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勞動基準法Q&A 

【特別休假】 

Q：勞基法第38條「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的意涵？ 

A：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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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2)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  

   (3)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  

   (4)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  

   (5)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  

   (6)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其中「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之起算    

      日應自「受僱當日」起算（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條參照），勞工工作滿6個月之後，雇主 

      即有給予特別休假之義務，惟如勞雇協商約定內容優於勞基法，從其規定。 

Q：雇主可否依曆年制(即1月1日至12月31日)計給勞工特休？ 

A： 

   1.如勞雇約定依曆年制(即1月1日至12月31日)分段或預先給假，並無不可【同法施行細則第  

     24條第2項規定、內政部76年3月31日(76)台內勞字第486744號函釋及勞動部105年8月2日 

     勞動條3字第1050131754號函釋參照】。 

   2.採曆年制計給勞工特別休假時，為避免滋生勞資爭議，應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1)於勞動契約或公開揭示的工作規則載明特別休假的計算方式。 

    (2)於契約終止時，雇主須依勞工到職日計算其應休的特休日數，將依曆年制計算所得日數 

       與依勞工到職日計算所得日數相比，若有不足，雇主仍應針對不足數給假或折發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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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勞工的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仍未休畢，是否一律須按日折發工資？倘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到

次一年度實施，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畢，針對仍未休的日數，雇主如何計給工資?

遞延之特別休假何時開始實施?遞延之補休期限是否有限制?  

A： 

   1.勞工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所應享有之特別休假（以下簡稱特休）日數，勞資雙方得 

     協商約定以週年制（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1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6個月以上1年未滿   

     者，為取得特別休假權利後6個月之期間）、曆年制（即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教學 

     單位學年度或事業單位會計年度等方式實施，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特休條件之日起30日內告 

     知勞工排定特休；勞工排定特休期日後，如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 

     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2.前開期間屆滿之日（即年度終結時），針對勞工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以勞工未休畢的 

     特休日數乘以1日工資計算發給工資，或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如勞雇雙 

     方合意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遞延的日數須於次一年度請休特休時，優先扣除(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3項規定參照)；如遞延實施的特休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仍 

     未休畢，雇主應按原特休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給折發工資，不能再合意遞延未 

     休畢特休(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及同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3目規定參照)。 

   3.針對特休應休未休的折發工資，雇主應於約定之工資給付日或年度終結後 30日內發給； 

     如於年度終結前發生契約終止情事，對於特休應休未休的折發工資，雇主應於契約終止 

     時，折算未休特休工資連同應結清的工資給付勞工。  

   4.至1日工資的計算方式，原則上以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計 

     算。按月計酬者，以最近1個月的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換算。  

   5.以「105年10月1日到職之月薪制A勞工，其105及106年每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30,000 

     元、107年每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33,000元、108年每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35,000元， 

     勞資雙方約定工資給付日為次月10日，特休係以週年制方式實施」為例：  

  甲、特休年度終結未休畢:  

   (1)年度終結日係於本次修法施行日(即107年3月1日)前:Ａ於106年4月1日取得特休3日，惟  

      至106年9月30日（年度終結日）仍有2日特休尚未休畢，雇主應於106年10月10日（約定 

      工資給付日）或最遲應於106年10月30日（年度終結後30日）折算發給2,000元（計算方 

      式：30,000/30*2）。  

   (2)年度終結日於本次修法施行日(即107年3月1日)後，且未協商遞延:Ａ於106年10月1日取   

      得特休7日，惟至107年9月30日(年度終結日)仍有2日特休尚未休畢，在未經勞資協商遞   

      延實施特休情形下，雇主應逾107年10月10日(約定工資給付日)或最遲應於107年10月30   

      日(年度終結後30日)折算發給2,200元(計算方式：33,000/30*2)。 

   (3)年度終結日於本次修法施行日(即107年3月1日)後，且協商遞延:Ａ於106年10月1日取得 

      特休7日，惟至107年9月30日（年度終結日）仍有4日特休尚未休畢，經勞資協商遞延實    

      施特休，則A於次一年度(107年10月1日至108年9月30日止)共有14日特別休假，且應優先 

      請休經遞延之4日特別休假。若經遞延之4日特別休假至108年9月30日止，仍有2日未休 

      畢，雇主應於108年10月10日（約定工資給付日）或最遲應於108年10月30日（年度終結 

      後30日）折算發給2,200元（計算方式：33,000/30*2）。  

   乙、特休於契約終止時未休畢：Ａ向雇主預告於106年5月1日自請離職．其當年度特休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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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數尚有3日，雇主最遲應於5月1日折算發給3,000元（計算方式：30,000/30*3）。  

Q：雇主依曆年制(即1月1日至12月31日)給勞工特別休假，如對未滿一定工作年資的勞工預先給

假，惟該勞工在未屆滿一定工作年資前即自請離職，雇主可否要求勞工扣薪還假？ 

A：雇主針對勞工特別休假，依曆年制分段或預先給假，並無不可【內政部（前勞政中央主管機 

   關）76年3月31日（76）台內勞第486744號函釋及勞動部105年8月2日勞動條3字第 

   1050131754號函釋參照】；若雇主針對依到職日計算未滿一定工作年資之勞工已預給特別休 

   假，當該勞工在未屆滿一定工作年資前離職，擬追溯扣回休假日數多於法定日數之工資，應 

   取得個別勞工之同意。雇主可透過書面契約與勞工約定，或由以工作規則加以規範，藉由踐 

   行公開揭示程序，以取得個別勞工的同意。 

Q：特別休假最小之請假單位? 

