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託民間機構辦理職業訓練之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作業說明



依據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係為安定失業勞工及特定對象失業者於參加職業訓
練期間之基本生活，使其能安心參訓，並促進其迅速再就業。

就業保險法(非自願性離職者)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符合就業服務法§24之特定對象)

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

性侵害被害人就業促進補助作業要點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就業促進辦法

目的



就業保險法非自願性離職者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流程

非自願性
離職者
(被保險人)

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

訓練單位 勞工保險局

求
職
登
記

推介單+就業保險職業
訓練生活津貼給付申請書
及給付收據(一式二聯)

開訓當日線上
傳送申報資料

給付收據
一聯寄回就業中心留存

給付收據
一聯交申請人收執

按月撥發至申請人帳戶





















申領人 訓練單位 桃竹苗分署

開訓後提出申請

15日內

1.收齊學員申請資料
2.ITS系統輸入學員申請資料
3.備齊應備文件函送本分署

2日內

2週內

相關資料審核+撥款
收到款項後「按月即時」發放津貼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流程

※如須補正資料者，應於接
獲通知之次日起3個工作日
內完成補正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審核流程說明

一、書面審核。

二、審核系統第1階段勾稽查核(2年內請領紀錄、

是否具備非自願性離職者身分、是否請領

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退休金) 。

三、審核系統第2階段勾稽查核(參訓期間是否

有勞工保險加保紀錄)。



補助對象-特定對象
＊就業服務法§ 24

1.獨力負擔家計者

2.中高齡者

3.身心障礙者

4.原住民

5.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6.長期失業者

7.二度就業婦女

8.家庭暴力被害人

9.更生受保護

10.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如:15歲以上未滿18歲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

指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得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
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

＊性侵害被害人就業促進補助作業要點
性侵害被害人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法
高齡者



訓練單位應備文件

1. 公文

2. 全期課表(請蓋單位印章)

3. 印領清冊一式3份(請單面列印，並加蓋申請人私

章、承辦人及主管人員職章、單位印章)

4. 訓練單位之金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新單位請附註

單位統一編號及地址)

5. 領據(請註明開立日期，並加蓋承辦人及主管人員

職章、單位印章)



學員應備文件
1.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表正本(請雙面列印或蓋騎縫章)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3. 申請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相關津貼切結書正本(請雙面列印或
蓋騎縫章)

4. 其它相關身分別證明文件(除應提供之正本文件外，影本文件請
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 以上資料請依序裝訂
⚫ 學員申請資料依印領清冊的順序排列編冊，並請以A4尺寸為準
⚫ 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相關表件請至：

桃竹苗分署網站>為民服務>下載專區>相關表單>生活津貼相關表件
⚫ 請注意申請表件更新資訊。



簽名加蓋章並
填寫日期

請依申請身分類別填寫

學員為未成年者
須請法定代理人
簽名加蓋章並填
寫日期(自112年1
月1日起滿18歲為
成年)

請依申請身分類別勾
選，未列項目請勾選
「其他」並填寫該身
分別及檢附文件

姓名須與身分證完全一致
(使用異體字或有並列英文
拼音及符號者皆須一致)
Ex：
溫≠温、峰≠峯、穎≠頴、
鳳≠鳯、豔≠艷
全名:王小明Rilix．Waris



請填上訓練單位全銜，並確實蓋章及填寫審查日期



1.依實況勾選。
2.項次1勾「是」時需再勾選已
領取及相關資格。

3.項次2及4勾「否」者不符申請
資格。

4.屬二度就業婦女者項次 3勾
「是」，並填家庭因素具體事
由。

5.項次6勾「是」者請續填項次7：
(1)切結無工作起日：至遲可填

開訓日(長期失業者按規定
不可分段切結，一定要填工
會加保日)。

(2)切結無工作迄日：務必填至

結訓日。

依實況填寫



請簽名或蓋章

依實況勾選

請填日期

學員為未成年者
請法定代理人簽
名或蓋章(自112
年1月1日起滿18
歲為成年)



各身分別應備證明文件
申請類別 應繳文件

獨力負擔家計者
1.本人及受扶養親屬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2.15歲至65歲受撫養親屬之在學或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3.獨力負擔家計切結書。

