酬金，尚待依契約規定時程，由

該基金會於第 4 季結束後始得向本部提出經費核銷所致。 

5.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截至 11 月底止累計執行數 1 億 1,347 萬 3

千元(含預付數 61萬 1千元)，累計分配數 1 億 3,201 萬 5 千元，

執行率 85.95％，係依實際情形撙節開支，節省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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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截至 11 月底止累計執行數 11 萬 8 千元，

累計分配數 12 萬 5 千元，執行率 94.40％。 

(三)賸餘(短絀)部分： 

        103 年度截至 11 月底止賸餘 23億 1,991萬 1千元，加計期初

基金餘額 141 億 7,695 萬 5千元，共計 164億 9,686萬 6 千元。 

決議：洽悉。請於下次會議將本部與法扶基金會合作成果，向本管理

會委員說明，並安排委員至該基金會參訪。 

三、辦理「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辦理 102 年度各項計

畫績效考核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一)計畫緣由及目的： 

 1.本署自 93 年訂定「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辦理各

項計畫績效評鑑計畫」以來，至 101年共辦理 7次評鑑。 

 2.自 102年起，依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委員建議，由「評鑑」改為「考

核」作業，以協助及提升地方政府有效運用「就業安定基金」及落

實該基金之精神，並作為補助地方政府預算額度分配之參據，爰辦

理績效考核。 

(二)考核項目： 

本計畫考核指標分為「行政性」、「專業性」及「綜合評量」三大類，

其所佔權重分別為行政性指標 15%、專業性指標 70％及綜合評量

指標 15%。 

（三)考核結果： 

1.整體考核等第 

（1) 優等(考核成績逹九十分(含)以上者為優等)： 

新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臺中市政

府、彰化縣政府、高雄市政府、花蓮縣政府等 8縣市。 

（2) 甲等(考核成績逹八十分(含)以上者為甲等)： 

基隆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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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

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等 13個縣市。 

（3) 乙等(考核成績逹七十分(含)以上者為乙等)： 

連江縣政府。 

2.最佳創意獎 

102 年度最佳創意獎為新北市政府「職訓鮮體驗，輕鬆來一課」計

畫」及「家庭暴力暨弱勢婦女就業支持服務計畫」2 支計畫、臺北

市政府「勞動權益教材(含手冊及光碟)」及「OKWORK 幸福啟航-飛

越 32K」2支計畫、桃園縣政府「既來之、則『安』之—海外人生•

詩文圖影」1支計畫、臺中市政府「『外籍勞工訪視即時通訊』服務

計畫」1 支計畫、彰化縣政府「推動防制就業歧視微電影比賽暨行

銷計畫」1 支計畫、臺南市政府「青少年暑期工讀實習計畫－暑期

打工趣 職能大躍進」1支計畫、高雄市政府「築光.展夢.傳希望」

更生培能計畫」1支計畫、屏東市政府「移工天使培力計畫」1支計

畫，共計 10項計畫。 

3.優等地方政府值得參採事項 

（1)新北市政府：提升辦訓品質，確保學員訓後穩定就業，除訂定招標

評選機制篩選優質承訓單位外，並於契約書訂定結訓學員勞保勾稽

率須達就業率的 50%之規範，以保障學員訓後穩定就業；整體訓後

就業率和參訓學員滿意度均提升；開發 Goodjob人力網 APP 系統；

推廣試辦「外籍看護走動式照顧服務」，服務模式結合本國照顧服

務員與外籍看護工，提供「定點、彈性」計時或按次到宅服務。 

（2)臺北市政府：促進經濟型遊民之就業，針對夜宿臺北火車站之遊

民，特別推介擔任於臺北火車站及周邊之清潔工作；跳脫傳統就博

會格局辦理徵才活動，結合「幸福企業」評選星級以上之優良企業

共同參與；設置「臺北市產業人才資源暨就業促進聯繫會報」，以

整合產業發展局及勞動局的資源；辦理「醫勞永逸」專案計畫，效

果顯著，以防醫療院所內外勞仲介人員媒介非法外籍看護工，導致

民眾觸法。 

（3)新竹市政府：首創以新竹科學園區就業市場之跨縣市職訓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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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會議；微電影暨記者會聯合行銷弱勢勞工就業典範。 

