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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委員王育敏等17人提案
本 院 民 進 黨 黨 團 提 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 院 親 民 黨 黨 團 提 案
委員鍾孔炤等17人提案
委員林淑芬等18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本院各黨團及委員提案 本院各黨團及委員提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工資之

給付，除當事人有特

別約定或按月預付

者外，每月至少定期

發給二次，並應提供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

式明細；按件計酬者

亦同。 

雇 主 應 置 備 勞

工工資清冊，將發放

工資、工資各項目計

算方式明細、工資總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二十三條 工資之

給付，除當事人有特

別約定或按月預付

者外，每月至少定期

發給二次，並應提供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

式明細；按件計酬者

亦同。 

雇 主 應 置 備 勞

工工資清冊，將發放

工資、工資各項目計

算方式明細、工資總

 第二十三條 工資之

給付，除當事人有特

別約定或按月預付

者外，每月至少定期

發給二次；按件計酬

者亦同。 

雇 主 應 置 備 勞

工工資清冊，將發放

工資、工資計算項目

、工資總額等事項記

入。工資清冊應保存

五年。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鑑於雇主短付工資

等爭議頻仍，為使勞

雇雙方權利義務更

加明確，並使勞工得

以掌握關於工資之

完整資訊，爰於第一

項增訂雇主應提供

各項目計算方式明

細之規定，其包含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延

長工作時間時數之

金額、休假、特別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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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等事項記入。工資

清冊應保存五年。 

額等事項記入。工資

清冊應保存五年。 

假及其他假別之金

額及其計算，及其他

法律規定之項目(包

含:勞工保險費、全民

健康保險費、職工福

利金等)，將明定於勞

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予以規範。 

二、第二項參照第一項

規定修正之。 

審查會： 

本條文照時代力量立

法院黨團提案通過。 

（保留，併時代力量立

法院黨團修正動議

，送黨團協商） 

 

第二十四條 雇主延

長勞工工作時間者

，其延長工作時間之

工資依下列標準加

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按

  第二十四條 雇主延

長勞工工作時間者

，其延長工作時間之

工資依左列標準加

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按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法制體例，第

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六條增訂休息日

之規定，增訂第二項

及第三項，定明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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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日 每 小 時工 資

額 加 給 三 分之 一

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

在 二 小 時 以內 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 額 加 給 三分 之

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延長工

作時間者，按平日

每 小 時 工 資額 加

倍發給。 

雇 主 使 勞 工 於

第三十六條所定休

息日工作，工作時間

在二小時以內者，其

工資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另再加給一

又三分之一以上；工

平 日 每 小 時工 資

額 加 給 三 分之 一

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

在 二 小 時 以內 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 額 加 給 三分 之

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延長工

作時間者，按平日

每 小 時 工 資額 加

倍發給之。 

日出勤之工資給付

標準及工作時間計

算方式，分述如下： 

(一)所稱休息日，係

指因現行第三十

條第一項所定正

常工作時間修正

縮減致無庸出勤

之時間。茲因休

息日出勤工作，

勞工無法充分休

息，爰於第二項

定明雇主使勞工

於修正條文第三

十六條所定休息

日工作，在工作

時間二小時以內

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

給一又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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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二小時後再繼續

工作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前 項 休 息 日 之

工作時間及工資之

計算，四小時以內者

，以四小時計；逾四

小時至八小時以內

者，以八小時計；逾

八小時至十二小時

以內者，以十二小時

計。 

以上；工作二小

時再繼續工作者

，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另再加給

一又三分之二以

上。 

(二)有鑑於勞工於休

息日出勤工作，

將無法獲得充分

休息，為使雇主

於指派勞工休息

日出勤時更為審

慎，爰於第三項

定明，四小時以

內者、逾四小時

至八小時以內者

或逾八小時至十

二小時以內者，

應分別列計四小

時、八小時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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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時之工作時

間及工資。 

(三)以月薪制勞工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

為新臺幣（以下

同）一百五十元

為例： 

1.例一：休息日工作

一小時者，以四小

時計，應另再加給

之工資為九百元（

計 算 方 式 ： 150 ×
1 3

1
�×2＋150×1

3
2
�

×2=900）。 

2.例二：休息日工作

二小時者，以四小

時計，應另再加給

之工資為九百元（

計算方式：150×1 3
1

× 2 ＋ 150 × 1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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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 

3.例三：休息日工作

六小時者，以八小

時計，應另再加給

之工資為一千九百

元（計算方式：150

×1 3
1 ×2＋150×1

3
2 ×

6=1900）。 

 審查會： 

本條行政院提案保留

，併時代力量立法院黨

團所提修正動議，送黨

團協商。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所提修正動議： 

第二十四條   雇主延

長勞工工作時間者

，其延長工作時間之

工資依下列標準加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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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本院各黨團及委員提案 本院各黨團及委員提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按

平 日 每 小 時 工 資

額 加 給 三 分 之 一

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

在 二 小 時 以 內 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 額 加 給 三 分 之

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延長工

作時間者，按平日

每 小 時 工 資 額 加

倍發給。 

    前 項 各款 之 延

長工作時間，計算單

位為半小時；未滿半

小時者，以半小時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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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 長 工作 時 間

