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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酒精製程中之槽車酒精裝卸作業、調和室收酒精作業及酒精調和作業等，其主要危害類型

有火災、火災爆炸、酒精洩漏、墜落及感電等，其中以火災爆炸最嚴重，很多工業事故是由不

適當之危害辨識和評估造成的。本研究以南部某酒廠的酒精製造工場為研究對象，利用工作安

全分析(Job Safety Analysis, JSA)分別探討酒精製程中，槽車酒精裝卸作業、調和室收酒精作業

及調和作業潛在的各項作業危害，執行危害類型辨識並據以建置安全作業標準(Safety Operation 

Procedure, SOP)，供事業單位參考使用。以槽車酒精裝卸作業為例說明研究結果，顯示應用

JSA對酒精儲槽區裝卸及調和作業製程實施危害辨識，可辨識出110項危害，11種危害類型。

主要危害類型有：酒精洩漏(33.6%)、火災(35.5%)和火災及爆炸(6.4%)，三項合計75.5%。上

述危害之風險評估結果為：高度風險有13件(11.8%)、中高度風險33件(30.0%)、中度風險36件

(32.7%)及低度風險28件(25.5%)，中、高度風險明顯偏高，高度風險中又以調和室酒精調和作

業有6件，所佔比例最高，應優先分配資源發展控制措施以降低其風險等級，避免重大災害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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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酒精，學名乙醇 ( E t h a n o l )，化學式
C2H5OH，是一種古老的飲品，兼具原料與成
品特性。在台灣，酒精及酒精飲料的年產值約

新臺幣數佰億元，經濟價值高，酒廠也創造上

萬就業機會，是一高遠景的傳統產業。一般酒

廠概分為米酒廠、水果酒廠及高粱酒廠。過去

酒採專賣制度，政府於2002年開放民間從事酒
類製造，菸酒專賣制度成為歷史。目前共有

301家廠商取得酒製造業許可執照，其中又以
米酒製造業之家數最多。水果酒是利用水果本

身的糖分被酵母菌發酵成酒精的酒。高粱酒廠

主要產品有高粱酒類、再製酒類及酒精類等三

類。酒精類是由酒精工場產製，其成品包含普

通酒精與優質酒精。優質酒精產製過程包括精

餾、輸送及調和作業。其中，精餾作業是將原

料酒精精製為成品酒精的過程；輸送作業或稱

收酒精作業是利用槽車或泵浦裝卸酒精，而調

和作業主要在調和室進行酒精調和。酒精屬易

燃液體，閃火點13℃、爆炸界限3.3%～19%、
蒸氣密度1.6（比空氣重，空氣=1），揮發速率
快，在常溫下遇火源會立即燃燒，可能發生火

災及爆炸[1]。
優質酒精製程涵蓋槽車酒精裝卸作業、

調和室收酒精作業及酒精調和作業等，極可能

產生重大危害，其主要災害類型有火災、火災

爆炸、酒精洩漏、墜落及感電等，尤以火災爆

炸最嚴重，也很難處理，其影響範圍可能擴及

鄰近社區，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很大的挑

戰。如1999年9月21日，南投集集大地震，南
投酒廠儲酒庫因地震拉斷電纜線，致發生電線

著火，迅即起火燃燒爆炸，並波及1,500公石
桶槽嚴重變形損壞[2]。2005年8月，中國四川
某酒廠因儲酒槽倒酒作業發生酒槽火災爆炸事

件，六人死亡[3]。2007年4月14日，苗栗竹南
一家米酒工廠疑因電線著火致引發儲酒槽火

災爆炸，大酒槽不斷冒出火焰，燒掉4個儲酒
槽，上萬公升米酒烈焰沖天，酒槽爆炸，大

火衝天，酒精燃燒的純質火焰燒破鐵皮工廠

[4]。2010年8月22日，中國江蘇贛榆縣一酒精
廠內，因一巨大的酒精儲槽遭雷擊發生爆炸，

致燃起冲天大火，且引燃了附近的兩個酒精儲

槽和一輛酒精槽車[5]，幸無人員傷亡。2012年
11月20日，金門酒廠50萬公升儲酒槽抽酒作業
時，因空氣呼吸閥未完全發揮效用，致空氣無

法進入槽體，形成儲酒槽真空現象，使槽體產

生縮扁、凹陷[6]。2013年9月9日，中國六合經
濟技術開發區的南京久鼎空調制冷設備有限公

司，產品測試車間工人在測試產品作業時，因

酒精洩漏致發生火災，現場濃煙很大，進入火

災現場後且聞到一股刺鼻的氣味，災情嚴重，

4人當場身亡，1人重傷送醫[7]。
許多工業事故多因不適當的辨識及評估

所引起[8]。常用的風險評估方法包括：1.檢核
表(Check List)，2.如果－結果分析(What If)，
3.初步危害分析，4.工作安全分析，5.危害與
可操作性分析(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 
HAZOP)，6.失誤模式與影響分析 (Fa i lu 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7.失誤樹
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 FTA)等，但都各有其
優點及限制[9,10]。其中，工作安全分析(Job 
Safety Analysis, JSA)是由工作分析和預知危險
結合演進而來，為應用於操作安全及管理的一

套防範意外事故的方法[11]。JSA是一種應用系
統化的步驟或程序，利用觀察、討論、修正分

析作業情況，詳細觀察並列出完整正確的工作

步驟，分析各步驟可能發生意外事故的潛在危

害及類型，尋找控制或消除危害事故的方法，

進而建立安全作業標準。JSA對於生產設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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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保養或人為操作之製程及活動較為合適，

符合風險分析過程包括機械、設備與人員之間

的互動關係及系統分析的要求[12]。
本研究對象為高粱酒廠，利用JSA分別探

討優質酒精製程中，槽車酒精裝卸作業、調和

室收酒精作業及調和作業潛在的各項作業危

害，執行危害類型辨識。再經風險評估分析結

果得出風險排序等級，發展風險控制措施並作

成決策，經整合工作安全分析結果作成安全作

業標準。再經試作與修正後，建置最適的安全

作業標準(Safety Operation Procedure, SOP)。

研究方法

本研究實施步驟依序為：1.成立工作安全
分析評估小組；2.製作安全衛生相關活動、作
業清查表；3.進行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4.工
作安全分析；5.依據分析結果制定或修訂安全
作業標。

本研究之製程安全評估小組以腦力激盪的

方式進行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工作。小組成員

包含製造部門、物料部門、維修部門及工安部

門等相關專業人員，以達客觀正確的安全評估

要求。對製程所涉及之機械設備、原物料及人

員作業方式等所可能衍生之各類型危害進行辯

識及評估並提出討論，得到共識後記錄於安全

衛生相關活動、作業之清查表中，如表1[13]。
完成作業清查表後，再進行風險評估並登錄於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登錄表中，如表2[14]。作
業暴露頻率F，如表3[15]；事件發生可能性P，
如表4[15]。機率權重(R)＝作業暴露頻率(F)×
事件發生可能性(P)。嚴重程度S，如表5[15]。
風險矩陣表，如表6[15]。風險等級之判定是
將人和設備的危害分開評定，如對人的危害是

依據機率權重(R)與嚴重程度(S)之組合得其風
險等級；對設備或財產的損失則依據事件發生

的可能性(P)與嚴重程度(S)之組合得其風險等
級。風險等級及因應對策，如表7[15]，是參
考上述風險矩陣表所得之風險等級擬定改善措

施，以控制風險。

由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結果，可了解整個

製程中將面臨的危害，危害的特性和每一危害的

風險等級高低，再據以實施工作安全分析。清楚

劃分整個製程的工作步驟，每一個工作步驟中可

能發生的事故或危害，擬定安全的工作方法，再

依據工作安全分析，制定安全作業標準。

表1　安全衛生相關活動、作業之清查表[13]

部門：
活動、作業名稱：

序號 作業步驟
輸入 風險原因 輸出

使用能源/原物料/機械設備 不安全行為(a) 不安全環境(b) 危害特性 可能發生事故之說明

表2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登錄表[14]

部門：
活動、作業名稱：

編號 狀態（N/A）
N:常態

A:非常態

風險原因 輪出 有無管制 管制說明 作業暴露頻率(F) 事件發生可能性(P) 機率權重(R) 嚴重程度(S) 風險等級
危害特性 可能發生事

故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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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作業暴露頻率表(F)[15]
連續暴露在此環境
下，至少8小時/次以上

暴露在此環境下，
至少6小時/次以上

暴露在此環境下，
至少4小時/次以上

暴露在此環境下，
至少2小時/次以上

暴露在此環境下，
至少2小時/次以下

平均每日一次以上 10 9 8 7 6
平均每週一次以上，但未達平均每日一次 9 8 7 6 5
平均每月一次以上，但未達平均每週一次 8 7 6 5 4
平均每季一次以上，但未達平均每月一次 7 6 5 4 3
最多每年或多年一次以上，但未達平均每季一次 6 5 4 3 2

表4　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表(P)[15]

需防護措施，但
未設置。或無法

防護

有設置一項硬體
防護設施及軟體
保護措施

有設置二項硬體
防護設施及軟體
保護措施

有設置二項以上
具體有效之軟硬
體防護措施

設置多重防護措
施，軟硬體成效

極佳

經常的（一年發生五次以上） 10 9 8 7 6
可能的（五年內發生一次以上，但一年不超過五次） 9 8 7 6 5
少許的（純屬意外）（十年內發生一次以上，但五年不超過一次） 8 7 6 5 4
很不可能，可以假設（約十至百年發生一次或十年不超過一次） 7 6 5 4 3
稀少的（不太可能發生） 6 5 4 3 2

表5　嚴重程度表(S)[15]

人員安全衛生 設備/設施 權重

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送醫急救，殘廢、傷害或疾病 設備或設施損壞損失NT 500萬以上或酒精洩漏50公秉以上 A
嚴重傷害（嚴重骨折、三級燙傷或失能傷害）需住院治療或長期修養/復建 設備或設施損壞損失NT 100~500萬或酒精洩漏1公秉到50公秉 B
醫療處理或需限制其工作（需外送就醫）
中度傷害（骨折、二級燙傷）

設備或設施損壞損失NT 50~100萬或酒精洩漏10公升到1公秉 C

僅需至保健室初步護理不需外送
輕度傷害（表皮受傷、輕微割傷、疼痛或過敏）

設備或設施損壞損失NT 5~50萬或酒精洩漏10公升以下 D

＊無明顯危害 損失NT 5萬以下或無酒精洩漏 E
註：1.嚴重程度指標為考慮所有防護措施失效下的可能最壞後果。
　　2.如同時有人員安全衛生及設備/設施之損壞，選擇權重高者列入S分數。

表6　風險矩陣表[15]

嚴重度(S)
機率權重R

（或事件發生的可能性P）
A B C D E

70~100(9~10) 1 1 2 3 4
40~69(7~8) 1 1 2 4 4
20~39(5~6) 1 2 3 4 5
10~19(3~4) 2 3 4 5 5

0~9(1~2) 2 3 4 5 5

表7　風險等級及因應對策表[15]

風險等級 因應對策

等級1 高度風險 優先檢討現有的防護措施或提出改善方案或加強應變能力

等級2 中高度風險 得執行進一步評估後決定是否改善

等級3 中度風險 暫時可接受，考慮採取改善措施

等級4 低度風險 暫時可接受，注意以現有方式監控

等級5 可接受風險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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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描述

本研究將酒精儲槽區裝卸及調和作業劃

分為三個製程區段實施分析，分別是:1.槽車酒
精裝卸作業（製程編號A）；2.調和室收酒精
作業（製程編號B）；3.調和室酒精調和作業
（製程編號C）。分述如下：

槽車酒精裝卸作業是以容量3公秉的灌裝
柴油動力槽車，在駛進酒精儲槽區後連接輸酒

管線，啟動泵浦運轉，並在槽車與儲酒槽間裝

卸酒精。因泵浦及槽車引擎皆為動力源，在儲

酒槽儲放酒精時，會因操作不當或設備故障而

成為引火源。

調和室收酒精作業是利用泵浦將儲槽區儲

槽內的酒精傳送到調和室調和桶內。酒精儲槽

區內除設置8座容量為500公秉的儲槽（容量合
計4,000公秉）；另有加壓泵浦、管閥及配件、
輸酒管線、接地裝置、避雷針、灑水降溫設備

及消防滅火設施。控制室內設置5HP抽酒精主
泵浦，因輸酒管線長約1,000公尺，所以管線中
途並配置中繼泵浦，以增加輔助動力將酒精傳

送到調和室調和桶內。長距離及長時間之酒精

輸送作業，常易發生各種不利製程運轉狀況，

如管線材質劣化、迫緊老化，馬達動力不足空

轉，中繼泵浦故障或工作人員操作失誤等。

調和室酒精調和作業是將調和桶內酒精加

水並攪拌均勻至一定的酒精度為止，以符合產

品需求。製程使用壓縮空氣攪動桶內酒精以達

到酒水充分混和狀態。攪動過程中，酒精因與

桶壁產生摩擦，極易產生靜電。另因調和桶置

於室內，酒精氣易飄散於室內陳積，所以必須

靠空調換氣系統調節室內酒精氣濃度，以免因

濃度達到爆炸下限而引發火災及爆炸。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應用工作安全分析法(JSA)對1.槽車
酒精裝卸作業（製程編號A）；2.調和室收酒
精作業（製程編號B）；3.調和室酒精調和作
業（製程編號C）實施危害辨識。每一製程區
在進行JSA前，都先進行作業拆解至每一作業
步驟。因作業步驟繁多，本研究僅以槽車酒精

裝卸作業（製程編號A）中之槽車駛進儲槽區
及定位完成（製程編號A-1）為例說明。其餘
製程單元（製程編號B和C）亦依此方式進行作
業步驟拆解與分析。在槽車酒精裝卸作業（製

程編號A）中被分析的作業步驟共有：1.槽車
駛進儲槽區及定位完成（製程編號A-1）；2.車
輛熄火、交出鑰匙放於定位及接妥接地線（製

程編號A-2）；3.檢視作業環境，打開槽車頂
蓋，連接輸酒管線及啟動泵浦運轉（製程編號

A-3）；4.裝滿或洩空酒精，關閉泵浦及槽車頂
蓋（製程編號A-4）；5.拆卸輸酒管線啟動槽車
駛離儲槽區（製程編號A-5）。

為了解製程所需的工作人員、作業步驟、

能源、原物料、機械設備及作業任務後，評估

製程可能發生之危害及其特性，首先依據表1
製作安全衛生相關活動、作業之清查表，如

表8[13]，槽車酒精裝卸作業（製程編號A）之
(A-1)，說明如後。在作業清查表表頭部份包
含部門、活動或作業名稱；輸入欄位依序為序

號、作業步驟、輸入、風險原因和輸出，分別

探討每一作業步驟所需的能源、原物料或機械

設備（輸入）、危害特性及危害事故說明（輸

出），並分析危害發生的風險原因是屬於不安

全環境或不安全行為所造成且採逐項逐欄評估

分析。其他製程分析亦依此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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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上述活動、作業之清查表後，製

程編號A，B和C的危害事件辨識結果，整理
如表9。三項製程中共辨識出110項潛在危害事
件，計11種危害類型。危害類型中以酒精洩漏
37件(33.6%)、火災39件(35.5%)、火災及爆炸
7件(6.4%)、滑倒或跌倒11件(10%)、與高溫接
觸2件(1.8%)、衝撞2件(1.8%)、錯誤組成2件
(1.8%)、外物入眼2件(1.8%)、墜落1件(0.9%)、
感電1件(0.9%)、其他6件(5.5%)。並以酒精洩
漏33.6%及火災35.5%等二種危害類型所佔之比
率最高，合計69.1%，應列為優先採取控制措
施以減少危害事件發生。

依據製程的作業暴露頻率、事件發生的

可能性及嚴重程度，評估危害事件的風險等級

並記錄於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登錄表中，如表

10[14]槽車酒精裝卸作業（製程編號A）之槽車
駛進儲槽區及定位完(A-1)。編號A-1-1至A-1-6
等6項危害事件中，經評定風險等級為1級者有
1件、2級者有1件、3級者有2件及4級者有2件
（風險等級評定請參考表6）。其他製程評估
亦依此方式進行。

三項製程(A、B、C)的風險評估結果，整
理如表11。經彙整，高度風險有13件（含槽車
酒精裝卸作業4件、調和室收酒精作業3件和調
和室酒精調和作業6件），應優先檢討現有的
防護措施或提出改善方案或加強應變能力。中

高度風險有33件（含槽車酒精裝卸作業9件、
調和室收酒精作業14件和調和室酒精調和作業
10件），得執行進一步評估後決定是否改善。
中度風險有36 件（含槽車酒精裝卸作業17件、
調和室收酒精作業10件和調和室酒精調和作業
9件），暫時可接受並考慮採取改善措施。

低度風險有28件（含槽車酒精裝卸作業8
件、調和室收酒精作業13件和調和室酒精調和
作業7件），暫時可接受並注意以現有方式監
控。不可接受風險（高度風險+中高度風險+中
度風險）共82件(74.5%)，比例明顯偏高；且
不可接受風險中又以槽車酒精裝卸作業有30件
(27.3%)，所佔比例最高，應列為優先分配資源
發展控制措施以降低風險等級的製程。

應用JSA辨識危害類型，再依風險評估作
業程序完成風險評估表排序風險等級，並據

以制訂安全作業標準(SOP)。由製程風險評估
結果分析表得知，製程中不可接受風險（高

度風險+中高度風險+中度風險）共82件，比
例明顯偏高。為降低重大災害發生，應立即實

施工作安全分析，建立工作安全分析表（如表

12[16]），尋求安全的工作方法。以槽車酒精
裝卸作業的A-1為例說明，依據表10[14]槽車
酒精裝卸作業(A)之槽車駛進儲槽區及定位完
(A-1)之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登錄表，經JSA分
析後，各工作步驟在檢討可能的潛在危害及安

全的工作方法外，另探討相關危害需採取的緊

急處理措施，以消除作業時間的不安全行為、

設備與環境。依據工作安全分析結果，制定安

全作業標準表，此表再經問卷調查之回饋建議

後再修訂為制式安全作業標準表(SOP)，如表
13[16]。其中，工作步驟a.槽車熄火定位是針
對製程A-1和A-2；工作步驟b.槽車連接泵浦及
啟動泵浦運轉是針對製程A-3；而工作步驟c.裝
卸完成啟動槽車駛離則是針對製程A4和A5。
建議SOP三年至少需修改一次，以符合OHSAS 
18001每三年至少修訂一次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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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安全衛生相關活動、作業之清查表[13]

部門：
活動、作業名稱：槽車酒精裝卸作業（製程編號A）

序號 作業步驟

輸入 風險原因 輸出

使用能源/原物料
/機械設備 不安全行為(a) 不安全環境(b) 危害特性 可能發生事故之說明

1-1 槽車駛進儲槽
區及定位完成

酒精、槽車
駕駛失誤槽車撞
擊輸酒設備

槽車、易燃品 酒精洩漏 槽車駕駛失誤或煞車失靈撞擊輸酒設備致酒精洩漏。

1-2 槽車駛進儲槽
區及定位完成

酒精、槽車
槽車未裝置滅焰
裝置

易燃品 火災
槽車排氣管未裝設滅焰裝置駛進儲槽區，形成引火源，
如遇酒精洩漏將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燒車。

1-3 槽車駛進儲槽
區及定位完成

酒精、槽車
槽車駕駛失誤及
車輛未落實定期
檢查及保養

人員動線與車輛
未分離設置

衝撞 槽車駕駛失誤或剎車失靈於儲槽區內撞傷工作人員。

1-4 槽車駛進儲槽
區及定位完成

酒精、槽車 槽車駕駛失誤 易燃品 火災及爆炸
槽車於儲槽區內與其他車輛相撞，致酒精洩漏並起火燃
燒爆炸。

1-5 槽車駛進儲槽
區及定位完成

酒精、槽車
未落實自動檢查
及保養

易燃品 酒精洩漏 槽車車體龜裂及進出口接頭損壞洩漏酒精。

1-6 槽車駛進儲槽
區及定位完成

酒精、槽車 槽車駕駛失誤 邊溝未設置覆蓋 酒精洩漏
槽車駕駛失誤，輪胎滑落邊溝卡住，車輛傾斜車內酒精
溢出。

表9　危害辨識結果分析表
製程

危害類型
槽車酒精裝卸作業
（製程編號A）

收酒精作業
（製程編號B）

酒精調和作業
（製程編號C） 小計 百分比

酒精洩漏 11 16 10 37 33.6%
火災 16 12 11 39 35.5%

火災及爆炸 2 1 4 7 6.4%
滑倒或跌倒 1 4 6 11 10%
與高溫接觸 2 0 0 2 1.8%
衝撞 2 0 0 2 1.8%
錯誤組成 0 2 0 2 1.8%
外物入眼 1 1 0 2 1.8%
墜落 1 0 0 1 0.9%
感電 1 0 0 1 0.9%
其他 1 4 1 6 5.5%
小計 38 40 32 110 100.0%

表10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登錄表[14]

部門：
活動、作業名稱：槽車酒精裝卸作業之槽車駛進儲槽區及定位完成（製程編號A-1）

編號
狀態（N/A）

N:常態
A:非常態

風險
原因

輸出 有無
管制

管制說明
作業暴
露頻率

(F)

事件發
生可能
性(P)

機率
權重
(R)

嚴重
程度
(S)

風險
等級危害特性 可能發生事故之說明

A-1-1 N a、b 酒精洩漏
槽車駕駛失誤或煞車失靈撞擊輸酒
設備致酒精洩漏。

有
車輛速限標示、具備駕照、車輛定
期自動檢查及保養、勞工在職教育
訓練、安全作業標準

5 C 3

A-1-2 N a、b 火災
槽車排氣管未裝設滅焰裝置駛進儲
槽區，形成引火源，如遇酒精洩漏
將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燒車。

有
勞工在職教育訓練、嚴禁煙火告示
牌、每日點檢表

6 5 30 C 3

A-1-3 N a、b 衝撞
槽車駕駛失誤或剎車失靈於儲槽區
內撞傷工作人員。

有
車輛速限標示、勞工在職教育訓
練、具備駕照

6 4 24 B 2

A-1-4 N a、b 火災及爆炸
槽車於儲槽區內與其他車輛相撞，
致酒精洩漏並起火燃燒爆炸。

有
車輛速限標示、警衛入口管制、安
全作業標準

6 4 24 A 1

A-1-5 N a 酒精洩漏
槽車車體龜裂及進出口接頭損壞洩
漏酒精。

有
車輛定期自動檢查及保養、每日點
檢表、勞工在職教育訓練

5 D 4

A-1-6 N a、b 酒精洩漏
槽車駕駛失誤，輪胎滑落邊溝卡
住，車輛傾斜車內酒精溢出。

有
勞工在職教育訓練、車輛速限標
示、具備駕照

5 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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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製程風險評估結果分析表

製程風險等級
槽車酒精裝卸作業
（製程編號A）

收酒精作業
（製程編號B）

酒精調和作業
（製程編號C） 小計 百分比

高度風險(1) 4 3 6 13 11.8%
中高度風險(2) 9 14 10 33 30.0%
中度風險(3) 17 10 9 36 32.7%
低度風險(4) 8 13 7 28 25.5%
可接受風險(5) 0 0 0 0 0.0%

小計 38 40 32 110 100%

表12　工作安全分析表（以槽車酒精裝卸作業的槽車駛進儲槽區及定位完成(A-1)為例說明）[16]
部門：某酒廠○○課 工作名稱：槽車駛進儲槽區及定位完成(A-1)

初核者：王○○
核定者：陳○○

要求或建議使用的個人防護設備：滅火器、水及耐酸鹼手套。

工作步驟 可能發生之事故或危害 安全工作方法

a.作業前 1. 槽車駛進儲槽區及定位完 成。

1. 槽車駕駛失誤或煞車失靈撞擊輸酒設備致酒精洩漏。
2. 槽車排氣管未裝設滅焰裝置駛進儲槽區，形成引火
源，如遇酒精洩漏將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燒車。

3. 槽車駕駛失誤或剎車失靈於儲槽區內撞傷工作人員。
4. 槽車於儲槽區內與其他車輛相撞，致酒精洩漏並起火
燃燒爆炸。

5. 槽車車體龜裂及進出口接頭損壞洩漏酒精。
6. 槽車駕駛失誤，輪胎滑落邊溝卡住，車輛傾斜車內酒
精溢出。

1.6.進入儲槽區由工作人員引導駕駛就定位。
2..指派工作人員監視及檢查。3.4.5.6.落實槽車自
動檢查、保養及教育訓練。4.禁止或管制其他車
輛進入儲槽區。

表13　（槽車酒精裝卸）安全作業標準[16]
（槽車酒精裝卸）安全作業標準

作業總類區分：槽車酒精裝卸作業（製程編號A）
單位作業名稱：裝卸酒精
作業方式：協同作業
使用處理材料：酒精
使用器具工具：馬達、輸酒管
防護器具：滅火器、水及耐酸鹼手套

分類編號：
訂定日期：103 年 04 月 04 日
修訂日期：
版本板序：A1
製訂單位：○○課
製訂者：陳○○

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a. 槽車熄火定位
（含製程編號
A-1及A-2）

1. 槽車駛進儲槽區及定位完成。
2. 車輛熄火，司機交出鑰匙放於
定位。

3. 安裝槽車後輪擋板。
4. 接妥接地線。

1. 槽車駕駛失誤或煞車失靈撞擊輸酒
設備致酒精洩漏。

2. 未拉手煞車及未裝設後輪檔板，發
生地震致車輛滑動撞傷工作人員。

3. 槽車排氣管未裝設滅焰裝置駛進儲
槽區，形成引火源，如遇酒精洩漏
將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燒車。

4. 槽車駕駛失誤或剎車失靈於儲槽區
內撞傷工作人員。

5. 槽車於儲槽區內與其他車輛相撞，
致酒精洩漏並起火燃燒爆炸。

6. 槽車車體龜裂及進出口接頭損壞洩
漏酒精。

7. 槽車駕駛失誤，輪胎滑落邊溝卡
住，車輛傾斜車內酒精溢出。

8. 車輛未熄火，引擎火星塞點火形成
火源，如遇酒精外洩將引燃酒精
氣，發生火燒車。

9. 車輛已熄火但未交出鑰匙，誤啟動
引擎或遭他人啟動引擎，如遇酒精
外洩將發生火燒車。

10. 引擎啟動鑰匙損壞車輛無法熄火，
如遇酒精外洩將引燃酒精氣，發生
火燒車。

11. 駕駛離開座位產生靜電火源，如遇酒
精外洩將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燒車。

1.5.進入儲槽區由工作人員引
導駕駛就定位。
2.3.8.9.指派工作人員監視及檢
查槽車後輪檔板是否安裝。
4.7.10.落實槽車自動檢查、保
養及教育訓練。
5.禁止或管制其他車輛進入儲
槽區。
6.落實槽車自動檢查保養。
11.指派工作人員於槽車定位後
立即用水將車體加濕並接好接
地線後，才請駕駛下車。

1. 發生火災立即以乾粉滅火器滅
火並通報上級及消防組。

2. 人員受傷立即請護士檢查或外
送醫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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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b. 槽車連接泵浦
及啟動泵浦運
轉（製程編號
A-3）

1. 接管完成及啟動泵浦運轉。
2. 檢查輸送管及接合處洩漏否。
3. 洩酒時檢查槽車上蓋打開否。
4. 檢查泵浦運轉正常否，泵浦是
否高溫。

1. 輸酒管線或泵浦故障維修，酒精洩
漏加維修工具敲擊火花引燃酒精氣
發生火災。

2. 輸酒管材或焊道劣化洩漏酒精。
3. 馬達泵浦電源線破皮短路，啟動泵
浦後產生大電流起火燃燒，如遇酒
精洩漏將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災。

4. 槽車手剎車故障失效或疏忽未拉
起，如遇地震將致車輛移動拉斷輸
酒管，酒精大量洩漏。

5. 車輛未熄火即啟動泵浦運轉，引擎火
星塞點火將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燒車。

6. 泵浦軸心或軸封磨損洩漏酒精，如
遇馬達運轉高溫燒毀將引燃酒精氣
發生火災。

7. 馬達過載高溫燒毀，工作人員碰觸
造成燙傷。

8. 管路過濾器阻塞，管路接合處爆開
酒精洩漏。

9. 泵浦運轉出口凡而應開未開或流量
計故障，致酒精無法流通，馬達空
轉高溫燒毀。

10. 排氣橡膠軟管破裂或收集桶傾倒，
酒精洩漏。

11. 泵浦出口逆止閥故障失效，馬達過
載高溫燒毀，如遇酒精洩漏，將引
燃酒精氣發生火災。

12. 輸酒管線接頭處迫緊劣化洩漏酒精。
13. 馬達泵浦電源線破皮短路漏電，如
遇工作人員碰觸將遭電擊。

14. 泵浦已啟動，管路出口凡而應開未
開或因故障無法開啟，致法蘭接頭
處爆開酒精洩漏。

15. 輸酒管路破裂致酒精洩漏及酒精氣
瀰漫，如遇鄰近工作人員吸菸或明
火作業，將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災。

16. 槽車未接妥接地線或接地失效，罐
裝酒精時產生靜電火花引燃酒精氣
發生火災。

17. 泵浦電源開關未上鎖被誤啟動，致
馬達空轉高溫燒毀，如遇酒精洩漏
將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災。

1.4.5.7.9.14.16.另指派工作人員
在場監視檢查。
1.禁止使用鋼質工具。
2.3.4.6.8.9.10.11.12.13.14.15.16.
17.做好自動檢查及保養。
7.按照安全作業標準實施。
15.作業範圍內嚴禁煙火。
17.馬達高溫自動偵測停止裝置。

立即以乾粉滅火器滅火並通報上
級及消防組。
立即停止泵浦運轉。

c. 裝卸完成啟動
槽車駛離（含
製程編號A-4
及A-5）

1. 泵浦停止運轉，拆除連接管。
2. 酒精滴落地面處，用水沖洗乾淨。
3. 檢查槽車上蓋鎖緊否。
4. 將槽車駛離儲槽區。

1. 工作人員疏失或泵浦電源開關故障
無法關閉，致槽車裝的太滿酒精溢
出車外。

2. 輸酒管接合處未緊密致酒精滴落地
地面，工作人員滑倒受傷。

3. 泵浦故障運轉高溫，人員碰觸造成
燙傷。

4. 駕駛爬到槽車頂打開或關閉頂蓋
時，疏忽墜落地面傷亡。

5. 洩酒精作業時，槽車頂蓋未打開即
啟動泵浦運轉，造成槽體縮扁酒精
洩漏。

6. 槽車裝酒精作業時，如遇地震致槽
車傾倒酒精大量洩漏和馬達電纜線
斷裂起火，將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災
及爆炸。

7. 輸酒管接頭故障洩漏酒精無法拆卸
加維修工具敲擊火花引燃酒精氣發
生火災。

8. 泵浦未關閉即拆卸輸酒管，接頭處酒
精噴出，作業人員眼睛遭酒精濺傷。

1.5.9.10另指派監視人員在場檢查。
1.2.3.6.8.落實自動檢查及保養。
3.加強工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4.作業區設置安全吊桿及請駕
駛配掛安全帶。
5.落實安全作業標準。
6.實施緊急應變演練。
7.嚴禁使用鋼質工具維修。
8.提供警告標示。
8.作業人員配戴護目鏡。

1. 發生火災立即以乾粉滅火器滅
火並通報上級及消防組。

2. 人員受傷立即請護士檢查或外
送醫院救治。

表13　（槽車酒精裝卸）安全作業標準[1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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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9. 防止駛離裝置故障，管線未拆卸槽
車即駛離，致拉斷輸酒管線酒精洩
漏，引燃酒精氣發生火燒車。

