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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的話 

保障勞工權益與促進經濟發展一直是本會積極努力的目標，而且

勞工是國家最重要之資產，為保障政府公部門各業進用之臨時人員之

基本權益，本會歷經數年的努力，持續與相關部會協調諮商，並經行

政院數度召集會議協商，終於獲致共識，認為該等人員納入適用勞動

基準法有其可行性。 

行政院於召開協商會議時，即要求本會與相關部會應研擬配套措

施，包括：製作宣導手冊 Q＆A、辦理宣導會及提供服務窗口等，以

落實臨時人員的勞動權益保障。 

健康勞動，快樂生活，希望透過本宣導手冊，讓政府公部門各業

進用之臨時人員更瞭解自身之權益，在無後顧之憂的環境下，繼續為

國家盡一份心力，貢獻所長，提高團隊士氣，以促進經濟成長及國家

整體之發展。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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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勞動基準法之內涵 

一、立法意旨 

●勞動基準法係依據我國憲法第 153 條，「國家為改良勞工及農

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勞工及農民之法律，

實施保護勞工及農民之政策。」的規定而制訂。 

    ●勞動基準法係規定勞動條件最低標準，為保障勞工權益，加強

勞雇關係，促進經濟發展，適用勞動基準法之勞工權益將獲

得最基本之保障，雇主與勞工所訂勞動條件，不得低於本法

所定之最低標準。 

二、勞動契約 

●凡適用勞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其與勞工間依勞動契約成立勞

動關係。依據契約自由原則，勞動契約內容只要未違反法律

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良俗者，皆為有效且受到法律之保障。 

●勞動基準法第 9條至第 20 條就勞動契約之種類、終止事由、

預告期間、謀職假、服務證明書等重要內容加以規定。有關

勞動契約之約定項目，可參考勞動基準法施行細則第 7條規

定。 

三、工資 

● 工資是勞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雇主應全額、定期、直接

給付，不得預扣勞工工資做為違約金或賠償費用。雇主給付

勞工之工資不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 工資由勞雇雙方議定之，但不得低於基本工資。基本工資自

96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每月 17,280 元，每小時 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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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班費 

●雇主延長勞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延長工

作時間在 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

以上；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如係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延長工

時者，應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五、工時 

●勞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 8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數

不得超過 84 小時。另雇主徵得勞工同意得延長工作時間，其

連同正常工時每日不得超過 12 小時，每月延長工作時間總時

數不得超過 46小時，但如遇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有例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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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換班次時，應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 

六、例假 

●勞工每 7日中應有 1日之休息，做為例假。事業單位如非因天

災、事變或突發事件，不得使勞工於例假日工作。 

七、休假 

●紀念日、勞動節日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

休假。但雇主如徵得勞工同意，得將休假日調移於工作日以

達週休 2日。 

●雇主徵得勞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勞工如因健康或其他正當理由，不能接受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

工作者，雇主不得強制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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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別休假 

 ●勞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每年應依

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特別休假日期應由勞雇雙方協商排定之，特別休假因年度終結

或終止契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數，雇主應發給工資。 

九、請假 

●勞工如因有婚、喪、事、疾病等因素可依勞工請假規則請假，

但勞工請假規則係最低標準，事業單位如有較優之規定，自可

從其規定。 

十、童工 

●15 歲以上未滿 16 歲之受僱從事工作者，為童工；童工不得從

事繁重及危險性之工作。 

●雇主不得僱用未滿 15 歲之人從事工作；未滿 16 歲之人受僱從

事工作者，雇主應置備其法定代理人同意書及其年齡證明文

件。 

●童工每日之工作時間不得超過 8小時，例假日不得工作；亦不

得於午後 8時至翌晨 6時之時間內工作。 

十一、女工 

●雇主不得使女工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

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勞資會議同意後，且 

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或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

供交通工具或安排女工宿舍者，不在此限。妊娠或哺乳期間之

女工，不適用前述但書之規定。 

 6



●女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理由，不能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時之