A：依內政部76年1月15日（76）台內勞字第469940號函函示：「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之特別 

   休假，原則上以日為計算單位，關於建議『公營事業機構勞工特別休假時間准以小時計算』 

   乙案，得由事業位依實際需要明訂工作規則中報准後公開揭示」。是故上開釋示僅係原則性 

   規定，若經勞資協商後，以全日、半日甚或以時計算均無不可。 

Q：雇主可否透過工作規則限制勞工將特別休假排定於週五或週一等休息日或例假日前後的天

數？ 

A：上述作法已違反勞基法第38條第2項特別休假應由勞工排定之規範意旨，依同法第71條規 

   定，應屬無效，不能拘束個別勞工。惟雇主對於勞工將特別休假排定於週五或週一等休息日 

   或例假日前後實施的作法，如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得與個別勞工協商調整。 

Q：雇主對於具有特別休假權利之勞工，可否要求勞工請假應優先請休特別休假？ 

A：在未影響約定工資、全勤獎金發放的前提下，雇主要求勞工應優先請休特別休假，如有不 

   足，再依實際情事請事、病假之作法，雖非法所不許，原則上應徵得個別勞工同意，即勞工 

   雖有事、病假事由，必須出自其意願請休特別休假，如個別勞工不同意改請特休，雇主不可 

   逕以請休特休認計，否則將違反勞基法第38條第2項特別休假應由勞工排定之規定；換言 

   之，如勞工係依實際情事請事、病假，並符合請假規定(即勞工請假規則及事業單位內部的 

   請假程序)，雇主有按勞工實際請假事由給假及並據以核給工資的義務。 

Q：勞工不排休特休，雇主怎麼辦？ 

A：勞基法有關特別休假的規範，目的在使勞工休假，不在使勞工受領折發工資。因此，公司在 

   不違反特別休假由勞工排定實施的原則下，透過績效、經營管理手段督促個別勞工於到職日 

   年度終結前將特別休假休畢，並未違反法令規範意旨。 

Q：公司實施排休制(即將例假、休息日及法定休假日混合調配於每月實施)，勞工可否主張特定

法定休假日要休假不出勤？ 

A：若雇主事先透過勞動契約取得個別勞工同意須按雇主排班方式休假出勤，原則上勞工即有按 

   雇主所製作排班表履行出勤之義務，勞工若未能於排定應出勤日出勤，則應辦理請假手續。 

   若雇主未踐行上述程序，勞工可主張於特定法定休假日休假的權利，如雇主於休假日當日仍 

   有需要勞工出勤，應取得勞工同意調移實施或加倍給薪。 

Q：針對部分工時勞工要如何計給特別休假？ 

A：依勞動部所訂定「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修正規定」，以部分工時勞工全年正 

   常工作時間佔全時勞工全年正常工作時間之比例，乘以勞動基準法第38條所定特別休假日數 

   計給。不足一日部分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惟不得損害勞工權益。但部分工時勞工每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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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數與該事業單位之全時勞工相同，僅每日工作時數較短者，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 

   給予休假日數。 

Q：勞工退休後再聘僱，應該怎麼計算特別休假天數？ 

A： 

   1.勞動基準法第53條規定：「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1、工作15年以上年滿55  

     歲者。2、工作25年以上者。3、工作10年以上年滿60歲者。」第54條規定：「勞工非有下  

     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1、年滿65歲者。2、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 

     作者。前項第1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 

     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55歲。」 

   2.雇主如依前開規定辦理勞工退休事宜，則雇主與退休之勞工之間的勞動契約關係終止。若 

     雇主重新僱用該名退休勞工，雙方為新的勞動契約關係，其工作年資重新計算，特別休假 

     天數另依重新起算之年資給予。 

Q：遲到是否可協商以特休假方式扣抵？ 

A：事業單位針對遲到扣薪訂有規範，係屬公司管理權限的一部，只要扣薪經勞工同意，且遲到 

   扣薪的金額符合比例原則，於法尚無不可；惟如雇主未按比例原則扣取勞工工資致有未足額 

   給付工資情事，則有涉嫌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至於遲到以特休假扣抵部分， 

   應視勞工遲到之事由而定，如勞工係因私人因素致有遲到情事，得以事假方式辦理，惟該公 

   司針對勞工遲到時間仍計給工資的前提下，取得勞工同意(即不影響特休由勞工排定的原則) 

   以特休假折抵遲到時間，於法並無不可。 

Q：事前已請特別休假，遇有颱風無須出勤時，因應作法？ 

A：颱風當日公司所在地之縣市政府公告政府機關學校停止上班時，若事業單位亦比照停止上班 

   時，勞工預先請妥之特別休假，得由勞資雙方自行協商是否扣除。若事業單位未比照公務機 

   關停止上班而須照常上班時，勞工預先請妥之特別休假則不扣除。 

Q：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是否必須記載於「工資各項目計

算方式明細」？ 

A：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5項規定，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 

   工資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該書面通知之形 

   式，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2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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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雇主依法應將勞工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假之日數所發 

   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書面通知勞工。雇主亦得將每年定期書面通知 

   勞工之內容，一併記載於「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發給勞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