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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內容：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自 2003 年發佈以來，此期間由於旅遊業大環境

變遷，管理規則於 2012 年修訂領隊雇用關係，引發對法規爭議，認為

領隊受旅遊業僱佣或指派，已經影響領隊工作權益。這種發展觀光旅遊

難題，有人認為是因法令位階不足，應提昇領隊法律位階，才能保障領

隊工作權。惟主管機關觀光局，應檢討合宜法令，在在均值得斟酌。 

    本研究探討國內外理論及國內文獻，並蒐集領隊人員相關法規命令

，進行比較法規研究，以期獲得領隊人員現階段遭遇之議題並研擬因應

對策；探究大陸旅遊法施行作法，分析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是否可審訂及 

應審訂，並建議未來旅遊業修改之意見。 

    本研究依法規與命令分類原則，分析領隊現階段法規所遭遇之議題

，雖部分問題急需解決，但經本研究發現皆可透過修改其行政命令即可

施行，這種問題實質來看，並不需制定特別法以突破現行法規之需要；

經訪談產、官、學者，發現其建議對旅遊業應增加之規範，並對領隊權

利與義務應敘明。故本研究主管機關應對旅遊業與領隊人員法規權利與

義務作區隔，始可貫徹其旅遊業之發展。  

關鍵詞： 領隊、僱用制度、旅遊業、觀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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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ulations Governing Tour Managers has been issued in 2003. Since the 

environment transition in tourism industry, Regulations Governing Tour Managers was 

revised in 2012.  There were arguments in the adjustment of employment or assignment 

in tour managers may their right and benefit. It is considered the lack of status in law 

leads to the difficulti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 managers’ status in law should be 

upgraded to protect their right and benefit. Tourism Bureau and the authorities should 

consider reviewing the appropriate laws to fi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ourism industry.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s both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and the laws 

related to tour manager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existing conditions and to formulate the 

strategies.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practices in China, to analyze if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our Managers could be revised or advis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lassification in laws and commends to analyze what 

issues is encountered in tourism nowadays, and it outcomes all the issues and problems 

could be solved by revised the regulations rather than by breaking the regulations, 

although some of them should be resolved in urgent.  After interviewing the scholars, 

politics, and managers, it is suggested to enhance the regulations in tourism industry and 

classify tour managers’ benefit and duties.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e authorities 

should make segment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 managers’ right and duties, to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in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Tour Managers, Employment System, 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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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1.1.1 研究動機 

1.休閒旅遊，是未來旅遊業發展趨勢 

 從 1979 年，政府開放民眾出國觀光後，國人休閒旅遊觀念日 

益建立，出國旅遊觀光蔚為風氣，並於 1987 年開放國人赴大陸探

親、旅遊、經商及投資，致使出國人數再創新高。1997 年迄今由

於國人對於休閒時間之需求提升，政府於 1997 年開始施行隔周休

二日，並於 2001 年立法完成推動周休二日之政策，使得國人工作

天數減少，休閒時間得以增加，旅遊產業至此蓬勃發展，國人休

閒旅遊是未來旅遊業發展趨勢。然而，隨著兩岸經貿合作更緊密

，國人前往大陸的旅遊人數呈現快速成長情況。自 2008 年開始五

年時間，到 2013 年台灣人民去大陸旅遊總人數達 1.318 萬人次；

2012 年及 2013 年連兩年多突破 300 萬人次（交通部觀光局，2013

），旅遊、經商、探親增進兩岸人民情感交流，也帶給大陸創造經

濟收益。旅遊業的蓬勃發展，國人從事休閒出國旅遊的比率 21.6%

，出遊各國總人次達 1.100 萬人次與 2011 年比較成長 7.9％，平

均每人出國次數 0.47 次，每人每次平均消費支出新臺幣 48,741

元。（交通部觀光局年報，2014）如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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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人出國旅遊重要指標統計表 

項 目 102 年 101 年 
102年與 101年比

較 

國人從事出國

旅遊的比率 
21.6% 20.6% 

增加 1.0 個百分

點 

國人出國總人

次(含未滿 12

歲國民) 

11,052,908

人次 
10,239,760 人次 成長 7.9% 

平均每人出國

次數(含未滿

12 歲國民) 

0.47 次 0.44 次 持平 

每人每次平均

消費支出 

新臺幣

48,741 元 

(美金 1,639

元) 

新臺幣 48,740 元 

(美金 1,646 元) 

新臺幣：持平

(+0.00%) 

(美金：持平

(-0.43%))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年報統計（104）。 

     

2.觀光產業政策鬆綁，振興旅遊業市場蓬勃發展的重要關鍵 

   1988 年因應旅遊市場需求，重新開放旅遊業申請設立旅行

社，台灣旅行社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成立，迄 2014 年止，在全國

綜合旅行社設有 123 家，甲種旅行社設有 2,274 家，乙種旅行社

設有 206 家（不含分公司）（交通部觀光局，2014）。由於，觀光

產業政策鬆綁，振興了旅遊市場蓬勃發展的重要關鍵，使旅遊業

快速成長，從 2011 年至 2013 年，帶來觀光效益，來台旅客已突

破 802 萬人次，外匯收益達 123.22 億美元，平均每人每次消費

1.537 美元（觀光局，2014） 

   因此，政府為健全產業結構發展，於 2007 年 6 月修訂旅行業

管理規則，來振興旅遊市場秩序，維護旅客權益及保障旅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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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政部於 1989 年 10 月核准設立，以非營利為目的之公益社

會團體品保協會，來共同協處，以減少旅遊糾紛。截至 (2012 年

8 月底止)加入品保協會為會員之旅行社計 3049 家(總公司 2319

家，分公司 730 家)，約佔台灣地區合法註冊旅行社總數九成以

上。品保協會在性質上是國內旅行業界之一個自律、自治、互助

、聯保團體（品保協會，2014）。 

 

3.旅遊服務品質，創造高附價值旅遊效益     

近年來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狀況下，國民所得提高，改變國 

人生活品質與價值觀，也激發國人對休閒生活的態度與興趣。服

務業與其他產業最大的區別，服務對像是「人」，所以關係特別

密切，在套裝出國旅遊過程中，旅遊服務品質，能創造高附價值

旅遊效益。因此，專業領隊他是團體中的靈魂人物，也是旅遊業

中的甘草人物，藥中的甘草雖然它不是很名貴藥草，但是中藥中

不可缺少的「藥引路草」（魏榮進，2007）。華語領隊工作性質是

帶團到大陸去旅遊，所以工作環境具有挑戰性及變動性，雖然有

機會翱遊四海、擴展視界，但不如外界想像的輕鬆與優渥收入。

領隊的表現將會影響旅遊的好壞，領隊角色特性與顧客長時間接

觸、本身為產品的一部分、旅遊服務品質與功能性對旅客來說是

不可或缺的（ Quiroag， 1990）。 Persia and Gutelson（ 1993）

認為領隊是團體旅遊中重要角色。Mossberg（1995）領隊人員之

表現影響企業形象，顧客忠誠度與口碑傳播。 

4.產官學缺乏整合性，影響旅遊業供需不平衡 

自 2004年至 2014年止考選部共甄選合格領隊 39.50人，完訓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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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旅遊業者 19,672人（交通部觀光局，2014）。為因應旅遊市場需求，

盱衡與情主管機關放寬全面考照，結果觀光政策「是對」？「還是錯」？

除浪費社會資源外，是我們產官學缺乏整合性，影響旅遊業供需不平衡，

產生矛盾現象，「學校負責職能教育、考選部負責考試、交通部觀光局負

責訓練、旅行社用自己人」，導致領隊受完訓職前教育，取得證照後，仍

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機會（王仁俊、劉仁民、戴揚飛、王宗彥，2009）。 

     

5.建構專業職能化制度，有效人力資源運用 

 2012 年 3 月觀光局在旅行業相關工、協會及從業人員建議 

下完成修訂第 3 條，將原有領隊管理規則第 3 條：領隊人員分「

專任領隊」或「特約領隊」刪除，修正現行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得執行領隊業務」

。旅行社因應大環境變化及法規修訂，在人力資源運用方面，採

用臨時性指派方式派遣領隊，背離法規意旨，領隊工作受影響？

然而，領隊即時對於旅行社關係產生不平衡，但為了帶團維繫派

遣關係，忠於工作達成旅行社的目標。相對的旅行社因為改變僱

用人員政策所帶來的公司效益，使得部份領隊不再是傳統的僱用

關係。2002 年國內企業採用「非典型工作型態」的比率已經相當

高，有別於傳統的僱用型態，企業紛紛將原本正職的工作機會，

改採外包、約聘僱、支援（Part–Time）、人力派遣等形式（何

志哲，2003）。成之約(1999)認為非典型聘僱是一種非全時、非

長期受僱於同一雇主或企業的僱傭關係。當旅行社採用人力彈性

運用策略及運用不同的人力僱用模式時，領隊必須面對僱佣關係

的改變及工作環境已經不是單純的僱佣關係，領隊工作受影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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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個人三年前因受第 3 條規則限制，僅以臨派性方式，進入高

雄某家旅行社擔任領隊工作，因公司無專任領隊，所以沒有固定

收入、也沒有勞退保障、也沒有健保福利、更沒有工作保障與社

會地位？面對這些工作影響，身為專業領隊面對不同僱佣關係的

工作型態以及旅遊業員工雇用模式角度區分下，他們的認知態度

及行為反應是否公平與合法，對領隊帶團服務工作之影響，為本

研究動機之一。 

 當旅行社為了領隊帶團產生勞動人力成本，而採用彈性人 

力的運用將領隊以臨派性或指派方式，來降低公司長期聘僱員工

的依賴，領隊會感受到僱佣關係的本質已經改變。當僱主不願意

承擔人力資本投資，教育訓練的投入逐漸轉由工作者承擔，這樣

的現象產生都與人力資源管理有關（柯志哲， 2001）。旅遊業員

工與約僱領隊的僱佣關係不同，僱用目的不同，領隊對本身對服

務領團報酬需求與福利制度期待有差異，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根據大法官會議釋字 453 號解釋理由書（司法院大法官， 

1998）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考試法所指專

門職業與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

得特殊學識或技能，而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

、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者」。現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設有 84 類科，但企業界的批評卻是「考得上的不見得可以

用，可以用的不見得考得上」，顯然，國家的專技證照考試，並

未能真正甄選用人單位所需人才，達成為國掄才的目標（楊朝祥

，2009）。政府推動觀光產業，國人出國旅遊，旅行社建構專業

職能化制度，有效人力資源運用，依管理規則第 36 條：「每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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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派遣領隊全程隨團服務」。需用源頭仍然用人旅行社，領隊考

選取得證照，缺乏整合性及配套機制。就上述大法官釋義，培育

專技人才未能適才適用，「學校負責職能教育、考選部負責考試

、交通部觀光局負責訓練、旅行社用自己人」。近因領隊管理規

則規範，只有「考」、「訓」限制規定，無技職校院觀光休閒相關

科系晉用限制，未何不能比照社工輔導員，不是社工相關科系者

，必須修滿輔導教育學程 20 學分與實習資格認證，才能參加考

選。至於領隊考選取得證照，規則未說明需用人旅行社「用人」

方式，只將領隊界定領隊管理規則第 3 條：「應受旅行社僱用或

指派，才能執行領隊業務」。那用人旅行社隊領隊遴選標準又如

何？這是我們對領隊任用資格教、選、訓、用法規差異認知，為

本研究動機之三。 

 

1.1.2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及了解過去華語領隊相關研究中，領

隊勞務及角色已經有很多探討，但文獻中較少有從法律觀點，以

領隊的僱用制度影響之研究作分析。華語領隊受旅遊業指派帶團

領取小費的合理性？本研究目的是希望透過相關國內外僱用理

論 文獻的收集與探討，採取質性的訪談，以深度訪談法的方式

，來探討目前旅遊業者指派領隊的適當性及華語領隊所面臨法規

、選、訓用與報酬、福利等問題探討。透過訪談者的意見提出實

質上之建議，並由本研究之結果，提供有關部門及主管單位觀光

局做為爾後法規修訂參考。以期獲得下列研究目的： 

1.彙整領隊僱用現階段所遭遇之議題並研擬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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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究大陸旅遊法並將其制定過程成功案例作為台灣旅遊法規 

  修訂參考。 

3.分析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及旅行業管理規則，是否有提昇法律位 

  階之應審訂與修訂命令之可審訂之法規內涵。 

4.建議未來發展觀光相關法規修改方向與意見。 

 

1.2 研究範圍與內容 

1.2.1 研究範圍 

    本研究研討範圍以領隊管理規則為主，因發展觀光條例授權

，領隊管理規則與旅遊業管理規則法令有所關聯，法規訂定不合

理性顯著，因此，造成無法彰顯及發揮預期功用與效果，因此本

研究解析其層面及內容。 

     2012 年 3 月觀光局在旅行業相關工、協會及從業人員建議

下完成修訂第 3 條：「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僱用或指派，才能執

行領隊業務」，該項規則訂定產、官、學統整性不足或缺乏概念

定義。 

 

1.2.2.研究內容 

本研究依上述之研究目的及研究範圍，研擬以下五項研究內容： 

1. 探究僱用之相關理論及回顧前人之著作論述與旅遊法規內涵

與釋義，以了解領隊僱用定義，以建立僱用機制，作為研究參

考。 

2.解析旅遊業僱佣制度，以探討僱用合法性與困難性。 

3.解析領隊管理規則，藉以探討法律或法令階層，是否牴觸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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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行政法律或命令，整理出來加以探討。 

4.蒐集現行大陸旅遊法作法，並從中探究是否能從中效法之處。 

5.分析領隊管理規則，探討對於其法律階層，是否可修訂其特別  

  法應審訂或行政命令可審訂的地方。 

 

1.3.研究方法與流程 

1.3.1.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用之研究方法，是使用「文獻探討法」、「比較研究

法」、「深度訪談法」。 

1. 文獻探討法 

本論文主要研究方法，在蒐集相關法規資料，分析其研究結 

果，經整理後，探討其法規內容，作為自已研究基礎之價值。所

蒐集文獻包括法規、法學著作、學術期刊、論文、學術研討會、

官網等資料，引述其概念或理論，以孰悉目前法規內容，並了解

與研究主題有關的法規內涵、定義、重要規則條文，深入探討解

析。 

2.比較研究法 

    就現行制度或現況，加以有計畫、有目的的敘述，對照、分

析、探討、批判，找出其中的差異性，並歸納修訂原則，作為解

決有關問題或改進制度參考。 

3.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是一種無結構的、直接的、個人的訪問，在訪問

過程中，深入地訪談一個被訪問者，以揭示對某一問題的潛在

動機、信念、態度和感情。根據學者 Kahn and Cannell（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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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深度訪談的定義：「為一種有目的性的交談對話，焦點

在資訊提供者對自已、生活、經驗的感受，而於自已話語表達

出來。」而國內學者潘淑滿（2003），則定義為：「在自然情境

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透過雙向溝通的互動過程，蒐集有關口

語或非口語的訊息，以便深入全面地理解研究的對象。」 

      本研究將邀集產、官、學者，進行一對一深度訪談相關法

規問題執行困難處，並實施質性資料之收集與比對，藉以提升研

究結果之整體信度，以擬定解決對策。 

1.3.2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先確立研究背景與動機，進而確立研究範圍與內容，

並經由相關文獻理論的蒐集及探討，解析領隊管理規則、分析領

隊受僱制度、分析領隊僱用制度，以統整性領隊現階段普遍所遭

遇之議題，來探究旅遊相關法規，分析大陸旅遊法，藉由產、官

、學訪談資料整理，對其結果進行解析領隊管理規則內容修正應

審訂及可審定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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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範圍與內容  

研究方法與流程  

相關理論與文獻 

解析領隊管理規則  分析領隊受僱制度  分析領隊雇用制度  

統整性領隊現階段普遍遭遇之議題 

探究旅遊相關法規  分析大陸旅遊法 產、官、學訪談 

解析領隊管理規則內容修正應審訂及可審定建議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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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觀光發展背景及法規與僱用相關理論文獻 

 

2.1.觀光發展背景 

    自 1947 年台灣省政府成立，台灣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為

我國第一家公營旅行社，且其經營範圍拓展至圓山飯店、明潭、

淡水海濱浴場等。當時以明潭水庫周邊景點及淡水海水浴場作為

旅遊業出發點，並以觀光旅館提供度假旅遊休閒之途徑為主，故

可視為台灣旅遊度假休閒首創；政府為推動觀光之政策開始制定

法規，於 1953 年首頒旅行業管理規則，明定旅行業營業範圍包

含（餐宿業）、經營型態、管理方式等。（交通部觀光局網站，2014

） 

    而到 1956 年台灣開始發展觀光事業，同年台灣觀光協會成

立（Taiwan Visitors Association），及台灣省觀光事業委員會

設立。到 1960 年政府開放第一家民營旅行社(台灣旅行社)成立

，同年台灣有 8 家旅行社相繼成立。 

    鑑於，觀光產業未來發展趨勢，政府於 1969 年發展觀光條

例增修公布施行，並開放國外旅客到台灣旅遊，旅行業初期以接

待國際旅客來台觀光為主要目標，當時來台灣旅遊觀光客以美國

人為主。至 1964 年日本也開放國民出國旅遊休閒，政府為提昇

觀光旅遊品質、導覽解說及國際禮儀，做好國民外交，於 1964

年交通部觀光事業小組首辦導遊甄試。 

    自 1987 年開放大陸探親後，國人出國觀光旅遊觀念日漸建

立。從此，旅遊業經營以雙向業務為主，直至 1998 年 1 月 1 日

實施隔週休二日制，始帶動國人在國內旅遊之風潮，與國民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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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之推展。2000 年增訂民法債篇旅遊專節(第 514 條之 1~12)

正式施行，定義旅遊營業人者，提供客人旅遊服務，包含安排旅

程及提供交通、膳宿、導遊或其他有關之服務。2001 年立法完成

立法周休二日之政策，使得國人工作天數減少，休閒時間得以增

加，旅遊產業至此蓬勃發展。2003 年領隊管理規則施行，同年 5

月 14 日行政院、考試院考會銜發布發展觀光條例第 32 條第一項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應經考試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

考試及訓練合格」施行。從此，觀光旅遊邁入全民觀光年時代。

以下係為觀光發展歷程： 

表 2.1 觀光發展歷程表 

時期 年代 說明 

創
立
階
段 

1927 年 
成立中國旅行社(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

行部)。 

1947 年 

台灣省政府成立，台灣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成為我國第一家公營旅行社，且其經營

範圍拓展至圓山飯店、明潭、淡水海濱浴

場等。 

1953 年 
首頒旅行業管理規則，旅行業無分類，可

兼營餐宿業。 

奠
基
階
段 

1960 年 交通部成立觀光事業小組。 

1964 年 交通部觀光事業小組首辦導遊甄試。 

1967 年 日人來台人次超越美國。 

發
展

階
段 

1969 年 
松山、小港機場陸續擴建完成，7 月 30 日

公布施行發展觀光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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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成立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Tourist 

Guide Association，TGA。 

1971 年 
交通部觀光事業委員會改組為交通部觀光

事業局 

1973 年 交通部觀光事業局更名為交通部觀光局。 

1976 年 
來台旅客突破一百萬人次，觀光旅館供不

應求。 

轉
型
階
段 

1979 年 開放國人出國觀光。 

1979 年 
中正國際機場(Chiang Kai-Sheck 

International Airport)落成啟用。 

1979 年 觀光局首辦第一屆國際領隊考試。 

1981 年 交通部首頒「導遊人員管理規則」。 

1985 年 「台灣省旅遊事業管理局」成立。 

統
合
階
段 

1987 年 
解嚴，國人可前往港澳地區觀光，前往大

陸探親。 

1988 年 
開放旅行社新設，區分綜合、甲種及乙種

旅行業。 

1989 年 

旅行業者成立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

會(Travel Quality 

AssuranceAssociation,TQAA)。 

1990 年 

國內旅行業啟用「航空電腦訂位系統

(Computer Reservation System，CRS )

」(現已改為全球配銷系統 Global 

Distribution System , G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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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觀光局首辦大陸領隊甄試。 

1992 年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頒

佈。 

1995 年 
觀光局強制旅行社必須投保「履約保險」

及「責任保險」。 

1998 年 實施隔週休二日。 

1999 年 
「國內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生效。 

2000 年 
民法債篇旅遊專節(第 514 條之 1~12)正式

施行。 

2001 年 週休二日正式實施。 

2001 年 
元月 2 日小三通在金門與馬祖兩地正式啟

航。 

2001 年 
10/31 立法院三讀通過「發展觀光條例」

修正案，12/12 發布民宿管理辦法。 

躍
升
階
段 

2001 年 
12/10 交通部與內政部頒布「大陸地區人

民來台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 

2002 年 
局部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2 月首批大

陸旅外人士（第三類）由日本來台觀光。 

2005 年 

日籍旅客來台突破 100 萬人次，來台旅客

總數突破 300 萬人次。-出國旅客人數突

破 800 萬人次。 

2009 年 來台旅客總數突破 400 萬人。 

2010 年 大陸人士來台達 163 萬人次，成為外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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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最高。 

2011 年 

4/13 修正發展觀光條例第 27 條，非旅行

業者可代售國內海、陸、空交通運輸客票

。 

2011 年 6/28 起開放大陸客來台自由行。 

2011 年 
7/1 起，首辦護照需親辦或做「人別確認

」後委託辦理 

2013 年 
102 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旅

遊團優質行程正式實施。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民 103） 

 

2.2.觀光發展法規概述 

 

2.2.1.民法旅遊篇： 

   民法「旅遊」章節，為民法第 2 章第 8 節之一旅遊共 12 條，

於 1999 年 4 月 21 日增修公布，該法令是規範旅遊業，對消費者

所提旅遊服務人員、遊程、交通、膳宿、保險等商品記載期約及

其他有關服務事項。並以本法第  514-1 條稱旅遊營業人者，謂

以提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該法施行已有

21 餘年實務經驗，旅行社在經營遊服務交易制度方面，除提供旅

遊行程的服務外，最重要的是隨團服務人員安排服務。 

 

2.2.2.發展觀光條例： 

   觀光條例於 1969 年 7 月 30 日公布後，全文共計 71 條，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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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章節，歷經 14 次修訂，於 2011 年 4 月施行，該法令實施後，

將旅行業定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

食宿、領隊人員、導遊人員、代購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

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事業；並將領隊人員定義為：

指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對業者及領隊有明確規範及限制外，同時確立之間屬性定位，

也將旅遊市場制度化。並約束旅遊業者在經營方面，能務實推行

旅遊觀光行程所含服務人員報酬。另對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取得

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

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業務。 

 

2.2.3.旅行業管理規則： 

  旅行業管理規則，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訂定之。並於 1953 年

10 月施行，全文共計 67 條，區分 5 章節，經歷 37 次修訂，於

2014 年 5 月公布施行，本規則界定旅行業與導遊人員、領隊人員

，約定執行接待或引導觀光旅客旅遊業務，應簽訂書面契約，其

契約內容不得違反交通部觀光局公告之契約不得記載事項。並給

付報酬。前項報酬，不得以小費、購物佣金或其他名目抵替之。

及規定業者旅行團成行時每團均應派遣領隊全程隨團服務。 

 

2.2.4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依發展觀光條例訂定之，於 2003 年 6 月

2 日發布實施，全文共計 26 條，歷經 2005 年、2012 年、2013 年

三次修訂施行，其內容為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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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執行領隊業務。如表 2.2          

表 2.2 旅遊法規條文說明 

法規 法律條文 條文內容與說明 

民
法
旅
遊
篇 

第 514 條之 1 

稱旅遊營業人者，謂以提供旅客旅遊服務

為營業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 

前項旅遊服務，係指安排旅程及交通、膳

宿、導遊或其他有關之服務。 

旅遊服務：1.安排旅程、提供交通、膳宿  

            其他有關之服務。 

          2.導遊人員服務。 

說明：營業人收取旅遊費用，應含導遊費

用，不能分類為其他項目額外收取。 

發
展
觀
光
條
例 

第 2 條第 13

項 

領隊人員：指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

旅遊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說明：領隊帶團出國，旅遊業應支付出差

報酬服務費。 

第 27 條第 3

項 

非旅行業者不得經營旅行業業務。 

說明：領隊應受僱旅遊業，不能獨自承攬

業務。 

第 32 條 

取得執業證，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

，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

證後，始得執行業務。 

說明：領隊取得執業證後，三年內未在旅

行業，從事帶團業務，不能換發領隊執業



 
 
 
 
 
 
 
 
 
 
 
 

 

