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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共分析了 96 年至 102 年 6 月間總計 35024 筆申請勞保職業災害給付案件，

其中死亡給付有 82 件、失能給付有 878 件，而傷病給付有 34064 件。因跌倒而申請勞

保給付的前五大行業別為製造業、營造業、批發及零售業、住宿餐飲業及其他服務業

等行業。因跌倒導致受傷的部位包含足、手、腕、膝、背等部位，其中足、膝與腕等

三個部位則是發生失能的主要部位，而頭部受傷是造成死亡事件的主要原因。  

廣義的跌倒細分為了滑倒、跌倒、絆倒三種型態。分析 1797 個跌倒個案發生經歷

顯示，滑倒、跌倒與絆倒之案件比例約為 3.3：5：0.7。在滑倒事故中，有 67.7%是由

不安全環境所造成，且不安全環境中又以地面有水、油漬而造成地面濕滑（40.1%）是

造成滑倒事故的主要因素；跌倒事故則有 81.4%是因為不安全行為所造成，其中又以

不當步態(40.8%)及不當動作(29.5%)是造成跌倒的要素；絆倒事件幾乎是由不安全環境

中的地上異物所造成(97.9%)。本研究針對 15 家事業單位的 18 個案例進行現場訪視及

摩擦係數量測發現，其中有 11 個區域的事故現場地板有水或油污，且其地板摩擦係數

值均低於 0.5，顯示地板受到水或油的污染而導致摩擦力不足而造成意外的可能性是很

高的，這也與個案分析中所顯示之不安全環境中的地面濕滑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預防跌倒應從環境及人兩方面著手，不安全環境是造成跌倒事故最主要因素，其

中因地面有油漬或是積水造成地面濕滑，是跌倒的主要原因。其次則是不安全行為中

的不當步態與不當動作，與不安全設備工具所造成的跌倒事故。地板的清潔與保持適

當摩擦力是防止跌倒最根本而重要的工作。另外，應對勞工實施教育訓練及宣導，以

避免不當步態；人工物料搬運工作應加以設計與管理，以預防不安全行為造成的跌倒

事故。再者，有跌倒風險的場所應考慮穿戴適當的抗滑鞋具，對於所有與抗滑有關的

措施都應該定期檢討並改進。 

關鍵詞：滑倒、跌倒、事故風險、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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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nalyzed 35,024 occupational injury compensation cases, including 82 

deaths, 878 disabilities and 34,064 illnesses, during 2007 to 2013. The top industries filing 

injury compensations due to slips & falls included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whole sale 

and retail, hotel and dining, and other service industry. The major injured body parts because 

of slip and fall included foot, hand, knee, and back. Foot, knee, and wrist were the major 

injured body segments for the disability cases. Head injury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death for 

those incidences.  

Fall accidents include slip, trip and fall. Among the 1797 slipping cases, the ratio for 

slip, fall, and trip were 3.3:5:0.7. 67.7％ of the slipping cases were attributed to unsafe 

environment, whereas 40.1% of those ca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floor contaminated with 

water or grease. Most (81.4%) of the fall cases were attributed to unsafe behavior, and 

inappropriate gait patterns (40.8%) and inappropriate movements (29.5%) were main reasons 

for falling. Almost all (97.9%) tripping cases were caused by objects on the floor. Friction 

assessments of the 18 falling cases in 15 companies were conducted. Eleven of the 

measurement areas were contaminated by grease and had friction coefficients less than 0.5 

indicating high risk of slipping and falling due to water and/or oil contamination. This 

showed that wet floors wer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fall incidences.  

Unsafe environments are the leading causes of slip/fall incidences. Water and/or oil 

contamination were common unsafe environments. The next is the inappropriate gait and 

movement which comprise unsafe behaviors and the next unsafe equipment and tools. 

Housekeeping for to maintain appropriate floor slip resistance is essential for slip and fall 

prevention. Training and safety promo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reduce unsafe 

behaviors of the workers. Manual materials handling activities should also be well managed 

and designed. In addition, footwear plans and managements show also implemented when 

there is risk of slipping and falling. All the safety programs concerning slip and fall 

incidences should be reviewed and refined periodically.   

 

Keywords: slip, fall, risk of incidence, factor of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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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跌倒事故在世界各國都是主要的之職業傷害與死亡的主要成因。根據勞委會之勞

動檢查年報顯示，近五年(2008-2012)跌倒事故發生率高達 15%以上[1,2,3,4,5]。同時依

據勞委會勞工保險局統計資料顯示，2012 年共有 57173 傷病給付、3839 件失能給付及

624 件死亡給付，其中是歸因於跌倒的給付中，有 5583 件傷病給付類型(佔 9.8%)、失

能給付有 151 件(佔 3.9%)、死亡給付則有件 15(2.4%)，由此可知跌倒對於勞工生命財

產及相關保險制度之影響。然而從勞動檢查年報及勞工保險年報之相關資料中，雖然

可以了解跌倒相對其他職業災害事件的嚴重性，但對於發生原因之探究卻無法從統計

資料進一步探討，故本研究針對 2007-2013 年 1-6 月勞保資料庫中，因跌倒而申請職業

災害給付的個案資料進行資料整理分析，以探討 2007-2013 年 6 月之跌倒職業災害的

發生情形，進一步分析不同行業別間之跌倒比例及跌倒危害因子。研究也將針對職業

災害個案進行案例分析並輔以勞保局之勞工保險給付申請書進行跌倒事故之原因分

析，用以釐清不同行業別跌倒事故之發生經過，及傷害嚴重性因素之探討，以期掌握

工作場所跌倒危害暴露因子之歸納。最後並針對跌倒職業災害現場進行工作場所之作

業環境調查及現場地板之抗滑性量測，以進一步找出工作場所現場跌倒事故之要因，

提升產業的工作場所環境安全。 

 

第一節 前言 

在工作場所發生滑溜和滑倒的意外事件，乃是非常嚴重之職業安全衛生問題

[6,7,8,9] 。滑倒、絆倒、跌倒(Slips, Trips, and Falls, STF)等在職業傷害事故中佔的比

例很高。根據加拿大職業安全與健康中心的統計資料顯示，約 66%以上的跌倒是因為

同一平面的滑倒或絆倒造成，34%是因為從不同平面的跌倒造成。而全加拿大每年約

有六萬名勞工因為滑倒或跌倒而受傷。此類事件大約佔所有工時損失傷害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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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而在安大略省，滑倒、絆倒、跌倒造成的事故佔所有工時損失傷害事件中的職

業傷害事件之 20% (http://www.noskidding.com)。在英國，滑倒、跌倒事故佔了職場主

要事故的三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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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超過了八百萬英鎊(Health Safety Executive website)[10]。 

美國國家安全協會(National Safety Council)2011 年之年報估計全美國 2010 年因跌

倒受傷而送醫急救的案例總數約有 850 萬人次，其中跌倒致死的案例則近 25,000 人。

滑倒/跌倒則是更容易發生在老年人身上，美國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報導(CDC, 2010)約有 220 萬的老年人發生非致命的跌倒傷害而進行急診治療，同時約

有 581,000 名的傷者因此住院。美國 Liberty Mutual 保險公司是美國最大的承辦職業傷

害的保險公司。該公司每年都會依據該公司的保險理賠紀錄、美國勞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簡稱 BLS)及美國國家社會保險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ocial Insurance)的統計資料來分析美國各類職災的嚴重性與損失成本。依據 Liberty 

Mutual 研究報告(2011)指出，2009 年美國職業傷病直接總損失為 500.1 億美元，幾乎每

週有 10 億美元的損失。而損失六日以上之失能傷害之前六名事故分別為過度施力

(overexertion)、同平面跌倒、墬落、身體反應(bodily reaction)、被撞、公路事故(參考圖

1)。這前六名的職災事故造成了 76% 的所有職業傷病損失。跌倒在該年為排名第二之

職災事故，該類事故佔所有職災事故比例與產業直接損失金額分別為 15.8%與 79.4 億

美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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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09 年美國前六名失能傷害事故之事故比例與損失金額 

註：*抬舉、推、拉、提物等作業/動作造成之傷害； 

**因為彎腰、攀爬、伸展、站、坐、滑溜而未跌倒等 

                    作業/動作造成之傷害 

 

根據衛生署資料推算，台灣地區每年約有 335.1 人因跌倒、滑倒或摔倒而死亡，

其中以較弱勢的幼童、老人、孕婦、行動不便者最嚴重。在我國職業災害統計中，跌

倒發生的頻次僅次於被夾、被捲、及被切、割、擦傷，屬於常見的職業傷害成因。民

國九十四年勞工保險女性職業災害資料顯示跌倒為女性勞工傷害首要原因(27%)。民國

九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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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

16.61%、15.82%、15.97%及 17.32% (勞動檢查年報，2008~2012) [1-5]，換句話說每六

至七件職災事故中就有一件是跌倒事故。圖 2 顯示我國歷年主要職災變化比率，跌倒

事故在近 5 年均為前三名。圖 3 顯示了跌倒事故的身體傷害部位，其中超過 40%被歸

為其他，這代表了身體多部位的傷害，這與跌倒主要造成腳與腿部傷害的一般認知有

相當大的差距。民國 101 年度的勞動檢查年報資料顯示，該年度共有跌倒事故件數 1,977

次；若以傷害部位來看，跌到佔所有職業災害類型的比率(18.26%)超過其他任何職災類

型比率，總計有 2,587 件身體部位傷害紀錄。林佳欣等(2010)分析台灣全民健康保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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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庫中 2005 至 2007 年住院病人資料中發現，有 1,508 件因跌倒而住院的職業傷害事

件，這些數據都顯示職場的跌倒滑倒事故，值得特別重視。 

 

 

圖 2、2008-2012 年主要職災事故比率歷年走勢 

 

 

圖 3、2008-2012 年跌倒事故造成之身體傷害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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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跌倒所造成的傷害損失是極為龐大的，由勞委會勞工保險局的統計資料

顯示，2011 年共有 61,788 件(57,269 件傷病給付、3,863 件失能給付及 656 件死亡給付)

勞工申請勞工保險職業災害現金給付案例，其中有 5,960 件(5,821 件傷病給付、129 件

失能給付及 10 件死亡給付)件勞工職業傷病給付是歸因於跌倒類型(佔 9.65%)。若從保

險給付金額來看 2011 年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之總金額分別為新台幣二十七億一千

八百萬元、十億五千七百萬元及七億八千萬元。根據跌倒事件佔全產業之比例來計算，

因跌倒所造成之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分別約為二億二千二百四十伍萬元、三千七

百二十一萬元、及一千零二十六萬元，全部給付金額將近新台幣二億七千萬元。而 2012

年共有 61,636 件(57,173 件傷病給付、3,839 件失能給付及 624 件死亡給付)勞工申請勞

工保險職業災害現金給付案例，其中有 5,749 件(5,583 件傷病給付、151 件失能給付及

15 件死亡給付)件勞工職業災害給付是歸因於跌倒類型(佔 9.33%)。若從保險給付金額

來看 2012 年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之總金額分別為新台幣二十七億二千萬元、一十

一億肆千萬元及七億三千肆百萬元。其中，因跌倒所造成之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

金額接近新台幣二億八千萬元。 

 

第二節 目的 

本研究針對 2007-2013 年 6 月之勞保資料庫中因跌倒而申請職業災害給付的個案

資料進行資料整理分析，同時透過調閱勞保局之勞工保險給付申請書進行跌倒事故之

原因分析，以掌握工作場所跌倒危害暴露因子。最後針對跌倒職業災害現場進行現場

調查及地板抗滑性量測，用來確認跌倒事故原因及現場的地板摩擦係數值是否為造成

跌倒事故的因素，以進一步建立跌倒職災成因分析，期望找出改善機制，降低跌倒危

害的風險，提升產業的作業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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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跌倒風險相關研究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2010 年的工作環境安全衛生狀況認知調查結果更指出有

31.64%受僱者認為工作環境中跌倒/滑倒是工作時最常遭遇的潛在危害因子，另有

36.29%的雇主及自營作業者亦認跌倒及滑倒是工作時最常遭遇的潛在危害因子。勞工

安全衛生研究所 101 年度之研究「工作場所現場地板抗滑性評估與問卷調查研究案」

在針對 230 位勞工進行滑倒風險認知調查發現有 36%勞工表示曾經在工作場所滑溜但

未跌倒，另有 15.6%的勞工表示曾經發生滑溜並且跌倒經驗。而在現場防滑性調查的

53 家事業單位其計 888 個量測點中，以「工作場所滑倒危害預防標準草案」中第六條

規定之摩擦係數 0.5 做為比較，在餐飲業之中餐廳摩擦係數小於 0.5 之量測點佔

52.08%、西餐廳佔 45.83%而速食餐廳佔 17.71%，故對餐飲業，速食餐廳相較於中餐廳

與西餐廳是較低滑倒風險場所。批發零售業中，大賣場摩擦係數小於 0.5 之量測點佔

65.63%，傳統市場佔 61.46%，漁市場則高達 83.33%，故漁市場相對於大賣場與傳統市

場，是高滑倒風險場所。製造業方面則是以食品加工廠及電子廠均佔 54.17%，而金屬

廠佔 33.33%[13-16]。 

勞委會 2011 年勞動檢查年報之資料顯示造成跌倒之媒介物除機械設備(21%)、營

建設備、工具(18%)等大型媒介物外，環境因素(20%)也跌倒事故的主因，環境因素可

能是因為地面不平、空間光線或是照明不足等影響到人員對環境條件的判斷能力而造

成跌倒。另外，其他媒介物(14%)亦是跌倒事故的主因之一，所謂其他媒介物可能是地

板上的污染物，這些污染物可能是地板上的水、油污、垃圾、砂粒等。由這些調查資

料顯示，勞工的工作場所普遍存在跌倒的暴露因子。因此，如能將工作場所跌倒/滑倒

危害因子找出來，對於跌倒/滑倒危害預防管理將更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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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吳嘉等人(2008)在作業環境勞工滑倒調查研究中，針對 403 位營造業、製造業

及醫療服務業勞工進行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造成勞工滑跤的主要原因為環境因素，

其次為鞋子因素與個人因素。在環境因素中，地面有清潔劑、地面太光滑、照明不佳

與路面凹凸不平是在環境因素中造成大滑的因素，因此工作場所應該加強地面之整潔

與維護；在鞋子因素方面則是以鞋底耐磨性不佳、足部與鞋墊有滑動情形及鞋帶鬆脫

而踩到鞋帶是主要滑跤的因素；至於個人因素方面則有精神狀況不佳、一時不小心、

搬重物失去平衡、視線不佳、工作壓力大及有酒醉的情形等因素[17]。 

第二節 跌倒危害因素 

根據文獻討論，影響跌倒發生的因素很多，滑倒、絆倒與跌倒的因素不盡相同。

其中滑倒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鞋與地面間的摩擦性值不足所造成。Chang & Matz 

(2001)、Chang(2002)、Hsu et al.(2010)、Li et al.(2004-2007)及 Liu et al.(2010) 等研究指

出影響摩擦係數衡量的因子包含地板材質、地板表面粗糙度(roughness)、地板表面之液

體或固體污染物、鞋材與鞋底之紋路設計、及使用的摩擦係數量測器[18-27]。Tinetti 

(2003) 指出滑倒或跌倒意外的發生原因以環境因素最普遍，如光線不良、地面濕滑等。

英國健康與安全實驗室(Health and Safety Laboratory)更指出地面、污染、鞋子、走路姿

勢、步道因素、乾淨度、環境等都是影響滑倒的因素[28]。加拿大職業安全與健康中

心研究資料顯示，絆倒的因素可能是因為腳碰撞、踢、撞擊到物體，而使得身體失去

平衡導致跌倒。影響絆倒的原因可能是視線照明不良、路徑雜亂、地毯沒有鋪平、裸

露的管線、地面的蓋子沒蓋好或是凹凸不平的路面等等。當然還有部份滑倒、絆倒以

外原因造成的跌倒，是因為個人身體因素造成，如下肢支撐能力不足、半規管因素或

其他生理因素所造成的失去平衡跌倒。 

因此，影響跌倒發生環境因素可能包括地面不平、表面摩擦力不足、行進動線中

出現障礙物、空間受限、光線或照明不足等影響到人員對週遭環境的判斷。此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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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為個人對維持身體平衡的能力，以及對環境或工作流程不熟悉，甚至於個人年

齡、體能狀態及鞋底防滑功能不佳而致跌倒。 

跌倒可能造成身體各部位及不同程度的傷害，甚至可能因為跌倒而導致由高處墜

落或因此而陷入危險的工作環境中而遭到燒燙傷、撞擊或切割等傷害。跌倒很容易發

生於日常走路的過程中，當走路時，腳與地面之接觸可分為三個階段 [2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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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產生向前之滑行；當前腳跟著地發生滑溜的情形，身體在尋求平衡之

過程中，腳踝關節將本能地迅速轉動，使鞋底與地面完全接觸，以阻止滑溜繼續發生

[31]。當滑溜速度過快，以至於腳踝關節反應不及或摩擦力無法於滑行一定距離內停止

滑溜，則跌倒之機率大增。在腳掌貼地至腳尖離地期間，腳掌與腳尖會對地面施予一

向後之推力，此推力若大於腳底與地面間之摩擦力，則會產生向後滑溜的傾向。行走

時腳對地面的作用力可以測力板(force platform)量測，測力板量得的水平力與垂直力的

比值(FH/FV)代表腳與地面接觸時的摩擦需求(friction demand)，而以儀器量得的鞋與地

板間的摩差係數是該介面的摩擦供應量，若摩擦供應量低於摩擦需求量，則容易發生

跌倒。 

Burnfield & Powers (2006)招募 52 位成年的受測者(28 位男性、24 位女性)在乾燥

與有油污的地板上進行步態實驗。他們分析了受測者腳在地板上肢運動學數據與由測

力板量得的摩擦需求量，他們分別以摩擦供應量(摩擦係數)與摩擦供應量減摩擦需求量

兩項當作自變數來預測滑倒發生的機率[32]。 

地板表面被水或其他液體覆蓋時，鞋底與地板接觸前必須排除兩接觸面間的液

體，鞋底下壓排除液體所需要的時間會影響摩擦量測值。因此，濕地板比乾地板不抗

滑是大家普遍的認知。Moore (1972)提出壓縮薄膜公式來解釋排除液體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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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為液體厚度由最初之 h0 降至 h 所需時間 

         FN為垂直作用力 

         K 為由下壓平面形狀決定之函數 

         μ為液體之黏度(viscosity) 

         A 為下降物體之面積 

上式中，最初之液體厚度愈大則下降所需時間愈長(與
2
0

1

h
 成正比)，水與其他液

體在週邊沒有限制的條件下在地面之最大厚度為由其表面張力形成之液體厚度。此

外，下降時間也與液體之黏度成正比，與接觸面積之平方成正比。黏滯性愈高之物體，

t 愈大，鞋底面積愈大，t 也愈大，至於下降時之垂直作用力則與下降所需時間成反比

[33]。 

地板表面被水或其他液體覆蓋時，摩擦係數會降低不只有理論的支持，也是許多

實證研究的結論 [34-37,21,23,26]。Hanson et al. (1999)曾在乾、濕及肥皂水覆蓋之三種

狀況下之合成乙烯地板(vinyl composite)量得動摩擦係數分別為 1.12、0.64 與 0.16。當

地面上有水、清潔濟溶液、油或其他液體時，這些液體會在鞋底踏上地板之瞬間延滯

鞋底與地板之接觸，在兩接觸面間之液體未被排除之前，摩擦力無法產生，因此抗滑

性會顯著的降低。除了液體外，地板上的固體也會影響地板的摩擦係數[38]。Li et al. 

