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稱：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2 月 27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勞動部 ＞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目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依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均不計入：

一、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

二、因職業災害尚在醫療中者。

三、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減半發給工資者。

四、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而不能繼續其事業，致勞工未能工

    作者。

五、依勞工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者。

六、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請生理假、產假、家庭照顧假或安胎休養，致減少

    工資者。

七、留職停薪者。

 

第 3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所列各業，適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之規定。

 

第 4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及第三項所稱適用

本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係指中央主管機關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規定

指定者，並得僅指定各行業中之一部分。

 

第 4-1 條

（刪除）

 

第 5 條

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並自受僱當日起算。

適用本法前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年資合併計算。

 

   第 二 章 勞動契約



 

第 6 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左列規

定認定之：

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六個月以

    內者。

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六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

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

    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九個月以內者。

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

    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 7 條

勞動契約應依本法有關規定約定下列事項：

一、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

二、工作開始與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休假、例假、休息日、請假及輪

    班制之換班。

三、工資之議定、調整、計算、結算與給付之日期及方法。

四、勞動契約之訂定、終止及退休。

五、資遣費、退休金、其他津貼及獎金。

六、勞工應負擔之膳宿費及工作用具費。

七、安全衛生。

八、勞工教育及訓練。

九、福利。

十、災害補償及一般傷病補助。

十一、應遵守之紀律。

十二、獎懲。

十三、其他勞資權利義務有關事項。

 

第 7-1 條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且應詳細記載本法第九條之一第

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內容，並由雇主與勞工簽章，各執一份。

 

第 7-2 條

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所為之約定未逾合理範疇，應符合下列規定

：

一、競業禁止之期間，不得逾越雇主欲保護之營業秘密或技術資訊之生命

    週期，且最長不得逾二年。

二、競業禁止之區域，應以原雇主實際營業活動之範圍為限。

三、競業禁止之職業活動範圍，應具體明確，且與勞工原職業活動範圍相

    同或類似。



四、競業禁止之就業對象，應具體明確，並以與原雇主之營業活動相同或

    類似，且有競爭關係者為限。

 

第 7-3 條

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之合理補償，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

一、每月補償金額不低於勞工離職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百分之五十。

二、補償金額足以維持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

三、補償金額與勞工遵守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及就業對

    象之範疇所受損失相當。

四、其他與判斷補償基準合理性有關之事項。

前項合理補償，應約定離職後一次預為給付或按月給付。

 

第 8 條

（刪除）

 

第 9 條

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

 

   第 三 章 工資

 

第 10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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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基本工資，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不

包括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與休息日、休假日及例假工作加給之工資。

 

第 12 條



採計件工資之勞工所得基本工資，以每日工作八小時之生產額或工作量換

算之。

 

第 13 條

勞工工作時間每日少於八小時者，除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另有約定或另有

法令規定者外，其基本工資得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

 

第 14 條

（刪除）

 

第 14-1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

二、工資各項目之給付金額。

三、依法令規定或勞雇雙方約定，得扣除項目之金額。

四、實際發給之金額。

雇主提供之前項明細，得以紙本、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或其他勞工可隨時取

得及得列印之資料為之。

 

第 15 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積欠之工資，以雇主於歇業、清算或宣

告破產前六個月內所積欠者為限。

 

第 16 條

勞工死亡時，雇主應即結清其工資給付其遺屬。

前項受領工資之順位準用本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

 

   第 四 章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

 

第 17 條

本法第三十條所稱正常工作時間跨越二曆日者，其工作時間應合併計算。

 

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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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 條

勞工於同一事業單位或同一雇主所屬不同事業場所工作時，應將在各該場

所之工作時間合併計算，並加計往來於事業場所間所必要之交通時間。

 

第 20 條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公告周知：

一、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變

    更勞工正常工作時間。

二、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四項規定延長勞工工作時間。

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但書規定變更勞工更換班次時之休息時間。

四、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調整勞工例假或休息日。

 

第 20-1 條

本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下：

一、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四十小時之部分。但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變更工

