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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假服務法規、辦理流程及實務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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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公務員服務法

參、公務人員（聘僱人員）差勤法規

肆、問題探討及Q&A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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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與為民服務

⚫ 差勤管理與辦公紀律

⚫ 行政效率與政策落實

壹、前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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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假服務相關法規
◼ 公務員服務法（89.7.19修正）

◼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108.10.1修正）

◼ 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107.8.31修正）

◼ 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108.5.1修正）

◼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108.10.5修正）

◼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109.7.15修正）

◼ 性別工作平等法（105.5.18修正）

◼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108.4.29修正）

壹、前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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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28.10.23

• 修正第13.22.23.24條32.1.4

• 修正第12.13條36.7.11

• 修正第13.14.14-1.14-2.14-3.22-1條85.1.15

• 修正第11條89.7.19

貳、公務員服務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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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

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
（不包含純勞工）

貳、公務員服務法-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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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時間

及休息
請假

貳、公務員服務法-權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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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誓言
忠心努力

服從長官
命令

保守
公務機密

誠實清廉
謹慎勤勉

執行職務
專心職務

貳、公務員服務法-義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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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11條）

◼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2條）

◼ 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
務許可辦法（第14條之2）

貳、公務員服務法-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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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
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14Ⅰ）
 法令
1. 指法律（法、律、條例、通則）、法規命令(規程、規則、細則、

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組織法規（組織法、組織條例、組織
通則、組織規程、組織準則、組織自治條例、編制表及依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訂定發布之處務規程、辦事細則）、地方自治
團體所定自治條例及與上開法規處於同等位階者。

2. 前開法令所規範之內容，須明確規定該等職務或業務得由公務
（人）員兼任、由政府機關(構)指派兼任，或公務員為政府機關
代表等，足資認定該等職務或業務係由具公務員身分者兼任時，
始得作為公務員兼職依據。

3. 包括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
縣（ 市）政府及縣（市）議會依法令指派或遴聘（派）兼任，以
及政府機 關（構）依法令指派或遴聘（派）學者兼任，亦得作為
公立學校校長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依據。

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解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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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
1. 依司法院釋字第42號解釋，指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

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
2. 「依法令從事公務者」應由各該職務設置依據法令之權責機關

（構）認定之。
 業務
經綜整司法院以往就業務之個案所為解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及
法院等相關判決，包括醫師、律師、會計師等領證職業，及其他
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事務。
【備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自109年7月17日起改制為懲戒法院。

參考資料：
銓敘部108年11月25日部法一字第1084876512號函、銓敘部 110.03.09.部法一字第11053313211號令

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解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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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依司法院釋字第71號解釋意旨，無論是否為通常或習慣上所稱之

業務，祇須與本職性質或尊嚴有妨礙之事務，公務員均不得為之。
2. 非屬服務法第14條所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之情形，

包括：
1) 經權責機關（構）認定為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務。
2) 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事務，係屬具社會公益性質者。
3) 從事同種類行為之事務，係不具「經常」及「持續」性者。
4) 公務員於公餘時間因從事或參與社會公益性質之事務而依各該
專業法規辦理相關事宜（如執業登錄、加入公會等）者。

參考資料：
銓敘部108年11月25日部法一字第1084876512號函、銓敘部 110.03.09. 部法一字第11053313211號令

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解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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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務人員差勤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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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度修正發布

(一)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正過程及重點

減少事假
喪假日數
增訂政務
人員休假
日數7日

36.8.2 87.12.31

增訂
生理假
及家庭
照顧假

增訂
產前假
陪產假
懷孕流產

90.1.11 90.12.30 91.3.28 93.1.15

公布
施行

強制休假
日數7日
修正為
14日

增訂
法定傳染病
強制隔離
核給
公假

97.3.19

陪產假
日數2日
修正為

3日

101.8.28

政務人員
休假日數
7日修正
為14日

104.1.22

陪產假
日數3日
修正為5日
侍親、育嬰
留停復職，

復職當（次）年
休假核給之放寬

事假日數
5日修正
為7日
休假

改以時計

107.11.16 108.10.1

修正
強制
休假
日數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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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別

及日數
計假方式

留職停薪

規定

代理規定
請假程序

所需證件

未依程序請

假之處理

休假補助
性質特殊機

關請假規定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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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
事假（7）
病假（28）、生理假（1）、延長病假（1年）
婚假（14）
產前假（8）、娩假（42）流產假（42、21、

14）
陪產假（5）
喪假（15、10、5）
捐贈骨髓或器官假

◼ 公假
◼ 休假（30、28、21、14、7）

假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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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假 1

17

◼ 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7日。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
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年准給7日，其請假日數
併入事假計算。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應按日扣除俸（薪）
給。（§ 3Ⅰ①）

 性別工作平等法§20：「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
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

 勞動部針對家庭照顧假之解釋：
1. 有關「家庭成員」、「嚴重之疾病」及「其他重大事故」之定義，

為免限縮立法意旨，不另加以定義。
2. 倘受僱者確有親自照顧之需求，經敘明親自照顧之必要性，可依

上開規定請假。

 銓敘部函釋：倘公務人員確有性平法及請假規則所定須親自照
顧家庭成員之需求而依規定申請家庭照顧假，各機關不得拒絕。

參考資料：勞委會96年1月10日勞動3字第0950074373號函、勞動部105年9月6日勞動條4字
第1050079026號函、銓敘部109年12月11日部法二字第1095307049號函



◼ 事假所給日數之計算方式
任職未滿1年者，依在職月數比例計算後未滿半
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1日者，以1日計。
（§ 3Ⅱ）

「任職未滿1年者」係指初任人員到職或於年中（非1月）再
任或復職至年終不滿1年者而言，其事假應依在職月數比例
計算；至1月即已在職人員於年中因辭職、退休、退職、資
遣、留職停薪、停職、撤職、休職或受免職處分而未全年在
職者，當年得核給事假日數仍為5日（107.11.18後事假日數
為7日）。

參考資料：銓敘部97年10月1日部法二字第0972978545號書函

事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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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假
因疾病或安胎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每年准給
28日。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
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
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其超過者，以事假抵銷。

◼ 延長病假
因重大傷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或因安胎確有需要請假休
養者，於依規定核給之病假、事假及休假均請畢後，經
機關長官核准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自第1次請延長病假
之首日起算，2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1年。但銷假上班1

年以上者，其延長病假得重行起算。（§ 3Ⅰ②）

病假及延長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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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結婚者，給婚假14日。
應自結婚之日前10日起3個月內請畢。但因特殊
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者，得於1年內請畢。
（§ 3Ⅰ③）

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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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前假
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8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 娩假
分娩後，給娩假42日。

◼ 流產假
懷孕滿20週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42日；懷孕12週以上未滿20週流產
者，給流產假21日；懷孕未滿12週流產者，給流產假14日。娩假及流
產假應一次請畢。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
部分娩假，並以12日為限，不限一次請畢；流產者，其流產假應扣除
先請之娩假日數。 (分娩後及流產後之娩假應一次請畢)。（§3Ⅰ④）

◼ 陪產假
因配偶分娩或懷孕滿20週以上流產者，給陪產假5日，得分次申請。但
應於配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15日（含例假日）內請畢。（§3Ⅰ⑤）

產前假、娩假、流產假、陪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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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15日。
◼ 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給喪假10日。
◼ 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
母、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5日。

◼ 除繼父母、配偶之繼父母，以公務人員或其配偶
於成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該繼父母死亡前仍
與共居者為限外，其餘喪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
在之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限。

◼ 喪假得分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3Ⅰ⑥）

喪假

22



◼ 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3Ⅰ⑦）

捐贈骨髓或器官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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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假

◼ 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者。
◼ 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經機關長官
核准者。

◼ 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 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 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
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間在2年以內者。

◼ 奉派或奉准參加與職務有關之訓練進修，其期
間在1年以內者。但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 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
24



◼ 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
項會議或活動，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
經機關長官核准者。

◼ 參加本機關舉辦之活動，經機關長官核准者。
◼ 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
離者。但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
此限。

◼ 依考試院訂定之激勵法規給假者。
◼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到場配合防疫工作（傳染病
防治法§38）

參考資料：銓敘部104年7月21日部法二字第10439993003號書函

2公假

25



◼ 公假
為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4條所規定，期間由機關視實際需
要定之。

◼ 公差
 考試院（46）台試秘二字第0842號函：公差與公假，
有顯著區別，前者係由機關指派執行一定之任務，後
者為請假規則第4條所明定。

 適用差旅費報支之規定。
◼ 公出
公出與公差性質上並無不同。惟公出通常指短時外出處
理公務，不涉及差旅費之報支。

差假名詞意義及適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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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至年終連續服務（§7Ⅰ）