10. 酒精洩漏地面未處理即啟動槽車引
擎致發生火燒車。

結論

本研究利用JSA探討優質酒精製程中，槽
車酒精裝卸作業、調和室收酒精作業及調和作

業潛在的各項作業危害，評估其風險等級。

上述三項製程所辯識之110項危害事件中以火
災35.5.0%、火災及爆炸6.4%、酒精洩漏33.6%
等三種危害類型合計所佔之比率最高，應列

為優先採取控制措施以減少危害發生的類型。

經風險評估結果：高度風險分別是11.8%；中
高度及中度風險合計分別是62.7%；低度風險
25.5%。為有效降低災害事故的嚴重度可1.選用
不銹鋼特弗龍迫緊+酒精洩漏自動偵測警報系
統+酒精洩漏導流及收集裝置；2.安裝馬達高溫
自動偵測警報及停止裝置；3.以氮氣代替空氣
作為調和桶之攪拌氣體；4.設置酒精度自動偵
測顯示裝置；5.加大安全距離，並設置自動乾
粉滅火系統。

在危害識別上，JSA分析技術貼近現場作
業環境，對作業活動所使用之能源、物料及機

械設備有完整的說明，對製程的危害類型有清

楚的劃分與歸類，但過分依賴評估團隊的腦力

激盪耗時費力。在風險評估上，對於作業暴露

頻率及有無防護措施列入可能性的機率權重，

評估接近事實且客觀，嚴重度的權重同時考量

人員安全及設施損毀情況，契合實際。在風險

控制上，JSA對於人為疏忽所造成的風險，有
顯著的控制效果，另對於新手提供一個可以遵

循的工作準則。但安全作業標準主要規範是人

員的行為和設備的操作程序，對於環境或機械

設備本質的缺陷，無法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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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 loading and unloading operations of alcohol tank car, operations of receiving alcohol in 
blending room, and alcohol blending operations in alcohol manufacturing process have high potential 
hazards including fire, explosion, leakage of alcohol, fall, electrification, and etc. Among these, fire 
and explosion are the most severe. Many industrial accidents were caused by inappropriate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In this study, an alcohol manufacturing plant in southern Taiwan was 
taken as a case study. Job Safety Analysis (JSA) was us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hazards in alcohol 
manufacturing process (loading and unloading operations of alcohol tank car, operations of receiving 
alcohol in blending room, and alcohol blending operations). The results obtained then were used for 
risk ranking which will be used to establish the safety operation procedure (SOP). The process of 
Tanker loading and unloading operations in alcohol has been taken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results. The hazards identified in loading and unloading operations of storage tank areas and blending 
operations with JSA show that there are 110 hazards identified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as 11 types 
of hazards.  The main hazard types of above include alcohol leakage (33.6%), fire (35.5%), and fires 
and explosions (6.4%), the three in total amount to 75.5%. The results of risk assessment of the above 
hazards show that there are 13 high level risk (11.8%), 33 moderate high risk of (30.0%), 36 moderate 
risk (32.7%), and 28 low risk (25.5%). Blending room operations shows six high level risks and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to be controlled in order to avoid a major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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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以職業安全衛生訓練規則第17條第10款之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

與第13款之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需每三年至少接受三小時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為研究背

景，藉由探討一般中小企業員工安全衛生職能基準，以據之規劃職能導向訓練課程為目的，研

究步驟是先經由國內外安全衛生職能文獻分析結果，建立初步中小企業員工安全衛生職能內

涵；再舉辦涵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6場分區焦點團體座談會，檢視與修正文獻分析結果；最後

與來自於20個行業別、31個事業單位的33位安全衛生相關人員訪談結果內容，進行交叉比對。

研究結果區別出兩類對象的安全衛生職能內涵，分別是一、不具督導或管理職責的勞工之安全

衛生職能，依序包括危害辨識職能、危害控制職能和安全衛生法規職能。二、具備督導或管理

職責的勞工的安全衛生職能，依序須具備安全衛生法規職能、安全衛生管理職能、危害辨識職

能、危害評估職能和危害控制職能。本研究並以法規的訓練時數要求為基礎，根據所發展的職

能內涵、功能與角色，提出對應的具體訓練規劃內容，作為事業單位和訓練單位規劃相關訓練

課程的參考。

關鍵字： 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職能、職能導向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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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102年修正公布的「職業安全衛生法」
[1]第一章總則第一條揭露修法目的係為防止
職業災害，以保障工作者安全及衛生，保護場

域擴及於所有勞動場所，一體適用於各業的所

有工作者（包括受僱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

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

員，如志工、實習生等，以及職業訓練機構學

員等）。職業安全衛生法的修訂，除與我國產

業結構變遷有關之外，亦呼應著勞工的工作需

求，事實上依據在2013年美國對於6,000位員
工的一項調查結果[2]，的確顯示除了薪資之
外，有95%的員工表達工作的安全性是其最重
視的項目。我國自民國18年起，陸續訂定了各
項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與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課程等；惟在法規成果面，卻頻見工安事故，

如台塑麥寮六輕工安事故、中科友達化學房工

安意外與高雄中油煉油廠氫氣外洩等重大工安

事件，屢屢造成人員重大傷亡。究其原因大致

可分成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和基本原因三類：

1.直接原因：指有害物質暴露及能量釋出。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態與不安全行為。3.基
本原因：事業單位的管理缺失。

Heinrich的骨牌理論(Heinrich Domino 
Theory)[3]就曾指出意外事件發生歷程，包含五
個系列因素，分別是1.遺傳與社會環境，2.個
人失誤，3.人員不安全的動作併同機械和物理
危險，4.意外事故的發生，和5.造成人身意外
傷害或財物損害的結果，骨牌理論的連環內涵

如圖1。

圖1　Heinrich 意外災害骨牌理論[3]

Heinrich經由實證分析結果發現98%的意
外災害源自於不安全行為(88%)和不安全狀態
(10%)的間接原因，其中不安全行為是指人員
的不當動作，而不安全環境則是機械設備等硬

體處於不安全狀態，但只要從中抽取不安全行

為和不安全環境的骨牌，就能避免造成災害發

生；亦即由於不安全行為往往肇因於個人的內

在不當認知，若能藉由強化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品質，導正工作者的工作認知，以增加行為的

安全性(Behavior-based safety)，就有可能降低
災害的發生頻率。

歐盟曾指出中小企業比較缺乏安全衛生訓

練的資訊和機會[4]，事實上，國內大型企業
通常較具備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能力，一

般中小型企業對於勞工的教育訓練則往往以生

產操作訓練為主，較缺乏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

落實。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遂以中小企業為

主；；所謂的中小企業，依我國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5]認定其主要基準為：
1.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
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或經常僱

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2. 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

滿一百人者。

另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03年臺灣地區
中小企業就業人數為8,669,000人，中小企業約
佔就業人口總數的78.25%，若從行業別區分，
103年中小企業就業人數前四大行業及比率分
別為製造業219萬6千人；其次是批發及零售業
就業人數175萬6千人；接著是營造業就業人數
86萬5千人，以及住宿及餐飲業76萬8千人，故
本研究即以上述行業為主要探討範疇。根據我

國的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2條[6]可知
我國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分類成12類，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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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訓練對象分成14類，並明訂訓練時數的規
範。惟隨著我國產業結構逐漸發展成製造業

和服務業並重的趨勢下，同條第10款之各級管
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和第13款之前述各
款以外之一般勞工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內

涵就成為值得討論的重要議題，無論是實施內

部訓練，或派送外部訓練機構，究竟應該實施

那些真正有助於工作安全的課程？雖然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14已明定一般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但根據實務訪查結果，

屢見僅以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性別平等課

程或生產操作訓練等作為符合法令需求的企

業。而在訓練完畢後，是否就代表受訓者已具

備足夠的安全衛生職能？或是否仍然出現職能

落差等現象，都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課題。

即在根據法令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後，

究竟受訓者擁有那些安全衛生職能？這些職能

能否提升工作的安全性？又究竟何謂職能？

McClelland[7]是最早從工作績效中的角度創造
職能一詞者；McClelland及Boyatzis[8]則進一步
定義所謂的職能(competence)是與有效能或優
秀工作績效有關的個體特徵，包括個體已知或

尚未自我覺察的動機、特質、自我意像或社會

角色、技術和行為等，而美國勞工部雇用與訓

練局(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9]則定義職能為能夠應用或使用一系列與成
功執行關鍵工作功能或是某一特定工作脈絡中

的任務有關的知識、技術和能力，在其9階職
能階層中，健康與安全被歸類於第4階的產業
技術職能；至於我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0]
（iCAP職能發展應用平台）所定義的職能基準
(competence standards)則知其為特定職業（專
業）工作，所需符合（具備）的一組能力，且

其職能應具備產業共通性。綜合上述可知職能

是為產生特定工作績效所需具備的能力，故當

人員的職能產生落差時，就可能引發訓練需

求，而訓練目標即是為補足職能落差缺口，以

產生預期的工作績效。澳洲聯邦政府[11]就曾
界定安全衛生訓練課程目標「是從了解一般安

全衛生法規所賦予的各種權利義務的背景之

下，能正確表達危害的對象與內容，並獲得協

助」。此外，其主張若導入職能導向訓練，將

產生下列六種效益：1.在工作中學習與評估。
2.獲得相關且特定的技能。3.符合特定基準。
4.一致性的產出。6.具辨識性的訓練。7.有利於
勞動問責和職場管理。

因此，本研究目的先以探討中小企業員工

職業安全衛生核心職能基準內涵為主，即連結

至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14所規範的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再根據研究產出

的目標對象類型，據之發展安全衛生核心職能

導向的安全衛生訓練課程設計，以提供事業單

位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和勞動部權責單位審

查與設計課程的參考。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之方法與步驟主要包括：1.文獻探
討與次級資料分析法：蒐集並分析九個主要國

家與我國有關安全衛生核心職能理論與應用於

安全衛生教育之國內外相關文獻，以發展初步

企業員工安全衛生核心職能與教育訓練規劃內

容。2.焦點團體座談會：在北中南區共安排6場
焦點團體座談會，參與人數共65人，針對初步
內容之適用性進行討論。3.專家訪談法：以33
位中小企業安全衛生相關主管為訪談對象，分

析其對於職業安全衛生職能的認知，以及所實

施的一般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現況。4.內容
分析法：對於6場焦點團體座談紀錄與專家訪
談紀錄，進行內容分析，確認所發展的核心職

能內涵和訓練課程的主軸。各方法所使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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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具包括1.焦點團體座談會討論底稿，2.焦
點團體座談會討論題綱，和3.專家訪談題綱，
完整研究流程圖如圖2。

在本研究實施步驟中，首先為求文獻之周

延性，文獻蒐集來源包含澳洲、美國、英國、

歐盟、加拿大、新加坡、中國香港、日本和我

國；之後再深入分析澳洲、美國[12]和英國[13]
三個主要國家與我國相關法規之勞工安全衛生

職能內涵／元素、一般安全衛生訓練對象，以

及一般安全衛生訓練課程內涵／種類的差異，

四者差異如表1。

圖2　研究流程

表1　澳洲、美國、英國和我國的職業安全衛生內涵、對象與訓練課程的比較

國家 職業安全衛生職能定義/內涵/元素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對象 一般安全衛生訓練課程內涵/種類

澳洲
職業衛生與安全職能(OHS)是產業共同認可執
行有效職業衛生與安全管理系統所需的職能，
並符合整體澳洲職業衛生與安全法令的需求。

1.沒有管理和督導責任的員工。
2.有督導責任的員工。
3.有管理責任的員工。

1.課程目標是從了解一般安全衛生法規所賦
予的各種權利義務的背景之下，能正確表達
危害的對象與內容，並獲得協助。2.發展職
能導向課程，所產生的效益為a.在工作中學
習與評估，b.相關且特定的技能，c.特定基
準，d.一致性的產出，e.具變識性的訓練，
和f.勞動問責和職場管理。

美國
安全衛生職能為能夠指出和預測在環境或工作
條件中所存在的危害，並且加以修正。

雇主、一般勞工。

1.發展一般產業基礎職業安全訓練課程10小
時/30小時。以10小時為例，包括必修7小
時，必選2小時和選修1小時。2.規劃一般員
工的事前訓練和事後訓練。

英國 每一個工作者均具備實踐控制風險角色的職能
1.年輕工作者，2.員工，3.督導與直線管理
者，4.資深管理者，5.員工代表，6.衛生與安
全專業人員。

安全衛生訓練課程內容包括：
1. 升高對於衛生和安全議題的覺察。
2. 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的技術。
3. 與特定任務與職業有關的技術。
4. 包括與工作說明書和設計、契約管理、人
因工程和職業衛生的廣泛技術。

我國
勞動部

尚未統一定義

1.新僱勞工或變更工作前的一般在職勞工（另
有對特殊作業勞工增列訓練時數），2.新僱或
在職於變更工作前的各級業務主管人員。（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14）

與勞工有關的課程包括1.作業安全衛生有關
法規概要，2.勞工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3.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4.標準作業程序，5.緊急事故應變處理，6.消
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和7.其他與勞工作業
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另各級業務主管人員
於新僱或在職於變更工作前，應參照下列
課程增列六小時。1.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
2.自動檢查。3.改善工作方法。4.安全作業標
準。（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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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檢視初步文獻分析結果，特舉辦

6場專家焦點團體座談。雖然就勞動檢查機關
的意外事故分析可知製造業較於服務業更容易

出現職災或職傷，惟在實務上，製造業與服務

業對於安全衛生的認知與實務，不盡然相同；

因此，本研究座談會區分成製造業與服務業兩

大類，採同質性座談會以求對話的深入，並分

別在北、中、南分區進行共6場，以減少地區
性所造成的影響。每場與會對象均包括政府、

企業（製造業和服務業事業單位代表）、勞工

與學術相關代表等利益關係人，表2說明專家
焦點座談會舉行概況。在與工業局工業區與加

工出口管理處共同舉辦的製造業與製造業服務

化專家座談會中，企業代表以透過合作單位邀

請工業區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優良廠

商和工會主要幹部為邀請對象；至於服務業座

談會則以服務業重點產業為邀請對象，包括旅

館業、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而學界代表在

所有座談會中，則邀請在地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科系的教授出席。具體實施方式是由特定專家

引導與會成員針對我國現行安全衛生制度對於

勞工安全衛生核心職能的文獻分析結果之適用

性進行討論，兼論安全衛生核心職能與訓練課

程，而由同一特定專家在不同場次的引導，使

得各座談會的討論內容得以確實連結，會議討

論底稿則源自於國內外有關安全衛生核心職能

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相關文獻，所建立一般

勞工安全衛生核心職能內涵初步分析表內涵，

座談會主要議題有下列6項：
1. 企業員工的一般安全與衛生核心職能內涵為
何？

2. 能發展我國企業員工一般安全衛生核心職能
的訓練課程內涵為何？

3. 安全衛生核心職能內涵與訓練課程是否建立
階層別？如未具督導、管理職的一般勞工和

具督導、管理職的主管之分類是否合宜？

4. 前題若是，具督導管理職的主管之安全衛生
核心職能內涵為何？若否，則應如何實施？

5. 第三題若是，則具督導、管理職的主管之安
全衛生核心職能訓練課程內涵為何？ 若否，
則應如何實施？

6. 其他建議。（如訓練時數、課程傳遞方式
等）

表2　專家焦點座談會舉行概況

產業屬性
舉辦時間
年/月/日/時分 舉辦地點

產官學工
出席人數

製造業
103.02.14

上午 10:00-12:00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楠梓園區
10 人

製造業
103.02.20

上午 9:00-11:00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
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10 人

製造業
103.03.21

上午 9:00-11:00
經濟部工業局 

台中工業區汙水處理廠
12 人

製造業
103.4.11

上午 10:00-12:00
經濟部工業局 

土城工業區服務中心
10 人

服務業
103.03.07

上午 9:30-11:3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高屏澎東分署

10 人

服務業
(製造業服務化)

103.4.11
下午 14:00-16:00

經濟部工業局 
新北工業區服務中心

13 人

至於專家訪談部分的受訪對象選擇，除

了需符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基準和產業多樣

化的選擇標準外，亦涵蓋製造業四大行業中有

較高職災發生比例的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零

組件製造業和機械設備製造業；而在服務業方

面，則包括近年的重點產業如批發零售業、住

宿及餐飲業，以及新興的資訊服務業等事業單

位；同時，由於高齡人口的持續遞增，未來長

期照護區的成立及相關就業人口的預期將持續

增多，所以也納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事業單位作為訪談對象。表3為將訪談對象依行
政院主計處100年3月第9次修訂的行業標準分類
的中類分析受訪者行業別，受訪對象共分布於

7個縣市，總計共20個行業（另加1個協會和1個
護理所），31個事業單位，33位受訪者，中小
企業訪談對象行業型態與家數如表3。訪談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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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 貴事業單位是否定期實施安全衛生訓練課
程？

2. 貴事業單位如何規劃安全衛生職能訓練課
程，目前課程類別與訓練時數為何？是否具

備基層、主管或功能別等區分方式？ 最需要
的訓練課程為何？

3. 貴事業單位所有員工最需要哪些安全衛生職
能？（如法律、安全衛生認知職能、健康保

護職能、危害辨識和緊急應變職能等）

4. 貴事業單位的主管最需具備哪些安全衛生職
能？（如法律職能、風險管理職能和安全衛

生管理職能等）

5. 為因應職業安全衛生法的修正，貴事業單位
的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是否會進行調整？又調

整趨勢為何？

表3　 製造業與服務業的中小企業訪談對象行
業型態與家數

編號 行業型態 家數

1 化學製品製造業 1
2 建築工程業 2
3 金屬製品製造業 1
4 電子零組件相關業 2
5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2
6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
7 飲料製造業 2
8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2
9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1

1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1
11 醫療保健服務業 5
12 住宿服務業/餐飲業 3
13 研究發展服務業 1
14 農、牧業 2
15 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 1
16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1
17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
18 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 1
19 建築物及綠化服務業 1
20 零售業 2
總計 20個行業別、31個事業單位、33位受訪者

 最後，本研究即以上述文獻探討、焦點團
體座談會議記錄與專家訪談內容分析結果，規

劃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職能導向訓練課程。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1.焦點團
體座談會討論底稿，2.焦點團體座談會討論題
綱，和3.專家訪談題綱。研究對象包括65位焦
點團體座談與會人員和33位中小企業安全衛生
相關人員的訪談。以下分述依據研究步驟和方

法，所產生的各項結果。

1. 依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分析所建立的勞工安
全衛生職能內涵

結合各主要國家勞工安全衛生職能內涵

的文獻分析，以及常見國內中小企業工作

任務設計，因法令明定安全衛生專業相關

人員與主管有其職前與在職訓練內容、時

數，與一般員工截然不同，而本研究以一

般勞工為對象，故依據研究背景，將之區

分為未具督導、管理職責的勞工，以及具

備督導、管理職責的勞工（如領班、課長

和主任等非安全衛生主管），並初步歸納

勞工安全衛生核心職能的定義為「產業所

認可，並符合我國職業衛生與安全相關法

令需求的有效職業衛生與工作安全的知識

及技能」，初步職能內涵則為：

(1) 不具監督與管理職責的勞工之安全衛生核
心職能內涵

A. 安全衛生法規職能：具備與工作安全衛
生有關的法規權利、知識。

B. 工作安全衛生認知與危害辨識職能：了
解自己在創造安全衛生工作條件中的角

色，能辨識潛在之電氣、機械、火災、

爆炸、墜落、切割與滑倒、壓力等危害，

並能遵守有關安全標準與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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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緊急應變職能：對於意外事故之發生，
具備採取緊急應變之能力。

(2) 具監督與管理職責的主管所應具備的安全
衛生職能內涵

A. 安全衛生法規職能：熟悉職場安全與衛
生政策、程序和方案，並確認所賦予的

法律責任。

B. 風險管理職能：具備風險辨識、分析及
評量的風險評估與管理能力。

C. 安全衛生管理職能：能夠評估員工安全
衛生職能層次，據之規劃與執行安全衛

生管理方案。

2. 根據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內容分析驗證文
獻初步分析結果

座談會以文獻分析而得的初步職能內

涵為底稿，並自第二場後以前場紀錄為基

礎，深入逐一針對六項議題進行討論，根

據專家座談會紀錄內容加以編碼後，可再

次確認由於目前職業安全衛生訓練規則對

於一般勞工與作業主管（非安全衛生主

管）的訓練規範，未若安全衛生主管或特

殊作業主管已被詳實區分作業型態與相關

訓練內容，因此本研究著重於探討一般勞

工和具備督導、管理職責的非安全衛生作

業主管的核心職能與訓練課程，根據焦點

團體座談會實施成果，可知兩類訓練對

象、安全衛生核心職能定義、角色與功能

維持不變，但修正了安全衛生核心職能重

要性排序，並增加行為指標，修正結果如

表4。

表4　一般勞工安全衛生核心職能內涵表（專家會議驗證結果）

項貝 一般勞工

勞工安全衛生核心職能對象 不具督導、管理職的勞工
具備督導、管理職的勞工（如領班、課長、主任等非安全衛
生主管）

安全衛生核心職能定義 為產業所認可，並符合我國職業衛生與安全相關法令需求的有效職業衛生與工作安全的知識及技能。

安全衛生職能標準的角色
與功能

安全職能 扮演預防職業傷害問題發生的角色，主要功能為能夠處理與工作安全有關議題，以避免傷害的發生。

衛生職能 扮演預防健康危害問題發生的角色，主要功能為能夠處理與工作相關之衛生問題，以避免職業病之發生。

安全衛生核心職能內涵與行為
指標說明

1. 危害控制職能
具備實踐控制風險的能力；如遵守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及標準作業程序、使用工程控制措施及個人
防護具、參與緊急應變、及壓力管理等。

2. 危害辨識職能
能了解職場上的潛在之安全衛生危害因子；例如
電氣安全、機械安全、人因工程、物理性危害、
化學性危害、生物性危害及職場壓力等。

3. 安全衛生法規職能
能了解與工作相關的安全衛生法令規定。

1. 安全衛生法規職能
具備詮釋及應用與其作業範圍相關之法令規定的能力。

2. 安全衛生管理職能
熟悉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具備詮釋及應用安全衛
生管理方案或工作計畫，以維持職場安全與健康的能力，
及安全衛生觀察與稽核能力。

3. 危害辨識職能
具備分析及指認作業場所危害因子的能力。

4. 危害評估職能
具備應用暴露評估或風險評估結果，了解作業場所危害因
子可能造成危害程度的能力。

5. 危害控制職能
具備詮釋及應用危害控制策略之能力，與緊急應變能力。

3. 專家訪談結果與焦點團體座談會內容交叉分析
在舉辦專家座談會的過程中，本研究亦

同時進行個案訪談，以將各項產出結果持

續交叉比對，訪談結論彙整如下：

(1) 整體而言，主管最需要具備安全衛生法規
職能，其次為安全衛生管理職能，然後才

是危害辨識、危害評估與危害控制職能，

部分個案主張需增加溝通職能。

(2) 整體而言，一般員工較不需具備安全衛生
法規職能，反而是危害控制與危害認知、

辨識職能較為重要。但此部分的意見與先

進國家的發展趨勢並不一致，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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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主張安全衛生職能須以安全衛生

法規為基礎。

(3) 整體而言，一般安全衛生訓練對象至少可
分成新進人員、外籍勞工、正式員工（主

管、一般員工）、計時人員和承攬商。

(4) 多數個案並未就其事業單位屬性規劃與實
施年度安全衛生訓練，亦未區分主管與一

般員工階層別訓練課程。而已實施年度安

全衛生訓練者，並未區分主管和一般勞工

訓練類別。

(5) 安全與衛生職能和兩者訓練是否區分，目
前並無共識，但就長期來看，實有將兩者

區分之必要。

(6) 整體而言，對應於各職能的現行常見課程
包括：

A. 安全衛生法規職能：包括勞工安全衛生
相關法令規定、其他勞工法規，如勞基

法、勞保、性別教育等課程。

B. 安全衛生管理職能：相關訓練課程有
1.安全衛生管理制度、2.風險管理、
3.安全衛生方案規劃、4.安全衛生稽核
管理、5.安全觀察、6.自動檢查、7.事
故調查、8.員工安全衛生職能評估、
9.溝通技巧、和10.危機管理。

C. 危害辨識職能：有1.危害辨識方法、
2.物理性危害、3.生物性危害、4.化學
性危害、和5.人因工程等訓練課程。

D. 危害評估職能：包括1.暴露評估、2.作
業環境測定、與3.風險評估等課程。

E. 危害控制職能：相關訓練課程包含1.安
全作業標準、2.職災個案分析、3.健康
促進、4.健康管理、5.壓力與疲勞管
理、6.現場安全衛生工作守則、7.個人
防護具使用、8.緊急應變計畫、9.急救

措施、10.危害控制概論、11.改善工作
方法、12.火災與爆炸防止、13.消防安
全、和14.交通安全等。

結論與建議

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顯示勞工安全衛生

核心職能的功能具備與國際化工作人權趨勢接

軌，和產生組織績效的特色，而從本研究結果

顯示所謂的安全衛生核心職能可被界定為「為

產業所認可，並符合我國職業衛生與安全相關

法令需求的有效職業衛生與工作安全的知識、

技能」。至於其種類若依不具督導或管理職責

的勞工，以及具備督導或管理職責的勞工兩類

對象，職能內涵則分別包括

1. 不具督導或管理職責的勞工的安全衛生職能
依序包括危害辨識職能、危害控制職能和安

全衛生法規職能。

2. 具備督導或管理職責的勞工依序須具備安全
衛生法規職能、安全衛生管理職能、危害辨

識職能、危害評估職能和危害控制職能。

經整合文獻探討、焦點團體座談與專家訪

談結果，結論的呈現是先發展一般員工的安全

衛生職能基準、內涵和行為指標，再根據職業

安全衛生訓練規則第17條第10款之各級管理、
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與第13款之前述各款
以外之一般勞工需每三年至少接受三小時安全

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的規定，規劃相關課程內容，但具備督導／管

理職的勞工則增加三小時的課程。課程名稱源

自於訪談內容分析結果與研究團隊內部討論，

教學方法和教學評量則參考iCAP職能發展應用
平台。表5、表6分別說明中小企業具備督導/管
理職與不具督導、管理職的勞工之安全衛生訓

練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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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具備督導／管理職的勞工之安全衛生訓練課程計畫

課程總目標 從了解一般安全衛生法規所賦予的各種權利義務的背景之下，能正確表達危害的對象與內容，並獲得協助。

實施對象 新進員工、志願工作者、部分工時勞工、職業訓練中心學員及其他一般勞工

總訓練時數 3小時／年

課程綱要

時間 職能單元 職能內涵 行為指標 單元課程名稱 教學方法 教學評量

1.5小時 危害控制職能
（問題解決性課程）

1. 知道從何處和如何獲得急救協助。
2. 知道急救人員、消防人員、員工安全代表和管理
者在衛生安全責任所扮演的角色。

3. 知道如何獲得衛生安全事件的相關建議與協助。
4. 知道如何使用危害控制措施，例如防護具與/或
其他設備。

5. 知道如何報告意外、傷害和職業病。

具備實踐控制風險的
能力；如遵守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及標準
作業程序、使用工程
控制措施及個人防護
具、參與緊急應變、
及壓力管理等。

1. 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及標準作
業程序。

2. 個人防護具使
用與管理。

1. 講授
2. 案例教學
3. 實作演練

1. 紙筆測驗
2. 實作評量
3. 危害控制行
為檢核表

1小時 危害辨識職能
（認知性課程）

能依循危害辨識的組織程序 能了解職場上的潛在
或實際之安全衛生危
害因子；例如電氣安
全、機械安全、人因
工程、物理性危害、
化學性危害、生物性
危害及職場壓力等。

危害辨認的基礎
知識

1. 講授
2. 個案教學
3. 實作演練
4. 媒體教學

1. 紙筆測驗
2. 口頭問答
3. 實作評量

0.5小時 安全衛生法規職能
（認知性課程）

1. 知道自己在安全地工作，以及如何和向誰報告問
題的法規義務。

2. 瞭解任何與員工工作有關的法規。
3. 了解政策、衛生與安全安排和對員工的影響。
4. 了解職場上的健康、安全和福利的安排。

表6　具備督導／管理職的勞工之安全衛生訓練課程計畫

課程總目標
使主管擁有評估員工安全衛生職能層次的能力，並據之規劃與實施對應的職場安全與衛生方案，以促進員工達成安全衛生職能期待水準及控
制風險的目標。

實施對象 一般作業主管（如領班、課長、主任等非安全衛生主管）

總訓練時數 8小時／年

課程綱要

時間 職能單元 職能內涵 行為指標 單元課程名稱 教學方法 教學評量

1小時 安全衛生法規職能
（認知性課程）

確認職場安全與衛生法令所賦予的責任。 具備詮釋及應用與
其作業範圍相關之
法令規定的能力。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內容與應用

1. 講授
2. 個案教學

1. 紙筆測驗
2. 情境模擬

3小時
安全衛生管理職能
（認知性課程與問題
解決性課程）

1. 詮釋與溝通職場安全與衛生政策、程序和方案。
2. 教育勞工，使其了解職場安全與衛生政策、程序
和方案。

3. 監督與應用職場安全與衛生管理方案。
4. 評估員工的安全衛生職能層次。
5. 職災事件紀錄與報告。

熟悉事業單位安全
衛生管理制度，具
備詮釋及應用安全
衛生管理方案或工
作計畫，以維持職
場安全與健康的能
力，及安全衛生觀
察與稽核能力。

1. 安全衛生管理制
度與員工安全衛
生職能評估。

2. 職場安全與衛生
方案的擬定、實
施與評估。

3. 安全衛生稽核管
理與安全觀察。

1. 講授
2. 實務演練
3. 個案教學
4. 分組討論

1. 紙筆測驗
2. 實作評量

1小時 危害辨識職能
（認知性課程）

1. 執行與監督組織程序與法令規定以確認職場風險。
2. 解釋降低和消除職災的安全工作方法。

具備分析及指認作
業場所危害因子的
能力。

1. 工作安全分析。
2. 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及安全作業標
準之擬定。

1. 講授
2. 實務演練

1. 紙筆測驗
2. 實作評量
3. 危害辨識行
為檢核表

1小時 危害評估職能
（認知性課程）

管理或應用職場風險評估程序與方案。 具備應用暴露評估
或風險評估結果，
以了解作業場所危
害因子可能造成危
害程度的能力。

暴露評估及風險評
估技術

1. 講授
2. 實務演練
3. 個案討論

1. 紙筆測驗
2. 實作評量
3. 危害評估行
為檢核表

2小時 危害控制職能
（問題解決性課程）

1. 管理或應用職場風險控制程序與方案。
2. 管理和執行處理危害事件的組織程序。

具備詮釋及應用危
害控制策略之能
力，與緊急應變能
力。

危害控制策略與緊
急應變

1. 講授
2. 實務演練
3. 個案討論

1. 紙筆測驗
2. 實作評量
3. 危害控制行
為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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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結論，本研究提出四點具體建議：

一、 將安全衛生職能融入一般產業職能中，
即各職業或職類勞工的職能課程均                                                                                                                  
須納入安全衛生職能單元（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已於105年公告所開
辦職類之工作項目均應涵蓋「職業安全衛

生」）。

二、 配合國家職能基準建置，推動安全衛生職
能認證課程；例如可結合各工業區或其他

工、協會等相關訓練機構，發展職能單元

認證課程，建置一般勞工的基礎安全衛生

訓練課程。

三、 未來可區分安全衛生職能為安全職能和衛
生職能，分別發展職能基準與訓練課程，

以更加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的修正精神。

四、 建議規劃職業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教師的專
業訓練工作坊，做為認證與回流訓之用，

以持續強化其教學品質符合產業別與受訓

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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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Article 17 of Regulation for Labor Safety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bout supervisors of all levels of management, command and 

supervision, and General labors other than aforesaid operations of at least 3 hours per three years of 

safety and health on-the job training for labor.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mpetency standards of 

safety and health for employees of SMEs to design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course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this research, the first step is through the health and safety literatures review to establish 

the framework of OHS competence. And then held six focus groups partition forum cover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rvices, literature review is revised by the results of group discussion; and 

finally the results of 33 safety and health personnel interviews from 31 business units of 20 industries 

make a comparison with 6 focus groups. The significant findings include 1. Two types of audience 

are divided. One is employee without any supervision or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another is 

employee with those responsibilities. 2. The sequential competences of OHS for those who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 are risk and hazard control, risk and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cognition of legal 

regulation. 3. The sequential competences of OHS for those who with responsibilities are cogn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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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regulation, management abilities of OHS, risk and hazard control, risk and hazard identification, 

risk and hazard evaluation, and risk and hazard control. In this stud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and training hour requirements for employe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training 

design, as references for related business and training units.

