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工安全與職業傷害預防概論 

壹、前言 

一、勞工安全的意義 

凡是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皆是「勞工」；而「安全」所追求的就是無論在工作、生活、甚至旅遊度

假...等過程中生命都能平安無事，免於遭受危險，導致傷亡。就勞工而言，生命權應遠比工作權來的重

要，而勞工安全更是所有雇主與勞工必須共同全力去維護的最重要的勞動條件。 

 

二、勞工安全的重要性 

近年來，我們大力推動政府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國家前途充滿遠景。尤其全國勞工朋友及事業主努

力不懈，投入生產建設，對促進國家經濟之持續成長，社會之繁榮進步，更是功不可沒，但因生產作

業過程之日趨繁複，伴隨而至的災害風險也日益增高；因此，保護勞工安全的各項措施也就顯得更為

重要。 

 

勞工安全是目前進步國家極為重視的課題，我們都知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條，誰也不能再活一次，也

無法由其他任何東西來取代，必須善加保護，以免受到傷害，因此確保勞工的安全與健康，世界各國

皆訂為雇主之法律上的義務，而落實勞工安全工作正是保障勞工生存權與工作權的最佳法寶。 

 

貳、勞工的安全權利與義務 

一、勞工的安全權利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條之規定： 

勞工如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依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勞工代表有權參與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二、勞工的安全義務 

職業災害發生的直接受害者還是勞工本身，因此勞工也應該為自己的工作場所安全及衛生負起個人的

責任，目前世界各先進國家對勞工本身安全的義務原則大致是： 

 

勞工自我保護意識原則：雖然雇主有責任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但是勞工也應為自身的安全設

想，配合雇主共同地為雇主與自身的共同利益來負擔保護自身的責任，工作場所的安全須要勞工自我

保護意識的提升。如：為保護自身的安全，而配合或發展使用各項安全措施。 

 

我國勞工安全衛生法中對勞工的安全義務也有規範，依該法規定，凡勞工不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不接受雇主對勞工所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不接受雇主依法規要求所施行之

健康檢查等三項規定者，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在工作場所中，勞工的安全義務大致如下： 

(一)遵守安全衛生規則。 

(二)報告不安全或不衛生之情況，促請廠方改善。 

(三)遵守各項作業之安全衛生工作方法。 

(四)報告所有意外事故，包括傷害事故及非傷害事故。 

(五)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及安全的工作態度。 

(六)維持工廠整潔及各種防護設施之正確使用。 

(七)協助新進員工了解安全的工作方法。 

(八)確實依規定配戴安全衛生防護器具。 

(十)確實依規定配戴安全衛生防護器具。 

 

參、職業災害的定義 

我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四項就「職業災害」定義為：「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

料、化學物品、蒸氣、氣體、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

亡。」也就是將職業災害從就業場所之機械設備、有害氣體等設施與勞工技能、知識、人身諸條件等

以及職業上原因等使勞工遭致四個結果的過程加以掌握。(如下表)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條所稱「就業場所」係指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

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所稱「工作場所」係指就業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

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所稱「作業場所」係指工作場所中，為特定之工作目的所設之場

所。因此職業災害定義中「勞工就業場所」包括了工作場所、作業場所，其次所稱「職業上原因」依

同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係指因隨作業活動而衍生，於就業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相當

因果關係者。 

 

肆、職業災害的損失 

職業災害的損失可分為直接損失及間接損失：間接損失又稱為隱藏損失。直接損失的計算，由於許多

國家職業災害補償係採保險制由保險公司支付，故直接損失實際上為保險公司支付之費用，這包括醫

療費用及保險給付；而間接損失一般則指由雇主給付及損失之費用，這包括： 

 
災害(原因) 罹災(對象) 災害(結果) 

(一) 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

物、設備、原料、才料、

化學物品、氣體、粉塵等 

(二) 作業活動 

(三) 其他職業上原因 

勞工 

(一) 死亡 

(二) 殘廢 

(三) 傷害 

(四) 疾病 



一、受傷勞工損失時間的費用。 

二、其他勞工因停止工作而損失時間的費用。 

三、領班、監工、或其他管理人員損失時間的費用。 

四、急救人員或醫院因該事故所費之時間費用，設此項費用非由保險公司負擔。 

五、因機器、工具、或其他財產的損失、材料的損壞等費用。 

六、因影響生產、未能準時交貨、獎金、逾期罰鍰的損失及其他類似原因等費用。 

七、依據勞工福利及利潤制度，雇主支付之費用。 

八、員工夜間工作，尚未復原但需支付全工資損失之費用。 

九、因受傷勞工導致生產力降低及機器停用的損失。 

十、因事故而引起勞工士氣低落或鬆弛的損失。 

十一、每一受傷勞工的間接成本－受傷勞工不能工作，其分擔之照明、冷氣、租金及其他費用。 

 

