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BN：978-626-7320-58-7

GPN ：1011200733 

C

M

Y

CM

MY

CY

CMY

K

戮�いゅ厨  屡┏亥�_OL.pdf   1   2023/6/20   下午 06:02:03





年度績效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職災給付千人率下降

8.1%

職災勞工及家庭個案服務

84,172人次

職安衛監督檢查

171,204場次

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

105,067場次

職安衛臨場輔導

35,074場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35,574人次
職安衛宣導

1,040場次

勞動條件宣導

1,087場次

機械設備型式驗證

合格7,402件

勞動條件監督檢查

60,873場次

勞工健康照護率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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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署長序

2022年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轉折的一年，在歷經 3年嚴峻疫

情後，民眾生活逐漸步入正常，百工百業恢復蓬勃復甦，如何讓工作者在「安全、

安心、安穩」的工作環境下拚經濟，是我們首先面對課題，除了持續強化職場安全

防護外，面臨社會對職場健康的重視，以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的正式

施行等，作為 2022年推動主軸，重要措施如下：

一、成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中心於 2022年 4月 29日成立，

將承擔職場災害預防永續發展及保護勞工健康的重任，協助事業單位提升

職場安全健康文化，並統籌勞工健康服務、職業傷病診治及職能復健體系。

二、認可職業傷病診治與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於 2022年 5月 1日施行，認可醫療機構成為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或職災

職能復健專責醫院，形成更為綿密、穩定且高品質醫療診治及職能復健之

服務網絡。

署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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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中長程計畫：推動職場健康勞動力永續發展中長

程計畫，參考國際準則訂定「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 SDGs揭露實務建議指

南」，提供業界參考運用，引導企業透過供應鏈管理及市場 (訂單 )機制，

提升整體產業推動與落實相關作為，以確保健康勞動力。

四、新增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特殊作業教育訓練機制：自 2022年 7月 7日起，

擔任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者均應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提升

作業勞工專業能力，防止人為操作不當造成之職業災害。

五、 訂頒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衛生指引：因應我國近年來出生率逐年下降，

配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之施行，鼓勵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

就業，滾動修正「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衛生指引」，強化教育訓練及

緊急應變機制，引導事業單位營造友善工作環境。

此外，為增進國際參與，展現我國職安衛領域成果，汲取國際經驗，2022年與

歐盟職業安全衛生局 (EU-OSHA)召開「第 2屆臺歐盟職業安全衛生合作會議」，針

對「工作場所致癌物質風險管理」及「工業 4.0安全管理」兩議題展開交流，並派員

前往歐洲與「歐盟職業安全衛生局 (EU-OSHA)」及「歐盟執行委員會就業、社會事

務及融合總署職業安全衛生處 (DG-EMPL)」及「歐洲勞工局 (ELA)」進行參訪與對話，

提高我國世界能見度，並有助於精進職安衛政策規劃。

2022年雖面臨疫情起伏，但在中央與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及勞資雙方的共同努

力下，全產業職業災害千人率持續下降至 2.269，顯示國內職安衛水準逐步提升。在

此衷心感謝每一位共同努力耕耘的伙伴們，因為有大家的汗水與付出，才能為勞工

朋友營造出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期待未來我們再繼續加油打拼，共同打造「安

全、安心、安穩」勞動環境，讓每一位在臺灣立地扎根的工作者，都以這片土地為榮。

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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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我們的願景&策略1

願景與策略 01
支持‧做後盾健康‧皆守護 保障‧不打烊
健全職業傷病診

治及職能復健服

務網絡、加強職

災勞工個管服務。

監督‧為更好
高風險業別分級

管理，強化企業

源頭防災責任，

提升監督效能。

安全‧不妥協
加強檢查、宣導

及輔導等多元防

災作為，降低職

業災害發生。

擴 大 勞 工 健 康

服務專業量能，

提 升 職 場 健 康

勞動力。

建置 24小時免付

費之 1955勞工諮

詢申訴專線，支

持勞工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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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重點回顧

 推動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 
確保健康勞動力

健康的勞動力是企業永續發展的核

心，SDGs 每項指標的推動，都需要「工

作者」參與實踐。為響應全球永續發展，

並提升我國健康勞動力，職安署依 行政

院 2021年核定之「提升臺灣職場健康

勞動力永續發展中長程個案計畫」， 於   

2022年推動一系列之活動與措施，包含：

訂定「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 SDGs 揭露

實務建議指南」（中英文版）、辦理企

業永續報告書基線調查、舉辦論壇與工

作坊等，引領企業共同邁向職業健康安

全永續發展，確保我國健康勞動力。 ◎ 舉辦 2022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國際研討會

102022重點回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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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職業傷病診治暨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揭牌典禮

關懷更深入，服務更全面－

布建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

為強化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措施及

重建協助，以保障勞工健康，過去職安

署辦理職業傷病診治及職能復健相關業

務，皆以年度採購專業委託方式，將該

業務交由北、中、南、東各區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及職能復健服務單位辦理，施

行以來雖累積可觀成果，但受限經費及

主責醫院人事更迭等原因，造成經驗無

法傳承、專業人力難以培養與留任，至

業務難以永續經營。為此，新的《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設計由醫

療或復健機構提出申請，經法定程序

認可後，即成為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

院或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職安署

便積極推動職業傷病診治及職災職能

復健專責醫院認可制度，並於 2022 年

12月 15日認可並公告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等 15 家醫院為職業傷病

診治專責醫院及 28 家醫院為職災職能

復健專責醫院。

122022重點回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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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示範工作強化訓練 -重量推車台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實際測試職能復健模擬訓
練 -舉放箱

職安署藉由「擴大職災勞工保護」

面向之「職業傷病通報不漏接」、「健全

職業傷病診治服務網絡」、「職災勞工服

務資訊整合」、「優化職業病鑑定」等四

大措施，及「完備職災復工重建體系」面

向之「加強職災勞工個管服務」、「建構

職能復健服務網絡」、「新增職災勞工職

能復健津貼」、「辦理職災勞工重返職場

補助」等四大措施，涵蓋前端職災預防，

及後端傷病診治及重建等相關工作，以達

成保護勞工安全健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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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
重建中心揭牌營運

為推動職場安全衛生及職災勞工協

助服務之永續發展，依《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及保護法》第 70條規定，於 2021

年 7月 28日成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

預防及重建中心」籌備工作小組，積極

辦理「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

心」成立所涉組織、章程、監督管理機

制及人員招募等作業，並於 2022 年 1

月 3日取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函准登記

證書，4月 29日由勞動部正式揭牌，並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5

月 1日施行時，同步開啟職災勞工職業

傷病診治及重建整合性服務，使勞工可

以健康重返職場。以「139職安衛守護

恆常久」為核心價值及工作，1個法人－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3

面守護－預防、保護、重建三核心，提

供 9大服務。

職安衛
文化深耕

服務

職場健康
臨場親近

服務

統合資訊
即時慰助

服務

職災勞工
一條龍

個管服務

職災傷病
診治照護
健全服務

復工計畫
重返職場
專業服務

津貼補助
資源系統
建置服務

工作者
職安照顧
擴大服務

法人

預防

保護 重建

本質安全
源頭管理
技術服務

3面守護  9大服務

◎ 以「139職安衛守護恆常久」為核心價值及工作

142022重點回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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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揭牌典禮

◎ 成立「財團法人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籌備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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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檢查齊落實 安全無處不在

 風險分級防範職業災害

分級管理持續降災

為持續守護勞工安全健康，強化職場防災量能與成效，提升產業安全衛

生文化，職安署針對營造業、製造業、批發零售業、運輸倉儲業、住宿餐飲

業及無一定雇主勞工等人員等高風險業別推行風險分級管理，並聚焦於被夾

被捲、被刺割擦傷、跌倒、墜落、滾落等危害。

18執行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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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千人率趨勢圖

辦理情形：

職安署實施風險分級管理措施如下：

▎高風險事業：

針對高違規、高風險及高職業災害發生

率等事業單位，優先實施檢查，並持續

追蹤改善情況，以確保法令規定得以落

實。

▎中小企業：

提供教育訓練、參訪、輔導、諮詢和觀

摩等措施，並透過安衛家族、促進會和

大廠帶小廠等服務資源，助其提升安全

衛生管理水準。

▎績優企業：

優先適用「企業自主管理制度」的訪查

監督機制，透過辦理輔導、觀摩和分享

學習等活動，協助安全衛生表現優異的

單位邁向標竿企業。

2022年成果：

2014年至 2022年期間，我國「勞

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千人率」整體呈現

逐年降低趨勢。2022年在中央、地方政

府及各界努力下，該給付千人率已降為

2.269，較 2021年 2.469降幅達 8.1%。

此外，2022年各勞動檢查機構實施職業

安全衛生之監督檢查計17萬1,204場次、

宣導 1,040場次、輔導 2,561場次，全

力督促事業單位落實職場安全與衛生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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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違規風險較低、小（微）型等 

資源有限的事業單位：

運用宣導、輔導、法遵訪視等多元政策

工具，協助瞭解並遵守勞動法令。

• 協調各部會將勞動基準法落實情形納

入各部會現有評鑑查核機制、租稅抵

減及執照換發等評核項目，促使企業

重視勞動條件，逐漸引領符合法遵。

2022年成果

• 實施勞動條件監督檢查共計 6萬 873

場次，處分率 16.89%，並執行勞動條

件宣導 1,087場次。

• 協助經濟部、金管會、NCC等 35個

部會暨所屬機關，查察 1萬 6,796家

事業單位過往勞動法令違規情形，做

為各式申請租稅優惠抵減等審查准駁

的參考。

 勞動條件監督檢查策略

多面向促進勞動條件提升

職安署依照企業與區域特性，推動

勞動條件監督檢查策略，運用風險分級

概念，督促事業單位確實符合勞動法令

規定。除持續依照「公共安全」、「弱

勢扶助」、「常態違規」與「社會關注」

等 4大面向，規劃勞動條件專案檢查外，

對於違規風險較低、小（微）型等資源

有限的事業單位，則透過運用宣導、輔

導、法遵訪視等政策工具，協助企業適

法。

辦理情形

針對不同違規風險的對象採取不同

策略如下：

▎ 針對高工時、高違規風險的事業單位：

透過「專案檢查」、提列「重點檢查對

象」與實施「跨部會聯合稽查」等措施，

提升檢查力度與頻率，要求確實遵守勞

動法令。

20執行成果3

職安衛112年報.indb   20 2023/6/26   14:32:52



◎ 第 43期勞動檢查員職前訓練結訓座談會

 勞動檢查現況

勞動檢查人力與訓練精進

2022年勞動檢查員編制員額已達

1,033人。勞動檢查員實施勞動檢查時，

因常須面對事業主、勞工及利害關係人

等，致工作壓力較大，職安署除透過工

作圈會議、適時輔導、增加同仁成就感

等支持措施，降低人員流動率，確保其

能久任及累積專業經驗。

辦理情形

職安署辦理多場次專業及在職訓練、

每年邀集勞工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

召開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衛生業務聯繫

會議，並舉辦全國勞動檢查員工作會報，

以增進跨機關合作，交流檢查實務經驗，

齊一全國檢查尺度，確保勞動檢查品質

及提升勞動檢查員專業素養。

◎ 全國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業務工作會報

2022年成果

2022年共計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主導稽核員、作業環境監測、重複

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疾病危害、防爆安

全實務、生物性危害預防、工業用機器

人安全標準等勞動檢查專業訓練，共計

25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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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考評檢查機構

