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24號

原      告  吳家明  

訴訟代理人  蔡聰明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怡潔律師

被      告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冠翰  

被      告  愛心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瑞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紀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於民國77年5月10日任職於被告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愛之味公司），愛之味公司因業務需要於96年將原告

調職至被告愛心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心屋公司）工

作，於98年調回愛之味公司工作，復於108年1月1日再調至

愛心屋公司工作，直至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退休前每

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9,650元（含本薪、主管加給4,

500元、伙食津貼2,400元、其他津貼2,000元、車輛補助津

貼6,000元及出勤津貼5,500元）。被告代理人於調解時自承

愛心屋公司為愛之味公司之子公司，因業務需要來回調任原

告於兩公司間，因此對於原告於兩公司任職期間年資應合併

計算並不爭執，顯見兩公司間具有實體同一性，而應同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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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勞動契約義務。

　㈡又被告曾多次以單方面、未經原告同意之方式，就薪資給付

內之項目，更換給付名義之方式，變更原告薪資結構，然車

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費用，性質上

應屬固定工資，且均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應納入原告

每月工資之計算範疇內，茲分述如下：

　⒈車輛津貼：

　⑴業務員係屬於外勤人員，需經常前往客戶處提供服務或資

訊，有交通往來之必要。故提供交通工具或交通費用本來即

係雇主應支出之成本。惟部分雇主，為節省購置車輛、維修

車輛等成本，於徵用員工時即要求須自備車輛，再由雇主提

供車輛之維修、折舊、油料之對價（津貼），此本即勞動契

約之條件內容，本即係雇主應支出成本之轉嫁，亦係勞工提

供勞務（含車輛）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與。

　⑵又依常理而言，若公司欲補貼員工油資、車輛維修與保養等

費用，多會要求員工持發票或收據實報實銷，然依被告所

述，公司核發此筆費用時，員工不須提出發票或收據，公司

亦不會對金額或內容作審核，且該筆費用自97年3月開始均

固定每間隔2個月核發1萬5,000元，於100年9月變更為1萬2,

000元，於108年3月變更為1萬8,000元。雖此筆款項自99年3

月起，被告將給付名義從車輛津貼轉變為特殊貢獻或三節獎

金，然而被告核發之數額與頻率均有一定的固定模式可循，

可見該筆費用本質上並非為補貼員工使用自有車輛而實報實

銷之恩惠性給與，實為具有勞務對價性之經常性給與，應屬

工資之一部分。

　⒉差旅膳什費：

　⑴此為出勤津貼，而所謂出勤即係勞務提供（上班），亦係薪

資結構之一部，其目的係鼓勵出勤，避免員工請假過多所

設，只要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規定之合法請假之

範圍內，均不得扣除，故出勤津貼亦屬勞務對價，且係經常

性之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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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再者，縱被告係於勞退新制施行前之88年4月1日起，就將薪

資單內之出勤津貼變更為差旅膳什費，然原告原先每月得領

取之出勤津貼費用，本就列於薪資單內之固定薪資欄位當

中，並非位於非固定薪資欄位（按所謂固定薪資與非固定薪

資欄位，亦係被告片面決定及認定，隨意挪動），且被告變

更前亦未經原告同意即任意變更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內容，

故其單方面決定及改變給付名義，仍不影響該費用具經常性

給付，而與勞工勞務具對價性之性質。況在公司法實務上，

亦常見本應最熟悉勞動法令而任職於人事部門之員工，仍與

公司就工資或退休金發生爭議，遑論原告僅為公司內部之普

通職員，對於勞動法令並不熟悉，工作之目的僅係為養家餬

口，只要當月份工作薪資有足額發放，一般勞工何能有相當

之協商地位與勞動法令背景，而能與掌握優勢地位之雇主就

薪資單內之各項名義表達意見甚而提出異議，原告實係於退

休後，將保存之薪資單一一列表並比較、整理，方發現被告

有以變更薪資名義之方式，減少原告之退休金提撥金額，損

害原告退休金權益。

　⒊年終考核：

　　被告之年終考核與年終獎金制度上為二不同之獨立項目，可

徵被告於設立此項目之初，即不認為二者為相同性質，否則

何須於年終獎金項目之外，另外創設年終考核項目。又考核

二字，即代表此筆款項之發放含有對於勞工當年度勞務給付

內容之評鑑與評價，規律性於每年年底依照勞工當年度提供

勞務之內容與多寡，提供對應之酬勞，核其性質顯然具有勞

務對價性，而與一般獎金、生日禮金等所謂臨時性、非經常

性之恩惠性給與有別，故年終考核仍應納入工資計算範疇

內。

　⒋業績奬金：

　⑴業務員需主動提供勞務以從事業務之開發或商品市占率之維

持，故業務員之薪資結構幾乎均有業績獎金之項目，目的在

防止業務員之怠惰。在小型公司其市占率低，故鼓勵員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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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開發市場之工作，故業績獎金占業務員薪資之比例高；在

大型公司或市占率高之公司重在維持市場占有率，故業務員

以服務原有客戶為主，開發市場為輔，故業績獎金佔薪資比

例較低，本件即屬此種型態。從而，本件之業績獎金係屬於

勞務之對價，亦係經常性給與。

　⑵再者，縱如被告所述，公司無法事先預知未來將發放之業績

獎金額度，而於各月份內提前計入未來之業績獎金數額，並

提前調整投保級距與提撥金數額，然該給付既然名為業績獎

金，代表在發放標準上亦係以勞工工作達特定目標而發放，

同有因工作而獲得報酬之性質，符合勞務對價性要件，故仍

應計入實際發放當月之月薪資當中，方符工資乃勞工因工作

而獲得報酬之定義。

　⒌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以單方任意變更勞動契約約定與給付項

目名義之方式，企圖規避勞動法令，將車輛津貼、差旅膳什

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費用排除於工資計算範疇內，並

以此減少公司應為勞工提撥之勞工退休金數額，惟由上開費

用之給付性質與頻率而言，該等費用均與原告為被告提供之

勞務間具有一定對價性，符合勞基法對於工資之定義，實際

上仍應為原告工資之一部分甚明。

　㈢原告於被告任職期間，被告未將車輛津貼（特殊貢獻、三節

獎金）、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納入工資及投保

薪資，致原告勞退金及勞保老年給付受有差額損失，茲將原

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⑴新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自96年11月至109年2月之每月應領薪資明細及投保級距

（即如附表一所示），並計算每月應提繳之退休金金額，依

新制勞工退休金之計算，雇主應提繳共計39萬4,620元（即

如附表一『6％勞退金』欄所示），被告前已為原告提繳之

金額合計為31萬3,356元（計算式：1,044×1＋2,088×105＋

2,178×28＋2,292×14＝313,356），尚短少給付原告8萬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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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計算式：394,620—313,356＝81,264）。

　⑵舊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舊制勞工退休金之計算應依退休

之日起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計算，而退休前6個月之月平均

工資為5萬6,218元（即如附表二所示），舊制勞工退休金應

為196萬7,630元（計算式：56,218×35＝1,967,630），原告

已請領133萬4,375元，尚短少給付原告63萬3,255元（計算

式：1,967,630—1,334,375＝633,255）。

　⑶以上共計短少給付原告71萬4,519元（計算式：81,264＋63

3,255＝714,519）。　

　⒉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部分：

　⑴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並申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依112

年3月25日勞保局保普核字第Z00000000000號函文，原告之

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並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

第58條之1規定，擇優採勞保年資45年又8個月，乘以加保期

間最高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萬4,407元，乘以1.55％計

算，另增給8％展延老年年金給付，每月實際核給老年年金

為3萬3,950元，於112年2月起按月發放。

　⑵又被告於96年11月至109年2月期間未將「業績獎金」納入月

薪資總額，直至109年3月始調整之，致被告於調整前之申報

月投保薪資較實際低，損害原告所得請領之老年年金給付。

經查閱勞保局資料，107年2月至107年12月期間（計11個

月）及108年1月至109年2月期間（計14個月），勞保投保薪

資分別為3萬6,300元及3萬8,200元，若加計被告應補償該期

間之業績獎金每月平均分別為1萬0,696元及1萬3,027元，則

勞保月薪資總額分別為4萬6,996元及5萬1,227元，依勞工保

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月投保薪資應為上限4萬5,800元。

　⑶原告於107年2月至107年12月期間（計11個月）、108年1月

至109年2月期間（計14個月）及109年3月至112年1月期間

（計35個月）總計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應為45,800元，

則依勞保局之計算方式，原告每月老年年金應為3萬5,0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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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45,800元×45.67年×l.55％×l.08展延＝35,015

元）。原告老年年金每月差額1,065元（計算式：35,015—3

3,950＝1,065）。復參酌112年4月24日勞保局保退四字第11

2042001615號函文說明三、平均餘命21年之計算方式，請求

被告應補償老年年金26萬8,380元（計算式：1,065元×12個

月×21年＝268,380元）。

　㈣爰依勞基法第53條第2款、第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及勞

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等規

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短少之勞工退休金差額71萬4,519

元，並依勞保條例第14條、第72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金額共計9

8萬2,899元。併為聲明：愛之味公司、愛心屋公司應各給付

原告98萬2,899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履

行，其他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並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⒈新制勞工退休金：

　⑴原告之薪資於105年4月至同年8月間之薪資總額（含本薪、

主管加給、伙食津貼、其他津貼）雖調整為3萬5,400元，但

投保薪資仍為3萬4,800元，被告係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

規定於每年2月、8月視薪資調整狀況（依申報月之前3個月

之平均薪資認定），向勞保局申請投保薪資金額之異動，於

次月（即3月、9月）方依變動後之投保薪資提繳6％退休

金。因此於105年4月至8月間，因尚未就異動薪資向勞保局

提出申請，則仍維持原本之投保薪資3萬4,800元，俟8月向

勞保局提出申請後，9月即依異動後之投保薪資3萬6,300元

提繳退休金，被告循依法令辦理，並無高薪低報之情。原告

於107年9月至107年12月之薪資總額雖為3萬6,900元，但投

保薪資仍為3萬6,300元即為上述同樣情況。而108年1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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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投保薪資調整為3萬8,200元，係因原告於108年1月1日起

至愛心屋公司任職，因轉換公司即於108年1月起調整投保薪

資。基此，參照96年11月至109年2月原告薪資明細表（即如

附表一(A)所示），被告提繳之退休金金額共計為31萬3,356

元（計算式：1,044×1＋2,088×105＋2,178×28＋2,292×14＝

313,356），並無違誤。

　⑵又被告每月均提供員工所得明細表，供員工瞭解其薪資內

容，於員工職務調動時，除由單位主管告知外，亦製發通知

單（含薪資明細）予員工本人。基此，原告於被告任職長達

30餘年，歷經數次職務調動，且從基層人員晉升至營業所主

管，對公司薪資明細內容知之甚詳，其臨訟始主張應將車輛

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列入薪資，並據

以計算勞工退休金，核與事實不符而不足採信，茲說明如

下：

　①車輛津貼（含車輛耗損）補助：

　　車輛津貼補助之發放依據為車輛使用暨管理辦法（下稱車輛

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其係因公司配置之公務車不足，公

司為補貼業務人員因為公務而使用自備車輛作業，所造成自

備車輛折損所為之補貼（即補貼員工車輛維修、車輛保養等

費用）。本質係核實給付費用，然公司為便利簡化行政作業

流程，亦讓員工免於收取發票後報支之程序，才未請員工提

出相關費用單據核銷，且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亦載明「使用

配置公務車者，不予補貼」。職故，員工受領車輛津貼補助

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而不應認定

為薪資，縱被告日後變更發放名稱（90幾年間即已變更），

亦不因此而影響其性質，而無須列入薪資投保。

　②差旅膳什費：

　　被告於88年4月1日取消出（外）勤津貼，依修訂國內出差管

理辦法，以差旅膳什費名義發放，此係考量業務人員外出跑

業務致其未能於用餐時間內在公司用餐，因其在外用餐費用

通常較高，故補貼業務人員每日260元（必須出勤時間達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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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上始得支領），此即國內出差管理辦法第3條所稱之膳

食費，須業務人員因公外出而未能於用餐時間內在公司用

餐，始得申請差旅膳什費，而員工申請差旅膳什費時需檢附

車輛使用動態紀錄表，供公司核對其實際出勤紀錄而據以計

算差旅膳什費之數額，因此每月差旅膳什費之數額不一。且

依營利事務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第3項第1款規定，亦可得

知員工受領差旅膳什費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具「勞

務對價性」自不應認定為薪資。況被告早已於88年4月1日將

出（外）勤津貼更名為差旅膳什費，此時點早於勞退新制前

達數年之久，且如當月有發放差旅膳什費，原告之所得明細

表上均有記載，原告亦未曾提出異議。職故，原告不顧差旅

膳什費之性質，竟稱被告係為減省提撥6％退休金金額而變

更名稱云云，顯不足採。況不論外勤津貼費用或差旅膳什

費，被告從未將之列入薪資單內之固定薪資欄位中，並無被

告片面決定隨意挪動之情事。

　③年終考核：

　　年終考核亦為年終獎金之一部分，因以禮券方式發放，故另

以「年終考核」稱之，此參照愛之味公司公告年終獎金另加

發禮券即指年終考核益明。且年終考核與年終獎金均於同月

份發放，在在可見其本質為年終獎金，則依勞基法施行細則

第10條第2款規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8月13日勞保2字

第0960140337號函文要旨，年終考核非屬經常性給與，僅係

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非屬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至明。職

故，原告將年終考核欄之金額亦列入薪資，實與法律規定不

符。

　④業績獎金：

　　被告設立獎勵金制度立意在於鼓勵及激勵員工，此參愛之味

股份有限公司暨行銷公司績效獎金獎懲辦法（下稱績效獎金

獎懲辦法）第1條規定即明。又季獎金除要求員工業績應達

特定標準外，員工部門業績亦須達到特定標準，且公司該季

有獲利盈餘時才可發放。此依據績效獎金獎懲辦法第4條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定業務部門之獎金發放標準，係依照個人及各部門之績效指

標達成率以及公司實際營運狀況發放即明，因此原告所主張

之業績獎金，係屬具不確定性、變動性而發給之激勵性、獎

勵性給與（員工及部門未達特定標準即無獎金，且尚須視公

司實際營運狀況來決定是否發給），此參原告於98至100年

度、103年度並未領取任何季獎金，即知原告並非每季均有

領到季獎金。被告既非必然發放業績獎金，且發放金額不固

定，需視營運狀況及原告之業績而定，顯非原告單純提供勞

務，不問被告盈虧均必然可獲取，自有別於經常性給與，不

得列作工資之範圍。

　⑤綜上，原告將不應列入投保薪資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

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均列入，並據此計算新制勞工退休金

之雇主應提繳金額，原告所為請求核與法令不符；且其逕將

各季獎金平均計入各月薪資內，其計算方法亦有錯誤，即以

97年6月愛心屋公司發放Q1績效獎金5萬1,343元為例，原告

將5萬1,343元除以3列入97年1月至3月薪資內，但於97年1月

至3月被告發放薪資時，並無法確定未來是否核發Q1績效獎

金，且無從知悉其數額，實無從於97年1月至3月時調整投保

級距而調整提撥退休金數額，益徵原告主張之差額為無理

由。

　⒉舊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以111年8月至112年2月薪資明細表（即如附表二所

示），將不應列入投保薪資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及業績

獎金等均列入，並據此計算舊制勞工退休金，核與法令不

符；且原告逕將業績獎金往前平均計入各月薪資內，此計算

方法亦有錯誤，故其主張此部分差額，並不足採。

　㈡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部分：

　　原告之計算標準無非係將業績獎金列入而計算新制勞工退休

金，然業績獎金不應計入投保薪資計算已如前述，縱鈞院認

定其所為主張為有理由（假設語氣），老年年金給付係自得

請求時起按月給付至員工死亡之時止，核原告逕依平均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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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未來之請求，明顯不符比例原則，且其計算亦於法不

合。

　㈢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77年5月10日起任職於愛之味公司，嗣於96年11月16

日起任職於愛心屋公司，復於98年2月1日調回愛之味公司，

108年1月1日再至愛心屋公司直至112年2月24日退休。

　㈡愛之味公司及愛心屋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原告之年資應合

併計算。

　㈢原告於96年11月16日轉換為勞退新制（依被證9所示）。

　㈣原告薪資單上結構係包括本薪、主管加給、其他津貼及伙食

津貼，均屬經常性給付。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是否有據？

　⒈系爭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

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

　⑴按工資者，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

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上開經常性給與，係指下列以外之給

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

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

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

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

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

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

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

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

定有明文。是工資應視是否屬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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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價而定，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

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

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

而給付非經常性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

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無論其係

固定發放與否，倘未變更其獎勵恩惠給與性質，即非為勞工

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

得列入工資範圍之內（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42號、106年

度台上字第26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茲就兩造爭執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

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部分，是否應屬工資性

質，分述如下：

　①車輛津貼：

　　經核依被告之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駐外之外勤部門

核給標準：適用範圍：依據第二章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外勤

人員(協理級以上有使用公司配置之主管車輛者除外)。一、

四職等（含）以下人員：1.使用配置公務者者：不予補貼。

自備機車者：得由營管中心造冊以自備機車方式補助耗油費

及車輛折損每人每月核給三千元，唯國內95無鉛汽油油價於

28元（含）以上，則每人每月核給四千元，其它費用需自

付。2.自備汽車者：因車輛限購造成車輛數不足得由營管中

心造冊呈總經理核准後，以自備汽車方式補貼車輛折損每人

每月核給三千元，耗油費扣除自用里程數後實報實銷。二、

五〜七職等人員：使用自備車輛者（限於限購車輛致車輛數

不足時），除比照內勤依職等核給外，每人每月再予補貼車

輛折損四千元，耗油費扣除自用里程數後實報實銷。三、八

職等(含)以上人員：1.交通津貼補助比照內勤人員依其職等

分類核給。2.上列人員採自備車輛為原則，每人每月補貼車

輛折損四千元，耗油費實支實付為原則。…五、發放時間：

耗油費每月核給一次、車輛折損按季核發。」等內容，可知

系爭車輛津貼之決定發放、其數額多寡，乃係由被告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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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告，不待原告同意與否即開始施行，並區分是否使用公

司配置之車輛，且依職等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應認係屬被

告基於單方目的所為勉勵恩惠性質之福利措施給與，難認具

有勞務對價性，自非屬工資之範疇。

　②差旅膳什費： 

　　經查，原告雖主張該筆費用係為避免員工請假過多而設云

云，然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而被告給付名目雖有變更，然尚

無從遽認出勤津貼非屬差旅費之性質。再依被告之國內出差

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國內出差旅費分交通費、住宿費、

膳雜費及其他費用等標準如下：…三、膳食費：1.出差時間

為7:00以前，11:30〜13:00或18:30以後，得支領膳食費。

2.參加國內受訓者，如受訓單位已提供膳食或已報支交際費

時不得再支領膳雜費；屬個人因素而放棄者，視同之。…」

等內容，並參諸被告所提出之車輛使用動態記錄表可知，差

旅膳什費確實係依原告出差之事實核發，足見差旅膳什費應

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規定之差旅費、差旅津貼之

給付，即非屬於工資之範疇，應可確定。　　

　③年終考核：

　　經查，兩造並不爭執有關年終考核除98年度、103年度外，

均係以禮券發放，且依附表一所示，可知97年度、99年度、

109年度並未發放，故經核年終考核獎金性質上應係被告於

年度終了時，經綜合員工之工作表現，及公司當年之營利狀

況後，為激勵員工士氣，而發給具獎勵性、恩惠性之給付，

並未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自難認屬工資。

　④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　

　　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

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即明。而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

經常性給與」，係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

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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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獎金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以外之給與，勞

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第3款亦定有明文，顯見三節獎

金、特殊貢獻獎金已明文排除在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

「經常性給與」以外，非屬工資之性質。至兩造雖均不爭執

三節獎金即係前述發給之車輛津貼，惟縱為車輛津貼，仍係

屬被告單方目的所為勉勵恩惠性質之福利措施給與，業經本

院認定如前，是仍非屬工資之範疇。　

　⑤其他獎金部分：　

　　按年終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係具有恩惠、勉勵性質之

給與，並非工資；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

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

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

103年度台上字第682號判決參照）。查依據被告之績效獎金

獎懲辦法有關獎金發放標準，於第4條規定：「業務部門：

依照個人及各部門之績效指標達成率以及公司實際營運狀況

發放，分為：月獎金、季獎金、年度超額利潤獎金。一、月

獎金：發放對象為各業務部門(不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

人員，分個人月獎及部門月獎，發放標準如下：起獎標準：

個人當年度累計業績達成率≧〔(前一年實績*1.1)/當年度

業績預算目標]。個人月獎：A.個人獎金=2,500*累計業績成

長係數*調整係數。B.累計業績成長係數=當年度當月累計業

績/前一年度當月累計實績。C.累計成長係數自2月起乘算。

D.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司總經理考量價盤維護...等特

定因數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

核准。二、季獎金：發放對象為決策群及各業務部門（含通

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起獎標準：部門KPI指標分數

≧80。KPI指標：A.部門預算淨利達成率佔50%。B.部門預算

業績達成率佔20%。C.與前一年度同期累計業績比較率佔2

5%。獎金計算：A.個人獎金=15,000*部門KPI指標分數/100*

調整係數*職務係數。B.其中第三季計算公式應再乘上(當年

度1~3季實績)/前一季年度1~3季實績)。C.調整係數可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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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母公總經理考量當季指定目標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

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D.通路促進處各級人員K

PI分數以量超業務處分數計算。…三、年度超額利潤獎金：

發放對象為決策群及各業務部門（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

務人員。起獎標準：部門淨利達成率≧100%A.獎金總額=部

門超額淨利*30%*調整係數*部門年度業績達成率。B.調整係

數可為0~2，由母公總經理考量可歸責之報廢損失...等因素

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

C.量超業務處之獎金發放對象包含通路促進處各級人員。D.

