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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分析 

108 年度勞動檢查執行情形 

壹、勞動狀況   

依行政院主計處 10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為基準、根據財政部營利事業總

登記家數資料分析，臺灣地區目前已登記僱有勞工之事業單位總計 906,436

家。（詳見表 1-1） 

已登記適用勞動基準法僱有勞工事業單位共計 906,436家，勞工人數計 877

萬 8 千餘人，其中臺灣省 201,287 家，占 22.206﹪，新北市 160,804 家，占

17.740﹪，臺北市 159,723 家，占 17.620﹪，桃園市 76,762 家，占 8.468﹪，

臺中市 140,647 家，占 15.516﹪，臺南市 63,435 家，占 6.998﹪，高雄市

103,778家，占 11.449﹪（新竹、中部、南部科學園區及臺中、中港、屏東、高

雄及楠梓加工出口區併入臺灣省及各直轄市）。（詳見表 1-1） 

依業別分，主要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行業，計農、林、漁、牧業有

2,694家，礦業及土石採取業有 267家，製造業有 135,457家，電力及燃氣供應

業有 1,164 家，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有 4,380 家，營造業有 96,989 家，運輸

及倉儲業有 18,661家。（有關各行業細別詳見表 1-1） 

 

貳、勞動檢查執行情形 

一、總檢查場次 

勞動檢查實施方式包括勞動條件專案檢查、職業安全衛生專案檢查、

交叉檢查、申訴陳情案檢查、職業災害案檢查及一般檢查（勞動條件及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同時實施）。 

108 年全國執行勞動條件檢查總受檢 40,466 場次，違反件數 7,323

次，處分率 18.10﹪，罰鍰金額 42,630萬元。（詳見表 2-1） 

勞動條件實施檢查 40,466 場次，其中臺北市檢查 9,005 場，違反

1,880 件次；新北市檢查 5,068 場；違反 1,325 件次；桃園市檢查 4,315

場，違反 938 件次；臺中市檢查 2,953 場，違反 700 件次；臺南市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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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6 場，違反 518 件次；高雄市檢查 3,204 場，違反 1,065 件次；宜蘭

縣檢查 714 場，違反 37 件次；新竹縣檢查 920 場，違反 58 件次；苗栗縣

檢查 895場，違反 31件次；彰化縣檢查 846場，違反 187件次；南投縣檢

查 296 場，違反 36 件次；雲林縣檢查 743 場，違反 40 件次；嘉義縣檢查

577場，違反 18件次；屏東縣檢查 1,270場，違反 120件次；臺東縣檢查

156場，違反 67件次；花蓮縣檢查 225場，違反 23件次；澎湖縣檢查 290

場，違反18件次；基隆市檢查797場，違反81件次；新竹市檢查697場，

違反 16 件次；嘉義市檢查 909 場，違反 13 件次；金門縣檢查 108 場，違

反 11 件次；連江縣檢查 68 場，違反 1 件次；加工出口區檢查 250 場，違

反 42 件次；新竹科學園區檢查 153 場，違反 67 件次；中部科學園區檢查

66 場，違反 16 件次；南部科學園區檢查 91 場，違反 15 件次；職安署北

區中心檢查 813 場，移送主管機關 0 件次；職安署中區中心檢查 841 場，

移送主管機關 0 件次；職安署南區中心檢查 1,120 場，移送主管機關 0 件

次。（詳見表 2-1）  

108 年檢查機構對事業單位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檢查 125,798 場次，起

重升降機具檢查 32,127次（內含代行檢查機構之定期檢查 28,849座次），

鍋爐檢查 6,944 座次（內含代行檢查機構之定期檢查 5,763 座次），壓力

容器檢查 30,247 座次（內含代行檢查機構之定期檢查 26,672 座次），高

壓氣體特定設備檢查 32,541 座次（內含代行檢查機構之定期檢查 28,737

座次），高壓氣體容器檢查 4,222 座次（內含代行檢查機構之定期檢查

4,078 座次）。礦場方面，檢查範圍擴及所有煤礦，以坑內之安全檢查為

重點檢查 638 次；108 年計實施勞動條件檢查 17 次，衛生檢查 94 場次。

（詳見表 2-2、表 3-2、表 3-5及表 6-1） 

 

二、實施檢查之事業單位情形 

108 年實施檢查之事業單位共計 118,340 單位(家數)：各地區實施檢

查之事業單位，分別為臺北市 20,839 單位占 17.61﹪、高雄市 15,406 單

位占 13.02﹪、新北市 12,453單位占 10.52﹪、桃園市 11,685單位占 9.87

﹪、臺中市 7,175單位占 6.06﹪。（詳見表 2-3-1） 



 3 

按其業別分，以營造業 39,503單位、占 33.38﹪為最多；其次為製造

業 32,324單位、占 27.31﹪；再次為批發及零售業 12,331單位、占 10.42

﹪；運輸及倉儲業 5,847單位、占 4.94﹪。（詳見表 2-3-1） 

（一）勞動條件檢查部分： 

勞動條件檢查，主要為工時、工資、休假休息、女工、童工及技術

生保護、退休、職業災害補償、工作規則、就業服務、勞工保險及勞工

福利事項等為檢查之重點事項。 

1.108年實施勞動條件檢查為 40,466場次（初查 37,693場次，複查 2,773

場次），初查比率 93.15﹪，複查比率 6.85﹪，複查率 7.36﹪，事業

單位抽查率占 4.46﹪。其中本署三區中心檢查 2,774 場次；加工出口

區檢查 250 場次；新竹科學園區檢查 153 場次；中部科學園區檢查 66

場次；南部科學園區檢查 91場次。（詳見表 2-2及表 2-6）。 

2.實施勞動條件檢查總場次為 40,466 場次，違反法令場次為 10,805 場

次，違反法令總項數為 14,507 項。其中違反勞動基準法者為 14,419

項，違反就業服務法者為 25 項，違反職工福利金條例者為 3 項，違反

勞工保險條例者為 34項，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者為 10項，違反勞動檢

查法者為 16項。（詳見表 2-7） 

3.另按其業別分析，農林漁牧業檢查 105場，違反 35場、44項；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檢查 17 場，違反 5 場、5 項；製造業檢查 7,827 場，違反