18 
 

證，必須從行訓練取得。 

旅
行
業
管
理
規
則 

第 23 條之 1 

旅行業與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約定執行

接待或引導觀光旅客旅遊業務，應簽訂書

面契約並給付報酬。 

前項報酬，不得以小費、購物佣金或其他

名目抵替之。 

說明：1.該條文明確界定領隊執行帶團業

務，應與旅遊業簽訂書面契約領取報酬。 

 2.所謂報酬：不得以旅客小費、或購物

佣金或其他行程名目替代報酬。 

第 36 條 
每團均應派遣領隊全程隨團服務。 

說明：旅遊業出團時，要有隨團服務人員 

領
隊
管
理
規
則 

第 3 條 

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得

執行領隊業務。 

說明：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

，不能獨自承攬業務。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民 104） 

                                               

2.3.觀光發展定義與僱用相關理論 

 

2.3.1 觀光發展名詞定義：（發展觀光條例，2015） 

1.觀光產業：指有關觀光資源之開發、建設與維護，觀光設施之 

            興建、改善，為觀光旅客旅遊、食宿提供服務與便 

            利及提供舉辦各類型國際會議、展覽相關之旅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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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產業。 

2.觀光旅客：指觀光旅遊活動之人。 

3.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後指定供觀光旅客遊覽之風景、名 

            勝、古蹟、博物館、展覽場所及其他可供觀光之地 

            區。 

4.觀光旅館業：指經營國際觀光旅館或一般觀光旅館，對旅客提 

              供住宿及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5.旅館業：指觀光旅館業以外，對旅客提供住宿、休息及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相關業務之營利事業。 

6.民宿：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 

        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 

        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 

7.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食宿 

        、領隊人員、導遊人員、代購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國   

        簽證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事業。 

8.導遊人員：指執行接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旅客旅遊業務而收 

        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9.領隊人員：指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務而收取報 

        酬之服務人員。 

2.3.2.領隊定義： 

   領隊規則於 2003 年 6 月公布施行後，並將領隊定義為：領隊

人員分專任領隊及特約領隊（全國法規資料庫，2003）。 

專任領隊：指受僱於旅行業之職員執行領隊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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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領隊：指臨時受僱於旅行業執行領隊業務者。 

    交通部觀光局在，在 2012 年 3 月 5 日修訂領隊人員管理規

則：「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得執行領隊業務。

」（觀光局，2012） 

 

2.3.3.僱用相關理論   

   人力僱用制度一詞因經歷不同時期，故國內外不同學者之看

法皆不盡相同，但其內容，發現其內涵及精神皆大同小異。 

    在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概念起於 1980 年代初期，而人力雇

用模式是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一環，本研就將從策略性人力資

源管理觀點，所建構的人力僱用來探討人力資本與其雇用形式。 

    Lepak and Snell（ 1999）提出以人力資本的價值性與獨特

性來建構人力僱用建構，用以聯結人力資本、僱用模式、僱用關

係、以及人力資源配置之間的衡量標準。而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則是由總體的觀點探討人力資源管理與各項管理功能之間的互

動關係，以及與組織策略間的關係，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回應外在

環境變化的主動性、影響企業目標制訂的高層性、以及其與企業

策略相互結合的關鍵性等（Miles & Snow, 1984; Butler, Ferris 

& Napier,1991; 吳秉恩，1994; 張火燦，1998）。其雇用形式區

分如下：（盧昆宏、 王献明，2004） 

1. 發展僱用式(Development hired formula)：指企業對於高價

值且高獨特性的人力資源，其僱用方式則為內部訓練發展形式

。 

2. 確保僱用式(Ensure hiring formula)：指企業對於高價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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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獨特性的人力資源，其僱用方式為勞動市場員工技能確保僱

用形式。 

3. 契約僱用式(Contract hire formula)：指企業對於低價值且

低獨特性的人力資源，其僱用方式為契約外包的僱用刑式。 

4. 聯盟僱用式(Union hired formula)：指企業對於高價值但低 

獨特性的人力資源，其僱用方式為雙方聯盟僱用形式。  

     從上述僱用形式及學者 Huang（2002）提出以跨個案方式來

對人力僱用構築進行探討分析，發現不同個案公司中其人力資源

類型與僱用方式是不同的，造成僱用方式相異的原因可能是組織

或情境因素的影響。因之，人力僱用形式在不同發展時期，企業

因應整體內外部因素而做適度的調整，才能符合企業的策略需求

。學者理論如下： 

（1）國內學者理論 

陳定國 1991 

認為組織設定的唯一目的是運用員工

的長處及潛力，使其長處與潛力發揮到

極點，以完成共同的目標。 

吳秉恩 1994 

認為當外在環境改變時，便策動企業的

任務、組織結構與人力資源產生相同的

調整。 

楊敕貝 1998 

組織用人之目的在藉由選用、維持「能

促進且完成組織與個人目標」的人員，

來增進組織功能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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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火燦 1998 

認為任用是由一連串的活動所組成，包

括招募、遴選和安置等。招募乃在吸引

更多具有能力和合適的人來應徵 ;遴選

是從應徵者中挑選出有能力和適當的

人來;安置則是使遴選出來的人，儘快

適應工作與環境，使之能與組織社會化

。 

許介圭 1998 

通常企業的人才僱用制度，會隨著經濟

、社會制度架構的改變，其中，以社會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企業人才僱用

制度所產生的影響最為顯著。 

成之約 1999 
認為非典型聘僱是一種非全時、非長期

受僱於同一僱主或企業的僱傭關係 

李漢雄 2000 

企業仍須對外界環境和影響其組織的

變數做定期性的審視，並適度調整其人

員任用活動的策略方向，以保持經營的

動力和競爭力，並與企業整體策略相結

合。 

張榮利 2001 

傳統科層組織對於人員運用顯現制度

的僵化，未能充份運用人力資源，以順

應產業與市場的變化。 

簡士平 2002 

由招募過程所辨認 (Identifying)與吸

引(Attracting)應徵者的質與量，將會

影響到人力資源管理之後各功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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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與否。 

蔡維奇 2002 

認為採取的策略有三，第一類的策略為

使用有效的招募方法。第二類的策略為

提供誘因。第三類的策略為尋找其他招

募對象。 

何志哲 2008 

企業採用「非典型工作型態」的比率已

經相當高，有別於傳統的僱用型態，企

業紛紛將原本正職的工作機會，改採外

包、約聘僱、支援（ Part–Time）、人

力派遣等形式。 

李誠 2002 

承諾的雇用關係，將員工轉變成主動的

、積極的人力資源投資者，企業也應從

被動的人事管理角色改變為積極、有利

投資環境的人力資源營造者 

 

（2）國外學者理論 

後藤 1983 
終身雇用制的出現，為基於同質性很高

的日本社會，所採取的生活保障措施。 

Lanz 1988 
在適當的時機，將適當的人安置在適當

的工作崗位上。 

松島 1988 

終身僱用制自成立迄今，歷經適應實質

環境的嬗變，期維護員工永續僱用的精

神並未改變，此在於種種的措施所維護 

Schuler 1987 認為僱用是由招募、甄選到人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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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必須在確定人員需求後，再進行一

連串滿足需求的活動。 

河西 1988 

所謂日本式「勞資關係」的內涵，係由

終身僱用制、年功薪資制、企業別公會

等，所謂「三種神器」構成。 

Butler, 

Ferris 

Napier 

1991 

所持的觀點是僱用應包括人員的羅致

，使新員工適應組織的運作與文化，並

經過社會化的過程，促使員工自我成長

。 

Rousseau 1995 
將僱用分為內部化僱用與外部化僱用

兩種僱用方式來配置工作。 

Hyatt 1995 

終身僱用”的勞動契約已不符合現在

勞力市場之需求，取而代之者則是更動

態的職業觀點。 

Cappelli 2000 

僱主與員工之間已非單純的僱用關，企

業的責任是要提供工具，開放的工作環

境及機會，讓員工評估與發展自己的潛

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各國人力僱用發展  

    終身僱用制度，早在日俄戰爭時期開始萌芽。1918 年日本企

業界松下，為建立長期的勞工僱用關係，以確保優秀的員工，可

以得到固定的工作保障，及謀求勞資關係之長期穩定。到了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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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所謂終身雇用制已在日本生根盛行（mba 智庫百科，2014

）。  

    松下開創的經營模式被無數企業仿效，這一終身僱佣制度也

為二戰以後的日本經濟騰飛作出了巨大貢獻。到 1965 年開始出

現勞工派遣事業， 1975 年後因日本企業對派遣勞工需求量大增

，勞工派遣事業遂急速成長。邱駿彥（1998) 日本政府有鑑於此

，行業的快速發展，於  1985 年訂定了「勞動者派遣法  以規範

此一行業的發展，人力派遣的藍圖於是成形。 

    歐洲在 1980 年代後，勞動派遣慢慢轉型成一般勞動力的替

代，各國開始立法規範並承認該工作型態；美國自 1970 年代末

期開始，僱用型態有所轉變，「暫時性勞務提供」型態自 1980 年

代起開始蓬勃發展；韓國自 1980 年代起，勞動市場歷經了一股

重整的力量，自此，非典型工作在韓國的發展也越來越蓬勃；中

國亦於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勞動合同法；我國在 1994 年

提出「人力發展專案計畫」，並明訂人才派遣業管理法規。 

以下系各國人力僱用發展歷程說明。如表 2.3 

表 2.3 各國人力僱用發展歷程 

時期 年代 說明 

日本 1918 

松下為建立長期的勞工僱用關係，以確保

優秀的員工，可以得到固定的工作保障，

及謀求勞資關係之長期穩定開創的經營

模式被無數企業仿效，這一終身僱佣制度

也為二戰以後的日本經濟騰飛作出了巨

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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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開始出現勞工派遣事業，1975 年後

因日本企業對派遣勞工需求量大增，勞工

派遣事業遂急速成長。1985 年訂定了「

勞動者按遣法 以規範此一行業的發展，

入力派遣的藍圖於是成形（邱祈豪，2003

；邱駿彥 1998）。 

美國 1970 

1920 末期，派遣業開始發展到 1956 年左

右 美 國 從 事 派 遣 工 作 的 人 數 約 只 有

20000 人。自 1970 年代末期開始，僱用

型態有所轉變，「暫時性勞務提供」型態

1972 年的 0.3％，到 1980 年代起開始

蓬勃發展，增加到 1998 年的 2.5％，到

2003 年派遣員工人數佔全體勞動力總數

的比例已增加至 4％（柯志哲、葉穎蓉、

蔡博全，2004；Kalleberg et al，2000

）。 

歐洲 1980 

約在 1980 年代中期，勞動派遣慢慢轉型

成一般勞動力的替代，各國開始立法規範

並承認該工作型態。，勞動派遣在歐洲的

發展仍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楊通軒，

2004）。 

韓國 1980 

自 1980 年代起，勞動市場歷經了一股重

整的力量，自此，非典型工作在韓國的發

展也越來越蓬勃。，韓國終於在 1998 年



 
 
 
 
 
 
 
 
 
 
 
 

 

27 
 

2 月 20 日制訂勞動派遣保護法，並於當

年 7 月 1 日實施（張雅婷，2007）。 

台灣 1994 

在 1994 年提出「人力發展專案計畫」，

並明訂人才派遣業管理法規。而勞動派遣

在 2000 年左右，開始廣泛受到企業界採

納，此一型態的勞動人口數乃不斷增加（

張雅婷，2007）。 

中國 2008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勞動合同法

（維基百科人力派遣，20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觀以上國內、外學者及國家在各時期闡述人力僱用之定義

，其精神與內涵均與領隊僱用息息相關，如能利用其特性，對觀

光發展可提高服務工作之相關功能性；另對領隊工作相對有保障

。 

 

2.3.4.  僱用定義： 

    傳統的僱用型態是僱用即使用，意即企業主僱用勞工便自行

享有指揮監督勞工的權利，此種型態的僱用為典型的僱用型態。

僱佣關係是組織中的員工與組織間的關係，此取向將組織是為他

人（Hui et al，2004）。人力僱用的數量和種類能夠與實際需要

相符合，以求在人力的供需上能平衡，以免企業因長期僱用的承

諾而超出其人力僱用成本，達成降低人事成本後提高營業利潤（

陳麗琇，2003）。僱用：指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時，勞雇雙方權利

與義務之勞動契約，以書面訂定為宜（勞動基本法， 2003）。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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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時工作之勞工，僱主於調整其職務成為部分時間工作之勞工

時，應明確告知勞工其權益上之差異，並徵求該勞工之書面同意

（勞動部，2003）。Polivka＆Nardone（ 1989）將暫時性的僱佣

定義一個工作對工作者沒有提供任何明確或隱含的長期僱用契

約，而且所需的基本工作時數在非正式制度下是可以隨時調整的

。Doeringer & Piore（1971）認為暫時性工作者與僱主是一種

平淡，非永久的勞僱關係，所從事的是短期的工作任務而不具有

未來僱用的保證。 

     總之，引用人力資源管理而言，旅遊業僱用領隊不單指選

才，必須從策略的觀點評量，先確定領隊的需求員額，再進行領

隊資源規劃、團量分析、招募、甄選、配置、訓練目標及僱用的

成本是否符合公司所要求的成本極大效益。隨著政府推動六大新

興產業發展，旅遊業應如何構思以前瞻性新思維理念與作為，作

深遠判斷力及創造力，為旅遊業創造高附加價值的領隊專職人員

，來預期規劃準備、設計營造出理想的僱用制度，以使完成職前

訓練，具有專業能力及有擔任領隊意願的專業人員，提供工作平

台，暢通管道及營造多元的社會就業環境。 

 

2.3.5.雇用制度： 

    所謂僱用制度，是以長期僱用契約的終身僱用制，員工受公

司僱用，一直為在企業服務到退休為止；而在企業做法上，受到

經濟不景氣或財務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不輕易裁員或解僱員工，

期能在工作上能獲得的保障。這種日式人事制度，為當今日本企

為業界所採用、薪資、晉升、福利等制度終身僱用（智庫百科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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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依據民法第 482 條定義：「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

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僱傭。

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1 項定義：受僱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謂勞工。專家定義：而提供個人工作機會並酬以薪資的持續活

動，稱為「僱用」。從法律意義來看，通過雙方契約約定，「僱傭

者」提供個人工作機會並酬以薪資的持續活動，稱為「僱用」（

維基百科僱用，2014）。Schuler & Jackson（1987）認為僱用是

由招募、甄選到人員配置，僱用必須在確定人員需求後，再進行

一連串滿足需求的活動。 

 

2.3.6.僱用特徵：（陳輝發，2007 勞動派遣相關法律） 

1.受僱人在僱主企業組織內，服從僱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 

  裁之義務。 

2.受僱人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 

3.受僱人是否可以同時提供勞務予不同之對象。 

4.受僱人是否有權拒絕工作。 

5.拘束性之有無：受僱人之工作場所、工作內容與職場紀律是否  

  受到嚴格約束。 

 

2.3.7.非典型僱用定義：   

   Anne（2001）認為非典型僱用關係與傳統僱用關係有四種不

同的特徵，其包括了僱用合約的型態、工作地點、工作時數、以

及工作時程的規律性。 Polivka & Nardone （1989)將暫時性僱

用定義為一個工作對工作者沒有提供任何明確或者隱含的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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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契約，而且所需的基本工作時數在非正式制度下是可以隨時

調整的。 

  鄭津津（2001）認為美國傳統的僱用關係，具備三種特質：（1

）僱佣關係是具有指揮監督權的僱主與具有服從義務的受僱人之

間的個人關係；（2）僱用關係需建立全時間的基礎上；（3）只要

受僱人被繼續要求工作或其願意繼續工作，僱佣關係將無限期地

繼續存在或繼續有效一段相當的期間。 Nardoen（1993﹚則認為

應該對暫時性僱用工作者建立一個標準及可操作性的定義，以便

確定工作者的真實數量以及計算未來的成長趨勢。 

   Doeringer et al（1991)認為暫時性工作者與僱主是一種平

淡、非永久的勞僱關係，所從事的是短期的工作任務而且不具有

未來僱用的保證。 Kalleberg（2000）認為非典型僱用，形式上

與典型的工作安排不同。而所謂的典型工作安排即是指全時工作

、工作的延續性確立、在僱主所屬的公司內完成工作內容並接受

僱主的指揮監督。 

   成之約（1998）認為非典型僱用關係所涉的是一種非全時、

非常期受僱於一個僱主或一家企業的關係。非典型勞動力一般而

言包括了部分工時工作者、臨時支援服務工作者、直接僱用之臨

時 工 、 外 包 工 、 獨 立 承 包 者 、 自 我 僱 用 工 作 者 等 型 態 （

Kalleberg,2000； Polivka, 1996）。    

    從以上學者觀點來看非典型僱用與一般傳統僱用定義是不

同，可說與僱主所簽訂合約關係型態，是由工時與工作地點         

安排以及指揮監督權責等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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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國內外學者對於非典型僱用的定義與受僱者的認知差

異，本研究整理受僱者與旅行社的僱傭關係、工作地點、以及工

作時間，將國內契約受僱者區分如下：林昭吟（2004）就受僱者

與旅行社的僱用契約之關係：可簡單分為正式員工與定期契約受

僱者。 

（1）依勞基法的定義，正式員工是旅行社直接聘僱人員，不定 

     期契約的僱傭關係，與旅行社的關係是長期的型態。 

（2）就工作地點：定期契約受僱者在其他所指派的旅行社內服  

     務的方式，主要有人才派遣與員工租賃。 

（3）就工作時間：定期契約受僱者的工作時間有分為標準工時  

     與部分工時，而部分工時又有固定工作時間與彈性工作時 

     間。 

 

2.3.8.人力僱用分類： 

1.派遣定義： 

（1）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 2009 年 10 月 2 日所公佈勞動派 

     遣權益指導原則：第 2 條本指導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a）勞動派遣：謂指派自己僱用之勞工，接受他人指揮監督管 

     理，為該他人提供勞務。 

（b）派遣單位：謂從事人力派遣之單位。 

（c）要派單位：謂依據要派契約，實際使用派遣勞工者。 

（d）派遣勞工：謂受派遣單位僱用，並為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

（e）要派契約：謂派遣單位與要派單位就勞動派遣事項所訂立  

     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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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院 2010 年 8 月 27 日發布之「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 

     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派遣注意事項）第 2 點定義如下： 

（a）勞動派遣：指派遣事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機關提供 

     勞務，接受各該機關指揮監督管理之行為。 

（b）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動派遣務之事業單位。 

（c）派遣勞工 ：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各機關提供勞務  

     者。 

（e）要派契約：指派遣事業單位與各機關就勞動派遣事項所訂 

     立之契約。 

（3）派遣機構、要派機構與派遣勞工間之關係圖，如圖 2.1 

 

 

 

 

 

 

 

 

 

 

圖 2.1 派遣機構、要派機構與派遣勞工間之關係  

資料來源：勞動部，民 87 年派遣勞工權益參考手冊  

資料來源：成之約 (1998)，「淺論派遣勞動及其對勞資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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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傳統勞動關係中，勞工直接由僱主指揮監督，為其提供勞

動力，僱主則給付工資作為報酬，然隨旅遊服務業發展與經貿全

球化，現以逐漸興起非典型勞動型態如「勞動派遣」，以解決勞

動力之需求。而所謂「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人（提供派遣勞工者

）與要派人（使用派遣勞工者）簽訂提供與使用派遣勞工商務契

約（即要派契約），派遣勞工在與派遣人維持勞動契約前提下，

被派遣至要派人之工作場所，並在派遣人之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務

。惟勞工與要派人間並無勞動契約關係存在，故派遣期間，勞工

縱然完全在要派人場所工作，且受其指示，惟派遣人仍是該派遣

勞工之僱主。 

    勞動派遣將僱用與使用分離，屬於非典型僱用，隨著國內企

業產業結構調整、追求經營效率及彈性運用人力的需求，促成了

就業型態的多元性發展及非典型僱用型態的興起。我國勞動派遣

之勞務給付樣態存在於勞動市場中已久。先進國家如歐、美、及

亞洲臨近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均已制定相關特別的法律，益見

制定勞動派遣法為世界潮流立法所趨。 

 

2.勞動派遣： 

    勞動派遣是一種臨時性的聘僱、非傳統或非典型僱用的僱用

關係或不安定聘僱關係，這種聘僱關係所指的是一種非全時且非

常期受聘僱於一家企業或一個僱主型態（侯彩鳳， 2005）。未來

在僱佣政策上，將如何彈性運用各種非典型勞動關係、而各種非

典型勞動關係(派遣、定期、部分工時等等 )。鄭津津（2002)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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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勞動派遣係指派遣機構與派遣勞工訂定派遣契約，於得到派遣

勞工同意後，使其在要派機構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務。   

    成之約（2000）認為「派遣勞動」造成的相關法律問題包括

：「僱主責任」、「不當剝削」、「差別待遇」、「僱用不安定」、以及

「團結協商」的問題。就以上學者觀點看法，因為現行法律上未

有任何關於派遣之特別規定，在將現行各種勞動法規適用到勞動

派遣關係時，常發生令當事人深覺不公平、不合理之結果。其中

就派遣勞工之保護，有待釐清與定性。 

    勞動派遣除正職員工之外的僱用關係均屬非典型聘僱，包括

部分工時工、臨時工(又稱定期契約工)、外包工、人力派遣等。

其短期聘僱說明如下： 

    依我國勞動基準法第九條：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

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

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六條定義

： 

（1）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  

     在六個月以內者。 

（ 2）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六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  

     作。 

（3）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 

     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九個月以內者。 

（4）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 

     工作期間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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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國際勞工組織第 175 號公約於部分工時勞動定義：「所謂

部分工時勞工，係指僱用工作時數與全時工作勞工之相較，其工

作時數少於全時工作勞工」。日本亦以每週工作時數少於三十五

小時者，即為部分工時勞動者(邱駿彥，1999)。美國勞工局定義

：「每週工作時數少於三十五小時者，即為部分工時勞動。 

     總之，從各國法規及學者對僱用相關理論論述，所謂的非

典型聘僱即是臨時性或短期性的工作人員，其工作時數少於一般

的正式員工，是國內企業使用非典型勞動力的主要動機是增加人 

力運用彈性與降低勞動成本﹙李誠，2000﹚。因此，在相關的福

利措施及薪酬相對低於一般的正式員工。 

 

3.勞動派遣特徵 

勞動派遣有以下特徵(邱駿彥，2000；鄭津津，1998；成之約

，1998)： 

（ 1）派遣公司與派遣員工存有勞動契約關係，彼此訂定定期   

      勞動契約，或是訂定不定期勞動契約。 

（2）派遣員工在要派公司管理監督下提供勞務之關係，但派遣 

      員工之工資與其他福利由派遣公司給付。換言之，「僱用 

      」與「使用」權力的分離。 

（3）派遣公司與要派公司之間訂有派遣契約，被派遣員工給付 

      勞務之利益直接歸屬於要派公司。 

（ 4）「派遣勞動」的工作型態可區分為「經常僱用型」與「登 

      錄型」兩種形式。「經常僱用型」派遣員工與派遣公司為 

      經常僱用的關係，派遣員工未被派出時僱用關係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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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錄型」派遣員工僅在派出時與派遣公司存在勞僱關 

      係。 

 

4.承攬： 

     依民法第 490 條規定，承攬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在承攬業者

依承攬契約而指派所屬勞工 (擔任履行輔助人 )至定作人處提供

勞務之場合。其類型勞務承攬：是服勞務以完成一定工作，定作

人應即支付報酬行為，其勞務地點及勞務過程通常受到一定的限

制，此為非典型之承攬制度。在其特性上區分：1.具有獨立經營

之自主權，自負虧盈責任，如以總價計算報酬者。 2. 未具指揮

監督者，屬於承攬行為。就其定義在承攬關係中，承攬業者得自

行決定僱用人數及對象，定作人無法指定；在勞動派遣關係中，

要派單位得要求派遣公司指派一定人數，並得規定派遣勞工之資

格。如圖 2.2 

 

 

 

 

 

 

 

圖 2.2 承攬各當事人間之關係 

本資料來源：勞動部，（民 87 年）派遣勞工權益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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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述學者所提解析在人力彈性運用所造成傳統僱用關係

質變，工作者對僱主已經不再信任。因此，所面臨的是工作品質

降低，以及非典型工作者所帶來的種種問題（林昭吟，2004）。    

就專家學者研究對企業僱用一詞雖有不同看法，但就其國內企業

對採用人力彈性運用目的及人力雇用方式，是否涉及規避國內勞

基法，而影響勞工工作權益，造成契約工作者職場的身心壓力及

歧視、以及可能衍生的社會影響等問題（林昭吟，2004）。   

     

