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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廉政法令與訊息 

2021企業誠信論壇活動會議-3 

貴賓致詞實錄 

 Nic Rigby/HSE 國際交流處處長 
各位政府代表、鄒署長，

以及台灣營造業的領袖，大家

好!非常高興有機會能夠在這次

的論壇當中演講，剛才的致詞

影片，Sarah Albon 我們的 CEO

也預祝大會圓滿成功。今天我

會和各位分享我們跟英國的營

造業是如何合作，並且談談我

們是如何在工安方面能夠大幅

提升、進步。 

營造業安全的相關決策以及行為，當然對我們 HSE 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議題，其實 HSE 也就是我們英國官方職業安全衛生專責機構，在過去的200年

間，我們單位曾經多次的更名。從工業革命開始以來，其實一開始大家真的是

把工人當作免洗筷一樣，是可拋棄的，在過去的30年我們的做法就有了改變，

那我想在今天我要談的，也會讓大家發現其實「領導」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工

人不是免洗筷，他們也有權利能夠每天安全下班回家。 

 我會很簡單的跟各位談一談，我們英國在職業安全衛生有哪些實務的做

法，也會談到英國的相關立法，我會談到 CDM，CDM 就是營造業施工、設計和管

理法規，此外我也會說明為什麼 CDM 在1990年代的引進成為了一個成功的決定

性因素，讓英國的工安可以是全世界最佳之一。我想 CDM 所引進的變革之一，

就是領導的負責人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這也會影響到相關的職業安全衛

生，所以業主他必須要負起責任，這邊談到的營造業領導，其實談的不是只有

承包商而已，也包括了開發商。營造這些相關工程，開發商也就是業主，開發

商事實上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因此要負起責任，不是只有承包商要負責任而

已，這樣的話我們能強化職業安全衛生。工程主要的承包商還有一些分包商，

其實他們的工作方式，當然對於一個工程專案來講會有很大的影響，不過在產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11年2月廉政月刊 



 2 

業當中我們著眼一個更大的結構性議題，有些時候承包商可能會受到壓力，他

的資金可能不足，時間也不足，進而安全方面就會受到影響，其實這些問題的

來源就是來自於更上層，所以很多時候營建的工程真正開始之前，因為有很多

的決策都已經做了，承包商所拿到的設計甚至是沒有考量到安全的問題，也沒

有考量到是不是有替代的方案，確保整個工程能夠更加的安全。我們發現許多

時候，工程專案當中的各方並沒有相互合作，比如說開發商只會談到目標是什

麼，但完全沒有考量到安全的問題；設計方也沒有考慮到設計若要成真，是不

是也能安全地進行；最後變成是承包商必須要承受一切，不僅是資金不足、時

間不足造成安全受到影響，這種各自為政的做法呢，其實真的會引發大災難。 

因此在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幾個大工程的案例，這些是2012年倫敦奧運的相

關工程，透過這些工程的案例就能夠告訴我們，若營造業的領導人能夠善用自

己的影響力，各方又能夠相互合作的話，其實我們可以做得非常的成功。在最

後，我會問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詢問各位台灣的營造業領導者需要發揮什

麼樣的影響力呢？我想，HSE 很幸運能夠到世界各地造訪，並且看看各個國家

是如何做好他們的職業安全衛生，這個問題其實就是一個核心問題，能夠看到

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做法有哪些明顯的不同。 

簡單談一下英國對於職業安全衛生的法規，1970年代以來其實我們用的都

是比較傳統的做法，我們會設定一些目標和規定，在這種舊的框架之下，基本

上就是政府來做決定，決定一個公司必須要有哪些控管的措施，才能夠降低工

安的風險。在這樣的框架之下，許多公司認為他們只要符合政府的規定就好，

沒有其他誘因要去消除更多的風險，也不會去考量其他更創新的做法會不會比

較有效率，而這些由政府訂定的框架很快地就會過時，沒有辦法持續的精進，

未來也會變得不適用。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打造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環境，這些

