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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法律常識的重要 

 

過去農業社會，孩子多數跟在母親身邊長大，偶有母親不能親自照顧的，不是託

給親戚，就是透過熟人介紹奶媽或保母代勞。如果不幸孩子發生意外，多半私下

解決。僵持不下時，則由鄉紳族長出面斡旋，依地方上習慣處理，鮮少對簿公堂，

訴諸法律，因此法律常識和保母工作，似無多大關連。 

 

工商社會中，親族鄰里關係疏遠，小家庭成為主流，年輕夫妻外出工作，委託外

人照顧嬰幼兒，成為普遍現象。但是經機構介紹或應徵而來的保母，與孩童父母

本不相識，對彼此身分背景、家庭狀況、價值觀念、品德修養乃至於做人處事之

態度，都缺乏瞭解，一旦發生事故，很容易各執己見，互不相讓，如果雙方訂有

契約，將各種狀況之處理方式規定得清清楚楚，問題就好解決，不然就只能訴諸

法律，請法院公斷，平添訟累。因此，有心從事保母工作者，最好預先充實相關

的法律知識，以免無意中受害。 

 

貳、 保母契約 

 

一、 保母契約之意義： 

「保母契約」為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照顧孩童，他方支付報酬之契約，

亦可稱為「托兒契約」、「保母聘僱契約」等，只要顯示委託保母照顧孩童

之意思，名稱如何，不影響契約的效力。 

                 

二、保母契約的重要性質：  

 

(一) 保母契約為債權契約，只能約束簽約的當事人，未參加約定的其他關

係人，即使是受托孩童的父母、祖父母或保母的配偶，也沒有履行契

約的義務，除非他們同意作履約保證人或連帶保證人。當然法律規定

的義務，不在此限。 

 

(二) 保母契約是不要式契約，也就是沒有一定的形式，不一定要作成書面，

只要雙方就約定的主要內容意思一致，契約就算成立，雙方都有依約

履行的義務。 

 

(三) 書面契約有以下防止紛爭之優點：  

促當事人慎重行事：口頭約定，容易流於輕率，訂立書面契約，一般人



較為慎重，而且透過逐條討論，可促使當事人仔細考慮相關事項。  

釐清雙方權利義務：以文字將約定內容記載清楚，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

務範圍，可減少日後之爭執。  

補強記憶：書面資料可防止當事人因記憶消退或錯誤，對約定內容有不

同的主張。  

留存證據：如果雙方就約定之內容發生爭議，契約書可充作強有力之

證據。  

 

三、如何簽訂保母契約 

 

(一) 簽約前應注意事項：  

        

1. 委託人與受託孩童之關係及對孩童是否有權利：通常父母雙方對子

女均得行使權利。父母之一方因服刑、臥病、出國等事由不能行使

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  

如果父母不能共同行使負擔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無論雙方已

否離婚或分居，皆可協商決定子女由誰監護和監護的方法。如果不

能達成協議，可請求法院依子女之最佳利益決定。  

孩童之父母如果因故被法院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另行指定監護

人，監護人也可能是兒童福利主管機關或民間兒童福利機構，也可

能是親戚或保母等，不一定與孩童有血源關係。  

委託人與孩童之關係通常可由戶籍謄本得知，至於監護權之歸屬，

則有協議書及法院之裁判書可供參考。  

 

2. 委託人之品性是否良好：對無誠信不守法的人而言，契約不過是幾

張紙，與這類人訂約，權益難以保障，最好敬而遠之。 

 

3. 委託人之財務狀況：債務人的財產是債權人之最終保障。違約之債

務人如果既無財產又無收入，債權人即使判決勝訴，仍可能毫無實

益。  

 

4.受託孩童之身心狀況：孩子的健康及個性差異極大，照顧須付出的

心力，極為不同。孩童如有表面不易察覺的疾病，家長又未據實告

知，更可能成為日後發生事故及爭議的源頭，必須深入了解，並請

委託人提出資料佐證。 

 

5. 委託人之教養觀念及對保母之要求：每個人對照顧和管教孩童之想

法、作法不盡相同，最好事先充分溝通，確定自己能夠勝任，以杜



爭議。 

 

(二)簽約時應注意事項： 

 

1. 委託人應提供之資料是否齊全：於簽署契約書之前，應先確定對方

承諾交付之文件，如戶籍謄本、健康手冊或病歷資料等，都已提出，

而且內容都與對方所述符合。 

 

2. 擬訂契約條款：契約內容及文字應力求直接、明確、詳盡；使用契

約範本，應逐條逐字檢查，將不適用之條款刪除或修改。契約條款

通常包含：  

 

