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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回首 2018 年，是職業安全衛生挑戰的一年，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國際標準 ISO 45001 的發布、離岸風電等新興能源與協同機械人發展所衍生

的危害預防、社會少子化及高齡化趨勢及近年來針對勞工身心壓力與職災勞

工保護等，均為社會普遍關注的議題，如何持續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強

化職場安全管理，提升企業與國家競爭力，對本署及企業來說，是亟需處理

的問題。

為了迎接新興挑戰，本署在 2018 年推動諸多重要施政計畫，包含 330

減災策略，設定3年內減少職業災害30%的目標，並採行各項多元防災措施;

與經濟部合作將 ISO 45001 轉化為國家標準 CNS 45001，並持續推動我國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TOSHMS)；發布「協同作業機械人安全評估報告要

點」，要求雇主使用協同機器人時，應採取必要預防設備及措施；對於離岸

風力發電之設計及施工，要求廠商應從源頭控制其危害與風險；逐步擴大勞

工身心健康保護機制，強化事業單位落實過勞、職場暴力及肌肉骨骼危害預

防等；在危害暴露評估方面，針對不同企業規模及風險，導入分級管理與多

元暴露評估工具，強化作業環境監測及評估管理成效。在協助職災勞工方面，

除主動關懷及慰問職災勞工及家庭，健全職業傷病防治網絡服務外，並配合

勞動部推動職災保險單獨立法，提升職災給付保障，積極建構職災重建體系，

協助職災勞工重返職場。

署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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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在各界的努力下，2018 年整體職業災害千人

率已降至 2.612，創歷史新低，但與英國、日本及美國等先進國家比較仍有

努力空間。另面對工業 4.0 及綠能科技等衍生之新危害，以及如何透過 AI 技

術及數據分析，應用於職場安全衛生管理及勞工身心健康保護等，本署除已

研提「建構智慧化產業安全衛生監督管理機制中長程個案計畫」，積極改善

職場工作環境及防範職業災害的發生外，未來亦將持續與各界共同努力及合

作，讓我國職場安全衛生工作做得更加周全，所有勞工朋友在更有尊嚴、更

安全健康的友善環境下工作。

署長序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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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職編制及任務

政策與組織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成立於 2014 年 2 月 17 日，係將原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主管勞工安全衛生法規政策之勞工安全衛生處、規劃執行勞動法令監督

檢查之勞工檢查處與北區、中區、南區勞動檢查所，以及主管職業災害勞工

補助與重建業務之勞工保險局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室整併而成。本署隸屬於勞

動部，設有署長 1 人綜理署務，下置副署長 2 人及主任秘書 1 人，並按任務

需求設有 3個業務組、3個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派出單位 )及 5個行政單位。

本署組織圖如下，共設 26 科，編制員額 334 人，預算員額 304 人。

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圖

署 長

副署長

秘書室

主計室

人事室

政風室

資訊室

南
區
職
業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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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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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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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區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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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區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中
心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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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組

職
業
安
全
組

綜
合
規
劃
及
職
業
衛
生
組

主任秘書

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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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組織

本署主要任務為規劃與執行職業安全衛生、勞動監督檢查、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相關業務，掌理事項扼要說明如下：

(一 )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規劃與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廢止及解釋。

(二 ) 勞動檢查政策規劃與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廢止及解釋。

(三 )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政策規劃與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廢止及解釋 。 

( 四 ) 職業安全衛生制度之規劃、推動及管理。

(五 ) 職業安全衛生與勞動條件檢查之推動、執行及監督。

(六 ) 勞工健康促進、職業病調查與鑑定、職業傷病防治之推動及管理。 

( 七 ) 職業災害預防、職業災害勞工補助與重建之推動監督及管理。

(八 ) 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勞動檢查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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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與目標

為達到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職業安

全衛生相關公約之要求，本署朝向讓人人享有安全健康、尊嚴勞動之工作環

境、健全職業災害勞工診斷、補償與重建之服務，以確保安全健康勞動力，

促進國家競爭力為願景。

2018 年本署秉持勞動部「安穩工作」、「安心職場」及「安全勞動」之

3 安政策，其中對於「安全勞動」持續擬定及執行相關降低職業災害策略、

計畫，並強化推動勞工健康服務制度，化學品危害管理機制，機械、設備或

器具輸入管制，以及高風險事業檢查及監督輔導等措施，讓勞工能安穩工作、

安心打拼，營造勞雇雙贏的勞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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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計畫

署徽意涵

本署署徽 LOGO 設計理念是以

人為本，追求職場零災害目標，藉循

環持續改進，確保職場人人安全與健

康。同時以「正 A字體」展現本署穩

定支撐國內職業安全衛生(斜體 SH)

發展之理念。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

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條件相關法令實施計畫

北、中、南區勞工健康服務專案輔導計畫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暨診治網絡計畫

3K產業工作環境輔導轉型計畫

提升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水準中長程計畫

智慧化產業安全
衛生中長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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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PART

1 提升勞動監督
檢查效能

國際人權公約與國際勞工公約，將勞工生命健康權

視為基本人權，先進國家更將職業病預防列為施政優先

議題予以推動。為落實我國人權保障，本署依《勞動檢

查法》、《勞動基準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

規定，在有限的檢查人力下，各勞動檢查機構依企業規

模及風險程度等採取分級管理策略，近 10 年來，我國

職業災害千人率已有逐年降低趨勢，而 2018 年整體職

業災害千人率為 2.612，達歷史新低。鑑於勞工生命健

康無價，人生無法重來，本署每年依勞動條件現況、

安全衛生條件及職業災害情況等，訂定年度勞動檢查方

針，並運用多元化策略工具持續降低職業災害，保障勞

工基本權益，確保安全健康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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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預防策略

為持續降低職業災害及保障勞工作業安全，本署訂定「全國職場減災精

進策略 ( 簡稱 330 減災策略 )」，預計 3 年內 (2018 年至 2020 年 ) 將勞工保

險職業災害千人率較 2014 年至 2016 年之平均值 3.199 降低 30%( 每年降

低 10%)，2018 年職業災害千人率已降為 2.612，降幅達 18.3%( 相當於減少

5,901 人次職業災害 )，並設定 2020 年降至 2.239 以下。

為達成職業災害千人率降幅 30% 之績效目標，降低職業傷病發生為首要

努力方向，重點業別或對象鎖定營造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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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消減之災害類型則優先聚焦被夾被捲、

被刺割擦傷、跌倒、墜落、滾落等危害。

330減災策略係透過加強監督檢查效能、提升輔導改善及自主管理機制、

落實防災教育訓練、擴大宣導行銷量能、整合跨機關資源、健全法規制度等

面向，對事業單位採風險分級管理，運用監督檢查、輔導、宣導等多元工具，

整合政府相關資源，發揮最大減災效能，以達成策略目標，主要工作事項詳

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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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提升勞動監督檢查效能

圖 1-1   330 減災策略主要工作事項

健全
法規制度

▶ 健全法規制度
•研討安全衛生指引
•降災納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規
•機械設備源頭管理查核等

▶ 監督檢查
•重點業別列管查核
•公共工程施工安全查核
•精準檢查、動態稽查等

▶ 輔導及自主改善
•製程安全評估及營造工法精進
•締結安全健康伙伴
•提升勞工健康服務等

▶ 防災教育訓練
•弱勢族群教育訓練
•職安卡制度
•虛擬實境安全衛生教材等

▶ 擴大宣導行銷
•績優單位及人員表揚
•建立工安文化
•安全健康促進活動等

整合跨機關
防災資源

擴大
宣導行銷

防災
教育訓練

輔導及
自主改善

監督
檢查

330
減災策略

▶ 整合跨機關防災資源
•推動政府機關職安衛業務績效評核
•各級學校職業衛生通識教育課程
•整合地方政府安全衛生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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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監督檢查策略

強化勞動檢查授權及分工

鑑於 2013 年美國發布各國人權報告指出，我國勞動檢查人力不足，且

勞動條件情況不甚理想，為因應社會各界關切勞動檢查人力需求，勞動部積

極向行政院爭取並獲核定，補助地方政府增聘 325 名勞動條件檢查人力；此

外，因應《職業安全衛生法》擴大適用範圍至各業，且新增源頭管理、勞工

身心健康保護等繁重業務，行政院同意再增 177 名安全衛生檢查人力 ( 分別

核給本署三區職安中心及補助直轄市勞檢處 )，使全國檢查員編制達 1,000

人，大幅改善我國勞動檢查人力不足之窘境，有效提升我國人權形象。

現行我國勞動檢查業務採專業分工機制，以中央專責安全衛生、地方專

責勞動條件為原則 ( 如圖 1-2)，安全衛生檢查目前除本署三區職業安全衛生

圖 1-2   勞動檢查體系

授權

地 方

各地方政府 本署
(北、中、南區 )
職安中心

直轄市勞檢處

經加區管理處

科學園區管理局

中 央

勞動條件 安全衛生

勞動檢查業務

專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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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勞動監督檢查效能

中心執行外，另由勞動部授權各直轄市政府或有關機關辦理，其中臺北市及

高雄市已獲完整授權辦理轄內勞動檢查業務，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及臺

南市囿於人力及經費等因素，採分階段授權，勞動部將依規劃期程給予必要

之協助，以儘速完成完整授權各直轄市辦理勞動檢查業務之政策目標。

勞動條件檢查與宣導並重

《勞動基準法》於 2016 年 12 月 21 日進行一例一休修正後，為因應勞

資雙方之需求，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完成二次修正，新增多項須經工會或勞

資會議同意之工時、休假之彈性調整措施。本署以「檢查與宣導並行」及「加

強過勞預防」為年度策略主軸，對於資源有限之中小企業，經檢查後具改善

意願，或對於有適法之困難、欲了解新修法令之事業單位，均提供必要之輔

導協助。另對影響層面廣泛或涉及公共安全之業別加強規劃年度專案檢查，

並就高工時、勞動條件不佳及過勞高風險行業，會同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實施跨部會聯合稽查。