(2007)曾在實驗室以台灣校園常採用的三種地磚進行在乾、濕、有固體顆粒的條件下進

行摩擦量測與分析[26]。研究結果發現有水或固體顆粒的條件下，地板都會有摩擦係

數下降的現象，他們並以下式來計算摩擦損失: 

 摩擦損失 = (COF 乾地板 – COF 物體汙染地板)/COF 乾地板 × 100% 

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溼地板的摩擦損失介於 2.4%到 90.5%之間，而有固體顆粒的

地板之摩擦損失則介於 70.6%到 92.4%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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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資料可知，固體、液體污染物是普遍存在於工作現場之危害因子，勞工安

全衛生研究所 99 年度執行『污染物對鞋與地板間抗滑性影響研究』，採用 BM II 探討

固體物與液體對於地板摩擦係數之影響，以瞭解影響跌倒之因子。研究結果發現以地

板表面物體對摩擦係數的影響最大，其次為鞋材的特性，最後為地板之粗糙度。101

年度之「工作場所現場地板抗滑性評估與問卷調查研究案」中亦發現，當工作現場地

板上存在污染物存在時，現場之摩擦係數值將有明顯的下降；在職場法院訴訟判例中

亦顯示出現場的環境狀況是造成許多跌倒糾紛的因素。 

跌倒已是造成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由危害發生的原因尋

求預防與控制方法是必要的，因此 Tuominen 與 Saari(1982)便指出找出影響意外事件發

生與否的因素，是避免職業意外的基礎[39]。從安全管理的觀點而言，跌倒危害預防

可由「不安全的環境」及「不安全的行為」來進行分析。一般而言，工作場所或工作

環境對於跌倒的預防可由環境整頓及工作規範方式來進行預防，其中如地面防滑、障

礙物排除、定期清理維護等環境整頓措施可用來改善「不安全的環境」，而工作規範

則可用來避免「不安全的行為」。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100 年度執行『三種摩擦測試

儀之防滑測試比較』調查並提出『職場滑倒危害預防標準草案』，此草案中第六條規

定『對於走路與一般活動的工作場所，雇主應提供具有足夠抗滑性的地面以避免跌倒

事故之發生。此足夠之抗滑性係指一般水平乾地面狀態下具有 0.5 以上的靜摩擦係數。

對於勞工須經常從事推、拉、人工物料處理、或跑步之地面區域，雇主應提供更高的

地面抗滑性。超過 5 度以上的斜坡道應提供 0.8 以上的靜摩擦係數。』 條文中之以平

地摩擦係數 0.5 與斜坡道摩擦係數 0.8 作為防滑安全標準，此標準應針對現有職場地板

環境加以評估，以探討其適用性。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於 101 年度執行『工作場所現

場地板抗滑性評估與問卷調查研究案』，該研究提出了『工作場所滑倒危害預防管理

指引』草案，然該研究調查之行業為依據勞動檢查年報之統計數據所篩選，其跌倒風

險、嚴重性與事故損失並未經勞保理賠數據比對與驗證。因此，分析滑倒高風險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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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類型與高風險行業別，並建立預防管理措施是有助於『工作場所滑倒危害預防管

理指引』之增補，故藉由分析職業災害個案，從中分析出跌倒事故的主要情境，有其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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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文獻收集與探討 

本研究初期以文獻收集與整理開始，文獻收集包括學術研討會與期刊論文、技術

研究報告、及關於跌倒危害暴露因子之收集。此部份資料之搜集將有助於探討跌倒原

因之分類，以及後續跌倒個案之情境分析。 

第二節 勞保資料庫跌倒高風險行業分析 

本研究除了透過文獻整理跌倒危害因子外，亦將利用勞保資料庫來進行跌倒職災

事故進行跌倒高風險行業之資料分析，預期由近五年以上的勞保資料庫分析出高跌倒

風險行業(大、中、小)、及不同行業別中主要受傷性別、年齡、主要傷病類型、事故原

因、給付類別及核定金額等跌倒職災案件之分析。此分析有助於找出行業別與跌倒嚴

重程度之關聯性。此部份分析將從勞保資料庫進行資料探勘方式來進行，採用之資料

欄位包含事業單位之單位名稱、業別、縣市別及被保險人之性別、年齡、給付類別、

事故日期、事故原因、核定日數、核定金額、受傷部位、媒介物等欄位。 

第三節 勞保局之勞工保險給付申請個案情境分析 

Tuominen 與 Saari(1982)指出找出影響意外事件發生與否的因素，是避免職業意外

的基礎[39]。深入了解職業意外事故發生的原因，是避免職業意外事故的基礎，意外

事故的情境分析能提供預防對策的重要指標，因此必須整理職災資料，排除不必要的

資訊以重建事故的過程。Drury 與 Brill (1983)在情境分析中提到：情境包含演員(即傷

者)、道具(產品)、情景(環境)及情節(作業)等因素。而有用災害類型或情境分析必須符

合 (1)發生機率較大的六種情境有時可涵蓋 90%的意外事故；(2)每個情境都可對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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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以上可行的預防對策；(3)每個情境彼此互斥[40]。 

由於勞保資料庫所登錄之資料，並無跌倒職災事故之發生經過資料，因此再經由

勞保資料庫資料分析後，進一步利用勞工保險局之勞工保險給付申請書及勞工保險傷

病診斷書，透過個案之情境分析方式，分析台灣地區 2007 年至 2013 年 6 月因跌倒申

請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之跌倒職災個案以找出跌倒發生之原因，藉此區分出跌倒是

屬不安全行為、不安全環境、不安全設施、或是個人因素。跌倒危害因子之情境分析

不僅能協助找出工作場所跌倒危害暴露因子，對於找出跌倒之職災預防管理亦有幫

助，此分析結果將可作為跌倒預防管理措施之參考，同時亦可以找出跌倒事故與滑倒

事故之間的關聯性。 

本研究針對勞保資料庫跌倒職災勞工保險給付個案調閱與資料剖析，因礙於場地

與時間上之限制，主要是根據近 2007 至 2013 年 6 月之申請給付資料進行調閱。詳細

調閱資料之抽樣方式如表 1 所示。 

在死亡給付方面，根據資料庫資料顯示，死亡給付件數共有 68 筆，故死亡給付採

取全面調查之方式，針對個案進行案例之情境分析；而在失能給付方面，礙於場地限

制 100 年到 102 年之資料亦採取全面調查，而 97 年到 99 年之資料則採取抽樣 20%方

式進行，故失能給付共有 429 件；至於傷病給付部份，因受限於場地因素，102 年將抽

樣 600 筆，而 100 年及 101 年則抽樣 5%，97 年至 99 年則是抽樣 1%。在失能給付及

傷病給付之抽樣基礎為依據傷害損失日數高低做為抽樣基楚，優先考慮高損失日數、

或嚴重性較高的個案為主。最後，本研究共調閱出付 1,797 份個案資料，其中在失能部

份共抽樣 345 份、死亡抽樣 57 份、傷病給付抽樣 1,39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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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7-102 年跌倒職業傷病給付件數與樣本數 

年份 死亡給付 死亡抽樣 死亡實調 失能給付 失能抽樣 失能實調 傷病給付 傷病抽樣 傷病實調

97 10 10 10 113 23 21 5064 51 45 

98 13 13 10 142 29 23 5029 51 50 

99 17 17 17 123 25 24 5179 52 48 

100 11 11 8 129 129 113 5829 292 280 

101 13 13 12 148 148 103 5618 281 269 

102 

(1-6 月) 
4 4 4 82 82 61 2515 700 697 

總計 68 68 57 737 439 345 29234 1433 1395 

全部實調 1797 

註：抽樣部份以損失日數較高之案例為主進行抽樣 

第四節 職災個案現場訪視與現場摩擦係數量測 

此部份針對曾發生跌倒職業災之事業單位進行現場訪視。藉由對工作場所進行跌

倒危害評估，瞭解工作場相關的跌倒危害因子及工作現場跌倒預防措施與管理問題；

同時並由專業人員對工作現場進行摩擦係數量測，以對現場工作環境做安全性之評

估，藉此進一步確認職災個案發生跌倒之因素。現場訪視與調查總計量測 15 個場次。

15 個現場訪視的場所將選取曾發生過死亡、失能傷害、或較嚴重傷害的跌倒場所進行。

工作場所現場地板摩擦係數量測將採用Brungraber Mark II (BM II或MK II)量測器來進

行，量測時依照 ASTM F1677 標準[41]，採用標準 Neoloite 測試片進行。每個場次將

依現場狀況擬定量測策略，每場選取三個區域，每個區域至少量測 8 個量測點，以評

估跌倒職災個案發生之環境因子。經由現場訪視與現場量測結果，可做為『職場滑倒

危害預防標準草案』之修訂及『工作場所滑倒危害預防管理指引』之增補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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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 

由勞保局資料庫所篩選出之所有跌倒職災個案資料將以敘述統計方式呈現，預計

將針對行業別(大、中、小)、性別、年齡、給付類別、受傷部位、媒介物等因參數進行

次數 

分配及交叉分析，找出行業別與跌倒職災個案特性之關聯分析。 

在勞保局之勞工保險給付申請個案方面，將以情境分析方式來進行，藉由情境分

析深入了解職業意外事故發生的原因，找出避免職業意外事故的關鍵要素，分析將以

Drury 與 Brill(1983)在情境分析中提到之四個因素：情境包含演員(即傷者)、道具(產

品)、情景(環境)及情節(作業)來進行。最後利用敘述統計方式找出跌倒職災之危險因

子，及分析致死與非致死跌倒職災之危害因子。 

在職災個案現場訪視與現場摩擦係數量測方面，以描述方式敘述職災個案現場之

相關狀態，同時利用現場量測之摩擦係數值區別出主要跌倒職災之發生風險。 

第六節 座談會與宣導 

本研究共辦理兩場專家座談會議及兩場跌倒職災案例宣導會。專家座談會討論跌

倒案例分析之方法與結果，作為研擬不同情境之滑倒危害預防策略與管理方法之參

考。每場專家座談會邀集學者、專家至少六人進行座談討論。宣導會則邀集業界勞工、

安全衛生管理人員、工程設計人員進行跌倒案例介紹與討論、案例之預防對策等議題

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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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勞保資料庫跌倒事故分析 

行政院主計處每隔 5 年會隨著行業別特性改變而修正行業別分類標準，民國 90 年

為第七次修訂，而民國 95 年為第八次修訂，而目前最新公告之行分類為 100 年修訂之

第九次修訂標準。其中第七次與第八次之修訂有較大幅度的調整，民國 90 年之第七次

修訂，共分 16 大類、82 個中分類及 259 個小類與 605 個細類；而民國 95 年之第八次

修訂，共分 19 大類、89 個中分類及 254 個小類與 551 個細類。而於 100 年完成之我國

行業標準分類第 9 次修訂。因鑑於分類體系已臻完備，故第九次修訂之大、中類架構

與第 8 次修訂相同。 

本研究分析之資料為 96 年到 102 年 6 月之資料，但跟據勞保職災申請記錄資料顯

示，96 年至 101 年之資料內容仍是以 90 年所做之第七次修訂之分類為基礎，而 102

年 1 月到 6 月之資料，是以民國 100 年修訂之第九次修訂做為分類基礎，故本研究因

應資料庫所呈現之資料分別將 96 年到 101 年資料之行業別分類仍以民國 90 年之中華

民國行業分類標準為基楚來進行跌倒事件之統計分析(共分 16 大類、82 個中分類及 259

個小類與 605 個細類)。而 102 年 1 月到 6 月之資料，其行業別分類以民國 102 年之中

華民國行業分類標準為基楚來進行跌倒事件之統計分析(共分 19 大類、89 個中分類及

254 個小類與 551 個細類)。在勞保資料庫跌倒職災事故資料分析將分別針對 96-101 年

資料與 102 年 1 月到 6 月資料個別進行分析，而此部份資料主要是以申請勞保給付之

「失能給付」、「死亡給付」與「傷病給付」三個類型中之跌倒「職災傷害」為資料

分析對象。 

在 96 年到 101 年間申請勞保職業災害給付總計有 32,424 件，其中死亡給付有 78

件、失能給付有 796 件，而傷病給付有 31,550 件。死亡之平均損失月數為 28.6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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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給付金額為 86,913,195 元；而失能給付平均損失日數為 367.36 日，總給付金額為

233,324,004 元；至於傷病給付平均損失日數為 58.78，總給付金額為 1134,850,821，

96-101 年總給付金額為 1,455,088,020 元。 

從性別來看，無論是在死亡給付、失能給付或傷病給付，都是男性多於女性(參考

表 2)。再從年齡分佈來看，民國 96-101 年跌倒職災案例平均年齡為 45.86 歲，男性年

齡稍高於女性年齡，其中女性勞工的發生案例主要發生在 50-59 歲之間，而男性則是

較常發生於 45-54 歲之間，故整體而言，年齡在 45 歲-59 歲之間的勞工其發生跌倒事

件案件較多。 

表 2、96-101 年勞保資料庫性別與職災給付類型及年齡分佈 

女 男 不詳 總計 
項目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死亡給付 0.1% 0.4% 0.4% 0.2%

失能給付 1.9% 3% 2.9% 2.5%

傷病給付 98.1% 96.6% 96.7% 97.3%
給付類別 

總件數 46.9% 52.4% 0.7% 100%

15-19 0.6% 1% 0.4% 0.8%

20-24 2.6% 3.5% 16.6% 3.3%

25-29 4.9% 8.2% 20.3% 6.7%

30-34 6.6% 10.5% 22.4% 8.7%

35-39 7.6% 11.4% 19.9% 9.7%

40-44 9.7% 13.6% 8.7% 11.7%

45-49 15.5% 16.1% 4.2% 15.7%

50-54 21.8% 16.5% 3.7% 18.9%

55-59 20.6% 12.4% 2.9% 16.2%

60-64 8.3% 5.5% 0.8% 6.7%

65 以上 2.1% 1.5% 0% 1.8%

年齡 

平均年齡 44 歲 48 歲 36 歲 4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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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至表 5 為不同行業別大、中、小分類跌倒事件分析。由表 3 發現，產業間比

較以製造業發生跌倒的頻率最高(26.4%)，其次為營造業(22.2%)，批發及零售業名列第

三(13.7%)，其他服務業(支援服務業、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等之其他服務業)發

生跌倒比例也高達 12.4%，住宿及餐飲業排名第五(8.1%)。從死亡給付案件來看，製造

業、營造業及運輸、倉儲及通信業、批發及零售業、其他服務業是發生跌倒死亡職災

的前五大行業；而發生失能給付之跌倒案例之前五大行業分別為營造業、製造業、其

他服務業、批發及零售業與倉儲及通信業；至於傷病給付之職災案件之前五大行業則

是分別為製造業、營造業、批發及零售業、其他服務業與住宿及餐飲業。故發生死亡

及傷病給付職災大行業主要為製造業，而發生失能給付之大行業別為營造業(參考表 3)。 

表 3、96-101 年資料庫大行業跌倒職災分佈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傷病給付 總計 
大行業類別 

佔死亡百分比 佔失能百分比 佔傷病百分比 佔全體百分比 

不動產及租賃業 0% 0.8% 1.0% 1.0%

公共行政業 5.1% 2.4% 0.5% 0.6%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1.3% 1.6% 1.8% 1.8%

水電燃氣業 0% 0.4% 0.1% 0.1%

住宿及餐飲業 2.6% 6.0% 8.2% 8.1%

批發及零售業 11.5% 9.1% 13.8% 13.7%

其他服務業 7.7% 13.3% 12.4% 12.4%

金融及保險業 0% 1.8% 0.9% 0.9%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 2.0% 1.8% 1.8%

