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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怡婷｜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視察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勞工放假權益

 壹、前言

台灣原住民族長久居住台灣及周邊島

嶼，逐步發展出豐富、多元而獨特的文化，

其歷代傳承所舉行的祭典儀式，與其族群的

社會制度及經濟活動高度相關，並呈現出各

族群的傳統信仰和生活特質；而多為感恩、

祈福象徵的年度祭典，為各族群部落文化核

心，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及文化價值。依紀

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及勞動基準法規定，原

住民族歲時祭儀為各該原住民族勞工之法定

休假日，雇主應予放假且工資照給；其放假

1日之日期，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

 貳、放假規定重點介紹
一、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為國定民俗節日

為賦予原住民族享有放假舉行特殊祭
儀以延續文化，內政部 99年 11月 2日修
正發布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 4條規
定，確立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為國定應放假之
民俗節日，凡具有原住民身分者，於其所屬
民族歲時祭儀放假 1日，其放假日期，由原
住民族委員會參酌各該原住民族習俗及彙集
各族意見後，辦理公告。如公告歲時祭儀為
特定 1日者，原則於該日放假；如公告各部
落舉辦期間者，則於該期間內擇 1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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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使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方式更
具彈性，原住民族委員會徵詢各原住民族
代表及地方政府意見後，決定自今（111）年
起，各族歲時祭儀放假日均採用「一定期間」
的形式，以利原住民彈性選擇放假日期，積
極返鄉參與歲時祭儀。相關資訊可以至原住
民族委員會官網「歲時祭儀專區」查閱。

二、擇本人、父母或配偶歲時祭儀放假

基於跨族通婚已是原住民族社會常
態，如果原住民本人與其父或母或配偶所
屬之民族不同，卻又僅得於各自所屬族別
之歲時祭儀放假，確實有可能會影響原住
民家庭成員相互參與意願。因此，如能讓
原住民選擇與其父母或配偶同日放假參與
歲時祭儀，將有助不同族別所組成之原住
民族家庭共同參與。

為尊重原住民族選擇權利，原住民族委
員會於 110年 10月 26日公告，原住民得
於其本人、父、母或配偶之所屬民族歲時祭

儀放假日期中，任擇 1日放假。該會舉例說

明，Paljaljim登記為排灣族，爸爸是布農族、

媽媽是排灣族、配偶是卑南族，則Paljaljim

可以從排灣族、布農族或卑南族歲時祭儀期

間中，擇 1日放假，並持前述人員之戶口名

簿或戶籍謄本等原住民族別身分證明，向雇

主或學校申請，不需要其他證明文件，進一

步推動原住民族間文化認識與交流。

三、勞動基準法所定放假及補假規範

依勞動基準法第 37條第 1項規定，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

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即

俗稱國定假日），均應休假。基此，適用

勞動基準法之原住民族受僱勞工，於所屬

民族歲時祭儀當日應放假 1日，無須以請

假方式處理。雇主如有必要確認勞工是否

具有原住民身分或所屬民族別，可以請勞

工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等足資證明其

族別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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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3條之 1更進
一步範定，國定假日遇勞動基準法第 36條
所定例假及休息日者，應予補假，但不包括
該法第 37條指定應放假之日（指總統、副總
統、各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及公民投
票日）；補假期日，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

依照前述規定，一般國定假日如春
節、端午節或中秋節等，如恰逢勞工之例
假或休息日，勞雇雙方應該協商排定於其
他日補假。而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歲時
祭儀放假日，於適用該補假規定上，並無
二致。因此，當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特定
1日之歲時祭儀放假日期，如適逢勞工的
例假或休息日，必須要補假 1日，使該放
假權益不因之而減損。

勞動部早先曾函知各地方勞動行政主
管機關相關補假規定，並請事業單位考量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對於維繫原住民族文化
具重要意義，讓原住民族勞工可以於該例
假或休息日之前或次一工作日補假，以利
形成連續假期返鄉參加祭儀活動。

另依勞動基準法第 39條規定，國定假
日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
於國定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
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
常工作者，亦同。是以，雇主如果因為業務
需要，請原住民族勞工在本來要放假的歲時
祭儀日工作，而勞工也願意出勤工作，雇主
必須要給付勞工加倍工資；如果勞工與雇主
談妥另行擇日補休，也是可行的做法。

四、因應疫情，歲時祭儀調整放假

鑒於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仍
不明朗，各界無不積極防治疫情。為免群
聚，部分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當年度實際並
未舉辦，卻衍生出歲時祭儀日能否照常放
假疑慮。對此，原住民族委員會也做出說
明，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既為國定應放假之
民俗節日，自不受歲時祭儀是否實際舉辦
而影響；如該會公告歲時祭儀為特定 1日
或特定期間擇 1日者，倘因疫情、天然災
害或其他因素導致歲時祭儀取消辦理，原
則仍應於該日或該期間擇日放假。

藉此勞動部已通函請各地方勞動行政
主管機關輔導所轄事業單位，如歲時祭儀
因疫情關係，致實際舉辦日期與原住民族
委員會公告日期或期間不同者，可以由勞
雇雙方協商調移至實際辦理日期放假。而
實際舉辦日期得參酌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各部落之公告。

 參、結語
台灣社會由多元族群所組成，過去經

驗逐步帶領國人尊重多元文化與落實族群平
等，而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是原住民族長久文
化核心，對於族人凝聚認同、傳承文化有實
質重要意義。透過確立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為
國定放假節日，讓原住民族能持續、穩健地
參與族群活動，保存傳統文化，期盼事業單
位均能熟悉並落實歲時祭儀放假規定，共同
維繫原住民族特有珍貴資產與文化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