2,136 場、2,615 項；電力及燃氣供應業檢查 104 場，違反 22 場、32

項；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檢查 172場，違反 56場、78項；營造業檢

查 1,579場，違反 570場、688項；批發及零售業檢查 7,087場，違反

2,357場、3,103項；運輸及倉儲業檢查 4,112場，違反 748場、1,121

項；住宿及餐飲業檢查 4,606場，違反 1,354場、2,064項；資訊及通

訊傳播業檢查 1,044 場，違反 361 場、471 項；金融及保險業檢查 957

場，違反167場、224項；不動產業檢查547場，違反169場、237項；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檢查 1,251場，違反 440場、603項；支援服

務業檢查 2,704場，違反 858場、1,224項；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

社會安全檢查 115場，違反 14場、16項；教育服務業檢查 1,741場，

違反 335場、353項；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檢查 4,068場，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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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場、789 項；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檢查 1,034 場，違反 168

場、220 項；其他服務業檢查 1,396 場，違反 423 場、620 項。（詳見

表 2-7） 

4.按區域分析，臺北市檢查 9,005場，違反 4,082項；新北市檢查 5,068

場，違反 2,729項；桃園市檢查 4,315場，違反 1,406項；臺中市檢查

2,953場，違反 1,152項；臺南市檢查 3,076場，違反 707項；高雄市

檢查 3,204場，違反 1,842項；宜蘭縣檢查 714場，違反 102項；新竹

縣檢查 920場，違反 81項；苗栗縣檢查 895場，違反 97項；彰化縣檢

查 846 場，違反 244 項；南投縣檢查 296 場，違反 59 項；雲林縣檢查

743場，違反46項；嘉義縣檢查577場，違反19項；屏東縣檢查1,270

場，違反171項；臺東縣檢查156場，違反83項；花蓮縣檢查225場，

違反 41項；澎湖縣檢查 290場，違反 34項；基隆市檢查 797場，違反

174項；新竹市檢查697場，違反122項；嘉義市檢查909場，違反124

項；金門縣檢查 108場，違反 16項；連江縣檢查 68場，違反 8項；加

工出口區檢查 250場，違反 51項；新竹科學園區檢查 153場，違反 79

項；中部科學園區檢查 66 場，違反 21 項；南部科學園區檢查 91 場，

違反 29項。（詳見表 2-10） 

5.於違反勞動基準法之狀況中，違反第 24 條延長工時工資事項者 2,954

項、占 20.36﹪為最多；違反第 30 條正常工作時間事項者 2,095 項、

占 16.25﹪次之；違反第 32條延長工作時間事項者 1,848項、占 14.34

﹪居三；違反第 36 條未依規定使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

作為例假者 1,560項、占 10.75﹪。（詳見表 2-7） 

6.實施勞動條件檢查初查之事業單位為 37,693 場次，檢查發現不合格違

反法令項數共計 13,988項。其中違反勞動基準法者為 13,908項，違反

就業服務法者為 23 項，違反職工福利金條例者為 3 項，違反勞工保險

條例者為 31項，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者 9項，違反勞動檢查法者為 14

項。（詳見表 2-8） 

7.於違反勞動基準法之初查不合格事項中，以違反第21至 28條工資事項

者為 4,136 場占 10.97﹪、4,945 項為最多；違反該法第 30 至 34 條工

作時間事項者為 2,987 場占 7.92﹪、3,208 項居次；違反第 35 至 43

條休息休假事項者為 2,673 場占 7.09﹪、3,197 項居三；違反第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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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條其他事項者為 2,145場占 5.69﹪、2,146項。（詳見表 2-8） 

8.實施勞動條件檢查複查之事業單位為 2,773 場次，檢查發現不合格違

反法令項數總計 519項。其中違反勞動基準法者為 511項，違反就業服

務法者為 2項，違反職工福利金條例者為 0項，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者為

3項，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者為 1項，違反勞動檢查法者為 2項。（詳

見表 2-9） 

9.於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複查不合格事項中，以違反該法第21至28條工資

事項者 147場占 5.30﹪、177項為最多；違反第 30至 34條工作時間事

項者 133場占 4.80﹪、149項居次；違反第 35至 43條休息休假事項者

為 116場占 4.18﹪、136項居三。（詳見表 2-9） 

10.實施勞動條件申訴案檢查事業單位為 11,614 場次，違反法令總項數為

9,218項。其中違反勞動基準法者為 9,195項，違反就業服務法者為 15

項，違反職工福利金條例者為 2項，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者為 1項，違反

勞工退休金條例者為 0項，違反勞動檢查法者為 5項。（詳見表 2-13） 

11.於申訴案檢查違反勞動基準法之不合格事項中，以違反該法第 21至 28

條工資事項者為 3,299 場占 28.41﹪、3,972 項為最多；違反第 30 至

34條工作時間事項者為 2,285場占 19.67﹪、2,435項次之；違反第 35

至 43條休息休假事項者為 2,011場占 17.32﹪、2,437項居三（詳見表

2-13） 

（二）職業安全衛生檢查結果部分： 

1.108 年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檢查共實施 125,798 場次（初查 100,284

場次，複查 25,514 場次），初查比率 79.72﹪，複查比率 20.28﹪，複

查率 25.44﹪。其中本署三區中心檢查 53,393場次（初查 45,587場次，

複查 7,806場次）；臺北市勞檢處檢查 21,853場次（初查 13,324場次，

複查 8,529 場次）；新北市政府勞檢處檢查 8,075 場次（初查 6,547 場

次，複查 1,528場次）；桃園市政府勞檢處檢查 7,432場次（初查 6,210

場次，複查 1,222 場次）；臺中市勞檢處檢查 8,109 場次（初查 6,839

場次，複查 1,270 場次）；臺南市職安健康處檢查 3,507 場次（初查

3,098場次，複查 409場次）；高雄市政府勞檢處檢查 20,078場次（初

查 15,999場次，複查 4,079場次）；加工出口區檢查 1,402場次（初查

1,126 場次，複查 276 場次）；新竹科學園區檢查 983 場次（初查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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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複查 253 場次）；中部科學園區檢查 555 場次（初查 485 場次，