2018 年 實 施 勞

動條件監督檢查為

67,005 廠次，處分率

13.23%，並實施勞動

條件宣導 770 場次，

輔導 2,597 場次。

許銘春部長率隊關心餐飲業勞工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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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風險分級管理

在檢查人力有限情況下，勞動檢查機構係依企業規模及風險程度等採取

分級管理策略 ( 如圖 1-3)，採行宣導、輔導、檢查、協助、跨機關合作及文

化促進等多元策略工具，以提升產業安全衛生水準，做法如下：

( 一 ) 績優企業：以自主管理制度之訪查監督機制為主，並辦理輔導、

觀摩、分享學習等活動，協助安全衛生績優單位邁向

標竿企業。

( 二 ) 高風險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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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追蹤改善情形，落實法令規定。

( 三 ) 中小企業：提供教育訓練、參訪、輔導、諮詢及觀摩等協助，並

透過安衛家族、促進會及大廠帶小廠等服務資源，提

升其安全衛生管理水準。

圖 1-3   依企業規模及風險之分級管理策略

績優企業

高風險事業 中小企業

自主管理制度
以訪查監督為主

優先實施檢查
並追蹤改善情形

提供教育訓練
輔導諮詢及觀摩
提升安全衛生
管理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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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勞動監督檢查效能

2018 年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 121,613 廠次，處分率 7.91%，並

實施職業安全衛生宣導 1,013 場次，輔導 6,162 場次。

《職業安全衛生法》於 2014 年 7 月全面施行後，本署即爭取「提升我

國職業安全衛生水準中長程計畫」，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各項勞工身心

健康及母性保護工作，提升職場安全保障及與國際發展趨勢接軌，建置機械

設備器具安全源頭管理及化學品暴露危害管理制度，並針對高風險作業採取

各種減災作為，使我國職業災害千人率趨勢逐年降低 (如圖 1-4)。

圖 1-4   我國職業災害千人率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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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強化職場安全
管理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作業安全，本署2018

年採取宣導、輔導、檢查及補助等多元防災作為，針對

高風險事業加強安全管理，發展製程安全技術工具，辦

理製程改善輔導及補助，並精進營造工程安全管理，依

政府資訊公開法訂定相關作業要點，公布優良單位及職

業災害地圖，便於民眾查詢；持續辦理危險性機械設備

檢查及落實機械設備源頭管理；輔導中小企業改善工作

環境，印製及發送危害預防宣導資料，並辦理臨廠輔導

及專案輔導，有效宣導至中小企業之工作場所；推動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Taiw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TOSHMS) 及成立三

區促進會，由促進會會員組成輔導團隊，協助會員廠強

化其管理系統。另因應工業 4.0 及綠能科技產業，修正

相關法令與發布配合之行政指導，建立技術平台及辦理

技術交流，以精進勞動監督管理能力及提升事業單位自

主管理，有效強化職場安全，降低職業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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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事業安全管理

推動高危害製程安全管理

為協助事業單位落實製程安全管理，2018 年辦理「高風險事業單位製程

安全資料庫與評估技術建置計畫」，建置製程安全管理說明手冊、中小企業

實施製程安全管理指引、製程安全管理程序文件參考例、機械完整性技術手

冊、製程安全績效指標參考例、事故與預防對策影片、高危害性反應之熱與

化學安定性數據資料及反應組合之不相容性列表等技術工具及資訊，並建立

製程安全管理資訊應用與

交流網站，置放前述開發

之技術工具及資訊，並設

討論交流平台，增進事業

單位製程安全管理資訊之

蒐集、交流與應用，強化

製程安全管理知能。
 事業單位製程安全管理臨廠輔導

製程安全管理資訊應用與交流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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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推動高危害製程安全管理，本署 2018 年推動「高風險事業單位

製程安全資料庫與評估技術建置計畫」及「石化及使用化學品工廠製程安全

管理輔導計畫」，辦理事業單位製程安全臨廠輔導、集體輔導及專業輔導共

78 場次，協助具火災爆炸高風險事業單位實施製程安全評估，落實製程安全

自主管理，提升工作場所安全；辦理製程安全管理宣導會 3 場次、教育訓練

10 場次、示範觀摩會 2 場次及成果發表會 1 場次，協助事業單位提升製程安

全管理知能，以確保製程安全，避免發生重大事故。

另本署訂定發布「補助事業單位改善製程安全作業要點」，2018 年計補

助8家事業單位藉由製程安全評估改善製程安全設施，補助金額約311萬元，

促進產業投入金額約 2,599 萬元。

馬達泵浦組改善案例，根絕軸封異常洩漏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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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營造工程安全管理

要求事業單位於危險性丁類營造工程工作場所作業前，應辦理施工安全

評估及送勞動檢查機構審查，2018 年各勞動檢查機構受理危險性丁類工作場

所審查案件共計 188 件，並實施監督檢查共計 4,629 場次；另勞動檢查機構

針對列管中型工程（2017 年 12 月 1 日修正「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

法」第 2 條前之危險性丁類工作場所審查範圍）增加監督 / 檢查頻率，每工

地每月實施監督 /檢查 1次。

為落實營造業職業災害防治工作，提升從業人員安全知能，自 2010 年

起已研發出版建築工程、橋梁工程、隧道工程、道路工程、管道工程、水利

工程及大地工程等各類營造業施工安全技術教材叢書共計 31 冊，除提供營

造業從業人員於辦理工程設計、施工規劃、施工管理等過程參考運用，提升

施工安全管理能力外，亦提供作為大專院校營建相關科系課程參考教材。

本署 2018 年更編撰完成「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及「營造

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解說手冊」，並辦理 4 場次各勞動檢查機構之勞

動檢查員施工風險評估教育訓練，強化其施工風險管理能力，培訓推廣施工

風險評估技術之師

資，輔導轄區營造工

地參照該指引內容，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

法 》 第 5 條 第 2 項

等規定之施工風險評

估，防止工程施工時

發生職業災害。

營造業施工安全技術教材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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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屬重大職業災害風險較高之行業，本署為降低營造業職業災害，

自 2014 年成立後，積極採取各項防災策略，已使營造業勞工職業災害千人

率呈持續下降趨勢，其中公共工程特規劃「加強公共工程安全衛生宣導、檢

查及輔導計畫」，列管重大工程加強檢查、監督及輔導，並與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跨機關合作將重大職業災害廠商資料，納入工程評選參考，及辦理

優良公共工程、人員選拔，提升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水準等多元減災策

略，公共工程職業災害死亡人數從 2009 年 49 人，減至 2018 年 28 人 ( 如圖

2-1)，降幅達 51%。

圖 2-1 歷年公共工程職業災害死亡人數統計圖

橋梁工程模板支撐圖 廠房工程施工架搭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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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建立優良職業安全衛生案件及重大職業災害案件之資訊公開機

制，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設置職安衛卓越網及重大職業災害公開網

( 如圖 2-2)，迄 2018 年底，瀏覽人次已達 60,000 次，提升施工安全衛生管

理水準，督促業主與事業單位落實職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

圖 2-2   職安衛優良及重大職業災害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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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安全管理

加強危險性機械設備監督管理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6 條規定，一定容量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

移動式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營建用升降機、營建用提升機、吊籠、鍋爐、

壓力容器、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及高壓氣體容器等危險性機械及設備，非經勞

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其使

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至 2018 年 12 月 31

圖 2-3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設置座數統計

圖 2-4   代檢機構歷年檢查座數統計

日止，全國共計設

置 111,241 座，

2018 年各種危險

性機械及設備設置

數統計如圖 2-3。

2018年指定之

代行檢查機構，於

北、中、南區分別

為中華鍋爐協會、

中華產業機械設備

協會及中華民國工

業安全衛生協會，

共檢查 106,669 座

次，歷年檢查座次

統計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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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檢員實施高壓氣體容器厚度量測

推行機械設備器具源頭管理

為落實職場工作者作業安全，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7 條規定，自

2015 年起推動「機械、設備或器具資訊申報登錄制度」，製造者或輸入者對

於 10 種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符合安全標準者，應於資訊申報網站登錄

及於本體張貼安全標示，2018 年 7月起依同法第 8條規定，推動「機械、設

備或器具型式驗證制度」，國內產製或國外輸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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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落實前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源頭安全管理目的，2018 年辦理 581

家廠商所提6,133申報登錄案件之審查 (如表 2-1)，執行 320家廠商之1,121

項指定機械設備清查與抽檢，實施 86 家 3 高事業單位臨廠輔導，專案輔導

73家次，辦理機械設備及作業方式之風險評估共 141 型，並補助 4家高風險

製造業事業單位建置自動化安全產線，總計補助金額約 613 萬元，協助高風

險、高職業災害、高違規之事業單位導入機械本質安全設計，從源頭消弭危

害因子，促進產業投入金額約 2,10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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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衝剪機械型式檢定

表 2-1 2018 年機械設備器具申報登錄及驗證之廠商家數與各類之數量統計

機械、設備
或器具種類

登錄 /驗證
廠商家數

登錄 /驗證
筆數

先行放
行筆數

免申報登錄
/驗證筆數 備註

動力衝剪機械 67 73 43 11

申報登錄
安全資訊
及張貼
安全標示

手推刨床 6 8 1 6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18 12 2 38

動力堆高機 124 5,179 - -
研磨機 97 75 38 39
研磨輪 46 46 19 25

防爆電氣設備 212 721 11 25
動力衝剪機械之
光電式安全裝置 3 8 - -

交流電焊機用自
動電擊防止裝置 8 11 實施型式驗證合格

及張貼合格標章

合     計 581 6,133 11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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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安全管理