責任並不會只在政府的身上，而是在於一開始就帶來風險的這一方，後來在

1974年時，我們改變了做法，我們要求所有的公司必須能夠確保工作環境是安

全的，由公司自己去設定目標並達成它，英國的主管機關是採取這樣的做法，

而這樣的做法已經有50年的時間了，創造風險的人就是要負責，這就是它的原

則所在，這樣的理念對於營造業來說是非常的適用，對於其他產業我們都是實

施同樣的原則。 

所謂的 CDM 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施工、設計、管理。為什麼這樣的法規可

以讓我們有所轉變呢？基本上就是把職業安全衛生這樣的一個概念推向各方，

其實這一開始就存在了，只是先前還沒有 CDM 的時候呢，很多參與方會選擇逃

避它的責任，其實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還是有這樣的情形，營造業在職業安全衛

生的部分只要求承包商，卻忽略了影響非常大的開發商和設計方，CDM 就是將

它的原則延伸到這些相關方而已，創造風險的人必須要負責來減緩。以前我也

常常聽到，開發商說管不到承包商，無法為工地發生的事情負責，可是這樣顯

然是錯誤的！畢竟開發商是一個專案的領袖，他的任何決定都會直接影響到工

地的安全，如果開發商希望這個專案要在短時間內完成，請問承包商是要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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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這不切實際的要求呢？然而設計方在設計時，就必須要將各個環節的風險

降到最低，聽起來好像顯而易見，但在一個營造的專案當中很多時候其實並沒

有做到。要把開發商、承包商還有設計方三方集結在一起，透過 CDM 讓彼此合

作，而非各自為政，也不是讓承包商自己承擔所有風險。HSE 在過去27年來不

斷的努力，也面臨各種的挑戰，我們也了解各方並不會突然因為 CDM 規範的出

現，而突然願意去承擔責任和風險，但透過我們不斷的努力，我們發現他們在

設計的方面做得更好了，因此可以讓工程進行時能夠更加順利。 

在2012年的倫敦奧運的新建場館是歐洲最大規模的施工案件，我們在興建

時也曉得整個世界都非常重視奧運的聖殿，也攸關於整個國家的聲譽，透過

CDM 的規範，開發商在一開始也展現了它的領導力，主動的協調各方的合作，

把所有的利害關係人都找進來一起討論，不是紙上談兵而已，也確保所有的承

包商和設計方都有達到它當初設定的標準。當初這些場館的興建有超過46,000

人參與，每周80,000,000小時的工時，其中也有30次超過1,000,000小時無職災

工傷的工作，每一個員工都是安全的下班回家，沒有任何人受傷。 

Q&A 
Q：張毅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簡任技正 

剛剛有提到，台灣的職災工傷比英國來的嚴重。其實我們職業安全衛生署

一直都有在推動各項的減災計畫，特別是今年是我們的「營造減災加強年」，

我們也減少了一些傷亡的人數。首先先回應您剛剛的問題，在台灣其實很多的

營造專案以及開發商都是屬於比較小規模的企業，因為時間的壓力還有知識的

缺乏進而導致職災的問題。第二，雖然台灣的職安法規，有針對開發商而有特

別的規範及要求，但是事實上若有違規的情形發生，並沒有相對應的懲罰及罰

責，所以我們目前還是針對承包商去做規範。那麼剛剛提到的 CDM，不只是要

求承包商，也要求設計方以及開發商要確保在專案進行的過程中，考量到安全

的問題。 

因為目前台灣並沒有類似的法規，所以我想針對 CDM 請教幾個問題；第一

個，CDM 的規範是希望開發商以及設計方都要一起來承擔責任，但其中也會面

臨到刑事責任的問題，想請問英國是如何說服各方去遵守相關的規範呢？再

者，在您的簡報之中有提到，法規規定各方須達到一個訂定的目標和結果，而

不是去告訴他們過程中要如何實行，那如果有工安事故發生時，要如何判斷是

哪一方的責任呢？ 

A：Nic Rigby/HSE 國際交流處處長 

首先，在實施 CDM 之前，我是在 HSE 擔任督察員，當時開發商和設計方在

法律上是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的，我覺得這就是問題的所在，在法規當中，基

本上就是忽視了這些可以被改善的地方，導致承包商必須要在這樣的一個框架

之下工作，因為他們其實就是被開發商和設計方所限制，若承包商在這個專案

中拿到的資源不足或者是施工期程被壓得很短，那麼他們也沒辦法提供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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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健康措施，甚至是偷工減料。從過去的狀況可見，不僅是在英國或者其他

