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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市勞工因疫情所遭受衝擊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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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勞工

因疫情所

遭受衝擊

概況

通報協商

減少工時

大量解僱

資遣

通報

失業給付



通報協商減少工時件數增加本市勞工因疫情所遭受衝擊概況

26%

21%

20%

15%

3%

15%

製造業 批發業 服務業 餐飲業 零售業 其他產業

製造業53家
占比最高

批發業42家

服務業41家

其他產業30家

109年度1月截至4月30日累計主動

通報203家，累計通報3,236人

108年同期主動通報家數5家，

累計通報950人

通報家數比
去年同期增
加198家，
人數增加
2,2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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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勞動部「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事業單位與勞工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
應確實通報事業單位所在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洽辦單位：本局勞動基準科

餐飲業30家



大量解僱通報件數增加本市勞工因疫情所遭受衝擊概況

事業單位通
報家數比去
年同期增加
2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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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同
期受理事
業單位報
送大量解
僱計畫書
者有 8家，
解僱人數
1,299人

109年截至
4月30日受
理 事 業 單
位 報 送 大
量 解 僱 計
畫 書 者 有
31家，解
僱 人 數 有
927人

 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規定，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時，
應於符合本法第二條規定情形之日起六十日前，將解僱計畫書
通知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揭示。

 洽辦單位：本局勞資關係科



資遣通報件數增加本市勞工因疫情所遭受衝擊概況

通報件數比
去年同期增
加1,068
件，
資遣人數增
加2,781人

108年同期
受理事業
單位資遣
通報件數
共計3,392

件數，通
報資遣人
數共計解
僱有5,120

人

109年截至
4月30日受
理 事 業 單
位 資 遣 通
報 件 數 共
計4,460件，
通 報 資 遣
人 數 共 計
解 僱 有
7,90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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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離職之10日
前，將被資遣員工之姓名、性別、年齡、住址、電話、擔任工作、
資遣事由及需否就業輔導等事項，列冊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

 洽辦單位：本局就業安全科



失業給付初次認定人數增加本市勞工因疫情所遭受衝擊概況

108年第1季
初次認定人數

豐原就業

服務站

臺中就業中心

沙鹿就業

服務站

333人

1,566人

447人

2,346人

109年第1季
初次認定人數

豐原就業

服務站

臺中就業中心

沙鹿就業

服務站

516人

1,762人

606人

2,884人

增加538人(增加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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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就業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辦
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
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
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接受推介就業
或安排職業訓練者。

 洽辦單位：豐原就業服務站、沙鹿就業服務站



陸續透過多元管道輔導勞資雙方、並宣導各項勞工紓困協助措施

指派專人或專案小組輔導事業單位共計150場次

3月17日迄今接收中廣電台等媒體專訪共計7場次

主動發布媒體新聞稿共計16則

事業單位紓困座談會共計2場次(每場約80人)

本市各區巡迴座談會(已辦3場次，後續安排定案11場次)

發行4,000本紓困方案簡介手冊及文宣海報逾10,000張

本局【渥克in台中】粉絲專頁貼文31則、觸及數約38.3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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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主動協助策略



本市各區巡迴座談會場次安排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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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局紓困三箭

本局

紓困三箭

青創貸款

利息補貼

員工訓練

補助方案

非自願性

失業勞工

生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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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創貸款利息補貼」延長1年本局紓困三箭

• 針對已申請青年創業貸款300萬以內之利息補貼，全

部利息由市府負擔，其補貼期限於109年1月至12月

到期之申請人

補助

對象

• 延長補貼期限由24個月延長為36個月
補助

標準

• 洽本局就業安全科(04-22289111分機35612)
申請

方式

• 109年截至4月30日止，共受理37案，減免91萬餘元

辦理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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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訓練補助方案-勞工大學產業員工專班本局紓困三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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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合法減班休息或未實施減班休息之事業單位及

勞工

補助

對象

• 凡單一事業單位或跨單位學員達10人以上即可開課(

因其他特殊因素經本局同意辦理者，人數不在此限)，

每案最高可申請64小時，訓練費用全額補助

補助

標準

• 洽本局就業安全科(04-22289111分機35614)
申請

方式

• 目前開辦2班，共計約80人
辦理

成效



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補助本局紓困三箭

• 年滿15歲，設籍本市且在本市工作之本國籍勞工依

規實施縮減工時及無薪休假三個月以上而終止勞僱

契約，且未能依就業保險領取失業給付者

補助

對象

• 生活補助：每人每次補助1個月基本工資額，最多2

個月

• 子女就學補助：國小、國中每名5,000元，高中以上

每名8,000元

補助

標準

• 洽本局勞動基準科(04-22289111分機35213)
申請

方式

• 109年截至4月30日止，共通過8件，補助17萬元
辦理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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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動部紓困措施

