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知道你已經過勞了嗎？ 

要如何預防及保障自己權益？  

撰稿人：沈以軒律師、李玟潔律師(宇恒法律事務所) 

     勞動觀測站：「過勞」概述 

案例一  

    某上市公司驚爆員工月加班 112 小時，導致過勞癱瘓勞安事件！

高院判決該公司須給付職災補償金 1544 萬元。判決指出，40 歲鄧姓男

子原本在該公司擔任電熔技術員，月薪約 34000 元，100 年 8 月 24 日

鄧男上班時，突然心跳休止、缺氧性腦病變，造成極重度智能障礙及

終生癱瘓，家人認為鄧男長期加班過勞險死，提告要求公司給付職災

補償金。 

    高等法院審理認定鄧男病發前一個月加班時數高達 112 小時，約

為《勞動基準法》規定每月加班總時數 46 小時的 2.4 倍，再往前推 5

個月的加班時數在 68~87 小時之間，顯已超出一般勞工可承受的工作

時數，因而病發，判決該公司須給付職災補償金 1544 萬元。 

案例二 

    葉先生為遊覽車駕駛，工作需經常開長途車程，每天早出晚歸、

工時不固定，於某段期間因公司旅遊團量大，持續不斷工作，終於一

段時間後中風倒下，因懷疑其中風之發作與工作有關，故至職業醫學

科門診就醫，經醫師評估其雖有糖尿病史，但控制良好，且無喝酒之

習慣，可大致排除非工作相關因素，經綜合其工作內容後，評估符合

過勞認定參考指引，故認定其中風為職業促發之疾病。1 

案例三 

 
1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小心超時工作易引發心血管疾病摺頁。 



    一輛載著旅行社武陵賞櫻團 44 人(含司機及導遊)的遊覽車，今年

(106 年)2 月 13 日早上 8 點多從台北出發，晚間約 9 點時回程路上，突

在國道五號南港路段彎道翻覆，遊覽車傾斜撞擊邊坡，整個車頂都被

掀開，車內的椅座頭枕也都被削掉，導致多數乘客頭部直接重創，30

人當場死亡，3 人在送往醫院後宣告不治。事後有近百名家屬及被害人

提出告訴，認為旅行社老闆等多人涉犯業務過失致死等罪，康姓駕駛

之親人並指出事故是因康姓駕駛自 1 月 27 日到 2 月 9 日均出勤上班，

到 2 月 10 日才休息 1 天，超時工作，導致疲勞駕駛而釀禍。 

    近年來「過勞」案件頻傳，除上述案例外，尚有 105 年初時本土

藝人似因過勞而死亡事件，引發各界關切勞工過勞的議題。 

    我們常聽到的「過勞死」，源自於日文，指的是勞工因過度工作之

過勞而導致死亡。而「過勞」所指為過度疲勞，過度疲勞累積的原因，

除過重的勞力或體力上的負荷外、過重的壓力負擔，還有長期超時間

工作、沒有休息及熬夜工作等均為可能因素。 

    所謂過重的壓力負擔，可能來自於密集工作而生的責任、工作上

轉換或被分派去從事不願做的工作。此外，伴隨過度工作量可能衍生

出生理上的問題，如睡眠不安穩、休息時間大量減少、飲食習慣改變，

甚至會讓家庭生活受到干擾，最後均會導致疲勞累積。 

    而當疲勞過度累積時，就會產生不必要的緊張，這些緊張會破壞

生理上的規律循環，導致血壓上升、血管硬化及血液凝固機能變化，

最後產生心臟血管疾病。顯然，勞工若身心長期處於高壓力與勞累的

狀態下，有可能引起各種身心問題或促發疾病。 

    無論是前述旅行社武陵賞櫻團的康姓駕駛、上市公司的鄧姓員工，

或是本土藝人，均有長期超時間工作、沒有得到適當的休息，導致過

度勞累而可能有致生疾病或死亡之狀況，但是這種一般我們認為勞工

過度疲勞的狀況，與勞動法令中「過勞」的認定是否一致？勞工是否

可據此請求相關補償？則是我們接著下去要探討的問題。 



   勞動放大鏡：現行「過勞」的認定 

    我國法令上並無「過勞」一詞，「過勞」是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

疾病的俗稱，醫學上認為職業並非直接形成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的主要

因素，但如果「職業上的工作負荷」是造成腦心血管疾病促發或明顯

惡化的原因時，則可認定為職業病。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1 項：「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