時間內工作者，雇主不得強制其工作。 

●女性勞工於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8星期；妊娠 3

個月以上流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4星期。 

●女工受僱工作在 6個月以上者，產假期間工資照給；未滿 6個

月者減半發給。 

●女工在妊娠期間，如有較為輕易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主不

得拒絕，並不得減少其工資。 

●子女未滿 1歲須女工親自哺乳者，於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

另給哺乳時間 2次，每次以 30 分鐘為度。哺乳時間，視為工

作時間。 

十二、職業災害補償 

●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受傷或罹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

的醫療費用。 

●勞工因職災在醫療中而不能工作時，雇主應自勞工不能工作之

日起，按其原領工資數額予以補償，但醫療期間屆滿 2 年勞

工仍未能痊癒，經指定醫院診斷為喪失原有工作能力，且不

合勞工保險條例所定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 40

個月平均工資，以免除工資補償責任，或仍按勞工原領工資

持續予以補償。 

●勞工經治療終止後，經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

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度一次給與殘廢補償。殘廢

補償標準，依勞工保險條例有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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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遇職業災害或罹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 5個月平

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40 個月平均工資的

死亡補償金。 

●同一事故依勞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

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 

●雇主依規定給付之補償金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

償金額。 

●勞工因職業災害之受領補償權，自得受領之日起，因 2年間不

行使而消滅；受領補償之權利，不因勞工之離職而受影響，且

不得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 

十三、退休金 

●勞工退休金條例施行後，經勞委會指定適用勞動基準法者，應

適用勞工退休金條例之退休金制度（新制）。 

●勞工工作年資自受僱之日起算，不會因為適用勞動基準法而中

斷。勞工如符合勞動基準法第 53 條規定，工作 15 年以上年

滿 55 歲，或工作 25 年以上，即得自請退休；勞工如符合同

法第 54 條第 1 項，年滿 60 歲或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

任工作之強制退休要件，雇主得依法強制勞工退休。 

●適用勞動基準法前之工作年資，其退休金依當時適用之法令規

定或各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計算；適用勞動基準法後之工作

年資，由雇主提繳不低於工資 6％之退休金，存儲於勞工保險

局之個人專戶，依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24 條規定，勞工需年滿

60 歲始得向勞保局請領個人專戶之退休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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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訂定工作規則 

●雇主僱用勞工人數在三十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規定

事項訂立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公開揭示之。 

●事業單位工作規則應公開揭示，其內容違反法令之強制或禁止

規定或其他有關該事業適用之團體協約規定者，無效。 

 

貳、勞動基準法問題 Q＆A 

一、適用範圍問題 

Q1：公部門各業指定適用勞動基準法之範圍及時間？ 

A：依本會歷次相關公告，就公部門各業及其工作者指定適用勞動基

準法之範圍及時間整理製表如下： 

行業別 工作者 指定適用日期 

中央民意機關 國會助理 87年 3 月 1 日 

公務機構 技工、工友、駕駛

人、清潔隊員 

87年 7 月 1 日 

公立醫療院所 技工、工友、駕駛人 87年 7 月 1 日 

公立社會福利機構 技工、工友、駕駛人 87年 7 月 1 日 

公立各級學校及幼稚園、特

殊教育事業、職業訓練事業

技工、工友、駕駛人 87年 12月 31日

公立學術研究及服務業 技工、工友、駕駛人 87年 12月 31日

藝文業中公立單位 技工、工友、駕駛人 89年 1 月 7 日 

地方民意機關 地方民意代表聘 89年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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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僱用之助理

人員 

公有路邊收費停車場 受僱工作者 90年 1 月 21 日

公立醫療院所 臨時人員 94年 6 月 30 日

公部門各業（含公務機構、

公立教育訓練服務業、公立

社會福利機構、公立學術研

究服務業、公立藝文業等五

業） 

臨時人員 97年 1 月 1 日 

註 1：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動條件處製表 

註 2：指定適用行業係按行政院主計處編印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之規定

Q2：公部門臨時人員之範疇？ 

A：臨時人員係指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受僱工作者（不包括：依

聘用人員聘用條例及行政院 暨所屬行政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進用之人員與業經本會公告指定適用勞動基準法之技工、駕駛