    作時間者，為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

二、勞工於本法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之時間。

 

第 21 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五項所定出勤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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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因勞動檢查之需要或勞工向其申請時，應以書面方式

提出。

 

第 22 條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但書所定每三個月，以每連續三個月為一週期，依

曆計算，以勞雇雙方約定之起迄日期認定之。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五項但書所定坑內監視為主之工作範圍如下：

一、從事排水機之監視工作。

二、從事壓風機或冷卻設備之監視工作。

三、從事安全警報裝置之監視工作。

四、從事生產或營建施工之紀錄及監視工作。

 

第 22-1 條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及第三十六條第五項所定雇主

僱用勞工人數，以同一雇主僱用適用本法之勞工人數計算，包括分支機構

之僱用人數。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及第三十六條第五項所定當地

主管機關，為雇主之主事務所、主營業所或公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或

縣（市）政府。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及第三十六條第五項所定應報

備查，雇主至遲應於開始實施延長工作時間、變更休息時間或調整例假之

前一日為之。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不及報備查者，應於原因消滅後



二十四小時內敘明理由為之。

 

第 22-2 條

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所定補休，應依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實

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休。補休之期限逾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約定年度之

末日者，以該日為期限之末日。

前項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時，發給工資之期限如下：

一、補休期限屆期：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補休期限屆期後三

    十日內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

勞工依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

舉證責任。

 

第 22-3 條

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假，以每七日為

一週期，依曆計算。雇主除依同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調整者外，不得使

勞工連續工作逾六日。

 

第 23 條

（刪除）

 

第 23-1 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所定休假遇本法第三十六條所定例假及休息日者，應予補

假。但不包括本法第三十七條指定應放假之日。

前項補假期日，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

 

第 24 條

勞工於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取得特別休假

之權利；其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應依第五條之規定。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

商之下列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

一、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六個月以上一年未

    滿者，為取得特別休假權利後六個月之期間。

二、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間。

三、教育單位之學年度、事業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雙方約定年度之期間

    。

雇主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告知勞工排定特別休假，應於勞工符合

特別休假條件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第 24-1 條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年度終結，為前條第二項期間屆滿之日。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發給工資之基準：

（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

（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

      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三）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

      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

二、發給工資之期限：

（一）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年度終結後三十日內

      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

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

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

 

第 24-2 條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五項所定每年定期發給之書面通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雇主應於前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發給工資之期限前發給。

二、書面通知，得以紙本、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或其他勞工可隨時取得及得

    列印之資料為之。

 

第 24-3 條

本法第三十九條所定休假日，為本法第三十七條所定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

定特別休假。

 

   第 五 章 童工、女工

 

第 25 條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依職業安全衛生有關

法令之規定。

 

第 26 條

雇主對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請產假之女工，得要求其提出證明文件。

 

   第 六 章 退休

 

第 27 條

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

之年齡，應以戶籍記載為準。

 

第 28 條



（刪除）

 

第 29 條

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所定雇主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分期給付勞工退休金

之情形如下：

一、依法提撥之退休準備金不敷支付。

二、事業之經營或財務確有困難。

 

第 29-1 條

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退休金數額，按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之給

與標準，依下列規定估算：

一、勞工人數：為估算當年度終了時適用本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一條

    第一項保留本法工作年資之在職勞工，且預估於次一年度內成就本法

    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退休條件者。

二、工作年資：自適用本法之日起算至估算當年度之次一年度終了或選擇

    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前一日止。

三、平均工資：為估算當年度終了之一個月平均工資。

前項數額以元為單位，角以下四捨五入。

 

   第 七 章 職業災害補償

 

第 30 條

雇主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補償勞工之工資，應於發給工資之日給與。

 

第 31 條

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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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正常

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為其一日之工資。

罹患職業病者依前項規定計算所得金額低於平均工資者，以平均工資為準

。

 

第 32 條

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但書規定給付之補償，雇主應於決定後十五日內

給與。在未給與前雇主仍應繼續為同款前段規定之補償。

 