複查 70 場次）；南部科學園區檢查 411 場次（初查 339 場次，複查 72

場次）。（詳見表 2-2及表 2-16） 

2.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檢查實施初查之事業單位 100,284 場次中，違反

法令項數計 127,071 項，其中以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者 27,897

場占 27.82﹪、55,995項為最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者

22,245 場占 22.18﹪、30,461 項為次之；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

者 12,351 場占 12.32﹪、15,005 項居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

者 7,359 場占 7.34﹪、7,365 項第四；其餘依次為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10 條者 6,865 場占 6.85﹪、9,774 項；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

者 3,221 場占 3.21﹪、3,501 項；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者 712

場占 0.71﹪、771項；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1條者 645場占 0.64﹪、

650項。（詳見表 2-17） 

3. 於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之初查不合格事項中，以其他不良者

13,509場占 13.47﹪、19,011項為最多；勞工身心健康保護措施不良者

4,806 場占 4.79﹪、6,844 項次之；電氣設備安全設施不良者 3,774 場

占 3.76﹪、4,360 項為居三；墜落、物體飛落災害防止安全設施不良者

3,749場占 3.74﹪、4,451項列第四；特殊危險機具安全設備不良者 3,392

場占 3.38﹪、4,064 項列第五；其餘依次為其他防止危害設備不良者

2,681場占 2.67﹪、2,940項；一般機械安全設備不良者 2,433場占 2.43

﹪、2,708 項；勞工身體防護不良者 1,403 場占 1.40﹪、1,432 項；施

工架及施工構台安全不良者 1,321 場占 1.32﹪、1,802 項；起重升降機

具安全設備不良者 996 場占 0.99﹪、1,210 項；鍋爐、壓力容器（蒸氣

類）安全設備不良者 897場占 0.89﹪、1009 項；危險場所爆炸、火災、

腐蝕防止安全設備不良者 749場占 0.75﹪、822項；離心機械、粉碎機、

混合機、滾碾機等安全設備不良者 646場占 0.64﹪、666項；工作機械、

木材加工機械安全設備不良者 534 場占 0.53﹪、549 項；模板支撐不良

者 306場占 0.31﹪、345項。（詳見表 2-17） 

4.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檢查實施複查之事業單位 25,514 場次，初查不

合格通知改善事項 15,476 項中、複查已改善 14,188 項，其改善率

91.68﹪。而其中以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7 條不符標準機械器具、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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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網站登錄或張貼安全標示通知改善 2 項、已改善 2 項、改善率

100.00﹪，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8 條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證機

構實施型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通知改善 1 項、已改善 1 項、改善

率 100.00﹪，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4 條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應

由合格人員擔任通知改善 1項、已改善 1項、改善率 100.00﹪，違反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26 條交付承攬應告知安全衛生事項者通知改善 34 項、

已改善 34項、改善率 100.00﹪，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9條童工從事

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通知改善 1項、已改善 1項、改善率 100.00﹪，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1 條妊娠或分娩後女性勞工依醫師適性評估並採

取健康保護措施者通知改善 7項、已改善 7項、改善率 100.00﹪，違反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8 條陳報職業災害統計事項者通知改善 26 項、已改

善 26項、改善率 100.00﹪均為最高；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0條作業

環境測定、危險物、有害物標示者通知改善 1,199 項、已改善 1,155

項、改善率 96.33﹪；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1條健康管理措施、檢查

手冊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者通知改善 74 項、已改善 70 項、改善率

94.59﹪為次之；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危害化學物質或噪音、震

動容許暴露標準及作業環境監測者通知改善 131 項、已改善 123 項、改

善率 93.89﹪居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管制性化學品者通知改

善 15 項、已改善 14 項、改善率 93.33﹪第四；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2 條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者通

知改善 87 項、已改善 79 項、改善率 90.80﹪第五；違反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6 條者通知改善 7,464 項、已改善 6,774 項、改善率 90.76﹪，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條共同作業應採規定之必要措施者通知改善 537

項、已改善 476 項、改善率 88.6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再細分 9

個改善率最高者為衝壓機械及剪斷機械安全設備不良者通知改善 4 項、

已改善 4 項、改善率 100.00﹪，擋土支撐不良通知改善 52 項、已改善

52項、改善率 100.00﹪，模板支撐不良知改善 64項、已改善 64項、改

善率 100.00﹪，危害物及有害物之處理通知改善 6項、已改善 6項、改

善率 100.00﹪，噪音處理及防止通知改善 15項、已改善 15項、改善率

100.00﹪，採光照明不良者通知改善 7項、已改善 7項、改善率 100.00

﹪，盥洗設備及廁所通知改善 3項、已改善 3項、改善率 100.00﹪，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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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通知改善 1項、已改善 1項、改善率 100.00﹪；餐廳、廚房及休息

通知改善 2項、已改善 2項、改善率 100.00﹪；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6 條危險性機械設備未經檢查合格使用通知改善 13 項、已改善 8 項、

改善率 61.54﹪最低；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體格檢查、健康檢查

通知改善 405 項、已改善 343 項、改善率 84.69﹪改善率次低；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6 條再細分 2 個改善率最低者，改善率最低為工作機械，木