（4)臺中市政府：查察違法外籍勞工案件量增加率 15%，違法案件增加

率 79%，成長迅速；外籍勞工諮詢業務，諮詢服務案件增加率 31%，

勞資爭議案件增加率 38%，終止契約驗證增加率 1.2%，服務量及成

效成長迅速。 

（5)彰化縣政府：辦理就業服務聯繫會報，有效發揮產政學資源整合的

力量，解決青年就業、廠商人才培訓及缺工等相關問題；校園求職

防騙暨認識職場宣導，較 101年增加 5場次及增加 6,320人。 

（6)高雄市政府：對承訓單位篩選輔導及參訓學員篩選、訪查異常追蹤

處理機制、產訓合作班聘僱保證書、對重複參訓者加強就業輔導、

開發「職能興趣量表」等；運用市府自有預算，辦理「移居津貼」

鼓勵青年返鄉就業；在學校內設置就業駐點服務。 

4.整體性尚需加強之面向  

（1）職業訓練： 

a.為提升職訓與就業之高關聯性，建議地方政府增加開辦產訓合作

班，由企業端先提供職缺，針對工作職場需上所需相關職能或工作

技術，設計開辦適合課程，以提升職訓與就業之關聯性。 

b.有關訓練單位挑選上，建議地方政府分析各承訓單位之特性及優缺

點，並輔導及加強其辦訓能力，或輔導訓練單位申請 TTQS 評核，

以提升訓練品質。  

（2）就業服務： 

a.在促進青年就業方案方面，鼓勵地方政府多提出提升職能訓練、職

涯輔導、工讀體驗、跨域就業、返鄉就業、在地就業、協助創業等

相關創新計畫，以落實青年就業政策。  

b.為因應國人赴海外工作趨勢漸增，建議地方政府加強宣導相關機

構，應依法向勞動部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設立後，始得從事

就業服務之業務。 

c.地方政府可與發展署就服中心、站、臺緊密連結並善用本部就業服

務資源，例如合辦各項就業博覽會，以加強求職求才者及訓後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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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就業媒合，以達到宣導及在地化的服務效果。 

d.部分地方政府在訓後未就業學員就業銜接問題，未有標準作業流

程，將建議除有專人提供一條龍就業服務外，建立標準 SOP，以提

供相關人員作業之依據。 

（3）外勞管理： 

a.有關勞資爭議案件協調會，除由受案人擔任協調主席外，建議地方

政府應有同仁一起參與，或由正式人員協調主持或結合勞資爭議協

調之民間團體協助調處。另在會議記錄部分，建議將參與者和訴求

者內容一併詳實記錄，以避免紀錄過於簡略容易發生爭議。 

b.近年來地方政府外勞業務量均有增加，應檢視外勞管理相關業務工

作流程或運用臨時工或委外人力協助處理文書工作，讓有限人力可

專注於核心查察與諮詢工作。 

c.將建議各地方政府應加強與在地 NPO組織結合，以提高諮詢輔導及

外勞相關業務推動績效。 

d.建議地方政府應針對外勞查察員，提供處理外籍勞工實際行蹤詢問

及紀錄、轉換雇主、暫時被安置在仲介公司等方面教育訓練，提昇

其管理能力。 

（四）考核結果後續處理事項 

1.頒獎表揚： 

考核成績評定後，成績列乙等以上地方政府之承辦人員除得敘記功

或嘉獎以外，成績列優等之地方政府並安排於年度全國勞動行政主

管聯繫會報上頒獎表揚，102 年度並給予 8 萬元之等值獎品；成績

列甲等及獲最佳創意獎之地方政府，亦於觀摩暨研習會上頒給獎狀

及 1至 2萬元之等值獎品。 

2.聯結預算： 

依「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及外籍勞工管理

事項作業要點」規定，地方政府未足額申請或計畫經費未獲核定，

致經費賸餘時，由本部收回統籌受理地方政府另申請之提案，並依

地方政府最近一期考核成績、行政作業配合度等項目，評選優良之

地方政府及計畫，按優先順序核給。考核成績列丙等者，其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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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額度減列 10%。 