第 33 條

雇主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給與勞工之喪葬費應於死亡後三日內，死亡

補償應於死亡後十五日內給付。

 

第 34 條

本法第五十九條所定同一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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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付之費用如由勞工與雇主共

同負擔者，其補償之抵充按雇主負擔之比例計算。

 

第 34-1 條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或殘廢時，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為其

投保，並經保險人核定為職業災害保險事故者，雇主依本法第五十九條規

定給予之補償，以勞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依本法第五十

九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標準計算之。

 

   第 八 章 技術生

 

第 35 條

雇主不得使技術生從事家事、雜役及其他非學習技能為目的之工作。但從

事事業場所內之清潔整頓，器具工具及機械之清理者不在此限。

 

第 36 條

技術生之工作時間應包括學科時間。

 

   第 九 章 工作規則

 

第 37 條

雇主於僱用勞工人數滿三十人時應即訂立工作規則，並於三十日內報請當

地主管機關核備。

本法第七十條所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依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計算

。

工作規則應依據法令、勞資協議或管理制度變更情形適時修正，修正後並

依第一項程序報請核備。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通知雇主修訂前項工作規則。

 

第 38 條

工作規則經主管機關核備後，雇主應即於事業場所內公告並印發各勞工。

 

第 39 條

雇主認有必要時，得分別就本法第七十條各款另訂單項工作規則。

 

第 40 條

事業單位之事業場所分散各地者，雇主得訂立適用於其事業單位全部勞工

之工作規則或適用於該事業場所之工作規則。

 

   第 十 章 監督及檢查

 



第 4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發布次年度勞工檢查方針。

檢查機構應依前項檢查方針分別擬定各該機構之勞工檢查計畫，並於檢查

方針發布之日起五十日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依該檢查計畫實施檢

查。

 

第 42 條

勞工檢查機構檢查員之任用、訓練、服務，除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3 條

檢查員對事業單位實施檢查時，得通知事業單位之雇主、雇主代理人、勞

工或有關人員提供必要文件或作必要之說明。

 

第 44 條

檢查員檢查後，應將檢查結果向事業單位作必要之說明，並報告檢查機構

。

檢查機構認為事業單位有違反法令規定時，應依法處理。

 

第 45 條

事業單位對檢查結果有異議時，應於通知送達後十日內向檢查機構以書面

提出。

 

第 46 條

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訴得以口頭或書面為之。

 

第 47 條

雇主對前條之申訴事項，應即查明，如有違反法令規定情事應即改正，並

將結果通知申訴人。

 

第 48 條

（刪除）

 

第 49 條

（刪除）

 

   第 十一 章 附則

 

第 50 條

本法第八十四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係指依各項公務員人事法令

任用、派用、聘用、遴用而於本法第三條所定各業從事工作獲致薪資之人



員。所稱其他所定勞動條件，係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安全衛生、福

利、加班費等而言。

 

第 50-1 條

本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稱監督、管理人員、責任制

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工作，依左列規定：

一、監督、管理人員：係指受雇主僱用，負責事業之經營及管理工作，並

    對一般勞工之受僱、解僱或勞動條件具有決定權力之主管級人員。

二、責任制專業人員：係指以專門知識或技術完成一定任務並負責其成敗

    之工作者。

三、監視性工作：係指於一定場所以監視為主之工作。

四、間歇性工作：係指工作本身以間歇性之方式進行者。

 

第 50-2 條

雇主依本法第八十四條之一規定將其與勞工之書面約定報請當地主管機關

核備時，其內容應包括職稱、工作項目、工作權責或工作性質、工作時間

、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等有關事項。

 

第 50-3 條

勞工因終止勞動契約或發生職業災害所生爭議，提起給付工資、資遣費、

退休金、職業災害補償或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扶助。

前項扶助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第 50-4 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六日修正生效前，雇主有

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於修正生效後，尚未清算完結或破產終結者，勞

工對於該雇主所積欠之退休金及資遣費，得於同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數

額內，依同條第五項規定申請墊償。

 

第 51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