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潘建基  

被      告  廖桂郁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2,9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萬2,900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向訴外人翔富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富裕公司）

承攬南投縣南投市污水修補工程中之化糞池修繕工程（下稱

系爭工程），但因被告對於其所承攬之系爭工程並無經驗，

而原告從事水電修繕工作多年，對於污水裝修如土水、打

石、磁磚等領域均具有專業技能，被告乃自民國112年3月20

日起僱用原告自備工具前往被告指定之工作地點施作系爭工

程，再由被告依施作成果向翔富裕公司進行請款，被告並同

意負擔原告工作期間之餐費，兩造成立勞動契約，約定每日

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按日計薪，每月依實際工作

日數結算薪資。考量原告施作之工作内容包含拆除、切割、

粗工、打石、泥作、清除等多種項目，且需於同一日內施作

完成，故兩造約定原告每日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200

元。然原告自112年3月20日開始工作後，雖每月均有向被告

請求結算工資，但被告均以其尚未取得工程款，無法結算為

由不斷拖延，至同年6月10日，被告仍未給付任何工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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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乃於同日以估價單，並以通訊軟體LINE請款，被告均置之

不理。

　㈡自112年3月20日至112年6月10日，原告已累計工作40日（於

言詞辯論時改主張44.5日），以每日薪資4,200元計算，被

告共應給付原告16萬8,000元；另原告於前開工作期間，有4

日加班至下午7時始結束工作，累計加班時數8小時，以每日

薪資4,200元即時薪525元，加班費以時薪1又3分之1即每小

時700元計算，被告共應給付原告加班費5,600元；原告於前

開工作期間應給付原告之餐費共計5,000元。據此，被告合

計應給付原告17萬8,600元（計算式：168,000+5,600+5,000

＝178,600）。爰依勞動、委任或承攬契約及不當得利之法

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萬8,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請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原告為被告所僱請之臨時工，每日工資

2,200元，並無約定應給付加班費，被告統計原告之工作日

數為40日（於言詞辯論時已不爭執為44.5日），應給付原告

之工資為8萬8,000元，被告已分次給付完畢，原告於113年6

月27日南投縣南投市調解委員會（下稱南投市調解委員會）

聲請調解時亦表明有收取預支款8萬8000元，故原告再請求

被告給付17萬8,600元，並無依據。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06頁）：

　㈠被告向翔富裕公司承攬南投縣南投市污水修補工程，並自

112年3月20日起至112年5月19日止，僱用原告施作系爭工程

部分，約定按日計酬。

　㈡原告工作日數合計為44.5日。

　㈢原告工作期間之餐費由被告負擔，被告同意給付原告5,000

元之餐費。

四、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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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不爭執事項之內容，業據原告提出被告指派原告工作之地點

表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被告手寫工程請

款紀錄、估價單、南投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件

為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補字第729號卷，下稱

【中院卷】第17至27、31、3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

認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兩造約定每日日薪為4,200元，且被告至今均未給

付工資及加班費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

查：

　⒈原告雖提出永勝派遣價目表主張每日日薪應為4,200元，惟

依該價目表記載：拆除大工3,300元、粗工2,200元、打石

3,300元、泥做小工2,400元，則原告主張其日薪4,200元顯

然已逾市場行情，觀諸被告提出系爭工程業主即翔富裕公司

員工日薪為2,300元（本院卷第71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日

薪為2,200元，較符合市場行情，應堪採信。從而，據此計

算原告工作日數44.5日之工資，合計為9萬7,900元。加計被

告同意給付原告之餐費5,000元，總計原告得請求之工資及

餐費為10萬2,900元（計算式：2,200×44.5＝97,900，

97,900＋5,000＝102,900）。

　⒉另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部分，業經被告否認雙方有給付加班

費之約定，原告就此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於日薪外，

尚有給付加班費之約定及其有加班之事實，是其請求被告給

付加班費，自不足採。

　⒊至被告抗辯已支付原告8萬8,000元，並以原告提出之估價單

為證。觀諸估價單雖記載「預支88000」，然原告已表明此

係欲向被告預支8萬8,000，並非已預支8萬8,000元之意，否

認被告曾給付8萬8,000元，再參酌被告前先以書狀表明其曾

分4次給付原告工資，每次各給付1萬元，後續再給付4萬

5,000元，總計已給付原告8萬5,000元（中院卷第53、54

頁）等語，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又改稱已給付原告8萬8,000元

（本院卷第65、66頁），則被告是否曾為給付，給付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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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均有可疑，況被告於本件審理期間始終無法提出已給付

原告款項之簽收證明或為支付原告而提領款項之證明，是被

告抗辯其已給付原告8萬8,000元，自難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付工資及餐費10萬2,9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8