Keywords:   SMEs, Competency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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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市場與漁市場地板抗滑性與攤商滑跌倒經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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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滑跌倒事故在世界各國都是職業傷害的主要成因。本研究以傳統市場與漁市場各兩處之24

處攤商進行地板摩擦係數量測與人員滑跌倒經驗訪談之調查。地板摩擦係數以Brungraber Mark 

II量測器在每處攤商工作區域地板上之八個量測點進行量測。研究結果發現傳統市場地板摩擦

係數顯著的高於漁市場；若以銷售產品別區分，地板摩擦係數最低者為魚貨攤、其次依序為雞

肉攤、蔬菜攤、豬肉攤、及乾貨攤，此順序可反應各類攤位之滑跌倒風險之高低順序。人員

滑跌倒經驗訪談之結果顯示漁市場攤商人員有滑跌倒經驗的比例是傳統市場人員的2.37倍，漁

市場人員目睹他人滑跌倒之比例是傳統市場人員的1.78倍。此結果與地板摩擦係數量測結果一

致，亦符合吾人對兩類市場地板環境之預期。

關鍵字： 滑跌倒、地板抗滑性、摩擦係數、現場量測

民國 104 年 1 月 29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7 月 12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接受。 
通訊作者：李開偉，中華大學工業管理系，30012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707號， 
電子郵件信箱：kai@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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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走路時腳與地面之接觸可分為三個階段

[1,2]：腳跟著地、腳掌貼地和腳尖離地。在腳
跟著地時，身體之重心位於前腳跟之後方，由

於重心必須往前移，前腳跟會對地面產生一個

向前之推力。此推力若大於前腳跟與地面間之

摩擦力，則會產生腳在地板上向前之滑行；當

前腳跟在地面發生滑溜時，腳踝關節迅速轉動

使鞋底與地面完全接觸，以阻止滑溜繼續發生

[3]。當滑溜速度過快，摩擦力無法阻止腳在地
板上滑行，則容易發生身體失衡並跌倒。

在工作場所發生滑跌倒的意外事件，在許

多國家都是常見之職業安全問題[1,2,4,5]。加
拿大職業安全與健康中心報導全加拿大每年約

有六萬名勞工因為滑倒或跌倒而受傷，此類事

件佔所有工時損失的傷害事件的15%[6]。在英
國，滑倒、跌倒事故佔職場主要職災事故的三

分之一，這類事故每年對僱主造成的直接與間

接損失超過五百萬英鎊，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損

失超過八百萬英鎊[7]。在美國，滑倒與跌倒是
職場第三大傷害事故、第二大意外死亡與失能

事故；全美國每年因此類事故造成的工時損失

日數超過一億日，每件滑倒與跌倒傷害事故對

僱主的直接損失平均約為美金二萬八千元[8]。
我國自民國95年以來跌倒事故均為排名前

三名的主要職災事故。民國九十六年至一百零

一年度跌倒佔所有職業災害事故的件數比例分

別高達15.60%、15.73%、16.61%、15.82%、
15.97%、及17.32%[9-14]。民國102年的勞動檢
查年報[15]顯示全產業共有2,035件跌倒事故，
此為職業災害類型比例最高者(17.98%)。全台灣
每五至六件職災事故中就有一件是跌倒事故。

跌倒可能由滑倒、絆倒、或身體失衡造

成，但滑倒一直被視為跌倒之主要原因[4]。地

板的抗滑性是許多與跌倒有關之研究之主題，

研究指出當地板表面被水或其他液體覆蓋時，

液體會在鞋底踏上地板之瞬間延滯鞋底與地

板之接觸，此會造成地板摩擦係數降低[16]。
Hanson et al.[17]曾在乾、濕及肥皂水覆蓋等三
種狀況下量測合成乙烯地板(vinyl composite)地
板之摩擦係數，結果分別為1.12、0.64 與 0.16。
許多類似的研究也都得到一致的結論[18,19]。

餐飲業是跌倒事故發生較多的產業[5]，
Chang et al.[20,21]曾經分別在台灣與美國調查
西式速食店的工作區域之地板抗滑性與餐廚人

員對於地板抗滑性之認知及其在工作區域滑倒

的經驗。研究顯示，餐廳廚房鄰近水槽的區域

的地板抗滑性最低。在台美兩地的西式速食店

中，絕大部分的水槽區之平均摩擦係數均低於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ANSI) 1264
號標準建議的0.5水準。Chang et al.[20,21]也針
對餐廳的勞工進行地板抗性之主觀評分，兩

項研究的地板摩擦係數與人員對地板抗滑性之

主觀評分之間的Spearman相關係數分別為0.45 
(p<0.0001)與0.36 (p<0.0001)。

除了餐飲業外，批發零售業也是跌倒事故

發生較多的產業[9-15]。傳統市場與魚市場常
有地板濕滑的情況，是一般認為容易產生滑跌

倒的場所。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傳統市場與魚市

場地板摩擦係數量測及攤商人員發生滑跌倒及

目睹他人滑跌倒的經驗來探討此二類場所的滑

跌倒風險。

研究方法

1. 調查場所與地板摩擦係數量測

本研究調查的場所包括傳統市場及漁市

場，分別選取這兩類市場各二個市場進行調

查，此四市場分別以傳統市場A、傳統市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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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市場C、及漁市場D區分，每個市場各調查6
家攤商，總計24家攤商。傳統市場調查之攤商
包括豬肉、雞肉、及蔬菜攤；漁市場則包括乾

貨、及魚貨攤。攤商代號以市場字母代號與訪

視順序之阿拉伯數字表示，例如攤商A5及C2分
別代表傳統市場A之第五家攤商及漁市場C之第
二家攤商。傳統市場A及漁市場D為超過二十
年以上之老市場，市場內為磨石子地板（參考

圖1），傳統市場B及漁市場C為十年內曾經改
建之市場，傳統市場B地面鋪設無釉面無紋路
磁磚（參考圖2），漁市場地面鋪設釉面無紋
路磁磚（參考圖3）。市場訪視時間是約早上
十點以後至市場休市前。

圖1　 漁市場D之磨
石子地板

圖2　 傳統市場B之
磁磚地板

圖3　漁市場C之磁磚地板

地板摩擦係數量測採用Brungraber Mark 
II（簡稱：BM II）量測器。文獻上使用BM 
II的例子很多[16,18,20,21-24]。BM II操作依

照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F-1677-05[25]及Chang[26]之建議。測
試鞋材採用標準無紋Neolite測試片。

傳統市場與漁市場內之每一攤販均可視為

一獨立的商店，其工作區域狹小。摩擦係數量

測針對每家攤商內之工作區域選取8個量測點
進行量測，量測點皆位於人員走路之路徑上，

量測點距離工作檯或儲槽約30公分，任兩量測
點之間距離30公分。每個點量測兩次，量測點
涵蓋攤位內之人員活動區域。24家攤商總計量
測384(24×8×2)個摩擦係數量測值。

2. 攤商人員訪談

地板摩擦係數量測後，研究人員並對在

場之攤商進行訪談。訪談是以一對一的方式進

行，除了受訪者性別、年齡、工時、年資等基

本資料外，訪談內容包括：(1)過去一年內是否
曾在市場內滑溜但未跌倒或曾滑跌倒；(2)過去
一年內是否曾在市場內目睹他人滑溜未跌倒或

目睹他人滑跌倒。傳統市場及漁市場分別訪談

了19位及24位攤商人員，受訪者基本資料請參
考表1。

表1　受訪攤商人員基本資料
受訪者 平均年齡（歲） 服務年資（月）

男 女

傳統市場 8 11 46.53 180.37
漁市場 9 15 45.50 138.79

3. 數據分析

地板摩擦係數以敘述統計及變異數分析及

Duncan多重全距檢定進行分析，人員訪談數據
以敘述統計及卡方齊一性檢定(Chi-Square test 
of Homogeneity)分析。統計分析採用SAS® 9.0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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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1. 地板摩擦係數

表2與表3分別顯示傳統市場與漁市場各
攤商地板摩擦係數量測結果。根據美國ANSI 
1264號標準，地板的摩擦係數應在0.5以上才具
有抗滑性，若地板摩擦係數未達0.5，則有滑跌
倒風險。依此標準檢視各攤商地板摩擦係數平

均值，傳統市場A僅A5豬肉攤之工作區地板免
強達此標準，其餘五處攤商之地板摩擦係數均

未達此標準，傳統市場B 之B2與B5豬肉攤及
B3與B6之蔬菜攤達此水準，B1之雞肉攤與B4
之豬肉攤未達此水準。在兩處漁市場，僅D1與
D2兩處賣乾貨的攤商之地板摩擦係數超過，其
餘10處攤販之地板摩擦係數均未達此水準。 

表2　傳統市場各攤商地板摩擦係數
攤商代號 銷售食材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變異係數

A1 雞肉 0.36   0.08 0.52 0.25 22.38%
A2 雞肉 0.14 0.04 0.23 0.08 32.40%
A3 蔬菜 0.21 0.05 0.29 0.15 24.64%
A4 蔬菜 0.39 0.03 0.44 0.33 6.84%
A5 豬肉 0.50* 0.06 0.59 0.37 11.54%
A6 豬肉 0.45 0.04 0.50 0.31 9.62%
B1 雞肉 0.16 0.12 0.38 0.01 76.97%
B2 豬肉 0.79* 0.07 0.90 0.69 8.29%
B3 蔬菜 0.79* 0.03 0.85 0.74 3.51%
B4 豬肉 0.40 0.04 0.46 0.29 10.50%
B5 豬肉 0.60* 0.09 0.82 0.45 15.38%
B6 蔬菜 0.70* 0.04 0.78 0.63 5.72%

*達到ANSI 1264之抗滑標準

表3　漁市場各攤商地板摩擦係數
攤商代號 銷售食材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變異係數

C1 魚 0.03 0.02 0.06 0.01 55.46%
C2 魚 0.01 0.00 0.02 0.01 29.87%
C3 魚 0.08 0.02 0.12 0.04 30.37%
C4 魚 0.07 0.02 0.10 0.03 27.79%
C5 魚 0.03 0.01 0.05 0.02 24.57%
C6 魚 0.03 0.02 0.05 0.00 72.12%
D1 乾貨 0.65* 0.06 0.74 0.51 8.91%
D2 乾貨 0.55* 0.03 0.61 0.51 4.75%
D3 魚 0.13 0.09 0.37 0.05 64.14%
D4 魚 0.03 0.01 0.05 0.01 36.62%
D5 魚 0.05 0.03 0.15 0.01 70.44%
D6 魚 0.02 0.01 0.04 0.00 52.03%

*達到ANSI 1264之抗滑標準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四處市場間地板摩擦

係數之差異達顯著水準(p<0.0001)，市場間之
Duncan多重全距檢定之結果顯示於表4。傳統
市場B的地板摩擦係數(0.57)顯著的高於其他三
處市場；傳統市場A的地板摩擦係數(0.34)顯著
的高於其他二處漁市場；漁市場D的地板摩擦
係數(0.24)又顯著的高於漁市場C(0.04)。若以
銷售產品來進行Duncan多重全距檢定，其結果
列於表5，其中銷售乾貨的攤位之地板摩擦係
數(0.57)顯著的(p<0.05)高於銷售豬肉、蔬菜、
雞肉、魚貨的攤位；銷售豬肉的攤位之地板摩

擦係數(0.55)顯著的(p<0.05)高於銷售蔬菜、雞
肉、魚貨的攤位；銷售蔬菜的攤位之地板摩擦

係數(0.52)顯著的(p<0.05)高於銷售雞肉、魚貨
的攤位；銷售雞肉的攤位之地板摩擦係數(0.22)
顯著的(p<0.05)高於銷售魚貨(0.05)的攤位。

表4　 市場間地板摩擦係數Duncan多重全距檢
定結果

市場 摩擦係數平均值 Duncan 分群字母*
傳統市場B 0.57 A
傳統市場A 0.34 B
漁市場D 0.24 C
漁市場C 0.04 D

*不同字母代表其間差異達顯著水準(p<0.05)

表5　 不同產品攤位之地板摩擦係數Duncan多
重全距檢定結果

銷售產品 摩擦係數平均值 Duncan 分群字母*
乾貨 0.59 A
豬肉 0.55 B
蔬菜 0.52 C
雞肉 0.22 D
魚貨 0.05 E

*不同字母代表其間差異達顯著水準(p<0.05)

2. 人員訪談結果

表6顯示受訪者在市場攤位曾經滑跌倒經
驗之調查結果，在傳統市場曾滑溜但未跌倒與

曾滑跌倒的受訪者分別有47.37%與5.26%。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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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市場曾發生滑溜但未跌倒與曾滑跌倒的受訪

者分別有41.67%與12.5%。以卡方齊一性檢定
檢驗兩類市場受訪者之滑跌倒經驗比例之結果

未達顯著水準。

表6　受訪者滑跌倒經驗

傳統市場 漁市場

曾滑溜但未跌倒 47.37% 41.67%
曾滑跌倒 5.26% 12.50%

無滑溜/跌倒經驗 47.37% 45.83%

表7顯示受訪者在市場曾經目睹他人滑跌
倒經驗之調查結果。在傳統市場曾目睹他人發

生滑溜但未跌倒與目睹他人滑跌倒的受訪者分

別有10.53%與21.05%，在漁市場曾目睹他人發
生滑溜但未跌倒與目睹他人滑跌倒的受訪者分

別有12.5%與37.5%，而兩類市場被目睹滑跌倒
者大多為購物者。卡方齊一性檢定檢驗兩類市

場受訪者之滑跌倒經驗比例之結果達顯著水準

(p<0.05)，漁市場工作者目睹他人滑溜但未跌
倒及目睹他人滑跌倒的比例顯著的高於傳統市

場者。

表7　受訪者目睹他人滑倒經驗

傳統市場 漁市場

目睹他人滑溜但未跌倒 10.53% 12.5%
目睹他人滑跌倒 21.05% 37.5%

未曾目睹他人滑溜/跌倒 68.42% 50%

表8顯示受訪者受訪時穿著鞋子種類。與
魚市場人員相比，傳統市場人員穿著休閒鞋與

運動鞋的比例較高。在兩類市場中，均有相當

高比例(52.63%與79.17%)的受訪者在攤位中工
作時穿著具有鞋底紋路設計之橡膠雨鞋。

表8　受訪者受訪時穿著鞋子種類

產業 防滑鞋 安全鞋 休閒鞋 運動鞋 雨鞋

傳統市場 - 5.26% 21.05% 21.05% 52.63%
漁市場 4.17% - 12.50% 4.17% 79.17%

討論

一般所謂的“菜市場＂，攤商依銷貨類別

可分為蔬菜、水果、肉品（牛、豬、雞、鴨、

魚貨）、乾貨、及其他食材等。漁市場除了少

數乾貨攤商外，主要是銷售魚類水產。銷售產

品是影響市場攤位地板表面狀況的主要因子。

乾貨攤位的地板通常是乾燥狀態，地板摩擦係

數可維持在良好的抗滑水準。肉品及魚貨攤位

則視水使用量、肉品殘渣而有很大的差異。豬

肉攤主要是肉品切割與陳售，不須用水沖洗，

因此地板上少有水份，但常有肉品殘屑帶來之

油脂，新鮮油脂會引起地板摩擦係數的下降，

而陳年油脂往往具有相當的黏滯性，反而有吸

附鞋底並抑制地板摩擦係數下降的效果；因此

訪視的五家豬肉攤中，有三家的地板摩擦係數

超過0.5，另外兩家族略低於0.5（A6之0.45及
B4之0.4）。

蔬菜攤通常是進貨然後陳列並販售。由盤

商處到貨的蔬菜往往夾雜少量水份或泥土，這

些水與土掉落地板上可能引起地板摩擦係數不

同程度的下降，傳統市場B的蔬菜攤均有良好
的抗滑性，傳統市場A的兩家蔬菜攤地板抗滑
性則為不足。

雞肉攤的作業肉品切割、沖洗、內臟處

理、及陳售。與豬肉攤相比，這類的攤商較常

用水沖洗肉品或清除內臟。因此，雞肉攤的地

板較常為濕的狀況甚至於夾雜殘存雞隻內臟與

油脂。因此，雞肉攤的地板摩擦係數顯著的低

於豬肉攤。魚貨銷售的攤位通常在魚隻處理時

使用大量的水來沖洗，甚至持續供水來進行現

場養殖魚類以致水持續溢至地面而造成積水現

象；魚貨商也使用大量的冰塊來維持魚貨的新

鮮，持續融化的冰塊及掉落地面的冰塊都會嚴

重的降低地板的抗滑性；此外，散落地板的魚



373

傳統市場與漁市場地板抗滑性與攤商滑跌倒經驗調查

內臟、魚鰭、魚油等殘留物也會造成地板抗滑

性的嚴重不足。所有販售魚貨的攤位地板之摩

擦係數均非常低（除了D3外皆低於0.1），這
代表那些區域有很高的滑跌倒風險。

本研究調查的四處市場中有兩處為鋪設磨

石子地板的老市場。兩處較新的市場中，漁市

場C鋪設有釉面之磁磚，另一處（傳統市場B）
則鋪設無釉面之磁磚。各市場整體摩擦係數結

果比較顯示，無釉面磁磚能夠提供較磨石子較

佳之抗滑效果，例如傳統市場B之蔬菜攤（B3
及B6）之地板摩擦係數遠高於傳統市場A之兩
蔬菜攤（A3與A4）；傳統市場B之豬肉攤（B2
及B5）之地板摩擦係數亦高於傳統市場A之豬
肉攤（A5與A6）。本研究中，無紋路具有釉
料表面處理之磁磚最不具抗滑性，尤其是使用

在經常處於潮濕狀態的漁市場(C)。
受訪攤商的跌倒經驗顯示漁市場攤商人

員有滑跌倒經驗的比例(12.5%)是傳統市場人
員(5.26%)2.37倍；漁市場人員目睹他人滑跌倒
之比例(37.5%)是傳統市場人員(21.05%)的1.78
倍。此結果與地板摩擦係數量測結果一致，亦

符合吾人對兩類市場環境之預期。

本研究於兩處傳統市場及兩處漁市場進行

調查。除了量測24家攤商的地板摩擦係數外亦
訪問了43位攤商人員之滑跌倒經驗，此受訪人
數受限於個攤商規模較小，因此樣本數偏低。

另外，人員滑跌倒與目睹他人滑跌倒之經驗皆

為受訪者主觀陳述，缺乏事故統計資料佐證，

此皆為研究之限制。

結論

由地板摩擦係數量測的結果顯示，市場

攤商中販售魚貨者地板抗滑性最低，其次依序

為雞肉攤、蔬菜攤、豬肉攤、及乾貨攤。這個

順序代表了人員在這幾類攤位滑倒風險之由高

到低之順序。依照ANSI 1264關於地板抗滑性
標，所有魚貨攤與雞肉攤的地板抗滑性嚴重不

足，而乾貨攤的地板皆有足夠之抗滑性。

地板種類與地板上是否有水、冰、及肉品

殘存物是影響地板摩擦係數的主要因子；以地

板種類而言，無釉料處理之磁磚能夠提供較磨

石子及有釉料處理磁磚較佳的抗滑性，經釉料

處理之光面磁磚應該避免使用在像漁市場一般

的地面經常濕滑的作業場所。無法保持乾燥的

作業場所，地面應設計適當的排水系統，以避

免積水發生。肉品與魚隻處理場所應設計殘渣

收集裝置，避免肉品殘渣掉落地面，以維持地

面之抗滑性。漁市場人員應強制要求穿著防滑

鞋或具有抗滑性之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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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lip & fall incidences are causes for major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events globally.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coefficients of friction (COF) of floors and workers’ experiences of slip & fall in 

24 stands at two traditional and two fish markets. The measurements of COF of floors were conducted 

by using the Brungraber Mark II device on 8 spots in each of the stan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aditional markets had significant higher floor friction than those in the fish markets. Comparing the 

selling product, the fish stands had significant the lowest COF, next was the chicken stands, then the 

vegetable stands, the next pork stands, and finally the dry stuff stands. This order reflects the risk of 

slip & fall from high to low. Workers’ interview results showed the percentage of workers with slip & 

fall experience in the fish markets was 2.37 times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markets. The percentage 

of workers with experience of witness slip & fall of others in the fish markets was 1.78 times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markets. This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in the COF measurements. It also 

coincides with our expectation in the market floor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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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企業」是國際近年受矚目的新興領域，特色在於：1.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讓「世

界更美好」的使命遠在盈餘及股東利益之上；2.社會企業以創新為基礎，尋找嶄新的經營模式，

「自給自足」是社會企業與傳統公益組織有別的基準。

本研究藉由蒐集我國北區社會企業名單並進行社會企業組織型態、關注議題、組織規模、

創新價值與SWOT分析，發現北區社會企業主要關注議題為弱勢就業，佔30%，次之為農業發

展；在組織型態上，以公司型社會企業為主，佔72%，次之為混合型社會企業；組織規模部分，

以100~500萬之間最多，佔43.8%，以10~100萬次之，各社會企業皆努力達成自給自足之目標；在

創新價值上，各社會企業所關注之領域不同，達成之創新價值各具特色，以众社企為例，創立

新職種，讓身障朋友從資源的接收者轉化為資源的提供者；在SWOT分析上，發現社會企業專注

於本業，必要時會與合作夥伴一同努力，社會企業不僅要達成創立之初衷，還必須能夠自給自

足、永續經營。最後，本研究探討社會企業之創新、跨界、共享、永續的新思維，以供未來欲創

立社會企業之青年、現行社會企業業者與政府相關部門參考。

關鍵字： 社會企業、營運模式、SWOT分析

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2 月 25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5 月 2 日接受。 
通訊作者：謝玲芬，中華大學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30012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707號， 
電子郵件信箱：lfhsieh@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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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社會企業既有一般營利企業的特色也有

非營利組織的訴求。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 
(2010)[1]則指出社會企業為一個使用商業方法
來達到社會或環境任務的組織；其透過以經濟

市場為基礎的策略來解決今日的社會問題。社

會企業不僅獲取財務收益及社會收益，同時創

造經濟並提供就業機會。

在現今的世代裡，社會企業應如何創新、

整合可用有資源、設計適合自己的營運策略模

式，以達到解決社會問題及永續經營的目標，

是一非常重要的議題，也是本文之主要研究動

機。當然，如何整合企業、社會企業家、非營

利組織以及社會大眾之所有資源，專注地解決

特定的社會問題，則是亟待努力的方向。

Austin et al.(2006)[2]應用探索性分析對社
會企業和營利事業間進行分析比較，提出社會

企業應用一般競爭市場策略去達到自給自足，

並達成其慈善或社會使命。Boschee(2001)[3]
及Boschee & McClurg(2001, 2003)[4]，他們認
為詮釋社會企業時不可忽略了一項重要的元

素，即社會企業組織要能夠產生「賺取的所

得」，但不同於傳統的營利性企業組織，其衡

量組織成功或失敗的標準往往是獲利的多寡，

反之，社會企業組織衡量成功或失敗的標準則

有兩條底線，一是「財務收益」，另一是「社

會收益」。社會企業不僅獲取財務收益及社會

收益，同時創造經濟並提供就業機會。社會企

業具有企業精神策略，以達成特定經濟或社會

目標，而非以利潤極大化為主要訴求，並有助

於解決社會排斥及失業問題的組織（鄭勝分，

2007）[5]。
本研究藉由探討我國北區（北基宜花金馬

桃竹苗）社會企業之成功個案及其營運策略，

針對我國北區之社會企業進行資料蒐集與分

析，說明北區社會企業之特性、關注領域、員

工組成、營收與資金來源，並訂定13項遴選準
則，初步篩選北區社會企業之成功個案對象名

單及營運策略相關項目，經過專家座談會確定

10個成功社會企業個案對象之適切性、調查分
析項目及做法，並據以執行，使資料更客觀、

具可參考性。針對遴選出之10家成功的社會企
業個案，透過個案研究法，深度訪談10家社會
企業之創業者及其員工、顧客等利益關係人，

了解其營運策略模式、地方產業特色、解決之

社會問題…等，進行社會企業創新、創業與企

業化之深入剖析，探討其成功步驟與因素。

本文之研究目的為進行國內社會企業的育

成實踐觀察與分析，進行北區社會企業特性分

析，讓有熱情的社會企業創業者，能更瞭解社

會企業創業與營運的困境及支援、社會企業營

運策略等與創業有關的事項，讓其能做更完善

周全的準備工作、縮短創業的歷程、提高創業

的成功機率。

研究方法及步驟

根據經濟部提出之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103-105年），目前社會企業可依據組織態
樣概分為營利事業與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其中屬營利事業者，依
據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司名稱中包含「社

會企業」者包含光原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共計有47家，扣除5家已解散或清算者，目前
尚有42家公司屬於營運狀態。依據輔仁大學社
會企業研究中心統計，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公司

主要目的者，目前約有大愛感恩科技等200家
公司；如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公司重要目的之一

者，目前約有興采實業等1,000家公司。
另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02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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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開發方案」之597家NPO為分析對象，其
中又可概分為社區經濟、合作經濟與工作整合

等三大模式，此三類中以社區經濟模式最多，

家數為502家（比例為82.7%），組織型態包
括公協會、農漁會、社區發展協會等；其次為

工作整合模式，其組織類型包含社福團體（機

構）與身障團體，家數約為80家(13.4%)；最後
則為合作經濟模式，組織型態以合作社為主，

家數約為15家(2.27%)。
本研究於104年12月於經濟部商工登記資

料中，查詢得知公司名稱中包含「社會企業」

者為54家，藉由查詢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已經
有10家公司停止營業，而營業中且位於北區共
有32家。此外，查詢執行勞動部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之NPO，另參酌社企流等相關網站及臉
書粉絲專頁之網路搜尋、社企力等社會企業

相關書籍與社會企業論壇、文獻資料…等管道

蒐集社會企業案例，蒐集過程中刪除資料不完

整或是營運本部不屬北區，亦刪除僅在台灣設

櫃販售其商品之外國社會企業，例如：mother 
house、…等，共蒐集67個案例。

1. 專訪社會企業案例遴選

本研究以營運架構與模式、明確獲利模

式、社會使命、服務對象、社會影響力、創造

就業機會、業界標竿、創新性、擴散性、國際

化、永續發展能力、典範轉移與資源部署共13
項遴選準則為依據，分析北區67個案例在13項
遴選準則之達成度，並參考專家會議之建議，

確認深度訪談之對象為众社企、鄰鄉良食、多

扶接送、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光原社

會企業、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生態綠、綠

藤生機、台灣敏愛、iHealth政昇處方宅配藥局
共10家。

2. 問卷設計

本研究共採用兩份問卷來進行問卷發放

及分析，第一份問卷參考楊銘賢等(2009)[6]所
提出之社會企業經營元素的六項構面：價值主

張、經營策略、營收機制、資源部署、價值網

絡及永續能力為基礎；另採納專家意見，納入

人力資源及創業家人格特質，採取八大構面

二十項準則為主要評估架構如圖1，其中人力
資源與創業家特質歸屬於一類，主要考量創業

家的人格特質會影響員工招募、員工的薪資福

利與教育訓練等，此部分之評估結果可看出成

功社會企業之創業家特質，提供未來之社會企

業創業者做為自我評估之參考；經營策略、營

收機制與永續能力可歸屬於一類，考量社會企

業經營策略方向，會影響社會企業整體的營收

以及永續能力，若經營策略方向走錯，將為社

會企業帶來不可小覷之影響，此部分之評估結

果可提供寶貴的營運經驗，促使社會企業的發

展；最後，價值主張、價值網路與資源部署可

歸屬於一類，因為社會企業最重要的就是價值

主張，價值主張吸引擁有相同社會使命人士，

集結彼此擁有之資源一起為相同目標努力。擁

有相同使命之協會與社會企業一同努力，協會

可提供社會企業相關專業知識、產品或服務之

建議等，而社會企業可提供產品或服務。問卷

評估架構之八大構面及二十項評估準則如表

1。為能進一步了解社會企業本身市場競爭能
力、資源能力與社會關係，本研究設計第二份

問卷採取SWOT分析，探討社會企業在價值主
張、成本／效益、基礎設施、顧客介面之優

勢、劣勢、機會與威脅，SWOT分析問卷架構
如圖2。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5年12月　第24卷第4期　第377-388頁

380

圖1　八大構面關聯圖

表1　八大構面與評估準則
構面 評估準則

創業家特質 人格特質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規劃

薪資福利

績效評估

教育訓練

價值主張

社會使命

社會貢獻

社會成果

經營策略

管理模式

透明公開

市場競爭

組織架構

營收機制

自給自足

外部收入（僅 NPO 填寫）
資金需求

資源部署
資源能力

集結效能

價值網路 社會關係

永續能力
創新能力

財務健全

圖2　SWOT分析問卷架構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分別就北區社會企業之組織型態、

關注議題、組織規模、創新價值及SWOT分析

結果進行探討。

1. 社會企業之組織型態分析

根據Dees(1998) [7]提出「社會企業光
譜」，在光譜兩端為純慈善型與純商業型，社

會企業界於兩者之間，純慈善型以社會價值與

使命為導向、純商業型以經濟價值與市場為導

向，而社會企業介於兩者之間同時以使命與市

場為導向並兼顧社會價值經濟價值。

因應北區社會企業之此特性，本研究以公

司型、NPO型、混合型與合作社型四類型進行
組織型態分類，在北區67家社會企業中，公司
型有49家；NPO型有3家；混合型有14家；合
作社型有1家，如圖3。其中公司型共有49家最
高，佔73.13%，較成熟者為多扶事業公司與興
采實業，多扶獲選為財政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創櫃版第一波合法募資社會企業。興采在民國

103年11月上櫃，最近五年每股盈餘1.35~2.59
元。其他成熟的公司型社會企業有：鄰鄉良食

社會企業、iHealth、生態綠、新生命資訊服務
公司、綠藤生機、若水國際公司…等。例如鄰

鄉良食社會企業，媒合企業與偏鄉小農，協助

企業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為各企業量身訂做其

企業社會責任，購買偏鄉小農的有機農作物，

不但提高偏鄉小農的收入，並且推動有機農

業，提升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

圖3　 67家社會企業組織型態分類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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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社會企業表示該組織除了在經濟部

登記的公司之外，另有NPO共同運作。例如：
众社會企業採混合式組織，众社企提供資訊服

務，而台灣智慧生活促進協會提供愛的特派員

教育訓練；光原社會企業也採混合式組織，光

原負責農產品銷售，瑪納負責小農教育訓練。

NPO型社會企業有3家，屬於具營利行
為的非營利組織（參閱Al te r混合式光譜，
2004[8]）。這3家NPO型社會企業，先以公益
推動為主，幾年後推動有成，為了永續經營、