材加工機械安全設備不良通知改善 42 項、已改善 36 項、改善率 85.71

﹪，墜落、物體飛落災害防止安全設備不良通知改善 650項、已改善 564

項、改善率 86.77﹪次低。（詳見表 2-18） 

（三）勞工申訴、陳情案件處理情形： 

1.108 年勞工申訴案件數為 8,255 件次；以申訴內容區分有關勞動基準申

訴為 6,785項，職業安全衛生申訴為 1,306項，就業服務申訴為 26項，

職工福利申訴為 206 項，勞工保險申訴為 290 項，綜合問題申訴為 273

項。（詳見表 2-19） 

2.檢查結果處理情形：勞動基準法行政罰鍰 4,632 件次，司法偵辦 5 件

次；職業安全衛生法行政罰鍰 36 件次，局部停工 2 件次，全部停工 0

次，司法偵辦 0 次；就業服務法行政罰鍰 0 件次，司法偵辦 0 件次；其

他法律（勞工保險、職工福利、勞動檢查法）行政罰鍰 1 件次，司法偵

辦 1次。（詳見表 2-19） 

（四）勞動條件專案檢查情形： 

1. 108年度已完成之專案檢查，總計實施檢查 5,619場次。其中航空運輸

暨周邊產業勞動條件專案 35 場次，鐵路運輸暨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勞

動條件專案 22場次，汽車貨運業勞動條件專案 1,349場次，遊覽車客運

業勞動條件專案 233場次，國道客運駕駛員工時專案 30場次，公共汽車

客運業勞動條件專案 60 場次，公用事業勞動條件專案 30 場次，工讀生

與部分工時勞工勞動條件專案 1,092 場次，人力供應暨複合支援服務業

勞動條件專案 144 場次，弱勢工作族群勞動條件專案 804 場次，金融服

務業勞動條件專案 301場次，郵政與電信服務業勞動條件專案 18場次，

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勞動條件專案 32 場次，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勞動條

件專案198場次，保全服務業勞動條件專案 74場次，清潔服務業勞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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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專案38場次，綜合商品批發業勞動條件專案 182場次，幼兒園勞動條

件專案 13場次，醫療院所勞動條件專案 150場次，物業管理事業機構勞

動條件專案 60 場次，社會工作服務業勞動條件專案 50 場次，指定適用

勞動基準法例假等彈性放寬之行業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704 場次。（詳見

表 2-20） 

2.事業單位勞動條件專案檢查違反法令項數計 1,939 項。其中以違反勞動

基準法者 1,865 項，違反勞基法施行細則者 0 項，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

者 2項，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者 40項，違反職工福利金條例者 0項，違

反勞工保險條例者 31項，違反就業保險法者 1項，違反勞動檢查法者 2

項。（詳見表 2-20） 

 3.檢查結果處理情形：違反件數計 1,342件次，罰鍰處分947件次，司法

偵辦 0件次，處分率 23.88﹪。（詳見表 2-20） 

（五）勞動條件專案檢查童工及青少年情形： 

1. 108 年度已完成之專案檢查中工讀生勞動條件專案檢查違反 63 人，指

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例假等彈性放寬之行業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1 人，總計

64人違反童工及青少年情形；其中違反未滿 15歲者 0人，違反 15歲以

上未滿 16歲者 0人，違反 16歲以上未滿 18歲者 64人。(詳見表 2-21) 

2.事業單位勞動條件專案檢查違反法令項數計 9 項，其中以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 39條假日工資者 3項最多。(詳見表 2-21) 

（六）職業安全衛生專案檢查： 

1.108 年度已完成之專案檢查，總計實施檢查 108,270 場次（初查 86,582

場次，複查 21,688場次）。其中部會聯合稽查計畫 764場次，公共安全

方案-安衛管理 6,069場次，春安檢查計畫 8,921場次，危險物品運輸相

關事業單位安全衛生專案計畫 38場次，使用或鄰接道路作業檢查 5,879

場次，失能災害預防檢查計畫 23,160 場次，安全伙伴聯合稽查 37 場

次，屋頂墜落預防策略 5,230 場次，外牆清洗安全衛生檢查 194 場次，

高風險事業單位宣導輔導計畫 12,522場次，水蒸汽爆炸專案檢查計畫 7

場次，火災爆炸預防 7,395 場次，建教合作機構職業安全衛生專案檢查

42場次，作業環境監測業務專案檢查計畫 1,201場次，實習機構職業安

全衛生監督檢查 41場次，國營事業監督檢查計畫 2,073場次，加強 P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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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火災爆炸災害預防計畫 312場次，部會聯合稽查-高風險性工廠聯合安

全檢查計畫 126場次，管溝及道路等露天開挖作業安全計畫 1,921場次，

動態稽查計畫 14,092場次，EEP專案計畫 799場次，裝修工程專案檢查

1,673場次，營造墜落預防策略 12,550場次，高科技廠房新建工程專案

檢查176場次，竣工後大樓裝修檢查 15場次，中小型營造工地檢查輔導

改善計畫14,129場次，公共工程工安百分百計畫1,697場次，獵鷹計畫

824 場次，甲乙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現場複查計畫 721 場次，鄰水作業

計畫 788 場次，輔導改善營造業工作環境及設施暨達成未來三年勞保職

災千人率下降 30%之策略計畫 15,011 場次，職業病預防專案計畫

13,567場次，全民工安意識促進計畫 1,561場次，夏季戶外作業高氣溫

熱危害預防檢查 8,371 場次，石綿作業專案檢查計畫 3 場次，事業單位

僱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辦理健康服務專案檢查 572 場次，勞工

身心健康保護專案檢查 3,998 場次，精準檢查計畫 4,476 場次，危險性

機械或設備檢查品管督導計畫 202 場次，危險性機械設備專案計畫

2,308 場次，高壓氣體專案計畫 73 場次，代檢機構品質督導檢查 2,716

場次，危險性設備延長、替代申請 16 場次，起重機具作業安全管理計

畫查核2,122場次，槽車灌裝及卸載安全專案計畫 19場次，升降機清查

及監督檢查 2,427場次，災區重建計畫 23場次，協助雇主改善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提升就業意願創造在地工作計畫 23,693 場次，廢

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業專案計畫 48場次，臺鐵、高鐵勞動條件及

職業安全衛生專案檢查計畫 70場次。 

2.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專案檢查違反法令項數計 124,028 項，其中以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者 58,538 項為最多；違反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

者 28,925項居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者 13,120項居三。（詳

見表 2-22） 

 