人、工友、清潔隊員、國會助理等）。 

 

二、勞動契約問題 

Q3：何謂勞動契約？ 

A：1、勞動契約不以書面為必要，口頭即可成立。契約內容只要不違

反法律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良俗，即為有效，反之則可能影響

契約之效力。 

2、勞動契約是約定勞雇關係之契約，其約定事項可參考勞動基準

 10



法施行細則第 7條，諸如工資、工時、工作場所及工作內容等

等，皆可於契約中加以約定，約定內容不得低於勞動基準法所

規定之最低勞動條件。 

Q4：勞動契約之種類及公部門事業單位常見得訂定定期勞動契約之樣

態為何？ 

A：1、勞動契約依工作性質之有無繼續性，可分為定期契約與不定期

契約兩種，定期契約又可再細分為臨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

特定性 4種（勞動基準法第 9條第 1項、同法施行細則第 6條）。 

2、定期契約屆滿後，勞工繼續工作而雇主不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或者雖經另訂新約，但前後勞動契約之工作期間超過 90 日，前

後契約間斷期間未超過 30 日者，視為不定期契約。惟前開規定

只適用於臨時性或短期性工作之定期契約，特定性或季節性工

作之定期契約不適用之（勞動基準法第 9條第 2項、第 3項參

照）。 

3、公部門事業單位常見得訂定定期契約之樣態有： 

（1）以不同名義經費僱用之臨時人員，如其所從事之工作係屬

須於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者。 

（2）配合法令規定（例如 921 暫行條例）所僱用之臨時人員，

在重大政策完成後，其所從事之工作即不復存在者。 

（3）為配合有明確特定期間之重大活動而需求之額外或特殊技

能勞工，於重大活動完成後，其工作標的即不復存在者， 

4、地方民選首長之任期並非得為定期契約約定之事由，相關約定

仍應視工作性質是否「有繼續性」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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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公部門事業單位進用臨時人員，會否發生一經僱用後，即必須永

久（終身）僱用之問題？勞動基準法相關規定為何？ 

A：公部門事業單位進用臨時人員，於適用勞動基準法後，得依該法

相關規定終止勞動契約，並非一經僱用後即須永久（終身）僱用。 

勞動契約之終止，可分為單方終止契約與雙方合意終止契約。勞

動基準法所規範者，為單方終止之情形。雇主如欲單方終止契約

時，須有勞動基準法第 11 條至第 13 條但書規定之情況；勞工欲

單方終止契約時，除依勞動基準法第 14 條、第 15 條規定外，原

則上不受任何限制。 

1、 不定期勞動契約及尚未屆期之定期勞動契約得因法定事由或

勞資雙方合意而終止： 

（1） 雇主欲單方終止勞動契約時，須有勞動基準法第 11 條至第

13 條但書規定之情況。依前開第 11 條或第 13 條但書規定

終止契約時，依第 16 條第 1項規定，應依勞工工作年資提

前預告之。 

（2） 勞工自請離職不須得到雇主同意，但應依勞動基準法第 15

條第 2項、第 16 條第 1項之規定，依工作年資給與雇主一

定之預告期間；如未遵守預告期間，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雇主得依相關法律規定請求勞工賠償損害。另，勞工因勞

動基準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終止契約時，不須事先預告雇

主。 

（3） 雇主依勞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13 條但書規定終止契約，

或勞工依同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終止契約時，雇主應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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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資遣費（勞動基準法第 14 條第 4項、第 17 條、勞工

退休金條例第 11 條、第 12 條參照）。 

2、 定期契約於屆期終止之情況下，依勞動基準法第 18 條之規

定，雇主無須發給勞工資遣費。 

3、 勞動契約終止時，由於契約附隨之忠誠義務，故勞工於離職

時應與雇主就相關工作事宜辦妥離職交接手續，雇主亦須於

契約終止前與勞工就此部分完成相關手續，俟契約終止後勞

工即無再予配合之義務。另依勞動基準法第 19 條規定，勞工

請求雇主發給服務證明書時，雇主不得拒絕。 

4、 依就業服務法第 33 條之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離

職之 10 日前，將被資遣員工之姓名、性別、年齡、住址、電

話、擔任工作、資遣事由及需否就業輔導等事項，列冊通報

當地主管機關及公立就業服務機構。但其資遣係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不可抗力之情事所致者，應自被資遣員工離職之日