深化公益，再另成立公司，是NPO向社會企業
趨近的情況。雖然屬於NPO型社會企業，也
不乏規模成熟者，例如：勝利身心障礙發展中

心，事業部門或庇護工場跨足加油站、便利商

店、餐廳、甜點店、設計印刷、手工琉璃等行

業。又如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成立於民國

85年，長期推動視障者教育與就業，為了自給
自足與永續發展，成立點譯部門與鋼琴調音部

門，製作與銷售視障點字教材，並訓練視障者

新職種—鋼琴調音，不但能提供協會運作所需

經費，並且增加視障者就業職種與機會。

合作社型社會企業僅有1家，是由社員依
共同需求、意願與互助合作，所集結而成立的

法人企業，如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其關注領域跨及環保與有機農業，與農友契

作，以有機方式栽種，提供社員選購，以消費

方式改變世界。

綜上所述，北區公司型社會企業居多，

但部分公司型社會企業卻不成熟，缺乏顯著實

績；混合型、NPO型、以及合作社型的社會企
業較少，在成熟度方面卻優於部分公司型。推

測其原因，部分公司型社會企業創辦人有其熱

情，但是日後經營卻不順利；其他類型的社會

企業，大部分是經營NPO推動公益有成者，
再深化其營利部分，轉為社會企業型式。為突

顯北區社會企業此一特性，後續將以公司型、

NPO型與混合型進行分類探討。

2. 社會企業之關注議題分析

目前台灣社會企業的興起亦是兼具社會與

經濟雙重目的，依據各社會企業最主要之關注

領域做分類統計，如圖 4，其中以扶助弱勢就
業、農業發展較多，此外，少數關注醫藥物流、

新聞媒體、救災科技、公平正義與培育、社企

創投、設計、弱勢旅遊、動物保育、無障礙環

境與資訊科技結合無障礙環境則歸類於其他。

圖4　67家社會企業關注領域分類統計圖

在農業發展方面，著重於推動有機農業、

提高偏鄉小農收入、以及增加農產品銷售管

道，3家社會企業以公平貿易方式收購農產品或
原物料，鼓勵小農從事有機農業與生產；關注

農業發展之18家社會企業，其中有運用資訊科
技，協助農產品在網路行銷。令人感佩的是，

因此許多社會企業的年輕人走入農村，協助小

農改善耕作觀念與技術，團結小農抵抗大盤商

剝削，讓人看見新世代年輕人的活力與拼勁。

在弱勢就業方面，社會企業展現多元創

意，為身障者、視障者、脊髓損傷者、中低

收入者、街友、成癮者、心智障礙者等社會弱

勢，創造新職種，提供職業訓練，增加經濟收

入，重拾人性尊嚴。為了促進弱勢就業，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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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的年輕人深入接觸弱勢人士，設身處

地去感受他們的狀況與需求，協助他們找到新

出路，讓弱勢人士能夠重新、正面與積極地參

與社會，與人群互動，建立自信心。

在環保科技及環保生態方面，社會企業

展現高科技智慧，將保特瓶、咖啡渣回收再利

用，製作布疋、衣服、毛毯、建築材料，為環

境保護盡一份心力。

3. 社會企業之組織規模分析

由於社會企業以歐美地區為發源地，歐

洲地區的社會企業主要是地區型組織，通常

組織的規模較小，但參與地方發展的程度卻相

當高，社會企業與地方社區常緊密連結共同

運作，有助於更加瞭解地方的需求，加以創造

及開發，進而逐漸脫離政府補助與捐贈的依賴

（鄭勝分，2005）[9]。台灣的社會企業在發
展上較歐美晚，主要隨著社會力量蓬勃發展，

非營利部門在數量上迅速成長亦在品質與關注

議題呈現多元發展，普遍規模甚小（林怡君，

2008[10]）。本研究依據實際問卷回收結果及
深度訪談內容，以資本額、成立年數、及營收

等來歸納說明我國北區社會企業的組織規模。

於經濟部商業司有登記且名稱內含有社

會企業之公司，並在北區之社會企業共32家，
其登記之資本額分佈如表2所示，資本額以
100~500萬（不含）佔14家最多數，1,000萬
以上共7家，不同產業別所需要之資本金額不
同，未來不論是法規或社會企業組織章程自訂

盈餘百分比不得分配，需再投入社會，都能成

為積沙成塔的效應。

表2　 經濟部商業司登記之北區32家社會企業
資本額分佈

資本額

項目

10萬
以下

10~100
萬(不含)

100~500
萬(不含)

500~1000
萬(不含)

1000~3000
萬(不含)

3000萬
以上

社企家數 0 8 14 3 4 3

比例 0% 25% 43.8% 9.3% 12.5% 9.4%

我國北區各社會企業的資本額、成立年

數、及營收等資訊取得不易，本文依據遴選出

之10家社會企業之成立年數、資本額、營收及
淨利率進行歸納分析。發現屬於企業型或是混

合型之社會企業的成立年數約為1-8年，而NPO
型之社會企業的成立年數較長約為15-19年，
由此可知，我國社會企業處於剛起步階段。以

公司成立之資本額來看，介於新台幣100-600萬
元，只有多扶公司因為行業特性緣故，需要以

改裝後之復康巴士提供身障者或老年人運輸代

步工具，因此需要較多的資本額。以年營收部

分來看，北區10家社會企業的年營收均達1,000
萬元以上，其中有2家達3,000萬元以上，甚至有
1家之年收入達七億元，可見北區成功社會企業
之發展，足以作為其他社會企業之學習典範。

在資金來源方面，主要為個人股東，多扶

接送與生態綠已成功上創櫃板募資，部分社會

企業獲得天使投資人或創投業者投資，例如：

众社企獲得華陽創投投資，鄰鄉良食獲得天使

投資人投資，說明政府相關單位與社會，對於

社會企業的重視與扶持，但是要取得創投、天

使投資人注目與上創櫃板資格，必須有好的商

業模式，審慎思考與規劃，將欲達成之社會目

的融入至商業模式中，但過程著實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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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企業之創新價值分析

社會企業不再只著重傳統募款方式，更

甚關心募款資金是如何有效的被運用，而在

社會企業運作模式當中，成敗關鍵之一即是社

會創新。Mair & Marti(2005)[11]認為社會企業
家廣泛使用創新和資源組合以尋求新機會，促

進社會轉型和滿足社會需求。胡哲生與張子

揚(2009)[12]提到Dees(2001)曾引用Schumpeter
對於經濟發展的看法，將社會企業的創新分成

五種類型，包含創造新的產品或服務、導入新

的生產作業模式、開發新的市場、引進新的資

源、建立新的產業組織結構。

本研究依據次級資料彙整、問卷回收及專

訪內容，以目前北區社會企業表現卓越的創造

新的產品或服務、導入新的生產作業模式及建

立新的產業組織結構三項，來歸納整理北區社

會企業的創新價值，如表3。
北區社會企業的創新價值上，其實結合了

創業家特質，當創業家在經營理念上常有跳脫

常規之想法，並重視產品設計、創新製程與研

發，社會企業的產品與服務就會具有獨特性且

吸引顧客，例如：綠藤生機不斷研發與改進芽

菜栽培過程，成功研發獨特的壓力控制，使產

品不僅有機潔淨栽培更可節省90%用水。
整體而言，北區社會企業均提供具有創新

價值的新產品及新服務作為其主要營業項目，

其中众社企、多扶、鄰鄉良食均導入新的生產

作業模式。众社企、iHealth已在國際社會企業
競賽中獲獎。在導入新的生產作業模式方面，

众社企、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勝利身心障

礙潛能發展中心均為身障者設計出新職種，打

造多元的就業機會。在產業組織結構方面，众

社企、多扶及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均建

立新的產業組織結構，例如：众社企推廣無障

礙餐廳認證、多扶建立無障礙接送、無障礙旅

遊產業、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搭建身心

障礙者以及營利企業之間的就業平台，創造公

益和企業的雙贏。

表3　北區社會企業創新價值彙整表
項目

社會企業
創造新的產品或服務 導入新的生產作業模式

众社企 無障礙環境資訊服務(APP)

1. 無障礙餐廳認證作業
2. 愛的特派員（無障礙餐
廳環境勘查、提供諮詢
及餐廳員工訓練）

多扶接送
1. 無障礙接送（不限定就
業、就醫、就學）

2. 無障礙旅遊產業

1. 結合慶典、故宮博物院
的活動，規劃無障礙接
送服務

2. 事先勘查地形，規畫事
宜老人、身障朋友的無
障礙旅遊產業

台北市視障者
家長協會

協助視障者發揮潛能，點
譯、鋼琴調音師等

1. 鋼琴調音師
2. 無障礙網頁測試

鄰鄉良食
為企業量身訂作CSR，扶植
偏鄉；完成產銷履歷APP

1. 低碳運送計畫
2. 小農團結成立倉儲與封
裝廠

生態綠
以健康原材料，研發多種
產品
公司茶水間推廣公平貿易

以公平貿易方式採購原物
料

光原社會企業
瑪納提供微型貸款與培訓，
光原協助農產銷售與還款

創造原住民在地就業機會，
推廣有機農業。設計規劃農
地生產計劃

綠藤生機
充滿酵素作用、極低硝酸
鹽的活芽菜

獨一無二的壓力控制與省
水90%的水份管理技術，
保留芽體、種皮、根，擁
有100%植化素

勝利身心障礙
潛能發展中心

提供多元庇護／就業場所

1. 藉由培力身心障礙者，
在財務上能自己自足的
公益組織

2. 搭建身心障礙者以及營
利企業之間的就業平台，
創造公益和企業的雙贏

iHealth
政昇藥局

1. 平衡城鄉醫療差距，提
供全台慢性處方籤配送，
且不向病患收費

2. 藥師親自到府送藥
3. 提供 24小時用藥諮詢

1. 線上預約處方箋，可採傳
真、E-mail、LINE方式。

2. 與壽險公司、安養院策
略合作，足了提供其客
戶更多的服務，也可增
加客源。更以城市摘配
藥物的盈餘彌補配送偏
鄉的交通成本

大愛感恩科技 環保再生產品
完整的回收系統，逐步從
「減廢」邁向「零廢」的
目標

新生命資訊服務
公司

無障礙環境資訊服務
透過網路建置、企業晉
用、線上客服、文件製作
讓身心障礙者能自立自強

若水國際公司 身心障礙者就業

工作流程再造和作業程序
標準化結合雲端產業發展
趨勢，為身障者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和多元職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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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社會企業

創造新的產品或服務 導入新的生產作業模式

興采實業 機能性布料為主
利用咖啡渣以及不要的寶
特瓶，製成成衣的紗線

繭裹子
應用有機棉、麻與回收材
料製作，產品皆手工製作

支持並倡導公平貿易的理
念，對於生產者除了提供
合理的薪資、安全的工作
環境，更重視社區建設與
社會福利

愛樂活
協助與陪伴新創社會企業
成長

導入IBM Marketing Cloud
的智慧商務解決方案，促
進農產品銷售、客戶黏著
度、優化客戶名單、分群
處理客戶名單、強化精準
行銷

台灣主婦聯盟
創造公義、健康、幸福、永
續的社會，一連串服務流程

社員、合作社與生產者，相
互合作與協力之結構關係

究心公益科技

1. 究平安APP
2. 提供救災平台，讓任何
人將災區資訊上椽，也
同時能讓救災團隊、慈
善團體、志工團隊能即
時在平台去獲得資訊，
最最好的救災調度及資
源分配

改變以往救災資源的配送
方式，避免資源的浪費，
或是資訊的傳遞錯誤，提
供有效率的資源配置

冶綠生活服飾
以地球永續發展為目標，
用平價的環保衣著商品來
推廣綠色穿衣概念

堅持產品100%在地台灣製
造來支持本土產業與減少
運送里程

吉甲地好市集
網路世界的平台，替台灣
在地好設計、好東西，用
網路傳說它們的故事

透過自身進行檢查商品的
各項檢驗報告、成立物流
車隊、網路銷售平台等，
讓消費者獲得最安全與新
鮮的食材

歐萊德
研發無添加有害物質與環
境賀爾蒙洗髮精

堅持無添加8種有害物質，
透過綠建築、綠包裝、綠
色物流等，盡企業責任

以立國際服務
招募青年與志工，參與國際
扶貧、衛生教育與交流活動

志工自費參加各項計畫

呷米共食廚房
使用台灣在地與當季無毒
食材，研發出台灣米食創
意料理

1. 運用吃的力量，捍衛地球
2. 穩定購買在地農產品，
提高台灣糧食自給率，
用契做方式讓農業轉型
成永續農業

用心快樂
社會企業

台灣首間「推廣正向快樂
思考」的社會企業；「DS
憂鬱情緒檢測」app，提供
個人量身打造的情緒指數
測量

媒合各偏鄉學校及藝術家，
教導孩子藝術與創作，透過
成品銷售所得利潤，再分給
學校與藝術家，同時達到協
助弱勢學童並推廣藝術和文
創扎根之目的

恩吉歐社會企業

由論壇、課程及旅遊活動，
讓更多人了解台灣的真善
美，深化和諧社會，達成
「旅遊愛地球」的願景

協助N G O組織發展社會
企業創新模式，期望建立
NGO支持系統，讓NGO邁
向社會企業，充實其影響力

蝸牛社會企業
落實租屋管理理念，降低租
賃交易成本，促使空屋活
化，提升租屋市場供給量

透過介入市場營運，建立穩
定且安全的市場交易機制

綠蔬社會企業
透過營養師調配，餐點熱
量的控制

優先聘僱弱勢、二度就業
者及低收入家庭成員加入
服務的行列；使用環保酵
素、採用安心食材

一人一千瓦
社會企業

出租自家屋頂或投資，每
年保證股利

透過屋頂出租與投資，推
廣太陽能，改善能源、環
境並降低房屋溫度

表3　北區社會企業創新價值彙整表（續）
5.社會企業之SWOT分析

本研究從SWOT問卷分析，發現北區社會
企業具有下述特性：

(1) 價值主張分析主要有下述兩項發現：
A. 北區多數社會企業自我評估認為其價值
主張可以再延伸，甚至持續創造新的產

品或服務，以滿足額外的顧客需求。

B. 北區多數社會企業認為能持續提供顧客
更多不同的服務與價值，培養顧客忠誠

度並吸引潛在顧客，讓社會企業更具競

爭力。

(2) 成本／效益分析
北區多數社會企業願意協助銷售合作

夥伴的產品，而其中有2家社會企業不認
同，應是考量本身產品或服務之特性以及

專注於自身主要業務之因素下，不同意銷

售合作夥伴之產品。

(3) 產品／服務分析
北區多數社會企業均認為企業本身

除了專注於主要業務，必要時亦樂於與合

作夥伴一同努力，且與主要合作夥伴關係

良好。其實社會企業在經營面需兼具解決

社會問題的使命，相較於一般企業來得艱

辛，因此，若社會企業彼此間有著良好的

策略合作關係，並願意與合作夥伴在必要

時共同努力，勢必有助於社會企業的營運

與發展。

(4) 顧客介面分析
北區多數社會企業認為產品行銷及通

路的建立是他們最大的困擾，普遍認為其

產品在通路上能見度是較低的，相對地，

他們也發現只要消費者曾購買該社會企

業的產品，其忠誠度是相當高的。也就是

說，他們對於本身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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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心的，現今如何增強行銷與產品能見

度是需要其他單位的協助。

整體而言，目前台灣之社會企業所關

注之議題相當廣泛且多元，北區社會企業

依其組織型態可區分為公司型、NPO型、
混合型及合作社四類型，其中以公司型居

多，相信這是地區性的特色。社會企業普

遍有資金取得不易的情況，資金多以仰賴

組織取得之政府補助、產品販售、服務或

捐款，因此如何能自給自足、進而提升盈

餘即為社會企業營運的一大目標。

結論與建議

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不同，要永續經營就

較一般企業較為辛苦，本研究在專訪過中了解

到目前社會企業對自我的期許及遭遇的困境。

在推動社會企業多元發展的前提下，不論是政

策面、人才面、資金面、研發與創新、理念宣

傳與產品或服務行銷…等，均需要政府相關部

門的協助與輔導，以下提供三點建議：

1. 產品與服務銷售管道

在SWOT分析發現，社會企業有顧客不易
找到其產品與服務之困擾，但只要找到其商品

或服務，在忠誠度上就很高，本研究認為積極

與通路商或展覽接觸，是一種拓展社會企業本

身知名度之機會，抓住忠誠度高之顧客與每一

次展覽機會，透過口碑打出知名度。相對地，

如何協助社會企業進行產品行銷，讓社會大眾

接觸到社會企業的產品與服務是非常重要的。

2. 社會企業人力招募專區

媒合各大人力銀行網站與社會企業，成立

社會企業人才招募專區，一般企業人才招募不

易，更遑論社會企業，透過專區成立，讓社會

企業能讓求職者看見，也讓社會企業能夠廣納

人才；除人才招募外，建議可同時招募「社會

企業實習生」，提供在學學生接觸社會企業，

讓學生為社會企業帶入創新創意想法，而社會

企業提供實習機會讓學生獲得職場經驗，並讓

學生了解社會企業。

3. 產學合作媒合

社會企業必須要能永續經營，僅有良好

的初衷是無法維持企業的營運，因此政府可以

提供技術、管理、研發與創新等輔導，媒合學

界與社會企業之關聯或社會企業之間的策略

合作，透過產學合作與社會企業之間的策略合

作，加上政府扶持的力量，強化社會企業研發

與創新能力，使產品與服務難以被取代，降低

對社會企業的威脅，使社會企業產品與服務更

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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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enterprise” , an emerging field that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s characterized by: 1.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ission of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far above earnings and shareholders’ interests; 2. Social enterprises 
are innovation-based in search of a new business model. “Self-sufficiency” is a benchmark that 
distinguishes social enterprises from traditional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this study, after collecting the list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Taiwan 
and carrying out analysis on social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types, issues of concern, organizational 
scale, sources of funds, value of innovation and SWOT analysis. The issues of concern to the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were found to be employment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accounting 
for 30%, followed b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type, company-type social 
enterprises comprised the majority, accounting for 72%, following by mixed-type social enterprises. As 
for organizational scale, mostly fell under the capital of 1 million to 5 millions, accounting for 43.8%, 
followed by 100,000 to 1million. As for the value of innovation, the respective social enterprises’ 
issues of concern varied, but they each achiev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innovation. Take 
the OurCityLove Social Enterprise for example, new job types have been created to turn peo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y from resource recipients into resource providers. From the SWOT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cial enterprises are focused on their own industry and will work with their partners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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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Social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to adhering by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must be self-efficien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social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ross-
discipline, sharing and continuity, which shall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young people who intend to 
start up a social enterprise in the future, existing social enterprise proprietors, and related government 
sectors.

Keywords:   Social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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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鑄造業號稱「工業之母」，台灣鑄造業年產值高達840億台幣，從業人員多暴露於高溫、

噪音、非游離輻射及含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之粉塵等危害工作環境，且多屬中小型企業，雇主

投入大量資金改善設施環境有其困難性，使得勞工健康危害風險不容忽視。過去多篇研究指出

鑄造業勞工為罹患矽肺症之高風險族群之一，惟我國對所有鑄造業勞工罹患矽（塵）肺症之實

況尚未有一全貌，特規劃利用現行勞保與健保資料庫瞭解鑄造業勞工罹患矽（塵）肺症現況，

利於勞動部進行後續防治策略之規劃與推動。

本研究串檔分析勞保資料庫之2000~2011年職災給付檔並未發現鑄造業勞工因塵肺症或矽

肺症申請給付個案。串檔分析2001~2011年健保資料庫發現，鑄造業勞工因塵肺症或矽肺症進

行就醫的盛行率分別為1.98/每千人、0.12/每千人，發生率為0.06~0.38/每千人、0.0~0.11/每千

人，就醫者在研究期間工作年齡均以45~60歲占6-7成；4-5成勞工均在工作5年以上就醫確診。

建議未來應結合健保資料庫加強對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之健康與職業病進行監測，並建

立通報系統加強個案管理；職安署宜針對離職後之鑄造業勞工賡續提供健檢服務與追蹤管理，

並優先以「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未分類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鋼鐵鑄造

業」等三大業別廠家為對象，輔導其落實定期勞工暴露評估、辦理特殊健康檢查、防護具使用

及教育訓練等預防措施。

關鍵字： 鑄造業、矽肺症、塵肺症

民國 105 年 2 月 16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6 月 20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接受。 
通訊作者：謝曼麗，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407巷99號， 
電子郵件信箱： malinda@mail.ilos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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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鑄造業為工業產業極重要的一環，舉凡

民生工業用品、運輸工具、精密機械工業，甚

至是高科技的電子、航太國防工業都需要採用

鑄造方式來生產相關零組件及模具。傳統之鑄

造所使用之鑄模為砂模，砂模是由含有結晶型

游離二氧化矽的矽砂所壓製而成，在生產過程

中容易發生可呼吸性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粉塵

的逸散，使勞工暴露在粉塵危害造成呼吸系統

健康影響外，也經常暴露於高噪音、高溫、振

動、非游離輻射及其他化學物質等危害中，

長期暴露造成多種健康危害不容忽視。可呼吸

性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進入肺部不易排出，沈

積於肺部的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會造成肺部

組織纖維化，產生不可逆之病變稱為矽肺症

(silicosis)。
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工保險資料庫（以

下簡稱勞保資料庫）之職業病給付資料分析，

96-102年總件數平均每年計649件，其中法規規
定雇主應提供特殊健檢之職業病給付項目中以

礦工塵肺症及其併發症最多，其次為矽肺症及

其併發症。96-102年塵肺症及其併發症平均每
年件數計115件；96-102年矽肺症及其併發症平
均每年件數計2-3件[1]。

有關塵肺症及矽肺症盛行率早在1950年
Renes 等人研究18個鑄造廠，發現1,824個X光
檢查中肺纖維化的盛行率為9.2%，工作20年
或以上者則高達25.8%[2]。Johnson等人調查
溫哥華等地的78個鑄造工人發現塵肺症盛行率
為4.8%[3]。Myers等人以南非107位工人評估
其塵肺症盛行率為10.3%，工作15年以上高達
38%[4]。勞安所83年研究也指出暴露粉塵濃度
愈高者其罹患呼吸道症狀與疾病及塵肺症盛行

率亦愈高，50家718位鑄造業勞工塵肺症盛行

率為7.5%[5]。傳統產業中鑄造號稱「工業之
母」，是台灣重要基礎工業[6]，勞安所曾分
別於2005、2007、2008三年曾對鑄造業勞工進
行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暴露控制輔導改善[7-
10]，雖其在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暴露已有減少
情況，且教育訓練及宣導、危害通識推行率、

勞工危害認知能力皆提昇，但仍需再加強改

善。目前已有多篇研究指出鑄造業勞工為罹患

矽（塵）肺症之高風險族群之一[11-14]，而對
於我國所有實際從事鑄造業勞工罹患矽（塵）

肺症的實際狀況，尚未能完全瞭解與掌握全

貌，特規劃本案。

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

為建立鑄造業廠家及勞工世代資料，先經

由經濟部工商名冊、台灣區鑄造品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鑄造學會等會員名單篩選出鑄造業相

關行業代碼，如基本金屬製造業、鋼鐵鑄造業

（行業細類代碼：2412）、鋁鑄造業（行業細
類代碼：2422）、銅鑄造業（行業細類代碼：
2432）、其他金屬鑄造業（行業細類代碼：
2491）等。再與勞保資料庫之事業單位檔及被
保險人檔（2000-2011年）進行串檔，並排除性
別不詳及可能非實際參與鑄造業之勞工如鑄造

業職業工會等，建立鑄造業廠家及勞工世代資

料為本研究對象。

2. 研究工具

(1) 勞保資料庫
由上述建立鑄造業廠家及勞工世代資料檔

與2000-2011年勞保資料庫之職業傷病現金給
付檔、住院費用明細檔進行串檔勾稽。勾稽上

述2檔案之塵肺症（國際疾病分類碼ICD-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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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或矽肺症（ICD-9-CM 502），及住院費
用明細檔之肺部癌症（ICD-9-CM 162.9）及肺
部疾病（ICD-9-CM 460-466,470-478, 480-519 及
A code A31-A32），以瞭解鑄造業勞工因塵肺
症或矽肺症由勞工保險實際給付的情況、因塵

肺症或矽肺症與肺部疾病之住院支付的情況，

以及其發生率、盛行率，並且依照勞工人口結

構包括性別、年齡及行業別等進行細部分析。

建立2000~2011年鑄造業廠家及勞工世
代資料檔計641家鑄造廠家、85,760位鑄造業
勞工。本國籍勞工中刪除性別不詳（20,308
人）、納入研究期間從事鑄造業年齡在1 4
（含）歲以下或65歲（含）以上（292人）、
工作未滿一年者（30,084人），部分人員為性
別不詳且工作未滿一年者，最後納入研究對象

計40,705位勞工、616家鑄造廠家進行資料分
析，另外亦針對工作未滿一年者之塵（矽）肺

症進行統計分析。勞保資料庫多數性別不詳

的均為外國籍人士，有標記外國籍人士者計

13,024位、356家鑄造廠家，其中僅431位外國
籍人士可辨識性別，故不進行性別分析。

(2) 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以下簡稱健保資
料庫）

由上述建立鑄造業廠家及勞工世代資料

檔與衛生福利部之2000-2011年健保資料庫進
行串檔勾稽，並以2000年為基準線。包括承保
檔、癌症登記檔（2000-2010年）、門診處方及
治療明細檔、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細檔進行串

檔，掌握矽（塵）肺症之實際人數、發生率、

盛行率等。勾稽癌症登記檔、門診處方及治療

明細檔及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細檔之主診斷碼

為塵肺症（國際疾病分類碼ICD-9-CM 505）、
矽肺症（ICD-9-CM 502）、肺癌（ICD-9-CM 
162.9）的個案，並排除2000年以前曾經就醫診
斷塵肺症或矽肺症及肺癌者，以瞭解鑄造業勞

工因塵肺症或矽肺症的實際健保門診、住院給

付情況，及其發生率、盛行率，並依勞工人口

結構包括性別、年齡等進行細部分析。

健保資料庫中，84位身分證字號重複無法
進一步辨識是否為鑄造業勞工，及本國籍554
人、外國籍8,075人無投保健保，均予以刪除，
最後納入研究對象為本國籍鑄造業勞工43,364
位、外國籍鑄造業勞工8,970位進行資料分析。
由於健保資料庫之性別標示較勞保資料庫為完

整，因此最終納入研究對象之本國籍鑄造業勞

工人數較勞保資料庫40,705人為多。外國籍勞工
則因勞保、健保資料庫中辨識身分資料因工作

簽證、居留證之編碼不同而無法串聯，因此外

國籍鑄造業勞工較勞保資料庫13,024人為少。

3. 統計方法

本研究使用SAS 9.3版統計軟體，分析本
國與外國籍勞工納入研究期間從事鑄造業年

齡、工作年資、企業規模、行業別、住院原因

分析及職災給付等之人數及百分比，發生率計

算方式為新罹患矽（塵）肺症人數／所有鑄造

業勞工人數，盛行率為所有罹患矽（塵）肺症

人數／所有鑄造業勞工人數。

研究結果

1. 勞保資料庫

(1) 鑄造業勞工基本人口資料
針對勞保資料庫之本國籍鑄造業勞工

40,705位、616家鑄造廠家，及外國籍鑄
造業勞工13,024人、356家鑄造廠家進行統
計分析。本國籍勞工占76%，平均年齡約
34.8±10.9歲，以25~29歲最多，20~39歲
約占6成；外國籍勞工占24%，平均年齡約
30.6±6.2歲，較本國籍勞工年輕，以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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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者最多占5成。本國籍勞工平均工作年
資5.5±3.5年，以工作年資2年及12年比率
較高：外國籍勞工平均工作年資3.2±1.2

年，亦較本國籍為少，滿4年以下者，占整
體外國籍勞工達9成以上（表1）。

表1　鑄造業勞工基本人口資料
本國籍鑄造業勞工

n=40,705
外國籍鑄造業勞工

n=13,024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研究期間從事鑄造業年齡
(Mean±SD)（歲） 34.8±10.9歲 30.6±6.2歲

15~19 1,826 4.5 98 0.8

20~24 6,060 14.9 2,407 18.5

25~29 8,245 20.3 3,434 26.4

30~34 5,863 14.4 3,493 26.8

35~39 4,912 12.1 2,468 18.9

40~44 4,848 11.9 935 7.2

45~49 4,281 10.5 166 1.3

50~54 2,842 7.0 16 0.1

55~59 1,332 3.3 6 0.05

60~64 496 1.2 1 0.01

工作年資（年） 5.5±3.5年 3.2±1.2年

2 12,020 29.5 4,194 32.2

3 4,734 11.6 4,337 33.3

4 4,603 11.3 3,419 26.3

5 3,550 8.7 386 3.0

6 2,475 6.1 325 2.5

7 1,923 4.7 239 1.8

8 2,006 4.9 69 0.5

9 1,514 3.7 37 0.3

10 1,675 4.1 13 0.1

11 870 2.1 2 0.02

12 5,335 13.1 3 0.02

(2) 鑄造業企業規模及行業別統計
廠家企業規模統計，本國籍勞工從業

於企業規模30人以下最多占59.0%，外國
籍勞工占49.0%。廠家行業細類統計，本
國籍勞工以從事鋼鐵鑄造業為最多計343家
(55.7%)，其次為鋁鑄造業計75家(12.2%)。
外國籍勞工亦以從事鋼鐵鑄造業為多計180
家(50.6%)，其次為鋁鑄造業計33家(9.3%)。
廠家企業規模與行業細類交叉分析，本國籍

勞工從事於鋼鐵鑄造業企業規模30人以下占

所有鑄造業廠家達65.0%(223/343)；外國籍
鋼鐵鑄造業占38.9%(70/180)（表2）。

(3) 勞保住院給付統計分析
2000-2011年間本國籍勞工計1,579人曾

經住院，主要住院（人次）較多的原因均以

外傷為主，與肺部相關的住院僅8人次。在
此期間並無人因塵肺症或矽肺症申請勞工

保險住院給付。外國籍勞工計122人曾經住
院，亦以外傷為主要住院原因，肺部相關疾

病僅1人次因為肺積膿住院（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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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鑄造業勞工就業之廠家員工人數與行業細類分析
本國籍 外國籍

30人以下
n=364

(%)

30~99人
n=189

(%)

100~299人 
n=47
(%)

300~999人 
n=14
(%)

1000人以上 
n=2
(%)

30人以下
n=127

(%)

30~99人
n=173

(%)

100~299人 
n=45
(%)

300~999人 
n=8
(%)

1000人以上 
n=3
(%)

行業細類分類

鋼鐵鑄造業 223 (61.3) 88 (46.6) 24 (51.1) 7 (50.0) 1 (50.0) 70 (55.1) 81 (46.8) 25 (55.6) 3 (37.5) 1 (33.3)

鋁鑄造業 61 (16.8) 8 (4.2) 6 (12.8) 0 (0.0) 0 (0.0) 21 (16.5) 8 (4.6) 4 (8.9) 0 (0.0) 0 (0.0)

未分類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 11 (3.0) 32 (16.9) 4 (8.5) 1 (7.1) 0 (0.0) 5 (3.9) 30 (17.3) 3 (6.7) 1 (12.5) 0 (0.0)

金屬鍛造業 36 (9.9) 7 (3.7) 1 (2.1) 2 (14.3) 0 (0.0) 15 (11.8) 6 (3.5) 1 (2.2) 2 (25.0) 0 (0.0)

未分類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12 (3.3) 25 (13.2) 6 (12.8) 0 (0.0) 0 (0.0) 4 (3.1) 23 (13.3) 6 (13.3) 0 (0.0) 0 (0.0)

銅鑄造業 12 (3.3) 4 (2.1) 0 (0.0) 0 (0.0) 0 (0.0) 6 (4.7) 2 (1.2) 0 (0.0) 0 (0.0) 0 (0.0)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 1 (0.3) 6 (3.2) 2 (4.3) 2 (14.3) 0 (0.0) 1 (0.8) 5 (2.9) 2 (4.4) 2 (25.0) 0 (0.0)

金屬模具製造業 1 (0.3) 6 (3.2) 0 (0.0) 1 (7.1) 0 (0.0) 1 (0.8) 6 (3.5) 1 (2.2) 0 (0.0) 0 (0.0)

汽車零件製造業 1 (0.3) 1 (0.5) 3 (6.4) 0 (0.0) 1 (50.0) 1 (0.8) 2 (1.2) 2 (4.4) 0 (0.0) 1 (33.3)

體育用品製造業 1 (0.3) 4 (2.1) 0 (0.0) 1 (7.1) 0 (0.0) 0 (0.0) 3 (1.7) 0 (0.0) 0 (0.0) 1 (33.3)