依職務係數分配至各人。…」。堪認上開月獎金、季獎金及

超額獎金，乃係被告基於雇主身分，為提升員工個人及部門

績效表現，依上開標準所為獎勵性、恩惠性給與，顯非原告

單純提供勞務，即可獲取之報酬，亦即，此並非原告提供勞

務即得必然換取之對待給付，需視被告年度部門淨利達成

率、業績達成率及個人累計業績達成率等要件，決定是否核

發。是縱使固定每月或每季均有發放，然仍不屬於勞基法所

定之工資範圍內。從而，原告主張之月績效獎金、季獎金及

超額獎金均非屬勞基法之工資範疇。另原告雖主張平均工資

應列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云云。惟按該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乃

雇主因年度終結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所給與補償之代償

金，並非勞工於年度內繼續工作之對價，且每年年度終結未

休畢之特別休假亦非固定，勞工所得受領之代償金，即非經

常性，自難認為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

之經常性給與，是原告於106年12月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亦

列入工資計算，並不可採。

　⒉原告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並無理由：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其

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前開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月提繳分級表，報

請行政院核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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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

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第5項、第31條第

1項固定有明文。復按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

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

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

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

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勞工退休金繳款採按月

開單，每月以30日計算，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亦

有明定。

　⑵查兩造並不爭執愛之味公司及愛心屋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

且原告自96年11月16日起轉換為勞退新制後，被告應按月為

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事實，又本院已認定系爭車輛津貼、

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

他獎金等之性質均非屬工資，業如前述，是堪認僅應以如附

表一(A)所示之本薪、主管加給、其他津貼及伙食津貼之合

計金額，認定為原告之每月工資額，並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

2項規定進行調整，則被告自96年11月16日起至104年8月31

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萬3,8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

4,8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088元（96年11月應按日數比例

提繳)；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5年8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

資總額34,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為34,800元，每月為原告

提繳2,088元；自105年9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以每

月應領工資總額35,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6,300元，每月

為原告提繳2,178元；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28日止，

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7,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8,200元，

每月為原告提繳2,292元，合計為原告提繳31萬3,356元(計

算式：2,088×15/30＋2,088× 105＋2,178×28＋2,292×14＝3

13,356），有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個人專戶提繳明細可

稽，經核尚難認有提繳未足額之情。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

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洵屬無據，不應准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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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63萬3,255元，是否有據？

　⒈按勞退條例於93年6月30日公布，並自公布後1年施行，本條

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

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

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

動契約依勞基法第53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

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退休金，並於終

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復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

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

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

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

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勞基法第55條亦規

定甚明。　

　⑵查原告自77年5月10日起任職於愛之味公司，嗣於96年11月1

6日起任職於愛心屋公司，復於98年2月1日調回愛之味公

司，108年1月1日再至愛心屋公司直至112年2月24日退休，

原告於96年11月16日轉換勞退新制，又上開2公司具有實體

同一性，原告之年資應合併計算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則

計算原告自77年5月10日起至96年11月15日之舊制年資合計

為19年6月6日，依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 項第1 款前段之規

定，該段工作期間退休金給與基數為35個基數，堪以認定。

復查，本院已認定系爭差旅膳什費、三節獎金、月獎金及季

獎金之性質均非屬工資，業如前述，是自不應納入其經核准

退休前6 個月之平均工資計算範疇，業如前述，是以，堪認

原告經被告核准退休時前6 個月即111年8月至112年2月之

　　每月工資應如附表二（A)所示，堪認被告計算原告經核准退

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為38,125元，並據此計算，應給付原告

之退休金為133萬4,375元（見本院卷第287頁)，尚無不合。

又兩造並不爭執被告已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33萬4,375元等

情。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63萬3,2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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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應屬無據，不能准許。

　㈢原告請求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是否有據？

　⒈按勞保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

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

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

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

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

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

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

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勞保

條例第14條第1、2項亦有明文。又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

月薪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　

　⒉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明細表（明細）所

載，原告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均係在被告公

司任職期間，而原告固主張其中107年2月至12月、108年1月

至109年2月之每月薪資總額，應分別加計月平均業績獎金1

萬0,696元、1萬3,027元，月薪資總額應分別為4萬6,996

元、5萬1,227元，故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均為4萬5,800元，

然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已認定系爭業績獎金無論係月獎金、

季獎金或超額獎金，均非屬工資範疇，業如前述，是原告前

開主張，洵非可採，自尚難認定原告之107年2月至12月、10

8年1月至109年2月之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有遭被告以多報少

之情事。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

26萬8,380元，亦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相關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原告98

萬2,899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履行，其

他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

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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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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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一：
　　　　　　　　　　　　　　　　　　　　　　　　　　　　　　　　　　　　　　　　　　　　　　　　　　　　　　　　　　　　　　　　　　　　　　　　　單位：元／新臺幣

月份

　　　 兩造不爭執屬工資部分(A) 　　　　　　　　　　 兩造爭執是否屬工資部分 　　　　　　　 原告主張 備　 註

本薪 主 管 加

給

伙 食 津

貼

其 他 津

貼

合計 　　　　　　　　 (B) 季獎金(C)

(以月平均金額攤

列至所屬月份)

其他

(D)

月工資總額

{(A)+(B)+(D)}+

(C)

前 三 月 平

均工資

投保級距 6％勞退金 被告對核發

金額有爭執

部分差旅膳什

費

車 輛 津

貼

年終考 核 三節獎金 特殊貢獻

96.11 26,445 3,493 1,796 1,996 33,730 6,240 40,030＋10,510＝

50,540

43,900 2,634

96.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3,120 7,500 43,520＋10,510＝

54,030

43,900 2,634

97.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17,114＝

57,154

43,900 2,634

97.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0-12月奬金

31,528，月平均1

0,510

38,480＋17,114＝

55,594

53,908 43,900 2,634

97.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55,040＋17,114＝

72,154

43,900 2,634

97.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16,117＝

55,637

43,900 2,634

97.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40,040＋16,117＝

56,157

43,900 2,634

97.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3 月 奬 金 51,34

3，月平均

17,114

54,780＋16,117＝

70,897

43,900 2,634

97.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6 月 獎 金 48,35

1，月平均

16,117

40,560＋16,487＝

57,047

43,900 2,634

97.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0,567＋16,487＝

57,047

61,367 43,900 2,634

97.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5,000 54,780＋16,487＝

71,267

43,900 2,634

97.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7-9 月 獎 金 49,46

0，月平均16,487

40,040 43,900 2,634

97.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38,740 43,900 2,634

97.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55,040 43,900 2,634

98.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98.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8,173 43,900 2,634

98.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0,000 15,000 49,520 43,900 2,634

98.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900 2,634

98.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5,000 39,260 43,900 2,634

98.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460 54,260 43,900 2,634

98.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540 41,340 43,900 2,634

98.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30 44,953 43,900 2,634

98.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020 15,000 55,820 43,900 2,634

98.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28,776 67,846（原告誤算

為40,040)

43,900 2,634

98.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0,560 43,900 2,634

98.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5,000 54,780 43,900 2,634

99.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99.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4,780 43,900 2,634

99.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54,000 43,900 2,634

99.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99.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900 2,634

99.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55,040 43,900 2,634

99.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99.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40,300 44,953 43,900 2,634

99.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15,000 55,560 43,900 2,634

99.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99.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99.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5,000 54,260 43,900 2,634

100.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禮券

9,100

32,321 81,461 43,900 2,634

100.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 58,587 43,900 2,634

100.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15,000 55,300 43,900 2,634

100.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3,900 37,700 43,900 2,634

100.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100.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5,000 54,520 43,900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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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40,300 43,900 2,634

100.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020 40,820 44,953 43,900 2,634

100.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12,000 52,300 43,900 2,634

100.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原告誤算

為39,520)＋1,151

＝40,411

43,900 2,634

100.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原告誤算

為40,040)＋1,151

＝40,931

43,900 2,634

100.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12,000 51,000（原告誤算

為54,780)＋1,151

＝52,151

43,900 2,634

101.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禮券

6,500

11,392 57,152 43,900 2,634

101.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160 3,453(Q

4，原告以

月平均1,1

51計入10-

12月工資)

37,960 51,425 43,900 2,634

101.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 43,900 2,634

101.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1.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1.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12,000 51,000 43,900 2,634

101.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1.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173 43,900 2,634

101.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2,000 51,260 43,900 2,634

101.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5,572＝4

4,832

43,900 2,634

101.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5,572＝4

3,792

43,900 2,634

101.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5,572＝5

7,092

43,900 2,634

102.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禮券

6,500

46,020 43,900 2,634

102.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0-12月獎金

16,715，月平均5,

572

38,480 48,968 43,900 2,634

102.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2.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2.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 43,900 2,634

102.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2.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126 39,926＋7,767＝4

7,693

43,900 2,634

102.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7,767＝4

7,027

45,551 43,900 2,634

102.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7,767＝5

9,287

43,900 2,634

102.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102.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38,480 43,900 2,634

102.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160 12,000 7-9月獎勵金23,30

0，月平均7,767

49,960 43,900 2,634

103.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7,000 45,220 43,900 2,634

103.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0 33,800 44,553 43,900 2,634

103.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3.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3.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38,740 43,900 2,634

103.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 43,900 2,634

103.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103.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173 43,900 2,634

103.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2,000 51,260 43,900 2,634

103.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3.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3.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2,000 50,480 43,900 2,634

104.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1,492＝4

1,272

43,900 2,634

104.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禮券

7,000

45,480＋1,492＝4

6,972

43,757 43,900 2,634

104.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27 12,000 51,227＋1,492＝5

2,719

43,900 2,634

104.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1,492＝4

0,492

43,900 2,634

104.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600＋1,492＝4

1,092

43,900 2,634

104.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40,380＋1,492＝4

1,872

43,900 2,634

104.07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460 39,860＋14,244＋

2,719＝56,823

43,900 2,634

104.08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720 1-6月獎勵8,950，

月平均1,492

40,120＋14,244＋

2,719＝57,083

46,596 43,900 2,634

104.09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980 12,000 7-8月獎勵5,438，

月平均2,719

52,380＋14,244＝

66,624

43,900 2,634

104.10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420 38,820＋7,892＝4

6,712

43,900 2,634

104.11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980 7-9月季獎金42,73

3，月平均14,244

40,380＋7,892＝4

8,272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

C項

104.12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582 12,000 50,982＋7,892＝5

8,874

43,900 2,634

105.01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200 禮券

11,500

Q4獎金23,676，月

平均7,892

51,100＋7,041＝5

8,141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

C項

105.02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420 38,820＋7,041＝4

5,861

55,096 43,900 2,634

105.03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200 12,000 51,600＋7,041＝5

8,641

43,900 2,634

105.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40,860＋7,041＝4

7,901

43,900 2,634

105.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超額獎金1

3,502

54,362＋7,041＝6

1,403

43,900 2,634

105.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680 12,000 超 額 獎 金

5,929

58,009＋7,041＝6

5,050(原告誤算為

70,979)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

D項

105.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40,600 43,900 2,634

105.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980 Q1Q2績效42,245，

月平均7,041

41,380 57,661 43,900 2,634 C項應為41,

806

105.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52,600 45,800 2,748

105.10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160 39,560＋5,787＝4 45,800 2,74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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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7

105.1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績效18,58

7

59,447＋5,787＝6

5,234

45,800 2,748 D項應為18,

232

105.1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52,600＋5,787＝5

8,387

45,800 2,748

106.0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禮券

9,700

Q4季獎金17,362，

月平均5,787

49,520＋6,227＝5

5,747

45,800 2,748

106.0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680 40,080＋6,227＝4

6,307

59,789 45,800 2,748

106.03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525 12,000 52,925＋6,227＝5

9,152

45,800 2,748

106.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940 40,340＋5,883＝4

6,223

45,800 2,748

106.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39,820＋5,883＝4

5,703

45,800 2,748

106.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12,000 53,120＋5,883＝5

9,003

45,800 2,748

106.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Q1績效18,680，月

平均6,227

41,120 45,800 2,748

106.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48,609 45,800 2,748

106.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12,000 季績效17,650，月

平均5,883

51,820 45,800 2,748 C項應為17,

355

106.10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月績效4,3

38

44,154＋5,278＝4

9,436

45,800 2,748

106.1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業績17,58

8

58,708＋5,278＝6

3,986

45,800 2,748 D項應為17,

252

106.1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3,640 12,000 未 休 假 工

資12,685

63,725＋5,278＝6

9,003

45,800 2,748

107.0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 9,636 ＋

1,069＝51,825

45,800 2,748

107.0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3,640 禮券

13,700

Q4績效15,833，月

平均5,278

52,740 ＋ 9,636 ＋

1,069＝63,445

61,605 45,800 2,748

107.03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12,000 53,120 ＋ 9,636 ＋

1,069＝63,825

45,800 2,748

107.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940 40,340 ＋ 8,035 ＋

3,333＋1,069＝5

2,777

45,800 2,748

107.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1-4月獎金4,274，

月平均1,069

員 工 酬 勞

3,148

44,008 ＋ 8,035 ＋

3,333＝55,376

45,800 2,748

107.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Q1獎金28,907，月

平均9,636

業績獎金1

9,275

71,875 ＋ 8,035 ＋

3,333＝83,243

45,800 2,748 否認有發放

C項

107.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11 業 務 獎 金

3,819

44,630 45,800 2,748

107.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61,083 45,800 2,748

107.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6,900 5,460 12,000 52,860 45,800 2,748 本薪及主管

加給應分別

為28,500、

4,000

107.10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200 Q2績效獎金24,10

5，月平均8,035、

Q2獎金10,000，月

平均3,333

補 薪 差 額

3,500

45,600＋10,172＝

55,772

45,800 2,748 C項第1筆應

為23,645，

否認有發放

第2筆

107.11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460 業務績效2

6,368、月

獎3,805

72,533＋10,172＝

82,705

45,800 2,748 D項第1筆應

為25,864

107.12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200 12,000 月獎3,805 57,905＋10,172＝

68,077

45,800 2,748 D項應為3,7

32

108.0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647 禮券

13,100

55,147＋8,000＝6

3,147

45,800 2,748

108.0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355 Q4獎金30,517，月

平均10,172

41,755＋8,000＝4

9,755

71,310 45,800 2,748 否認有發放

C項

108.03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200 18,000 60,600＋8,000＝6

8,600

45,800 2,748

108.04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40 42,340＋8,000＝5

0,340

45,800 2,748

108.05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622 43,022＋8,000＝5

1,022

45,800 2,748

108.06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07 18,000 60,307＋8,000＝6

8,307

45,800 2,748

108.07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980 43,380＋8,065＝5

1,445

45,800 2,748

108.08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460 42,860＋8,065＝5

0,925

56,925 45,800 2,748

108.09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420 41,820＋8,065＝4

9,885

45,800 2,748

108.10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460 1-3 月 獎 金 24,00

0，月平均8,000

42,860＋7,750＝5

0,610

45,800 2,748

108.1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387 4-6 月 獎 金 24,00

0，月平均8,000

41,787＋7,750＝4

9,537

45,800 2,748

108.1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3,380 18,000 7-9 月 獎 金 24,19

6，月平均8,065

58,780＋7,750＝6

6,530

45,800 2,748

109.0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420 41,820 45,800 2,748

109.0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40 Q4獎金23,250，月

平均7,750

42,340 45,800 2,748

　　　　　　　　　　　　　　　　　　　　　　　　　　　　　　　　　　　　　　　　　　　　　　　　　　　　　　　　　　　　　　　　　　　　　　　　合計 394,620

附表二：　　　　　　　　　　　　　　　　　　　　　　　　　　　　　　　　　　　　　　　　　　　　　　　　　　　　　單位：元／新臺幣

月份

　　　　兩造不爭執屬工資部分(A) 　　　　　　 兩造爭執是否屬工資部分 　原告主張之月工資總額

本薪 主管加給 伙食津貼 其他津貼 合計 差旅膳什費

(B)

三節獎金

(C)

月獎金(D) 季獎金(E)(以月平

均金額攤列至所屬

月份)

計算式：

{(A)+(B)+(C)+(D)}+(E)

111.08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842 8月獎金2,991(原告

未計入工資)

42,742＋7,883＝50,525

111.09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940 18,000 9月獎金2,978 63,818＋7,883＝71,701

111.10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160 10月獎金3,798 45,858＋6,682＝52,540

111.11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127 第 3 季 獎 金 23,64 42,027＋6,682＝48,70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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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平均7,883

111.12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5,720 18,000 61,620＋6,682＝68,302

