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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推 動 職 場 永 續 健 康 與 安 全 不 僅 是 企 業 基 於 法 規 的 義 務 ， 揭 露 相 關

成 果 亦 是 企 業 的 社 會 責 任 和 競 爭 優 勢 的 展 現 。  

依 據 我 國 《 上 市 /櫃 公 司 編 製 與 申 報 永 續 報 告 書 作 業 辦 法 》 ， 指 定

之 上 市 /櫃 企 業 需 公 開 永 續 報 告 書 ， 揭 露 有 關 環 境 、 社 會 、 治 理 層 面 的

資 訊，向 利 害 關 係 人 展 現 其 在 永 續 發 展 方 面 的 成 果，以 及 對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DGs)的 貢 獻 。  

2022 年 我 國 進 一 步 透 過 法 規 修 正，擴 大 與 強 化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書 資

訊 揭 露 內 容 ， 促 使 企 業 重 視 ESG 議 題 及 提 升 永 續 發 展 之 能 力 ， 預 期 整

體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相 關 績 效 揭 露 之 廣 度 與 深 度 將 會 有 所 成 長 ， 值 得 透 過

永 續 報 告 中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績 效 之 調 查 ， 持 續 瞭 解 其 揭 露 之 現 況 。  

為 瞭 解 我 國 上 市 /櫃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書 揭 露 職 場 永 續 健 康 與 安 全 績 效

(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HS )， 爰 辦 理 本 基 線 調 查 ， 參 採

全 球 永 續 性 報 告 協 會  (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 GRI 403 2018:

「 職 業 健 康 與 安 全 」揭 露 指 標，以 及 永 續 會 計 準 則 指 標 (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SASB ) 行 業 別 準 則，以 系 統 化 盤 查 方

式 進 行 ， 包 括 基 本 撰 寫 精 神 、 OHS 重 大 議 題 的 回 應 與 現 況 展 現 以 及 企

業 高 層 對 於 OHS 之 承 諾 。  

基 線 調 查 之 架 構 參 考 國 際 永 續 調 查 主 流，以 五 大 主 題 項 目，分 析 揭

示 內 容 與 具 體 量 化 成 果，包 括 職 安 衛 治 理、策 略、風 險 與 機 會、目 標 與

績 效、及 驗 證，本 次 結 果 延 續  2022-2023 年 調 查 成 果，並 建 立 我 國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書 與 安 全 績 效 揭 露 基 線 ， 以 及 不 同 產 業 別 發 展 趨 勢 分 析 。  

自 2022 年 起 至  2024 年  9 月  

15 日 為 止，共 調 查 超 過  2,000 本 我 國

上 市 上 櫃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書 ， 完 成  3 年

度 職 場 永 續 健 康 與 安 全 績 效 揭 露 現 況 調

查，並 於  2024 年 起，擴 展 至 健 康 勞 動

力 推 動 績 效 展 現 層 面 ， 以 期 更 臻 完 整 化

我 國 上 市 上 櫃 企 業 職 場 永 續 輪 廓 與 未 來

藍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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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報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評比 

目 的  

為 引 領 企 業 於 公 開 之 永 續 報 告 書 中 ， 參 採 勞 動 部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署

（ 以 下 簡 稱 本 署 ）訂 定 之「 GRI 403 職 場 永 續 健 康 與 安 全  SDGs 揭 露

實 務 建 議 指 南 」，展 現 其 重 視 OHS、落 實  ESG 永 續 發 展 的 成 效 ，並

表 揚  OHS 績 效 良 好 之 事 業 單 位 。  

評 比 原 則  

依 據 企 業 揭 露 永 續 報 告 書 公 開 內 容 ， 聚 焦 檢 視 我 國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書 中 對 應 於 健 康 勞 動 力 主 題 揭 露 的 表 現 與 作 為 。  

評 比 對 象  

一 、 依 據 我 國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下 稱 金 管 會 ）台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本 主 動 評 比 以 企 業 於  

2024 年  9 月  15 日 前

申 報 上 傳 之  2023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為 目 標 。  

二 、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書 雖 未 上 傳

於 金 管 會 之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但 於 公 司 官 網 或 其 他

途 徑 公 開 ， 亦 可 於  2024

年 9 月 15 日 前 自 主 推 薦

參 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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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分 架 構  

參 考 國 際 永 續 框 架 並 以 健 康 勞 動 力 推 動 為 展 望，建 立 五 大 主 題 項

目 ， 總 分  45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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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比 沿 革  

調 查 與 建 置 我 國 企 業 職 場 永 續 健 康 與 安 全 績 效 揭 露 的 基 線 與 趨

勢，源 自 於 本 署 2022-2026 年 中 長 期 計 畫 提 案，為 引 領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於 符 合 法 基 礎 之 上 精 進，鼓 勵 企 業 展 現 ESG 績 效 與 職 安 衛 主 流 化，

自 主 納 入 職 場 健 康 安 全 SDGs 目 標 與 實 踐，維 護 工 作 者 身 心 健 康、尊

嚴 勞 動 環 境 以 及 健 康 勞 動 力 。  

本 調 查 沿 革 自 2022 年 起 始，最 初 係 調 查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書 中 針 對

職 安 衛 績 效，2024 年 擴 大 納 入 健 康 勞 動 力 推 動 相 關 指 標，調 查 健 康

勞 動 力 政 策 推 廣 與 展 現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推 動 成 果 等 之 績 效 ， 引 領 企 業

參 考 相 關 指 標 落 實 提 升 。  

為 廣 納 企 業 建 議 及 參 與 ， 每 年 依 實 務 編 製 及 更 新 職 場 健 康 勞 動

力 實 務 建 議 指 南 之 指 標 及 優 良 實 例 供 企 業 參 考 運 用 ， 逐 年 推 動 三 階

段 多 元 機 制 實 踐 計 畫 目 標 ， 包 括 建 置 各 產 業 標 竿 自 評 工 具 透 過 供 應

鏈 擴 散 、 檢 視 評 比 年 度 公 開 上 架 我 國 金 管 會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之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書 全 文 內 容（ 本 基 線 調 查 報 告 ）、建 立 選 拔 機 制，評 選 績 優

之 永 續 領 航 企 業，樹 立 標 竿 學 習 典 範。同 時 因 應 近 年 職 場 新 興 關 切 議

題 趨 勢，如 增 加 身 心 健 康 促 進 與 服 務 相 關 績 效 之 展 現，以 及 職 業 健 康

與 安 全 預 算 投 資 與 財 務 連 結 揭 露 ； 本 基 線 調 查 除 持 續 增 加 企 業 家 數

外 ， 並 逐 年 精 進 擴 大 影 響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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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評 比 完 成 588 家 上 市 /櫃 永 續 報 告 書 並 完 成 第 1 年 之 基

線 調 查，更 作 為 計 畫 後 續 發 展 推 動 的 基 礎；2023 年 評 比 共 805 家；

2024 年 因 資 本 額 20 億 元 以 上 之 上 市 櫃 公 司 應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之 規

定 ， 並 有 更 多 自 願 編 撰 之 企 業 投 入 ， 共 完 成 1,062 家 ， 包 含 上 市 公

司  683 家 、 上 櫃 公 司  319 家 ， 並 包 含 公 開 發 行 、 興 櫃 公 司 以 及 外

商 等 自 願 申 報 公 司  60 家 。 然 而 ， 本 報 告 為 延 續 各 年 度 比 較 基 準 ，

2024 年 採 計 公 司 僅 以 上 市 公 司 與 上 櫃 公 司 1,002 家，以 與 2022 年、

2023 年 調 查 成 果 進 行 趨 勢 分 析 。  

 