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因此勞工正常情形下之工時，

每週以 40 小時為工時計算標準，但是否表示勞工每週工作超過 40 小

時工時，即可認定為勞動法令下之「過勞」？是否有其他參照標準？

關於這兩個問題的解答，勞動部在 107 年修正通過「職業促發腦血管

及心臟疾病之認定參考指引」，提供勞保給付、相關補償認定及做為醫

師診斷之參考，或職業病鑑定之審判依據。雖說過勞一般所指為一種

過度工作而導致身心不堪負荷之情形，但在法院認定以及勞保給付、

請求雇主賠償等狀況，「過勞」所指為符合「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

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之情形。勞工因「異常事件」或

「短期、長期工作負荷過重」，使血壓升高，造成原有之腦血管及心臟

疾病顯著惡化（超越自然惡化速度）。然此類疾病即使在日常生活中，

病情惡化的危險程度也非常高，如果職業是造成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等

明顯惡化的原因時，可認定為職業病，並得做為職災給付對象。 

    正因認定是否為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上較為不易。故在「職

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參考指引」中，表明「過勞」需同時

符合「目標疾病」的種類及「工作負荷過重」兩條件： 

一、 目標疾病 

(一) 腦血管疾病：包括腦出血、腦梗塞、蜘蛛膜下腔出血及高血壓性

腦病變等。 

(二) 心臟疾病：包括心肌梗塞、急性心臟衰竭、主動脈剝離、狹心症、

嚴重心律不整、心臟停止及心因性猝死等。 



二、 工作負荷過重 

(一) 異常的事件 

    評估發病當時至發病前 1 天期間，是否持續工作或遭遇到天災或

火災等嚴重之異常事件。當遭遇事件時會引起急遽的血壓波動及血管

收縮，導致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在承受負荷後 24 小時內發病，即可證

實異常事件、負荷過重之存在。異常事件通常還會區分成精神上引起

極度緊張、興奮、恐懼、驚訝等強烈精神上負荷的精神負荷事件、迫

使身體突然承受強烈負荷的突發或難以預測的緊急強度負荷的身體

負荷事件與急遽且明顯的工作環境變動的工作環境變化事件等。 

(二) 短期工作過重 

    評估發病前（包含發病日）約 1 週內，勞工是否從事特別過重的

工作，該過重的工作是指與日常工作相比，客觀的認為造成身體上、

精神上負荷過重的工作，其評估內容除可考量工作量、工作內容、工

作環境等因素外，亦可由同事或同業是否認為負荷過重的觀點給予客

觀且綜合的判斷。 

(三) 長期工作過重（最重要的標準） 

    評估發病前約 6 個月內，是否因長時間勞動造成明顯疲勞的累積。

其間，是否從事特別過重之工作及有無負荷過重因子是以「短期工作

過重」為標準。而評估長時間勞動之工作時間，以每週 40 小時工時

以外之時數計算加班時數。其評估重點在發病日至發病前 1 個月之加

班時數超過 100 小時，或發病日至發病前 2 至 6 個月內，月平均超過

80 小時的加班時數，其加班產生之工作負荷與發病之相關性極強。

其次，若發病日前 1 至 6 個月，加班時數月平均超過 45 小時，其工

作與發病間之關連性，會隨著加班時數之增加而增強，應視個案情況

進行評估因職業疾病之鑑定尚需排除其他非職業原因，所以在評估具

『工作負荷過重』之要件後，需再排除如其他疾病促發、自然過程惡

化因子、其他與工作無關之外在環境或個人因素等，若職業原因促發

惡化之貢獻度大於 50％，則可認定為職業原因所促發，例如上開電



熔技術員及遊覽車駕駛葉先生的案例，此時勞工若具有勞保身分，可

請求相關職災給付，當然勞工亦可請求相關補償。 

    在遊覽車的案例中，康姓駕駛連續工作多日，事故當日康姓駕駛

從早上 6 點就出發，直到晚上 9 點仍在開車，中間已經過 15 小時。而

康姓駕駛若於此之中因部分旅客可能選擇於車上休息，必須看顧車輛，

致其未能休息，則康姓駕駛當日工作時數可能超過一日工時上限 12 小

時。若康姓駕駛連續工作多日均屬此種情形，則可能符合上述「工作

負荷過重」之情況。但康姓駕駛並非因工作負荷過重而促發腦血管及

心臟疾病，而可能是因其過度疲勞致轉彎時未注意適當減速，超速過

彎方才釀成這起不幸事故，此部分與前述「過勞」之認定並不相符，

因此康姓駕駛之家屬也無法申請職業災害補償。 

    而遊覽車事故發生後，喚起社會各界對駕駛勞動權益之重視，勞

動部為保障遊覽車駕駛之勞動權益，及輔助勞動檢查員順利執行相關

勞動檢查業務，特別訂定「遊覽車駕駛工作時間檢查參考指引」，其中

洗車、加油、保養…等非駕駛握方向盤時所作的事情，皆算在出勤工

作時數內。如果這些事情都算在出勤工作時數內，業者並遵守法定工