之計算遇有爭執，若

勞工提出紀錄及計

算者，雇主應就相反

之主張負舉證責任。 

（照案通過） 

第三十條之一 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行

業，雇主經工會同意

，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其工作時間得依

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

時 數 分 配 於其 他

工作日之時數，每

日 不 得 超 過二 小

時，不受前條第二

項 至 第 四 項規 定

之限制。 

第三十條之一 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行

業，雇主經工會同意

，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其工作時間得依

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

時 數 分 配 於其 他

工作日之時數，每

日 不 得 超 過二 小

時，不受前條第二

項 至 第 四 項規 定

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作時

  第三十條之一 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行

業，雇主經工會同意

，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其工作時間得依

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

時 數 分 配 於其 他

工作日之時數，每

日 不 得 超 過二 小

時，不受前條第二

項 至 第 四 項規 定

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時達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一項第二款

酌作文字修正；第三

款例假規定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三十六

條第二項第三款規

範，爰予刪除，現行

第四款款次遞減。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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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日正常工作時

間達十小時者，其

延 長 之 工 作時 間

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女性勞工，除妊

娠 或 哺 乳 期間 者

外，於夜間工作，

不 受 第 四 十九 條

第一項之限制。但

雇 主 應 提 供必 要

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 中 華 民 國 八

十五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修正施行前第

三條規定適用本法

之行業，除第一項第

一款之農、林、漁、

牧業外，均不適用前

項規定。 

間達十小時者，其

延 長 之 工 作時 間

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女性勞工，除妊

娠 或 哺 乳 期間 者

外，於夜間工作，

不 受 第 四 十九 條

第一項之限制。但

雇 主 應 提 供必 要

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 中 華 民 國 八

十五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修正施行前第

三條規定適用本法

之行業，除第一項第

一款之農、林、漁、

牧業外，均不適用前

項規定。 

十小時者，其延長

之 工 作 時 間不 得

超過二小時。 

三、二週內至少有二

日之休息，作為例

假，不受第三十六

條之限制。 

四、女性勞工，除妊

娠 或 哺 乳 期間 者

外，於夜間工作，

不 受 第 四 十九 條

第一項之限制。但

雇 主 應 提 供必 要

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 民 國 八 十 五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修正施行前第三條

規定適用本法之行

業，除第一項第一款

之農、林、漁、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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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均不適用前項規

定。 

 

（修正通過） 

第三十四條 勞工工

作採輪班制者，其工

作班次，每週更換一

次。但經勞工同意者

不在此限。 

依 前 項 更 換 班

次時，至少應有連續

十一小時之休息時

間。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五年○月○日修正

之前項規定，其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三十四條 勞工工

作採晝夜輪班制者

，其工作班次，每週

更換一次。但經勞工

同意者不在此限。 

依 前 項 更 換 班

次時，應給予勞工至

少連續十一小時之

休息時間。 

 第三十四條 勞工工

作採晝夜輪班制者

，其工作班次，每週

更換一次。但經勞工

同意者不在此限。 

依 前 項 更 換 班

次時，應給予適當之

休息時間。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台灣勞工平均工時過

長、輪班型態漸趨多元

，有鑑於輪班制勞工在

班與班間若無法充分

休息，將容易導致長期

疲勞，且原條文中「適

當」休息時間之定義不

明，為保障勞工休息權

及身心健康，爰參酌歐

盟 工 作 時 間 指 令 （
Working Time Directive

）等規定，於第二項中

明定勞工在更換班次

間應有至少連續十一

小時之完整休息時間。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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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文照委員劉建

國等 5 人、委員王

育敏等 4 人及時代

力 量 立 法 院 黨 團

之 修 正 動 議 修 正

通過。 

二、為使各種型態之輪

班 勞 工 均 能 受 到

本 條 規 定 之 保 障

，將現行條文第一

項「晝夜」二字刪

除。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規

定「適當」之休息

時間，屬不確定之

法律概念。為明確

相 關 規 定 使 勞 資
雙方可資遵循，修

正為「至少應有連

續十一小時」之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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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間。 

四、增列第三項，給予

勞 方 遵 循 本 條 規

定 排 班 之 緩 衝 時

間。 

（保留，併委員李彥秀

等 3 人、時代力量立

法院黨團修正動議

，送黨團協商）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

七日中應有二日之

休息，其中一日為例

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 主 有 下 列 情

形之一，不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

項 規 定 變 更正 常

工作時間者，勞工

每 七 日 中 至少 應

有一日之例假，每

二 週 內 之 例假 及

休 息 日 至 少應 有

四日。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

七日中至少應有二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 

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

七日中至少應有二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

七日中至少應有一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 

行政院提案： 

一、法定正常工作時間

自一百零五年一月

一日起縮減為每週

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後，為落實週休二日

，並考量例假僅限因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等特殊原因始得

出勤之嚴格規範，經

衡平審酌勞資雙方

權益，爰修正第一項

規定，定明勞工每七

日應有之二日之休

息，其中一日為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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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第三十條第三

