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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提案 

  

主文： 

您是否同意，應廢止立法院於 2018 年 1 月 10 日三讀通過就勞動基準法

相關條文之修正，由立法院重新討論審議？ 

   

理由： 

一、立法院於 2018 年 1 月 10 日三讀通過以行政院版本為主要內容的《勞

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修正內容包括： 

  

（一）提高加班上限：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單月加班工時上限得

提高至 54 個小時，每 3 個月總加班工時上限維持 138 個小

時； 

（二）縮短輪班間隔：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輪班間隔以 11 小時為

原則，但因情況特殊，經勞動部公告，並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

意者，間隔之休息時間得縮減為 8 小時； 

（三）鬆綁「七休一」：勞工於七日中應有之一日例假，因情況特

殊，經勞動部公告，並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者，得於七日周

期內挪移調整； 

（四）取消擬制工時：勞工於休息日之加班工時計算，取消「做一算

四、做五算八」之擬制工時規定，改為核實計算； 

（五）特休假可遞延：勞工於當年度未休完之特休假日，經勞資協商

得遞延一年，未修畢之日數再折算為工資； 

（六）加班費換補休：經勞資雙方同意，勞工在正常工時以外或休息

日加班，加班費可換為補休，補休時數以實際加班時數 1：1

抵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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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基準法》之內容規範，是以國家法律之強制力要求雇主在勞工

待遇上，應當遵循的最低標準，攸關數百萬勞工的勞動條件與生活境

況。然而，執政黨在 2016 年以「落實周休二日」為由，推動「一例一

休」立法、取消 7 天國定假日，修正條文經施行尚未滿一年，卻又以

「一例一休缺乏彈性」為由，再修《勞基法》，且修法過程及內容均不

斷引發爭議，最後以執政黨在立法院之人數優勢表決通過。故無論《勞

基法》再修正之條文內容是否適當，以公民投票之直接民主方式，讓人

民對法案行使複決權，重新確認《勞基法》再修條文的民主正當性，實

屬必要。 

  

三、細究《勞基法》再修法之過程，勞動部公告草案後，僅 7 日即截止意

見蒐集，違反法規草案應公告 60 日開放諮詢的正當修法程序，更遭到

勞動部法規會委員批評，修法版本乃在行政院主導下強勢通過，嗣後更

導致前勞動部次長廖蕙芳，因不認同修法，自行請辭。法案一讀付委

後，更在復議期未過時就倉促排審，而委員會也僅就 8 條修正條文中

的 2 條進行討論，即停止審查，罔顧實質審查與程序正義，並在尚未

有實質評估報告與明確數據之前，便由執政黨召委宣告「審查完畢」。

其修法過程粗暴，缺乏民主國家推行政策所應具備之審慎評估與充分討

論，諸多修法疑慮未獲釐清，對勞工之傷害亦沒有回應。 

  

四、勞動部也曾在 2017 年 11 月針對「提高加班上限」、「放寬七休一」

及「取消擬制工時」等修法條文進行受雇者意見調查，結果指出，反對

修法之佔比均遠高於贊成者；且根據《勞基法》1 月 10 日三讀後之最

新民調，亦有逾 5 成民意認為整體修法對勞工「減少保障」，另有近 7

成支持以公投來要求立法院重新審議《勞基法》。顯見，以公投複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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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勞基法》修法過程在代議民主體制內未臻完備之民意基礎，亦屬

應當。 

  

五、有關實際修法內容，亦引起廣泛爭議。其中，如「提高加班上限」、

「鬆綁七休一」、「取消擬制工時」與「縮短輪班間隔」等條文，因我

國工會組織率低落、勞資會議對勞工之保護強度不足，主管機關之行政

資源亦屬有限，將造成把關機制不力，使我國之高工時情況繼續惡化。

為反對上述條文修惡、嚴重向資方傾斜，更有逾 200 位在各界學有專

精之權威學者具名連署，表示本次修法必將帶來「過勞的台灣」，將對

國人勞動、家庭與社會生活造成傷害，讓台灣社會付出慘痛代價。 

  

六、同時，由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所長陳保中等醫療、公

衛研究者者，根據研究文獻與客觀分析對《勞基法》修法所作的「健康

風險評估報告」，也明確指出修法條文將造成勞工陷入短期工作過重、

工作日數過長等情形，對於勞工之睡眠、疲倦、情感、肌肉骨骼、心血

管、代謝與慢性疾病，甚至整體社會之少子化趨勢，均會造成負面影

響，傷害工作健康安全、增加公共危險機會。 

  

七、又，執政黨另行增修通過之「加班換補休」條文，也遭勞動法學專家

邱駿彥教授撰文批評，此舉乃將過去默許之問題明文合法化，將因絕大

部分勞工缺乏協商能力，造成加班卻領不到加班費的不利狀況。另，

「擬制工時」提高加班費之立法設計，原屬執政黨推行「一例一休」

時，為求「以價制量」，藉由提高休息日加班成本，抑制雇主要求勞工

加班之政策手段，以達實質周休二日的立法目標。然而，此次修法卻又

「取消擬制工時」，亦使原降低工時之立法效果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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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綜上所述，立法院於今年 1 月 10 日所三讀通過之《勞動基準法》修正

案，逾越正當修法程序，在政策效果上，更對勞工造成嚴重傷害。因

此，為維護我國推行政策之民主正當性，確實面對人民對其勞動生活的

真正期待，《勞動基準法》之修正案，有必要交由全體公民複決，由人

民具體的意志展現，決定本次修法之存廢，以期勞動政策之制定，能夠

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