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勞動

疫情紓困 莫忘青少年勞工
「武漢肺炎疫情對青少年職場工作衝擊調查」

「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18歲以下學生校外勞動實況調查與研究報告」

台少盟青少年勞工紓困建言與政策倡議



調查對象

• 24歲以下有工作之青少年

調查方式

• 網路問卷

調查期間

• 4月23日～4月28日

調查人數

• 727份

武漢肺炎疫情對青少年職場工作衝擊調查說明



17-18歲

55%
15-16歲

20%

21-24歲

13%

19-20歲

12%

未滿15歲

0%

填答年齡比例

女

54%

男

46%

填答性別比例

18歲以下青少年填答比例7成5！



請問你是否有加入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

有，透過

任職公司

加保勞工

保險

37%
無

36%

不知道

23%

有，透過

任職公司

只加就業

保險

2%

有，透過

職業工會

加保勞工

保險

2%

部分工

時(打

全時工

作

➢ 超過一半無勞保或狀況不明

36%無勞保

23%不知道有無勞保

➢ 透過職業工會加保僅2%



近年歷次民團調查青少年勞保狀況比較

各年度民團調查報告 無勞保
不知道
是否有勞保

有勞保

2015台少盟青少年勞動權益調查 24% 36% 40%

2019台少盟十八歲以下進修部調查 17% 32% 51%

2020全學研高中學生勞動權益狀況 21% 27% 52%

2020台少盟疫情對青少年職場衝擊調查 36% 23% 41%

➢ 平均約五成青少年缺乏勞保保障。

➢ 當中有三成青少年不知勞保狀況，顯見勞動教育與自主意識需加強。



23.10%
8.10%

6.30%

4.50%

2.60%

2.40%

2.00%

1.3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有，被減班工時變少

有，薪資變少

有，被放無薪假

有，被調整工作部門或時段

其他

有，直接被解雇

有，福利變少或暫緩

有，薪資延遲發給

有受影響

32%

無受影響

56%

暫無但公

司有規劃

12%

請問你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否有因為肺炎疫情而受到影響

➢ 4成4青少年感受到衝擊

➢ 3成2已受實質影響

➢ 影響樣態多元，近四分之一工時減班最多



哪個工作職場的青少年受到衝擊最大

受影響比例最高的職場 公司已有規劃，即將受影響比例
最高的職場

85.71%

71.14%
64.88% 64.29%

飯店民宿 櫃台零售 餐飲服務 貨運倉儲

35.29%

22.86%

17.86%

工地營造 工廠/加工 量販店/超商



哪個年齡層的青少年受到衝擊最大

45.56% 46.58%

60.95%

78.20%

15-16歲 17-18歲 19-20歲 21-24歲

➢15-18歲有約8成為部分工時的打工族。
✓受影響比例約為五成。

➢19-24歲全職工作比例約為4成。
✓此一年齡層的社會新鮮人超過6成
受到影響，21-24歲更接近8成。



請問你是否知道政府有哪些針對24歲以下青少年勞工的紓困方案

完全不知道

69%

清楚知道

16%

知道，但

不符合我

的需求

9%

知道，但

不知道該

如何申請

5%

知道，準備

開始申請

1%

有近7成青少年表示完全不知

道政府目前的紓困方案。



青少年勞工疫情紓困方案建議

一教育部及勞動部應提升紓困方案訊息能有效觸及青少年，並設置相關諮詢窗口，
申請流程應以清楚簡單為原則。

二教育部的學貸紓困、勞動部的就業媒合、失業協助以及衛福部的急難救助皆應
掌握優先協助的青少年對象與場域：
1. 19-24歲社會新鮮人族群。
2. 有經濟困難，需要以工作維持生活與家庭支出的弱勢青少年。
3. 工作職場，包含飯店民宿、櫃台零售、餐飲服務等。

