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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21 號 委員 提案第 29092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美惠、陳明文、賴品妤等 18 人，鑒於司法院釋字

第八○七號解釋宣告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以性別為

分類標準，對女工形成不利之差別待遇，且女工是否適於從

事夜間工作，往往有個人意願與條件之個別差異，未必適宜

全由工會或勞資會議代表事業單位所有女工而為決定，該項

規定違反憲法第七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應自該解釋公布

之日起失其效力。為使所有勞工不分性別，均同受夜間工作

規定保障，爰擬具「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王美惠  陳明文  賴品妤   

連署人：鍾佳濱  陳素月  吳玉琴  洪申翰  羅美玲  

蔡易餘  陳秀寳  黃秀芳  許智傑  賴惠員  

湯蕙禎  高嘉瑜  邱志偉  沈發惠  江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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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限制女工夜間工作之規定，違反憲法第七條

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爰在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807 號解釋意旨之前提下，秉持性別平等之原則，兼

顧個別勞工需求及事業單位職場設施現況，並賦予工會、勞資會議一定角色，擬具本修正草案，其

修正重點如下： 

一、勞工從事夜間工作，不分性別，同受保障，且明定雇主使勞工於夜間工作，應符合職業安全衛

生有關法令之規定。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變更工作時間之事業單位，於經工會或

勞資會議同意後，除妊娠或哺乳期間女工外，原可不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惟因

該條規定業已失效，故修正該等事業單位亦應符合本法夜間工作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

條之一） 

二、考量個別勞工需求之差異性，並利勞雇實務執行之彈性，雇主使勞工夜間工作，於無大眾運輸

工具可資運用時，所應負擔之協助義務，除提供交通工具或宿舍外，增訂交通費之選項。又

衡酌工會與勞資會議之參與，對於上開協助之完善，應有增益，並兼顧事業單位現行運作秩

序，增訂雇主應於提供協助前，通知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勞方於接獲通知後，得與

雇主進行協商或提交勞資會議討論，雇主不得拒絕。雇主未盡通知義務或拒絕協商、討論者

，依法可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之一及第七十九條

） 

三、為落實憲法對母性保護之精神，明定雇主不得使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於夜間工作。惟為尊重

女工之個人意願，在不影響分娩後母體恢復與健康之前提下，參酌國外立法例及性別工作平

等法之規定，聽取職業醫學科、婦產科與兒科醫學會之專業意見，例外允許哺乳期間之女工

，若有夜間工作意願，於分娩後 6 個月以上、未滿 2 年之期間，經勞工健康服務醫師、職業

醫學科、婦產科或兒科之專科醫師評估建議無需限制其夜間工作者，可以於夜間時段工作。

（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 

四、本法第八十四條之一規定之目的在允許雇主得與核定公告之工作者，依其工作特性以書面另行

約定夜間工作等事項，爰配合修正雇主與該等工作者約定夜間工作，雇主提供有關交通工具

等各項協助，可不受事前應通知工會或勞資會議勞方代表規定等限制。（修正條文第八十四

條之一） 

五、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八條規定，修正女工請求哺（集）乳時間至子女滿 2 歲止，並可於每

日 60 分鐘內不限次數加以運用，且延長工作時間達 1 小時以上者，亦可請求哺（集）乳時間

30 分鐘。（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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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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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

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

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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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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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司法院釋字第八○七號解

釋宣告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

項原則禁止女工夜間工作、

例外得由工會或勞資會議同

意工作之限制規定違憲，業

已失效，且有關雇主使勞工

夜間工作所應負擔之義務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十二

條之一，勞工不分性別均同

受保護，爰刪除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即依第一項規定變

更工作時間之事業單位，其

使勞工夜間工作時，亦應符

合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及第

五十二條之一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四十九條 雇主不得使妊娠

或哺乳期間之女工，於午後

十時至翌晨六時之夜間工作

。但分娩後六個月以上未滿

二年之女工，有工作意願，

經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職業醫學科、婦產科或兒科

之專科醫師評估建議無需限

制夜間工作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九條 雇主不得使女工

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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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

： 

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

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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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所稱必要之

安全衛生設施，其標準由中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業經司法

院釋字第八○七號解釋，宣

告違反憲法第七條保障性別

平等之意旨而失其效力。有

關夜間工作之相關保障規定

，應不分性別，一體適用，

並配合本法之章節編排，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之

一予以規範，本條僅規範女

工妊娠及哺乳期間夜間工作

之限制。 

二、基於憲法母性保護之精神

，保護母體及胎兒之健康，

爰於本條明定禁止女工於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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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定之。但雇主與

勞工約定之安全衛生設施優

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女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

