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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安全衛生職掌 - 1
【總經理職責】

1.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本公司工業安全衛生之實施與管理，
由總經理擔負所稱雇主責任。

2. 決策本公司工業安全衛生管理計劃、預算及自動檢查有關事宜。

3. 督導各級主管人員確實執行安全衛生法規及相關規定。

4. 主持安全衛生會議、各項大型安全衛生活動及緊急應變演練。

5. 考核各級主管人員對安全衛生管理之態度及執行績效。



工業安全衛生職掌 - 2
【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責】

1.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由本公司工業安全衛生主管擔任勞工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 綜理負責各部門之安全衛生事項，呈報上級。

3. 負責勞工檢查機關與當地主管機關之協調工作。

4. 研討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之政策。



工業安全衛生職掌 - 3
【各部門及單位主管職責】

1. 訂定工作作業標準(SOP)、建立並維持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

2. 配合提供改善工作安全之方法、督導所屬部門執行工業安全衛生管理。

3. 實施作業區及儀器設備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4. 執行意外事故處理、協助調查分析，預防事故再次發生。

5. 督導所屬員工遵守安全作業規範並正確使用安全衛生防護具。

6. 觀察所屬員工工作狀況，若有安全之虞應立即作適當處置，以免發生事故。

7. 熟悉經管部門及單位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安全工作標準，並應用於日常督導。

8. 實施從事作業所需之安全衛生訓練及工作教導。

9. 評估員工下班後單獨從事作業之危害性，並採取預防措施。

10.其他有關工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員工安全衛生之義務
1. 確實遵守工作作業標準、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各項安全衛生法令之規

定
($3000) 。

2. 支持本公司工業安全衛生政策，配合執行各項工業安全衛生活動。
3. 協助新進工作人員瞭解工業安全衛生工作方法。
4. 執行工作區及所使用機械、設備之安全衛生檢查。
5. 個人防護具及安全衛生裝備之使用及定期檢查與保養。
6. 隨時向部門主管反應不符安全、衛生之作業條件或建議改善措施。
7. 負責工作場所之整理、整頓。
8. 發生意外事故時之應變處理，並立即向該單位主管報告。
9. 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健康檢查 ($3000) 。
10.其他有關工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歷程
● 102 年 6 月 18 日

○ 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 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三讀通過

● 102 年 7 月 3 日

○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27211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55 條；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 103 年 6 月 20 日

○ 行政院院臺勞字第 1030031158B號函

○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3 日修正公布「勞工安全衛生法」名  稱修正為「職
業安全衛生法」，並修正全文，經本院  於 103 年 6 月 20 日以院臺勞字
第 1030031158 號令定第 7 條  至第 9 條、第 11 條、第 13 條至第 15
條及第 31 條，自 104  年 1 月 1 日施行，其餘條文自 103 年 7 月 3 日
施行





適用於各業工作者
第一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工作者：指勞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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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自營作業者：參照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
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指於事業單位工作場
所從事勞動之派遣勞工、養成工、志工、技術生、實習生、見習生、建教
生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義務主體
 僱傭關係：

 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  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事業主：指事業之經營主體，在法人組織時為該法人，在個人企業為企業
之業主事業之經營負責人：指法人之代表人、經授權實際管理企業體或事
業單位之實際負責人 (如廠長、經理人等 ) 。

 勞工
 非僱傭關係：

 指定機械器具設備之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 (7)
 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機械、設備或器具及新化學品之製造者或輸入者 (8,13)
 管制性化學品及優先管理化學品之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 (14)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

施工者 (6)
 代行檢查機構、訓練單位、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及顧問服務機構



職業災害之定義
 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
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
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所稱勞動場所，指下列場所之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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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場所 )
● 自營作業者或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

 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就業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
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起因性和遂行性 )



增訂一般責任條款 (5)( 無罰責 )

第五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
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

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
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 合理可行範圍：指勞工所從事之工作，符合下列情形時，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令、指引或實務規範等，予以改善或採取必要之預防作為：
● 勞動場所存在經確認之危害。
● 無法避免勞工暴露於危害。
● 危害將導致勞工嚴重傷害或死亡之虞。
● 危害可經改善或可合理達到危害預防目的。

● 風險評估：指風險辨識、分析及評量之過程



對身心健康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第六條　第二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 訂定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 )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 訂