項 規 定 變 更正 常

工作時間者，勞工

每 七 日 中 至少 應

有一日之例假，每

八 週 內 之 例假 及

休 息 日 至 少應 有

十六日。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

規 定 變 更 正常 工

作時間者，勞工每

二 週 內 至 少應 有

二日之例假，每四

週 內 之 例 假及 休

息 日 至 少 應有 八

日。 

雇 主 使 勞 工 於

休息日工作之時間

，計入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所定延長工作

，另一日為休息日。 

二、配合現行第三十條

第二項、第三項及修

正條文第三十條之

一有關二週、八週及

四週彈性工作時間

所定各項調整原則

，增訂第二項規定，

其中第一款與第二

款所定二週及八週

彈性工作時間之例

假仍維持每七日至

少一日，僅休息日可

彈性調整，惟例假及

休息日之總數不減

損；至第三款所定四

週彈性工作時間之

例假與現行第三十

條之一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相同，其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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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總數。但因天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

日工作之必要者，其

工作時數不受第三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之限制。 

與休息日亦可於例

假及休息日總數不

減損之前提下彈性

調整。 

三、為落實休息日應使

勞工休息為原則，工

作為例外，另考量休

息日出勤之時數性

質上屬延長工作時

間，爰增訂第三項，

定明除受到一日不

得超過十二小時之

限制外，於核計是否

超過一個月延長工

作時間上限之四十

六小時之時，亦併予

列計，以避免勞工過

勞（例如：勞工於休

息日若僅工作二小

時，依修正條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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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應列計延長工作時

數為四小時，並併入

一個月延長工作時

間上限之四十六小

時計算）。 

四、依現行解釋，現行

第三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延長勞工工作

時間者，不受同條第

二項所定時數之限

制，爰休息日因天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等

特殊情況使勞工於

休息日工作之時數

，參照該解釋之意旨

，於第三項但書明文

規範。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為真正落實周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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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政策目標，有效

降低工時，以保障勞

工適足休息的權利

，避免雇主濫用變形

工時制度，爰明訂勞

工每周應有二日之

休息，作為例假。 

二、根據勞動部統計處
2015 年職類別薪資

調查顯示，我國全體

受雇者仍有 15.8%維

持每週工作六日，若

包含週六彈性上班

者，則共有約 28%。

其中，服務業受雇者

中有 18.2%僅周休一

日，部分服務業如零

售業、公共汽車客運

業之比例均超過 2 成

，住宿及餐飲業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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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43%受雇者每

周工作六日，顯示現

行法規無法真正達

成周休二日的目標

，有進一步修正之必

要。 

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明定勞工週休二例假

日。 

審查會： 

本條行政院、時代力量

立法院黨團及親民黨

立法院黨團之提案保

留，併委員李彥秀等 3

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

團所提修正動議，送黨

團協商。 

委員李彥秀等 3 人所提

修正動議：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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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中至少應有二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所提修正動議：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

七日中至少應有二

日之休息，其中一日

為例假，一日為休假

日。 

      第 三 十 七 條 所

定之休假日，不列入

前項之計算。 

      雇 主 有 下 列 情

形之一，不受第一項

規定之限制：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

項 規 定 變 更 正 常

工作時間者，勞工

每 七 日 中 至 少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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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日之例假，每

二 週 內 之 例 假 及

休 假 日 至 少 應 有

四日。 

  二、依第三十條第三

項 規 定 變 更 正 常

工作時間者，勞工

每 七 日 中 至 少 應

有一日之例假，每

八 週 內 之 例 假 及

休 假 日 至 少 應 有

十六日。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

規 定 變 更 正 常 工

作時間者，勞工每

二 週 內 至 少 應 有

二日之例假，每四

週 內 之 例 假 及 休

假 日 至 少 應 有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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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 主 使 勞 工 於

第一項休假日工作

之時間，計入第三十

二條第二項所定延

長工作時間總數。但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

事件，雇主使勞工於

休假日工作之必要

者，其工作時數不受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之限制。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七條 內政部

所定應放假之紀念

日、節日、勞動節及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應放假之日，均

應休假。 

第三十七條 內政部

所定應放假之紀念

日、節日、勞動節及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應放假之日，均

應休假。 

  第三十七條 紀念日

、勞動節日及其他由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應放假之日，均應休

假。 

行政院提案： 

一、為使本法有關國定

假日之規定與中央

內政主管機關所定

應放假之紀念日及

節日一致，並維持對

勞工具有特殊意義

之勞動節放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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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為修正。 

二、另所定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應放假

之日，係指各類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投票

日，併予說明。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

通過。 

（保留，併委員陳瑩等
3 人、委員鍾孔炤等 4

人、委員李彥秀等 3 人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委員陳宜民等 4 人、

委員林淑芬等 3 人、委

員蔣萬安等 4 人、委員

林靜儀等 3 人及中國國

民黨立法院黨團修正

動議等 9 案，送黨團協

商） 

 委員王育敏等17 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雇主或事業

單位每年應依下列

規定給予勞工特別

休假： 

一、一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七日。 

二、三年以上五年未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下

列規定給予特別休

假： 

一、一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七日。 

二、三年以上六年未

滿者十四日。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左

列規定給予特別休

假： 

一、一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七日。 

二、三年以上五年未

滿者十日。 

三、五年以上十年未

委員王育敏等17 人提案： 

一、特別休假之功能，

在於使勞工透過假

期調適身心，陪伴親

屬充實家庭生活，裨

益於國家勞動力之

維持與培養。然現行

法規定，勞工須繼續

工作滿一年以上，方

能向雇主申請特別

休假，致服務年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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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者十日。 