評 比 調 查 限 制  

本 調 查 分 析 係 依 據 企 業 公 開 永 續 報 告 書 中 文 版 ， 依 循 企 業 營 運

公 開 永 續 報 告 書 之 義 務 與 責 任 ， 基 於 信 任 企 業 經 第 三 方 確 效 驗 證 或

自 主 揭 露 資 料 之 正 確 性 ， 不 另 行 與 廠 商 進 行 額 外 佐 證 資 料 或 確 認 要

求，亦 未 做 實 地 查 核 驗 證 各 項 內 容 正 確 性，無 法 得 知 任 何 可 能 不 實 揭

露 之 情 事 ； 本 計 畫 並 善 盡 相 當 之 應 注 意 事 項 與 企 業 公 開 資 料 引 用 與

透 明 。 調 查 結 果 公 開 係 為 鼓 勵 個 別 企 業 自 主 推 動 實 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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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與安全及健康勞動力 

維 繫 工 作 者 健 康 勞 動 力 攸 關 國 家 與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的 基 礎 與 原 動 力 ，

為 普 世 共 同 價 值 與 目 標 ， 我 國 職 安 法 施 行 10 年 持 續 促 進 企 業 及 國 家

的 永 續 發 展 ， 未 來 面 對 少 子 化 、 高 齡 化 趨 勢 挑 戰 ， 倡 議 企 業 將 職 業 健

康 安 全 與 ESG 主 流 化，建 立 以 人 為 本，多 元、公 平、共 融 的 永 續 價 值。

我 國 跨 部 會 有 金 管 會 及 環 境 部 關 注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與 淨 零 碳 排 ， 惟 職 場

健 康 勞 動 力 不 得 輕 忽 邊 緣 化 ； 歐 盟 在 2023 年 1 月 正 式 實 施 的 《 關 於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報 告 的 第  2022/2464 號 指 令 （ Directive 2022/2464 

o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 指 出 ， 在 關 注 社 會 面 揭 露

時，企 業 有 義 務 辨 識 並 揭 露 與 其 營 運 相 關 的 職 業 健 康 安 全 目 標 與 績 效，

這 包 括 工 作 場 所 事 故 揭 露 、 員 工 流 動 率 、 員 工 福 祉 等 與 人 相 關 的 廣 泛

層 面 。  

在 此 國 際 趨 勢 與 挑 戰 下，企 業 能 否 永 續 經 營 已 然 必 須 從「 健 康 安 全 」

逐 步 擴 展 至 「 人 力 策 略 」 、 「 快 樂 勞 動 」 及 「 敬 業 人 才 」 等 全 人 的 層

面 。 配 合 國 際 GRI 標 準 更 新 及 本 署 新 版 「 職 場 永 續 健 康 與 安 全 SDGs 

揭 露 實 務 建 議 指 南 」 改 版 ， 健 康 勞 動 力 發 展 與 推 動 績 效 可 依 循 六 大 主

題 展 現，涵 蓋「 職 業 健 康 安 全 」、

「 供 應 鏈 夥 伴 」、「 永 續 策 略 」、

「 人 權 盡 職 」 、 「 幸 福 職 場 」 與

「 永 續 職 涯 」 等 主 題 ， 新 增 領 先

指 標 與 優 良 案 例 ， 茲 於 本 調 查 率

先 將 健 康 勞 動 力 推 動 相 關 績 效 指

標，納 入 2024 年 調 查 分 析 項 目，

以 建 立 基 線 ， 進 而 鼓 勵 各 產 業 別

企 業 或 事 業 單 位 滾 動 式 持 續 精 進

提 升 ， 並 得 以 展 現 中 長 期 計 畫 引

領 企 業 提 升 的 作 為 與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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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基線調查分析結果 

評 選 考 量 不 同 產 業 著 重 之 職 業 健 康 與 安 全 績 效 揭 露 重 點 有 所 不 同 ，

年 度 選 定 主 動 評 比 之 產 業 包 含 電 子 業 、 化 學 工 業 、 食 品 工 業 、 鋼 鐵 與

金 屬 相 關 工 業 、 其 他 製 造 業 、 金 融 保 險 業 、 建 材 營 造 業 、 交 通 運 輸 業

與 其 他 非 製 造 業 。  

 

各產業類別區分如下： 

• 電 子 業：上市/櫃之半導體業、光電業、其他電子業、通信網路業、資

訊服務業、電子通路業、電子零組件業、電腦及週邊設備業等 

• 化學工業：上市/櫃之化學工業、塑膠工業、紡織纖維、橡膠工業 

• 食品工業：上市/櫃食品工業 

• 鋼鐵與金屬相關工業：上市/櫃之鋼鐵工業、電器電纜、電機機械 

• 其他製造業：上市/櫃之水泥工業、生技醫療業、汽車工業、玻璃陶瓷、

造紙工業、運動休閒 

• 金融保險業：上市/櫃金融保險業、金融業 

• 建材營造業：上市/櫃建材營造業 

• 交通運輸業：上市/櫃之航運業、其他交通運輸相關產業 

• 其他非製造業：上市/櫃之文化創意業、其他居家生活、油電燃氣業、貿

易百貨、綠能環保、數位雲端、觀光餐旅 

 

2024 年調查企業總（母）數 1002

家，上市企業與上櫃企業占比分別

為 68% (683 家)、32% (319 家)；

製造業與非製造業企業占比分別為 

77% (768 家)、23% (23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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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察： 

由五大主題之分析與分數統計，評鑑我國 OHS 揭露基線調查

五大主題之平均得分如下圖所示 (總分 45 分)，上市產業之平均得

分為 26 分；上櫃產業之平均得分為 23 分；年度績優企業之平均

得分為 38 分，我國 OHS 績效展現調查結果於五大主題之平均得

分與得分比例落點如下： 

 

 

2024 年 OHS 揭露基線調查五大主題平均得分比例 

 

 整體而言，上市與上櫃企業之各面向平均得分比例

相近，其中「治理面」上市得分略高，主要原因推

估為上櫃企業未達職安衛委員會設置指定規模者

較多，爰揭露程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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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治理面向  

我國企業 60%之經營者宣示 OHS 為永續發展之管理目標 (上市 62%，上

櫃 57%) ；在上市與上櫃產業中，電子業、鋼鐵與金屬相關工業有較高之

OHS 承諾展現；另已有 75% 之企業 (上市 82%，上櫃 59%) 說明職安衛

委員會相關執行方法，其中平均約有 49% 之企業 (上市 51%，上櫃 43%) 

已依據 GRI 403 進階指標與量化數據建議，展現職安衛委員會之執行細節。 
 

 

 

高層承諾與宣告目標 

揭示高層承諾與宣告組織健康勞動力相關目標 ( 包含 

職業健康與安全、幸福職場、職場健康、員工福祉等 )  

  

 已宣示比例自 2022 年調查之 22% 提升至 2024 年 

60%，家數成長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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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60% 之我國企業經營者宣示 OHS 為永續