 滿1年者，第2年起，每年應給休假7日。

 滿3年者，第4年起，每年應給休假14日。

 滿6年者，第7年起，每年應給休假21日。

 滿9年者，第10年起，每年應給休假28日。

 滿14年者，第15年起，每年應給休假30日。

◼ 初任人員（§7Ⅱ）

 於2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年終在職月數比例，
於次年1月起核給休假。

 其計算方式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第
3年1月起，依前述規定給假。

1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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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因轉調（任）或因退休、退職、資遣、辭職再
任年資銜接者，其休假年資得前後併計。（§8Ⅰ）

◼ 因辭職、退休、退職、資遣、留職停薪、停職、撤職、
休職或受免職懲處，再任或復職年資未銜接者，其休假
年資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7條第2項規定計算。但侍親、
育嬰留職停薪者，其復職當年度及次年度休假，均按前
一在職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

◼ 休假得以時計；每年至少應休假日數由總統府、國家安
全會議及五院定之。休假並得酌予發給補助。
→確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長官核准無法休假時，酌予獎勵。
→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當年未休假且未予獎勵者，得累
積保留至第3年實施，但於第3年仍未休畢者，視為放棄。
（§10Ⅰ.Ⅱ）

2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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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休假
留職停薪事由 復職後休假之核給

原則
年資未銜接者，於次年1月起按復職當月至年終
之在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

例
外

依法應徵服兵役
（留職停薪辦法§4Ⅰ①）

年資銜接者，以復職前一年年終之休假年資，依
請假規則第7條所定日數，乘以復職當月至年終
之在職月數比例，於復職時核給休假。

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
（留職停薪辦法§5Ⅰ①）

復職當年度及次年度休假，均按前一在職年度實
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

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
尊親屬年滿65歲以上或

重大傷病須侍奉
（留職停薪辦法§5Ⅰ③）

復職當年度及次年度休假，均按前一在職年度實
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

參考資料：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7、§8；銓敘部95年11月15日部法二字第0952716602號令29



◼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休假計算問題？
A：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之人員休假計算，其復職當年度及次
年度休假，均按前一在職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

1. 於103年6月1日辦理留職停薪，並於同年9月復職（103

年休假年資21日），復職後當年休假日數為21日，次年
104年休假日數為21*9/12=15.75日≒16日。【當年度留
停復職】

2. 於103年4月1日至104年3月辦理留職停薪，並於104年4

月復職（103年休假年資21日），104年復職後休假日數
為 21*3/12=5.25 日≒ 5.5 日；另 105 年休假日數為
21*9/12=16日。【跨年度留停復職】

休假 4

30



5休假

任職

• 105年2月1日

留職停薪

• 105年7月1日

復職

• 106年7月1日

例1.服兵役

106年休假：7*11/12（到職後

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

*6/12（復職當月至年終之在

職月數比例）=3天

107年休假：7天

例2.育嬰/侍親

106年休假：

7*5/12=3天

107年休假：

7*6/12=3.5天

例3.其他原因

106年無休假

107年休假：

7*6/12=3.5天
31



◼ 政務人員及民選地方行政機關首長未具休假14日
資格者，每年應給休假14日。但任職前在同一年
度內已核給休假者應予扣除，其未休畢者，視為
放棄。（§10Ⅲ）
➢ 因政務人員及民選地方行政機關首長之任用方式、工作
性質等與常任公務人員有別，為體恤其工作壓力繁重，
爰從優於任職之始即每年核給相當日數之休假，以利渠
等適度舒緩身心壓力；與常任公務人員之休假日數係依
服務年資之累加而以級距方式增加之設計不同。

◼ 公務人員在休假期間，如服務機關遇有緊急事故，
得隨時通知銷假，並保留其休假權利。（§ 17）

參考資料：銓敘部109年4月6日部法二字第1094916391號函

6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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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假、家庭照顧假、病假、生理假、婚假、
產前假、陪產假、喪假、休假
→得以時計（§3Ⅲ）

◼ 分娩前之部分娩假
→每次至少應半日

參考資料：銓敘部104年4月23日部法二字第1043963934號書函

請假之計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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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病假已滿延長病假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公
傷假所定最長期限，仍不能銷假者，應予留職
停薪。（§ 5Ⅰ）

◼ 自留職停薪之日起1年內仍未痊癒者，應依法規
辦理退休、退職或資遣。但留職停薪係因執行
職務且情況特殊者，得由機關長官審酌延長之，
其延長以1年為限。（§ 5Ⅱ）

◼ 依上述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病
癒者，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向
原服務機關申請復職。（§ 6）

留職停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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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所規定假期之核給，扣
除例假日。但因公傷病請公假或因病延長
假期者，例假日均不予扣除。按時請假者，
以規定辦公時間為準。（§ 15）

假期核給之計算方式

35



◼ 請假、公假或休假人員，應填具假單，經
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但有疾病或緊急
事故者，得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
辦請假手續。（§11Ⅰ）

◼ 請娩假、流產假、陪產假、2日以上之病假
及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應檢具合法醫
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11Ⅱ）

◼ 各機關首長之請假、公假或休假，均應報
請上級機關長官核准。（§18）

請假程序及所需證件

36



◼ 請假、公假或休假人員職務，應委託同事
代理。機關長官於必要時，並得逕行派員
代理。至於在假人員，應將經辦事項確實
交代代理人。（§12）

代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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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辦請假、公假或休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
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
均以曠職論。（§13）

◼ 曠職以時計算，累計滿8小時以1日計；其
與曠職期間連續之例假日應予扣除，並視
為繼續曠職。（§14）

未依程序請假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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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休假日數由14日
調整為10日；休假
補助標準由每日
1143元調為1600元

• 放寬使用限制：刷
卡消費不限休假日、
開放儲值性商品及
珠寶銀樓業等

• 無休假資格者，酌
給2日補助

105.12.29修正

106.1.1.生效

106.2.22修正

106.3.1生效

107.11.16修正

107.11.18生效

108.10.5修正

109.1.1生效

(二)休假改進措施-近年修正重點(1/5)

107.5.18修正

107.7.1生效

• 將應休假日數
之補助總額區
分「觀光旅遊
額度」及「自
行運用額度」

• 刷卡消費均核
實補助

• 「交通運輸業」
納入觀光旅遊

• 年中亡故人
員尚未請領
部分全數發
放，不受刷
卡消費限制

• 配合請假規則
休假改以「時」
計，放寬請半
日休假者，其
當日全日之合
格刷卡消費均
得補助

• 增列休假及其相連
假日期間，具「交
通運輸業」刷卡消
費，該連續期間之
刷卡消費均得補助

• 鬆綁「自行運用額
度」業別管制，除
珠寶銀樓及不妥當
場所外，均可申請
成為特約商店39

+

109.12.22修正

自即日生效



◼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10
公務人員休假得以時計；每年至少應休假日數，由總統府、
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定之。休假並得酌予發給補助。確因公
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時，酌予獎勵。

◼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85年7月：每年至少休假7日
90年6月：每年至少休假14日
92年1月：結合國旅卡制度，鼓勵公務同仁國內旅遊，促進
觀光產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
105年12月：將應休畢日數之補助總額區分為「自行運用額
度」及「觀光旅遊額度」
108年10月：109年1月1日起，每年至少應休假10日，並大
幅鬆綁使用國旅卡相關限制（109年12月：110年賡續實施）

(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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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至少應休假10日，核給休假補助費
應休畢日數之休假部分
每人全年合計補助總額最高以16,000元為限。
但未具休假10日資格者，其全年最高補助總
額按所具休假日數，以每日1,600元計算。

應休畢日數以外之休假部分
按日支休假補助費600元，未達1日者，按休
假時數比例支給，於年終一併結算。
（按：國外休假仍不予補助）

◼ 超過10日以外之休假未休畢者，得核發未
休假加班費。41

(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3/5)



◼ 國民旅遊卡制度業務分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電話 2397-9298）

負責公務人員休假補助費相關規定、允許消費業別範
圍、負面表列界定、檢核系統委託修正與維護。

交通部觀光局（電話 2349-1500或 0800-011-765）

負責簽約發卡作業、特約商店之佈設與審核、觀光旅
遊額度補助範圍之界定。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電話 2715-1754）

負責國旅卡網站及檢核系統委託建置與維護。

42

(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4/5)



◼ 國民旅遊卡制度檢討修正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政時期

 經國發會簽奉行政院核可，自106年1月1日起實施，先行試辦1年。
 105年12月29日行政院核定修正第3點、第5點及附表，自106年1月1日
生效。

 106年2月22日行政院核定修正第3點、第5點及第7點，自106年3月1日
生效。

 經國發會簽奉行政院核可，107年及108年國旅卡制度，維持休假補助
費8,000元限用於觀光旅遊之規定。

 107年5月18日行政院核定修正第5點及附表。
 107年11月16日行政院核定修正第5點及附表。

 本總處主政時期
 108年10月5日簽奉行政院核可，並自109年1月1日起實施，大
幅放寬國旅卡使用限制。

 109年12月22日行政院核定修正第3點、第5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43

(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5/5)