三、五年以上十年未

滿者十四日。 

四、十年以上者，每

一年加給一日，加

至三十日為止。 

五、六個月以上未滿

一年者，由中央主

管 機 關 以 辦法 定

之。 

委員鍾孔炤等17 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下

列規定給予特別休

假： 

一、三個月以上未滿

一年者，應給休假

四日。 

三、六年以上九年未

滿者二十一日。 

四、九年以上十四年

未滿者二十八日。

五、滿十四年者，第

十五年起，每年應

給休假三十日。 

 

委員林淑芬等18 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雇主或

事業單位，繼續工作

滿一定期間者，每年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

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未滿

一年者四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七日。 

三、三年以上六年未

滿者十四日。 

滿者十四日。 

四、十年以上者，每

一年加給一日，加

至三十日為止。 

滿一年之勞工，無法

享有特別休假之權

利，影響勞工權益甚

鉅。 

二、據國際勞工組織第
132 號公約規定，各

國主管機關訂定特

別休假之最低服務

年資，應以不超過 6

個月為限。另查日本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

九條規定，全時勞工

（一週工作時間 30

小時以上者）連續受

僱達 6 個月以上，即

依法享有特別休假

；連續受僱達 6 個月

以上之部分工時勞

工，其申請特別休假

之辦法，依每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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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以上未滿三

年者，每年應給休

假七日。 

三、三年以上未滿六

年者，每年應給休

假十四日。 

四、六年以上未滿九

年者，每年應給休

假二十一日。 

五、九年以上未滿十

四年者，每年應給

休假二十八日。 

六、十四年以上者，

每 年 應 給 休假 三

十日。 

勞 工 到 職 日 之

隔年一月一日起，得

與雇主協議按前項

之標準依比例計給

特別休假後，改採曆

四、六年以上九年未

滿者二十一日。 

五、九年以上十四年

未滿者，每年應給

休假二十八日。 

六、十四年以上者，

每 年 應 給 休假 加

至三十日。 

日數、每年工作天數

及服務年資，由厚生

勞動省另定法規命

令為之。 

三、爰新增第一項第五

款，明定雇主或事業

單位針對繼續工作

六個月以上之勞工

，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所定之辦法給予特

別休假。另因原條文

所列應給予特別休

假之主體不甚明確

，爰酌修文字。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特別休假有助於勞

工於辛勞工作之後

，消除工作產生之疲

勞，並有助於勞工健

康權之維護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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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累計特別休假

日數，雇主不得拒絕

。 

勞 工 於 非 自 願

離職時，當年度之服

務年資，應按第一項

之標準依比例計給

特別休假。 

品質之提昇。 

二、為求我國勞動權益

之平衡，參酌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關於特

別休假之規定，修正

本條勞工特別休假

之天數至與公務人

員相同，以衡平勞工

與公務人員享有有

薪休假的權利。 

委員鍾孔炤等17 人提案： 

一、勞動基準法自立法

以來迄今未曾修改

過勞工特別休假之

日數。然現今社會中

，勞工確實需要更多

可以自行彈性運用

的休假日，以因應多

元的生活型態與家

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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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新進員工部分，

參酌雇主終止勞動

契約時依據勞動基

準法第十六條之預

告期間規定，勞工如

繼續工作三個月以

上一年未滿者，應於

十日前預告之。依據

該條之精神，勞工繼

續工作三個月以上

則其勞動關係已屬

相對穩定，因此給予

預告期間之保障。同

理，新進員工如繼續

工作三個月以上亦

應適度降低請特別

休假的門檻，酌給第

一年的特別休假權。 

三、為鼓勵勞工久任，

使勞工之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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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數與公務人員趨

於一致，爰參考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第七

條修訂本條文規定

，增加勞工特別休假

日數。 

四、新增第二項，讓新

進勞工，自到職隔年

一月一日起可主動

要求雇主改依曆年

制計算休假日數。 

五、新增第三項，如勞

工非自願離職時，當

年度之服務年資亦

應依比例計算特別

休假日數。 

委員林淑芬等18 人提案： 

一、特別休假制度有助

於勞工恢復工作後

所產生的疲勞，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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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勞動力，以落實

勞工休息權。 

二、依據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第 132

號 有 薪 休 假 公 約
(Holidays with Pay 

Convention）明定有

薪休假之最低服務

年限資格不得超過

六個月。況且，參考

亞洲鄰近國家日本

，雖未簽署該公約但

其勞動基準法仍賦

予勞工工作滿六個

月即享有有薪休假

制度設計。相形之下

，我國勞工特別休假

門檻過高，應予以修

正。此外，為縮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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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與勞工之間

有薪休假之差距，爰

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工作滿六個月以上

即享有四天特別休

假，工作滿一年以上

者比照公務人員特

別休假規範，以縮小

勞工與公務人員有

薪假差距。 

審查會： 

本條委員王育敏等 17

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

團、委員鍾孔炤等 17

人及委員林淑芬等 18

人之提案保留，併委員

陳瑩等 3 人、委員鍾孔

炤等 4 人、委員李彥秀

等 3 人、時代力量立法

院黨團、委員陳宜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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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委員林淑芬等 3

人、委員蔣萬安等 4 人

、委員林靜儀等 3 人及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

團所提修正動議等 9 案

，送黨團協商。 

委員陳瑩等 3 人所提修

正動議：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

一雇主或事業單位

，繼續工作滿一定期

間者，每年應依左列

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 

  一、半年以上一年未

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七日。 

  三、三年以上十年未

滿者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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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以上十五年