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

判決，爰依據前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

宣告。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瓊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彥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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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2,9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萬2,9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向訴外人翔富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富裕公司）承攬南投縣南投市污水修補工程中之化糞池修繕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但因被告對於其所承攬之系爭工程並無經驗，而原告從事水電修繕工作多年，對於污水裝修如土水、打石、磁磚等領域均具有專業技能，被告乃自民國112年3月20日起僱用原告自備工具前往被告指定之工作地點施作系爭工程，再由被告依施作成果向翔富裕公司進行請款，被告並同意負擔原告工作期間之餐費，兩造成立勞動契約，約定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按日計薪，每月依實際工作日數結算薪資。考量原告施作之工作内容包含拆除、切割、粗工、打石、泥作、清除等多種項目，且需於同一日內施作完成，故兩造約定原告每日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200元。然原告自112年3月20日開始工作後，雖每月均有向被告請求結算工資，但被告均以其尚未取得工程款，無法結算為由不斷拖延，至同年6月10日，被告仍未給付任何工資，原告乃於同日以估價單，並以通訊軟體LINE請款，被告均置之不理。
　㈡自112年3月20日至112年6月10日，原告已累計工作40日（於言詞辯論時改主張44.5日），以每日薪資4,200元計算，被告共應給付原告16萬8,000元；另原告於前開工作期間，有4日加班至下午7時始結束工作，累計加班時數8小時，以每日薪資4,200元即時薪525元，加班費以時薪1又3分之1即每小時700元計算，被告共應給付原告加班費5,600元；原告於前開工作期間應給付原告之餐費共計5,000元。據此，被告合計應給付原告17萬8,600元（計算式：168,000+5,600+5,000＝178,600）。爰依勞動、委任或承攬契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萬8,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原告為被告所僱請之臨時工，每日工資2,200元，並無約定應給付加班費，被告統計原告之工作日數為40日（於言詞辯論時已不爭執為44.5日），應給付原告之工資為8萬8,000元，被告已分次給付完畢，原告於113年6月27日南投縣南投市調解委員會（下稱南投市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時亦表明有收取預支款8萬8000元，故原告再請求被告給付17萬8,600元，並無依據。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06頁）：
　㈠被告向翔富裕公司承攬南投縣南投市污水修補工程，並自112年3月20日起至112年5月19日止，僱用原告施作系爭工程部分，約定按日計酬。
　㈡原告工作日數合計為44.5日。
　㈢原告工作期間之餐費由被告負擔，被告同意給付原告5,000元之餐費。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不爭執事項之內容，業據原告提出被告指派原告工作之地點表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被告手寫工程請款紀錄、估價單、南投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件為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補字第729號卷，下稱【中院卷】第17至27、31、3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兩造約定每日日薪為4,200元，且被告至今均未給付工資及加班費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原告雖提出永勝派遣價目表主張每日日薪應為4,200元，惟依該價目表記載：拆除大工3,300元、粗工2,200元、打石3,300元、泥做小工2,400元，則原告主張其日薪4,200元顯然已逾市場行情，觀諸被告提出系爭工程業主即翔富裕公司員工日薪為2,300元（本院卷第71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日薪為2,200元，較符合市場行情，應堪採信。從而，據此計算原告工作日數44.5日之工資，合計為9萬7,900元。加計被告同意給付原告之餐費5,000元，總計原告得請求之工資及餐費為10萬2,900元（計算式：2,200×44.5＝97,900，97,900＋5,000＝102,900）。
　⒉另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部分，業經被告否認雙方有給付加班費之約定，原告就此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於日薪外，尚有給付加班費之約定及其有加班之事實，是其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自不足採。
　⒊至被告抗辯已支付原告8萬8,000元，並以原告提出之估價單為證。觀諸估價單雖記載「預支88000」，然原告已表明此係欲向被告預支8萬8,000，並非已預支8萬8,000元之意，否認被告曾給付8萬8,000元，再參酌被告前先以書狀表明其曾分4次給付原告工資，每次各給付1萬元，後續再給付4萬5,000元，總計已給付原告8萬5,000元（中院卷第53、54頁）等語，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又改稱已給付原告8萬8,000元（本院卷第65、66頁），則被告是否曾為給付，給付金額為何，均有可疑，況被告於本件審理期間始終無法提出已給付原告款項之簽收證明或為支付原告而提領款項之證明，是被告抗辯其已給付原告8萬8,000元，自難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餐費10萬2,9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據前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瓊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彥汶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潘建基  