中高齡者 45歲≦中高齡者≧65歲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開訓日滿45足歲)

身心障礙者 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文件影本。

原住民 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鄉、鎮、區公所開立申請人核列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文件）。

更生受保護人 出監證明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更生保護會開立之證明註明影本無效
者則須提供正本)。

二度就業婦女
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力市場證明文件影本(如以親屬重大傷病證明資料影本
或身心障礙證明佐證因家庭照顧因素、以戶口名簿證明結婚、生育或家
有老年親屬等)(親屬範圍參照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勞工喪假喪亡對象)。

長期失業者 勞保投保明細正本、參訓前1個月內(含)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之求職登
記證明文件正本。

外籍配偶、陸港澳配偶
(新住民)

1.臺灣地區配偶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2.有效期間之居留證明文件影本。

家庭暴力及性侵被害人
1.直轄市、縣(市)政府所開立之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
2.保護令影本。
3.判決書影本。

15歲以上未滿18歲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切結書。

高齡者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開訓日逾65歲)



(1)以切結書為未就學未就業之認定文件。

(2)年滿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失業或待業者。

(3)確實完成國民義務教育且未就學者。所稱完成國民義務教育

係指國民中學畢業或肄業，未就學係指無學籍或休學中。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就
學未就業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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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者

▪ 相關函釋認定說明：

1. 需檢具於開訓日前1個月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證明。(98年7月29日職業字第0980064755號函)

2. 「連續失業期間達1年以上」是以失業者至公立職業訓練機構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資格認定之日起往前

推算。(99年2月23日職業字第0990071111號函)→故參訓學員自開訓日起算

3. 認定長期失業者要件時，服兵役期間不予列計。 (98 年 7 月 29 日職業字第 0980064755 號函 )

→役齡男子請提供退伍或免役證明影本

4. 具學生身分期間未工作者，不予計入長期失業者之失業期間。(99年3月24日勞職業字第0990511208號函)

→近年畢業者請提供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5. 有關「連續失業期間達1年以上」…該期間有參加勞工保險未滿14日者，其失業期間於扣除該未滿14日之就

業期間後，仍視為連續。(99年2月4日職業字第0990070353號函)

6. 失業者失業期間再就業並投入勞工保險，雖未滿14日即離職退保，仍應屬本法(就業服務法)第2條第5款規定

所稱「勞工保險退保」。 (99年2月4日職業字第0990070353號函)

認定要件(就業服務法第2條第5款)：
⚫ 連續失業期間達1年以上。
⚫ 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6個月以上
⚫ 最近一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

110/12/31開訓110/7/1-7/5短暫加保5日109/12/27

視為連續失業1年
EX：



獨力負擔家計者

▪ (1)配偶死亡。

▪ (2)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六個月以上未尋獲。

▪ (3)離婚。

▪ (4)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婚之訴。

▪ (5)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 (6)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

▪ (7)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

▪ (8)其它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單位轉介

之情況特殊需提供協助者。

⚫ A.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撫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配偶之
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



⚫B.因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同居關係之成員，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

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者。

⚫C.因原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死亡、失蹤、婚姻、經濟、疾病或法律因素，致無

法履行該義務，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血親者。

◆有關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受撫養親屬之「在學證明」或「無工作能力證明」
文件影本指：

 25歲以下仍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就讀在學證明文件 .但不包含就讀
空中專科及大學、高中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
課或遠距教學。

 罹患重大傷病，經醫療機構診斷必須治療或療養3個月以上診斷證明文件

◆未婚子女扶養直系血親尊親屬，除係民法所訂及家庭倫理，尚屬現今一般社會
結構之現象，難謂為需特定協助之就業弱勢族群，而成獨力負擔家計者之範疇
(99年6月11日職業字第0990074007號函)

獨力負擔家計者



定義(勞動發特字第10405074311號令)：

⚫指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二年以上，重返職場之婦女。

⚫退出勞動市場期間，自該婦女最近一次勞工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未有勞

工保險投保紀錄者，自其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服務證明所載離職日之翌日起

算。

二度就業婦女

▪ 相關函釋認定說明：

1. 所稱二度就業婦女之「家庭因素」，應非以結婚或照顧子女因素為限，凡結婚、生育、

料理家務或照顧家庭成員等相關因素，均屬之。(參照99年5月14日職業字第0990130678

號函)