3.觀摩暨研習會： 

102 年度考核成績評定後，本部即於 103年 9月 23 至 25日假桃園

南方莊園辦理觀摩暨研習會，除頒發成績列甲等及獲最佳創意獎之

地方政府獎狀及 1至 2萬元等值獎品外，並請獲優等及最佳創意獎

之地方政府人員進行經驗分享，提供相互學習機會，以提升就業安

定基金之服務品質；同時安排多樣化之專題演講，強化地方政府承

辦人員之專業職能。 

決議：洽悉。 

四、委託辦理「長期失業者就業促進資訊蒐集與就業服務模式建構計

畫」研究報告： 

本署自 102 年 11月 22日起至 103 年 11月 21日止委託台灣趨

勢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長期失業者就業促進資訊蒐集與就業服

務模式建構計畫」，委託經費新台幣 154萬元。透過長期失業者就業

促進資訊蒐集，以文獻探討台灣與英國、德國、瑞典、日本、韓國

等國家長期失業者就業促進資訊，並針對長期失業者及雇主深度訪

談、問卷調查及與專家學者焦點座談，蒐集各界專業意見及建議，

探究影響我國長期失業因素，檢討我國現行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服

務措施。期能瞭解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實際需求，協助排除就業障

礙，建構長期失業者多元化就業服務模式。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

回歸勞動職場。 

（一）研究發現 

1. 各國長期失業者就業政策及措施：英國強制 25歲以上長期失業者

參加工作計畫、德國針對中高齡者長期失業者提供前景計畫，成

功媒合中高齡長期失業者穩定就業後，追蹤 6 個月、瑞典企業僱

用失業週期越長者可獲得越多補貼、日本的工作卡記錄求職者完

整的學經歷、職訓、證照及職能評估等資料、韓國提供求職者完

成三階段成功就業方案，每一階段均提供津貼補助等，協助長期

失業者重返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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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響台灣長期失業者之因素：經分析長期失業者具備多種特定對

象身分，且有 50.4%中高齡身分，其中女性、50-59歲、專科或大

學、已婚且有養育小孩之受訪者占多數。長期失業者尋職困難，

其內在因素是具備多種特定身分、工作期待與就業市場現實不

符、自信不足與自我瞭解不足等；外在因素有工作技能及尋職技

巧不足、家庭照護需求、債務問題、福利依賴等。 

3. 台灣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措施：除提供「一案到底」個別化的就

業服務外，尚提供僱用獎助、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多元就業

開發方案、缺工就業獎勵等就業促進措施。研究發現就服人員對

於就業促進工具持肯定態度，認為使用就業促進工具確實可提高

雇主僱用意願；而對企業雇主的問卷調查發現，87.6%的企業雇主

表示長期失業情況不會影響僱用意願，有高達九成以上的雇主願

意持續僱用或未來僱用長期失業者。 

（二）研究結論與建議：不同類型長期失業者有不同的就業服務需求，

包括：有創業需求者、期待與能力不符者、職涯定向不清者、就

業意願不足者、自信不足者、尋職技巧不足者、有個人特定需求

者等，而應針對各種不同類型之長期失業者按其需求規劃不同的

就業服務模式， 

1. 失業給付認定與就業推介服務分流：辦理一案到底之就服人員辦

理求職核心業務同時又辦理失業給付及其他業務，影響深度服務

長期失業者之時間，建議予以分流，提升服務品質。 

2. 參採日本工作卡制度（職業職涯諮商、職業訓練、就業媒合整合

式就業促進機制）：整合求職者學經歷、職業能力培訓及就業媒合

等 3 項勞動履歷之功能，使雇主瞭解求職者完整履歷，提升進用

意願。 

3. 研擬導入 NPO 資源方案：鑑於長期失業者需要長時間、個別化之

深度服務，但在就業中心就服人力短期內難以大幅提升的情況

下，建議結合非營利組織資源，協力提供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 

4. 部分工時工作推介應規劃就業促進措施：針對有兼職工作需求者

制定就業促進措施，協助渠等覓得部分工時職缺，並進一步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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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職場，使失業者漸進式改善就業情況。 