當年所具休假
資格逾5日者

當年所具休假資
格在5日以下者

其中8,000元為
自行運用額度

超過8,000元的部分
用於觀光旅遊額度
（旅行業、旅宿業、觀
光遊樂業、交通運輸業）

全數自行運用額度

⚫ 刷卡消費不限
於休假日，惟
執行職務期間
仍不得刷卡。

⚫ 觀光及自行運
用額度無使用
先後順序限制。

⚫ 依刷卡消費金
額核實補助。

⚫ 可購買儲值性
商品（餐券、
住宿券、交通
套票等）。

國民旅遊卡制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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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旅遊額度

公務人員持國旅卡至審核通過之旅行業、旅宿
業、觀光遊樂業或交通運輸業特約商店刷卡消
費予以核實補助。

◼ 自行運用額度

公務人員持國旅卡至審核通過之各行業別（不
包含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所稱不妥當場所）
特約商店刷卡消費核實補助。

45

國民旅遊卡制度(2/4)



◼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

公務員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外，
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

◼ 有關「不妥當場所」之認定

 內政部警政署85年1月22日85警署督字第4846號函列舉範圍

 其他經依個案情節認定為不妥當場所或場所性質確實不易察覺
辨別者，以涉足之公務員有無實際不妥行為為認定標準。

1.舞廳。
2.酒家。
3.酒吧。
4.特種咖啡廳茶室。
5.僱有女服務生陪侍之聯
誼中心、俱樂部、夜總
會、KTV等營業場所。

6.有色情營業之按摩院、油壓中心、
三溫暖、浴室泰國浴、理髮廳、理
容院、休閒坊、護膚中心等場所。

7.色情表演場所。
8.妓女戶及暗娼賣淫場所。
9.職業賭博場所及利用電動玩具賭博
之場所。

46

國民旅遊卡制度(3/4)



◼ 為使各機關及人員瞭解國旅卡現行制度相
關內容，本總處業將核定修正之休假改進
措施及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Q&A（109年
５月修訂版）登載於本總處全球資訊網及
國旅卡網站「最新消息」，供各界查詢或
下載。

47

國民旅遊卡制度(4/4)



109年起國民旅遊卡新制放寬措施
◼ 公務人員使用國旅卡刷卡消費不限於休假日。
◼ 放寬公務人員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因身心障礙、
懷孕或重大傷病，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遊，
經服務機關認定者，當年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
度。

◼ 當年無休假資格或休假資格未達2日之人員，酌給相
當2日之休假補助費（3,200元），屬自行運用額度。

◼ 珠寶銀樓業及儲值性商品納入補助範圍；惟水費、
電費、瓦斯費等，係以某段連續期間使用情形計費
，仍不得以國旅卡刷卡申請休假補助費。

◼ 109年5月4日，放寬年中亡故人員尚未請領部分全數
發給，不受刷卡消費限制。

◼ 相關措施110年賡續實施。48



(三)聘僱人員給假辦法-修正歷程與重點(1/4)

• 修正聘僱人員因安
胎事由請假，致扣
除報酬日數逾聘僱
期1/12者，於契約
期間內不得終止聘
僱

106年105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 事假由5日提高為7日
• 放寬聘僱人員年資銜接者，14日以
外之慰勞假經用人機關核准，得於
次1年度實施（假可保留）

• 事假、家庭照顧假、病假、生理假、
婚假、產前假、陪產假、喪假及慰
勞假，107年12月9日起準用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得以時計

• 刪除有關不
予續聘僱及
終止聘僱之
規定

• 婚假由8日提高為14日
• 新增聘用住院醫師之慰
勞假年資得採計其於專
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所定畢業後綜合臨床醫
學訓練（PGY）期間之
年資

• 自109年1月1日起，聘僱
人員應休畢之慰勞假日
數由14日調整為10日，
應休畢日數以外之慰勞
假亦得保留或發給未休
畢慰勞假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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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對象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

◼ 假別
事假（7）、家庭照顧假（7）、病假（14）、
生理假（1）、延長病假（30）、婚假（14）、
產前假（8）、分娩假（42）、流產假（42、21、
14）、陪產假（5）、喪假（10、7、3）、捐贈
骨髓或器官假。

(三)聘僱人員給假辦法(2/4)

50



◼ 慰勞假日數與公務人員休假日數核給規定
相同（30、28、21、14、7）。

◼ 公假、例假日、曠職、年資採計、請假方
式、應休畢之慰勞假日數、慰勞假補助費
及未休畢慰勞假加班費等相關事項，準用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或其他公務人員法令。

參考資料：行政院108年4月22日院授人培揆字第10800324321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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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聘僱人員給假辦法(3/4)



◼ 醫療機構之醫師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一
般醫學訓練，PGY）階段之年資採計
公立醫療機構之PGY年資

107年1月1日起得採認為公立醫療機構依聘用
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住院醫師慰勞假年資。

私立醫療機構之PGY年資
得否採認為公立醫療機構依聘用人員聘用條
例聘用之住院醫師慰勞假年資，由各公立醫
療機構自行處理。

參考資料：行政院106年12月29日院授人培揆字第1060065447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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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聘僱人員給假辦法(4/4)



◼ 生理假每月1日（§14）
◼ 產假8星期、4星期、1星期、5日（§15Ⅰ）
◼ 安胎休養（§15Ⅲ）
◼ 產檢假5日（§15Ⅳ）
◼ 陪產假5日（§15Ⅳ）
◼ 哺（集）乳時間（§18Ⅳ）
◼ 正常工作時間︰每日60分鐘

 延長工作時間︰1小時以上-30分鐘
 均視為工作時間

(四)性別工作平等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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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工作時間─撫育未滿3歲子女（§19Ⅰ）
◼ 調整工作時間─撫育未滿3歲子女（§19Ⅱ）
◼ 不宜指派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性公務人員於午
後10時至翌晨6時工作（包含輪班、值班、加班
及待命服勤等）。

◼ 公務人員懷孕身體不適或產檢需要，依請假規
則請產前假，不另核給產檢假。

參考資料：
1. 銓敍部101年12月4日部法一字第10136445961號函
2. 銓敍部104年6月5日部法二字第1043983157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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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工作平等法(2/2)



◼ 公務人員如確有撫育未滿3歲子女之需要，得向
服務機關申請每天減少工作時間1小時（無薪）
，服務機關不得拒絕，且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
相關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參考資料：
1. 性別工作平等法§2、§19、§21

2.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7年8月31日總處培字第1070050451號書函

性別工作平等法-減少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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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撫育未滿3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調整工作時間。受僱
者為前項之請求時，雇主不得拒絕，且不得視為缺勤而影
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性平法§2、19、

21）

◼ 各機關 (構) 得視業務實際需要，在不影響民眾洽公、不降
低行政效率、不變更每週上班日數及每日上班時數之原則
下，彈性調整辦公時間。（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2）

◼ 受僱於採輪班制工作之事業單位勞工，如擬依性平法第19

條規定「調整工作時間」，在不影響業務之正常運作下，
應於勞雇雙方勞動契約所約定之原有勞動條件及工作時間
範圍予以調整。

參考資料：勞動部98年4月15日勞動3字第0980130250號函

性別工作平等法-調整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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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未滿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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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分鐘。受僱者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之延長工作時間達1小時以上者，雇主應給予哺
（集）乳時間30分鐘。前二項哺（集）乳時間
，視為工作時間。（性別工作平等法§18）

性別工作平等法-哺（集）乳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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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現行工時規定彙整表

哺（集）乳時間 減少工時 調整工時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 第18條 第19條 第19條

撫育對象 未滿2歲子女 未滿3歲子女 未滿3歲子女

是否視為工作時間 V X V

得否請求報酬 V X V

雇主得否拒絕 X X X

全勤獎金、考績是否受
影響或為其他不利處分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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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修正過程及重點(1/3)

102.1.22

修正法規名稱為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並配合災害防救法之災害型態
修正天然災害名稱
新增災害型態

明訂適用對象（勞資協議）

修正停班課基準（已致災）
修正通報作業講習辦理期限
核子事故及非天然災害準用

104.6.29 108.4.28

新增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
及連續豪雨比照現行
颱風預報資訊發布頻率

（氣象局）
修正自行決定停班課規定

（不限颱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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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上班上課之決定及通報
 通案性─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
2. 得依轄區地形、地貌、交通及地區性之不
同，授權所屬區、鄉（鎮、市）長決定發
布，並應通報所在地區之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

