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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談勞工罷工權（下） 

 

二、組織、加入工會 

勞工團結權為勞工組織、加入工會之權利，係勞動三權之首，又工會法之

立法目的1之一即在促進勞工團結，以下扼要說明工會法之規範： 

(一) 組織、加入工會之權利（工會法第 4 條） 

1. 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2. 教師：得依工會法組織及加入工會 

3. 現役軍人與國防部所屬及依法監督之軍火工業員工：不得組織工會（基於國

家安全之考量） 

4. 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公務人員：其結社組織依其他法律之規定（例如公

務人員協會法） 

(二) 工會任務（工會法第 5 條） 

包含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勞資爭議之處理、勞動條件、勞工安全

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及其他合於工會法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等

等。 

(三) 類型（工會法第 6、7、9 條） 

類型 定義 其他 

企業工會 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

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

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

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

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

工會。 

� 教師不得組織及加入企業

工會 

� 勞工應加入企業工會（惟尚

無勞工未加入之罰則） 

� 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 

� 舉例：中華航空公司企業工

會 

產業工會 結合相關產業內之勞工，所組

織之工會。 

� 舉例：航空運輸產業工會 

職業工會 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工，所

組織之工會。 

� 應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

為組織區域 

                                                 
1 工會法第 1 條：「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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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定義 其他 

� 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

同種類職業工會，以組織一

個為限。 

� 舉例：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

會、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 

 

(四) 工會職員及會員之保護（工會法第 35、36、45、46 條） 

1. 禁止雇主妨礙工會 

工會為主張並擁護其所屬會員之權利或利益，常與雇主處於對立狀態，故雇

主阻撓勞工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之事時有所聞，惟勞工加入工會、擔任

工會職務為其權利、義務，故工會法對下列雇主妨礙工會之行為予以禁止： 

(1) 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

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

職務 

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

他不利待遇 

(2) 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

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 

(3) 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

為 

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待遇 

(4) 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 

(5) 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 

※雇主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若涉及前述情事，不僅有無效之虞，亦可能遭處

罰鍰。 

 

2. 給予工會理、監事公假（會務假） 

為使工會理、監事有充裕的時間綜理會務，工會理、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

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例如本

次華航與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約定該工會理、監事得於每月 50 小時範圍

內請公假辦理會務），雇主若未依法給予前述公假將可能遭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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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勞工雖得行使團體爭議權，集體與雇主交涉維持或變更勞動條件，於雙方協商不

成後選擇發起罷工以對雇主施壓（造成雇主損害或其他經濟上不利益），惟須留

意本文說明之合法罷工相關規範，符合合法罷工相關規範之罷工，該發起罷工之

工會及其會員始受勞爭法民刑事免責規定之保護。再者，罷工除損及勞資雙方當

事人權益外，亦可能影響第三人、社會大眾之利益，應遵循誠信原則並避免權利

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