起 3日內為之。 

5、 依大量解僱勞工保護法第 4條、第 5條規定，事業單位大量

解僱勞工時，應自合乎該法第 2條規定情事之日起 60 日前，

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揭示

之；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致之者，不受 60 日之限制。

事業單位依規定提出解僱計畫書之日起 10 日內，勞雇雙方應

即本於勞資自治精神進行協商。 

 

三、加班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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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可否以補休替代？ 

A：雇主依勞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1項規定延長勞工工作時間，應發給

延時工資，同法第 24 條第 1、2款已有明訂；至於勞工於延長工

作時間後，如同意選擇補休而放棄領取延長工時工資，固為法所

不禁，惟有關補休標準等事宜亦當由勞雇雙方自行協商決定。 

Q7：公部門臨時人員輪班於調移之紀念節日當日工作，應否發加倍工

資？ 

A：依勞動基準法第 37 條暨同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所定之應放假之日，

雖均應休假，惟該休假日得經勞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

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念節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勞工

於該日出勤工作，不生加倍發給工資問題。 

Q8、公部門臨時人員如遇於週休 2日其中之 1日出勤，工資應如何發

給？ 

A：實施「週休 2日」制之事業單位，勞工非於例假日之休息日出勤

工作，工資如何發給，應視該休息日之性質而定。該日如係因勞

資雙方約定之正常工時間少於法定正常工時所生者，其未逾勞動

基準法第 30 條所定之法定正常工作總時數之部分，工資應由勞雇

雙方協商定之；逾法定正常工作總時數者，應依該法第 24 條規定

辦理。 

 

四、平均工資計算問題 

Q9、公部門臨時人員其退休時平均工資計算內涵為何？ 

A：查勞動基準法第 2條第 4款規定，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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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前 6個月內所得之金額。至於工資，依勞動基準法第 2條第 3

款規定「工資：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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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於計算平均工資期

間，如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屬工資，均應列入平均工資計算。 

 

五、休假問題 

Q10：公部門臨時人員勞動節是否放假？ 

A：勞動節為勞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應放假之日，適用勞動基準法之

勞工工作日如遇勞動節日應放假一日，但事業單位徵得勞工同意

得將勞動節日調移至其他工作日放假。另依同法第 39 條規定，雇

主經徵得勞工同意於勞動節當日出勤，工資應加倍發給。 

 

六、特別休假問題 

Q11：公部門臨時人員特別休假日期如逢例假、紀念日、勞動節日等，

如何計算？ 

A：1、勞工特別休假日期，應由勞雇雙方協商排定，如排定之期間適

逢例假、紀念日、勞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

之日，均應予以扣除。 

2、勞工特別休假旨在調劑身心，從而提高工作效率，故宜於假日

外妥予安排。 

Q12：公部門臨時人員公傷病假期間是否有特別休假？ 

A：依勞動基準法第 38 條規定，勞工享有特別休假為法定之權益。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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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因執行職務遭遇職業災害，在公傷病假醫療期間不能工作，並

非勞工不願繼續工作，且依同法第 59 條第 2款規定，雇主應按其

原領工資數額予以補償，特別休假既為勞工應享有之權益，不應

因而喪失其特別休假之權利。 

Q13：公部門臨時人員於服務滿一定期間之日即因退休而終止契約，

是否有特別休假工資？ 

A：1、依勞動基準法第 38 條規定，凡勞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

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年應給予特別休假。勞工於新年度

開始即因屆齡退休而終止勞動契約，並不影響該勞工當年度特

別休假之權利，雇主應依同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第 3款之規定辦

理。 

2、內政部 76.4.3 台（76）內勞字第 486544 號函所稱「並不影響

該勞工當年度特別休假之權利⋯⋯」係指並不影響該勞工最後

在職當年因基於上年服務滿一年期間之特別休假，雇主應依同

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第 3款之規定辦理。至勞工於服務滿一定期

間之日即因退休而終止勞動契約，因毋須出勤自無特別休假工

資。 

Q14：公部門臨時人員因故離職，應休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發給疑義？ 

A：勞工之特別休假應在勞動契約有效期間為之，惟勞動契約之終止，

如係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時，雇主應發給未休完特別休假日數之

工資。 

 