發展之管理目標，其中上市企業的揭示比例較高

（62%），相較於上櫃企業（57%），代表大型企業

目前的揭露程度普遍較高。 

 2024 年製造業的揭示比例（63%）高於非製造業

（53%），顯示出製造業 OHS 相關的高層承諾與宣

示相對積極，可能與法規要求、產業透明度需求較高

有關。 

 

 

2024 年 企業於高層承諾與宣告目標揭示比例-依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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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企業於高層承諾與宣告目標揭示比例-依產業別 

 

 各業別逐年成長，普遍達到 50% 以上宣示比例。 

 各產業在 2024 年的高層承諾與宣告程度都有所提升，

特別是「電子業」、「金融保險業」與「交通運輸業」

成長最為顯著。 

 依據成長趨勢顯示，企業越來越重視職業安全、衛生、

健康及職場幸福，可能受到國際 ESG 發展趨勢、監管

法規及社會期待等因素影響。 

 建議企業在永續報告書中揭露高層承諾與宣告目標相

關進程，讓利害關係人更加了解企業對健康勞動力的

重視與推動決心。 

  

上市/櫃經營者宣示 OHS  

永續發展目標比例逐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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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立與運作 

 參考 GRI 403 指南揭露職安衛委員會運作程度 

 

2024 年 職安衛委員會運作程度揭示比例-依類別 

 2024 年已有 748 家企業 (75%) 說明職安衛委員 

會相關執行方法。 

 82% 上市企業、59% 上櫃企業；80% 製造業、 

59% 非製造業已說明職安衛委員會設置情形。 

 



 

16 

 

 上市企業與製造業的職安衛委員會設置與運作說

明比例較高，顯示這類的企業受法規要求及內部管

理需求影響，較積極揭露相關資訊；上櫃企業與非

製造業則因企業規模較小，或產業特性影響，設置

職安衛委員會的比例較低，揭露度普遍較少。 

 

備註：2022 年評分分級為無、中、高，因應企業揭露內容普遍完整，

於 2023 年起增加分級，提升評分細緻度與鑑別度。 

近三年職安衛委員會運作程度揭示比例變化趨勢 

 已設置職安衛委員會的企業於運作情形說明逐漸

應用領先指標及量化數據，包含勞資比例、開會頻

率、權責分配等。 

 說明會議議題或專案推行情形的比例也有顯著增

長，自 2023 年 4% 成長至 2024 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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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 49% 之上市/櫃企業已依 GRI 403 之建議展現職安

衛委員會之具體運作項目(高等程度以上展現)。 

2024 年 職安衛委員會運作程度揭示比例-依產業別 

 電子業、化學工業、鋼鐵與金屬相關工業等製造業多已設

立職安衛委員會，且展現其執行與人員參與之程序與具體

成果；建材營造業配合工區分散特性，以各工區安衛組織

運作之呈現為主。 

 各產業別績效多呈成長趨勢，惟食品工業於 2024 年之呈

現，以食安篇幅為重，職安衛委員會績效呈現則趨向簡要。 

職業健康與安全預算與財務揭露 

揭露專案或年度投入金額、預算或效益

評估 

  *2024 年新增調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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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策略面向 

我國企業已連續 3 年有 8 成企業將健康與安全、健康勞動力相關議題鑑別

為重大議題；2024 年有 89%之上市櫃企業將職業健康與安全鑑別為企業永續之

重大議題；並有 9 成企業於編製績效時，已參考或呈現 SASB 參照索引或特定

行業相關揭露指標參照。 

 

 

重大議題鑑別 

     依循 GRI 準則原則將職業健康與安全鑑別為關注議題與 

     重大議題 

 

 

2024 年調查健康勞動力相關重大議題鑑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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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盡職調查涵蓋職業健康與安全說明情況 

     人權盡職調查之內容涵蓋說明職安衛或勞工人權、安全、 

     健康與福祉等權益之揭露程度 

 

                人權盡職調查揭露完整度逐漸提升 

 

 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分別已有 74% 及 77% 以上已

展現人權盡職調查，並涵蓋勞工安全與健康權益。 

 

 

 

 

 

 

 

2024 年 人權盡職調查揭示比例-依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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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在「高級程度揭露」的比例相近

（40% vs. 41%）：各產業開始重視人權盡職調查

中勞工健康與安全的改善，顯示不僅是製造業，而

是整體企業對人權議題的重視度增加。 

 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的「無揭露」比例分別為 8%、

12%：顯示仍有一部分企業尚未建立完整的人權

盡職調查機制，或尚未將勞工健康與安全納入其中。 

 「中級程度揭露」的企業仍有提升空間：製造業

（34%）與非製造業（36%）的企業揭露了人權盡

職調查，處於「合規」，但尚未制定或說明改善行

動，仍可進一步提升揭露內容，例如提供具體改善

行動（如減少職災、推動健康職場計畫）、公布相

關績效數據，如工傷率、健康管理計劃成效。 

2024 年 人權盡職調查揭示比例-依資本額規模別 

 企業對人權議題的重視度增加。企業資本額 100 

億以上、50~100 億、20~50 億與未達 20 億分

別已有 85%、68%、59% 與 72% ，有中等程度

以上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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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行業相關揭露指標與 SASB 揭露加強參照 

對應 SASB 永續會計準則指標「職業健康與安全」或「上

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特定行業的永續

指標揭露要求 

 企業編製績效時已參考、製備 SASB 參照索引表

或特定行業相關揭露指標參照表之比例已達 95%。 

 

 

健康勞動力創新政策推廣      *2024 年新增調查項目 

健康勞動力相關宣導、倡議或政策揭露，例如：工作生活平

衡、多元平等共融、員工福祉、性別友善及性別平等 

2024 年 健康勞動力創新政策揭示比例 

 已有 96% 上市企業與 90% 上櫃企業於永續報

告書中提及上述健康勞動力相關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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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勞動力概念整合與展現     *2024 年新增調查項目 

 
企業於永續報告書宣示「健康勞動力」概念整合與展現較

低，或僅將之納入內部政策等相關作為之呈現。 

  

2024 年共 16 家企業於永續報告書揭

示獲得 2023 年度本署 「健康勞動

力永續領航企業」或「企業永續報

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指標主動

評比 TOP 10% 績優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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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風險與機會面向 

我國上市與上櫃企業已展現對於 OHS 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相關管理作法，

以及供應鏈中 OHS 風險管理之執行重點，各面向整體皆有 8 成以上企業於永

續報告書說明相關內容，並有部分企業應用「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 SDGs 揭露

實務建議指南」GRI 403 建議之基本與進階領先指標與量化數據揭露。 

․ 平均約 90% 之企業於永續報告中提及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內容（GRI 403-2），亦有 76% 之

企業已採用基本與進階領先指標與量化數據說明執行策略與成效（中級程度以上）。 

․ 平均約 86% 之企業於永續報告中提及身心健康服務與促進內容（GRI 403-3、403-6），71% 

之企業已採用基本與進階領先指標與量化數據說明執行策略與成效（中級程度以上）。 

․ 平均約 95% 之企業於永續報告中提及教育訓練落實與揭露內容（GRI 403-5），並已採用基本

與進階領先指標與量化數據說明執行策略與成效（中級程度以上）。 

․ 平均約 97% 之企業於永續報告中提及供應商/承攬商之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程度（GRI 403-7），