勞動部

紓困措施

充電再出

發計畫

安心就業

計畫

安心即時

上工計畫

自營作業者或

無一定雇主之

勞工生活補貼

勞工紓困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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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目的

計畫
內容

適用
對象

申請
方式

充電再出發計畫勞動部紓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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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受疫情或景氣影響致減少工時之在職勞工，透過
員工教育訓練，持續充實個人所需技能

經勞雇協議減班休息並經勞工主管機關列冊通報之勞
工及事業單位

洽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04-23592181分機1502)

◎參訓勞工: 依實際參訓時數，每小時補助158元訓練津
貼、每月最高120小時(最高18,960元)
◎參訓方式:事業單位自辦訓練、勞工自行參加中彰投分
署課程、勞工大學產業員工專班
◎事業單位:補助訓練費用最高350萬元

執行
成效

截至4月30日止，輔導申請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成案
4家次，補助人數107人



計畫
目的

對於受疫情影響減班休息的勞工，提供薪資差
額補貼及穩定在職勞工就業

計畫
內容

與雇主協議減班休息，經本局列冊通報的勞
工

適用
對象

申請
窗口

依照實施減班休息前後薪資差額的50%按月補
貼，每月最高11,000元，最長6個月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04-23592181分機2121)

安心就業計畫勞動部紓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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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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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目的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協助勞工參與由政
府提供符合公共利益之計時工作，並核給工作津貼，以降低薪資減損
對其生活造成之影響。

計畫
內容

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被保險人於申請登記日前1年內，具有投保勞工
保險紀錄，不限投保薪資即可申請。

適用
對象

辦理
情形

提供約800個公部門職缺之短期工作，每人每月最多服務80小時，每
小時158元，最高可領1萬2,640元工作津貼，為期6個月。

• 舉辦「用人單位說明會」：於109年4月16日召開「用人單位說明
會」，邀請經核定工作機會之機關派員與會；並於4月21日加開2場
次用人單位說明會。

• 受理逾1,500位勞工申請：截至4月29日止，共計受理1,502位勞工
申請，經審查合格通過計1,113人；經彙整各機關回報已面試錄取
計423人。

• 最快5月4日上工：各機關面試完成後即可開始排班，並通知進用勞
工自5月4日起上工。

宣
傳
文
宣

安心即時上工計畫勞動部紓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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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之勞工生活補貼勞動部紓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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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申請
期限

具中華民國國籍，3月底前已於職業工會參加勞保，且申請時
仍為加保中，另109年3月之月投保薪資為新臺幣2萬4千元
(含)以下， 107年度個人綜合所得未達綜合所得稅課稅標準新
臺幣40萬8千元

每人每月補助1萬元，一次發給3個月，
共計3萬元

洽所屬職業工會申請

109年4月20日至5月22日止



申請
對象

年滿20歲勞工，有工作事實即可申請

貸款
方案

申請人填寫相關申請表格向銀行申請，由銀
行依授信規定審核(目前共21家)

辦理
方式

申請
日期

每人最高貸款10萬元，還款期3年，第1年免繳
利息，由勞動部補貼，第2年起，利率1.845%

109年4月30日開始受理

勞工紓困貸款勞動部紓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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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失業勞工之協助措施

對失業勞

工之協助

措施

勞資爭議

調解機制

失業給付

失業者職

業訓練

就業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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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調解機制對失業勞工之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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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局臨櫃申請或線上申請

指派調解人

調查事實並開始進行調解

作出調解方案

當事人是否
同意
方案

否

是

調解不
成立

調解成立，視為當事
人間契約或團體協約

本
局
增
設
11

個
勞
資
爭
議
調
解
據
點

東勢區公所

沙鹿區公所

大甲區公所

太平區公所

和平區公所

烏日區公所

大里區公所

北屯區公所

南屯區公所

龍井區公所

潭子區公所



失業給付對失業勞工之協助措施

申請對象
非自願離職或定期契約屆滿

給付標準
按平均月投保薪資60%，有扶養眷屬者可加發最多
20%

給付期間
最長發給6個月，若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身心障礙
者，最長發給9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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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者職業訓練對失業勞工之協助措施