2022年職安署持續針對已授權的直

轄市、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各科學園區管理局等

13個勞動檢查機構實施定期考評，評量

其勞動檢查績效，並藉此互相激勵與學

習，以提升勞動監督檢查效能，減少職

業災害發生、保障勞工權益。

辦理情形

依照各勞動檢查機構轄區之主動指

標、被動指標以及減災策略創新作為與

績效等，就檢查量、職災千人率下降情

形、教育訓練、宣導行銷、轉介輔導、

跨機關合作、職業安全衛生文化促進等

項目進行綜合評量。

2022年成果

2022年勞動檢查機構考評於「全國

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業務工作會報」

辦理各勞動檢查機構減災策略創新作為

與績效簡報，分別選出 3個特優、5個優

等及 5個甲等之勞動檢查機構，並於該

工作會報中頒獎表揚。

◎ 勞動檢查機構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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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王安邦次長會同桃園市勞動局至台灣中油桃園煉油廠實施檢查

 高風險事業安全

協助事業單位落實製程安全管理

我國近年發生之重大製程安全事

件，這些災害發生的共通性原因涉及製

程安全資訊不足、未落實變更管理、啟

動前安全檢查、標準作業程序、製程安

全評估及機械完整性等項目。

辦理情形

• 為協助事業單位推動製程安全管理及

明瞭相關作業流程，編撰製程安全管

理相關參考手冊。

• 透過臨場輔導協助其改善工作場所製

程安全評估及措施，並辦理宣導會、

觀摩會與教育訓練。

• 蒐集及彙整國內外相關規範、實務做

法、經驗學習及防災應用等，並刊載

於 PSM資訊網。

2022年成果

• 編撰「製程安全管理程序參考手冊」，

並與各勞動檢查機構共同推廣及宣導

事業單位參用。

• 辦理事業單位製程安全臨廠輔導及集

體輔導計 29場次及辦理宣導會、觀摩

會及教育訓練計 14場次。

• 參考 API RP 571，建置設備和管線常

見之腐蝕劣化評估查詢資料庫，並放

置於 PSM資訊網，供事業單位快速查

詢參用。

22
23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職安衛112年報.indb   23 2023/6/26   14:32:56



補助建置自動化安全產線 
從源頭護 3高事業單位

製造業因產品種類繁多、產線複雜，

工廠內匯集各種加工機械設備及酸、鹼、

可燃性氣體或危害性化學品等原物料，

如欠缺系統性風險評估與整體安全設計，

將導致勞工暴露於高風險之工作環境中

作業。

辦理情形

職安署自 2018年起透過臨廠輔導、

專案輔導及部分經費補助，協助高風險

製造業事業單位實施安全體檢及風險評

估，將製程轉型為自動化安全產線，並

強化產線製程設備或系統之失誤安全設

計，提升高風險工作場所的作業安全。

◎ 自動化產線

2022年成果

至 2022年輔導計 1,430場次、補助

66家高風險製造業事業單位建置自動化

安全產線，總補助金額約 1億 1千萬元，

促進廠商總投資金額逾 4億 6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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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中小企業改善工作環境

提升中小企業職場安全

中小企業在財力、物力及專業人才

等與大企業相比之下較為短缺，安全衛

生知識與防護設施亦較為缺乏，致發生

職業災害比例偏高。

辦理情形

• 協助各地方政府僱用 32名安全衛生

專責人員，並招募在地業界或已退休

的工安達人共 430名籌組輔導團就近

「到府輔導」，另職安署北、中、南

三區職安中心亦針對中小型企業、新

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行業及職業災害

風險較高之事業單位，積極執行在地

工作環境改善輔導的相關業務。

• 籌組 63個安全衛生家族，透過共同之

組織平臺交流，建立廠場自我安衛管

理、互相扶助及學習。

• 發送安全衛生危害預防摺頁、職業安

全衛生標語及海報，並輔以每月主動

發送電子報，另設立中小企業安衛幫

手臉書粉絲專頁，即時提供各項安全

衛生新訊、活動、影片、案例。

2022年成果

• 輔導團「到府輔導」約達 1萬 7千場

次及辦理 333場次宣導活動。

• 職安署三區職安中心針對中小型企業

辦理安全衛生臨廠輔導 1萬 1,887場

次、研討會 10場次、觀摩會 8場次及

高階主管座談會 114場次。

• 成立 19個安衛家族，共計有 370家

中小事業單位參與。

◎ 工作環境改善臨廠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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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性機械設備使用安全

代檢機構評選

危險性機械設備之代檢機構皆以

「公開評選」方式，遴選非營利法人機

構代行檢查。

辦理情形

• 職安署於北、中、南區分別委託中華

鍋爐協會、中華產業機械設備協會及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等單位執

行代檢。

• 指定的代行檢查種類包括危險性機械

的定期檢查、變更檢查、重新檢查、

既有檢查，危險性設備之熔接檢查、

構造檢查、竣工檢查、定期檢查、變

更檢查、重新檢查、既有檢查。

2022年成果

• 2022 年危險性機械檢查共計 3 萬

1,271座次；危險性設備檢查共計 7

萬 3,796座次。

◎ 代檢機構歷年檢查座次統計

危險性設備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00,722 100,768 102,893
106,669 104,215 101,508 102,987

105,067120,000

100,000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

危險性機械

(年)

◎ 齒條式長跨度工程用升降機竣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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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機械本質安全

為保障工作者的職場作業安全，首

重於機械設備本質安全的要求，我國自

2015年起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7條

及《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12條

規定，推動 10種指定機械、設備或器具

源頭管理之「資訊申報登錄制度」。

辦理情形

• 於 2019年公告新增 2種指定機械、

設備或器具，分別為 2019年實施非數

值控制之傳統車床與銑 /搪床及於明

（2023）年實施數值控制之傳統車床

與銑 /搪床、加工中心機及聯製機。

• 另依同法第 8條規定，於 2018年 7

月起，推動指定機械、設備或器具的

「型式驗證制度」，國內產製或國外

輸入的交流電焊機用自動電擊防止裝

置，非經驗證機構實施型式驗證合格

及張貼合格標章者，製造者或輸入者

均不得運出廠、場或輸入。

2022年成果

辦理 758家廠商 7,402件申報登錄

案件的審查，並執行 271家廠商 805項

指定機械設備清查與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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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氣體勞工安全

近年部分事業單位為改善環保問

題，將燃燒及消費設備之燃料由燃油改

為燃氣，又因受限於場地或其他因素限

制，以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氣體供應裝

置代替儲槽供氣方式供廠場使用，因使

用風險甚高，其風險不亞於以儲槽供給

他用者。

辦理情形

職安署蒐集國外相關法規，新增「高

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 191條之 1相

關規定及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氣體供應

裝置使用作業指引供各界遵循。

2022年成果

• 職安署針對北區、中區、南區之勞檢

機構及事業單位辦理「高壓氣體勞工

安全規則」新修法規說明會。

保障高空車操作者安全

為保障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的作業

安全，推行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特殊作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辦理情形

職安署於 2021年修訂「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條第 1項第 6款

及於 2022年增訂「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128條之 9規定，推動高空工作

車操作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制度，並明定自 2024年 1月 1日起雇主

應指派經完成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及通過測驗之人員操作高空工作車。

2022辦理成果

辦理「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特殊作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術科實習示範觀摩

會」，分別就車載型及垂直升降型高空

工作車之實習重點，進行解說及分組進

行實習示範觀摩，協助地方主管機關及

訓練單位瞭解術科實習內容及方式。

◎ 我國石化廠危險性設備竣工檢查耐壓測試準備作業

◎ 高空工作車教育訓練試辦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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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工作車作業安全

 營造作業安全

營造工程安全 加強監督檢查

營造業屬重大職業災害風險發生率

較高之行業，職安署為持續降低營造業

職災，採取勤查嚴罰策略、提高罰鍰額

度，強力要求事業單位落實法令執行，

並持續檢討執行績效及研擬加強策略，

透過宣導、檢查、輔導等策略以保障營

造業工作者安全，防止發生職業災害。

辦理情形

• 訂定 2022年「提升營造業監督檢查

量能計畫」，並持續檢討執行績效及

研擬加強策略，包括修正發布「違反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

理要點」，提高罰鍰額度。

• 實施「全國勞動檢查機構同步執行營

造業勞動檢查」及「全國勞動檢查機

構高職災期間區域巡檢式勞動檢查」，

擴大營造業勞動檢查。

• 辦理「全國勞動檢查機構同步召開營

造業高階主管座談會」，檢討及凝聚

未來減災精進策略共識。

2022年成果

• 統計 2022年之營造業安全衛生檢查

量共計 75,000場次，罰鍰共計新臺幣

3.3億元，較 2021年同期增加檢查量

約 4,000場次及罰鍰新臺幣 4,000萬

元。

◎ 營造工地實施勞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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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法規制度

職安署重視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防

災，推動規劃設計階段風險評估機制，

訂定「營造工程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另為強化屋頂高風險作業勞工安全，新

增「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8條之 1」

應設置永久性防墜設施之規定。

辦理情形

• 推動規劃設計階段風險評估機制，要

求工程業主、設計者及施工者等合作，

實施風險評估，以消除、降低、控制

及傳遞風險，將施工及運維可能發生

的危害降至最低。

• 工程會及營建署分別函請中央各部會

及縣市政府等工程主辦機關、建築師

公會及營造業公會等參照該指引辦

理工程設計及施工規劃階段之風險評

估。

• 強化屋頂高風險作業防災源頭管理，

要求新建鋼構廠房之屋頂應設置護欄

及隔柵等永久性防墜設施之規定。

2022年成果

• 訂定「營造工程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 新增「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8