提升產業智慧化安全管理

鑑於智慧科技發展趨勢及人口老化產生之就業人口遞減壓力，行政院積

極推動各項方案，促使產業智慧化，其中工業用機器人之應用為發展重點，

而人、機共同作業之協同作業機器人為產業智慧化趨勢，並廣泛應用於半導

體、印刷電路板、電子組裝、工具機及汽車等產業。

為因應人、機協同作業之趨勢及可能衍生之危害，工業用機器人危害預

防標準於 2018 年 2 月 14 日修正發布，增列雇主使用協同作業之機器人時，

應符合國家標準CNS 14490 系列、國際標準 ISO 10218 系列或與其同等標準

之規定，並就相關資料實施安全評估及製作評估報告留存。另為協助事業單

位依規定實施安全評估及製作安全評估報告，於同年 3月 27日訂定發布「協

同作業機器人作業安全評估要點」，規定安全評估細項內容，本署亦編撰「協

同作業機器人安全評估報告參考手冊」，供事業單位參考，以確保勞工作業

安全，避免發生捲夾、被撞等職業災害。

離岸風力發電風場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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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離岸風電作業安全強化作為

「5+2」產業創新計畫是政府為臺灣經濟與產業結構轉型所規劃之重大

施政計畫，離岸風力發電為其中之重點項目，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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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我國離岸風力發電發展及衍生作業危害，本署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邀集經濟部、交通部、離岸風場開發商及相關專家學者成立「離岸風電作

業安全跨部會技術平台」，召開跨部會技術平台會議共 3 次，並於同年 11

月7日邀請國外離岸風電安全專家辦理技術交流研討會，同時依據國內法規、

國際標準及開發商施工經驗，訂定「離岸風電海域作業安全指引」及「離岸

風電事業單位提供監督檢查之必要資料參考手冊」，供各離岸風場開發商據

以執行，督促其落實自主查核及風險評估。

離岸風電示意圖

路上變電站 上岸併接點 離岸變電站
風力機

機間陣列電纜
輸出電纜陸上電纜輸配電塔

套管
基礎

單樁
基礎

三樁
基礎

套管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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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發生職業災害比例偏高，為協助其改善工作環境，2018 年推動

「補助地方政府參與推動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補助各地方政

府僱用 34 名安全衛生專責工程師，並招募在地業界或已退休的工安達人共

370 名籌組輔導團，就近對中小企業實施「到府輔導」達 15,742 場次及辦理

455 場次宣導活動。此外，透過在地工安績優企業成立 12 個安衛家族，計有

253 家中小事業單位參與，以大廠帶小廠經驗傳承，推動集合式輔導，定期

中小企業防災實務講習

中小企業工作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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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集當地中小企業辦理防災實務講習、訪視觀摩及技術指導等活動，改善工

作環境安全衛生。自 2016 年至 2018 年共籌組了 42 個安全衛生家族，受輔

導之安全衛生家族當年度較輔導前 2年之職業災害總人數約減少 12.1%。

另為有效宣導至中小企業之工作場所，印製及發送危害預防宣導資料或

安全警語貼紙約計 14.5 萬份，包含安全衛生危害預防摺頁、職業安全衛生標

語及海報、工廠安全衛生常見危害貼紙，與製造業、營造業及服務業的安全

衛生指引等。每月定期發送電子報給中小企業，每期約主動發送 70,000 份。

2018 年設立中小企業安衛幫手臉書粉絲專頁，提供安全衛生活動、照片、影

片、案例或文字紀錄等資訊，瀏覽畫面的用戶總人數約 42 萬人；粉絲專頁

按讚專頁按讚之用戶的曝光次數約 15 萬次。主動協助 207 家廠場申請設施

及器具改善補助 ( 如自動電擊防止裝置、護罩、具連鎖性能之安全門、警報

裝置、安全帽…等 )，補助金額達 776 萬元。

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暨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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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能降低原住民族工作者職業災害，並強化其安全衛生風險意識，

於 2018 年辦理原住民部落宣導會及配合原住民族歲時祭等大型原住民活動

辦理職安衛宣導共 21 場次，計 1,832 位參加；印製危害預防文宣品，提供

原住民族高風險作業之危害預防觀念，共 7,800 份；招募原住民族職業安全

衛生種子人員，籌組原住民族職業安全衛生輔導團，訪視輔導僱用原住民族

之原鄉部落在地工程或營造工程及製造業，完成 134 場次訪視輔導，照護勞

工 2,883 人，其中原住民族工作者有 707 位，佔約 24.5%。

原住民族勞工防災宣導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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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推動自主性 TOSHMS 驗證

為鼓勵事業單位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運用 PDCA( 規劃 - 執行 -

查核 - 改進 ) 管理循環模式，持續改進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設施，並藉由外

部第三方驗證機制，展現及持續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有助於減少工

作者發生職業災害，並降低企業、雇主及社會發生職業災害後的負擔。本

署自 2008 年推動 TOSHMS 驗證，至 2018 年累計通過驗證家數如圖 2-5，

TOSHMS 驗證證書仍在有效期限者已達 981 家，其中製造業 ( 含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石油及化學品製造業及其他 ) 占 71.7% 為最高，倉儲運輸業及水電

燃氣業各占 7.2% 次之，通過驗證行業如圖 2-6，逾 98.3 萬名勞工之安全衛

生受到優質照護。2018 年並推動 ISO 45001:2018 轉換為我國國家標準 CNS 

45001:201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附使用指引之要求事項 )，作為事業單

位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 TOSHMS驗證之依據。

圖 2-5 TOSHMS驗證單位之累計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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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通過 TOSHMS 驗證事業單位之職業災害資料統計分析結果顯示，

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可有效降低事業單位之職業災害發生率。通過

TOSHMS 驗證事業單位於驗證前 3 年之職業災害死亡件數合計 56 件，驗

證後最近 3 年 (2016~2018 年 ) 之職業災害死亡件數降低至 25 件；且驗證

後每 3 年總合傷害指數之平均值，較驗證前 3 年之平均值分別降低 10%、

27.5%、47.5%。此外，最近 3 年年平均完成之管理方案及安全衛生提案分

別逾 16,000 件及 75,000 件。

為有效運用事業單位推動 TOSHMS 經驗，持續強化事業單位之職安衛管

理系統及其管理績效，並激勵其他事業單位加入推動 TOSHMS行列，擴大推

廣 TOSHMS的成效。本署於 2010 年成立 TOSHMS北、中、南三區促進會，

通過 TOSHMS驗證之事業單位依所在區域為該區促進會會員，每年定期召開

三區促進會議，由會員自主編撰職業安全衛生案例手冊、辦理教育訓練研習

及經驗交流等活動，累計參與事業單位逾 6,900 家次，約 9,600 人次；2018

年並組成輔導團隊，協助 16 家會員廠強化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圖 2-6   TOSHMS驗證單位行業別分布比率

水電燃氣業 7.2%

其他製造業 34.0%

倉儲運輸業 7.2%

通信服務業 1.3%

營造業 3.5%

醫療服務業 1.0%
公共行政業 2.2%

國防單位 3.1%

其他 2.8%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26.0%

石油及化學品
製造業 11.7%



37

PART

2
強化職場安全管理

認可及表揚推動管理系統績優單位

為鼓勵事業單位持續精進安全衛生自主管理並展現具體成效，自 2008

年起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及績效良好評定認可作業，進一步

受理及評定事業單位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成效，並對績效優良者予

以公開表揚，至 2018 年底在績效認可期限內之 243 家事業單位中，有 218

家 ( 約占 89.7%)「近 3 年平均總合傷害指數」低於全產業總合傷害指數之

1/2，更有 187 家(約占 76.9%)「近 3 年平均總合傷害指數」遠低於全產業總

合傷害指數之 1/4。

TOSHMS促進會會員廠商觀摩

◀ TOSHMS促進會會員
      廠商個人防護具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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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是提升工作者防災知能重要的一環，迄 2018 年

辦理訓練之訓練單位約有 650 家，其中除事業單位及政府相關單位、學校、

醫院等外，設有職業訓練機構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可，得常態公開對外召訓之

非營利法人有 147 家。近 5 年在本署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資訊網站登錄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開班數及受訓人數如圖 2-7，呈穩定成長趨勢。

圖 2-7   近 5 年訓練單位訓練開班數及結訓人數

提升訓練單位辦訓品質

為提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品質，自 2008 年起即推動訓、考分離政策，

迄 2018 年已公告荷重在 1 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等 12 種職類教育訓練之

結訓測驗，採技術士技能檢定，另陸續公告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等 8

種管理職類教育訓練之結訓測驗，必須於經認可之測驗試場，以統一命 ( 配 )

題、電腦測驗、系統列印證書方式實施，以督促訓練單位落實訓練(如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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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術科實習操作情形

推動電腦測驗成果，迄 2018 年已認可 50 家合格測驗試場，計有 152,299 名

受訓學員受測，128,285 名通過測驗，及格率達 8成，成效良好。

表 2-2  迄 2018 年電腦測驗職類名稱與受測人數統計

職類名稱 實施日期 累計測
驗人數

累計合
格人數 合格率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013/1/1 66,762 55,145 82.6%

營造業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013/1/1 19,990 18,195 91.02%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014/1/1 10,204 8,270 81.05%

營造業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014/1/1 90 76 84.44%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017/1/1 34,658 30,225 87.21%

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017/1/1 7,826 6,357 81.23%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2018/1/1 7,902 5,988 75.78%

缺氧作業主管 2018/1/1 5,167 4,129 79.91%

合    計 152,599 128,385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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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職類結訓電腦測驗

堆高機術科實習操作情形起重機術科實習場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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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近 10 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等級統計

甲等 25%
40家

乙等 36%
58家

優等 19%
31家

丙等 17%
28家

丁等 3%
5 家

強化訓練單位評鑑及分級管理

自 2008 年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建立各項評鑑指標及

評鑑基準，分年對訓練單位實地評鑑作業，並公告評鑑結果，供事業單位作

為派訓或勞工朋友參訓之參考，迄 2018 年共評鑑 162 家次，評鑑結果如圖

2-8。對於經評鑑為優等及甲等之訓練單位，地方主管機關得減少查核頻率，

至於評鑑為丙等及丁等者，移請當地主管機關就違規事實裁處，以督促及管

制教育訓練品質。此外，鑑於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類及訓練單位眾多，

實有分級辦訓之必要，自 2015 年起針對訓練時數較長且攸關事業單位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成效之職業安全 ( 衛生 ) 管理師 ( 員 ) 教育訓練，推動訓練單位