教育服務業 0% 1.5% 0.8% 0.8%

農、林、漁、牧業 6.4% 6.1% 2.4% 2.5%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14.1% 6.9% 5.6% 5.7%

製造業 29.5% 22.7% 26.5% 26.4%

營造業 20.5% 23.2% 22.2% 22.2%

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 1.3% 2.0% 1.9% 1.9%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 0.1% 0.1%

全行業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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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為中行業類別跌倒職災給付前十大中行業分配情形。整體而言，在 82 個中行

業分類中，建築工程業(10.4%)是主要發生跌倒的行業，其次為批發業(8.2%)，第三為

餐飲業(6.8%)。若以死亡給付之職災事件來看，土木工程業、陸上運輸業、零售業及漁

業是在 82 個中分類行業中發生死亡之跌倒事故比例較高的行業；至於發生跌倒而造成

失能之中分類行業，以建築工程業為主要(佔 8.8%)，其次為未分類其他服務業(6.5%)，

第三為建物裝修及裝潢業(5.3%)；而在傷病給付方面之跌倒職災中分類行業仍是以建築

工程業為主(10.5%)，其次為批發業(8.3%)，第三是餐飲業(6.8%)。 

表 5 則是以 259 個小行業做為分析比較基礎，在死亡給付之跌倒職災事件中，土

木工程業及漁撈業是發生死亡事件的高風險行業；從失能給付與傷病給付之跌倒職災

事件來看，建築工程業、建物裝修及裝潢業與餐館業則是發生失能與傷病之職災事故

之高風險行業。故整體而言，建築工程業(10.4%)、餐館業(6.5%)、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4.5%)在 259 個小行業中，是發生跌倒的主要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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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6-101 年資料庫中行業跌倒職災分佈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傷病給付 總計 

中行業前五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五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五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五名 百分比 

土木工程業 6.4% 建築工程業 8.8% 建築工程業 10.5% 建築工程業 10.4% 

陸上運輸業 6.4%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6.5% 批發業 8.3% 批發業 8.2% 

零售業 6.4%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5.3% 餐飲業 6.8% 餐飲業 6.8% 

漁業 6.4% 餐飲業 5.2%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6.2%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6.2% 

公務機關及國防事

業 
5.1% 批發業 5.0% 零售業 5.6% 零售業 5.5% 

 

表 5、96-101 年資料庫小行業跌倒職災分佈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傷病給付 總計 

小行業前五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五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五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五名 百分比 

土木工程業 6.4% 建築工程業 8.8% 建築工程業 10.5% 建築工程業 10.4% 

漁撈業 6.4%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5.3% 餐館業 6.5% 餐館業 6.5% 

汽車客運業 5.1% 餐館業 5.2%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4.5%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4.5% 

建築工程業 5.1%
機電、電信、電路

及管道工程業 
4.4%

機電、電信、電路

及管道工程業 
3.8%

機電、電信、電路及

管道工程業 
3.8% 

公務機構 3.9% 漁撈業 4.0%
其他金屬製品製造

業 
3.4%

其他金屬製品製造

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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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為 96-101 年資料庫不同大行業別中不同性別之職災比例結果，其中行

業別之分類以 90 年之 16 類大分類進行比較分析。就女性勞工而言，排名前五名

之跌倒行業分別為製造業(24.6%)、其他服務業(17.1%)、批發及零售業(14.4%)、

營造業(13.70%)與住宿及餐飲業(12.3%)為主；而男性則是以營造業(30%)為主要

發生跌倒職災事件之行業，其次為製造業(27.4%)，排名第三名為批發及零售業

(13.1%)，運輸、倉儲及通信業(8.3%)與其他服務業(8.3%)則分別排名第四與第五

位。整體而言，製造業則是發生跌倒事故的主要行業(佔 26.4%)，其次是營造業

(22.2%)，排名第三至第五位則分別為批發及零售業(13.7%)、其他服務業(12.4%)

與住宿及餐飲業(8.1%)。 

表 6、96-101 年資料庫不同性別與大行業別跌倒職災分佈 

女 男 性別不詳 總計 
大行業類別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不動產及租賃業 1.2% 0.9% 0% 1.0% 

公共行政業 0.7% 0.5% 0% 0.6%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

務業 
2.6% 1.2% 1.7% 1.8% 

水電燃氣業 0% 0.1% 0% 0.1% 

住宿及餐飲業 12.3% 4.4% 4.3% 8.1% 

批發及零售業 14.4% 13.1% 7.1% 13.7% 

其他服務業 17.1% 8.3% 7.1% 12.4% 

金融及保險業 1.5% 0.4% 0% 0.9%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1.9% 1.6% 2.1% 1.8% 

教育服務業 1.3% 0.4% 0% 0.8% 

農、林、漁、牧業 2.5% 2.5% 0.4% 2.5%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2.8% 8.3% 1.7% 5.7% 

製造業 24.6% 27.4% 66% 26.4% 

營造業 13.7% 30% 6.2% 22.2% 

醫療保健及社會福

利服務業 
3.4% 0.6% 2.9% 1.9%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1% 0.4% 0.1% 

全行業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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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及表 8 則是分別從 82 個中分類與 259 個小分類之不同性別職災比較結

果。從表 7 之中分類結果而言，女性勞工在中分類行業中，以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發生跌倒職災的比例最高(10.8%)其次為餐飲業(10.0%)與建築工程業(8.5%)；男

性勞工則是以建築工程業發生跌倒職災事故的比例最高(佔 12.3%)，超過 10%，

其次為批發業的 8.2%，排名第三的則為金製品製造業的 6.8%。整體而言，在 82

個中分類行業中，前三名跌倒職災事故的行業分別為建築工程業、批發業及餐飲

業，其職災比例分別為 10.4%、8.2%與 6.8%。 

表 7、96-101 年資料庫不同性別與中行業別跌倒職災分佈 

女生 男生 性別不詳 整體中行業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未分類其他服

務業 
10.8% 建築工程業 12.3% 

金屬製品製造

業 
10.0% 建築工程業 10.4% 

餐飲業 10.0% 批發業 8.2% 
食品及飲料製

造業 
10.0% 批發業 8.2% 

建築工程業 8.5% 
金屬製品製造

業 
6.8% 

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 
8.7% 餐飲業 6.8% 

批發業 8.1% 

機電、電信、電

路及管道工程

業 

6.2% 
非金屬礦物製

品製造業 
7.1% 

未分類其他服

務業 
6.2% 

零售業 6.3% 
建物裝修及裝

潢業 
5.9% 

電子零件組件

製造業 
5.8% 零售業 5.5% 

食品及飲料製

造業 
5.4% 陸上運輸業 5.1% 批發業 5.0% 

金屬製品製造

業 
5.5% 

金屬製品製造

業 
4.0% 零售業 4.9% 紡織業 3.7% 

建物裝修及裝

潢業 
4.5% 

支援服務業 3.0% 
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 
4.3% 金屬基本工業 3.7% 

食品及飲料製

造業 
4.1% 

建物裝修及裝

潢業 
3.0% 餐飲業 4.0% 

紙漿、紙及紙製

品製造業 
3.7% 

機電、電信、

電路及管道工

程業 

3.8% 

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 
2.4% 土木工程業 3.2% 

餐飲業 /土木工

程業 
3.3% 

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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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為 259 個小分類行業之比較結果，在 259 個小分類之行業別中，女性勞

工發生跌倒職災事故的前三名行業為餐館業(9.6%)、建築工程業(8.5%)與其他個

人服務業(5.1%)；而男性勞工在小行業之行業別中，發生跌倒事故的前三名行業

依序為建築工程業(12.4%)、機電、電信、電路及管道工程業(6.2%)、建物裝修及

裝潢業(5.9%)，男性勞工在建築工程業發生跌倒事故的比例超過 10%。整體而

言，建築工程業是在小行業分類中，發生跌倒事故比例最高的行業，佔全部勞工

的 10.4% ，其次則是餐館業(佔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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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6-101 年資料庫不同性別與小行業別跌倒職災分佈 

女生 男生 性別不詳 整體小行業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餐館業 9. 6% 建築工程業 12.4% 
其他金屬製品

製造業 
7.1% 建築工程業 10.4% 

建築工程業 8.5% 

機電、電信、

電路及管道工

程業 

6.2% 
其他電子零組

件製造業 
5.0% 餐館業 6.5% 

其他個人服務

業 
5.1% 

建物裝修及裝

潢業 
5.9% 

其他機械製造

修配業 
4.6% 

建物裝修及裝

潢業 
4.5% 

理髮及美容業 4. 0% 
其他金屬製品

製造業 
3.9% 

其他食品製造

業 
4.2% 

機電、電信、

電路及管道工

程業 

3.8% 

支援服務業 3.0% 餐館業 3.7% 餐館業 3.3% 
其他金屬製品

製造業 
3.4% 

建物裝修及裝

潢業 
3.0% 

其他機械製造

修配業 
3.2% 土木工程業 3.3% 支援服務業 3.1% 

其他金屬製品

製造業 
2.7% 土木工程業 3.2% 鋼鐵基本工業 3.3% 

其他個人服務

業 
3.0% 

其他食品製造

業 
2.7% 支援服務業 3.2% 支援服務業 2.90% 

其他機械製造

修配業 
2.6% 

旅館業 2.3% 汽車客運業 2.7% 

罐頭、冷凍、

脫水及醃漬食

品製造業 

2.9% 理髮及美容業 2.0% 

其他工業製品

製造業 
2.1% 其他營造業 2.4% 

水泥及水泥製

品製造業/紙漿

製造業 

2.9% 
其他食品製造

業 
2.0% 

表 9 顯示 96-101 年不同行業別中不同年齡之比例發生結果，從表得知 45 歲

到 54 歲是跌倒事故發生最為頻繁的年紀，特別是在 50 歲到 54 歲之間的勞工，

且從事公共行政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水電氣業、住宿及餐镅業、批發

及零售業、其他服務業、教育服務業、農、林、漁、牧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製造業、營造業、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等十二個大行業之勞工，發生跌倒

職災事故之主要年紀發生在 50 歲到 54 歲之間。 



25 

表 9、96-101 年資料庫大行業類別與年齡分佈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 以上 總計 
大行業名稱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不動產及租賃業 0.3% 2.7% 5.1% 8.1% 12.0% 12.3% 17.1% 13.8% 15.3% 8.4% 5.1% 100% 

公共行政業 0% 1.6% 0.5% 2.7% 3.2% 10.1% 15.4% 28.2% 26.1% 7.5% 4.8% 100%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1.5% 7.7% 10.3% 8.6% 7.2% 10.3% 16.3% 17.0% 14.8% 5.4% 1.0% 100% 

水電燃氣業 0% 4.2% 4.2% 0% 0% 33.3% 8.3% 33.3% 12.5% 0% 4.2% 100% 

住宿及餐飲業 3.0% 6.6% 7.2% 7.3% 7.3% 9.2% 14.4% 18.3% 17.4% 7.5% 1.7% 100% 

批發及零售業 1.2% 5.0% 9.8% 11.4% 12.4% 13.3% 13.4% 15.7% 11.8% 4.8% 1.3% 00% 

其他服務業 0.5% 1.8% 5.0% 6.1% 8.3% 10.2% 16.0% 20.1% 20.1% 9.3% 2.6% 100% 

金融及保險業 0.3% 1.7% 9.0% 9.7% 13.7% 14.3% 21.3% 18.3% 10.0% 1.0% 0.7% 1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7% 5.3% 8.6% 12.4% 11.8% 14.1% 14.4% 12.5% 2.7% 5.5% 2.1% 100% 

教育服務業 0% 2.3% 9.7% 9.0% 10.5% 12.5% 11.3% 19.8% 14.4% 6.2% 4.3% 100% 

農、林、漁、牧業 0.3% 0.4% 2.9% 5.8% 7.0% 12.0% 16.00% 21.8% 18.4% 10.9% 4.8% 100%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0.2% 1.9% 6.4% 10.9% 11.6% 13.5% 15.6% 17.3% 15.8% 6.0% 0.9% 100% 

製造業 0.7% 2.9% 7.5% 9.7% 9.5% 11.7% 16.1% 19.1% 15.3% 5.7% 1.8% 100% 

營造業 0.2% 1.9% 4.4% 7.2% 9.5% 11.9% 17.1% 21.1% 17.9% 7.5% 1.3% 100% 

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 0% 4.6% 12.1% 13.5% 9.6% 11.4% 13.5% 13.8% 13.5% 7.2% 0.8% 10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4.4% 13.0% 13.0% 4.4% 8.7% 21.7% 17.4% 4.4% 13.0% 0% 100% 

全行業 0.8% 3.2% 6.7% 8.7% 9.7% 11.7% 15.7% 18.9% 16.2% 6.7% 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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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為不同給付類別之主要受傷部位，由表得知在死亡給付之跌倒案件

中，以頭部受傷為主要致死原因(74.4%)；因跌倒事件而造成失能者，足部是失

能主要受傷部(17.5%)，其次是膝部失能(9.1%)；而申請傷病給付都主要受傷部為

為足(18%)，其次分別為手(12.9%)、膝(10.4%)、背(8.8%)、肩(6.8%)。 

表 10、96-101 年資料庫主要受傷部位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傷病給付 
排名 

部位 百分比 部位 百分比 部位 百分比 

1  頭 74.4% 足 17.5% 足 18.0% 

2  胸 5.1% 膝 9.1% 手 12.9% 

3  全身 5.1% 腕 8.92% 膝 10.4% 

4  頸 2.6% 股 8.54% 背 8.8% 

5  其他 2.6% 腿 7.16% 肩 6.8% 

 

表 11 為不同給付類型發生跌倒之媒介物，造成死亡事故之主要媒介物除了

不能分類與其他媒介物之外，主要為樓梯、棧道(11.7%)而造成失能可辦識的媒

介物為樓梯、棧道(9.4%)包裝貨物(5.3%)，至於造成傷病主要的可辦識媒介物分

別為樓梯、棧道(9.4%)、已包裝貨物(5.3%)及水(6.3%)。故整體而言，樓梯、棧

道、已包裝貨物及水是造成跌倒的主要媒介物。 

表 11、96-101 年資料庫發生跌倒職災之媒介物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傷病給付 
排名 

媒介物 百分比 媒介物 百分比 媒介物 百分比 

1 其他 31.2% 其他媒介物 47.5% 其他媒介物 53.6% 

2 不能分類 20.8% 其他 15.6% 樓梯、棧道 10.9% 

3 其他媒介物 15.6% 樓梯、棧道 9.4% 其他 8.7% 

4 樓梯、棧道 11.7% 已包裝貨物 5.3% 已包裝貨物 8.0% 

5 

未包裝機械/

其他設備/通

路/營建物 
2.6% 不能分類 4.9% 水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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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呈現了 16 大類行業不同受傷部位，由表中可發現在所有 16 大類行業

中，除了水電燃氣業的受傷主要部位為頭/指(16.7%)及礦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的手/

膝(17.4%)之外，其他 14 大類行業的主要受傷部位是在足部。整體行業而言，前

五大主要受傷部位為足(17.9%)、手(12.7%)、膝(10.4%)、背(8.7%)及肩(6.7%)。 

表 12、96-101 年資料庫不同大行業類別主要受傷部位 

排名

行業別 
1 2 3 4 5 

不動產及租賃業 足(21.9%) 手(16.8%) 膝(9.0%) 腿/頭(5.7%) 股(4.8%) 

公共行政業 足(18.6%) 手(17.0%) 膝(9.0%) 頭(8.5%) 腿(6.9%)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

務業 
足(20.2%) 背(10.6%) 膝(9.9%) 手(8.7%) 腕(7.2%) 

水電燃氣業 頭/指(16.7%) 手(12.5%) 
足/腕/臀/胸/頸

(8.3%) 
腿/臉頰/眼睛

(4.2%) 
- 

住宿及餐飲業 足(15.4%) 手(14.7%) 背(10.4%) 膝(10.3%) 肩(7.1%) 

批發及零售業 足(19.3%) 手(11.0%) 膝(10.7%) 背(9.5%) 肩(7.1%) 

其他服務業 足(18.3%) 手(13.0%) 膝(11.4%) 背(9.2%) 肩(7.1%) 

金融及保險業 足(26.3%) 手/膝(10.3%) 背(9.3%) 腿/肘(6%) 腕(4.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足(20.2%) 手(12.5%) 膝(9.7%) 背(7.9%) 腿(6.5%) 

教育服務業 足(19.5%) 手(14.8%) 膝(8.2%) 背/肘(6.2%) 腕(5.8%) 

農、林、漁、牧業 足(19%) 手(14.4%) 背/腿(8.5%) 膝(7.1%) 肩(6.3%)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足(20.7%) 手(12.5%) 膝(9.16%) 背(7.7%) 腿(6.7%) 

製造業 足(16.4%) 手(12.3%) 膝(10.2%) 背(9.3%) 肩(8.03%) 

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

服務業 
足(20.9%) 手(12.9%) 膝(12.2%) 背(9.5%) 頭(5.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手/膝(17.4%) 腿(13.0%) 足/背(8.7%)
頭/肩/肘/股/上
膊/胸/前膊/肋

骨(4.4%) 
- 

全行業 足(17.9%) 手(12.7%) 膝(10.4%) 背(8.7%) 肩(6.7%) 

 