112.01 29,750 4,500 2,400 2,000 38,650 4,095 42,745

112.02 29,750 4,500 2,057 2,000 38,307 4,900 第 4 季 獎 金 20,04

7，月平均6,682

43,207

原告主張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56,218元｛計算式：【（50,525÷30×6）＋71,701＋52,540＋48,709＋68,302＋42,745＋43,207】÷6＝5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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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24號
原      告  吳家明  
訴訟代理人  蔡聰明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怡潔律師
被      告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冠翰  
被      告  愛心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瑞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紀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於民國77年5月10日任職於被告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之味公司），愛之味公司因業務需要於96年將原告調職至被告愛心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心屋公司）工作，於98年調回愛之味公司工作，復於108年1月1日再調至愛心屋公司工作，直至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退休前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9,650元（含本薪、主管加給4,500元、伙食津貼2,400元、其他津貼2,000元、車輛補助津貼6,000元及出勤津貼5,500元）。被告代理人於調解時自承愛心屋公司為愛之味公司之子公司，因業務需要來回調任原告於兩公司間，因此對於原告於兩公司任職期間年資應合併計算並不爭執，顯見兩公司間具有實體同一性，而應同負對原告之勞動契約義務。
　㈡又被告曾多次以單方面、未經原告同意之方式，就薪資給付內之項目，更換給付名義之方式，變更原告薪資結構，然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費用，性質上應屬固定工資，且均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應納入原告每月工資之計算範疇內，茲分述如下：
　⒈車輛津貼：
　⑴業務員係屬於外勤人員，需經常前往客戶處提供服務或資訊，有交通往來之必要。故提供交通工具或交通費用本來即係雇主應支出之成本。惟部分雇主，為節省購置車輛、維修車輛等成本，於徵用員工時即要求須自備車輛，再由雇主提供車輛之維修、折舊、油料之對價（津貼），此本即勞動契約之條件內容，本即係雇主應支出成本之轉嫁，亦係勞工提供勞務（含車輛）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與。
　⑵又依常理而言，若公司欲補貼員工油資、車輛維修與保養等費用，多會要求員工持發票或收據實報實銷，然依被告所述，公司核發此筆費用時，員工不須提出發票或收據，公司亦不會對金額或內容作審核，且該筆費用自97年3月開始均固定每間隔2個月核發1萬5,000元，於100年9月變更為1萬2,000元，於108年3月變更為1萬8,000元。雖此筆款項自99年3月起，被告將給付名義從車輛津貼轉變為特殊貢獻或三節獎金，然而被告核發之數額與頻率均有一定的固定模式可循，可見該筆費用本質上並非為補貼員工使用自有車輛而實報實銷之恩惠性給與，實為具有勞務對價性之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
　⒉差旅膳什費：
　⑴此為出勤津貼，而所謂出勤即係勞務提供（上班），亦係薪資結構之一部，其目的係鼓勵出勤，避免員工請假過多所設，只要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規定之合法請假之範圍內，均不得扣除，故出勤津貼亦屬勞務對價，且係經常性之給與。
　⑵再者，縱被告係於勞退新制施行前之88年4月1日起，就將薪資單內之出勤津貼變更為差旅膳什費，然原告原先每月得領取之出勤津貼費用，本就列於薪資單內之固定薪資欄位當中，並非位於非固定薪資欄位（按所謂固定薪資與非固定薪資欄位，亦係被告片面決定及認定，隨意挪動），且被告變更前亦未經原告同意即任意變更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內容，故其單方面決定及改變給付名義，仍不影響該費用具經常性給付，而與勞工勞務具對價性之性質。況在公司法實務上，亦常見本應最熟悉勞動法令而任職於人事部門之員工，仍與公司就工資或退休金發生爭議，遑論原告僅為公司內部之普通職員，對於勞動法令並不熟悉，工作之目的僅係為養家餬口，只要當月份工作薪資有足額發放，一般勞工何能有相當之協商地位與勞動法令背景，而能與掌握優勢地位之雇主就薪資單內之各項名義表達意見甚而提出異議，原告實係於退休後，將保存之薪資單一一列表並比較、整理，方發現被告有以變更薪資名義之方式，減少原告之退休金提撥金額，損害原告退休金權益。
　⒊年終考核：
　　被告之年終考核與年終獎金制度上為二不同之獨立項目，可徵被告於設立此項目之初，即不認為二者為相同性質，否則何須於年終獎金項目之外，另外創設年終考核項目。又考核二字，即代表此筆款項之發放含有對於勞工當年度勞務給付內容之評鑑與評價，規律性於每年年底依照勞工當年度提供勞務之內容與多寡，提供對應之酬勞，核其性質顯然具有勞務對價性，而與一般獎金、生日禮金等所謂臨時性、非經常性之恩惠性給與有別，故年終考核仍應納入工資計算範疇內。
　⒋業績奬金：
　⑴業務員需主動提供勞務以從事業務之開發或商品市占率之維持，故業務員之薪資結構幾乎均有業績獎金之項目，目的在防止業務員之怠惰。在小型公司其市占率低，故鼓勵員工多作開發市場之工作，故業績獎金占業務員薪資之比例高；在大型公司或市占率高之公司重在維持市場占有率，故業務員以服務原有客戶為主，開發市場為輔，故業績獎金佔薪資比例較低，本件即屬此種型態。從而，本件之業績獎金係屬於勞務之對價，亦係經常性給與。
　⑵再者，縱如被告所述，公司無法事先預知未來將發放之業績獎金額度，而於各月份內提前計入未來之業績獎金數額，並提前調整投保級距與提撥金數額，然該給付既然名為業績獎金，代表在發放標準上亦係以勞工工作達特定目標而發放，同有因工作而獲得報酬之性質，符合勞務對價性要件，故仍應計入實際發放當月之月薪資當中，方符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報酬之定義。
　⒌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以單方任意變更勞動契約約定與給付項目名義之方式，企圖規避勞動法令，將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費用排除於工資計算範疇內，並以此減少公司應為勞工提撥之勞工退休金數額，惟由上開費用之給付性質與頻率而言，該等費用均與原告為被告提供之勞務間具有一定對價性，符合勞基法對於工資之定義，實際上仍應為原告工資之一部分甚明。
　㈢原告於被告任職期間，被告未將車輛津貼（特殊貢獻、三節獎金）、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納入工資及投保薪資，致原告勞退金及勞保老年給付受有差額損失，茲將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⑴新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自96年11月至109年2月之每月應領薪資明細及投保級距（即如附表一所示），並計算每月應提繳之退休金金額，依新制勞工退休金之計算，雇主應提繳共計39萬4,620元（即如附表一『6％勞退金』欄所示），被告前已為原告提繳之金額合計為31萬3,356元（計算式：1,044×1＋2,088×105＋2,178×28＋2,292×14＝313,356），尚短少給付原告8萬1,264元（計算式：394,620—313,356＝81,264）。
　⑵舊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舊制勞工退休金之計算應依退休之日起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計算，而退休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為5萬6,218元（即如附表二所示），舊制勞工退休金應為196萬7,630元（計算式：56,218×35＝1,967,630），原告已請領133萬4,375元，尚短少給付原告63萬3,255元（計算式：1,967,630—1,334,375＝633,255）。
　⑶以上共計短少給付原告71萬4,519元（計算式：81,264＋633,255＝714,519）。　
　⒉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部分：
　⑴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並申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依112年3月25日勞保局保普核字第Z00000000000號函文，原告之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並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58條之1規定，擇優採勞保年資45年又8個月，乘以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萬4,407元，乘以1.55％計算，另增給8％展延老年年金給付，每月實際核給老年年金為3萬3,950元，於112年2月起按月發放。
　⑵又被告於96年11月至109年2月期間未將「業績獎金」納入月薪資總額，直至109年3月始調整之，致被告於調整前之申報月投保薪資較實際低，損害原告所得請領之老年年金給付。經查閱勞保局資料，107年2月至107年12月期間（計11個月）及108年1月至109年2月期間（計14個月），勞保投保薪資分別為3萬6,300元及3萬8,200元，若加計被告應補償該期間之業績獎金每月平均分別為1萬0,696元及1萬3,027元，則勞保月薪資總額分別為4萬6,996元及5萬1,227元，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月投保薪資應為上限4萬5,800元。
　⑶原告於107年2月至107年12月期間（計11個月）、108年1月至109年2月期間（計14個月）及109年3月至112年1月期間（計35個月）總計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應為45,800元，則依勞保局之計算方式，原告每月老年年金應為3萬5,015元（計算式：45,800元×45.67年×l.55％×l.08展延＝35,015元）。原告老年年金每月差額1,065元（計算式：35,015—33,950＝1,065）。復參酌112年4月24日勞保局保退四字第112042001615號函文說明三、平均餘命21年之計算方式，請求被告應補償老年年金26萬8,380元（計算式：1,065元×12個月×21年＝268,380元）。
　㈣爰依勞基法第53條第2款、第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短少之勞工退休金差額71萬4,519元，並依勞保條例第14條、第72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金額共計98萬2,899元。併為聲明：愛之味公司、愛心屋公司應各給付原告98萬2,899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履行，其他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⒈新制勞工退休金：
　⑴原告之薪資於105年4月至同年8月間之薪資總額（含本薪、主管加給、伙食津貼、其他津貼）雖調整為3萬5,400元，但投保薪資仍為3萬4,800元，被告係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於每年2月、8月視薪資調整狀況（依申報月之前3個月之平均薪資認定），向勞保局申請投保薪資金額之異動，於次月（即3月、9月）方依變動後之投保薪資提繳6％退休金。因此於105年4月至8月間，因尚未就異動薪資向勞保局提出申請，則仍維持原本之投保薪資3萬4,800元，俟8月向勞保局提出申請後，9月即依異動後之投保薪資3萬6,300元提繳退休金，被告循依法令辦理，並無高薪低報之情。原告於107年9月至107年12月之薪資總額雖為3萬6,900元，但投保薪資仍為3萬6,300元即為上述同樣情況。而108年1月被告將投保薪資調整為3萬8,200元，係因原告於108年1月1日起至愛心屋公司任職，因轉換公司即於108年1月起調整投保薪資。基此，參照96年11月至109年2月原告薪資明細表（即如附表一(A)所示），被告提繳之退休金金額共計為31萬3,356元（計算式：1,044×1＋2,088×105＋2,178×28＋2,292×14＝313,356），並無違誤。
　⑵又被告每月均提供員工所得明細表，供員工瞭解其薪資內容，於員工職務調動時，除由單位主管告知外，亦製發通知單（含薪資明細）予員工本人。基此，原告於被告任職長達30餘年，歷經數次職務調動，且從基層人員晉升至營業所主管，對公司薪資明細內容知之甚詳，其臨訟始主張應將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列入薪資，並據以計算勞工退休金，核與事實不符而不足採信，茲說明如下：
　①車輛津貼（含車輛耗損）補助：
　　車輛津貼補助之發放依據為車輛使用暨管理辦法（下稱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其係因公司配置之公務車不足，公司為補貼業務人員因為公務而使用自備車輛作業，所造成自備車輛折損所為之補貼（即補貼員工車輛維修、車輛保養等費用）。本質係核實給付費用，然公司為便利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亦讓員工免於收取發票後報支之程序，才未請員工提出相關費用單據核銷，且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亦載明「使用配置公務車者，不予補貼」。職故，員工受領車輛津貼補助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而不應認定為薪資，縱被告日後變更發放名稱（90幾年間即已變更），亦不因此而影響其性質，而無須列入薪資投保。
　②差旅膳什費：
　　被告於88年4月1日取消出（外）勤津貼，依修訂國內出差管理辦法，以差旅膳什費名義發放，此係考量業務人員外出跑業務致其未能於用餐時間內在公司用餐，因其在外用餐費用通常較高，故補貼業務人員每日260元（必須出勤時間達4小時以上始得支領），此即國內出差管理辦法第3條所稱之膳食費，須業務人員因公外出而未能於用餐時間內在公司用餐，始得申請差旅膳什費，而員工申請差旅膳什費時需檢附車輛使用動態紀錄表，供公司核對其實際出勤紀錄而據以計算差旅膳什費之數額，因此每月差旅膳什費之數額不一。且依營利事務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第3項第1款規定，亦可得知員工受領差旅膳什費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自不應認定為薪資。況被告早已於88年4月1日將出（外）勤津貼更名為差旅膳什費，此時點早於勞退新制前達數年之久，且如當月有發放差旅膳什費，原告之所得明細表上均有記載，原告亦未曾提出異議。職故，原告不顧差旅膳什費之性質，竟稱被告係為減省提撥6％退休金金額而變更名稱云云，顯不足採。況不論外勤津貼費用或差旅膳什費，被告從未將之列入薪資單內之固定薪資欄位中，並無被告片面決定隨意挪動之情事。
　③年終考核：
　　年終考核亦為年終獎金之一部分，因以禮券方式發放，故另以「年終考核」稱之，此參照愛之味公司公告年終獎金另加發禮券即指年終考核益明。且年終考核與年終獎金均於同月份發放，在在可見其本質為年終獎金，則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8月13日勞保2字第0960140337號函文要旨，年終考核非屬經常性給與，僅係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非屬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至明。職故，原告將年終考核欄之金額亦列入薪資，實與法律規定不符。
　④業績獎金：
　　被告設立獎勵金制度立意在於鼓勵及激勵員工，此參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暨行銷公司績效獎金獎懲辦法（下稱績效獎金獎懲辦法）第1條規定即明。又季獎金除要求員工業績應達特定標準外，員工部門業績亦須達到特定標準，且公司該季有獲利盈餘時才可發放。此依據績效獎金獎懲辦法第4條所定業務部門之獎金發放標準，係依照個人及各部門之績效指標達成率以及公司實際營運狀況發放即明，因此原告所主張之業績獎金，係屬具不確定性、變動性而發給之激勵性、獎勵性給與（員工及部門未達特定標準即無獎金，且尚須視公司實際營運狀況來決定是否發給），此參原告於98至100年度、103年度並未領取任何季獎金，即知原告並非每季均有領到季獎金。被告既非必然發放業績獎金，且發放金額不固定，需視營運狀況及原告之業績而定，顯非原告單純提供勞務，不問被告盈虧均必然可獲取，自有別於經常性給與，不得列作工資之範圍。
　⑤綜上，原告將不應列入投保薪資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均列入，並據此計算新制勞工退休金之雇主應提繳金額，原告所為請求核與法令不符；且其逕將各季獎金平均計入各月薪資內，其計算方法亦有錯誤，即以97年6月愛心屋公司發放Q1績效獎金5萬1,343元為例，原告將5萬1,343元除以3列入97年1月至3月薪資內，但於97年1月至3月被告發放薪資時，並無法確定未來是否核發Q1績效獎金，且無從知悉其數額，實無從於97年1月至3月時調整投保級距而調整提撥退休金數額，益徵原告主張之差額為無理由。
　⒉舊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以111年8月至112年2月薪資明細表（即如附表二所示），將不應列入投保薪資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及業績獎金等均列入，並據此計算舊制勞工退休金，核與法令不符；且原告逕將業績獎金往前平均計入各月薪資內，此計算方法亦有錯誤，故其主張此部分差額，並不足採。
　㈡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部分：
　　原告之計算標準無非係將業績獎金列入而計算新制勞工退休金，然業績獎金不應計入投保薪資計算已如前述，縱鈞院認定其所為主張為有理由（假設語氣），老年年金給付係自得請求時起按月給付至員工死亡之時止，核原告逕依平均餘命計算未來之請求，明顯不符比例原則，且其計算亦於法不合。
　㈢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77年5月10日起任職於愛之味公司，嗣於96年11月16日起任職於愛心屋公司，復於98年2月1日調回愛之味公司，108年1月1日再至愛心屋公司直至112年2月24日退休。
　㈡愛之味公司及愛心屋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原告之年資應合併計算。
　㈢原告於96年11月16日轉換為勞退新制（依被證9所示）。
　㈣原告薪資單上結構係包括本薪、主管加給、其他津貼及伙食津貼，均屬經常性給付。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是否有據？
　⒈系爭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
　⑴按工資者，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上開經常性給與，係指下列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是工資應視是否屬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之對價而定，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性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無論其係固定發放與否，倘未變更其獎勵恩惠給與性質，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範圍之內（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4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6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茲就兩造爭執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部分，是否應屬工資性質，分述如下：
　①車輛津貼：
　　經核依被告之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駐外之外勤部門核給標準：適用範圍：依據第二章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外勤人員(協理級以上有使用公司配置之主管車輛者除外)。一、四職等（含）以下人員：1.使用配置公務者者：不予補貼。自備機車者：得由營管中心造冊以自備機車方式補助耗油費及車輛折損每人每月核給三千元，唯國內95無鉛汽油油價於28元（含）以上，則每人每月核給四千元，其它費用需自付。2.自備汽車者：因車輛限購造成車輛數不足得由營管中心造冊呈總經理核准後，以自備汽車方式補貼車輛折損每人每月核給三千元，耗油費扣除自用里程數後實報實銷。二、五～七職等人員：使用自備車輛者（限於限購車輛致車輛數不足時），除比照內勤依職等核給外，每人每月再予補貼車輛折損四千元，耗油費扣除自用里程數後實報實銷。三、八職等(含)以上人員：1.交通津貼補助比照內勤人員依其職等分類核給。2.上列人員採自備車輛為原則，每人每月補貼車輛折損四千元，耗油費實支實付為原則。…五、發放時間：耗油費每月核給一次、車輛折損按季核發。」等內容，可知系爭車輛津貼之決定發放、其數額多寡，乃係由被告單方面之公告，不待原告同意與否即開始施行，並區分是否使用公司配置之車輛，且依職等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應認係屬被告基於單方目的所為勉勵恩惠性質之福利措施給與，難認具有勞務對價性，自非屬工資之範疇。
　②差旅膳什費： 
　　經查，原告雖主張該筆費用係為避免員工請假過多而設云云，然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而被告給付名目雖有變更，然尚無從遽認出勤津貼非屬差旅費之性質。再依被告之國內出差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國內出差旅費分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及其他費用等標準如下：…三、膳食費：1.出差時間為7:00以前，11:30～13:00或18:30以後，得支領膳食費。2.參加國內受訓者，如受訓單位已提供膳食或已報支交際費時不得再支領膳雜費；屬個人因素而放棄者，視同之。…」等內容，並參諸被告所提出之車輛使用動態記錄表可知，差旅膳什費確實係依原告出差之事實核發，足見差旅膳什費應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規定之差旅費、差旅津貼之給付，即非屬於工資之範疇，應可確定。　　
　③年終考核：
　　經查，兩造並不爭執有關年終考核除98年度、103年度外，均係以禮券發放，且依附表一所示，可知97年度、99年度、109年度並未發放，故經核年終考核獎金性質上應係被告於年度終了時，經綜合員工之工作表現，及公司當年之營利狀況後，為激勵員工士氣，而發給具獎勵性、恩惠性之給付，並未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自難認屬工資。
　④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　
　　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即明。而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以外之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第3款亦定有明文，顯見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已明文排除在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經常性給與」以外，非屬工資之性質。至兩造雖均不爭執三節獎金即係前述發給之車輛津貼，惟縱為車輛津貼，仍係屬被告單方目的所為勉勵恩惠性質之福利措施給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仍非屬工資之範疇。　
　⑤其他獎金部分：　
　　按年終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係具有恩惠、勉勵性質之給與，並非工資；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682號判決參照）。查依據被告之績效獎金獎懲辦法有關獎金發放標準，於第4條規定：「業務部門：依照個人及各部門之績效指標達成率以及公司實際營運狀況發放，分為：月獎金、季獎金、年度超額利潤獎金。一、月獎金：發放對象為各業務部門(不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分個人月獎及部門月獎，發放標準如下：起獎標準：個人當年度累計業績達成率≧［(前一年實績*1.1)/當年度業績預算目標]。個人月獎：A.個人獎金=2,500*累計業績成長係數*調整係數。B.累計業績成長係數=當年度當月累計業績/前一年度當月累計實績。C.累計成長係數自2月起乘算。D.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司總經理考量價盤維護...等特定因數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二、季獎金：發放對象為決策群及各業務部門（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起獎標準：部門KPI指標分數≧80。KPI指標：A.部門預算淨利達成率佔50%。B.部門預算業績達成率佔20%。C.與前一年度同期累計業績比較率佔25%。獎金計算：A.個人獎金=15,000*部門KPI指標分數/100*調整係數*職務係數。B.其中第三季計算公式應再乘上(當年度1~3季實績)/前一季年度1~3季實績)。C.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總經理考量當季指定目標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D.通路促進處各級人員KPI分數以量超業務處分數計算。…三、年度超額利潤獎金：發放對象為決策群及各業務部門（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起獎標準：部門淨利達成率≧100%A.獎金總額=部門超額淨利*30%*調整係數*部門年度業績達成率。B.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總經理考量可歸責之報廢損失...等因素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C.量超業務處之獎金發放對象包含通路促進處各級人員。D.依職務係數分配至各人。…」。堪認上開月獎金、季獎金及超額獎金，乃係被告基於雇主身分，為提升員工個人及部門績效表現，依上開標準所為獎勵性、恩惠性給與，顯非原告單純提供勞務，即可獲取之報酬，亦即，此並非原告提供勞務即得必然換取之對待給付，需視被告年度部門淨利達成率、業績達成率及個人累計業績達成率等要件，決定是否核發。是縱使固定每月或每季均有發放，然仍不屬於勞基法所定之工資範圍內。從而，原告主張之月績效獎金、季獎金及超額獎金均非屬勞基法之工資範疇。另原告雖主張平均工資應列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云云。惟按該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乃雇主因年度終結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所給與補償之代償金，並非勞工於年度內繼續工作之對價，且每年年度終結未休畢之特別休假亦非固定，勞工所得受領之代償金，即非經常性，自難認為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是原告於106年12月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亦列入工資計算，並不可採。
　⒉原告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並無理由：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其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前開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第5項、第3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復按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勞工退休金繳款採按月開單，每月以30日計算，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亦有明定。
　⑵查兩造並不爭執愛之味公司及愛心屋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且原告自96年11月16日起轉換為勞退新制後，被告應按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事實，又本院已認定系爭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等之性質均非屬工資，業如前述，是堪認僅應以如附表一(A)所示之本薪、主管加給、其他津貼及伙食津貼之合計金額，認定為原告之每月工資額，並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進行調整，則被告自96年11月16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萬3,8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4,8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088元（96年11月應按日數比例提繳)；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5年8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4,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為34,8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088元；自105年9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5,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6,3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178元；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28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7,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8,2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292元，合計為原告提繳31萬3,356元(計算式：2,088×15/30＋2,088× 105＋2,178×28＋2,292×14＝313,356），有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個人專戶提繳明細可稽，經核尚難認有提繳未足額之情。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63萬3,255元，是否有據？
　⒈按勞退條例於93年6月30日公布，並自公布後1年施行，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53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勞基法第55條亦規定甚明。　
　⑵查原告自77年5月10日起任職於愛之味公司，嗣於96年11月16日起任職於愛心屋公司，復於98年2月1日調回愛之味公司，108年1月1日再至愛心屋公司直至112年2月24日退休，原告於96年11月16日轉換勞退新制，又上開2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原告之年資應合併計算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則計算原告自77年5月10日起至96年11月15日之舊制年資合計為19年6月6日，依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 項第1 款前段之規定，該段工作期間退休金給與基數為35個基數，堪以認定。復查，本院已認定系爭差旅膳什費、三節獎金、月獎金及季獎金之性質均非屬工資，業如前述，是自不應納入其經核准退休前6 個月之平均工資計算範疇，業如前述，是以，堪認原告經被告核准退休時前6 個月即111年8月至112年2月之
　　每月工資應如附表二（A)所示，堪認被告計算原告經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為38,125元，並據此計算，應給付原告之退休金為133萬4,375元（見本院卷第287頁)，尚無不合。又兩造並不爭執被告已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33萬4,375元等情。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63萬3,255元差額，應屬無據，不能准許。
　㈢原告請求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是否有據？
　⒈按勞保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2項亦有明文。又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　
　⒉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明細表（明細）所載，原告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均係在被告公司任職期間，而原告固主張其中107年2月至12月、108年1月至109年2月之每月薪資總額，應分別加計月平均業績獎金1萬0,696元、1萬3,027元，月薪資總額應分別為4萬6,996元、5萬1,227元，故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均為4萬5,800元，然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已認定系爭業績獎金無論係月獎金、季獎金或超額獎金，均非屬工資範疇，業如前述，是原告前開主張，洵非可採，自尚難認定原告之107年2月至12月、108年1月至109年2月之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有遭被告以多報少之情事。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亦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相關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原告98萬2,899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履行，其他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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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一：
　　　　　　　　　　　　　　　　　　　　　　　　　　　　　　　　　　　　　　　　　　　　　　　　　　　　　　　　　　　　　　　　　　　　　　　　　單位：元／新臺幣

		


		


		


		


		


		


		


		


		


		


		


		


		


		


		


		


		




		

月份

		　　　 兩造不爭執屬工資部分(A)

		


		


		


		


		　　　　　　　　　　 兩造爭執是否屬工資部分

		


		


		


		


		


		


		　　　　　　　 原告主張

		


		


		


		備　 註



		


		本薪

		主管加 給

		伙食津 貼

		其他津貼

		合計



		　　　　　　　　 (B)

		


		


		


		


		季獎金(C)
(以月平均金額攤列至所屬月份)

		其他
(D)

		月工資總額
{(A)+(B)+(D)}+(C)

		前三月平均工資

		投保級距

		6％勞退金

		被告對核發金額有爭執部分



		


		


		


		


		


		


		差旅膳什費

		車輛津 貼

		年終考 核

		三節獎金

		特殊貢獻

		


		


		


		


		


		


		




		96.11

		26,445

		3,493

		1,796

		1,996

		33,730

		6,240

		


		


		


		


		


		


		40,030＋10,510＝50,540

		


		43,900

		2,634

		




		96.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3,120

		7,500

		


		


		


		


		


		43,520＋10,510＝54,030

		


		43,900

		2,634

		




		97.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17,114＝57,154

		


		43,900

		2,634

		




		97.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0-12月奬金
31,528，月平均10,510

		


		38,480＋17,114＝55,594

		53,908

		43,900

		2,634

		




		97.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55,040＋17,114＝72,154

		


		43,900

		2,634

		




		97.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16,117＝55,637

		


		43,900

		2,634

		




		97.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40,040＋16,117＝56,157

		


		43,900

		2,634

		




		97.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3月奬金51,343，月平均
17,114

		


		54,780＋16,117＝70,897

		


		43,900

		2,634

		




		97.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6月獎金48,351，月平均
16,117

		


		40,560＋16,487＝57,047

		


		43,900

		2,634

		




		97.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0,567＋16,487＝57,047

		61,367

		43,900

		2,634

		




		97.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5,000

		


		


		


		


		


		54,780＋16,487＝71,267

		


		43,900

		2,634

		




		97.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7-9月獎金49,460，月平均16,487

		


		40,040

		


		43,900

		2,634

		




		97.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38,740

		


		43,900

		2,634

		




		97.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55,040

		


		43,900

		2,634

		




		98.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98.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8,173

		43,900

		2,634

		




		98.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0,000

		


		


		15,000

		


		


		49,520

		


		43,900

		2,634

		




		98.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900

		2,634

		




		98.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5,000

		


		


		


		


		


		39,260

		


		43,900

		2,634

		




		98.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460

		


		


		


		


		


		


		54,260

		


		43,900

		2,634

		




		98.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540

		


		


		


		


		


		


		41,340

		


		43,900

		2,634

		




		98.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30

		44,953

		43,900

		2,634

		




		98.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020

		15,000

		


		


		


		


		


		55,820

		


		43,900

		2,634

		




		98.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28,776

		


		


		


		67,846（原告誤算為40,040)

		


		43,900

		2,634

		




		98.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0,560

		


		43,900

		2,634

		




		98.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5,000

		


		


		


		


		


		54,780

		


		43,900

		2,634

		




		99.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99.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4,780

		43,900

		2,634

		




		99.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54,000

		


		43,900

		2,634

		




		99.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99.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900

		2,634

		




		99.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55,040

		


		43,900

		2,634

		




		99.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99.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40,300

		44,953

		43,900

		2,634

		




		99.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15,000

		


		


		


		55,560

		


		43,900

		2,634

		




		99.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99.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99.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5,000

		


		


		


		54,260

		


		43,900

		2,634

		




		100.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禮券
9,100

		32,321

		


		


		


		81,461

		


		43,900

		2,634

		




		100.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

		58,587

		43,900

		2,634

		




		100.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15,000

		


		


		55,300

		


		43,900

		2,634

		




		100.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3,900

		


		


		


		


		


		


		37,700

		


		43,900

		2,634

		




		100.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100.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5,000

		


		


		


		54,520

		


		43,900

		2,634

		




		100.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40,300

		


		43,900

		2,634

		




		100.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020

		


		


		


		


		


		


		40,820

		44,953

		43,900

		2,634

		




		100.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12,000

		


		


		


		52,300

		


		43,900

		2,634

		




		100.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原告誤算為39,520)＋1,151＝40,411

		


		43,900

		2,634

		




		100.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原告誤算為40,040)＋1,151＝40,931

		


		43,900

		2,634

		




		100.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12,000

		


		


		


		51,000（原告誤算為54,780)＋1,151＝52,151

		


		43,900

		2,634

		




		101.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禮券
6,500

		11,392

		


		


		


		57,152

		


		43,900

		2,634

		




		101.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160

		


		


		


		3,453(Q4，原告以月平均1,151計入10-12月工資)

		


		


		37,960

		51,425

		43,900

		2,634

		




		101.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

		


		43,900

		2,634

		




		101.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1.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1.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12,000

		


		


		


		51,000

		


		43,900

		2,634

		




		101.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1.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173

		43,900

		2,634

		




		101.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2,000

		


		


		


		51,260

		


		43,900

		2,634

		




		101.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5,572＝44,832

		


		43,900

		2,634

		




		101.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5,572＝43,792

		


		43,900

		2,634

		




		101.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5,572＝57,092

		


		43,900

		2,634

		




		102.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禮券
6,500

		


		


		


		


		46,020

		


		43,900

		2,634

		




		102.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0-12月獎金
16,715，月平均5,572

		


		38,480

		48,968

		43,900

		2,634

		




		102.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2.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2.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

		


		43,900

		2,634

		




		102.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2.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126

		


		


		


		


		


		


		39,926＋7,767＝47,693

		


		43,900

		2,634

		




		102.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7,767＝47,027

		45,551

		43,900

		2,634

		




		102.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7,767＝59,287

		


		43,900

		2,634

		




		102.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102.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38,480

		


		43,900

		2,634

		




		102.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160

		


		


		12,000

		


		7-9月獎勵金23,300，月平均7,767

		


		49,960

		


		43,900

		2,634

		




		103.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7,000

		


		


		


		


		45,220

		


		43,900

		2,634

		




		103.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0

		


		


		


		


		


		


		33,800

		44,553

		43,900

		2,634

		




		103.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3.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3.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38,740

		


		43,900

		2,634

		




		103.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

		


		43,900

		2,634

		




		103.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103.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173

		43,900

		2,634

		




		103.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2,000

		


		


		51,260

		


		43,900

		2,634

		




		103.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3.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3.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2,000

		


		


		50,480

		


		43,900

		2,634

		




		104.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1,492＝41,272

		


		43,900

		2,634

		




		104.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禮券
7,000

		


		


		


		


		45,480＋1,492＝46,972

		43,757

		43,900

		2,634

		




		104.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27

		


		


		


		12,000

		


		


		51,227＋1,492＝52,719

		


		43,900

		2,634

		




		104.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1,492＝40,492

		


		43,900

		2,634

		




		104.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600＋1,492＝41,092

		


		43,900

		2,634

		




		104.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40,380＋1,492＝41,872

		


		43,900

		2,634

		




		104.07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460

		


		


		


		


		


		


		39,860＋14,244＋2,719＝56,823

		


		43,900

		2,634

		




		104.08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720

		


		


		


		


		1-6月獎勵8,950，月平均1,492

		


		40,120＋14,244＋2,719＝57,083

		46,596

		43,900

		2,634

		




		104.09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980

		


		


		12,000

		


		7-8月獎勵5,438，月平均2,719

		


		52,380＋14,244＝66,624

		


		43,900

		2,634

		




		104.10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420

		


		


		


		


		


		


		38,820＋7,892＝46,712

		


		43,900

		2,634

		




		104.11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980

		


		


		


		


		7-9月季獎金42,733，月平均14,244

		


		40,380＋7,892＝48,272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C項



		104.12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582

		


		


		12,000

		


		


		


		50,982＋7,892＝58,874

		


		43,900

		2,634

		




		105.01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200

		


		禮券
11,500

		


		


		Q4獎金23,676，月平均7,892

		


		51,100＋7,041＝58,141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C項



		105.02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420

		


		


		


		


		


		


		38,820＋7,041＝45,861

		55,096

		43,900

		2,634

		




		105.03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200

		


		


		


		12,000

		


		


		51,600＋7,041＝58,641

		


		43,900

		2,634

		




		105.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40,860＋7,041＝47,901

		


		43,900

		2,634

		




		105.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超額獎金13,502

		54,362＋7,041＝61,403

		


		43,900

		2,634

		




		105.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680

		


		


		12,000

		


		


		超額獎金5,929

		58,009＋7,041＝65,050(原告誤算為70,979)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D項



		105.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40,600

		


		43,900

		2,634

		




		105.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980

		


		


		


		


		Q1Q2績效42,245，月平均7,041

		


		41,380

		57,661

		43,900

		2,634

		C項應為41,806



		105.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52,600

		


		45,800

		2,748

		




		105.10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160

		


		


		


		


		


		


		39,560＋5,787＝45,347

		


		45,800

		2,748

		




		105.1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績效18,587

		59,447＋5,787＝65,234

		


		45,800

		2,748

		D項應為18,232



		105.1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52,600＋5,787＝58,387

		


		45,800

		2,748

		




		106.0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禮券
9,700

		


		


		Q4季獎金17,362，月平均5,787

		


		49,520＋6,227＝55,747

		


		45,800

		2,748

		




		106.0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680

		


		


		


		


		


		


		40,080＋6,227＝46,307

		59,789

		45,800

		2,748

		




		106.03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525

		


		


		


		12,000

		


		


		52,925＋6,227＝59,152

		


		45,800

		2,748

		




		106.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940

		


		


		


		


		


		


		40,340＋5,883＝46,223

		


		45,800

		2,748

		




		106.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39,820＋5,883＝45,703

		


		45,800

		2,748

		




		106.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12,000

		


		


		53,120＋5,883＝59,003

		


		45,800

		2,748

		




		106.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Q1績效18,680，月平均6,227

		


		41,120

		


		45,800

		2,748

		




		106.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48,609

		45,800

		2,748

		




		106.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12,000

		


		季績效17,650，月平均5,883

		


		51,820

		


		45,800

		2,748

		C項應為17,355



		106.10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月績效4,338

		44,154＋5,278＝49,436

		


		45,800

		2,748

		




		106.1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業績17,588

		58,708＋5,278＝63,986

		