理由，不能於午後十時至翌

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者，雇

主不得強制其工作。 

第一項規定，於因天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必

須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

六時之時間內工作時，不適

用之。 

第一項但書及前項規定

，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

，不適用之。 

娠或哺乳期間從事夜間工作

。惟因仍有部分團體建議應

尊重個別女工之意願，保留

適度之彈性；復參諸國外主

要國家立法例，除美國、英

國、澳洲及新加坡，未限制

女工夜間工作外，德國、日

本及韓國對於分娩後之女工

，亦採原則禁止、例外開放

之規範。經徵詢婦產科及兒

科等醫學會意見，實證上，

夜間工作對於母乳質量並未

有顯著影響。惟為維護母體

恢復健康及哺育母乳，爰參

酌國外立法例、上開醫學會

專業意見及修正條文第五十

二條規範，增列但書規定，

明定哺乳期間之女工於分娩

後六個月以上未滿二年，可

進行夜間工作評估。至有關

評估之醫師，職業醫學科、

婦產科或兒科專科科別及從

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因其

專業，應可為之。 

第五十二條 子女未滿二歲須

女工親自哺（集）乳者，除

第三十五條規定之休息時間

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集

）乳時間六十分鐘。 

前項女工於每日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之延長工作時間

達一小時以上者，雇主應給

予哺（集）乳時間三十分鐘

。 

前二項哺（集）乳時間

，視為工作時間。 

第五十二條 子女未滿一歲須

女工親自哺乳者，於第三十

五條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

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二次

，每次以三十分鐘為度。 

前項哺乳時間，視為工

作時間。 

有鑒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八

條有關受僱者請求哺（集）乳

時間之規定，已修正為至子女

滿二歲止，並有延長工作時間

亦可請求之規定，爰配合修正

本條。 

第五十二條之一 雇主使勞工

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夜

間工作，應符合職業安全衛

生有關法令之規定。 

雇主依前項規定使勞工

工作，於無大眾運輸工具可

 一、本條新增。 

二、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業經司

法院釋字第八○七號解釋，

宣告違反憲法第七條保障性

別平等之意旨而失其效力。

該條夜間工作之相關保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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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運用時，應提供交通工具

、交通費或宿舍予以協助。 

前項協助事項，雇主應

於提供前通知工會，事業單

位無工會者，應通知勞資會

議之勞方代表；有變更者，

亦同。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勞

方代表，於接獲通知後，得

與雇主進行協商或提交勞資

會議討論，雇主不得拒絕。 

第二項規定施行前，勞

動契約、團體協約或工作規

則已有相關約定或規定，除

另經協議者外，繼續有效。 

勞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

理由，不能於午後十時至翌

晨六時之夜間工作者，雇主

不得強制其工作。 

定，應不分性別，一體適用

，並配合本章編排，移列至

本條。 

三、雇主使勞工從事夜間工作

，首重安全，考量現行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六條、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及職場夜間

工作安全衛生指引等規定已

可涵蓋「事業單位僱用女性

勞工夜間工作場所必要之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故於第

一項明定雇主使勞工夜間工

作，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有

關法令之規定，以茲明確。 

四、第二項明定雇主使勞工夜

間工作，於上、下班時段，

無任何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

用，雇主應至少提供交通工

具、交通費或宿舍，以維護

勞工工作之夜行安全，並利

勞雇實務執行之彈性。 

五、考量工會與勞資會議之參

與，對於前開協助措施之完

善，應有增益，並兼顧事業

單位現行運作秩序，爰於第

三項明定雇主應於協助措施

提供前通知工會或勞資會議

之勞方代表；有變更者，亦

同。勞方於接獲通知後，如

認有必要調整，得與雇主進

行協商或提交勞資會議討論

，雇主不得拒絕。 

六、為避免本條施行後，勞工

原有之權益遭受不利益之變

更，爰於第四項明定原有勞

動契約、團體協約或工作規

則約（規）定之安全衛生設

施及交通工具等各項，繼續

有效。 

七、第五項規定由現行第四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移列並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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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條 違反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四

十五條第一項、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

之一第五項或第六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者，處六個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七十七條 違反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四

十五條第一項、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

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者，處六個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配合現行條文第四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移列至第五十二條之一

第五項，所為之修正。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

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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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

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或

第五十九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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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條規定者，處新臺

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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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

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

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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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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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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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

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

一、第一項第一款配合現行條

文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無大眾

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之雇主

義務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二項，修

正條次。並配合新增第五十

二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於第

一項第一款定其罰則。爰雇

主如未提供交通工具、交通

費或宿舍之協助、未盡通知

義務或拒絕工會所提協商、

勞資會議討論者，應予處罰

。至雇主使勞工於夜間工作

，未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有關

法令之規定，則依職業安全

衛生有關法令予以處分。 

二、第二項配合現行條文第四

十九條第五項規定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四十九條，修正條

次。 

三、第三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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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

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

二分之一。 

、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

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

二分之一。 

第八十四條之一 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

，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

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夜

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

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第

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

三十七條、第五十二條之一

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

制專業人員。 

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

，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

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

祉。 

第八十四條之一 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

，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

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

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

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

、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

規定之限制。 

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

制專業人員。 

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

，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

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

祉。 

一、有鑒於本條規定目的在允

雇主得與核定公告之工作者

依其工作特性，個別以書面

另行約定夜間工作等事項，

爰配合夜間工作規定由第四

十九條移列至第五十二條之

一，修正本條第一項規定，

雇主與該等工作者約定夜間

工作，可不受第五十二條之

一第三項有關提供交通工具

之各項協助前，應通知工會

或勞資會議勞方代表規定等

限制。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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