表 13 則為不同大行業類別發生跌倒事故之媒介物，在所有的 16 大分類行業

別中，樓梯、棧道、水、已包裝貨物是大部份行業別發生跌倒事件的主要媒介物。

公共行政業除了前三項媒介物外，營建物亦是前 5 名內的主要媒介物；水電燃氣

業則尚有木材、竹料/手工具等媒介物。至於農、林、漁、牧業的其他主要媒介

物為有船舶裝卸裝置；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的前五名媒介物中則尚有石頭、砂、小

石子及動力鏟類設備與引火性物質等三項媒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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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96-101 年資料庫不同大行業類別發生跌倒職災之媒介物 

 排名 

行業別 
1 2 3 4 5 

不動產及租賃業 其他媒介物(55.1%) 樓梯、棧道(17.7%) 水(10.5%) 其他(8.4%) 已包裝貨物(2.1%) 

公共行政業 其他媒介物(64.4%) 其他(14.9%) 樓梯、棧道(6.4%) 水(3.7%) 
營 建 物 / 不 能 分 類

(2.7%)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

務業 
其他媒介物(60.8%) 樓梯、棧道(11.1%) 其他(6.6%) 已包裝貨物(6.1%) 水(5.*%) 

水電燃氣業 其他媒介物(41.7%) 水(16.7%) 
樓 梯 、 棧 道 / 其 他

(12.5%) 
可燃性物質(8.3%) 

木材、竹料 /手工具

(4.2%) 

住宿及餐飲業 其他媒介物(67.7%) 水(15.0%) 樓梯、棧道(8.6%) 已包裝貨物(3.3%) 其他(2.3%) 

批發及零售業 其他媒介物(53.4%) 已包裝貨物(13.8%) 樓梯、棧道(11.6%) 其他(6.4%) 水(6.3%) 

其他服務業 其他媒介物(63.4%) 樓梯、棧道(10.7%) 水(9.0%) 其他(6.4%) 已包裝貨物(3.7%) 

金融及保險業 其他媒介物(51.3%) 樓梯、棧道(30.0%) 其他(7.3%) 水(6%) 不能分類(2.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其他媒介物(57.3%) 樓梯、棧道(17.2%) 其他(7.0%) 水(5.3%) 已包裝貨物(4.4%) 

教育服務業 其他媒介物(66.9%) 樓梯、棧道(15.2%) 其他(5.1%) 水(4.7%) 已包裝貨物(2.0%) 

農、林、漁、牧業 其他媒介物(66.3%) 已包裝貨物(6.5%) 水(6.3%) 船舶裝卸裝置(5.8%) 其他(5.4%)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其他媒介物(47.1%) 已包裝貨物(12.9%) 其他(11.2%) 樓梯、棧道(9.4%) 水(4.4%) 

製造業 其他媒介物(55.6%) 已包裝貨物(9.6%) 樓梯、棧道(9.3%) 其他(8.1%) 水(4.7%) 

營造業 其他媒介物(37.6%) 其他(16.0%) 樓梯、棧道(12.8%) 已包裝貨物(7.0%) 營建物(6.9%) 

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

服務業 
其他媒介物(63.8%) 樓梯、棧道(14.0%) 水(9.6%) 其他(4.6%) 已包裝貨物(2.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其他媒介物(65.2%) 其他(13.0%) 已包裝貨物(8.7%) 
石頭、砂、小石子

(4.4%) 

動力鏟類設備 /引火

性物質(4.4%) 

全行業 其他媒介物(53.4%) 樓梯、棧道(10.9%) 其他(8.9%) 已包裝貨物(7.9%) 水(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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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1 到 6 月申請勞保職業災害給付總計有 2,600 件，其中死亡給付有 4

件、失能給付有 82 件，而傷病給付有 2,514 件。死亡之平均損失月數為 40 個月，

總給付金額為 4,695,900 元；而失能給付平均損失日數為 347.20 日，總給付金額

為 27,324,488 元；至於傷病給付平均損失日數為 55.78，總給付金額為

93,657,172，102 年總給付金額為 125,677,560 元。 

從性別而言，無論是在死亡給付、失能給付或傷病給付，都是男性多於女性

(參考表 14)。再從年齡分佈來看，102 年之跌倒案例平均年齡為 46.22 歲，女性

平均發生跌倒年齡稍高於男性年齡，其中女性勞工的發生案例主要發生在 50-59

歲之間，而男性則是較常發生於 45-54 歲之間，故整體而言，年齡在 50 歲-59 歲

之間的勞工在 102 年發生跌倒事件的機率較高。 

表 14、102 年勞保資料庫性別與職災給付類型及年齡分佈 

女 男 總計 

項目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死亡給付 0.1% 0.2% 0.2%

失能給付 2.7% 3.6% 3.2%

傷病給付 97.2% 96.2% 96.7%
給付類別 

總計 48.6% 51.5% 10%

15-19 1% 1.2% 1.2%

20-24 2.9% 3.6% 3.3%

25-29 4.4% 7.1% 5.8%

30-34 6.9% 10.2% 8.6%

35-39 7.5% 12.8% 10.3%

40-44 8.3% 12.6% 10.5%

45-49 11.5% 15.0% 13.3%

50-54 22.6% 16.7% 19.6%

55-59 22.1% 13.1% 17.5%

60-64 10.2% 6.5% 8.3%

65 以上 2.2% 1.3% 1.7%

年齡 

平均年齡 48.20 歲 44.36 歲 46.2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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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為 102 年勞保給付之大行業別案件分配表發現該年 1 到 6 月以製造發

生跌倒的頻率最高(24.6%)，其次為營造業(20.0%)、批發及零售業發(13.2%)、住

宿餐飲(8.9%)及其他服務業(8.9%)為前五大行業。從死亡給付案件來看，支援服

務業、其他服務業及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是

102 年發生跌倒死亡職災的前五大行業；失能給付之跌倒案例之前五大行業則分

別為製造業、營造業、其他服務業、運輸及倉儲業與批發及零售業；傷病給付之

之前五大行業則是分別為製造業、營造業、批發及零售業、住宿及餐飲業與其他

服務業。故發生失能及傷病給付職災大行業主要為製造業(參考表 15)。 

表 15、102 年勞保資料庫不同給付類別大行業跌倒分佈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傷病給付 總計 
大行業類別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不動產業 0% 1.2% 1.2% 1.15%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0% 1.2% 0.6% 0.65%

支援服務業 25% 3.7% 4.5% 4.5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 1.2% 1.2% 1.23%

住宿及餐飲業 0% 6.1% 9.0% 8.88%

批發及零售業 0% 7.3% 13.4% 13.23%

其他服務業 25% 9.8% 8.8% 8.85%

金融及保險業 0% 0% 0.9% 0.8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5% 1.2% 1.9% 1.92%

教育服務業 0% 0% 0.8% 0.7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 0% 0.6% 0.62%

農、林、漁、牧業 0% 3.7% 1.8% 1.88%

運輸及倉儲業 0% 8.5% 6.3% 6.35%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0% 0% 0.2% 0.15%

製造業 0% 34.6% 24.3% 24.62%

營造業 0% 18.3% 20.1% 20.00%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5% 0% 2.6% 2.54%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0% 2.4% 1.8% 1.8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1.2% 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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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為中行業類別跌倒給付前十大中行業分佈。在 89 個中行業分類中，102

年 1 到 6 月專門營造業(9.2%)是主要發生跌倒的行業，其次為建築工程業(8.2%)，

第三名則為批發業(7.4%)。若以死亡給付事件來看，因截至 102 年 6 月 30 日止

以完成申請程序之個案僅 4 件，故以此分析得知，宗教、職業及類似組織，建築

物及綠化服務業、研究發展服務業、醫療保健服務業是在 89 個中分類行業中發

生死亡之跌倒事故的行業；發生跌倒而造成失能之中分類行業中，建築工程是主

要行業(佔 12.2%)，其次為未分類其他服務業(8.5%)，排名第三則有食品製造業、

陸上運輸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及餐飲業(均佔 6.1%)；而在傷病給付方面之跌倒中

分類行業以專門營造佔主要行業(9.4%)，其次建築工程業(8.7%)，排名第三則是

排發業(7.5%)。故在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之職災事件中，建築工程業是風險較高

的行業。 

表 17 則是以 254 個小行業做為分析比較基礎，在 102 年 1 月到 6 月的死亡

給付之跌倒事件中，其他組織、清潔服務業、診所與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是曾發

生死亡事件的高風險行業；而從失能給付跌倒事件來看，建築工程業、通用機械

設備製造業及餐館業則是發生失能與傷病之事故之高風險行業；而從傷病給付事

件來看，建築工程業、餐館業及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則是發生失能

與傷病之事故之高風險行業。故整體而言，建築工程業(8.8%)、餐館業(7.1%)、

建物裝修及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4.2%)是在 102 年 254 個小行業

中，是發生跌倒的主要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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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02 年勞保資料庫不同給付類型前十名中行業跌倒職災分佈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傷病給付 總計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宗教、職業及類似

組織 
25% 建築工程業 12.2% 專門營造業 9.4% 專門營造業 9.2% 

建築物及綠化服

務業 
25% 未分類其他服務

業 
8.5% 建築工程業 8.7% 建築工程業 8.8% 

研究發展服務業 25% 食品製造業 6.1% 批發業 7.5% 批發業 7.4% 

醫療保健服務業 25% 陸上運輸業 6.1% 餐飲業 7.4% 餐飲業 7.4% 

   機械設備製造業 6.1% 未分類其他服務

業 
6.8% 未分類其他服務

業 
6.9% 

   餐飲業 6.1% 零售業 5.9% 零售業 5.8% 

   批發業 4.9% 金屬製品製造業 5.4% 金屬製品製造業 5.4% 

   金屬製品製造業 4.9% 食品製造業 4.0% 食品製造業 4.1% 

   專門營造業 4.9% 陸上運輸業 3.3% 陸上運輸業 3.4% 

   木竹製品製造業 3.7% 機械設備製造業 2.5% 機械設備製造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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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02 年勞保資料庫不同給付類型之小行業前十名跌倒分佈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傷病給付 總計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其他組織 25% 建築工程業 12.2% 建築工程業 8.7% 建築工程業 8.8% 

清潔服務業 

25% 

通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 6.1%

餐館業 

7.2%

餐館業 

7.1% 

診所 

25% 

餐館業 

6.1%

機電、管道及其

他建築設備安裝

業 4.3%

機電、管道及其

他建築設備安裝

業 4.2% 

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 25% 其他食品製造業 4.9% 最後修整工程業 3.3% 最後修整工程業 3.3% 

      木竹製品製造業 3.7% 其他食品製造業 3.1% 其他食品製造業 3.6% 

      汽車客運業 3.7% 其他個人服務業 2.9% 其他個人服務業 2.8% 

      

金屬結構及建築組

件製造業 3.7%

其他金屬製品製

造業 2.6%

其他金屬製品製

造業 2.5% 

      

美髮及美容美體業

3.7%

美髮及美容美體

業 2.5%

美髮及美容美體

業 2.5% 

      

家事服務業 

3.7%

未分類其他製造

業 1.9%

通用機械設備製

造業 1.9% 

      

最後修整工程業 

3.7%

其他土木工程業

1.8%

未分類其他製造

業 /汽車客運業 /

其他土木工程業 1.8% 

 



34 

表 18 為 102 年 1 月到 6 月不同行業別中不同性別之職災比例結果。以女性

勞工而言，排名前五名之跌倒職災行業分別為製造業(24.7%)、批發及零售業

(13.8%)、住宿及餐飲業(12.9%)、其他服務業(12.9%)及、營造業(11.1%)為主；而

男性則是以營造業(28.4%)為主要發生跌倒事故之行業，其次為製造業(24.6%)，

第三為批發及零售業(12.7%)，運輸、倉儲業(8.7%)與住宿及餐飲業(5.2%)則分別

居第四與第五位。整體而言，製造業則是發生跌倒職災事故的主要行業(佔

24.6%)，其次則是營造業(20.0%)，排名第三至第五位則分別為批發及零售業

(13.2%)、住宿及餐飲業(8.9%)其他服務業(8.9%)。 

表 18、102 年勞保資料庫不同性別大行業類別職災分佈 

女 男 總計 
大行業類別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不動產業 1.0% 1.3% 1.2%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 0.3% 0.7%

支援服務業 4.1% 4.9% 4.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6% 0.9% 1.2%

住宿及餐飲業 12.9% 5.2% 8.9%

批發及零售業 13.8% 12.7% 13.2%

其他服務業 12.9% 5.1% 8.9%

金融及保險業 1.1% 0.6% 0.9%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8% 2.1% 1.9%

教育服務業 1.3% 0.2% 0.7%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6% 0.6% 0.6%

農、林、漁、牧業 1.4% 2.4% 1.9%

運輸及倉儲業 3.9% 8.7% 6.4%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0% 0.3% 0.2%

製造業 24.7% 24.6% 24.6%

營造業 11.1% 28.4% 20.0%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3% 0.9% 2.5%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2.8% 0.9% 1.8%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1% 0%

全行業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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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為 89 個中行業不同性別事故比較結果，從表 19 之中分類結果而言，

女性勞工在中分類行業中，以未分類其他服務業發生跌倒的比例最高(11.0%)其

次為餐飲業(10.2%)與建築工程業(7.1%)，零售業(7.0%)及批發業(6.8%)則分別排

名第四與第五名；男性勞工則是以專門營造業發生跌倒事故的比例最高(佔

14.40%)，其次為建築工程業(10.5%)，批發業的 8.0%排名第三，而金製品製造業

的 6.4%與陸上運輸業的 5.8%則分屬第四與第五名。整體而言，在 102 年的 89

個中分類行業中，前五名跌倒事故的行業分別為專門營造業、建築工程業、批發

業及餐飲業、未分類其他服務業，其職災比例分別為 9.2%、8.8%、7.4%、7.4%

與 6.9%。 

表 19、102 年勞保資料庫不同性別與中行業別前十大跌倒職災分佈 

女生 男生 整體中行業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中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未分類其他服

務業 
11.0% 專門營造業 14.4% 專門營造業 9.2%

餐飲業 10.2% 建築工程業 10.5% 建築工程業 8.8%

建築工程業 7.1% 批發業 8.0% 批發業 7.4%

零售業 7.0% 
金屬製品製造

業 
6.4% 餐飲業 7.4%

批發業 6.8% 陸上運輸業 5.8%
未分類其他服

務業 
6.9%

食品製造業 4.5% 零售業 4.7% 零售業 5.8%

金屬製品製造

業 
4.2% 餐飲業 4.7%

金屬製品製造

業 
5.4%

專門營造業 3.7% 食品製造業 3.7% 食品製造業 4.1%

其他製造業 3.4% 土木工程業 3.5% 陸上運輸業 3.4%

醫療保健服務

業/住宿服務業 
2.8% 

機械設備製造

業 
3.3%

機械設備製造

業 
2.6%

 

表 20 為 254 個小分類行業之比較結果。女性勞工發生跌倒事故的前五名行

業為餐館業(10.0%)、建築工程業(7.1%)與美髮及美容美體業(4.9%)、其他個人服

務業(4.1%)及其他食品製造業(3.7%)；而男性勞工在小行業之行業別中，發生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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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事故的前五名行業依序為建築工程業(10.5%)、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

裝業(7.2%)、餐館業(4.4%)、最後修整工程業(4.2%)與汽車客運業(3.3%)，其中男

性勞工在建築工程業發生跌倒事故比例超過 10%。整體而言，建築工程業

(8.8%)、餐館業(7.1%)、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4.2%)、最後修整工

程業(3.3%)與其他食品製造業(3.2%)是發生跌倒事故比例的前五行業。 

 

表 20、102 年勞保料庫不同性別小行業前十大跌倒職災分佈 

女生 男生 整體小行業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小行業前十名 百分比 

餐館業 10.0% 建築工程業 10.5% 建築工程業 8.8%

建築工程業 7.1% 

機電、管道及其

他建築設備安

裝業 

7.2% 餐館業 7.1%

美髮及美容美體

業 
4.9% 餐館業 4.4%

機電、管道及其他

建築設備安裝業 
4.2%

其他個人服務業 4.1% 
最後修整工程

業 
4.2% 最後修整工程業 3.3%

其他食品製造業 3.7% 汽車客運業 3.3% 其他食品製造業 3.2%

未分類其他製造

業 
2.9% 

其他土木工程

業 
3.2% 其他個人服務業 2.8%

短期住宿服務業 2.6% 
其他金屬製品

製造業 
2.8%

其他金屬製品製

造業 
2.5%

其他金屬製品製

造業 
2.3% 

其他專門營造

業 
2.7%

美髮及美容美體

業 
2.5%

最後修整工程業 2.3% 
其他食品製造

業 
2.6%

通用機械設備製

造業 
1.9%

清潔服務業 2.0% 汽車貨運業 2.5%

未分類其他製造

業/汽車客運業/其

他土木工程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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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為 102 年 1 到 6 月不同行業別中不同年齡之職災比例發生結果，從表

20 得知，50 歲到 59 歲是 102 年跌倒職災事故發生最為頻繁的年紀，特別是在

50 歲到 54 歲之間的勞工，且從事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支援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批發及零售業、教育服務業、其他服務業、金融及保險業、製造

業及營造業等大行對主要發生跌倒職災事故之主要年紀發生在 50 歲到 54 歲之

間。而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則主要發生在 55-59 歲

之間；運輸及倉儲業則主要發生在 45-49 歲，至於不動產業主要發生年齡則是

35-39 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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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02 年勞保資料庫大行業類別與年齡分佈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 以上 總計 
大行業名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不動產業 3.3% 3.3% 6.7% 3.3% 20.0% 16.7% 6.7% 10.00% 13.3% 10.0% 6.7% 100%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0% 0% 0% 0% 0% 11.8% 0 35.3% 11.7% 35.3% 5.9% 100% 