 個案性─由各機關、學校首長視實際情形自行
決定停班停課者，並通報所在區域之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

(五)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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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之出勤處理
 出勤係以停班（課）登記，非屬法定假別，其
重點在於災害預防處理，而非放假。

 因公或非因公赴離島地區之公務人員，於假滿
當日因天候、機場等非人為所能掌控因素致無
法如期返回臺灣本島地區工作崗位者，得經當
事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後，由服務機關衡酌實
際情形，以視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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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3/3)



公布施行
（前開調整原則停止適用）

(六)政府行政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
─修正過程及重點

95.11.10

訂定「政府行政
機關紀念日及
民俗節日假期
調整原則」

102.3.5 103.4.18

明定春節連假
內涵；增訂特
殊情形得延
後於8月31日
前公告

103.10.21

應放假之紀
念日如遇到星
期二或星期四
均應調整放假

108.5.1

增訂除夕前一日
為上班日
則調整放假

97.12.3

放寬除春節連假外
調整放假
及補行上班
之規定

100.9.28

放寬春節連假
補行上班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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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依據
 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
 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

◼ 公告時間及公告網站
本總處於每年6月30日前（特殊情形延至8月31日前）公
告次年辦公日曆表，並張貼在本總處全球資訊網。

◼ 適用對象
 適用：政府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原則比照）。
 不適用：民間企業、軍事單位、各級學校、為民服務
機關（構）、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構）。

(六)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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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
 上班日為星期一或星期五，其後一日或前一
日逢星期二或星期四之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
，調整該上班日為放假日。

 農曆除夕前一日為上班日，調整該上班日為
放假日。

 因應連續假期所為之上班日調整，除特殊情
形者外，以提前於前一週之星期六補行上班
為原則。

（§4.5）

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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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2/2)



(七)公務員赴陸(1/5) （內政部移民署提供，擷取自陸委會舉辦之
「109年度公務員赴陸管理研習營」研習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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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務員赴陸(2/5) （內政部移民署提供，擷取自陸委會舉辦之
「109年度公務員赴陸管理研習營」研習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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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務員赴陸(3/5) （內政部移民署提供，擷取自陸委會舉辦之
「109年度公務員赴陸管理研習營」研習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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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務員赴陸(4/5) （內政部移民署提供，擷取自陸委會舉辦之
「109年度公務員赴陸管理研習營」研習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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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務員赴陸(5/5) （內政部移民署提供，擷取自陸委會舉辦之
「109年度公務員赴陸管理研習營」研習講義）



(八)公務員赴港澳地區(含至香港或澳門轉機)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
門注意事項
 行前請查閱大陸委員會網頁之政府因應「港
版國安法」專區資訊，預為瞭解該法對人身
安全及權益可能之風險。

 請假赴港澳，應依各類人員請假規定辦妥請
假手續。不論請假或於例假日赴港澳，均應
於行前至大陸委員會「國人赴港澳動態登錄
系統」進行登錄，並影送所屬機關(構)留存。

參考資料：行政院109年12月23日院臺法字第109003607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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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問題探討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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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聘僱人員、勞工給假規定比較(1/4)

假別 公務人員 聘僱人員 勞工

規定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勞動基準法
勞工請假規則
性別工作平等法

事假 7日 7日 14日（不給工資）

家庭照顧假 7日 7日 7日（不給工資）

病假 28日 14日
30日（30日以內折半發給，超過不

給工資）

生理假 每月1日 每月1日 每月1日（折半發給）

婚假 14日 14日 8日（工資照給）

娩假
42日

（不含例假日）
42日

（不含例假日）
8星期（含例假日；年資滿6個月以
上工資照給，未滿6個月折半發給）

產前假 8日 8日 產檢假5日（工資照給）

陪產假 5日 5日 5日（工資照給）72



假別 公務人員 聘僱人員 勞工

流產假

懷孕20週以上 42日 42日
8星期

（含例假日；年資滿6個月以上
工資照給，未滿6個月折半發給）

妊娠12週以上未滿20週
(按：近性別工作平等法之

妊娠3個月以上)

21日 21日
4星期

（含例假日；年資滿6個月以上
工資照給，未滿6個月折半發給）

懷孕未滿12週
(按：近性別工作平等法之
妊娠2個月以上未滿3個月)

14日 14日

1星期
(含例假日；可不給薪)

(性別工作平等法之妊娠未
滿2個月)

5日
(含例假日；可不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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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聘僱人員、勞工給假規定比較(2/4)



假別 公務人員 聘僱人員 勞工

喪假

父母

15日 10日 8日（工資照給）養父母

配偶

繼父母

10日 7日

8日（工資照給）

配偶之父母

6日（工資照給）配偶之養父母

子女

曾祖父母

5日 3日

3日（工資照給）

祖父母 6日（工資照給）

配偶之祖父母 3日（工資照給）

配偶之繼父母 6日（工資照給）

兄弟姊妹 3日（工資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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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聘僱人員、勞工給假規定比較(3/4)



假別 公務人員 聘僱人員 勞工

休假

滿6個月 － － 3日（工資照給）

滿1年 7日 7日 7日（工資照給）

滿3年 14日 14日

滿2年10日
滿3年14日
滿5年15日
滿10年以上每年加1日，加
至30日為止（工資照給）

滿6年 21日 21日

滿9年 28日 28日

滿14年 30日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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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聘僱人員、勞工給假規定比較(4/4)



◼ 請事假或家庭照顧假是否須檢附相關證明？可否
連續請超過該假別規定之給假日數？

A：
1. 檢附證明文件非為必要，但機關基於調查事實
之必要，得要求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2. 現行規定對於超過給假日數，無最長天數之限
制，惟機關自得本於權責審酌各情形准假；又
符合留職停薪之情形者，宜以留職停薪方式辦
理。

參考資料：
1. 銓敍部94年11月28日部法二字第0942567011號書函
2. 銓敘部105年10月3日部法二字第1054151076號函

問題探討─事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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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同為公務人員可否同時請家庭照顧假？
A：
1.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受僱者之配偶未就業，除有正

當理由外，受僱者不適用請家庭照顧假之規定。
2. 夫妻同為公務人員且如皆為就業狀態，並無上開性平

法規定之適用，如雙方同時具請家庭照顧假之事由，
得各自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似不宜限定僅能有一方
申請，並由服務機關依事實本權責核處。

參考資料：銓敘部99年2月1日部法二字第0993160793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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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事假2



◼ 申請1日病假是否須檢附證明？
A：
請2日以上之病假及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應檢
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爰1日病假雖非必
要檢附證明，惟機關基於調查事實之必要，亦得
要求提出。

參考資料：
1.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1條
2. 銓敘部95年11月27日部法二字第0952725149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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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病假1



◼ 請延長病假之重病認定標準？
A:

應依據公立醫院或公保特約私立醫院出具之診斷
證明書之記載。如證明書未載明病情之輕重，亦
可參酌治療所需時間。

參考資料：銓敍部66年9月13日66台楷典三字第2857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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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病假2



◼ 公務人員請延長病假起訖如何計算？
A：
延長病假係對患重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者核給，
其延長係自請完當年度應有之事、病、休假後之
時間點起算，依其約需治療時間核給一段連續性
之延長病假以供其療養。公務人員請延長病假2年
內合併計算達1年時點，如在屆滿之時間內，其屆
滿當日准予以延長病假登記。

參考資料：銓敍部100年6月28日部法二字第1003395163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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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病假3



◼ 請生理假是否檢附證明？1個月可否請2日生理
假？

A：
無需提出證明文件。另如於同月份之月初及月末，
均有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而須請假時，其超過1

日部分，須改以其他假別辦理；至於其他月份未
請生理假者，仍不得累積保留至該月份合併給假。

參考資料：
1.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4條及第21條
2. 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第13條
3. 銓敍部91年6月20日部法二字第0912156710號書函
4. 銓敘部96年4月20日部法二字第0962794527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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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病假4



◼ 某女性公務人員全年請生理假12日、病假20日
及事假7日，其病假及生理假之日數核計方式？

A：
生理假未逾3日部分不併入病假計算，餘9日生理
假，加計所請病假20日，合計29日，逾病假准給
日數部分（1日）以事假抵銷，惟該員已請畢事假
准給之7日，爰上開逾病假准給日數之1日，應按
日扣除俸（薪）給。

參考資料：
1.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3
2. 銓敍部108年1月4日部法二字第108468888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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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病假5



◼ 離婚後再與原來配偶結婚得否再核給婚假？
A：
得再核給婚假；惟不得再請領結婚補助。

參考資料：銓敘部65年3月26日臺謨典三字第0801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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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婚假



