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自從大陸開放外商投資以來，台灣人士赴大陸工作的

人數，與日俱增。他們除了擔任台商企業的幹部外，更有

不少人進入大陸本地企業，擔任專業主管或負責部門的重

責大任。

這當中，有人如魚得水；有人工作不順暢，專長無法

展開；更有甚者，本身權益受到傷害，相關案例如下：

（一） 我在廈門企業擔任主管，公司並未依法簽訂勞動合

同、辦理就業證，繳納五險。因與老闆產生嫌隙猜忌

而萌生辭意。離職後前兩個月薪水共3萬人民幣迄今

該尚未入帳。我該如何討回被積欠的工資以及經濟補

償金的權益？

（二） 我是留美博士，應徵山東一家大型企業，福利待遇

不錯，有簽勞動合同，沒有加保，不久叫我到美國

籌組分公司，開辦費用我先墊，再拿發票報帳，三

個月後公司成立，因事被調回山東，因與公司意見

不合而離職，但工資及代墊費用至今都未領到。

（三） 我在上海工作，與公司簽有勞動合同，但尚未到期，

被通知以「工作不力」為理由，無故解除勞動關係，

拿不到補償金。我如何申訴？

（四） 因勞動合同到期，我被通知辦理移交手續後離職。

也沒有支付經濟補償金（資遣費）。因為臨時被通

知終止合同，在毫無心理防備的情況下丟了飯碗，

感到前途茫茫，不知如何主張權益？

（五） 大陸公司因為經營不善，我被要求暫時回到台灣休

假一段時間，並支付生活津貼（工資的一部分），

休假結束又被要求延長一次休假，最後也沒有通知

上班。

（六） 我先生在某家大陸企業工作，因工猝死於工作場所，

由於企業未參加工傷保險，無法申請工傷理賠，而公

司只支付少部分的補償金，我該如何處理？

二、台灣人士勞動爭議類型與原因

上述案例都是真實故事，茲分析其勞動爭議類型與原

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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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沒有為台灣員工辦理「就業證」，被視為

非法就業

按照《台灣和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

理規定》的條款規定，境外人士在大陸企業工作，

要辦理「就業證」，方可就業。有些人可能對勞動

法令不了解，或者因企業人事部門未能及時辦理或

故意不辦「就業證」，造成非法就業的事實，一旦

發生勞動爭議，該台灣人士無法受到勞動法律的保

護，即便是到當地的勞動爭議仲裁庭要求仲裁，也

會被退件不受理，只能向當地的基層法院起訴。

可見赴大陸工作，處理「就業證」是主張權益

的最重要程序。

（二） 企業沒有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及參加社會保險，

以致該有的權益不能依法主張

按照《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法令規

定，企業任用員工，應當及時在入職的一個月內簽

訂書面勞動合同，同時參加社保。如果沒有簽訂書

面合同，雖然一開始勞資雙方相安無事，但日子一

久，勞資雙方關係如果發生摩擦，員工會因某種因

素而被解僱，雖然未簽勞動合同，只要有證據證明

雙方的勞動關係，符合經濟補償條件的仍然可以依

法主張得到經濟補償（法定的權益）。但沒有簽訂

書面合同，可能無法明確主張雙方曾經以口頭方式

約定的權益，或者因為沒有參加社保，以致無法獲

得應有的法定待遇或賠償。

（三）內部溝通或管理不善問題

企業經營管理不善，上下交爭利，同事之間溝

通不良，發生齟齬口角，造成被誣告，而產生內部

矛盾、鬥爭，被排擠掉。進而無故被通知解除勞動

關係，造成權益受損。

（四）企業未辦理社會保險，致使工傷不獲理賠

台灣人士因工傷事故，猝死於工作場所，該公

司未參加工傷保險，以致無法申請理賠，必須由公

司負責賠償，但公司只支付少部分的補償金，引起

家屬不滿。

由於《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規

定，未參加工傷保險的企業職工發生工傷事故的，

由該企業依照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標準支付費用。

三、台灣人士如何維護自身權益

本文分別就（一）赴大陸就業前的準備；

（二）台灣人士如何辦理「就業證」、「暫住證」；

（三）發生勞動爭議的處理方式等三個階段，詳述

如下。

（一）赴大陸就業前的準備

1.  以文化智商（C.Q）的思維模式，學習認知跨

文化差異

兩岸之間存在著政治、經濟、社會、法律、

文化、行政體系等等制度之差異，非所謂「同文同

種」所能理解的範圍，此乃「跨文化差異」。

兩岸職場之間存在著遣辭用字、省籍區域、

員工的職場價值觀（狼性文化、唯物思維、平台生

態）、生活習性、管理模式等等差異，這些都是需

要事先了解的知識，進而因應或調整個人的職場發

展，甚至薪資水平、崗位需求、勞動合同等情形，

最好事先掌握。

進入職場後，可能是大陸員工的同事、主管、

部屬，事先學習與了解跨文化差異，將會減少內部

矛盾的產生機會，進而保障自身的權益。

台灣人士應當從文化智商（C.Q）的思維模式，

思考赴大陸就業，非「同文同種」含義的就業環

境，而是「同文同種不同義」的「跨文化差異」。

2. 學習勞動合同法令的保護條款

大陸《勞動合同法》是一部傾向保護勞動者的勞

動法令，有些條款有著具體明顯的保護特色，例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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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0、82條規定，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書面

