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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陳宜民等21人提案
委員柯志恩等16人提案
委員鄭麗君等31人提案
委員王育敏等19人提案
委員李彥秀等17人提案
委員江啟臣等20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 
委員陳宜民等 21 人提案：

第十六條 受僱者任職滿

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

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

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

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

，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

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

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應繼續參加原

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

負擔之保險費，免予繳納

；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

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第十六條 受僱者任職滿

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

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

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

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

，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

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

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

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

負擔之保險費，免予繳納

；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

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

委員陳宜民等 21 人提案： 
一、育嬰留職停薪勞工仍可

參加勞保和就業保險，但

不少勞工以為期間並無

工作，不能續保，以致高

達近四成的育嬰留停勞

工沒續保勞、就保。 
二、育嬰留職停薪勞工即使

續保勞、就保，雇主原本

分攤的七成保費會由政

府吸收。但因本條規定育

嬰留停勞工「得」而非「

應」續保，雇主就算未幫

勞工續保並未違法，加上

很多公司根本不知有此

規定，以致幫員工退保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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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之發放，另以法律定之。

育嬰留職停薪實施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

先行共同生活之受僱者

，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

一項規定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之發放，另以法律定之。

育嬰留職停薪實施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未再幫員工續保。 
三、未續保期間若勞工又懷

孕生產，將領不到勞保生

育給付和就保育嬰津貼

，且也無法累計退休時的

老年年金年資。因育嬰留

職停薪最長可請兩年，等

於最多會浪費兩年年資。 
四、因此，為保障勞工權益

，爰修正任職滿六個月即

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勞

工應繼續參加原有之社

會保險。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本條文不予

修正。 

（修正通過） 
第十八條 子女未滿二歲

須受僱者親自哺（集）乳

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

，雇主應每日另給哺（集

）乳時間六十分鐘。 
受僱者於每日正常

委員柯志恩等 16 人提案：

第十八條 子女未滿二歲

須受僱者親自哺乳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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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員鄭麗君等 31 人提案： 
第十八條 子女未滿二歲

，須受僱者持續哺（集）

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

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

或集乳時間九十分鐘。 
受僱者於每日正常

第十八條 子女未滿一歲

須受僱者親自哺乳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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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柯志恩等 16 人提案： 
根據相關研究母乳中保護

寶寶抵抗感染的免疫因子

，在哺乳的第二年裡會比第

一年還要多，延長母乳餵養

，也有助於鞏固母子親密關

系、建立孩子的安全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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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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哺乳時間，視為

工作時間。 
工時以外時間持續工作

者，雇主應依受僱者之延

長工作時間，按比例給予

哺乳或集乳時間。 
前兩項哺乳或集乳

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長婦女需親自哺乳期至二

歲，以建構對於婦女更為友

善的職場環境。 
委員鄭麗君等 31 人提案： 
一、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孕產婦關懷網站資料表

示，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及

美國小兒科醫學會之哺

乳建議，嬰幼兒於出生後

滿 12 個月後仍應持續搭

配母乳哺育至嬰幼兒出

生後滿 24 個月，或依母

體狀況及嬰幼兒需求而

決定離乳為止。現行法條

僅給予子女未滿一歲之

受僱者哺、集乳時間，變

相鼓勵受僱者於子女年

滿一歲後即行停止授乳

。為鼓勵母乳哺育，爰將

年齡規範自未滿一歲提

高為未滿二歲，以符合最

新醫療建議。 
二、查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

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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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本法第二十三條

，皆以哺（集）乳作為法

律用詞，且本法施行細則

業已說明，所謂親自哺乳

，係包括受僱者以容器貯

存母乳備供育兒之情形

。為統一法律用詞，避免

文字歧異，爰將現行法之

哺乳修正為哺（集）乳。 
三、醫界實證研究指出，嬰

幼兒於未滿六個月前，平

均每二至三小時需餵食

一次，亦即八小時中應有

二至四次之哺乳時間，方

符合嬰幼兒哺育需求。然

現行法規僅規定雇主需

於工作時間中提供二次

哺乳時間，與研究結果及

受僱者之最佳利益尚有

扞格，宜加以調整。 
四、因受僱者個人生理差異

所致，每人每次哺（集）

乳所需之時間長短並不

一致，每日所需之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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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次數亦差異甚大。現