74% 之企業已採用基本與進階領先指標與量化數據說明執行策略與成效（中級程度以上）。 

整體而言，在風險與機會面向，我國平均企業仍屬於有提及危害辨識與風險

評估相關作法，但主動搭配領先指標與量化數據，並說明進一步改善措施之揭露，

仍有提升空間。 

風險評估與管理執行達成度（GRI 403-2） 

參考 GRI 403 指南描述身心健康與安全之危害辨識與風險

評估，以及展現成果之執行程度 

 

 

 

 

 

2024 年 風險評估與管理執行揭示比例 

 

備註：2022 年評分分級為無、中、高，因應企業揭露內容普遍完整，於 2023 年起增加

分級，提升評分細緻度與鑑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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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服務與促進推動程度（GRI 403-3、GRI 403-6） 

參考 GRI 403 指南說明中有關身心健康服務與促進推動作

法，以及展現成果之執行程度    *2024 年新增調查項目 

2024 年 身心健康服務與促進推動揭示比例 

 86% 已有相關說明 

 71% 已用 GRI 403 指南領先指標與量化呈現 

(中級程度以上) 

教育訓練落實與揭露（GRI 403-5） 

參考 GRI 403 指南說明有關供應鏈中職業健康與安全之管

理作法，以及展現成果之執行程度  *2024 年新增調查項目 

2024 年 身心健康服務與促進推動揭示比例 

 95%已有相關說明，並已採用基本與進階領先指標

與量化數據說明執行策略與成效。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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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承攬商之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程度（GRI 403-7） 

參考 GRI 403 指南說明有關供應鏈中職業健康與安全之管

理作法，以及展現成果之執行程度 

2024 年 供應商/承攬商 OHS 管理揭示比例 

 說明供應商/承攬商 OHS 管理作為之企業逐漸普及，

惟進一步應用領先指標與量化數據，並揭示改善作為

者成長幅度不大，企業宜進一步深入說明。 

2024 年 供應商/承攬商 OHS 管理揭示比例 

 各產業別多以中級之揭露程度為主，而「金融保險業」

與「交通運輸業」因產業特性於供應鏈揭露度較低。 

備註：2022 年評分分級為無、中、高，因應企業揭露內容普遍完整，於 2023 年起增加分級，

提升評分細緻度與鑑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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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目標與績效面向 

在整體 OHS 績效展現上，我國上市與上櫃企業約有 74% 已有基本之 OHS

展現程度 (基本法規之符合)，其中有 39 % 有更進一步依 GRI 準則揭露於公開

報告，參考基本與進階領先指標，說明優於法規之 OHS 管理績效。更有 85% 

企業已揭露 OHS 目標與方針。 

其中平均有 78%上市與 70%上櫃企業已廣泛運用 GRI 403 指標 (揭露 6 項

以上指標內容) 來展現 OHS 之管理成果；整體而言，我國企業中普遍已有 8 成

以上之 GRI 403 準則揭露，惟 GRI 403-8 與 GRI 403-10 稍低僅平均為 72%、

74%。 

 

 

 

 

 企業揭露之 OHS 目標與方針逐漸自「提升 OHS 績

效」或「零職災」等，提升至「提升員工滿意度 10%」、

「有效降低健檢高風險人數比例 20%」等具體項目。 

 

  

備註：2022 年評分分級為無揭露、有揭露，2023 年起進一

步細緻化評分，區分有揭露企業之目標或方針是否具體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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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2022 年評分分級為無、中、高，因應企業揭露內容普遍完

整，於 2023 年起增加分級，提升評分細緻度與鑑別度。 

2022 年調查平均有 55% 上市與 43% 上櫃企業已廣泛運用 GRI 403 

指標（揭露 6 項以上指標內容）來展現 OHS 之管理成果，2023 年已

成長至 66%、58%，2024 年則進一步成長至 78%、70%。 

準則 
2024 年度

揭露比例 
準則 

2024 年度

揭露比例 

GRI 403-1 87% GRI 403-6 85% 

GRI 403-2 85% GRI 403-7 81% 

GRI 403-3 86% GRI 403-8 72% 

GRI 403-4 86% GRI 403-9 83% 

GRI 403-5 86% GRI 403-1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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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驗證面向 

我國目前已有 66% 之上市企業與 49% 之上櫃企業已取得永續報告第三

方之驗證，進一步分析職災等健康勞動力相關揭露內容進行第三方驗證，有 

12% 上市與 5% 上櫃企業已驗證，主要為受到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編製

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監管要求的加強揭露永續指標產業別 ─ 化學工業，

以及部分自主驗證的金融保險業與電子業企業。 

 

 
  

 

  

66%

49%

驗證比例

企業永續報告驗證比例

上市 上櫃

12%

5%

驗證比例

職災與健康勞動力相關

揭露驗證

上市 上櫃

2%

19%
11%

43%

65%

84%

55%

16%
5%

0%

20%

40%

60%

80%

100%

化學工業 金融保險業 電子業

職災與健康勞動力相關

揭露驗證

未揭露且未經驗證 已揭露但未經驗證 已揭露且已經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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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亮點案例 

 

一、高層承諾與宣告 ...................................................................................... 30 

二、財務連結揭露 .......................................................................................... 30 

三、多元平等共融 (DEI) 政策 ..................................................................... 31 

四、中高齡友善職場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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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AP 及心理諮商輔導 ............................................................................. 34 

七、職場不法侵害防治 .................................................................................. 34 

八、政府篩檢資源應用 .................................................................................. 37 

九、系統化管理建置推動與廣泛涵蓋 (GRI 403-1、403-8)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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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健康服務與促進 (GRI 403-3、403-6) ............................................ 41 

十二、工作者參與 (GRI 403-4) ................................................................... 43 

十三、教育訓練 (GRI 403-5)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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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層承諾與宣告 

高層承諾與宣告組織於職業健康與安全目標、政策與重視，以影響力展現對於員工與職場環境的

重視。 

 

 
友善職場部份，本公司非常重視人才培訓及養成，並取得「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認證，以

此每年召開各方面教育訓練，除了提升員工的專業及安全意識，也讓員工有更豐富的學習及提升個人

競爭力。本公司有多樣內部溝通管道，讓員工的聲音可以無阻礙的表達出來。對於工作職場安全，在

規範、標示、防護及訓練上強化，讓員工有更安全的職場環境。對於外勞，台灣茂矽配合客戶推展「RBA

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讓外勞在台灣的生活到工作，有得到符合國際規範的保障。 

(引用自 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我們長期聚焦科技人才培育並營造共榮職場，除了 

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福利外，我們也致力於提供 

友善的職場環境，為每位員工提供個人及家庭上的 

支持及照顧。從 2020 年開始，我們實施的育兒津 

貼政策得到了良好的回響，因此在 2024 年我們將 

提高補助至 3,000 元並延長年限至 4 歲，希望每位 

員工的家庭都能被妥善照顧，員工得以發揮所長， 

共同打造台灣永續人才梯隊。                       (引用自 祥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二、財務連結揭露 

隨著永續發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企業逐漸認識到，將職業健康與安全融入財務規劃與資源配置中，

不僅能降低意外事故與職災相關風險，更能提升員工滿意度與生產力，進而增強企業的整體競爭

力與品牌價值。常見揭露包含預算投入費用或比例、專案改善效益，以及與薪酬連動機制等。 

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祥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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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自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引用自 維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三、多元平等共融 (DEI) 政策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提及人權、多元平等與共融（DEI）、生物多樣性等，是企業面臨 ESG 的各項外部挑戰下，應優

