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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委員支持本會訴求:訂定五一勞動節為國定假日 

辦法:內政部修改「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 

修改條文 現行條文 

下列節日，由有關機關、團體、學校

舉行慶祝活動： 

一、道教節：農曆一月一日。 

二、婦女節：三月八日。 

三、青年節：三月二十九日。 

四、兒童節：四月四日。 

五、勞動節：五月一日。 

六、軍人節：九月三日。 

七、教師節：九月二十八日。 

八、臺灣光復節：十月二十五日。 

九、中華文化復興節：十一月十二日。 

前項節日，按下列規定放假： 

一、兒童節：放假一日。兒童節與民

族掃墓節同一日時，於前一日放假。 

    但逢星期四時，於後一日放假。 

二、勞動節：放假一日。 

三、軍人節：依國防部規定放假。 

下列節日，由有關機關、團體、學校

舉行慶祝活動： 

一、道教節：農曆一月一日。 

二、婦女節：三月八日。 

三、青年節：三月二十九日。 

四、兒童節：四月四日。 

五、勞動節：五月一日。 

六、軍人節：九月三日。 

七、教師節：九月二十八日。 

八、臺灣光復節：十月二十五日。 

九、中華文化復興節：十一月十二日。 

前項節日，按下列規定放假： 

一、兒童節：放假一日。兒童節與民

族掃墓節同一日時，於前一日放假。 

    但逢星期四時，於後一日放假。 

二、勞動節：勞工放假。 

三、軍人節：依國防部規定放假。 

 
前言 

    我國將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訂為勞動節，用

來彰顯勞動的價值，以及勞工對社會的貢獻。立意良善卻美中不足的是，這天只有

適用勞基法的勞工得以放假。長久以來，因為一紙法規命令，所有的勞動者被切割、

被分化。我們相信，軍、公、教、勞僅僅是職業類型的不同，並非勞動的價值有所

差異，應該回到勞動節的真正意涵，放假與否不可成為勞工身分的判準。 

    我們期待台灣的勞動人權能夠持續向上提升，將勞動節訂為國定假日，就是最

好的社會宣示，且大多數民間企業的勞工皆已在五月一日放假，此一改變不涉及額

外的社會成本，必能獲得全民認同。 

    懇請貴委員支持本會訴求，協助推動內政部修改「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刪

除僅限勞工放假之規定。以下分別從六大層面說明「訂定五一勞動節為國定假日」

之必要性及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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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國際趨勢面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將五一勞動節訂為全國性的節日(見附表)，僅有少數國家

不是訂在五月一日，而和台灣一樣，將所有勞動者用不同職業區分，並據以判斷是

否能在勞動節這天放假的國家，更是從未聽聞。台灣如果不想成為世界孤兒，讓五

一勞動節成為全國一致的國定假日，絕對是值得跨出的一步。 

 

二、 從歷史面 

    眾所皆知，五一勞動節的由來標示著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勞工運動: 為了爭取

每日工作八小時，1886 年美國工人發起全國性的抗議活動，超過 30 萬名勞工參與

罷工及示威遊行，不料在芝加哥的乾草廣場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導致流血收場，

部份工會領袖遭到逮捕並判處極刑。然而，紀念五一不是為了記得一起悲劇，而是

表彰工人團結的意志與勇氣。從一個國家如何看待五一勞動節，就可看出它如何對

待自己的勞工。 

 

三、 從法律面 

    我國現行國定假日尚無真正的法律依據，而是規定在內政部的法規命令─「紀

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 5條第 1項明定五月一日為勞動節，第 2 項限制勞工才能

放假。哪些人屬於此辦法所指可放假之勞工? 其實並無明文規範。若以勞動基準法

第 2條的定義，為「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理應涵蓋公私部門、不分職

業的受雇者，但第三條又以「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排除適用勞

基法有困難的行業。換句話說，以適用勞基法與否來定義「勞工」身分，是完全錯

誤的推論。同理，以適用勞基法與否來區別哪些職業可以在勞動節放假，更是錯上

加錯! 

 

四、 從社會面 

    由於軍、公、教、勞的權利義務適用不同的法律規範，而被切割為不同族群，

掩蓋了都是勞動者的本質。這種制度上的分化，在勞動節放假不一致上更為明顯。

民眾普遍認為，勞動節可以放假的才是勞工，其餘保衛國家的軍人、為人民服務的

公僕、傳道授業的教師，這 60 多萬人明明一樣勞心勞力，是勞工的一份子，卻被當

成局外人，甚至特權份子，妨礙了人民之間的團結。國定假日除了有讓勞工多一天

休息、減少工時的實質意義，透過共同度過某個節日(例如春節、中秋節…等民俗節

日)，能夠促進我們都是一家人的認同感，其社會意義同樣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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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從勞權發展面 

    自 1988 年開始，利用五月一日這天假日，台灣勞工團體幾乎年年舉辦大遊行，

提出切合當時時勢的主張，早期例如:雙周八四工時、反失業、建立社會安全網……，

近年則多批判派遣、低薪與過勞等現象。勞工的處境和社會息息相關，軍公教絕非

局外人，應該共同關心。從這個角度看，當勞動節成為國定假日，可以是促進社會

對話非常好的時機，提升所有人對勞動權益的重視。 

 

六、 從生活面 

    最後，回到務實面，由於放假的不一致，確實會造成民眾生活的不便。例如: 許

多學生的父母放假，學生卻要留在學校上課，少了安排家庭活動的機會。學校的工

友、廚工，幼兒園的教保員，還有公務機關裡大量適用勞基法的人員(如公務員兼具

勞工身份者、臨時人員、派遣人員)，皆必須在五月一日放假，造成學校與機關運作

上的困擾。另外，多數民間企業在這天休假、金融業也休市，公務機關若有相關業

務，也只好擱置而無法辦理……。諸此種種，每年到五月一日都會發生，只要修改

一條法規命令就可以解決，沒有理由拖延。 

 

結語: 

    綜上所述，不論從理論面或最貼近民眾的生活面，都找不到任何理由，讓勞動

節全國放假不一致的狀況繼續下去。是時候縫合這道分化的裂痕了，別再讓台灣落

後世界，行政部門的一小步，就能讓台灣往前跨一大步，再次懇請貴委員支持。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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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勞動節為國定假日的國家(*非 5/1 當天放假) 

歐洲 

阿爾巴尼亞 亞美尼亞 奧地利 比利時 保加利亞 

克羅埃西亞 捷克 芬蘭 法國 喬治亞 

德國 匈牙利 冰島 愛爾蘭* 義大利 

立陶宛 盧森堡 馬其頓 挪威 波蘭 

葡萄牙 羅馬尼亞 俄羅斯 塞爾維亞 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 西班牙 瑞典 土耳其 烏克蘭 

英國*     

亞洲 

巴林 孟加拉 柬埔寨 中國大陸 香港 

印度 印尼 伊拉克 約旦 黎巴嫩 

緬甸 尼泊爾 北韓 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菲律賓 新加坡 斯里蘭卡 敘利亞 泰國 

越南     

美洲 

阿根廷 玻利維亞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哥斯大黎加 古巴 多明尼加 薩爾瓦多 瓜地馬拉 

海地 宏都拉斯 墨西哥 巴拿馬 巴拉圭 

秘魯 美國* 烏拉圭 委內瑞拉 哥倫比亞 

非洲 

阿爾及利亞 埃及 衣索比亞 迦納 肯亞 

利比亞 摩洛哥 奈及利亞 索馬利亞 南非 

坦尚尼亞 烏干達 辛巴威   

大洋洲 

紐西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