5.僱佣關係： 

   依民法第 482 條：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

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其特性

區分：（勞動部環安衛，2010）。 

（1）作業進行中具有指揮、監督或分配工作權之行為者，如營 

     造業之點工制度之人力派遣。 

（2）計件報酬行為（因工作者未具獨立自主之權利）。 

（3）帶工不帶料之承攬合約，以勞動給付為目的，且具指揮監 

     督管理權限，如自然人承攬。（行政院臺 87 訴字第 42029  

      號訴願決定書）。 

（ 4）原事業主僅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本身仍具指揮監  

     督、統籌規劃之權者，應不認定具承攬關係。（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83 年 3 月 4 日台 83 勞安三字第 08846 號函 

      釋）。 

  從契約性僱傭關係，屬於市場交易的模式的一種，與傳統僱傭

關係中以彼此互信與承諾為主的模式不同﹙施能傑、蔡秀涓，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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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已經逐漸不再視僱傭關係是一種勞僱之間相互扶持與

照顧的關係，越年輕的工作者越是認為僱傭關係是一種以互惠為

基礎的交易關係（Hale Noreen，1990）。由於契約性人力的任用

，基本上就不是以長期僱用為主軸，所以僱傭關係呈現的是交易

為主的特質（Lepak & Snell，1999）。因此，由上述學者觀點可

知僱用關係認定： 

（1）報酬給付方式：以工資方式領取者，無發票或收據領取報 

     酬者。 

（2）未有書面契約：僅約定單價之報酬者（具有計件工資）。 

（3）作業前以個人開立單價之估價單者，視為約定計件工資。 

（4）指定人員(具有該項技能)工作者。 

    總之，林昭吟（2004）僱主已經不願意有長期僱用的承諾，

工作者則藉著自身工作資歷到不同企業工作，一方面累積更新的

知識及技能，另一方面或許有機會找到適合的工作環境及發展機

會。傳統僱傭關係所重視的組織承諾及忠誠度已經是過去式﹙

Allan  Peter，2002﹚。 

 

2.4.僱用相關文獻探討： 

    針對觀光發展企業對僱用制度作法，本研究針對於國內一些

專家學者所發表的僱用關係論文和期刊，透過這些參考書目，了

解這些學者對於企業僱用員工一些觀點及看法，來幫助其所學不

足及欠缺的地方。也希冀從裡頭的議題和對策作為探討，作為本

研究之輔助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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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在制度面： 

   2002 年，管理大師彼得.杜拉克在不同刊物中發表的專論集

結成書，提出他對下一個十年的趨勢預言，派遣業將會愈來愈發

達，這裡面有成本的考量，也有知識經濟的必然結果，這個改變

也會影響傳統的勞資關係。 

    邱駿彥、林佳和（2007）認為，勞動派遣大約自 1995 年左

右才引起我國學界探討，當時勞動派遣尚未在台灣蔚為風氣，直

到 2004 年政府將勞動派遣業列為服務業發展計畫之一環後，才

促使勞動派遣的大量發展，但政府部門缺乏全面性及完整性之統

計調查，很難掌握勞動派遣在我國的發展實況。 

    在彈性勞動未興起以前，長久以來的勞動關係都是以「典型

」的僱用型態來呈現。所謂的「典型」僱用，（衛民、許繼峰，

2005）提出三個判斷指標：僱主有指揮監督之權，受僱者有服從

之義務；僱用關係建立在「全時」的基礎上；屬於不定期契約關

係，任一方不終止，僱用關係繼續存在。這種「典型」的僱用型

態呈現出來的，是由勞動者在一定勞動條件下，與為其工作並獲

得報酬的僱主間產生的關係，也可以說是一種穩定的僱傭關係（

謝創智，2009）。 

    派遣勞動關係與三方當事人之定義，涉及到所欲涵蓋之適用

範圍與權利義務主體。依民法 484 條僱用人非經受僱人同意，不

得將其勞務請求權讓與第三人，受僱人非經僱用人同意，不得使

第三人代服勞務。鄭津津（2002）在目前勞動法規無相關規範的

情形下，由「派遣勞動」衍生出的諸多問題也只能用民法相關規

定來規範。以下為派遣制度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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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良 1994 

一種臨時性的聘僱關係，而這種非典型性的

聘僱關係同時包含了指揮和監督售予他人

，讓自己僱用的勞工，在僱用關係存續期間

下，於第三者企業從事勞動並接授其指揮命

令。 

成之約 1998 
認為勞動派遣是一種臨時性的聘僱關係、非

傳統或非標準的聘僱關係 

邱駿彥 1999 

認為所謂派遣乃是派遣機構之僱主，與勞工

訂立勞動契約，於得到勞工同意，維持勞動

契約關係之前提下，使其在要派機構指揮監

督下為勞務給付，該派遣勞工與要派機構間

並無勞動契約存續關係。 

成之約 2000 
在派遣勞動的利弊之間尋找規範的平衡點

即成為重要的議題。 

黃仕儀 2001 

派遣機構以經營派遣事業為業，與派遣勞工

訂定派遣契約，將所僱用之派遣勞工，經派

遣勞工同意後，分派至要派機構，並服從要

派機構之指揮監督，從事勞務給付。 

黃俐文 2001 

派遣勞工在「勞動條件」上會發生的結果包

括：勞動條件不穩定、中間剝削問題、以及

工資保護制度不易落實。 

鄭津津 2002 
認為勞動派遣係指派遣機構與派遣勞工訂

定派遣契約，於得到派遣勞工同意後，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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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派機構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務。 

楊通軒 2002 

派遣公司之僱主，與勞工訂立勞動契約，於

得到勞工同意，維持勞動關係契約之前提下

，使其在要派公司事業主指揮監督下為勞動

給付，該勞工與要派公司事業主間並無勞動

關係存在。 

成之約 2004 

勞動派遣是指企業基於人力需求，委託人力

派遣公司，在約定期間內派遣能夠提供勞務

之派遣勞工，前往企業指定地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4.2.在法制面： 

    我國目前對於勞動派遣，至今無法律位階之規範，只有部分

的行政命令及函釋等規範。主管機關勞動部於 2011 年至監察院

書面簡報時說明：有關勞工受僱於勞動基準法之企業單位，其各

項勞動條件均應依該法規規定辦理，如下： 

1.在部分工時；2.在定期契約工（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特

定性）；3.在勞動派遣工，其相關勞動權益（包括工資、工時、

休息休假、資遣費、退休金、勞工保險、職業災害、性別工作平

等），均應符合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性別工作平等法

等相關規範。若以勞動派遣為主之非典型勞動型態，因該三方關

係有「僱用」與「使用」分離之特性(西谷敏，1994)。 

    我國勞動基準法目前係規範傳統的僱傭關係，對於勞動派遣 

關係，事涉「派遣機構」、「派遣勞工」及「要派機構」三方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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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之關係，缺乏明確規範。2003 年國內勞、資、政三方與學者

專家對於派遣勞工權益保護事宜及派遣企業單位之管理存有不

同意見，無法凝聚共識，致法制作業無法順利進行。其主管機關

勞動部對勞動派遣所採取作為： 

1. 1994 年提出「人力發展專案計畫」，制定人才派遣業管理法規

，及督導人才派遣業正常發展等建議，勞動部於 1995 年開始

草擬勞動派遣法（邱祈豪，2006）。 

2. 1994 年勞動部解釋勞動派遣不適用就業服務法。（勞動部， 

1994 年 8 月 29 日（83）台勞職業字第 58819 號函） 

3. 1997 年勞委會公告派遣業適用勞動基準法。（勞勞動部 1997  

年 10 月 30 日（86）台勞動一字第 047494 號函。） 

4. 1999 年經濟部開放以「人力派遣業」為營業項目之公司設立 。 

5. 1999 年，經濟部公告開放以「人力派遣業」為營業項目之公 

   司設立。（經濟部 1999 年 10 月 21 日經（88）商字第 88222970  

   號公告） 

6.2004 年行政院通過「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 

    從以上各主管機關，在勞動派遣法制化未完成前，派遣業的

設立和經營，僅有勞委會公告勞動派遣業及所屬勞工須知適用勞

動基準法，但以規範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為基礎的勞動基準法，要

來處理複雜的勞動派遣三方關係，仍存在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

（謝創智，2009） 

     2009 年 5 月 1日全國產業總工會研討會中對反失業大遊行

提出五大訴求中，經過參與工會團體者多次討論後，對「修法禁

止勞動派遣，增訂雙重僱主責任」的訴求，並具體主張：為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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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採行勞動派遣，規避僱主責任，應修改各項勞動法律中對「

僱主」之定義，課以要派單位與派遣機構負同等僱主責任，以杜

絕企業藉勞動派遣規避僱主責任及風險；修改就業服務法規定，

將人力派遣業改為「特許制」，不僅限制其成立門檻，並規定如

進用派遣人力，應相對繳納高額「勞動保證金」，以杜絕派遣機

構的中間剝削（謝創智，2009）。 

    從以上勞動派遣發展過程中，固然大環境改變，企業為節省

人力成本有其興起的原由，但也帶來對傳統僱用關係的危害。雖

然勞工團體訴求口號，以全面禁止勞動派遣為目標，但在現行法

制面上是否可行？是否可採行政命令規範或法制化？若是法制

化，特立專法或是個別修法？主管機關應在立法或修法面對資方

的態度，又要維護勞工權益的思維上，須面對挑戰。 

 

2.4.3.在人力資源管理層面： 

   國內外許多成功的企業家不斷提到，優秀的人力資源是工作

最重要的資產，必須善加經營管理（林昭吟，2004）。人力資源

管理的概念，在 1980 年代後期受到相當的重視，認為傳統的人

力資源管理主要是從個體的觀點來探討人力資源在各項管理功

能中的效能，而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則是由總體的觀點探討人力

資源管理與各項管理功能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與組織策略間的

關係，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回應外在環境變化的主動性、影響企業

目標制訂的高層性、以及其與企業策略相互結合的關鍵性等（

Miles & Snow, 1984; Butler, Ferris & Napier,1991; 吳秉恩

，1994; 張火燦，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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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uler（1992）指出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觀念在於整合

與調適，目的乃在確保下列三項功能的落實 :1.人力資源管理必

須整合於企業之策略與策略性需求之中 ;2.人力資源政策應與組

織內平行的功能性政策、垂直的層級結構保持一致性 ;3.人力資

源管理的實務是經過調適修正而得，是被組織上下所接受，且為

直線經理與員工所共同參與（盧昆宏、 王献明，2004）。 

   吳秉恩（1994）認為當外在環境改變時，便策動企業的任務

、組織結構與人力資源產生相同的調整。同樣的，企業內部必須

培養策動改變的機制，也就是由內部自發性地去調整企業的任務

、目標，乃至於策略。透過由外而內，由內而外的互動關係，才

能建構真正策略性的人力資源管理（盧昆宏＆王献明，2004）。 

    Wright & McMahan（1992）認為所謂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是

指妥善規劃好的人力資源管理活動或措施的形式，其目的是為了

達成組織的目標。 

    張火燦（1998）主張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乃是重視人力資源

管理較為長遠的重要決策，用以說明企業在追求目標時，對其內

在與外在環境的適應方式，藉以解決人力資源的相關問題。 

    從以上學者文獻，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觀點，企業的內外在

環境，以人力資源管理與策略規劃加以整合，使人力資源管理的

各項活動之間具有協調性與整合性，以建立組織的競爭優勢（盧

昆宏＆ 王献明，2004）。換言之，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乃在確保

企業內有價值的人力資源，對企業策略的執行與目標的達成有所

貢獻，當企業環境發生變化，以致於影響到企業經營的策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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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的功能也會隨之改變。其次，人力資源管理應該要

能與組織的績效相連接(趙寶珍，2001)。 

 

2.5.大陸旅遊業發展與法規分析： 

2.5.1.  大陸旅遊業發展：    

    中國旅遊業起步在於 50 年代，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晚。開

放初期以政治目的為導向，重視政治意義大於經濟發展。而旅遊

業自 1978 年開放後，帶來旅遊業發展整體效益、也增添了就業

機會、更帶動相關行業成長、促進旅遊業結構變革，同時激發各

界重視旅遊業發展等已有顯著成效。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

，2003）指出開發中國家在開發的過程中，會產生「內部移民」

，即鄉村人口會朝向城市地區流動，造成城鄉發展失衡加劇。因

此，大陸政府為解決農村失業等問題、規劃就業機會成為重要的

社會及經濟首要任務。中國大陸自開放旅遊業以來，帶動整個旅

遊產業稅收，而旅遊業是以人為對象，又是勞動力最密集型之服

務業，對於平衡農村失業人口及減緩失業問題幫助很大。 

    旅遊相關產業包括交通運輸業、飯店業、旅行社、及旅遊產

品行業，除企業經營的增加外，也帶來政府的營業稅收，及旅遊

從業人員增長，勞動人口所得的稅收增加。由此可知，中國政策

鬆綁，走向市場管理，奠定了日後旅遊業發展的良好基礎。 

    2001 年中國大陸加入 WTO﹙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旅遊產

業進入與國際競爭的階段（徐嘉伶，2009）。因此，旅遊法法制

化後、透明度的增加，有助於優化中國旅遊業環境發展。從旅遊

市場結構多元化發展後，除了文物古蹟、山水風景、民俗風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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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開始重視深度開發、主題觀光景點旅遊新產品。到了 2006

年大陸各地方政府開始積極規劃管理旅遊產業，訂頒旅遊相關規

章，也申請世界文化遺址及自然遺產保護，增添了旅遊業永續發

展的意識。 

 

2.5.2.大陸法規分析：（大陸旅遊法，2013） 

   中國大陸於 2013 年 10 月 1 日頒布旅遊法，是大陸經濟發展

大環境轉型的所趨，其法規施行，是促進大陸内需和地方經濟的

繁榮發展。以下就旅遊法涉及旅遊業條文概述分析： 

    旅遊法包括總則、旅遊者、旅遊規劃與促進、旅遊經營、旅

遊服務合同、旅遊安全、旅遊監督管理、旅遊糾紛處理、法律責

任、附則共 10 章 112 條文。 

第 1 條：就明確敘明立法宗旨在保障旅遊者和旅遊經營者的合法 

      權益、規範旅遊市場秩序、保護和合理利用旅遊資源、促 

      進旅遊業持續健康發展，該法適用範圍包括中國境內與境 

      外的遊覽、度假、休閒等形式的旅遊活動以及為旅遊活動 

      提供相關服務的經營活動。 

      換言之，各國旅遊團或個人自助旅遊需受該法約束，及本

國人民出國旅遊也須受該法管制，因此，影響兩岸旅遊發展活動

。 

第 6 條：條文規定「國家建立健全旅遊服務標準和市場規則禁止 

      旅行業壟斷和地區壟斷」。 

   旅遊經營者應當誠信經營，公平競爭，承擔社會責任，為旅

遊者提供安全、健康、衛生、方便的旅遊服務。本條文定義「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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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服務標準」、「市場規則」、「行業壟斷」、「誠信經營」、「公平競

爭」、「社會責任」界定不夠明確。旅遊業者應留意，以免觸犯該

法。 

第 7 條：規定國務院要綜合協調旅遊業發展，縣級以上政府也要  

        統籌協調其行政區域旅遊業發展與監督管理。 

    換言之，旅遊業到大陸境內從事旅遊業發展，將受到很多層

級審核，不易成形。 

第 9 條至第 16 條：是保障旅遊業者權益、尊重旅遊者的人格尊 

    嚴、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對殘疾病人、老年人、未成 

    年人等，享有優惠和方便、並對重大偶發事件限制旅遊活動 

    ，在安全防範和應急處置措施，相當有進步的做法。 

第 17 條至第 27 條：規定國務院至地方政府要將旅遊業發展納入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組織編制旅遊發展規劃。 

    其行政作為律定明確，有助於全面性發展深度與廣度的觀光

事業，配合地區名勝古蹟、文化遺址等觀光資源，吸引全世界觀

光客。 

第 28 條至 56 條：規定旅遊經營內容，規定旅行社不得以低價組

團旅遊活動、誘騙旅遊者、或以購物收取回扣等不當利益，不得

指定具體購物場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費旅遊項目、若經雙方協商

同意或旅遊者同意者則除外，旅行社委派導遊與領隊，均須取得

導遊證與領隊證。 

    換言之，禁止低價旅遊，包含「零團費」或「負團費」及用

購物回扣補回團費的現象、台灣導遊應有導遊證，領隊領團應具

有領隊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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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條至 112 條條文：規定涉及旅遊服務合同、旅遊安全、旅 

     遊監督管理、旅遊糾紛處理、法律責任、附則等。規範大

陸旅遊管理單位作為，旅遊業者應深入瞭解，才能順利推動兩岸

觀光旅遊活動。 

    由以上大陸旅遊法相關法規內容分析，其中對台灣旅遊業經

營管理方面，所涉及法規有第 9、35 條文規定說明如下： 

第 9 條  旅遊者有權自主選擇旅遊產品及服務，有權拒絕旅遊經 

        營者的強制交易行為，旅遊者有權知悉其購買旅遊產品 

        和服務的真實情况。 

第 35 條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價組織旅遊活動，誘騙旅遊者 

        ，並通過安排購物或者另行付費旅遊項目獲取回扣等正 

        當利益。 

    依上述條文內涵，須特別留意。旅行社、接待旅遊者，不得

指定具體購物場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費旅遊項目，但是經雙方協

商一致或者旅遊者要求，且不影響其他旅遊者行程安排除外。 

    若發生違反前兩項規定者，旅遊者有權在旅遊行程結束後 30

日內，要求旅行社為其辦理退貨並先行墊付貨款，或者退還另行

付費旅遊項目的費用。（潘錫堂，2014）旅遊法規範重點方面： 

1.消彌零、負團費（第 35 條）。 

2.行程一價全包（第 58 條）。   

3.進購物店，要符合市場售價及不得有不當回扣（第 35 條）。  

4.執法單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旅遊局及旅遊質監機構  

  。 

5.第 98 條：違反第 35 條規定者，由旅遊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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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業者違法所得及停業整頓，並處以 3 到 30 萬的罰款，而導

遊及領隊除沒收違法所得，並被處以 2 仟至 2 萬的罰款及暫扣

或吊銷其証照。 

     旅遊法第 29 條：在管控範圍方面，不管是出、入境，產業

及從業人員均納入規範說明如下：潘錫堂，（2014）。 

1. 出境遊(來台觀光或前往世界各國)：大陸的組團社及國外的接

待社。 

2. 入境遊(赴陸旅遊或各國前往大陸)：大陸的接待社及國外的組

團社。 

3. 境內遊(大陸國內旅遊)：大陸的旅行社。 

4. 大陸及國外的相關旅行業人員：業務員、領隊及導遊。 

5. 大陸及國外的相關產業：購物商店、飯店、遊覽車、餐廳、風

景遊樂區。 

    在大陸旅行社管理方面，導遊資格考試成績合格與旅行社訂

立勞動合同，可以申請取得導遊證及導遊依法訂立勞動合同，支

付勞動報酬，繳納社會保險費用。事項所涉及台灣領隊人員管理

比較對照，如表 2.4  

表 2.4 比較大陸旅遊法領隊條文與台灣領隊法規表 

大陸旅遊法（法律） 台灣發展觀光條例（法律） 

旅行業管理規則（命令） 

領隊人員規則（命令） 

第 37 條參加導遊資格考試成績

合格，與旅行社訂立勞動合同

或者在相關旅遊行業組織註冊

觀光條例第 32 條導遊人員及領

隊人員，應經考試主管機關或

其委託之有關機關考試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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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員，可以申請取得導遊證

。 

合格。應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

執業證，並受旅行業僱用，始

得執行業務。 

第 5 條經領隊人員考試及格者

，應參加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

託之有關機關、團體舉辦之職

前訓練合格，領取結業證書後

，始得請領執業證，執行領隊

業務。 

第 38 條旅行社應當與其聘用的

導遊依法訂立勞動合同，支付

勞動報酬，繳納社會保險費用

。 

旅行社臨時聘用導遊為旅遊者

提供服務的，應當全額嚮導遊

支付本法第六十條第三款規定

的導遊服務費用。 

旅行社安排導遊為團隊旅遊提

供服務的，不得要求導遊墊付

或者嚮導遊收取任何費用。 

旅行業指派或僱用導遊人員、

領隊人員執行接待或引導觀光

旅客旅遊業務，應簽訂書面契

約；其契約內容不得違反交通

部觀光局公告之契約不得記載

事項。 

旅行業應給付導遊人員、領隊

人員之報酬，不得以小費、購

物佣金或其他 

名目抵替之。 

第 39 條取得導遊證，具有相應

的學歷、語言能力和旅遊從業

經歷，並與旅行社訂立勞動合

同的人員，可以申請取得領隊

觀光條例第 32 條導遊人員及領

隊人員，應經考試主管機關或

其委託之有關機關考試及訓練

合格。應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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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執業證。 

第 40 條導遊和領隊為旅遊者提

供服務必須接受旅行社委派，

不得私自承攬導遊和領隊業務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 領隊

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

，始得執行領隊業務。 

第 41 條導遊和領隊應當嚴格執

行旅遊行程安排，不得擅自變

更旅遊行程或者中止服務活動

，不得向旅遊者索取小費，不

得誘導、欺騙、強迫或者變相

強迫旅遊者購物或者參加另行

付費旅遊項目。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20 條 領

隊人員應依僱用之旅行業所安

排之旅遊行程及內容執業，非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領隊

人員之事由，不得擅自變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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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領隊管理法規修定歷程與現行制度影響探討 

3.1.領隊相關法規歷程 

    本研究為探究觀光業之發展，故先分析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政

策及發展歷程，並將其作成示意圖，如圖 3.1 所示： 

    

圖 3.1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立法之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在本條例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修正通過後

，即須適用專技人員考試法，由考選部自行

辦理或委託職業主管機關辦理考試。 

2. 交通部觀光局為推動觀光發展，於 2002 年 6

月公布〔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因該法規規定

，領隊人員分專任領隊及特約領隊。 

專任領隊指受僱於旅行業之職員執行領隊業

務者。 

特約領隊指臨時受僱於旅行業執行領隊業務者。  

發展觀光條例歷於第 3 次修改，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該條例第 66 條賦予領隊管理法規依據，於

2003 年 5 月 14 日公布施行，其規則訂定，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修正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得執

行領隊業務。 

2003 年
年  

2003 年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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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發展觀光業從 1956 年開始。到 1969 年 7 月 30 日公布

發展觀光條例。1979 年 1 月 1 日，政府對國人開放出國觀光旅遊

。1987 年 11 月 2 日政府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開啟兩岸民間交

流，為保障赴大陸探親旅客之權益，由觀光局訂定「旅行業協辦

國人赴大陸探親作業須知」。1992 年觀光局首推大陸領隊甄試，

1994 年實施「在大陸地區從事商業行為許可辦法」後，兩岸旅行

業得經許可直接往來，減少旅遊糾紛。1998 年 1 月 1 日實施隔週

休二日制。2000 年民法債篇旅遊專節正式施行，政府將觀光產業

列為國家重要策略性產業。2001 年週休兩日正式施行，2003 年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公布施行。 

    因應國際觀光年及全球化旅遊產業變化，政府循序推動觀光

旅遊，「觀光大國行動方案」、「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深

化「Time for Taiwan 旅行臺灣  就是現在」的行銷主軸，以「

優質、特色、智慧、永續」為執行策略，逐步打造臺灣成為質量

優化、創意加值，處處皆可觀光的觀光大國。（觀光局政策，2015

） 

   「發展觀光條例」自 1980 年 11 月 24 日修正公布迄今，已歷

二十餘年。期間國內外環境歷經重大變遷，2001 年 10 月 31 日經

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布施行，條文修正後，由現行 49 條增訂至 71

條。藉由新法的公布施行，台灣觀光產業的發展，將會邁向新的

里程碑。 

     以下就台灣發展觀光產業相關法規，發展觀光條例、旅行

業管理規則、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等部分條文，所涉及領隊雇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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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對領隊工作權益影響，法規修訂歷經過程提議討論，本研究

針對相關法令之整理及背景說明分析： 

3.1.1 發展觀光條例： 

1.發展觀光條例第 32 條：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應經考試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

考試及訓練合格。 

  前項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並受旅行業僱

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始得執行業務。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

執行各該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

，始得執行業務。 

  第一項修正施行前已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

測驗及訓練合格，取得執業證者，得受旅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

關、團體之臨時招請，繼續執行業務。 

  第一項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以命令定之。 

 

2.修法背景說明：（立法院，2001） 

（1）條次變更，本條為原條文第二十六條移列。 

（2）明定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無論本國人或外國人應經考試並  

     經職前訓練，始得充任。 

（3）依現行導遊人員管理規則，導遊人員須國內外大專以上畢  

     業，相當於專技人員高等考試；領隊人員依現行旅行業管 

     理規則規定，係按不同學歷搭配一定期間旅行業經歷，如 

     高中畢業，須於旅行業擔任專任職員一年以上者，高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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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須於旅行業擔任專任職員三年以上者且限定現行旅行 