先採取行動的領域。 

 

DEI 目標多元友善職場推動彈性工作政策專案重點具體措施成效設立 2025 年的

具體目標，提高女性員工比例至 40%，女性主管比例達 32%。此目標展現公司致

力於達成職場性別平等之決心，朝向打造不受無意識性別偏見影響，創造更多女

性發揮空間之職場環境前進。 (引用自 仁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擁有全球各個不同國家的工作夥伴，致力打造並鼓勵多元平等共融的職場文化，

廣納不同背景的員工，保障不因國籍、種族、階級、膚色、出生地、性別、語言、

婚姻狀況、年齡、身心障礙、家庭狀況、性傾向、五官容貌、宗教信仰或政治黨派

等群體平等的工作權利，杜絕不法歧視且確保招募、晉升等工作機會均等，建立多

元共融職場環境。我們堅信多元共融的職場價值，多元的員工組成有助公司帶來

不同的觀點及進步的契機，透過建立多元共融的職場文化，有助於員工在工作上

仁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華碩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維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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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所長，提升個人獨特性為企業帶來的價值，成為企業成長的關鍵，並藉以強化

企業優勢與競爭力。 

   

 

 

 

 

(引用自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威剛為打造多元化和包容的工作環境，友善、溫暖的企業文化，持續致力於對於兩

性工作環境提升、雇用當地居民給予就業及招募全球專業人才提升威剛競爭力，

獲得內、外部一致之肯定。 

2022 年威剛總部女性主管占比為 35%，女性員工占比為 47%；蘇州子公司女性

主管占比為 36%，女性員工占比為 39%。巴西子公司女性主管占比為 11%，女性

員工占比為 41%。 

威剛為跨國經營企業，為快速建立全球化佈局，2023 年總部聘僱外籍員工以利資

訊及技術能有提升，故聘僱 1.74%外籍員工，於海外工作員工比例為 2.76%；而

威剛為落實在地化營運及有效溝通，積極培養當地居民成為優秀管理幹部，高階

管理階層 100%為當地居民所擔任。並且遵循法令規定，持續計畫增加聘雇多元民

族或身心障礙員工。  

(引用自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四、中高齡友善職場 

隨著人口老化，台灣職場推動中高齡友善成為必要。高齡員工是企業珍貴資產，其經驗與技能能提升

組織韌性。部分企業已逐步提供彈性退休制度與在職技能再訓練，並設置年齡友善工作環境，讓高齡

員工持續發揮專長，成為企業永續發展的重要支柱，或可以參考本署「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衛生

指引」。 

 

 

 

台灣總部積極改善中高齡工作者健康，辦理健康促進措施，2023 年中高齡工作者健康促進參與率自

52.7% 提升至 63.0%、中高齡工作者 BMI 自 ≧ 24 降至 24 以下為 52.3%；符合代謝症候群指標 3

項以上個案降低至 ≦ 3 項者達 46.7%。由於美律工作特性，當員工入職時主要以配發筆記型電腦為

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威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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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員工可依據個人需求申請電腦螢幕，2023 年美律主動出擊，針對 45 歲以上中高齡工作者進行

需求調查。經統計已有 46.5% 配置大尺寸電腦螢幕使用，對於降低眼睛疲勞有顯著幫助。 

(引用自 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希望有效減輕同仁工作疲勞度，提供中高齡工作者健康友善的工作環境，減少因生理衰退而造成之工

作危害或影響。工作環境改善自主提案制度同時也創造了企業與員工溝通的空間，為增加同仁參與的

誘因，中華汽車更提出獎勵制度，若被採用之提案創造實際效益超過 10 萬元以上，及發放 5%之提成

獎金；100 萬元效益則直接發放獎金 5 萬元；1,000 萬元效益發放獎金 50 萬元。職場再設計中華汽

車透過「職務再設計」，將擁有豐富工作經驗和專業技能的資深員工，展現在各種專案改善中，同步

於生產線導入「改善提案制度」優化公司製程，此外也引導員工積極參與公司活動及外部經驗分享，

自 2015 年起參賽「勞動部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獎」每屆均獲獎。 

(引用自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五、外籍工作者友善 

本署同時鼓勵推動外籍工作者友善職場，促進文化融合與包容，鼓勵企業推動多語言溝通平台、文

化培訓與生活支持，例如跨文化活動等，提升外籍員工歸屬感。 

 

 

 

台泥的國際員工占比 5.42%，來自 47 國，海內外同仁來自多元種族或文化背景，台泥舉辦多種活

動，以輕鬆活潑的方式協助員工理解多元文化，凝聚跨域員工向心力，包括聖誕餐會搭配義大利傳統

聖誕料理、義大利文化作品交流、慶生會等，原住民身分同仁亦享有歲時祭儀假，助力傳承原住民核

心文化。 

台泥重視員工之多元性，尊重及接納個體差異，並推出女性、銀髮及外籍同仁行動方案，為支持外籍

同仁在台生活與工作，提供房仲租屋媒合資源、就醫協助、能源案場專屬交通工具等，協助外籍同仁

適應台灣環境並融入台灣職場文化。2024 年將啟動中文與台灣文化課程，並規劃推動外籍同仁生活

協助方案。 

 (引用自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公司訂有道德行為準則及符合道德與公平規範之移工就業承諾，承諾並確保工作環境的安全及不會產

生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歧視、騷擾、虐待與懲戒。為能避免外籍移工受到不當剝削或有強迫勞動及

債務勞工的狀況發生，自 2020 年度起全面實施並執行「外籍移工 zerofee」政策，外籍移工透過國

對國的招聘方式，在零仲介費用下，於本公司入職，貫徹執行國際人權組織對移工政策的期待，2020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新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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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起每年投入成本約計 200 萬元，每年超過 100 名外籍移工因此政策無須再支付國內仲介服務費、

體檢費及居留證費用，達到收入自由的目標。 (引用自 新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六、EAP 及心理諮商輔導 

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是當代職場健康管理中逐漸受到重視的關鍵議題，企業是否為員工提供

必要的支持，建立更健康與具凝聚力的工作環境。 

 

 

 

巨大集團全球營運總部與擺渡人生設計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提供巨大營運總部員工線上健康諮詢服務。

擺渡是由一群倡導將正向心理學應用在「職場」與「商場」的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家所創立的【人生學

校】開發能有效運用在個人職業規劃與心理健康諮詢服務，協助企業領導者創造正向富足組織。當員

工有任何生活或是職場上遭遇職場適應力方面的困擾時，都可以進行職場健康諮詢服務，透過諮詢師

專業的知識，幫助探索自己的情緒和想法，做出更符合自我需求的改變與決定。在生活中或是職場上，

面臨難以解決的困擾，如心理或情緒，就是尋求諮詢師協助的時機，也代表我們正視自己困擾的問題，

願意面對與處理。職場工作者存有情緒困擾中外皆然，藉由職場健康諮詢服務，促進以照顧工作者之

情緒、減少心理困擾之必要性。 

員工可以在線上報名後進行

視訊諮詢，而諮詢內容將完

全由諮詢單位保密。公司僅

能得知員工諮詢的主題類

別，主要包括家庭議題、升遷

發展以及向上溝通等方面。

這樣的安排有助於員工在隱

私保護的情況下，尋求到專

業的幫助和建議，並且能夠

更加自由地討論與諮詢相關

的問題。 (引用自 巨大集團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七、職場不法侵害防治 

在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中，導入有效的心理健康策略與防治能夠預防潛在風險，如職場壓力、霸凌、