七、產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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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公部門臨時人員產假及產假期間工資如何計算？ 

A：1、女工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8星期；妊娠 3個月以

上流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4星期，勞動基準法第 50

條及兩性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訂有明文。前開產假期間之計算，

依兩性工作平等法施行細則第 6條規定應「依曆連續計算」。按

產假之規定旨在保護母性之健康，故該假期內如遇星期例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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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包括計算在內。 

2、又，產假期間工資計算，依勞動基準法第 50 條第 2項規定，

女工受僱工作在 6個月以上者，停止工作期間工資照給；未滿

6個月者減半發給。 

3、另，依兩性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復規定，女性受僱者妊娠 2個

月以上未滿 3個月流產或妊娠未滿 2個月流產者，可依兩性工

作平等法第 15 條規定請 1星期及 5日之產假，雇主不得拒絕。

惟產假期間薪資之計算，依相關法令之規定。 

4、受僱者依規定請產假時，機關不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

金、考績或為其他不利之處分。 

Q16：公部門臨時人員可否分娩前開始請產假？ 

A：查勞動基準法第 50 條規定，勞工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

假 8星期，女工如於產前 4週請產假亦屬適當，如勞資雙方協商

決定，妊娠期間女性員工得於產前分次請產假，亦無不可。另現

行勞工法令並無產前檢查假之規定，勞工如需產前檢查，可以請

特別休假或以事、病假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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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有關因優生保健之需要施以減胎手術，可否視同人工流產而核

給流產假疑義？ 

A:1、查勞動基準法第 50 條規定，妊娠 3個月以上流產者，應停止工

作，給予產假 4星期。另，前勞工行政主管機關內政部曾以 74

年 11 月 4 日 74 台內勞字第 359124 號函釋，女工妊娠 3個月以

上實施人工流產，如經優生保健法第 5條規定指定之醫生證明

屬實者，應依勞動基準法第 50 條之規定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4

星期。 

2、至於減胎手術可否視同人工流產而核給流產假，經本會函請行

政院衛生署釋復略以：「優生保健法第 4條規定如下：『稱人工

流產者，謂經醫學上認定胎兒在母體外不能自然保持其生命之

期間內，以醫學技術，使胎兒及其附屬物排除於母體外之方法。』

有關因優生保健之需要施以減胎手術，可否視同人工流產？應

以施術時是否有胎兒及其副屬物排除於母體之事實發生作為判

斷之依據。」 

Q18：勞動基準法第 50 條規定女工分娩前後，應給產假 8週，其「分

娩」應如何認定？ 

A：分娩與流產，依醫學上之定義，懷孕 20 週以上產岀胎兒為「分娩」，

懷孕 20 週以下產出胎兒為「流產」；分娩過程中胎死腹中、分娩

後死產，均依事發當時之懷孕週數來決定其「分娩」或「流產」。

基上，機關內女性臨時人員懷孕 20 週以上分娩者，無論死產或活

產，均應依勞動基準法第 50 條規定，給予產假 8星期，以利母體

調養恢復體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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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職業災害補償問題 

Q19：職業災害補償相關規定為何？ 

A：1、依據勞動基準法第 59 條規定：「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

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列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

事故，依勞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

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①勞工受傷或罹患職業病時，雇主

應補償其必需之醫療費用。職業病之種類及其醫療範圍，依勞

工保險條例有關之規定。②勞工在醫療中不能工作時，雇主應

按其原領工資數額予以補償。但醫療期間屆滿 2年仍未能痊

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力，且不合第

3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 40 個月之平均工資

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③勞工經治療終止後，經指定之

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

殘廢程度，一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償標準，依勞工保險條

例有關之規定。」 

2、工作期間因公受傷，則得依前揭規定，向雇主請求職業災害補

償，且依同法第 61 條規定，其受補償權，自得受領之日起，因

2年間不行使而消滅。其受領補償之權利，不因勞工之離職而

受影響，且不得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 

Q20：公部門臨時人員於適用勞動基準法前發生職業災害，而至適用

該法時仍繼續醫療者，公部門事業單位應否依該法予以職業災

害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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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勞動基準法第 59 條規定：「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

