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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3日
推動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發展計畫

1

主辦單位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執行單位 :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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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DGs 職場永續健康安全計畫
& GRI403指南介紹



• 傳統符合法規與被動指標已不足以
因應彰顯企業經營風險與機會

• 公司治理3.0 強化要求ESG資訊揭露
內容及品質，非財務面資訊揭露避
免”漂綠”

• 新版GRI 403準則自110年起生效，
引導企業重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與
健康保護之積極作為

ESG資訊揭露
需求強化

永續經營ESG

企業價值展現

Data is key to making sustainable decisions

• 投資人期待企業經營與商業價值

• 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綜
合面相永續經營價值引領主流

• 財務績效/淨零排放/氣候變遷等議
題優先，忽視排擠工作者職場健
康與安全保障

• 提升工作者人權與福祉不忘以人
為本的核心價值

SDGs 永續職業健康安全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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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化OSH專業貢獻SDGs
實踐ESG永續經營 推動職場永續發展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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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永續職業健康安全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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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夥伴加入!

更多資訊歡迎參考:



職安衛永續績效自評與獎項鼓勵機制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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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永續職業健康安全計畫介紹

企業永續報告OSH

主動評比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

永續經營特別獎(規劃中)

資
訊
透
明
度
提
升

職
安
衛
績
效
提
升

企業自評機制與

各產業別適用評量



企業永續報告引領職業健康績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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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GRI 403:職業健康與安全】準則揭露實務建議指南

推動OSH與企業ESG價值緊密結合

關於職業健康與安全，企業領導人要知道的六件事

1. 良好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是企業永續經營關鍵

2. 遵循法規義務，僅是最基本要求

3. 透過風險評估，可支援有效管理

4. 預防，是避免風險的關鍵

5. 落實教育訓練，給員工最札實的保護

6. 領導者重視與授權，企業文化才得以塑型



ESG績效揭露無需從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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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指標的量化目標設定，建議可漸進優化

維持 • 企業已做得好的部分維持並持續追蹤

改善／

優化

• 可提升績效以符合專家、利害關係

人期待，或具體展現企業承諾之處

最佳化 • 精進既有成果且可成為產業領導

者的機會所在



SDGs揭露實務建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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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403-2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403-4 工作者對於職業健康與安全之參與、
諮商與溝通

403-5 工作者職業健康與安全教育訓練

403-6 工作者健康促進

403-7 預防及降低與企業直接關聯者之職業
健康與安全衝擊

403-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工作
者

403-9 職業傷害

403-10 工作相關疾病



GRI403 揭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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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40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準則403-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工作者

金屬加工公司秉持「尊重生命，安全職場，追求零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政策，2020年
經公司「永續委員會」提案通過由「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統籌辦理，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規定建立推動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條件、遵守職

安衛法令和相關要求、消除危害和降低職安衛風險、推動工作者職安衛諮商和參與。
本年度並通過TOSHMS及ISO 45001第三方獨立驗證機構驗證。本公司管理系統涵蓋
適用本公司新北市總公司及位於桃園共四條生產線管制下執行工作活動之相關同仁，

包含員工（占比99.7%）及非員工（占比0.3%），設計、開發、採購、施工、生產、
維護與承攬，涵蓋本公司百分之百的營業銷售範圍。

主題一: 系統化管理建置推動與廣泛涵蓋



GRI403 揭露準則

主題一: 系統化管理建置推動與廣泛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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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揭露準則

主題一: 系統化管理建置推動與廣泛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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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揭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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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403-2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主題二: 風險評估與管理

科技公司於2021年導入電子化人因鑑別系統，透過員工填寫人因鑑別系統檢核表，辨
識出10件高重複性作業人因風險作業類型，並配合健康中心健檢問卷與病假請假紀
錄，關懷因肌肉骨骼痠痛請假的員工，並安排與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面談。員工填寫

人因鑑別系統檢核表之滿意度為100%。

特用化學品公司於2021年針對全廠使用化學品建置化學品清單，辨識出屬於CMR物
質佔3%，並透過系統化階層式的全面風險評估方法，掌握全廠內操作具健康危害物
質之製程作業中約5%為高風險項目，依結果採取分級管控改善措施，廠區定期辦理

風險減緩會議，針對工程控制可行性進行評估，並於每季實施全廠52處作業環境監
測，持續進行追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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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揭露準則

主題二: 風險評估與管理



GRI403 揭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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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403-4 工作者對於職業健康與安全之參與、諮商及溝通

主題三: 工作者參與

營造公司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會共計
19名委員，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與相關部門主管及勞工代表共同組成。其中勞工代表
人數計11人，比率優於法定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公司每年定期召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會議4次，除審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等事項，並建議相
關改善因應作法外，亦就各業務單位及工作者提請之職業安全衛生及健康事項等提案
討論，並將結果周知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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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揭露準則