被      告  廖桂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2,9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萬2,900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向訴外人翔富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富裕公司）
    承攬南投縣南投市污水修補工程中之化糞池修繕工程（下稱
    系爭工程），但因被告對於其所承攬之系爭工程並無經驗，
    而原告從事水電修繕工作多年，對於污水裝修如土水、打石
    、磁磚等領域均具有專業技能，被告乃自民國112年3月20日
    起僱用原告自備工具前往被告指定之工作地點施作系爭工程
    ，再由被告依施作成果向翔富裕公司進行請款，被告並同意
    負擔原告工作期間之餐費，兩造成立勞動契約，約定每日工
    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按日計薪，每月依實際工作日
    數結算薪資。考量原告施作之工作内容包含拆除、切割、粗
    工、打石、泥作、清除等多種項目，且需於同一日內施作完
    成，故兩造約定原告每日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200元。
    然原告自112年3月20日開始工作後，雖每月均有向被告請求
    結算工資，但被告均以其尚未取得工程款，無法結算為由不
    斷拖延，至同年6月10日，被告仍未給付任何工資，原告乃
    於同日以估價單，並以通訊軟體LINE請款，被告均置之不理
    。
　㈡自112年3月20日至112年6月10日，原告已累計工作40日（於
    言詞辯論時改主張44.5日），以每日薪資4,200元計算，被
    告共應給付原告16萬8,000元；另原告於前開工作期間，有4
    日加班至下午7時始結束工作，累計加班時數8小時，以每日
    薪資4,200元即時薪525元，加班費以時薪1又3分之1即每小
    時700元計算，被告共應給付原告加班費5,600元；原告於前
    開工作期間應給付原告之餐費共計5,000元。據此，被告合
    計應給付原告17萬8,600元（計算式：168,000+5,600+5,000
    ＝178,600）。爰依勞動、委任或承攬契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
    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萬8,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請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原告為被告所僱請之臨時工，每日工資2,20
    0元，並無約定應給付加班費，被告統計原告之工作日數為4
    0日（於言詞辯論時已不爭執為44.5日），應給付原告之工
    資為8萬8,000元，被告已分次給付完畢，原告於113年6月27
    日南投縣南投市調解委員會（下稱南投市調解委員會）聲請
    調解時亦表明有收取預支款8萬8000元，故原告再請求被告
    給付17萬8,600元，並無依據。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06頁）：
　㈠被告向翔富裕公司承攬南投縣南投市污水修補工程，並自112
    年3月20日起至112年5月19日止，僱用原告施作系爭工程部
    分，約定按日計酬。
　㈡原告工作日數合計為44.5日。
　㈢原告工作期間之餐費由被告負擔，被告同意給付原告5,000元
    之餐費。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不爭執事項之內容，業據原告提出被告指派原告工作之地點
    表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被告手寫工程請
    款紀錄、估價單、南投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件
    為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補字第729號卷，下稱【
    中院卷】第17至27、31、3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
    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兩造約定每日日薪為4,200元，且被告至今均未給付
    工資及加班費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
　⒈原告雖提出永勝派遣價目表主張每日日薪應為4,200元，惟依
    該價目表記載：拆除大工3,300元、粗工2,200元、打石3,30
    0元、泥做小工2,400元，則原告主張其日薪4,200元顯然已
    逾市場行情，觀諸被告提出系爭工程業主即翔富裕公司員工
    日薪為2,300元（本院卷第71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日薪為2
    ,200元，較符合市場行情，應堪採信。從而，據此計算原告
    工作日數44.5日之工資，合計為9萬7,900元。加計被告同意
    給付原告之餐費5,000元，總計原告得請求之工資及餐費為1
    0萬2,900元（計算式：2,200×44.5＝97,900，97,900＋5,000＝
    102,900）。
　⒉另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部分，業經被告否認雙方有給付加班
    費之約定，原告就此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於日薪外，
    尚有給付加班費之約定及其有加班之事實，是其請求被告給
    付加班費，自不足採。
　⒊至被告抗辯已支付原告8萬8,000元，並以原告提出之估價單
    為證。觀諸估價單雖記載「預支88000」，然原告已表明此
    係欲向被告預支8萬8,000，並非已預支8萬8,000元之意，否
    認被告曾給付8萬8,000元，再參酌被告前先以書狀表明其曾
    分4次給付原告工資，每次各給付1萬元，後續再給付4萬5,0
    00元，總計已給付原告8萬5,000元（中院卷第53、54頁）等
    語，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又改稱已給付原告8萬8,000元（本院
    卷第65、66頁），則被告是否曾為給付，給付金額為何，均
    有可疑，況被告於本件審理期間始終無法提出已給付原告款
    項之簽收證明或為支付原告而提領款項之證明，是被告抗辯
    其已給付原告8萬8,000元，自難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付工資及餐費10萬2,9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8