時的上限，才能避免因疲勞駕駛而產生危險，提升駕駛行車安全。 

   勞動小提醒：職業安全衛生法「過勞預防條款」及「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 

    勞工除了隨時注意自己身體狀況、確認自己是否有過度疲勞之情

形外，103年時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新增了「過勞預防條款」，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也公布了「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防止勞

工過勞事件之發生：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過勞預防條款」：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2項增列預防過勞條款，明確規範雇主

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及長時間工作，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避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若在工作中，勞工因

過度疲勞而察覺可能在工作中發生危險之時，應視自身情況儘速就醫，



並立即通知雇主，由雇主另行安排人員提供勞務，並依照上述預防指

引，採取相關健康管理措施。 

    因此工作中若因身體不適而可能發生危險之時，同學們不要硬撐

著將工作做完，並免造成更大的損傷發生。同學此時應先停止作業至

安全場所，並注意不能危及其他同事的安全，及立即向主管報告。 

二、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 

    為勞工身心健康，「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中規定雇

主應授權指定專責部門(簽署授權同意書)，如人資、風險管理或職業

安全衛生單位負責統籌規劃職業安全衛生事宜，並指派一名高階主管

負責督導管理，及推動組織內全體同仁之參與；雇主應明確宣示承諾

確保勞工身心健康之政策，並會同勞工代表將相關預防輪班、夜間、

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措施（含勞資雙方之義務）

訂定於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雇主除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必須實施健康檢查外，另依「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雇主尚應安排勞工與醫師面談及健康

指導、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因此工作中之健康檢查，雖然為雇主給予員工的福利，但同時也

為法令課予雇主的義務。同學們往後工作時若雇主實施健康檢查，一

定要參與，了解自己的身心健康，也維護自己的權益。 

  勞動大挑戰：「過勞」的預防 

一、 請學生以自己的家人為例，運用前面介紹的「工作負荷過重」標

準，是否曾聽家人分享工作上的「異常事件」？或者是否有「短

期工作過重」、「長期工作過重」之情形？如果有的話，家人是否

有身體上的疾病？是否有因過勞而可能促發疾病的情形？ 

說明 

請老師引導學生發現家人在工作上有無造成過勞的因素，關懷家

人的身體情況，並讓學生提醒家人適當的休息或就醫。 

二、 請學生分組討論並先上網查詢，前述因遊覽車事故，勞動部訂定

之「遊覽車駕駛工作時間檢查參考指引」，若學生為勞動部檢查員，

會如何稽核駕駛的工作時間？乘客在旅行社所安排的行程中應注



意哪些細節，才能避免搭乘遊覽車時，因行程密集而導致遊覽車

駕駛過勞之情形影響乘客權益？ 

說明 

「遊覽車駕駛工作時間檢查參考指引」雖訂定熱車時間、洗車時

間、加油時間、保養時間均納入駕駛工作時間，但實際上勞動部

檢查員要如何認定駕駛的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不易稽核。當學生

化身為勞動部檢查員，將能設身處地考慮駕駛之工作情況，在搭

乘遊覽車時，能為駕駛著想，避免於約定集合時間點遲到，造成

駕駛延後發車，增加其待命時間，無形中讓駕駛休息時間減少；

並可檢視旅行社安排行程時，駕駛工作時間之合理性，進而促進

學生了解市面上低價旅遊團可能隱藏的安全危機。 

 

延伸閱讀：職業病鑑定案例彙編

https://tmsc.osha.gov.tw/info_03.asp?kk=&sl=1 

https://tmsc.osha.gov.tw/info_03.asp?kk=&sl=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