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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起勞動基準法修正重點

• 將法定正常工時由雙週

84小時縮減為一週40

小時，且雇主不得因上

述正常工作時間之修正，

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之事

由

• 新臺幣2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罰鍰。

縮短正常工時

• 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

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

主不得拒絕，如違反者，

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

• 出勤記錄應記載至「分

鐘」為止，且應保存

「五年」，如違反者，

將處新臺幣9萬元以上

45萬元以下罰鍰。

出勤紀錄

• 雇主得視勞工照顧家庭

成員需要，允許勞工於

不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

數下，在一小時範圍內，

彈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

止之時間(勞動基準法

第30條第1項至第3項

及第30條之1之正常工

作時間)

彈性工時



增訂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

雇主與勞工約定「離職後競業禁止」，應符合下列要件：
（1）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2）勞工須擔
任之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營業秘密；（3）競業禁止之
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及就業對象，不得逾合理範
圍；（4）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
補償，且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所受領之給付。

雇主未符合上述規定中任何一項規定，其與勞工所約定
之條款無效；另明訂合理有效競業禁止條款，最長競業
禁止期間不得逾2年，凡超過2年者，縮短為2年。



增訂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明訂雇主調動勞工工作(調動五原則)，除不得違反勞動契
約之約定外，並應符合

（1）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且不得有不當動機與目的。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3）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4）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5）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增訂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

雇主有意與勞工約定最低服務年限，必需要對勞工有投
入專業培訓費用成本，或提供勞工合理補償，違者其約
定無效。

另發生不可歸責勞工事由導致勞工提前終止勞動契約時，
勞工不用負擔違約相關責任，包含違約金、損害賠償或
返還訓練費用等責任。



修正勞動基準法第44條及第46條

增訂16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
工作，雇主倘違反前開規定，處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另增訂未滿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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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雇主倘違反
前開規定，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本法所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指每日工作時間超
過8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40小時之部分。但依本法
第30條第2項、第3項或第30條之1第一項第一款變更工
作時間者，指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 (§20之1)

本法第30條第5項所定出勤紀錄，包括以簽到簿、出勤卡、
刷卡機、門禁卡、生物特徵辨識系統、電腦出勤紀錄系
統或其他可資覈實記載出勤時間工具所為之紀錄。前項
出勤紀錄，雇主於接受勞動檢查、調查或勞工向其申請
時，應以書面方式提出。 (§21)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本法第37條規定應放假之紀念日如下： (§23)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一月一日。
二、和平紀念日：二月二十八日。
三、國慶日：十月十日。
本法第三十七條所稱勞動節日，指五月一日勞動節。
本法第三十七條所定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如下：
一、春節：農曆一月一日至一月三日。
二、兒童節：四月四日。兒童節與民族掃墓節同一日時，於前一日
放假。 但逢星期四時，於後一日放假。
三、民族掃墓節：定於清明日。
四、端午節：農曆五月五日。
五、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日。
六、農曆除夕：農曆十二月之末日。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國定假日天數由19

日修正為12日。
刪除1/2、3/29、
9/28、10/25、
10/31、11/12、
12/25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本法第37條所定休假日，遇有下列情形者，應予補休：
(§23之1)

1) 本法第36條所定例假。

2) 勞工因本法第30條第1項所定正常工作時間修正縮減致無庸出
勤之時間。

本法第39條所稱休假日，指本法第37條所定休假或第38

條所定特別休假。(§24之1)

本法第44條第2項所稱繁重之工作，指非童工智力或體力
所能從事之工作。所稱危險性之工作，依職業安全衛生
有關法令之規定。(§25)

刪除童工之基本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百分之70。（刪
除童工基本工資之最低限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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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勞動基準法？

勞動基準法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凡經指定適用
該法之行業或工作者，與事業單位具勞雇關係者，雇
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工資、工時、休息、休假…

等），均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至於事業單位之經費來源為何、勞工係部分工時或全
時工作、按件計酬或按時、按日計酬，與此無涉。



勞動條件由勞雇雙方約訂

例：勞雇雙方約定每日工作4小時，
工作1個月(皆無例假)或可休假1個
月，是否可行?

例：勞雇雙方約定時薪100元/時，
是否可行?