性騷擾或不法侵害等。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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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王生技針對職場不法侵害防治，經總經理核準通過「職場不法侵害作業程序」並設立「職場暴力

處置小組」，展現對職場暴力為「零容忍」之決心。為有效預防及處置職場暴力措施，妥善規劃及採

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特成立「職場暴力處置小組」，使全體同仁於執行職務時，免於遭受身體或

精神不法侵害。 

「職場暴力處置小組」主要成員為人資代表、勞安人員代表、護理人員代表、勞工代表以及臨場服務

醫師，且成員代表異動，須經總經理核准。我們要求所有成員於通報及申訴過程必須客觀、公平及公

正，對受害人及通報者之權益及隱私完全保密並應秉持積極、主動之態度，義務執行相關作業。2022

年度安排 3 場講座，以脫口秀跳脫傳統演講方式，針對葡萄王生技台北營運總部及平鎮總部同仁進行

課程設計及安排。 

針對職場不法風險，另有職場不法侵害防制程序，執行頻率與方式說明如下， 

1. 定期每一年重新評估一次，針對單位內之作業場所配置及行政管制措施，進行檢點與改善。 

2. 定期每一年重新評估一次，對於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部分。 

3. 定期每三年重新評估一次，各單位主管自行或派員進行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為保障所有員工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免於遭受到身體或精神不法侵

害而致身心理疾病。特製「關懷小卡」、建置「通報專區」與滾動式同步新增跟蹤騷擾防制法」公告

宣導。執行方案： 

(1)透過小卡，掃描 QR code 方式填報完成通報。 

(2)透過小卡中「心情溫度計 APP」了解自我目前情緒困擾等級。 

(3)小卡中「心情語錄」可提供全體員工心情轉念紓解情緒。 

(4)透過線上有獎徵答方式宣達，讓員工更加了解公司內部相關通報機 

制，預防不法侵害情事，共計 196 人次參與，整體滿分率達 78.57%。 

 

(引用自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啓碁科技為創造安全和諧的職場，並防治同仁遭受職場不法侵害（包括肢體、語言、心理暴力與性騷

擾），台灣據點制訂有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通則」，由人資管理處負責職場不法侵害防治措施推

動，申訴與懲戒相關事項，於接獲案件 24 小時內聯繫協調，經人資、法務、當事者雙方所屬單位組

成的專案小組調查、訪談與審議後，向執行長呈報案件處理情形。 

2023 年間，接獲 18 件職場不法侵害申訴案件，分別為職場霸凌 8 件、性騷擾申訴 10 件，進行內

部懲處，已全數結案。案件補救措施包含進行檢視與調整工作流程，停止當事人雙方工作接觸，強化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啓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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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安全監測設施等，並於 2023 年 7 月推出以「安心職場」為主題，內容在說明預防職場霸凌， 杜

絕性騷擾訓練的全員必修課，透過多種情境的觀念宣導，幫助同仁及管理階層提升不法侵害防治意識，

另外，更特別邀請賴瑩真律師蒞臨授課，除重申啓碁對職場性騷擾零容忍的立場，並從法律觀點定義

性騷擾與處理機制，營造友善的工作環境。 

 
(引用自 啓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聯電依據檢舉相關辦法與各種職場不法侵害採取「零容忍」原則，鼓勵員工及關係人之開放溝通，當

受到不公侵害或是有疑慮時，檢舉人得以具名或匿名形式舉報。 

公司 24 小時全天候開放獲取申訴，並且以中英文呈現，使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訴時不受到任何語言或

時間障礙。申訴案件調查全程以保密方式進行，申訴管道皆有專責窗口負責以確保資訊妥善保存並僅

有相關人員知情。接獲申訴後成立調查小組在收到相關投訴或通知後三十天內進行處理，過程中重視

申訴者隱私保護，並將以書面形式將初步調查結果通知當事人。為保護當事人不受不正當的報復及對

待，本公司制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執行職務遭受職場不法侵害之預

防》、《檢舉辦法》等內部規範明文保障申訴者權益，並絕對禁止有對申訴者、協助調查者有報復行

為，若發生將依公司規範進行懲處。 

 

為明確宣示對各種職場不法侵害「零容忍」之立場，並建 

立安全、尊嚴、無歧視、互相尊重及包容、機會均等之職 

場文化，聯電將每年 6 月定為「不法侵害防治月」。於該 

月即進行宣傳與教育訓練，並要求主管完成「職場不法侵 

害行為」自主檢核表。2023 年共計間接人員 8,825 人、 

直接人員 4,646 人進行教育訓練，完成率達 100%。共 

1,489 位課級以上主管透過 eCheck 自我檢核是否有不當 

對待員工之行為，完成率 100%。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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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自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八、政府篩檢資源應用 

為支持全民健康，政府提供多項免費或補助篩檢資源，企業若能善加運用並結合職場健康管理，不

僅能有效保障員工健康，更能展現企業對於員工福祉的關懷與責任。 

 

員工為最重要的基礎，守護員工的健康與安全是公司的責任與義務。公司除定期

提供一般健康檢查及特殊項健檢外，也積極推廣企業運動風氣。由主管帶領，鼓勵

運動賽事的參與、成立多樣化運動社團、身心課程，與此同時建立員工運動習慣。

公司自 2015 年度起，持續推行職場菸害防制暨健康促進活動，透過自我審視建立

起安全環境，並推動健康職場，取得健康職場認證標章。 

(引用自 岱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佳格每兩年進行一次員工健康檢查，檢查內容優於法規，同時結合國民健康署的

四癌篩檢，由專任護理師進行檢查報告分析評估管理，並對高風險員工進行追蹤，

提供職醫、職護健康諮詢和指導。健康服務：提供優於法規的健檢頻率與內容以及

四癌篩檢，除定額補助員工健檢的費用以外，也額外提供優惠的自費檢查項目讓

員工可以優於市價的金額全方面的進行健康上的檢視。 

(引用自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響應衛福部「全國 C 肝根除計畫」推動無 C 肝職場：依衛福部資料顯示雲林沿海

為 C 肝高風險地區，考量本公司麥寮廠區在地員工多數為雲林沿海居民，提早發

現治療可預防罹患肝癌，公司於 2023~2024 年健檢同步提供為期二年Ｃ肝抗體

篩檢，抗體呈陽性者進一步提供Ｃ肝抗原檢查，2023 年總費用：477,440 元 2023 

年度計篩檢出 3 位同仁立即轉介至雲林長庚肝病防治中心接受Ｃ肝抗病毒藥物治

療，為衛福部「全國 C 肝根除計畫」盡一份心力。 

(引用自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岱宇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佳格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台塑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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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系統化管理建置推動與廣泛涵蓋 (GRI 403-1、403-8) 

 

 

東聯以「沒有最安全，只有更安全」的理念，長期致力深耕化學安全管理制度，善用風險評估概念，

分析出任何可能發生事故之產品及製程類別，藉由事前之設想及模擬，評估可能發生之災害，以建置

完整的「預防」、「化學品運輸」、「製程（廠區）安全」及「緊急應變計畫」，並確實進行宣導及

緊急模擬演練，持續地精進全廠區安全管理機制。 

東聯林園廠加入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TRCA)，推動責任照顧制度，建構 6 個標準管理準