國家，我們都只要求承包商，但是如果我們持續忽視開發商和設計方的責任，

並讓設計方繼續設計一些難以執行的建築，那我們就不可能提升職業安全衛生

的標準。就我了解，現在有許多國家也發現到 CDM 可以帶來許多優勢和精進，

以英國（已開發國家）來講，我們的職業安全衛生標準可以說是無人能敵，在

工安方面我們也落實的非常好，當然我們也還有可以改善的空間。就我所知，

新加坡也已經採用了像 CDM 這樣的法規，這也是透過近幾年我們和新加坡多次

的交流，讓他們發現到這樣的法規可以帶來許多效益。 

第二個部分，我們是如何把幫助企業達成目標？在1970年代，我們也是告

訴承包商應該要做什麼，但其實這樣就像是政府承擔起責任而已，可是後來，

我們改變了我們的作法，我們將責任交回企業本身，讓企業本身自己去承擔這

個風險，當然他們就會有這個義務去管理並降低這個風險。那我們是如何去判

斷這間公司是否有符合法規呢？我們有非常專業的督察員，在 HSE 的督察員不

是只是去工地簡單勘查，在備註上打幾個勾而已，而是透過嚴格的培訓，他們

可以去評估是否有達至安全衛生的標準，不管是工廠或者工地，他們都能夠做

到很專業的評估，想當然這樣做起來並不容易，必須要有專業能力的督察員才

能做出這樣的判斷。有時候完工後的建築看起來會覺得好像都是一樣的，但在

這過程之中是否有達成職業安全衛生的標準，這就非常仰賴於我們督察員的能

力。當然，我們就是設定一個目標，至於怎麼做，這就是要每個企業去做決定

了。 

廠商標竿學習－重點摘要 
 Simon Buttery/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各位午安，剛才很高興可以聽

到 Nic 的演講，其實我們並沒有先

套好招，但在我們簡報中有許多類

似之處。在2003年時，我有這個機

會到中東地區負責一個兩年的專

案，到了2011年我也到了加拿大擔

任主管，一直到2019年大陸工程邀

請我至台灣；今天我也將和大家分

享我在世界各地的經驗，不管你身

在何處，其實營造業面臨到的挑戰

都是相同的。 

目前營造業面臨到的困難是什麼呢？雖然說有些建築物看起來都很類似，

但當時在建造時面臨到的挑戰和條件都是不一樣的。當然我們也會遇到許多兩

難的狀況，有些客戶希望價錢越低越好，卻又要求 CP 值要好要划算，很多時

候變成是大家都以價格為優先考量，再來就是時間，當然建造是需要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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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時候時程也是會受到經濟的影響，另外在科技上我們也是有相對落後的

情形，事實上我們有很多做法跟二、三十年前時沒有什麼差別的，我們也沒有

一個共同的標準，到世界各地都有一個不同的標準，我想這也是一個挑戰所

在。 

再來，我們在科技採用方面是非常的不足的，我們也需要很多很多的人

力，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許多問題，比如像是人口老化的問題，然而我們也

沒有花時間投資在人才培訓上。在今天的簡報中我會和大家分享三個案例，這

三個案例也會回應剛剛 Nic 所說的，另外我也會談到這些案例是如何啟發我去

思考有關於職業安全衛生的議題。 

首先我在先前的公司時，就是去重建在倫敦塔橋附近的維多利亞倉庫，將

它變成豪宅賣給美國人，美國人以為自己花錢買了倫敦塔橋。英國的政府在當

時也引進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法規，一個是1994年的 CDM 法規，施工、設計跟管