條之 1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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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機關合作防災

職安署透過跨域治理加強部會源頭

防災責任，檢討公共工程減災執行績效

及研擬加強策略之外，並藉由跨部會合

作，辦理公共工程聯合檢查，協助工程

主辦機關提升防災查核能力。

辦理情形

• 於 2020年成立國公營減災平台，按

季召開國公營事業減災跨部會平台會

議，檢討公共工程減災執行績效及研

擬加強策略。

• 召開「營造四化技術推廣暨安全作業

研討會」，協助部會推動工程設計標

準化、構件預鑄化、施工機械化及人

員專業化作法。

2022年成果

• 各部會所屬國營事業及公共工程戮力

減災，重大職災死亡人數已逐年下降

（2019 年 32 人、2020 年 26 人、

2021年 23人、2022年 22人）。

◎ 職安署針對建築工程實施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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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安全聯合成果發表會頒發獎座

擴大宣導行銷量能

職安署擴大營造業安全衛生宣導量

能，增進營造施工安全技術交流，以整

合營造業安全衛生促進組織及資源，推

動國內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團體之

經驗交流與合作，落實營造業之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及自主管理。

辦理情形

• 於 2019年協助成立「全國營造業職業

安全衛生促進聯合總會」，目前轄下

共計有營造業北、中及南區職業安全

衛生促進會等團體。

• 協助及輔導該等團體召開會員大會，

以及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優良工

地現場觀摩活動等，引導促進團體砥

礪互勉、經驗分享。

2022年成果

• 國內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團體所

屬會員數量已由 200餘家增加至 350

餘家營造業事業單位。

• 2022年 11月 25日舉辦「營造安全聯

合成果發表會」。

◎ 營造安全聯合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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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輔導改善機制

職安署持續輔導與要求事業單位建

立自主性之安全衛生管理體制，落實工

程安全衛生規劃PDCA的管理循環機制。

辦理情形

職安署已於 2018年建置「營造業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資訊應用平台」，

並每年訪視業界需求及新增營造業防災

技術工具及相關輔導資料，使營造業強

化自主的管理，達到職災預防及管控風

險的目的。

2022年成果

• 統計至 2022年止，「營造業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資訊應用平台」網頁

瀏覽下載文件者，已達 24萬人次。

獎勵安全衛生優良機制

職安署為激勵營造工程提升施工安

全文化，落實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每年

辦理優良工程選拔，表揚與獎勵安全衛

生優良工程及人員。

辦理情形

職安署自 2007年起，每年辦理金安

獎選拔，並分別於 2020年及 2022年擴

大民間工程及人員參選。

2022年成果

• 優良工程金安獎選拔活動辦理迄今，

已由 2007年的 11件工程及 6位人員

參選，增加至 2022年的 57件工程及

64位人員參選，營造工程及人員參選

踴躍且競爭激烈。

32
33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職安衛112年報.indb   33 2023/6/26   14:33:09



• 有關 2022年選拔結果，工程類共計

特優 1件、優等 11件、佳作 18件；

人員類共計優等 5人、甲等 7人。

落實防災教育訓練

職安署為提升營造勞工防災意識，

每年持續推廣並擴大辦理勞工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辦理情形

職安署為提升營造勞工危害辨識能

力，自 2019年起，推動臺灣職安卡教育

訓練制度，辦理營造業無一定雇主、原

住民及自營作業者等弱勢勞工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以強化營造進場管理及營造

安全管理。

2022年成果

• 截至 2022年止，臺灣職安卡教育訓

練辦理迄今，共計完成辦理 2,300班

次，約有 8萬名營造作業勞工接受臺

灣職安卡教育訓練。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與優良工程金安獎得獎人員合影

◎ 原住民營造作業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營造作業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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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科技減災

職安署為鼓勵運用科技技術減災，

提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彙整國內

優良工程金安獎相關應用，期能透過新

技術的介紹，推動營造業職災預防的創

新發展，

辦理情形

於「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資訊應用平台」建置「營造業職業安全

衛生科技分享」子平台，並提供事業單

位研發與應用的借鑑與參考。

2022年成果

• 分享 40篇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運用科

技技術之摘要，包括擴增實境（AR）、

虛擬實境（VR）、人工智慧（AI）、無人

機（UAV）、建築資訊模型（BIM）、物聯

網（IoT）等六項技術於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之應用。

 新興產業安全管理

離岸風電產業危險多 
借英國經驗促安全

近年來「離岸風力發電」已成為臺

灣綠電發展的新興產業鏈，2025年將達

5.7GW發電容量，然而，發展離岸風電

相關產業之建造、營運、維修等作業，

涉及岸邊、海上及水下等特殊環境，易

發生墜落、物體飛落、感電、被撞、溺

水等災害。

辦理情形

離岸風力發電系統之設計或施工，

應考量本質安全，從源頭控制風險，於

設計及施工規劃階段即針對工作環境及

作業危害實施辨識、評估，並採取控制

措施，避免發生職業災害。

• 職安署借鏡英國離岸風場職業安全衛

生監督制度，組成監督檢查小組，強

化監督檢查技能，並訂定離岸風電勞

動監督檢查指引，執行離岸風電海域

作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計畫。

• 安排監督檢查小組成員完成世界風

能 組 織（Global Wind Organization, 

GWO）相關專業訓練。

2022年成果

• 至 2022年止，職安署已安排 13位監

督檢查小組成員完成 GWO高處作業

及海上求生等 2項基本安全訓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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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派其中 3位小組成員參加 GWO基

礎技術訓練。

• 針對海能風場、大彰化風場、彰芳暨

西島風場、允能風場之海事工程，乘

船出海執行海域作業安全衛生監督檢

查。

• 邀集經濟部、交通部、離岸風場開發

商及風機施工廠商召開離岸風電作業

安全跨部會技術平臺會議。

安全伙伴計畫之推動

為促進勞工安全及產業安全，透過

安全伙伴計畫之推動，在良性交流互動

的運作模式下，強化事業單位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運作機制（PDCA），落實

安全衛生管理及設施之改善，進而建立

全員參與之安全文化。

辦理情形

職安署於 2022年與塑膠製品相關產

業同業公會締結安全伙伴關係，共同推

動改善相關產業安全健康工作環境。啟

動儀式同時邀請經濟部工業局、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共同出席，另也邀集歷年

曾接受過專案輔導之產業，包括鑄造業、

表面處理業、印染整理業及橡膠製品製

造業之相關產業公會代表共同響應並見

證。

2022年成果

• 目前計有 3個工程專案、4個大型企

業及 6個公會團體等安全伙伴與職安

署密切合作，未來將持續檢討精進，

以提升安全伙伴之實質效益。

◎ 勞動部王尚志次長及教育部朱楠賢主任秘書安全伙伴見證人簽署◎ 職安署於台灣首座海上變電站實施勞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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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王尚志次長及教育部朱楠賢主任秘書安全伙伴見證人簽署

近年來我國面臨少子化、高齡化趨勢，且近三年受到 COVID-19新冠肺炎

衝擊的影響，造成我國勞動力的損失。面對人才與勞動力短缺的挑戰，確保

健康勞動力至為重要。勞工的安全與健康是企業營運的基石，亦是企業永續

發展的根基。

為此，職安署 2022年響應永續發展國際主流趨勢，推動提升台灣職場健

康勞動力永續發展計畫，亦透過多元策略，引領企業透過產業供應鏈共同邁

向職業健康安全永續發展。

◎ 鄒子廉署長向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簡又新董事長致贈指南 

◣ 職場健康齊共創  
永續未來偕成長

 提升健康勞動力 多元策略保護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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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實踐論壇與談者及貴賓合影

推動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 
引領企業實踐 SDGs

辦理情形

▎訂定指南：

為協助企業積極揭露職業健康與安全績

效，於 2022年訂定「職場永續健康與安

全 SDGs揭露實務建議指南」（中英文

版），設立基本指標及進階指標，並提供

質性、可量化數據及實務案例，供業界

參考。

▎辦理企業永續報告書基線調查：

為建立我國永續報告書職場健康與安全

績效揭露基線，並作為計畫之發展基礎，

職安署檢視所有上市櫃企業的永續報告

書，調查結果如圖。

▎辦理論壇與工作坊：

邀請產官學專家與公協會共同參與國際

研討會、永續實踐論壇與工作坊等，並

辦理企業深度訪談及共識會議，透過利

害關係人結盟合作機制進行溝通對話，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鼓勵企業以「大廠

帶小廠」方式，提升產業供應鏈的職場

健康與安全管理。

2022年成果

• 檢視完成 588家上市櫃企業的永續報

告書，並公開表揚績優事業單位。

• 共完成 45場次與業界之交流活動，並

促使 170家企業具體支持及參與。

• 舉辦「2022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國際

研討會」，接軌國際視野。

◎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 SDGs 
    揭露實務建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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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員向受輔導企業說明改善方案

◎ 輔導員與事業單位代表討論改善方案

輔導改善 3K產業安全衛生 

提升產業競爭及促進就業

經統計國內辛苦特定製程產業約有

5萬 8千家，多屬中小企業，卻締造總體

年產值近 2兆 9千億餘元，是臺灣不可

忽視的重要經濟支柱，因其製程或作業

性質，工作環境多存在高溫、高噪音及

高汙染等特性，造成國人多不願從事 3K

產業工作，產業面臨長期缺工、人才斷

層、年齡老化等問題。

辦理情形

▎輔導與補助：

自 2014年起陸續輔導與補助事業單位改

善其工作環境，透過產業投資、跨部會

資源整合及學者專家技術支援等產、官、

學通力合作，協助該產業升級工作環境，

提升產業競爭力及促進就業的多元目標。

2022年成果

• 迄 2022年輔導逾 734家、補助 212

家傳統產業改善工作環境及製程轉

型，補助改善金額約 2.8億元，促進

廠商總投資金額約 29.7億元。

• 穩定就業人數 2,660人，涵蓋受惠勞

工 47,6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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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摩會現場進行熱疾病緊急救護演練