行法條限定受僱者每日

僅能另行獲得兩次哺（集

）乳時間，對於受僱者之

身心健康並非是最有利

之規定。為維護婦女身心

健康，降低哺（集）乳時

之身心壓力，爰提議將現

行分次給予之哺、集乳時

間加以整合，使受僱者可

依個人生理需求，於工作

時間內多次分段使用此

一時間。 
五、查現行各國給予哺乳中

婦女之工作中哺乳時間

，為每日三十分鐘至一百

二十分鐘不等。依現行條

文規定，哺（集）乳時間

以每次三十分鐘為度，若

以八小內餵食三次計算

，每日哺（集）乳時間宜

調整為九十分鐘。 
六、因現行法條未將受僱者

延長工作期間之哺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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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納入考量，爰增定第二

項，要求雇主在受僱者延

長工作期間，應另行給予

受僱者充足之哺（集）乳

時間。 
審查會： 
照委員林靜儀等 3 人所提

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1.第一項將受僱者親自哺

（集）乳之子女年齡，由

未滿一歲，修正為未滿二

歲；並將每日另給哺（集

）乳時間，由每日二次，

每次以三十分鐘為度，修

正為每日六十分鐘。 
2.增列第二項，將延長工作

時間之哺（集）乳時間，

予以明定。 
3.原第二項改列為第三項

，並配合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通過） 
第二十三條 僱用受僱者

一百人以上之雇主，應提

供下列設施、措施： 

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僱用受僱者

二百五十人以上之雇主

，應提供哺（集）乳室。

委員李彥秀等 17 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僱用受僱者

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提

供下列設施、措施： 

第二十三條 僱用受僱者

二百五十人以上之雇主

，應提供下列設施、措施

： 

委員王育敏等 19 人提案： 
一、依本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雇主有設立托兒設施

或提供適當托兒措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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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哺（集）乳室。 
二、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

兒措施。 
主管機關對於雇主

設置哺（集）乳室、托兒

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應

給予經費補助。 
有關哺（集）乳室、

托兒設施、措施之設置標

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

以上之雇主，應提供托兒

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

主管機關對於雇主

設置哺（集）乳室、托兒

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應

給予經費補助。 
有關哺（集）乳室、

托兒設施、措施之設置標

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 

一、哺（集）乳室。 
二、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

兒措施。 
受僱者一百五十人

以上之雇主如違反前項

規定，則依第三十八條之

一規定處罰之。 
主管機關對於雇主

設置哺（集）乳室、托兒

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應

給予經費補助。 
有關哺（集）乳室、

托兒設施、措施之設置標

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 

一、哺（集）乳室。 
二、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

兒措施。 
主管機關對於雇主

設置哺（集）乳室、托兒

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應

給予經費補助。 
有關哺（集）乳室、

托兒設施、措施之設置標

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 

義務，以協助受僱者分擔

育兒責任，滿足其托兒需

求。 
二、本法自民國 91 年實施

至今已十餘年，惟上開規

定仍未全面普及，經查目

前員工達 250 人以上之

事業單位，仍有近兩成未

提供托兒設施或措施，全

國尚有六成以上的受僱

者無法享受企業托兒福

利。 
三、為強化企業社會責任，

協助受僱者解決托兒需

求，爰修正第一項，擴大

現行法適用範圍，凡僱用

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

主，均應提供托兒設施或

適當之托兒措施，俾嘉惠

更多育兒勞工，營造更友

善的勞動職場。 
四、原第一項第一、二款改

列第一、二項，其餘項次

遞移。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26 期 院會紀錄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委員李彥秀等 17 人提案： 
一、按在「受雇人數達 250
人以上公司」之受雇勞工