     業職員始可參加甄試。本條例完成修法程序後，有關其考 

     試等級再參酌上述規定定之。 

（4）近來由於社會形態改變，各種活動日益蓬勃，其需備導遊  

     、領隊者，為數不少，故放寬受政府機關、團體臨時招請 

     之限制，作為第二項。 

（5）現行導遊人員管理規則中有關導遊因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 

     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 

     得執行業務之規定屬限制人民權例義務事項，爰配合行政 

     程序法施行，提升於本條例中增訂第三項。 

（6）為顧及原已取得執業證之導遊及領隊人員權益，爰增訂第  

     四項規定。 

（7）現行辦理之導遊、領隊人員考試，在本條例配合行政程序 

     法之施行修正通過後，即須適用專技人員考試法，由考選 

     部自行辦理或委託職業主管機關辦理考試。考試院為因應 

     專技人員考試法修正實施後如何委託職業主管機關或團體    

     辦理考試，正陸續修正相關法規中。實務上，導遊、領隊 

     人員資格取得為旅行業執行帶團業務時所必須具備之條件 

     ，為使是項考試主辦權移轉有緩衝銜接時間，爰增列第五 

     項之規定，以使本條例修正通過後、考試院尚未完成修正 

     相關法規前，能因應業界實務需要，繼續辦理甄試事宜。 

 

3.法規修訂內容分析：     



 
 
 
 
 
 
 
 
 
 
 
 

 

56 
 

    從上述法規說明看來，政府對制定領隊法律過程，爰配合行

政程序法修訂，就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

產權，應予保障。 

    對於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因

限制人民權益，而提昇行政程序到第三項，只順序調整，對現職

領隊是有實質幫助，至於未從事領隊工作者，三年到期不能換證

，是否合理？既然條文律定在職訓練，應對未實際帶團人員，換

證前由政府委辦領隊協會辦理在職訓練。 

    就目前國家考試案例中，取得執業證，換證需要重行訓練，

是否得宜？是否有違背誠信原則？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行政行為，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另第 8 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 

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3.1.2.旅行業管理規則： 

1.旅行業管理規則 

旅行業與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約定執行接待或引導觀光旅客

旅遊業務，應簽訂契約並給付報酬。 

前項報酬，不得以小費、購物佣金或其他名目抵替之。 

 

2.修法背景說明：（觀光局法規總說明，2002）     

（1）本規則依發展觀光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 66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 

（2）由主管機關觀光局於 2002 年 3 月 5 日增訂施行。 

（3）按契約之方式得以口頭或書面為之，現行第一項旅行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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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約定執接待或引導觀光旅客旅遊業 

     務，應簽訂契約之規定，惟未明是否以「書面」方式為之 

     ，其立法上不無疏漏，爰於第一項明定應簽訂｢ 書面」契 

     約，避免爭議。 

（4）另倘旅行業未與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簽訂書面契約，因其 

     僅係違反行政法上義，尚不影響當事人間私法勞務契約之 

     效力，併予敘明。 

（5）復按，旅行業未給付導遊人員、領隊報酬，事屬私法民事 

     糾紛，且現行法令已有勞資爭議處理機制及司法訴訟程序 

     可資救濟，行政機關實不宜過度介入，又所謂給付報酬， 

     倘旅行業僅先給付一部分報酬，是否有違反規定，認定上 

     易滋困擾。 

（ 6）再者，旅行業指派導遊人員、領隊人員  執行帶團服務， 

     雙方之權利義務除報酬之約定外，尚有執行業務之期間、 

     違約之損害賠償、契約之終止 …等事項。 

（7）另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相較於旅行業多居於弱勢，故為保 

     障導遊人員、領隊權權益，於第一項增訂其契約內容，不 

     得違反交通部觀光局公告之契約不得記載事項，俾資周延  

     。 

（8）復按，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有任職於旅行業，亦即，倘旅 

     行業指派具有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資格之員工執行接待業 

     務，因雙方本具有勞雇契約關係，倘其已載明約定執行接 

     待或引導觀光旅客遊業務及報酬等權利義務事項，應認合 

     於第一項規定，而無須再次簽訂契約，惟若雙方未簽訂勞  



 
 
 
 
 
 
 
 
 
 
 
 

 

58 
 

     動契約，該旅行業仍須依第一項規定，與導遊人員、領隊 

     人員簽訂書面契約，併予敘明。 

（9）第二項配合一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表 3.1 旅行業規則條文修正後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 23 條之 1 旅行業旅行業指派

或僱用導遊人員、領隊人員執行

接待或引導觀光旅客遊業務，應

簽訂書面契約；其契約內容不得

違反交通部觀光局公告之契約不

得記載事。 

旅行業應給付導遊人員、領隊之

報酬，不得以小費、購物佣金或

或其他名目抵替之。 

第 23 條之 1 旅行業與導遊人

員、領隊，約定執行接待或引

導觀光旅遊業務，應簽訂契約

並給付報酬 。 

前項報酬，不得以小費、購物

佣金或其他名目抵替之。 

 

資料來源：觀光局（2002） 

3.法規修訂內容分析：  

（1）由上述總說明可知，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有任職於旅行業， 

    亦有未任職旅行業，由旅行業指派具有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 

    資格之員工執行接待業務。因雙方本具有勞雇契約關係，該 

    員工負有依旅行業指示提供勞務義務，應無再簽訂書面契約 

    之必要。 

（2）惟現行第一項規定未區分導遊人員、領隊人員是否為該旅 

     行業之職員而有不同，尚有欠妥適，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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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資明確。另倘旅行業借調他旅行業之職員（兼具導遊人 

     員、領隊人員資格），執行接待業務，仍應依第一項規定， 

     與他旅行業所屬之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簽訂書面契約，併 

     予敘明。 

 

3.1.3.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1.領隊人管理規則： 

第 3 條 領隊人員分專任領隊及特約領隊。 

   專任領隊指受僱於旅行業之職員執行領隊業務者。 

   特約領隊指臨時受僱於旅行業執行領隊業務者。 

第 18 條 領隊人員執業證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前應向交通部  

        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申請 

2.修法背景說明：（引自觀光領隊協會，2012） 

（1）本規則修訂是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66 條，由主管機關觀光 

     局於 2003 年 6 月 2 日公布施行，歷經 2005 年乙次修訂。 

（2）旅遊業因應旅遊全球化及旅遊市場環境變遷與實務需求， 

     要求簡化行政作業流程，提升管理效能。 

（3）由旅行業相關工、協會及從業人員等業屢次建議研修，對 

     現行領隊人員管理規則中有關領隊人員區分「專任」及「 

     特約」、執業證需每年校正，及非旅行業或非領隊人員非  

     法經營旅行業務或執行領隊業務者於三年內不得充任領隊 

     人員等規定，與目前執業現況需求有所不符合或在執行面 

     衍生諸多爭議等問。 

（4）爰擬具本規則部分修正草案，計十一條（刪除一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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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a）為減輕領隊換證負擔，簡化行政程序，並因應業界實務， 

     刪除領隊人員區分「專任」及「特約」之規定。 

（ b）刪除領隊人員執業證需每年校正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  

     八條） 

表 3.2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修正後條文對照表（2012 年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3 條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

之僱用或指派，始得執行領隊

業務。 

第 3 條領隊人員分專任領隊及

特約領隊。 

專任領隊指受僱於旅行業之職

員執行領隊業務者。 

特約領隊指臨時受僱於旅行業

執行領隊業務者。 

第 18條領隊人員執業證有效期

間為三年，前應向交通部觀光

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申請換

發。 

第 18 條領隊人員執業證有效期

間為三年，期滿前應向交通部觀

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申請

換發。 

專任領隊人員每年應按期將領

用之領隊執業證繳回受僱之旅

行業轉繳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

託之有關團體辦理校正。 

特約領隊人員每年應按期將領

用之領隊執業證向交通部觀光

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辦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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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法規修訂內容分析： 

   從上述修訂領隊人員管理規則中，除第 17 條刪除外，修正有

9 條，此次修訂過程中，主管機關是在旅行業相關工、協會及從

業人員等行業屢次建議研修的，其中第 3 條涉及領隊雇用關係，

將原有專任與特約領隊刪除，在受旅遊業僱佣增列或指派，雖然

無違反發展觀光條例 32 條得受旅遊業雇用，然而或指派其意義

是派遣，就目前勞動派遣條例未完成立法前，該規定是因應業界

實務需要修訂是否合理？第 18 條領隊人員執業證有效期間為三

年，期滿換發需重行訓練是否合理？ 

         

3.2.領隊現行法規影響探討 

3.2.1 法規影響評估制度因素：     

     1990 年起全球吹起改革風潮，各國建構核心價值的經濟體

系，紛紛要求改進規範經濟制度之法規，促使政府作出更有效率

的政策，來活化市場經濟活動，於是修法來振興經濟（邱泰昌、

郭介恆，2004）。為因應外來環境的衝擊，因此，「法規影響評估

制度」（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簡稱 RIA） 就產生。 

    從歐美先進國家來看，對 RIA 制度美國推行最早，英國最完

整，次為南美洲的墨西哥、智利與巴西也已實施多年。亞洲鄰國

家如日本與南韓也在金融風暴後推行（陳清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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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全球化潮流趨勢，各國在經濟體系、政治環境及文化習

俗造成的衝擊下，在修正法規制度時。主管機關應依我國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 15 條：法規定有施行區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區 

域者，於該特定區域內發生效力。 

    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

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 

之規定。 

    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 

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 

    政府增修訂法規，本應擬定方法及制度，有條理、有目標、

有步驟去規劃執行，才能營造出最佳的法制環境。提升觀光法規 

品質，並與世界接軌。 

 

3.2.2 領隊法規修定之影響 

   本研究為探討 2001 年發展觀光條例第 32 條修訂後，明定領

隊受旅行業僱用，才能執行業務；翌年修訂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之 1：旅行業指派或僱用領隊人員執行接待或引導觀光旅客旅 

        遊業務，應簽訂書面契約；其契約內容不得違反交通部 

        觀光局公告之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旅行業應給付導遊人員、領隊人員之報酬，不得以小費 

       、購物佣金或其他名目抵替之。 

     2015 年公告，領隊人員帶團契約不得記載事項，第 1 項：

帶團報酬之約定旅行業以不確定方式計算數額，或以小費、購物

佣金、人頭費、團體操作費或行政作業費等其他名目抵替或剋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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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五項：導遊人員、領隊人員如係旅行業職員，約定報酬低

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之最低基本工資。 

    領隊應簽訂書面契約，若將報酬約定訂於定型化契約書中規

範，例某旅行社報酬約定：「甲方應給付乙方每日新台幣  元之

報酬該金額不得包含小費、佣金等名義之給付，合計甲方於乙方

執行業務期間共需給乙方  元之報酬。 

    依上述旅遊業規則 23 條之 1 修訂後規定，仍舊不如勞、動

基準法，的最低基本工資，雖然規則具強制性，然而勞、資雙方

仍得基於契約自由精神，加上旅遊業者並不履約本規定，因此，

並不能有效保障領隊基本收入。 

    2012 年修訂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將原有「專任」、「

特約」領隊刪除，修正條文為「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

派，始得執行領隊業務」。由於法規施行，領隊受旅行社僱佣關 

係結構性改變，渠等人權益受到很大影響，探究問題癥結，法律

立法目的與命令關聯性是否符合行政程序原則修訂，為本研究探

討重點，希冀找出合理方案來解決，目前領隊勞雇關係合理化的

爭議窘境。 

以下就條文修訂內容對領隊影響評估分析如下： 

1.正面影響評估： 

（1）發展觀光條例第 32 條： 

 （a）明確定位領隊受雇用法源  

     本條例修法後由第 26 條移列第 32 條，將領隊範定為領隊 

     受旅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始得執行 

     業務。此為依據本條例第 66 條第 3 項法律授權旅行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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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規則第 23 條之 1 修正及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訂定等 

     行政命令依據。 

 （b）放寬領隊考試資格 

     法規增訂過渡條款，使領隊人員資格取得為旅行業執行帶  

     團業務時所必須具備之條件，為使是項考試主辦權移轉有  

     緩衝銜接時間修正，因應業界實務需要，繼續辦理甄試事 

     宜。 

 （c）考、訓、用制度規範  

     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依專技人員考試法，由考選部辦 

     理考選。主管機關觀光局負責領隊職前訓練，旅行社選才 

     僱用。 

 

（2）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之 1 

 （a）領隊勞務關係契約規範 

     對旅行業指派具有領隊人員資格，員工之派遣執行接待業 

     務。因雙方具有勞僱契約關係，該領隊負有依旅行業指示 

     提供勞務義務，不用簽訂書面契。   

 （b）領隊勞務所得報酬 

     旅遊業，指派領隊除勞務關係外，其契約內容不得違反記 

     載事項，對引導旅遊業務所得報酬，不得以小費、購物佣 

     金或或其他名目抵替之。 

（3）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 

 （a）刪除專任與特約領隊後，領隊證不須「每年校正」。主管 

     機關便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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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帶團簽訂契約，給予報酬。 

（c）沒有固定僱主。 

（d）工作自由，可以兼差。 

（e）不用兼任業務。 

（f）提昇領隊專業素養。 

（g）明定僱用制度領隊定位與角色。   

 

2.負面影響評估：     

（1）發展觀光條例第 32 條 

 （a）在制度上 

    a 選、訓、用缺乏統整性，考選部依專業普技法考選，交通 

      部觀光局依本條例第 32 條辦理職前教育，旅行社雇用領 

      隊，同本條例辦理。惟未敘明受旅行社雇用權利義務，是 

      否合理性。 

    b 第二項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連續三年未執該項業務，  

      應重行訓練，是否有限制人民權利義務。 

 （b）在法制上   

      本條例第二項，連續三年未執該項業務，辦理換證應重行 

      訓練，其重行訓練標準、課程內容、授課方式與師資等， 

      並未與職前訓練作區隔，人員授課與新進領隊班併班上課 

      ，時數減半。就現況領隊受旅行社指派，非雇用關係，何 

      來領隊在職訓練，法規制定意義何在？ 

 （c）在管理上 

  領隊沒有一定雇主，流動性大，難以提昇領隊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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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行管理規則第 23 條之 1 

 （a）在制度面 

      本規則將領隊界定受旅行社指派領取報酬，就現況旅行社 

      並未依法辦理給予報酬，還是以客人小費代替所得，顯然 

      法規制度缺乏拘束力。 

 （b）在法制面 

  本規則修訂，已明定領隊受指派應具體書面契約簽訂，惟 

  報酬定義不清，是時薪或出差費或工資，法規定義應敘明 

  。就書面契約簽訂，是屬雇用關係一種，定期契約派遣， 

  應先釐清法規意義，避免爭議。 

 （c）在管理上 

  領隊受指派非僱佣關係員工，平時不受旅行社約束，不參 

  與旅行社在職訓練，難於提昇專業素養，且人員更替流動 

  性頻繁。 

（3）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 

（a）在制度面 

    刪除本規則第三條「專任領隊與特約領隊」受雇為職員   

    與臨時受僱執行領隊業務之消極要件，及修正第 18 條隊 

    人員執業證有效期間為三年，前應向交通部觀光局或其   

    委託之有關團體申請換發。依行政程序法，第 158 條第 

    二項無法律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 

    所定命令是無效。本命令施行，已明顯限制人民權利。 

（b）在法制面： 

    勞動基準法第九條，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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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 

    因此，第三條規則，已明確界定領隊與旅行社關係屬性， 

    可說是以人力外包的契約工，不能享有薪資福利，無法和 

    正式員工一樣，所以對 2012 年 6 月修訂該條法規，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 

    待遇顯然有欠公允，不合理地方，對領隊工作影響很大。 

（c）在管理上 

  法規修訂後，領隊與旅行社為非僱用關係，領隊採約聘制 

  ，屬於自由工作者，不適用於勞基法。 

小結： 

    現行修訂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因多年未隨政策及相關

法規進行修正，旅遊業因應旅遊全球化及旅遊市場環境變遷與實

務需求，要求簡化行政作業流程為由。於 2012 年旅行業相關工

、協會及從業人員等業屢次建議研修，實務適用上尚有不週全之

處。為能更符合行政程序法之精神，且顧及領隊為弱勢團體，在

法規制定之機制上，應考量憲法第 15 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

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就實際領隊僱用需求予以更周全的規範；

倘修正條文經審議通過公布施行，主管機關因後續衍生的問題，

除造成旅行社僱用關係改變，影響領隊人員勞、健保加保疑義。

除應提供配套措施補救外，應序明訂於修正條文中加註，以使 

其他相關機關有所依循，領隊受旅行業僱用，沒有執業權，非屬 

勞健保第一類人員，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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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領隊雇用現況分析 

 

4.1 領隊雇用現階段之法律階層 

    為瞭解領隊雇用現階段所遭遇之議題，究竟是因其法律階層

不足，亦或是因其他因素所致，故本研究於這節分析領隊雇用法

律階層、相關選訓用流程及僱用程序等，希冀在此得出初步結論

而對後面章節探究修訂法規提昇特別法之應審訂與修訂命令之

可審訂。 

4.1.1 法律階層 

    由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 本法令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66 條

第五項規定訂定之。由此得知，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是由發展觀光

條例第 66 條第 5 項規定中演變而來。 

發展觀光條例第 32 條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應經考試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

考試及訓練合格。 

前項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並受旅行業僱用或

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始得執行業務。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執行

各該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

得執行業務。 

第一項修正施行前已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測驗

及訓練合格，取得執業證者，得受旅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

團體之臨時招請，繼續執行業務。 

第一項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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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發現，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旅行業管理規則與發展觀光

條例乃是由母法與子法之法律關係。發展觀光條例法律位階為法

律，而領隊人員管理規則與旅行業管理規則是由中央主管機關制

訂出來的行政命令。如圖 4.1 

 

 

 

 

 

 

 

 

 

 

 

圖 4.1 發展觀光條例法律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從發展觀光條例延伸出之子法，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3-1 

條旅行業指派或僱用導遊人員、領隊人員執行接待或引導觀光旅

客遊業務，應簽訂書面契約；其契約內容不得違反交通部觀光局

公告之契約不得記載事。 

旅行業應給付導遊人員、領隊之報酬，不得以小費、購物佣金或

或其他名目抵替之。 

發
展
觀
光
條
例 

領隊人理規則 

旅行業管理規則 

法律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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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56 條旅行業違反第 23 條之 1 由交通部觀光

局依本條例第 55 條第 2 項規定處罰。如表 4.1 

表 4.1 旅行業僱用之人員違反本條例裁罰標準表 

裁罰事項  裁罰機關  裁罰依據  處罰範圍  裁罰標準  

旅 行 業 僱 用 或 指

派導遊人員、領隊

人 員 執 行 接 待 或

引 導 觀 光 旅 客 旅

遊業務，未與該等

人 員 簽 訂 契 約 約

定 報 酬 者 。  

交 通 部 觀 

光局  

本 條 例 第

五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旅 行

業 管 理 規

則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未 與 該

等 人 員

簽 訂 契

約 約 定

報 酬 者 

處新臺

幣一萬  

元 

情 節 重 

大者  

處新臺

幣三萬  

元 

旅 行 業 僱 用 或 指

派導遊人員、領隊

人 員 執 行 接 待 或

引 導 觀 光 旅 客 旅

遊業務，其報酬以

小費、購物佣金或

其他名目抵替者。 

交 通 部 觀 

光局  

本 條 例 第

五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旅 行 業 管

理 規 則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報 酬 以

小 費 、

購 物 佣

金 或 其

他 名 目

抵 替 者 

處新臺

幣一萬  

元 

情 節 重 

大者  

處新臺

幣三萬  

元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民 104） 

     領隊管理規則第 3 條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

得執行領隊業務。第 5 條領隊人員訓練分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

經領隊人員考試及格者，應參加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機

關、團體舉辦之職前訓練合格，領取結業證書後，始得請領執業

證，執行領隊業務。第 14 條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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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三年未執行領隊業務者，應依規定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

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領隊業務。（發展觀光條例第 32 條

）第 18 條領隊人員執業證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前應向交通部

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申請換發。第 24 條領隊人員違反第

18 條由交通部觀光局依本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罰。皆從發展觀

光條例中發展出來之。如表 4.2 

表 4.2 領隊人員違反本條例裁罰標準表（續） 

裁罰事項  裁罰機關  裁罰依據  處罰範圍  裁罰標準  

未依本條例第

三十二條規定

取得領隊執業

證，即執行領

隊 業 務 者 。 

交 通 部 觀 

光局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

第 五 十 九  

條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禁

止 其 執 業  

行

為

人

係

旅

行

業

從

業

人 

 員 

已考取

並訓練

合格結

業尚未

領取執

業證者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 並

禁 止 執

行 業 務  

已考取

而未接

受訓練 

者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五 千

元 ， 並

禁 止 執

行 業 務  

未經考

試及訓

練合格 

者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 並

禁 止 執

行 業 務  

行

為

已考取

並訓練

處 新 臺

幣 二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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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係

非

旅

行

業

從

業

人

員 

合格結

業尚未

領取執

業證者 

元 ， 並

禁 止 執

行 業 務  

已考取

而未接

受訓練 

者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 並

禁 止 執

行 業 務  

未經考

試及訓

練合格 

者 

處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 並

禁 止 執

行 業 務  

領隊人員取得

結業證書或執

業證後，連續

三年未執行領

隊業務，且未

重行參加領隊

人 員 訓 練 結

業，領取或換

領執業證，即

執行領隊業務  

者。  

交 通 部 觀  

光局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

第 五 十 九  

條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禁

止 其 執 業  

處新臺幣一萬元，並  

禁止執業  

領隊人員執業

證有效期間三

年屆滿後，未

交 通 部 觀  

光局  

本 條 例 第

五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處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五

處新臺幣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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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交通部觀光

局或其委託之

有關團體申請

換發，而繼續

執 業 者 。  

二 款 領 隊

人 員 管 理

規 則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情

節 重 大

者 ， 並 得

逕 行 定 期

停 止 其 執

行 業 務 或

廢 止 其 執  

業證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民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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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領隊取得執業證流程 

 

 

 

 

 

 

 

 

 

 

 

 

 

 

 

圖 4.2 領隊取得執業證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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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涉及領隊執業證取得之法規關係表 

合格證書 領隊招訓 相關法規 

執業證核發 執業證使用管制 

發展觀光條例 

旅行業管理規則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任用 旅行社僱用或指派 

發展觀光條例 

旅行業管理規則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3 及圖 4.2 可得知，領隊取得執業證過程所涉及之法

規，由此可從中揣測，因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其法律位階乃屬行政

命令，因考選部考選核發及格合證書，交通部職前訓練核發及格

執業證，旅行社需用這些法規所規範之要求后始可雇用派遣。 

    因領隊取得執業證後，因涉及發展觀光條例及領隊管理規則

限制，不能獨自執行業務，則需由旅行社雇用，唯該法規拘束力

不夠，旅行社無法保證履約雇用，領隊到旅行社應徵常遭遇到不

同冷落，投入心血與時間取得執業證如同石沉大海，不僅領隊對

旅遊業感到失望，更讓政府推動觀光產業，提出領隊專業技能，

辦理考選執業證之本意大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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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領隊雇用流程 

 

 

 

 

 

 

 

 

 

 

 

 

 

 

 

 

 

 

 

 

圖 4.3 領隊雇用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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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4.3 得知，旅行社派遣領隊目前係分「僱用」與「指派

」，經本研究探究后發現此兩種差別待遇，乃在於領隊人員管理

規則第 3 條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得執行領隊業

務。如需領隊受僱於旅行社，為員工享有薪酬待遇。倘若不同僱

佣關係，其結果是同工不同酬，工作不穩定，生活亦無保障。因

所涉及法規是行政規則主管機關有權處理，確知而不處理。 

    領隊人員現行法規位階較低，如執行上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若有與其他法規有競合時，仍需遵照其他法規之規定而配合，但

探究其規則乃屬行政命令，並無與其他法規產生競合現象，修訂

領隊人員受雇用行政命令並不困難，交通部觀光局雖為主管機關

卻放棄實質之權責。故本研究希冀將領隊相關法規提昇增訂法律 

位階，以行法律權利義務為原則。 

 

4.1.4 法規意義 

    中央標準法第 3 條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

、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第 11 條法律不得牴

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 

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 

 

4.1.5.特別法與普通法意義 

    按法律依其所適用之人、事、時、地範圍之不同，可區分為

「特別法」與「普通法」。所謂「普通法」，是指得以適用於一般

之人、事、時、地之法律，而特別法，則指專門適用於特定人、

事、時、地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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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特別法與普通法之種類 