◎ 高氣溫熱危害預防宣導海報（英文、越南文、泰文、印尼文）

檢查及宣導雙管齊下 
預防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

因應氣候變遷，夏季戶外氣溫持續

炎熱，對於經常性於戶外作業（如營造

業等）之勞工，更需要落實健康保護，

以降低熱疾病的發生風險。

辦理情形

▎發布指引：

現行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已規定雇主

應視天候狀況提供飲水、調整作業時間、

提供陰涼休息場所等保護勞工之措施，

亦發布「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

防指引」，提供事業單位實施預防措施

之參考。

▎專案檢查：

為加強落實高氣溫戶外作業之危害預防，

除建置「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害預警行

動資訊網」外，2022年亦於夏季啟動高

氣溫戶外作業熱危害預防專案檢查、並

於官網設置專區，提供指引、宣導影片、

多國語言海報及單張等，期望透過多個

面向，提升勞工對於高氣溫的調適行動

能力。

2022年成果

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害預防專案檢

查共計實施監督檢查 9,608場次，並舉

辦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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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宣傳摺頁

辦理身心保護專案 
落實不法侵害預防

鑑於職場相關暴力事件屢有所聞，

且為社會大眾所關切，職安署為維護勞

工權益，特於 2022年 8月 18日公告修

正「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新增職場不法侵害事件處理與身心健康

諮詢及輔導相關資源，供事業單位與勞

工參考運用。

辦理情形

▎訂定指引：

考量醫療機構屬執行職務易接觸不特定

對象之行業，其工作者遭受職場不法侵

害之風險較高，另於 7月 26日函頒「醫

療機構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指引」，使醫

療機構業者對於其勞動特性之職場不法

侵害預防措施，有依循之參據。

▎多元策略宣導：

為督促事業單位落實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相關措施，職安署持續透過修訂法規、

宣導輔導、補助及監督檢查等多元策略，

維護勞工身心健康。

2022年成果

勞工身心健康保護專案檢查對象，

共計實施 765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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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廠場化學品職安衛管理架構

GHS/危害辨識
危害化學品

具物理性或健康危害

製程安全
評估危險性
工作場所

審查及檢查

暴露評估
及

分級管理

作業
環境監測

特殊
健康檢查

管制性化學品
運作許可

優先管理
化學品報備

既有
物質清單

新化學
物質登記

源頭管制

重大災害危害預防管理

職業健康危害評估及管理

掌握高風險化學品運作資料

特定物質/作業/族群  危害預防管理

發展落實制度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符合
2020聯合國SAICM目標邁向2030 SDGs
尊嚴勞動健康福祉

有機溶劑
作業管理

鉛中毒
高壓氣體
作業管理

CMR
物質管理

特定
化學物質
作業管理

對末滿18歲
勞工及母性
健康具危害
之化學品

◎ 我國廠場化學品職安衛管理架構

 借鏡國際經驗 
推動高風險化學品危害預防

化學品日益多元且為許多行業及經

濟發展重要關鍵，為提升勞工對化學物

質危害的認知，進而保護勞工的健康，

先進國家皆持續健全職場化學品風險評

估及安全管理機制，職安署亦致力於提

升我國廠場化學品管理效率與能量，同

時為避免致癌性等化學品潛藏的健康風

險，更進一步加強廠場化學品認知及管

理效能，具體落實勞工安全使用化學品

的目標。

建構完整管理制度與國際併行

職安署考量我國國情與產業型態，

並參考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的作法，採

取「化學品源頭管理」及「運作重點管

理」兩大管理策略：

▎源頭管理方面：

進行新化學物質核准登記與管理，並與

環保署合作成立統一收件窗口，建立共

同審查機制，透過廠商提報與核准登記

的審核及評估機制，掌握其危害特性，

再依勞工的暴露風險程度評估，採取不

同重點管理策略。

▎運作重點管理部分：

對於高危害及高運作量的化學品，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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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廠場化學品職安衛管理架構

GHS/危害辨識
危害化學品

具物理性或健康危害

製程安全
評估危險性
工作場所

審查及檢查

暴露評估
及

分級管理

作業
環境監測

特殊
健康檢查

管制性化學品
運作許可

優先管理
化學品報備

既有
物質清單

新化學
物質登記

源頭管制

重大災害危害預防管理

職業健康危害評估及管理

掌握高風險化學品運作資料

特定物質/作業/族群  危害預防管理

發展落實制度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符合
2020聯合國SAICM目標邁向2030 SDGs
尊嚴勞動健康福祉

有機溶劑
作業管理

鉛中毒
高壓氣體
作業管理

CMR
物質管理

特定
化學物質
作業管理

對末滿18歲
勞工及母性
健康具危害
之化學品

◎ 以 AI手機工具輔助查核現場危害性化學品

優先管理的運作資料報備機制，掌握廠

場高風險化學品分布；同時要求雇主對

於具危害性的化學品，依暴露風險等級

採取分級管理措施。另特別針對致癌性、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的高風險

物質，執行「管制性化學品許可制度」，

保障勞工的健康與生命安全。

2022年成果

• 受理 892筆新化學物質申請登記案

件，提供新化學物質安全評估的專業

報告，並更新我國既有化學物質清單。

• 掌握 2,624處以上的優先管理及管制

性化學品運作場所，合計 8萬 943筆

運作資訊，並進行 311處運作場所的

備查資料後端抽檢。

• 開發 AI手機工具，作為勞動檢查及勞

工教育訓練輔助工具。

上游下游全面提升危害資訊傳遞品質

「危害通識制度」是廠場化學品安

全管理的基礎，我國跟隨國際腳步，配

合聯合國推動「化學品全球分類及標示

調和制度」，防止勞工因未確實瞭解化

學品危害資訊而引起職業災害。

辦理情形

▎資料庫更新與提升品質：

持續更新「GHS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網

站」之危害資訊資料庫，該資料庫已成

為國內廠商重要參考基礎。另為強化安

全資料表（SDS）製備品質，透過開辦

查核訓練班、提供 SDS查核表單及提供

電話諮詢，建構上游至下游之監督查核

機制，以提升資訊傳遞品質。

2022年成果

• 辦理危害性化學品危害分類標示與通

識宣導訓練活動 4場次，計 298位學

員參與。

• 維護「GHS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網

站」，查詢點擊數約 62萬次。

• 辦理 SDS內容查核計 3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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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
檢查

分2年完成初、複查
(屬有機、特化、SiO2、鉛)

分5年完成2,000家
事業單位調查及輔導

CMR物質作業環境監測補助(非法定應定期監測之CMR物質)

降低因致癌物質或致癌特定製程
造成之健康風險，提升工作場所
對致癌風險之認知

改善不佳者，再行實施複查，
督促事業單位落實相關規定

臨場
訪視

112年111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補助

強化製程改善及工程控制 減少危害暴露 建立致癌物質的風險概念

勞動部職安署-職業性癌症預防藍圖

勞動檢查機構

國內運作CMR
第1級物質約

2,000家

專業團體

諮詢
服務

轉介
&

資訊
交流

◎ 職業性癌症預防藍圖架構

◎ 臨場輔導事業單位推動化學品分級管理

啟動職業性癌症預防藍圖

為迎向 2030年永續發展國際主流

趨勢，引領企業自主推動職場健康安

全前瞻作為，職安署建構職業性癌症

預防藍圖，增進事業單位對於致癌、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

（Carcinogenic,Mutagenic,or toxic for 

production，CMR）之危害預警。

辦理情形

自 2022年起啟動職業性癌症預防藍

圖，結合政府與專業團體資源，透過專

案檢查、訪視與輔導等多元策略，並開

發中小企業適用之職場致癌化學物質危

害預防手冊、常見物質危害單張等，落

實化學品風險暴露評估及分級管理。

2022年成果

• 臨廠訪視及蒐集廠場執行現況與意見

回饋計 706家次，並執行專案監督檢

查 1,985場次。

• 編撰中小企業職場致癌化學物質危害

預防手冊 1式及常見物質危害單張 1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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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製作業環境監測機構能力試驗樣品

進階風險評估技術確保監測品質

廠場中化學品應有效執行危害評估

才能落實完善管理，為使廠場化學品管

理制度能持續更新完善，持續推動相關

措施，協助廠商精進風險評估技術，並

確保監測品質。

辦理情形

▎推動進階風險評估技術：

參考 ILO及世界各國的化學品分級管理

制度，編製定量暴露評估推估模式手冊，

透過辦理暴露評估實務工作坊，擴大宣

導與推廣，及補充更新國際間已廣泛推

行之評估原則與管理建議，編製化學性

因子職業暴露評估及分級管理技術文件

及相關教材。

▎強化作業環境監測品質：

為確保監測品質及有效性，

持續加強職業健康危害的監

督力道，由各地勞動檢查機

構實施監測機構作業環境監

測業務查核，調查作業場所

有害物暴露情況。

▎確保分析技術能力：

會同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及專家學者，實施監測機構業務訪查，

並同步推動職業衛生實驗室能力試驗及

盲樣測試計畫。

2022年成果

• 分區辦理進階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

宣導說明會、暴露評估工作坊等計 17

場次，共 1,266位學員參與。

• 實施監測機構作業環境監測業務查核

共 113場次，執行監測之樣本數共

850個。

• 實施監測機構業務訪查共 15場次，並

有 25家職業衛生實驗室參加能力試驗

及盲樣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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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健康駐點服務

◎ 於花蓮成立石材健康家族

 推動健康服務
保障勞工健康權益

擴展臨場服務 
提供親近性健康照護

為使事業單位僱用或特約之醫、護

或相關人員協助雇主辦理勞工健康服務

事項，提升職場健康照護的密度，特修

正「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自 2022年

1月 1日起，企業應配置醫護專業人力

的規模，由勞工人數 100人以上者，擴

大至 50人以上部分企業（50人至 99人

的事業單位，且具有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者）。

辦理情形

▎提供駐點服務：

與各縣市政府、勞動檢查機構、各地工

會、工業區合作提供駐點服務，透過親

近性之勞工健康照護及更多元的協助管

道。

▎親近性健康照護：

為推廣與擴大勞工健康服務並建立服務

模式，持續與安全衛生績優單位建立合

作模式，以大廠作為示範，成立健康家

族，建立勞工健康服務運作模式。

2022年成果

• 辦理中小企業臨場服務或輔導計 649

場次，累計服務勞工 3萬 8千餘人次。

• 全 國 勞 工 健 康 照 護 率 由 2016 年

19.67％提升至 2022年的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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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前 -事業單位以人工搬運物品