勞動合同，否則企業要支付兩倍工資等規定。

如果有未簽勞動合同的情形，台灣人士完全可以

依勞動法令的規定，與企業協商，簽訂書面勞動合同，

否則該公司就要支付兩倍工資，這才是維權之道。

幾乎許多台灣人士都是非志願性被解僱的情

形，須知企業解僱員工要有證據證明，且應當提前

30天通知（假設員工沒有過錯），同時符合經濟補

償條件的，尚要支付經濟補償金。

台灣人士如果了解這些條款（本法第36、40、

41、44條），就可向企業主張或要求，如果企業不

理不睬，就可持證據資料向當地的勞動爭議仲裁庭

申請仲裁，但前提是要有「就業證」的身分。

3.   就職前要先掌握往來之書面文件，並就內含

諮詢專家或查看相關法律規定

有些往來文件透露出許多訊息（例如條件限制

或禁止條款）。因此事先要了解勞動合同的內容、

事先掌握所約定的福利待遇文件、對方的錄用通知

書內容。就不清楚的地方，可請教專家、同事，或

查看相關的法律規定。

（二）台灣人士如何辦理「就業證」、「暫住證」

1. 辦理「就業證」

依據《台灣和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

定》，台灣人士在大陸就業實行就業許可制度。企業

應當為其聘僱的台灣人士，辦理「就業證」。經許可

前往大陸企業工作之台灣人士，應與資方簽訂勞動合同，並
參加社會保險，以保障自身工作權益。

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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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得「就業證」的人員在大陸就業時受法律保護。

本文以上海市為例，就辦理「就業證」程序說

明如下：（若於大陸其他城市就業，請依當地相關

規定辦理）

（1）填寫正確的《就業申請表》二份。

（2） 經年檢有效的營業執照或其他法定註冊登記

證明，組織機構代碼證，外商投資企業還需

提供批准證書（均為影本）。

（3） 台港澳人員的履歷證明（含最終學歷和完整

的經歷，須中文打印，用人單位蓋公章）。

（4） 從事國家規定的職業（技術工種）的，提供

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

（5） 用人單位與被聘台港澳人員簽訂的勞動合同

或聘用協議，或是境外公司出具的勞動報酬

支付證明（該證明應明確「勞動報酬的支付

者、被聘人員的職位和聘僱期限」）（均為

影本）。

（6） 在上海市常駐代表機構中擔任首席代表或代

表的，還應提供有效的《代表工作證》（正

本及影本）。

（7） 本人有效的《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正本及影本）或《港澳同胞回鄉（通行）

證》（正本及影本）。

（8） 上海市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電話：021 -

62688851）出具或確認的健康證明（影

本）。

（9） 近期二吋證件照片3張（其中2張貼在表格

上，1張製作就業證）；

2. 辦理「暫住證」

企業一般申請「就業證」時程約一週，上海約

為五天，接著持「就業證」，向公安部門申辦簽注

或暫住手續。

台灣人士在大陸停留一段期間（三個月以

上），要持「就業證」等文件向當地市、縣公安局

申請辦理「暫住證」，否則可依處罰規定處以警告

或罰款處分。

由於大陸某些部門如「海關」、「車輛管理

所」等實施之管理辦法都與「暫住證」制度掛勾，

取得「暫住證」可以在運送物品進入大陸、購買汽

車、申辦駕駛執照等事項上提供便利。

3. 簽訂勞動合同，同時參加社會保險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10條、《台灣和香港、

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第11條之規定，

用人單位與聘僱的台灣人士應當簽訂勞動合同，

並按照《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的規定繳納

社會保險費。

2011年7月公布施行《社會保險法》，可進一

步保障台灣人士在大陸就業的合法權益，按規定享

受社會保險待遇。

另外，大陸企業與聘僱的台灣人士解除或者

終止勞動合同，企業當自解除、終止勞動合同之

日起10個工作日內到原發證機關辦理「就業證」

註銷手續。

三、發生勞動爭議的處理方式

台灣人士被企業違法解僱（解除或終止）時，

可以跟企業協商要求補發經濟補償金或其他賠償

金，如果協商不成，可以向當地勞動行政單位要求

協助外，一般可以直接向當地的勞動爭議仲裁庭申

請仲裁，但是前置條件是持有「就業證」、簽訂

「勞動合同」（如無勞動合同，可持證明文件，例

如廠卡、工資單、派令等等足以證明勞動關係的文

件）等文件才會被受理。

許多台灣人士往往未辦理「就業證」而無法向

仲裁庭申請仲裁，只能以民事案件向當地的基層法

院起訴了。　　　　　　　　　　　　　　　　　 

（本文作者為遠通國際經營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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