5.提供就業適應服務，以協助長期失業者穩定就業：部分長期失業

者就業或創業後較易出現不穩定之情形，造成雇主的困擾。建議

就業媒合成功或創業後，就服人員必須持續追蹤關懷或提供就業

適應服務，期限至少為期 6個月。 

前述建議事項對我國現有長期失業者就業促進服務措施具有參考

價值，將納入研議評估規劃，以發展長期失業者就業促進服務模

式及流程。 

決議：洽悉。 

伍、討論提案 

提案                        提案單位：勞動力發展署綜合規劃組 

案由：研提「就業安定基金 105年度工作規劃重點」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有關籌編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編製作業時程及就業安

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9條規定辦理。 

二、 本部研提「105年度就業安定基金工作規劃重點說明送本管理會審

議，將依據審議意見修正後，據以供本部(含所屬)及地方主管機關

於 104 年 3 月底前研提 105 年工作計畫及經費概算送本管理會下

(第 75)次會議審查，以利 104年 4月報送行政院審議。 

三、 我國當前面臨了「高齡化及少子化」的勞動人口結構衝擊、「女性

及青年」勞動參與率偏低、就業人力資本的「高出低進」、青年轉

銜就業市場的「學用(訓)落差」及勞動人力的「晚入早出」等挑戰，

面臨產業界外勞需求殷切與社會期待適當外勞控管人數爭議以及

考量未來外勞來源國可能緊縮人力輸出之挑戰，雖然國家發展委員

會預估 104年的經濟成長率約在 3.1%~3.7%間，勞動部為因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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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相關經濟景氣與勞動市場之變動，推動多項促進就業措施，

以帶動就業市場活絡。  

四、 檢討 103 年勞動部運用就業安定基金所規劃及推動各項兼顧產業

發展及勞工權益的政策措施、加強辦理有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勞

工福祉及處理有關外國人聘僱管理事務，以協助勞工朋友穩定就

業，對於執行過程所遭遇挑戰與未來對策，分述如下： 

(一)面臨「人力資本已成為經濟及產業發展的主要動能」挑戰  

未來對策，為持續提升人力培訓的品質與績效，面對國際社會

經濟發展變化與人才競爭的壓力，除了就業率的提高外，更應鼓勵

產業界積極投入人才投資，建立各種職能基準，針對產業需求人

才，發展職能導向之訓練課程，以縮短訓用落差。 

(二)「產業缺工未能補實，但求職者就業亦不易」的考驗 

未來對策，為運用多元化促進就業工具，排除失業者就業障

礙。強化區域合作夥伴關係及地方資源連結，促進就業市場之供需

平衡。建構完整資訊系統及強化系統服務功能，提升服務品質及效

能。 

(三)持續面對「青年就業力不足，失業率高於整體失業率」問題 

未來對策，賡續推動跨部會「促進青年就業方案」，提供七大

面向促進就業服務。解決學用落差問題，針對青年各階段的職涯發

展需求，彈性組合學校、事業單位及職業訓練資源，協助在校青年

及離校青年推動多元化之訓練，協助及早回歸就業市場。 

(四)針對「特定對象及身心障礙者求職就業困難」方面 

未來對策，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公約施行法於 103 年 12 月 3

日實行，積極排除身心障礙者訓練與就業之障礙，協助渠等適性就

業。 

因應人口結構變遷，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排除就業障

礙，提高雇主僱用意願，提升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參與。 

(五)回應「國人赴海外就業權益保障需求日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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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對策，面對海外移動工作事實，推廣及適時更新「國人至