工作時間

延長工時

國定假日

延長工時

休假日(國定假日)

特別休假

例假

休息時間

內容

例假

正常工時

休息日



工作時間之定義

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雇主
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

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拘束之休息時間。



工作時間之計算

正常工作時間跨越二曆日者，其工作時應合併計算。

各該場所之工作時間應合併計算，並加計往來必要之
交通時間。

勞工因出差或其他原因於事業場所外從事工作致不易
計算工作時間者，以平時之工作時間為其工作時間。
但其實際工作時間經證明者，不在此限。



工作時間之認定

待命時間

教育訓練時間

早會時間

出差時間

備勤時間

準備與整頓時間



延長工時定義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40小時。【勞基30-1】

本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係指每日工作時間
超過8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40小時之部分。【勞
基施行細則20-1】

部分工時人員(時薪制) 仍須依上述規定核算加班費。



延長工時整理

一、要件及程序：
雇主有需要。
工會同意，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個別勞工同意。

二、上限：
延長工時＋正常工時，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
延長工時，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

假日出勤8小時內之時數不列入當月延長工時46小時



各種假日-例假

勞工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勞基
36】

每7日週期循環之始日與末日應由勞雇雙約定，不因跨
月而另重新起算。

例假日勞工毋須出勤，工資照給。非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不得使勞工於例假日出勤。如因此而停止休假，
應加倍給予當日工資同時予以補休。
如非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勞工已有於該日出勤之事
實，其當日出勤之工資，仍應加倍發給。(除當日工資
照給外，再加發一日工資)



各種假日-國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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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現行休假日共有12日)

休假日有出勤義務之勞工毋須出勤，工資照給。雇主徵
得個別勞工同意，可使勞工於休假日出勤，惟工資應加
倍發給。超過當日正常工時以外的部分依第24條規定加
成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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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日(國定假日)補假疑義

103年5月21日勞動條3字第1030130894號令



投票日出勤薪資給付方式？

投票日為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指定應放
假之日。具投票權且該日原屬工作日之勞工，放假一日；
原毋須出勤者，不另給假給薪。

放假一日，係指自午前0時至午後12時連續24小時。雇
主徵得勞工同意於該日出勤者，應加給該工作時間之工
資，且應不妨礙其投票。

當日原非屬工作日之勞工或無投票權者，除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外，尚不得請求給假及加給工資。（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97年2月25日勞動2字第09701301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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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假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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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1年以上3年未滿
者7日。二、3年以上5年未滿者10日。三、5年以上10

年未滿者14日。四、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
至30為止。【38】

特別休假日勞工毋須出勤，工資照給。如因業務需要，
雇主徵得個別勞工同意，可使勞工於排定之特休日出勤，
惟工資應加倍發給。 (除當日工資照給外，再加發一日
工資)



特別休假有幾天？

勞工於工作滿一年，翌年起即有請特休之權利，惟休假
日期應由勞資雙方協商排定。

例：勞工於89/05/02到職，可休特別休假日數
90/05/02~91/05/01   可休7日
91/05/02~92/05/01   可休7日
92/05/02~93/05/01   可休10日

不因勞工於年度中離職而比例縮減特休日數。

雇主可要求勞工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休畢。



特別休假依曆計算

例：勞工於96/07/01到職，可休特別休假日數

96/1/1 101/1/197/1/1 98/1/1 99/1/1 100/1/1

96/7/1 100/7/199/7/198/7/197/7/1

7天 10天7天

7天3.5天

3.5天 3.5天 3.5天 3.5天 5天 5天

8.5天 10天

5天

到職日



特別休假未休畢雇主應否給付工資？

特別休假應經勞資雙方協商排定。特別休假日期勞雇雙

方如確無法協商排定時，得以勞工當年度應休特別休假

日數之半數，由雇主依事業經營需要予以排定

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特別休假者，其因可歸責

於雇主之事由致未休畢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但

不可事前一次約定以發給工資代替特別休假給予。

年度未休日數可經勞資協商，保留至次一年度休畢。



時薪制勞工特別休假如何計算？

Q ：甲為時薪制勞工，104 年 1 月 1 日到職，約定時薪為 120 

元，104 年度正常工作時間總計 432 小時（不含加班時數），
公司正職員工為每週正常工時 40小時，104 年正常工作時間
為 2,088 小時（不含加班時數），試問甲105年度可休特別
休假應如何給予？

A ：依年資以到職日起算規定(勞動基準法第 84-2 條)，雖時薪制勞工工作時
間及日數較正職勞工少，每日平均出勤時數較低，惟不影響時薪制勞工
年資累計，仍應依法給予特別休假。

故甲工作滿 1 年，依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規定，得享 7 日特別休假，每
日平均正常工時為 432÷2088*8 小時=1.66 小時；時薪制勞工特別休假
期間雖未出勤，仍應給薪，特別休假 1 日工資=1.66小時*120 元(約定工
資)=199 元，7 日合計共 199 元*7 日=1393 元。