人：受託照顧之嬰幼兒為誰？受託者為誰？受託者因故無法親自照

顧時應如何處理？可否逕行委託第三人？該第三人是否限制範圍？

 

 

時：照顧之時間如何？全天或半天？起迄時間為何？一週幾天？假

日幾天？合約定期或不定期？定期者期限為何？可否提前中止？如

何中止？可否續約？如何續約？不定期者可否解除或終止？解除或

終止契約之條件為何？等等 

 

地：照顧之場地由誰提供？可否臨時變更？應否帶孩童外出活動？

等等 

 

事：托兒之工作範圍為何？是否包括洗衣物、準備食物、帶嬰幼 兒

接受預防注射、接受醫療、接送學習才藝等？接送之方法 為何？等

等  

 

物：報酬多少？何時及如何給付？年節有無加給？幼兒之衣食用品

由誰提供？如由保母提供，費用如何計付？延長看顧時間時如何計

酬？  

 

其它：違約時應如何處罰？緊急聯絡人之姓名、地址及電話為何？

事故發生時應送之醫療機構為何？發生爭執時，應如何處理？涉訟

  

 

3. 記明正確日期：契約成立、生效及簽約之日期不一定相同，應分別

記明。  



 

4. 簽字、蓋章及按指印：契約當事人及相關人等，均應簽章或按指紋，

以證明雙方同意。保證人於契約上簽字，表示同意承擔保證人責任；

見證人於契約上簽章，表示目擊當事人簽訂契約之過程。印章因可

以由他人代蓋，加上坊間電腦刻印流行，證明效用大為降低，不如

簽名及指紋不易仿冒，證據能力更強。 

 

(三)簽約後應注意事項： 

  

1. 簽約後應隨時檢閱契約內容，切實執行，並善盡保護照顧孩童之注意義

務，防止意外事故發生。 

 

2. 隨時關注委託人的變化，如其家庭、婚姻及經濟能力之改變等，以瞭解

 

 

3. 留心孩童健康狀況，如有生病徵兆，儘早通知委託人，妥適處理。 

 

4. 儘量讓委託人自行決定有關孩童之事務，如選擇奶粉品牌、醫院、交通

工具、才藝班等等，事故發生時應注意留存證據，但絕不可因此耽延時

間，加重損傷，否則損害加重，更難處理。  

 

5.   

 

6. 雙方修改約定時，應於契約中註明或留存相關證據。 

 

參、 事故責任 

 

孩童成長過程中，難免有生病、受傷或死亡情形發生。有些事故純粹出於意

外，如天災、人禍等，有些肇因於嬰兒的特殊體質，如嬰兒猝死症、突發性心臟

病等，都無法事先預防，保母如果沒有過失，即不能要求保母負責。但若保母可

以預先防範卻疏於注意，如明知孩童體質虛弱，仍讓帶他隨意進出醫院，或明知

孩童對花粉敏感，仍讓其在公園內玩耍，就不能免責。換言之，保母只在故意或

有過失時，才有責任。保母可能面對之事故責任包括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及兒童

及少年福利法所定責任。  

 

一、 刑事責任 

 

 (一)保母如果因故意或過失使孩童受傷或死亡，可能觸犯之罪可分為告訴乃論



及非告訴乃論兩大類： 

1. 屬告訴乃論者，有普通傷害、過失傷害與業務過失傷害罪等，孩童的

父母或其他告訴權人可以在知悉後六個月內對行為人提出告訴，超過

六個月，不得再告。提起告訴後，在地方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告訴

人可以撤回告訴。 

 

2. 屬非告訴乃論者，有普通傷害致重傷或致死罪、重傷罪、重傷致死罪、

重傷未遂罪、業務過失致死罪及違背法令契約義務遺棄罪等，只要有人告

發或檢察官知情，都應依職權進行偵查，無告訴期限的問題。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少年犯罪或與之共

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對於兒童少年犯罪者，

兒童福利主管機關得獨立提出告訴，不受孩童之父母是否提起告訴拘束。  

 

二、民事責任 

 

(一) 賠償責任：保母有保護孩童安全的責任，如孩童因保母之故意過失而受傷

或死亡，應對孩童及契約之相對人，即孩童之父母等，負違約及侵權行為

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 賠償之範圍： 

1. 被害人受傷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因傷害所受之一切損失，包括醫藥

費、看護費、交通費、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   需要

之損失及精神上損害賠償等。因孩童尚未成年，此等請求必 須由法

定代理人(通常為父母)代為提起或經其同意提起。  

 

2. 孩童死亡者：死者父母除以上費用外，另可請求精神上慰藉金。支付

殯葬費用的人，也可要求賠償所付費用。 

 