提供因疫情影響而遭非自願失業者或其他因素

致失業者職前訓練

參訓對象：15歲以上失業者或待業民眾

每月按基本工資60%發給(新臺幣1萬4,280元)，以
安定參訓期間之生活

訓後輔導就業：透過就業輔導機制及本府就、創業資源，協助學
員訓後就業；106年至108年平均就業率皆達80%以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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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狀況：就業率達80％以
上，以108年為例，失業者
參訓人數857人，30班，平
均就業率80.02%。109年迄
今亦已開辦4班，受訓中人
數為120人。



視訊
面試

採用U會議軟體，透過事前宣傳及蒐

集求職者資訊，交由廠商篩選初步面

試求職者，並由本處安排面試順序。

 避免民眾群聚接觸感染

 滿足企業立即用人需求

 突破現場環境限制彈性徵才

求職者成功就業

廠商補實人才缺口

GOAL
STEP.1

將意願調查表
及個人履歷寄
至指定信箱

投遞
resume

下載視訊系
統，測試網路
環境、音訊及
視訊是否正常

STEP.2

下載
將排定時間登
入會議代碼即
可開始面試

STEP.3

登入

就業媒合-視訊徵才對失業勞工之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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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補助 金額(新臺幣)

交通補助金 每月發給1,000~3,000元，最長發給12個月。

搬遷補助金 核實發給，最高發給30,000元。

租屋補助金
每月最高發給5,000元(補助契約租金總額之

60%)，最長發給12個月。

備註
租屋補助或就業交通補助金，合併領取以12個

月為限。

職場適應金 金額(新臺幣)

個案職場學

習及再適應

津貼

正常工時：每人每月按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津貼3個

月。

部分工時：每人每小時按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

每週不得逾35小時。

二年內合計補助最長6個月。

第
一
金

跨
域
補
助
金

第
二
金

短
期
職
場
適
應
金

第三金 上工獎勵金

就業媒合-就業金安薪方案對失業勞工之協助措施

截至4月24日共補助77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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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獎勵金同時 金額(新臺幣) 備註

缺工就業獎勵

每月核發5,000至

7,000元 經推介受僱於特定製程、三班制產業、

照顧服務工作獎助最長18個月，

最高10萬8,000元

臺中市獎勵青年

就業作業要點

連續就業滿14日即

時獎勵3,000元
設籍本市並推介受僱於本市長照工作

或公告特定行業：

一、金屬製品製造業
二、機械設備製造業
三、塑膠製品製造業
四、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五、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六、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業
七、餐飲業
八、住宿業
九、陸上運輸業
十、教育業
十一、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連續就業滿3個月獎

勵10,000元

連續就業滿6個月獎

勵12,000元



就業媒合-一站式服務對失業勞工之協助措施

受理求職登記表

說明失業給付作業流程

告知就業保險權益及津貼請
領注意事項

客製化主題式徵才活動

進場輔導訪視

單一窗口

提供就業服務、失業給付認定、履歷健診、職業

適性診斷等就業促進工具單一窗口服務。

初次申請者經派案後，後續即固定由該位就業服

務人員提供求職求才者一案到底就業服務。

1.已預約者，由接待檯直接分流至專責人員。

2.初次申請者：派案並指定專人提供服務。

(未預約但曾辦理求職求才登記者：由原專責人員)

3.均提供預約服務。

固定專人

預約制

一站式服務

一站式服務

客製化徵才活
動

截至3月為止，

求職新登記人數15,903人
求職推介人數10,987人
求職就業率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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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11,012人

住宿及餐飲業

1,793人

運輸及倉儲業

496人

營建工程業

470人

批發及零售業

2,204人

平 和平就業服務台

豐 豐原就業服務站

科 中科就業服務台

雅 大雅就業服務台

潭 潭子就業服務台

石 石岡就業服務台

東 東勢就業服務台

社 新社就業服務台

神神岡就業服務台

后后里就業服務台

處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府市府就業服務台

仁 仁和就業服務台

甲大甲就業服務
台

肚大肚就業服務台

安大安就業服務台

清清水就業服務台

龍龍井就業服務台

外埔就業服務站埔

梧梧棲就業服務台

港中港就業服務台

里 大里就業服務台

本市職缺統計

截至3月底，職缺數高達20,277人
新登記求才人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就業服務據點 23個就業服務據點

108年截至3月底職缺數為19,149人

109年增加5.89% 25



簡 報 完 畢

恭 請 指 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