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
理及工資給付要點

天然災害發生時（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

視為曠工、遲到或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且

不得強迫勞工補行工作、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

不利之處分：

1.勞工工作所在地經轄區首長依「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

上課作業辦法」（以下稱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止辦公，

勞工因而未出勤時。



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
理及工資給付要點(續)

2.勞工工作所在地未經轄區首長依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

止辦公，惟勞工確因颱風、洪水、地震等因素阻塞交通

致延遲到工或未能出勤時。

3.勞工工作所在地未經轄區首長依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

止辦公，惟其居住地區或其正常上（下）班必經地區，

經該管轄區首長依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止辦公，致未出

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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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

基本工資

原領工資

請假

平均工資

延時工資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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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定義

經常性給予

次要認定原則

是否於企業內部設有
一定給付規範或原則，
而非臨時起意之給予，
亦即制度性之經常

是否基於勞務之對
價

主要認定原則

工資給付是否對應
特定工作內容、目
的、職務等

常見爭議：交通費(津貼)、夜點費、輪班
津貼、節金、年終獎金



工資的種類

基本工資

原領工資
 用於職災工資補償、假日工資(假借)(國定節日、例

假日、特休、婚假、喪假、產假、陪產假)

平均工資
 用於資遣費、退休金、職災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

痊癒之一次補償、職災殘廢補償、職災死亡補償、
預告期間工資

36



基本工資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
21-1】

法定基本工資
月薪 19047元/月(102年4月1日起)

月薪19273元/月(103年7月1日起)

時薪115元/小時(103年1月1日起)

月薪20008元/月 時薪120元/小時(104年7月1日起)



基本工資

僅指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加班費(含延時工資
及假日出勤工資)均不列入核計。

例：員工月薪18000元，週休2日，一個月有2天星期六
需出勤加班，因此月領18000+1200(2日工資)=19200

元



原領工資

職業災害發生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
之工資。計月者以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
間內所得工資除以三十。

39



平均工資的計算

事發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
總日數(日平均工資)

 為免大小月份日數導致金額爭議，83年起以函
釋改為「前6個月工資總額除以6」，求得月平
均工資

按日、按時、按件計者，前述算值如少於該
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60
％者，以60％計

勞保、健保、6％勞工退休金提撥的級距要
如何選

40



工資

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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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基23-2】

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勞基
26】



常見未全額給付工資情況

1.員工未完成交接即離職

2.員工有過失造成公司損失

3.私人借貸

4.曠職

5.全勤獎金

6.遲到



工資-需依比例扣款

1.勞工曠工當日工資得不發給，惟應以扣發當日工資為
限。月有大小，發給與扣發標準應一致。
例：曠職1日扣3日工資

2. 勞工每月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工資，不得低於每
月基本工資扣除因請假而未發之每日基本工資後之餘額。

例：月薪為21000元(內含3000元全勤) ，員工請事假
1日，當月薪資為21000-3000(全勤)-600(事假1

日)=17400元。
上述金額低於19273-642(事假1日)=18631元



工資-造成損失賠償?

3.勞工於工作中故意或過失損壞產品或其他物品，其觸
犯刑章部分，雇主可訴請司法機關辦理；關於民事賠
償部分可由雇主與勞工協商決定賠償金額及清償方式，
如未能達成協議，其賠償非雇主單方面所能認定者，應
循司法途徑解決，不得逕自扣發工資。



工資-補服勞務?

例：勞工排定為14時上班，22時下班，雇主以當日工
工作較不忙碌為由，請員工提前於20時下班，並
扣除2小時工資。

4.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
仍得請求報酬。



加班爭
議

責任
制

旺季

人手
不足

自願

各種加班爭議



延長工時工資計算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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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 上。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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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之2

以上。…。【勞基24】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
不得超過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46小時。【勞基32-2】



延長工時計算方式-月薪制

月薪制，月薪30,000元，當日加班3小時
計算方式：
換算為時薪
30,000÷30天÷8小時＝125元

加班費
前2個小時：125*(4/3)*2=333元
超過2小時：125*(5/3)*1=209元
合計：333+209=542元



延長工時計算方式-時薪制

時薪制，時薪120元，當日加班3小時
計算方式：

加班費
前2個小時：120*(4/3)*2=319元
超過2小時：120*(5/3)*1=200元
合計：319+200=519元



延長工時簡易計算方式

加成基準可前2與後2小時皆用1.5帶入計算加班費

時薪制，時薪120元，當日加班3小時
計算方式：
加班費
前2個小時：120*(4/3)*2=319元
超過2小時：120*(5/3)*1=200元
合計：319+200=519元