支援服務業 0% 3.4% 6.0% 4.3% 4.3% 8.6% 10.3% 24.8% 20.5% 12.0% 6.0% 10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 0% 0% 0% 9.4% 6.3% 15.6% 18.8% 28.1% 15.6% 6.3% 100% 

住宿及餐飲業 6.5% 9.1% 5.6% 8.7% 6.5% 11.3% 10.0% 16.0% 13.0% 12.6% 0.9% 100% 

批發及零售業 1.7% 6.1% 9.0% 12.8% 14.2% 9.9% 10.5% 16.6% 12.2% 5.8% 1.2% 100% 

其他服務業 1.3% 1.3% 3.0% 5.2% 10.0% 10.4% 16.5% 25.2% 18.7% 6.1% 2.2% 100% 

金融及保險業 0% 0% 13.6% 9.1% 22.7% 13.6% 4.6% 22.7% 9.1% 4.6% 0% 1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 6.0% 6.0% 6.0% 10.0% 16.0% 16.0% 16.0% 14.0% 8.0% 2.0% 100% 

教育服務業 0% 0% 5.3% 10.5% 10.5% 5.3% 15.8% 15.8% 21.1% 15.8% 0% 10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2.5% 6.3% 6.3% 12.5% 25.0% 0% 0% 12.5% 18.8% 0% 6.3% 100% 

農、林、漁、牧業 0% 2.0% 0% 8.2% 4.1% 20.4% 14.3% 12.2% 32.7% 4.1% 2.0% 100% 

運輸及倉儲業 0.6% 1.2% 4.2% 13.9% 9.7% 10.3% 19.4% 17.6% 15.2% 7.3% 0.6% 100%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0% 0% 0% 0% 25.0% 25.0% 25.0% 0% 25.0% 0% 0% 100% 

製造業 0.3% 2.2% 5.6% 8.0% 10.9% 9.5% 13.4% 20.5% 19.7% 8.3% 1.6% 100% 

營造業 0% 1.7% 5.6% 7.3% 9.8% 11.0% 15.0% 21.9% 18.7% 8.5% 0.6% 100%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 1.5% 12.1% 12.1% 10.6% 12.1% 10.6% 15.2% 15.2% 4.6% 6.1% 100%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2.1% 8.5% 6.4% 14.9% 6.4% 8.5% 14.9% 10.6% 19.2% 6.4% 2.1% 10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 0% 100% 0% 0% 0% 0% 0% 0% 0% 100% 

全行業 1.2% 3.3% 5.8% 8.6% 10.3% 10.5% 13.3% 19.6% 17.5% 8.3% 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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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為 102 年不同給付類別之主要受傷部位，在死亡給付之跌倒職災案件中，主

要之傷病類型為頭部受傷而導致死亡佔最多數(75%)，由此可見因跌倒造成死亡都主要

是因為頭部受創；因跌倒事件而造成失能者，有 18.3%失能之主要部位為腕，其次為

足(12.2%)，另外則分別有腿部(11.0%)失能及股(9.8%)與膝及肩各占 7.3%。至於跌倒職

災而造成傷病給付者，前五名之受傷部位為，足(18.8%)、手(10.2%)、膝(9.9%)、背(7.2%)

及前膊(6.8%)。 

表 22、102 年勞保給付不同給付類別主要受傷部位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傷病給付 
排名 

部位 百分比 部位 百分比 部位 百分比 

1 頭 75% 腕 18.3% 足 18.8% 

2 肺 25% 足 12.2% 手 10.2% 

3   腿 11.0% 膝 9.9% 

4   股 9.8% 背 7.2% 

5   膝/肩 7.3% 前膊 6.8% 
 

表 23 則呈現了 102 年 19 大類行業跌倒事故所造成之不同傷病部位，由表可發現，

在所有 19 大類行業中，不動產業，支援服務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批發及零售

業，其他服務業，金融及保險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資訊及通

訊傳播業，農、林、漁、牧業，運輸及倉儲業，製造業，營造業等 13 個大行業主要跌

倒造成之傷害部位為足部；公共行政及國防及強制性社會安全對則是以腿為主；住宿

及餐飲業則是以膝受傷為主；電力及燃氣供應業主要受傷部位為頭部；� 術、娛樂及

休閒服務業主要受傷部位則為手腕；最後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主要受傷部位則是上膊。

而整體而言，102 年跌倒受傷的前五大受傷部位為足(18.5%)、手(10.0%)、背(7.1%)及

前膊(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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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02 年勞保資料庫不同大行業類別主要受傷部位 

排名

行業別 
1 2 3 4 5 

不動產業 足(26.7%) 手(20%) 股/膝/頭(6.7%)

下顎骨/口腔/耳/

肘/指/背/胸/腕/

腿/鎖骨(3.3%) 

-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

社會安全 
腿(17.7%) 前膊(17.7%) 足/股(11.8%)

手/膝/頭/背/腕/

鎖骨/臀(5.9%) 
- 

支援服務業 足(22.2%) 頭(11.11%) 膝(7.7%) 腿/前膊(6.8%) 上膊(6.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足(15.6%) 膝/手(12.5%)
頭/前膊/背

(9.4%) 

腿/腕/肘/臀

(6.3%) 

上膊/肩

(3.1%) 

住宿及餐飲業 膝(15.2%) 足(14.3%) 手(13.0%) 腕(7.4%) 頭/肩(6.5%)

批發及零售業 足(22.4%) 手/背(8.7%) 膝(8.1%) 前膊(6.7%) 腕(6.1%) 

其他服務業 足(20.4%) 手(10.9%) 背(10%) 肩(9.6%) 前膊(7.8%)

金融及保險業 足(27.3%) 
膝/上膊

(18.2%) 
肩/股(9.1%) 

手/臀/頭/腿

(4.6%)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足(18%) 膝(12%) 腿(10%) 肩/臉頰(8%) 臀/背(6%) 

教育服務業 足(31.6%) 手(21.1%) 背/頭(10.5%)
膝/臉頰/股/肘/

上膊(5.3%) 
-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足(43.8%) 胸(12.5%) 
背/膝/臉頰/股/

肘/肩/腕(6.3%)
- - 

農、林、漁、牧業 足(22.5%) 膝/腕(10.2%) 背(8.2%) 
臉頰/肩/頭/上膊

(6.1%) 

手/前膊/肋骨

(4.08%) 

運輸及倉儲業 足(20.6%) 膝(10.3%) 前膊/腿(7.9%) 腕/背(7.3%) 頭/手(6.67%)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頭(50%) 腿(25%) 肋骨(25%) - - 

製造業 足(17.3%) 手(12.5%) 膝(9.2%) 前膊(7.8%) 頭(6.7%) 

營造業 足(15.8%) 膝(10.4%) 手(9.6%) 背(9.0%) 腿(7.3%)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 
足(18.2%) 膝(13.6%) 臀(10.6%) 背(9.1%) 腿(7.6%)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腕(14.9%) 足/膝(12.8%) 腿/肩/頭(8.5%) 臀/手(6.4%) 肘/指(4.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上膊(100%) - - - - 

全行業 足(18.5%) 手(10.0%) 膝(9.9%) 背(7.1%) 前膊(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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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為 102 年不同給付類型發生跌倒職災之事故媒介物分析，由表得知造成死亡

給付職災事件可辦識之主要媒介物為為梯子；而造成失能給付職災事件之主要原因在

排除其他類因素外主要為樓梯、棧道及已包裝貨物與水等主要媒介物；致於傷病給付

職災事件的主要媒介物亦是以包裝貨物及樓梯、棧道與水等媒介物主。整體而言，造

成跌倒職災事故的媒介物中，在排除不可分類之其他媒介物外，包裝貨物及樓梯、棧

道與水是造成跌倒事故的主要媒介物。 

表 24、102 年勞保資料庫不同給付類型發生跌倒職災之事故原因 

死亡給付 失能給付 傷病給付 
排名 

媒介物 百分比 媒介物 百分比 媒介物 百分比 

1 不能分類 25% 其他媒介物 46.3% 其他媒介物 48.2% 

2 其他 25% 其他 20.7% 已包裝貨物 12.0% 

3 其他媒介物 25% 樓梯、棧道 11.0% 樓梯、棧道 11.3% 

4 梯子等 25% 已包裝貨物 7.3% 其他 9.0% 

5   水 4.9% 水 6.3% 
 

表 25 則為 102 年不同大行業類別發生跌倒職災之前五大媒介物，在所有的 19 大

分類行業別中，排除其他類之事故原因外，不動產業，支援服務業，用水供應及污染

整治業，金融及保險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等八個大行業在排除不知名的其他媒介物之外，樓梯、棧

道為此八個大行業發生跌倒災害的主要媒介物。住宿及餐飲業則是以是以水為主要媒

介物；至於批發及零售業，運輸及倉儲業，電力及燃氣供應業，製造業，營造業等五

個行業的主要媒介物為已包裝貨物。故整體而言，已包裝貨物、樓梯、棧道及水為 19

大行業別中主要造成跌倒職災的主要媒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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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02 年勞保資料庫不同大行業類別發生跌倒職災之事故原因 

排名 
行業別 

1 2 3 4 5 

不動產業 其他媒介物(53.3%) 樓梯、棧道(20%) 水(10%) 
已包裝貨物/其他/營
建物/人力搬運機/其
他設備(3.3%) 

-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 
其他媒介物(35.3%) 其他(29.4%) 水(17.7%) 樓梯、棧道(11.8%) 已包裝貨物(5.9%) 

支援服務業 其他媒介物(53.9%) 樓梯、棧道(13.7%) 其他(8.6%) 水(6.0%) 已包裝貨物(5.1%)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其他媒介物(62.5%) 樓梯、棧道(12.5%) 水(9.4%) 金屬材料(6.3%) 
其他/已包裝貨車/卡
車(3.1%) 

住宿及餐飲業 其他媒介物(53.3%) 水(17.3%) 樓梯、棧道(12.1%) 已包裝貨物(6.5%) 其他(5.2%) 

批發及零售業 其他媒介物(41.0%) 已包裝貨物(21.5%) 樓梯、棧道(14.2%) 其他(8.1%) 水(5.2%) 

其他服務業 其他媒介物(55.7%) 其他(13.5%) 樓梯、棧道(10%) 水(7.8%) 已包裝貨物(6.5%) 

金融及保險業 其他媒介物(54`.6%) 樓梯、棧道(22.7%) 其他(13.6%) 水(9.1%)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 
其他媒介物(58%) 樓梯、棧道(14%) 已包裝貨物(10%) 

其他 /水 /不能分類

(4%) 
梯子等/高低溫環境/
支撐架(2%) 

教育服務業 其他媒介物(63.2%) 樓梯、棧道(15.8%) 其他/水(5.3%) 
人力運搬機/吊掛勾

具(5.3%) 
-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其他媒介物(68.8%) 樓梯、棧道(18.8%) 其他/水(6.3%) - - 

農、林、漁、牧業 其他媒介物(40.8%) 其他(18.4%) 
樓梯、棧道/船舶裝

卸裝置(10.2%) 
水(6.12%) 

人力運搬機/已包裝

貨物(4.1%) 

運輸及倉儲業 其他媒介物(40.6%) 已包裝貨物(17.6%)
樓梯、棧道 / 其他

(10.3%) 
卡車(4.9%) 水(4.2%)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其他媒介物(75%) 已包裝貨物(25%) - - - 

製造業 其他媒介物(51.4%) 已包裝貨物(12.2%) 其他(10.6%) 樓梯、棧道(8.6%) 水(4.7%) 

營造業 其他媒介物(38.3%) 已包裝貨物(14.8%) 樓梯、棧道(10.8%) 營建物(9.2%) 其他(7.9%)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 
其他媒介物(56.1%) 樓梯、棧道(15.2%) 其他(12.1%) 水(10.6%) 已包裝貨物(3.0%)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

業 
其他媒介物(72.3%) 其他(12.8%) 樓梯、棧道(8.5%) 水(4.3%) 梯子等(2.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其他(100%) - - - - 

全行業 其他媒介物(48.1%) 已包裝貨物(11.8%) 樓梯、棧道(11.3%) 其他(9.4%) 水(6.3%) 

 

96-101 年勞保資料庫中不同給付類型因跌倒所造成之給付金額與損失日數如表 26

所示。就失能給付類別而言，平均給付損失金額為 293,121 元，而平均損失日數為 339

日，失能給付金額排名前三大行業為水電燃氣業、金融及保險業及公共行政業，若從

損失日數而言前三大行業為水電燃氣業、公共行政業及批發及零售業。死亡給付之平

均給付金額為 1,114,272 元，平均損失月數為 36 個月。死亡給付之損失月數及給付金



43 

額前三名之大行業別為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與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及農、

林、漁、牧業。最後，傷病給付之平均給付金額為 35,970 元，平均損失日數為 57 日，

傷病給付金額排名前三名之大行業分別為水電燃氣業、公共行政業與金融及保險業，

而損失日數前三名大行業依序為水電燃氣業、農、林、漁、牧業及公共行政業。 

表 26、96-101 年勞保資料庫不同給付類型平均損失金額與損失日(月)數 

行業別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傷病給付 

不動產及租賃業 258,787 元 (405 日) 0 32,092 元 (57 日)

公共行政業 459,982 元 (508 日) 1,040,375 元 (26 月) 44,949 元 (63 日)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280,353 元 (355 日) 1,431,000 元 (45 月) 33,956 元 (52 日)

水電燃氣業 671,585 元 (690 日) 0 53,468 元 (69 日)

住宿及餐飲業 262,349 元 (330 日) 1,041,000 元 (40 月) 32,331 元 (55 日)

批發及零售業 394,790 元 (419 日) 1,163,194 元(37 月) 35,880 元 (56 日)

其他服務業 292,641 元 (342 日) 989,083 元 (35 月) 37,859 元 (61 日)

金融及保險業 469,170 元 (379 日) 0 41,945 元 (55 日)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45,919 元 (249 日) 0 32,830 元 (52 日)

教育服務業 176,017 元 (174 日) 0 28,700 元 (50 日)

農、林、漁、牧業 252,075 元 (353 日) 1,338,657 元 (41 月) 38,891 元 (66 日)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310,820 元 (366 日) 1,199,020 元 (36 月) 37,362 元 (53 日)

製造業 245,188 元 (282 日) 1,077,115 元 (36 月) 35,163 元 (54 日)

營造業 292,481 元 (349 日) 1,046,768 元 (33 月) 37,719 元 (60 日)

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 274,364 元 (262 日) 1,431,000 元 (45 月) 26,889 元 (42 日)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 39,628 元 (51 日)

全行業 293,121 元 (339 日) 1,114,272 元 (36 月) 35,970 元 (57 日)
 

圖 4 及圖 5 分別顯示 96-101 年 16 個大行業別在失能給付、死亡給付及傷病給付

之平均累計金額與平均累計損失日數，由圖顯示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醫療保健

及社會福利服務業與農、林、漁、牧業是申請失能給付、死亡給付及傷病給付等三種

勞保給付中累計金額前三名的大行業。另外，就平均累計損失日數而言，文化、運動

及休閒服務業、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與農、林、漁、牧業是損失日數最多的行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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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6-101 年平均累計金額 

 

圖 5、96-101 年平均累計日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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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勞保資料庫中不同給付類型因跌倒所造成之給付金額與損失日數如表 27 所

示。失能給付之平均給付金額為 333,225 元，而平均損失日數為 347 日。失能給付金額

排名前三大行業為支援服務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及運輸及倉儲業。損失日數前三大

行業為支援服務業、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及農、林、漁、牧業。死亡給

付平均給付金額為 1,173,975 元，平均損失月數為 40 個月。而死亡給付之損失月數前

三名為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支援服務業及其他服務業。失能給付金額前三名

之大行業分別為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支援服務業。

傷病給付之平均給付金額為 37,254 元，平均損失日數為 56 日，傷病給付金額排名前三

名之大行業分別為農、林、漁、牧業及其他服務業與運輸及倉儲業，而損失日數前三

名大行業依序為農、林、漁、牧業與其他服務業及製造業。 

表 27、102 年勞保資料庫不同給付類型平均損失金額與損失日數 

行業別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傷病給付 

不動產業 327,864 元 240(日) 0 30,683 元 48(日)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405,900 元 660(日) 0 22,928 元 33(日)

支援服務業 761,965 元 900(日) 751,200 元 40(月) 27,929 元 48(日)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52,420 元 420(日) 0 33,842 元 55(日)

住宿及餐飲業 174,877 元 159(日) 0 29,026 元 50(日)

批發及零售業 232,882 元 265(日) 0 33,400 元 51(日)

其他服務業 204,422 元 244(日) 751,200 元 40(月) 43,584 元 63(日)

金融及保險業 0 0 39,241 元 50(日)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0,300 元 90(日) 1,218,000 元 35(月) 35,526 元 53(日)

教育服務業 0 0 33,602 元 47(日)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 0 26,194 元 45(日)

農、林、漁、牧業 207,120 元 430(日) 0 55,227 元 83(日)

運輸及倉儲業 529,990 元 420(日) 0 43,449 元 57(日)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0 0 24,794 元 28(日)

製造業 321,375 元 333(日) 0 41,155 元 61(日)

營造業 386,631 元 378(日) 0 37,780 元 57(日)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 1,975,500 元 45(月) 28,935 元 41(日)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70,618 元 195(日) 0 31,938 元 46(日)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614,586 元 420(日) 0 0

全行業 333,225 元 347(日) 1,173,975 元 40(月) 37,254 元 5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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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與圖 7 分別顯示 102 年 1-6 月 19 個大行業別在失能給付、死亡給付及傷病給