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列規定予以補償。」基此，職業災害

補償請求權係以勞工因職業災害而發生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

事故時，要件始具備，而以此時點認定雇主須否負勞動基準法之

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因此職業災害之原因事實若發生於勞動基準

法適用之前，而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發生於勞動基準法適用

之後，因請求權要件具備時，有勞動基準法之適用，是雇主仍應

負該法職業災害補償責任。是以，公部門臨時人員職業災害之原

因事實發生於勞動基準法適用前，而至適用該法時仍未痊癒，須

繼續醫療，雇主即應依該法第 59 條第 1款規定，補償其必需之醫

療費用；勞工在醫療中不能工作者，於適用該法時起雇主應按其

原領工資數額予以補償。 

Q21：公部門事業單位可否僅同意復健時間給予公傷病假，其餘時間

要求出勤？ 

A：1、勞工請假規則第 6條規定，勞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或

疾病者，其治療、休養期間，給予公傷病假。該公傷病假之期

間，依實際需要而定。嗣後若勞工已能工作，僅需定期前往醫

院復健，則復健時間雇主應續給公傷病假。雇主若對勞工請假

事由有所質疑時，可依同規則第 10 條規定，要求勞工提出有關

證明文件。 

2、若勞工職業災害醫療期間已屆滿 2年，仍未痊癒需要治療者，

依勞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2款規定，雇主可繼續按其原領工資數

額予以補償，或一次給付 40 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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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責任。雇主如欲終止與勞工之勞動契約，仍應依該法規定

發給資遣費或退休金。 

Q22：職業災害之工資補償應否隨工資調整疑義？ 

A：查勞動基準法施行細則第 31 條規定：「本法第 59 條第 2款所稱原

領工資，係指該勞工遭遇職業災害前 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

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 1個月正常時間所得之

工資除以 30 所得之金額，為其 1日之工資。」其中所稱「最近 1

個月工資」，係指領月薪之勞工於發生職業災害前已領或已屆期可

領之最近 1個月工資而言。嗣後該勞工之工資如有調整，其工資

補償應自工資調整當日起隨之調整。 

Q23：公部門臨時人員於醫療期間定期契約屆滿終止，公部門事業單

位是否仍應補償？ 

A：1、勞工遭遇職業災害而致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時，雇主應依

勞動基準法第 59 條有關規定予以補償。 

2、另，依同法第 61 條規定，其受補償權，自得受領之日起，因 2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受領補償之權利，不因勞工之離職而受影

響，且不得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 

Q24：公部門臨時人員於受僱期間遭遇職業災害，嗣後契約終止，因

同一事故復發需繼續醫療，公部門事業單位是否應予醫療補

償？ 

A：勞工離職後，如因同一事故病發確有醫療需要時，如能證明該事

由係於勞動契約有效期間內發生之延續，雇主仍應依勞動基準法

規定予以醫療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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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公部門臨時人員職業傷病期間未經同意，自行轉診至非勞保特