依據美國的統計，間接損失平均而言為直接損失的四倍。 

 

災害不但會使勞工喪命，受到傷害，企業還會招致巨大的經濟損失，再加上對罹災者遺族的補償費(不

發生災害即可免除)、設施的損失，罹災者其他薪資損失還有民事賠償，地方睦鄰工作經費等等，這些

間接性的損失金額很高，常為直接損失的數倍。而若考慮罹災勞工家庭所生變化造成社會影響的損

失，將無法估算。 

 

伍、職業災害發生的原因 

災害於一般人直覺的認知為不預期，也非計劃下所發生或遭遇的災難，事實上安全管理的災害理念，

是自起因經由時間序列迄災害所生現象或結果的過程。因此有專家認為災害是「中止、打斷或干擾正

常工作之任何事件」或認為災害是「由於有缺陷的工作條件及不適當的工作方法而引起的非計劃範圍

人的事件」及「一個非所欲使事業作業產生低效率之事件」等廣義的災害理念，採用以下定義「災害

是由於人與物體或物質或他人接觸，或人曝露於物體或作業條件下，或人之作業行動，引起人體傷害

的事件。」是為狹義災害理念，因此災害理念包括人體傷害(人的事故)與物的損失(物的事故)之狹義災

害等理念。勞工於就業場所提供其勞務之活動結構，係由人、物、環境等三主要部分結合，此三者相

互關係異常，彼此失去平衡即發生異常狀態、事故或災害，此際稱「人」者包括第三者在內之一般作

業者：稱「物」者，為原材料、貨物、機械、設備、裝置、建築物、構築物、治具工具、個人防護

具、安全裝置、有害物控制裝置等。稱「環境」者，為工作場所之整理整頓、清掃清潔狀態之保持及

衛生條件。依據專家的研究，事故除了極少數約佔 2％為天災外，其他 98％均是人為的。至於導致事

故的原因，一般都認為主因是不安全行為及不安全狀況所引起，例如在工作場所修理時，因有害物濃

度過高而勞工又未配戴防護設備，則導致勞工中毒的原因，屬不安全狀況者為有害的工作環境，屬不

安全行為者為未依規定使用防護具。當然有的事故僅有不安全的行為就會造成事故，例如搬運重物姿

勢不良；有的事故則僅因不安全狀況造成，例如緊急狀況有害物大量洩漏造成勞工中毒等。一般而



言．不安全行為所佔比例較高。茲將不安全狀況及不安全行為列舉如下： 

一、不安全狀況： 

(一)不適當的支撐或防護。 

(二)有缺陷之工具、設備或供應器具。 

(三)擁擠之工作場所。 

(四)不適當的警告裝置。 

(五)火災及爆炸危害。 

(六)不良之內務環境。 

(七)有害環境狀況。 

(八)過強的噪音。 

(九)不良的照明。 

(十)不良的通風。 

(十一)輻射暴露。 

二、不安全行為： 

(一)不適當的速度操作機器。 

(二)未經授權操作機器。 

(三)不適當的使用機器。 

(四)使用有缺陷的設備。 

(五)使用之安全裝置無效。 

(六)未警告同事或取得裝置。 

(七)未使用防護具。 

(八)未適當的置放設備。 

(九)站立不適當位置。 

(十)不適當的舉物。 

(十一)修理轉動中之設備。 

(十二)現場嬉戲。 

(十三)使用含酒精之飲料。 

(十四)使用藥物。 

 

陸、職業災害的防止對策 

前面談到事故原因為由於缺乏良好管理所造成不安全行為及不安全狀況，要解決此問題，主要的就是

要透過安全管理去消除不安全狀況及不安全行為。而消除不安全的狀況及不安全的行為，最主要的事

項在早期有所謂 3E(Engineering,Education, Enforcement)即工程、教育及執行，工程就是要改進不

安全的設備環境，教育就是瞭解及增進安全知識、技能態度。執行就是要依規定的步驟、程序、方法

去做，以消除不安全行為。除了 3E 外，也有人提出 4E 政策，也就是除 3E 以外另加熱心



(Enthusiasm)，即從事安全工作必須具有愛心、熱心，否則從事此工作必定無恆心，認為事不關己，

不會認真去做，則安全工作當然做不好。前面的 3E，實際上只是為了簡化而引的說詞，如果我們針對

消除不安全的狀況及不安全的行為，則事故的防止，主要的政策大概可分為下列四項： 

一、消除機器設備、工作方法、物料或建築物等所產生的危害因素。 

二、封閉及防護危害發生的來源。 

三、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具。 

四、實施工作教導、安全訓練。 

要積極有效防止職業災害發生，具體而言，應由下列各方面著手： 

 

一、謀求設備的安全化 

(一)朝著防止人為失誤的方向進行。 

(二)預先針對原因採取對策。 

(三)由機械取代人力執行危險的工作。 

(四)設置安全裝置將人與能量隔開。 

 