付之平均累計金額與平均累計損失日數，由圖 6 顯示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支

援服務業與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是申請失能給付、死亡給付及傷病給付等三種勞

保給付中累計金額前三名的大行業。圖 7 之平均累計損失日數顯示支援服務業、其他

服務業與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是損失日數最多的行業。 

 

圖 6、102 年 1-6 月年平均累積金額 

 

圖 7、102 年 1-6 月平均累積日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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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跌倒職災勞工保險給付分析 

本研究共調閱 1,797 份勞工保險給付個案之案例，其中在失能部份共調閱 345 份，

死亡調閱 57 份，傷病給付調閱 1,395 份。調閱資料顯示，勞保資料庫中傷病分類名稱

為跌倒，但於被保險人所描述之過程中可發現，大致可區分為滑倒、跌倒、摔倒及跌

倒的四類。然而文獻中大都以滑倒、跌倒及絆倒來進行分類，故本研究將發生過程中，

理賠申請人描述為滑倒或是過程中有明確表示出，「地板摩擦力不足，人向前滑動，

但身體卻是往後倒的現象」歸納為滑倒，而「絆倒則是因踩到或絆到地上物時，腳沒

滑動但身體卻是向前並失衡的現象」，「跌倒則是站立、坐姿或行走間，在非自願情

況下，因為身體不穩或突然失去平衡而倒下，亦即非預期地的跌至地面或較低處」，

故在本研究中無故的摔倒或是無法歸類為滑倒或絆倒者皆歸類為跌倒。 

表 28 為不同給付類型發生滑倒、跌倒與絆倒之事故比例，其中在失能給付方面，

跌倒比例占 44.4%，而滑倒占 22.9%、絆倒則佔 7.8%。而在失能給付的調閱資料中，

有 7.0%於調閱資料中是註明為受理中或是已申請傷病給付者，且有 17.8%於發生經過

欄位中是「空白」或是僅寫上「工作受傷」等無法判斷為滑倒、跌倒及絆倒事故之其

他類資料，故受理中或是已申請傷病給付者及其他類資料將不列入滑倒、跌倒、絆倒

之後續分析。在死亡給付的調閱資料中，有 63.2%是由跌倒所造成，而有 8.8%是由滑

倒所造成，而 7.0%由絆倒所造成；傷病給付部份，則分別有 36.9%、52.0%及 7.9%的

給付資料歸為滑倒、跌倒及絆倒比例。整體而言，滑倒與跌倒比例約為 3.3：5。 

表 28、97-102 年勞保給付之事故類別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傷病給付 總計 
事故類別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滑倒 22.9% 8.8% 36.9% 33.3%

跌倒 44.4% 63.2% 52.0% 50.9%

絆倒 7.8% 7.0% 7.9% 7.9%

其他 18.0% 21.1% 3.2% 6.6%

受理中/已申請傷病給付 7.0% 0 0 1.3%

總計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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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呈現了不同給付類型發生滑倒、跌倒與絆倒事故之原因，其中發生失能給付

之職災事故中，有 49.0%是由不安全行為所造成，其中不安全行為又可分為「人員因

行走時為了避開地上污染物而瞬間改變腳於地面的落點」、「於工作時突然聽到電話

而為了接電話從步行突然變成跑步之行為」或是「工人在跨越地面模板或鋼時，而突

然增加步幅等不利於身體重心之控制的步態行為」等屬於「不當步態」之行為；另外，

亦包含「施工時在誇越不同平台時，本該先下平台再從安全地方登上另一平台，但施

工人員卻是直接誇越的不安全動作」、「工作時因空間限制而過度伸展的動作」或是

「不按照正常操作指示而直接誇越平台」等等因不安全動作而造成的「不當動作」之

行為；其次為由「地面濕滑」、「地上異物」等不安全環境(23.8%)所造成。死亡給付

主要是由的不安全行為所造成(49.1%)，另外有 14.0%的不安全環境亦是造成死亡事故

的主因；至於傷病給付則是分以 51.0%的不安全行為及 38.6%不安全環境構成給付之事

件的主因。 

表 29、97-102 年勞保給付發生跌倒事故原因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傷病給付 總計 
事故原因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不安全行為 49.0% 49.1% 51.0% 50.5%

不安全設備工具 2.9% 7.0% 2.8% 3.0%

不安全環境 23.8% 14.0% 38.6% 36.0%

不明因素 16.5% 21.1% 6.6% 9.0%

外物衝撞 0% 3.5% 0% 0.1%

受理中/已申請傷病給付 7.0% 0% 0% 1.3%

個人因素 0.9% 5.3% 1.1% 1.2%

總計 100% 100% 100% 100%

表 30 為跌倒事故之發生原因，就絆倒事件而言幾乎全數是由不安全環境所造成

(97.2%)，其主要的因素為地上異物，例如：木材、石頭、竹材、衣服、展示架、紙板…

等地上散落物。跌倒事故則有 81.4%是因為不安全行為所造成，其中又以不當步態

(40.8%)及不當動作(29.5%)為主。另外，在發生滑倒之事故中，有 67.7%是由不安全環

境所造成，而有 23.1%的不安全行為是造成滑倒的主要原因；在不安全環境中又是以

地面有水、油漬而造成地面濕滑(40.1%)是造成滑倒事故的發生，在不安全行為方面則

是因為工作中搬運、行走而造成不當步態(13.0%)而造成滑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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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97-102 年勞保給付滑跌絆倒事故之發生原因 

絆倒 跌倒 滑倒 總計 
原因 要素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不當步態 - 40.8% 13.0% 27.3% 

不當動作 - 29.5% 7.9% 19.2% 

重心不穩 - 4.7% 1.5% 3.1% 

碰撞 - 0.1% - 0.1% 

不安全行為 

踩空 - 6.3% 0.7% 3.8% 

不安全行為 合計 - 81.4% 23.1% 53.4% 

不安全設備工具 合計 - 2.7% 3.01% 2.6% 

地上坑洞 0.8% 0.6% - 0.4% 

地上異物 97.2% 3.5% 6.9% 12.7% 

地面不平 - 2.1% 0.5% 1.3% 

地面傾斜 - 0.9% 1.8% 1.2% 

地面濕滑 - - 40.1% 14.8% 

照明不足 - 1.1% 0.5% 0.8% 

不安全環境 

摩擦力不足 - 0% 17.2% 6.2% 

不安全環境 合計 97.9% 8.1% 67.7% 37.3% 

不明因素 合計 2.1% 5.7% 6.2% 5.6% 

個人因素 合計 - 2.1% - 1.2% 

總計 100% 100% 100% 100% 

 
表 31 為 97-101 年不同跌倒事故於各大行業別的發生比例分析，其中在 97-101 年

發生絆倒的大行業別中，製造業(35.9%)、營造業(26.9%)與批發及零售業(12.8%)是最常

發生絆倒事故的前三大行業；在跌倒事故方面，製造業(25.2%)、營造業(24.6%)及其他

服務業(13.4%)則是最常發生跌倒事故的前三大行業；最後在滑倒事故方面以製造業所

佔比例最高(24.2%)，其次為營造業(18.1%)，第三則其他服務業(12.6%)。整體而言，製

造業、營造業、批發及零售業、其他服務業及運輸、倉儲及通信業可以說是 97-101 年

發生跌倒事故的前五大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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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7-101 年勞保給付大行業的發生比例 

大行業名 絆倒 跌倒 滑倒 總計 

不動產及租賃業 2.6% 1.4% 4.0% 2.4%
公共行政業 - 2.3% 1.8% 2.0%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 1.2% 2.2% 1.4%
住宿及餐飲業 5.1% 4.1% 9.8% 6.2%
批發及零售業 12.8% 12.4% 11.6% 12.2%
其他服務業 5.1% 13.4% 12.6% 12.4%
金融及保險業 1.3% 1.2% 1.2% 1.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3% 1.4% 2.2% 1.6%
教育服務業 1.3% 0.8% 0.6% 0.8%
農、林、漁、牧業 1.3% 4.1% 3.4% 3.6%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6.4% 7.9% 7.1% 7.5%
製造業 35.9% 25.2% 24.2% 25.7%
營造業 26.9% 24.6% 18.1% 22.5%
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 - 0.4% 1.2% 0.7%
全行業 100% 100% 100% 100%

 

表 32 為 102 年 1-6 月不同跌倒事故於各大行業別的發生比例分析，其中在絆倒事

故方面，製造業(34.9%)、營造業(30.2%)與批發及零售業(11.1%)是最常發生絆倒事故的

前三大行業；在跌倒事故方面，製造業(31.2%)、營造業(21.9%)及批發及零售業(13.8%)

亦是最常發生跌倒事故的前三行業；滑倒事故以製造業所佔比例最高(23.2%)，其次為

營造業(15.4%)，第三是批發及零售業(12.9%)。整體而言，製造業、營造業、批發及零

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及其他服務業是發生跌倒事故的前五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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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02 年勞保給付大行業別的發生比例 

大行業名 絆倒 跌倒 滑倒 總計 

不動產業 1.6% 1.0% 1.1% 1.1%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6% 0% 0.4% 0.3%

支援服務業 0% 4.3% 4.0% 3.8%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6% 1.3% 2.2% 1.6%

住宿及餐飲業 6.4% 5.3% 12.1% 8.1%

批發及零售業 11.1% 13.8% 12.9% 13.2%

其他服務業 4.8% 5.5% 11.0% 7.5%

金融及保險業 0% 0.5% 1.1% 0.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6% 2.0% 2.2% 2.1%

教育服務業 0% 0.5% 0.4% 0.4%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 1.3% 0% 0.7%

農、林、漁、牧業 0% 2.3% 2.6% 2.2%

運輸及倉儲業 6.4% 6.0% 7.4% 6.6%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0% 0.5% 0% 0.3%

製造業 34.9% 31.2% 23.2% 28.5%

營造業 30.2% 21.9% 15.4% 20.2%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 1.3% 1.8% 1.4%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0% 1.5% 1.5% 1.4%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 0.4% 0.1%

全行業 100% 100% 100% 100%

 
表 33 為 102 年 1-6 月不同跌倒事故於各中行業前五名發生比例分析，其中在絆倒

事故以專門營造為主要發生行業別(14.3%)、其次為建築工程業(12.7%)與金屬製品製造

業(7.9%)是最常發生絆倒事故的前三大行業；在跌倒事故方面，建築工程業(11.3%)、

專門營造業(9.1%)及金屬製品製造業(8.8%)為發生跌倒事故的前三行業；最後在滑倒事

故方面以餐飲業所佔比例最高(10.7%)，其次為未分類其他服務業(9.6%)，第三則是批

發業(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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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02 年 1-6 月勞保給付中行業前三名 

絆倒 跌倒 滑倒 
排名 

中行業名 百分比 中行業名 百分比 中行業名 百分比

1 專門營造業 14.3% 建築工程業 11.3% 餐飲業 10.7%

2 建築工程業 12.7% 專門營造業 9.1%
未分類其他服務

業 
9.6%

3 金屬製品製造業 7.9% 金屬製品製造業 8.8% 批發業 8.1%

 
表 34 為 97-101 年不同跌倒事故於各中行業前三名發生比例分析，絆倒事故以建

築工程業為主要業別(15.4%)、其次為零售業(7.7)與金屬製品製造業(6.4%)；跌倒事故

以建築工程業(8.7%)、批發業(6.8%)及建物裝修及裝潢業(6.6%)為發生跌倒事故的前三

大行業；滑倒事故方面以餐飲業所佔比例最高(9.2%)，其次為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8.0%)，第三是批發業(7.4%)。 

表 34、97-101 年勞保給付中行業前三名 

絆倒 跌倒 滑倒 
排名 

中行業名 百分比 中行業名 百分比 中行業名 百分比

1 建築工程業 15.4% 建築工程業 8.7% 餐飲業 9.2%

2 零售業 7.7% 批發業 6.8%
未分類其他服務

業 
8.0%

3 金屬製品製造業 6.4%
建物裝修及裝潢

業 
6.6% 批發業 7.4%

 
表 35 為 102 年不同跌倒事故於各小行業前三名發生比例分析。絆倒事故以建築工

程業為主要發生行業別(12.7%)、其次為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9.5%)與未

分類其他製造業(4.8%)；跌倒事故以建築工程業(11.3%)、餐館業(4.0%)及其他金屬製品

製造業(3.8%)為主；滑倒事故以餐館業所佔比例最高(10.7%)，建築工程業(7.4%)，第三

是其他個人服務業(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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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02 年勞保給付小行業前三名 

絆倒 跌倒 滑倒 
排名 

小行業名 百分比 小行業名 百分比 小行業名 百分比

1 建築工程業 12.1% 建築工程業 11.3% 餐館業 10.7%

2 

機電、管道及其

他建築設備安裝

業 
9.5% 餐館業 4.0% 建築工程業 7.4%

3 

未分類其他製造

業 
4.8% 

其他金屬製品製

造業 
3.8% 其他個人服務業 5.2%

 
表 36 為 97-101 年不同跌倒事故於各小行業前五名發生比例分析，絆倒事故以建

築工程業為主要發生行業別(15.4%)、其次為建物裝修及裝潢業(5.1%)與餐館業(5.1%)；

跌倒事故以建築工程業(8.7%)、建物裝修及裝潢業(6.6%)及機電、電信、電路及管道工

程業(4.1%)為主；滑倒事故方面以餐館業所佔比例最高(8.9%)，建築工程業(6.8%)，第

三則是機電、電信、電路及管道工程業(4.3%)。 

表 36、97-101 年勞保給付小行業前三名 

絆倒 跌倒 滑倒 
排名 

小行業名 百分比 小行業名 百分比 小行業名 百分比

1 建築工程業 15.4% 建築工程業 8.7% 餐館業 8.9%

2 

建物裝修及裝潢

業 
5.1% 

建物裝修及裝潢

業 
6.6% 建築工程業 6.8%

3 餐館業 5.1% 
機電、電信、電路

及管道工程業 
4.1%

機電、電信、電路

及管道工程業 
4.3%

 

表 37 顯示，102 年十九個大行業中，製造業、營造業及批發零售業是發生滑倒、

跌倒及絆倒事件中，因為不安全行為及不安全設備工具而發生事故的前三大行業。其

中製造業因不安全設備工具而發生的事故有因為鞋底有油漬，而造成下樓梯時跌倒，

另外則是因為使用 A 字梯、椅子或是利用箱子來墊高時而發生跌倒事故；營造業則是

因為機器表面未有防滑處理而造成工作時跌倒，另外則是因為工具梯或自走車不穩固

而造成跌倒事件的發生；批發零售業則主要因為工作台、椅子等工具不穩而發生跌倒，

另外則有因為鞋底破損而造成跑步時滑倒的現象；而不安全環境則是較常發生在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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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24.4%）、製造業(21.7%)與住宿及餐飲業（11.2%）等三大行業上；至於因為個人

因素而發生跌倒事故的行業則是製造業(81.8%)與批發零售業(18.2%)。 

表 37、102 年勞保給付發生跌倒事故原因 

大行業名 不安全行為 不安全設備工具 不安全環境 個人因素 總計 

不動產業 0.5% 7.8% 1.4% - 1.2%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 
0.3% - 0.7% - 0.4%

支援服務業 3.8% 11.5% 3.1% - 3.9%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

業 
1.4% 0% 2.4% - 1.6%

住宿及餐飲業 6.5% 0% 11.2% - 7.7%

批發及零售業 15.8% 19.2% 7.8% 18.2% 13.0%

其他服務業 7.1% - 9.8% - 7.9%

金融及保險業 0.5% - 1.0% - 0.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 
2.5% - 2.4% - 2.2%

教育服務業 0.5% - 0.3% - 0.4%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8% 3.9% - - 0.8%

農、林、漁、牧業 2.2% 3.9% 2.7% - 2.4%

運輸及倉儲業 7.3% - 7.8% - 6.8%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0.5% - - - 0.3%

製造業 30.7% 23.1% 21.7% 81.8% 28.2%

營造業 16.9% 19.2% 24.4% - 19.6%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 
0.5% 7.7% 2.0% - 1.3%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

業 
2.2% - 1.4% - 1.6%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 0% - 0.1%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表 38 則顯示 97-101 年的十五個大行業中，主要因為不安全行為而發生滑倒事故

的行業別是製造業(24.9%)、營造業(23.9%)及批發零售業(13.7%)；而製造業(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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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22.2%)及批發零售業(18.5%)亦是因為不安全設備而發生滑倒跌倒事故的前三

大行業，其中因不安全設備工具而發生滑倒倒事件，主要為人員利用工具梯、椅子、

板凳或鐵架上從事相關工作時，因工具不穩而發生跌倒事故；而不安全環境則是較常

發生在製造業（23.1%）、製造業(21.3%)與其他服務業（14.1%）等三大行業上；至於

因為個人因素而發生跌倒事故的主要行業則是批發零售業(30%)。 

表 38、97-101 年勞保給付不同行業發生跌倒事故原因 

大行業名 不安全行為不安全設備工具不安全環境 個人因素 總計

不動產及租賃業 2.0% - 3.3% - 2.4%

公共行政業 1.5% 3.7% 3.3% - 2.2%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1.1% 3.7% 2.1% - 1.5%

水電燃氣業 - - 0.3% - 0.1%

住宿及餐飲業 4.8% - 9.3% - 6.3%

批發及零售業 13.7% 18.5% 9.0% 30% 12.3%

其他服務業 12.4% 14.8% 14.1% 10% 13.1%

金融及保險業 0.7% - 1.8% - 1.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1% 3.7% 1.8% 20% 1.7%