		45,800

		2,748

		D項應為17,252



		106.1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3,640

		


		


		12,000

		


		


		未休假工資12,685

		63,725＋5,278＝69,003

		


		45,800

		2,748

		




		107.0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9,636＋1,069＝51,825

		


		45,800

		2,748

		




		107.0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3,640

		


		禮券
13,700

		


		


		Q4績效15,833，月平均5,278

		


		52,740＋9,636＋1,069＝63,445

		61,605

		45,800

		2,748

		




		107.03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12,000

		


		


		53,120＋9,636＋1,069＝63,825

		


		45,800

		2,748

		




		107.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940

		


		


		


		


		


		


		40,340＋8,035＋3,333＋1,069＝52,777

		


		45,800

		2,748

		




		107.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1-4月獎金4,274，月平均1,069

		員工酬勞3,148

		44,008＋8,035＋3,333＝55,376

		


		45,800

		2,748

		




		107.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Q1獎金28,907，月平均9,636

		業績獎金19,275

		71,875＋8,035＋3,333＝83,243

		


		45,800

		2,748

		否認有發放C項



		107.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11

		


		


		


		


		


		業務獎金3,819

		44,630

		


		45,800

		2,748

		




		107.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61,083

		45,800

		2,748

		




		107.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6,900

		5,460

		


		


		12,000

		


		


		


		52,860

		


		45,800

		2,748

		本薪及主管加給應分別為28,500、4,000



		107.10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200

		


		


		


		


		Q2績效獎金24,105，月平均8,035、Q2獎金10,000，月平均3,333

		補薪差額3,500

		45,600＋10,172＝55,772

		


		45,800

		2,748

		C項第1筆應為23,645，否認有發放第2筆



		107.11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460

		


		


		


		


		


		業務績效26,368、月獎3,805

		72,533＋10,172＝82,705

		


		45,800

		2,748

		D項第1筆應為25,864



		107.12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200

		


		


		12,000

		


		


		月獎3,805

		57,905＋10,172＝68,077

		


		45,800

		2,748

		D項應為3,732



		108.0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647

		


		禮券
13,100

		


		


		


		


		55,147＋8,000＝63,147

		


		45,800

		2,748

		




		108.0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355

		


		


		


		


		Q4獎金30,517，月平均10,172

		


		41,755＋8,000＝49,755

		71,310

		45,800

		2,748

		否認有發放C項



		108.03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200

		


		


		


		18,000

		


		


		60,600＋8,000＝68,600

		


		45,800

		2,748

		




		108.04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40

		


		


		


		


		


		


		42,340＋8,000＝50,340

		


		45,800

		2,748

		




		108.05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622

		


		


		


		


		


		


		43,022＋8,000＝51,022

		


		45,800

		2,748

		




		108.06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07

		


		


		


		18,000

		


		


		60,307＋8,000＝68,307

		


		45,800

		2,748

		




		108.07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980

		


		


		


		


		


		


		43,380＋8,065＝51,445

		


		45,800

		2,748

		




		108.08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460

		


		


		


		


		


		


		42,860＋8,065＝50,925

		56,925

		45,800

		2,748

		




		108.09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420

		


		


		


		


		


		


		41,820＋8,065＝49,885

		


		45,800

		2,748

		




		108.10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460

		


		


		


		


		1-3月獎金24,000，月平均8,000

		


		42,860＋7,750＝50,610

		


		45,800

		2,748

		




		108.1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387

		


		


		


		


		4-6月獎金24,000，月平均8,000

		


		41,787＋7,750＝49,537

		


		45,800

		2,748

		




		108.1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3,380

		


		


		


		18,000

		7-9月獎金24,196，月平均8,065

		


		58,780＋7,750＝66,530

		


		45,800

		2,748

		




		109.0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420

		


		


		


		


		


		


		41,820

		


		45,800

		2,748

		




		109.0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40

		


		


		


		


		Q4獎金23,250，月平均7,750

		


		42,340

		


		45,800

		2,748

		




		　　　　　　　　　　　　　　　　　　　　　　　　　　　　　　　　　　　　　　　　　　　　　　　　　　　　　　　　　　　　　　　　　　　　　　　　合計

		


		


		


		


		


		


		


		


		


		


		


		


		


		


		


		394,620

		








　　　　　　　　　　　　　　　
		附表二：　　　　　　　　　　　　　　　　　　　　　　　　　　　　　　　　　　　　　　　　　　　　　　　　　　　　　單位：元／新臺幣

		


		


		


		


		


		


		


		


		


		




		

月份

		　　　　兩造不爭執屬工資部分(A)

		


		


		


		


		　　　　　　 兩造爭執是否屬工資部分



		


		


		


		　原告主張之月工資總額



		


		本薪

		主管加給

		伙食津貼

		其他津貼

		合計

		差旅膳什費(B)

		三節獎金(C)

		月獎金(D)

		季獎金(E)(以月平均金額攤列至所屬月份)

		計算式：
{(A)+(B)+(C)+(D)}+(E)



		111.08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842

		


		8月獎金2,991(原告未計入工資)

		


		42,742＋7,883＝50,525



		111.09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940

		18,000

		9月獎金2,978

		


		63,818＋7,883＝71,701



		111.10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160

		


		10月獎金3,798

		


		45,858＋6,682＝52,540



		111.11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127

		


		


		第3季獎金23,648，月平均7,883

		42,027＋6,682＝48,709



		111.12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5,720

		18,000

		


		


		61,620＋6,682＝68,302



		112.01

		29,750

		4,500

		2,400

		2,000

		38,650

		4,095

		


		


		


		42,745



		112.02

		29,750

		4,500

		2,057

		2,000

		38,307

		4,900

		


		