理的法規，當時也需要去思考該如何符合相關新的規定。第二個法規也是 Nic

稍早有提到，1996年的營造健康安全的法規，這個法規也改變了英國的規範，

從狹義改變成較為廣義的規範，幫助我們在整個工作的環境更為安全。這兩個

法規非常的重要，改變我們對職業安全衛生的思維，也改變英國管理營造業的

方式。第二個案例，我在2003年的時候到了阿曼，一個名為香格里拉的偏遠度

假村，當時我們的客戶想要同時蓋三個飯店，我們的勞工有大概4,500人，來

自十五個國家，技能也不盡相同，我們請他們全年無休的前來工作，在這案例

需要思考到勞工的三餐是否溫飽，是否有好的居住條件，也讓我們考量到要去

提升勞工健康福祉的重要性。第三個案例是在杜拜，我們蓋了一個很大的建

築，占地廣大，是一個集結購物和商辦的一個建築，其實營造業在進行時，我

們每天都需要去管理各項的改變，事出必有因，正是因為有一些改變無法及時

因應，才導致了一些事故。這項建築有一部份是屬於辦公大樓，一開始我們要

蓋26樓，但當我們蓋到第18樓時，當時業主就說我們要另外多蓋8樓，我給你

兩個禮拜的時間去設計這些多蓋的樓層，我們後來還是完成了，也提出了解決

的方案，但是難的地方在於要如何將懸吊的起重機送往更高的樓層，我們必須

承受這樣的改變和壓力並思考該如何去因應。這三個案例子，就呼應到剛剛

Nic 所說的，到底要如何有好的領導力進而改變企業的職安文化？對我而言有

兩個部分，第一個是對外的，要和所有利害關係人彼此合作，共同承擔責任、

共同為所有的決策負責。那如果是對內的話，我們要從各個領導階層由上往下

來帶領公司，且要非常真誠投入的看待這件事情，其實我在台灣這邊，和其他

國家相比，我發現要讓大家開誠布公的說明自己的錯誤，建立開放的文化非常

的重要，再來就是轉變，要如何內化這些規範，讓他們了解到不是我「被規

定」這麼做而是我自己認為「有必要」這麼做，如此一來才能讓大家更自動自

發的來做這些事情。再來，如何智慧的使用科技？不是只是使用科技而已，是

要使用這些技術去提升自身的價值。另外，我們也要去思考所謂的身心平衡的

重要性，勞工是否有照顧好自己，是否是快樂的工作？這些都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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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播放大陸工程的這段影片，是想讓大家了解我們推動的計畫，這些計

畫會大大提升營造業的文化，首先是「假設工程」，我們有不同的設計師、承

包商，來執行各項的專案，世界各地對於假設工程都有不同的作法，要做的好

很重要因為風險非常高，如果沒做好的話也會有相當多的事故會發生，我們在

台灣這邊設下一些標準是必須要遵守的，如我們設計一個電子儀表板，我們專

案的管理人員就可以去看到所有專案假設工程進行的狀況、設計的過程如何?

是由誰來監督？讓所有人不會袖手旁觀，大家都可以一起來預防任何事故的發

生，及時回報。 

再來，我們也使用科技，比如說 AI 人工智慧，像是進入工地的臉部辨識

的技術已經執行很久了，另外我們也實施一種智慧科技，可以辨識大家到工地

時是否有配戴適當的防護用具，如果沒有的話就不可以進來；我們還有一種電

子門簾的系統，系統如果偵測到這個人沒有穿戴防護具就會有警報。 

在科技使用上，我還想針對「培訓」和大家分享一個計劃，在以前我們就

是實地演練，但現在考量到環境的危險，我們選擇使用虛擬實境和各種的模組

來訓練年輕的工人，讓他們了解如何在起重機和鷹架附近工作，提升安全降低

風險。 

專題演講－重點摘要 
 李建興/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很榮幸，今天能分享奇美公司

在工程發包承攬的心得。我今

天的題目是「誠信經營，共創

雙贏」。奇美成立在1960年，

全球從業人員約3800人的中型

公司，主要的產品是塑膠、橡

膠、電子材料、特用化學品和

家電3C 產品，等等…。奇美企

業社會責任方面，在文化跟藝

術方面積極投入及贊助教育，我們認為堅持貢獻才能創造幸福，這是奇美最大

宗旨。 

要成為一家國際公司，要時時不斷進步，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A Step 

Up)，這就是奇美的企業形象，鞭策我們不斷的進步。奇美在管理系統相關的

認證，特別介紹 SA8000、ISO370001以及 Eco Vadis，這跟今天的主題有關

係，在台灣製造業界也比較少公司申請這些認證，「永續」是每家國際化公司

追求的，前面這些認證都可以跟 ESG 連結在一起，企業須時時 Step Up，不做

一定會被淘汰。 

近十年，奇美有很多專案經驗，例如2017年的再生水工廠(EDR)、2018年

的綠能園區(太陽能15MW)以及2020年開始的 GT 汽電共生廠(60MW)，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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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跟環保的建案，工廠製作過程也是需要改善(Revamping)，我們業主要將

