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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補充資料 

廖震 老師提供 

一、勞動基準法修正第 54條（113年 7月 31日公布） 

第 54 條 

Ⅰ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一、年滿 65 歲者。 

二、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Ⅱ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得由勞雇雙方協商延後之；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

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 55 歲。 

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修正第 7條、第 9條、第 29條及第 36條條文（113

年 7月 31日公布） 

第 7 條 

Ⅰ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至少每 3 年訂定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就業計畫。 

Ⅱ前項就業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職務再設計。 

二、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職場友善。 

三、提升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職業安全措施與輔具使用。 

四、辦理提升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專業知能之職業訓練。 

五、獎勵雇主僱用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六、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延緩退休及退休後再就業。 

七、推動銀髮人才服務。 

八、宣導雇主責任、受僱者就業及退休權益。 

九、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部分時間工作模式。 

十、其他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之相關事項。 

Ⅲ地方主管機關應依前二項就業計畫，結合轄區產業特性，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 

第 9 條 

為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主管機關應提供職場指引手冊，並至少每 2 年更新一次。 

第 29 條 

Ⅰ雇主對於所僱用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得於其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規定時，或第 54

條第一項第一款前二年內，提供退休準備、調適或再就業之相關協助措施。 

Ⅱ雇主依前項規定辦理時，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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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配合國家產業發展需要，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開發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產業及就業機會。 

三、勞動部對於此一部分之政策說明 

（一）立法院民國 113 年 7 月 15 日日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之修正（後於同年 7 月 31

日經總統公布），明定勞雇雙方得協商延後強制退休年齡，勞動部表示，本次之條文修正，

代表社會各界對於高齡者勞動人力持續投入勞動市場的支持。 

（二）勞動部說明，《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勞工非年滿 65 歲，雇主不得強制

其退休，其立法意旨，係規範勞工持續受僱至年滿 65 歲前，雇主不得任意強制勞工退休。

本次立法委員提案修正《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規定，明定勞雇雙方可協商延後強制退休

年齡，將勞資協商明文列為法律，一方面可以讓資方鼓勵高齡勞工續留職場，另一方面亦

能讓有意願繼續留在職場的高齡勞工能有與資方協商的權益，對於勞雇雙方係為更進一步

的退休保障之修正。 

（三）勞動部提醒，依《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 12 條規定，「雇主對求職或受僱之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不得以年齡為由予以差別待遇。」所謂差別待遇，包括「薪資之給付或

各項福利措施」等事項。因此，如勞雇雙方已依《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規定，經協商同

意延後勞工之退休年齡後，雇主除有正當事由外，不得對逾 65 歲繼續工作之勞工有降低

薪資給付及其他勞動條件等不利對待，否則，地方勞動主管機關依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

進法第 41條第 1項論處雇主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負責人姓名（同法第 42 條）。 

（四）勞動部進一步説明，因《勞動基準法》係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勞動部鼓勵雇主及勞工可

依事業單位的工作性質及人力需求等，於團體協約或勞動契約協商約定優於《勞動基準法》

之勞動條件。未來勞動部也將持續透過各種管道加強宣導，鼓勵高齡者持續投入勞動市

場。 

四、勞工退休要件（重要考點；勞動福祉退休司之說明） 

勞工退休分為「自請退休」與「強制退休」。兩者之區別在於，「自請退休」的發動權為勞

工，「強制退休」的發動權在雇主；如雇主所定之勞工退休金標準優於該規定時，可從其規定。 

（一）自請退休（勞基法第 53條） 

1.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 

(1)工作 15 年以上年滿 55 歲者。 

(2)工作 25 年以上者。 

(3)工作 10 年以上年滿 60 歲者。 

2.凡符合自請退休要件者，勞工有權隨時請求退休，縱使雇主依勞基法第 11 條規定預告

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亦應依同法第 55 條及 84 條之 2 規定發給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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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制退休（勞基法第 54條） 

1.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1)年滿 65 歲者。 

(2)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2.勞工年滿 65 歲強制退休之年齡，得由勞雇雙方協商延後之；勞工如擔任具有危險性、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依照勞基法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 55 歲。 

五、問題研析：退休與資遣制度之區別 

（一）問題 

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修正施行後，勞雇雙方如協商不成，勞工想退休、但雇主不願意放人，

勞工能用自請退休的方式辦理；反之，若是雇主想讓勞工退休、不過勞工不願意，則雇主

必須以資遣的方式辦理，是否有誤？ 

（二）勞動部之說明 

1.退休與資遣係不同制度，本次《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修正，係將勞資協商延後強制退

休年齡明文列為法律，一方面可以讓資方鼓勵高齡勞工續留職場，另一方面亦能讓有意

願繼續留在職場的高齡勞工能有與資方協商的權益。至如勞資雙方未能協商合意延後退

休年齡時，應依原屆齡退休規定辦理。 

2.勞動部說明，本次《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修正增列「強制退休之年齡，得由勞雇雙方

協商延後之」，係明定勞雇雙方可依事業單位的工作性質及人力需求等，協商約定優於

《勞動基準法》之退休年齡。舉例而言，勞雇雙方已協商將退休年齡延後至 67 歲，則

勞工即可繼續工作至 67 歲；如果勞雇雙方協商不成立，則應回到現行規定，退休不會

變成資遣。 

3.勞動部提醒，依《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 12 條規定，「雇主對求職或受僱之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不得以年齡為由予以差別待遇。」所謂差別待遇，包括「薪資之給

付或各項福利措施」等事項。因此，如勞雇雙方已依《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規定，經

協商同意延後勞工之退休年齡後，雇主除有正當理由外，不得對逾 65 歲繼續工作之勞

工有降低薪資給付及其他勞動條件等不利對待，否則，地方勞動主管機關依法論處雇主

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