◼ 公務人員到職前生產或流產，如何給假？
A：
錄取人員訓練期間娩假係依實務訓練月數占全年比例
計算，另娩假日數應扣除自分娩事實發生之日起至到
職前之日數。
【例如】某甲於96年11月2日生產，於同年月30日報到接受96年高考實
務訓練，可否於實務訓練期間請娩假？
得比照請假規則所定娩假（42日），扣除自分娩事實發生之日起至到職
前之日數（自96年11月2日起至同年月29日計28日），准給剩餘日數之
假期，即42日-28日＝14日；再按比例（4/12）計算為4.6日，以5日計，
但如請娩假超過5日時，超過之日數，應相對延長實務訓練期間。

參考資料：
1. 銓敍部78年10月4日78台華法一字第330638號函
2.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6年12月12日公訓字第0960013081號函

問題探討─娩（流產）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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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公務人員如遇不可抗力而提前於年終分娩或流
產者，尚未休畢當年度14日以內休假，如何處理？

A：

為營造友善職場環境、鼓勵公務人員生育，並考量母體分娩或流產
後需時休養，女性公務人員如遇不可抗力（例如胎兒早產或因疾病
治療需要而提前分娩或引產等）而提前於年終分娩或流產，依規定
請娩假或流產假致當年度14日以內之休假無法休畢者，得先請該等
休假後，續請娩假或流產假，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
另女性聘僱人員如有同樣情形，得將當年度尚未休畢之慰勞假請畢
後（不限14日以內之慰勞假），續請娩假或流產假，惟未能休畢之
慰勞假日數仍不得請領未休假加班費。

參考資料：
1. 銓敘部104年12月10日部法二字第10440491781號函
2.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2月23日總處培字第1050063034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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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娩（流產）假2



◼ 公務人員參加農田水利會直選會長補選選務作業，
擔任選務工作人員得否核予公假及補休？

A：

1.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所稱之公職人員，並未包括農田水
利會會長及會務委員，所以會長及會務委員選舉並非公職人
員選舉。

2. 各機關、學校人員接受各農田水利會遴聘擔任其會長暨會務
委員選舉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及監察員，以其並非奉機關、
學校指派實際執行職務，亦非各機關因業務需要，於例假日
強制指定或指派共同參與者，尚非屬得准予補休之範圍。

參考資料：
1. 銓敘部99年5月14日部法二字第09932046141號書函
2.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1年3月28日局考字第091000753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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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公假



◼ 公務人員前經核給公傷假，銷假上班後病情復
發，可否核給公傷假？

A：
須視銷假上班與病情復發之間隔期間而定（銓敘
部前函釋經歷若干年而舊病復發不行），且經診
斷證明係屬原傷未癒所致。

參考資料：銓敘部76年10月29日臺華典三字第11635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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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公傷假1



◼ 公務人員參加自強活動發生意外受傷，可否核
給公傷假？

A：
不得核給公傷假，應以病假處理。

參考資料：銓敍部82年4月23日82台華法一字第0854321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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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公傷假2



◼ 有關「上下班途中｣之認定標準？（1/3）

A：

依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10條（現為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認定

 所稱因辦公、公差往返途中，發生意外危險事故，以致傷病，指
在合理時間，以適當交通方法，於下列必經路線途中，非因本人
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所生突發性之意外危險事故，以致傷病：

 前往辦公場所上班或退勤之必經路線途中。

 經機關指派執行一定之任務或代表機關參加活動，前往指定
地點或返回辦公場所或居住處所間之必經路線途中。

參考資料：

1. 銓敘部106年2月24日部法二字第10641978311號令

2. 銓敘部107年8月28日部法二字第10746362831號函89

問題探討─公傷假3



◼ 有關「上下班途中｣之認定標準？（2/3）
A：
依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10條（現為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認定
 所稱前往辦公場所上班或退勤之必經路線，包含下列情形：

 自居住處所前往辦公場所上班途中。
 在上班日之用膳時間，自辦公場所前往用膳往返途中。
 自辦公場所退勤，直接返回居住處所途中。
 自辦公場所退勤，直接返鄉省親或返回辦公場所上班途中。

參考資料：
1. 銓敘部106年2月24日部法二字第10641978311號令
2. 銓敘部107年8月28日部法二字第1074636283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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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公傷假4



◼ 有關「上下班途中｣之認定標準？（3/3）
A：
依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10條（現為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
卹法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認定
 公務人員行經前項所定必經路線，因道路交通情事繞道，途中發
生突發性之意外危險事故，經就其起點、經過路線、交通方法及
時間各因素查證後，屬客觀合理者，視為必經路線。

 公務人員經機關指派執行一定之任務或代表機關參加活動者，其
前往指定地點或返回辦公場所或居住處所間之必經路線，比照前
二項規定認定。

參考資料：
1. 銓敘部106年2月24日部法二字第10641978311號令
2. 銓敘部107年8月28日部法二字第1074636283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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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公傷假5



◼ 「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可否核給公假？
A：
1. 無交通違規情事，服務機關得覈實核給公假。
2. 無交通違規情事，至警察機關製作筆錄、至各地方調解委員

會進行調解、應司法機關傳喚出庭、應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或
覆議（委員）會要求列席者，服務機關得覈實核給公假。

3. 有無交通違規情事，應依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12條
（原稱「交通違規行為」，共計6款）（現為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第23條，稱「重大交通違規行為」，共
計8款）認定。

參考資料：
1. 銓敘部106年2月24日部法二字第10641978311號令
2. 銓敘部105年9月5日部法二字第10541421651號令
3. 銓敘部107年8月28日部法二字第1074636283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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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公傷假6



◼ 公務人員代表機關參加競賽活動受傷，可否核
給公傷假？

A：
公務人員如係經機關指派參加各項競賽活動，而
非以個人身分參賽，與執行職務性質相同，如因
此導致受傷或致病，得由服務機關核實認定辦理。

參考資料：銓敍部99年8月17日部法二字第0993237746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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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公傷假7



◼ 公務人員於下班後於住所加班辦理業務猝發疾病，
可否核給公傷假？

A：
考量現今國家政經層面變動迅速，民眾對於公務人
員行政效率之要求日益升高，公務人員服勤形態與
時間，與以往朝九晚五之工作型態大不相同，其於
任何時間、場所均可能有執行職務之事實。爰如服
務機關認定確有執行職務之事實，得核給公傷假。

參考資料：銓敍部98年8月14日部法二字第0983093230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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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公傷假8



◼ 公假療治或延長病假所須檢附之診斷證明書?
A：
1. 如其任職機關或居住所所在地之鄉鎮設有公立醫院、全

民健保特約醫院及中央健康保險局（現為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聯合門診中心，仍須檢具上開醫療機構
之證明。

2. 如其任職機關及居住所所在地之鄉鎮未設有上開醫療機
構，則當地衛生所及全民健保特約診所出具之證明。

3. 其任職機關及居住所所在地之鄉鎮未設有上列任一醫療
機構，得以合格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

參考資料：銓敍部85年10月18日85台法二字第1368644號函

問題探討─診斷證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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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公務人員請病假及延長病假進行試管嬰兒方式
之人工生殖治療，須檢附之醫療證明?（1/2）

A：
1.公務人員因輸卵管不通，經施行其他輸卵管打通手術均無效，而
在倫理規範內，具有和平性之協同行為，施以慈善性質之人工生殖
技術，以試管嬰兒方式受孕者，如有醫師證明，其實施受孕手續期
間，同意准予以病假登記。
2.因不孕症治療方式多元（如藥物治療、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
， 女性公務人員如用罄28日病假、5日事假及依請假規則規定應核
予之休假後，仍因不孕症須請假繼續採行試管嬰兒方式之人工生殖
治療，得依規定檢具合法醫療機構證明，經機關長官就個案具體事
實覈實酌給准以延長病假登記。惟倘延長病假跨越至次年時，其次
年之病假、事假及休假日數應先請畢，始起算延長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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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診斷證明2



◼ 女性公務人員請病假及延長病假進行試管嬰兒方
式之人工生殖治療，須檢附之醫療證明?（2/2）

A：
3.為鼓勵生育並營造友善職場環境，以及考量依人工生殖法及人工生殖
機構許可辦法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人工生殖機構，業具備完善之醫療設備
與專業醫療人力，女性公務人員進行試管嬰兒方式之人工生殖治療，得
檢具健保特約並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人工生殖機構（包含醫院和診所層級
）開立之醫療證明，向服務機關申請病假，以及於年度之病假、事假及
休假均用罄後申請延長病假。
4.經上開治療成功受孕後，如因安胎須治療或休養而申請延長病假者，
仍須檢具銓敘部85年10月18日函規定之醫療證明。