統包案委託給 EPC 承包商，各方不同角色一起來合作。Revamping 的目的，主

要是要強化本質安全、降低工安風險，建立健康安全工作環境，並同時落實節

能減碳、永續環境以及產品高質化，企業永續和職業安全是必要的，特別是跟

承攬商關係密不可分，必須要共存共榮。 

接下來介紹奇美工程發包與施工管制的整個流程，在施工部分首先是開工

前會議，奇美會把該有的防護措施及危險預知都先講清楚，工程才能立案，才

能給安全工作許可證，承攬商才可以進場施作。且每個承攬商都要參加危害告

知課程，高風險的作業證照都要具備，我們奇美也有自己的證照，像是高空自

走車，業界用的非常廣泛，其實我們奇美在五、六年前就已經自己開班訓練。

另外，到了現場工具箱每天會議，我們耳提面命的是什麼？就是「想，做，

停」， 今天你要做什麼？會有什麼風險？需要什麼防護裝備？碰到有危險馬

上停，這是很重要的退避條款，所以我們每天跟承攬商講的就是這些。以屋頂

作業為例，最重要就是計劃書，好好講清楚如何做，有暫時性措施也有永久性

措施，奇美甚至自己有訓練場，實際要求做看看。此外，我們把證照跟入場連

結一起，這些資訊都會顯示在承攬商管理系統，也都會呈現在工單上，完工後

還會來檢討承攬商，看承攬商是要升級還是降級或剔除。另外，奇美也有各式

不同目的的稽核(風管單位跟承攬商管理)，包含承攬商稽核。再來，介紹承攬

商門禁管制系統，每天的高風險作業都會標示在電子地圖，屋頂作業、局限空

間作業等，讓稽查人員可以擇要稽核，甚至還會標示那些是新手作業，來特別

注意。另外要提升承攬商素質，我們還有獎勵，每3月召開工安會議討一次，

競賽成績好，就邀請職安署南區中心來頒獎肯定，每天的現場工具箱會議，給

予每周表現好的人員便利商店禮券鼓勵，我們也鼓勵承攬商要自我提升要有敬

業精神，比如說推行承攬商制服，這是仿效日本職人精神。還有關注承攬商健

康，從2020年開始廠商申請入場證要填寫健康評量聲明書，看有沒有特殊問

題，如化工廠會特別注意有無癲癇、眼睛、聽力的問題，因為風險比較高，會

請職業衛生醫師協助完整評估，主動關懷承攬商，沒問題就會同意進場。簡言

之，奇美將承攬商視為奇美大家族一份子，承攬商老闆就是奇美的幹部，我們

期望將承攬商的企業文化轉化成跟奇美相同或近似的 DNA 或文化 希望「共存 

共榮 共享 共好」。 

再來介紹奇美的自我要求，首先 2014年通過 SA8000，這是比較偏道德層

面的標準，包含承攬商都在認證範圍，而且是每半年稽核一次。另外，回到剛

剛所提的奇美工程設計發包，我們在 EPC 統包部分，奇美做很完整且嚴格的邀

標書，將發包文件標準化，清清楚楚，永絕後患。再者 ，重視原發包單位的

法律告知(哪些應盡的責任、避險措施告知)，承攬商完整的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總之，跟承攬商的合作基礎，必須是誠信與利益的平衡，如果只有利

益，安全品質勞工權益自然就會被忽略，台灣的發包文化是層層分包，這是專

業考量，但我們要把利益擺前面嗎？還是工安擺前面呢？所以，現在奇美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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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措施項目都先寫清楚，你再如何層層轉包，標準也都一樣，舉一個單一倉