其他金屬基本工業 2 (0.5) 3 (1.6) 0 (0.0) 0 (0.0) 0 (0.0) 1 (0.8) 3 (1.7) 0 (0.0) 0 (0.0) 0 (0.0)

紡織及成衣機械製造修配業 2 (0.5) 1 (0.5) 0 (0.0) 0 (0.0) 0 (0.0) 2 (1.6) 1 (0.6) 0 (0.0) 0 (0.0) 0 (0.0)

船舶建造修配業 0 (0.0) 1 (0.5) 1 (2.1) 0 (0.0) 0 (0.0) - - - - -

金屬手工具製造業 0 (0.0) 1 (0.5) 0 (0.0) 0 (0.0) 0 (0.0) - - - - -

金屬結構製造業 0 (0.0) 1 (0.5) 0 (0.0) 0 (0.0) 0 (0.0) 0 (0.0) 1 (0.6) 0 (0.0) 0 (0.0) 0 (0.0)

船舶機謝及零件製造業 1 (0.3)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1 (0.6) 1 (2.2) 0 (0.0) 0 (0.0)

機車零件製造業 0 (0.0) 1 (0.5) 0 (0.0) 0 (0.0) 0 (0.0) 0 (0.0) 1 (0.6) 0 (0.0) 0 (0.0) 0 (0.0)

表3　鑄造業勞工勞保住院分析

本國籍鑄造業勞工 外國籍鑄造業勞工

主要住院原因（人次）

上肢壓砸傷 164 19

一個或多個手指骨骨折 145 9

其他矯形術後之療養 127 3

一個或多個跗骨及蹠骨之骨折 89 6

下肢燒傷 89 12

臉、頭及頸之燒傷 74 5

橈骨及尺骨之骨折 73 3

其他手指（完全）（部份）外傷性截斷 69 5

一個或多個腳趾骨骨折 61 4

踝部骨折 60 2

脛骨與腓骨之骨折 56 2

手指開放性傷口 42 7

肺部疾病住院

上呼吸道之其他疾病 2 0

其他特定病原菌所致之肺炎 1 0

肺炎 1 0

肺積膿 2 1

發炎後肺部纖維化 2 0

註：僅列出主要住院原因較多之前12項及肺部疾病住院較多之前5項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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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勞保職業傷病給付統計分析
2000~2011年期間本國籍勞工計2,753

人曾經申請職業傷害給付、19人申請職業
病給付，0人申請肺部疾病。同樣期間外國
籍勞工計308人曾經申請職業傷害給付、0
人申請職業病給付及肺部疾病。本國籍與

外國籍鑄造業勞工在職業傷害給付前三名

排序皆為被夾被捲、被刺割擦傷及與高溫

低溫之接觸。（表 4）。

表4　鑄造業勞工之勞保職業傷病給付分析
本國籍鑄造業勞工 外國籍鑄造業勞工

職業傷害給付（人數）
a

被夾被捲 1,125 153
被刺割擦傷 424 48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423 42
物體飛落 262 39
被撞 208 16
跌落 171 5
墜落滾落 140 5

註：僅列出職業傷病給付較多之項目
a
同一人可能在不同年份產生不同之職業傷病給付

2. 健保資料庫

利用鑄造業廠家及勞工世代資料檔與衛

生福利部之健保資料庫進行串檔勾稽，統計分

析曾經工作滿一年以上者之本國籍鑄造業勞工

計43,364位、外國籍鑄造業勞工計8,970位進行
資料分析。另也針對工作未滿一年之本國籍與

外國籍鑄造業勞工進行分析，惟勞保資料庫無

法明確得知鑄造業勞工在本研究期間之前與其

在離職後所從事的工作是否暴露於粉塵工作環

境，因此無法明確認定塵肺症產生與先前鑄造

業工作之相關性。

(1) 塵肺症盛行率與發生率
A. 曾經工作滿一年以上者

曾經工作滿一年以上之本國籍勞工

計43,364人，其中86位曾因塵肺症就醫
診斷，全部為男性，其盛行率為19.8人
/每萬人，逐年發生率則為0.57~3.78人/

每萬人（圖1）。因勞保資料庫建立之
鑄造業廠家及勞工世代資料無法判斷勞

工是否暴露於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工作

環境中，只能將所有人列入計算，致可

能導致盛行率及發生率低估情況。

圖1　 鑄造業勞工（工作滿1年以上）歷年塵
肺症就醫診斷之發生率與累積盛行率

B. 工作未滿一年者
工作未滿一年勞工計26,656人（含

本國籍勞工24,589人，外國籍勞工2,067
人），其中計6人曾因為塵肺症就醫診斷，
全部為男性，盛行率為2.3人/每萬人。

(2) 矽肺症盛行率與發生率
A. 曾經工作滿一年以上者

曾經工作滿一年以上之本國籍勞工

計17位曾因矽肺症就醫診斷，全部為男
性，其盛行率為3.9人/每萬人，逐年發
生率為0~1.1人/每萬人（圖2）。由健
保資料庫可發現鑄造業勞工就醫診斷矽

肺症情況，惟資料庫無法判斷勞工是否

持續暴露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危害工作

環境中，因此可能導致盛行率及發生率

低估情況。

B. 工作未滿一年者
工作未滿一年者僅本國籍勞工3人

曾因矽肺症就醫，全部為男性，其盛行

率為1.2人/每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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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鑄造業勞工（工作滿1年以上）歷年矽
肺症就醫診斷之發生率與累積盛行率

(3) 塵肺症就醫相關資料分析
86位曾經因塵肺症就醫勞工工作年資

10年以上者占約36%，5-10年約3成（圖
3）。工作年資超過10年以上者計5,749人，
換算其盛行率約為0.626%，較整體平均工
作年資5.4年的盛行率0.198%明顯微高。研
究期間工作年齡以45~60歲占7成（圖4），
較本國籍勞工研究期間工作年齡20~39歲居
多之年齡層為高。47.7%勞工於工作後5~10
年間就醫診斷塵肺症（圖5）。在文獻中，
亞急性矽肺症係為暴露後5-10年發生，顯
示國內鑄造業作業環境仍有其改善空間。

勞工因塵肺症就醫後，其持續從事鑄造業

工作的比率與尚未就醫塵肺症前即離開鑄

造業工作比率相等(34.9%)（圖6）。86位曾
經因塵肺症就醫的勞工，其中有6位曾經更
換過鑄造廠，因有重複工廠，最後計68家
鑄造廠，依鑄造廠址分析，北部占48.5%、
中部32.4%、南部19.1%；鑄造廠員工規模
30人以下及50-100人占較多；行業別以鋼
鐵鑄造業占58.7%為最高。

圖3　塵肺症就醫勞工工作年資分布情況

圖4　 塵肺症就醫勞工研究期間從事鑄造業年
齡分布情況

圖5　塵肺症就醫勞工工作後就醫時間分布情況

圖6　勞工就醫塵肺症後工作情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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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矽肺症就醫相關資料分析
17位曾經矽肺症就醫勞工工作年資10

年以上占約近5成（圖7）。研究期間工作
年齡以45歲以上占約6成（圖8）。由於矽
肺症就醫勞工在工作後就醫時間分布情況

較分散，無法攜出全部數據，僅以工作後

5年內及工作後5年以上就醫診斷矽肺症進
行分析，41.2%為工作後5年內就醫，58.8%
為工作後5年以上就醫診斷矽肺症。勞工因
矽肺症就醫後，其持續從事鑄造業工作的

比率占最多，約占47.1%；其次為罹病後
即停止工作占23.5%；其餘為尚未就醫矽肺
症前即離開鑄造業或是就醫後繼續工作再

離開或就醫後先離開再回到鑄造業29.4%。
17位曾經因矽肺症就醫勞工，無人更換過
鑄造廠，因有重複工廠，最後計14家鑄造
廠，依鑄造廠址分析，北部占28.6%、中部
57.1%、南部14.3%；鑄造廠員工規模以30
人以下占42.9%為較多；鑄造廠行業別以鋼
鐵鑄造業占64.7%為最高。

圖7　矽肺症就醫勞工工作年資分布情況

圖8　 矽肺症就醫勞工研究期間從事鑄造業年
齡分布情況

(5) 本國籍各行業別鑄造業勞工之就醫診斷
塵肺症及矽肺症盛行率

本國籍鑄造業勞工之細行業別就醫診

斷塵肺症及矽肺症盛行率統計如表 ，就醫
診斷塵肺症盛行率以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

製造修配業30.1人/每萬人最多，其次為未
分類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27.2人/每萬人、
鋼鐵鑄造業25.8人/每萬人；就醫診斷矽肺
症盛行率亦以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

配業10.9人/每萬人最多，其次為鋼鐵鑄造
業人5.3人/每萬人（表5）。

表5　 本國籍各行業別鑄造業勞工之就醫診斷
塵肺症及矽肺症盛行率統計

行業別 塵肺症（每萬人） 矽肺症（每萬人）

未分類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9.9 0.0

未分類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 27.2 2.5

汽車零件製造業 18.2 3.6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 30.1 10.9

金屬模具製造業 18.9 0.0

金屬鍛造業 3.5 0.0

鋁鑄造業 7.0 0.0

鋼鐵鑄造業 25.8 5.3

體育用品製造業 11.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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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肺部罹癌分析
43,364位本國籍鑄造業勞工，其中718

人工作後罹患癌症，33人罹患2種癌症，3
人罹患3種癌症。診斷確定罹患肺癌（國
際診斷碼為162.9）者計8人，平均年齡為
56.8±4.1，平均工作年資為5.4±2.2年，都
是從事鋼鐵鑄造業。

討論

本研究經由經濟部工商名冊、台灣區鑄造

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鑄造學會等會員名單篩

選出鑄造業相關行業代碼，自勞保資料庫之事

業單位檔與被保險人檔中建立鑄造業廠家及勞

工世代資料檔，再與2000-2011年勞保資料庫及
健保資料庫進行串檔，針對實際給付塵肺症、

矽肺症的情形及其發生率與盛行率等進行探

討。串檔勞保資料庫最後納入研究對象為本國

籍計40,705位勞工、616家鑄造廠家，及外國籍
鑄造業勞工13,024位、356家鑄造廠家；健保資
料庫則為本國籍鑄造業勞工43,364位、外國籍
鑄造業勞工8,970位進行資料分析。

1. 勞保資料庫及健保資料庫串檔結果

本研究建立之鑄造業廠家及勞工世代資料

由於2000年以前勞保資料庫之被保險人檔資料
較為不完整，因此主要以2000~2011年為研究
期間，由勞保相關資料庫串檔，並未發現申請

矽肺症或塵肺症給付個案，推測可能為曾從事

鑄造業工作的勞工離職後已無任職鑄造業相關

工作，而直接以健保就醫，而未使用勞保職業

傷病門診單或勞保職業傷病住院申請書進行申

請給付，也可能因勞工對塵（矽）肺症職業病

（含潛伏期長等） 認知的缺乏或因擔心得病
後失去工作而有所隱瞞。由健保資料庫中可以

發現鑄造業勞工曾就醫診斷為矽肺症或塵肺症

個案分別為17及86人，雖然係以勞工於暴露後
至醫院就醫診斷時醫師所下的診斷碼，而非確

定診斷，但健保資料庫在此期間工作年資10年
以上矽肺症的就醫診斷情況約1.2/每千人，仍
可做為鑄造業矽肺症之監測參考依據。惟因資

料庫提供資訊有限，無法進一步分析鑄造業勞

工實際工作部門、製程及生活習慣等，致無法

判斷所有勞工均暴露在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工

作環境及其因果關係，雖為本研究限制，但本

研究初步統計分析結果可作為後續長期世代追

蹤研究與深入探討鑄造業職業安全健康相關研

究，及提供勞動部制訂政策與改善推動工作的

重要參考依據。

2. 塵肺症與矽肺症發生率與盛行率統計

國外研究統計鑄造業勞工發生塵肺症盛行

率約0~34.6%，矽肺症盛行率約1.5~53%。勞保
資料並未發現有鑄造業勞工因塵肺症或矽肺症

進行給付，但從健保資料中可發現盛行率分別

為19.8/每萬人（換算成百分率約為0.198%）、
1.2/每萬人，發生率為0.6~3.8/每萬人、0.0~1.1/
每萬人。國內外研究之研究對象工作年資多超

過20年，本研究男性鑄造業勞工在資料庫所提
供的12年期間內平均工作年資約為5.4年，與國
外相關文獻的工作年資差異較大，此可能造成

盛行率與國外文獻相較為低的原因。

本國籍鑄造業勞工之細行業別就醫診斷塵

肺症盛行率以「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

業」30.1人/每萬人最多，其次為「未分類其他
機械製造修配業」27.2人/每萬人、「鋼鐵鑄造
業」25.8人/每萬人；就醫診斷矽肺症盛行率亦
以「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10.9人
/每萬人最多，其次為「鋼鐵鑄造業人」5.3人/
每萬人。雖然「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

業」、「未分類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罹患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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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症盛行率高，但「鋼鐵鑄造業」從業人數為

其他二者3倍之多，建議可考量將此三行業列
為優先輔導對象。

3. 潛伏期長、工作年資愈久風險愈高

不論國內外研究均指出鑄造業勞工長期暴

露於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易引起呼吸道疾病，

且其工作時間愈長，罹患矽肺症、塵肺症、慢

性支氣管炎、肺部纖維化、氣喘、肺癌之盛行

率隨之增加。國外研究指出鑄造業勞工從開始

工作到發生矽肺症（或塵肺症或肺癌）時間大

約20-35年。國外一項研究指出控制抽菸、種族
等條件後，鑄造廠勞工暴露20年後罹患矽肺症
風險為1.45倍，若工作40年後，其罹患矽肺症
風險則為2.10倍[15]，另外，韓國研究也發現
鑄造廠勞工罹患肺癌為一般韓國民眾1.45倍，
且平均罹患年齡提前約10多歲[16]。本研究因
2000年以前勞保資料較不完整，所以研究期間
從2000年至2011年，並將健保資料庫2000年有
就診塵肺症或矽肺症的勞工排除，研究觀察期

間僅12年，但勞工實際工作的年資可能高過於
此，也因此可能造成本研究勞工就診塵肺症或

矽肺症較為提早。本研究期程雖僅12年，利用
以往環測資料推估結果工作10年以上的勞工其
矽肺症就醫的相對危險比為工作年資5年以下
的4倍，且達統計上顯著差異。串檔健保資料
庫之86位曾經塵肺症就醫勞工工作年資10年以
上計5,749人，占約36%，盛行率約為0.626%，
較整體平均工作年資5.4年的盛行率0.198%明
顯微高。17位曾經矽肺症就醫勞工矽肺症就醫
勞工工作年資10年以上占約47%，由於矽肺症
就醫勞工在工作後就醫時間分布情況較分散，

無法攜出全部數據，僅以工作後5年內及工作
後5年以上就醫診斷矽肺症進行分析，41.2%
為工作後5年內就醫，58.8%為工作後5年以上

就醫診斷矽肺症。另本研究診斷確定罹患肺癌

（國際診斷碼為162.9）者計8人，平均年齡為
56.8±4.1，平均工作年資為5.4±2.2年，都是
從事鋼鐵鑄造業，惟本研究資料庫無生活習慣

等相關資料致無法明確認定其與工作暴露之相

關性。所以，由於塵（矽）肺症職業病之潛伏

期長，鑄造業勞工長期追蹤管理健康危害情形

實其必要性。

4. 公司規模小健康管理專才與認知不足

本研究鑄造廠家員工人數規模約6-1,465
人，其中以員工人數30人以下約占59.0%；員
工人數100人以下則占89.8%。鑄造廠家以鋼
鐵鑄造業類為最多約占55.7%，鋼鐵鑄造業類
公司員工人數30人以下高達65%，依國內現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之事業單位應置職

業安全衛生人員標準來看，將近9成以上的鑄
造業廠家規模為不須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若以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顯著風險事

業）來看，全國的鑄造廠家僅有1成設置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含管理師），鑄造業公司規

模小缺乏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專才，及對職業病

預防與健康管理認知宜再加強改善。

建議

1. 建議職安署與勞保局建置與健保資料庫之

通報機制，強化對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

之疑似職業病個案監控與管理。

2. 建議職安署針對「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製

造修配業」、「未分類其他機械製造修配

業」、「鋼鐵鑄造業」三大業別列為優先

輔導對象，輔導其落實定期勞工暴露評

估、辦理特殊健康檢查、防護具使用及教

育訓練等預防措施。

3. 考量矽肺症或塵肺症潛伏期長，建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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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針對離職勞工發放健康管理手冊的作

法，由政府部門提供定期健康檢查服務與

追蹤管理。

4. 建議職安署可結合台灣區鑄造品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鑄造學會或各縣市設置安衛家

族，加強雇主的教育訓練提高職業安全衛

生及健康管理知能，並督促落實相關預防

工作之推動，確保鑄造業勞工健康。此

外，粉塵作業設有粉塵作業主管，若鑄造

業廠家規模為不須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應加強粉塵作業主管之功能。

5. 建議事業單位加強裝設除塵設備，並依照

現場實際作業情況適時採用濕式作業，及

落實且定期實施健康檢查及管理、粉塵濃

度環境測定，評估勞工暴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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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ui Yang1
　Ming-Hsiu Lin2

　Chi-Hsieh Young2
　Man-Li Hsieh2

1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ygiene, Fooyin University
2　 Institute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inistry of Labor

Abstract

The foundry industry is known as "the mother of industries." There are more than NTD 84 
billion annual value of production in Taiwa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foundry industry is full 
of high-temperature, noise, non-ionizing radiation, free silica and other dusts. Since most foundry 
plants in Taiwan belong t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hey are less willing to invest large amount 
of money to improve the aforementioned environmental hazards, which in effect causes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to degenerate. Thus, the health of workers in the foundry industry is worth further 
discussion and understanding. Studies have thus far indicate that workers in the foundry industry are 
among the high-risk groups suffering from silicosis, but there is no clear picture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orkers suffering from silicosis in the foundry indust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the 
existing database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workers suffering from silicosis, estimate their risks, and 
provide prevention strategies for workers in the foundry industry. 

Data from the 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between 2000 and 2011 indicates that no foundry 
worker had been hospitalized or had applied for benefits due to pneumoconiosis or silicosis. However,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ata reveals that the prevalence rates for foundry workers seeking 
medical attention due to pneumoconiosis or silicosis are 1.98 per thousand and 0.12 per thousand, 
respectively, while incidence rates are 0.06-0.38 per thousand and 0-0.11 per thousand, respectively. 
60-70% of those who sought attention for pneumoconiosis and silicosis are aged 45 to 60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40-50% of workers sought medical attention for pneumoconiosis and silicosis after 5-10 
years of foundry work.

We recommend that future health insurance databases can be combined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workers’ health condition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 and to establish a notification 
system to strengthen case management. Also,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f 
Ministry of Labor is to continue to provide health examination services and track workers who have 
left the industry, and to give priority to counsel the steel foundry industry in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exposure assessment, special health examination,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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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論

年輕工作者職場安全衛生促進實務之探討

李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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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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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每年都有許多年輕人在工作上受傷和死亡，其工作傷害的比率幾乎是年長工作者的兩倍

高，調查更發現經驗不足的年輕工作者，如同新進工作者一樣，受傷的比例極高，以15～24歲年

輕工作者而言，相對缺乏工作經驗、對工作性質不甚了解，且工作安全意識甚為薄弱。若學校教

育未能重視工作安全問題而無法有效補足學生工作安全知識與認知，加上企業主又未提供安全的

作業場所、未安排年輕工作者接受適當的工作安全教育訓練與教導安全防護注意事項，極容易造

成工作傷害。因此，有必要增加對年輕工作者工作場所安全的課程。本文首先探討年輕工作者之

職業安全衛生現況，論述提昇年輕工作者工作安全意識的必要性，以及學校安全衛生教育應考慮

之因素。其次則探討年輕工作者職場安全衛生之促進實務，論及運用社會行銷的策略，以及規劃

危害識別活動。最後，則是建議規劃學校對年輕工作者安全衛生教育的活動，應有完整的配套措

施，最重要的是要發展年輕工作者的工作安全意識，以提昇其安全衛生能力。

關鍵字： 年輕工作者、職場安全衛生、危害識別、社會行銷

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5 月 2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7 月 2 日接受。 
通訊作者：李金泉，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71005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1號， 
電子郵件信箱：jclee@mail.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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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每年都會有不少學生投入職場打工，賺取

金錢以資助學費、零用錢，並吸取寶貴的工作

經驗，作為畢業後投入職場工作時的基礎。由

於學生較缺乏工作經驗，對於工作性質與內容

多不甚了解，且對某些機具、材料或工作環境

本身的危險缺乏警覺性，安全衛生意識亦較薄

弱，如果雇主未提供安全的作業場所、亦未安

排工讀生接受適當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善

盡告知作業相關安全注意事項等重要宣導，極

易造成傷害事故，甚而罹災死亡[1,2]。根據勞
動部[3]調查發現，學生打工之比率為40.4%，
其中，主要打工的場所以服務業（速食店、餐

廳、飲料店等）為居多，約為26.4%；另外，
亦有九成的學生認為工作場所是安全的，但卻

有二成的學生在工作中受過傷，並且有將近八

成的學生未曾接受過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而
根據教育部[4]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
心統計，如表1所示，2008～2013年共發生67
件工讀場所傷害以及469件實驗、實習傷害。
此外，從YouTube網站上[5]彙整學生發生的重
大意外事故案例（如表2所示），主要係以機
械操作不當而致被夾、被捲、感電災害及燒燙

傷災害等意外事故為最多，其次打工學生在面

臨職場暴力威脅及遭撞傷的案例亦有逐漸升高

的風險。由此可知，由於學生安全衛生的意識

薄弱，欠缺識別工作場所的危害與預防危害的

知識和技能不足等，導致打工場所的事故傷害

成為學生打工之一大風險。

表1　 2008～2013年各級學校學生於實驗、實
習及工讀場所傷害件數

年份 實驗、實習傷害 工作場所傷害

2013 141 3
2012 108 14
2011 81 12
2010 74 6
2009 36 12
2008 29 20
合計 469 67

資料來源： 整理自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
(2014)。

表2　近年來學生重大意外事故案例彙整

媒體 報導日期 意外事故 意外類別

民視新聞 2011/07/05 烘衣機捲左手臂，國二生骨折。 被夾、被捲

蘋果日報 2011/07/09 母誤開絞肉機，附中兒4指瞬斷。 被夾、被捲

民視新聞 2011/07/21 操作不慎，少年右手絞進絞肉機。 被夾、被捲

中視新聞 2011/10/25 15歲女工讀生，遭飲料封口機斷指。 被夾、被捲

蘋果日報 2013/07/24 操作鍛床機不慎，打工少年手掌遭斬斷。 被夾、被捲

華視新聞 2014/05/05 孝女遭絞肉機斷指，忍劇痛安慰母。 被夾、被捲

華視新聞 2014/06/04 熨燙機扯斷手臂，打工男大生截肢。 被夾、被捲

民視新聞 2014/08/13 16歲青年打工，右手不慎遭機器捲入。 被夾、被捲

東森新聞 2014/11/07
洗絞肉機斷3指，工讀生控知名豆漿無保
逼辭。

被夾、被捲

蘋果日報 2010/01/03 實驗演算錯誤，交大生電死自己。 感電災害

蘋果日報 2010/04/08 恐怖蓮蓬頭，大四男健身淋浴被電死。 感電災害

蘋果日報 2010/07/03 工廠漏電奪2命，弟遭電擊，兄搶救同死。 感電災害

民視新聞 2010/07/24 工讀生遭電擊，台大判賠114萬。 感電災害

蘋果日報 2010/08/17 孝子打工遭高壓電擊，僱主判賠603萬。 感電災害

中天新聞 2013/06/26 慈濟王姓同學疑似觸電箱遭電死。 感電災害

東森新聞 2013/08/09 少年暑假打工，流汗觸電，父CPR救回。 感電災害

東森新聞 2013/08/27 服務生：酒精膏加太多，小火鍋著火延燒！ 燒燙傷災害

中視新聞 2013/10/11 17歲少女打工燙傷，火鍋店塞3千打發。 燒燙傷災害

中視新聞 2014/01/04 殘火加酒精膏，打工女燒傷險毀容。 燒燙傷災害

TVBS新聞 2014/04/20 摩斯打工助救火，英勇女大生遭燒傷。 燒燙傷災害

中視新聞 2014/04/29 滾茶燙身，女大生85度C打工慘毀容。 燒燙傷災害

中天新聞 2015/01/16 殘火引爆酒精膏，女吃臭臭鍋恐毀容。 燒燙傷災害

中視新聞 2010/08/03 學生打工遭性侵?咖啡店變摸摸茶。 職場暴力

民視新聞 2012/07/23 不滿油漲，婦大罵加油站工讀生。 職場暴力

蘋果日報 2013/08/30 加油55元，疑遭瞧不起，男怒砍工讀生。 職場暴力

東森新聞 2015/07/06 加油員把油滴到愛車，男子破口飆罵。 職場暴力

蘋果日報 2013/04/17 洗車暴衝，連撞3車1人受傷。 撞傷災害

中華電視 2014/05/11 大一生打工摔車，超商未投勞健保。 撞傷災害

中視新聞 2014/11/23 加油站洗車暴衝，工讀生遭輾命危。 撞傷災害

中視新聞 2013/07/07 新竹巨城百貨，工讀生撿球墜樓重傷。 墜落災害

民視新聞 2015/02/02 大學生打工意外，摔落8公尺身亡。 墜落災害

民視新聞 2011/07/18 女兒打工職災死亡，母控訴飯店。 跌倒災害

資料來源：整理自Youtube網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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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

預防職業傷害的研究趨勢越來越注重

15~24歲年齡年輕工作者(young workers)的群
體，為更完整地瞭解此目標對象和讓預防工作

的有效性，許多研究都發現學期間同時有兼職

工作之年輕工作者，在工作安全方面往往暴露

出嚴重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6-10]。並提出
許多可解釋年輕工作者職業安全衛生風險的因

素，包括人口變項、人格、僱用特性、以及情

緒或身體健康等[11]。最常舉出的風險因素是性
別，年輕的男性勞工估算比女性勞工有高出2~3
倍的職業傷害率[12-15]。此外，年輕工作者的
經驗不足，與職業傷害亦有高度的相關[16]。

1. 提昇年輕工作者工作安全意識的必要性

在大學畢業前，大約有80％的年輕人曾有
工作的經驗，不像成人工作者，年輕工作者在

雇用中時進時出、所任工作大都屬於兼職、低

薪[17]，且依據美國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 2003)估計，美國大學生畢業前大約有
高達80%曾有工作經驗，常擔任打工、臨時工
和低報酬的工作，且大多數從事於零售業（主

要如餐館和賣場）和服務業（如健康照護、醫

院及旅館）[18]。
美國年輕工作者最大的雇主是快餐業

(fast food industry)，許多研究者均指出年輕
人(youth)在工作相關的疾病與傷害上比成年
人(adults)的風險更高，因此，必須要執行額
外的控制措施以避免其暴露於職場危害之中

[11,19,20]。某些群體如孩童、青少年、新進
勞工、移民者及年輕工作者都是較易受傷的族

群，亦須特別的管制措施[21-23]。大多數在快
餐業的勞工都是兼職身分，在某些國家，這些

工作是獲取經驗及學習未來工作技能的重要機

會[24,25]；然而在某些國家，則將該工作認為
是不具水準的，這些工作被稱為是麥氏工作

(McJobs)，特點是低薪且惡劣的工作條件、進
步的機會很少、僅需低水準的技能[26,27]。

國際勞工組織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a b o u r 
Organization, ILO)[25]的資料顯示，15至24歲
年輕人的嚴重職業災害發生率與嚴重性，比

成年的工作者來得高[28]；歐盟工作安全衛生
總署(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EU-OSHA)[29]亦指出，18至24歲僱員
的意外事故率比其他年齡層要高出50%以上，
主要原因為年輕人比成年的工作者容易冒險

而作出不安全的行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

(British Columbia)[30]的統計資料亦顯示年輕工
作者受傷的人數，比任何其它年齡層的工作者

多，其中超過50%的相關工作意外事件發生在
工作開始的前6個月內；平均而言，每天有30
位年輕工作者受傷、每星期有5位年輕工作者
因為職業災害導致永久性殘障，且比起其它群

體，年輕工作者有高於70%的機率可能在工作
上受傷[30]。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 
NIOSH)[31]的資料指出，在2012年，共有375
位年齡未低於24歲的勞工因職災死亡，其中29
人死亡的年輕人是未滿18歲，而在1998年～
2007年的10年期間，平均每年約有795,000的非
致命性傷害，且年輕工作者的職業傷害比25歲
（含）以上的年長工作者高約兩倍。

美國緬因州勞工局(Maine Department of 
Labor, MDL)[32]亦指出，一般年輕人在學校或
工作場所上，都不會得到足夠的職業安全與衛

生訓練。如同新的工作者一樣，年輕人可能是

經驗不足和不熟練工作的要求、不會識別工作

場所危害、不知道年輕工作者的權利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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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年輕人具有一些正向的特質如幹勁、熱

忱、要求增加挑戰和責任等，均會導致很多年

輕工作者企圖做他們沒受過訓練或在不安全的

狀況下執行工作。再者，學生普遍缺乏工作必

需具備的經驗和生理、情緒上應有的成熟度，

對具有潛在危險或高危險工作的安全認識不

足，因此許多人曾在工作中受過傷害、甚至死

亡[33]。由此可見，向學生灌輸工作場所的安全
衛生知識，培養應有的安全衛生態度是非常重

要的。上述資料均顯示工作傷害為年輕工作者

的一大風險，應及早讓年輕人了解工作安全的

重要性，且做好準備以避免工作傷害的發生。

Heinrch, Peterson & Roos [34]認為大約90%
的事故是由工作者的不安全行為所引起，由此

可見事故傷害的主因是由不安全的行為所導

致，且認知與態度會影響人們的行為及發生意

外的傾向，而Swanson [35] 亦認為「知識的取
得會導致態度的改變，進而影響行為」。又環

境與作業對學習者造成風險，因此，安全衛生

管理是建立安全、健康與支持的環境與安全工

作系統的重要基礎。而對於年輕人或學習者特

別重要的是監督(supervision)的安排。尤其是
監督者(supervisors)、指導者(mentors)、教導者
(instructors)等在轉移安全衛生知識具有直接的
角色，且能影響學習者的行為[36]。

安全知識和安全態度對於確認個人安全

行為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預防工作傷害

的首要工作，在培育學生具備良好的安全衛生

知識和安全衛生態度，進一步去發展為安全行

為，降低工作傷害發生的可能性[37]。因此，
學校更需要致力於年輕人之工作安全衛生教育

的推動，應發展一套有關工作場所危害辨識之

訓練活動，以教導兼職工作學生有關工作安全

之態度、知識與技能，以提昇年輕工作者之工

作安全意識。

2. 學校安全衛生教育應考慮之因素

教育(education)、工程(engineering)以及執
行(enforcement)等被視為是傷害預防的關鍵要
素。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兼職工作學生接受雇

主提供的訓練，僅止於如何執行其工作有關的

作業，通常不包括工作安全相關的資訊。在許

多檢驗年輕工作者的安全訓練之研究中，年輕

工作者常提及他們很少接受任何訓練是有關其

工作的特定危害相關知識[38-40]。
依據Reardon與Derner[41]的研究顯示，學

生在活潑式、親自動手的練習上，比被動式聽

講授課能學習到更多，而Morrissey et al.[42]的
研究亦顯示課程必須合於參與者的需求且有適

當的時間安排。因此，要以合於年輕工作者年

齡及警覺水準來談論有關職場安全的議題是很

重要的[43]。
許多年輕工作者對於傷害預防存有宿命

論的觀點，認為他們沒有權力去有效地改變或

增加職場的安全，甚至認為傷害係因為受傷員

工的個人疏忽或其他失誤所致，或者他們認為

提出強化職場安全的議題，將會引響工作機會

[33,44]。如前所述，由於兼職工作的學生往往
不知道職業安全衛生議題的重要性，因此，所

規劃的教育方案必須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多應

用貼近年輕者生活的情節(scenarios)敘事或圖
片(graphics)，可有效增加他們的參與度[45]。
在Peattie[46]的研究中即指出，年輕工作者表
述他們想聽到一些健康訊息是和他們年齡層相