教育服務業 0.9% 0% 0.6% - 0.8%

農、林、漁、牧業 4.3% 3.7% 2.7% - 3.6%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8.3% 3.7% 6.0% 20% 7.5%

製造業 24.8% 25.9% 23.1% - 24.0%

營造業 23.9% 22.2% 21.3% 20% 22.9%

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 0.4% - 1.2% - 0.7%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表 39 為 102 年中行業別中發生滑倒倒事故的前五大行業。因為不安全行為而發生

滑倒事故的行業別是批發業（9.2%）；因為不安全設備而發生滑倒跌倒事故中行業為

批發業(15.4%)；而不安全環境則是較常發生在建築工程業（12.5%）；至於因為個人

因素而發生跌倒事故的主要行業則是機械設備製造業(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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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102 年勞保給付中行業發生跌倒事故原因前五名 

不安全行為 不安全設備工具 不安全環境 個人因素 
排名 

中行業名 百分比 中行業名 百分比 中行業名 百分比 中行業名 百分比

1 批發業 9.2% 批發業 15.4% 建築工程業 12.5% 機械設備製造業 27.3%

2 金屬製品製造業 8.7% 專門營造業 11.5% 專門營造業 9.5% 零售業 18.2%

3 建築工程業 8.7%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零件製造業 7.7% 餐飲業 8.8% 金屬製品製造業 18.2%

4 專門營造業 7.6% 醫療保健服務業 7.7%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7.8%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18.2%

5 零售業 6.5% 建築工程業/零售業 3.9% 批發業 5.4% 食品製造業/紡織業 9.1%

 

表 40 為 97-101 年中行業別中發生滑倒倒事故的前五大行業。因為不安全行為而

發生滑倒事故的行業別是批發業與建築工程業（8.5%）；因為不安全設備而發生滑倒

跌倒事故中行業亦為批發業(14.81%)；而不安全環境則是較常發生在建築工程業

（9.7%）；至於因為個人因素而發生跌倒事故的主要行業則是批發業(20%)。 

 

表 40、97-101 年勞保給付中行業發生跌倒事故原因前三名 

不安全行為 不安全設備工具 不安全環境 個人因素 
排名 

中行業名 百分比 中行業名 百分比 中行業名 百分比 中行業名 百分比

1 批發業 8.5% 零售業 14.8% 建築工程業 9.9% 批發業 20%

2 建築工程業 8.3% 建築工程業 11.1% 餐飲業 8.7% 建築工程業 10%

3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6.9%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7.4%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8.4% 零售業 10%

 

表 41 為 102 年小行業別中發生滑倒倒事故的前五大行業。因為不安全行為而發生

滑倒事故的小行業別是建築工程業（8.7%）；因為不安全設備而發生滑倒跌倒事故的

小行業為其他專門營造業(7.7%)；而不安全環境則是較常發生在建築工程業（12.5%）；

至於因為個人因素而發生跌倒事故的主要行業則是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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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2 年勞保給付小行業發生跌倒事故原因前三名 

不安全行為 不安全設備工具 不安全環境 個人因素 
排名 

小行業名 百分比 小行業名 百分比 小行業名 百分比 小行業名 百分比 

1 建築工程業 8.7% 其他專門營造業 7.7% 建築工程業 12.5%
通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 
27.3%

2 餐館業 5.4% 建築工程業 3.9% 餐館業 8.8%
其他食品製造

業 
9.1%

3 
其他金屬製品製造

業 
3.5% 

機電、管道及其他建

築設備安裝業 
3.9%

機電、管道及其他

建築設備安裝業
4.8%

其他電子零組

件製造業 
9.1%

 

表 42 為 97-101 年小行業別中發生滑倒倒事故的前三大行業。建築工程業分別是

不安全行為、不安全設備及不安全環境最常發生的小行業別，其所佔小行業別比例分

別為 8.3%、11.1%與 9.9%；至於因為個人因素而發生跌倒事故的主要行業則是綜合商

品批發業(20%)。 

 

表 42、97-101 年勞保給付小行業發生跌倒事故原因前三名 

不安全行為 不安全設備工具 不安全環境 個人因素 
排名 

小行業名 百分比 小行業名 百分比 小行業名 百分比 小行業名 百分比 

1 建築工程業 8.3% 建築工程業 11.1% 建築工程業 9.9%
綜合商品批

發業 
20%

2 
建物裝修及裝潢

業 
6.9% 其他個人服務業 7.4% 餐館業 8.4% 建築工程業 10%

3 餐館業 4.1%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3.7%
機電、電信、電路

及管道工程業 
4.2% 支援服務業 10%

 

由上述資料可知造成跌倒事故的發生，主要是因為不安全行為所造成，其中又以

不當步態的不安全行為是造成跌倒的主要原因。而造成不當步態的原因中，則是因為

勞工於工作期間因突發狀況而使得原本步行的正常步代突然為了因應突發狀況而改變

了原有的步行速度或步幅，進而造成跌倒事故的發生；再者也有部份是因為步行的過

程中仍需進行搬運物品，但因搬運路程與物品重量問題使得勞工於搬運過程中體力不

勘負荷，導致重心不穩而造成跌倒；另外也有因為上下樓梯或是在跨越平台時因步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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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大而導致跌倒。而在不安全行為中，因在上下機台或跨越平台時，不按照正常程序

先下設備然後再上設備的不當動作；或是為了拿取高處的物品時，沒有利用工具而直

接拿取，進而造成身體過度伸展跌倒或是施工時動作太大、用力過當等等不當動作都

是造成跌倒的因素。除了不當步態與不當動作等不安全行為之外，重心不穩、踩空及

踫撞等因素亦是造成跌倒發生的因素之一。地面的高低落差而產生地面不平或是地面

凹洞，亦或是道路、球場等本身就地面傾斜的場所，照明不足場所及因工作場所中地

面散佈著貨物、材料、工具、鐵板、電線及水管等地上異物等不安全環境要素亦是造

成跌倒事件發生的原因。此外，造成跌倒的因素中，有少部份是為了拿取位於較高位

置之物品時，不拿安全之工具梯而隨手取用箱子、鐵架、板凳及椅子等不當墊高物品

而導致跌倒的發生。設備、梯子及架子本身表面過於光滑或是不穩及梯子無扶手設計

以及踏面設計不足等原因亦是因為不安全設備工具所造成跌倒事故的發生。最後，因

為突然轉身、身體不適、腳沒力及本人分心等個人因素也會造成跌倒事故的發生。 

不安全環境是造成滑倒發生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又以地面因油漬或是積水造成地

面濕滑是滑倒的主要原因，其次地板本身的摩擦力不足，亦是發生滑倒的主要成因之

一；其他如地面上的紙板、鋼珠、細砂、塑膠帶、施工材料等地上異物當勞工於工作

期間不慎踩踏於這些物體時也很容易因此而發生滑倒；而地面不平、地面傾斜、照明

不足等原因亦是造成滑倒發生的不安全環境。至於不安全行為造成之滑倒原因中，勞

工於工作期間因突發狀況而使得原本步行的正常步態，突然為了因應突發狀況而改變

了原有的步行速度或步幅，與步行的過程中因仍需搬運過重物品，使得勞工於搬運過

程中體力不支導致重心不穩而滑倒，及於上下樓梯或是跨越平台時因步幅過大而導致

滑倒等不當步態之不安全行為都是滑倒發生的原因；除了不當步態之外，因上下機台

或跨越平台時，不按照正常程序而上下設備之不當動作與為了拿取高處的物品時，沒

有利用工具而直接拿取使得身體過度伸展或動作太大而滑倒不當動作亦是造成滑倒發

生的不安全行為；其他之不安全行為如重心不穩或踩空等原因也會影響滑倒的發生。

最後，在不安全設備工具方面，則有鞋底佔有油漬及鞋子破損與穿著不安全鞋材的鞋

具問題；此外梯子、鷹架、工作台、機台或是鋪面等設備及工具表面過於光滑是造成

人員滑倒的原因。 

綜合跌倒與滑倒事故要因分析，為了避免跌倒事故的發生可分別針對不安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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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不安全環境、不安全設備工具與個人因素等要因做相關之預防措施。 

一. 不安全行為之預防措施 

(一) 對勞工實施教育與宣導，避免於工作場所跑步或大步行走。 

(二) 於工作場所、階梯及作業平台張貼警告或預防標語(例如：一步一腳印、踏實

又安全)，避免步幅過大或踩空發生跌倒事故。 

(三) 限制搬運物品之重量與體積，並使用合適輔助協助搬運。 

(四) 對勞工實施教育與宣導，避免於機器設備上直接誇越行為。 

(五) 訂定上下機台或設備之標準作業流程，並依規定執行。 

(六) 利用安全輔助進行高處作業，避免直接拿取高處物品，造成身體過度伸展或

拉扯造成跌倒。 

(七) 從事搬運工作時應穿著防滑鞋。 

 

二. 不安全環境之預防措施 

(一) 地面保持清潔，清理地面上的積水、油污與固體污染物等。 

(二) 工作場所應提供充足的照明。 

(三) 地板設計應避免摩擦係數的突然變化或較大的傾斜坡道造成的滑倒危險 

(四) 於易滑作業區域標示「注意滑倒危險」，必要時應設立欄杆、使用防滑墊或 

     穿著防滑鞋等。 

(五) 對於勞工也應實施教育與宣導，避免因滑倒造成危害。 

(六) 保持工作場所通道暢通，避免物品放置於行走通道上。 

(七) 事單位推行 6S 運動，並將防滑危害納入相關業務內。 

(八) 地板有破損或地面有凹洞應即時修補、更換或是放置合適之鋪面。 

(九) 對易滑地板表面進行抗滑處理 

(十) 對易滑地板表面放置防滑墊或安置止滑條。 

(十一) 於樓梯梯面增設止滑條或是進行表面抗滑處理 

 

三. 不安全設備工具之預防措施 

(一) 定期檢查鞋子的磨損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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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期清潔鞋底，避免鞋底油漬的堆積。 

(三) 避免穿著不安全鞋具。 

(四) 於需上下設備之工作場所應穿著防滑鞋 

(五) 工作前檢查梯架、鷹架的穩定性 

(六) 於梯架或鷹架裝設扶手或欄杆，避免跌倒事故之發生。 

(七) 梯架、鷹架、機台、設備之上下處之踏面應有足夠面積。 

(八) 機台之工作平台或作業場所上之鋪面應有防滑處理。 

(九) 相關設備工具預防跌倒之教育訓練 

 

四. 個人因素之預防措施 

(一) 避免工作中不必要的交談 

(二) 避免於上下樓梯時講電話。 

(三) 避免突然的動作造成重心不穩，例如突然的轉身。 

(四) 避免執行超過體力負荷之作業。 

(五) 於工作中做適度的休息。 

(六) 定期進行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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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職災個案之現場訪視與現場摩擦係數量測 

本研究針對 15 個案公司，共 18 個發生跌倒之案例現場進行訪視與量測，分別將

此 15 個個案現場之調查情形描述如下： 

A 公司為一生產製造汽機車齒輪之公司，其地板為水泥地再塗上 Epoxy 漆之地板。

員工曾於進料區及廢油區發生滑倒事故；茶水間則是與廢油區緊臨，因此茶水間的水

與廢油區的油將會呈現交互污染的狀況。A 公司員工發生事故之原因主要為未注意地

面上之油漬而滑倒，及因地板積水並有油污而造成滑倒事故。 

B 公司為一家生產記憶體之電子公司。該公司之跌倒發生於屋頂，為廠務工程師

進行定期檢查時於二棟大樓間之階梯時跌倒。此事故發生於晚上，工程師於巡視機器

經過階梯時跌倒，當時屋頂有照明設施，但仍發生跌倒事故。經訪視結果發現該公司

之屋頂為水泥地板，不同建築物之間分別由水泥地面之樓梯及以鐵階梯做為不同建築

物間之連接平台。而該跌倒事件發生於水泥地面之階梯，連接的二棟建築物亦為水泥

地面，但建築物屋頂之水泥地面有長菁苔而乾掉之少量砂土存在，而樓梯之水泥地面

則有砂石裸露較粗糙之表面現象。摩擦係數量測結果發現 B 公司之屋頂地板之摩擦係

數值均高於 ANSI 所建議之 0.5 的標準，特別是在水泥階梯其摩擦係數值高達 0.8，故

因地板摩擦係數不足所造成的跌倒可能性偏低，因此該事件可能為照明不足或其他因

素而造成跌倒之職災事件。 

C 公司為一電子廠，主要產品為面板。該電子廠發生多起員工跌倒之事故，主要

地點是在該廠之實驗室內及該廠的樓梯。在實驗室內因為測試作業需上下不銹鋼平台

來完成測試作業，跌倒事故多發生於員工上下工作梯時。C 公司之職災現場摩擦係數

結果發現，實驗室地板及無防滑條設計之樓梯其摩擦係數值是高於 ANSI 所提標準

0.5，因此發生於實驗室工作梯之事故應該不是工作梯之摩擦係數值較低之原故。 

D 公司為一生產面板之電子廠。該公司所發生之數起跌倒事故位置在公司的樓

梯。經現場訪視結果發現，不同樓層之間的樓地板是舖設拋光之花崗石，而連接樓層

間之樓梯則為仿花崗石之人造石梯面，表面較樓地板粗糙且在梯面最前端為有斜角設

計但較光滑之設計。在階梯的摩擦係數雖然在乾的狀況下，其平均值高達 0.72，濕的

狀況下值也接近 0.5，但在同一地面條件下乾及濕之間的差異較大，且與連接的樓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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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間之摩擦係數差異也較大，這均會影響行走時的安全性。 

E 公司為一電信公司之跌倒死亡案例，該死亡案例並無目擊証人，發生地點為公

司之戶外停車場，是因公司同事下班時發現該員工躺於停車場之柏油路上，雖然打電

話送醫，但仍然不治死亡，經檢查員查驗結果為跌倒事件。在事故發生當天為晴天，

故地面應該為乾燥之狀況。因停車場摩擦係數值均高於 0.5，顯示對於該公司之事故而

言，應可排除地板摩擦係數不足而造成跌倒的可能性。 

F 工地為 102 年 8 月颱風來襲，所造成之跌倒死亡事故。經訪視結果顯示，當天因

颱風來襲且又下大雨，因此辦公室內門口有積泥水的現象，該員工當天隨即進行清潔

動作，同時於清潔中發生滑倒，因而在門口跌倒撞到一旁的機器，當時意識仍然清醒。

但過了一會後，跌倒於地上不醒人事，同事隨即叫救護車送醫，最後不治死亡。本研

究人員隔天隨即於現場進行量測，現場仍有先前因積泥水的痕跡。量測結果顯示，當

地板為有潮濕的泥沙時摩擦係數為 0.31，而有泥沙水存在時地板之摩擦係數值相對的

低(0.07)；另外，即使是乾地板但在有沙土存在的情況下，地板摩擦係數值亦低於 0.5，

僅在乾且乾淨的地板其摩擦係數值才高於 0.5。故從現場地板摩擦係數量測結果可發

現，以當天的現場積泥沙水的現象而言，是具有較高的滑倒風險。 

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國內專業產銷玻璃纖維紗、玻璃纖維布之大廠，該公司發

生滑倒事故的場所為抽絲區，該區域之地板為塑膠材質之防滑墊，且該區域因製程上

需要噴水，故地板上會有會潮濕甚至於積水的現象。現場量測結果顯示，當地板為有

濕的情況時，其摩擦係數偏低；在乾地板上摩擦係數值較高，而在鋪設防滑地墊的抽

絲區域，在乾燥的情形下，其摩擦係數值仍是低於漿料區的磁磚地面。故整體而言，

於作業人員最常發生滑倒事故的抽絲區，不論是乾燥或是潮濕的狀況下，摩擦係數值

均低於 0.5。 

Ｈ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生產高壓瓶與氣體鋼瓶之公司，因該公司所生產

之鋼瓶於生產過程中需添加潤滑油，造成產品生產出來時於產品收集槽內會累積生產

過程中所添加之潤滑油，並常溢出盛油盤及產品收集槽外；再者於產品運送的過程中

亦會有油滴滴於走道或是工作現場中，因此該公司之廠區地板幾乎都是佈滿油污的狀

況，故該公司員工會於每天下班時利用木屑來清潔鞋底之油垢。此廠區之地板主要為

Epoxy 地板，因長期使用故部份地板已有破損之現象；而機台操作區則為不銹鋼板。



63 

因廠區地板長期處於油污地板的環境，故廠區之地板及操作區之不銹鋼鐵板與廠區內

之廁所(磁磚地板)為該公司常發生滑倒事故的現場。Ｈ公司現場地板因長期佈滿油污，

故現場之摩擦係數量測結果均小於 ANSI 所建議之 0.5。在走道之 Epoxy 地板如破損時

其摩擦係數值將會與由不銹鋼板鋪設而成之機台操作區的摩擦係數值相近。另外，廁

所之磁磚地板，因廁所位於廠區內，故從業人員上廁所時便會透過所穿著之工作鞋，

將工作區域上油污帶往廁所，因此當廁所的地板如果為油污及水漬而大大的降低摩擦

係數值。 

Ｉ公司為一生產 TFT-LCD 面板電子廠，主要以生產大型面板為主。該電子廠於員

工於無塵室工作行走時跌倒，該場地之地板為高架導電地板，而此個區域之地板為

Epoxy 地板。由 I 公司之職災現場摩擦係數結果發現，此區域無受到水或油污染的狀況，

而於發生跌倒事故的無塵室地板之摩擦係數值平均值為 0.45 接近 ANSI 所建議之摩擦

係數標準 0.5，故由此猜測此事件因摩擦係數不足而導致跌倒的可能性是較低的。 

Ｊ公司為一從事光學及光通訊鍍膜元件、導電玻璃生產及彩色濾光片研發與製造

的公司，該公司從開始建廠至今約 3 年，因此廠內設施及地板為較新的 Epoxy 地板。

而該滑倒之工安事件主要發生於廠務區的入口，經單位主管表示該公司廠務人員在做

例行性檢查時，因當天下雨，故當廠務人員由室外進入到室內時因鞋底上有水漬，故

踩踏在階梯上時因此而滑倒。而設備區位於該廠區的頂樓戶外，相關人員表示因需檢

查設備，故會上下鐵梯，而某些時候會因地板有潮濕現象而感覺會滑；至於儲存區與

廠務區入口則極為相似，當有下雨時，從戶外走進戶內有時會有感受到滑動的狀況。

由Ｊ公司之職災現場摩擦係數結果發現，該滑倒事件發生的廠務區於乾燥地板的狀況

下與潮濕地板的摩擦係數值差距甚大，當地板為潮濕狀況時，摩擦係數值幾乎為 0，而

該滑倒事件又發生於潮濕之地板狀況下，故該滑倒事件可歸究於摩擦係數不足所造

成。然而在戶外之設備區亦有同樣的情形，雖然該區之地板亦為 Epoxy 地板，但因施

工程序不一樣，因此表面較為粗糙，故該區在地板為乾燥狀況時有較高的摩擦係數值，

但當為潮濕狀況時，仍俱滑倒風險。 

Ｋ公司為一從事背光模組之生產公司，該公司之跌倒事件主要發生於廠區內之 2

樓女廁，地板為磁磚地板。該發生事故之員工為外籍勞工，經公司工安人員表示該事

故發生於 2013 年 7 月，於中午 12 點 50 分公司廠護接獲通知，製程生產線外籍員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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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女廁跌倒導致右膝撞擊地面造成劇烈疼痛無法自行移動，而工安人員表示地面上有