庫屋頂通風器移除封板工程為例，因為要上屋頂，安全措施經費編列即達

57%。最後介紹，是奇美即將導入 ISO37001，我們從2018年就開始準備，我們

就邀請調查局來就企業誠信上課，並制定員工行為準則、進行利害關係人賄賂

風險評估、將邀標作業標準化等等措施。 

業主跟承攬商都需要誠信經營才能共創雙贏，不是只有承攬商有責任，業

主要事先確認能否防範風險，考慮的不是只有法律責任，還有道德責任跟社會

責任；以台灣科技大廠南科再生水廠近期發生火災為例，業主跟設計承包商都

是台灣最大，但施工期間工安事件不斷多次被停工，值得所有業主跟承攬商都

要仔細深思。 

 

貳、 案例分享 

一、 妨害公務執行案例分享 

某甲於路口從事廣告舉牌工作時，適有某機關稽查員乙執行稽查勤務，

欲對甲進行規勸取締之際，詎甲明知乙係依法執行勤務，竟基於妨害公

務及傷害之犯意，因一時心生不滿，而徒手推擠、揮拳攻擊正執行職務

之稽查員乙，致其受有左側前胸挫傷、左頭臉擦傷、左側手部挫擦傷等

傷害，而以此強暴方式妨害稽查員乙執行職務。嗣由乙當場報警，經員

警將甲依法逮捕。就公務員來說，其執法若有偏差，依其情節除應負刑

法傷害、毀損、妨害名譽、妨害自由等罪章責任，以及依刑法第一百三

十四條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者外，另需負責民事上之損害賠償及行政上

之懲戒或懲處責任。就人民而言，對於依法執行公務之人員施行強暴、

脅迫，或是當場侮辱者，亦應依具體個案情節適用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

至第一百四十一條之「妨害公務罪」。同仁執行勞動檢查作業，除落實

依法行政外，遇有不理性民眾抗爭，務必注意自身安全，必要時協請警

察機關共同執行。 

參、 其他事項 

一、 眼見不為憑？認識 Deepfake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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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全民資安素養網 

 

 

 

 

 

 

 

 

 

 

 

 

 

 

 

 

二、 果糖漲 台糖：沒賣果糖，只賣砂糖及甘蔗液糖，願增產充分

供應，歡迎選購                   

◎摘自消費者保護處 

有手搖業者透過媒體稱手搖飲漲價，成本包括果糖漲價，台糖不應

漲價等說法。台糖說明，台糖沒有生產果糖，台糖出產的糖，全部是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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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及甘蔗液糖。 

台糖説，民生用小包砂糖自民國105年迄今，即維持每公斤36元，

從未隨國際糖價上漲而調漲，至於業務用大包裝砂糖，國際糖價去

（110）年1月到昨天收盤價做比較，漲幅已高達28.7%，而台糖砂糖及

甘蔗液糖售價，為避免對國內糖價產生重大衝擊，調幅有受到限制，一

直以來均採緩漲方式辦理，如以國際漲幅28.7%推算，目前國內砂糖價

格應該高於30元/公斤才對，但至今台糖的牌價也僅為25.1元/公斤，確

實比國際糖價低。 

台糖說，台糖的甘蔗液糖（料源為砂糖）若依國際漲幅28.7%推

算，價格應已超過21元/公斤(散裝牌價)，昨天牌價為17.9元/公斤，亦

低於國際糖價，倘若飲料業者認為果糖漲幅驚人，怕不符成本，台糖建

議可以改採甘蔗液糖來取代，台糖將增產以充分供應市場，也穩定市

場。 

台糖強調，台糖沒有生產及販售果糖，飲料業者如對漲幅較小之甘

蔗液糖有需求，台糖自當儘量滿足，惟仍盼飲料業者善用台糖緩漲供糖

的美意，大家相互幫襯，穩住國內物價。至於其他物資，台糖日前已經

承諾，在今年元宵節前，台糖均不調漲，並於自有通路設平價專區，歡

迎消費者可以前往選購。 

 

 

三、 保防短語宣導：「重視電腦安全，嚴防駭客入侵」 

◎摘自新竹北埔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