參考資料：銓敍部75年10月1日75台華典三字第49897號函、銓敍部85年10月18日85台法二
字第1368644號函、銓敍部104年5月27日部法二字第1043981569號電子郵件、銓敍部104年
5月27日部法二字第1043981569號電子郵件、銓敍部106年6月2日部法二字第1064231975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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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診斷證明3



◼ 何種年資得併計公務人員休假年資？
A：
【可併計】政務人員、民選地方機關首長、公營
事業機構兼具公務員身分、訓練/矯正機構職業訓
練師、社教文化機構研究人員、軍職(含入伍服役)、
公立學校教育人員、約聘僱人員。
【不可併計】政府機關按件或按日計酬、財團法
人、村長里長鄰長、農會及農田水利會、專案研
究助理及約用人員。

參考資料：銓敘部105年5月9日部法二字第1054104228號令

問題探討─休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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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者之休假年資計算？
A：
原則不可併計考試錄取訓練仍屬考試程序之一環
104年1月1日以後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者，考試錄取訓練期間，不得採計為
公務人員休假年資；考試錄取訓練期滿並經正式派代任用後，始得依請
假規則第7條第2項規定，按正式派代任用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
次年1月起核給休假。
（參考資料：銓敘部103年9月1日部法二字第1033865849號令）。

例外得以併計具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復應考試錄取
分配其他機關占缺訓練期間以其原具任用資格先予派代，同時進行訓練
（視同商調），且經銓敘部銓敘審定或登記有案，其休假年資得前後併
計，且依規定賡續實施休假。【銓敘部103年10月3日部法二字第
1033889056號電子郵件認為符合屬請假規則第8條第1項規定所稱公務人
員因轉調（任）年資銜接】【考試院109.7.31修正發布任用法施行細則
§21之1】
尚在限制轉調期間則不符合例外得以併計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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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休假2



◼ 某甲應102年地方特考錄取公職社工師，訓練期滿並於
103年7月經A縣政府社會處正式派代送審，嗣後又考上
105年地方特考錄取公職社工師分配至B直轄市社會局，
並於106年7月正式派代任用，其休假年資如何計算？

A：
1. 103年無休假。104年6日(7*10/12)。105年7日。
2. 106年在A縣政府社會處有7日休假；惟分配至B直轄市社會局

訓練後則無休假（因休假年資中斷）。
3. 107年休假7日：某甲原具有之休假年資（102地特訓練年資+

任職年資)加上106年7月至12月任職年資已滿3年未滿4年，故
107年休假依比例計算後為7日（14*6/12）。

參考資料：銓敘部106年3月16日部法二字第1064205087號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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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休假3



◼ 教育人員轉任政務人員之休假（休假保留、未休
假加班費及休假補助核給）？

A：
1. 公務人員休假係按曆年核給，與依會計年度（7月1日至次年6

月30日，惟現為1月1日至12月31日）核給者，期間計算不一
致。

2. 原任職依會計年度核給休假之事業機構公務人員於轉任行政
機關服務時，其轉任當年之休假，得按轉任後當年月數比例
核給，但於轉任前已休假日數未達該會計年度在職月數比例
應休假日數者，其未休假日數，准予保留至轉任後實施休假，
其轉任前已休假日數超過該會計年度在職月數比例應休假日
數者，其超出之日數，應於轉任後扣除之。

參考資料：銓敘部87年2月20日87臺法二字第1587066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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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休假4



◼ 某甲原為國立大學校長，擔任國立大學校長期間無實際
休假日數，109年3月6日借調至A機關轉任政務人員，其
109年轉任後之休假、休假補助費等如何計算？

102

問題探討─休假5-1

108.08 109.01

109.03.06轉任政務

109.12109.07學年結束

期間 休假日數 應休畢日數 休假補助

108.08～108.12
30*17/12=

42.5日

14*5/12=
6日

6*1,143=
6,858元

109.01～109.12
10*12/12=

10日
10*1,600=
16,000元

期間 已休假日數 休假補助 應休以外休假補助

108.08～109.03 0日
6,858+16,000=

22,858元
600*(42.5-16)=

15,900元
109.03～109.12 0日

核算結果 餘42.5日 可請領22,858元 可請領1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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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數 休假補助

108.08~109.12休假日數 30*17/12=42.5日

108.08~108.12應休畢日數 14*5/12=6日 6*1,143=6,858元

109.01~109.12應休畢日數 10*12/12=10日 10*1,600=16,000元

應休以外休假補助
（108.8~109.12）

42.5-16=26.5日 600*26.5=15900元

◼ 某甲原為國立大學校長，擔任國立大學校長期間無實際
休假日數，106年3月6日借調至A機關轉任政務人員，其
106年轉任後之休假、休假補助費等如何計算？

問題探討─休假5-1

108.08 109.01

109.03.06轉任政務

109.12109.07學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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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乙原為公立國民小學校長，109年11月16日借調至B機
關轉任政務人員，其109年轉任後之休假等如何計算？

問題探討─休假6-1

期間 休假日數 應休畢日數 休假補助

108.08～108.12
30*17/12=

42.5日

14*5/12=
6日

6*1,143=
6,858元

109.01～109.12
10*12/12=

10日
10*1,600=
16,000元

期間 已休假日數 休假補助 應休以外休假補助

108.08～109.07 30日
6,858+16,000=

22,858元

學年度末結算完畢

109.08～109.12 10日
600*(10-10*5/12)=

3,300元

核算結果 餘2.5日 可請領22,858元 可請領3,300元

108.08 109.01

109.11.16轉任政務

109.12109.07學年結束

參考資料：銓敘部110年1月11日部法二字第1105311845號書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1月19日總處培字第1100010747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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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乙原為公立國民小學校長，109年11月16日借調至B機
關轉任政務人員，其109年轉任後之休假等如何計算？

問題探討─休假6-2

項目 日數 休假補助

108.08~109.12
休假日數

30*17/12=
42.5日

108.08~108.12
應休畢日數

14*5/12=
6日

6*1,143=
6,858元

109.01~109.12
應休畢日數

10*12/12=
10日

10*1,600=
16,000元

109.08~109.12
應休畢日數

10*5/12=
4.5日

應休以外休假補助
（108.08~109.07）

已於該學年度末時結算完畢

應休以外休假補助
（109.08~109.12）

10-4.5=
5.5日

600*5.5=
3300元

108.08 109.01

109.11.16轉任政務

109.12109.07學年結束

參考資料：銓敘部110年1月11日部法二字第1105311845號書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1月19日總處培字第1100010747號書函



◼ 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全額負擔繼續繳付退
撫基金費用，該段期間得否併計為休假年資？

A：
1. 公務人員休假之核給，旨在慰勞工作之辛勞，期公務人

員於年度中妥予運用休假休養生息，以調劑身心，爰公
務人員休假年資原則上係以實際任職年資始得採計。

2. 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如全額負擔繼續繳付退撫基
金費用，雖得併計為退休、資遣或撫卹年資，惟該段期
間無任職事實，與休假核給之目的未盡相符，仍不得併
計為休假年資。

參考資料：銓敘部107年1月8日部法二字第1074297181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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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休假7



◼ 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規定，養育3足
歲以下子女或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
同生活，其共同生活期間，申請留職停薪者，
機關不得拒絕。

現行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次已逐年
提升，以哺育幼兒等事項仍以母性角色為主，
爰女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較男性為多。為促
進友善工作環境及性別平等，政府亦鼓勵符
合條件之男性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問題探討─育嬰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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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實施「遠距上班」？
A：
 法令並未明文規範執行職務僅得於機關辦公處所為之（服
務法第11條第1項）。各機關得斟酌業務特性及時代需求或
國際接軌之必要，特殊工作需求之人員，經長官核准後，
得離開辦公處所，至適當處所執行公務。

 全面實施公務員「遠距上班」，因牽涉層面甚廣，宜審慎
研酌，除現行相關法規須配合修正外，亦須克服實務面執
行之限制：
1.執行職務事實認定 2.電子資訊安全確保
3.監督考核管理 4.公務機密及個人資料之維（保）護
5.適用範圍 6.自律自重組織文化 7.社會觀感

參考資料：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1月17日局考字第1000021834號函

問題探討─遠距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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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班與值班之區分
加班：在上班時間以外，經指派延長工作，
執行特定職務。

值班：機關基於管理之需要，指派員工於上
班時間以外之特定期間，待命處理可能發生
之臨時性、突發性事件，其工作內容可能與
本職業務有關，亦可能為機關交辦之非本職
業務。

參考資料：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5年4月19日局給字第0950007995號函

問題探討─加班 vs 值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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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勤）費用
行政院78年1月4日（78）台人政肆字第00049號函略以，
值班、值勤、值日（夜）等工作性質與加班不同，其費
用仍由各主管機關自行照原規定（即為各主管機關原訂
定之值班規定）辦理。