未滿者二十一日。 

  五、十五年以上者，

每 一 年 加 給 一 日

，加至三十日為止

。 

     雇主應依前項各

款規定於勞工指定之

期日給予特別休假。

但勞工指定之期日給

予特別休假，有妨礙

事業正常營運時，得

變更之。 

     雇主依前項規定

變更勞工特別休假期

日者，於年度終結或

終止契約而未休之日

數，應發給工資。 

     特別休假年度未

休完之日數，得遞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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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翌年行使。 

委員鍾孔炤等 4 人所提

修正動議：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下

列規定給予特別休

假： 

  一、三個月以上應給

休假四日。 

  二、一年以上未滿三

年者，每年應給休

假七日。 

  三、三年以上未滿六

年者，每年應給休

假十四日。 

  四、六年以上未滿九

年者，每年應給休

假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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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九年以上未滿十

四年者，每年應給

休假二十八日。 

  六、十四年以上者，

每 年 應 給 休 假 三

十日。 

      勞 工 到 職 日 之

隔年一月一日起，得

與雇主協議到職當

年按前項之標準依

比例計給特別休假

後，改採曆年制累計

特別休假日數，雇主

不得拒絕。 

      勞 工 於 非 自 願

離職時，當年度之服

務年資，應按第一項

之標準依比例計給

特別休假。 

      雇 主 應 於 勞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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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職滿三個月時及

每年度之前與勞工

協商排定特別休假

日期，雇主無企業重

大事由不得要求勞

工同意變更。 

委員李彥秀等 3 人所提

修正動議：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左

列規定給予特別休

假： 

  一、六個月以上未滿

一年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七日。 

  三、三年以上六年未

滿者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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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六年以上九年未

滿者二十一日。 

  五、九年以上者，每

一年加給一日，加

至三十日為止。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所提修正動議：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

一雇主或事業單位

，繼續工作滿一定期

間者，每年應依下列

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半年以上一年未

滿者四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七日。  

  三、三年以上六年未

滿者十四日。 

  四、六年以上九年未

滿者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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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九年以上十四年

未滿者二十八日。 

  六、滿十四年者，第

十五年起，每年應

給休假三十日。 

      特 別 休 假 日 期

應以由勞工優先指

定為原則，雇主不得

拒絕。但雇主有急迫

之需，應與勞工另行

約定休假日期。 

      特 別 休 假 因 年

度終結或終止契約

而未休者，雇主應給

付工資。 

      雇 主 應 將 勞 工

每年特別休假之日

期以及未休假所發

給之工資數額，記載

於第二十三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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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定之勞工工資

清冊，並每年定期將

其內容以書面通知

勞工。 

      雇 主 違 反 前 項

規定者，推定其未予

勞工各款之特別休

假，勞工得請求給付

加倍工資。 

委員陳宜民等 4 人所提

修正動議：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下

列規定給予特別休

假： 

  一、半年以上一年未

滿者七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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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者十四日。 

  三、三年以上五年未

滿者十七日。 

  四、五年以上十年未

滿者二十一日。 

  五、十年以上十五年

未滿者二十八日。 

  六、十五年以上者，

每年三十日。 

委員林淑芬等 3 人所提

修正動議：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下

列規定給予特別休

假： 

  一、六個月以上未滿

一年者四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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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者七日。 

  三、三年以上六年未

滿者十四日。 

  四、六年以上九年未

滿者二十一日。 

  五、九年以上十四年

未滿者二十八日。 

  六、十四年以上者，

每 年 應 給 休 假 加

三十日。 

      特 別 休 假 日 期

應由勞工優先指定

為原則，雇主不得拒

絕。但雇主有急迫之

需，應與勞工另行約

定休假日期。 

      特 別 休 假 因 雇

主急迫之需或勞工

個人因素導致年度

未休完之日數，得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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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翌年三月底前

行使。 

      特 別 休 假 因 年

度終結或終止契約

而未休之原因可歸

責於雇主者，其應休

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加倍發給工資。 

委員蔣萬安等 4 人所提

修正動議：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雇主或事業

單位每年應依左列

規定給予勞工特別

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未滿

一年者，由中央主

管 機 關 以 辦 法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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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七日。 

  三、三年以上五年未

滿者十日。 

  四、五年以上十年未

滿者十四日。 

  五、十年以上者，每

一年加給一日，加

至三十日為止。 

      前 項 規 定 所 稱

工作滿一年期間之

計算，應以勞工任職

或服務同一雇主或

事業單位為限，並自

勞工受僱當日起算

。適用本法前已在同

一事業單位工作之

年資合併計算。 

      第 一 項 之 特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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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之行使，應由勞

雇雙方協商排定之

。未能協商或協商不

成時，以勞工指定日

期為行使特別休假

者，雇主不得拒絕。

但雇主或事業單位

有營運急迫上之需

求，且另行安排特別

休假期日對勞工顯

無不利益者，不在此

限。 

      勞 工 之 特 別 休

假因年度終結或終

止契約而未休者，其

應休未休之特別休

假日數，雇主或事業

單位應發給工資。但

雇主或事業單位能

舉證未休之特別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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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係可歸責於勞工