三、督導設置安全衛生組織及人員情形 

目前檢查機構督導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情形：100人以上工廠已檢

查列管數 2,004 單位，已依規定設置安全衛生組織者 517 單位占 25.80

﹪，100人以上其他事業單位已檢查列管數 3,809單位，已依規定設置安

全衛生組織者 677 單位占 17.77﹪，30 人至 100 人工廠已檢查列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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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6 單位，已依規定設置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者 388 單位占 15.24﹪，30

人至 100人其他事業單位已檢查列管數 4,667單位，已依規定設置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者 495單位占 10.61﹪。（詳見表 2-23） 

 

四、檢查結果處分情形 

凡事業單位違反規定事項者，均經通知限期改善，或予以技術上之輔

導，並予以必要之處分，108 年檢查機構實施勞動條件檢查總受檢場次計

40,466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檢查總受檢場次計 125,798單位，違反勞動基

準法移送主管機關總計 7,323 件次，其中罰鍰處分 7,315 件次，處分率為

18.10﹪，移送司法機關偵辦處分者 8 件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總計

8,619 件次，處分率為 6.85﹪，其中罰鍰處分 6,591 件次，局部停工

1,832 件次，全部停工 2 件次；移送司法機關偵辦處分者 194 件次。（詳

見表 2-1及表 2-15） 

 

參、特定項目檢查情形分析 

一、危險性機械設備之檢查 

危險性機械設備已納入統計者，危險性機械包括：固定式起重機、移

動式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營建用升降機、營建用提升機及吊籠，其檢

查項目有型式檢查、使用檢查、竣工檢查、既有檢查、重新檢查、變更檢

查及定期檢查；危險性設備包括：鍋爐、壓力容器、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及

高壓氣體容器，其檢查項目有分型式檢查、熔接檢查、構造檢查、竣工檢

查、既有檢查、重新檢查、變更檢查及定期檢查。 

108 年起重升降機具檢查 32,127 座次，初查 30,873 座次（其中定期

檢查初查 28,849 座次），複查 1,254 座次，複查率 4.06﹪（其中定期檢

查複查 936座次）。（詳見表 3-2）其中台閩地區檢查 19,660座次（初查

18,861 座次、複查 799 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17,129 座次、複查 573

座次）；臺北市勞檢處檢查 1,382座次（初查 1,330座次、複查 52座次，

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1,062 座次、複查 41 座次）；臺中市政府勞檢處檢查

3,481座次（初查 3,382座次、複查 99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3,20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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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複查 78座次）；高雄市政府勞檢處檢查 7,137座次（初查 6,843座次、

複查 294 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6,293 座次、複查 237 座次）；加工出

口區檢查 128 座次（初查 125 座次、複查 3 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112

座次、複查 3 座次）；新竹科學園區檢查 33 座次（初查 32 座次、複查 1

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31座次、複查 1座次）；中部科學園區檢查 172

座次(初查 171 座次、複查 1 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156 座次、複查 1 座

次)；南部科學園區檢查 134 座次(初查 129 座次、複查 5 次，其中定期檢

查初查 106座次、複查 2座次）。（詳見表 3-2） 

108 年危險性設備實施檢查 73,954 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64,718

座次，複查率 0.94﹪（其中定期檢查複查 532座次）。鍋爐實施檢查 6,944

座次，初查 6,780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5,641座次），複查 164座次，

（其中定期檢查複查 122 座次）；壓力容器實施檢查 30,247 座次，初查

30,020 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26,496 座次），複查 227 座次，（其中

定期檢查複查 176座次）；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實施檢查 32,541座次，初查

32,307 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28,559 座次），複查 234 座次，（其中

定期檢查複查 178座次）；高壓氣體容器實施檢查 4,222座次，初查 4,161

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4,022座次），複查 61座次，（其中定期檢查複

查 56座次）。（詳見表 3-5） 

其中台閩地區檢查 48,430座次（初查 47,954座次、複查 476座次，

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41,849座次、複查 352座次）；臺北市勞檢處檢查 970

座次（初查 961座次、複查 9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892座次、複查 8

座次）；臺中市勞檢處檢查 3,137座次（初查 3,117座次、複查 20座次，

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2,485 座次、複查 17 座次）；高雄市政府勞檢處檢查

18,660 座次（初查 18,509 座次、複查 151 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16,973 座次、複查 129 座次）；加工出口區檢查 607 座次（初查 596 座

次、複查 11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544座次、複查 11座次）；新竹科

學園區檢查 888 座次（初查 881 座次、複查 7 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813座次、複查 7座次）；中部科學園區檢查 518座次（初查 511座次、

複查 7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 478座次、複查 5座次）；南部科學園區

檢查744座次（初查739座次、複查5座次，其中定期檢查初查684座次、

複查 3座次）。（詳見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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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危害作業檢查 

特殊危害作業檢查分有機溶劑作業檢查，粉塵作業檢查，鉛作業檢

查，特定化學物質檢查及缺氧/局限作業檢查等 5種。 

有機溶劑作業檢查、粉塵作業檢查、鉛作業檢查、特定化學物質作業

檢查、缺氧/局限作業檢查項目有：甲類物質之製造許可、防範危害設備

之設置、防範危害設備之構造性能、防範危害設備之管理、防範危害作業

之管理、工作守則、教育訓練、清潔設備及衛生、公告、通告、標示、測

定、特殊健康檢查、防護具、避難設備、儲存與空容器之處理等 17項。 

有機溶劑作業檢查，檢查 1,897場次（初查 1,659場、複查 238場）；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檢查，檢查 1,477場次（初查 1,283場、複查 194場）；

鉛作業檢查，檢查 73場次（初查 61場、複查 12場）；粉塵作業檢查，檢

查 686場次（初查 584場、複查 102場）；缺氧/局限作業檢查，檢查 5,394

場次（初查 4,314場、複查 1,080場）。 (詳見表 4-1至表 4-5)。 

 

三、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 

    依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危險性工作場所非經勞動檢查機構

審查或檢查合格，不得使勞工於該場所作業；違反規定者可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本會依同法第二