◎ 改善後 -事業單位以堆高機取代人為搬運物品

◎ 中小企業臨場健康服務補助 
受益勞工人數圖

建構與擴大推動勞工健康服務

透過結合相關單位資源、挹注改善

補助經費、開發產業勞工健康服務手冊、

簡易實用的工具或指引、辦理勞工健康

服務模式分享會等，全力協助產業改善

工作環境，建立讓勞工健康的安心職場，

提升全國勞工健康照護率。

辦理情形

▎推廣勞工健康保護：

透過「推動中小企業臨場健康服務補助

計畫」，補助勞工人數 199人以下的事

業單位，僱用或特約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護理或相關人員辦理臨場健康服務，由

專業醫護人員協助強化職場健康保護措

施，落實勞工健康保護。

▎營造友善健康工作環境：

辦理「事業單位改善工作環境及促進職

場勞工身心健康補助」，藉由工作環境

改善之補助措施，防範職業災害發生，

強化職場安全衛生，維護勞工健康並有

助於穩定就業。

2022年成果

• 補助事業單位推動中小企業臨場健康

服務計 5,034家次，總補助金額逾 1

億 6,800萬元，受益勞工約 35萬人。

• 辦理「事業單位改善工作環境及促進

職場勞工身心健康補助」計補助 83

家，補助金額逾 1,407萬元。

2020

130,447

2021

286,360

2022

349,406
4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

成長

116%

成長

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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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資訊管理強化勞工健康保護 
及服務品質

為強化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檢查品質

及管理分級之正確性，提升健康檢查及

管理分級品質，並完善勞工健康服務制

度之推動，結合資訊系統化管理以提升

服務品質。

辦理情形

▎強化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檢查品質及管理：

修正「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

構認可及管理辦法」，並重新編撰「勞

工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健康檢查分級建議

指引」，及辦理提升勞工健康檢查與分

級管理品質工作坊。

▎辦理認可醫療機構訪查：

透過分析「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

療機構管理系統」及「全國勞工健康檢

查資料庫」資料，篩選品質訪查之重點

對象。

◎ 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訪查實況

▎完善勞工健康服務制度之推動：

訂定發布「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

查核作業要點」、建置「勞工健康服務

顧問機構管理系統」、辦理品質訪查專

案試辦計畫、特約機構服務品質查核及

輔導，提升勞工健康服務品質。

▎資訊系統化管理：

完善「勞工健康保護報備管理系統」功

能，及透過職安署相關系統資料之介接，

提升審查效能，並建立警示機制，以強

化行政管理，落實勞工健康保護。

2022年成果

• 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

構訪查，計 30家醫療機構及 11家特

定檢查項目檢驗機構。

• 辦理勞工健康服務之特約機構品質查

核計 25家及親臨企業交流臨場健康服

務業務之推動計 7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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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資訊系統

行政管理

全國勞工健康檢查資訊系統 輔助系統 勞檢系統 全國勞工健康服人員暨教育訓練管理系統

衛福部醫事系統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網 決策系統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

介接系統

顧問服務機構系統 事業單位通報 醫療機構認可

帳號管理     定期統計報表     品質勾稽管理     趨勢分析

職安署    勞動檢查機構    勞工主管機關    事業單位    認可醫療機構     顧問服務機構

◎ 運用資訊系統管理勞工健康保護業務

兼顧品質及量能多元培訓專業人力

因應推動勞工健康服務制度所需勞

工健康服務醫護及相關人員人力，職安

署持續推動勞工健康服務醫護及相關人

員專業知能及實務交流，多元培訓專業

人力。

辦理情形

修正發布「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

與相關人員之訓練機構認可及管理作業

要點」，及推動「訓、考分離」制度，

確保訓練考核測驗的公平與公正性，及

提升訓練品質。

2022年成果

• 2011年至 2022年，已持續培訓具勞

工健康服務資格醫師 1,991位，護理

人員及相關人員 2萬 5,664位。

• 辦理勞工健康服務相關專業知能與實

務經驗分享研習會或工作坊，共計 38

場次，約 4,000人參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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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災保障續升級 打造再出發之路

  整合職業傷病通報資訊

為落實及擴大職業傷病通報，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73條

第 4項規定，雇主、醫療機構或其他人員知悉勞工遭遇職業傷病者，及遭遇

職業傷病勞工本人，得向新建置之職業傷病通報系統通報；職安署於接獲通

報後，依該法第 65條規定，整合職業傷病通報資訊，並適時提供該勞工必要

之服務及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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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職業傷病通報

辦理情形

職安署已新建置職業傷病通報系

統，除由認可醫療機構擴大辦理職業傷

病整合性診治服務及職業傷病通報外，

雇主、醫療機構或其他人員知悉勞工遭

遇職業傷病者，及遭遇職業傷病勞工本

人，亦得透過通報系統進行通報，於

2022年 5月 9日公告辦理職業傷病通報

之主體、內容及格式。職安署於接獲通

報後，整合職業傷病通報資訊，並透過

職
業
傷
病
通
報
系
統
(災
保
通
報
)

一般民眾、
一般醫療機構

系統自動比對
有無重複個案 地

方
政
府

地方政府服務流程

個案
資料
處理

接案
評估

直接服務
手動新增主動
求助(勞工/雇主)

於系統內掌握
服務摘要

認可職業傷病診治
專責醫院直接服務

認可職災職能復健
專業機構直接服務

個案
資料
派指

勞檢
通報資料

災保
給付名冊

一般
災保通報

重建
津貼
補助

有轉介
需求

認可醫療機構
內職業傷病診
治整合服務中
心外之醫療單
位通報

地方政府專業服務人員，依個案資訊適

時轉介醫療機構，提供該勞工必要之服

務及協助措施。

2022年成果

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月 31日止，藉由各類擴大職災通報

管道通報案件共 2萬 1,160件，來源包

含自勞檢系統、勞保局職業傷病給付資

料、醫療機構、知悉勞工遭遇職業傷病

者及職災勞工本人所通報之案件。

◎ 職業災害勞工服務資訊整合管理系統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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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醫科醫師進行門診服務

◎ 醫療人員至病房訪視職災個案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訪視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健全職業傷病診治服務
與職業病鑑定

布建認可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針

對相關職業傷病診治醫療機構訂有認可

機制，由醫療機構提出申請，經法定程

序認可後，即成為認可職業傷病診治專

責醫院，辦理開設職業傷病門診，整合

醫療機構內資源，跨專科、部門通報職

業傷病，提供診斷、治療、醫療復健、

職能復健等整合性服務。

辦理情形

於 2022年 7月 28日公告受理各醫

療院所提出申請，並組成醫療機構認可

審議小組。

2022年成果

2022年 12月 15日公告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等 15家醫院為經認可

之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提供職業傷

病勞工更完整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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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委託財團法人私立

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花蓮慈濟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
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馬爾定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職業傷病診治暨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

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

◎ 各區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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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提出申請

申請資料統整

現場調查並作成報告書

按疾病類型送請委員進行鑑定

分組(共同)書面鑑定

委員意見相同≧2/3

全數委員共同開會

出席委員意見相同>1/2

分組(共同)鑑定會鑑定

出席委員意見相同>1/2

函復鑑定結果

否 否

是

是 是

被保險人申請給付遇
有爭議，且曾經認可
醫療機構診斷為職業
病，亦可申請鑑定。

專業分組辦理職業病鑑定 
嚴謹前置調查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新法施行，發布「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

業病鑑定作業實施辦法」，按鑑定案件

之疾病類型，分組籌設鑑定會，透過專

業分工方式，使鑑定意見易聚焦，並簡

化書面審查與開會程序，有效提升鑑定

效率。

辦理情形

為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之權益，

配合新法施行，推動鑑定作業相關策略

如下：

▎維持鑑定專業

發布「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鑑定作

業實施辦法」，並依該辦法規定完成建

置職業病鑑定專家名冊，組成職業病鑑

定會，以維護鑑定專業性。

▎專業分組鑑定，簡化鑑定程序

依鑑定案件疾病類型，籌組 3組之分組

鑑定會，透過專業分工方式，使鑑定意

見易聚焦，並簡化書面審查（2次改為 1

次）與開會程序，有效提升鑑定效率。

有關職業病鑑定流程如下：

◎ 職業病鑑定流程

2022年成果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依新

法受理計 2案，腦心血管疾病及精神疾

病各 1案。其中腦心血管疾病案業經鑑

定為工作相關疾病。相較《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之鑑定案件，已縮短鑑定時

程逾 100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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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災補助再升級
完整照顧免煩惱

新舊法令補助不中斷 提升補助水準

為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

之生活，《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除對於該法施行前發生職災保險事故之

已加勞保勞工，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未

加勞保勞工，仍可賡續申請該法施行前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各項津貼補助外，

對於該法施行後始遭遇職業災害之已加

保勞工，亦享有器具補助之保障。

辦理情形

▎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補助項目包括職業疾病生活津貼、失能

生活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器具補

助、看護補助及家屬補助。未加保者，

除上述津貼補助外，如因職業災害致死

亡或失能達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

第 1等級至第 10等級規定之項目，且未

獲雇主足額補償時，得申請死亡補助或

失能補助。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已整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多項

津貼補助，除提高職災給付水準，並為

加強照顧職業災害勞工災後生活，由職

安署提供「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

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附表所列項目及

未於表列項目之專案輔助器具補助。

2022年成果

• 2022年辦理《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職業災害勞工補助，1月至 4月核付

838件，補助金額 9,347萬餘元，5月

至 12月核付 1,495件，補助金額 1億

3,226萬餘元；全年度合計 2,333件，

補助金額 2億 2,574萬餘元。

• 2022年《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5月起施行至 12月止，核付器

具補助計 168件，補助金額 149萬餘

元。此外，該法所提供之職業災害保

險給付（包括醫療、傷病、失能、死

亡及失蹤給付）及多項補助（包括照

護、失能、死亡補助等），職災勞工

及其家屬得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提出

申請，獲得完整之權益保障。

◎ 透過宣導活動，協助民眾了解職災補助相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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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災勞工進行工作強化訓練－行走平衡木 ◎ 職能治療師評估職災勞工工作能力－手部功能

 認可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
精進職能復健服務品質

認可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 
擴大服務層面

為使職業災害勞工恢復並強化其工

作能力，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提供

職災勞工重建服務個案受理、評估、轉

介、追蹤及相關資源連結等整合式個案

管理服務，使職災勞工能及早獲得適當

工作或重返工作及再就業相關之重建措

施。

辦理情形

雇主或職業災害勞工得向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提出

申請，協助其擬訂復工計畫，進行職業

災害勞工工作分析、功能性能力評估及

增進其生理心理功能之強化訓練等職能

復健服務。

2022年成果

• 辦理 30場次職能復健專業機構推廣說

明會。

• 認可 28家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服

務範圍擴及臺北區、北區、中區、南

區、高屏區及東區等縣市。

◎ 職災勞工回到工作現場進行訓練，強化勞工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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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分布圖

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

臺北區

1.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2. 臺北榮民總醫院

3.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4. 台北慈濟醫院

5. 羅東博愛醫院

北區

1.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3.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4. 大千綜合醫院