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 

委員林靜儀等 3 人所提

修正動議：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雇主或事業

單位每年應依下列

規定給予勞工特別

休假： 

  一、三個月以上未滿

一年者，應給休假

四日。 

  二、一年以上未滿三

年者，每年應給休

假七日。 

  三、三年以上未滿六

年者，每年應給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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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十四日。 

  四、六年以上未滿九

年者，每年應給休

假二十一日。 

  五、九年以上未滿十

四年者，每年應給

休假二十八日。 

  六、十四年以上者，

每 年 應 給 休 假 三

十日。 

      勞 工 請 休 特 別

休假，於預定施休日

之十四日以上前提

出申請者，雇主不得

拒絕。 

      勞 工 到 職 日 之

隔年一月一日起，得

與雇主協議按第一

項之標準依比例計

給特別休假後，改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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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年制累計特別休

假日數，雇主不得拒

絕。 

      勞 動 契 約 終 止

時，勞工當年度之服

務年資，應按第一項

之標準依比例計給

特別休假。 

      勞 工 當 年 度 之

特別休假日數，於該

年度終結或終止勞

動契約時未休畢者

，應休未休之日數應

由雇主計給為工資。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

團所提修正動議：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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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規定給予特別休

假： 

  一、六個月以上未滿

一年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七日。 

  三、三年以上六年未

滿者十四日。 

  四、六年以上九年未

滿者二十一日。 

  五、九年以上者，每

一年加給一日，加

至三十日為止。 

      特 別 休 假 之 日

期應依勞工之意願

排定。但該日期有礙

企業正常營運之虞

者，不在此限。 

      特 別 休 假 得 遞

延至隔年休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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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別 休 假 如 有

下列情形而未能行

使者，應發給工資： 

  一、勞工已請求而遭

雇主否准者。 

  二、終止契約。 

（保留，併時代力量立

法院黨團修正動議，送

黨團協商） 

 

 本院民進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

六條所定之例假、休

息日、第三十七條所

定之休假及第三十

八條所定之特別休

假，工資應由雇主照

給。雇主經徵得勞工

同意於休假日工作

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因季節性關係有趕

工必要，經勞工或工

會同意照常工作者

，亦同。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

六條所定之例假、第

三十七條所定之休

假及第三十八條所

定之特別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雇主

經徵得勞工同意於

休假日工作者，工資

應加倍發給。因季節

性關係有趕工必要

，經勞工或工會同意

照常工作者，亦同。

本院民進黨黨團提案： 

配合第三十六條增訂

休息日之規定，於本條

配合增訂工資照給之

規定。至休息日之工作

時間依修正條文第三

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計

入每月延長工作時間

時數計算。 

審查會： 

本條民進黨立法院黨

團提案保留，併時代力

量立法院黨團所提修

正動議，送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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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所提修正動議：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

六條所定之例假、第

三十七條所定之休

假及第三十八條所

定之特別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 

      雇 主 經 徵 得 勞

工同意於休假日工

作者，工資應加倍發

給，並應於事後補假

休息。因季節性關係

有趕工必要，經勞工

或工會同意照常工

作者，亦同。 

（保留，併委員劉建國

等 8 人及時代力量立法

院黨團修正動議，送黨

團協商）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四條 勞工發

現事業單位違反本

法及其他勞工法令

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七十四條 雇主不

得因勞工發現事業

單位違反本法及其

第七十四條 勞工發

現事業單位違反本

法及其他勞工法令

規定時，得向雇主、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為落實本條立法對

於保障吹哨者保護

之宗旨，故增訂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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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時，得向雇主、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

構申訴。 

雇 主 不 得 因 勞

工為前項申訴而對

勞工為下列各款之

行為： 

一、解僱、調職、不

合 理 之 管 理措 施

、工作條件之不利

處 置 或 其 他不 利

之處分。 

二、終止、解除、變

更 或 不 給 予其 依

法令、契約或習慣

上 所 應 享 有之 權

益。 

他勞工法令規定時

，向雇主申訴，或向

主管機關檢舉露違

反本法之行為，或拒

絕參與違反本法之

行為，而予以解僱、

調職、減薪或其他不

利之處分。 

雇 主 或 代 表 雇

主行使管理權之人

，為前項規定所為之

解僱、降調、減薪或

其他不利之處分者

，無效。 

主 管 機 關 應 對

檢舉人身分資料嚴

守秘密外，公務員如

有洩密情事，應依法

追究刑事及行政責

任。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

構申訴。 

雇 主 不 得 因 勞

工為前項申訴而予

解僱、調職或其他不

利之處分。 

勞工可能遭受不利

處分之型態。 

二、所謂不利申訴勞工

處分，除解雇、調職

等使其職業身分喪

失或轉變以外，重新

分配工作或其他違

反個人意願之行政

處分、管理措施或有

關工作條件之處置

，亦應為禁止。 

三、本條第二項第二款

所稱之習慣，須以多

年慣行之事實及使

一般人產生法之確

信為其基礎，如勞工

與雇主訂立勞動契

約，或雇主依本法七

十條所訂立之工作

規則，使事業勞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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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管 機 關 受 理

檢舉案件之管轄、處

理期間、保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遵守而使人產生法

律確信之習慣，若雇

主因申訴勞工之揭

發，而無正當理由不

給予申訴勞工依習

慣所應受領之津貼

、獎金及升遷，亦屬

本款規定所稱習慣

上應享有之權益。 

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一、參酌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立法體例，增