  1.就適用之人而言，例如民法適用於一般人為普通法，百姓要 

    開公司先用公司法，此時公司法就是民法的特別法。 

2.就適用之事項言，例如民法物權篇得適用於所有之不動產財 

  產關係，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僅得適用於公寓大廈，故  

  在此民法之規定為普通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即為特別法。 

3.就適用之時期言，例如舊「動員戡亂時期槍砲彈葯刀械管制  

  條例」（現已修正為「槍砲彈葯刀械管制條例」）僅適用於動 

  員戡亂時期，即屬時之特別法，刑法得適用於任何時期，故 

  為普通法。 

4.就適用之地域言，例如「離島建設條例」僅適用於離島地區  

  ，即屬地之特別法。 

 

4.1.6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區別特別法與普通法之實益，即在於當二者之規定相互間有

所抵觸時，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之適用。此參諸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 16 條之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

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

用。」係指在同一事件，如普通法和特別法均有規定時，應優先

適用特別法。若特別法無所規定時，始能適用普通法，例如，審

判貪污官吏應先適用貪污治罪條例，而以刑法為補充。不過，普

通法與特別法亦為相對的分類，某種法律對一種法律為特別法，

對另一種法律又可為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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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小結 

    就上開法規定義敘明，了解我國憲法、中央法規標準法、發

展觀光條例、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旅行業管理規則，其法規階層

其結構為：憲法、法律、條例、規則，如圖 4.4 

憲法為基本法規範；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命令與法律( 

甚者憲法)牴觸者，無效；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

權之法規，無效；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

效。 

 

 

 

2.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3.命令與法律 (甚者憲法 )牴觸者，無效； 

 

4.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無效；  

 

 

 

 

 

 

圖 4.4 我國法規結構與領隊人員管理規則階層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此，如領隊人員未來若能設置特別法以提升其法律位階，

 

憲法 

法律 

命令 

位階 

高 

低 

1.是國家根本大法  

2.是國家法律的最高規範  

3.是所有法律根據  

1.次於憲法  

2.法律不可牴觸憲法，牴

觸則無效  

（發展觀光條例）  

1.次於法律  

2.命令不可牴觸憲法或

法律，牴觸則無效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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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旅遊業雇用時，則需領有觀光局製發領隊人員執業證即可且

換發新證不受雇用之影響，同時能夠就整體考量總量管制使用，

做好「領隊人員選、訓、用」之規劃所需。如以特別法訂定之，

有助於整體旅遊業發展功能；另就立法效率而言，以特別法或專

法之方式，可提高立法效率，未來如需修法也較易進行，也避免

擔憂「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情形。 

 

4.2.產、官、學者訪談 

   本研究希冀針對旅行社總經理、線上資深領隊、大學旅遊相

關科系助理教授以上學者、旅遊業務相關官方高階主管或立法機

關交通委員會委員進行訪談，以助瞭解解決現階段領隊遭遇之議

題與法規不合理現象。 

 

4.2.1 訪談對象與時間地點 

    本研究訪談對象共計 8 人，分別為旅遊業者 2 人、領隊 2 人 

學者 2 人、官方代表 2 人，此 8 人皆為產、官、學者及線上領隊

，年資均 3 年以上，具有代表性。訪談地點旅遊業者於該公司辦

公室；領隊於住居地區麥當勞及 85℃；官方於市政辦公室及立委

服務處；學者於服務學校研究室，訪談時間每人以 1–2 小時進

行。本研究希冀以不同角度更能剖析領隊人員僱用制度急欲解決

之處與是否認同領隊人員管理規則，需有提昇其法律位階的必要

性或增訂相關權利與義務法案以補強，有效回歸法律途徑執行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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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資料整理     

    為尊重受訪者，對個人資料保密，本研究在訪談資料整理與

分析均以英文字母及阿拉伯數字編碼代表受訪者，以產、官、學

界做區分：旅行社總經理 2 位區分「A1、A2」，領隊 2 位區分「

B1、B2」，官方 2 位區分「C1、C2」，學術界 2 位區分「D1、D2

」為代表。本研究在分析過程中，以所蒐集整體資料意見做綜合

性分析，其中從受訪者陳述內容做為印證，引用陳述訪談紀錄，

接受查閱。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如表 4.4。 

表 4.4 深度訪談基本資料表 

類別 編碼 性別 年資 職稱 地點 時間 

旅

遊

業 

業
者 

A1 男 17  總經理 辦公室 104.3.5 

A2 男 18 總經理 辦公室 104.3.6 

領
隊 

B1 男 7 領隊 麥當勞 104.3.8 

B2 男 3 領隊 85℃ 104.3.2 

官
方 

C1 男 3 官員 處長室 104.3.9 

C2 男 8 官員 立委服務處 104.3.13 

學
界 

D1 男 10 助理教授 研究室 104.3.11 

D2 男 3 助理教授 研究室 104.3.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3.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根據研究主題之研究目

的蒐集，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及相關法規，形成主要訪談大綱，以

一對一之深度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根據學者 K a h n  a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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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ell（1957），對於深度訪談的定義：「為一種有目的性的

交談對話，焦點在資訊提供者對自已、生活、經驗的感受，而於

自已話語表達出來。」本研究主要就領隊人員管理規則領隊雇用

制度與領隊執業權與領隊申請換證流程與條件、小費全包制等問

題是否需要檢討或法規需要提昇法律位階。依據上述來源制定專 

家深訪談大綱如下： 

1. 請問目前領隊人員管理規則，領隊受旅行業之僱用制度，是  

否有提昇至法律位階，增訂權利與義務？ 

2. 請問目前領隊人員管理規則，領隊受僱用或指派制度，是否變

更為領隊有獨自承攬權或雇用之法律區隔以增訂提昇至法律

位階？ 

3.請問現況下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對領隊指派有何影響？ 

  連續 3 年未帶團不能換證應重行訓練才能換證之影響？ 

4.請問現況下勞基法對領隊受雇用或指派有何影響？ 

5.請問現況下旅遊業小費制度是否回歸法制化變更為小費全包 

  制？ 

    

4.2.4 訪談內容紀錄摘要 

Q1：1. 請問目前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對領隊受旅行業之僱用制 

      度，是否有提昇至法律位階，增訂權利與義務？ 

A1：目前就我們業者立場，我認為是不需要再修訂提昇法律位 

階。旅遊服務業對象是人，公司經營除考慮人事成本外，面 

對的有所謂淡旺季節或疫情發生，就會影響到公司營運收支 

平衡，對旅行社來說是重要的負擔。目前公司指派領隊，是 



 
 
 
 
 
 
 
 
 
 
 
 

 

83 
 

依實際業務需要才派遣，領隊領取報酬是符合法規原則。 

A2：我的認知現行的法規已經有定位領隊需受旅行社僱用或指 

    派，是不需要再提高其法律位階。 

B1：我的觀念應回歸法制面，將適用領隊規則提升到法律位階， 

    以增訂權利與義務，比較合理。 

B2：隊領隊毫無工作保障，接團與否，完全取決於旅行社的派遣 

    與否，雙方僅訂短時間的雇用關係，相對於在「權利」與「 

    義務」方面，如能訂頒領隊法，對於雙方而言，都足有保障 

    的。  

C1：領隊人員之權利義務均可透過「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之 1 

    」之增訂，以契約方式獲取權利與義務。  

C2：領隊規則，既對外發生法律效果，其所規定之領隊雇用制度 

    自然已屬法律位階，而據同法第 23 條並不得有下列行為之 

    條目，可視為規範領隊之「義務」，惟目前相關法令並無就 

    領隊「權利」部分賦予領隊，且「義務」亦未明確標準化， 

    尚有改善空間。  

D1：我的看法，不需要提昇法的位階來訂領隊法。領隊權利與義 

    務方面，可以從旅行業管理規則或領隊管理規則來增修。  

D2：有關領隊雇用制度中  增訂權利與義務，我的見解，該規則 

    是屬行政命令，主管機有權主導修訂，要提昇法規位階，還 

    不需要吧。 

Q2：請問目前領隊人員管理規則，領隊受僱用或指派制度，是否  

    變更為領隊有獨自執業權或雇用之法律區隔以增訂提昇至 

    法律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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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我們業者一貫的立場，旅行業為特許行業，領隊雖然有合格 

執業證，還是要依發展觀光條例，非旅行業者，不能自行執 

業。修訂法的位階作區隔，是不需要也不必要，這樣才能維  

護旅遊市場機制。 

A2：領隊獨自承擁權，是不可能的事情，後果將導致旅遊市場 

    結構混亂。 

B1：不需要，因為首先反對的應該是旅行社，其實依民法有定義 

    ：承攬是要成立公司才可以，建議：主管機關修訂旅行業管 

    理規則，增訂領隊權利與義務。   

B2：領隊列為國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資格比照「普 

    考」，既然是專技人員，依各行各業中，均可受雇於人或自 

    行開業。應修訂旅行業規則第 23 條之 1 或領隊規則第 3 條 

    。  

C1：領隊是受僱於旅行業或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執行引 

    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本身無執 

    業權。故，不建議領隊人員擁有執業權。  

C2：雇用權之部分，亦是同樣道理，惟在此點可有另外開放空間 

    ，因目前對人員依規定需掛靠於旅行社，但並非每家旅行社 

    都足夠之案件數量維持領隊人員生計，故適度開放被雇用權 

    並另訂法律規範為可考慮之方向！  

D1：提昇至法律位階，是不可行。本身領隊就沒有執業權，可以 

    在本規則修訂敘明權利與義務，這樣可行性較高。     

D2：沒有必要提昇，我看可以從旅行業規則第 23 條之 1，這一條 

    旅行社指派或雇用領隊書面簽約，領取報酬，這個規定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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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較有影響，可以考慮增修權利與義務。 

Q3：請問現況下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對領隊指派有何影響？連續 3 

    年未帶團不能換證應重行訓練才能換證之影響？ 

A1：是不能與員工同享有勞健保等福利，但，公司派遣領隊還是 

    依規定，書面簽約給予酬勞。有帶團就能換證，當然沒帶團 

    應重行訓練，可以接受新規定與知識。 

A2：我們公司派遣領隊還是依規定書面簽約，給予報酬。但領隊 

    派遣方面，依公司團量狀況而定。沒帶過團本來就要重行訓 

    練，這是合理的。 

B1：每年新科領隊人員，職前訓練合格，取得執業證書後，因，    

    無帶團經驗，基本上旅行社是不僱用或指派執行領隊業務。

既然如此，限定三年期限沒帶團不能換證，不合理。 

B2：在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18 條「領隊執業照有效時間三年， 

    期滿申請換發」違反該條例第 32 條立法精神。不合理，修 

    訂「發展觀光條例第 66 條」。 

C1：現行法規之制定下，對於領隊指派有實際影響力者應為受雇 

    之旅行業者。領隊人員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重行 

    訓練結業，係維護領隊人員之專業素養及對於最新法規規定 

    之熟悉度，對提昇服務品質屬正面助益。 

C2：現行管理規則之指派由雇用旅行社辦理，太過受旅行社制 

    約，對領隊人員權益保障不足。 

至於連續三年未帶團不能換正必須重新訓練，當然讓領隊人 

員權益有所受損，但尚屬合理。一段時間沒有帶團的確會讓 

隊領專業度有所折損，所以這部分尚無修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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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規定領隊不能獨自執業，沒經驗旅行社不敢用，連續三年未 

    帶團不能換證，要重行訓練，用意很好，能隨時接收新知識    

    。那自行組團靠行帶一團就可換證嗎？這樣規定沒道理。  

D2：我的看法三年沒帶團不能換證，太嚴重了，旅行社對新科領 

    隊不敢用，那重行訓練換證， 旅行社就敢用領隊，這規定 

    有必要修訂。 

Q4：請問現況下勞基法對領隊受雇用或指派有何影響？ 

A1：我們旅行社雇用領隊為員工是有兼業務的，領取薪資，享有 

    勞健保受勞基法保障。 

A2：本公司的領隊是有兼業務，在團量大人力不足才有臨時調派 

    領隊支援，是公司員工適用勞基法。 

B1：目前旅行業多採指派領隊人員，執行領隊業務，藉以規避勞 

    基法，以降低營運人事成本。  

B2：旅行社指派領隊，團量無法固定，收入不穩定，勞保局將領 

    隊人員歸類為第一類投保，甚不合理。  

C1：領隊基本上採約聘制，屬於自由工作者，本就不適用勞基法 

    。是否將領隊人員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應俟執業工會或專 

    家學者之意見決定修法與否。  

C2：勞基法之雇用及指派亦有許多部分與領隊管理規則並不完全 

    相符，對於領隊人員之權亦未能完全保障，是尚待改進之  

    處。 

D1：領隊工作有其特殊性，是 24 小時服務，很難適用勞基法。 

    是否可以在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 1 修訂權利與義務。 

D2：我認為現行法律上未有任何關於指派（派遣）之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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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規則來說，建議在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之 1 增訂 

    權利與義務。 

Q5：請問現況下旅遊業小費制度是否回歸法制化變更為小費全包  

  制？ 

A1：過去領隊隨團服務小費都是遊客直接給予。如果改小費全包 

    制，我不反對。 

A2：本公司旅客團費，服務小費部分由客人自行決定是否團費 

    中。要法制化，業界都有共識，比較好。 

B1：目前旅行業管理規則，因法規位階低，拘束力不夠，違規行 

    為罰鍰又太低。故建議：修訂小費全包制，則將可避免許多 

    旅遊所引起之不必要糾紛。 

B2：多數旅行社並未依旅行業規則，領隊帶團書面簽約領取報 

    酬。建議，總團費包小費，避免旅遊過程結束，引起不必要 

    糾紛，或採按件計酬或按日計酬，給予領隊合理出差費用。 

C1：是否由法律層面強制律定為全包制，或是交由旅行社進行差 

    異化之區隔，職業工會、專家學者以及主管機關之商議而  

    定。  

C2：其實小費全包制就像上餐廳加收 10％的服務費一樣，收費有 

    一定的標準化及透明化，可降低顧客爭議，固定的小費給相 

    關人員，亦可讓服務水平到達一定水準，故不失為一個好的 

    方向。  

D1：根據學者研究指出，旅行社實施差異化的小費給予制度(小 

    費全包制)並不一定會造成其遊客付出較高的總旅遊團費。 

    故我的建議：小費回歸法制化，變更小費全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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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民法有談到，旅遊營業人者，謂以提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 

    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而旅遊服務，係指安排旅程及提供 

    交通、膳宿、導遊或其他有關之服務。建議：小費應回歸法 

    制化，包含團費中，才合理。 

 

4.2.5 小結 

     經由上述訪談摘要，本研究將對其內容分析成要點以作為

制定特別法之討論項目之一，將於下一章探討其提昇特別法之應

審訂性與修訂命令之可審訂性。 

 

4.3 領隊雇用制度現階段所遭遇之議題與對策 

    本研究整理相關文獻及相法規定義分析後，針對領隊人員現

階段僱用制度之困境，彙整相關僱用法規之議題於此研討，並擬

定因應對策，供參考。 

 

4.3.1.涉及觀光局主管機關 

 

議題 1：旅遊業指派領隊人員引導觀光旅客旅遊業務，應簽訂書 

        面契約並給付報酬。現況旅遊業普遍性仍以服務小費 

        替代之，應以何種機制為導向，才能保障領隊權益。 

對策 1：主管機關觀光局應先對旅遊業者，進行了解，旅行社推 

        展觀光產業，窒礙難行是因法規不明確或罰則太輕，促 

        成旅遊業普遍性，違反該規定，若因領隊雇用或指派方 

        式，未能有效規範業者遵循，應修訂提昇法律位階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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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領隊權利與義務。 

議題 2：領隊明定經考試主管機關考試及訓練合格，受旅行業僱 

        用，始得執行業務。法已敘明領隊受雇用，惟權利與義 

        務未敘明，產生雇用方式不同，無法保障領隊工作權 

        益。  

對策 1：建議觀光局修訂法規，並召集旅遊公協會、學者、旅遊 

        業者、從業人員（領隊）、特定法學專家，進行研討修 

        訂，因地制宜回歸法制面，不僅能保障業者及從業人員 

        權益。 

議題 3：依條例規定領隊考選會同考選機關定之，取得執業證， 

        需受旅行業雇用。依大法官解釋記帳士係專門職業人 

        員，其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同屬專技考選 

        銓定，唯獨領隊不能自行執業，是否必要性增訂特別 

        法，提昇法律位階或增訂權利與義務。 

對策 1：條例將領隊定位，指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 

        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與旅行業規定受旅行業僱 

        用，始得執行業務。從該條例不難發現，不能自行執業   

        。主管機關應修訂旅行業規則，增訂權利與義務。 

議題 4：目前旅遊業，指派領隊帶團出國，從旅客中收取小費替 

        代服務報酬，已違反規定，處罰新台幣 1 萬元，情節重 

        大者處罰 3 萬元過低，導致業者違規頻繁。 

對策 1：建議主管機關，應全面檢討法規適宜性及存在必要性， 倘 

       若因時空大環境改變，法規立案已不符人民期待，應擴 

       大解釋從寬認定增修條文，以維護領隊人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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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5：依條例規定，領隊需有實質從事該業務，才能換證。領 

        隊管理規則，執業證有效期間三年，期滿申請換發，前 

        者法律限制人民選擇自由，後者命令期滿換證，本規則 

        訂定是否合理。 

對策 1：建議主管機關(觀光局)決策，該限制條款已違背政府誠 

        信原則，行之多年，有其必要性修訂，才能符合社會多 

        數人的期待，讓需要換證領隊人員辦理。 

議題 6：近年來政府為推動觀光產業，提昇專業人員領團技能， 

        辦理專業普技考試，廣納社會菁英參與競技考選，目的 

        是在選才。領隊取得執業證資格，旅行社卻不敢任用， 

        浪費社會資源，也對社會觀感不佳。 

對策 1：建議主管機關，對考、訓、用設總量管制，報考資格應 

        從嚴認定，既然是專業普技考試，應該回歸法制面，對 

        不同類科人員報考要設限，不致造成旅行社不敢任用窘 

        境。 

議題 7：條例領隊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練 

        換發執業證，使得執行業務。重行訓練節次減半，課程 

        規劃、師資、實習等應與職前訓練課程作區隔。 

對策 1：領隊換發執業證，應重行訓練，課程安排應與旅行社僱 

        用領隊實質有關課程為止，師資排定為專業教師，實習 

        課程由資深領隊，才有幫助。避免受完訓旅行社不用。 

議題 8：領隊與導遊任務應有明顯區隔，但工作常被合而為一， 

        例如在歐洲、美加、紐澳等旅遊行程常見領隊兼導遊， 

        日本團則常見導遊兼領隊等不合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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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1：國家考試領隊與導遊政策已分流，證照分立、任務分立 

        、職訓分立，應回歸制度面，落實考核鑑別機制，才能 

        選用人才，領隊才能找到合適的工作機會。   

 

4.3.2.涉及領隊權利 

 

議題 1：條例領隊人員受旅行業雇用，始能執業。該規定限制領 

        隊不能自行執業，受旅行業雇用方式未敘明，相關權利 

        與義務不明確，造成領隊工無保障，不能享有勞健保等 

        福利措施。 

對策 1：建議勞工派遣制度尚未完成立法前，應回歸法規制度， 

        修訂旅遊管理規則增訂領隊權利與義務，以維護領隊基 

        本權益。 

議題 2：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能執行領隊業務 

        。本規則說明未強制性限制旅行業以何種方式派遣領 

         隊，對旅行業來說是沒有拘束力的。 

對策 1：建議修訂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因為法的位階較低，修訂 

        容易，易解決現行困境，若提昇法的位階增訂特別法或 

        將領隊權利與義務敘明規範最好。 

議題 3：領隊處罰標準合理性，已考取並訓練合格結業尚未領取 

        執業證者，而帶團處新臺幣二萬元，並禁止執行業務， 

        及未換證帶團處法三千元等法則，相對旅行社僱用領隊 

        不簽約，處罰新台幣一萬元，訂定法規是否符合公平、 

        公正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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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1：建議主管機關觀光局，修訂合宜處罰標準，才是權宜之 

        計。 

議題 4：領隊三年內未實質領團，不能換證，是否合理。旅行社 

        不僱用或指派，須重行訓練換證，影響領隊權益。 

對策 1：建議該條例修訂，領隊三年內未實質領團，需要執業換 

        證者，以第 2 次換證為界定，對重行訓練應修訂為進階 

        訓練，而不是職前訓練，才能符合法規原則。 

議題 5：領隊考訓應設總量管制，避免人力資源浪費，造成想考 

        的考不上，考得上的旅行社卻不敢用，領隊考訓應結合 

        學校教育，才能提昇領隊專業技能。 

對策 1：為提昇在學旅遊相關科系踴躍報考，建議應比照社服員 

        考試限制條件，避免導致旅遊市場供需不平衡現象，才 

        能保障學生權益。 

議題 6：旅行管理規則，領隊人員執行接待，應簽訂書面契約， 

        契約內容不得違反契約不得記載事項，而領隊執行接 

        待，領取報酬，本規則未規範權利與義務，對業者拘束 

        力無法產生效力。 

對策 1：旅行規則，只限制業者，領隊領取報酬，不得以小費、 

        購物佣金或其他名目抵替之。並未敘明報酬，是日薪、 

        時薪、薪資、或小費等。 

 

4.3.3.涉及旅遊業經營管理 

 

議題 1：領隊領取報酬，不得以客人小費替代服務費。對違規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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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處罰過低，導致旅行業違規頻繁。  

對策 1：領隊既然是受雇用旅行社或指派，依條文團費應屬全包 

        式，小費內含其中，領隊應按規定簽訂書面約契約領取 

        報酬。對於給予小費是客人自主性，不能以小費銓釋替 

        代服務報酬。 

議題 2：近年來遊客自主性提高，所選擇旅遊行程，希望團費能 

        全包式，使旅遊免除決定小費給予金額時的決策困擾與 

        其他可能的小費糾紛。 

對策 1：民法敘明小費是全包制，其經營策略應專注在觀光旅遊 

        產業中，將如何的運用小費給予制度化，並結合領隊服 

        務品質的提升，以創造具有差異性的服務價值，才是其 

        經營利基所在。 

議題 3：目前旅遊業區分綜合旅行社、甲種旅行社、乙種旅行社 

        ，部分業者違規競爭削價結果，產生市場領隊供需不平 

        衡現象，法規已敘明經營範圍，顯現法規拘束力不足。  

對策 1：建議鼓勵旅遊業回歸法律制度，並辦理獎勵制度，提昇 

        對領隊雇用比率，並修訂法規使權利與義務。 

議題 4：旅行業管理規則，成行時每團均應派遣領隊全程隨團服 

        務，惟規則未敘明成團人數與領隊比率員額，法規不明 

        確影響領隊工作權。 

對策 1：建議主管機關修訂不適宜法規，使制度合理化，在公平 

        、公正的原則下，以解決爭議已久領隊執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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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領隊人管理規則制定特別法之議題解析 

     綜觀以上章節所述，發展觀光條例歷經二十餘年仍窒礙難

行且無法達到政府當初制定此政策之期望，本研究歸咎於旅遊業

管理規則現行法規及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整體架構仍未完善；因旅

遊業與領隊及領團服務為一體之旅遊業，涉及到旅遊業規則及領

隊規則法令規範，且法律與規則訂定各異，因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與旅遊業管理規則法令位階較低，產生與法規差異性之問題。 

    故本研究以提升領隊法律位階特別法之應審訂與修訂命令

之可審訂為指標，以作為領隊是否能制訂特別法作為探討。  

 

5.1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差異比較分析 

     

    於此章節中，本研究探究將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所制訂之內容

分析，分類領隊考選、訓練、任用、執業、管理等問題，並對這

些項目之主管機關，是否基於某些因素下制訂出特別法，致使執

行上不受命令所限制。本研究藉此分析出特別法需要何種原則下

始可制訂。 

 

5.1.1.法規競合  

1.考選 

    除原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所訂定發展觀光條例、領隊人員

管理規則外，其他機關考選部修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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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領隊考選法規差異性比較分析 

法規 主管機關  屬性  差異性比較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法  
考選部 法律  不受主管機關管制  

發 展 觀 光 條 例  交通部觀光局  法律  無 

領 隊 與 旅 遊 業  

管理規則  
交通部觀光局  命令  主管機關管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領隊人員必須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選，執業資格考試分

屬不同單位實施，其性質考試及格證書，與本研究內容有差異性

。 

2.訓練 

（1）職前訓練   

     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發展觀光條例、領隊人員管理規

則。 

表 5.2 職前訓練法規差異性比較分析 

法規 主管機關 屬性 差異性比較 

發展觀光條例  交通部觀光局  法律  無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交通部觀光局  命令  主管機關委託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發展觀光條例訂定領隊必須訓練合格取得執業證，但其訓練