十六條第二項訂定「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其中危險性工作

場所需經勞動檢查機構審查合格者包括（依勞動檢查法及施行細則之規

定）： 

(一)從事石油產品之裂解反應，以製造石化基本原料之工作場所。 

(二)使用異氰酸甲酯、氯化氫、氨、甲醛、過氧化氫、吡啶之原料從事

農葯原體合成之工作場所。 

(三)利用氯酸鹽類、過氯酸鹽類、硝酸鹽類、硫、硫化物、磷化物、木

炭粉、金屬粉末及其他原料製造爆竹煙火類物品之爆竹煙火工廠。 

(四)從事以化學物質製造爆炸性物品之火藥類製造工作場所。 

(五)高壓氣體類壓力容器一日之冷凍能力在一百五十公噸以上或處理能

力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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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千立方公尺以上之氧氣、有毒性及可燃性高壓氣體。 

2. 五千立方公尺以上之前款以外之高壓氣體。 

(六)設置傳熱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蒸汽鍋爐之工作場所。 

(七)製造、處置、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之數量達附表二、附表三規定數

量之工作場所。 

(八)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營造工程之工作場所。 

(九)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場所。 

危險性工作場所申請審查檢查件次計 254場次，其中合格者計 238場

次，不合格者 5 場次，審核中 11 場次（為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已受

理尚未核定者）。（詳見表 5-1） 

 

四、礦場檢查 

台灣地區煤礦，因開採甚深，其價值卻因其他能源日廉，已不符其經

濟利益，礦場數因而逐漸減少，由民國 59年的324礦場數減少至個位數，

而其分佈大部份在北部地區。 

（一）勞動條件檢查： 

礦場勞動條件檢查共實施 17場次，其中初查15場次，複查 2場次。 

（二）衛生檢查： 

礦場衛生檢查共實施 94場次，其中初查 91場次，複查 3場次。 

（三）安全檢查：（經濟部礦務局） 

礦場安全檢查共實施 638 礦次。其中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588 礦

次，砂、石及黏土採取業 0礦次，石油天然氣礦業 50礦次。（詳見

表 6-1） 

 

肆、職業災害月報表統計分析 

勞工職業災害統計為衡量事業單位勞動力損失及安全衛生工作績效之重要

評價基準，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51條均有明確規定，由事

業單位每月將災害情況陳報檢查機構，彙轉中央主管機關統計分析，66 年指定

30 人以上之工廠及礦場等，藉以掌握事業單位推行安全衛生概況，供訂定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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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方針參考，以減少職業災害，提高勞動生產力；91年放寬修正指定為 50人

以上之事業，或未滿 50 人之事業，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經檢查機構函知者，事

業單位仍應依同法第 37條第 1項辦理職業災害調查分析統計。 

災害陳報內容包括僱用勞工人數（月平均）、總計工作日數（工作天）、總

經歷工時（小時）失能傷害次數（次）、失能傷害頻率、死亡（人）數、永久全

失能（人）數，永久部份失能（次）數、暫時全失能（次）數，總計損失日數（日）、

失能傷害嚴重率及災害類型與媒介物、受傷部位等。 

關於受傷部位分類計有：頭、臉顏、頸、肩、鎖骨、上膊、肘、前膊、

腕、胸、肋骨、背、手、指、腹、臀、鼠蹊、股、膝、腿、足、內臟、全身及

其他等 24項。 

關於災害類型計分有：墜落、滾落，跌倒，衝撞，物體飛落，物體倒塌崩

塌，被撞，被夾、被捲，被切、割、擦傷，踩踏，溺斃，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感電，爆炸，物體破裂，火災，不當動作，無法歸類者，

公路交通事故、鐵路交通事故，船舶航空器交通事故，其他交通事故等 23項。 

媒介物分類有：原動機、動力傳導裝置、木材加工用機械、營運用機械、

一般動力機械、起重機械、動力搬運機械、交通工具、壓力容器類、化學設

備、熔接設備、爐窯等、電氣設備、人力機械工具、用具、其他設備、營建物

及施工設備、危險物有害物、材料、運搬物體、環境、其他媒介物、無媒介物

及不能分類等。 

108 年勞工職業災害陳報事業單位 21,768 家，月平均僱用勞工 4,509,338

人，其總計工作日數為 1,103,867,440日，其總經歷工時為 8,934,375,509時，

失能傷害次數為 11,318 次，其中死亡 93 人，永久全失能 6 人，永久部分失能

199人，暫時全失能 11,020次，總計損失日數為 894,157日。（詳見表 8-1） 

 

一、一般概況 

（一）各業職業災害失能傷害頻率： 

108 年職業災害各行業平均失能傷害頻率為 1.26。各業失能傷害頻率

中，以住宿及餐飲業為最高 3.26。陳報事業單位數為 1,584家，僅占全部

陳報事業單位 7.28﹪，僱用勞工人數 179,219 人，總計工作日數

44,215,333 日，總經歷工時為 346,387,805 小時，失能傷害次數 1,132

次，總計損失工作日數 22,674 日。各行業依次為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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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3.22，農、林、漁、牧業為 2.92，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為 2.83，公

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為 2.59，不動產業為 2.31，運輸及倉儲業

為 1.94，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為 1.42，製造業為 1.29，批發及零售業為

1.27，其他服務業為 1.09，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為 1.09，支援服務

業為 0.99，營造業為 0.98，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為 0.49，金融及保

險業為 0.46，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38，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為 0.35，教育

服務業 0.19。（詳見表 8-1） 

製造業中以橡膠製品製造業為最高 2.68。陳報事業單位數為 150家，僅占

全部陳報事業單位 0.69﹪，僱用勞工人數 28,786 人，總計工作日數

7,158,915日，總經歷工時為 59,282,383小時，失能傷害次數 159次，總

計損失工作日數 15,591 日。其次為食品製造業 2.31，木竹製品製造業

2.17,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09，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2.05，藥

品製造業 1.99，家具製造業 1.90，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85，金屬

製品製造業 1.81，飲料製造業 1.72，基本金屬製造業 1.62，紡織業

1.59，其他製造業 1.52，塑膠製品製造業 1.49，電力設備製造業 1.40，

機械設備製造業 1.40。（詳見表 8-1） 

其計算採用公式： 

 