    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據前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瓊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彥汶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潘建基  
被      告  廖桂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2,900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萬2,9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向訴外人翔富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富裕公司）承攬南投縣南投市污水修補工程中之化糞池修繕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但因被告對於其所承攬之系爭工程並無經驗，而原告從事水電修繕工作多年，對於污水裝修如土水、打石、磁磚等領域均具有專業技能，被告乃自民國112年3月20日起僱用原告自備工具前往被告指定之工作地點施作系爭工程，再由被告依施作成果向翔富裕公司進行請款，被告並同意負擔原告工作期間之餐費，兩造成立勞動契約，約定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按日計薪，每月依實際工作日數結算薪資。考量原告施作之工作内容包含拆除、切割、粗工、打石、泥作、清除等多種項目，且需於同一日內施作完成，故兩造約定原告每日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200元。然原告自112年3月20日開始工作後，雖每月均有向被告請求結算工資，但被告均以其尚未取得工程款，無法結算為由不斷拖延，至同年6月10日，被告仍未給付任何工資，原告乃於同日以估價單，並以通訊軟體LINE請款，被告均置之不理。
　㈡自112年3月20日至112年6月10日，原告已累計工作40日（於言詞辯論時改主張44.5日），以每日薪資4,200元計算，被告共應給付原告16萬8,000元；另原告於前開工作期間，有4日加班至下午7時始結束工作，累計加班時數8小時，以每日薪資4,200元即時薪525元，加班費以時薪1又3分之1即每小時700元計算，被告共應給付原告加班費5,600元；原告於前開工作期間應給付原告之餐費共計5,000元。據此，被告合計應給付原告17萬8,600元（計算式：168,000+5,600+5,000＝178,600）。爰依勞動、委任或承攬契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萬8,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原告為被告所僱請之臨時工，每日工資2,200元，並無約定應給付加班費，被告統計原告之工作日數為40日（於言詞辯論時已不爭執為44.5日），應給付原告之工資為8萬8,000元，被告已分次給付完畢，原告於113年6月27日南投縣南投市調解委員會（下稱南投市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時亦表明有收取預支款8萬8000元，故原告再請求被告給付17萬8,600元，並無依據。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06頁）：
　㈠被告向翔富裕公司承攬南投縣南投市污水修補工程，並自112年3月20日起至112年5月19日止，僱用原告施作系爭工程部分，約定按日計酬。
　㈡原告工作日數合計為44.5日。
　㈢原告工作期間之餐費由被告負擔，被告同意給付原告5,000元之餐費。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不爭執事項之內容，業據原告提出被告指派原告工作之地點表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被告手寫工程請款紀錄、估價單、南投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件為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補字第729號卷，下稱【中院卷】第17至27、31、3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兩造約定每日日薪為4,200元，且被告至今均未給付工資及加班費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原告雖提出永勝派遣價目表主張每日日薪應為4,200元，惟依該價目表記載：拆除大工3,300元、粗工2,200元、打石3,300元、泥做小工2,400元，則原告主張其日薪4,200元顯然已逾市場行情，觀諸被告提出系爭工程業主即翔富裕公司員工日薪為2,300元（本院卷第71頁），則被告抗辯原告日薪為2,200元，較符合市場行情，應堪採信。從而，據此計算原告工作日數44.5日之工資，合計為9萬7,900元。加計被告同意給付原告之餐費5,000元，總計原告得請求之工資及餐費為10萬2,900元（計算式：2,200×44.5＝97,900，97,900＋5,000＝102,900）。
　⒉另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部分，業經被告否認雙方有給付加班費之約定，原告就此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於日薪外，尚有給付加班費之約定及其有加班之事實，是其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自不足採。
　⒊至被告抗辯已支付原告8萬8,000元，並以原告提出之估價單為證。觀諸估價單雖記載「預支88000」，然原告已表明此係欲向被告預支8萬8,000，並非已預支8萬8,000元之意，否認被告曾給付8萬8,000元，再參酌被告前先以書狀表明其曾分4次給付原告工資，每次各給付1萬元，後續再給付4萬5,000元，總計已給付原告8萬5,000元（中院卷第53、54頁）等語，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又改稱已給付原告8萬8,000元（本院卷第65、66頁），則被告是否曾為給付，給付金額為何，均有可疑，況被告於本件審理期間始終無法提出已給付原告款項之簽收證明或為支付原告而提領款項之證明，是被告抗辯其已給付原告8萬8,000元，自難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餐費10萬2,9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據前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瓊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彥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