訂雇主對「吹哨者」

之勞工的解僱、降調

、減薪或其他不利之

處分者，無效，而公

務員對「吹哨者」勞

工身分負保密責任。 

二、為強化主管機關對

違反勞基法案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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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程序及辦理時

程之踐行，並確保檢

舉人之身分保密，爰

酌修原條文規定，以

茲明確。 

審查會： 

本條時代力量立法院

黨團及親民黨立法院

黨團之提案保留，併委

員劉建國等 8 人及時代

力量立法院黨團所提

修正動議，送黨團協商

。 

委員劉建國等 8 人及時

代力量立法院黨團所

提修正動議： 

第七十四條 勞工發

現事業單位違反本

法及其他勞工法令

規定時，得向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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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或檢查機

構申訴。 

      雇 主 不 得 因 勞

工為前項申訴，而予

以解僱、降調、減薪

、損害其依法令、契

約或習慣上所應享

有之權益，或其他不

利之處分。 

      雇 主 為 前 項 行

為之一者，無效。 

      主 管 機 關 或 檢

查機構應對申訴人

身分資料嚴守秘密

外，公務員有洩密情

事者，應依法追究刑

事及行政責任。 

（修正通過） 

第七十八條之一 有

下列各款規定行為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八條之一 有

下列各款規定行為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工資與工時係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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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者，依第二項之

規定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十二

條 至 第 二 十五 條

、第三十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六項

、第七項、第三十

二條、第三十四條

至第四十一條、第

四 十 九 條 第一 項

或 第 七 十 四條 第

二項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

第 二 十 七 條限 期

給 付 工 資 或第 三

十 三 條 調 整工 作

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 依 第 四 十三 條

之一者，依第二項之

規定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十二

條 至 第 二 十五 條

、第三十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六項

、第七項、第三十

二條、第三十四條

至第四十一條、第

四 十 九 條 第一 項

或 第 七 十 四條 第

二項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

第 二 十 七 條限 期

給 付 工 資 或第 三

十 三 條 調 整工 作

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 依 第 四 十三 條

權益之核心，為確保

勞工此核心權利之

落實，有必要針對雇

主違反相關規定予

以處罰。惟本法原定

罰則金額過低，常使

雇主寧可繳納罰鍰

而拒絕遵守相關規

定，不足以產生嚇阻

效果，爰提高罰鍰金

額，增加雇主於違反

本條規定時所需負

擔的成本損失，以達

成本法保護勞工之

目的。 

三、為使罰則之核定符

合各種規模之事業

單位，以資衡平，參

酌大量解僱勞工保

護法第二條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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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定 假 期 或事 假

以 外 期 間 內工 資

給付之最低標準。 

有 前 項 各 款 規

定行為之一者，依下

列標準處罰鍰： 

一、未滿三十人之事

業單位，處新臺幣

六 萬 元 以 上二 十

萬元以下罰鍰。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

二 百 人 之 事業 單

位，處新臺幣二十

萬 元 以 上 六十 萬

元以下罰鍰。 

三、二百人以上未滿

五 百 人 之 事業 單

位，處新臺幣六十

萬 元 以 上 二百 萬

元以下罰鍰。 

所 定 假 期 或事 假

以 外 期 間 內工 資

給付之最低標準。

有 前 項 各 款 規

定行為之一者，依下

列標準處罰鍰： 

一、三十人以下之事

業單位，處新臺幣

六 萬 元 以 上二 十

萬元以下罰鍰。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

二 百 人 之 事業 單

位，處新臺幣二十

萬 元 以 上 六十 萬

元以下罰鍰。 

三、二百人以上未滿

五 百 人 之 事業 單

位，處新臺幣六十

萬 元 以 上 二百 萬

元以下罰鍰。 

方式，依事業單位之

規模處以適當之處

罰。 

審查會： 

本條文照時代力量立

法院黨團提案修正通

過，將第二項第一款句

首「三十人以下」，修

正為「未滿三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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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百人以上之事

業單位，處新臺幣

二 百 萬 元 以上 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五百人以上之事

業單位，處新臺幣

二 百 萬 元 以上 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留，併委員陳宜民

等 4 人修正動議，送黨

團協商）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

各款規定行為之一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

九條第一項、第十

六條、第十九條、

第 二 十 八 條第 二

項、第四十六條、

第 五 十 六 條第 一

項、第五十九條、

第 六 十 五 條第 一

項、第六十六條至

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

各款規定行為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

九條第一項、第十

六條、第十九條、

第 二 十 三 條第 二

項、第三十條第六

項、第四十六條、

第 六 十 五 條第 一

項、第六十六條至

第六十八條、第七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

各款規定行為之一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

九條第一項、第十

六條、第十九條、

第 二 十 一 條第 一

項、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五條、第二

十八條第二項、第

三 十 條 第 一項 至

第三項、第六項、

第七項、第三十二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針對違反對勞工工時

與工資保障規定之罰

則，已另增訂於本法第

七十八條之一，爰配合

修正本條。 

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有鑑於勞動基準法第

七十九條中，雇主違反

工資、工作時間、休息

、休假、童工、女工、

退休、職業災害補償、

吹哨者條款等攸關勞

工權益之規定，其罰鍰

過輕，爰提出勞動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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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十 八 條或 第