2. 「退出勞動市場二年以上」，該期間係依據勞保閘門查詢結果為非加保中計算之，以

「二年」為計算單位，非以730日(365日*2)計算。如果求職者曾加保職業工會或尚加保於

職業工會中，需由求職者自行切結無工作。(99年4月30日職業字第0990072732號函)

3. 二度就業婦女於退出勞動市場期間曾參加公法救助方案，囿於其係屬就業促進及協助措

施性質，尚非可謂實質重返職場就業，故可扣除該期間後與參加前之未就業期間併同計

算達二年以上。短暫就業 (未滿14日 )亦可扣除後往前併計 (99年5月11日職業字第

0990073101號函)



補助額度

一. 每月按基本工資60%發給，最長以6個月為限；申請人為身心
障礙者，最長發給1年。

二. 職訓生活津貼係按申請人實際參加訓練起迄時間以30日為1個
月計算，第2個月以後未滿30日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10日（含）以上且訓練時數達30小時者，發給0.5個月。

 20日（含）以上且訓練時數達60小時者，發給1個月。

※上課起迄期間未滿30天，不得發給津貼。

113年生活津貼
每月16,482元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3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不得申請本項津貼)：

ㄧ、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

二、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三、已領取軍人退休俸

四、已領取公營事業退休金

前列人員符合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
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
得適用本辦法。

補助限制



補助限制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26

✓二年內合併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
貼或補助，最長以6個月為限。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最長以12

個月為限。
(二年內起算日期係以該學員參訓之始日起往前推算二年內。)

✓同時具就保非自願離職身分之特定對象，應優先以就保非自願
離職身分請領就保法職訓生活津貼。

✓領取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不得同
時請領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職業訓練。

※不得申請者請勿送件。



資格審核相關說明

◆符合失業者身分─開訓後學員勞保明細尚未顯示退保
日期者，請勿先送件，待明確後再另送。

◆加保於「農、漁會」(即農、漁保)或勞工保險加保於
「職業工會」、「裁減續保」或「職災續保」的狀況，
在符合特定身分的狀況下則仍可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惟應確實填寫“切結書”以擔保確實無工作。
ps.加保於漁會或農會者，無法以長期失業者及二度就
業婦女身分申請生活津貼。

◆以開訓日做為特定對象身分認定日，例如外籍或陸港
澳配偶於開訓後2日取得身分證，不影響請領資格。



◆公司負責人(公司法§ 8)

▪ 依據本署105年2月17日發訓字第1052500120號函，有關具公司行(商)號負責人身分之民眾，
報名參加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之認定原則如下：

一、查失業者職業訓練之訓練對象為失業者，考量具公司行(商)號負責人身分之民眾，

推定其有從事事業經營，已非失業勞工，故不得參加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

二、惟為保障失業民眾之參訓權益，於失業期間擔任公司行(商)號負責人之民眾(以下

簡稱申請人)，如檢具證明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仍得報名參加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

1.擔任公司行(商)號負責人之單位(以下簡稱該單位)屬非營利事業之證明文件。

2.申請人已無從事事業經營者：

(1)該單位已依法停(歇)業或解散之證明文件。

(2)該單位已依法變更負責人，應檢附向目的事業之主管機關或財稅主管機關變更登

記之證明文件。

(3)該單位出具與申請人解除或終止董事或監察人等委任關係之證明文件，或申請人

與該單位解除或終止董事或監察人等委任關係之證明文件。(依民法第549條及公

司法第199條、第227條等規定)

(4)申請人遭該單位冒名登記為負責人，且無法提供上開證明者，應檢附向檢察機關

提出告訴之證明文件。

資格審核相關說明



溢領追繳、不實請領之相關規定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28

✓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津貼或有溢領情事者，發給
津貼單位得撤銷或廢止，並以書面限期命其繳回已領
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因不實領取津貼經依前項規定撤銷者，自撤銷之日
起二年內不得申領本辦法之津貼。

※「不實請領」指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津貼
或為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者。