關的特色故事或事例。同理，Schriver[47]在研
究有效教材設計的專案中，亦指出學生一再地

強調課程需要提供真實情境下，年青人的寫實

照片或圖像。Lee, Westaby & Berg[48]的研究亦
指出，使教材簡單且容易為教師使用，是重要

的因素，否則即使最好的內容，也可能無法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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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教室中。例如，對於農業的安全課程評鑑

中，發現農業類的教師很少有足夠的時間與興

趣使用制式的農業安全課程[43]。
課程要能夠有效地執行，關鍵因素在於受

利害關係人(stake holders)的參與，例如：除了
年輕者、父母、教師外，雇主亦應包括在教育

的介入中，以減少年輕工作者工作中的傷害。

最重要的是在課程發展初期，應有來自於參與

團體的提供回饋(feedback)及認同(buy-in)[45]。
此外，互聯網(internet)是學生健康資訊的主要
來源，逐漸取代其他如電視及雜誌等資訊來源 
[46,49,50]。互聯網對學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係因為它使學生依自己的學習速度及次序，及

選擇自己的時間來吸收資訊[46]。因此，學校
應積極推動學生之工作安全衛生教育，並妥善

規劃適合學生之工作安全衛生教材模組。

年輕工作者職業安全衛生之促進實務

許多組織為了減少年輕工作者於職場受

傷之機率，亦結合社會行銷手法，加強職場安

全教育，以利保護未成年之工作者[51]；魏米
秀、黃松元[52]亦提到，健康促進與社會行銷
兩個概念間具有相當程度的契合性；在實際運

用在推動學校的健康促進時，可將社會行銷當

成一種工具、方法或技術，萃取其中的行銷元

素，運用於健康促進的發展。基此，有文獻提

及利用社會行銷手法結合企業，進行職場安全

文化之宣導。此外，透過危害認知與控制訓練

活動的實務，可提供年輕工作者一個簡短的訓

練課程，可讓教學者與年輕工作者一起工作，

為工作場所設計一個有創意、簡單的安全衛生

方案，以協助年輕工作者能在工作場所中識別

危害，並找出解決辦法，使工作更安全。

1.  運用社會行銷促進年輕工作者之工作安

全意識

所謂社會行銷(social marketing)被定義為
「採用行銷技術，以分析、計畫、執行與評

估的方法來設計方案，以便於喚起目標團體

的自願性行為，達成改善自身並促進整體社

會的福祉」[53]。社會行銷試圖改變個人的
行為，藉由促進交換、進行研究（形成、過

程、與評鑑）、區隔化(segmenting)和目標化
(targeting)、分析目標群眾（態度、規範、價
值觀、生活方式等），以檢驗目標群眾尋求當

前行為和新行為之利益與阻礙，以及對上游

(upstream)和下游(downstream)群眾發展4Ps（產
品Product、推廣Promotion、通路Place、價格
Price）的策略[54]。

在社會行銷理論中，交換(exchange)發生
於目標（即勞工）與行銷人員（例如，雇主或

職場的安全組織）之間[55]。此種交換需要說
服勞工放棄一些東西，以獲得一些東西。放棄

勞工以前從事的不安全行為或習慣所享受的好

處；所獲得的是勞工得到更高水準的安全性和

避免受傷的機率。區隔化(segmenting)和目標化
(targeting)市場有助於找出最容易接受的目標群
眾，隨著他們關鍵的關注和問題，然後將活動

的資源分配到這些細分的市場。

全面性社會行銷活動通常會制定一項

策略，即透過操縱一些行銷的4Ps，即產品
(product)、通路(place)、價格(price)、推廣
(promotion)，如圖1所示來進行[54]。在規劃職
業安全衛生的社會行銷活動，推廣往往是4Ps
中第一個被操縱的，因為可以很容易地開發各

種宣傳材料，以說服或提醒勞工採取更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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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社會行銷之4Ps運用於年輕工作者之安全衛生的促進
資料來源：Lavack et al. p.197[54]

工作實務。當安全訊息在常規（工作）和非常

規（非工作）的地點傳送時，勞工更可能瞭解

安全的需要。在工作場公告各種安全訊息，可

有效促進職場建立安全文化，並鼓勵員工進行

安全工作的行為和表現。然而，重要的是要考

慮如何在職業安全衛生活動的情境中管理所有

4Ps中的價格、產品、通路、和推廣[54]。
遵守一個特定的安全實務，對目標群眾所

支付的「價格」可能是減少工作執行的速度，

價格可能是金錢的，例如，如果勞工必須購買

昂貴的工作靴，而不是穿著步鞋。因此，社會

行銷的任務是要證明安全的價值，使支付的

「價格」對應到安全應獲得的價值。安全的基

本「產品」可聯結到生活幸福，因為不安全的

職場行為對未來的健康和幸福，並對生活幸福

造成嚴重的影響後果。

社會行銷的「產品」因素可以分為實際的

(actual)、核心的(core)、和衍生的(augmented)產
品。實際的產品是提升所要的行為（例如，在操

作機器時要戴上手套），核心的產品是執行所要

的行為之最終利益（例如，更高的生活品質、或

未來工資有更好的保證），衍生的產品包括有形

的產品（如手套、頭盔、背帶、護目鏡等）或無

形的服務（例如，安全訓練講座）。

「通路」為可以取用產品以及執行安全行

為的處所，如果主張使用一個特定的工作安全

產品，如橡膠手套和護目鏡，然後設置地點方

便勞工使用該產品是「通路」之一個重要的元素。

2. 危害識別活動之規劃

美國明尼蘇達州健康部 ( M i n n e s o t a 
Department of Health, MDH)出版的「安全工
作，聰明工作：工作生活的知識與技能」一書

中指出，工作有關的受傷是可預料的、可預防

的事件[56]。利用課程讓學生討論在工作場所
中潛在的傷害對他們生活的影響，共同研究討

論不同類型工作場所危害並列表和詳細的在工

作場所地圖上繪出潛在危害；同時也指出學生

學習後可產生以下的結果，學生將能執行下面

的能力：

(1) 能識別出生活中可能對身體產生嚴重傷害
或疾病的因子。

(2) 能提出工作場所的危害－生物性、化學性
和物理性不同類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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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識別出工作場所環境的危害因子。
(4) 讓理解工作場所潛在危害估計的重要性。

美國緬因州勞工部(Maine Department of 
Labor, MDL)[32]出版的「安全地開始：教導青
年人關於安全與健康」一書中，利用「危害地

圖」的方式來教育學生，能使學生了解實驗室

中危害的地方，並可在地圖上標示具有潛在健

康和安全危害點、再利用書寫或標示公告。

危害識別活動之規劃，係希望透過「聽+
觀看+討論+實作」的多元訓練方式，使兼職工
作學生能達成識別工作場所的危害，進而學習

控制工作場所的危害；並從認知→態度→行為

的學習成果，學習到識別工作場所可能危害源

的能力，以及具備消除控制工作場所危害源的

的技能[56,57]。
工作安全意識即在於使學生能夠經由識別

不安全的步驟，不安全的行為和人為過失所引

起的潛在危害來評估危害的情況，並提出策略

去避免或排除不安全的情況。因此，老師如何

教導學生立即揭發或立即排除，才能預防學生

受到傷害，本文提出可以決定評估危害潛在的

風險傷害與不安全的狀況，及三個控制危害的

步驟：

看(See it)：確認危害
(1)什麼是不安全的？
(2)可以找到多少不安全活動或狀況？
想(Think it)：風險評估
(1)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2)引起危害的是什麼？
(3)什麼傷害可能會發生？

做(Do it)：控制危害
提供控制或消除危害的解決方案。

(1)做什麼可以預防意外發生？
(2)什麼能使危害減到最少？
(3)做什麼可以排除或減低危害？
亦可由以下的危害識別活動卡 (haza rd 

recognition activity)（如表3）來協助學生思考
問題，並透過危害識別活動圖卡範例來教導學

生在實驗（習）場所中操作時，如何辨別四周

環境中的危害，做一張危害識別卡，並以危害

情境的圖卡，模擬實習情境中可能會產生的危

害行為及狀況，藉由此方式讓學生辨別、思考

以及如何解決危害的產生，以達到零危害、零

受傷的最佳狀態。

表3　危害識別活動卡的內容
危害識別活動卡

(Hazard Recognition Activity)
環境：
活動/工作：
特定位置：

牢記：
．工場佈置
．設備
．工具的狀況
．內務管理
．一日的時間

．缺乏步驟
．不必要的風險
．使用保護裝備
．危害物質的處理
．人員移動（行動／失誤）

看(See it)：識別

什麼是不安全的？
◎ 正在執行什麼工作？
◎ 你有看到一些明顯的危害嗎？
◎ 什麼人正處於危險的風險？
◎ 你可以思考一些明顯或潛在的危害嗎？
◎ 你有看到一些不安全的行為嗎？
◎ 在環境中你有看到任何不安全的情況或物體嗎？
◎ 某件事可能成為危險的信號是什麼？

想(Think it)：評估

為什麼它是不安全的？
◎ 什麼樣的意外或傷害可能會發生在這裡？（例
如嚴重的傷害？短期的傷害？長期的傷害？）
◎ 有人透過不安全的方法做某些事？
◎ 有人做他不應該做的事？
◎ 做工作時所需要那些的安全訓練和準備措施？
◎ 有任何壓力可能讓這些人透過不安全方法做他
們的工作嗎？（例如：時間、教師、同學等要
求之壓力）。

做(Do it)控制

為了更安全什麼是必須做的？
◎ 做什麼能移除危險或者風險？  
◎ 假如無法移除，做什麼可以降低風險？
◎ 人員應該如何改變他們的行為或態度？
◎ 做什麼（教師、父母、監督者、朋友）能使工
作更安全？

◎你能做些什麼？
◎你要如何做？
◎ 誰將告訴你需要什麼？



409

年輕工作者職場安全衛生促進實務之探討

結論與建議

學生在學習期間從事兼職工作或有時全

職工作已經成為現今社會越來越普遍的趨勢，

由於學生較缺乏工作經驗，年齡較輕，對於打

工的工作性質、內容多不甚了解，且對某些機

具、材料或工作環境本身的危險缺乏警覺性，

安全衛生意識亦較缺乏，如果雇主未提供安全

的作業場所、使每位工讀生接受適當的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告知作業相關安全注意事項，極

易造成工讀生傷害事故，甚而罹災死亡。

對於年輕工作者特別重要的是監督的安

排。尤其是監督者、指導者、教導者等在轉移

安全衛生知識具有直接的角色，且能影響學習

者的行為。學校應致力於年輕人之工作安全衛

生教育的推動，發展一套有關工作場所危害辨

識之訓練活動，以教導兼職工作學生有關工作

安全之態度、知識與技能，以提昇年輕工作者

之工作安全意識。因此建議：

1. 學校安全衛生教育應考慮之因素包括：提供

活潑式、親自動手的練習；使用情節或圖

片；具有故事性並提供真實情境；影響團體

的參與並提供回饋；網路資訊的運用等。

2. 運用社會行銷的4Ps（產品Product、推廣
Promotion、通路Place、價格Price）策略
可促進年輕工作者之工作安全意識。

3. 運用看(See it)--確認危害；想(Think it)--風
險評估；做(Do it)--控制危害等三個思考
邏輯製作危害識別活動卡。以引導年輕工

作者思考如何消除或減少危害的解決。

4. 應就後續提昇安全意識之研究績效納入考

量，據以作為相關策略實施後的具體成效

與職場安全衛生水準提升之成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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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people to be injured or dead during their working hours every year. The injury rate of 
young workers was double than senior workers. It was found that young workers aged from 15 to 
24 were lack of working experience, yet they got similar or higher injury rate than new workers. 
Fur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workers with insufficient awareness toward work safety, miss-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work, and less work experience. It will have caused young workers getting 
injuries neither the work safety knowledge and cognition was providing by schools nor the safety 
working environment, safety training, and safety instruction was providing by employer. Hence, 
the demand of workplace safety training course for young workers is rising dramatically. The aim 
of this paper was trying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for young 
workers. Further,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work safety awareness, and the factors of safety and 
health education for young workers to be discussed. Then, young workers’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facilitate strategy to be established base on social marketing and hazard identification activities. In 
summary, suggested strategies including safety and health educational activities for young workers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a well-designed supporting measur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by schools.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o cultivate young workers’ ability of safety and health and promote their safety 
awareness for injury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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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通報法制之研究-以受僱者權益保障為中心

林于倩
1
　李玉春

1

1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摘要

事業單位不法事件在世界各地仍不斷地發生，顯見，完善的防弊制度與公益通報之推動，

越發重要。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早已推動公益通報法制，提供受僱者通報事業單位不法的管

道、調查機制、保護及救濟等必要之協助。反觀我國，尚處於社會共識形成及草案研擬階段，

且法院面對類似的訴訟案件，囿於無完整且統一之法規範可供準據，只能適用既有法規之單一

規定，對於受僱者權益保障的完整性與保護性似有不足。

對於事業單位而言，公益通報可作為促進其發展與自淨功能之一種手段，因通報或揭發弊

端之人多為受僱員工，受僱者對於事業單位內部之資訊與瞭解亦較健全。但受僱者於揭露事業

單位弊端或不法的同時，往往遭遇到調職、降薪、終止勞動契約等不利益的對待，或有違反忠

誠義務之虞，而被雇主解僱。

職是，本文以受僱者保障為中心，參考與我國國情相近之日本，其推動經驗及啟示，同時

蒐集我國及日本各8案的司法實例，並於檢討我國草案後，作出整體歸納，給予立法政策、制

度建立與行政機關應有作為之建議。

關鍵字： 公益通報、公益通報保護、公益通報法制、受僱人權益

民國 105 年 4 月 11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10 月 20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0 月 20 日接受。 
通訊作者：林于倩，世新大學法律學系，116台北市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電子郵件信箱：wlw@ms1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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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識經濟的發達，企業的迅速擴展，促使

社會經濟活動頻繁，卻也衍生了不少弊病。許

多國家事業單位的內部弊案，常係透過受僱者

的通報，而為社會大眾所知悉。如美國恩隆公

司倒閉案、英國金融機構倒閉案、日本雪印牛

肉標示不實、我國強冠黑心油事件與復興航空

飛安事件等重大事件。而進行通報的受僱者，

被稱為Whistleblower，有翻譯成吹哨人、通報
者、弊端揭發者或揭弊者[1]，該詞源自英國
警察吹哨子示警的行為，被英、美等國立法引

用，成為內部人員基於公益、挺身揭弊的代

名詞。有些國家，如日本又將此行為稱為公益

通報。然無論其名稱為何，其法理或制度的原

意，只要通報的內容屬實，其結果在客觀上有

利於社會大眾，維持社會公正，就理應得到法

律的保護。

目前世界上已有許多國家，如美國、英

國、澳洲、日本、加拿大、愛爾蘭及紐西蘭

等，均制定相關法律，提供受僱者通報事業

單位不法的管道、保護、救濟等機制。如英

國於1998年通過公益揭露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2]。美國早在1989年率先制定揭
弊者保護法[3](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並於2002年通過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日本則於2004年通過公益通報者保護
法，並於2006年開始施行。

反觀我國，雖然於「食品衛生管理法」、

「勞動基準法」等法規中，亦有類似公益通報

的相關規定。但近年因發生司法官、中小學校

長、立法委員或地方議員等貪污案件，或爆發

企業內部收受賄賂事件，凸顯相關法規似有不

足，且法院面對類似的訴訟案件，囿於無完整

且統一之法規範可供準據，只能適用既有法規

之單一規定，對於受僱者權益保障的完整性與

保護性似有不足。因此，本研究認為有關公益

通報的相關議題中，更值得思考及研究的應是

隱藏於社會經濟問題下之受僱者的權益保障。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日本推動公益通報制度的歷程

及實例為研究對象，並以私部門的僱傭關係為

主軸，瞭解並研究受僱者從事內部或外部通報

弊端或不法時公益通報及其相關課題。研究方

法除蒐集日本推動公益通報之相關資料，透過

我國與公益通報相關之期刊論文、司法實務判

決、研究報告及網路資訊之彙整與分析，了解

公益通報推動之緣由外，並以受僱者權益保障

為中心，探討日本與我國於處理公益通報案件

時，對於受僱者權益保障之相關法律問題，

亦透過比較法學及文獻分析，探索日本法的體

系、結構、淵源、歷史發展規律，反思並檢討

我國目前公益通報問題及作法上的不足，探討

分析日本經驗可資借鏡之處，同時研究我國的

司法實務與公益揭露人保護法草案及日本推動

經驗，綜合歸納後提出立法及政策建議。

我國公益通報之現況與司法實務分析

1. 現況

我國公益通報法制正處於社會共識形成及

草案研擬階段，立法委員於2014年提出「公益
揭露人保護法」（草案），並於立法院第8屆
第4會期第18次會議中通過，交付該院司法及
法制委員會審查，但於該會期結束前，均未審

議通過。

然於專法未通過的時空下，雖現行法規中

仍有與公益通報精神有關的條文設計，有研究

將其歸納為獎勵機制、保護機制、減免刑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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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內部控制制度等四類[1]。但由於從事通
報或揭弊之人多數為事業單位內部受僱員工，

相關法規多係規範檢舉的事由、管道及獎勵方

式，未見實質保護受僱者之規定。且針對受僱

者權益保障，僅散見於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

衛生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規定，與國外保護

通報事業單位不法行為的法律態樣相比，仍有

差距。且對於受僱者通報保護機制，並未有明

確定義及規範。顯見，我國法制尚有努力之空

間。

2. 司法實務分析

本研究搜索近幾年與公益通報較相關之案

例，包括新海瓦斯、陽信商業銀行等8個事件
（詳見表1）。相關分析如下：
(1) 通報程序

公益通報程序涉及通報的型態、對象

及方式，從判決中可發現通報的型態分為

內部與外部，內部的通報對象如主管，透

過申訴制度或簽陳，以口頭或書面方式進

行通報；外部的通報對象如主管機關、民

意代表、媒體、網路等，以書面、記者會

等方式進行通報。

然而檢視我國先前發生的食安事件，

多訴諸於外部管道通報，雖較內部管道具

有效力。但法院認為受僱者透過外部管道

進行通報行為應落實多方查證義務，就事

實之全貌為完整之通報，以免造成事業單

位形象、商譽或信譽等損害，而使通報行

為去合法化。同時，也可能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12條第2款規定所指之「重大侮辱」，
而成為雇主解僱之事由。

職是，可知內部通報先行原則係法院

認可通報程序適切的合法要件，此等見解亦

與日本的公益通報制度設計相同。畢竟，受

僱者透過內部管道進行通報行為，其對於事

業單位權益的損害較小，也可使事業單位對

於內部不法或弊端自省並提前改善，且對於

促進其合法經營的助益較大[4]。
(2) 通報行為是否具正當性

通報行為是否正當，得從受僱者進行

通報的事由判定。以日本法來看係個案判

斷通報內容的真實性、誠實性，及其內容

涉及的公私益[5]。然而受僱者的通報事由
樣態多元化，難以劃歸一類，但可確定的

是必然係有權益遭受損害，而背後是否涉

及公共利益或私人權益，端視個案判定。

惟從判決可發現法院認為，受僱者對於事

業單位不法或不當行為進行通報時，雖確

實涉及重大公益，但若勞工通報之目的包

含私益時，其通報行為正當性較低[2]。
然而有時縱使受僱者通報行為僅涉

及公共利益，但通報程序欠缺妥適性，法

院於裁判時恐會忽視受僱者通報行為背後

的真正意涵，並對正當性要件要求亦較嚴

苛。此與日本除保護以公益為目的，亦保

護非以公益為目的，但排除以獲利為目的

或損害他人利益為目的所為之通報行為[6]
的立法目的有間。

(3) 通報行為是否違反忠誠或保密義務
當受僱者與雇主的勞動契約成立，渠

等之間即發生債之關係，對於雙方負有主

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及附隨義務，忠誠

或保密義務則為附隨義務之一環[7]。
然忠誠或保密義務為私法契約上的

義務，於保障雇主利益及受僱者權益時，

究竟得否限制或僅得在何範圍內限制當事

人之基本權利，值得探究[8]。而從案件
中，法院認為透過媒體、立委進行之通

報行為，損害事業單位與消費者間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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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有違勞動契約應忠誠履行職務之義

務，勞雇關係難以維持。由此可見，受僱

者未履行勞動契約附隨義務中的忠誠義務

時，法院得以此為由，加諸受僱者通報行

為的合法性限制，讓雇主可以此為手段，

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
止雙方之勞動契約。此在英美法的案例中

亦持有相同見解，認為公開批評雇主，一

般而言係違反忠誠義務[9]。
再者，有學者及實務見解認為，附隨

義務的不履行，原則不得解除契約，但可

就其損害請求損害賠償[10]。職是，雇主
得否以不履行忠誠義務為由解僱受僱者，

尚有歧異。另法院亦認為勞工有其言論自

由，在合理範圍之內，不應以「絕對忠誠

義務」作為禁錮受僱者對雇主的任何公開

批評的方法。

而當受僱者所為之言論，若非故意不

實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或阻礙勞務提供義務

之履行，斷不可逕認受僱者違反忠誠義務，

應優先保障其言論自由，雇主不得加以解僱

[11]。且我國採法定解僱事由之制度設計，
違反忠誠義務之行為態樣，是否符合勞動基

準法第11條定有5款不可歸責勞工之任一事
由，或同法第12條定有6款的可歸責受僱者
之任一事由，尚應採個案判斷為宜。

(4) 通報行為是否造成不利益待遇
從案例發現，多數勞工於進行通報

行為後，被解僱前，均遭受雇主以懲戒

權，予以記過、調職、考績降級或減薪等

不利益的對待。但法院認為雇主懲戒權

之發動，應立於受僱者確有違反規定之前

提。只是勞工違反規定之行為，是否得以

懲戒？懲戒手段為何？須以客觀合理的解

釋，判斷事業單位或法令規定的內容。另

亦應判斷懲戒目的及手段是否符合正當合

理關聯、比例原則及正當程序，如有無同

一行為重複評價、手段逾越必要程度，或

有無給予陳述意見之情形[12]。
然而，可發現法院評價受僱者的通

報行為，係以雇主是否以同樣事由予以懲

戒、是否未給予受僱者改善機會即逕予解

僱，及有無澄清或經公證機關處理等原則

判斷之。但囿於現行無保護要件、救濟等

規定之限制，當雇主行使懲戒權符合正當

合理關聯、比例原則及正當程序時，縱使

受僱者通報的事實具真實性，法院判斷雇

主解僱的合法性，仍不免因受僱者通報的

程序扣上違反忠誠義務的高帽。

(5) 通報行為是否涉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從判決中可發現，法院認為受僱者的

通報行為，若違反忠誠義務，雇主經懲處

程序後，仍未見改善時，始得以勞動基準

法第11條規定訴諸於解僱手段。縱使雇主
未盡其安置受僱者之義務，亦無違解僱最

後手段原則之運用。另若以同法第12條規
定為解僱手段，則應視受僱者進行通報行

為時，其違反管理紀律之情節而定。

然而，有些案件法院並未援引解僱

最後手段性原則，其認為雇主對於勞工的

懲戒，未逾雇主懲戒權之範圍，堪認雇主

未輕易行使解僱權。職是，可推論解僱最

後手段性原則之運用，仍係由法院依個案

情形予以評價。而可確認的是法院對於受

僱者的通報行為審查，多基於憲法賦予保

障受僱者基本工作權的立場，以解僱最後

手段性原則限制雇主的解僱權。然而為保

障受僱者工作權，我國對於雇主的解僱權

行使之自由定有特定期間、解僱程序等限

制，因解僱最容易發生勞資糾紛[1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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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從保護受僱者的角度來看，雇主於施

以解僱手段時，對於受僱者是否明示解僱

理由?是否給予預告期間？是否給予辨明機
會？有無事前的勞資協商等[14]，其解僱程
序是否完備，應可作為最後手段性原則之

參考。另對於雇主本身，其解僱事由是否

具有經營之必要性？有無善盡迴避施以解

僱之努力？是否於合理的基準下選定解僱

對象等，亦應納入考量[13]。

日本公益通報制度與司法實務分析

1. 緣起

日本公益通報者保護法的立法推動，係從

1990年末期開始活躍。一開始是1999年茨城縣
東海村發生JOC核燃料處理工廠，因工作人員
變更作業程序，導致鈾燃料臨界(Criticality)事
故，而讓日本修正原子爐等管制法規，導入內

部通報概念的先例，以保障並鼓勵員工內部通

報事業單位的不法行為[15]。
2000年東京電力公司資料竄改事件成為

日本政府將公益通報制度專法化的契機[16]。
從該事件後，消費大眾的意識高漲及企業的覺

醒，再加上許多學者紛紛發表看法，並引用美

國及英國的例子，鼓吹並倡議公益通報者保護

制度及立法的必要性[17]。且於21世紀消費者
政策的報告書中強調公益通報者保護制度建立

與完備的重要性[18]。職是，在社會氛圍的凝
聚與催生下，日本公益通報者保護法於2004年
立法通過，2006年起開始施行。

2. 公益通報者保護法概要[19]

(1) 立法目的
本法之制定，除發展企業社會責任

外，亦為了防止事業單位的不法行為[20]。
另對於受僱者的權益保障，促使事業單位

遵循法令及公益的實現亦係本法之宗旨

[21]。而依民法第1條第2項的誠實信用原則
之法理，勞工的勞動契約中，即包括了不

表1　我國公益通報司法實例彙整表
通報型態
／管道

通報對象 通報方式 通報目的 涉及不利益待遇 違反忠誠或保密義務
涉及解僱最後手段性

原則
判決結果

新海瓦斯 外部 媒體 記者會
公益：消費者利益
私益：爭取績效獎金

解僱 ○ X 敗訴

陽信銀行 外部 媒體 口頭
公益：金融秩序
私益：工作權 調職、考績降級、解僱 X ○ 勝訴

動物中心

內部 主管
簽呈、張
貼公佈欄 公益：研究安全

私益：X 懲處、調職、減薪、解僱 ○ ○ 更審中

外部 立委 傳真

太空中心 外部 立委 書面
公益：國家安全
私益：X 考績降級、減薪、解僱 ○ X 勝訴

中華航空

先內部 主管 口頭
公益：飛行安全
私益：X 調職、解僱 X X 敗訴

後外部 媒體 書面

年代網路

先內部 主管 口頭
公益：公共安全
私益：X 懲處、解僱 X X 敗訴

後外部 部落格 文章

中環公司 內部 主管 電子郵件
公益：交易秩序
私益：勞工權益

解僱 ○ ○ 勝訴

殯管處 外部 留言板 留言
公益：職場安全
私益：勞工權益

調職、解僱 X ○ 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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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當損害雇主信譽、相關利益等附隨義

務。當受僱者進行通報時，常面臨違反前

揭原則的情形，而遭受解僱或其他的不利

益待遇。再者，依同法第1條第3項的權利
濫用禁止原則，亦禁止雇主濫用解僱權。

職是，本法主要之立法目的，即係以謀求

公益通報者之保障為主要宗旨，使通報者

免於解僱或不利益待遇之恐懼，勇於進行

通報行為。另本法亦於第1條中揭示，國民
有遵守相關保護國民生命、身體、財產及

其他利益等法令之義務，以促進國民生活

安定與社會經濟健全發展[22]。
(2) 公益通報定義

所謂公益通報，本法第2條第1項規
定，指勞工無不正當的目的，且非以損害

他人利益或獲取不當利益為出發點，於通

報事實即將或正在發生時，向其勞務提供

單位或權責機關所為之通報行為。又公益

通報者，於本法第2條第2項規定，係指勞
動基準法第9條所稱，不分職業種類被事業
單位僱用，且領有薪資，從事公益通報行

為之人，包括退休勞工、公務員[22]、董事
及船員等。

(3) 適用範圍
為免勞工濫用本法而為通報行為，本

法對於通報之事實訂有適用範圍，如犯罪

行為、違反行政處分的行為、違反民事法

規中公序良俗，或違反各個法令中基本義

務或法理之不當行為等。因此本法第2條第
3項中，即揭示通報事實應限於違反相關法
令中：一、有關個人的生命、身體保護、

消費者利益、環境安全或確保公平競爭等

規定之犯罪行為。二、有關保護國民之生

命、身體、財產或其他利益等規定之犯罪

行為。三、依法令而為之處分，處分的事

實構成違反保護國民之生命、身體、財產

或其他利益等規定之犯罪行為。

(4) 通報管道
本法通報之管道有事業單位內部、行

政機關或事業單位以外的管道。而事業單

位內部係指勞工向提供勞務單位之主管、

幹部或從業人員等進行通報行為。而勞務

受領單位（法人團體和自營作業者亦屬

之），如自僱勞工的事業單位、使用派遣

勞工的要派單位及與勞務提供者具有承攬

或委任關係之事業單位，或經前揭單位事

先指定之管道，如律師、工會等。行政機

關係指對於公益通報者所通報之事實有處

分、勸戒權之機關，如中央、地方行政機

關暨其附屬單位、地方自治團體、接受政

府委託執行業務或補助之相關單位等。但

不包括國會、法院、內閣或議會等[4]。而
事業單位以外的管道指除前開行政機關外

之單位，如媒體、消費者團體等。

(5) 通報程序及要件
本法採內部通報優先原則[23]。因事

業單位的內部通報對於事業單位本身的損

害較小，除通報內容較不易散佈，亦可提

前防止內部不法行為的繼續或發生。再

者，公益通報者較不易觸犯刑事法的毀謗

或毀壞他人名譽等規定[22]。且公益通報者
於選擇通報管道時，除了本法第2條第1項
所要求，勞工無不正當的目的，且非以損

害他人利益或獲取不當利益為出發點之要

件外，本法依通報管道的不同，另有其他

限制要件，其中事業單位外部的管道，要

求最為嚴格，而勞工也可能因為進行外部

通報，而與勞動契約中誠實信用的附隨義

務抵觸。職是，公益通報者進行通報行為

時，原則上應以事業單位內部為優先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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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次之為權責機關，最後的選擇才是

事業單位以外的管道[24]。且通報要件為法
院判斷勞工從事通報行為是否合法之重要

判斷因素。相關要件如下：

通報管道 通報要件

事業單位內部
通報者自身認為通報事實即將或正在發生，無須具相當

理由

行政機關
有相當理由相信通報事實即將或正在發生（即不允許沒

有根據之通報行為，又稱為真實相當性）

事業單位外部

(1)為防止損害發生或繼續擴大，而認為有必要通報事

業單位外部的對象時（如媒體、消費者團體）

(2)有相當理由相信通報事實即將或正在發生

(3)符合採內部通報證據恐被湮滅之虞、以書面進行內

部通報後，20天內並無收到事業單位任何調查通

知，或生命、身體安全受到危害，且具危險急迫性

等原因之一

(6) 公益通報者之保護
A. 解僱無效

考量解僱對公益通報者有重大的影

響，為了保護公益通報者的工作權，本

法於第3條訂有解僱無效之規定，公益
通報者之通報行為須符合本法公益通報

定義、要件等相關規定。而依日本民法

第626條第1項、第627條第1項及第628
條等規定，雇主原則上具解僱自由，只

要解僱不違反勞動基準法之強行規定、

團體協約或公序良俗，但法院實務對於

雇主解僱權嚴格限制，因而累積出僱權

濫用法理[25]。日本勞動基準法亦根據
此法理增訂第18條之2，雇主解僱受僱
者之行為，客觀上若欠缺合理的理由，

且以一般社會通念來看不具相當性時，

其解僱行為屬權利濫用，為無效行為之

規定。因此若勞工因通報行為被解僱

時，縱使該解僱與通報要件未盡相符，

但若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8條之2規定，
即現行的勞動契約法第16條規定，亦屬
本法解僱無效範疇[24]。