並非我國勞工人數之主

力，意即仍有許多勞工之

工作環境並未達到性別

工作環境平等之要求，依

103 年度勞動部之「僱用

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可知 30 人以上事業單位

之工作環境有近 9 成並

未設置哺（集）乳室，故

宜鼓勵 30 人以上雇主營

造性別平等之工作環境。 
二、新增第二項，增加 150
人以上公司如未設置相

關設施之強制義務，以落

實性別工作環境平等之

要求。 
審查會： 
照委員王育敏等 4 人及委

員蔣萬安等 3 人所提修正

動議修正通過，除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一句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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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

雇主」外，餘均維持現行條

文。 

（修正通過） 
第二十七條 受僱者或求

職者因第十二條之情事

，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

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

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

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

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賠

償責任。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

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

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

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

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

一部之損害賠償。 
雇主賠償損害時，對

於為性騷擾之行為人，有

求償權。 
被害人因第十二條

委員江啟臣等 20 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受僱者或求

職者因第十二條之情事

，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

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

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

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

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賠

償責任。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

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

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

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

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

一部之損害賠償。 
雇主賠償損害時，對

於為性騷擾之行為人，有

求償權。 
被害人因第十二條

 第二十七條 受僱者或求

職者因第十二條之情事

，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

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

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

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

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賠

償責任。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

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

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

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

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

一部之損害賠償。 
雇主賠償損害時，對

於為性騷擾之行為人，有

求償權。 

委員江啟臣等 20 人提案： 
一、增訂第四項。 
二、訴訟是爭取自身權益的

最後手段，尤其是因工作

關係衍生之司法訴訟，勞

工的權益更不容漠視。勞

動部雖函釋「勞工因事業

單位違反勞動基準法或

勞工安全衛生法等法令

，經司法機關傳喚出庭作

證，應給予公假。」但因

未及於性別工作平等法

，致有公司對因性騷擾案

件請假出庭之員工，拒絕

給予公假，未臻公允；爰

增訂第四項。 
審查會： 
照案修正通過，將第四項條

文修正為：「被害人因第十

二條之情事致生法律訴訟

，於受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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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致生法律訴訟，於

受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

間，雇主應給予公假。 

之情事，衍生司法訴訟，

僱主應給予公假並支付

交通費補助；但受僱者或

求職者涉嫌加害而涉訴

訟者，不在此列。 

間，雇主應給予公假。」。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 雇主違反第

二十一條、第二十七條第

四項或第三十六條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項規定行為之

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

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應按次處罰。 

委員江啟臣等 20 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雇主違反第

二十一條、第二十七條第

四項或第三十六條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項規定行為之

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

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應按次處罰。 

 第三十八條 雇主違反第

二十一條或第三十六條

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項規定行為之

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

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應按次處罰。 

委員江啟臣等 20 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 
二、參考工會法第四十六條

規定，雇主未依第三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給予公假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修正性

別工作平等法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未依同法第二

十七條第四項給予公假

之雇主，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審查會： 
照提案及委員林靜儀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將第

二十七條增列之第四項涵

括在處罰規定內。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 
 委員李彥秀等 17 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之一 雇主違

第三十八條之一 雇主違

反第七條至第十條、第十

委員李彥秀等 17 人提案： 
增列受雇人數 15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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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第七條至第十條、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二十三條第二項者，處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

第一項後段、第二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

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

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應按次處罰。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者，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

第一項後段、第二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

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

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應按次處罰。 

雇主未盡第二十三條義務

之處罰。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本條文不予

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 
 委員李彥秀等 17 人提案： 

第四十條 本法自中華民

國九十一年三月八日施

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十九日修正之第十六條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者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修

正條文自公布日一年後

第四十條 本法自中華民

國九十一年三月八日施

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十九日修正之第十六條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委員李彥秀等 17 人提案： 
增訂違反第二十三條所生

罰則之日出條款，以使受規

範雇主有改善時間。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本條文不予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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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外，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