		第4季獎金20,047，月平均6,682

		43,207



		原告主張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56,218元｛計算式：【（50,525÷30×6）＋71,701＋52,540＋48,709＋68,302＋42,745＋43,207】÷6＝56,218｝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24號
原      告  吳家明  
訴訟代理人  蔡聰明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怡潔律師
被      告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冠翰  
被      告  愛心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瑞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紀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於民國77年5月10日任職於被告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愛之味公司），愛之味公司因業務需要於96年將原告調
    職至被告愛心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心屋公司）工作
    ，於98年調回愛之味公司工作，復於108年1月1日再調至愛
    心屋公司工作，直至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退休前每月
    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9,650元（含本薪、主管加給4,50
    0元、伙食津貼2,400元、其他津貼2,000元、車輛補助津貼6
    ,000元及出勤津貼5,500元）。被告代理人於調解時自承愛
    心屋公司為愛之味公司之子公司，因業務需要來回調任原告
    於兩公司間，因此對於原告於兩公司任職期間年資應合併計
    算並不爭執，顯見兩公司間具有實體同一性，而應同負對原
    告之勞動契約義務。
　㈡又被告曾多次以單方面、未經原告同意之方式，就薪資給付
    內之項目，更換給付名義之方式，變更原告薪資結構，然車
    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費用，性質上
    應屬固定工資，且均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應納入原告
    每月工資之計算範疇內，茲分述如下：
　⒈車輛津貼：
　⑴業務員係屬於外勤人員，需經常前往客戶處提供服務或資訊
    ，有交通往來之必要。故提供交通工具或交通費用本來即係
    雇主應支出之成本。惟部分雇主，為節省購置車輛、維修車
    輛等成本，於徵用員工時即要求須自備車輛，再由雇主提供
    車輛之維修、折舊、油料之對價（津貼），此本即勞動契約
    之條件內容，本即係雇主應支出成本之轉嫁，亦係勞工提供
    勞務（含車輛）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與。
　⑵又依常理而言，若公司欲補貼員工油資、車輛維修與保養等
    費用，多會要求員工持發票或收據實報實銷，然依被告所述
    ，公司核發此筆費用時，員工不須提出發票或收據，公司亦
    不會對金額或內容作審核，且該筆費用自97年3月開始均固
    定每間隔2個月核發1萬5,000元，於100年9月變更為1萬2,00
    0元，於108年3月變更為1萬8,000元。雖此筆款項自99年3月
    起，被告將給付名義從車輛津貼轉變為特殊貢獻或三節獎金
    ，然而被告核發之數額與頻率均有一定的固定模式可循，可
    見該筆費用本質上並非為補貼員工使用自有車輛而實報實銷
    之恩惠性給與，實為具有勞務對價性之經常性給與，應屬工
    資之一部分。
　⒉差旅膳什費：
　⑴此為出勤津貼，而所謂出勤即係勞務提供（上班），亦係薪
    資結構之一部，其目的係鼓勵出勤，避免員工請假過多所設
    ，只要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規定之合法請假之範
    圍內，均不得扣除，故出勤津貼亦屬勞務對價，且係經常性
    之給與。
　⑵再者，縱被告係於勞退新制施行前之88年4月1日起，就將薪
    資單內之出勤津貼變更為差旅膳什費，然原告原先每月得領
    取之出勤津貼費用，本就列於薪資單內之固定薪資欄位當中
    ，並非位於非固定薪資欄位（按所謂固定薪資與非固定薪資
    欄位，亦係被告片面決定及認定，隨意挪動），且被告變更
    前亦未經原告同意即任意變更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內容，故
    其單方面決定及改變給付名義，仍不影響該費用具經常性給
    付，而與勞工勞務具對價性之性質。況在公司法實務上，亦
    常見本應最熟悉勞動法令而任職於人事部門之員工，仍與公
    司就工資或退休金發生爭議，遑論原告僅為公司內部之普通
    職員，對於勞動法令並不熟悉，工作之目的僅係為養家餬口
    ，只要當月份工作薪資有足額發放，一般勞工何能有相當之
    協商地位與勞動法令背景，而能與掌握優勢地位之雇主就薪
    資單內之各項名義表達意見甚而提出異議，原告實係於退休
    後，將保存之薪資單一一列表並比較、整理，方發現被告有
    以變更薪資名義之方式，減少原告之退休金提撥金額，損害
    原告退休金權益。
　⒊年終考核：
　　被告之年終考核與年終獎金制度上為二不同之獨立項目，可
    徵被告於設立此項目之初，即不認為二者為相同性質，否則
    何須於年終獎金項目之外，另外創設年終考核項目。又考核
    二字，即代表此筆款項之發放含有對於勞工當年度勞務給付
    內容之評鑑與評價，規律性於每年年底依照勞工當年度提供
    勞務之內容與多寡，提供對應之酬勞，核其性質顯然具有勞
    務對價性，而與一般獎金、生日禮金等所謂臨時性、非經常
    性之恩惠性給與有別，故年終考核仍應納入工資計算範疇內
    。
　⒋業績奬金：
　⑴業務員需主動提供勞務以從事業務之開發或商品市占率之維
    持，故業務員之薪資結構幾乎均有業績獎金之項目，目的在
    防止業務員之怠惰。在小型公司其市占率低，故鼓勵員工多
    作開發市場之工作，故業績獎金占業務員薪資之比例高；在
    大型公司或市占率高之公司重在維持市場占有率，故業務員
    以服務原有客戶為主，開發市場為輔，故業績獎金佔薪資比
    例較低，本件即屬此種型態。從而，本件之業績獎金係屬於
    勞務之對價，亦係經常性給與。
　⑵再者，縱如被告所述，公司無法事先預知未來將發放之業績
    獎金額度，而於各月份內提前計入未來之業績獎金數額，並
    提前調整投保級距與提撥金數額，然該給付既然名為業績獎
    金，代表在發放標準上亦係以勞工工作達特定目標而發放，
    同有因工作而獲得報酬之性質，符合勞務對價性要件，故仍
    應計入實際發放當月之月薪資當中，方符工資乃勞工因工作
    而獲得報酬之定義。
　⒌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以單方任意變更勞動契約約定與給付項
    目名義之方式，企圖規避勞動法令，將車輛津貼、差旅膳什
    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費用排除於工資計算範疇內，並
    以此減少公司應為勞工提撥之勞工退休金數額，惟由上開費
    用之給付性質與頻率而言，該等費用均與原告為被告提供之
    勞務間具有一定對價性，符合勞基法對於工資之定義，實際
    上仍應為原告工資之一部分甚明。
　㈢原告於被告任職期間，被告未將車輛津貼（特殊貢獻、三節
    獎金）、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納入工資及投保
    薪資，致原告勞退金及勞保老年給付受有差額損失，茲將原
    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⑴新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自96年11月至109年2月之每月應領薪資明細及投保級距
    （即如附表一所示），並計算每月應提繳之退休金金額，依
    新制勞工退休金之計算，雇主應提繳共計39萬4,620元（即
    如附表一『6％勞退金』欄所示），被告前已為原告提繳之金額
    合計為31萬3,356元（計算式：1,044×1＋2,088×105＋2,178×2
    8＋2,292×14＝313,356），尚短少給付原告8萬1,264元（計算
    式：394,620—313,356＝81,264）。
　⑵舊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舊制勞工退休金之計算應依退休
    之日起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計算，而退休前6個月之月平均
    工資為5萬6,218元（即如附表二所示），舊制勞工退休金應
    為196萬7,630元（計算式：56,218×35＝1,967,630），原告
    已請領133萬4,375元，尚短少給付原告63萬3,255元（計算
    式：1,967,630—1,334,375＝633,255）。
　⑶以上共計短少給付原告71萬4,519元（計算式：81,264＋633,2
    55＝714,519）。　
　⒉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部分：
　⑴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並申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依112年
    3月25日勞保局保普核字第Z00000000000號函文，原告之申
    請經審查符合規定，並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
    58條之1規定，擇優採勞保年資45年又8個月，乘以加保期間
    最高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萬4,407元，乘以1.55％計算
    ，另增給8％展延老年年金給付，每月實際核給老年年金為3
    萬3,950元，於112年2月起按月發放。
　⑵又被告於96年11月至109年2月期間未將「業績獎金」納入月
    薪資總額，直至109年3月始調整之，致被告於調整前之申報
    月投保薪資較實際低，損害原告所得請領之老年年金給付。
    經查閱勞保局資料，107年2月至107年12月期間（計11個月
    ）及108年1月至109年2月期間（計14個月），勞保投保薪資
    分別為3萬6,300元及3萬8,200元，若加計被告應補償該期間
    之業績獎金每月平均分別為1萬0,696元及1萬3,027元，則勞
    保月薪資總額分別為4萬6,996元及5萬1,227元，依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月投保薪資應為上限4萬5,800元。
　⑶原告於107年2月至107年12月期間（計11個月）、108年1月至
    109年2月期間（計14個月）及109年3月至112年1月期間（計
    35個月）總計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應為45,800元，則依
    勞保局之計算方式，原告每月老年年金應為3萬5,015元（計
    算式：45,800元×45.67年×l.55％×l.08展延＝35,015元）。原
    告老年年金每月差額1,065元（計算式：35,015—33,950＝1,0
    65）。復參酌112年4月24日勞保局保退四字第112042001615
    號函文說明三、平均餘命21年之計算方式，請求被告應補償
    老年年金26萬8,380元（計算式：1,065元×12個月×21年＝268
    ,380元）。
　㈣爰依勞基法第53條第2款、第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及勞
    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等規
    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短少之勞工退休金差額71萬4,519
    元，並依勞保條例第14條、第72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金額共計9
    8萬2,899元。併為聲明：愛之味公司、愛心屋公司應各給付
    原告98萬2,899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履
    行，其他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並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⒈新制勞工退休金：
　⑴原告之薪資於105年4月至同年8月間之薪資總額（含本薪、主
    管加給、伙食津貼、其他津貼）雖調整為3萬5,400元，但投
    保薪資仍為3萬4,800元，被告係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規
    定於每年2月、8月視薪資調整狀況（依申報月之前3個月之
    平均薪資認定），向勞保局申請投保薪資金額之異動，於次
    月（即3月、9月）方依變動後之投保薪資提繳6％退休金。因
    此於105年4月至8月間，因尚未就異動薪資向勞保局提出申
    請，則仍維持原本之投保薪資3萬4,800元，俟8月向勞保局
    提出申請後，9月即依異動後之投保薪資3萬6,300元提繳退
    休金，被告循依法令辦理，並無高薪低報之情。原告於107
    年9月至107年12月之薪資總額雖為3萬6,900元，但投保薪資
    仍為3萬6,300元即為上述同樣情況。而108年1月被告將投保
    薪資調整為3萬8,200元，係因原告於108年1月1日起至愛心
    屋公司任職，因轉換公司即於108年1月起調整投保薪資。基
    此，參照96年11月至109年2月原告薪資明細表（即如附表一
    (A)所示），被告提繳之退休金金額共計為31萬3,356元（計
    算式：1,044×1＋2,088×105＋2,178×28＋2,292×14＝313,356）
    ，並無違誤。
　⑵又被告每月均提供員工所得明細表，供員工瞭解其薪資內容
    ，於員工職務調動時，除由單位主管告知外，亦製發通知單
    （含薪資明細）予員工本人。基此，原告於被告任職長達30
    餘年，歷經數次職務調動，且從基層人員晉升至營業所主管
    ，對公司薪資明細內容知之甚詳，其臨訟始主張應將車輛津
    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列入薪資，並據以
    計算勞工退休金，核與事實不符而不足採信，茲說明如下：
　①車輛津貼（含車輛耗損）補助：
　　車輛津貼補助之發放依據為車輛使用暨管理辦法（下稱車輛
    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其係因公司配置之公務車不足，公
    司為補貼業務人員因為公務而使用自備車輛作業，所造成自
    備車輛折損所為之補貼（即補貼員工車輛維修、車輛保養等
    費用）。本質係核實給付費用，然公司為便利簡化行政作業
    流程，亦讓員工免於收取發票後報支之程序，才未請員工提
    出相關費用單據核銷，且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亦載明「使用
    配置公務車者，不予補貼」。職故，員工受領車輛津貼補助
    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而不應認定
    為薪資，縱被告日後變更發放名稱（90幾年間即已變更），
    亦不因此而影響其性質，而無須列入薪資投保。
　②差旅膳什費：
　　被告於88年4月1日取消出（外）勤津貼，依修訂國內出差管
    理辦法，以差旅膳什費名義發放，此係考量業務人員外出跑
    業務致其未能於用餐時間內在公司用餐，因其在外用餐費用
    通常較高，故補貼業務人員每日260元（必須出勤時間達4小
    時以上始得支領），此即國內出差管理辦法第3條所稱之膳
    食費，須業務人員因公外出而未能於用餐時間內在公司用餐
    ，始得申請差旅膳什費，而員工申請差旅膳什費時需檢附車
    輛使用動態紀錄表，供公司核對其實際出勤紀錄而據以計算
    差旅膳什費之數額，因此每月差旅膳什費之數額不一。且依
    營利事務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第3項第1款規定，亦可得知
    員工受領差旅膳什費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具「勞務
    對價性」自不應認定為薪資。況被告早已於88年4月1日將出
    （外）勤津貼更名為差旅膳什費，此時點早於勞退新制前達
    數年之久，且如當月有發放差旅膳什費，原告之所得明細表
    上均有記載，原告亦未曾提出異議。職故，原告不顧差旅膳
    什費之性質，竟稱被告係為減省提撥6％退休金金額而變更名
    稱云云，顯不足採。況不論外勤津貼費用或差旅膳什費，被
    告從未將之列入薪資單內之固定薪資欄位中，並無被告片面
    決定隨意挪動之情事。
　③年終考核：
　　年終考核亦為年終獎金之一部分，因以禮券方式發放，故另
    以「年終考核」稱之，此參照愛之味公司公告年終獎金另加
    發禮券即指年終考核益明。且年終考核與年終獎金均於同月
    份發放，在在可見其本質為年終獎金，則依勞基法施行細則
    第10條第2款規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8月13日勞保2字
    第0960140337號函文要旨，年終考核非屬經常性給與，僅係
    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非屬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至明。職
    故，原告將年終考核欄之金額亦列入薪資，實與法律規定不
    符。
　④業績獎金：
　　被告設立獎勵金制度立意在於鼓勵及激勵員工，此參愛之味
    股份有限公司暨行銷公司績效獎金獎懲辦法（下稱績效獎金
    獎懲辦法）第1條規定即明。又季獎金除要求員工業績應達
    特定標準外，員工部門業績亦須達到特定標準，且公司該季
    有獲利盈餘時才可發放。此依據績效獎金獎懲辦法第4條所
    定業務部門之獎金發放標準，係依照個人及各部門之績效指
    標達成率以及公司實際營運狀況發放即明，因此原告所主張
    之業績獎金，係屬具不確定性、變動性而發給之激勵性、獎
    勵性給與（員工及部門未達特定標準即無獎金，且尚須視公
    司實際營運狀況來決定是否發給），此參原告於98至100年
    度、103年度並未領取任何季獎金，即知原告並非每季均有
    領到季獎金。被告既非必然發放業績獎金，且發放金額不固
    定，需視營運狀況及原告之業績而定，顯非原告單純提供勞
    務，不問被告盈虧均必然可獲取，自有別於經常性給與，不
    得列作工資之範圍。
　⑤綜上，原告將不應列入投保薪資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
    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均列入，並據此計算新制勞工退休金
    之雇主應提繳金額，原告所為請求核與法令不符；且其逕將
    各季獎金平均計入各月薪資內，其計算方法亦有錯誤，即以
    97年6月愛心屋公司發放Q1績效獎金5萬1,343元為例，原告
    將5萬1,343元除以3列入97年1月至3月薪資內，但於97年1月
    至3月被告發放薪資時，並無法確定未來是否核發Q1績效獎
    金，且無從知悉其數額，實無從於97年1月至3月時調整投保
    級距而調整提撥退休金數額，益徵原告主張之差額為無理由
    。
　⒉舊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以111年8月至112年2月薪資明細表（即如附表二所示）
    ，將不應列入投保薪資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及業績獎金
    等均列入，並據此計算舊制勞工退休金，核與法令不符；且
    原告逕將業績獎金往前平均計入各月薪資內，此計算方法亦
    有錯誤，故其主張此部分差額，並不足採。
　㈡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部分：
　　原告之計算標準無非係將業績獎金列入而計算新制勞工退休
    金，然業績獎金不應計入投保薪資計算已如前述，縱鈞院認
    定其所為主張為有理由（假設語氣），老年年金給付係自得
    請求時起按月給付至員工死亡之時止，核原告逕依平均餘命
    計算未來之請求，明顯不符比例原則，且其計算亦於法不合
    。
　㈢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77年5月10日起任職於愛之味公司，嗣於96年11月16日
    起任職於愛心屋公司，復於98年2月1日調回愛之味公司，10
    8年1月1日再至愛心屋公司直至112年2月24日退休。
　㈡愛之味公司及愛心屋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原告之年資應合
    併計算。
　㈢原告於96年11月16日轉換為勞退新制（依被證9所示）。
　㈣原告薪資單上結構係包括本薪、主管加給、其他津貼及伙食
    津貼，均屬經常性給付。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是否有據？
　⒈系爭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
    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
　⑴按工資者，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
    第3款定有明文。又上開經常性給與，係指下列以外之給與
    ：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
    、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
    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
    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
    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
    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
    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
    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定
    有明文。是工資應視是否屬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之
    對價而定，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
    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
    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
    給付非經常性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
    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無論其係固
    定發放與否，倘未變更其獎勵恩惠給與性質，即非為勞工之
    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
    列入工資範圍之內（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42號、106年度
    台上字第26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茲就兩造爭執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
    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部分，是否應屬工資性質
    ，分述如下：
　①車輛津貼：
　　經核依被告之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駐外之外勤部門
    核給標準：適用範圍：依據第二章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外勤
    人員(協理級以上有使用公司配置之主管車輛者除外)。一、
    四職等（含）以下人員：1.使用配置公務者者：不予補貼。
    自備機車者：得由營管中心造冊以自備機車方式補助耗油費
    及車輛折損每人每月核給三千元，唯國內95無鉛汽油油價於
    28元（含）以上，則每人每月核給四千元，其它費用需自付
    。2.自備汽車者：因車輛限購造成車輛數不足得由營管中心
    造冊呈總經理核准後，以自備汽車方式補貼車輛折損每人每
    月核給三千元，耗油費扣除自用里程數後實報實銷。二、五
    ～七職等人員：使用自備車輛者（限於限購車輛致車輛數不
    足時），除比照內勤依職等核給外，每人每月再予補貼車輛
    折損四千元，耗油費扣除自用里程數後實報實銷。三、八職
    等(含)以上人員：1.交通津貼補助比照內勤人員依其職等分
    類核給。2.上列人員採自備車輛為原則，每人每月補貼車輛
    折損四千元，耗油費實支實付為原則。…五、發放時間：耗
    油費每月核給一次、車輛折損按季核發。」等內容，可知系
    爭車輛津貼之決定發放、其數額多寡，乃係由被告單方面之
    公告，不待原告同意與否即開始施行，並區分是否使用公司
    配置之車輛，且依職等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應認係屬被告
    基於單方目的所為勉勵恩惠性質之福利措施給與，難認具有
    勞務對價性，自非屬工資之範疇。
　②差旅膳什費： 
　　經查，原告雖主張該筆費用係為避免員工請假過多而設云云
    ，然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而被告給付名目雖有變更，然尚無
    從遽認出勤津貼非屬差旅費之性質。再依被告之國內出差管
    理辦法第3條規定：「國內出差旅費分交通費、住宿費、膳
    雜費及其他費用等標準如下：…三、膳食費：1.出差時間為7
    :00以前，11:30～13:00或18:30以後，得支領膳食費。2.參
    加國內受訓者，如受訓單位已提供膳食或已報支交際費時不
    得再支領膳雜費；屬個人因素而放棄者，視同之。…」等內
    容，並參諸被告所提出之車輛使用動態記錄表可知，差旅膳
    什費確實係依原告出差之事實核發，足見差旅膳什費應屬勞
    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規定之差旅費、差旅津貼之給付
    ，即非屬於工資之範疇，應可確定。　　
　③年終考核：
　　經查，兩造並不爭執有關年終考核除98年度、103年度外，
    均係以禮券發放，且依附表一所示，可知97年度、99年度、
    109年度並未發放，故經核年終考核獎金性質上應係被告於
    年度終了時，經綜合員工之工作表現，及公司當年之營利狀
    況後，為激勵員工士氣，而發給具獎勵性、恩惠性之給付，
    並未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自難認屬工資。
　④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　
　　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
    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觀
    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即明。而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
    常性給與」，係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
    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
    獎金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以外之給與，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第3款亦定有明文，顯見三節獎金
    、特殊貢獻獎金已明文排除在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經
    常性給與」以外，非屬工資之性質。至兩造雖均不爭執三節
    獎金即係前述發給之車輛津貼，惟縱為車輛津貼，仍係屬被
    告單方目的所為勉勵恩惠性質之福利措施給與，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是仍非屬工資之範疇。　
　⑤其他獎金部分：　
　　按年終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係具有恩惠、勉勵性質之
    給與，並非工資；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
    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
    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
    103年度台上字第682號判決參照）。查依據被告之績效獎金
    獎懲辦法有關獎金發放標準，於第4條規定：「業務部門：
    依照個人及各部門之績效指標達成率以及公司實際營運狀況
    發放，分為：月獎金、季獎金、年度超額利潤獎金。一、月
    獎金：發放對象為各業務部門(不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
    人員，分個人月獎及部門月獎，發放標準如下：起獎標準：
    個人當年度累計業績達成率≧［(前一年實績*1.1)/當年度業
    績預算目標]。個人月獎：A.個人獎金=2,500*累計業績成長
    係數*調整係數。B.累計業績成長係數=當年度當月累計業績
    /前一年度當月累計實績。C.累計成長係數自2月起乘算。D.
    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司總經理考量價盤維護...等特定
    因數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
    准。二、季獎金：發放對象為決策群及各業務部門（含通路
    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起獎標準：部門KPI指標分數≧80
    。KPI指標：A.部門預算淨利達成率佔50%。B.部門預算業績
    達成率佔20%。C.與前一年度同期累計業績比較率佔25%。獎
    金計算：A.個人獎金=15,000*部門KPI指標分數/100*調整係
    數*職務係數。B.其中第三季計算公式應再乘上(當年度1~3
    季實績)/前一季年度1~3季實績)。C.調整係數可為0~2，由
    母公總經理考量當季指定目標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
    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D.通路促進處各級人員KPI分
    數以量超業務處分數計算。…三、年度超額利潤獎金：發放
    對象為決策群及各業務部門（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
    員。起獎標準：部門淨利達成率≧100%A.獎金總額=部門超額
    淨利*30%*調整係數*部門年度業績達成率。B.調整係數可為
    0~2，由母公總經理考量可歸責之報廢損失...等因素評定，
    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C.量超
    業務處之獎金發放對象包含通路促進處各級人員。D.依職務
    係數分配至各人。…」。堪認上開月獎金、季獎金及超額獎
    金，乃係被告基於雇主身分，為提升員工個人及部門績效表
    現，依上開標準所為獎勵性、恩惠性給與，顯非原告單純提
    供勞務，即可獲取之報酬，亦即，此並非原告提供勞務即得
    必然換取之對待給付，需視被告年度部門淨利達成率、業績
    達成率及個人累計業績達成率等要件，決定是否核發。是縱
    使固定每月或每季均有發放，然仍不屬於勞基法所定之工資
    範圍內。從而，原告主張之月績效獎金、季獎金及超額獎金
    均非屬勞基法之工資範疇。另原告雖主張平均工資應列計特
    別休假未休工資云云。惟按該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乃雇主因年
    度終結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所給與補償之代償金，並非勞
    工於年度內繼續工作之對價，且每年年度終結未休畢之特別
    休假亦非固定，勞工所得受領之代償金，即非經常性，自難
    認為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是原告於106年12月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亦列入工資計
    算，並不可採。
　⒉原告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並無理由：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其
    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前開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月提繳分級表，報
    請行政院核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
    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
    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第5項、第31條第
    1項固定有明文。復按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
    ，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
    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
    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
    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勞工退休金繳款採按月開
    單，每月以30日計算，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亦有
    明定。
　⑵查兩造並不爭執愛之味公司及愛心屋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
    且原告自96年11月16日起轉換為勞退新制後，被告應按月為
    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事實，又本院已認定系爭車輛津貼、
    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
    他獎金等之性質均非屬工資，業如前述，是堪認僅應以如附
    表一(A)所示之本薪、主管加給、其他津貼及伙食津貼之合
    計金額，認定為原告之每月工資額，並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
    2項規定進行調整，則被告自96年11月16日起至104年8月31
    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萬3,8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4
    ,8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088元（96年11月應按日數比例
    提繳)；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5年8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
    資總額34,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為34,800元，每月為原告
    提繳2,088元；自105年9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以每
    月應領工資總額35,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6,300元，每月
    為原告提繳2,178元；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28日止，
    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7,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8,200元，
    每月為原告提繳2,292元，合計為原告提繳31萬3,356元(計
    算式：2,088×15/30＋2,088× 105＋2,178×28＋2,292×14＝313,3
    56），有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個人專戶提繳明細可稽，經
    核尚難認有提繳未足額之情。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勞
    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63萬3,255元，是否有據？
　⒈按勞退條例於93年6月30日公布，並自公布後1年施行，本條
    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
    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
    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
    動契約依勞基法第53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
    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退休金，並於終
    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復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
    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
    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
    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
    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勞基法第55條亦規
    定甚明。　
　⑵查原告自77年5月10日起任職於愛之味公司，嗣於96年11月16
    日起任職於愛心屋公司，復於98年2月1日調回愛之味公司，
    108年1月1日再至愛心屋公司直至112年2月24日退休，原告
    於96年11月16日轉換勞退新制，又上開2公司具有實體同一
    性，原告之年資應合併計算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則計算
    原告自77年5月10日起至96年11月15日之舊制年資合計為19
    年6月6日，依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 項第1 款前段之規定，
    該段工作期間退休金給與基數為35個基數，堪以認定。復查
    ，本院已認定系爭差旅膳什費、三節獎金、月獎金及季獎金
    之性質均非屬工資，業如前述，是自不應納入其經核准退休
    前6 個月之平均工資計算範疇，業如前述，是以，堪認原告
    經被告核准退休時前6 個月即111年8月至112年2月之
　　每月工資應如附表二（A)所示，堪認被告計算原告經核准退
    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為38,125元，並據此計算，應給付原告
    之退休金為133萬4,375元（見本院卷第287頁)，尚無不合。
    又兩造並不爭執被告已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33萬4,375元等
    情。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63萬3,255元
    差額，應屬無據，不能准許。
　㈢原告請求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是否有據？
　⒈按勞保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之
    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
    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
    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
    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
    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
    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
    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勞保條
    例第14條第1、2項亦有明文。又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
    薪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　
　⒉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明細表（明細）所
    載，原告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均係在被告公
    司任職期間，而原告固主張其中107年2月至12月、108年1月
    至109年2月之每月薪資總額，應分別加計月平均業績獎金1
    萬0,696元、1萬3,027元，月薪資總額應分別為4萬6,996元
    、5萬1,227元，故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均為4萬5,800元，然
    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已認定系爭業績獎金無論係月獎金、季
    獎金或超額獎金，均非屬工資範疇，業如前述，是原告前開
    主張，洵非可採，自尚難認定原告之107年2月至12月、108
    年1月至109年2月之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有遭被告以多報少
    之情事。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
    26萬8,380元，亦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相關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原告98
    萬2,899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履行，其
    他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附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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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一： 　　　　　　　　　　　　　　　　　　　　　　　　　　　　　　　　　　　　　　　　　　　　　　　　　　　　　　　　　　　　　　　　　　　　　　　　　單位：元／新臺幣                   月份 　　　 兩造不爭執屬工資部分(A)     　　　　　　　　　　 兩造爭執是否屬工資部分       　　　　　　　 原告主張    備　 註  本薪 主管加 給 伙食津 貼 其他津貼 合計  　　　　　　　　 (B)     季獎金(C) (以月平均金額攤列至所屬月份) 其他 (D) 月工資總額 {(A)+(B)+(D)}+(C) 前三月平均工資 投保級距 6％勞退金 被告對核發金額有爭執部分       差旅膳什費 車輛津 貼 年終考 核 三節獎金 特殊貢獻        96.11 26,445 3,493 1,796 1,996 33,730 6,240       40,030＋10,510＝50,540  43,900 2,634  96.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3,120 7,500      43,520＋10,510＝54,030  43,900 2,634  97.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17,114＝57,154  43,900 2,634  97.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0-12月奬金 31,528，月平均10,510  38,480＋17,114＝55,594 53,908 43,900 2,634  97.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55,040＋17,114＝72,154  43,900 2,634  97.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16,117＝55,637  43,900 2,634  97.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40,040＋16,117＝56,157  43,900 2,634  97.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3月奬金51,343，月平均 17,114  54,780＋16,117＝70,897  43,900 2,634  97.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6月獎金48,351，月平均 16,117  40,560＋16,487＝57,047  43,900 2,634  97.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0,567＋16,487＝57,047 61,367 43,900 2,634  97.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5,000      54,780＋16,487＝71,267  43,900 2,634  97.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7-9月獎金49,460，月平均16,487  40,040  43,900 2,634  97.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38,740  43,900 2,634  97.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55,040  43,900 2,634  98.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98.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8,173 43,900 2,634  98.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0,000   15,000   49,520  43,900 2,634  98.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900 2,634  98.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5,000      39,260  43,900 2,634  98.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460       54,260  43,900 2,634  98.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540       41,340  43,900 2,634  98.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30 44,953 43,900 2,634  98.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020 15,000      55,820  43,900 2,634  98.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28,776    67,846（原告誤算為40,040)  43,900 2,634  98.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0,560  43,900 2,634  98.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5,000      54,780  43,900 2,634  99.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99.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4,780 43,900 2,634  99.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54,000  43,900 2,634  99.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99.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900 2,634  99.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55,040  43,900 2,634  99.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99.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40,300 44,953 43,900 2,634  99.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15,000    55,560  43,900 2,634  99.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99.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99.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5,000    54,260  43,900 2,634  100.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禮券 9,100 32,321    81,461  43,900 2,634  100.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 58,587 43,900 2,634  100.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15,000   55,300  43,900 2,634  100.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3,900       37,700  43,900 2,634  100.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100.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5,000    54,520  43,900 2,634  100.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40,300  43,900 2,634  100.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020       40,820 44,953 43,900 2,634  100.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12,000    52,300  43,900 2,634  100.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原告誤算為39,520)＋1,151＝40,411  43,900 2,634  100.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原告誤算為40,040)＋1,151＝40,931  43,900 2,634  100.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12,000    51,000（原告誤算為54,780)＋1,151＝52,151  43,900 2,634  101.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禮券 6,500 11,392    57,152  43,900 2,634  101.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160    3,453(Q4，原告以月平均1,151計入10-12月工資)   37,960 51,425 43,900 2,634  101.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  43,900 2,634  101.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1.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1.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12,000    51,000  43,900 2,634  101.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1.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173 43,900 2,634  101.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2,000    51,260  43,900 2,634  101.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5,572＝44,832  43,900 2,634  101.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5,572＝43,792  43,900 2,634  101.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5,572＝57,092  43,900 2,634  102.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禮券 6,500     46,020  43,900 2,634  102.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0-12月獎金 16,715，月平均5,572  38,480 48,968 43,900 2,634  102.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2.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2.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  43,900 2,634  102.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2.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126       39,926＋7,767＝47,693  43,900 2,634  102.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7,767＝47,027 45,551 43,900 2,634  102.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7,767＝59,287  43,900 2,634  102.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102.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38,480  43,900 2,634  102.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160   12,000  7-9月獎勵金23,300，月平均7,767  49,960  43,900 2,634  103.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7,000     45,220  43,900 2,634  103.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0       33,800 44,553 43,900 2,634  103.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3.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3.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38,740  43,900 2,634  103.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  43,900 2,634  103.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103.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173 43,900 2,634  103.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2,000   51,260  43,900 2,634  103.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3.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3.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2,000   50,480  43,900 2,634  104.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1,492＝41,272  43,900 2,634  104.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禮券 7,000     45,480＋1,492＝46,972 43,757 43,900 2,634  104.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27    12,000   51,227＋1,492＝52,719  43,900 2,634  104.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1,492＝40,492  43,900 2,634  104.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600＋1,492＝41,092  43,900 2,634  104.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40,380＋1,492＝41,872  43,900 2,634  104.07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460       39,860＋14,244＋2,719＝56,823  43,900 2,634  104.08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720     1-6月獎勵8,950，月平均1,492  40,120＋14,244＋2,719＝57,083 46,596 43,900 2,634  104.09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980   12,000  7-8月獎勵5,438，月平均2,719  52,380＋14,244＝66,624  43,900 2,634  104.10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420       38,820＋7,892＝46,712  43,900 2,634  104.11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980     7-9月季獎金42,733，月平均14,244  40,380＋7,892＝48,272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C項 104.12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582   12,000    50,982＋7,892＝58,874  43,900 2,634  105.01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200  禮券 11,500   Q4獎金23,676，月平均7,892  51,100＋7,041＝58,141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C項 105.02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420       38,820＋7,041＝45,861 55,096 43,900 2,634  105.03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200    12,000   51,600＋7,041＝58,641  43,900 2,634  105.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40,860＋7,041＝47,901  43,900 2,634  105.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超額獎金13,502 54,362＋7,041＝61,403  43,900 2,634  105.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680   12,000   超額獎金5,929 58,009＋7,041＝65,050(原告誤算為70,979)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D項 105.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40,600  43,900 2,634  105.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980     Q1Q2績效42,245，月平均7,041  41,380 57,661 43,900 2,634 C項應為41,806 105.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52,600  45,800 2,748  105.10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160       39,560＋5,787＝45,347  45,800 2,748  105.1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績效18,587 59,447＋5,787＝65,234  45,800 2,748 D項應為18,232 105.1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52,600＋5,787＝58,387  45,800 2,748  106.0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禮券 9,700   Q4季獎金17,362，月平均5,787  49,520＋6,227＝55,747  45,800 2,748  106.0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680       40,080＋6,227＝46,307 59,789 45,800 2,748  106.03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525    12,000   52,925＋6,227＝59,152  45,800 2,748  106.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940       40,340＋5,883＝46,223  45,800 2,748  106.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39,820＋5,883＝45,703  45,800 2,748  106.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12,000   53,120＋5,883＝59,003  45,800 2,748  106.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Q1績效18,680，月平均6,227  41,120  45,800 2,748  106.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48,609 45,800 2,748  106.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12,000  季績效17,650，月平均5,883  51,820  45,800 2,748 C項應為17,355 106.10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月績效4,338 44,154＋5,278＝49,436  45,800 2,748  106.1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業績17,588 58,708＋5,278＝63,986  45,800 2,748 D項應為17,252 106.1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3,640   12,000   未休假工資12,685 63,725＋5,278＝69,003  45,800 2,748  107.0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9,636＋1,069＝51,825  45,800 2,748  107.0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3,640  禮券 13,700   Q4績效15,833，月平均5,278  52,740＋9,636＋1,069＝63,445 61,605 45,800 2,748  107.03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12,000   53,120＋9,636＋1,069＝63,825  45,800 2,748  107.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940       40,340＋8,035＋3,333＋1,069＝52,777  45,800 2,748  107.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1-4月獎金4,274，月平均1,069 員工酬勞3,148 44,008＋8,035＋3,333＝55,376  45,800 2,748  107.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Q1獎金28,907，月平均9,636 業績獎金19,275 71,875＋8,035＋3,333＝83,243  45,800 2,748 否認有發放C項 107.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11      業務獎金3,819 44,630  45,800 2,748  107.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61,083 45,800 2,748  107.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6,900 5,460   12,000    52,860  45,800 2,748 本薪及主管加給應分別為28,500、4,000 107.10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200     Q2績效獎金24,105，月平均8,035、Q2獎金10,000，月平均3,333 補薪差額3,500 45,600＋10,172＝55,772  45,800 2,748 C項第1筆應為23,645，否認有發放第2筆 107.11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460      業務績效26,368、月獎3,805 72,533＋10,172＝82,705  45,800 2,748 D項第1筆應為25,864 107.12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200   12,000   月獎3,805 57,905＋10,172＝68,077  45,800 2,748 D項應為3,732 108.0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647  禮券 13,100     55,147＋8,000＝63,147  45,800 2,748  108.0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355     Q4獎金30,517，月平均10,172  41,755＋8,000＝49,755 71,310 45,800 2,748 否認有發放C項 108.03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200    18,000   60,600＋8,000＝68,600  45,800 2,748  108.04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40       42,340＋8,000＝50,340  45,800 2,748  108.05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622       43,022＋8,000＝51,022  45,800 2,748  108.06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07    18,000   60,307＋8,000＝68,307  45,800 2,748  108.07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980       43,380＋8,065＝51,445  45,800 2,748  108.08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460       42,860＋8,065＝50,925 56,925 45,800 2,748  108.09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420       41,820＋8,065＝49,885  45,800 2,748  108.10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460     1-3月獎金24,000，月平均8,000  42,860＋7,750＝50,610  45,800 2,748  108.1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387     4-6月獎金24,000，月平均8,000  41,787＋7,750＝49,537  45,800 2,748  108.1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3,380    18,000 7-9月獎金24,196，月平均8,065  58,780＋7,750＝66,530  45,800 2,748  109.0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420       41,820  45,800 2,748  109.0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40     Q4獎金23,250，月平均7,750  42,340  45,800 2,748  　　　　　　　　　　　　　　　　　　　　　　　　　　　　　　　　　　　　　　　　　　　　　　　　　　　　　　　　　　　　　　　　　　　　　　　　合計                394,620  
　　　　　　　　　　　　　　　
附表二：　　　　　　　　　　　　　　　　　　　　　　　　　　　　　　　　　　　　　　　　　　　　　　　　　　　　　單位：元／新臺幣            月份 　　　　兩造不爭執屬工資部分(A)     　　　　　　 兩造爭執是否屬工資部分     　原告主張之月工資總額  本薪 主管加給 伙食津貼 其他津貼 合計 差旅膳什費(B) 三節獎金(C) 月獎金(D) 季獎金(E)(以月平均金額攤列至所屬月份) 計算式： {(A)+(B)+(C)+(D)}+(E) 111.08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842  8月獎金2,991(原告未計入工資)  42,742＋7,883＝50,525 111.09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940 18,000 9月獎金2,978  63,818＋7,883＝71,701 111.10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160  10月獎金3,798  45,858＋6,682＝52,540 111.11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127   第3季獎金23,648，月平均7,883 42,027＋6,682＝48,709 111.12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5,720 18,000   61,620＋6,682＝68,302 112.01 29,750 4,500 2,400 2,000 38,650 4,095    42,745 112.02 29,750 4,500 2,057 2,000 38,307 4,900   第4季獎金20,047，月平均6,682 43,207 原告主張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56,218元｛計算式：【（50,525÷30×6）＋71,701＋52,540＋48,709＋68,302＋42,745＋43,207】÷6＝56,218｝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24號
原      告  吳家明  
訴訟代理人  蔡聰明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怡潔律師
被      告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冠翰  
被      告  愛心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瑞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紀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於民國77年5月10日任職於被告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之味公司），愛之味公司因業務需要於96年將原告調職至被告愛心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心屋公司）工作，於98年調回愛之味公司工作，復於108年1月1日再調至愛心屋公司工作，直至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退休前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9,650元（含本薪、主管加給4,500元、伙食津貼2,400元、其他津貼2,000元、車輛補助津貼6,000元及出勤津貼5,500元）。被告代理人於調解時自承愛心屋公司為愛之味公司之子公司，因業務需要來回調任原告於兩公司間，因此對於原告於兩公司任職期間年資應合併計算並不爭執，顯見兩公司間具有實體同一性，而應同負對原告之勞動契約義務。
　㈡又被告曾多次以單方面、未經原告同意之方式，就薪資給付內之項目，更換給付名義之方式，變更原告薪資結構，然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費用，性質上應屬固定工資，且均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應納入原告每月工資之計算範疇內，茲分述如下：
　⒈車輛津貼：
　⑴業務員係屬於外勤人員，需經常前往客戶處提供服務或資訊，有交通往來之必要。故提供交通工具或交通費用本來即係雇主應支出之成本。惟部分雇主，為節省購置車輛、維修車輛等成本，於徵用員工時即要求須自備車輛，再由雇主提供車輛之維修、折舊、油料之對價（津貼），此本即勞動契約之條件內容，本即係雇主應支出成本之轉嫁，亦係勞工提供勞務（含車輛）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與。
　⑵又依常理而言，若公司欲補貼員工油資、車輛維修與保養等費用，多會要求員工持發票或收據實報實銷，然依被告所述，公司核發此筆費用時，員工不須提出發票或收據，公司亦不會對金額或內容作審核，且該筆費用自97年3月開始均固定每間隔2個月核發1萬5,000元，於100年9月變更為1萬2,000元，於108年3月變更為1萬8,000元。雖此筆款項自99年3月起，被告將給付名義從車輛津貼轉變為特殊貢獻或三節獎金，然而被告核發之數額與頻率均有一定的固定模式可循，可見該筆費用本質上並非為補貼員工使用自有車輛而實報實銷之恩惠性給與，實為具有勞務對價性之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
　⒉差旅膳什費：
　⑴此為出勤津貼，而所謂出勤即係勞務提供（上班），亦係薪資結構之一部，其目的係鼓勵出勤，避免員工請假過多所設，只要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規定之合法請假之範圍內，均不得扣除，故出勤津貼亦屬勞務對價，且係經常性之給與。
　⑵再者，縱被告係於勞退新制施行前之88年4月1日起，就將薪資單內之出勤津貼變更為差旅膳什費，然原告原先每月得領取之出勤津貼費用，本就列於薪資單內之固定薪資欄位當中，並非位於非固定薪資欄位（按所謂固定薪資與非固定薪資欄位，亦係被告片面決定及認定，隨意挪動），且被告變更前亦未經原告同意即任意變更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內容，故其單方面決定及改變給付名義，仍不影響該費用具經常性給付，而與勞工勞務具對價性之性質。況在公司法實務上，亦常見本應最熟悉勞動法令而任職於人事部門之員工，仍與公司就工資或退休金發生爭議，遑論原告僅為公司內部之普通職員，對於勞動法令並不熟悉，工作之目的僅係為養家餬口，只要當月份工作薪資有足額發放，一般勞工何能有相當之協商地位與勞動法令背景，而能與掌握優勢地位之雇主就薪資單內之各項名義表達意見甚而提出異議，原告實係於退休後，將保存之薪資單一一列表並比較、整理，方發現被告有以變更薪資名義之方式，減少原告之退休金提撥金額，損害原告退休金權益。
　⒊年終考核：
　　被告之年終考核與年終獎金制度上為二不同之獨立項目，可徵被告於設立此項目之初，即不認為二者為相同性質，否則何須於年終獎金項目之外，另外創設年終考核項目。又考核二字，即代表此筆款項之發放含有對於勞工當年度勞務給付內容之評鑑與評價，規律性於每年年底依照勞工當年度提供勞務之內容與多寡，提供對應之酬勞，核其性質顯然具有勞務對價性，而與一般獎金、生日禮金等所謂臨時性、非經常性之恩惠性給與有別，故年終考核仍應納入工資計算範疇內。
　⒋業績奬金：
　⑴業務員需主動提供勞務以從事業務之開發或商品市占率之維持，故業務員之薪資結構幾乎均有業績獎金之項目，目的在防止業務員之怠惰。在小型公司其市占率低，故鼓勵員工多作開發市場之工作，故業績獎金占業務員薪資之比例高；在大型公司或市占率高之公司重在維持市場占有率，故業務員以服務原有客戶為主，開發市場為輔，故業績獎金佔薪資比例較低，本件即屬此種型態。從而，本件之業績獎金係屬於勞務之對價，亦係經常性給與。
　⑵再者，縱如被告所述，公司無法事先預知未來將發放之業績獎金額度，而於各月份內提前計入未來之業績獎金數額，並提前調整投保級距與提撥金數額，然該給付既然名為業績獎金，代表在發放標準上亦係以勞工工作達特定目標而發放，同有因工作而獲得報酬之性質，符合勞務對價性要件，故仍應計入實際發放當月之月薪資當中，方符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報酬之定義。
　⒌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以單方任意變更勞動契約約定與給付項目名義之方式，企圖規避勞動法令，將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費用排除於工資計算範疇內，並以此減少公司應為勞工提撥之勞工退休金數額，惟由上開費用之給付性質與頻率而言，該等費用均與原告為被告提供之勞務間具有一定對價性，符合勞基法對於工資之定義，實際上仍應為原告工資之一部分甚明。
　㈢原告於被告任職期間，被告未將車輛津貼（特殊貢獻、三節獎金）、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納入工資及投保薪資，致原告勞退金及勞保老年給付受有差額損失，茲將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⑴新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自96年11月至109年2月之每月應領薪資明細及投保級距（即如附表一所示），並計算每月應提繳之退休金金額，依新制勞工退休金之計算，雇主應提繳共計39萬4,620元（即如附表一『6％勞退金』欄所示），被告前已為原告提繳之金額合計為31萬3,356元（計算式：1,044×1＋2,088×105＋2,178×28＋2,292×14＝313,356），尚短少給付原告8萬1,264元（計算式：394,620—313,356＝81,264）。
　⑵舊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舊制勞工退休金之計算應依退休之日起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計算，而退休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為5萬6,218元（即如附表二所示），舊制勞工退休金應為196萬7,630元（計算式：56,218×35＝1,967,630），原告已請領133萬4,375元，尚短少給付原告63萬3,255元（計算式：1,967,630—1,334,375＝633,255）。
　⑶以上共計短少給付原告71萬4,519元（計算式：81,264＋633,255＝714,519）。　
　⒉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部分：
　⑴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並申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依112年3月25日勞保局保普核字第Z00000000000號函文，原告之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並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58條之1規定，擇優採勞保年資45年又8個月，乘以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萬4,407元，乘以1.55％計算，另增給8％展延老年年金給付，每月實際核給老年年金為3萬3,950元，於112年2月起按月發放。
　⑵又被告於96年11月至109年2月期間未將「業績獎金」納入月薪資總額，直至109年3月始調整之，致被告於調整前之申報月投保薪資較實際低，損害原告所得請領之老年年金給付。經查閱勞保局資料，107年2月至107年12月期間（計11個月）及108年1月至109年2月期間（計14個月），勞保投保薪資分別為3萬6,300元及3萬8,200元，若加計被告應補償該期間之業績獎金每月平均分別為1萬0,696元及1萬3,027元，則勞保月薪資總額分別為4萬6,996元及5萬1,227元，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月投保薪資應為上限4萬5,800元。
　⑶原告於107年2月至107年12月期間（計11個月）、108年1月至109年2月期間（計14個月）及109年3月至112年1月期間（計35個月）總計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應為45,800元，則依勞保局之計算方式，原告每月老年年金應為3萬5,015元（計算式：45,800元×45.67年×l.55％×l.08展延＝35,015元）。原告老年年金每月差額1,065元（計算式：35,015—33,950＝1,065）。復參酌112年4月24日勞保局保退四字第112042001615號函文說明三、平均餘命21年之計算方式，請求被告應補償老年年金26萬8,380元（計算式：1,065元×12個月×21年＝268,380元）。
　㈣爰依勞基法第53條第2款、第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短少之勞工退休金差額71萬4,519元，並依勞保條例第14條、第72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金額共計98萬2,899元。併為聲明：愛之味公司、愛心屋公司應各給付原告98萬2,899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履行，其他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⒈新制勞工退休金：
　⑴原告之薪資於105年4月至同年8月間之薪資總額（含本薪、主管加給、伙食津貼、其他津貼）雖調整為3萬5,400元，但投保薪資仍為3萬4,800元，被告係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於每年2月、8月視薪資調整狀況（依申報月之前3個月之平均薪資認定），向勞保局申請投保薪資金額之異動，於次月（即3月、9月）方依變動後之投保薪資提繳6％退休金。因此於105年4月至8月間，因尚未就異動薪資向勞保局提出申請，則仍維持原本之投保薪資3萬4,800元，俟8月向勞保局提出申請後，9月即依異動後之投保薪資3萬6,300元提繳退休金，被告循依法令辦理，並無高薪低報之情。原告於107年9月至107年12月之薪資總額雖為3萬6,900元，但投保薪資仍為3萬6,300元即為上述同樣情況。而108年1月被告將投保薪資調整為3萬8,200元，係因原告於108年1月1日起至愛心屋公司任職，因轉換公司即於108年1月起調整投保薪資。基此，參照96年11月至109年2月原告薪資明細表（即如附表一(A)所示），被告提繳之退休金金額共計為31萬3,356元（計算式：1,044×1＋2,088×105＋2,178×28＋2,292×14＝313,356），並無違誤。
　⑵又被告每月均提供員工所得明細表，供員工瞭解其薪資內容，於員工職務調動時，除由單位主管告知外，亦製發通知單（含薪資明細）予員工本人。基此，原告於被告任職長達30餘年，歷經數次職務調動，且從基層人員晉升至營業所主管，對公司薪資明細內容知之甚詳，其臨訟始主張應將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列入薪資，並據以計算勞工退休金，核與事實不符而不足採信，茲說明如下：
　①車輛津貼（含車輛耗損）補助：
　　車輛津貼補助之發放依據為車輛使用暨管理辦法（下稱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其係因公司配置之公務車不足，公司為補貼業務人員因為公務而使用自備車輛作業，所造成自備車輛折損所為之補貼（即補貼員工車輛維修、車輛保養等費用）。本質係核實給付費用，然公司為便利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亦讓員工免於收取發票後報支之程序，才未請員工提出相關費用單據核銷，且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亦載明「使用配置公務車者，不予補貼」。職故，員工受領車輛津貼補助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而不應認定為薪資，縱被告日後變更發放名稱（90幾年間即已變更），亦不因此而影響其性質，而無須列入薪資投保。
　②差旅膳什費：
　　被告於88年4月1日取消出（外）勤津貼，依修訂國內出差管理辦法，以差旅膳什費名義發放，此係考量業務人員外出跑業務致其未能於用餐時間內在公司用餐，因其在外用餐費用通常較高，故補貼業務人員每日260元（必須出勤時間達4小時以上始得支領），此即國內出差管理辦法第3條所稱之膳食費，須業務人員因公外出而未能於用餐時間內在公司用餐，始得申請差旅膳什費，而員工申請差旅膳什費時需檢附車輛使用動態紀錄表，供公司核對其實際出勤紀錄而據以計算差旅膳什費之數額，因此每月差旅膳什費之數額不一。且依營利事務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第3項第1款規定，亦可得知員工受領差旅膳什費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自不應認定為薪資。況被告早已於88年4月1日將出（外）勤津貼更名為差旅膳什費，此時點早於勞退新制前達數年之久，且如當月有發放差旅膳什費，原告之所得明細表上均有記載，原告亦未曾提出異議。職故，原告不顧差旅膳什費之性質，竟稱被告係為減省提撥6％退休金金額而變更名稱云云，顯不足採。況不論外勤津貼費用或差旅膳什費，被告從未將之列入薪資單內之固定薪資欄位中，並無被告片面決定隨意挪動之情事。
　③年終考核：
　　年終考核亦為年終獎金之一部分，因以禮券方式發放，故另以「年終考核」稱之，此參照愛之味公司公告年終獎金另加發禮券即指年終考核益明。且年終考核與年終獎金均於同月份發放，在在可見其本質為年終獎金，則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8月13日勞保2字第0960140337號函文要旨，年終考核非屬經常性給與，僅係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非屬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至明。職故，原告將年終考核欄之金額亦列入薪資，實與法律規定不符。
　④業績獎金：
　　被告設立獎勵金制度立意在於鼓勵及激勵員工，此參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暨行銷公司績效獎金獎懲辦法（下稱績效獎金獎懲辦法）第1條規定即明。又季獎金除要求員工業績應達特定標準外，員工部門業績亦須達到特定標準，且公司該季有獲利盈餘時才可發放。此依據績效獎金獎懲辦法第4條所定業務部門之獎金發放標準，係依照個人及各部門之績效指標達成率以及公司實際營運狀況發放即明，因此原告所主張之業績獎金，係屬具不確定性、變動性而發給之激勵性、獎勵性給與（員工及部門未達特定標準即無獎金，且尚須視公司實際營運狀況來決定是否發給），此參原告於98至100年度、103年度並未領取任何季獎金，即知原告並非每季均有領到季獎金。被告既非必然發放業績獎金，且發放金額不固定，需視營運狀況及原告之業績而定，顯非原告單純提供勞務，不問被告盈虧均必然可獲取，自有別於經常性給與，不得列作工資之範圍。
　⑤綜上，原告將不應列入投保薪資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均列入，並據此計算新制勞工退休金之雇主應提繳金額，原告所為請求核與法令不符；且其逕將各季獎金平均計入各月薪資內，其計算方法亦有錯誤，即以97年6月愛心屋公司發放Q1績效獎金5萬1,343元為例，原告將5萬1,343元除以3列入97年1月至3月薪資內，但於97年1月至3月被告發放薪資時，並無法確定未來是否核發Q1績效獎金，且無從知悉其數額，實無從於97年1月至3月時調整投保級距而調整提撥退休金數額，益徵原告主張之差額為無理由。
　⒉舊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以111年8月至112年2月薪資明細表（即如附表二所示），將不應列入投保薪資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及業績獎金等均列入，並據此計算舊制勞工退休金，核與法令不符；且原告逕將業績獎金往前平均計入各月薪資內，此計算方法亦有錯誤，故其主張此部分差額，並不足採。
　㈡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部分：
　　原告之計算標準無非係將業績獎金列入而計算新制勞工退休金，然業績獎金不應計入投保薪資計算已如前述，縱鈞院認定其所為主張為有理由（假設語氣），老年年金給付係自得請求時起按月給付至員工死亡之時止，核原告逕依平均餘命計算未來之請求，明顯不符比例原則，且其計算亦於法不合。
　㈢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77年5月10日起任職於愛之味公司，嗣於96年11月16日起任職於愛心屋公司，復於98年2月1日調回愛之味公司，108年1月1日再至愛心屋公司直至112年2月24日退休。
　㈡愛之味公司及愛心屋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原告之年資應合併計算。
　㈢原告於96年11月16日轉換為勞退新制（依被證9所示）。
　㈣原告薪資單上結構係包括本薪、主管加給、其他津貼及伙食津貼，均屬經常性給付。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是否有據？
　⒈系爭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
　⑴按工資者，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上開經常性給與，係指下列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是工資應視是否屬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之對價而定，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性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無論其係固定發放與否，倘未變更其獎勵恩惠給與性質，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範圍之內（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4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6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茲就兩造爭執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部分，是否應屬工資性質，分述如下：
　①車輛津貼：
　　經核依被告之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駐外之外勤部門核給標準：適用範圍：依據第二章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外勤人員(協理級以上有使用公司配置之主管車輛者除外)。一、四職等（含）以下人員：1.使用配置公務者者：不予補貼。自備機車者：得由營管中心造冊以自備機車方式補助耗油費及車輛折損每人每月核給三千元，唯國內95無鉛汽油油價於28元（含）以上，則每人每月核給四千元，其它費用需自付。2.自備汽車者：因車輛限購造成車輛數不足得由營管中心造冊呈總經理核准後，以自備汽車方式補貼車輛折損每人每月核給三千元，耗油費扣除自用里程數後實報實銷。二、五～七職等人員：使用自備車輛者（限於限購車輛致車輛數不足時），除比照內勤依職等核給外，每人每月再予補貼車輛折損四千元，耗油費扣除自用里程數後實報實銷。三、八職等(含)以上人員：1.交通津貼補助比照內勤人員依其職等分類核給。2.上列人員採自備車輛為原則，每人每月補貼車輛折損四千元，耗油費實支實付為原則。…五、發放時間：耗油費每月核給一次、車輛折損按季核發。」等內容，可知系爭車輛津貼之決定發放、其數額多寡，乃係由被告單方面之公告，不待原告同意與否即開始施行，並區分是否使用公司配置之車輛，且依職等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應認係屬被告基於單方目的所為勉勵恩惠性質之福利措施給與，難認具有勞務對價性，自非屬工資之範疇。
　②差旅膳什費： 
　　經查，原告雖主張該筆費用係為避免員工請假過多而設云云，然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而被告給付名目雖有變更，然尚無從遽認出勤津貼非屬差旅費之性質。再依被告之國內出差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國內出差旅費分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及其他費用等標準如下：…三、膳食費：1.出差時間為7:00以前，11:30～13:00或18:30以後，得支領膳食費。2.參加國內受訓者，如受訓單位已提供膳食或已報支交際費時不得再支領膳雜費；屬個人因素而放棄者，視同之。…」等內容，並參諸被告所提出之車輛使用動態記錄表可知，差旅膳什費確實係依原告出差之事實核發，足見差旅膳什費應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規定之差旅費、差旅津貼之給付，即非屬於工資之範疇，應可確定。　　
　③年終考核：
　　經查，兩造並不爭執有關年終考核除98年度、103年度外，均係以禮券發放，且依附表一所示，可知97年度、99年度、109年度並未發放，故經核年終考核獎金性質上應係被告於年度終了時，經綜合員工之工作表現，及公司當年之營利狀況後，為激勵員工士氣，而發給具獎勵性、恩惠性之給付，並未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自難認屬工資。
　④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　
　　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即明。而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以外之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第3款亦定有明文，顯見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已明文排除在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經常性給與」以外，非屬工資之性質。至兩造雖均不爭執三節獎金即係前述發給之車輛津貼，惟縱為車輛津貼，仍係屬被告單方目的所為勉勵恩惠性質之福利措施給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仍非屬工資之範疇。　
　⑤其他獎金部分：　
　　按年終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係具有恩惠、勉勵性質之給與，並非工資；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682號判決參照）。查依據被告之績效獎金獎懲辦法有關獎金發放標準，於第4條規定：「業務部門：依照個人及各部門之績效指標達成率以及公司實際營運狀況發放，分為：月獎金、季獎金、年度超額利潤獎金。一、月獎金：發放對象為各業務部門(不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分個人月獎及部門月獎，發放標準如下：起獎標準：個人當年度累計業績達成率≧［(前一年實績*1.1)/當年度業績預算目標]。個人月獎：A.個人獎金=2,500*累計業績成長係數*調整係數。B.累計業績成長係數=當年度當月累計業績/前一年度當月累計實績。C.累計成長係數自2月起乘算。D.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司總經理考量價盤維護...等特定因數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二、季獎金：發放對象為決策群及各業務部門（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起獎標準：部門KPI指標分數≧80。KPI指標：A.部門預算淨利達成率佔50%。B.部門預算業績達成率佔20%。C.與前一年度同期累計業績比較率佔25%。獎金計算：A.個人獎金=15,000*部門KPI指標分數/100*調整係數*職務係數。B.其中第三季計算公式應再乘上(當年度1~3季實績)/前一季年度1~3季實績)。C.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總經理考量當季指定目標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D.通路促進處各級人員KPI分數以量超業務處分數計算。…三、年度超額利潤獎金：發放對象為決策群及各業務部門（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起獎標準：部門淨利達成率≧100%A.獎金總額=部門超額淨利*30%*調整係數*部門年度業績達成率。B.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總經理考量可歸責之報廢損失...等因素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C.量超業務處之獎金發放對象包含通路促進處各級人員。D.依職務係數分配至各人。…」。堪認上開月獎金、季獎金及超額獎金，乃係被告基於雇主身分，為提升員工個人及部門績效表現，依上開標準所為獎勵性、恩惠性給與，顯非原告單純提供勞務，即可獲取之報酬，亦即，此並非原告提供勞務即得必然換取之對待給付，需視被告年度部門淨利達成率、業績達成率及個人累計業績達成率等要件，決定是否核發。是縱使固定每月或每季均有發放，然仍不屬於勞基法所定之工資範圍內。從而，原告主張之月績效獎金、季獎金及超額獎金均非屬勞基法之工資範疇。另原告雖主張平均工資應列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云云。惟按該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乃雇主因年度終結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所給與補償之代償金，並非勞工於年度內繼續工作之對價，且每年年度終結未休畢之特別休假亦非固定，勞工所得受領之代償金，即非經常性，自難認為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是原告於106年12月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亦列入工資計算，並不可採。
　⒉原告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並無理由：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其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前開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第5項、第3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復按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勞工退休金繳款採按月開單，每月以30日計算，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亦有明定。
　⑵查兩造並不爭執愛之味公司及愛心屋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且原告自96年11月16日起轉換為勞退新制後，被告應按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事實，又本院已認定系爭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等之性質均非屬工資，業如前述，是堪認僅應以如附表一(A)所示之本薪、主管加給、其他津貼及伙食津貼之合計金額，認定為原告之每月工資額，並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進行調整，則被告自96年11月16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萬3,8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4,8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088元（96年11月應按日數比例提繳)；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5年8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4,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為34,8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088元；自105年9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5,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6,3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178元；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28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7,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8,2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292元，合計為原告提繳31萬3,356元(計算式：2,088×15/30＋2,088× 105＋2,178×28＋2,292×14＝313,356），有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個人專戶提繳明細可稽，經核尚難認有提繳未足額之情。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63萬3,255元，是否有據？
　⒈按勞退條例於93年6月30日公布，並自公布後1年施行，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53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勞基法第55條亦規定甚明。　
　⑵查原告自77年5月10日起任職於愛之味公司，嗣於96年11月16日起任職於愛心屋公司，復於98年2月1日調回愛之味公司，108年1月1日再至愛心屋公司直至112年2月24日退休，原告於96年11月16日轉換勞退新制，又上開2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原告之年資應合併計算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則計算原告自77年5月10日起至96年11月15日之舊制年資合計為19年6月6日，依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 項第1 款前段之規定，該段工作期間退休金給與基數為35個基數，堪以認定。復查，本院已認定系爭差旅膳什費、三節獎金、月獎金及季獎金之性質均非屬工資，業如前述，是自不應納入其經核准退休前6 個月之平均工資計算範疇，業如前述，是以，堪認原告經被告核准退休時前6 個月即111年8月至112年2月之
　　每月工資應如附表二（A)所示，堪認被告計算原告經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為38,125元，並據此計算，應給付原告之退休金為133萬4,375元（見本院卷第287頁)，尚無不合。又兩造並不爭執被告已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33萬4,375元等情。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63萬3,255元差額，應屬無據，不能准許。
　㈢原告請求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是否有據？
　⒈按勞保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2項亦有明文。又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　
　⒉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明細表（明細）所載，原告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均係在被告公司任職期間，而原告固主張其中107年2月至12月、108年1月至109年2月之每月薪資總額，應分別加計月平均業績獎金1萬0,696元、1萬3,027元，月薪資總額應分別為4萬6,996元、5萬1,227元，故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均為4萬5,800元，然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已認定系爭業績獎金無論係月獎金、季獎金或超額獎金，均非屬工資範疇，業如前述，是原告前開主張，洵非可採，自尚難認定原告之107年2月至12月、108年1月至109年2月之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有遭被告以多報少之情事。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亦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相關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原告98萬2,899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履行，其他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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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一：
　　　　　　　　　　　　　　　　　　　　　　　　　　　　　　　　　　　　　　　　　　　　　　　　　　　　　　　　　　　　　　　　　　　　　　　　　單位：元／新臺幣