B. 派遣勞工契約終止無效
本法於第4條規定要派單位若因派

遣勞工通報行為，而被終止派遣契約，

於通報行為符合本法前開所述規定之前

提下，終止契約之行為，無效[20]。此
條的規範意旨係參考勞動派遣法第27條
規定之精神予以訂定，但不同的是本法

之保障較勞動派遣法周全，因該法第27
條規定，並無規範違反之效果，較屬訓

示性規定。另因派遣契約屬要派單位與

派遣單位間的交易契約，因此倘派遣勞

工因通報行為而被終止派遣契約，派遣

單位除可向要派單位主張終止行為無效

外，若受有損害亦可請求損害賠償。

C. 不利益待遇之禁止
由於勞工進行通報行為時，事業

單位可能以其違反指揮監督命令或誠實

義務為由，給予懲戒處分或其他不利益

的待遇，故參照勞動契約法第14條的調
職轉任及第15條的懲戒規定，訂定本
法第5條禁止不利益待遇之規定。除降
職、減薪等之例示性規定外，不利益待

遇亦包括法律上或事實上行為的不利益

待遇，如人事上的升遷或調薪之差別待

遇、禁止上班於自家待命等亦屬之。而

派遣勞工亦適用本條規定，且規定要派

單位不可要求派遣單位更換派遣勞工。

另公益通報者若因通報行為而受有不利

對待，且受有損受時，亦得請求損害賠

償。但屬公務員、法院職員身分者，受

有不利益待遇時，係適用各該人員之相

關法律，如公務人員法等。

3. 司法實例分析

本研究共選擇首都高速公路公團、古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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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等8個（詳見表2）較具代表性的司法實務案
例，分析探討本法及法院對於判斷類此案件的

看法。

(1) 內部通報優先原則
從本法的通報程序及要件寬鬆程度來

看，係鼓勵受僱勞工於進行通報時優先選

擇內部管道。若以事先預防或防止事業單

位弊端，促進事業單位成長的觀點而言，

於判斷受僱者向事業單位以外進行通報之

正當性要件時，通常應考量受僱者是否曾

致力選擇向事業單位內部進行通報，此也

與本法採內部通報優先原則符合。顯見，

法院對於內部通報優先原則亦有認同。

只是，有些案件可能因有「依法須向

行政機關申報違反法律事實之義務、公益

通報事實構成重大犯罪、公益通報事實造

成的危害對於人民生命、身體有急迫危險

性，或具合理理由無法向事業單位內部通

報」之情形，而無法採取內部通報優先原

則，但因通報具公益性，其通報行為則可

能被法院認為具有正當性[22]。因此勞工縱
未遵循內部通報優先原則，法院仍會從受

僱者進行外部通報時的整體情形判斷考量

予以裁判。

(2) 通報內容真實性
受僱者進行通報時，常見的通報類型

如犯罪行為通報事件、對於社會有不當行

為的通報事件，或涉及人民身體、生命安

全的通報事件[22]。
如從犯罪行為通報案件類型來看，

受僱者的通報目的若具有相當高度的公益

性，均獲法院判決勝訴[26]。雖然有些案
件，通報之受僱勞工取得通報證據的手段

可議，但確因通報內容具高度公益性，仍

被判定通報行為適法。再者，從對於社會

有不當行為的通報案件類型來看，具有很

大的影響，因此，受僱者之通報內容雖然

未必違反相關法令，但若通報內容確具有

公益性時，亦應為受保護之對象。

雖然各個案件之通報類型不同，可推

論法院似以通報目的之公益性，來判斷通

報內容是否具真實性，及通報行為是否具

正當性之基準。而從本法所稱公益通報定

義來看，有認為本法對於公益的定義較為

侷限，僅規範可能發生的犯罪行為，卻未

具體規定可以通報的事實內容[27]。但法
院對於以公益性判斷通報內容真實性之標

準，似採以較寬鬆之認定，其判斷基準亦

未被本法否定。

(3) 不利益待遇
從相關案例中可發現不利益待遇常常

是雇主遏止或嚇阻勞工從事通報行為的主

要手段。但法院認為公益通報行為的正當

性是否構成雇主合理的施以懲戒手段，仍

應依個案的情形判斷，其對於雇主懲戒權

的使用與日本學界見解相似，即雇主於施

行懲戒權時，其手段應具正當性，而違反

事由應根據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規定，

且手段與違反事由間應具相當性，而非無

限上綱權利範圍[28]。
只是受僱者在面臨類此訴訟時，往

往難以舉證雇主的不利益待遇與其公益通

報行為間是否具有關聯性與相當性，舉證

證明困難程度較高，縱能舉證證明，但也

可能考量訴訟經濟，或囿於訴訟程序的繁

瑣，而成為不願意從事通報行為的主要原

因。因此，法院於裁判時，對於雇主的不

利益待遇，應建立客觀的判斷標準，以免

雇主有濫用懲戒權侵害勞工權益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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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報事實證據取得手段的正當性
受僱者為了從事通報行為，常須提供

確切的證據，且從本法的規定來看，受僱

者要具有相當理由之要件，才能對行政機

關或事業單位外部之單位通報。但通報行

為需蒐集的證據文件，多屬於事業單位的

所有物，所以若受僱者私自取得事業單位

之所有物，並向外部提供之行為，具有高

度的可能性會違反勞動契約的保密義務或

工作規則，甚至涉及違反竊盜犯罪。縱有

通報的正當理由，是否能降低不當手段的

違法性亦須依案件情形個別判斷。

從案例中可發現法院於判斷通報事實

證據取得手段的正當性是否適法，係以證

據蒐集的目的與必要性、通報事實、證據

取得的方法與通報事實的關聯性、所取得

證據的機密性、取得證據後的處理方式及

是否侵害他人利益等因素綜合判斷之。因

此，可推論若受僱者從事通報行為之手段

均符合前開判斷因素時，則通報手段的不

當行為，法院於形成通報行為是否適法的

心證時，對於違法性的審查較為寬鬆。

表2　日本公益通報司法實例彙整表
通報型態／管道 通報對象 通報方式 通報事實 通報要件 涉及不利益待遇 義務履行 判決結果

首都高速公
路

外部 媒體 書面
公益：無
私益：工作環境

不具備 停職
公益通報者：無（證
據不足，即對外通
報，損害公司信譽）

敗訴

古澤學園 行政機關
通商產業局
大臣

書面
公益：社會秩序
私益：無

具備：竄改學生出席之
文件

解僱
公益通報者：有
行政機關：有

勝訴

宮崎信用金
庫

1 先事業單位
（匿名）

主管 書面

公益：金融秩序
私益：無

具備：非法融資證明文
件

解僱
公益通報者：有
行政機關：未敘明

勝訴2 後行政機關 宮崎縣警局 書面

3 後外部 眾議院議員
秘書

書面

生駒市 
衛生社

外部
市議會旁聽
及記者會

口頭
公益：環境安全
私益：無

具備：員工不當搬運廢
棄物之攝錄影像

解僱 公益通報者：有 勝訴

TONAMI貨
運

1 先事業單位 主管 口頭

公益：交易公平
私益：無

具備：簽訂市場壟斷之
文件

調職、停止升遷
及調薪

公益通報者：有
事業單位：無
行政機關：有

勝訴2 後行政機關
公平貿易委
員會

書面

3 後外部 媒體 書面

札幌老人之
家

1 先事業單位 主管 口頭 

公益：社會安全
私益：無

具備：虐待事實
單位上司言語汙
辱、刁難、提起
名譽毀損告訴

公益通報者：有
事業單位：有
行政機關：有

勝訴2 後行政機關 札幌市政府 書面

3 後事業外部 媒體 書面

松下電器
Pasco 行政機關 大阪勞動局 書面

公益：無
私益：取得直接僱用契約

具備：派遣公司與要派
單位之契約

調職、定期契約
到期後不續約

公益通報者：有
行政機關：有

敗訴

自治勞工互
助合作社

先事業單位 主管 口頭
公益：消費者利益
私益：無

具備：從事務局長電腦
下載的相關情資

解僱
公益通報者：有
事業單位：無
行政機關：有

勝訴

後行政機關 厚生勞動省 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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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草案之評析

1. 法目的保護範疇之侷限

從我國草案可發現，其以維護社會公益為

主軸，並從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內部違法的情

事加以延伸。以公部門來看，框限於公務員有

違反屬侵害執行職務公正性法益（國家法益）

之刑法瀆職罪章等範疇；私部門部分，框限於

公司或商業負責人違反屬金融交易安全的證券

交易法、屬食品安全的食品衛生管理法等範

疇。雖現行草案有規範其他足以損害社會公益

而情節重大情形之概括條款，但仍限於社會公

益的範疇。此較日本保護國民生命、身體、財

產及其他利益之目的侷限[1]。若發生涉及研究
安全、職場安全等公益通報案件，保障是否有

足夠，容可再議。再者，縱以概括條款認定，

通報案件是否情節重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

念。由誰認定？認定指標？似欠缺標準規範，

未來實務之執行恐衍生疑義。

另事業單位內部違法情事之發生不應侷

限於負責人，因從案例來看，多係事業單位內

部的人員、主管或是該公司之體制所造成的違

法情事。雖然負責人可能扮演關鍵角色，但我

國草案對於事業單位的違反行為顯然過於限縮

[1]，對於目前一再發生的不法案件，恐無法產
生嚇阻效果，即喪失立法所欲維護社會利益、

遏止違法情事之法效。

2. 公益通報者範圍之省思

公益通報者於我國草案中稱為揭弊人，係

指依勞動基準法、公務人員任用法、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或其他相關法律，受政府機關、公司

或商業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或薪酬者。而這

樣的規定看似廣泛，卻仍有不周全之處。其中

所謂其他相關法律之範疇為何？有待商榷。如

公務機關之約聘僱人員係依法規命令僱用，是

否屬揭弊人之範疇？尚非無疑。另人力派遣等

非典型僱用已逐漸成為人力彈性化運用的常見

型態。此類勞工似未於我國草案中含括，與日

本公益通報者保護法中規定公益通報者之範圍

相較，容有再議之餘地。

3. 通報對象、要件及程序之探討

我國草案通報對象係採單一窗口，通報者

應檢附事證，以書面或口頭方式，向法務部設

置違法行為揭露人保護委員會進行通報行為，

所欲通報之違法行為，應尚未為主管機關知悉

或主管機關依法進行調查前。因公益通報者原

即可依各該法律之規定向主管機關或檢調單位

進行檢舉事宜，該窗口雖有形式審查通報案件

之權[1]，但其受理後仍需移送廉政署、調查
局等權責機關辦理，其功能僅確保受理程序完

整，卻無調查權亦不作案件是否違法之實質認

定。因此，是否有設置之必要，尚非無疑。

再者，我國草案並未設計事業單位內部通

報機制，且僅以違法行為揭露人保護委員會為

單一窗口，對於通報要件之規定，並無區分。

雖然對於民眾而言較為便利，程序單純、明

確，對於行政機關統一事權。但反面來看，缺

乏彈性設計，恐無法即時防止違法行為之發生

或損害之擴大，亦可能使公益通報者之通報行

為，無法有行政、刑事之免責權[1]。
另日本之通報行為係採書面為之，並依

通報對象而對於通報者所通報違法行為真實性

之認定，採以不同的寬鬆標準，其中以事業單

位內部最為寬鬆，只要通報事實即將或正在發

生，即無須具相當理由。但對照我國草案明定

公益通報者應檢附事證，始得以書面或口頭進

行通報行為，且賦予其於通報後，應誠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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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或提供相關資訊之責。

且公益通報者須提供姓名、身分證號等個別資

訊，若無提供可不受理通報案件，此一規範即

不允許公益通報者匿名通報，雖可降低誣告或

濫行舉報之情形[1]，然對於公益通報者之要求
似較嚴格。再者，具名通報亦可能造成公益通

報者較易遭受不利益待遇。職是，此規定是否

會降低民眾之通報意願或提供公益通報者受有

不利益待遇之比例，值得於草案施行後觀察及

省思。

4. 不利益待遇之檢視

我國草案對於公益通報者可能因通報行為

而受不利益待遇之禁止與保護規定，其立法方

式係以例示方式訂定，如解僱、強迫休假、減

薪等不利之處分，或為強暴、脅迫或侮辱等致

心生恐懼之行為，及其他具有威脅或損害權益

等不利之行為均屬之。且保障範圍除了公益通

報者外，亦含括其親屬或家屬。

再者，除了工作上的不利益待遇外，亦將

人身安全的不利益待遇納入，相較於日本法，

看似保障權益更多元，保障對象範圍更寬廣。

只是，公益通報者之親屬或家屬，於通報案件

中是否會受有工作上的不利益待遇，似有疑

義，容有再探討之必要。

另人身安全部分已於刑法中有完整之保

障，於此我國草案中明定，卻無規範法效果。

職是，前揭內容之宣示意味，恐勝於實質效

益，並無法達到立法者想要保障公益通報者之

目的。

5. 人身安全及個人資料保障

我國草案中設計不少日本法中並未規範

之機制，對照日本的執行經驗，除禁止因通報

行為的不利益待遇外，有些立法方向，雖仍有

再健全之必要，尚有值得鼓勵之處。如人身安

全規定，除保障通報本人亦保障親屬或家屬。

另亦規範公文書之記載、相關資料的調閱等公

益通報者個人資料之保護措施。此可避免公益

通報者於進行通報後，免於擔心遭受事業單位

的報復，或是因身分曝光而被有心人加以報復

[29]。但有關對於親屬或家屬實施不當措施之
保護，保護範圍似過寬廣，若於實務執行時，

如何證明因果關係?而不致流於形式規定，仍
須思酌。

6. 免責規定

因通報或揭弊之人進行通報行為，不乏涉

及民刑法相關問題，而日本法著重於勞動條件

方面之保護措施[30]。因此，我國草案訂定通
報者於通報行為符合正當性之前提下，不負行

政、法律責任之規定，並於立法理由列舉如洩

密罪、忠誠義務違反等樣態。且亦規範當通報

或揭弊之人涉及違反行政、刑事之罰則時，亦

得依其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程度，予以免除或

減輕其處罰，以鼓勵通報行為，並給予改過向

善之機會。

從日本司法實務案例發現，受僱者從事通

報行為時，若雇主質疑受僱者蒐集證據行為之

正當性，或向外通報言論有毀謗名譽之虞時，

受僱者往往面臨舉證不易之困境。雖然亦有認

為雇主要舉反證較為困難，而基於預防公益通

報被濫用之目的，提醒雇主對於勞工之人事處

分應有具體之文書依據。但立於保障受僱者之

立場，尚可有條件的考量免除公益通報者之舉

證責任。

7. 獎勵機制

從日本統計調查中，有不少意見認為誘因

的建立，係使公益通報更為完備的一種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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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草案也訂定獎勵制度，以鼓勵通報或揭弊之

人於知悉違法情事時，勇於從事通報之行為，其

中除了行政機關的獎金發給規定外，亦策進事業

單位對於通報內部不法者，應予以獎勵或表揚。

然為免此等立法美意被濫用，其獎金之發給僅限

於符合我國草案規定之通報行為。因此，對於通

報或揭弊之人明知其通報事證不實或以不當利

益之獲取為通報目的時，則無法領取獎金。立法

者此等設計雖有激勵機制，但於嗣後推動時，仍

應注意獎金發給標準的合理性及適當性，以免造

成國家資源之濫用。

另亦應注意將事業單位內部的獎勵或表

揚明訂於法律中，會不會對於受僱者造成變相

的懲罰與傷害。雖然訂有不同意即不予獎勵或

表揚之除外條款，但囿於勞資關係的不對等地

位，若我國草案通過此條文，應密切注意事業

單位是否為了營造企業形象，而以資方之姿態

強勢獎勵或表揚。同時，藉此作為掩蓋外界關

注其不法行為的一種手段，而此亦可能降低受

僱者的通報意願。

8. 罰則與救濟

為保障通報或揭弊之人的個人資料，我

國草案課予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應盡保密之責，

違者依法追究刑事、行政責任。違反保密義務

者，則參採刑法洩漏秘密罪之罰則予以處罰。

又公務員若對公益通報者採取免職、懲處、強

暴、威脅等不利益待遇，依法可懲罰或移送彈

劾、糾舉、糾正。再者，為免通報或揭弊之人

違法或虛偽通報，亦課予其刑事及行政責任。

然而，草案中規範公務員對於通報或揭弊之人

施以不利遇待遇之情形，如減薪、降職、考核

等，實際上公務員對於屬勞工身分之受僱者，

根本無職務上的指揮監督之權，亦無獎懲之權

利。職是，本條文似為無實益之規範，無助於

通報或揭弊之人之保障。若能修正為處罰事業

單位施以不利遇待遇手段之規定，尚較貼近實

務作法。

另我國草案亦訂有民事救濟制度，規範

公務員若故意或過失洩漏公益通報者身分本

人、親屬或家屬身分等資訊，而致其生命、身

體或財產受損害者，通報或揭弊之人依法得請

求民事與國家損害賠償。然而，國家賠償的請

求，須有一定之要件，如證明公務員確有違法

行為、因公務員的違法造成損害、公務員的違

法與公益通報者的損害具因果關係等。此雖然

立意良善，但對於通報或揭弊之人的損害無法

產生立即性的補償，甚至有時根本無法補償。

因此，繁複且困難的救濟制度，恐影響請求意

願，而使救濟制度形同虛設。

結論與建議

2015下半年，事業單位不法事件仍在世
界各地持續的發生。如7月日本東芝電器被踢
爆長期財報虛報事件；8月我國著名純釀醬油
廠商被媒體報導以低價醬油混充純釀醬油高價

銷售的事件；9月德國福斯汽車使用「作弊軟
體」欺騙美國環保局的事件等。可見完善的防

弊制度，越發重要。

從日本早期已推動勞工可以就調職不合

理、不當加班等事由向事業單位內部進行申訴

之制度，對照後來發展的公益通報制度，可發

現日本企業界勞資雙方早期已有企業內之紛

爭宜於內部解決之共識[31]。而從前述將公益
通報導入事業單位內部通報制度的理由及目的

之觀點來看亦然。事業單位若能及早於內部發

現問題所在，就不會成為媒體的焦點，以及大

眾抨擊的對象，也可以降低對商譽、品牌資產

的傷害，此與申訴制度建置之法理相同。不可

諱言，公益通報對於事業單位確有實質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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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及早發現違法行為或組織問題，亦可防範於

未然，同時能夠實踐讓受僱者安心就業之企業

社會責任。畢竟，事業單位之受僱者最瞭解內

部運作與違法不當之處，若能於察覺不法情事

時，即勇於通報，將有助於預防或抑制不法情

事之發生或擴大[32]。 
因此，當務首要之急，我國應儘速取得是

否立法，若立法應如何推動？或不立法相關保

障應如何落實等社會共識，也才能開啟保障通

報之受僱勞工，遏止不法情事發生之大門，與

世界趨勢接軌。再者，倘社會共識傾向立法，

之後的推動亦不可急就章為之，因為理論與實

務的結合是制度成功的關鍵，才能確保社會正

義、公共利益，並踐行公共責任[33]。而若不
予立法，弊案的持續發生，對於通報或揭弊之

受僱者亦應於相關法律中落實保障。據此，本

研究綜合歸納後提出立法及政策建議如下：

1. 立法建議

(1) 擴大保護範疇，保障正當通報行為
由於我國草案之保護範疇有其侷限，

且對於「公益」之定義似較狹隘。因此公

益通報者的通報內容，實質上事業單位極

有可能涉及不法，但卻因為不在保護範圍

內而導致其通報內容可能違反忠誠義務或

是洩漏營業秘密。依日本實務經驗，約有

90%的事業單位外部通報案件，其通報內
容係事業單位涉及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

安全衛生法等法令[34]，此等情形並非我國
草案所能保護。

據此，在通報行為符合正當性之前提

下，參採日本法排除民事上債務不履行、

無明確違法事實之不當行為之立法方式

[30]，建議我國草案條文之公益通報範圍，
由原本限於違反我國刑法第 4章瀆職罪等

部分章節、貪汙治罪條例、公務員服務法、

證券交易法第 7章、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9章、
水污染防治法第 4章及其他足以損害社會
公共利益而情節重大等範疇，修正為一、

違反個人的生命、身體保護、消費者利益、

環境安全或確保公平競爭之不法行為。二、

違反保護國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或其他

利益之不法行為。三、依法令而為之處分，

處分的事實違反保護國民之生命、身體、

財產或其他利益之不法行為。

(2) 以受僱者保障為中心，修正主管機關
我國草案中已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

置公益揭露人保護委員會作為諮詢窗口，

惟因揭露事業單位弊端多為受僱者，且其

常因此受有解僱、降薪、調職等工作上之

不利益待遇，職是，建議將主管機關修正

為在中央為勞動部；在地方為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以保障受僱者之權益。

再者，由於受僱者可從事公益通報範

圍涉及消費安全、環境安全、職場安全等

面向，故建議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其職掌辦理與受理公益通報事件。另由於

本法之公益通報亦適用於公務員，因此，

勞動部於踐行法制程序時，建議應會銜銓

敘部辦理發布，以提供公務員同等之保障。

(3) 增訂多元通報窗口，訂定通報法定要件
我國草案規範違法行為之揭露得向保

護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

該委員會係由法務部相關公務員兼任，其

餘條文中並無相關規定，立法方式似與國

外可以選擇外部管道為通報方式之作法不

同。且依草案第12條第1項之內容及其立法
理由，可知立法者有意將「保護委員會」

當作是「唯一的」揭露事件受理機關[1]。
然，若將公益通報制度視為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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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手段，除可遏止事業單位之不法行

為，促成事業單位遵循法令，及調和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外，亦可促進事業單位合法經

營，強化勞資關係間之信任與認同，使事業

單位提升經營效率[6]。因此，如何能將此
手段的功能淋漓盡致地發揮，最重要的即係

事業單位內部通報或申訴制度的導入。

因此，建議參採我國勞動基準法第70
條第11款有關工作規則中應訂定勞雇雙方
溝通意見加強合作方式之規定與法理及日

本法之經驗，將單一通報窗口之方式，修

正為多元通報窗口，如可向自僱勞工之事

業單位、使用派遣勞工之要派事業單位或

行政機關，及前述以外之單位進行通報。

且依通報單位不同，規範不同密度之通報

要件，以使受僱者優先向事業單位內部進

行通報或申訴。

(4) 不利益待遇罰則及救濟制度之導入
日本並無相關罰則或救濟制度，而

從其執行經驗發現，若能導入罰則及救濟

制度，將能使公益通報制度之功能更為彰

顯，除能遏止事業單位施以不利益待遇之

行為，亦能保障勞工之權益。而我國草案

僅規範不利益待遇之法律效果，並無任何

行政罰則或救濟制度。

因此，建議可於勞動基準法第70條中
明文訂定將公益通報相關執行細節納入工

作規則，並增列相關罰則。同時可透過行

政指導對事業單位提出教示、或是定期公

布有發生不利益對待情形的事業單位名稱

等行政措施，來抑制或嚇阻事業單位施以

不利益待遇之行為。另亦建議增列救濟制

度，即新增受僱者公益通報之單位，違反

不利益待遇之罰則，或從事公益通報之受

僱者因此受有精神損害時，其得以請求損

害賠償之規定，以保障公益通報者。

(5) 保障通報之受僱者，增列免責舉證責任
由於受僱者事通報行為時，可能涉及其他

法律之不法，如以不當之手段取得證據可能涉

及洩密，或是透過媒體通報可能涉及名譽毀謗

等情形。雖然我國草案已訂定得依檢附事證及

協助調查程度，免除或減輕處罰之規定，但事

實上可能無法排除受僱者因從事公益通報而陷

於訴訟之可能[1]。職是，未免賦予從事公益通
報之受僱者過重的舉證責任，建議增列免除因

從事通報行為時，致有法律責任，而得免責之

舉證責任，及受僱者從事通報行為時若涉及不

法情事，應視其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程度，免

除或減輕責任之規定，使其免於因通報行為而

觸犯法律之恐懼。

2. 政策建議-行政機關應有之作為

(1) 強化法令遵循意識
現行我國社會大眾對於公益通報的認

識並不廣泛，且囿於沒有完善的法制與制

度，多數受僱勞工都選擇大眾媒體或民意

代表向外通報事業單位不法情事[35]。而
從事通報行為的受僱者，多數人還是認為

公益通報是一種告密、背叛組織的一種行

為，殊不知公益通報和告密兩者之間的差

別。職是，若要改善社會大眾的對於公益

通報的認知，無論立法前後，對於我國草

案條文內容及制度推動方式，都應加強宣

導、溝通，形塑事業單位的法治意識。而

事業單位對於遵守法令規定，則包括了商

業倫理、道德等規範，此為企業社會責任

最低限度之要求[35]。
以日本為例，至今仍有68%事業單

位及41%受僱者認為該制度並未完全普及
化，日本政府仍應於未來致力廣而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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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具有勞雇關係的前提下，如何讓

員工更加認識這個制度，而非放任不管讓

受僱者一無所知，建議作法如下：

A. 法令遵循之倡導
將公益通報的實質內涵及未來面

對的問題，透過短片、新聞專題報導、

公關活動等宣導方式，利用媒體通路，

漸進式讓大眾認識公益通報建立的必要

性。除於行政機關辦理內部教育訓練，

強化公務員之認知外，亦可於勞動基準

法中，明文訂定事業單位之工作規則，

應訂定內部通報處理程序，並將公益通

報的通報與受理方式、證據調查方式、

教育訓練、資訊揭露、通報程序、預防

對策[29]、獎勵機制及相關保障等執行
細節納入，且應賦予事業單位向受僱者

周知的義務，進而推廣相關政策，以達

宣導之效果。

B. 法制意識之對話
透過與雇主或行政機關首長和受

僱者或公務員進行「社會對話」，或利

用民意調查的方式，於推動公益通報前

後，瞭解事業單位或行政機關、受僱者

或公務員的需求及通報困境，並匯集民

意以便日後政策修改之需要。亦可透過

辦理研討會、相關論壇，消除社會大眾

對於公益通報者的錯誤認知，並建立正

確公益通報的法制意識。

(2) 建立非官方之法制諮詢及支持窗口
於日本執行經驗發現，提供諮詢管道

的NPO或NGO組織是不可欠缺的，因為不
論是NPO或NGO組織，其所能夠發揮之功
能，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提供諮詢服務，往

往也給予莫大的精神的支持。

建議行政機關推動以「保護通報受僱

勞工」為導向之公共組織，提供諮詢服務

及長期的心理支持協助，並針對其需求推

動適性的政策，強化通報受僱勞工的社會

定位，除能提供受僱者更完善的保障外，

亦可進而解決事業單位不法行為所造成社

會不安、資源耗費等問題。

(3) 善用免責條款，完善配套措施
完善的配套措施，可避免受僱者違反

保密義務。如借鏡日本司法實務判斷以不當

行為取得證據之標準，建立證據取得之合法

性規章，將事業單位違法或舞弊行為排除於

秘密之概念外[30]。主管機關可於公益通報
指導原則，訂定證據取得的適法性依據，說

明證據蒐集的目的與必要性、證據取得的方

法、取得證據後的處理方式等，加強教化民

眾對於公益通報證據之認知。而事業單位可

訂定內部不法行為證據蒐集與處理方式，並

落實公益通報者身分保密政策，鼓勵受僱者

透過事業單位內部機制處理不法情事[29]。
惟為免受僱者的蒐證行為因涉及違反或洩漏

營業秘密而觸法，事業單位亦應建置營業秘

密法律遵循系統進行監控與管理，並由內部

監控系統自行稽核不法行為予以處罰或獎勵

[36]，以降低受僱者進行通報而須進行蒐證
之風險。

(4) 推動事業單位內部通報或申訴機制
我國效法日本推動公益通報所採行

事業單位內部通報之優先原則時，可將日

本設置事業單位申訴制度的機制納入參

考，因該制度對於化解工作場所內的緊

張關係，消弭勞資糾紛於無形的效果，具

有一定的功能，因此，宜將申訴制度著重

於勞資雙方糾紛的事前預防精神落實於

各事業單位[37]，發揮內部通報機制之功
能。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透過規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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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研習課程，並邀集事業單位或行政機關

代表參與，並於研習結束後，給予課程時

數證明，或是認證標章鼓勵事業單位內部

通報機制的推動。且應賦予事業單位設置

通報及諮詢單一窗口之義務，以迅速解決

問題或減輕損害。綜上，無論事業單位之

規模，為了落實公司治理，善盡事業單位

之企業社會責任，以獲得社會較佳之評價

[30]，內部通報或申訴機制之導入確有其必
要性。

(5) 強化工會角色與勞資會議功能
建議我國於推動公益通報時，可將

日本苦情處理制度精神落實，成為推動事

業單位內部通報優先原則之基礎外，可考

慮將工會塑造成中立的第三方單位，提供

諮詢及支持協助外，亦可成為受僱者於進

行通報行為前，與事業單位間的前置糾紛

解決窗口。工會若能發揮替代性糾紛解決

之功能，此亦可協助沒有導入內部通報機

制的事業單位與受僱者，於面臨不法情事

時，事業單位不會因而落入受僱者向外通

報的險境，受僱者亦較不生不利益待遇之

風險。

另建議事業單位落實並強化勞資會

議之功能，鼓勵勞資間自願性的諮商與合

作，藉以增進事業單位內勞資雙方的溝

通。讓事業單位除了內部通報機制或申訴

外，亦能透過勞資會議，促使受僱者了解

資方的經營政策、計畫、方針及目標，對

於改善事業單位內部問題，具有參與感與

責任感，並提早形成共識或解決方針，減

少勞資雙方之分歧意見，共同解決問題，

達到雙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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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unlaw or unethical behaviors in public or private organizations has draw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evident that a complete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system can reduce 
the occurance of corruption and misbehavior in the orgazation.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United 
States, England and Japan, have enacted the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to provide a protection 
for whistlblowers. The Act establishes a mechanism to provide employees a channel to report illegal 
incidents, government agencies to initiate an official Investigation, and allegers or reprorters the 
judicial support against retatiliation acts. 

At present, these is no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law in Taiwan. Although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begun to draft the Taiwanese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Law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tive, the Act will likely take long time to pass. Before the passage of the Act, only limited 
laws can deal with whistle blower cases in current Taiwanese legal system and none of them can 
provide sufficient support or protection for whistleblowers. Threre are two major goals to establish 
a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system. From the perpective of instiution, it will be helpful to correct 
internal miscounducts in the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pective of whistleblower, the sytem can avoid 
disclosers, who are normally employed by the orgainzaton and aware of scandels and unethical deals 
of the insiders, from retaliation actions by orgatination. 