皆用1.5帶入計算
120*1.5*3=5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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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排定出勤者：可免除出勤義務（放假），工資照原排班
時數給。

 原排定出勤者：徵得勞工同意者可安排出勤（加班），除
原約定時數工資外再加給一倍工資。

 原排定不出勤者：無出勤義務，本約定無工資。

 原排定不出勤者：徵得勞工同意者可安排出勤（加班），
計給2倍工資。

原排定出勤者 原排定不出勤者

不出勤 工資照給 無工資請求權

出 勤 原工資照給外再加一倍 計給2倍工資

時薪制人員國定休假日計薪方式



女性夜間工作

依勞動基準法第49 條規定，女工不得於午後10 時至翌
晨6 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或經勞資會議同意，
且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方使女工於夜間工作。



課程大綱

案例

解析



公司是責任制

例：某公司為責任制，無論勞工
每日工作時間長短，均不發給加
班費，亦不可換為補休。

違反
勞基法
第24條



案例說明–不可以責任制為由不發加班費

*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正常工
時不得超過40小時(勞基法第30條)

* 超過部分應依規定加給延時工資：「延長工時在2小
時以內，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外加給1/3以上，再延
長工時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外加給
2/3以上。…」 (勞基法第24條)



案例說明 – 加班費計算方式

案例：某勞工月薪為24000元，換算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為100元(24000/[30*8]=100)

加班2小時內 (即工作第9.10小時)

每小時應發給加班費133元
100*[1+(1/3)]=133

再加班2小時內 (即工作第11.12小時)

每小時應發給加班費167元
100*[1+(2/3)]=167



加班費僅用本薪計算

例：某勞工月薪包含本薪21000

元、全勤獎金1000元、職務加給
2000元及業績獎金3000元，但
加班費只用本薪21000元換算，
獎金部分不計入計算基準內。

違反
勞基法
第24條



案例說明 – 加班費計算方式

案例：某勞工月薪包含本薪21000元、全勤獎金1000

元、職務加給2000元及業績獎金3000元，換算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112.5元
(27000/[30*8]=112.5)

*加班2小時內，每小時應發給加班費150元
112.5*[1+(1/3)]=150

*再加班2小時內，每小時應發給加班費188元
112.5*[1+(2/3)]=188

按勞基法第2條及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如獎金為每月固
定發給或與勞務有對價關係，應計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之
計算基準內。



留下來是做私事

例：某公司勞工之上班時間為週一
至週五09:00~18:00 (含休息時間1

小時)，每日工時8小時；另公司訂
有加班制度，然勞工常態性下班時
間超過18:00，卻從未有勞工申請
加班，雇主表示並未指派勞工加班，
勞工留下係從事私人事務。

違反
勞基法
第24條



案例說明 – 留於辦公室不見得不是加班

* 勞動部81年4月6日台勞動二字第09906號函釋規定，
「勞工於工作場所超過正常工作時間自動提供勞務者，
雇主如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或防止之措施者，其提供
勞務時間仍應屬工作時間，並依勞動基準法計給工
資。」



加班只能補休

例：某公司訂有加班制度，然該
公司於到職時與勞工約定，或於
公司人事規章內規定，加班部分
僅可換休(計為補休)，不可申請
加班費。

違反
勞基法
第24條



案例說明 – 加班是以發放加班費為主

* 按勞動部98年5月1日勞動2字第0980011211號函釋
規定「勞雇雙方不得約定於延長工時事實發生前一次
向後拋棄其延長時工資請求權；至於勞工延長工作時
間後，勞工可個別同意選擇補休而放棄領取延長工時
工資，…」



案例說明 – 加班申請單內勞工可自行選擇

勞工可於每次延長工作時間後，自行選
擇請領加班費或申請補休



提早至公司開會或訓練

例：某公司勞工上班時間為週一
至週五09:00~18:00 (含中午休息
1小時)，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然
公司強制要求勞工於每週一
08:30提早至公司開晨會(會議時
間08:30~09:00)，卻未讓勞工申
請加班。

違反
勞基法
第24條



案例說明 – 開會或強制參加的訓練應計為加班

* 勞動部81年1月6日台勞動二字第33866號函釋規定：
「雇主強制勞工參加與業務頗具關連性之教育訓練，
其訓練時間應計入工作時間。惟因訓練時間之勞務給
付情況與一般工作時間不同，其給與可由勞雇雙方另
予議定。又訓練時間與工作時間合計如逾勞動基準法
所訂正常工時，應依同法第24條規定計給勞工延長
工時工資。」