                         失能傷害次數×106 

        失能傷害頻率＝───────────   （取小數點二位） 

                            總經歷工時 

（二）各業職業災害失能傷害嚴重率 

108 年各行業平均失能傷害嚴重率為 100，以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之失

能傷害嚴重率 1, 738為最高。其次為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571，

農、林、漁、牧業 519，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487，紙漿、紙及紙製品

製造業 400，營造業 389，化學材料製造業 375，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15，

化學製品製造業 302，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269。（詳見表 8-1） 

     其計算採用公式： 

                          總計損失日數×106 

        失能傷害嚴重率＝──────────   （取整數） 

                            總經歷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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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災害統計各業災害類型分析 

（一） 農、林、漁、牧業主要之災害類型為跌倒、墜落滾落、被夾被捲、被

切、割、擦傷、衝撞、其他、與高溫、低溫之接觸、公路交通事故、被

撞等。 

（二）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主要之災害類型為跌倒、墜落、滾落、物體倒塌崩

塌、被切、割、擦傷等。 

（三） 製造業：就失能傷害頻率較高之行業說明如下（詳見表 8-1、表 8-2）： 

 

業      別 
 

主  要  災  害  類  型 

橡膠製品製造業 

被夾被捲、被切、割、擦傷、其他、跌倒、被撞、衝撞、物體飛落、

不當動作、物體倒塌崩塌、與高溫低溫之接觸、墜落滾落、與有害

物等之接觸、火災、感電、公路交通事故、其他等。 

食品製造業 

跌倒、被夾被捲、被切、割、擦傷、與高溫低溫之接觸、被撞、墜

落滾落、不當動作、衝撞、其他、物體倒塌崩塌、物體飛落、踩踏、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公路交通事故、感電等。 

木竹製品製造業 
被夾被捲、被切、割、擦傷、跌倒、墜落滾落、被撞、與高溫低溫

之接觸等。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

造業 

被切、割、擦傷、被夾被捲、跌倒、墜落滾落、物體飛落、被撞、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其他、不當動作、物體倒塌崩塌、衝撞、其他、

踩踏、感電、物體破裂等。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業 

被夾被捲、被切、割、擦傷、跌倒、不當動作、被撞、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崩塌、墜落滾落、與高溫低溫之接觸、衝撞、踩踏等。 

（四）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主要之災害類型為被夾被捲、感電、公路交通事

故、墜落滾落、跌倒、物體飛落、溺斃、與高溫低溫之接觸、物體倒塌

崩塌、被撞、被切、割、擦傷、物體破裂等。 

（五）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主要之災害類型為跌倒、被切、割、擦傷、其

他、被撞、被夾被捲、不當動作、公路交通事故、墜落滾落、物體飛落、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等。 

（六） 營造業：主要之災害類型為墜落滾落、被夾被捲、跌倒、被切、割、擦

傷、被撞、公路交通事故、物體飛落、物體倒塌崩塌、其他、與高溫低

溫之接觸、衝撞、踩踏、感電、爆炸等。 

（七） 運輸及倉儲業：主要之災害類型為跌倒、公路交通事故、其他、不當動

作、被撞、墜落滾落、衝撞、被夾被捲、物體飛落、被切、割、擦傷、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物體倒塌崩塌、踩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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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全產業：主要災害類型為跌倒占 23.04﹪，被切、割、擦傷占 13.95﹪，

被夾被捲占 12.55﹪，其他占 7.37﹪，不當動作占 5.72﹪，被撞占 6.70

﹪，公路交通事故占 5.69%，與高溫、低溫之接觸占 4.59﹪。（詳見表

8-2） 

三、行業別與媒介物關係分析 

全產業之媒介物以其他媒介物最高占 15.97﹪、其次為裝卸搬運機械

之交通工具占 13.91%、環境占 11.12%、營建物及施工設備占 7.09%、一般

動力機械占 7.02%、材料占 6.71%、不能分類占 6.30%、無媒介物占

5.73%、用具占 4.58%、動力搬運機械占 4.52%、人力機械工具占 3.10%、

動力傳導裝置占 2.93%。（詳見表 8-3） 

（一） 農、林、漁、牧業：主要媒介物為不能分類、其他媒介物、環境、

無媒介物、裝卸搬運機械之交通工具、營建物及施工設備、材料、

電氣設備、人力機械工具、用具等。 

（二）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主要媒介物為環境、一般動力機械、裝卸搬運

機械之交通工具、用具、無媒介物、不能分類等。 

（三） 製造業之媒介物關係茲以傷害次數較高者依序說明如下： 

 

   業             別    主      要      媒      介      物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其他媒介物、環境、營建物及施工設備、一般動力機械、其

他設備、材料、不能分類、危險物有害物、用具等。 

金屬製品製造業 

一般動力機械、材料、環境、人力機械工具、其他媒介物、

危險物有害物、其他設備、動力傳導裝置、用具、動力搬運

機械等。 

食品製造業 

環境、動力搬運機械、營建物及施工設備、一般動力機械、

其他媒介物、動力傳導裝置、人力機械工具、裝卸搬運機械

之交通工具等。 

機械設備製造業 

一般動力機械、材料、人力機械工具、動力傳導裝置、用具

環境、不能分類、營建物及施工設備、裝卸搬運機械之交通

工具、動力搬運機械、其他媒介物等。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 

一般動力機械、不能分類、動力傳導裝置、其他媒介物、動

力搬運機械、人力機械工具、用具、環境、裝卸搬運機械之

交通工具、材料、營建物及施工設備等。 

塑膠製品製造業 

一般動力機械、動力傳導裝置、動力搬運機械、人力機械工

具、用具、其他設備、材料、環境、其他媒介物、不能分類、

其他設備、營建物及施工設備、起重機械、壓力容器等。 

基本金屬製造業 

一般動力機械、其他媒介物、裝卸搬運機械之交通工具、環

境、營建物及施工設備、用具、材料、人力機械工具、動力

傳導裝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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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主要之媒介物為電氣設備、裝卸搬運機械之交