辦訓前之認可制度，迄 2018 年底認可有效訓練單位為 4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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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為促進職業衛生及勞工健康，持續透過法規修

訂、宣導輔導、監督檢查等，以協助並督促雇主改善職

業衛生、預防和控制職業疾病、落實勞工健康檢查及身

心健康保護。在化學品管理方面，透過法規制定賦予源

頭廠商提供化學品危害資訊的責任，確保資訊的正確性

及透明化，並全面推動化學品全球分類與標示調和制

度，與國際接軌；在危害暴露評估及作業環境監測方面，

針對不同企業規模導入多元暴露評估工具，實施作業環

境監測機構評核，以強化勞工暴露資料建立與管理；而

對於高風險之局限空間作業、高氣溫戶外作業等，就其

危害特性，除實施專案檢查外，製作各式防災宣傳影音

及圖文等，加強宣導防災意識；另透過計畫性輔導補助

3K 傳產，協助雇主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此外，透

過落實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特殊健檢管理分級與推動事

業單位臨場健康服務制度，以強化勞工身心健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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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危害預防

從源頭到使用端的化學品管理

鑑於職場運作之化學品種類繁多，且新化學品之開發亦日新月異，為建

立適當管理及危害預防制度，以保護勞工使用化學品之安全，並打破以往化

學品資訊不透明的問題，藉由源頭管制與重點管理兩大策略 ( 如圖 3-1)，以

配合國際化學品管理趨勢及完備提升我國廠場化學品管理效能。

在源頭管制方面，進行新化學物質登記許可與管理，要求製造商及輸入

商等源頭廠商需繳交安全評估報告（CSR），以期能掌握國內化學品源頭及

流布；而在重點管理部分，藉由危害辨識評估，對於高危害及高運作量採取

優先管理化學品，採取運作資料報備機制，以掌握廠場高風險化學品分佈；

及要求雇主採取分級管理及危害通識等措施，另特別針對高致癌生殖細胞致

突變性或生殖毒性之高風險物質，執行管制性化學品許可制度，來保障勞工

的健康與生命安全。

圖 3-1   化學品管理策略

源頭管制 重點管理

既有化學
物質提報

新化學物
質登記

廠商

篩選 危害辨識

評估

列管危害
化學物質

建立
清單

審核

標示 /SDS

具健康危害化學品
評估及分級管理

優先管理
運作量報備

許可申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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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勞工對於化學品知的權利

為保障勞工知的基本權利，並配合聯合國推動化學品全球分類及標示調

和制度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GHS)，防止勞工因未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資訊而引起職業災

害，訂定「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製造商、輸入商、供應商

或雇主應提供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 (SDS)、標示，以及採取通識措施，

如圖3-2為我國危害性化學品GHS推動歷程。2018年11月9日修正該規則，

新增混合物危害成分揭示，以保障勞工危害認知的權利，同時在符合國際規

範下，合理提供上游廠商對其商品營業秘密保留揭示之機制。

持續更新化學品危害資訊資料庫，提供國內廠商參考運用，2018 年網站

查詢點擊數約 100 萬次。為了協助源頭廠商 SDS 品質提升，2018 年修正完

成 SDS內容及建置相關查核文件。此外，持續維護 APEC 之 G.R.E.A.T. (GHS 

Reference Exchange and Tool)網站，建置37個國際語文之GHS標示元件，

並參與化學對話 (Chemical Dialogue) 會議，以期掌握國際化學品管理趨勢，

及作為 APEC 會員體合作推動GHS及健全化學品管理之實質貢獻。

圖 3-2   我國危害性化學品GHS推動歷程

2006.02
行政院通過三年 GHS 推動方案

2007.09
標檢局完成 CNS 15030 標準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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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委會訂定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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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第二條第二款物質
（符合 GHS 危害分類之物理、健康危害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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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廠場化學品管理

為掌握高關切化學品之廠場運作資訊，2018 年已公告優先管理化學品

第二階段適用名單，增納 572 種化學品，合計目前公告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共

1,173 種、管制性化學品共 23 種；並已掌握 3,000 處以上之優先管理及管制

性化學品運作場所，合計 70,918 筆運作資訊(含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

生殖毒性第一級之化學品約 2萬筆)。

新化學物質登記制度方面，本署與環保署合作成立統一收件窗口，建立

共同審查機制，2018 年合計受理 771 筆新化學物質申請登記案件，提供新

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之專業審查意見。

有鑑於化學品種類繁多，具有 GHS 健康危害者達 19,000 種，有必要建

立危害性化學品一般危害預防措施。因此，本署參考 ILO 及各國所發展之化

學品分級管理制度，建立化學品分級管理工具(Chemical Control Banding, 

CCB)，提供企業對廠場中具健康危害性的化學品進行初步篩選及暴露評估，

以進行適當的分級管控措施。

本署為提供事業單位及勞工有關化學品之危害資訊、評估技術工具及相

關管理表單，已建立廠場化學品管理單一入口網站平台，如圖 3-3；此外，

為提升中小企業加強化學品危害預防及管理，2018 年訪視調查 2,051 家次事

業單位的執行現況，提供必要之諮詢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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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廠場化學品管理網站平台

中小企業化學品分級管理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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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暴露評估及作業環境監測

發展化學品危害暴露評估工具與技術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應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之項目，包括物理性因子

(含噪音與高溫 ) 及化學性因子 (含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鉛、四烷基鉛、

粉塵及二氧化碳 )，其採樣、分析及儀器測量之方法，均應參照勞動部公告之

建議方法辦理。另依「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濃度標準」規定，目前定有容許濃

度標準之化學物質共有 492 種，其暴露評估除可使用有科學依據之採樣分析

方法外，如未有量測技術與方法者，可運用定量推估模式，如飽和蒸氣壓模

式等，以評估勞工暴露風險，並依據風險等級採取分級管理措施，以達到保

護勞工之目的。

考量不同規模及業別的事業單位，對於化學品分級管理之需求也有所差

異，因此規劃提供國內廠商多元化進階暴露評估工具參考運用，2018 年度完

成建置歐洲 ECETOC TRA 之輔助中文化界面工具，預計 2019 年進行廠商試

運作與推廣，以落實化學品暴露危害管理。

強化作業環境監測制度

 作業環境監測是確保勞工危害暴露劑量低於法定暴露限值之重要作為，

事業單位應依規定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並將監測計畫及監測結果申報至資訊

網站，以利勞工暴露資料保存、數據分析與管理。為強化我國勞工作業環境

監測制度之有效性，提升作業環境監測品質，2018 年由本署委託專業團體就

現行 16 家作業環境監測機構之管理制度、採樣執行過程等書面及現場評核

作業，並成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評核審定小組，聘請專家學者召開審定會議，

以持續強化監測機構品質及提升事業單位落實監測制度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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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職業病及健康危害

為預防勞工於工作場所中，因接觸或暴露於特定化學物質、有機溶劑、

粉塵及鉛等化學性危害因子而導致職業疾病或傷害，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授權訂定之有害作業法規，配合實施勞動檢查，檢查重點包括：危害性化學

品管理、通風換氣、作業環境監測、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分級等，又據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結果，噪音作業檢查人次為各特別危害健康作

業中最高者，故對該等物理性危害因子，亦列入有害作業檢查，2018 年合計

實施 5,281 場次之檢查。

許部長參與局限空間危害預防觀摩會，親自完成入槽體驗

考量局限空間作業

高風險之特殊性，如發

生缺氧、中毒等之職業

災害往往造成多人死

傷，為加強事業單位落

實局限空間作業防災措

施，2018 年共計實施

7,627 場次監督檢查，

合計辦理局限空間觀摩

演練及相關宣導說明會

共計 118 場次。另考量

局限空間普遍存在於各

行各業之工作場所，為

擴大防災訓練及宣導行

銷，透過製作局限空間

「地下夜驚魂」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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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空間「地下夜驚魂」微電影海報 戶外高氣溫「夏戀大作戰」微電影海報

及各式宣導圖卡，並運用社群網站、電視台托播、燈箱廣告等多元管道擴大

宣傳，以加強局限空間作業之防災意識。

此外，由於全球暖化造成氣候異常變化，我國氣溫亦有偏高趨勢，對於

經常在戶外作業，如營造作業、馬路修護、電線桿維修或從事農事等勞工，

尤需提高警覺及強化相關預防措施。2018 年除實施檢查 4,854 場次外，特別

參考國際及中央氣象局之高氣溫指標，修正「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

防指引」，以分級管理的原則，提供雇主及勞工對於熱危害預防措施之指導，

預防勞工從事戶外作業因高氣溫引起熱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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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勞工健康管理與促進

為協助雇主就重複性作業等引起肌肉骨骼疾病、過勞與職場暴力等新興

職場危害，及就工作場所之化學性、物理性或生物性健康危害因子採取預防

措施，並落實少年、母性勞工之健康保護，事業單位需透過配置專業醫護人

員，與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合作推動各項勞工健康保護事項；另由本署挹注中

小企業相關資源，協助提供事業單位多元且彈性的勞工健康服務，包含勞工

體格 ( 健康 ) 檢查資料分析、勞工健康風險評估與管理、工作相關疾病預防

及健康諮詢等，並提供改善勞工身心健康設施部分經費補助，以落實勞工身

心健康保護，維護勞動權益。

落實勞工健康檢查與身心健康保護

《職業安全衛生法》明定雇主對在職勞工應定期施行一般、特殊或特定

項目健康檢查，勞工有接受之義務，其目的係作為雇主選配勞工及職場健康

管理之依據；勞工須至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受

檢，並由認可醫療機構將特殊健康檢查結果通報至全國勞工健康檢查資料庫

(2018 年已通報 37 萬 3,107 人次，各作業別特殊健康檢查人次如圖 3-4)，以

利勞工健檢資料保存與分析，並作為本署未來擬定勞工健康保護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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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醫療機構品質訪查