方式與本研究內容有差異性。 

（2）在職訓練 

     主管機關觀光局主管發展觀光條例、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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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在職訓練法規差異性比較分析 

法規 主管機關 屬性 差異性比較 

發展觀光條例  交通部觀光

局 

法律  
無 

領隊人員管理規

則 

交通部觀光

局 

命令  須重行重行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發展觀光條例所定連續三年未執行領隊業務需重行訓練，與

本研究該內容有差異性。 

3.任用 

    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所訂定之發展觀光條例、旅行業管規 

則、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其他機關為內政部民法、勞動部勞動基

準法。 

表 5.4 任用法規差異性比較分析 

法規 主管機關  屬性  差異性比較  

發展觀光條例  交通部觀光局  法律  領隊受旅行業雇用  

民法 內政部  法律  定義：人民雇用與承攬  

勞動基準法  勞動部  法律  定義勞工：受雇主雇用  

旅行業管理規則  交通部觀光局  命令  
旅行業指派或僱用領隊，

應簽訂書面契約  

領隊人員管理規

則 
交通部觀光局  命令  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領隊經考選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依憲法人

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本應以專章設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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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執業業務之權益，並納入發展觀光條例為範疇，以增訂為特

別法，來杜絕晉用企業不同雇用關係。與本研究內容差異性。 

4.執業 

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所訂定之發展觀光條例、旅行業管規 

則、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表 5.5 執業法規差異性比較分析 

法規 主管機關 性質 差異性比較 

發展觀光條例  交通部觀光局  法律  

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

遊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

人員。  

旅行業管理規則  交通部觀光局  命令  

旅行業指派或僱用領隊執

行接待或引導觀光旅客旅

遊業務，應簽訂書面契約

並給付報酬。報酬，不得

以小費、購物佣金或其他

名目抵替之  

領隊人員管理規  

則 
交通部觀光局  命令  

未訂受雇用或指派權利與

義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條例定義領隊引導出國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而旅行業

管理規則，定義領隊受旅行業指派或雇用執行接待，應簽訂書面

契約並給付報酬，與本研究內容有差異性。 

5.管理 

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所訂定之發展觀光條例、旅行業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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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表 5.6  管理法規差異性比較分析 

法規 主管機關 屬性 差異性比較 

發 展 觀 光 條 例  交通部觀光局  法律  
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 

者，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 

領隊人員管理規  

則 
交通部觀光局  命令  

第 14 條連續三年未執行領

隊業務者，應依規定重行

參加訓練結業。  

第 18 條執業證有效三年，

期滿申請換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條例領隊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其換發執業證應重行

參加訓練，與本研究內容有差異性。 

 

5.1.2 小結 

    綜觀上述考選、訓練、任用、執業、管理相關法規之差異性

，本研究探究得知，法規意旨解析領隊需受制約於旅行社，沒有

執業權，不受民法 482 條雇用定義及 490 條承攬定義與勞動基準

法第 2 條勞工定義所規範，因之，試將適用差異性比較之法規內

容將之分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發展觀光條例、勞動基

本法、民法、旅行業管理規則等五項層面，於後面章節中本研究

將依此歸納出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特別法之應審訂及修訂命令之

可審訂兩種指標。如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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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 

訓練 

任用 

勞動基準法  

執業 

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發展觀光條例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發展觀光條例  旅行業管理規則  

民法  

發展觀光條例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發展觀光條例  旅行業管理規則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管理 發展觀光條例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圖 5.1 主管機關法規差異比較設置特別法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虛線表示領隊沒有執業權，不適用勞基法及民法承攬權，必須受旅

行社僱用或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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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觀光主管機關政策上較為可能修訂及制定特別法分析 

   除探究其他單位制訂特別法之依據，本研究將探究交通部觀

光局推廣觀光產業時所頒佈之相關政策，其內容是否有意圖將其

觀光產業相關法規提昇其法律位階之可能性，故如表 5.7 所示，

先將其觀光產業相關政策之歷程闡述，再進行分析。 

 

表 5.7 觀光產業相關旅遊政策之歷程 

年代 相關旅遊政策 

2001 

頒布「發展觀光條例」-確定觀光產業政策之目標與規

劃原則。 

頒布「旅行業管理規則」輔導其經營與管理，並訂定

監督與獎勵原則。 

2003 

1. 頒布「領隊人員管理規則」規範受旅行業之僱用或

指派，始得執行領隊業務。管制其執業，連續三年

未執行領隊業務者，應依規定重行參加訓練結業，

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領隊業務。並訂定

違規法則。 

2. 優良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揚辦法 

2004 
頒布「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規範領隊與旅遊業違

反規定裁罰標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如表 5.7 所述，本研究分析交通部觀光局頒布此類觀光政策

，不外乎歸納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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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昇旅遊服務品質，強化觀光產業競爭力： 

  提昇領隊人員素質，增進旅遊業服務品質，調整觀光產業結 

  構，創造旅遊高附加值，降低旅遊糾紛，以強化市場競爭力。 

2.健全領隊證照制度，提昇專業技能： 

   整體規劃做好領隊職前教育，加強觀光人才質與量管制，強 

   化觀光人力資源，全面提升服務品質。 

3.強化旅行業經營管理體質： 

  確保旅遊業資源永續發展，調整旅遊業與市場經營策略，以維  

  護旅遊生態環境，提升觀光旅遊產品品質。  

      雖然觀光主管機關推動觀光產業，以循序漸進之方式，輔

導旅遊業發展，第一階段先提昇領隊人員專業技能；第二階段強

化旅遊業經營管理，並注重旅遊服務品質提昇，最後為因應觀光

產業國際化及全球化永續發展之要求，著重旅遊結構之調整與領

隊服務品質之加強，但未去思考旅遊業經營管理對領隊派遣制度

關係，而修訂所頒布規則卻與法律定義之不符，領隊需受旅遊業

僱用或指派之政策，其相關命令適法性是否符合現階段觀光發展

願景，及是否考量現實面所帶來之阻礙，與對服務於第一線領隊

，影響層面結果。故本研究分析至此，認為觀光主管機關至今所

頒布之命令，其方向傾向旅遊業經營卻對領隊不同雇用關係無實

質拘束力之效用，故法規同屬命令位階，修訂不困難，或提升旅

遊業法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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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制訂特別法之應審訂與可審訂 

     分析   

    根據上述探討后，本研究將依據領隊管理規則之內容作為制

訂特別法之應審訂性與修訂命令之可審訂性，於探究特別法前，

先需瞭解是否有增設之應審訂性與可審訂性。首先針對其應審訂

性與可審訂性，訂定其前提及原則，本研究於第五章第二節所歸

納出六個層級－領隊受僱用或指派、領隊執業權、小費（服務費

）、領隊換證、權利與義務、福利措施，以歸納作為應審訂性與

可審訂性之原則。 

1. 領隊受僱用或指派 

自領隊規則於 2012 年修訂後，就沒有專業領隊或特約領隊僱 

佣關係，領隊需受旅行社雇用或指派，才能擔任帶團，就目前旅

遊業普遍做法，採臨時指派方式派遣，因此，勞僱關係是不存在

的，工作是沒有保障。 

2. 領隊執業 

領隊通過國家考試，受過職前教育，旅遊業對應徵者藉故沒經 

驗，需要跟團學習。引用大陸學者許建宇（2001），所謂的勞務

關係，其内容往往可以包括承揽、委托、消费服務與雇佣等四類

不同性質的關係。研究發現民法對承攬定義有勞僱關係，其特性

（1）具有獨立經營之自主權，自負虧盈責任，如以總價計算報

酬者。（2）未具指揮監督者，屬於承攬行為。旅遊業不因為特

許行業，犧牲領隊執業權，是否符合法律僱用定義，若能比照醫

師法，訂有執業權，領隊可以選擇受旅行社僱用或自己執業， 

就能平衡目前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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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費（服務費） 

（1）民法稱旅遊營業人者，謂以提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而收     

     取旅遊費用之人。前項旅遊服務，係指安排旅程及提供交 

     通、膳宿、導遊或其他有關之服務。其中，小費已包含團 

     費為全包制，目前法律對旅遊業欠缺拘束力，領隊帶團所 

     領取，是服務遊客小費，往往引發遊客自主性，於遊程結 

     束收取服務費產生爭議。 

（2）旅遊業規則旅行業與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約定執行接待 

     或引導觀光旅客旅遊業務，應簽訂書面契約並給付報酬。   

     前項報酬，不得以小費、購物佣金或其他名目抵替之。 

     雙方之權利義務除報酬之約定外，為保障領隊人員權益， 

     於應增訂其契約內容，不得違反之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4. 領隊換證 

（1）既有條例 32 條規範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連續三年未執 

     行該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 

     ，始得執行業務。屬限制人民權益，已不符合現有法規精 

     神，領隊管理規則第 18 條領隊證有效期 3 年，期滿申請換 

     證兩者之差異性，應審訂必要性。 

 （2）增修界定換證是否以第 2 次換證應重行訓練，來解決法規 

      之差異性問題，徹底解決領隊換證爭議。 

5.  權利與義務 

   目前以指派方式派遣領隊，與旅行社勞僱關係是不存在，因  

   沒有雇主領隊是不適用勞基法。是否在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之 1 增修有權利與義務關係，或可以比照增訂特別法，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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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渠等人員權益。 

6.福利措施 

領隊目前不是旅遊業專屬員工，相關勞健保、薪資等問題，不

受勞基法所保障，應有設立特別法來規範敘明。 

 本研究將此六項要點依重要性及功能，將此作為制訂特別法 

  之應審訂與修訂行政命令之可審訂劃設為原則。 

 

表 5.8 制訂置特別法之應審訂與可審訂之劃設原則 

應審訂 領隊執業權、領隊換證 

可審訂 小費、領隊受僱用或指派、權利與義務、福利措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3.1.觀光法規議題研擬審訂 

   本研究探究出上述之特別法之應審訂和修訂命令之可審訂原

則，故其歸納現有旅遊業之議題研擬領隊人員法規之應審訂與可

審訂表。如表 5.9 

 

表 5.9 旅遊業之議題研擬領隊人員法規之應審訂 與可審訂  

內容 可審

訂 

應審

訂 

說明  

旅遊業指派領隊人員引導觀光旅客旅遊

業務，應簽訂書面契約並給付報酬。現況

旅遊業普遍性仍以服務小費替代之，應以

何種機制為導向，才能保障領隊權益。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旅 遊

業規則，設置規

範不足，對不適

宜 法 規 應 檢 討

修訂命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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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明定經考試主管機關考試及訓練合

格，受旅行業僱用，始得執行業務。法已

敘明領隊受雇用，惟權利與義務未敘明，

產生雇用方式不同，無法保障領隊工作權  

益。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觀 光

旅 遊 政 策 之 方

案 應 合 理 敘 明

關係。對不適宜

法 規 應 檢 討 修

訂 命 令 即 可 。 

依 條 例 規 定 領 隊 考 選 會 同 考 選 機 關 定

之，取得執業證，需受旅行業雇用。依大

法官解釋記帳士係專門職業人員，其執業

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同屬專技考

選銓定，唯獨領隊不能自行執業，是否必

要性增訂特別法，提昇法律位階或增訂權  

利與義務。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

政策，應考量合

理 基 本 權 益

性，對不適宜法

規 應 檢 討 修 訂  

命令即可。  

目前旅遊業，指派領隊帶團出國，從旅客

中收取小費替代服務報酬，已違反規定，

處罰新台幣 1 萬元，情節重大者處罰 3 萬

元過低，導致業者違規頻繁。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

應 符 合 功 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 應 檢 討 修 訂  

命令即可。  

依條例規定，領隊需有實質從事該業務，

才能換證。領隊管理規則，執業證有效期

間三年，期滿申請換發，前者法律限制人

民選擇自由，後者命令期滿換證，本規則  

訂定是否合理。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

應合理性，對不

適 宜 法 規 檢 討

修訂命令即可。 

近年來政府為推動觀光產業，提昇專業人

員領團技能，辦理專業普技考試，廣納社

會菁英參與競技考選，目的是在選才。領

隊取得執業證資格，旅行社卻不敢任用， 

浪費社會資源，也對社會觀感不佳。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

符合功能性，對

不 適 宜 法 規 應

檢 討 增 修 命 令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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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領隊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

重行參加訓練換發執業證，使得執行業

務。重行訓練節次減半，課程規劃、師資、

實 習 等 應 與 職 前 訓 練 課 程 作 區 隔 。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

應 符 合 功 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 應 檢 討 增 修  

命令即可。  

領隊與導遊任務應有明顯區隔，但工作常

被合而為一，例如在歐洲、美加、紐澳等

旅遊行程常見領隊兼導遊，日本團則常見

導遊兼領隊，中國大陸外語領隊均可帶等

不合理現象。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 應 檢 討 增 修  

命令即可。  

條例領隊人員受旅行業雇用，始能執業。

該規定限制領隊不能自行執業，受旅行業

雇用方式未敘明，相關權利與義務不明

確，造成領隊工無保障，不能享有勞健保

等福利措施。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命令即可。  

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能

執行領隊業務。本規則說明未強制性限制

旅行業以何種方式派遣領隊，對旅行業來

說是沒有拘束力的。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 應 檢 討 增 修  

命令即可。  

領隊處罰標準合理性，已考取並訓練合格

結業尚未領取執業證者，而帶團處新臺幣

二萬元，並禁止執行業務，及未換證帶團

處法三千元等法則，相對旅行社僱用領隊

不簽約，處罰新台幣一萬元，訂定法規是

否符合公平、公正原則。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

裁罰標準，應符

合功能性，對不

適宜法，規應檢

討 增 修 命 令 即  

可。  

領隊三年內未實質領團，不能換證，是否

合理。旅行社不僱用或指派，須重行訓練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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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證，影響領隊權益。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命 令 即 可 。  

領隊考訓應設總量管制，避免人力資源浪

費，造成想考的考不上，考得上的旅行社

卻不敢用，領隊考訓應結合學校教育，才

能提昇領隊專業技能。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命令即可。  

旅行管理規則，領隊人員執行接待，應簽

訂書面契約，契約內容不得違反契約不得

記載事項，而領隊執行接待，領取報酬，

本規則未規範權利與義務，對業者拘束  

力無法產生效力。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命令即可。  

領隊領取報酬，不得以客人小費替代服務

費。對違規業者，處罰過低，導致旅行業

違規頻繁。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命令即可。  

近年來遊客自主性提高，所選擇旅遊行

程，希望團費能全包式，使旅遊免除決定

小費給予金額時的決策困擾與其他可能  

的小費糾紛。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 

目前旅遊業區分綜合旅行社、甲種旅行

社、乙種旅行社，部分業者違規競爭削價

結果，產生市場領隊供需不平衡現象，法

規已敘明經營範圍，顯現法規拘束力不  

足。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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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條例，成行時每團均應派遣領隊全程

隨團服務，惟條例未敘明成團人數最高員

額派領隊乙員，法規不明確影響領隊工作

權。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3.2.產官學者訪談分析 

    透過第四章第二節內容所述，經產、官、學者者對觀光旅遊

業需提昇法律位階之建議，分析其制訂特別法之應審訂與修訂行

政命令之可審訂，如表 5.10。 

表 5.10 產、官、學者訪談分析 

1. A1 

內容 可審

訂 

應審

訂 

說明  

目前就我們業者立場，我認為是不需要再

修訂提昇法律位階。旅遊服務業對象是

人，公司經營除考慮人事成本外，面對的

有所謂淡旺季節或疫情發生，就會影響到

公司營運收支平衡，對旅行社來說是重要

的負擔。目前公司指派領隊，是依實際業

務需要才派遣，領隊領取報酬是符合法規

原則。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我們業者一貫的立場，旅行業為特許行

業，領隊雖然有合格執業證，還是要依發

展觀光條例，非旅行業者，不能自行執

業。修訂法的位階作區隔，是不需要也不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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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這樣才能維護旅遊市場機制。 訂命令即可。  

是不能與員工同享有勞健保等福利，但，

公司派遣領隊還是依規定，書面簽約給予

酬勞。有帶團就能換證，當然沒帶團應重

行訓練，可以接受新規定與知識。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我們旅行社雇用領隊為員工是有兼業務

的，領取薪資，享有勞健保受勞基法保  

障。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過去領隊隨團服務小費都是遊客直接給  

予。如果改小費全包制，我贊成。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2.A2 

內容 可審

訂 

應審

訂 

說明  

我的認知現行的法規已經有定位領隊需

受旅行社僱用或指派，是不需要再提高其

法律位階。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我的認知並不希望，領隊擁有執業權。否

則將導致旅遊市場結構混亂。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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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命令即可。  

我 們 公 司 派 遣 領 隊 還 是 依 規 定 書 面 簽

約，給予酬勞。但領隊派遣方面，依公司

團量狀況而定。沒帶過團本來就要重行訓

練，這是合理的。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本公司的領隊是有兼業務，在團量大人力

不足才有臨時調派領隊支援，是公司員工

適用勞基法。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本公司旅客團費，服務小費部分由客人自

行決定是否團費中。要法制化，業界都有

共識，比較好。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3.B1 

內容 可審

訂 

應審

訂 

說明  

我的觀念應回歸法制面，將適用領隊規則

提升到法律位階，以增訂權利與義務，比

較合理。 
否 是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提昇

增 訂 權 利 與 義

務。  

不需要，建議：主管機關修訂旅行業管  

理規則，增訂領隊權利與義務。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111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每年新科領隊人員，職前訓練合格，取得

執業證書後，因，無帶團經驗，基本上旅

行社是不僱用或指派執行領隊業務。既然

如此，限定三年期限沒帶團不能換證，不

合理。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目前旅行業多採指派領隊人員，執行領隊

業務，藉以規避勞基法，以降低營運人事

成本。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目前旅行業管理規則，因法規位階低，拘

束力不夠，違規行為罰鍰又太低。故建

議：修訂小費全包制，則將可避免許多旅

遊所引起之不必要糾紛。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4.B2 

內容 可審

訂 

應審

訂 

說明  

隊領隊毫無工作保障，接團與否，完全取

決於旅行社的派遣與否，雙方僅訂短時間

的雇用關係，相對於在「權利」與「義務」

方面，如能訂頒領隊法，對於雙方而言，

都足有保障的。 

否 是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領隊法。 

領隊列為國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資格比照「普考」，既然是專技人員，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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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行各業中，均可受雇於人或自行開

業。應修訂旅行業規則第 23 條之 1 或領

隊規則第 3 條。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在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18 條「領隊執業

照有效時間三年，期滿申請換發」違反該

條例第 32 條立法精神。不合理，修訂「發

展觀光條例第 66 條」。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旅行社指派領隊，團量無法固定，收入不

穩定，勞保局將領隊人員歸類為第一類投

保，甚不合理。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多數旅行社並未依旅行業規則，領隊帶團

書面簽約領取報酬。建議，總團費包小

費，避免旅遊過程結束，引起不必要糾

紛，或採按件計酬或按日計酬，給予領隊

合理出差費用。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5.C1 

內容 可審

訂 

應審

訂 

說明  

領隊人員之權利義務均可透過「旅行業管

理規則第 23 條之 1」之增訂，以契約方式

獲取權利與義務。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領隊是受僱於旅行業或政府機關、團體之

臨時招請，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業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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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本身無執業

權。故不建議領隊人員擁有執業權。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現行法規之制定下，對於領隊指派有實際

影響力者應為受雇之旅行業者。領隊人員

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重行訓練

結業，係維護領隊人員之專業素養及對於

最新法規規定之熟悉度，對提昇服務品質

屬正面助益。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領隊基本上採約聘制，屬於自由工作者，

本就不適用勞基法，是否將領隊人員納入

勞基法適用範圍，應俟執業工會或專家學

者之意見決定修法與否。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是否由法律層面強制律定為全包制，或是

交由旅行社進行差異化之區隔，職業工

會、專家學者以及主管機關之商議而  

定。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6.C2 

內容 可審

訂 

應審

訂 

說明  

領隊規則，既對外發生法律效果，其所規

定之領隊雇用制度自然已屬法律位階，而

據同法第 23 條並不得有下列行為之條

目，可視為規範領隊之「義務」，惟目前

相關法令並無就領隊「權利」部分賦予領

隊，且「義務」亦未明確標準化，尚有改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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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空間。 

雇用權之部分，亦是同樣道理，惟在此點

可有另外開放空間，因目前對人員依規定

需掛靠於旅行社，但並非每家旅行社都足

夠之案件數量維持領隊人員生計，故適度

開放被雇用權並另訂法律規範為可考慮

之方向！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現 行 管 理 規 則 之 指 派 由 雇 用 旅 行 社 辦

理，太過受旅行社制約，對領隊人員權益

保障不足。  

至於連續三年為帶團不能換正必須重新

訓練，當然讓領隊人員權益有所受損，但

尚屬合理。一段時間沒有帶團的確會讓隊

領專業度有所折損，所以這部分尚無修正

之必要。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勞基法之雇用及指派亦有許多部分與領

隊管理規則並不完全相符，對於領隊人員

之權亦未能完全保障，是尚待改進之處。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其實小費全包制就像上餐廳加收 10％的

服務費一樣，收費有一定的標準化及透明

化，可降低顧客爭議，固定的小費給相關

人員，亦可讓服務水平到達一定水準，故

不失為一個好的方向。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7.D1 

內容 可審

訂 

應審

訂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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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不需要提昇法的位階來訂領隊

法。領隊權利與義務方面，可以從旅行業

管理規則或領隊管理規則來增修。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提昇至法律位階，是不可行。領隊本身就

沒有執業權。我的建議可以在旅行業規則

來修訂。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規定領隊不能獨自執業，領隊沒經驗旅行

社不敢用，連續三年未帶團不能換證，要

重行訓練，用意很好，能隨時接收新知識

是。自行組團靠行帶一團就可換證嗎？這

樣規定沒道理。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領隊工作有其特殊性，是 24 小時服務，

很難適用勞基法。是否可以在旅行業管理

規則第 23 條 1 修訂權利與義務。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根據學者研究指出，旅行社實施差異化的

小費給予制度 (小費全包制 )並不一定會

造成其遊客付出較高的總旅遊團費。故我

的建議：小費回歸法制化，變更小費全包

制。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8.D2 

內容 可審

訂 

應審

訂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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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見解，該規則是屬行政命令，主管機

有權主導修訂，要提昇法規位階，還不需

要吧。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我看可以從旅行業規則第 23 條之 1，這

一條旅行社指派或雇用領隊書面簽約，領

取報酬，這個規定對領隊較有影響，可以

考慮增修權利與義務。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我的看法三年沒帶團不能換證，太嚴重

了，旅行社對新科領隊不敢用，那重行訓

練換證，  旅行社就敢用領隊，這規定有

必要修訂。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我認為現行法律上未有任何關於指派（派

遣）之特別規定，以目前規則來說，建議

在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之 1 增訂權利

與義務。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民法有談到，旅遊營業人者，謂以提供旅

客 旅 遊 服 務 為 營 業 而 收 取 旅 遊 費 用 之

人。而旅遊服務，係指安排旅程及提供交

通、膳宿、導遊或其他有關之服務。建議：

小費應回歸法制化，包含團費中，才合

理。 

是 否 

政 府 訂 定 法

規，應符合功能

性，對不適宜法

規，應檢討增修

訂命令即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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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歸納現況領隊遭遇議題及研擬特別法之應審訂與修訂命令可審訂分

析，如圖 5.2  

議題 3：依條例規定領隊考選

會同考選機關定之，取得執業

證，需受旅行業雇用。依大法

官 解 釋 記 帳 士 係 專 門職 業 人

員，其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

法 考 選 之 。 同 屬 專 技考 選 銓

定，唯獨領隊不能自行執業，

是否必要性增訂特別法，提昇

法律位階或增訂權利與義務。 

議題 2：領隊明定經考試主管

機關考試及訓練合格，受旅行

業僱用，始得執行業務。法已

敘明領隊受雇用，惟權利與義

務 未 敘 明 ， 產 生 雇 用方 式 不

同，無法保障領隊工作權益。 
可審訂  

應審訂  

 

不 需 要 提 昇

特 別 法 法  

修 訂 旅 遊 業

規則第 23 條

行 政 命 即 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議題 1：旅遊業指派領隊人員

引導觀光旅客旅遊業務，應簽

訂書面契約並給付報酬。現況

旅 遊 業 普 遍 性 仍 以 服 務 小

費，應以何種機制為導向，才

能保障領隊權益。  

應審訂  

可審訂  

不 需 要 提 昇

特 別 法 法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修訂旅行業

及領隊權利

與義務行政

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可審訂  

旅行業規則

領隊規則  

應審訂  

修訂旅行

業及領隊

權利與義

行政命即

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不需要提

昇特別法

法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

則領隊規

則  

1.涉及觀光主管機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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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4：目前旅遊業，指