		


		


		


		


		


		


		


		


		


		


		


		


		


		


		


		


		




		

月份

		　　　 兩造不爭執屬工資部分(A)

		


		


		


		


		　　　　　　　　　　 兩造爭執是否屬工資部分

		


		


		


		


		


		


		　　　　　　　 原告主張

		


		


		


		備　 註



		


		本薪

		主管加 給

		伙食津 貼

		其他津貼

		合計



		　　　　　　　　 (B)

		


		


		


		


		季獎金(C)
(以月平均金額攤列至所屬月份)

		其他
(D)

		月工資總額
{(A)+(B)+(D)}+(C)

		前三月平均工資

		投保級距

		6％勞退金

		被告對核發金額有爭執部分



		


		


		


		


		


		


		差旅膳什費

		車輛津 貼

		年終考 核

		三節獎金

		特殊貢獻

		


		


		


		


		


		


		




		96.11

		26,445

		3,493

		1,796

		1,996

		33,730

		6,240

		


		


		


		


		


		


		40,030＋10,510＝50,540

		


		43,900

		2,634

		




		96.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3,120

		7,500

		


		


		


		


		


		43,520＋10,510＝54,030

		


		43,900

		2,634

		




		97.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17,114＝57,154

		


		43,900

		2,634

		




		97.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0-12月奬金
31,528，月平均10,510

		


		38,480＋17,114＝55,594

		53,908

		43,900

		2,634

		




		97.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55,040＋17,114＝72,154

		


		43,900

		2,634

		




		97.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16,117＝55,637

		


		43,900

		2,634

		




		97.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40,040＋16,117＝56,157

		


		43,900

		2,634

		




		97.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3月奬金51,343，月平均
17,114

		


		54,780＋16,117＝70,897

		


		43,900

		2,634

		




		97.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6月獎金48,351，月平均
16,117

		


		40,560＋16,487＝57,047

		


		43,900

		2,634

		




		97.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0,567＋16,487＝57,047

		61,367

		43,900

		2,634

		




		97.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5,000

		


		


		


		


		


		54,780＋16,487＝71,267

		


		43,900

		2,634

		




		97.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7-9月獎金49,460，月平均16,487

		


		40,040

		


		43,900

		2,634

		




		97.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38,740

		


		43,900

		2,634

		




		97.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55,040

		


		43,900

		2,634

		




		98.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98.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8,173

		43,900

		2,634

		




		98.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0,000

		


		


		15,000

		


		


		49,520

		


		43,900

		2,634

		




		98.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900

		2,634

		




		98.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5,000

		


		


		


		


		


		39,260

		


		43,900

		2,634

		




		98.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460

		


		


		


		


		


		


		54,260

		


		43,900

		2,634

		




		98.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540

		


		


		


		


		


		


		41,340

		


		43,900

		2,634

		




		98.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30

		44,953

		43,900

		2,634

		




		98.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020

		15,000

		


		


		


		


		


		55,820

		


		43,900

		2,634

		




		98.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28,776

		


		


		


		67,846（原告誤算為40,040)

		


		43,900

		2,634

		




		98.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0,560

		


		43,900

		2,634

		




		98.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5,000

		


		


		


		


		


		54,780

		


		43,900

		2,634

		




		99.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99.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4,780

		43,900

		2,634

		




		99.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54,000

		


		43,900

		2,634

		




		99.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99.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900

		2,634

		




		99.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55,040

		


		43,900

		2,634

		




		99.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99.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40,300

		44,953

		43,900

		2,634

		




		99.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15,000

		


		


		


		55,560

		


		43,900

		2,634

		




		99.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99.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99.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5,000

		


		


		


		54,260

		


		43,900

		2,634

		




		100.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禮券
9,100

		32,321

		


		


		


		81,461

		


		43,900

		2,634

		




		100.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

		58,587

		43,900

		2,634

		




		100.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15,000

		


		


		55,300

		


		43,900

		2,634

		




		100.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3,900

		


		


		


		


		


		


		37,700

		


		43,900

		2,634

		




		100.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100.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5,000

		


		


		


		54,520

		


		43,900

		2,634

		




		100.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40,300

		


		43,900

		2,634

		




		100.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020

		


		


		


		


		


		


		40,820

		44,953

		43,900

		2,634

		




		100.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12,000

		


		


		


		52,300

		