通工具、營建物及施工設備、材料、環境、裝卸搬運機械之起重機

械、壓力容器、其他媒介物等。 

（五）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主要之媒介物為裝卸搬運機械之交通工

具、環境、材料、其他媒介物、不能分類、裝卸搬運機械之動力搬運

機械、營建物及施工設備等。 

（六） 營造業：主要之媒介物為營建物及施工設備、材料、裝卸搬運機械之

起重機械、環境、用具、裝卸搬運機械之動力搬運機械等。 

（七） 運輸及倉儲業：主要之媒介物為裝卸搬運機械之交通工具、其他媒介

物、環境、無媒介物、裝卸搬運機械之動力搬運機械、營建物及施工

設備等。 

 

四、災害類型與媒介物關係分析（製造業） 

108 年製造業全年就災害類型比較，以被夾被捲占 22.94﹪為最高，

其次為跌倒占 17.66﹪，被切、割、擦傷占 16.52﹪，被撞占 6.17﹪，其

他占 5.88﹪，不當動作占 5.37﹪。（詳見表 8-5）茲就災害次數較高之災

害類型與媒介物之關係分析如下： 

 

     災 害 類 型 主     要     媒     介     物 

被夾、被捲 
一般動力機械、動力傳導裝置、動力搬運機械、其他設備、材料、

其他媒介物、用具、環境等。 

跌    倒 
環境、營建物及施工設備、其他媒介物、無媒介物、不能分類、裝

卸搬運機械之交通工具、用具、材料、一般動力機械等。 

被切、割、擦傷 
一般動力機械、材料、人力機械工具、其他媒介物、環境、用具、

其他設備、不能分類、動力傳導裝置等。 

被    撞 
動力搬運機械、裝卸搬運機械之交通工具、一般動力機械、人力機

械工具、用具、其他設備、材料、其他媒介物等。 

其    他 
其他媒介物、一般動力機械、環境、材料、不能分類、無媒介物、

人力機械工具、動力搬運機械、裝卸搬運機械之交通工具等。 

不當動作 
一般動力機械，運搬物體，其他媒介物，材料，無媒介物，環境，

不能分類，用具等。 

 

五、災害類型與受傷部位關係分析（製造業） 

108年製造業中受傷部位最高者為指占 23.33﹪，手占 16.64﹪，足占

13.24﹪，頭占 7.08﹪，腿占 6.04﹪，其他占 4.61﹪，膝占 4.01﹪。（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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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 8-7）茲就災害類型比率較高者與受傷部位分析說明如下： 

 

   災   害   類   型 受      傷      部      位 

被夾、被捲 指、手、足、前膊、腕、肘、腿、上膊等。 

跌    倒 足、膝、手、頭、腿、臀、肘、腕、其他等。 

被切、割、擦傷 指、手、腿、足、臉顏、其他、腕、頭、前膊等。 

被    撞 足、頭、腿、指、膝、手、臉顏、肘、胸等。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指、足、臉顏、手、胸、前膊、腿、背等。 

不當動作 指、足、手、其他、背、頭、腿、臉顏等。 

  

六、行業別與受傷部位分析 

    由於全產業中係以製造業為主，受傷部位情形略同前節。茲就災害次

數較高者之業別與受傷部位之關係分析如下。（詳見表 8-8） 

 

        業    別 受   傷   部   位 

運輸及倉儲業 足、手、膝、腿、指、頭、肘、其他、背、肩等。 

住宿及餐飲業 手、指、足、腿、頭、膝、其他、臉顏、背等。 

批發及零售業 指、足、手、腿、頭、膝、其他、肘等。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指、足、手、頭、其他、膝、腿、臉顏、背等。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手、指、足、膝、其他、頭、臉顏、腿、肩、背等。 

金屬製品製造業 指、手、足、腿、其他、頭、臉顏、膝、肘等。 

支援服務業 足、膝，腿、手、指、頭、背、臉顏、其他等。 

食品製造業 指、手、足、頭、腿、背、其他、肘、臉顏、腕等。 

 

伍、補充說明： 

我國職業災害統計資料主要有下列三項來源：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死亡 1 人以

上、受傷3人以上或受傷人數 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者依該條文規定，雇主

應於 8 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勞動檢查機構對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

傷之災害應即實施災害檢查並作成報告。 

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8 條：該條文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包

括僱用勞工人數在 50 人以上者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並經檢查機構函

告者，由各檢查機構稽催轄內之事業單位按月陳報（96 年度起改採網路申

報，以節省行政成本）；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月報表之陳報，主要目的係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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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抽樣調查的方式，獲取更進一步之災害資訊，以推估各業之職災發生情

形，包括失能傷害次數、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以及災害類型

與媒介物、受傷部位等，此一指標並可衡量事業單位勞動力損失及作為安

全衛生工作績效之重要評價基準。惟各事業單位對於職業災害之陳報，因

50 人以下小規模事業單位之抽樣家數有限，以此計算出之數據精確度似稍

有不足。 

三、依據勞工保險條例職業災害給付資料統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職業災害傷

病、失能、死亡申請給付資料之統計數據雖能精確反應職業災害給付情

形，惟勞工保險條例以僱用 5 人以上之產業勞工、公司行號勞工及漁民、

參加職業工會之自營者、不得參加公保之政府機關員工等為適用對象，其

係以災害給付為主要目的，而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於各業，係以規範勞動

場所災害預防責任為主要目的，故兩者適用範圍不同，適用勞工人數亦不

同，另其計算方法，在勞保部分係以當年辦理給付為準，與前二者職業災

害統計以職業災害發生時間，並不相同，故統計結果自有其差異性。 

    以 108 年為例，108 年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之重大職業

災害案件，勞工計死亡 314 人，如依勞工保險職業災害死亡給付資料顯

示，則有 240人（不含交通事故及職業病），其間之差異如上所述。另為確

實掌握重大職業災害案件，勞動部職安署已採取將勞保局核發職業災害死

亡給付而事業單位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陳報當地勞動檢查機構之案

件，函轉各勞動檢查機構查處，以減少事業單位發生職災死亡事故卻隠匿

不報之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