約醫院，公部門事業單位應否補償其必需之醫療費用？ 

A：根據勞工保險條例第 40 條規定被保險人罹患傷病時，應向保險人

自設或特約醫療院、所申請診療。被保險人未依上開規定就診，

致其醫療費用自付，雇主應否補償其必需之醫療費用，法無明文

規定，可由勞資雙方自行協商決定。 

Q26、公傷假如何認定？ 

A：有關勞工公傷假之認定，宜依照勞工安全衛生法第 2條有關職業

災害之定義而認定是否公傷，至於「勞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

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自可列為參考。 

Q27：公部門臨時人員因職業傷害，其勞保醫療給付不足部分應否由

公部門事業單位補償？ 

A：1、勞工遭受職業傷害，雇主應予補償為勞動基準法上強行規定，

但如同一事故得以勞保醫療給付抵充之。勞保醫療給付不足，

而確有繼續醫療之必要者，自應由雇主負責補償。 

2、前項「有繼續醫療之必要」得由醫師認定或由勞雇雙方約定（明

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合致）定之。 

Q28：依撫卹救助辦法由機關發給勞工之撫卹金或殮葬補助費可否抵

充職災補償費？ 

A：有關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雇主自應依勞動基準法 59 條規定予以

補償。但如同一事故，已由勞工保險、其他保險（機關負擔保費），

或類似省營事業單位原以給付職災補償為宗旨之撫卹救助辦法發

給之勞工撫卹金及殮葬補助費等自可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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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9：公部門臨時人員遭遇職業災害後，在復健期間或醫療終止復職

時，無法勝任原有工作，公部門事業單位是否得將該臨時人員

轉調職務？ 

A：1、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醫療期間不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領工

資數額予以補償。所稱不能工作係指不能從事勞動契約中所約

定之工作，前經本會台 85勞動 3字第 100018 號函釋有案。 

2、勞工遭遇職業災害後，治療終止復職，雇主如欲調動勞工工作，

因屬勞動契約中工作場所或應從事工作之變更，除依勞動基準

法施行細則第 7條之規定，應由雇主與勞工商議約定外，另如

雇主確有調動勞工工作必要，應依調動勞工工作之五項原則辦

理。 

 

九、資遣及退休問題 

Q30：公部門臨時人員的退休金如何規定？ 

A：公部門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前的工作年資，依當時適用的法

令規定或其自訂的規定計算。惟政府基於雇主對僱用者應負有照

扶之義務，比照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7條第 2項之精神，已自 95年

1月 1日起主動為勞工提繳每月薪資之6％退休金於勞保局個人帳

戶，個人也可以在 6％的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金至個人帳戶。 

Q31：公部門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工作年資，該如何計算資遣費

及退休金？ 

A：勞工工作年資自受僱之日起算，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依勞動

基準法施行細則第 5條規定適用該法前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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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資應合併計算。公部門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前的年資，依

當時適用的法令規定或各公部門事業單位自訂的規定計算資遣費

及退休金。而適用勞動基準法後的年資，由雇主依勞工退休金條

例提繳退休金，資遣費則按其適用勞動基準法後之年資，每滿 1

年發給 1/2 個月平均工資，未滿 1年之畸零工作年資，以其實際

工作日數按月、年比例計算，最高以發給 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Q32、公部門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後，可以選擇勞動基準法之退

休金制度嗎？ 

A：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公告指定公部門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

後，公部門臨時人員應適用勞工退休金條例之退休金制度（新

制），並無選擇勞動基準法退休金制度之權利。 

Q33：公部門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後，可以自請退休嗎？公部門

事業單位可以依法強制勞工退休嗎？ 

A：公部門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後，如符合勞動基準法第 53 條規

定，工作 15年以上年滿 55 歲，或工作 25年以上，得自請退休。

勞工如符合第 54 條第 1 項，年滿 60 歲，或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

不堪勝任工作之強制退休要件，雇主仍得依法強制勞工退休。 

Q34：勞工自願提繳的退休金，其提繳率是否可變更？應如何繳納？ 

A：為避免自願提繳者的提繳率變動次數過多，造成困擾，並方便計

算應提繳的金額，提繳率調整一年內以二次為限。勞工自願提繳

的退休金，應由各機關向其收取後，連同各機關負擔部分，一併

向勞保局繳納。 

Q35：新制之退休金何時可以領取？勞工於請領退休金前死亡，遺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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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請領勞工之退休金？ 