訓練單位行政作業配合及注意事項
◆請善盡告知義務、確實說明生活津貼請領規定，建請發給
參訓學員手冊(並製作簽領單請學員簽名) 請學員詳閱申請
規定，切勿承諾學員一定可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課程安排須符合全日制規定

✓訓練期間滿1個月以上

✓每星期上課4天以上

✓每天上課4小時以上。

✓每月訓練總時數100小時以上。

(以上4項須同時符合，缺一不可，申請資料請附全期課程表)



◆刪改文件：
✓ 避免以「立可白」類用品刪塗，若有需要修改，請以「畫線刪除」

的方式。Ex: 請領金額:11428

✓ 刪改處應加蓋申請人私章或承辦人職章更正
(各類切結書皆請蓋申請人私章)

◆證明文件：
✓ 若為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章並請當事人簽章。
✓ 檢附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影本者：

(1)全戶之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影本(以原住民身分申領者，得
附個別戶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等證明資料影本)。

(2)記事欄請勿免除。

訓練單位行政作業配合及注意事項



◆印領清冊：
✓ 列印清冊之姓名須與身分證完全一致(如使用異體字或有並列英文拼音及符

號者亦皆須一致)。
✓ 申領人名字與印章須相符。
✓ 申領人的印章請勿模糊不清，且請勿使用便章。
✓ 請勿缺漏承訓單位章、單位主管、會計人及承辦人用印。

◆公文:
✓ 請注意發文日期。
✓ 公文內容請註明：

1.計畫名稱、班別
2.津貼匯入訓練單位帳戶之銀行及分行別、帳號、戶名(全名)

✓ 若同時有兩個班申領，請分別以兩份公文送達本分署。

◆學員勞保明細資料：
✓ 無須再請學員提供，請訓練單位於ITS檢視。
✓ 請訓練單位協助以下身分學員於ITS列印並檢附學員勞保明細資料

(1)長期失業者
(2)二度就業婦女
(3)加保職業工會、農會、漁會者

訓練單位行政作業配合及注意事項



公
文
參
考
內
容



◆匯款帳戶名稱請與訓練單位名稱一致

◆請以學員「實際到訓日」作為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起
始日，避免有不實領取之狀況發生。

◆津貼轉撥：
✓ 收到本分署核撥之生活津貼後，應按月即時（不超過3個工作日）以

匯款或轉帳之方式將生活津貼轉撥予學員，若學員因特殊情形無法提
供帳戶，應檢具相關佐證資料及切結書後方可以其他方式（例如：郵
政匯票）將生活津貼轉撥予學員。

◆提供津貼撥付證明：
✓ 全期生活津貼核撥完畢後15個工作日內，將生活津貼撥付證明文件以

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方式回報本分署。

訓練單位行政作業配合及注意事項



學員離、退訓生活津貼繳回作業
一、於ITS系統「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功能項下之「離退作業」鍵

入學員離退訓紀錄，並列印離退清冊1式2份(需加蓋單位及承
辦人印章)。

二、函送繳回生活津貼相關資料：

1.公文。

2.離退清冊1式2份

3.繳回津貼之匯票、支票或匯款證明。

✓請於學員離、退訓後15日內辦理津貼繳回事宜。



補充說明

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者參加職業訓練需經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進行職訓諮詢並推介之機制，請
依本署103年12月27日勞動發訓字第103981530
號函辦理。(權益說明請參閱附件)



附件
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者參加職業訓練需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進行職訓
諮詢並推介之權益說明暨同意書
三、權利義務：
(一)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二)本人如堅持不願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及接受職訓推介
，依規定不得請領就保法所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另本人如同時符
合就業服務法第24條所定之特定對象身分，依規定亦不得請領就促辦
法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三)本人如因非可歸責於己之因素而於參訓後始得知本人具有就保非自
願離職身分時，仍得繼續參訓，惟因已喪失請領就保法所定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之條件，故不得請領就保法所定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條件。
另本人如同時符合就業服務法第24條所定之特定對象身分，得依規定
請領就促辦法所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惟如有訓後2年內曾領取就保
法與就促辦法所定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
或補助合計超過6個月(身心障礙者為12個月)之情事，將依規定繳回溢
領之就促辦法所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感謝各位配合
祝順心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