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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勞死問題之探討 

王 麗 真

 

壹、前言： 

近來社會發生多起因工作上採所謂責任制致工時過長之工程師，因身

體不勘負荷猝死之案例，即所謂之過勞死，乃源自日文 Karoshi，為

一種職業性的突發狀況之死亡，原因在於工作過度所引發。記錄上首

宗過勞死案例發生在日本，其為一名在日本大型公司上班之男性勞

工，於工作期間內突然中風死亡，起初其死因並未被探究，嗣後同一

公司之高階主管亦在沒有明顯疾病之情況下猝死，經媒體披露後此議

即旋即被公開討論，而日本就此種因過度工作猝死之現象稱為過勞

死。 

貳、相關法律規定： 

一、勞動基準法第三十條就勞工每日暨每週之工作時數規定如下： 

勞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數不得超過

八十四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

會者，經勞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數，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數，每日不得超過二小時。

但每週工作總時數不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勞

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數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

作時間不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數不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行業。 

雇主應置備勞工簽到簿或出勤卡，逐日記載勞工出勤情形。此項簿卡

應保存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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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勞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一就工作時間變更原則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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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時者，其延長

之工作時間不得超過二小時。三、二週內至少有二日之休息，作為例

假，不受第三十六條之限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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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勞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就雇主延長工作時間之限制及程序規定如

下： 

雇主有使勞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

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勞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勞工之工作時間連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不得超過十二

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不得超過四十六小時。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勞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

必要者，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

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作時間，雇

主應於事後補給勞工以適當之休息。 

四、勞動基準法第三十五條就勞工應有之休息條件規定如下： 

勞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行輪班制或其

工作有連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行調配其休息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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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勞動基準法第三十六條就勞工例假之條件規定如下： 

勞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例假。 

六、勞動基準法第三十七條就勞工之休假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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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勞動基準法第四十九條就女工深夜工作之禁止及其例外規定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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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就另行約定之工作內容規定如下：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下列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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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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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實務見解： 

茲就國內實務上就與工時問題有關之案例臚列如下： 

一、 勞動二字第０九八００八八六一六號 

事業單位與特殊工作者得另行約定正常工時及延長工時，但實際工作

時間不得超過約定之延長工時。又事業單位應依核備之約定給予例

假，並不得使勞工在該例假日工作。但經徵得勞工同意且加倍發給工

資者，不在此限。 

二、 九十九年度簡字第一三四號 

勞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雇主有使勞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

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勞資會

議同意者，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而雇主延長勞工之工作時間連同正

常工作時間，依同條第二項規定，一日不得超過十二小時，一個月工

作總時數不得超過四十六小時。惟此規定之所以對正常工作時間、延

長工作時間加以限制，係為照顧勞工身心健康防止弊害而設，且同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加成發給，若勞工有加班之事

實，依理自會請領加班費，若以勞工上下班明細表所載，非其實際工

作時間，應可採信；而公司亦無延長工作時間，行政機關以公司違規

延長勞工工作時間，且有應發給加班費而未發給之情事而處以罰鍰，

其認定事實即有違行政程序法第 四十三條之採證法則。 

三、 九十九年勞簡上字第十四號 

勞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雇主有使勞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

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勞資會

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故可知雇主僅在有使勞工延長工時

之必要，且經工會或勞資會議同意後，方可使勞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

外工作，而勞工因此延長工作時間，既係應雇主之要求，雇主自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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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加給工資；若是勞工在未受雇主要求之情況下，自行延長工作時

間，既不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勞工自無強使雇主受領其所提供之勞

務給付，並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 

肆、過勞症之認定標準： 

舊制就因超時工作而造成過勞死之認定，係指過勞死員工在其死前二

十四小時仍然繼續不斷的工作，或在其死亡前一周，每天仍然工作超

過十六個小時以上。或自過勞死當日前推算一個月，其加班時間逾一

百個小時，或自發病日前推算二至六個月，每月加班累計超過八十小

時，惟須有打卡記錄佐證。然而由於此種認定對勞方過於嚴苛，再加

上現今過勞死案例頻傳，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修正職業病認定參考指

引，大幅放寬過勞死認定標準，同時將「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

診斷認定參考指引」修正為「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

者除外）的認定參考指引」，茲就其重點摘要如下： 

一、 將工作負荷是否過重列入判定標準，不再以加班時數為認定

依據。新制判定工作負荷情形的三項標準分別是「異常事件」、「短

期工作過重」及「長期工作過重」。 

二、 降低加班工時的認定標準，易言之，原本發病前一個月要加

班一百小時才算工作過重，現在下修為九十二小時；至於發病前

二至六個月平均每月加班八十小時，則修正為七十二小時。 

三、 增列四種認定疾病：狹心症、嚴重心律不整、心臟停止及心

因性猝死。原本在舊制列舉之疾病種類不變，包括腦出血、腦梗

塞、蜘蛛膜下腔出血、高血壓性腦病變、心肌梗塞、急性心臟衰

竭、主動脈剝離等。此外，其他不在此範圍內之腦、心血管疾病

猝死案件，只要有解剖報告及相關研究文獻支持經綜合判斷後，

仍可為過勞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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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則上就勞工之工作負荷認定，將先聽取勞方或其家屬意

見，再請資方舉證，若資方無法提出反證，則採信勞方主張，亦

即增列雇主舉證原則， 

伍、結論 

為防止過勞死之再度發生，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已委託台大醫院等

九醫院成立職病中心開設「過勞門診」，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提供

高風險勞工健康評估和過勞預防建議，並建立疑似過勞通報機制。 

然而，現仍有許多公司公司採取責任制，亦即要求勞工就其工作

負全責，若於正常上班時間內仍無法完成工作者，下班後仍應繼續留

守崗位以求於確實完成，而多數公司就此種超時勞動均不給付加班

費，顯與勞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延長勞工工作時間連同正常工作時

間，一日不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工作時間，一個月不得超過四十六

小時等規定有違。故主管機關勞委會曾於日前表示，針對現行刑法及

特別法研擬刑事制裁，惟仍處研議階段，尚須經過全面且審慎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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