則，包含：製程安全管理、緊急應變安全管理、配銷安全管理、承攬商安全管理、廢棄物管理與減量

管理、產品安全管理準則，確保廠內安全。 

東聯林園廠依據國家法規，建置並取得 ISO 45001:2018 職安衛管理系統驗證。除於建廠前完成製程

危害評估（HazOp）外，並制訂《製程變更管理程序 (MOC)》，凡涉及製程設備、製程化學物質、

製程技術、安全設施、操作程序等改變，必須事先執行 MOC，確保各項作業於變更後之安全管理，

保障員工安全。東聯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適用範圍： 

․ 包含高雄林園廠工作者人數約 493 人（345 名公司員工 +148 名承攬商），涵蓋百分比達 100%，

地點設於高雄市林園區工業三路三號。 

․ 東聯林園廠各單位可控制、可影響工作人員之作業活動、產品或服務，包含林園廠內員工以及所有

進入本廠區的承攬人員。 

․ 該管理系統內、外部稽核所涵蓋人數：493 人，涵蓋工作者 100%。 

(引用自 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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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風險評估與管理 (GRI 403-2) 

 
(引用自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導入「AI 影像辨識技術」，強化高風險作業管制 

① 2022 年起率先採用自行研發之「CEMIS 建設工程管理資訊系統-LEMO 子系統」，結合

AI 影像辨識技術，共採行 16 項安全措施，保障工作者施工安全。  

② 已涵蓋 100%固、客網高風險局限空間作業，於作業前的檢點及審核，2023 年共審視

35,010 張影像，降低局限空間作業風險，保障工作者生命安全。  

氣候變遷職業安全調適機制 

① 為因應極端氣候，特別是高溫對工作者的健康影響，我們針對戶外作業人員制定了全面的

「高溫防護措施」，包括分級管理措施以及相應的作業指引，避免員工因高氣溫環境引起

熱疾病之危害。 

② 為確保於極端氣候所導致的風雨中作業安全，我們規劃專業「搶修安全保護機制」，透過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訂定「風雨中作業的安全作業標準」，確保搶修作業的進行能夠安

全可靠，保障施工人員安全。 (引用自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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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鑑別 

為持續改善啓碁職業安全衛生風險衝擊，各單位每年

定期及不定期，（如：作業技術、工程、作業／設計

規範有變更時，發生失能日數一日以上之傷害事件，

重複發生之虛驚事件，專案提列及隱患通報等）進行

風險鑑別，並透過矩陣分析（可能性、嚴重度、頻率）

評估風險等級，針對高風險作業作法提出相對應管控

措施與目標，進行每月追蹤。 

事故調查 

台灣據點依據「事故調查管理作業程序」執行事故調

查分析，以確實了解虛驚異常、傷害及重大事故發生

經過，並擬訂預防再發對策，平行展開各廠盤查並推

動預防措施。同時也運用 5Why 分析法， FMEA（失

效模式與效應分析）與骨牌分析手法，針對全球據點

事故進行更深入的真因檢討與探討，並由人、機、料、

法、環，各流程源頭著手改善，並將安全規範及規格

標準化，強化防呆機制。 

為提升事故調查（含人傷及虛驚）調查效率並探討真

因，以達預防再發之目的，導入「事故調查簽核」系

統，2022 年完成台灣廠區系統架構設置，並於 2023 

年啟用台灣廠區事故調查（含人傷、異常及虛驚）e 化

簽核系統，規劃於 2024 年推展至中國及越南廠區。 

(引用自 啓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啓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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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健康服務與促進 (GRI 403-3、403-6) 

 

健檢結果說明會 

每年健檢完成後，安排廠醫至各廠區舉辦健檢結果說明會，2023 年共辦理 5 梯次，參加人員共 163

人，透過醫師健康講座的宣導，提醒同仁代謝症候群對健康的危害，鼓勵同仁養成運動的習慣，提醒

同仁自主健康管理，調整生活型態，搭配運動及飲食型態改變，達到保健及預防成效。 

降低健康高風險人數比例 

公司制訂「年度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定期分析員工健康檢查結果，將員工健 康風險做分級管理，針

對高風險個案 (高血壓、低密度脂蛋白 ≧ 190 mg/dL、心電 圖呈心房纖維顫動、陳舊型心肌梗塞、

心肌缺氧，及醣化血色素 ≧ 8%) 進行關懷，關懷方式採主管健康關懷、職醫訪談、職護後續追蹤及

健康促進活動，教導同仁 對代謝性疾病與心臟病的關聯性，及加強如何預防和控制代謝性疾病的重

要性、方式等，並鼓勵同仁養成健康的模式。2023 年健康高風險人數由 278 人下降至 137 人，下降

率達 49%。 (引用自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全方面健康管理 降低疾病風險 

為維護員工安全健康及預防職業疾病的發生，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制定「健康管理作業指導書、

母性健康保護、中高齡工作者健康保護、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等計劃」，結合健康檢查分級管

理結果及透過評估工具分析心血管疾病風險、中高齡健康危害因子，進行健康風險管理，高風險者安

排醫師健康指導或適性評估；並藉由健康管理系統 e 化作業，透過積極的關懷追蹤，落實全方面的健

康管理。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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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自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本公司於入口網站設置「健康照護」專區，2023 年共進行 33 次

健康宣導，包括腸病毒、病毒 性腸胃炎、久咳與長新冠、紓壓、

預防保健等相關衛教資訊，並舉辦各項健康促進活動。 

 
 (引用自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緯穎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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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科技有鑑於台灣中壯年人口每 10 人就有 3.6 人有代謝症候

群，且死亡率高達 31.9%，因此推動「改善代謝症候群迎向健康

新生活」活動： 

① 管理代謝症候族群健康。 

② 製作代謝症候群的宣導護照 (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與併發症、

如何防治與治療、血壓記錄與監測)，提升同仁認知與自我保

護之意識。 

 

(引用自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十二、工作者參與 (GRI 403-4)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針對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審議、協調及建

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2023 年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組成為 13 位工作者代表以及 11 位資方代表，合

計 24 人，其中工作者代表佔 54% 。另外工地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規定成立工地安全衛生

會議，每月定期召開工地安全衛生會議，由各承攬商代表參與、諮商與溝通工地安全衛生議題。 

 (引用自 久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由７名專業人員（甲級安全管理師 1 名、乙級管理員 1 名、甲種業務主管

5 名）所組成駐工廠護理人員 1 名；「職業安全衛生室」固定於每月近月底時召開職安會議，作為各

區職安系統的串聯與溝通管道。會議中討論當月異常事件、6S 檢核結果等事項，並檢討後續應注意

與改善事項，若有重大事件發生，則檢附彙整成調查報告，並同步公告予所有同仁知悉。 

  
(引用自 大井泵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井泵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久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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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教育訓練 (GRI 403-5) 

 

➢ 2023 年完成多元平等共融課程設計，由理解開始消除全體無

意識偏見，建立正確認知。2024 年展開不同層級所對應的主題課程，如高階主管的 DEI 共學營，

全體員工的無意識偏見消除訓練及主管的包容領導力培訓課程。 

➢ 重視女性員工職涯發展：舉辦典範女性領導與管理分享講座 

➢ 重視平等職場：將每年 6 月設為「不法侵害防治月」，並對全體員工 (間接人員 8,825 人、直接

人員 4,646 人) 進行不法侵害教育訓練，2023 年完訓率 100%。 

➢ 遵循《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每年一次定期檢測同仁對於勞工、道德誠信、禁用童工、勞資