派領隊帶團出國，從旅客

中 收 取 小 費 替 代 服 務 報

酬，已違反規定，處罰新

台幣 1 萬元，情節重大者

處罰 3 萬元過低，導致業

者違規頻繁。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法  

修訂旅行業

以小費為報

酬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議題 5：依條例規定，領

隊需有實質從事該業務，

才 能 換 證 。 領 隊 管 理 規

則 ， 執 業 證 有 效 期 間 三

年，期滿申請換發，前者

法律限制人民選擇自由，

後者命令期滿換證，本規

則訂定是否合理。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領隊換

證行政命令

即可  

增修行政命

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議題 6：近年來政府為推

動觀光產業，提昇專業人

員領團技能，辦理專業普

技考試，廣納社會菁英參

與競技考選，目的是在選

才。領隊取得執業證資

格，旅行社卻不敢任用，

浪費社會資源，也對社會

觀感不佳。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法  

修訂旅行業

規則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領隊規則  

議題 7：條例領隊連續三

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

重行參加訓練換發執業

證，始得執行業務。重行

訓練節次減半，課程規

劃、師資、實習等應與職

前訓練課程作區隔。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領隊行

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領隊規則  

觀光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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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8：領隊與導遊任務應

有明顯區隔，但工作常被合

而 為 一 ， 例 如 在 歐 洲 、 美

加、紐澳等旅遊行程常見領

隊兼導遊，日本團則常見導

遊兼領隊，中國大陸外語領

隊均可帶等不合理現象。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領隊行

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議題 1：條例領隊人員受旅

行業雇用，始能執業。該規

定 限 制 領 隊 不 能 自 行 執

業，受旅行業雇用方式未敘

明 ， 相 關權 利 與 義務不 明

確，造成領隊工無保障，不

能享有勞健保等福利措施。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領隊行

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領隊規則  

議題 2：領隊人員應受旅行

業之僱用或指派，始能執行

領隊業務。本規則說明未強

制 性 限 制旅 行 業 以何種 方

式派遣領隊，對旅行業來說

是沒有拘束力的。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旅行業權

利與義務行

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議題 3：領隊處罰標準合理

性，已考取並訓練合格結業

尚未領取執業證者，而帶團

處新臺幣二萬元，並禁止執

行業務，及未換證帶團處法

三千元等法則，相對旅行社

僱用領隊不簽約，處罰新台

幣一萬元，訂定法規是否符

合公平、公正原則。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領隊規則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領隊罰

則行政命即

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2.涉及領隊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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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4：領隊三年內未實質

領 團 ， 不 能 換 證 ， 是 否 合

理。旅行社不僱用或指派，

須重行訓練換證，影響領隊  

權益。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旅行業

規則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 修 行

政 命 令  

即可  

議題 5：領隊考訓應設總量

管 制 ， 避 免 人 力 資 源 浪

費，造成想考的考不上，

考 得 上 的 旅 行 社 卻 不 敢

用，領隊考訓應結合學校

教育，才能提昇領隊專業  

技能。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領隊

規則行政

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議題 6：旅行管理規則，

領隊人員執行接待，應簽

訂書面契約，契約內容不

得 違 反 契 約 不 得 記 載 事

項，而領隊執行接待，領

取報酬，本規則未規範權

利與義務，對業者拘束力  

無法產生效力。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昇特

別法  

修訂領隊僱

佣關係行政

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議題 1：領隊領取報酬，不

得 以 客 人 小 費 替 代 服 務

費。對違規業者，處罰過

低，導致旅行業違規頻繁。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旅行業

規則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3.涉及旅遊業經營管理：  



 
 
 
 
 
 
 
 
 
 
 
 

 

121 
 

 

 

 

 

 

 

 

 

 

 

 

 

 

 

 

 

 

 

 

 

 

 

 

 

 

 

 

 

 

 

 

 

 

 

 

 

 

 

 

圖 5.2 歸納現有領隊遭遇議題及研擬特別法之應審訂與可審訂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議題 2：近年來遊客自主

性提高，所選擇旅遊行

程 ， 希 望 團 費 能 全 包

式，使旅遊免除決定小

費給予金額時的決策困

擾與其他可能的小費糾  

紛。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

昇特別法  

修訂旅行業業

務範圍無行政

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議題 3：目前旅遊業區分

綜 合 旅行 社、 甲種 旅行

社、乙種旅行社，部分業

者違規競爭削價結果，產

生 市 場領 隊供 需不 平衡

現象，法規已敘明經營範

圍 ， 顯現 法規 拘束 力不

足。  

應審訂  不需要提

昇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旅行

業業務範

圍係行政

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議題 4：觀光條例，成行

時 每 團均 應派 遣領 隊全

程隨團服務，惟條例未敘

明 成 團人 數 最 高員 額派

領乙員，法規不明確影響

領隊工作權。  

應審訂  不需要提

昇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旅行

業規則業

務範圍行

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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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1 

 

 

 

 

 

 

 

 

 

營業 

 

 

 

 

 

 

 

 

 

 

 

 

 

 

 

 

 

 

 

 

 

 

 

 

 

 

 

 

 

 

 

 

訪談 1：目前就我們業者

立場，我認為是不需要再

修訂提昇法律位階。旅遊

服務業對象是人，公司經

營除考慮人事成本外，面

對 的 有所 謂淡 旺季 節或

疫情發生，就會影響到公

司營運收支平衡，對旅行

社來說是重要的負擔。目

前公司指派領隊，是依實

際業務需要才派遣，領隊

領 取 報酬 是符 合法 規原

則。  

應審訂  不需要提

昇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旅行

業規則行

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訪談 2：我們業者一貫的

立 場 ，旅 行業 為特 許行

業，領隊雖然有合格執業

證，還是要依發展觀光條

例，非旅行業者，不能自

行執業。修訂法的位階作

區 隔 ，是 不需 要也 不必

要，這樣才能維護旅遊市  

場機制。  

觀光條例  

旅遊業規則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

昇特別法  

修訂領隊

僱佣關係

行政命即

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訪談 3：是不能與員工同

享有勞健保等福利，但，

公 司 派 遣 領 隊 還 是 依 規

定，書面簽約給予酬勞。

有帶團就能換證，當然沒

帶團應重行訓練，可以接

受新規定與知識。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僱佣關

係行政命即

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訪談 4：我們旅行社雇用

領 隊 為 員 工 是 有 兼 業 務

的，領取薪資，享有勞健

保受勞基法保障。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係行政

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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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2 

 

 

 

 

 

 

 

 

 

 

 

 

 

 

 

 

 

 

 

 

 

 

 

 

 

 

 

 

 

 

 

 

 

 

訪談 5：過去領隊隨團服

務 小 費都 是遊 客直 接給

予。如果改小費全包制，

我贊成。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特

別法  

修訂旅行業

行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訪談 1：我的認知現行的

法 規 已經 有定 位領 隊需

受旅行社僱用或指派，是

不 需 要再 提高 其法 律位

階。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權利義

務行政命即

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2：我的認知並不希

望，領隊擁有執業權。否

則將導致旅遊市場結構

混亂。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特

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義務

行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3：我們公司派遣領

隊 還 是 依 規 定 書 面 簽

約，給予酬勞。但領隊派

遣方面，依公司團量狀況

而定。沒帶過團本來就要

重行訓練，這是合理的。 

應審訂  

 
無須提昇特

別法  

可審訂  修訂僱佣關

係行政命即

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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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1 
 

 

 

 

 

 

 

 

 

 

 

 

 

 

 

 

 

 

 

 

 

 

訪談 4：本公司的領隊是

有兼業務，在團量大人力

不足才有臨時調派領隊支

援，是公司員工適用勞基

法。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僱佣關

係行政命即

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訪談 5：本公司旅客團

費，服務小費部分由客人

自行決定是否團費中。要

法制化，業界都有共識，

比較好。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旅行業

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訪談 1：我的觀念應回歸

法制面，將適用領隊規

則提升到法律位階，以

增訂權利與義務，比較

合理。  

應審訂  

 

不需要提

昇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僱佣

關係行政

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訪談 2：不需要，因為首

先 反 對 的 應 該 是 旅 行

社 ， 其 實 依 民 法 有 定

義：承攬是要成立公司

才可以，建議：主管機

關 修 訂 旅 行 業 管 理 規

則，增訂領隊權利與義  

務。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特

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義

務行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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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2 

 

 

 

 

 

 

 

 

 

 

 

 

訪談 3：每年新科領隊人

員，職前訓練合格，取

得執業證書後，因，無

帶團經驗，基本上旅行

社是不僱用或指派執行

領隊業務。既然如此，

限定三年期限沒帶團不

能換證，不合理。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4：目前旅行業多採

指派領隊人員，執行領隊

業務，藉以規避勞基法，

以降低營運人事成本。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5：目前旅行業管理

規則，因法規位階低，拘

束力不夠，違規行為罰鍰

又太低。故建議：修訂小

費全包制，則將可避免許

多 旅 遊 所 引 起 之 不 必 要

糾紛。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訪談 1：隊領隊毫無

工 作 保 障 ， 接 團 與

否，完全取決於旅行

社的派遣與否，雙方

僅訂短時間的雇用關

係，相對於在「權利」

與「義務」方面，如

能訂頒領隊法，對於

雙方而言，都足有保

障的。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特

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義

務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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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2：領隊列為國家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資格比照「普

考」，既然是專技人員，

依各行各業中，均可受

雇於人或自行開業。  

訪談 3：在領隊人員管

理規則第 18 條「領隊執

業照有效時間三年，期

滿申請換發」違反該條

例第 32 條立法精神。不

合理，修訂「發展觀光

條例第 66 條」。  

應審訂  不需要提

昇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佣關係

行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領隊規則  

觀光條例  

應審訂  

領隊換證修訂

條例，但藉增

修行政命令即

可  

可審訂  
修訂僱佣關係

行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5：多數旅行社並未

依旅行業規則，領隊帶團

書 面 簽 約 領 取 報 酬 。 建

議，總團費包小費，避免

旅遊過程結束，引起不必

要糾紛，或採按件計酬或

按日計酬，給予領隊合理

出差費用。  

訪談 4：旅行社指派領

隊，團量無法固定，收

入不穩定，勞保局將領

隊人員歸類為第一類投

保，甚不合理。  

可審訂  

 

修訂業務範圍

行政命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應審訂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僱佣關係

行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特

別法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127 
 

5.C1 

 

 

 

 

 

 

 

 

 

 

 

 

 

 

 

 

 

 

 

 

 

 

 

 

 

 

 

 

 

 

 

 

 

 

 

 

 

 

 

 

 

 

訪談 1：領隊人員之權利

義務均可透過「旅行業管

理規則第 23 條之 1」之

增訂，以契約方式獲取權

利與義務。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可審訂  
修權利與義

務行政命即

可  

訪談 2：領隊是受僱於旅

行業或政府機關、團體之

臨時招請，執行引導出國

觀光旅客團體業務而收

取報酬之服務人員，本身

無執業權。故不建議領隊

人員擁有執業權。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義

務行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3：現行法規之制定

下，對於領隊指派有實際

影響力者應為受雇之旅

行業者。領隊人員連續三

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

重行訓練結業，係維護領

隊人員之專業素養及對

於最新法規規定之熟悉

度，對提昇服務品質屬正

面助益。  

訪談 4：領隊基本上採約

聘制，屬於自由工作者，

本就不適用勞基法，是否

將領隊人員納入勞基法

適用範圍，應俟執業工會

或專家學者之意見決定

修法與否。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特

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義

務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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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2 

 

 

 

 

 

 

 

 

 

 

 

 

 

 

 

 

 

 

 

 

 

 

 

 

 

 

 

 

 

 

 

 

 

訪談 5：是否由法律層

面強制律定為全包制，

或是交由旅行社進行差

異 化 之 區 隔 ， 職 業 工

會、專家學者以及主管

機 關 之 商 議 而 定 。  

訪談 1：領隊規則，既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其

所規定之領隊雇用制度

自然已屬法律位階，而

據同法第 23 條並不得

有下列行為之條目，可

視 為 規 範 領 隊 之 「 義

務」，惟目前相關法令並

無就領隊「權利」部分

賦予領隊，且「義務」

亦未明確標準化，尚有  

改善空間。  

訪談 2：雇用權之部分，

亦是同樣道理，惟在此

點可有另外開放空間，

因目前對人員依規定需

掛靠於旅行社，但並非

每家旅行社都足夠之案

件數量維持領隊人員生

計，故適度開放被雇用

權並另訂法律規範為可

考慮之方向！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業務範圍

行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應審訂  無須提昇特

別法  

可審訂  修訂僱佣關

係行政命即

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義

務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129 
 

 

 

 

 

 

 

 

 

 

 

 

 

 

 

 

 

 

 

 

 

 

 

 

 

 

 

 

 

 

 

 

 

 

7.D1 

 

 

 

 

 

 

 

 

 

訪談 3：現行管理規則之

指 派 由 雇 用 旅 行 社 辦

理，太過受旅行社制約，

對 領 隊 人 員 權 益 保 障 不

足。  

至 於 連 續 三 年 為 帶 團 不

能換正必須重新訓練，當

然 讓 領 隊 人 員 權 益 有 所

受損，但尚屬合理。一段

時 間 沒 有 帶 團 的 確 會 讓

隊領專業度有所折損，所

以 這 部 分 尚 無 修 正 之 必

要。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僱佣

關係行政

命即可  

增修行政命

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4：勞基法之雇用及

指派亦有許多部分與領

隊管理規則並不完全相

符，對於領隊人員之權

亦未能完全保障，是尚

待改進之處。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5：其實小費全包

制就像上餐廳加收 10％

的服務費一樣，收費有

一 定 的 標 準 化 及 透 明

化，可降低顧客爭議，

固 定 的 小 費 給 相 關 人

員，亦可讓服務水平到

達一定水準，故不失為

一 個 好 的 方 向 。  

訪談 1：我的看法，不

需要提昇法的位階來訂

領隊法。領隊權利與義

務方面，可以從旅行業

管理規則或領隊管理規

則來增修。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業務範

圍行政命即

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義

務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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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2：提昇至法律位

階，是不可行。領隊本

身就沒有執業權。我的

建議可以在旅行業規則  

來修訂。    

應審訂  

可審訂  

不需要提昇特

別法  

修訂權利與義

務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3：規定領隊不能執

業 ， 沒經 驗旅 行社 不敢

用，連續三年未帶團不能

換證，要重行訓練。用意

很 好 ，能 隨時 接收 新知

識，那自行組團靠行帶一

團 就 可換 證嗎 ？ 這 樣規

定沒道理。  

訪談 4：領隊工作有其特

殊性，是 24 小時服務，

很難適用勞基法。是否可

以 在 旅行 業管 理規 則第

23 條 1 修訂權利與義務。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5：根據學者研究指

出，旅行社實施差異化的

小費給予制度 (小費全包

制 )並不一定會造成其遊

客付出較高的總旅遊團

費。故我的建議：小費回

歸法制化，變更小費全包

制。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業務範

圍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旅行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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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2 

 

 

 

 

 

 

 

 

 

 

 

 

 

 

 

 

 

 

 

 

 

 

 

 

 

 

 

 

 

 

 

 

 

 

 

 

 

 

 

 

 

 

訪談 1：我的見解，該規

則是屬行政命令，主管

機有權主導修訂，要提

昇法規位階，還不需要

吧。  

訪談 2：沒有必要提昇，

我看可以從旅行業規則

第 23 條之 1，這一條旅

行社指派或雇用領隊書

面簽約，領取報酬，這

個 規 定 對 領 隊 較 有 影

響，可以考慮增修權利

與義務。  

訪談 3：我的看法三年沒

帶團不能換證，太嚴重

了，旅行社對新科領隊

不敢用，那重行訓練換

證 ，  旅 行 社 就 敢 用 領

隊，這規定有必要修訂。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可審訂  
修訂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應審訂  不需要提昇特

別法  

應審訂  
修訂權利與義

務行政命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訪談 4：我認為現行法律

上 未 有 任 何 關 於 指 派

（派遣）之特別規定，

以目前規則來說，建議

在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之 1 增訂權利與義務。 

應審訂  

可審訂  

觀光條例  

領隊規則  

旅行業規則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權利與

義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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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產、官、學者之建議及研擬特別法之應審訂與修訂命令可審訂分析

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從圖 5.2 與 5.3 分析提昇特別法之應審定與修訂命令之可審

訂結果發現，現階段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旅行業管理規則議題與

專家訪談之結論如下： 

(一) 由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及旅行業管理規則議題中探討得知，大

部分問題若主管機關如能修訂現行行政命令後即可獲得改

善，綜合分析看來似不需要再訂定增設特別法。 

(二) 從產、官、學意見認為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最大的問題就是 

領隊受旅行社僱用或指派，若能回歸條例僱用關係，修訂行

政命令即可，其為主管機關觀光局應考量之處，惟對建議增

修領隊雇用或承攬、權利與義務，需要深入探究技術之標準

，方可作為訂定特別法裁奪之依據；訪談下來皆未對現階段

領隊管理規則相關法規有需提升其法律位階之看法。 

(三)用特別法以解領隊現狀問題之應審訂與可審訂，其成效不 

訪談 5：民法有談到，

旅遊營業人者，謂以提

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

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

而旅遊服務，係指安排

旅 程 及 提 供 交 通 、 膳

宿、導遊或其他有關之

服務。建議：小費應回

歸 法 制 化 ， 包 含 團 費

中，才合理。  

應審訂  

觀光條例  

可審訂  

旅行業規則  

不需要提昇

特別法  

修訂業務範

圍務行政命

即可  

增修行政

命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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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以上建議中若有需要制訂特別法突破現行者，因政府尚未對

其領隊規則派遣制度訂出明確特別規定，導致領隊定義與政策方

向模糊，需待未來領隊派遣制度，對權利與義務確立方向，始可

確立是否有制訂特別法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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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大陸旅遊法規、產、官、學者訪談及發

展觀光相關政策，再經由確立特別法之應審訂與修訂行政命令之

可審訂之原則，作為初步意見如后。 

6.1.研究發現與結論 

   彙整第五章制定特別法之議題解析結果與產、官、學訪談應

審訂與可審訂分析差異性結果，對領隊雇用或指派，旅行社對於

人力彈性運用策略有勞僱立場差異性之利益衝突，而認為差異與

相同點之間，呈現領隊與業者對現行法規提昇特別法或修訂行政

命令不一致現象；致於官方與學界認為領隊現行法規，不需要提

昇特別法，但就僱用權可適度考量開放，並另訂法律規範為可考

慮之方向。 

1.相關法規分析： 

    經訪談與本研究領隊相關法規，如需提升其法律位階或修訂

行政命令，其相關法律分析後，將其概述區分為： 

（1）發展觀光條例 

  a.本法領隊人員受旅行社僱用，始得執行業務。 

    由條例顯示領隊不能自行執業，需受制約旅行社。但領隊管 

理規則敘明：領隊應受旅行業之雇用或指派，始得執行領隊 

業務；旅行業管理規則：旅行業指派或雇用領隊人員執行接 

待，應簽訂書面契約領取報酬，兩則與條例明定雇用定義顯 

然不同，同樣依條例附則授權對旅行社及受雇人員管理，由 

主管機關定之。按行政程序法：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 

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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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引述（成之約，1999 學 

者對僱用類型概分：1.人力派遣。2.定期契約派遣。3.勞動 

派遣等三類。指派雖含其雇用中解釋，惟政府相關法規對指 

派並沒有法律特別規定前，有關領隊權益應受保障。故，既 

然，法規對外發生法律效果，其所規定之領隊雇用制度自然 

已屬法律位階，領隊規則亦有規定其行為，可視為規範領隊 

之「義務」，惟目前相關法令並無就領隊「權利」部分賦予 

領隊，且「義務」亦未明確標準化，尚有改善空間。 

  b.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 

者，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 

業務。 

本法限制領隊連續三年為帶團不能換證，必須重新訓練，當

然對領隊人員權益有所受損，但尚屬合理範圍。導因係維護

領隊的專業素養及新法規規定之熟悉度，面對旅遊環境持續

不斷變遷，領隊人員服務品質屬正面助益。 

（ 2）旅行業管理規則 

    依規則，既然領隊受旅行業指派或僱用執行接待，應簽訂書 

面契約，旅行業應給付領隊人員報酬，不得以小費、購物佣 

金或其他名目抵替之。這個部分目前旅行業，普遍性違規， 

並未遵守規定，主因罰則太輕，對業者拘束力不足，領隊權 

益受損甚大。倘若小費全包制，領隊受指派領取報酬，取得 

一致平衡點，回歸法制化精神。根據（孔秀琴，1998）學者 

研究及實際案例，廠商實施差異化的小費全包制並不一定會 

造成其遊客付出較高的總旅遊團費，小費全包制是應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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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如鳳凰旅遊表示，自從實施小費全包制以來，客戶滿 

意度增加 22％，回客率成長約 18％，顯示獲得旅客認同。 

其實小費全包制就像上餐廳加收 10％的服務費一樣，收費 

    有一定的標準化及透明化，可降低顧客爭議，固定的小費給 

相關人員，亦可讓服務水平到達一定水準。 

（3）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法規敘明領隊人員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得執行領隊業 

務。從現行法規解釋領隊僱用或指派，基本上是約聘制，屬 

於自由工作者，其含義並不適用勞基法。領隊人員每日工作 

時數超過勞基法規定之 8 小時是常有之事，而勞基法之雇用 

及指派亦有許多部分與領隊管理規則並不完全相符，對於領 

隊人員之權亦未能完全保障，是尚待改進之處。 

2.產、官、學議題比較分析結果 

 （1）產業界對領隊雇用制度解析： 

     a.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已有明定，旅行業管理規則也有規 

定，我認為是不需要再修訂提昇法律位階。 

     b.旅行社對領隊受旅行業之僱用制度及承攬權問題，均否 

       定提昇至法律位階或增訂權利的必要性。認為領隊提昇 

       法律位階，而設定專法，並無實質幫助，反而增加旅 

       遊市場亂象。   

     c.旅行社認為領隊連續 3 年未帶團不能換證應重行訓練 

，係維護領隊專業素養及品質提昇是有幫助的，這很合 

理。    

     d.旅行社認為領隊是自由工作者，不是公司員工，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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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勞基法。 

    e.旅行社均表認同，小費制度回歸法制以團費全包制。 

 （2）領隊對僱用制度認知： 

    a.領隊認知旅行社指派對領隊僅是短期的僱用關係，相對於

在權利與義務方面，未明確規範，希望能提昇法律位階訂

頒領隊法，以保障領隊權益。 

    b.領隊認為領隊是專業普技考試合格，資格比照普考，無承

攬權利，對於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有所違背。應提昇

法律位階，以保障工作權益。 

    c.當前旅行業僱用或指派領隊人員，無固定薪資、勞健保、

福利，領隊流動性高。三年未帶團不能換證應重行訓練，

不合理。 

    d.領隊認為提昇法規位階，可依勞基法規定，可同一般勞工

享有同等待遇。 

    e.讚成小費回歸法制，應採按件計酬或按日計酬，給予領隊

合理出差費。 

（3）官方對僱用制度相關法律見解 

a.認為領隊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均可透過旅行業管理規 23 條

之 1 來增訂，並不同意領隊制度提高法律位階。 

b.對領隊現行制度，不宜有承攬權或雇用之相關權利法制化

及不建議領隊人員擁有執業權。但可考量適度開放被雇用

權並另訂法律規範之。 

c.現行管理規則之指派由雇用旅行社辦理，太過受旅行社制

約，對領隊人員權益保障不足。至於連續三年為帶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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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正必須重新訓練，尚屬合理。一段時間沒有帶團的確會

讓領隊專業度有所折損，所以這部分尚無修正之必要。 

d.現行勞動基準法對領隊人員之相關規定並不健全，領隊人

員每日工作時數超過勞基法規定之 8 小時，而勞基法之雇

用及指派亦有許多部分與領隊管理規則並不完全相符，對

於領隊人員之權亦未能完全保障，是尚待改進之處。 

e.小費全包制是未來可努力推動的方向。或是交由旅行       

社進行差異化區隔，歸類職業工會、專家學者及主管       

機關之商議而定。 

（4）學界對僱用制度相關法律見解 

a.認為不需要提昇法的位階來訂領隊法，有關領隊權利      

與義務方面，可以從旅行業管理規則來增修。 

b.按領隊法規第 3 條領隊本身就是沒有執業權，可以在      

本規則修訂敘明權利與義務，這樣可行性較高。 

c.連續三年未帶團不能換證，要重行訓練，用意很好，      

能隨時接受新知識。旅行社指派領隊，除換證問題外      

，那就是沒有薪資、勞健保。 

d.現行法律上未有任何關於指派（派遣）之特別規定，      

在將現行各種勞動法規適用到領隊派遣是不合理。  

e.小費應回歸法制化，包含團費中，才合理。 

    綜合以上產、官、學者訪談分析及其相關法規議題推論

，對領隊現行制度提昇法律位階，而設立專法均表不贊成。

因旅行社採用指派方式，派遣領隊目的降低雇用成本，這些

成本則透過差別待遇之雇用型態轉嫁到領隊的薪資福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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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投資，對領隊的工作情緒有負面影響。 