◼ 加班補償（含加班費）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規定及保訓會89年6月9日公保字
第8903525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於上班時間以外因業
務之需，應主管長官之指派或准許而執行職務，補償方
式由各機關本其業務需要或財務負擔能力，依上開規定
所定方式選擇一項或數項，同時或先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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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奉派出差，得否請領加班費？
A：
1. 奉派出差期間，因業務需要，於正常上班時間以外延長

工作者，如依規定程序經主管覈實指派，得依規定請領
加班費。該延長上班時間，除工作性質特殊者（如於出
差往返路程仍需執勤）外，不包含往返路程、住宿等非
執行職務時間，且須提出足資證明事實之紀錄，並由各
機關本於權責核實認定。

2. 奉派國外出差人員，如其加班時數經服務機關覈實審認
者，得依規定發給加班費或補休。

參考資料：
1.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6年11月19日局給字第09600643222號函
2.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9年8月25日局給字第09900212611號函

問題探討─加班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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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機關奉派出差之人員，其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
交通路程時間補休規定

A：
1. 有關各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因非

執行職務時間，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規定
予以加班補償。

2. 各機關奉派出差之人員，其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
通路程時間，應由各機關衡酌業務需要、地理位置、
交通狀況等相關因素，本權責衡酌是否給予補休。

參考資料：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10月1日總處培字第10800446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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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案者訴求─公務員每月加班
時數不能超過46小時，避免公務人員過勞
公務員與國家間係屬「公法上職務關係」，公務員代表國家
服務於人民，不因上班日與例假日而有所不同，且現行並無
規範公務員上班、加班時數上限，及例假日原則不得出勤之
規定。又各機關主管人員指派同仁加班，應視業務需要辦理，
並留意所屬人員有無因長時間工作影響其身心健康之情形，
如發現有上班及加班時數偏高情事，應適時給予專業之輔導
建議與協助。

◼ 「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
亡審查參考指引」
亦有提及加班時數是導致公務人員過勞的可能因子之一（詳
見下頁）

參考資料：銓敘部109年11月24日部退五字第10953017571號令

問題探討─是否訂定公務人員加班時數上限1

113



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引
「職責繁重因子」

長期工作過重 短期工作過重 異常事件

1) 發病日前1個月內加班總時數達100小時，或發病日
前1-6個月內之前2個月、前3個月、前4個月、前5
個月、前6個月之任一期間之月平均加班時數達80
小時，其加班產生之工作負荷與發病之相關性極強。

2) 發病日前1個月之加班時數，及發病日前2個月、前
3個月、前4個月、前5個月、前6個月之月平均加班
時數皆未達45小時，則加班產生之工作負荷與發病
相關性薄弱；若達45小時，則其加班產生之工作負
荷與發病之相關性，會隨加班時數增加而增強。

3) 經常出差之工作或常態性輪（夜）班工作者，應審
究其出差之工作內容、出差頻率及工作環境之變動
等；對輪班工作者，應審究其輪班之變動狀況與頻
率。

4) 長時間工作者，應審究其實際作業時間、準備時間、
休憩時間比例等工作密度。

1) 評估發病日
前1日或約1
週內是否從
事特別繁重
之工作。

2) 比照「長期
工作過重」
（3）、（4）
評估發病日
前1週40小時
工時以外之
工作負荷情
形是否異於
平常。

評估發病當
時至發病日
前1日之期
間，持續工
作或遭遇嚴
重災變，致
身心負荷過
重；其過重
程度應審究
事件之嚴重
程度，且該
過重程度與
工作有明顯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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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是否訂定公務人員加班時數上限2



◼ 累計方式（108年1月29日會議決議）
 同一月份之加班未滿1小時或超過1小時之餘數，得由機關衡酌
是否合併計算。

 合併後以「時」為單位，選擇加班費或補休。
 合併後未滿1小時之餘數，不再計算。
 不同月份加班未滿1小時之餘數，不得合併。

◼ 辦理情形
 上開措施因涉各機關差勤系統及作業方式之調整，本總處前於

108年10月瞭解各機關差勤系統整備情形後，於109年1月通函
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自109年3月1日起至12月
31日止進行試辦。

 復經調查試辦情形，已試辦機關有9成以上建議賡續試辦，未
試辦機關有3成有意願加入試辦，爰配合資訊化作業期程，賡
續試辦2年，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參考資料：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3月26日總處培字第1080030180號函、109年１月20

日總處培字第1090025341號函、109年12月10日總處培字1090047173號函

問題探討─公務人員加班時數累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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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辦原則
 試辦對象：公務人員及聘僱人員，並排除輪班輪值人員。
 試辦機關：完成差勤管理系統資訊化之行政院暨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學校得先行試辦，並由各主管機關自行決定所屬
機關學校是否試辦。

◼ 加班餘數合併規則
 加班餘數合併計算至「時」，並按月結算。
 一般加班與專案加班之餘數每日分別依序向下合併（超過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規定支給加班費上限之餘數，僅
得併入不可支給加班費之餘數計算），至月底時再合併。

 以合併至「時」之當日為補休起算之始點，並以該日之時薪
計算該時數之加班費。（如10月1日加班30分鐘，10月20日
加班30分鐘，經合併後為1小時，以10月20日為補休起算之
始點，或以該日之時薪計算該合併1小時時數之加班費）

參考資料：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１月20日總處培字第109002534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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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依「各機關加班費支
給要點」第5點第1項，
加班費之計算以每小
時為單位；又除經核
准支給專案加班費外，
每人支給加班費時數
上限如下：
1) 上班日不超過4小時。
2) 放假日及例假日不
超過8小時。

3) 每月不超過20小時。
2.一般加班時數與專案
加班時數之餘數，至
月底時始合併累計。

參考資料：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１月20日總處培字第109002534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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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公務人員加班時數累計3



參考資料：教育部國教署109.04.09.臺教國署人字第1090037916號函及110.01.11.臺教授
國字第第109016250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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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教師加班時數累計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回復：

 109年4月：有關教師是否比照辦理，將適時瞭解公
務人員及聘僱人員試辦情形後，再於後續規劃參考。

 110年1月：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9規定，直
轄市、縣(市)學前教育、各級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
之興辦及管理為直轄市、縣(市)自治事項，各縣市
政府得自行評估所屬學校教師是否試辦加班餘數合
併之計算。



◼ 前題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V）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V）
 公民投票法（V）
 農田水利會會長暨會務委員選舉（X）

◼ 投票日如何放假?
 星期六、星期日或其他應放假之日─無此問題。
 非屬星期六、星期日或其他應放假之日─

 選舉區內機關、學校、團體、事業機構員工：放假。
 選舉區外機關、學校、團體、事業機構員工：戶籍設在選
舉區內具投票權者，比照以放假處理。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其放假及工資給付等事項，仍依
主管機關勞動部之規定辦理。

參考資料：行政院107年8月2日院授人培字第10700479351號函

問題探討─選舉、罷免投票及公民投票日放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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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班輪休人員投票當日之出勤
如為原所排定之輪休日出勤，應依公務人員
保障法及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規定給予加
班費、補休或其他相當之補償。

如為原所排定之上班日出勤，則不生給予加
班費、補休或其他相當補償之問題。

參考資料：行政院105年1月13日院授人培字第105003039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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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選舉、罷免投票及公民投票日放假2



◼ 補假日數
援例─准予補假1日。
例外─93年及107年，准予補假2日。

◼ 選務工作人員
事先經服務機關推薦或同意。
未經推薦，事先向服務機關報備有案。

◼ 補休期限─1年。

參考資料：
1. 行政院72年11月9日台72人政參字第30519號函
2.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民國85年6月24日85局考字第19538號書函
3. 行政院93年3月3日院授人考字第0930006460號函
4. 行政院107年10月17日院授人給字第1070052583號函
5. 行政院107年4月11日以院授人培字第1070037508號

問題探討─選務工作人員補休（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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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權責

機關業務較為
繁忙，可否只
給予1天補休?

假日參加選務
工作人員講習，
可否補休?

機關可否不薦
送或不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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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選務工作人員補休（假）2



◼ 1月16日退休人員之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
如何核發？

A：
1. 屆齡退休、屆齡免職及自願退休經主管機關核定確因特

殊情形未能照改進措施休假者︰得選擇請領「休假補助
費」或「未休假加班費」。【計算方式】截至當年度1月
15日止，扣除例假日及紀念日後所得之工作日，以每日
1,600元之標準計算補助額度；或核實按到公日數，計發
未休假加班費。

2. 其餘人員︰僅得請領休假補助費。

參考資料：
1.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1年3月15日局考字第0910004817號函
2.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6年11月30日局考字第09600349511號函

問題探討─休假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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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及其親屬因身心障礙、懷孕或重大傷病，
是否仍須適用觀光旅遊額度?