中區

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3. 童綜合醫院

4. 臺中榮民總醫院

5. 彰化基督教醫院

6. 埔基基督教醫院

南區

1.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2. 嘉義基督教醫院

3.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4.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5. 成功大學醬學院附設醫院

6. 奇美醫院

7. 柳營奇美醫院

8.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高屏區

1.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2. 高雄榮民總醫院

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4.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東區

1. 花蓮慈濟醫院

4家

6家

8家

4家

1家

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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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連結各面資源 
提供個別化有感服務

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提供職災勞

工個別化的深度服務，同時連結社會福

利相關資源，支持職災勞工及其家庭度

過困境，協助職災勞工重返職場。

辦理情形

補助全臺 22個地方政府設置 65名

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個案服務內容

包含：

• 職災勞工家庭支持

• 勞動權益維護

• 連結相關社福資源

• 協助勞工重返職場

• 職災死亡勞工家屬慰問金

◎ 職災勞工支持成長活動

2022年成果

• 發放職災死亡勞工家屬慰問金共 320

件，金額計 3,163萬餘元。

• 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提供職災勞工

及其家庭個案服務計 8萬 4,172人次。

◎ 地方政府辦理職災預防權益諮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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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宣導職災勞工勞動權益資訊

提升災害預防、補償及重建服務量能

補助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

以落實社會保險之預防投資原則，提升

服務職業災害勞工能量。

辦理情形

補助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

辦理職業災害預防、職業病防治、職業

災害勞工重建與協助職業災害勞工及其

家屬之相關事項。

2022年成果

核定補助 17個單位辦理 90場次、

逾5,400人次參加之職業災害預防宣導，

並補助 8個單位辦理預防研究及重建事

項等計畫。 ◎ 原住民職災預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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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會

計制度」、「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及「誠信經營規範」等。

• 為有效監督並確保中心之正常運作及

健全發展，2022年完成訂定「財團法

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監督及管

理辦法」、「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

及重建中心績效評鑑要點」及「勞動

部補助相關單位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

職業災害勞工重建事項作業要點」等

法令規定。

◎ 職業傷病個案管理師教育訓練暨聯繫會議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參觀「財團法人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辦公室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
及重建中心揭牌營運

職安衛守護勞工恆常久

為強化職場安全衛生及推動協助職

災勞工健康重返職場措施，依《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70條規定，成

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並揭牌營運。

辦理情形

以「職安衛守護勞工恆常久」核心

價值，提供職災勞工重建診治完整服務。

2022年成果

• 於 2021年 7月 28日成立「財團法

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籌備小

組協助研擬辦理中心成立各項工作，

2022年 1月 3日取得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函准登記證書。

• 2021年 11月 25日完成遴聘董事及

監察人與召開第 1屆第 1次董事及監

察人會議，並經 8次董事及監察人會

議，協助完成「組織編制暨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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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量身打造 保護多元生命力

 族群照護及提升勞雇知能

青少年是國家永續發展的基石，青少年在身體與心理漸趨成熟的階段，

需要政府更全面的關注與協助，勞動部在既有基礎上，強化綜向及橫向跨溝

通機制，持續保護兒少勞動權益。

◎ 兒少職場安全衛生危害預防數位教材

跨部會合作保障青少年勞動權益

辦理情形

▎成立兒少權益小組 :

勞動部為保護未滿 18歲勞工在職場的安

全衛生權益，定期召開會議「兒少職場

安全衛生權益小組」，邀請職場安全衛

生專家、兒少代表、兒少相關團體及政

府機關代表，針對未滿 18歲工作者之權

益保障及就業輔導協助等議題，持續與

教育及社政機關合作。

▎製作宣導教材 :

2022年製作「兒少職場安全衛生危害預

防」數位教材影片，除上架於職安署職

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外，並轉請教

育部協助宣導及提供各級學校供參考，

藉以提升該等兒少危害辯識能力。

2022年成果

• 製作「兒少職場安全衛生危害預防」

數位教材影片。

• 針對經常僱用兒少的事業單位，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條件專案檢查計

3,526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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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母性健康兼顧就業平權

懷孕、分娩不只是女性生命的轉淚

點，更對職場上的女性工作者產生重大

的轉變。職安署為確保女性勞工的健康

並兼顧其工作權益，特訂定「女性勞工

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及「工作場所

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

辦理情形

透過宣導、輔導及監督檢查，協助

企業落實規定。

2022年成果

• 辦理母性健康保護相關研習活動共 46

場次，2,274人參與。

• 提供勞工母性健康保護諮詢或適性調

配工作的相關建議，涵蓋服務之女性

勞工計 23,748人。

維護中高齡勞工安全健康 
促進經驗傳承

我國人口高齡化發展趨勢，中高齡

人才不僅是企業不可或缺的中堅份子，

其職涯發展累積的智慧財產，亦是企業

的核心競爭力，職安署協助企業打造中

高齡勞工友善職場文化，增加中高齡者

就業及留任職場意願，維護健康勞動力。

辦理情形

▎修訂指引：

考量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因生理及反應

能力可能不及年輕勞工，為強化其作業

安全及健康，職安署蒐集與參考國內外

職業災害案例之發生原因，於 2022年 4

月 8日修正「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

衛生指引」，強化教育訓練及緊急應變

機制，以防止發生類似事故。

2022年成果

輔導與補助 6家企業為中高齡勞工

健康服務示範企業，進而引導國內事業

單位營造友善工作環境。

◎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人員評估中高齡勞工手腕 
握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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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線上同步宣導
協助移工遠離工作危險

推行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百萬勞工受照顧

職安署自 2008年起推動「臺灣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驗證

制度」，於 2020年起與「財團法人全

國認證基金會（TAF）」攜手合作，發展

「TOSHMS驗證方案」（TOSHMS 2.0）。

辦理情形

• 要求驗證機構通過 TOSHMS 2.0驗證

方案認證，以提升驗證品質。

• 通過 TOSHMS驗證列為事業單位參

與各類職安衛獎項之資格條件，並對

於通過 TOSHMS驗證之事業單位，

以輔導、督導等方式取代檢查，以落

實自主管理。

• 為提升事業單位建置職安衛管理系

統，持續於北、中、南三區辦理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宣導會，及運用各

種方式加強推廣、宣導。

2022年成果

• 已有 13家驗證機構通過 TOSHMS 2.0

驗證方案認證。

• 通過 TOSHMS驗證並持續有效計 940

家事業單位，約有 102.8萬名勞工受

到照護，其中顯著風險之事業單位有

855家（占 90.9 %），其餘中低度風

險之事業單位 85家（占 9.1 %）。

• 辦理 3場次 TOSHMS驗證推廣活動、 

9場次教育研習及 1場次成果發表會，

修編既有案例手冊 6份、編撰 6份管

理案例文宣及投稿 3篇期刊。

• 計有 415家事業單位符合行業別災害

費率得減收對象。

◎ 中區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教育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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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績效審查制度 
強化企業組織彈性

為使事業單位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運作上更加務實深化，職安署持續

著重於績效審查及績效認可制度的落實

及運作成效。

辦理情形

配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6條

之 1，職安署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績效審查制度，協助企業以系統化方式

落實安全衛生管理，職安署推行相關策

略：

• 持續對勞動檢查員辦理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訓練。

• 由各勞動檢查機構派員實施現場查核。

2022年成果

• 30名勞動檢查員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資格。

• 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審查

事業單位且在有效期間計有 89家。

樹立企業學習標竿 
創造優質安全且友善工作環境

為促進企業自主提升職業安全衛生

專業，創造優質安全且友善勞工的工作

環境，使企業追求更好的安全衛生績效，

職安署舉辦多項職業安全衛生獎項。

辦理情形

職安署依不同對象，分別設立「國

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優良工程金安

獎」及「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

獎」等獎項，以表揚企業及個人共同為

更好的職場安全衛生環境努力。

2022年成果

• 計有 13家企業獲得國家職業安全衛生

獎，其中獲得企業標竿獎有台灣康寧

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光晶

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塑勝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星能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等 5家，中小企業特別獎 2家，傳統

產業投資特別獎 3家及勞動健康特別

獎 3家獲獎。

• 計有 30件工程及 12位人員獲得優良

工程金安獎，其中獲將工程分別為 1

件特優、11件優等、18件佳作。

• 計有 42家獲得優良單位獎及 23位獲

得優良人員獎，其中 7家得獎事業單

位獲頒「優良單位五星獎」。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資格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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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王尚志次長及鄒子廉署長與五星獎 
得獎單位合影

◎ 智慧科技智慧簽到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與得獎單位及個人一同合影
靈活運用智慧科技推動新興管理制度

科技日新月異，數位電子簽到退方

式勢在必行，職安署設計智慧簽到系統

代替傳統紙本簽到，並提供線上辦訓狀

況，供地方主管機關即時監督。

辦理情形

▎推行智慧簽到系統：

為協助各地方主管機關查核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單位，職安署運用新興科技

試推智慧簽到系統，學員以出示身分證

之數位光學文字辨識方式代替現行手寫

簽到、簽退，並設計特殊情形提醒功能，

線上提供各訓練班次之學員出席課程狀

況、課程異動情形，便利地方主管機關

線上了解學員出席課程狀況，提升行政

效率，監督訓練單位依法辦訓。

2022年成果

• 優先推動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

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等 3種

職類於智慧簽到系統之試行，並辦理

系統說明會及觀摩會各 1場次，介紹

整體系統運作方案架構、建置申請程

序及模擬實際運作展示，共 55家次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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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落實訓練管理 
因應疫情彈性開放線上辦訓

「教育」是經驗傳承的重要過程，

配合各產業工作特性需求，目前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共有 63種職類，健全工

作者安全衛生知識，有效防止職業災害。

為保障學員受訓品質，現行法規對於訓

練單位採取評鑑、認可及查核等分級管

理制度，督促訓練單位實施自主管理。

另考量 2022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職安署開放部分職類訓練得採視訊

直播教學方式辦理，維護學員受訓權益。

辦理情形

▎訓練單位分級管理：

為確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品質，現行訓

練單位管理措施包含評鑑、認可及監督

查核。訓練單位應經勞動部評鑑及認可，

方得辦理特定技術職類及管理職類之訓

練，職安署每年受理訓練單位申請評鑑

及認可，不定期抽選單位實施評鑑，更

定期盤點訓練單位辦訓狀況，由各地方

主管進行查核，促使訓練單位建立辦訓

自主管理制度。

▎彈性開放線上辦訓：

2022 年 受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疫情影響，全國訓練單位暫

停辦理實體課程，為保障受訓學員權益，

職安署開放部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課程得採線上視訊直播教學方式進行，

以滿足疫情期間之學員受訓需求。

2022年成果

• 國內共有 470家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單位，其中設有職業訓練機構，且

經勞動部認可得常態對外招生辦訓（近

5年至少 1班）的非營利法人、雇主

團體及勞工團體共計 115家。

• 辦理訓練單位評鑑 44場次，受理 60

家訓練單位申請辦訓認可，包含管理

職類 7家，技術職類 53家。

• 全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開班數總計

7,625班，受訓人數逾 23萬 5,574人

次，其中線上視訊 738班，2萬 5,533

人次。

• 因應產業需求，新增「丁種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特殊作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等職類。