主題三: 工作者參與



GRI403 揭露準則

準則403-5 工作者職業健康與安全教育訓練

傳產公司為有效守護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依工作型態、作業環境等重要指標，辨識
出8項重要訓練需求，依其發生率及對公司營運衝擊程度安排訓練場次，2021年特別
著重現場防滑防墜落專案評估以及工作者意識提升，總共舉辦50場次晨間會報，年度

滑倒墜落事件減少80%。

主題四:教育訓練

食品公司為確保每位工作者都能熟知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與公司安全衛生管理之
機制，定期提供職業健康與安全相關教育訓練，藉此導入公司之安全衛生健康文化與
觀念，今年訓練總受訓人數共530人次，每人受訓時數至少6小時，所有工作者總受訓

時數為3,2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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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揭露準則

主題四:教育訓練



GRI403 揭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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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403-3 職業健康服務

準則403-6 工作者健康促進

交通運輸公司系統化管理員工健康檢查資料，分析員工近3 年慢性病健康風險指標盛行
率，均低於我國近年之三高盛行率之平均值，且經統計發現，慢性病健康風險指標逐年
下降中。

主題五:健康服務與促進

科技公司提供優於法規之定期健康檢查，今年辦理員工健康教育與健康服務活動共8

次，涵蓋本公司80%之員工。

貨運公司系統性了解員工主要健康問題，包括：多數員工BMI 值超標、運動量不足、三
餐不定時或僅以超商小吃果腹等；經有規劃性的活動辦理，員工三高指標及BMI 值均呈
下降趨勢，駕駛員開始意識健康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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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揭露準則

主題五:健康服務與促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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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揭露準則

主題五:健康服務與促進



GRI403 揭露準則

準則403-7 預防及降低與企業直接關聯者之職業健康與安全衝擊

特用化學品製造商為提供客戶穩定、安全並符合法規之產品與服務，建立產品健康與
安全及綠色產品評估管理機制，從研發階段要求產品開發設計上，均要求優先符合特
殊指令，如RoHS、SVHC、八大重金屬等。並進行供應商評鑑，要求供應商提供環

保要求承諾書，以管制及降低毒化物風險。針對特例產品，也會要求供應商出具原料
不含特例禁用物質保證，如RoHS…等。所有產品每年均送至第三方公正單位，以取
得符合品牌商禁用物質指令之報告。

主題六:供應鏈/價值鏈衝擊管理

金控公司訂定「促進供應商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作業要點」、「供應商管理要點」，要
求供應商簽署「人權及環境永續條款承諾書」、規範各廠商透過自評、訪視及稽核該
要點相關規範，遵守基本勞動人權、企業社會責任、職安衛管理、環境保護等重要面

向。定期檢視職業安全衛生風險指數。2020年供應商在職業安全衛生面屬可能高風險
者比例為2%，已定期訪視可能有風險的供應商，審核供應商改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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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揭露準則

主題六:供應鏈/價值鏈衝擊管理



GRI403 揭露準則

準則403-9 職業傷害

電信公司由人事/醫護人員、安衛、各部人員會同辦理工作者健康保護及促進事項，並
規範承包商應對其員工實施健康檢查，自主控管其轄下施工人員，避免從事其不適宜
作業，近3年無職業病死亡或經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判定確診職業病或工作相關疾病

個案。

主題七:職業傷害與工作相關疾病

科技公司運用其發展之計算公式估計其工傷價值為工傷成本＋醫療成本＋避免職災之
願付價格，量化工傷可能帶來至少1,000 萬的社會成本。

準則403-10 工作相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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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揭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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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揭露準則

(例) 企業宣示CMR化學品取代計畫，推動
價值鏈淘汰禁用，回應企業永續SDGs挑戰

(例) 電子產品產業推動首批九項「CMR化學品零暴露」保護工作者
回應國際品牌商企業永續宣示

• 優先消除和替代鼓勵化學品供應商帶解決方案
• 避免危害的替代品

• 識別風險/危害透過控制措施保護工作者如果
消除或替代尚不可能

• 不再使用的危害化學品入製程
• 透過控制措施保護工作者知情權與保護健康

• 系統性擴展到供應鏈/價值鏈
• 持續訓練學習和改進

揭露 GRI 403-2，403-3, 403-4, 403-5, 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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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國OSH基線調查說明



我國OSH基線調查說明

目的與執行方法說明

• 建立我國職場健康與安全績效揭露之基線調查資料，供後續推動發展
追蹤與指標比較，以及各利害關係人之目標訂定與最佳實務參考運用。

• 調查結果主動公開與表揚，鼓勵並促進我國企業主動提升與公開OSH
成果與領先績效

• 執行方式:分析調查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於GRI 403領域之表現與作
為，包含指標展現現況與缺口、產業績效比對、優良展現範例等

• 目標對象:我國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上架與公開109年度(2020年)永續
報告書 (上市公司共431家，上櫃公司共158家)

* 此統計現況為我國上市公司之永續報告書109年版本之初步調查成果，單就永續報告上之展現做管理展現等級的判斷，不代表實際執行程度
28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揭露現況