七十條規定。 

二、違反第三十條第

五 項 或 第 四十 九

條 第 五 項 規定 者

，處新臺幣九萬元

以 上 四 十 五萬 元

以下罰鍰。 

 

 

委員林淑芬等18 人提案：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

各款規定行為之一

者，三十人以下事業

單位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三十人以上

一百人以下之事業

單位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十條。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

第 二 十 七 條限 期

給 付 工 資 或第 三

十 三 條 調 整工 作

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 依 第 四 十三 條

所 定 假 期 或事 假

以 外 期 間 內工 資

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 反 第 三 十 條

第五項或第四十九

條第五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九萬元以上

四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違 反 第 二 十 一

條第一項、第二十二

條、第二十三條第一

條、第三十四條至

第四十一條、第四

十六條、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第五十

六條第一項、第五

十九條、第六十五

條第一項、第六十

六 條 至 第 六十 八

條、第七十條或第

七 十 四 條 第二 項

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

第 二 十 七 條限 期

給 付 工 資 或第 三

十 三 條 調 整工 作

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 依 第 四 十三 條

所 定 假 期 或事 假

以 外 期 間 內工 資

法第七十九條修正草

案，將雇主違反攸關勞

工權益規定之罰鍰從

二萬以上三十萬以下

，提高至十五萬元以上

七十五萬以下，主管機

關應限期令雇主改善

，雇主屆期仍未完成改

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 

委員林淑芬等18 人提案： 

一、現行勞動基準法對

於工時、工資管理不

當之處罰標準過於

單一僵硬，特別是對

於大型企業不具有

嚇阻效力，爰修正第

一項，改為三十人以

下事業單位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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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鍰，一百人以

上之事業單位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之罰

鍰，於一年內重複違

反同一法條之事業

單位，加重處以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二十

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

九條第一項、第十

六條、第十九條、

第 二 十 一 條第 一

項、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五條、第二

十八條第二項、第

三十條、第三十二

條、第三十四條至

第四十一條、第四

十六條、第四十九

項、第二十四條、第

二十五條、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第三十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七項、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四條至第四

十一條、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第五十九條

規定或第七十四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以上七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仍未

完成改善者，得按次

連續處罰。 

 

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 反 第 三 十 條

第五項或第四十九

條第五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九萬元以上

四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萬元以下罰鍰，三十

人以上一百人以下

之事業單位處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一

百人以上之事業單

位處新台幣五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之罰鍰。 

二、此外，罰則未訂定

累犯加重罰則，導致

許多事業單位持續

違反勞基法，爰修正

第一項，加重重複違

反同一法條之事業

單位。 

審查會： 

本條時代力量立法院

黨團、親民黨立法院黨

團及委員林淑芬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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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本院各黨團及委員提案 本院各黨團及委員提案 現 行 法 說 明 

條第一項、第五十

六條第一項、第五

十九條、第六十五

條第一項、第六十

六 條 至 第 六十 八

條、第七十條或第

七 十 四 條 第二 項

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

第 二 十 七 條限 期

給 付 工 資 或第 三

十 三 條 調 整工 作

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 依 第 四 十三 條

所 定 假 期 或事 假

以 外 期 間 內工 資

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 反 第 四 十 九

條第五項規定者，處

人提案保留，併委員陳

宜民等 4 人所提修正動

議，送黨團協商。 

委員陳宜民等 4 人所提

修正動議：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

各款規定行為之一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九

條第一項、第十六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十

三條、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十四條、第三

十五條、第四十條、

第四十一條、第四十

六條、第四十九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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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本院各黨團及委員提案 本院各黨團及委員提案 現 行 法 說 明 

新臺幣九萬元以上

四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項、第五十六條第

一項、第五十九條、

第六十五條第一項

、第六十六條至第六

十八條、第七十條或

第七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

二十七條限期給付

工資或第三十三條

調整工作時間之命

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四十三條所定

假期或事假以外期

間內工資給付之最

低標準。 

      違 反 第 三 十 條

第五項或第四十九

條第五項規定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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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本院各黨團及委員提案 本院各黨團及委員提案 現 行 法 說 明 

新臺幣九萬元以上

四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吳志揚等16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吳 志 揚 等 1 6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

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
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
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一、臺灣雖已實施每週 40 小時工
時，但是法令不完備，某些僱主
透過工作時數的調整，把 40 小
時分配到一週的六天，造成勞工
不僅沒有因為每週 40 小時工時
而獲益，反而因為工時變形，連
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甚至有些
僱主因為每天工時不足，因此把
員工改為時薪制，或藉機降薪、
縮減福利，對勞工的傷害極大。 

二、臺灣已成為現代化國家，工作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96 期 院會紀錄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吳 志 揚 等 1 6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賺錢不再是民眾唯一的目標，還
包括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實，透過
兩個完整的休假日，民眾可以放
鬆身心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世界上許多國家早已實施週休
二日。而這更是國、民兩黨在總
統大選時之主要政見。 

三、為真正落實全面週休二日，讓
勞工有完整的休假日可運用，也
避免僱主利用變形工時逃避法
令、欺壓勞工，故提案修訂「勞
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將「勞
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
息，作為例假」改為「勞工每七
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
例假」，比照軍公教現制，保障
勞工朋友之權益。 

審查會： 
本條文照案通過。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96 期 院會紀錄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吳 志 揚 等 1 6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