		43,900

		2,634

		




		100.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原告誤算為39,520)＋1,151＝40,411

		


		43,900

		2,634

		




		100.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原告誤算為40,040)＋1,151＝40,931

		


		43,900

		2,634

		




		100.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12,000

		


		


		


		51,000（原告誤算為54,780)＋1,151＝52,151

		


		43,900

		2,634

		




		101.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禮券
6,500

		11,392

		


		


		


		57,152

		


		43,900

		2,634

		




		101.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160

		


		


		


		3,453(Q4，原告以月平均1,151計入10-12月工資)

		


		


		37,960

		51,425

		43,900

		2,634

		




		101.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

		


		43,900

		2,634

		




		101.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1.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1.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12,000

		


		


		


		51,000

		


		43,900

		2,634

		




		101.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1.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173

		43,900

		2,634

		




		101.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2,000

		


		


		


		51,260

		


		43,900

		2,634

		




		101.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5,572＝44,832

		


		43,900

		2,634

		




		101.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5,572＝43,792

		


		43,900

		2,634

		




		101.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5,572＝57,092

		


		43,900

		2,634

		




		102.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禮券
6,500

		


		


		


		


		46,020

		


		43,900

		2,634

		




		102.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0-12月獎金
16,715，月平均5,572

		


		38,480

		48,968

		43,900

		2,634

		




		102.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2.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2.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

		


		43,900

		2,634

		




		102.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2.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126

		


		


		


		


		


		


		39,926＋7,767＝47,693

		


		43,900

		2,634

		




		102.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7,767＝47,027

		45,551

		43,900

		2,634

		




		102.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7,767＝59,287

		


		43,900

		2,634

		




		102.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102.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38,480

		


		43,900

		2,634

		




		102.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160

		


		


		12,000

		


		7-9月獎勵金23,300，月平均7,767

		


		49,960

		


		43,900

		2,634

		




		103.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7,000

		


		


		


		


		45,220

		


		43,900

		2,634

		




		103.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0

		


		


		


		


		


		


		33,800

		44,553

		43,900

		2,634

		




		103.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3.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3.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38,740

		


		43,900

		2,634

		




		103.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

		


		43,900

		2,634

		




		103.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103.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173

		43,900

		2,634

		




		103.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2,000

		


		


		51,260

		


		43,900

		2,634

		




		103.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3.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3.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2,000

		


		


		50,480

		


		43,900

		2,634

		




		104.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1,492＝41,272

		


		43,900

		2,634

		




		104.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禮券
7,000

		


		


		


		


		45,480＋1,492＝46,972

		43,757

		43,900

		2,634

		




		104.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27

		


		


		


		12,000

		


		


		51,227＋1,492＝52,719

		


		43,900

		2,634

		




		104.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1,492＝40,492

		


		43,900

		2,634

		




		104.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600＋1,492＝41,092

		


		43,900

		2,634

		




		104.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40,380＋1,492＝41,872

		


		43,900

		2,634

		




		104.07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460

		


		


		


		


		


		


		39,860＋14,244＋2,719＝56,823

		


		43,900

		2,634

		




		104.08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720

		


		


		


		


		1-6月獎勵8,950，月平均1,492

		


		40,120＋14,244＋2,719＝57,083

		46,596

		43,900

		2,634

		




		104.09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980

		


		


		12,000

		


		7-8月獎勵5,438，月平均2,719

		


		52,380＋14,244＝66,624

		


		43,900

		2,634

		




		104.10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420

		


		


		


		


		


		


		38,820＋7,892＝46,712

		


		43,900

		2,634

		




		104.11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980

		


		


		


		


		7-9月季獎金42,733，月平均14,244

		


		40,380＋7,892＝48,272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C項



		104.12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582

		


		


		12,000

		


		


		


		50,982＋7,892＝58,874

		


		43,900

		2,634

		




		105.01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200

		


		禮券
11,500

		


		


		Q4獎金23,676，月平均7,892

		


		51,100＋7,041＝58,141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C項



		105.02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420

		


		


		


		


		


		


		38,820＋7,041＝45,861

		55,096

		43,900

		2,634

		




		105.03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200

		


		


		


		12,000

		


		


		51,600＋7,041＝58,641

		


		43,900

		2,634

		




		105.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40,860＋7,041＝47,901

		


		43,900

		2,634

		




		105.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超額獎金13,502

		54,362＋7,041＝61,403

		


		43,900

		2,634

		




		105.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680

		


		


		12,000

		


		


		超額獎金5,929

		58,009＋7,041＝65,050(原告誤算為70,979)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D項



		105.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40,600

		


		43,900

		2,634

		




		105.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980

		


		


		


		


		Q1Q2績效42,245，月平均7,041

		


		41,380

		57,661

		43,900

		2,634

		C項應為41,806



		105.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52,600

		


		45,800

		2,748

		




		105.10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160

		


		


		


		


		


		


		39,560＋5,787＝45,347

		


		45,800

		2,748

		




		105.1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績效18,587

		59,447＋5,787＝65,234

		


		45,800

		2,748

		D項應為18,232



		105.1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52,600＋5,787＝58,387

		


		45,800

		2,748

		




		106.0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禮券
9,700

		


		


		Q4季獎金17,362，月平均5,787

		


		49,520＋6,227＝55,747

		


		45,800

		2,748

		




		106.0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680

		


		


		


		


		


		


		40,080＋6,227＝46,307

		59,789

		45,800

		2,748

		




		106.03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525

		


		


		


		12,000

		


		


		52,925＋6,227＝59,152

		


		45,800

		2,748

		




		106.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940

		


		


		


		


		


		


		40,340＋5,883＝46,223

		


		45,800

		2,748

		




		106.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39,820＋5,883＝45,703

		


		45,800

		2,748

		




		106.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12,000

		


		


		53,120＋5,883＝59,003

		


		45,800

		2,748

		




		106.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Q1績效18,680，月平均6,227

		


		41,120

		


		45,800

		2,748

		




		106.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48,609

		45,800

		2,748

		




		106.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12,000

		


		季績效17,650，月平均5,883

		


		51,820

		


		45,800

		2,748

		C項應為17,355



		106.10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月績效4,338

		44,154＋5,278＝49,436

		


		45,800

		2,748

		




		106.1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業績17,588

		58,708＋5,278＝63,986

		


		45,800

		2,748

		D項應為17,252



		106.1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3,640

		


		


		12,000

		


		


		未休假工資12,685

		63,725＋5,278＝69,003

		


		45,800

		2,748

		




		107.0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9,636＋1,069＝51,825

		


		45,800

		2,748

		




		107.0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3,640

		


		禮券
13,700

		


		


		Q4績效15,833，月平均5,278

		


		52,740＋9,636＋1,069＝63,445

		61,605

		45,800

		2,748

		




		107.03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12,000

		


		


		53,120＋9,636＋1,069＝63,825

		


		45,800

		2,748

		




		107.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940

		


		


		


		


		


		


		40,340＋8,035＋3,333＋1,069＝52,777

		


		45,800

		2,748

		




		107.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1-4月獎金4,274，月平均1,069

		員工酬勞3,148

		44,008＋8,035＋3,333＝55,376

		


		45,800

		2,748

		




		107.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Q1獎金28,907，月平均9,636

		業績獎金19,275

		71,875＋8,035＋3,333＝83,243

		


		45,800

		2,748

		否認有發放C項



		107.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11

		


		


		


		


		


		業務獎金3,819

		44,630

		


		45,800

		2,748

		




		107.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61,083

		45,800

		2,748

		




		107.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6,900

		5,460

		


		


		12,000

		


		


		


		52,860

		


		45,800

		2,748

		本薪及主管加給應分別為28,500、4,000



		107.10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200

		


		


		


		


		Q2績效獎金24,105，月平均8,035、Q2獎金10,000，月平均3,333

		補薪差額3,500

		45,600＋10,172＝55,772

		


		45,800

		2,748

		C項第1筆應為23,645，否認有發放第2筆



		107.11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460

		


		


		


		


		


		業務績效26,368、月獎3,805

		72,533＋10,172＝82,705

		


		45,800

		2,748

		D項第1筆應為25,864



		107.12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200

		


		


		12,000

		


		


		月獎3,805

		57,905＋10,172＝68,077

		


		45,800

		2,748

		D項應為3,732



		108.0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647

		


		禮券
13,100

		


		


		


		


		55,147＋8,000＝63,147

		


		45,800

		2,748

		




		108.0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355

		


		


		


		


		Q4獎金30,517，月平均10,172

		


		41,755＋8,000＝49,755

		71,310

		45,800

		2,748

		否認有發放C項



		108.03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200

		


		


		


		18,000

		


		


		60,600＋8,000＝68,600

		


		45,800

		2,748

		




		108.04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40

		


		


		


		


		


		


		42,340＋8,000＝50,340

		


		45,800

		2,748

		




		108.05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622

		


		


		


		


		


		


		43,022＋8,000＝51,022

		


		45,800

		2,748

		




		108.06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07

		


		


		


		18,000

		


		


		60,307＋8,000＝68,307

		


		45,800

		2,748

		




		108.07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980

		


		


		


		


		


		


		43,380＋8,065＝51,445

		


		45,800

		2,748

		




		108.08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460

		


		


		


		


		


		


		42,860＋8,065＝50,925

		56,925

		45,800

		2,748

		




		108.09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420

		


		


		


		


		


		


		41,820＋8,065＝49,885

		


		45,800

		2,748

		




		108.10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460

		


		


		


		


		1-3月獎金24,000，月平均8,000

		


		42,860＋7,750＝50,610

		


		45,800

		2,748

		




		108.1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387

		


		


		


		


		4-6月獎金24,000，月平均8,000

		


		41,787＋7,750＝49,537

		


		45,800

		2,748

		




		108.1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3,380

		


		


		


		18,000

		7-9月獎金24,196，月平均8,065

		


		58,780＋7,750＝66,530

		


		45,800

		2,748

		




		109.0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420

		


		


		


		


		


		


		41,820

		


		45,800

		2,748

		




		109.0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40

		


		


		


		


		Q4獎金23,250，月平均7,750

		


		42,340

		


		45,800

		2,748

		




		　　　　　　　　　　　　　　　　　　　　　　　　　　　　　　　　　　　　　　　　　　　　　　　　　　　　　　　　　　　　　　　　　　　　　　　　合計

		


		


		


		


		


		


		


		


		


		


		


		


		


		


		


		394,620

		








　　　　　　　　　　　　　　　
		附表二：　　　　　　　　　　　　　　　　　　　　　　　　　　　　　　　　　　　　　　　　　　　　　　　　　　　　　單位：元／新臺幣

		


		


		


		


		


		


		


		


		


		




		

月份

		　　　　兩造不爭執屬工資部分(A)

		


		


		


		


		　　　　　　 兩造爭執是否屬工資部分



		


		


		


		　原告主張之月工資總額



		


		本薪

		主管加給

		伙食津貼

		其他津貼

		合計

		差旅膳什費(B)

		三節獎金(C)

		月獎金(D)

		季獎金(E)(以月平均金額攤列至所屬月份)

		計算式：
{(A)+(B)+(C)+(D)}+(E)



		111.08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842

		


		8月獎金2,991(原告未計入工資)

		


		42,742＋7,883＝50,525



		111.09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940

		18,000

		9月獎金2,978

		


		63,818＋7,883＝71,701



		111.10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160

		


		10月獎金3,798

		


		45,858＋6,682＝52,540



		111.11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127

		


		


		第3季獎金23,648，月平均7,883

		42,027＋6,682＝48,709



		111.12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5,720

		18,000

		


		


		61,620＋6,682＝68,302



		112.01

		29,750

		4,500

		2,400

		2,000

		38,650

		4,095

		


		


		


		42,745



		112.02

		29,750

		4,500

		2,057

		2,000

		38,307

		4,900

		


		