基線調查現況-1

2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上市

上櫃

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展現

未展現績效 基本法規符合描述 基本法規符合外，輔以其他落後指標 提供進一步領先指標與績效描述

超過20%企業

未適當公開展現績效

我國企業2020年
永續報告基線調查

重點研析永續報告書中
職業健康與安全展現現況
✓ 共589家廠家

(上市431家；上櫃158家)

職業健康與安全屬企業關注重大議題
然績效展現多停留在基本法規符合與被動指標之描述

2020企業關注重大議題前三名

1. 經濟績效
2. 職業健康與安全
3. 勞資關係

僅有約12% 企業公開

法規基本要求外之績效

經營者宣告職安衛永續發展:
上市公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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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揭露現況
基線調查現況-2

30

工作者之參與諮商與溝通

OSH管理系統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與
事故調查

健康服務

職業傷害

91%

82%

73%

GRI 403準則揭露與基本議題展現情形

優秀展現案例

站在巨人的肩上，你可以展現的更多更好!

化工業 金融保險業
健康服務

教育訓練

78%

72%

61%

健康促進 職業傷害

擷取自日月光高雄廠
2020年永續報告書

擷取自玉山金控 2020年永續報告書

擷取自聯華2020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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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揭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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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調查現況-3

各產業供應鏈管理展現現況

產業類別 電子 水泥 塑膠 食品 生醫 紡織 金融保險

供應鏈管理

實施比例
100% 100% 91% 71% 73% 70% 77%

供應鏈OSH管理

展現等級
中高 中高 中 中 中低 中低 低

【展現等級】
高: 有設定環安衛政策，有評核有風險鑑別與輔導管理、稽核、要求改善與追蹤 (且有量化數據) 

中: 簡要說明環安衛相關管理政策，但不完整
低: 只提到供應鏈管理相關職安衛作法，但無實際作法描述

70%以上企業主動揭示供應鏈管理，OSH的管理揭露需求逐步提升！

* 此統計現況為我國上市公司之永續報告書109年版本之初步調查成果，單就永續報告上之展現做管理展現等級的判斷，不代表實際執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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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評與產業評量工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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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自評與獎項鼓勵
機制籌設

永
續
績
效
公
開
程
度
提
升

職
業
健
康
安
全
績
效
提
升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

永續經營特別獎(規劃中)企業永續報告

OSH主動評比

企業自評與

各產業別適用評量

供應商適用

自我評估問卷



供應鏈
輔導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自評機制 (規畫中 )

永續職場領先企業自評表：

• 自我評鑑職場永續健康與
安全達成度：鑑別出OSH
績效與達成度，以及仍需
強化之缺口弱點、以及可
逐步精進的績效要點。

• 公開宣揚其績優結果：規
劃企業可將自評表提交給
主管機關查驗，符合查驗
標準之企業，將能公開展
現優良績效。

GRI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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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GRI/SASB

GRI 403指南(中文&英文)

產業指標範例&績效指標

產業評量基準&表單工具

供應鏈表單工具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自評機制 (規畫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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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對象：所有產業、企業、不限規模。

• 「永續職場領先企業自評表」三大主題：

A、GRI 403 基礎指標達成情形，共15項指標

B、GRI 403 進階指標達成情形，共25項指標

C、OSH承諾與績效自我宣告，1項開放問答

60%

25%

15%

90分以上列入「菁英組」

80-89分列入「永續組」

A、GRI 403基礎
指標達成情形：
自評結果皆為

「是」

B、 GRI 403進
階指標達成情

形：至少12個指
標為「是」。

• 公開分享查驗標準：

C、職場健康與安全承
諾與績效自我宣告：自
我宣告文字內容與佐證
文件，具創意、創新且

務實可行。

• 報名時間：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產業評量 (規畫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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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構面評分:
系統化管理、風險評估與管理、工作者參與、教育訓練、健康服
務與促進、供應鏈/價值鏈衝擊管理、職業傷害與工作相關疾病

評估企業績效指標之

執行情形與完整度

實施情形

依據產業特性、可投入重

點以及期望企業公開更具

參考價值的指標

加分項

企業是否公開承諾、

將OSH列為重大議題

並設定量化管理目標

承諾與自主宣告

電子
金融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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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討論



計畫相關資源與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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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參與回饋與意見

加入永續對話平台 下載指南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

SDGs網站專區
職場永續SDGs

FB粉絲頁

https://forms.gle/W9Tpum8k7Q1TXiGY9
https://www.surveycake.com/s/d0kGB
https://www.osha.gov.tw/1106/29647/39177/39181/39331/
https://www.osha.gov.tw/1106/29647/39177/39181/39331/
https://www.osha.gov.tw/1106/29647/39177/39181/39331/
https://www.facebook.com/OSHSDGs
https://www.facebook.com/OSHSDGs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SDGs 專區

•永續發展目標與職業安全衛生 •永續發展相關名詞介紹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發展計畫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績效自評與獎勵機制 •外部資源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揭露指南及各式工具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
SDGs 專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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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