A：年滿 60 歲以上者，即得向勞保局請領。此外，提繳新制之工作年

資滿 15年以上，應請領月退休金；提繳之工作年資未滿 15年，

則應請領一次退休金。勞工於請領退休金前死亡時，由遺屬或指

定請領人請領一次退休金。 

Q36：已領月退休金勞工於勞工退休金條例所定之平均餘命前不幸死

亡者，其遺屬是否可請領專戶剩餘之退休金？ 

A：是的，可改由其遺屬或指定請領人一次領回。 

Q37：勞工死亡後無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27 條第 1項之遺屬或指定請領

人者，其退休金如何處理？ 

A：其退休金專戶之本金及累積收益，應歸入勞工退休基金。 

Q38：勞工於成就退休金請領要件時，應如何請領退休金？ 

A：首先必須先填妥申請書，並準備好申請書內所要求檢附之相關文

件，再向勞保局請領。相關申請書表可向勞保局洽取。 

Q39：公部門臨時人員於適用勞動基準法前於同一事業單位之工作年

資，於適用該法後，可否併計疑義？ 

A：查勞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2規定，勞工工作年資自受僱之日起算；

該法施行細則第 5條規定適用本法前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

年資合併計算。故公部門臨時人員於適用該法前之年資，如未有

中斷之情形，於適用該法後其年資應自受僱日起算。 

十、其他 

Q40：公部門臨時人員自適用勞動基準法後，如有勞動條件疑義，可

向何單位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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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部門臨時人員如有勞動條件疑義，可向服務單位人事部門或當地

勞工行政主管關機（詳細地址、電話如后）以及本會（網址：

www.cla.gov.tw）查詢。 

 

 

相關諮詢單位一覽表 

稱 別 地 址 電 話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台北市濟南路 1 段 2-2 號 10樓 02-23979298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電話服務中

心 
台北市延平北路 2 段 83 號 6樓 0800777888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資關係處 台北市延平北路 2 段 83 號 7樓 02-85902819～3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動條件處  台北市延平北路 2 段 83 號 6樓 02-85902724～37 

台北市政府勞工局 台北市市府路 1 號 5樓 
02-27208889 

02-27287016～19 

高雄市政府勞工局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路 6 號 07-8124651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加昌路

600 號 
07-3611212～9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新竹市新安路 2 號 035-773311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台南縣新市鄉南科 3路 3 號 06-5051001～2310 

宜蘭縣政府勞工處  宜蘭市縣政北路 1 號 03-9251000 

台北縣政府勞工局  
台北縣板橋市中山路 1段161號7

樓 
02-29603456 

桃園縣政府勞動及人力資源局 桃園市縣府路 1 號 8樓 03-3323530 

新竹縣政府勞工局  新竹縣竹北市光明 6路 10 號 035-518101～391-392 

苗栗縣政府勞工局  苗栗市國華路 1121號 037-357040 

台中縣政府勞工局  台中縣豐原市陽明街 36 號 04-25233484 

南投縣政府社會局  南投市復興路 1 號 049-22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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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勞工局  彰化市中興路 100 號 
04-7264150～1021，

1023 

雲林縣政府勞工局  雲林縣斗六市雲林路 2 段 515 號 05-5371541 

嘉義縣政府社會局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和 2路

東段 1號 
05-3620900轉 103～109 

台南縣政府勞工局  台南縣新營市民治路 36 號 06-6320310 

高雄縣政府勞工局  高雄縣鳥松鄉大埤路 117 號 3樓 07-7330823 轉 215 

屏東縣政府勞工局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路 17號 08-7558048 

台東縣政府社會局  台東市中山路 276 號 089-328254 

花蓮縣政府社會局  花蓮市府前路 17 號 038-225377 

澎湖縣政府社會局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里治平路32號 06-9274400 轉 356 

基隆市政府社會局  基隆市義 1路 1 號 02-24287801 

新竹市政府社會局  新竹市國華街 69 號 5樓 03-5324900 

台中市政府勞工局  台中市中區自由路 2 段 53號 2樓 04-22291730 

嘉義市政府社會局  嘉義市中山路 160 號 05-2254185 

台南市政府勞工局  台南市永華路 2 段 6 號 06-2991111 

金門縣政府社會局  金門縣金城鎮民生路 60 號 0823-25551 

連江縣民政局  
連江縣馬祖南竿介壽村博愛路 76

號 
0836-2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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