二、實施安全檢查 

(一)安全檢查的目的 

安全檢查的目的第一在確認安全性。一旦機械設備發生故障，則能量失控，造成人身傷害、漏電火

災、著火爆炸等，為期加以防止，對於使用中的設備，其安全性要加以確認。 

第二要確認機械設備的性能，因為安全檢查不單是在確保安全，也要確保設備整體的安全。 

 

(二)以預防保全為主 

保養檢查有二，一是故障後的修理，一是防止故障採取的措施。由安全來加以考量，當然是須預防保

全，故所有機械設備的自動檢查，原則上以「預防保全」的想法來實施。 

 

(三)安全檢查要有計劃的實施 

為使檢查能很適當的實施，必須訂定機械設備的檢查項目及期間，且不可流於形式，是要相對於故障

時的危險程度來訂定。而法令有自動檢查之規定者，必須依照規定來辦理。 

檢查項目及期間決定之後，其次就是作成檢查記錄表，此表在實施合理的安全檢查或紀錄的保存上都

很重要。 

在檢查順序書中，須使每一檢查項目的檢查方法、重點，研判基準都很清楚。 

 

(四)落實安全檢查，並將檢查結果加以處理 

安全檢查的目的，不在檢查本身，而是將檢查之中所發現不完善的地方加以修理、調整、使機械設備

保持在最佳狀態。 



 

三、實施整理整頓 

(一)整理整頓乃安全與生產的起點 

整理整頓差的工廠發生的災害較多，且生產的品質也無法提昇，作業人員無精打采。反之，則活潑有

勁，為企業帶來利益。 

整理整頓包含兩個意思，一是將需要和不需要的東西加以區分，將不需的東西由工作場所除去，叫做

整理；而將需要的東西預先妥為管理，在需要時立即可拿出來，叫做整頓。 

 

(二)整理整頓的責任要明確劃分 

進行工廠整體整理整頓時，對每一工作場所均需規定責任區分；不得疏漏。對於區內廣場、通路等不

屬工作場所的地方，特別要加規定，排定輪值人員來實施。 

 

(三)確保安全通路 

所課安全通路，就是任何人可以自由走動而不致引生危險的通路。此通路要保持一定的寬度，用顏色

標示，並絕對不可放置物品，路面若有損壞要立即修補，且不可有油污，堆積物或切削廢屑散佈其

間。 

 

(四)決定物品的放置場所及原則 

物品放置方式很重要，如果沒放好，不但取出不易，堆積其上的東西也會崩塌下來，必須規定高度、

物品的形狀、長短放置，尤其有害物，危險物的存放方法及場所要特別加以注意。 

 

四、正確使用防護具 

(一)選用適當的防護具 

防護具的第一要件，即針對需防護之危險，如電氣、重物、飛落物等，需有充分的抗耐能力及強度之

性能。第二要件即其使用需便利，以免造成使用者之拒用。 

 

(二)防護具要正確使用 

任何東西均需正確使用方能充分發揮其效果，防護具當然也不例外，所謂防護具之正確使用包括： 1.

隨時保持於最佳可供使用之狀態。 2.要對每一個作業人員教導使知防護具之意義，使深切認識使用防

護具之重要性。 3.由經營負責人開始，各階層管理人員要熱心的對作業人員加以指導。 

 

(三)防護具要妥善保管 

1.安全帽 

(1)安全帽的數目要符合所需，其強度要符合規定。 

(2)帽內環帶的調整要合適，顎帶能正確繫緊。 



(3)不良品不可置於現場。 

2.防護眼鏡 

鏡片要保持乾淨，不可有傷痕，必須具有相當的強度。 

 

柒、職業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與處理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事業單位如發生下述職業災害： 

一、發生死亡災害者。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應即採取下列措施： 

一、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二、應即以電話報告當地檢查機構，在無電話地區或有礙難時，應以電報或其他最快的方法通報，最

遲二十四小時內完成報告。 

三、事業單位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災害原因分析時，應掌握之事項

如下： 

(一)由災害發生季節、星期、時間帶、場所等探索媒介物或加害物。 

(二)由罹災者之人身條件、任務，探索人為災害要素。 

(三)由罹災者之傷病部位、性質、程度，探索災害要素對災害影響程度。 

(四)由物的損害狀況，探索災害要素對災害影響程度。 

(五)由災害發生經過，探索災害類型、媒介物及加害物。 

(六)與災害有關媒介物當時之不安全狀況。 

(七)造成災害之罹介者自己或共同作業者之不安全行為。 

(八)罹災者之不安全的人為要素。 

(九)管理上之缺陷。   

 

本篇內容引用法規為九十二年八月資料 

本篇內容引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工安全與職業傷害預防概論"，並同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