T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how to provide better and sufficient protection for 
whistleblowing employees in the framework of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The research also will 
conduct a comparative case law analysis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By analyzing eight cases 
in each country, it could be helpful to provide possible ways or approaches to build a sound Taiwanese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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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每一意外事故發生主要肇因於勞工不安全行為所致。依據國際上推動勞工行為安全

(Behaviour-Based Safety, BBS)經驗，基於行為是可以透過觀察、評估、處置及改進來提升其安

全認知。因此，本研究透過手持式裝置之APP系統開發，提供管理者就勞工作業行為進行觀

察，其觀察結果再經由後台統計其趨勢分佈後，提供管理者導入安全策略之參考，並透過下一

次觀察結果以了解勞工安全行為表現率等。

研究發現，因作業環境不良所引發勞工不安全行為表現約佔70%，因勞工個人作業慣性之

不安全行為約85%。其中又以模板工、鋼筋工、鷹架工及泥作工等於高處作業未有安全防護，

發生墜落與穿刺危害最大。影響勞工不安全行為的因素許多，如外部因素：受限完工期壓力，

低價承攬，勞工只能以個人最方便、具效率方式進行作業。其中亦常出現攀/爬/跨/坐立於不同

平面或高處之危害行為等；內部因素：作業中飲用酒精性飲料，安全帽頤帶未扣，輕忽作業環

境中被撞、穿刺及感電等危害狀況等。

BBS為現階段國際推動安全管理工作之重點，透過蹲點進行觀察、溝通、矯正，以正向激

勵，內化勞工安全行為表現，配合原有安全衛生管理制度推動，以有效降低職災發生率。結合

APP系統開發及後台平台所設計之勞工行為資訊彙整分析，可提供管理者適時導入安全管理策

略之參考。

關鍵字： 營造業、勞工行為安全、職災事故、安全觀察、智慧型裝置

民國 105 年 6 月 30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9 月 27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0 月 20 日接受。 
通訊作者：鄭慶武，明志科技大學環安衛系，243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84號， 
電子郵件信箱： cwcheng@mail.m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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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與方法

回顧國際上有關安全管理評估的演進，

自1930至1970年代為就勞工行為研究及勞工
事故補償與賠償等議題的探討(Behavior-based 
and workers’ compensation approaches)，2010年
代則著眼於人類作業行為的安全研究(Human 
performance approach)。有關國內營造業安全
管理部份，除一般性的施工作業技術或程序等

安全評估外，也著眼於安全文化及勞工行為的

研究[1-2]。然而，影響職災事故發生率原因很
多，其中最常被探討的議題，大都著眼於事故

發生原因或傷害對象。探討職災事故發生原

因，則以美國學者韓立奇(Heinrich)[3]出版工
業意外事故防護(Industrial Accident Prevention)
一書中所提出的研究報告與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模式，強調事故發生原因大都依循於該
事件在非預期計畫或控制的狀態情境下發生，

且多歸因於勞工不安全行為(Unsafe Acts)、不
安全作業環境(Unsafe Condition)與不安全設備
等三大方面。文中針對7萬5千件工業意外事
故的調查發現，88%的意外事故來自於不當的
行為所引起，12%起因於接觸危險的機械或物
品。Heinrich認為意外事故發生主要以『人』
為主要危害因素。而人的因素，在職災的成因

中又屬於偶發事件，亦即每一位勞工因其個人

生活背景、種族與血緣，及其專業能力表現不

同，個人對安全的認知，及對法規要求等紀律

遵守之行為的變異性高，且不易控制。在實務

觀察中就小營造工地中因作業之不安全環境與

狀況，及勞工因個人之作業習慣所存在的不安

全行為甚為常見[4,7]。因此，若能透過良好的
矯正預防等，如：危害辨識能力與作業安全行

為程序等教育訓練，將作業環境中所潛在之危

害狀態排除或控制，將可有效降低職場事故發

生。實務調查民間工程小案場建築工程，勞工

作業前幾乎沒有接受過職前教育訓練，最多也

僅是作業主管口頭叮嚀注意危害等[4]。依據
2000-2014年重大職災資料統計結果顯示，發生
事故之肇災單位主要集中於員工數30人以下中
小企業為主（2,217人，89%），其中以員工人
數10人以下比例最高（1,573人，63%）[5]。

此外，由於不同職種或作業內容勞工行

為，因作業條件或特性不同，其所面臨之潛

在危害條件或雇主或事業單位等，其對安全管

理工作的落實狀態有很大差異。從實務調查

過程發現其與不同工程歸屬（如民間工程或公

共工程）、不同工程類型（建築工程或公路工

程等）、工程合約規模大小及層層轉包次數有

關[6-8]。因此，在進行本研究有關勞工行為安
全評估之對象，或作業現場實務觀察之內容或

行為項目等，透過專家座談及與作業主管、主

要職種勞工，如鋼筋工與模板工等，分別就國

內營造業安全管理問題及解決方案進行溝通討

論，以找出隱含在作業現場主要高風險勞工職

務作業行為進行研議，作為觀察表單內容的適

宜性參考，並作為前台手持行動裝置APP程式
設計觀察表單內容參考，與後台觀察紀錄內容

之分析結果呈現與討論依據。

文獻回顧

1. 國內外營造業安全管理現況分析

從眾多職災事故案例背後檢視其事故成

因，主要與承攬商是否確實落實安衛管理作業

內容有關[7-8,11,16-17]。在實務調查中發現營
造業因地域性不同，其營造作業環境潛在之危

害狀態差異甚多。綜觀事故危害原因普遍圍繞

在“不安全行為＂、“不安全環境與管理＂的

狀態，其管理缺陷根本原因或基因原因，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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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未致力作業環境的改善與維持；(2)未致
力作業方法之改善；(3)未建立安全作業標準；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5)未實施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6)未落實安全衛生自動檢查；(7)
未落實監督與指導（未善盡安衛管理職責）等

不一而是[7-8]。
此外，就香港營造工程作業安全管理問

題，也與以下因素有關，諸如(1)多層次的承攬
關係；(2)勞工普遍教育程度不足；(3)投入安全
管理工作資源短缺；(4)安全費用不足或限制；
(5)勞工不良的安全行為態度；(6)管理者對落實
安全的態度不足；(7)勞工流動率或工作變動情
形普遍，以及(8)對刺激安全管理組織工作的不
良等，其因素與相關學者對營造安全管理問題

看法相似[7,9-12]。
檢視國內營造業作業環境生態，多年因

低價搶標、層層轉包及基層勞工普遍對安全

漠視、輕忽或無助行為等，都一直隱藏在每一

職災事故背後的基層行為狀態。由於營造業

之作業特性與製造業之危害條件不同，其中包

括勞動負荷量大、戶外高架作業多、作業受外

在環境影響潛在危害高、作業中與媒介物（如

營建物與施工設備等）接觸，及勞工作業習性

（如：喝酒、不重視個人安全防護以及漠視潛

在危害等），都是造成營造業作業中勞工傷害

的主要原因[4,7]。
因此，為能進一步就國內營造業高職災率

之事故類型進行探討，除前述所討論之不同企

業規模承攬商於安衛管理能力差異外，依據營

造業重大職災資料，統計2000年至2014年間營
造業發生墜落／滾落之職災分佈整理如表1所
示。從表1中可以更清楚了解，國內營造業職
業災害發生墜落／滾落主要以建築工程為主，

勞工職種別主要以臨時工、模板工、鋼構件組

裝工、泥作工為主；發生事故當時接觸之媒介

物主要於開口部份、屋頂／屋架／樑及施工

架、營建物有關[5,7]。

表1　 營造業重大職災發生墜落／滾落之傷亡
概況（單位：人次；2000-2014年）

項目
死亡人數

傷殘人數
2000-2013年 2014年

工程類型

建築工程 742 63 25
拆除與修繕補強作業 121 16 3
零星雜項作業 73 15 1
公路工程 47 17 8

勞工職種別

臨時工 267 24 9
模板工 110 14 2
鋼構件組裝工 116 6 16
泥作工 84 11 1
室內裝修工 49 2 2
鋼筋工 66 3 1
鷹架工 35 4 -

媒介物細類

開口部份 353 22 -
屋頂、屋架、樑 284 37 9
施工架 201 24 6
營建物 112 10 4
梯子等 75 10 1
工作台、踏板 66 7 9

事故位置

屋頂 279 36 10
開放邊緣或開口處 285 31 4
施工架 242 24 12
鋼構 132 2 2
工作梯 99 12 4

附註：
1. 資料來源2000-2014年營造業重大職災資料統計
2. 發生墜落／滾落職災人數1481人（死亡1425人，傷殘54人；2000-2014
年間）；表內僅以具統計顯著性項目列舉。

職業災害發生大都依循著某一種規則或

型態而存在，職業安全管理更是每一行業所必

須重視的。依據2014年與2015年勞動部公告年
度勞動檢查方針，文中所提之願景、目標與策

略等，主要仍著眼於如何有效保障勞工安全健

康，進而透過檢查制度、合作模式與教育宣

導等工作，以達到「職場零災害」的目標。然

而，從歷年職災報告書所描述之災害過程與事

故之基本原因（直接原因與間接原因），發現

營造業職災發生背景的情境成因條件，其發生

狀態與條件大同小異。

依據鄭慶武等人[8]，就營造業總體職災潛
勢探討，分析台灣小型營造業（員工1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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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職災案例中發現有幾項重要結果，如：

(1)勞工未投保比例高；(2)雇用臨時工；(3)承
攬工程以民間工程為多；(4)工程承攬金額在5
千萬以下；(5)所承包之工程類型以建築工程居
多；(6)安衛管理工作的落實與執行率偏低等。
檢討國內營造業職災千人率在降低至某一程度

後即未能再降低，相關學者將其原因歸咎於勞

工不安全行為，與各企業對安全工作的不重視

等原因所致[13-18]。
有關勞工行為安全評量之探討，十多年來

於製造業、石化工業、採礦作業及核能作業等

也多引進安全本於行為的改善計畫，對於職場

安全衛生的改善都有其顯著成效。依據墨菲定

律(Murphy's Law)，認為任何一件事情，如果
存在著發生某種事故的可能性，不管其可能性

有多小，如果重複一樣的動作去做時，事故總

會在某一時刻發生。為此，如何能及時發現並

矯正勞工不安全行為，是避免事故發生最為重

要的工作。

此外，勞工行為安全觀察活動(Behavior-
Based Safety, BBS)，是以心理學與行為學
為基礎，主要採用ABC理論(ABC Theory of 
Emotion)；其中，ABC理論是由美國心理學家
埃利斯(Albert Ellis, 1913)創建的，他認為激發
事件A(activating event)只是引發情緒和行為後
果C(consequence)的間接原因，而引起C的直接
原因則是個體對激發事件A的認知和評價而產
生的信念B(belief)，亦即人的消極情緒和行為障
礙結果(C)，不是由於某一激發事件(A)直接引
發的，而是由於經受這一事件的個體對它不正

確的認知和評價所產生的錯誤信念(B)所直接引
起。因此，依據ABC的行為模式，通過改變人
的行為而達到安全的目標，實踐事業單位事故

預防的目的，減少由於人的行為引起的事故發

生。再者，BBS方法在國際企業安全管理的應

用經驗中都有很好的效果，2000年美國一項研
究中對七個國家九個企業在32個行為工作研究
結果，表明有31案降低勞工受傷率達54%以上
[19]。BBS活動於二十世紀90年代在美國等現代
工業化國家所感興趣的一種企業行為安全管理

方式，且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企業認可並採納。

2.國內外推動BBS評量之作法

綜觀國內推動勞工行為觀察評量實施狀

態，主要仍以製造業為主，諸如：南亞高科

技產業推動半導體業安全觀察實務，以及由徐

順德處長帶領進行中龍鋼鐵公司、康寧玻璃

及燁輝企業等實施安全觀察技術推動活動等。

其實施的理念也就職場作業環境中，針對風險

行為進行診察與改善過程，使用系統方法進行

觀察分析與溝通，並以介入的改善方式解決根

本問題，消除不安全行為。整理國內有關勞

工行為安全推動計畫，為自1985年零災害運
動，直至近年來安全文化或安全氣候等管理

觀念的推廣，及有關行為觀察的活動也比較

普及。以下列舉國內BBS推動計畫時程概況，
如：(1)1985年推動零災害運動（如日本式-預
知危險，指差喚呼）；(2)1986年台灣杜邦引進
安全觀察訓練教材-STOP活動(Safety Training 
Observation Program)；(3)1993年中油推動安全
教練(COACH)計劃(Care-Obervation-Analysis-
Communication-Help)；(4)1999年中普氣體推行
安全觀察系統SOS(Safety Observation System)；
(5)2002年台灣杜邦開始行銷安全諮詢及訓練
服務(LSUP)；(6)2003年台積電推動安全研究
與教育學會推動安全文化；(7)國瑞汽車STOP 
6(Safety Toyota zerO accident 6 items)活動等。

有關「行為安全」(Behavior-based safety)
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 9 3 0年代韓立奇
(Heinrich)[3]的骨牌理論，以及1940年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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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科學」創見者史基納博士(Dr. B.F. Skinner)
開始以觀察動物及人的行為進行分析，並認為

一切行為皆是與環境互動引起的作用。史基

納在「超越自由與尊嚴」(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1971)一書中揭示行為與後果間的關係
[9]。史基納認為「行為被其後果所激勵，行
為能由控制的事件而改變，而控制的事件亦來

自於行為。」再者，Skinner認為個體的行為
是受到環境的影響而產生的一種刺激與反應之

間的連結作用，且由於個體不斷的接受環境

的刺激，因此才不斷的產生新的適應環境的行

為[9]。就安全行為發展程序，陳炳泉(2005)根
據香港推動「行為安全」的經驗，認為「行為

安全」應直接評量正面的安全行為與狀態，藉

由隨機取樣員工的行為為基礎，評量安全與不

安全的行為狀態[20]。Ding and Guo[24]就中國
武漢市地下捷運工程作業，將BBS觀念導入，
應用智慧型手機APP開發進行現場實務之觀察
紀錄（包括影像與照片），並依據所取之大數

據資料提供管理者掌握勞工作業不安全行為狀

態，以為行為矯正等危害預防目的，唯其實施

與本研究之實務應用方式不同[30]。
此外，從心理學角度探討，勞工行為改變

也與認知及態度有關。廣義的認知是指個體對

事物認識、記憶、思維、辨識、推斷及理解之

一連串心理意識過程，而心理學上指個體經由

意識活動而對事物產生認識與理解的心理歷程

[1-2]。如同勞工於營造業工地中對於安全的觀
念所產生的心理認知中認為，安全之於所有勞

工都是重要的，但從多年來的施工經驗卻也了

解，安全防護往往對作業的效率是不方便的，

甚至影響個人工作安全[4]。
再者，G e l l e r ( 2 0 0 5 )提出行為改變的

「DOIT」程序，DOIT執行方案是對抗人性的
一種方法，執行和維持安全工作行為需要一些

調停策略，來促進工作場所的安全性，這種策

略包括關鍵行為定義(Define)、觀察(Observe)、
調停(Intervene)、和檢驗(Test)[25]。同時，
Geller也指出「行為安全」應專注於觀察行
為，針對特定的關鍵行為(Critical Behavior, 
CB)，了解人員做些什麼與為什麼要這樣做，
再經由科學方法考量介入改善行為。香港綠十

字[26]於邁向安全文化模式一文指出，有關行
為安全的觀察程序應聚焦於觀察及量度關鍵行

為，找出不安全行為，然後進行「不責備、不

找錯、對行為觀察、分析及溝通」的觀察程

序，以鞏固安全的行為。

歐美國家就行為安全管理的活動方面，

諸如：加拿大的BBS，美國杜邦公司STOP、
英國BP石油公司的ASA(Advanced Safe ty 
Auditing)、美國道氏化學公司的BBP(Behavior-
Based  Pe r fo rmance )、德國巴斯夫公司的
AHA(Audit，Help，Act)、德國拜耳公司的
BO(Behavior Observation)等。主要是透過他人
或者自我觀察作業中所發生的不安全行為，然

後一起與不安全行為的當事人探討問題出現在

哪裡、會導致什麼風險、應當如何做並予以支

持鼓勵。然而，BBS活動於國內營造業推動卻
甚少相關文獻提及，主要原因與行業別作業特

性差異有關。營業造作業環境及勞工職種的變

動性大，其推動時較無法如製造業單一作業環

境與工項內容進行觀察、溝通與協助等。為

此，結合現階段手持裝置APP的開發與使用，
將可取代傳統以檢核表方式進行勾選，及其後

續相關登載統計的困擾；其中，於後台程式設

計時，應用線上分析處理(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LAP)方法，可以及時掌握每天勞
工安全行為與不安全行為表現率，提供管理者

檢視，以利每日工具箱會議宣導與現場安全檢

核重點之參考。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5年12月　第24卷第4期　第433-449頁

438

3. 勞工行為安全評量工具開發

有關國內在推動安全觀察之輔導經驗方

面，陳冠華[27]也指出行為安全應是廣泛安
全的一個部份，不是去取代原有的安全系統

[28]，行為安全評量工具開發，其實施程序需
不與現行的安全活動衝突[29]。因此，APP程

式開發考量其實務性、時間性、及時性、可行

性及便利性；在系統規格方面，本研究採用

Android系統進行開發。有關使用者之需求進行
分析，依據使用者需求規劃系統所需之功能模

組，進行系統操作之邏輯、內容及架構設計，

如圖1所示。

圖1　系統建構架構示意

(1) 前台APP設計考量
考量手持裝置端之軟硬體限制，就前

端APP為提供觀察端之資料登載與訊息瀏
覽，對其資料之傳輸、匯出與匯入之格式欄

位編碼，並依資料庫管理規則建置。此外，

就一般APP對日後觀察紀錄之大數據資料的
分析判讀，為配合考量後台分析模組，考量

觀察內容項目以勾稽方式呈現，應用後台之

相關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將分析結果

以圖表方式匯出至指定之路徑下，提供前端

APP使用者點閱連結下載瀏覽。圖2所示為
APP登入頁面系統功能畫面。 圖2 APP登入頁面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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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表單選項的考量
本研究為能聚焦研究主題，選擇以

新建建築工程案為觀察主題，觀察對象之

勞工職種則依觀察主題工程進行之不同工

種加以觀察。有關觀察表單的內容則結合

前述有關勞工行為的分類規則，同時考量

現場BBS導入營造業之實務性，表單內容
則以作業現場主要關鍵危害行為為觀察項

目。以下簡單說明有關行為觀察導入營造

業安全管理實施重點與討論，說明如下：

分析職場中因人的行為疏失造成職災

事故的不安全行為原因，可從主觀原因與

客觀原因兩方面加以探討：

一、主觀原因：

A. 心理原因：如精神不集中、意識錯
覺、個人習性或習慣不良，或情緒

不穩定等；

B. 生理原因：如疲勞、體力透支、視
力模糊、身體運動機能下降、年齡

或性別差異等；

C. 技能原因：施工技能或技術不熟
練，對完成操作作業有困難等。

二、客觀原因：

A. 管理原因：如公司規章制度不健
全，相關操作程序未落實，協調配

合不當，監督檢查工作未落實，相

關工作安全信息或知識未能傳遞或

錯誤等；

B. 教育訓練原因：如對員工之培訓制
度不健全，教育訓練之內容未符合

實務作業需求，實施之教育訓練方

式不佳等；

C. 設施環境原因：如作業環境狀況不
佳，或天候條件不佳等。

D. 社會原因：如勞工個人生活條件狀態

好壞，家庭狀況，人際關係不佳等。

此外，就勞工不安全行為之分類方面，

就實務觀察結果也可將其歸類以下狀況：

A. 個人有意的不安全行為，如：冒險
性格；

B. 無意的不安全行為，如：(a)受外界
事物之信息本身有誤，或人無法感

知的信息刺激下的行為；(b)人體的
生理機能缺陷等；(c)因知識和經驗
缺失而造成思維判斷錯誤；(d)因技
能欠缺或不足而造成行為反應錯誤

等；(e)個人大腦意識對安全認知的
不足。

綜合前述之不安全行為歸類方面，就

國內建築工程鋼構作業之勞工不安全行為

探討，從實務觀察的結果也可將其歸類以

下幾種狀態：

• 未使用或自備個人防護具。
• 防護具使用不當。
• 穿戴不安全的衣飾。
• 未使用保險措施或警告。
• 胡亂、喧鬧。
• 使用設備不當。
• 使用手或肢體不當。
• 擅自進入管制區域。
• 作業中不注意立足處或所處的環境。
• 擅自移除安全裝置。
• 使用安全裝置失效。
• 未依安全作業程序操作。
• 以不安全的速度操作。
• 作業中採取不安全的位置或姿勢。
• 駕駛疏忽或不專心。
• 作業中飲用含酒精性飲料。
• 使用不安全的設備。
• 以上未認定的不安全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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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參考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
與勞動部就勞工行為的分類原則，考量影

響勞工安全行為因素，隨著不同產業別的

作業內容，及勞工個人的作業慣性有很大

的差異。綜觀前述有關勞工行為歸類原

則，結合現場實務觀察經驗，研究中亦將

BBS觀察項目分類為六大項，每一項觀察
內容以不超過10項為主。依據研究期間參
與實務就不同工種勞工作業狀態，並參考

專家座談意見，茲將觀察表單項目分為六

類[5]，分別為：
第一類－進入危險區域（10項）；
第二類－ 不當使用個人安全防護具(PPE)

（10項）；
第三類－未使用適當設施（9項）；
第四類－不當操作設施（9項）；
第五類－不當動作（7項）；
第六類－不良習性（7項）等。

為能利於進行實務觀察，因此就觀察內

容描述則以簡單清楚可量測之文字描述，提

供觀察者清楚明白，方便觀察員登載。

(3) 後台觀察結果之管理
後台系統開發主要為提供相關觀察資

料的滙入，並進行相關登記結果之統計與

趨勢圖表結果之呈現與滙出。有關後台開

發完成後，將提供予兩類使用者：後台管

理者與後台使用者使用。其中後台管理者

為就程式系統本身提供較大權限，以利相

關APP系統的新增與編撰；後台使用者，
則為提供觀察紀錄內容之統計資料瀏覽，

及依其篩選條件下所取得之分佈結果之趨

勢結果。主要使用權限架構，如圖3所示。
後台管理員由勞工行為觀察後台入口

登入系統（如圖4所示），系統登入後，
其功能包含：系統識別與授權與勞工安全

統計報表。另外，系統考量後台管理者之

使用慣性，加入「個人化設定」的設計，

後台管理者可依本身使用慣性或喜好，選

擇將各項功能設定為主頁、加入至常用功

能，或儲存與移除等設定。再者，後台也

提供就觀察紀錄統計報表之潛勢趨向圖表

的檢索瀏覽，如圖5所示。同時，考量單一
觀察項目及總體觀察項目之統計分佈結果

的檢視，系統也規劃以折線圖及柱狀圖方

式，分別檢視所觀察結果之安全行為與不

安全行為的表現率分佈，如圖6所示。
圖7所示，為依據所篩選之條件，檢視

分類一有關勞工於作業中就是否進入危險

區域場所的安全行為表現。由圖中所示可

以進一步清楚了解就所觀察之結果，勞工

暴露於墜落、絆倒/滑倒及穿刺的危害行為
比較高。此結果說明作業環境中，就潛在

之木料、鋼筋、鐵件等物料的可能受限作

業空間，隨意放置，或開口處未設置安全

欄杆防護，預留筋未加保護套或彎折90度
或180度等狀態。

此外，於後台系統中也依據OLAP概
念，設計以條件式篩選方式，提供研究人 
員就前台觀察結果，選定所欲進一步了解

勞工行為表現之項目，加以進行單一項目

或全部項目觀察結果的呈現。再者，後台

系統也提供就所有觀察資料，依檢索時間

區域所查詢之資料，以Excel格式整筆匯出
之功能，提供管理者應用統計模式進行更

深入的分析與結果討論，如圖7所示。
依查詢結果匯出觀察項目之總筆數為

35,337筆；提供後續利用Excel以樞紐分析
（OLAP概念）進行各專案或欲分析對象之
統計結果計算與圖表輸出。



441

勞工行為安全(BBS)評量工具開發於營造業安全管理之初探

圖3　營造業安全行為資訊管理使用架構圖

圖4　後台系統登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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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觀察紀錄統計報表－潛勢趨向圖表

圖6　潛勢趨向圖表單一項目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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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觀察紀錄匯出

(4) BBS-APP導入營造業安全管理之策略
國際上近十年來就BBS研究與導入實

證探討，大都認為BBS活動有助於提高第
一線作業勞工之安全行為表現[33]。再者，
陳大偉等人[33]也於基於行為安全的建築事
故預防量化方法與實證研究一文中指出：

BBS於對於降低事故傷害率，提升組織安
全文化等有其重要作用。Guo et al.[30]應
用BBS於中國地鐵之勞工行為觀察之大數
據研究，其主要目的在於：A.建立勞工行
為風險知識之基礎；B.透過監控攝影裝置
及手持式裝置之APP收集勞工作業中之不
安全行為；C.建立一平台，透過所儲存取
得之觀測大量數據，及時提供各區管理者

掌握勞工行為狀況，並採取管理手段等。

Salem et al.[31]認為應用BBS於營造業是
有限制的，因此本文中結合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來協助營造
公司執行BBS，研究指出應用BBS引導過
程，並就作業程序的適當修改，將可以有

效改善建築工地的安全性。

依據實務訪談與調查，國內營造公

司將行為安全研究納入營造實務作業安全

管理的應用並未普及，除少數具一定規模

以上營造公司或工程顧問公司等，利用

PDA、RFID或手持裝置APP進行作業環
境監測、工地安全監控等外[21-23]，甚少
將BBS概念導入營造工地安全管理策略。
依據調查結果，國內將BBS導入營造安全
管理，則以中鼎公司最早將所屬案場導入

BBS，也應用手持裝置設計觀察表單，並
就作業現場勞工行為進行觀察及其結果統

計分析，唯就BBS觀察結果之行為介入管
理的探討，尚未有具體成果發表。

受限於國內營造作業生態，在低價搶

標、趕工及層層轉包的作業環境，再加上

營造業基層勞工的變動性大等等。因此，

對BBS導入營造安全管理項目的推動，就
一般營造公司規模30人以下企業，確有其
推動的困難與阻礙。然而，基於國際上推

動BBS的降災成效[19]，在不增加工作量，
且又有助於管理者就勞工業行為的安全表

現率與不安全表現率的危害預防與矯正管

理，都需要政府未來有計畫下的協助與推

廣活動。

就國內營造公司於安全管理工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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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也僅圍繞於安全管理之『全員安衛』、

『工地文化』、『企業安全文化或安全氣

候』，以及參考日本實施『5S』經驗及
『指差喚呼-安全確認』的信念中推動工地
安全管理工作。再者，就未來將BBS-APP
的作法導入國內營造業同時，也可參考日

本厚生労働省都道府県労働局勞動基準督

導署工地安全管理指針中，有關現場推動

安衛管理工作重點加以討論，其具體實施

內容包括：

• 擬定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 改善過度多層下包情況。
• 下包商委託契約中載明災害防止對策。
• 確實掌握下包商及施工人員、機械設備等。
• 確立涵蓋災害預防計畫、擬定施工計畫
與施工計畫審查制度。

• 整體工程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負責人選任。
• 協議組織的設置和營運。
• 作業間的連絡與調整。
• 作業場所的巡視。
• 新進場施工人員的教育訓練。
• 對新進下包商說明協議會議內容，及作
業間的連絡與調整。

• 每天作業前對施工作業者實施安全衛生
指示與協調。

• 安全施工運行工作的實施。
• 設置下包商各職管理人員會議。
• 建立勞動災害原因調查及再發生防止對策。
• 下包商安全衛生管理狀況評價等。
最後，參考Aksorn & Hadikusumo[32]

於Gap Analysis APProach for Construction 
Safety Program Improvement一文提出營造
業推動安全程序，可提供未來推動BBS導
入營造業之參考。亦即在推動營造業安全

程序過程中應包括以下幾項要素：

• 管理階段擬定安全政策。
• 安全組織與責任。
• 安全法令規章制度。
• 安全教育指導與訓練。
• 危害控制程序。
• 安全巡視與檢查。
• 企業內或個人安全價值。
• 對次承攬商之安全監督。
• 安全稽核。
• 事故調查。
• 安全促進。
• 對第一線作業者協助。
• 緊急應變。
• 安全紀錄維持等。
誠如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自2008年

推動工作安全行為時所提及，工作安全行

為實施理念為透過作業中進行觀察，找出

員工工作時的不安全或危險行為，並透過

引入系統，制定程序、合理分工、改良機

械及改善制度等方法加以控制。因此，將

BBS-APP於導入營造業時，除參考前述
各國推動BBS經驗外，也必須就國內管理
現況加以改良或修訂，趨向於國內承攬商

或勞工之生理與心理所需。此外，就目前

職安法令就營造作業設施安全及危害狀態

排除的要件下，建構出一為承攬商合理可

行，及勞工可以落實與實踐的安全管理模

式，才能真正有效減少多年來居高不下的

職災發生率。

結論與建議

營造業勞工作業行為改變並非一朝一夕

所能建功，參考國際上推動BBS經驗，應用資
訊科技結合手持式裝置設計APP來協助現場勞
安管理工作，其實施觀念為就勞工行為進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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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溝通與指導等循環程序。基於任何作業或

設計，無論事前如何規劃，都無法完全避免因

人為的操作錯誤或取巧方便的行為，所造成無

法挽回的職災事故。BBS並不能取代好的工程
設計或好的管理制度，更不是單一或短暫的活

動，是必須全體人員的共同參與才能成功；從

觀察過程讓管理者了解危險行為背後的原因，

作為第一線作業勞工不安全行為矯正或協助與

教導等預防管理工作重點。未來在導入營造業

同時，除必須面對國內營造作業生態所存在的

承攬制度或管理問題外，如何透過觀察以了解

勞工危險行為背後的原因是BBS-APP導入營造
業重要工作。

因此，如何取得公司高層的支持，以及就

被觀察者的行為如何基於不影響其工序與工程

進度下，就其作業安全與不安全行為之肯定與

獎勵或指導與矯正等，以及如何有效篩選觀察

員及觀察員的訓練工作，以及觀察結果的分析

與回饋等，都攸關BBS活動是否成功的關鍵。
再者，就國內營造工地現況所存在第一線作業

勞工的不安全行為危害趨向，仍必須透過更多

的座談與溝通與輔導等，並就本研究所規劃之

BBS-APP工具加以實際操作練習，才能真正了
解其觀察結果。此外，於後台管理平台中統計

結果所得知之行為趨向潛勢中，所提供管理者

就勞工危害行為的及時矯正過程，其所發揮的

『事前諸葛』的意義較先前從職災案例研究之

『事後諸葛』的推論，其導入營造業安全管理

工作的價值甚高。

安全活動於作業現場並不易立即看到成

果，且當面臨工作生產或完工壓力時，安全就

易於被忽視。誠如前述國內許多安全文化研究

前輩所提及的：「安全的維繫始終來自對於人

性的挑戰」，人們易於冒險、懈怠、怠惰等人

性因素，對於安全始終是重要的挑戰，安全雖

於作業現場不斷的被強調，但卻不見得會被有

效落實。因此，行為安全活動的推動，即應強

調「高層支持」與「全員參與」，才能促發公

司整體安全文化習氣，並於積極參與活動與過

程中將安全行為的不斷落實，行為安全績效公

布週知，在組織安全文化中被鼓勵與討論，以

使員工能相互重視安全績效結果，如此可提升

群體安全榮譽與個人的安全意識而獲得正面的

改善，以期降低職災，確保營造作業現場勞工

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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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related accidents typically result from unsafe behaviors of the workers. In many countries, 

the agenda of workers’ safety follows the Behaviour-Based Safety (BBS) Approach, which emphasizes 

on promoting safety awarenes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evaluation, interven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orkers’ behavior. Following the BBS Approach, this study develops an Application (APP) for 

handheld devices that enables construction-firm managers to observe workers’ behavior on-site. This 

APP records and analyzes back-end data to generate a distribution chart of workers’ behavior.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APP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managers in implementing safety 

strategies. In addition, on the basis of subsequent observation results, managers could also determine 

the safety behavior performance of workers obtain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safety strateg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unsafe behaviors of workers had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nagement capacity of construction firms. 70% of unsafe behaviors of workers 

were resulted from a poor work environment, whereas 85% of unsafe behaviors were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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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ersonal work habits. Furthermore, there a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performance of unsafe behaviors of workers: (1)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ime limits and low-priced 

contracts impel workers to choose convenient, efficient, but at-risk practices at work (e.g., climbing, 

straddling, or sitting on uneven surfaces and at heights); and (2) the internal factors are related to 

alcohol consumption at work, wearing unbuckled helmets, and carelessness over hazardous conditions 

in the work environment, such as struck by, punctures, and electric shocks.

Currently, BBS has been highligh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promoting safety 

management. This study Applied BBS to develop an APP that operated on a handheld device at the 

front end and analyzed worker behavior statistics at the back end to yield data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fe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o maximi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is BBS-based 

APP safety module, future application of this module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related labor 

unions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knowledge platforms that share occupational accident-related safety 

information in the industry.

Keywords:   Construction industry, Behavior-Based Safety, Occupational accident, Safety observation, 

Smart handheld de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