為提升認可醫療機構辦理健康檢查之品質，2018 年辦理「勞工體格與

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檢查品質訪查計畫」，由本署邀請專家實地進行訪視

輔導，辦理認可醫療機構品質訪查計 30 家、特定檢查項目檢驗機構訪查計 7

場次；另為確保事業

單位落實重複性作業

等人因性危害、過勞

及職場暴力等危害預

防措施，2018 年執行

「勞工身心健康保護

專案檢查計畫」，初

複查共計 953 家。

圖 3-4   2018 年特殊健康檢查人次 

其他 26,641 人

錳及其化合物 5,111 人

二甲基甲醯胺 5,624 人

甲醛 7,993 人

鎳及其化合 8,545 人

鉛 11,842 人

高溫 13,306 人

正乙烷 14,664 人

粉塵 89,356人

噪音
148.217人

游離輻射
41,8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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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推動勞工健康服務

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2 條規定，為擴大推動及落實僱用或特約

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 ( 如圖 3-5)，於 2017 年 11 月 13 日修正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將企業應配置醫護專業人力之規模，由勞工人數300人以上者，

分階段逐年擴大至 50 人以上企業 (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數達

200 人至 299 人，自 2018 年 7 月 1 日施行 )，預計自 2022 年全面上路，藉

由醫護專業人力結合安全衛生及相關部門等資源，共同落實辦理勞工職場健

康服務 (如圖 3-6)。

圖 3-5   企業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分階段實施期程

企業
規模

職安法
修正通過

職安法
上路

2013
7/3

2014
7/3

2018
7/1

2020
1/1

2022
1/1

300
人以上

200 ～
299 人

100 ～
199 人

50 ～
9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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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中小企業推動職場工作環境改善與勞工身心健康措施，本署委託

建置北、中、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針對勞工提供個人健康諮詢、指導與

工作適性評估建議等服務；並依企業產業特性及需求，提供職場危害評估、

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工作相關疾病預防、肌肉骨骼疾病預防、適性

選配工、母性保護、中高齡勞工適性輔導等服務。2018 年共計輔導中小企業

640 場次，累計服務勞工計 4萬 6,205 人次。

近年來透過勞工健康服務制度之建構與擴大推動，全國勞工健康照護率

已自 2016 年之 19.67%提升至 2018 年之 30.1%。

圖 3-6   勞工健康服務架構與內容

工作者

資訊分享

教育訓練

提出方案

工作環境
風險評估

工作環境
危害辨識

計畫規劃

健康
檢查

急救
個別健康
風險評估

衛生教育
健康資訊

工作相關
疾病預防

健康
紀錄

成效評估

保存紀錄

職業災害之預防

急救措施之準備

職業健康
危害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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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臨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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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力培訓及工具開發

為擴大勞工健康服務量能，持續培訓相關專業人力，截至 2017 年 12 月

底，已培訓具勞工健康服務資格之醫師 1,464 位 ( 自 2010 年起 )，護理人員

1 萬 519 位 ( 自 2009 年起 )；為提升該等人員與時俱進之專業能力，2018

年與相關單位合作辦理 120 場次在職教育訓練

( 含母性健康保護研習課程及勞工健康服務工

具e-Tool操作使用教育訓練等)，共計4,415

人次參加。

另為協助專業人力辦理勞工健康服務，

開發職場健康服務系統 weCare 及個人健康

管理系統 iCare 等工具 (如圖 3-7)，供下載或

於線上評估使用；並取得德國 (BAuA) 授權開

發「人因危害風險評估工具 (KIM) 中文版」，

供事業單位參酌運用。

輔導 3K 產業製程轉型

鑑於國內辛苦特定製程產業，粗估約 58,000 家，年產值約計 2兆 9千億

餘元，大多屬中小企業，且其製程或作業性質因工作環境多存在高溫、高噪

音及高污染等 3K 特性 - 骯髒 (Kitanai)、危險 (Kiken)、辛苦 (Kitsui)，國人

多不願屈就 3K 產業工作，形成產業面臨長期缺工、人才斷層及年齡老化等

圖 3-7   i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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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因此，本署自 2014 年起，陸續選定鑄造業、表面處理業及印染整理

業，計畫性輔導補助 3K 傳產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除規劃補助廠房設置

安全衛生設備外，更將工作環境髒亂、濕滑、陰暗等問題之改善，納入優化

工作環境之補助項目，並成立跨部會合作平台，整合其他相關機關提供之補

助及協助，給予該產業最大之轉型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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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通力合作，協助該產業達成改善工作環境，

達成提升產業競爭力及促進就業之多元目標 ( 如圖 3-8)，迄 2018 年底已輔

導177家、補助138家傳統產業改善工作環境及製程轉型，補助改善金額1.2

億元，促進廠商總投資金額達約 23 億元，圖 3-9 為 3K 產業製程轉型計畫發

展歷程。

3C 產業

圖 3-8   3K 產業製程轉型計畫目標

3K 產業

危險
辛苦
骯髒

Kiken

Kitsui

Kitanai 輔助改善轉型

促進

就業

年輕化

乾淨

具發展性

有競爭力

Clean

Career

Compet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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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部長親自與印染整理業者及勞工座談

圖 3-9   3K 產業製程轉型計畫發展歷程

2020 年 ~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6-2019 年

2018-2019 年

輔導印染
整理業
與印染整理業者公
會簽署安全伙伴，
由公會扮演改善觀摩
典範，讓其他業者能
夠效仿

輔導表面處理業
( 含熱處理業 )
除補助製程設備外，納入補助
優化工作環境，擴大吸引年輕
人投入就業意願

後續規劃
1. 成立輔導 3K 產
業工作環境改
善之跨部會合
作平臺 -結合經
濟部門之技術與
資金量能

2. 擴大特定製程行
業選定範圍 - 從
A+ 級擴大至 A 級
行業

3C 鑄造計畫
1. 輔導改善工作環境
2. 補助全新既有廠房設置具
安全衛生效能之設備

2014-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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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整理業訪視輔導

印染整理業自動磅料系統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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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為保障職業災害勞工權益，依《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法》相關規定持續規劃推動各項職業傷病防治與職

能復健等服務，以建構更完善的職業災害勞工整合服務

( 如圖 4-1) 為目標。自 2008 年建置完成職業傷病通報

系統，將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納入通報範圍，並加強

輔導各中心服務品質之監督管理與轄區網絡醫院服務，

以提升勞工職業傷病發現與通報率。至 2018 年已於全

國建置 10 家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 81 家網絡醫院，補助

27個職業重建服務單位，提供勞工多樣且近便的服務。

另為保障職業災害勞工基本生活，依《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法》相關規定提供勞保及未加勞保之勞工及其家屬

各項生活津貼及補助。加強主動服務職業災害勞工，自

2008 年起於 19 縣市勞工行政單位推動「職業災害勞工

個案主動服務計畫」，設置 47 名個案管理員，適時提

供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庭個別化之深度服務，持續強化

各項勞政、社政轉介協助資源的連結，協助勞工度過難

關，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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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診治與鑑定

為保障勞工健康與勞動力，本署於全國北、中、南、東區醫學中心設置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結合各地區醫院職業醫學科之服務量能，建構職業傷病

防治網絡及職業傷病通報系統，將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與網絡醫院納入通

報範圍，並協助本署辦理職業病鑑定與調查業務。持續督導精進各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服務項目作業標準與辦理服務品質，提供勞工更為友善便利之職業

傷病診治服務。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提供服務內容如下 :

圖 4-1 職業災害勞工整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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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防治中心醫師進行門診服務情形

( 一 ) 職業傷病診斷、防治及轉介等服務：

由專業醫療團隊提供職業傷病之工作因果關係診斷、職業病防治、

職場母性諮詢、過勞評估等，另視個案需求，提供個案管理或復工

評估、職業重建轉介等服務。

( 二 ) 職業暴露與職業疾病個案調查：

藉由個案提供之資訊進行職業疾病調查，並提供工作現場訪視、危

害評估等職業暴露調查之服務。

( 三 ) 職業傷病諮詢服務：

提供職業傷病認定、勞保補償、相關法律問題、職業傷病預防及健

康諮詢等服務。

( 四 ) 職業疾病個案研討：

辦理職業疾病個案研討，提供職業疾病相關進階課程訓練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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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每季發行之電子報

各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與地區內之事業單位、政府機關或職業工會等合作

推廣職業傷病防治服務，如辦理宣導活動推廣職業傷病防治觀念、建立多元

轉介服務管道等，進一步提升職業傷病防治服務效能。近年因應國際間或國

人重視之各類職業安全衛生議題 ( 如石綿肺症等 )，各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亦積

極加強與院內不同專科建立合作轉介機制，發掘更多職病個案；並進一步強

化連結各級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協助資源，期能發掘更多潛在暴露的勞工，

提供專業保護。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辦理個案研討會與宣導活動



65

PART

4
保障職業災害勞工權益

2008 年

圖4-2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成立歷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慈濟綜合醫院

˙建置職業傷病通報系統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榮民總醫院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退出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2016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03-2006 年

2007 年 ˙成立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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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職業傷病防治網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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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職業傷病診治與通報服務

2018 年每週開設職業傷病門診數達 252 診次；門診服務 ( 含過勞 ) 計

22,464人次 (歷年服務情形如圖4-4及圖 4-5)；提供個案管理服務2,864人；

提供職業傷病諮詢 9,608 人及諮詢轉介服務 1,051 人 ( 合計 10,659 人 )；協

助復工 1,487 人。

為因應我國可能存在之職業疾病低估狀況，提升職業傷病發現及通報率，

本署於 2008 年建置完成「職業傷病通報系統」後，將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

心及所屬網絡醫院納入通報範圍。本項業務在各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的長期努

力下，職業疾病通報量自 2008 年 1,600 多件逐年穩定提升至近 3 年平均約

圖 4-4   歷年職業傷病防治服務醫療院所每週開設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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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件，且經勾稽比對歷年勞保職業病給付結果，有約 5 成核定給付案件