三申請條件應符合青少年工作樣態，不應僅限於有無勞保作為條件。

四勞動部工作媒合與即時上工專案，應考量青少年勞工就學時間及交通工具有限。



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18歲以下學生

校外勞動實況調查與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摘錄)



18歲以下進修部學生工作原因

52.7%

負擔自己
生活費用

47.3%

分擔家計

62.5%

需要自己
賺零用錢

➢ 進修部學生主要工作原因是經濟壓力。
➢ 6成2需要自己賺零用錢，5成2需要負擔自己生活費

用，4成7須分擔家計(複選)。

其他工作原因
想要自己獨立 47%

想學工作技術29.5%

家人要求13%



進修部15-16歲工作人數

➢ 9成3進修部學生16歲已經有第一份工作經驗(約2萬人)。

93%

16歲已經有
第一份工作

經驗

45%

15歲有第
一份工作

勞基法規定：15-16歲為童工，工作
時間、場所與職業安全有特別規範。

勞基法規定：未滿15歲需
特別申請。

17%

14歲以下
有第一份
工作



進修部學生年紀越小(15歲)
越容易暴露在高風險職場
➢ 15歲5成不清楚有無勞保，僅3成9符合最低薪資、

3成4不清楚是否符合最低薪資。

39%

符合最低
薪資

50%

不清楚
有無勞保

0.0% 5.0% 10.0% 15.0% 20.0% 25.0%

工廠加工

工地營造

水電工

汽修

20.30%

11.30%

9%

9%

15歲所在比例高於其他年齡之相對

高風險職場

18歲 17歲 16歲 15歲

34%

不清楚是否
符合最低
薪資



18歲以下整體進修部學生校外勞動條件

➢ 符合最低薪資約5成，對勞動條件與權益不清楚仍有2成3，
3成2不知有無納保，43%常會遇到不合理的狀況。

50%

符合最
低薪資
與納保

43%

遇到不合理
狀況

➢ 25%一天工作超過八小時
➢ 15%連續工作7天
➢ 13%隨意被安排與調整工

作時間

約23%

不清楚是否符
合最低薪資

32%

不知有
無納保



18歲以下進修部學生工作時數與天數
➢18歲以下進修部學生工時長與成人無異。
➢高達7成5學生每天工時5-8小時，3成5以上每周工作天數5天以上。

75%

每天工時
5-8小時

35%

每周工作
天數5天以上

行政院主計處調查：約５成的１５－１９歲青少年每周工作超過４０小時

學業、工作兩頭
燒
訪談中青少年表示
1. 常常無法準時上課
2. 只能放棄課業或勉強

維持
3. 上課常打瞌睡
4. 身體無法負荷



17

18歲以下進修部學生職場安全
➢職場環境危險，學生易有安全問題。
➢約1成曾工作到凌晨，4成曾在職場受傷，1成
受傷送醫。

約12%

深夜或凌晨
工作

40%

曾在職場
受傷

10.7%

曾在職場
受傷送醫

➢ 六成學生曾接觸過有危險的器具。
➢ 多數學生雇主都有安全教育。

根據勞動部統計近五年青少年的職災千人率雖自2013年的6.94逐步
降至2017年的4.20，降幅達39.4%，且職業災害給付件數也減少116

人次，但青少年的職災千人率仍較整體職災率的平均高。



一.勞動部應擴大青少年就業政策的服務對象：優先保障弱勢青少年，修正就
業服務法第24條，增列階段性就業困難與初入職場的青少年，納入如進修
部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勞工。

二.勞動部與教育部應合作提升青少年勞工納勞保比例：應促使職業工會提升
協助未滿五人職場工作的青少年勞工納勞保之比例，並加強宣導納勞保重
要性。

三.加強青少年職場勞動檢查：納入青少年就輔員成為陪同勞檢員，提升勞檢
品質。

四.修勞基法保障夜間工作青少年權益：針對18歲以下於深夜工作之青少年勞
工，應修法保障其夜間工作必要之保護性措施，避免成為危勞。

整體青少年勞動政策制定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