		第4季獎金20,047，月平均6,682

		43,207



		原告主張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56,218元｛計算式：【（50,525÷30×6）＋71,701＋52,540＋48,709＋68,302＋42,745＋43,207】÷6＝56,218｝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24號
原      告  吳家明  
訴訟代理人  蔡聰明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怡潔律師
被      告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冠翰  
被      告  愛心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瑞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紀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於民國77年5月10日任職於被告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之味公司），愛之味公司因業務需要於96年將原告調職至被告愛心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心屋公司）工作，於98年調回愛之味公司工作，復於108年1月1日再調至愛心屋公司工作，直至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退休前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9,650元（含本薪、主管加給4,500元、伙食津貼2,400元、其他津貼2,000元、車輛補助津貼6,000元及出勤津貼5,500元）。被告代理人於調解時自承愛心屋公司為愛之味公司之子公司，因業務需要來回調任原告於兩公司間，因此對於原告於兩公司任職期間年資應合併計算並不爭執，顯見兩公司間具有實體同一性，而應同負對原告之勞動契約義務。
　㈡又被告曾多次以單方面、未經原告同意之方式，就薪資給付內之項目，更換給付名義之方式，變更原告薪資結構，然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費用，性質上應屬固定工資，且均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應納入原告每月工資之計算範疇內，茲分述如下：
　⒈車輛津貼：
　⑴業務員係屬於外勤人員，需經常前往客戶處提供服務或資訊，有交通往來之必要。故提供交通工具或交通費用本來即係雇主應支出之成本。惟部分雇主，為節省購置車輛、維修車輛等成本，於徵用員工時即要求須自備車輛，再由雇主提供車輛之維修、折舊、油料之對價（津貼），此本即勞動契約之條件內容，本即係雇主應支出成本之轉嫁，亦係勞工提供勞務（含車輛）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與。
　⑵又依常理而言，若公司欲補貼員工油資、車輛維修與保養等費用，多會要求員工持發票或收據實報實銷，然依被告所述，公司核發此筆費用時，員工不須提出發票或收據，公司亦不會對金額或內容作審核，且該筆費用自97年3月開始均固定每間隔2個月核發1萬5,000元，於100年9月變更為1萬2,000元，於108年3月變更為1萬8,000元。雖此筆款項自99年3月起，被告將給付名義從車輛津貼轉變為特殊貢獻或三節獎金，然而被告核發之數額與頻率均有一定的固定模式可循，可見該筆費用本質上並非為補貼員工使用自有車輛而實報實銷之恩惠性給與，實為具有勞務對價性之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
　⒉差旅膳什費：
　⑴此為出勤津貼，而所謂出勤即係勞務提供（上班），亦係薪資結構之一部，其目的係鼓勵出勤，避免員工請假過多所設，只要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規定之合法請假之範圍內，均不得扣除，故出勤津貼亦屬勞務對價，且係經常性之給與。
　⑵再者，縱被告係於勞退新制施行前之88年4月1日起，就將薪資單內之出勤津貼變更為差旅膳什費，然原告原先每月得領取之出勤津貼費用，本就列於薪資單內之固定薪資欄位當中，並非位於非固定薪資欄位（按所謂固定薪資與非固定薪資欄位，亦係被告片面決定及認定，隨意挪動），且被告變更前亦未經原告同意即任意變更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內容，故其單方面決定及改變給付名義，仍不影響該費用具經常性給付，而與勞工勞務具對價性之性質。況在公司法實務上，亦常見本應最熟悉勞動法令而任職於人事部門之員工，仍與公司就工資或退休金發生爭議，遑論原告僅為公司內部之普通職員，對於勞動法令並不熟悉，工作之目的僅係為養家餬口，只要當月份工作薪資有足額發放，一般勞工何能有相當之協商地位與勞動法令背景，而能與掌握優勢地位之雇主就薪資單內之各項名義表達意見甚而提出異議，原告實係於退休後，將保存之薪資單一一列表並比較、整理，方發現被告有以變更薪資名義之方式，減少原告之退休金提撥金額，損害原告退休金權益。
　⒊年終考核：
　　被告之年終考核與年終獎金制度上為二不同之獨立項目，可徵被告於設立此項目之初，即不認為二者為相同性質，否則何須於年終獎金項目之外，另外創設年終考核項目。又考核二字，即代表此筆款項之發放含有對於勞工當年度勞務給付內容之評鑑與評價，規律性於每年年底依照勞工當年度提供勞務之內容與多寡，提供對應之酬勞，核其性質顯然具有勞務對價性，而與一般獎金、生日禮金等所謂臨時性、非經常性之恩惠性給與有別，故年終考核仍應納入工資計算範疇內。
　⒋業績奬金：
　⑴業務員需主動提供勞務以從事業務之開發或商品市占率之維持，故業務員之薪資結構幾乎均有業績獎金之項目，目的在防止業務員之怠惰。在小型公司其市占率低，故鼓勵員工多作開發市場之工作，故業績獎金占業務員薪資之比例高；在大型公司或市占率高之公司重在維持市場占有率，故業務員以服務原有客戶為主，開發市場為輔，故業績獎金佔薪資比例較低，本件即屬此種型態。從而，本件之業績獎金係屬於勞務之對價，亦係經常性給與。
　⑵再者，縱如被告所述，公司無法事先預知未來將發放之業績獎金額度，而於各月份內提前計入未來之業績獎金數額，並提前調整投保級距與提撥金數額，然該給付既然名為業績獎金，代表在發放標準上亦係以勞工工作達特定目標而發放，同有因工作而獲得報酬之性質，符合勞務對價性要件，故仍應計入實際發放當月之月薪資當中，方符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報酬之定義。
　⒌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以單方任意變更勞動契約約定與給付項目名義之方式，企圖規避勞動法令，將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費用排除於工資計算範疇內，並以此減少公司應為勞工提撥之勞工退休金數額，惟由上開費用之給付性質與頻率而言，該等費用均與原告為被告提供之勞務間具有一定對價性，符合勞基法對於工資之定義，實際上仍應為原告工資之一部分甚明。
　㈢原告於被告任職期間，被告未將車輛津貼（特殊貢獻、三節獎金）、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納入工資及投保薪資，致原告勞退金及勞保老年給付受有差額損失，茲將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⑴新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自96年11月至109年2月之每月應領薪資明細及投保級距（即如附表一所示），並計算每月應提繳之退休金金額，依新制勞工退休金之計算，雇主應提繳共計39萬4,620元（即如附表一『6％勞退金』欄所示），被告前已為原告提繳之金額合計為31萬3,356元（計算式：1,044×1＋2,088×105＋2,178×28＋2,292×14＝313,356），尚短少給付原告8萬1,264元（計算式：394,620—313,356＝81,264）。
　⑵舊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舊制勞工退休金之計算應依退休之日起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計算，而退休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為5萬6,218元（即如附表二所示），舊制勞工退休金應為196萬7,630元（計算式：56,218×35＝1,967,630），原告已請領133萬4,375元，尚短少給付原告63萬3,255元（計算式：1,967,630—1,334,375＝633,255）。
　⑶以上共計短少給付原告71萬4,519元（計算式：81,264＋633,255＝714,519）。　
　⒉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部分：
　⑴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退休並申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依112年3月25日勞保局保普核字第Z00000000000號函文，原告之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並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58條之1規定，擇優採勞保年資45年又8個月，乘以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4萬4,407元，乘以1.55％計算，另增給8％展延老年年金給付，每月實際核給老年年金為3萬3,950元，於112年2月起按月發放。
　⑵又被告於96年11月至109年2月期間未將「業績獎金」納入月薪資總額，直至109年3月始調整之，致被告於調整前之申報月投保薪資較實際低，損害原告所得請領之老年年金給付。經查閱勞保局資料，107年2月至107年12月期間（計11個月）及108年1月至109年2月期間（計14個月），勞保投保薪資分別為3萬6,300元及3萬8,200元，若加計被告應補償該期間之業績獎金每月平均分別為1萬0,696元及1萬3,027元，則勞保月薪資總額分別為4萬6,996元及5萬1,227元，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月投保薪資應為上限4萬5,800元。
　⑶原告於107年2月至107年12月期間（計11個月）、108年1月至109年2月期間（計14個月）及109年3月至112年1月期間（計35個月）總計60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應為45,800元，則依勞保局之計算方式，原告每月老年年金應為3萬5,015元（計算式：45,800元×45.67年×l.55％×l.08展延＝35,015元）。原告老年年金每月差額1,065元（計算式：35,015—33,950＝1,065）。復參酌112年4月24日勞保局保退四字第112042001615號函文說明三、平均餘命21年之計算方式，請求被告應補償老年年金26萬8,380元（計算式：1,065元×12個月×21年＝268,380元）。
　㈣爰依勞基法第53條第2款、第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短少之勞工退休金差額71萬4,519元，並依勞保條例第14條、第72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金額共計98萬2,899元。併為聲明：愛之味公司、愛心屋公司應各給付原告98萬2,899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履行，其他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⒈新制勞工退休金：
　⑴原告之薪資於105年4月至同年8月間之薪資總額（含本薪、主管加給、伙食津貼、其他津貼）雖調整為3萬5,400元，但投保薪資仍為3萬4,800元，被告係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於每年2月、8月視薪資調整狀況（依申報月之前3個月之平均薪資認定），向勞保局申請投保薪資金額之異動，於次月（即3月、9月）方依變動後之投保薪資提繳6％退休金。因此於105年4月至8月間，因尚未就異動薪資向勞保局提出申請，則仍維持原本之投保薪資3萬4,800元，俟8月向勞保局提出申請後，9月即依異動後之投保薪資3萬6,300元提繳退休金，被告循依法令辦理，並無高薪低報之情。原告於107年9月至107年12月之薪資總額雖為3萬6,900元，但投保薪資仍為3萬6,300元即為上述同樣情況。而108年1月被告將投保薪資調整為3萬8,200元，係因原告於108年1月1日起至愛心屋公司任職，因轉換公司即於108年1月起調整投保薪資。基此，參照96年11月至109年2月原告薪資明細表（即如附表一(A)所示），被告提繳之退休金金額共計為31萬3,356元（計算式：1,044×1＋2,088×105＋2,178×28＋2,292×14＝313,356），並無違誤。
　⑵又被告每月均提供員工所得明細表，供員工瞭解其薪資內容，於員工職務調動時，除由單位主管告知外，亦製發通知單（含薪資明細）予員工本人。基此，原告於被告任職長達30餘年，歷經數次職務調動，且從基層人員晉升至營業所主管，對公司薪資明細內容知之甚詳，其臨訟始主張應將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列入薪資，並據以計算勞工退休金，核與事實不符而不足採信，茲說明如下：
　①車輛津貼（含車輛耗損）補助：
　　車輛津貼補助之發放依據為車輛使用暨管理辦法（下稱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其係因公司配置之公務車不足，公司為補貼業務人員因為公務而使用自備車輛作業，所造成自備車輛折損所為之補貼（即補貼員工車輛維修、車輛保養等費用）。本質係核實給付費用，然公司為便利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亦讓員工免於收取發票後報支之程序，才未請員工提出相關費用單據核銷，且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亦載明「使用配置公務車者，不予補貼」。職故，員工受領車輛津貼補助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而不應認定為薪資，縱被告日後變更發放名稱（90幾年間即已變更），亦不因此而影響其性質，而無須列入薪資投保。
　②差旅膳什費：
　　被告於88年4月1日取消出（外）勤津貼，依修訂國內出差管理辦法，以差旅膳什費名義發放，此係考量業務人員外出跑業務致其未能於用餐時間內在公司用餐，因其在外用餐費用通常較高，故補貼業務人員每日260元（必須出勤時間達4小時以上始得支領），此即國內出差管理辦法第3條所稱之膳食費，須業務人員因公外出而未能於用餐時間內在公司用餐，始得申請差旅膳什費，而員工申請差旅膳什費時需檢附車輛使用動態紀錄表，供公司核對其實際出勤紀錄而據以計算差旅膳什費之數額，因此每月差旅膳什費之數額不一。且依營利事務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第3項第1款規定，亦可得知員工受領差旅膳什費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具「勞務對價性」自不應認定為薪資。況被告早已於88年4月1日將出（外）勤津貼更名為差旅膳什費，此時點早於勞退新制前達數年之久，且如當月有發放差旅膳什費，原告之所得明細表上均有記載，原告亦未曾提出異議。職故，原告不顧差旅膳什費之性質，竟稱被告係為減省提撥6％退休金金額而變更名稱云云，顯不足採。況不論外勤津貼費用或差旅膳什費，被告從未將之列入薪資單內之固定薪資欄位中，並無被告片面決定隨意挪動之情事。
　③年終考核：
　　年終考核亦為年終獎金之一部分，因以禮券方式發放，故另以「年終考核」稱之，此參照愛之味公司公告年終獎金另加發禮券即指年終考核益明。且年終考核與年終獎金均於同月份發放，在在可見其本質為年終獎金，則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8月13日勞保2字第0960140337號函文要旨，年終考核非屬經常性給與，僅係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非屬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至明。職故，原告將年終考核欄之金額亦列入薪資，實與法律規定不符。
　④業績獎金：
　　被告設立獎勵金制度立意在於鼓勵及激勵員工，此參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暨行銷公司績效獎金獎懲辦法（下稱績效獎金獎懲辦法）第1條規定即明。又季獎金除要求員工業績應達特定標準外，員工部門業績亦須達到特定標準，且公司該季有獲利盈餘時才可發放。此依據績效獎金獎懲辦法第4條所定業務部門之獎金發放標準，係依照個人及各部門之績效指標達成率以及公司實際營運狀況發放即明，因此原告所主張之業績獎金，係屬具不確定性、變動性而發給之激勵性、獎勵性給與（員工及部門未達特定標準即無獎金，且尚須視公司實際營運狀況來決定是否發給），此參原告於98至100年度、103年度並未領取任何季獎金，即知原告並非每季均有領到季獎金。被告既非必然發放業績獎金，且發放金額不固定，需視營運狀況及原告之業績而定，顯非原告單純提供勞務，不問被告盈虧均必然可獲取，自有別於經常性給與，不得列作工資之範圍。
　⑤綜上，原告將不應列入投保薪資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及業績獎金等均列入，並據此計算新制勞工退休金之雇主應提繳金額，原告所為請求核與法令不符；且其逕將各季獎金平均計入各月薪資內，其計算方法亦有錯誤，即以97年6月愛心屋公司發放Q1績效獎金5萬1,343元為例，原告將5萬1,343元除以3列入97年1月至3月薪資內，但於97年1月至3月被告發放薪資時，並無法確定未來是否核發Q1績效獎金，且無從知悉其數額，實無從於97年1月至3月時調整投保級距而調整提撥退休金數額，益徵原告主張之差額為無理由。
　⒉舊制勞工退休金：
　　原告以111年8月至112年2月薪資明細表（即如附表二所示），將不應列入投保薪資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及業績獎金等均列入，並據此計算舊制勞工退休金，核與法令不符；且原告逕將業績獎金往前平均計入各月薪資內，此計算方法亦有錯誤，故其主張此部分差額，並不足採。
　㈡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部分：
　　原告之計算標準無非係將業績獎金列入而計算新制勞工退休金，然業績獎金不應計入投保薪資計算已如前述，縱鈞院認定其所為主張為有理由（假設語氣），老年年金給付係自得請求時起按月給付至員工死亡之時止，核原告逕依平均餘命計算未來之請求，明顯不符比例原則，且其計算亦於法不合。
　㈢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77年5月10日起任職於愛之味公司，嗣於96年11月16日起任職於愛心屋公司，復於98年2月1日調回愛之味公司，108年1月1日再至愛心屋公司直至112年2月24日退休。
　㈡愛之味公司及愛心屋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原告之年資應合併計算。
　㈢原告於96年11月16日轉換為勞退新制（依被證9所示）。
　㈣原告薪資單上結構係包括本薪、主管加給、其他津貼及伙食津貼，均屬經常性給付。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是否有據？
　⒈系爭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
　⑴按工資者，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上開經常性給與，係指下列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是工資應視是否屬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之對價而定，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性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無論其係固定發放與否，倘未變更其獎勵恩惠給與性質，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範圍之內（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4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6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茲就兩造爭執之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部分，是否應屬工資性質，分述如下：
　①車輛津貼：
　　經核依被告之車輛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駐外之外勤部門核給標準：適用範圍：依據第二章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外勤人員(協理級以上有使用公司配置之主管車輛者除外)。一、四職等（含）以下人員：1.使用配置公務者者：不予補貼。自備機車者：得由營管中心造冊以自備機車方式補助耗油費及車輛折損每人每月核給三千元，唯國內95無鉛汽油油價於28元（含）以上，則每人每月核給四千元，其它費用需自付。2.自備汽車者：因車輛限購造成車輛數不足得由營管中心造冊呈總經理核准後，以自備汽車方式補貼車輛折損每人每月核給三千元，耗油費扣除自用里程數後實報實銷。二、五～七職等人員：使用自備車輛者（限於限購車輛致車輛數不足時），除比照內勤依職等核給外，每人每月再予補貼車輛折損四千元，耗油費扣除自用里程數後實報實銷。三、八職等(含)以上人員：1.交通津貼補助比照內勤人員依其職等分類核給。2.上列人員採自備車輛為原則，每人每月補貼車輛折損四千元，耗油費實支實付為原則。…五、發放時間：耗油費每月核給一次、車輛折損按季核發。」等內容，可知系爭車輛津貼之決定發放、其數額多寡，乃係由被告單方面之公告，不待原告同意與否即開始施行，並區分是否使用公司配置之車輛，且依職等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應認係屬被告基於單方目的所為勉勵恩惠性質之福利措施給與，難認具有勞務對價性，自非屬工資之範疇。
　②差旅膳什費： 
　　經查，原告雖主張該筆費用係為避免員工請假過多而設云云，然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而被告給付名目雖有變更，然尚無從遽認出勤津貼非屬差旅費之性質。再依被告之國內出差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國內出差旅費分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及其他費用等標準如下：…三、膳食費：1.出差時間為7:00以前，11:30～13:00或18:30以後，得支領膳食費。2.參加國內受訓者，如受訓單位已提供膳食或已報支交際費時不得再支領膳雜費；屬個人因素而放棄者，視同之。…」等內容，並參諸被告所提出之車輛使用動態記錄表可知，差旅膳什費確實係依原告出差之事實核發，足見差旅膳什費應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規定之差旅費、差旅津貼之給付，即非屬於工資之範疇，應可確定。　　
　③年終考核：
　　經查，兩造並不爭執有關年終考核除98年度、103年度外，均係以禮券發放，且依附表一所示，可知97年度、99年度、109年度並未發放，故經核年終考核獎金性質上應係被告於年度終了時，經綜合員工之工作表現，及公司當年之營利狀況後，為激勵員工士氣，而發給具獎勵性、恩惠性之給付，並未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自難認屬工資。
　④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　
　　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即明。而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以外之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第3款亦定有明文，顯見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已明文排除在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經常性給與」以外，非屬工資之性質。至兩造雖均不爭執三節獎金即係前述發給之車輛津貼，惟縱為車輛津貼，仍係屬被告單方目的所為勉勵恩惠性質之福利措施給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仍非屬工資之範疇。　
　⑤其他獎金部分：　
　　按年終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係具有恩惠、勉勵性質之給與，並非工資；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682號判決參照）。查依據被告之績效獎金獎懲辦法有關獎金發放標準，於第4條規定：「業務部門：依照個人及各部門之績效指標達成率以及公司實際營運狀況發放，分為：月獎金、季獎金、年度超額利潤獎金。一、月獎金：發放對象為各業務部門(不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分個人月獎及部門月獎，發放標準如下：起獎標準：個人當年度累計業績達成率≧［(前一年實績*1.1)/當年度業績預算目標]。個人月獎：A.個人獎金=2,500*累計業績成長係數*調整係數。B.累計業績成長係數=當年度當月累計業績/前一年度當月累計實績。C.累計成長係數自2月起乘算。D.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司總經理考量價盤維護...等特定因數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二、季獎金：發放對象為決策群及各業務部門（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起獎標準：部門KPI指標分數≧80。KPI指標：A.部門預算淨利達成率佔50%。B.部門預算業績達成率佔20%。C.與前一年度同期累計業績比較率佔25%。獎金計算：A.個人獎金=15,000*部門KPI指標分數/100*調整係數*職務係數。B.其中第三季計算公式應再乘上(當年度1~3季實績)/前一季年度1~3季實績)。C.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總經理考量當季指定目標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D.通路促進處各級人員KPI分數以量超業務處分數計算。…三、年度超額利潤獎金：發放對象為決策群及各業務部門（含通路促進處）之各級業務人員。起獎標準：部門淨利達成率≧100%A.獎金總額=部門超額淨利*30%*調整係數*部門年度業績達成率。B.調整係數可為0~2，由母公總經理考量可歸責之報廢損失...等因素評定，原則上設為1，不等於1時，應呈母公司董事長核准。C.量超業務處之獎金發放對象包含通路促進處各級人員。D.依職務係數分配至各人。…」。堪認上開月獎金、季獎金及超額獎金，乃係被告基於雇主身分，為提升員工個人及部門績效表現，依上開標準所為獎勵性、恩惠性給與，顯非原告單純提供勞務，即可獲取之報酬，亦即，此並非原告提供勞務即得必然換取之對待給付，需視被告年度部門淨利達成率、業績達成率及個人累計業績達成率等要件，決定是否核發。是縱使固定每月或每季均有發放，然仍不屬於勞基法所定之工資範圍內。從而，原告主張之月績效獎金、季獎金及超額獎金均非屬勞基法之工資範疇。另原告雖主張平均工資應列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云云。惟按該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乃雇主因年度終結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所給與補償之代償金，並非勞工於年度內繼續工作之對價，且每年年度終結未休畢之特別休假亦非固定，勞工所得受領之代償金，即非經常性，自難認為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是原告於106年12月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亦列入工資計算，並不可採。
　⒉原告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並無理由：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其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前開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第5項、第3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復按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勞工退休金繳款採按月開單，每月以30日計算，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亦有明定。
　⑵查兩造並不爭執愛之味公司及愛心屋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且原告自96年11月16日起轉換為勞退新制後，被告應按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事實，又本院已認定系爭車輛津貼、差旅膳什費、年終考核獎金、三節獎金、特殊貢獻獎金及其他獎金等之性質均非屬工資，業如前述，是堪認僅應以如附表一(A)所示之本薪、主管加給、其他津貼及伙食津貼之合計金額，認定為原告之每月工資額，並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進行調整，則被告自96年11月16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萬3,8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4,8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088元（96年11月應按日數比例提繳)；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5年8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4,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為34,8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088元；自105年9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5,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6,3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178元；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28日止，以每月應領工資總額37,400元，勞退月提繳工資38,200元，每月為原告提繳2,292元，合計為原告提繳31萬3,356元(計算式：2,088×15/30＋2,088× 105＋2,178×28＋2,292×14＝313,356），有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個人專戶提繳明細可稽，經核尚難認有提繳未足額之情。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8萬1,264元，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63萬3,255元，是否有據？
　⒈按勞退條例於93年6月30日公布，並自公布後1年施行，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53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勞基法第55條亦規定甚明。　
　⑵查原告自77年5月10日起任職於愛之味公司，嗣於96年11月16日起任職於愛心屋公司，復於98年2月1日調回愛之味公司，108年1月1日再至愛心屋公司直至112年2月24日退休，原告於96年11月16日轉換勞退新制，又上開2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原告之年資應合併計算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則計算原告自77年5月10日起至96年11月15日之舊制年資合計為19年6月6日，依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 項第1 款前段之規定，該段工作期間退休金給與基數為35個基數，堪以認定。復查，本院已認定系爭差旅膳什費、三節獎金、月獎金及季獎金之性質均非屬工資，業如前述，是自不應納入其經核准退休前6 個月之平均工資計算範疇，業如前述，是以，堪認原告經被告核准退休時前6 個月即111年8月至112年2月之
　　每月工資應如附表二（A)所示，堪認被告計算原告經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為38,125元，並據此計算，應給付原告之退休金為133萬4,375元（見本院卷第287頁)，尚無不合。又兩造並不爭執被告已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33萬4,375元等情。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63萬3,255元差額，應屬無據，不能准許。
　㈢原告請求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是否有據？
　⒈按勞保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2項亦有明文。又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　
　⒉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明細表（明細）所載，原告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均係在被告公司任職期間，而原告固主張其中107年2月至12月、108年1月至109年2月之每月薪資總額，應分別加計月平均業績獎金1萬0,696元、1萬3,027元，月薪資總額應分別為4萬6,996元、5萬1,227元，故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均為4萬5,800元，然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已認定系爭業績獎金無論係月獎金、季獎金或超額獎金，均非屬工資範疇，業如前述，是原告前開主張，洵非可採，自尚難認定原告之107年2月至12月、108年1月至109年2月之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有遭被告以多報少之情事。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差額26萬8,380元，亦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相關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原告98萬2,899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履行，其他被告於其履行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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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一： 　　　　　　　　　　　　　　　　　　　　　　　　　　　　　　　　　　　　　　　　　　　　　　　　　　　　　　　　　　　　　　　　　　　　　　　　　單位：元／新臺幣                   月份 　　　 兩造不爭執屬工資部分(A)     　　　　　　　　　　 兩造爭執是否屬工資部分       　　　　　　　 原告主張    備　 註  本薪 主管加 給 伙食津 貼 其他津貼 合計  　　　　　　　　 (B)     季獎金(C) (以月平均金額攤列至所屬月份) 其他 (D) 月工資總額 {(A)+(B)+(D)}+(C) 前三月平均工資 投保級距 6％勞退金 被告對核發金額有爭執部分       差旅膳什費 車輛津 貼 年終考 核 三節獎金 特殊貢獻        96.11 26,445 3,493 1,796 1,996 33,730 6,240       40,030＋10,510＝50,540  43,900 2,634  96.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3,120 7,500      43,520＋10,510＝54,030  43,900 2,634  97.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17,114＝57,154  43,900 2,634  97.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0-12月奬金 31,528，月平均10,510  38,480＋17,114＝55,594 53,908 43,900 2,634  97.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55,040＋17,114＝72,154  43,900 2,634  97.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16,117＝55,637  43,900 2,634  97.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40,040＋16,117＝56,157  43,900 2,634  97.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3月奬金51,343，月平均 17,114  54,780＋16,117＝70,897  43,900 2,634  97.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6月獎金48,351，月平均 16,117  40,560＋16,487＝57,047  43,900 2,634  97.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0,567＋16,487＝57,047 61,367 43,900 2,634  97.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5,000      54,780＋16,487＝71,267  43,900 2,634  97.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7-9月獎金49,460，月平均16,487  40,040  43,900 2,634  97.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38,740  43,900 2,634  97.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55,040  43,900 2,634  98.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98.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8,173 43,900 2,634  98.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0,000   15,000   49,520  43,900 2,634  98.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900 2,634  98.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5,000      39,260  43,900 2,634  98.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460       54,260  43,900 2,634  98.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540       41,340  43,900 2,634  98.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30 44,953 43,900 2,634  98.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020 15,000      55,820  43,900 2,634  98.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28,776    67,846（原告誤算為40,040)  43,900 2,634  98.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40,560  43,900 2,634  98.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15,000      54,780  43,900 2,634  99.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99.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4,780 43,900 2,634  99.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54,000  43,900 2,634  99.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99.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900 2,634  99.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15,000    55,040  43,900 2,634  99.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99.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40,300 44,953 43,900 2,634  99.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760   15,000    55,560  43,900 2,634  99.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99.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99.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5,000    54,260  43,900 2,634  100.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禮券 9,100 32,321    81,461  43,900 2,634  100.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 58,587 43,900 2,634  100.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15,000   55,300  43,900 2,634  100.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3,900       37,700  43,900 2,634  100.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240       40,040  43,900 2,634  100.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5,000    54,520  43,900 2,634  100.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40,300  43,900 2,634  100.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7,020       40,820 44,953 43,900 2,634  100.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500   12,000    52,300  43,900 2,634  100.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原告誤算為39,520)＋1,151＝40,411  43,900 2,634  100.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原告誤算為40,040)＋1,151＝40,931  43,900 2,634  100.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12,000    51,000（原告誤算為54,780)＋1,151＝52,151  43,900 2,634  101.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禮券 6,500 11,392    57,152  43,900 2,634  101.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160    3,453(Q4，原告以月平均1,151計入10-12月工資)   37,960 51,425 43,900 2,634  101.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  43,900 2,634  101.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1.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1.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12,000    51,000  43,900 2,634  101.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1.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 43,173 43,900 2,634  101.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2,000    51,260  43,900 2,634  101.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5,572＝44,832  43,900 2,634  101.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5,572＝43,792  43,900 2,634  101.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5,572＝57,092  43,900 2,634  102.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禮券 6,500     46,020  43,900 2,634  102.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0-12月獎金 16,715，月平均5,572  38,480 48,968 43,900 2,634  102.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2.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2.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38,220  43,900 2,634  102.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2.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6,126       39,926＋7,767＝47,693  43,900 2,634  102.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7,767＝47,027 45,551 43,900 2,634  102.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7,767＝59,287  43,900 2,634  102.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102.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38,480  43,900 2,634  102.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160   12,000  7-9月獎勵金23,300，月平均7,767  49,960  43,900 2,634  103.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420  7,000     45,220  43,900 2,634  103.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0       33,800 44,553 43,900 2,634  103.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12,000   50,740  43,900 2,634  103.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3.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940       38,740  43,900 2,634  103.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12,000   51,520  43,900 2,634  103.07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39,260  43,900 2,634  103.08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173 43,900 2,634  103.09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60    12,000   51,260  43,900 2,634  103.10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  43,900 2,634  103.1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720       39,520  43,900 2,634  103.1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12,000   50,480  43,900 2,634  104.01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39,780＋1,492＝41,272  43,900 2,634  104.02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4,680  禮券 7,000     45,480＋1,492＝46,972 43,757 43,900 2,634  104.03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427    12,000   51,227＋1,492＝52,719  43,900 2,634  104.04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000＋1,492＝40,492  43,900 2,634  104.05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200       39,600＋1,492＝41,092  43,900 2,634  104.06 26,500 3,500 1,800 2,000 33,800 5,980       40,380＋1,492＝41,872  43,900 2,634  104.07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460       39,860＋14,244＋2,719＝56,823  43,900 2,634  104.08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720     1-6月獎勵8,950，月平均1,492  40,120＋14,244＋2,719＝57,083 46,596 43,900 2,634  104.09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980   12,000  7-8月獎勵5,438，月平均2,719  52,380＋14,244＝66,624  43,900 2,634  104.10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420       38,820＋7,892＝46,712  43,900 2,634  104.11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980     7-9月季獎金42,733，月平均14,244  40,380＋7,892＝48,272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C項 104.12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582   12,000    50,982＋7,892＝58,874  43,900 2,634  105.01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200  禮券 11,500   Q4獎金23,676，月平均7,892  51,100＋7,041＝58,141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C項 105.02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4,420       38,820＋7,041＝45,861 55,096 43,900 2,634  105.03 26,500 3,500 2,400 2,000 34,400 5,200    12,000   51,600＋7,041＝58,641  43,900 2,634  105.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40,860＋7,041＝47,901  43,900 2,634  105.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超額獎金13,502 54,362＋7,041＝61,403  43,900 2,634  105.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680   12,000   超額獎金5,929 58,009＋7,041＝65,050(原告誤算為70,979)  43,900 2,634 否認有發放D項 105.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40,600  43,900 2,634  105.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980     Q1Q2績效42,245，月平均7,041  41,380 57,661 43,900 2,634 C項應為41,806 105.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52,600  45,800 2,748  105.10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160       39,560＋5,787＝45,347  45,800 2,748  105.1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績效18,587 59,447＋5,787＝65,234  45,800 2,748 D項應為18,232 105.1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52,600＋5,787＝58,387  45,800 2,748  106.0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禮券 9,700   Q4季獎金17,362，月平均5,787  49,520＋6,227＝55,747  45,800 2,748  106.0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680       40,080＋6,227＝46,307 59,789 45,800 2,748  106.03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525    12,000   52,925＋6,227＝59,152  45,800 2,748  106.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940       40,340＋5,883＝46,223  45,800 2,748  106.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39,820＋5,883＝45,703  45,800 2,748  106.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12,000   53,120＋5,883＝59,003  45,800 2,748  106.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Q1績效18,680，月平均6,227  41,120  45,800 2,748  106.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48,609 45,800 2,748  106.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12,000  季績效17,650，月平均5,883  51,820  45,800 2,748 C項應為17,355 106.10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420      月績效4,338 44,154＋5,278＝49,436  45,800 2,748  106.1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業績17,588 58,708＋5,278＝63,986  45,800 2,748 D項應為17,252 106.1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3,640   12,000   未休假工資12,685 63,725＋5,278＝69,003  45,800 2,748  107.01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9,636＋1,069＝51,825  45,800 2,748  107.02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3,640  禮券 13,700   Q4績效15,833，月平均5,278  52,740＋9,636＋1,069＝63,445 61,605 45,800 2,748  107.03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12,000   53,120＋9,636＋1,069＝63,825  45,800 2,748  107.04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4,940       40,340＋8,035＋3,333＋1,069＝52,777  45,800 2,748  107.05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60     1-4月獎金4,274，月平均1,069 員工酬勞3,148 44,008＋8,035＋3,333＝55,376  45,800 2,748  107.06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200   12,000  Q1獎金28,907，月平均9,636 業績獎金19,275 71,875＋8,035＋3,333＝83,243  45,800 2,748 否認有發放C項 107.07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411      業務獎金3,819 44,630  45,800 2,748  107.08 27,500 3,500 2,400 2,000 35,400 5,720       41,120 61,083 45,800 2,748  107.09 27,500 3,500 2,400 2,000 36,900 5,460   12,000    52,860  45,800 2,748 本薪及主管加給應分別為28,500、4,000 107.10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200     Q2績效獎金24,105，月平均8,035、Q2獎金10,000，月平均3,333 補薪差額3,500 45,600＋10,172＝55,772  45,800 2,748 C項第1筆應為23,645，否認有發放第2筆 107.11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460      業務績效26,368、月獎3,805 72,533＋10,172＝82,705  45,800 2,748 D項第1筆應為25,864 107.12 28,500 4,000 2,400 2,000 36,900 5,200   12,000   月獎3,805 57,905＋10,172＝68,077  45,800 2,748 D項應為3,732 108.0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647  禮券 13,100     55,147＋8,000＝63,147  45,800 2,748  108.0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355     Q4獎金30,517，月平均10,172  41,755＋8,000＝49,755 71,310 45,800 2,748 否認有發放C項 108.03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200    18,000   60,600＋8,000＝68,600  45,800 2,748  108.04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40       42,340＋8,000＝50,340  45,800 2,748  108.05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622       43,022＋8,000＝51,022  45,800 2,748  108.06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07    18,000   60,307＋8,000＝68,307  45,800 2,748  108.07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980       43,380＋8,065＝51,445  45,800 2,748  108.08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460       42,860＋8,065＝50,925 56,925 45,800 2,748  108.09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420       41,820＋8,065＝49,885  45,800 2,748  108.10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5,460     1-3月獎金24,000，月平均8,000  42,860＋7,750＝50,610  45,800 2,748  108.1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387     4-6月獎金24,000，月平均8,000  41,787＋7,750＝49,537  45,800 2,748  108.1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3,380    18,000 7-9月獎金24,196，月平均8,065  58,780＋7,750＝66,530  45,800 2,748  109.01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420       41,820  45,800 2,748  109.02 28,500 4,500 2,400 2,000 37,400 4,940     Q4獎金23,250，月平均7,750  42,340  45,800 2,748  　　　　　　　　　　　　　　　　　　　　　　　　　　　　　　　　　　　　　　　　　　　　　　　　　　　　　　　　　　　　　　　　　　　　　　　　合計                394,620  
　　　　　　　　　　　　　　　
附表二：　　　　　　　　　　　　　　　　　　　　　　　　　　　　　　　　　　　　　　　　　　　　　　　　　　　　　單位：元／新臺幣            月份 　　　　兩造不爭執屬工資部分(A)     　　　　　　 兩造爭執是否屬工資部分     　原告主張之月工資總額  本薪 主管加給 伙食津貼 其他津貼 合計 差旅膳什費(B) 三節獎金(C) 月獎金(D) 季獎金(E)(以月平均金額攤列至所屬月份) 計算式： {(A)+(B)+(C)+(D)}+(E) 111.08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842  8月獎金2,991(原告未計入工資)  42,742＋7,883＝50,525 111.09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940 18,000 9月獎金2,978  63,818＋7,883＝71,701 111.10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160  10月獎金3,798  45,858＋6,682＝52,540 111.11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4,127   第3季獎金23,648，月平均7,883 42,027＋6,682＝48,709 111.12 29,000 4,500 2,400 2,000 37,900 5,720 18,000   61,620＋6,682＝68,302 112.01 29,750 4,500 2,400 2,000 38,650 4,095    42,745 112.02 29,750 4,500 2,057 2,000 38,307 4,900   第4季獎金20,047，月平均6,682 43,207 原告主張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56,218元｛計算式：【（50,525÷30×6）＋71,701＋52,540＋48,709＋68,302＋42,745＋43,207】÷6＝56,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