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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公投連署，最後衝刺！

今年初民進黨政府無視勞工質疑的聲
音，強行通過「延長加班工時」、「縮短輪
班間隔」、「連續上班 12 天」、「加班費折
算補休」、「減少休息日加班費」等《勞基法》
條文，讓利於資本家，使得勞工的處境更加
嚴峻。

為了保障勞工的權益，翻轉過勞，時
代力量及勞權公投聯盟發動「退回修惡勞基
法」、「最低工資法」、「國定假日法」等
三項公投連署。

目前進入第二階段尾聲，需在 107 年 8 
月底以前蒐集 30 萬份的連署，才能夠在年底
與地方選舉一併舉辦公投，要求政府重新擬
定真正保障勞工的條例。

本會於 3 月起也陸續協助蒐集公投連署
單，最後的一個月，也再度邀請未參與連署
的勞工夥伴們共同付諸行動支持，爭取良好
的勞動環境！

時代力量
「勞基法修訂」、「基本工資法」

勞權公投聯盟
「勞基法修訂」、「國定假日法」

http://tw.aetutw.org/
https://www.facebook.com/TheAllianceofEducareTradeUnions/
https://referendum.npp.vote/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969812579715740&id=19079970192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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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警殉職】 肇事司機連上 22 天　過勞開車重罰

疑疲勞駕駛毀了 4 個家庭的大貨車司機陸乙豪，偵訊時他
供稱因開車精神不繼打瞌睡，看到車前有狀況時反應來不及，
追撞前車造成重大事故，他當懊悔，但事故當時，先撞到貨車
還是警車，都搞不清楚，可見過勞開車情況相當嚴重。
【詳細閱讀】

鏡周刊 2018.4.24 馮緯瀚

【心內話】隱形工時會殺人

去年 3 月 31 日中午，我跟老公趕著送第 2 趟貨，路上我
想買午餐，老公說趕快送好貨再吃，到目的地時，他忽然說不
舒服，左半邊整個麻掉、頭暈、視線模糊，我很慌張，下車找
警衛，老公已經癱在方向盤上，我趕快叫救護車…【詳細閱讀】

鏡周刊 2018.7.20 曾芷筠

捍衛勞權，保障你我生活
許多雇主對於工時的認知，即在「執行工作任務時」才算是在上班，那麼其他準

備上班、整頓工作，這些影響到休息的時間不算嗎？

在『隱形工時會殺人』一文提到，夫妻倆幾乎每天凌晨四點準備上班，下班都已
晚上十點，代表實際上能夠自由運用的時間僅六小時，並日復一日，休息時間如此不
足的情況下，造成先生的身體出現狀況，導致最後不治離世。

今年初通過的勞基法修法，鬆綁加班時數上限，縮短輪班間隔時間，給予資方更
大的彈性，就是增加勞工隱形工時的最惡修法。

「隱形的工時」所導致的過勞，不僅對於自己身體會有所影響，也會造成嚴重的
公安事件，最近在國道上所發生的嚴重車禍事件，都是因過勞駕駛而導致。

勞權，與每個人都是息息相關的，不僅為了自己，也為了保障他人，每個人站出
來爭取都是一股力量，共同捍衛勞動權益，才能夠安心的生活！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424soc005/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712pol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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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錢補助托育 真能解決少子化痛點？

王太太居住的新北市，私人保母或托嬰中心的收費、每個
月大約二萬元，即使雙薪家庭一個月收入九萬多元，但扣掉車
貸、房貸三萬多元，一個月若還要花上二萬元托嬰費，再加上
其他開銷，經濟狀況實在吃緊。但自己帶孩子，少了一份收入，
對家庭收支同樣很傷。請育嬰假和委託私人托嬰成了兩難，她
只能把唯一的希望放在公托上頭。【詳細閱讀】

今周刊 2018.7.19 吳苡榕

韓國經驗 私托免費也難救生育率

韓國「無償養育」政策，每月提供約三十萬韓元（約新台
幣九千元）補貼，讓家長負擔減輕。前總統朴槿惠上任後，擴
大到六歲，生育率仍不見起色，全球倒數第六。托育政策催生
聯盟發言人王兆慶認為，韓國企業文化、工時長，使勞工沒時
間照顧孩子，加上照顧責任幾乎全落在媽媽身上，女性生育意
願當然不高。【詳細閱讀】

今周刊  2018.1.10  陳柏樺

長工時、低工資的勞動環境
補助政策難以提升生育率

為了解決少子化問題，行政院 5 月推出擴大補助政策，且將向私立幼托機構
購買服務來滿足民眾的育兒需求。然而，借鏡韓國「無償養育」政策的經驗發現，
即便擴大了補助，在長工時與青年低新的勞動環境下，也無法提升生育的意念。

托育公共量不足、育兒費用高、工時長、工資低等等都是造成台灣少子化的
複雜原因，這些結構性問題政府無心想解決，只想透過花錢來催生，似乎太不切
實際。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807180030/%E6%92%92%E9%8C%A2%E8%A3%9C%E5%8A%A9%E6%89%98%E8%82%B2%20%20%E7%9C%9F%E8%83%BD%E8%A7%A3%E6%B1%BA%E5%B0%91%E5%AD%90%E5%8C%96%E7%97%9B%E9%BB%9E%EF%BC%9F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801100012/%E9%9F%93%E5%9C%8B%E7%B6%93%E9%A9%97%20%E7%A7%81%E6%89%98%E5%85%8D%E8%B2%BB%E4%B9%9F%E9%9B%A3%E6%95%91%E7%94%9F%E8%82%B2%E7%8E%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