A：
1. 公務人員（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因身心障礙、懷孕

或重大傷病，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遊，經服務機
關認定者，當年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

2. 為賦予機關實務運作彈性，並未規範需檢附何種證明，
以下可作為機關認定之參考：
 身心障礙─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相關規定。
 重大傷病─參考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訂定全
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

 懷孕─當年有懷孕之情形，且參加觀光旅遊確有困難
（未限制懷孕週數）。

問題探討─國民旅遊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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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機關是否可依休假改進措施第3點規定，排除
適用國旅卡制度?

A：
1. 各機關如有確因特殊情形未能照改進措施實施
者，應列舉具體事由並擬訂可行措施報請主管
機關核定後實施；其非屬個案性質者，並由主
管機關報請行政院備查。

2. 為使國旅卡制度有效落實行政院政策方向，仍
請各機關確依規定審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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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因年中亡故或罹患傷病，致無法親持國
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其強制休假補助費應
如何請領?

A：
1. 公務人員因年中亡故，未及於年度內親持國旅卡於

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其尚未請領完畢之強制休假補
助費應全數發給，不受休假改進措施規定之限制。

2. 公務人員因罹患傷病，致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
店刷卡消費，機關得依休假改進措施第3點規定，
擬訂符合實際需求之措施，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以解決其無法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之問題。

參考資料：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５月４日總處培字第109003229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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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國民旅遊卡至第三方行銷公司網站刷卡訂房，
可否申請休假補助費?

A：
刷卡交易如透過非國旅卡特約商店之第三方行銷
公司刷卡訂房，刷卡對象為該第三方，而非特約
商店本身或其官網直接訂房，則該筆交易不符合
國旅卡使用規定，不得請領休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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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國旅卡刷卡消費參加交通部觀光局的國民旅遊
補助計畫，是否可同時申請休假補助費及國旅補
助費？

A：
1. 交通部觀光局107年起陸續辦理之國民旅遊補助計畫

（「前進宜花東·高屏暖冬遊」、「擴大國旅暖冬遊」、
「春遊專案」、「擴大秋冬國民旅遊獎勵計畫」等），
係由觀光發展基金支應，並提供每位本國民眾之每一身
分證統一編號限折抵補助一次，尚無排除公務人員。

2. 如有國旅卡特約商店業者參與上開補助計畫，且公務人
員亦以國旅卡刷卡消費方式參加該補助計畫之旅遊行程，
在符合交通部觀光局國旅補助及休假改進措施之規定下，
可同時申請國旅補助費及休假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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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國民旅遊卡5



◼ 109年起國旅卡新制是否適用「預購型交易」?

A：
1. 「預購型交易」係指公務人員刷卡預購車票或旅遊行程，

因刷卡日期並非實際乘車或旅遊日期，須由特約商店至
檢核系統鍵入乘車日期或旅遊行程之起迄日期等資料，
俾利該系統檢核比對是否與公務人員休假日期吻合。基
此，「預購型交易」之使用期間須以公務人員請休假或
與休假日相連之假日為前提。

2. 109年起國旅卡刷卡消費日不再限於休假日，國旅卡刷卡
交易項目係以「實際刷卡日期」作為請領該年度之休假
補助費依據，預購型交易已不再適用，公務人員如仍欲
訂購預購型商品，請依實際刷卡日期之年度作為請領該
年度休假補助費之依據，不得擇一年度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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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國民旅遊卡6



◼ 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的核銷程序？
A：
1. 經國旅卡檢核系統篩選出請領休假補助費之交易
資料，由人事單位列印申請表送交休假之公務人
員確認或由該公務人員自行列印申請表，經公務
人員簽名確認後，持向服務機關辦理申請作業，
並經人事及主計單位審核無誤後，由出納單位透
過機關薪資系統撥付入當事人帳戶。

2. 核銷程序屬於機關內部管理作業範圍，且請領強
制休假補助費與否，係由公務人員自行決定，故
現行規定並未要求人事人員應於年底前確認機關
同仁國旅卡刷卡消費情形。130

問題探討─國民旅遊卡7



◼ 部分不符休假補助規定（或不申請補助）之刷卡
消費經檢核系統列為合格交易時，應如何處理?

A：
1. 公務人員於申請國旅卡休假補助費時，對於不
符合規定（或不申請補助）之刷卡消費項目，
應先行主動刪減。

2. 109年4月9日起，申請人得自行運用國旅卡檢核
系統「註記不核發交易」之功能，刪減不符合
規定（或不申請補助）之刷卡消費項目後，再
行辦理後續補助費申請事宜。

參考資料：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3月31日總處培字第109002973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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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國民旅遊卡8



◼ 性別工作平等法是否適用於軍公教人員？
A：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條規定，公務人員、教育人
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該法。但其申訴、救濟及處理
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若非前述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身份之受僱者或求職者，其雇
主有違反性平法情事者，仍依性平法規定辦理。

參考資料：
勞動部全球資訊網/便民服務/常見問答/性別平等及就業歧視/性別平等

問題探討─性別平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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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胞胎之哺乳時間計算？
A:

每日仍以1小時為限，但哺乳次數得視泌乳情形及
受哺乳子女需求與以增加。

參考資料：銓敘部103年10月22日部法一字第1033895221號函

問題探討─哺（集）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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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哺（集）乳執行方式?

A：
公務人員如有子女未滿2歲且須其親自哺（集）乳
者，自得依性平法第18條規定向服務機關提出申
請；至得否離開辦公場所返家進行哺（集）乳等
相關執行方式，以各機關業務特性未盡相同，為
保有彈性，仍宜由公務人員與服務機關協商議定
之。

參考資料：銓敘部107年10月9日部法一字第1074648338號銓敘部部長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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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哺（集）乳2



◼ 天然災害發生，公教員工住所與辦公處所在不同
通報區，如遇二地停班課情形不同或時點不一，
應如何處理？

A：
1. 二地只要有一地停班課，就給予停班課登記。
2. 如二地宣布停班課時點不同（如北北基宣布下
午2時、桃園宣布中午12時），則以宣布時點較
早為停班課登記基準。

問題探討─停班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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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原已請假，如遇天然災害發生經發布停
止上班時，其請假應如何處理及是否扣除？

A：
綜整銓敘部94年10月13日部法二字第0942551433號書函、本總處
105年7月22日總處培字第1050047368號函意旨，說明如下：
1. 事假、家庭照顧假、病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陪產假、
喪假、休假，得按時扣除請假時數。

2. 娩假、流產假，得以半日為計算單位扣除假期，又如停止上班
及上課未達半日以上（例如下午2點停止上班、上課），則仍
以半日扣除，並向後遞延娩假或流產假期間。

3. 公假及延長病假遇停止辦公，則無需扣除，惟公假事由諸如政
府舉辦之考試、國內外機關團體舉辦與職務有關之會議或活動
，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庭作證等，亦另擇期延後舉辦時，得由服
務機關再行核給公假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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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停班課2



◼ 天然災害發生經發布學校停止上課惟未停止上班
時，公教員工如需照顧子女者，其出勤應如何處
理？

A：

高級中等（含高中、高職、五專一至三年級）以下
學校停止上課時，公教員工家有就讀高中以下身心
障礙子女或國中以下（含安親班、幼兒園或私人托
嬰）子女乏人照顧，其本人或配偶得有1人（並未
限父母雙方均為公教人員）由服務機關、學校核實
給予停止上班，以照顧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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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停班課3



◼ 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第14條所稱之
「居住地區」？

A：係指「實際居住地點」，並非戶籍地。
實際居住地點係指當事人之「住所地」或「居所地」
（不限於一地）並於天然災害發生之際有實際居住之事
實者。
 住所地─ 當事人以久住之意思繼續居住之地。
 居所地─ 當事人非以久住之意思，而係因工作、就學
等因素繼續居住之地。

因省親、旅遊等特定事由而短暫寄寓之地，並非住所地
或居所地。

參考資料：
1.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4年10月4日局考字第0940028827號書函
2.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8月24日總處培字第1060054757號電子郵件138

問題探討─停班課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公務人員差勤管理措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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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公務人員差勤管理措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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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公務人員差勤管理措施
（3/3）



一起對抗疫情假訊息，防疫如同作戰

◼ 疫情或防治措施等相關資訊，都由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統一對外公布。

LINE＠疾管家（https://page.line.me/vqv2007o）

◼ 發布、散播、轉傳未經證實或來源不明之疫情資
訊，會觸法，受重罰或刑罰。

◼ 所有機關學校同仁，如發布、散播、轉傳疫情假
訊息情形者，會立即行政懲處，情節嚴重者，以
一次記兩大過免職，並對外說明懲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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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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