工時過長或休假不足

例：某公司勞工以排班方式出勤，
每日工作時間為8小時，月休6日
(已含國定假日)，國定假日出勤
不額外給假或加給假日工資。

違反
勞基法
第30條
第37條



案例說明 – 工時過長且休假不足

*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月休6日

休休8小時8小時8小時8小時

休8小時8小時8小時8小時8小時

休休8小時8小時8小時8小時8小時

休8小時8小時8小時8小時8小時第1週

週日週六週五週四週三週二週一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8小時

8小時

8小時

* 第1週及第3週正常工時為48小時(8小時*6日)。
* 第2週及第4週正常工時達40小時(8小時*5日)。
* 因正常工時等於或超過法令規定，已無主張國定假日調
移之空間，故公司未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3條所訂之假
日給予勞工休假。



案例說明 – 全年應休假日數

* 每週正常工時40小時，則全年免出勤日數為116日。

* 52（例假→週日）＋52（週六全日）＋12（國定假
日）＝116

休休8小時 8小時8小時8小時8小時

上午

下午

第2週

休休8小時 8小時8小時8小時8小時

上午

下午

第1週

週日週六週五週四週三週二週一



案例說明 – 比照公務人員休假

• 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週休二日，公務人員休假共計115日。

• 勞工需多休假1天(勞動節 5/1) ，全年總休假共計116日。



案例說明 – 比照公務人員以排班休假

• 依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行事曆，當月有多少紅字即
排休多少天，如105年1月紅字共10日，排休10日；
2月紅字共14日，排休14日；3月紅字共8日，排休
8日；…全年總休假共計115日。

• 勞工需多休假1天(勞動節 5/1) ，全年總休假共計
116日。



案例說明 – 國定假日是否調移

* 按勞動部90年3月23日台勞動二字第00382號函釋規定，
「事業單位若依勞動基準法第30條規定安排工作時間而
形成週休二日，且未將休假日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則勞
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3條所列之休假日均應休假。若前
開休假日已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後，與其他工作日對調，
則該休假日已成工作日，當日雇主自可要求勞工出勤。
因此，事業單位實施週休二日制，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第23條所列之休假日當日是否放假，應視當日是否仍為
假日或已成工作日而定。」



案例說明 – 每月應排休日數

* 每月排休日數固定 (已含國定假日)：
平均每月排休9至10日 (116/12=9.67)

如公司因工作性質，無法使勞工排休多日，雇主可徵
得勞工於休假日出勤，再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加給假
日工資。

* 每月排休日數，不含國定假日：
平均每月排休8至9日 ([116-12]/12=8.67)



休假不足

例：某公司勞工以排班方式出勤，
每日工作時間為6小時40分鐘，
月休4至5日。

違反
勞基法
第37條



案例說明 – 工時較短之休假日數

* 每週正常工時40小時，則全年免出勤日數為64日。
* 52（週日）＋12（國定）＝64

休6小時
40分

6小時
40分

6小時
40分

6小時
40分

6小時
40分

6小時
40分

休6小時
40分

6小時
40分

6小時
40分

6小時
40分

6小時
40分

第1週

週日週六週五週四週三週二週一

第2週

6小時
40分



假日出勤未加給工資

例：某公司勞工以排班方式出勤，
每日工作時間為8小時，每月應給
予休假10日，然因工作性質，勞
工每月實際僅排休6日，其餘4日
休假日需出勤，但未加給假日工
資。

違反
勞基法
第39條



案例說明 – 假日出勤應加給工資

* 因業務需要，雇主可徵得勞工於休假日出勤 (但每7

日仍應給予勞工1日例假→勞基法第36條)

* 以月薪24000元為例：
每日工資額 24000/30=800元
4日假日出勤，應加給假日工資 800*4=3200元



工讀生薪資僅以時薪計

例：某公司僱用工讀生，薪資以
時薪120元計，以排班方式出勤。
工讀生甲上班3日(3月27日~29

日)，工作時間分別為8小時、10

小時、8小時，公司僅發給工資
3120元 (26小時*時薪120)。

違反
勞基法
第24條
第39條



案例說明 – 工讀生也應發給加班費及假日工資

3/27上班8小時、3/28上班10小時、3/29上班8小時

* 工資 120*(8+8+8)=2880元
加班費 120*2*[1+(1/3)]=319元
3/29國定假日工資 120*8=960元
共計2880+319+960=415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