(三) 請求之期間：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人應自知悉有損害及賠償義務

人時起，二年內得提出請求。但自侵權行為時起，超過十年，即不得再提

起。履約之請求權及違約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則為自得請求時起十五年。  

 

肆、糾紛處理 

 

如果孩童不幸發生意外，或當事人對契約之成立、效力、履行或解除發生爭執，

處理之原則為「有備無患」、「由簡入繁」及「以和為貴」： 

 



 

一、保存證據： 

與保母工作有關之資料，包括帶孩童就學就醫紀錄、為孩童支出各種費用之

收據及委託人之囑託等，隨時保存，除用以向父母結算費用及說明照顧孩童

之情形外，更可作為保護自己之證據。這些資料不拘形式，不論人證、物證

或書證，只要能證明事實真相，法院都可採用。 

 

二、和解及調解： 

托兒之過程中發生爭執，雙方最好誠懇溝通，共謀解決之道。必要時可透過

雙方友人或共同尊重之人士，居間斡旋，或向鄉鎮協調委員會申請調解，除

涉及非告訴乃論的刑責部分外，多可透過和解或調解解決。 

 

三、民事訴訟及保全程序： 

委託人有拖欠報酬等違約行為時，保母得檢附證據，繳納裁判費用，向有管

轄權之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必要時可同時採取假扣押等保全程序，防止

債務人脫產，確保日後勝訴時可以強制執行。 

 

四、刑事訴訟及附帶民事訴訟： 

發生意外事故時，受害人得向管區派出所報案，或向地方法院檢察署按鈴申

告或以書面提起告訴，亦可直接向地方法院提起自訴(但必須委託律師代

理)。並得於案件繫屬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後，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附帶

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不必繳納裁判費。 

 

伍、兒童保護 

 

兒童不是父母個人財產，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就兒童保護措施有具體週詳的規定，

其中與保母關係密切的包括：  

兒童不是父母個人財產，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就兒童保護措施有具體週 

詳的規定，其中與保母關係密切的包括： 

 

(一)通報責任：  

兒童有受虐之跡象時，保母身為專業人員中之保育人員，有向主管機關通報

的責任。如果保母發現受託孩童有下列情形，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主管

機關報告：  

 

1. 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之物質。  

 

2. 在酒家、特種咖啡室、限制及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



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工作。  

3. 有兒少福法第三十條所列情形，如被遺棄、身心虐待、用於從事危害健

康等危險性活動或欺騙行為、供人參觀、行乞等，被剝奪或妨礙接受國

民義務教育之機會、強迫婚嫁、被拐騙、綁架、買賣、質押或作為擔保、

被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為猥褻行為或性交、被供應刀械、槍砲、彈

藥或其他危險物品、被利用拍攝或錄製暴力、猥褻、色情或其他有害兒

童身心發展之物品或被利用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等。  

 

4. 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有立即接受治療而未送醫者或受其他迫害，非

立即給予緊急安置或其他處分，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明顯而立即之危

險之情形。  

 

5. 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報告人的身分資料，主管機關應予保密。  

 

(二) 配合責任：保母為實際照顧兒童之人，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關或 

機構進行訪視調查時，保母應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無正當理由違 

反，可被科處罰鍰，並得連續處罰，至其配合為止。 

 

(三) 保護責任：任何人均不可傷害兒童，違反者可被科處罰鍰，公告其姓名，

違反情節嚴重者，並應令其接受親職教育，保母自不例外。兒少福法明文

禁止之行為有：  

 

1. 不得對兒童有兒少福法第三十條各款之行為。  

 

2. 不得使兒童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對於六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看

護之兒童不得使其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3. 應禁止兒童從事不正當或危險之工作。  

 

4. 應禁止兒童吸煙、飲酒、嚼檳榔、吸食或施打迷幻藥、麻醉藥品或 其他

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不得提供此等物質予兒童。  

 

5. 應禁止兒童出入酒吧、酒家、酒館(店)、舞廳(場)、特種咖啡茶室、賭博

性電動遊樂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其他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

場所，或充當該等場所之侍應或從事其他足以危害或影響其身心發展之工

作。 

 

 



 

陸、結論 

 

法律畢竟只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訴訟不一定可以使已發生的損失獲得補償，

採取法律行動，事先應評估利弊得失，否則可能得不償失。 

 

法律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尤其不能化解仇恨。即使嫺熟法律規定，仍應兼顧人

情事理，使問題圓滿解決，以免留下後遺症。  

 

總之，法律常識之運用，過猶不及，應謹慎拿捏分寸。 

 

 

 

以上摘自台北市政府托育資訊服務網

http://kidstp.npo.org.tw/knowledge_content.asp?id=2&knowledge=1 

http://kidstp.npo.org.tw/knowledge_content.asp?id=2&knowled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