係來自於各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的協助案件，後續將朝更新通報系統、擴大與

提升通報範圍與誘因，及強化勞保給付的核定通過率等方向精進。

展示我國職業傷病診治十年成果

為展示我國辦理職業傷病診治服務 10 年成果及促進國際交流，本署

圖 4-5   歷年職業傷病防治服務醫療院所門診服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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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子廉署長、Prof. David Fishwick 與台大陳保中教授合影

2018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舉辦「2018 職

業傷病診斷通報國際研討會 -臺灣職業傷病診斷與通報十年成果及未來展望」

活動，深入探討各國在職業傷病診斷相關議題，與職業傷病通報制度及應用，

作為我國精進職業傷病防治相關政策之參考，完善職業傷病防治與通報制度，

以維護勞動權益。研討會除邀請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親臨致詞及國內專家學者

共襄盛舉外，亦邀請了國外知名學者同時為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ICOH) 的成員，韓國 Dr. Seong–Kyu Kang (Vice-

President of ICOH)、 英 國 Prof. David Fishwick(National secretaries of 

ICOH)、日本 Prof. Seichi Horie (Assignments of the Officers and Board 

Members of ICOH) 等人與會，一同交流分享國外職業病診斷與通報制度相

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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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雅院長與許銘春部長蒞臨研討會致詞並與專家學者合影

2018 職業傷病診斷通報國際研討會現場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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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職業病鑑定

 對於職業傷病勞工之權益保障部分，疑似有職業傷病之勞工，若屬已加

勞工保險者，可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勞工亦可依《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第 13 條規定，向直轄市、縣 ( 市 ) 主管機關申請職業疾病認定，

直轄市、縣 ( 市 ) 主管機關對於職業疾病認定有困難及勞工或雇主對於直轄

市、縣 ( 市 ) 主管機關認定職業疾病之結果有異議，或勞工保險機構於審定

職業疾病認有必要時，得檢附有關資料，向勞動部申請鑑定 ( 目前職業疾病

鑑定委員會係由本署擔任秘書單位 )。其流程如圖 4-6、圖 4-7。

圖 4-6 疑似職業病鑑 ( 認 ) 定及救濟流程

勞工疑似職業病取得診斷書

勞動部職業病鑑定委員會
(專業意見提供 )

向勞保局申請給付

勞保局核定

勞工保險爭議審議會審定

向地方政府申請認定

地方政府認定

勞動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決定

行政訴訟

無
困
難

有困難

不服 不服

不服

不服

有困難

無
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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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協助職業

疾病調查，由該中心組成職業疾病調查協助小組，視所交付個案，聘請專家

就個案情形，組成調查團隊進行調查評估工作，收集危害暴露、職業醫學、

流行病學及職業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等相關資料，撰寫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及工

作環境調查報告等，由本署送請勞動部職業病鑑定委員審查，另就具代表性

之鑑定案例委託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製作案例彙編提供外界參考。

圖 4-7   受理職業疾病鑑定案流程

勞保局 (縣市政府 )提出申請

申請資料統整

現場調查並製作報告

送請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第一次書面審查
達四分之三委員意見相同

第二次書面審查
達三分之二委員意見相同

鑑定委員會決定

函覆鑑定結果

否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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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2011~2018 年受理鑑定案疾病類別及比率

腦心血管疾病
22.7%

腰頸椎疾病
29.2%

肌肉骨骼疾病
21.0%

精神疾病
9.0%

癌症 7.7%

肺部疾病 1.3%

血液疾病 1.7%

眼睛疾病 1.3%

神經病變 3.0%

其他 3.1%

自 2011 年至 2018 年共受理職業疾病鑑定案 233 件。其中腰頸椎疾病

為最大宗佔 29.2%；其次為腦心血管疾病佔 22.7%、肌肉骨骼疾病佔 21%，

詳如圖 4-8。

職業病鑑定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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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補助

2002 年 4 月 28 日《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施行後，發生職業災害之勞

保被保險人，經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勞工保險各項職業災害給付後，得

再向本署申請職業疾病生活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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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勞保被保險人在勞保效力終止後，如經

醫師診斷罹患職業疾病，而該職業疾病係於保險有效期間所致，且未請領勞

保給付及不能繼續從事工作者，還可以請領退保後職業疾病生活津貼。對於

未加入勞工保險之受僱及自營作業勞工，亦得申請職業疾病生活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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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未加入勞工保險之受僱勞工如遭遇職業災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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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

目如圖 4-9。

2018 年度已加

勞保及未加勞保勞

工補助核付件數計

2680 件，補助金額

249,632,460 元。
圖 4-9   職業災害勞工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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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職能復建及預防宣導

協助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

勞工一旦發生職業傷病，因為身體傷害或心理上的問題，造成工作能力

下降致勞動力減損，不論是短期休養或長期失能都會造成勞工、雇主及政府

三方經濟產能的損失。經由適當而及時的職業重建協助其儘速重返職場，不

僅可以減輕勞工家庭經濟負擔，同時可以找回職業災害勞工的自信心，還能

有效降低雇主的損失、減輕勞工保險支出與政府協助資源的負擔。

為協助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本署依據《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10

條及《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辦法》規定，受理事業單位、職業訓練機

構及相關團體申請辦理職業重建事項，2018 年共核定補助 27 個單位提供心

理輔導及社會適應、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職業輔導評量及職務再設計等服

務 ( 辦理單位及提供服務項目如表 4-1)。針對職業災害勞工之狀況及需求提

供及時與適切地幫助，計約服務 619 名職業災害勞工，補助金額逾 2,677 萬

元；而經由積極參與配合之職業災害勞工，復工率高達八成，歷年辦理情形

如圖 4-10。

表 4-1   2018 年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服務單位及服務項目

地區 單位名稱 服務項目

北
部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物理治療中心)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職業輔導評量

臺北榮民總醫院
(復健醫學部)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職業輔導評量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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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單位名稱 服務項目

北
部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復健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復健醫學部)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職務再設計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工作強化中心)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整形外科復健治療中心)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職業輔導評量

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大千綜合醫院
(復健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中
部

中山醫學大學
(中區職業災害勞工工作強化中心)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職業輔導評量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中東區分院
(復健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惠盛醫院
(復健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草屯分院
(復健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復健醫學科)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南
部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復健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嘉義基督教醫院
(復健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復健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凱心希望心理諮商所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臺南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系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職務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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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歷年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單位數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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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單位名稱 服務項目

南
部

奇美醫院
(復健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復健科)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職業輔導評量
職務再設計

高雄榮民總醫院
(復健部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職務再設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
(復健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高雄小港醫院
(復健科)

職業輔導評量
職務再設計

東
部

羅東博愛醫院
(復健技術科 )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職務再設計

立心理諮商所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花蓮慈濟綜合醫院
(復健科)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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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有工作能力為目標進行工作模擬訓練

提升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服務品質

為輔導各辦理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單位提供一致性之服務，建構制度

化職業重建服務標準，以提升整體服務效能，本署辦理「職業災害勞工職業

重建服務輔導計畫」，除推廣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服務、建立齊一化服務

流程及其個案管理品質外，並提供服務單位及相關人員諮詢輔導及教育訓練

等。2018 年經推廣後新增補助 3 個單位提供職業重建服務，除可增加服務量

能外，並可提供職業災害勞工更近便性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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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預防職業災害

為鼓勵民間團體共同推動職業災害預防工作，本署持續補助民間團體

辦理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活動，使更多勞工能接受其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

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於工作前多一分職業災害預防觀念，減少發生職業

災害的機會。

2018 年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辦理職業災害預防事項，共核定補

助 25 個單位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宣導會，合計辦理 147 場次，宣導人數約

8,820 人，補助金額約 76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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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

職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Family Assistance Program, FAP) 於

全臺 19 縣市設置 47 名個案管理員，以個案管理方式提供職業災害勞工個別

化的深度服務，同時連結社會福利、就業服務等相關資源，支持職業災害勞

工及其家庭渡過困境，協助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服務內容包括：

( 一 ) 維護職業災害勞工權益
提供完整職業災害權益諮詢，保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可獲得應有

之協助，並於重大職業災害案件發生後，立即辦理職業災害個案慰問

及後續協助，降低職業災害對個人及家庭可能產生的衝擊。

( 二 ) 支持家庭度過危機
發揮個案管理功能，建構完整職業災害勞工服務資源網絡，結合運用

政府及民間資源，預防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庭陷入困境。

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員辦理宣導活動服務民眾



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員提供職業災害勞工一對一權益諮詢

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員至醫院探視
職業災害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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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協助勞工重返職場
追蹤瞭解職業災害勞工身心

復原情形，整合就業服務資

源，恢復與強化職業災害勞

工工作能力，並陪同個案與

雇主協商重返職場之相關工

作條件與輔助設施，爭取協

商合宜之工作環境與條件。



82

2018 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員多為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心理諮商或就業服

務背景，能有效運用社工專業素養建立服務關係，提供個案適切服務，亦能

積極統整區域性服務資源以協助職業災害勞工家庭，服務流程如圖 4-11。

圖 4-11   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服務流程

職業災害勞工

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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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開辦以來至 2018 年底止服務新開案之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庭

共計 26,113 案，連結權益諮詢、法律協助、勞資爭議協處、經濟補助、心

理支持輔導、復工職能復健或職業重建及就業服務等資源等服務計 93 萬 220

餘人次。

另為照顧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家屬，本署依「勞動部辦理職業災害死亡勞

工家屬慰助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職業災害死亡個案慰問，以部長名義發放每

名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家屬慰問金 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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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採取多元化的職業安全衛生策略，鼓勵推動職