關係、強迫勞動、工時與反歧視等核心內容。2023 年，聯電集團對全體員工實施人權相關教育

訓練總時數為 17,099.5 小時，完訓率達 100%。 

大井泵浦工業(引用自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十四、供應鏈/價值鏈衝擊管理 (GRI 403-7) 

 

 

➢ 每年舉辦供應商永續說明會，提升供應商永續知識 

➢ 舉辦供應鏈 ESG 專案，與供應商交流 

➢ 導入供應商永續評核管理機制 

➢ 導入第三方驗證單位進行實地稽核 

➢ 每季由責任供應鏈小組彙整達成進度向 ESG 委員

會呈報  

➢ 每年透過問卷及實地稽核達成盡責調查 

 

(引用自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運輸供應商為本公司供應鏈重要的一環，每年針對運輸供應商的交貨準時、運輸過程適當及證照效期

等項目進行評鑑。2023 年度本公司王田廠區合格運輸供應商有 4 家，其中 3 家為 A 級供應商、1 家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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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B 級供應商；無新增國內運輸供應商、無發生道路運輸事故。彰濱廠 2023 年度合格運輸供應商有

5 家，皆有簽訂「貨運承攬協議書」或「運輸契約書」。 

 
(引用自 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十五、職業傷害與工作相關疾病 (GRI 403-9、403-10) 

 

 

群創光電執行永續影響力評價主要分為四大步驟，包含定義邊界與範疇、繪製衝擊路徑、確認數據來

源與品質、以及建立價值化方法。每個步驟之間具有環環相扣的關係，在執行任何一個步驟時所做的

決策，都會影響最終分析結果的完整性與正確性。 

方法論 

1. 定義邊界與範疇：價值鏈涵蓋供應鏈(上游)、生產營運(中游)及產品銷售(下游)，考量直接與間接、

正向與負向的影響。 

2. 繪製衝擊路徑：使用衝擊路徑法 (Impact Pathway) 來識別企業活動對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包含

投入與產出對社會福祉的變化。 

3. 確認數據來源：包括初級數據(如實際盤查資料)及次級數據(如政府與科學機構報告)。 

4. 建立價值化方法：參考英國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局 (HSE, 2017) 的方法學，用以計算職災造成的

生產力損失、醫療成本及補償費用，並應用 ISO 14008 標準進行貨幣化估算。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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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  

◼ 員工職災衍生的社會成本  

員工在執行業務時，可能因工作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 粉

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造成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等職業災害事件。英國健康安全局(HSE, 

2020)研究指出，員工發生職災衍生的社會成本包含財務成本及人力成本。財務成本包含生產力損失、

醫 療與康復費用、行政和法律費用、薪資與保險補償等；人力成本指個人願意為職業傷害或死亡風險

的降低而付出(willingness to pay)的價值。在本研究中，將失能傷害及死亡事件納入評估，財務成本

包含生產力損失及職災相關補償，人力成本參考何俊傑(2005)及曹常成等人(2013)對於避免職災的支

付意願及職災死亡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計算。因職業病涉及的方法學較為複雜，故未納入評估。 

2023 年，群創光電因員工職災事件共造成 1 人死亡及失能傷害損失工作日 548 天，約衍生新台幣

2,473 萬元的社會成本，較前一年度增加 59.3%，主要為職災死亡事件所致。群創光電透過 e 化系統

進行事故管理及平展改善，針對員工與承攬商執行職業災害統計與原因分析，將風險回歸危害源頭管

理，強化本質安全；並透過「平展系統」平行展開至各廠區，避免事故再發。 

◼ 承攬商職災衍生的社會成本 

承攬商是指與群創光電有承攬合約，並於群創管理區域進行作業的人員，其包含勞務外包人力。本研

究將失能傷害及死亡事件衍生的社會成本納入評估。 

2023 年，承攬商職災事件造成損失工作日 202 天，衍生新台幣 415 萬元的社會成本。群創光電對

承攬商的環安衛管理訂有完善機制，所有承攬商均應遵守《承攬商管理作業規範》，人員於進場施工

前均應完成承攬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作業場所危害告知，以了解工作場所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

採取之防範措施；於面對高風險作業時，應協同承攬商共同完成作業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建置緊急

應變計畫，期望透過雙方的溝通，將發生異常事件的機率降至最低，且為能建構更完善和諧的職場，

公司也設定 2024 年承攬商失能傷害頻率 (FR)  0.25 之目標。此外，公司可透過承攬商網站進行施

工申請控管，從進廠時的人員及施工資訊查驗，至離廠的人員管理，以完善作業環境及施工人員之安

全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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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內容請參見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023 永續影響力評價報告) 

 

 

 

員工及協力廠商職災衍生的社會成本 

2023 年，中鼎營運過程因職災

事件衍生的社會外部性成本約

為新台幣 7 萬元，均來自協力廠

商職災事件，共計 32 個損失工

作日，事件類型包含物體飛落、

被夾/被捲、物體倒塌及崩塌造

成；2023 年未有職災死亡事件，

達成工安零死亡之目標。另為降

低事故發生後的傷害及風險，中

鼎建置完整的事故調查標準 流

程；事故發生後針對事件嚴重度

劃分調查層級，再依各層級組成

相應之事件調查小組，並於限期內完成調查，依調查結果採取改善措施；後續會進一步與設計、採購

及建造等跨部門討論是否有系統化問題，進行制度面的檢討，並針對本質安全進行預防措施及回饋修

訂相關的安衛環程序，防止類似意外再度發生。針對近年專案工地發生的工安職災事件，中鼎積極檢

討並提出精進改善方案，持續實施平/假日無預警稽核，要求工地限期完成缺失改善，落實與協力廠商

的安衛環溝通，召開工作安全分析會議及協議組織會議；另外也將近年工地發生的重大職災事件製作

成中鼎大學「中鼎近十年事件分析檢討與學習」線上課程，要求工安與建造人員必修，以及錄製「中

鼎公司主管安衛環管理」線上課程，納入公司各級主管的職位課程，提高各階層人員對工安管理的警

覺度。 (引用自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影響力評價報告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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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害統計 

2023 年亞洲水泥及各子公司之員工發生可記錄或嚴重之職業傷害事件據點為亞泥花蓮廠、亞東預拌

及富民(達)運輸，其餘據點皆無發生可記錄之職業傷害，且無發生因職業傷害造成死亡。所有營運據

點無非員工未發生職業傷害及死亡事件。 

 

 

(引用自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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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向重視員工的職業健康，將特殊作業之健康管理、異常追蹤、疾病預防

及危害評估等項目納入預防管理，相關健康檢查及個人資訊將保密處理，只有具公司指定之醫護人員

方可調閱，並妥適向員工說明，以保障個人權益。另安排專業醫師在現場實際瞭解工作環境、員工作

業習慣及安全防護作業等，提供改善意見及相關醫療諮詢服務，為員工的健康把關，迄今無發生任何

職業病案例。 

 

 

(引用自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永續報告書)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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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公開資源 

 

 

 

 

計畫資源下載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