    依目前領隊僱用制度，領隊依規定需掛靠於旅行社，但

並非每家旅行社都足夠之團量維持領隊人員生計，倘若可適

度開放被雇用權，且另可考量訂定法律規範；至於領隊人員

權利與義務，可於旅行業規則中增訂，並以契約方式獲取權

利與義務；領隊雇用制度是否提高位階，需透過職業工會、

及勞工主管磋商之結果而定；小費全包制，大家看法一致，

可回歸法治制度修訂。 

3.管理實務 

 （ 1）我國觀光主管機關近年來所頒佈發展觀光相關政策，雖 

     本意為因應國際化，提昇領隊專業素養，其資格認定，依 

     本條例經考試主管機關考試及訓練及格，發給執業證，並 

     受旅行業僱用，始得執行業務。故實質上，法規訂定，就 

     憲法釋義，經由專業普技考試及格銓定，勞健保應屬第一 

     類納保。以目前法規認定，領隊不適用勞基法範疇。故本 

     研究認為觀光局並無意將領隊提昇其法律位階或增設指派 

     之權利。 

 （ 2）就目前領隊所遭遇之議題，雖部分問題急需解決，但經 

     本研究探討後，發現法規皆可透過修改其行政命令辦理， 

     這種種問題實質來看，並不需設置特別法以突破現行法規  

     之需要。 

4.研析大陸旅遊法規範，供參酌如下 

 （ 1）因制度上與台灣有所不同，大陸制訂旅遊相關政策時， 

     全程交由「全國人大 」財經委帶頭起草《旅遊法》的立法 



 
 
 
 
 
 
 
 
 
 
 
 

 

140 
 

    模式，很值得注意。以往頒行的 《旅行社條例》、《導遊 

    人員管理條例》，包括《大陸公民出國旅遊管理辦法》，它 

    受限於立法規格層級  ，因此無法的為旅遊經營者設定詳细 

    的規範。這次《旅遊法》由「全國人大 」常委會審議通過， 

    是具有大陸的國家效力的法律。 

 （ 2）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統一負責旅遊安全工作。縣級以上人 

    民政府有關部門依照法律、法規履行旅遊安全監管職責。其 

    根本法源及法令由主管部門權責及縣級政府管理皆以其作 

    為統籌，故於大陸旅遊法能夠執行如此透徹乃因此因素致 

    使。 

 （ 3）大陸人民參加導遊資格考試成績合格，與旅行社訂立勞 

    動合同或者在相關旅遊行業組織註冊的人員，可以申請取得 

    導遊證。取得導遊證，具有相應的學歷、語言能力和旅遊從 

    業經歷，並與旅行社訂立勞動合同的人員，可以申請取得領 

    隊證。 

    從以上觀點為本研究所擬出之結論，雖分析發展條例制定特

別法作為探究領隊提升其法律位階之應審訂及可審訂，但經由探

究領隊法規、旅行業規則議題、觀光政策、及產、官、學者訪談

結果，目前仍無設置特別法之必要性；經本研究探討大陸旅遊法

政策及其法規，瞭解大陸制度上將其主管部門與縣級機關權責及

管轄權力劃分明確，故於執行旅遊相關政策時或懲處旅行社不當

經營時，皆按照旅遊主管部門來進行管理，故大陸雖地大人稠，

但旅遊主管部門推廣其旅遊政策時，執行時不受干涉，始可貫徹 

其觀光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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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建議 

    探討現行觀光條例，本研究認為現行條例僅提及領隊人員，

經考試機關及訓練合格，受旅行業僱用，始得執行業務。除規範

及限制外，對領隊權利與義務之內容未訂定，致使領隊感受不出

政府制定觀光之政策，對領隊現階段受旅行業僱用或指派不合理

處境。至此本研究提出相關意見，希冀能對領隊未來雇用制度有

較合理之規範。 

一.建立領隊考、訓、用統整性配合機制 

   條例敘明領隊需經國家考試及訓練合格，發給執業證書，才

能執行業務規範；領隊管理法規規定，領隊人員訓練、執業證核

發、管理、獎勵及處罰由主管機關執行之；旅行業管理法規，旅

行業指派或雇用領隊人員執行接待，應簽訂書面契約。從法的觀

點考、訓、用，為提昇領隊專業素養，具有實質助益，然而缺乏

整體性配合機制，造成旅行社不敢用領隊，而領隊無法找到合適

的工作。主因領隊受限制約，旅行業指派或僱用，領取報酬，並

未敘明權利與義務。故，建議旅行業規則修訂內容如下： 

    第 23條之 1  旅行業指派或雇用領隊人員執行接待或引導觀

光旅客旅遊業務： 

其指派方式，領隊經旅遊業評鑑合格錄用，每年辦理簽訂書面契

約乙次；契約內容不得違反交通部觀光局公告之契約不得記載事

項。 

領隊雇用為員工，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旅遊業應給付領隊人員報酬，不得以小費、購物佣金或其他

名目抵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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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領隊專業素養機制 

   每年新科領隊完成職前訓練，取得合格執業證，旅遊業者不

敢選用新科領隊，主因領隊沒有實務經驗，復按，條例領隊連續

三年未執行領隊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換領執業證。其

規定屬限制人民權例義務事項，故，建議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內容

如下： 

    第 14 條  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

執行各該業務者，於第二次換證時，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 

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業務。 

三.建立領隊職前訓練評鑑制度 

   因現行領隊職前訓練結訓口試測驗，人人皆可以合格，其合

格率達 100％結訓，缺乏專業評鑑考核機制，對業者來說選才，

很難評定學員專業素養的良莠，勢必不敢任用，對已取得國家證

照，無法找到合適工作，更形成人力資源浪費。對過去口試委員

都以資深領隊來擔任，若這個部分，改由需用旅行社經理人以上

代表擔任，且將來有意願擔任領隊者，分類提出申請口試編組，

經口試委員評鑑合格可以擔任領隊人，參加該公司實習。故，建

議修訂領隊人員管理規則內容如下： 

     第 9 條  領隊人員職前訓練結訓以口試評鑑測驗為主，筆

試為輔，滿分為 100 分，及格為 70 分。 

其考核評鑑，區分就業與非就業。欲申請就業分二段式實施評鑑，

第一階段口試委員，由需用旅行社代表負責考核評鑑錄用；第二

階段，參於錄用旅行社隨團實習評鑑。 

就業與非就業人員，口試成績不及格，應於七日內補行測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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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補行測驗不及格者，不得結業。 

四.後續研究 

   一、觀光主管機關應當重新考量現行法規適用性，領隊受制

約旅行社指派之方式，究竟係為現階段發展觀光產業，維護旅遊

市場機制，為提昇領隊服務品質的為主要目標，此為，基本之政

策方向，務必釐清敘明。 

   二、本研究建議政府參酌，大陸旅遊法制定，著眼在旅遊產

業發展，公共服務和監管、行業组織自律、企業依法自主經營及

旅遊者的權利與義務都做出了較為明確的規定，並將市場規劃的

全方位格局。此為，其旅遊的發展政策成功經驗，提供主政者參

考，但本研究對大陸旅遊法規之架構體系尚未透徹前，故僅作初

步建議，但求其未來更進一步分析其觀光發展之關聯性議題，始

可確立此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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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國內僱用制度現行法規分類  

1. 僱用部分  

民法（民國  104 年  01 月  14 日修正）  

第  482 條   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

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第 486 條  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無約定者，依習慣

；無約定亦無習慣者，依左列之規定：  

一、報酬分期計算者，應於每期屆滿時給付之。 

二、報酬非分期計算者，應於勞務完畢時給付之

。  

2. 承攬部分  

民法（民國  104 年  01 月  14 日修正）  

第 490 條  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

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第 505 條  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

工作完成時給付之。  

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

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  

部分之報酬。  

3.旅遊部分  

  民法（民國  104 年  01 月  14 日修正）  

第  514-1 

條  

稱旅遊營業人者，謂以提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

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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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旅遊服務，係指安排旅程及提供交通、膳宿

、導遊或其他有關之服務。  

4.勞動契約部分  

勞動基準法（民國  104 年  02 月  04 日）  

第 9 條  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

、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

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定期契約：  

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  

    間超過九十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  

    十日者。  

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

之。  

5. 觀光條例經營管理部分 

發展觀光條例（民國 104 年 02 月 04 日修正） 

第 2 條第 13

項  

領隊人員：指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

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第 32 條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應經考試主管機關或其委

託之有關機關考試及訓練合格。  

前項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並受

旅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始

得執行業務。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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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練結

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業務。  

第一項修正施行前已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

之有關機關測驗及訓練合格，取得執業證者，得

受旅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

繼續執行業務。  

第一項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以命令定

之。  

第 5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逕行定期停止

其執行業務或廢止其執業證：  

一、旅行業經理人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五項規定，

兼任其他旅行業經理人或自營或為他人兼營旅

行業。  

二、導遊人員、領隊人員或觀光產業經營者僱用

之人員，違反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命令者。  

經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仍繼續執業者，廢止其

執業證。  

第 59 條  未依第三十二條規定取得執業證而執行導遊人

員或領隊人員業務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執業。  

第 66 條  導遊人員、領隊人員之訓練、執業證核發及管理

等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7 條  依本條例所為處罰之裁罰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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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6. 旅行業管理部分  

旅行業管理規則（民國  104 年  01 月  14 日修正）  

第 1 條  本規則依發展觀光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 第六

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3 條之 1 旅行業指派或僱用導遊人員、領隊人員執行接待

或引導觀光旅客旅遊業務，應簽訂書面契約；其

契約內容不得違反交通部觀光局公告之契約不

得記載事項。  

旅行業應給付導遊人員、領隊人員之報酬，不得

以小費、購物佣金或其他名目抵替之。  

第 36 條  成行時每團均應派遣領隊全程隨團服務。  

 

 

 

 

 

 

 

 

 

 

 

 

 

 



 
 
 
 
 
 
 
 
 
 
 
 

 

160 
 

附錄二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民國 102 年 09 月 24 日修正）  

第 1 條 本規則依發展觀光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六十六 

        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領隊人員之訓練、執業證核發、管理、獎勵及處罰等事 

        項，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觀光局執行之；其委任事項及 

        法規依據應公告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第 3 條 領隊人員應受旅行業之僱用或指派，始得執行領隊業務  

        。 

第 4 條 領隊人員有違反本規則，經廢止領隊人員執業證未逾五  

        年者，不得充任領隊人員。 

第 5 條 領隊人員訓練分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 

     經領隊人員考試及格者，應參加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 

     之有關機關、團體舉辦之職前訓練合格，領取結業證書 

     後，始得請領執業證，執行領隊業務。 

     領隊人員在職訓練由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機 

     關、團體辦理。 

     前二項之受委託機關、團體，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須為旅行業或領隊人員相關之觀光團體，且最近二年曾自   

行辦理或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託辦理領隊人員訓練者。 

二. 須為設有觀光相關科系之大專以上學校，最近二年自行辦 

理或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託辦理旅行業從業人員相關訓練

者。 

三. 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之方式、課程、費用及相關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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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交通部觀光局定之或由其委託之有關機關、團體擬訂

陳報交通部觀光局核定。 

第 6 條 經華語領隊人員考試及訓練合格，參加外語領隊人員考 

        試及格者，於參加職前訓練時，其訓練節次，予以減半 

        。 

    經外語領隊人員考試及訓練合格，參加其他外語領隊人   

    員考試及格者，免再參加職前訓練。 

    前二項規定，於本規則修正施行前經交通部觀光局甄審 

    及訓練合格之領隊人員，亦適用之。 

第 7 條 經領隊人員考試及格，參加職前訓練者，應檢附考試及 

        格證書影本、繳納訓練費用，向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 

        之有關機關、團體申請，並依排定之訓練時間報到接受 

        訓練。 

    參加領隊職前訓練人員報名繳費後開訓前七日得取消報 

    名並申請退還七成訓練費用，逾期不予退還。但因產假 

    、重病或其他正當事由無法接受訓練者，得申請全額退 

    費。 

第 8 條 領隊人員職前訓練節次為五十六節課，每節課為五十分 

        鐘。 

    受訓人員於職前訓練期間，其缺課節數不得逾訓練節次 

    十分之一。 

    每節課遲到或早退逾十分鐘以上者，以缺課一節論計。 

第 9 條 領隊人員職前訓練測驗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 

        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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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成績不及格者，應於七日內補行測驗一次；經補行 

     測驗仍不及格者，不得結業。 

     因產假、重病或其他正當事由，經核准延期測驗者，應 

     於一年內申請測驗；經測驗不及格者，依前項規定辦理 

     。 

第 10 條 受訓人員在職前訓練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退訓，其已繳納之訓練費用，不得申請退還： 

一、缺課節數逾十分之一者。 

二、受訓期間對講座、輔導員或其他辦理訓練人員施以強暴 

    脅迫者。 

三、由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訓練者。 

四、報名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係偽造或變造者。 

五、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認為品德操守違反倫理規範，情節重

大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形，經退訓後二年內不得參加訓練 

第 11 條 領隊人員於在職訓練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退訓，其已繳納之訓練費用，不得申請退還： 

一、缺課節數逾十分之一者。 

二、由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訓練者。 

三、受訓期間對講座、輔導員或其他辦理訓練人員施以強暴 

    脅迫者。 

四、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認為品德操守違反職業倫理規範，情 

    節重大者。 

第 12 條 受委託辦理領隊人員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之機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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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應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訓練計畫實施，並於結 

         訓後十日內將受訓人員成績、結訓及退訓人數列冊陳 

         報交通部觀光局備查。 

第 13 條 受委託辦理領隊人員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之機關、團 

         體違反前條規定者，交通部觀光局得予糾正並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止其委託，並於二年內不 

         得參與委託訓練之甄選。 

第 14 條 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執行 

         領隊業務者，應依規定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 

         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領隊業務。 

     領隊人員重行參加訓練節次為二十八節課，每節課為五 

     十分鐘。 

     第五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第七條、第八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有 

     關領隊人員職前訓練之規定，於第一項重行參加訓練者 

     ，準用之。 

第 15 條領隊人員執業證分外語領隊人員執業證及華語領隊人 

         員執業證。 

     領取外語領隊人員執業證者，得執行引導國人出國及 

      赴香港、澳門、大陸旅行團體旅遊業務。 

      領取華語領隊人員執業證者，得執行引導國人赴香港 

      、澳門、大陸旅行團體旅遊業務，不得執行引導國人 

      出國旅行團體旅遊業務。 

第 16 條 領隊人員申請執業證，應填具申請書，檢附有關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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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請領使用。 

     領隊人員停止執業時，應即將所領用之執業證於十日內 

     繳回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屆期未繳回者 

     ，由交通部觀光局公告註銷。 

     第一項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應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或 

     新聞紙。 

第 17 條 （刪除） 

第 18 條 領隊人員執業證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前應向交通部 

         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申請換發。 

第 19 條 領隊人員之結業證書及執業證遺失或毀損，應具書面 

         敘明理由，申請補發或換發。 

第 20 條 領隊人員應依僱用之旅行業所安排之旅遊行程及內容 

         執業，非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領隊人員之事由， 

         不得擅自變更。 

第 21 條 領隊人員執行業務時，應佩掛領隊執業證於胸前明顯 

         處，以便聯繫服務並備交通部觀光局查核。 

      前項查核，領隊人員不得拒絕。 

第 22 條 領隊人員執行業務時，如發生特殊或意外事件，應即 

         時作妥當處置，並將事件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依旅 

         行業國內外觀光團體緊急事故處理作業要點規定儘速 

         向受僱之旅行業及交通部觀光局報備。 

第 23 條 領隊人員執行業務時，應遵守旅遊地相關法令規定， 

         維護國家榮譽，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遇有旅客患病，未予妥為照料，或於旅遊途中未注意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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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安全之維護。 

二、  誘導旅客採購物品或為其他服務收受回扣、向旅客額外 

需索、向旅客兜售或收購物品、收取旅客財物或委由旅

客攜帶物品圖利。 

三、  將執業證借供他人使用、無正當理由延誤執業時間、擅 

自委託他人代  為執業、停止執行領隊業務期間擅自執

業、擅自經營旅行業務或為非旅行業執行領隊業務。 

四、擅離團體或擅自將旅客解散、擅自變更使用非法交通工 

    具、遊樂及住宿設施。 

五、非經旅客請求無正當理由保管旅客證照，或經旅客請求 

    保管而遺失旅客委託保管之證照、機票等重要文件。 

六、執行領隊業務時，言行不當。 

第 24 條 領隊人員違反第十五條第三項、第十六條第二項、第 

         十八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規定者，由交通部觀 

         光局依本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罰。 

第 25 條 依本規則發給領隊人員結業證書，應繳納證書費每件 

         新臺幣五百元；其補發者，亦同。 

第 26 條 申請、換發或補發領隊人員執業證，應繳納證照費每 

         件新臺幣二百元。 

第 27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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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大陸旅遊法（2013 年 4 月 25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部分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保障旅遊者和旅遊經營者的合法權益，規範旅遊市場秩序，保

護和合理利用旅遊資源，促進旅遊業持續健康發展，制定本法。 

第六條 

國家建立健全旅遊服務標準和市場規則，禁止行業壟斷和地區壟

斷。旅遊經營者應當誠信經營，公平競爭，承擔社會責任，為旅

遊者提供安全、健康、衛生、方便的旅遊服務 

第七條 

國務院建立健全旅遊綜合協調機制，對旅遊業發展進行綜合協調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旅遊工作的組織和領導，明

確相關部門或者機構，對本行政區域的旅遊業發展和監督管理進

行統籌協調。 

第二章  旅遊者 

第九條 

旅遊者有權自主選擇旅遊產品和服務，有權拒絕旅遊經營者的強

制交易行為。 

旅遊者有權知悉其購買的旅遊產品和服務的真實情況。 

旅遊者有權要求旅遊經營者按照約定提供產品和服務 

第十六條 

出境旅遊者不得在境外非法滯留，隨團出境的旅遊者不得擅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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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脫團。 

入境旅遊者不得在境內非法滯留，隨團入境的旅遊者不得擅自分

團、脫團。 

第三章  旅遊規劃和促進 

第二十五條 

國家制定並實施旅遊形象推廣戰略。國務院旅遊主管部門統籌組

織國家旅遊形象的境外推廣工作，建立旅遊形象推廣機構和網絡

，開展旅遊國際合作與交流。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統籌組織本地的旅遊形象推廣工作。 

第二十七條 

國家鼓勵和支持發展旅遊職業教育和培訓，提高旅遊從業人員素

質。 

第四章  旅遊經營 

第三十五條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價組織旅遊活動，誘騙旅遊者，並通過

安排購物或者另行付費旅遊項目獲取回扣等不正當利益。 

旅行社組織、接待旅遊者，不得指定具體購物場所，不得安排另

行付費旅遊項目。但是，經雙方協商一致或者旅遊者要求，且不

影響其他旅遊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發生違反前兩款規定情形的，旅遊者有權在旅遊行程結束後三十

日內，要求旅行社為其辦理退貨並先行墊付退貨貨款，或者退還

另行付費旅遊項目的費用。 

第三十六條 

旅行社組織團隊出境旅遊或者組織、接待團隊入境旅遊，應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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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規定安排領隊或者導遊全程陪同。 

第三十七條 

參加導遊資格考試成績合格，與旅行社訂立勞動合同或者在相關

旅遊行業組織註冊的人員，可以申請取得導遊證。 

第三十八條 

旅行社應當與其聘用的導遊依法訂立勞動合同，支付勞動報酬，

繳納社會保險費用。 

旅行社臨時聘用導遊為旅遊者提供服務的，應當全額嚮導遊支付

本法第六十條第三款規定的導遊服務費用。 

旅行社安排導遊為團隊旅遊提供服務的，不得要求導遊墊付或者

嚮導遊收取任何費用。 

第三十九條 

取得導遊證，具有相應的學歷、語言能力和旅遊從業經歷，並與

旅行社訂立勞動合同的人員，可以申請取得領隊證。 

第四十條 

導遊和領隊為旅遊者提供服務必須接受旅行社委派，不得私自承

攬導遊和領隊業務。 

第四十一條 

導遊和領隊從事業務活動，應當佩戴導遊證、領隊證，遵守職業

道德，尊重旅遊者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當向旅遊者告知和

解釋旅遊文明行為規範，引導旅遊者健康、文明旅遊，勸阻旅遊

者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 

導遊和領隊應當嚴格執行旅遊行程安排，不得擅自變更旅遊行程

或者中止服務活動，不得向旅遊者索取小費，不得誘導、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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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或者變相強迫旅遊者購物或者參加另行付費旅遊項目。 

第五章  旅遊服務合同 

第五十九條 

旅行社應當在旅遊行程開始前向旅遊者提供旅遊行程單。旅遊行

程單是包價旅遊合同的組成部分。 

第六章  旅遊安全 

第七十六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統一負責旅遊安全工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

關部門依照法律、法規履行旅遊安全監管職責。 

第七章  旅遊監督管理 

第八十五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旅遊主管部門有權對下列事項實施監督檢查： 

（一）經營旅行社業務以及從事導遊、領隊服務是否取得經營、

執業許可； 

（二）旅行社的經營行為； 

（三）導遊和領隊等旅遊從業人員的服務行為； 

（四）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事項。 

旅遊主管部門依照前款規定實施監督檢查，可以對涉嫌違法的合

同、票據、賬簿以及其他資料進行查閱、複製。 

第八章  旅遊糾紛處理 

第九十四條 

旅遊者與旅遊經營者發生糾紛，旅遊者一方人數眾多並有共同請

求的，可以推選代表人參加協商、調解、仲裁、訴訟活動。 

第九章  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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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條 

旅行社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旅遊主管部門責令

改正，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

重的，責令停業整頓或者吊銷旅行社業務經營許可證；對直接負

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

款： 

（一）  未按照規定為出境或者入境團隊旅遊安排領隊或者導遊

全程陪同的； 

（二）  安排未取得導遊證或者領隊證的人員提供導遊或者領隊

服務的； 

（三）未向臨時聘用的導遊支付導遊服務費用的； 

（四）要求導遊墊付或者嚮導遊收取費用的。 

第九十八條 

旅行社違反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由旅遊主管部門責令改正，

沒收違法所得，責令停業整頓，並處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款；違法所得三十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罰款；情節嚴重的，吊銷旅行社業務經營許可證；對直接負責的

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沒收違法所得，處二千元以上二

萬元以下罰款，並暫扣或者吊銷導遊證、領隊證。 

第九十九條 

旅行社未履行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的報告義務的，由旅遊主管部

門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或

者吊銷旅行社業務經營許可證；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

接責任人員，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款，並暫扣或者吊銷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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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證、領隊證。 

第一百零二條 

違反本法規定，未取得導遊證或者領隊證從事導遊、領隊活動的

，由旅遊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一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款，予以公告。 

導遊、領隊違反本法規定，私自承攬業務的，由旅遊主管部門責

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處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款，並暫扣

或者吊銷導遊證、領隊證。 

導遊、領隊違反本法規定，向旅遊者索取小費的，由旅遊主管部

門責令退還，處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並暫

扣或者吊銷導遊證、領隊證。 

第一百零三條 

違反本法規定被吊銷導遊證、領隊證的導遊、領隊和受到吊銷旅

行社業務經營許可證處罰的旅行社的有關管理人員，自處罰之日

起未逾三年的，不得重新申請導遊證、領隊證或者從事旅行社業

務。 

第一百一十一條 

本法下列用語的含義： 

（一）旅遊經營者，是指旅行社、景區以及為旅遊者提供交通、

住宿、餐飲、購物、娛樂等服務的經營者。 

（二）景區，是指為旅遊者提供遊覽服務、有明確的管理界限的

場所或者區域。 

（三）包價旅遊合同，是指旅行社預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過

履行輔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飲、遊覽、導遊或者領隊等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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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旅遊服務，旅遊者以總價支付旅遊費用的合同。 

（四）組團社，是指與旅遊者訂立包價旅遊合同的旅行社。 

（五）地接社，是指接受組團社委託，在目的地接待旅遊者的旅

行社。 

（六）履行輔助人，是指與旅行社存在合同關係，協助其履行包

價旅遊合同義務，實際提供相關服務的法人或者自然人。 

第一百一十二條 

本法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