業安全衛生優良的事業單位參加本署辦理之相關評選及

表揚活動，2018年持續辦理「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

「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選拔」、「公共工

程金安獎」、「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等相關工安

文化促進活動，鼓勵企業優於法規投資工安，持續提升

職業安全水準，保障勞工基本權益。另為提升青年的職

業安全衛生觀念，聆聽新世代青年的想法及降低青年發

生職業災害，2018 年辦理 1 場次大專校院職場體驗活

動及青年職業安全衛生論壇，對未來青年進入職場有實

質的幫助。此外，持續辦理安全伙伴締結，強化事業單

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機制，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及設施之

改善，並以積極態度參加或辦理國際性安全衛生研討

會，將安全衛生智能與國際同步接軌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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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單位及人員表揚

為獎勵企業推行職場之安全衛生，樹立學習典範，減少職業災害，保障

職場安全與健康，並鼓勵企業及個人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措施，勞動部創

設「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該獎項是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最高獎項，評選重

點著重在企業最高管理階層的承諾及支持、整體安全衛生管理規劃、預防職

業災害之績效及對社會回饋與貢獻。

2018 年本署辦理「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評選活動，邀請勞動部許銘春

部長蒞臨頒獎公開表揚，並製作表揚典禮紀錄光碟片及編印獲獎專刊，將獲

獎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實績刊登本署網站，向社會廣為推介宣傳，2018 年共

有 7 家企業及 1 位個人獲獎，其中 2 家醫療機構獲得當年度新增的「勞動健

康特別獎」，以引導企業促進及保障勞工身心健康。

獲選單位捲夾危害體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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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事業單位持續改善工作環境，提升職場安全衛生文化，本署辦理

「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暨五星獎」選拔活動，其中獲得優良單位需三年無

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且總和傷害指數低於同行業之平均值，另連續 3 年獲得

優良單位之事業單位，且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取得第三者驗證或經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者，獲頒「優良單位五星獎」。

委員現場評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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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金安獎實地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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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獲得優良單位及人員分別有 42 家及 22 位個人，由各地勞工主

管機關自行表揚，另 8 家事業單位獲頒「優良單位五星獎」，並鼓勵其次年

參選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

此外，為獎勵推行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員，2018 年辦理「公共工

程金安獎」選拔與表揚，計有 43 件工程及 2 位人員參選，經評審工程類有

11 件優等及 15 件佳作，獲獎單位連同優良單位五星獎公開表揚。

公共工程五星獎暨金安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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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工安文化促進活動

為配合 4 月 28 日「世界職業安全衛生日」，本署訂定 2018 年全國職場

安全健康週活動實施計畫，並規劃 2018 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及

啟動儀式，邀請各部會、各地方政府、公民營企業、工會團體及各級學校，

一起來推動健康促進及職業災害預防工作，各單位重點工作項目：

( 一 ) 各部會：

督導統合所屬各單位訂定年度安全健康週實施計畫。

( 二 ) 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配合安全健康週舉辦由縣市首長主持之大型職安衛與勞工健康促進

宣示及績優單位等表揚活動。

安全衛生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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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啟動

( 三 ) 公民營企業：

配合安全健康週舉辦大型宣示活動，以董事長或總經理名義發送簡

訊或郵件給所有員工表達關懷。

( 四 ) 各級學校：

由校長或系所等主管透過朝(週)會或研討會等活動宣示全員落實工

安、針對全校師生實施職安衛之通識教育及災害案例宣導。

( 五 ) 其他團體：

於召開代表大會之同時，舉辦績優單位(人員)表揚等活動。

另本署對於參加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實施計畫，積極推動職業安全

衛生工作之單位，除發給參與證明外，並納入參選安全衛生相關獎項評核指

標之一，以鼓勵各單位共同參加、落實職場安全衛生，以持續降低職業災害，

維護勞工安全與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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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持續提升青年職業安全衛生觀念，聆聽青年世代對職業安全衛生的想

法，為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一環。本署於2018年 9月舉辦3天 2夜「大

專校院學生職場安全衛生體驗營及研討會」，來自全國職業安全衛生科系及

其他科系的 36 名學生，參訪

製造業及營造業工地，並實際

操作安全防護用具之使用，舉

辦「青年職業安全衛生論壇」，

聽取學生學習心得及建言，讓

職業安全衛生的種子在學生心

中萌芽，對於未來進入職場將

有實質的幫助。

營造工地工安 VR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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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組拆作業體驗

安全防護具穿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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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及凝聚職安共識之青年論壇

上下施工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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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伙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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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企業永

續經營、政府建構職場安全、勞工健康促進的叁贏目標。目前本署及各勞動

檢查機構合作中之安全伙伴，計有 2 個工程專案、10 個大型企業、13 個公

會團體及 4 個工業區等安全伙伴，未來將持續檢討精進，以提升安全伙伴之

實質效益。

2018 年 4 月 27 日邀集台電、臺灣中油、中龍鋼鐵、台塑關係企業等 60

家企業 CEO 召開工安領導高峰會，會中由臺灣中油公司就製程安全管理提出

檢討說明，及台塑石化公司分享製程安全管理推動經驗外，同時請職業災害

受傷勞工與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員分別以當事人及職業災害勞工輔助的角

度，對雇主敘述受創之心聲及提供建議。許部長並就設備汰舊換新等安全衛

生管理議題與 CEO 進行座談，督促 CEO 承諾扮演工安領航者的角色，善盡

社會責任，提升整體產業安全水準，保障作業勞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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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積極參與國際性事務，與各國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士交流，汲取國外發

展及推動經驗，獲取最新資訊及趨勢，提升我國在世界舞台的能見度，是本

署年度重點工作項目之一，2018 年本署邀請各國職業安全專家或派員出國參

與國際研討會，冀望透過多面向的交流互動，為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制定

及實施之參據，並達到擴展國際外交之實質效益。

2018 年 3 月 7 日至 9 日與台灣職業衛生學會合辦「2018 國際職業衛生

研討會」，邀請美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學者專家，針對「危害暴露評

估之有效性及風險管理」及「職場身心健康與過勞管理」議題，與國內勞動

檢查機構及業界職業衛生相關專業領域人士分享國際趨勢，並交流實務經驗

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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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月 31 日至 6月 1日「2018 職業傷病診斷通報國際研討會 -臺

灣職業傷病診斷與通報十年成果及未來展望」，展示我國辦理職業傷病防治

服務 10 年成果，並與英、日、韓三國學者交流，深入探討各國在職業傷病

診斷相關議題，與職業傷病通報之制度及應用，作為我國精進職業傷病防治

相關政策之參考，完善職業傷病防治與通報制度，以維護勞動權益。

2018年7月9日至10日「2018職業健康服務國際研討會」，邀請美國、

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台灣等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分享推動勞工健康服務

之實務作法，參加對象包含國內外相關專業團體、事業單位雇主及相關部門

主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或業務相關之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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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月 2日「防爆電氣技術國際專家講座」，邀請歐盟、日本防爆

電氣設備技術與驗證領域專家及國內相關業者、專家等，搭建防爆電氣設備

驗證體系及職業安全議題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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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驗證技術水準，提升業界安全意識，強化我國在國際

防爆安全領域完整性。

 鄒子廉署長 2018 年 9 月 25 日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出席國際職業衛生協

會 (IOHA) 第 11 屆學術研討會，向與會者解說「臺灣輔導表面處理產業優化

安全工作環境創造就業機會的成效」海報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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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子廉署長於出席國際職業衛生協會 (IOHA) 第 11 屆學術研討會期

間，由駐美黃哲上秘書陪同參訪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及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雙方針對

「勞動檢查人力和勞工之比例」、「營造業職業災害預防」、「職業傷病通

報制度」、「無人機」及「作業環境採樣結果 ND 值與作業型態、產業別之

相關性」等職業安全衛生議題進行討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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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6 日「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訓練制度研討會」，透過日本

高空工作車驗證與操作人員訓練制度領域之專家，講授驗證、維護保養及操

作人員訓練等相關課程，作為研議相關推動政策之參考，及國內業者強化其

安全性要求、自我檢查維護及辦理操作人員訓練之借鏡，以預防職業災害發

生。

 2018 年 11 月 4日至 6日與陽明大學及台灣職業衛生學會等合辦「2018

年亞洲職業衛生聯盟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日本、韓國、印尼及泰國等

學者專家及國內產、官、學、研界相關領域專業人士，分享職業衛生國際趨

勢、危害暴露與風險評估等實務作法，期藉由國際合作交流，提升我國職業

安全衛生專業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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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7 日「離岸風電作業安全技術交流研討會」，探討國際間

離岸風電作業安全管理相關技術應用與實務，協助離岸風場開發商、設備商

及承攬人等事業單位強化安全管理能力。

2018 年 11 月 27 日美國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林恩主席率美國聯邦暨各

州勞工行政首長訪團一行 10 人，與勞動部施克和次長及本署相關人員進行

座談，會中美方就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發展及執行策略等面向，交流分享

相關經驗，並對於我國於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業務推動及成果，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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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會責任

企業要照顧好員工，員工才能於提升工作效率，回

饋實績給企業，同樣的本署除致力提升我國職業安全衛

生水準外，對署內服務同仁的身心健康亦採取相關配套

措施，2018 年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各項文康活動、

專題演講及採取友善職場措施，並積極參與內政部節能

措施及經濟部產業務創新及服務採購等活動，期盼每位

同仁能照顧好自己，將工作能量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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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

為營造友善職場，本署在辦公室 11樓規劃設置「工作與生活平衡區」與

「體適能活動區」，鼓勵同仁利用公餘時間至健身房活動外，並不定期在「工

作與生活平衡區」辦理活動，協助同仁喝杯咖啡舒緩身心壓力，調整好心情

再工作。

為提升公務同仁身心健康，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創造正向支持工作環

境，營造友善職場，定期辦理署內各項活動，2018 年辦理員工協助方案、員

工旅遊、實施彈性工時、工作安排措施、員工慶生會、發放生日禮金及友善

職場帶子女上班措施等，有助於提高同仁工作熱枕、調節身心健康、蓄養工

作能量、提升工作效能。

生活平衡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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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活動區及設施