海外就業資訊」網頁，提供各國即時相關就業及權益資訊。另針對

仲介國人至海外就業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評鑑與加強管理。 

(六)「提升勞資爭議處理效能，落實勞動權益保障及提升勞工福祉」 

未來對策，強化訴訟外勞資爭議處裡管道，並提供勞工訴訟輔

助措施；辦理非自願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減輕其就學經濟負

擔；鼓勵企業推動工作生活平衡之環境。 

(七)落實「提升職場平權」方面 

未來對策，加強落實與宣導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服務法相關

規範。 

(八)改善「跨國勞動力之引進及聘僱管理機制」 

未來對策，訂定合宜之開放標準，研議新聘僱制度具體作法(如

補充人才缺口或評點制)。持續透過對話平臺，回應外界持續要求開

放或提高外勞核配比例：並積極拓展新來源國，加強外勞之各項聘

僱、管理機制。 

(九)因應「外國人來臺工作人數增加及申請審查效率」改善         

未來對策，隨外籍專業人員及外籍勞工來臺工作人數增加，配

合政府電子化服務時代來臨及提升審查效率，規劃推動網路線上申

審系統，以縮短申辦時間，提升行政效率。 

(十)在「公共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提升」方面 

未來對策，加強政策規劃、辦理成效考核與宣導，強化就業服

務據點效能與便利性，進而提升就業服務及訓練品質。 

五、 據此，103年度之執行過程所面對問題，本部研提 105年度將持續

規劃及推動各項兼顧產業發展及勞工權益保障的政策措施，並依以

下工作規劃重點，有效運用就業安定基金，加強辦理「促進國民就

業」、「提升勞工福祉」及「外籍勞工管理」等延續性或績效較佳之

計畫外，並推動重大政策或具創新性之計畫，分項說明如下。 

(一)在「促進國民就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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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立並參與政府機關間的人力資源聯繫及溝通平台，有效分享勞動     

趨勢與就業市場情報、以因應勞動力市場供需情勢之變化； 

  2、建立並擴大宣導「台灣就業通」之公共就業服務品牌，整合公私就     

業服務機構之各項促進國民就業資訊與措施，提升就業媒合及訓練     

效能； 

  3、針對仍偏高的青年失業率，配合行政院跨部會之「促進青年就業方     

案」之三年期計畫，統合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資源，推動相關青年促     

進就業措施，有效降低青年失業率； 

  4、協助弱勢就業人口就業，提供各項促進就業之政策工具； 

  5、擴大青年產學訓合作計畫，減少學用落差問題、並推廣人才發展品     

質系統(TTQS)並鼓勵企業建立多樣之職能基準，與培養未來人力資     

源； 

  6、推廣「自造者(Maker)」的勞動型態觀念與自造經驗導入本屬各分

署自辦職前訓練，並鼓勵民間訓練團體或機構建立自造者就業與創

業空間，並給與青年創業及就業之發展機會； 

  7、加強中高齡人力之運用，推動設立「銀髮人才服務中心」，建構「銀     

髮人才資源平台」，推動相關網路行銷措施，促進青銀共榮，相互

學習及技藝傳承；  

  8、建立分署區域運籌中心之運作模式，結合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技     

能檢定、創業服務與貸款、提供多元就業管道外、強化與區域內之

社會夥伴團體共同合作，創造有特色的人力供需模式。 

(二)在「提升勞工福祉」方面： 

  1、為能確保勞工舊制退休金權益，將加強辦理勞工退休準備金按月提

撥查核作業計畫； 

  2、鼓勵企業建構工作生活平衡的工作環境； 

  3、賡續辦理促進工作平等業務、提供勞工訴訟補助以及失業勞工子女

就學補助方案等。 

 (三)在「外籍勞工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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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應外勞來源國之可能變動，彈性調整跨國勞動力政策與開發新增

外勞來源國； 

  2、建立多元引進外國勞動力管道，推動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計畫，

運用各種數位軟體直接透過網路申辦以及因應與外國簽訂自由貿

易協定後之相關外國人簡便入台申請作業程序，強化充實 EZ WORK 

Taiwan專屬申辦網頁及白領與藍領線上申辦作業等措施； 

  3、健全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管理評鑑與建立優質服務人員之評選機

制； 

  4、健全外勞聘僱及管理制度，加強查緝逃逸外勞與宣導使用合法聘僱

外勞。 

六、 綜上，檢附「就業安定基金 105年度工作規劃重點」乙份，請委員

審議，並提供寶貴修正意見，以使 105年度之工作計畫重點符合社

會經濟發展之脈動，有效落實基金之運用效能，促進國民就業安全

之目標達成。 

辦法：檢陳「就業安定基金 105 年度工作規劃重點說明」乙份，擬依會

議決議修正後，據以辦理後續擬訂工作計畫及籌編經費概算作業。 

決議：本報告後續將參採委員建議修正後送請委員參考。 

陸、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