◎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採線上視訊直播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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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電腦化測驗及訓、考分離制度

測驗是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

最後一環，重要性不言可喻，職安署自

2008年起推動「訓、考分離」制度，並

依據教育訓練職類的不同特性，將部分

職類的結訓測驗方式採以「技術士技能

檢定」或「電腦化測驗」方式辦理。

辦理情形

▎結訓測驗電腦化：

為監督訓練單位，確保結訓測驗的公平

和公正性，防止考試舞弊情事，職安署

自 2013年起陸續公告甲種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主管等 13種職類外，目前共 15個

職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結訓測驗以電

腦試題方式實施，並規劃拓展職類採電

腦測驗，配合既有題庫修審，確保學員

具備相當職安知能。

▎電腦測驗認可管理：

國內目前共有 52處電腦測驗試場，協助

訓練學員接受測驗，職安署每年辦理電

腦測驗試場新增認可及認可展期申請，

不定期輔導追蹤各測驗試場年度測驗工

作時程及狀況，督導承辦測驗試場確實

完成試務工作。

2022年成果

• 新增公告「丁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擋土支撐作業

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職類之結訓

測驗採電腦化測驗，並完成「模板支撐

作業主管」、「鋼構組配作業主管」、「高

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3職類題

庫命製，預計 2023年該等職類將推

行電腦化測驗。

• 本年有 9萬 2,575名受訓學員參加電

腦化測驗，7萬 5,534名合格通過，

及格率達 8成以上。

• 新增 3處電腦測驗試場認可，並協助

測驗試場屆期重新認可 22處，其中輔

導澎湖縣增設 2處電腦試場，確保離

島應試者權益，並滿足離島國人就近

使用電腦測驗試場之需求。

◎ 受訓學員術科實習情形

66
67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職安衛112年報.indb   67 2023/6/26   14:34:08



68國際交流4

國際交流

04

職安衛112年報.indb   68 2023/6/26   14:34:10



68
69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職安衛112年報.indb   69 2023/6/26   14:34:12



◣ 疫情後，世界職安衛交流更緊密

 第 2屆臺歐盟職安衛合作會議

隨著我國職安衛發展日趨成熟，過去汲取國際經驗的我們，今日也能

貢獻一己之力。延續職安署與歐盟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之職業安

全衛生合作交流，2022年 5月 3日雙方共同舉辦「第 2屆臺歐盟職業安

全衛生合作會議」，由我國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大使蔡明彥揭開序幕，

並分別由歐盟職業安全衛生局代理局長 William Cockburn及鄒子廉署長

帶領同仁與會，亦邀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同仁出席，共同

聚焦「工作場所致癌物質風險管理」及「工業 4.0安全管理」兩議題展開

交流，分享實務經驗與作法，藉由該交流平臺，汲取歐盟職安衛領域寶貴

經驗，作為我國未來相關政策規劃與推動之參考，建構更完善的職場環境，

並維持雙方穩固的夥伴關係。

◎ EU-TAIWAN OSHA 視訊會議情形

70國際交流4

職安衛112年報.indb   70 2023/6/26   14:34:12



 赴歐與 EU-OSHA及歐
盟職安衛相關單位參訪

交流

為深化與歐盟職安衛組織交流合

作，汲取歐盟經驗及發展新知，職安署

於 2022 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25 日由林

毓堂主任秘書率隊赴歐參訪交流，共走

訪比利時、盧森堡及西班牙三國，拜會

「歐盟職業安全衛生局（EU-OSHA）」、

「歐盟執行委員會就業、社會事務及融

合總署職業安全衛生處（Health, Safety 

and Hygiene at Work Unit,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 DG-EMPL）」及「歐洲

勞 工 局（European Labour Authority, 

ELA）」，並與「盧森堡勞動暨礦業

檢 查 局（Inspection du travail et des 

mines, ITM）」及「西班牙勞動檢查局」

等官方機構進行交流對話，以及考察

「比利時 Solvay化工公司」、「西班牙

Viuda de Sainz營造公司」及「西班牙

營造業勞動基金會（Fundación Laboral 

de la Construcción）」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相關制度及執行成效，使臺灣與歐盟

及其會員國對於職安衛業務之推動有深

入的認識，有助於精進我國職安衛策略，

為工作者打造安全、健康及舒適的職場

環境。

參與 APEC 2022化學品對話會議

為交流國際間化學品管理推動作法

與經驗，於 2022年 2月 17日至 18日、

8 月 21 日至 23 日參與由泰國主辦的

「APEC 2022第一次與第三次資深官員

會議化學品對話會議」，分享我國化學

品管理作為。另為展現我國對於重要國

際議題的行動與貢獻，我國負責蒐集各

會員體 GHS執行進度調查報告任務，並

完成 2022年 GHS執行進度調查報告摘

要予貿易部長會議。

◎ 與 EU-OSHA代理局長William COCKBURN（左 3） 
及其團隊合影。

◎ 職安署同仁出席 APEC CD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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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自遠方來，國際經驗臺灣扎根

 舉辦「2022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國際研討會」
接軌國際視野

為推動職場健康與安全發展並與國際接軌，職安署於 2022 年 11 月

9 日舉辦「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國際研討會」，邀請 GRI 403 職業健康

與安全準則技術小組成員 Kathy A.Seabrook，以專家的視角分析職業健

康與安全專業如何植入到所有經營決策之中，使企業高層瞭解，職業健

康與安全的投資不只是成本，它將給企業帶來營運永續發展，更接軌全

球的商業環境。

◎ GRI技術小組成員 Kathy Seabrook線上演講並與台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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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電氣防爆安全技術國際專家講座，朱金龍副署長致詞

◎ 鄒子廉署長與企業代表於國際研討會中進行綜合座談

  電氣防爆安全技術國際
專家講座

為提升業界安全意識與電氣防爆

技術水準，並拓展我國在國際防爆安

全領域的友誼及知名度，職安署在

2022 年 10 月 20 日辦理「2022 防爆

安全技術國際專家講座」。為了配合

我國防疫措施，專家講座全程以預錄

教學及視訊座談方式，邀請美國與匈

牙利防爆電氣設備技術與驗證領域專

家及國內相關業者、專家等參與，搭

建防爆電氣設備驗證體系及職業安全

議題的溝通及技術交流平臺，分享相

關國家在實務面執行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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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屆臺英職業安全衛
生高峰論壇

推動臺英雙邊職業安全衛生合作，

是職安署國際交流很重要的一環，為深

化與英國安全衛生執行署（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之夥伴關係，

職安署於 2022 年 9 月 17 日至 24 日赴

英參訪交流，拜訪英國 HSE總部及科學

研究中心、西海岸離岸風場之海事指揮

管制中心等，實地了解英國離岸風場進

場管制機制、再生能源發展及危害評估、

災害預防技術研究、重大事故危害控制、

營造工程安全、使用大數據分析來支持

監管活動等防災政策及實務經驗。

英國安全衛生執行署（HSE）執行

長 Sarah Albon亦親自於 10月 17日至

21 日率該署高階主管、離岸風電作業

安全及營造工程安全等領域之專家組成

代表團訪臺，期間前往參訪大型建築工

地、捷運工程營造工地，離岸風電作業

現場及運維基地、風機葉片製造廠、臺

灣 GWO訓練中心等，使英方了解我國

營造工程及離岸風電等產業安全衛生現

況，並於 10月 20日與職安署共同舉辦

第 3屆臺英職業安全衛生高峰論壇；本

次高峰論壇係英方代表團首次以實體方

式參與，深具重要意義，會中雙方分享

主題包含離岸風場安全衛生監督策略、

海上施工安全、英國事故調查作法、如

何落實營造設計與管理規範等，同時於

會後安排英方出席論壇人員會同英國在

臺辦事處鄧元翰代表拜會勞動部許銘春

部長，洽談未來合作計畫及分享國際職

安衛發展趨勢。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及英方出席高峰論壇之人員一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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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用機器人國際安全
規範研討會

2022年 8月 26日辦理「工業用機

器人國際安全規範研討會」，邀集日、

韓兩國參國際標準組織（ISO TC299 

WG3）之代表，及我國工業用機器人安

全驗證機構專家擔任講座，分享工業用

機器人場域規範、國際標準改版對於工

業用機器人的影響、韓國工業用機器人

的使用概況與安全規範等，協助我國工

業用機器人製造與使用廠商瞭解相關國

際安全標準之發展趨勢，提升產業安全

意識與防災技能，促使我國工業機器人

應用場域的安全衛生水準與國際同軌。

◎ 工業用機器人安全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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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介紹

國際勞工組織於 2006年職業安全衛生架構公約（ILO187號）公告，國家應參

考 ILO 公約，採取積極行動，制定職業安全衛生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y）、建構法

令規章及落實檢查之國家體系（national system）、實施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計畫

（national program），形塑「以人為本，珍視工作者安全健康」的職業安全衛生文化，

逐步建構更安全與衛生的工作環境。

職安署於 2014年 2月 17日成立後，主要願景目標是讓人人享有安全健康、尊嚴

勞動之工作環境，及職業傷病診斷、補償與重建之服務，以確保安全健康勞動力，促

進國家競爭力。現行職安署的組織架構為：置署長 1人綜理署務，下置副署長 2人及

主任秘書 1人。按照任務需求，分別設有 4個業務組、3個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派出單

位）及 5個輔助單位，目前總預算員額 309人，組織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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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圖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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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大事紀

01/03
籌備成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並經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同意登記，該中心為勞動部第一個成立之財團法人。

01/07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所新增丁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類，