些許水痕存在，但是不是因為地板潮濕而造成跌倒事件之發生，因無目擊者故無法直

接証明。現場摩擦係數結果發現，當地板的表面為乾燥的情況下，摩擦係數值都是屬

於 ANSI 所建議之安全範圍，但當地板狀況為潮濕的狀況時則摩擦係數值均明顯的偏

低，特別是在地板是 Epoxy 的走道上，當地板為潮濕的狀態下，摩擦係數值接近於 0。 

Ｌ公司主要為生產為骨科用之髖關節、膝關節等人工關節產品。而 L 公司發生之

跌倒事故，主要是因為當天下雨路滑，該員工行走至大門口時，不慎因地磚濕滑而滑

倒，導至後腦杓著地而有視線模糊、嘔吐等現象。除了大門口區域外，該公司人員亦

反應在戶外走道區及置物櫃區是在潮濕的狀況下人員反應易滑的區域。該公司易滑區

域之現場地板為磁磚地面。由Ｌ公司之職災現場摩擦係數結果發現，該滑倒事件發生

的大門口區於乾燥地板的狀況時摩擦係數值 0.47 略小於 ANSI 所建議之 0.5。但在潮濕

的地板狀況下，摩擦係數值僅 0.13 偏低。因此由該公司員工發生滑倒事故之大門口區

而言，因當天下雨易造成地板濕滑，故因地板濕滑而造成摩擦係數不足，導至進發生

滑倒的可能。 

Ｍ公司為一 LED 生產製造公司，從事磊晶片與晶粒製作。該跌倒事件發生於該廠

區之磊晶 Bench 區，其發生經過為作業人員於磊晶 Bench 區巡視作業時，踩踏於塑膠

踏板上造成跌倒之事件，此事件造成人員雙膝及小腿挫傷，經現場訪視發現磊晶 Bench

區的平台主要是由塑膠踏板所建立之平台，平台上會有液體污染的情形。該滑倒事件

發生於磊晶 Bench 區，由此區域之摩擦係數值可知，無論是乾或是濕的狀態，其摩擦

係數值均小於 ANSI 所建議之標準值，故地板摩擦係數不足可能是導致該跌導事件的

原因。 

Ｎ公司為一工程公司主要從事工程承包與施作，該公司所發生之跌倒事故，為一

女性員工從事公司屋頂修理作業時因於傾斜屋頂上滑倒，並導致跌落地面之事件。由

Ｎ公司之現場摩擦係數結果發現，該滑倒事件發生地點「鐵皮屋頂」，其摩擦係數值

平面時測試為 0.69，但因有傾斜角，有可能降低摩擦係數值而導致滑跌倒可能。 

Ｏ公司為一台灣知名餅乾類點心食品加工廠。地板均為鋪設 Epoxy 材料之地板，

該公司人員發生跌倒事故之區域在爆米花區，由於該地區之地板因生產加工時會有油

脂污染地面，該人員即是於工作間踩踏到地板而造成滑倒導致骨折。現場摩擦係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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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結果顯示，就發生跌倒事故之爆米花區現場而言，摩擦係數是低於 ANSI 所建議之

安全標準，而在此區域上除了地板上會有霧狀油脂外，也會有油滴存在的現象，因此

摩擦係數會有較大的變異產生，故該跌倒事故的發生起因於地板的摩擦係數不足。 

表 43 為本研究於事故現場地板摩擦係數量測彙整結果。本研究共對 15 家公司，

共 18 個案例現場進行現場摩擦係數量測，18 個現場區域中，有 7 個乾地板，其中有 1

個區域之地板摩擦系數值低於 ANSI 1264 所建議之摩擦係數值 0.5 之標準；另外，於

乾地板中，有一區域因樓梯表面有進行拋光與未拋光之處理，經摩擦係數量測結果發

現，在未經過拋光處理的梯面其摩擦係數值大 ANSI 1264 所建議之摩擦係數值 0.5 之

標準，但經過拋光處理者，摩擦係數值即低於 0.5，故顯示粗糙表面對於提升地板的安

全有幫助的。至於油的地板狀況則有 5 個區域，此 5 個區域所量測之地板摩擦係數都

低於 0.5，顯示在被油污染的地板是屬於不安全的工作場所；而在濕地板亦有 6 個區域，

且顯示在潮濕地板上所量測出之現場摩擦係數值均低於 0.5，故對於濕的板而言，亦是

屬於不安全的工作環境。因此，對於被水或油污染的工作環境而言，摩擦係數值均小

於 0.5，表示工作場所之地板容易受到水或油的污染而導致摩擦力不足，而進一步造成

跌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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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職災現場地板摩擦係數量測彙整表 

公司 地板 地板狀況摩擦係數 安全性 

B 水泥階梯 乾 0.88 >0.5

有爪不銹鋼工作梯 乾 0.81 >0.5

拋光大理石樓梯 乾 0.4 <0.5C 

未拋光大理石樓梯 乾 0.66 >0.5

D 人造石樓梯 乾 0.72 >0.5

E 柏油路面停車格 乾 0.74 >0.5

I 無塵室導電地板 乾 0.45 <0.5

N 鐵皮屋頂 乾 0.69 >0.5

進料區 Epoxy 地板 油 0.48 <0.5
A 

廢油區 Epoxy 地板 油 0.28 <0.5

走道區 Epoxy 地板 油 0.29 <0.5
H 

機台操作區不銹鋼地板 油 0.14 <0.5

O 爆米花 Epoxy 地板 油 0.22 <0.5

F 門口塑膠地板 濕 0.31 <0.5

G 抽絲區塑膠地墊 濕 0.18 <0.5

J 廠務區 Epoxy 階梯 濕 0.05 <0.5

K 女廁磁磚 濕 0.12 <0.5

L 大門口磁磚 濕 0.13 <0.5

M 磊晶 Bench 區塑膠平台 濕 0.32 <0.5
 

 

第四節 專家座談會與宣導會會議結果整理 

本研究於 102 年 11 月 1 號與 27 號分別辦理了 1 場「跌倒職業災害之事故分析與

預防座談會」。第一場座談會於新竹中華大學進行，共計 15 人參與此次座談，此次座

談主要是針對跌倒職災案例分析進行探討。在此次座談會中，有業界代表指出發生跌

倒之職災事故的案例數目應該比目前統計出的多，因為在公司發生跌倒事故的人員，

當受傷程度未達住院的程度並不會申請勞保給付，傷者只會申請工傷假在家休息，故

現有資料庫資料可能會有低估現象。另外亦有與會專家指出，產生跌倒事故有許多可

能是因為傷者本身的疾病問題所造成，但如果發生跌倒職災時是洽巧在工作中，那到

底是那種原因造成跌倒事故的發生，其因素與媒介物問題將很難去介定，也因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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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職災的認定爭議。最後，此次座談會結果指出目前的勞保資料或是勞動檢查上

所指出之職災事故全部都將事故分類為跌倒，因此如何區分滑倒與跌倒之間的差異，

應可以做進一步的探討。 

第二場座談會於台北市國語日報大樓二樓中華大學台北教育中心舉行，計有 11 人

參與此次座談會。此次座談會討論了跌倒事故與產業關聯性、跌倒事故預防策略、跌

倒事故危害預防草案及跌倒事故之教育訓練等主題進行討論。針對此次之座談結果有

多位專家提到某些事件的跌倒原因應不屬於單一因素，而是由二個以上的原因造成，

因此在分類是否該考量這類事故的原因分析。以營造業為例：其原因可能有障礙物(絆

倒)、燈光照明問題、噪音傷害平衡(暈眩)及缺氧、甲苯溶劑等問題，而電信業可能就

有電纜線而導致跌倒的事件發生，在飯店內則有對環境不熟悉、燈光昏暗或是分心等

等，但此類事故有時受害者本人並沒申請勞保給付，因此相關事証就不會登錄進到勞

保資料庫內。另外就目前調閱資料顯示，於申請書的傷害事故說明有些經過並無進行

詳細的說明，因此造成分析上的不易，故有專家建議可從各行業共通的跌倒原因著手，

或許能找出共同對策。另外，針對職場危害預防標準草案的內容，有專家指出主要內

容是針對地板及滑倒而言，是否能適合本研究中之跌倒與絆倒事件，其條文內容應可

再做進一步的調整。最後，多數專家建議，根據目前申請勞保給付資料顯示，絕大多

數的事發經過過程並未撰寫的非常詳細，再加上職業災害媒介物的分類中有許多歸屬

於其他類等不明確之原因。因此，透過未來對於勞保給付資料的申請做 E 化的處理將

有助於事故的預防與分析，而相關事件更可與醫療資料做連結，以區分出事故的發生

是否與個人因素有關，而此部份可先透過部份工會或是大型國營企業來取得勞工職場

事故分析檔案來試行，以找出更多預防的策略。 

本研究共辦理 2 場「跌倒職案例宣導會」，此宣導會主要在提供跌倒相關資訊給

事業單位或勞工進行參考，做為避免跌倒事件發生的預防。第一場宣導會針對 71 位在

廚房工作之廚師或相關人員進行宣導。會中除了講解餐飲業餐從業人員發生跌倒事故

的案例，也宣導了工作中跌倒造成本身之職業災害損失，最後並針對與會人士講解滑

倒危害預防管理指引，提供作業人員應如何避免跌倒事件之預防措施以及工作場所應

如何進行環境之清潔以避免跌倒事件的發生。 

第二場「跌倒職災案例宣導會」對象包含了新北市土城工業區、樹林工業區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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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之工安人員與相關從業人員共 88 位參與此次宣導會。此次宣導會除了分享了多個製

造業發生跌倒事故之案例，不僅說明了發生跌倒事故對於財產上的損失，也說明了相

關跌倒事故發生後的後遺症，最後在此次宣導會中也分享了跌倒職災事故現場之摩擦

係數量測結果，並說明了工作場所中跌倒危害應如何預防的相關措施。 



69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共分析了勞保電腦資料庫中，96 年到 102 年 6 月間總計 35,024 筆申請勞工

保險職業災害給付案件。其中死亡給付有 82 件、失能給付有 878 件，而傷病給付有

34,064 件，總給付金額約為 16 億元。並調閱 1,797 份勞工保險給付個案給付申請書書

面資料以分析發生原因，其中在失能部份共調閱 345 份申請書，死亡調閱 57 份，傷病

給付調閱 1,395 份。整體而言，滑倒、跌倒與絆倒之比例約為 3.3：5：0.7。本研究結

論如下： 

一. 分析勞保電腦資料庫資料顯示，從年齡層區分，廣義的跌倒事故最容易發生的年

齡為 45 歲-59 歲，其中女性勞工的發生案例主要發生在 50-59 歲，男性則是較常

發生於 45-54 歲之間。因跌倒而申請勞保給付的前五大行業別為製造業、營造業、

批發及零售業、住宿餐飲及其他服務業等行業。而造成跌倒事故的媒介物中，以

樓梯、棧道、已包裝貨物及水是主要的媒介物；因跌倒造成受傷的主要部位為足、

手、膝、膝、背等部位，而足、膝及腕等三個部位則是發生失能的常見部位，至

於頭部受傷則很容易造成死亡事件的發生。  

二. 分析給付申請書書面資料顯示，在滑倒事故中，有 67.7%是由不安全環境所造成，

且不安全環境中又以地面有水、油漬而造成地面濕滑（40.1%）是造成滑倒事故

的主要因素。在跌倒事故則有 81.4%是因為不安全行為所造成，其中又以不當步

態(40.8%)及不當動作(29.5%)是造成跌倒的要素。絆倒事件幾乎是由不安全環境

中的地上異物所造成(97.9%)。 

三. 製造業、營造業與批發及零售業是最常發生滑倒、跌倒與絆倒事故的前三大行

業，其中製造業是最常因為不安全行為與不安全設備而發生職災事故的行業，營

造業則是最容易因為不安全環境而發生職災事故的行業。 

四. 本研究針對 15 家公司，共 18 個案例現場進行跌倒事故現場摩擦係數量測，在這

18 個現場區域中，有 11 個區域的事故現場地板是受到油污與水的污染，地板摩

擦係數量測結果顯示，受油或水污染之地面其摩擦係數值低於 ANSI 1264 所建議

摩擦係數值應大於 0.5 之標準，顯示地板受到水或油的污染而導致摩擦力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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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跌倒的可能性。 

五. 不安全環境是造成跌倒事故最主要因素，其中又以地面因油漬或是積水造成地面

濕滑是跌倒的主要原因，其次則是作業場所中地面散佈著貨物、材料、工具、鐵

板、電線及水管等地上異物所形成之不安全環境而造成之跌倒事件。 

六. 在不安全行為中，勞工於工作期間因突發狀況或是搬運重物，而使得原本的正常

步態，為了因應突發狀況而改變了原有的步行速度或步幅，步態可能失去平衡。

此外，上下機台或變換作業平台區域時，不按照正常程序直接跨越的不當動作，

與直接拿取高處的物品時拿取，進而造成身體過度伸展、動作太大、用力過當等

不當動作，所產生的不安全行為都是可能造成跌倒發生重要因素。 

七. 工作中利用設備或工具協助工作時，使用不安全工具(如箱子、鐵架、板凳及椅子

等)、或是設備及工具的表面過於光滑、梯子無扶手、踏面不足與設備及工具本身

不穩等不安全設備工具，都是可能造成跌倒的因素。 

八. 對於不安全環境之預防，首先應保持地面清潔，定期清理地面上的積水、油污與

固體污染物等，以保持工作場所地面清潔與乾燥。另外也要保持通道暢通，避免

物品放置於通道上而造成滑、跌、絆倒事件的發生。而對於易滑作業區域亦應標

示「注意滑倒危險」，必要時應設立欄杆或扶手、使用防滑墊或穿著防滑鞋，以

減少因為地板摩擦係數的突然變化或傾斜坡道造成跌倒事件的發生。 

九. 對於不安全行為之預防，應對勞工實施教育訓練及宣導，避免於工作場所、階梯

及作業平台上任意橫跨(越)亦或是快走。當工作需要搬運物品時，則應事先穿著

抗滑性較佳之鞋具，並限制搬運物品之重量與體積，同時使用合適的輔具來協助

搬運，以避免不當步態所造成的跌倒事故；另外如需拿取高處貨物時，則應避免

直接拿取高處物品，造成身體過度伸展所造成之跌倒事故。 

十. 最後在不安全設備工具之預防，可分別對穿著鞋具或使用工具的防護著手，其中

在鞋具方面，應定期檢查鞋子的磨耗並定期清潔鞋底，避免鞋底油漬的堆積；如

人員因工作需要，須經常上下設備則應穿著抗滑性較佳鞋具，以避免表面光滑造

成跌倒的發生；並應定期檢查設備及梯具的穩定性，並且設備、梯具、鷹架、工

作台裝設扶手或欄杆亦可減少跌倒事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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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不安全行為之消除是職場跌倒預防的重點，可透過職場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及安全

衛生宣導來提高勞工自主安全意識，避免工作場所之不安全行為。 

二. 職場預防滑倒應首重消除地板濕滑暨不安全之地板環境，此可融入企業推行 6S 活

動，以建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三. 目前使用的勞工保險各項理賠申請表格設計，目的在確認職業災害發生之事實，

並非探究職業災害發生原因。且受限於建立制度當時時空環境及填表人之便利

性，表格設計過於簡化，對於事故發生經過及媒介物分析比較少。 

四. 建議職業傷害媒介物分類表，宜重新進行分類，以利深入探討職災原因分析與職

災預防規劃參考。 

五. 針對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 條「雇主對於勞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

應保持不致使勞工跌倒、滑倒、踩傷等之安全狀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部

分。 

六. 建議可增修更詳細的跌倒預防與管理措施，以促進跌倒危害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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