慶生會暨摸彩活動

藝術減壓專題演講「藝起來紓壓，用創作自我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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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環境教育「宜蘭冬山廣興農場體驗活動」

醫療保健專題演講「無毒生活，健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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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環境教育「羅東林業文化園區觀摩」

辦理志工身心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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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創新產業採購

經濟部為提升對社會創新企業議題的認知與瞭解，深化與鼓勵各公務機

關、國營事業、民營企業及民間團體採購社會創新企業產品或服務，自 2017

年起辦理「Buying power - 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該機制依

年度累計採購金額計算，獎項類別分為首獎、貳獎、参獎及特別獎，2018

年首獎計有 27 個單位(4 個為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其中本署辦理 2018 年

社會創新企業產品與服務採購，因累計金額達 100 萬元以上，榮獲經濟部

2018 年『Buying Power 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首獎，經行政

院唐鳳政務委員親自頒獎，鄒子廉署長並將此榮耀敬陳許銘春部長。

創新產業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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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節能政策措施

配合經濟部能源局「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本署自

2015 年開始推動 5 年節電計畫，2018 年總使用電度數為 513,252 度，較

2017 年減少 33,213 度 ( 節電率 6%)，亦低於 2015 年減少 71,936 度 ( 節

電 12.29%)，2018 年減少 14 萬 4,416 元電費支出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21,156(kg-CO2 / a)，達成勞動部規劃自 2015 年起不增加用電量之目標。

將榮耀敬陳許銘春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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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大事紀

1月 2月5 9 7 14

1 月 5 日
訂定「指定長期夜
間工作之勞工為雇
主應施行特定項目
健康檢查之特定對
象 」， 並 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期為期 2 年之臨時
性檢查。

1月 9日
訂定「勞動部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職業災害勞工
協助措施實施要點」，
與地方政府合作以協助
職業災害勞工儘速返回
就業職場。

2月 7日
舉辦「印染整理業安全健康與就業促進合作啟動活動」，
本署與臺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棉布印
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共同簽署「安全伙伴宣言」。

2月 14 日
修正「工業
用機器人危
害 預 防 標
準」部分條
文，訂定協
同作業機器
人相關安全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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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月1 14 2720

3 月 1 日
為因應《勞動基準法》新
制上路，新增多項須經工
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之工
時、休假彈性調整措施，
勞動部宣布採取「檢查宣
導並重」與「加強過勞預
防」監督檢查策略。

3月 1日
《勞動基準法》新制施行，
許銘春部長率本署同仁，
會同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前
往 ｢ 國光客運臺北車站 ｣
進行勞動條件聯合檢查，
並責請各地方主管機關及
勞動檢查機構加強勞檢。

3月 14 日
修正《勞工作業場所容
許暴露標準》，新增 1-
溴丙烷有害物之容許暴
露標準，並修正丙酮、
溴化氫、氯乙烯等三種
有害物之容許濃度值。

4月 20 日
修正《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補助表
面處理產業改善安
全衛生工作環境作
業要點》。

4月 27 日
為強化安全領導決心，邀集60家企業CEO，召開「高
風險企業CEO工安領導高峰會」，由許銘春部長親自
主持，並就設備汰舊換新等安全衛生管理議題與 CEO
進行座談。

97

3 月 7-9 日
舉辦「2018國際職業衛生研討會」，邀請美國、日本、韓國、
新加坡等學者專家，與國內勞動檢查機構及職業衛生相關專
業領域人士分享國際趨勢，並交流實務經驗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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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6月18 31 7

5 月 18 日
修正《勞動部辦理原臺灣美國
無線電股份有限公司罹病死亡
勞工之慰問金發放要點》，廣
採該公司使用之 31 種有機溶
劑可能導致罹患多種癌症或疾
病，並將受害之竹北廠員工納
入慰問金發放對象。

5月 31 日
辦理醫療保健服務業高階主管座
談會，討論如何預防職場不法侵
害、過勞、針頭誤扎等情事，並
解說勞基法輪班間隔至少 11 小
時休息時間，以加強醫療保健服
務業自主管理。

6月 7日
公告「指定交流電
焊機用自動電擊防
止裝置為《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7 條
第 1 項 所 稱 中 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設
備」，並自 2018 年
7月 1日生效。

31 1

1

5 月 31 日 ~6 月 1日
舉辦「2018 職業傷病診斷通報國際研討會 - 臺
灣職業傷病診斷與通報十年成果及未來展望」，
邀請英國、日本及韓國專家及多位國內先進交
流與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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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月1 9 101

7 月 1 日
事業單位同一工作
場所勞工總人數在
200 至 299 人者，自
2018 年 7 月 1 日 起
雇主應依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規定，僱用或
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勞
工健康保護事宜。

7月 9~10 日
舉辦「2018 職業健康服務國際研
討會」，邀請美國、新加坡、日本、
南韓等職業健康服務相關專家，分
享職場健康推動實務及經驗交流。

8月 10 日
舉辦「精密機械製造業健康伙伴簽署活動」，結
合跨部會與地方資源，共同協助產業營造勞工安
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8月 1日
因應2018年《勞
動基準法》之修
正，新增多項勞
資 會 議 把 關 機
制，規劃及執行
「2018年度催設
勞資會議專案檢
查計畫」。

98

8 月 8~9 日
與台塑企業合作舉辦「2018
國際製程安全論壇」，邀請
國內外專家學者，研討及分
享國內外製程安全管理實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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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月 1920

9 月 19 日
與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締結安全伙伴，
雙方承諾就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作業風險評估、稽核管理及教育訓練等進
行合作。

8月 20 日
鑑 於 國 際 標 準 ISO 
45001 於 2018 年 3 月
12 日公布，為鼓勵國內
事業單位持續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與
國際接軌，修正《臺灣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驗證指導要點》。

17

8 月 17 日 ~10 月 10 日
為有效防止熱危害災害之發生，實施加強航
空器維修作業高氣溫危害預防檢查，就臺南
航空站、嘉義航空站、臺東航空站、金門航
空站及澎湖航空站計 12 單位航空公司地勤
人員初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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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9 月 20 日
舉辦 2016 年及 2017 年地方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
勞動條件法令業務考核評鑑，並於第 3 次全國勞動
行政首長聯繫會報由許銘春部長親自頒獎表揚。

10
月

1 15

10 月 15 日
修正「職業促發腦
血管及心臟疾病(外
傷導致者除外)之
認定參考指引」，
加強說明各項工作
負荷之評估及計算
方式，及製作 Q&A
問答集及製作相關
例示供各界參考。

102922

9 月 22-29 日
鄒 子 廉 署 長 率 圑 出 席
「2018 年第 11 屆國際職
業衛生學會國際學術研討
會」及參訪美國職業安全
衛生署 (OSHA)，進行學
術研討與實務經驗交流，
分享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推
動成果。

1211

10 月 12 日
修正《機械設備器具
安全標準》，明確規
範製造者、輸入者、
供應者或雇主於產
製、輸入、供應或設
置法定機械、設備及
器具時，應確保其構
造、性能及防護符合
之安全規格。

10 月啟動
辦理台塑企業高階主
管 座 談 4 場 次， 針
對麥寮六輕台塑企業
執行製程安全管理
(PSM) 之等相關議題
督促台塑企業提升工
安文化水準，以預防
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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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14 2164

11 月 4-6 日
與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等
單位辦理 2018 年亞洲職業衛生
聯盟學術研討會，由國外學者專
家及國內專業人士，分享職業衛
生國際趨勢、危害暴露與風險評
估等實務作法。

11 月 7日
舉辦「離岸風電作業安全技術交流研討會」，探討國際間離岸風
電作業安全管理相關技術應用與實務，協助離岸風場開發商、設
備商及承攬人等強化安全管理能力。

11 月 14 日
修正《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補助相
關單位辦理職業災
害預防及職業災害
勞工職業重建事項
作業要點》，為辦
理加強職業災害預
防及職業災害勞工
重建補助之依據。

11 月 21 日
總統令公布修正
《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法》。以配
合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之實施，
將涉及歧視意涵
之「 殘 廢 」 文
字，修正為「失
能」或「身心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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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19

12 月 19 日
邀集能源、交通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離岸風場開發商等，
召開離岸風電系統作業安全跨部會技術平台會議，並研訂《離
岸風電海域作業安全指引》，供各界參考使用。

31

11 月 27 日
美國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林恩主席所率美國聯邦暨各州勞工行政
首長訪團一行 10 人拜訪本署，就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發展及執
行策略等面向，交流分享相關經驗。



【職業安全衛生署相關網站】
本署主要職業安全衛生網站如下，其他相關資訊，請至本署網站查詢。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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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公布職業安全衛生優良案件及
重大職業災害案件系統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網

職安卡資料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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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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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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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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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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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管理職類
結訓電腦測驗服務網
https://lsh.etest.org.tw/lshweb/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設置報備系統
https://filing.osha.gov.tw/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
https://injury.osha.gov.tw/gov_index.aspx

TOSHMS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https://www.toshms.org.tw/

事業單位職業災害通報專區
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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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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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資訊網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

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

危險區域劃分評估工具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代行檢查機構聯合網站

https://www.sh168.org.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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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msc.osha.gov.tw/

https://exproof.pro2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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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安全管理資訊應用與交流網站
https://psm.osha.gov.tw/

廠場化學品管理網站平台
https://ghs.osha.gov.tw/frontPage/index.html

勞工健康照護資訊平台
https://ohsip.osha.gov.tw

輔導 3K產業資訊整合網
https://3kto3c.osha.gov.tw/

勞工個人健康管理工具
https://icare.osha.gov.tw/

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管理系統
https://etms.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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