自 2022年 1月 7日施行並配合公告辦訓單位應建立自主管理制度，報

經認可且其結訓測驗應於認可之測驗試場辦理，以維護訓練品質。

01/07

辦理 2023年「春安期間加強勞動檢查實施計畫」，督促業者強化高危

險作業之防災作為，遵守過勞預防相關規定，計畫期間為 1月 7日至 2

月 15日，共檢查 8,667家事業單位，停工 240場次，罰款 900場次、

罰緩金額計 4,559萬元。

01/18
為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111年 5月 1日施行，新增及擴增

業務量能，組織員額增加 5人。

01/24

修正發布「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與其顧問服務人員之認可及管

理規則」，修正顧問機構營業處所之設置、人員配置、資格條件、認

可程序及審核事項，並依其違反規定之情節輕重增修罰則，以強化顧

問機構之品質及監督管理機制。

日期 重要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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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

規劃實施 2023年「勞動條件專案檢查計畫」，依照「公共安全」、「弱

勢扶助」、「常態違規」與「社會關注」等四大面向共規劃 19項專案

檢查，計 5,200家規模，督促事業單位落實勞動條件。

03/31

完成「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有關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之「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辦法」、「財團

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監督及管理辦法」、「職業災害勞工申

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協助職

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補助辦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鑑定作

業實施辦法」、「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補助辦法」、「職

業傷病診治醫療機構認可管理補助及職業傷病通報辦法」、「職業災

害勞工職能復健專業機構認可管理及補助辦法」8項附屬法規之發布。

04/08

為提升傳統產業安全健康工作環境，促進國人就業，勞動部職安署辦

理「塑膠製品及特定製程產業安全衛生與就業促進合作計畫」啟動活

動，邀請經濟部工業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共同出席，並與台灣塑

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染料

顏料工業同業公會及台灣區黏性膠帶工業同業公會簽署安全伙伴宣言，

共同推動改善相關產業安全健康工作環境。

日期 重要紀事

◎ 鄒子廉署長與塑膠公會廖本泉理事長等貴賓活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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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5

召開「111年度第 1次全國勞動檢查機構首長聯繫會報」，就近期發生

之重大職災案件討論因應作為並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04/22

結合「2022職業衛生暨職業醫學與護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步辦理

「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啟動儀式，邀請衛生福利部、職業衛生及醫

學領域等頂尖專家學者與美、澳、新、韓等國際專家以視訊方式共襄

盛舉，由勞動部王尚志政務次長致開幕詞，鼓勵企業重視勞工的安全、

衛生與健康，共同提升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水準。

04/28

為辦理被保險人申請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

第四條所定附表以外項目，需專案核定之器具補助，公告「職業災害

勞工申請專案核定器具補助作業要點」，作為辦理之程序及審查準據。

日期 重要紀事

◎ 勞動部王尚志次長致開幕詞 ◎ 鄒子廉署長及與會貴賓，於「全國職
場安全健康週啟動活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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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9

勞動部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揭牌營運，

將承擔職場安全衛生永續發展及保護勞工健康之重任，推廣「預防」、

「保護」及「重建」全面性服務工作，守護企業及勞工。

05/03

職安署與歐盟職業安全衛生局以視訊方式召開「第 2屆臺歐盟職業安

全衛生合作會議」，由我國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蔡明彥大使揭開

序幕，並分別由歐盟職業安全衛生局代理局長 William COCKBURN及

鄒子廉署長帶領同仁與會，亦邀請本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同

仁出席，雙方共同聚焦「工作場所致癌物質風險管理」及「工業 4.0安

全管理」兩議題展開交流。

日期 重要紀事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出席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
心揭牌活動。

◎ 鄒子廉署長主持「第 2屆臺歐盟職業安全衛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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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4

修正發布「政府機關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績效評核及獎勵作業要

點」，促進政府機關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強化政府機關對公共工

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視，修正相關評分指標，及明定評核小組委員

性別比例與獎勵規定，並自 2022年 11月 1日生效。

06/16

為增進外送員勞動安全措施及保障職災權益，修正發布「食品外送作

業安全衛生指引」（即 4.0版），除強化合理派單機制、擴大「第三人

責任保險」保險範圍外，並新增事前「危害告知」事項。

06/20

公告「勞動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職業災害勞工協助事項作業

要點」，以利各地方政府辦理職業災害勞工轉介重建，及作為協助職

業災害勞工家屬及相關津貼補助作業之依據。

06/21

依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辦法」

第 8條規定，公告醫療機構辦理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

之結果，應通報之內容、方式及期限，作為後續主動式個案管理與職

業病預防政策研訂之參據。

日期 重要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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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

修正「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強化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設施及健全

工作場所防災作為、提升工作場所動力機械及自設道路之安全防護機

制，並擴大保護外送作業樣態；另鑑於醫療法已明定醫療機構應全面

提供安全針具，刪除現行扎傷事故通報規定。

08/12

修正「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認可及管理辦法」，增修認

可醫療機構應訂定勞工健康檢查品質及管理計畫，針對尿中鉛等生物

偵測項目檢驗，規範應取得第三者認證機構有效認證，以強化勞工體

格與健康檢查之品質及監督管理機制。

08/30
修正「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因應外送平臺業者運送商品逐漸多元，

擴及生鮮及雜貨等物品，不侷限於食品，以擴大保護外送作業樣態。

日期 重要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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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2-14

辦理「111年度全國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業務工作會報」、「勞動

檢查機構績效考評及優良勞動檢查員表揚」，由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親

臨現場訓勉及頒獎給績優得獎單位與優良勞動檢查員。

09/14
修正「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明定工廠在內等廠場串接使用桶裝

瓦斯供氣應注意相關安全規定，以避免火災爆炸事故危害勞工，並訂

有 1年緩衝期至 2023年 9月 14日施行。

日期 重要紀事

◎ 「111 年度勞動檢查機構績效考評」，由勞動部許銘春
部長頒獎給績優得獎單位。

◎ 「111 年度優良勞動檢查員選拔」，由勞動部許銘春部
長頒獎給優良勞動檢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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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

職安署與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會共同辦理 2022年國際學術研

討會，其中「工作者健康與安全如何 ESG主流化」及「我國職業災害

勞工重建政策走過十年：政策形成與實踐」二專題論壇，邀請產官學

等各領域專業人士擔任與談人，共同討論如何精進職場健康與安全及

提供職災勞工重建服務。

10/07
修正「機械類產品申請免驗證辦法」第十條、第十七條，並自發布日

施行。

日期 重要紀事

◎ 鄒子廉署長與「工作者健康與安全如何 ESG 主流化」與
談貴賓活動合照。

◎ 鄒子廉署長與「我國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政策走過十年：
政策形成與實踐」與談貴賓活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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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英國安全衛生執行署（HSE）執行長 Sarah Albon率代表團訪台，與職

安署共同舉辦「第 3屆臺英職業安全衛生高峰論壇」，會後並會同英

國在臺辦事處鄧元翰代表拜會勞動部許銘春部長，洽談雙方合作模式

及分享國際職安衛發展趨勢。

舉辦「111年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頒獎典禮」，由部長親自頒獎，其中

獲得企業標竿獎計 5家、「中小企業特別獎」2家、「傳統產業投資特

別獎」計 3家、「勞動健康特別獎」計 3家、個人奉獻獎計有 2位。

10/21

修正「機械類產品申請先行放行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十條，並

自發布日生效。

日期 重要紀事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與得獎單位及個人一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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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職安署舉辦「2022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國際研討會」，邀請 GRI 403

職業健康與安全準則技術小組成員 Kathy Seabrook，線上發表專題演

講及與會對談，並首度以「電子業」及「金融保險業」為對象，主動

評比各家企業永續報告書揭露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並由鄒子廉署

長親自表揚前 10%之 29家績優企業。

11/17

辦理優良工程金安獎頒獎典禮，計有 1件工程特優、11件工程優等、

18件工程佳作、5位優等人員及 7位甲等人員獲獎。

日期 重要紀事

◎ 勞動部職安署、衛福部國健署、金管會期貨局等單位貴賓及眾多企業代表合影。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與工程特優單位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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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率職安署與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同仁，視察南區勞工健

康服務中心（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設置），期勉結合政府部門與法人之

專業量能，健全與普及我國勞工健康專業服務資源。

12/06

舉辦「111年度職安衛優良縣市政府及五星獎單位頒獎典禮」頒獎典
禮，肯定績優縣市政府及企業積極推動職場安全與勞工健康的貢獻，

也期許得獎的地方政府及事業單位能持續精進，共同打造安全健康的

勞動環境。

日期 重要紀事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率隊視察職安署委託設置之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 鄒子廉署長與績效優良政府機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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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辦理「111年度全國勞動條件監督檢查業務評鑑績優單位頒獎典禮」，表
揚勞動條件監督檢查業務績優單位，肯定受獎機關（構）長久以來對於本

部政策上之支持，督促業者確實守法，並協助業者適法，對於國內勞動環

境改善有所貢獻。

12/12-13

111年度安全衛生群組合作伙伴執行成果績效評比競賽，邀請與職安署合
作之安全伙伴、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及安全衛生家族等 33個安全衛生群
組參與，分享安全衛生推動經驗，並遴選競賽總冠軍作為標竿學習對象，

以帶動彼此間合作交流，建立後續互助與合作契機。

12/22
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補助職業傷病診治暨職災職能復健專

責醫院於北中南區同步揭牌。

日期 重要紀事

◎ 鄒子廉署長與獲獎單位合影

◎ 勞動部職安署署長鄒子廉與競賽總冠軍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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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署相關網站

01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https://www.osha.gov.tw/

02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電腦測驗資訊網

https://trains.osha.gov.tw/

03 臺灣職安卡

https://oshcard.osha.gov.tw/

04 職安衛卓越網及重大職災公開網

https://pacs.osha.gov.tw/

05 事業單位職業災害通報專區

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06 TOSHMS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https://toshms.osha.gov.tw/

07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https://coshms.osha.gov.tw/default.aspx

08 工作者安全衛生履歷智能雲

https://isafe.osha.gov.tw

09 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

https://isafeel.osha.gov.tw/mooc/index.php

10 製程安全管理資訊應用與交流網站

https://psm.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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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資訊網

https://sh168.osha.gov.tw

12 輔導 3K 產業資訊整合網

https://3kto3c.osha.gov.tw/

13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

https://tsmark.osha.gov.tw/sha/public/home.action

14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代行檢查機構聯合網站

http://www.aia.org.tw/

15 危險區域劃分評估工具

https://exproof.osha.gov.tw/

16 廠場化學品管理網站平台

https://ghs.osha.gov.tw/frontPage/index.html

17 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管理系統

https://etms.osha.gov.tw/

18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https://www.coapre.org.tw/

19 職業傷病通報系統

https://nodis.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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