定異常工作負荷危害防止計畫 )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 訂

定身心遭受不法侵害危害防止計畫 )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所稱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指重複性作業等姿勢長期壓迫引
起之肌肉骨骼傷害相關疾病。

1.膝關節半月狀軟骨病變 (蹲跪姿 )

2.關節滑囊病變 (160 處滑囊反覆壓迫及摩擦或創傷發炎，如女傭膝、地
毯工人膝等 )

3.神經麻痺 (如職業性腕道症候群等及頸、腰椎間盤突出、肌腱炎、肌
腱腱鞘炎 )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所定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應

訂定異常工作負荷危害防止計畫，並採取下列措施：
● 評估及辨識可能促發疾病之高風險群。
● 提供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參照醫師建議，採取減少工作時數、變更工作內容或調整作  息等行政

管理措施。
● 建立健康管理及追蹤機制
●強化健康檢查及健康促進措施。
● 評估執行成效及檢討修正。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所定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  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應訂定身
心遭受不法侵害危害防止計畫，並採取下列措施：

一、建立篩選及危害評估機制。  

二、強化作業場所動線規劃。

三、檢討組織及職務設計。 

四、實施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之教育訓練。

五、強化公開場合宣導及行為規範之建構。

六、建立應變處理程序。

七、評估執行成效及檢討修正。



建築物依法設計
第十七條
勞工工作場所之建築物，應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依建築法規及本法有
關安全衛生之規定設計。

違反規定，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45)



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退避
第十八條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
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違反規定，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8萬元以下罰金。 41)

● 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
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 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以解僱、調職、不給付停止作業期間工資或其他不利之處
分。但雇主證明勞工濫用停止作業權，經報主管機關認定，並符合勞動法令規定
者，不在此限。



所稱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自設備洩漏大量危害性化學品，致有發生爆炸、火災或中毒等危險之虞時。
二、從事河川工程、河堤、海堤或圍堰等作業，因強風、大雨或地震，致有發生危險之

虞時
三、從事隧道等營建工程或管溝、沉箱、沉筒、井筒等之開挖作業，因落磐、出水、崩
塌或流砂侵入等，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四、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
上，致有發生爆炸、火災危險之虞時。

五、於儲槽等內部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致有發生中毒或窒息危險之虞時。
六、從事缺氧危險作業，致有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
七、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作業，未設置防墜設施及未使勞工使用適當之個人防護具，致有

發生墜落危險之虞時。
八、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未採取管制措施及未設置安全防護設施，致有發生危
險之虞時。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有發生危險之虞時之情形。



濫用停止作業權及不利之處分
所稱勞工濫用停止作業權，係指勞工因下列情形之一，自行停止作業者：

一、未達前項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者。

二、作業無異常。

三、影響其他工作者安全。

四、危險未達緊急情況，可報告雇主改善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情形。

● 所稱其他不利之處分，指直接或間接損害勞工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
應享有權益之措施。



體格及健康檢查
第二十條　第一項至第二項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列健康檢查：

1.一般健康檢查。

2.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3.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前項檢查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之醫
師為之；檢查紀錄雇主應予保存，並負擔健康檢查費用；實施特殊健康
檢查時，雇主應提供勞工作業內容及暴露情形等作業經歷資料予醫療機
構。



承攬危害告知
第二十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
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 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
告知再承攬人。



共同作業必要措施
第二十七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
作。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工作場所之巡視。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
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少年勞工保護

● 處理爆炸性、易燃性等物質之工作
● 鉛、汞、鉻、砷、黃磷、氯氣、氰
化氫、苯胺等有害物散布場所之工
作。

● 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 有害粉塵散布場所之工作。
● 運轉中機器或動力傳導裝置危險部

分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上
卸皮帶、繩索等工作。

● 超過二百二十伏特電力線之銜接。

● 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
● 鍋爐之燒火及操作。
● 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 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 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 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
轉工作。

● 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

有害性之工作。

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
雇主不得使未滿十八歲者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少年勞工保護
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至第三項
前項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未滿十八歲者從事第一項以外之工作，經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二條之醫師評
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雇主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
、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母性保護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異常氣壓之工作。
四、處理或暴露於弓形蟲、德國麻疹等影

響胎兒健康之工作。
五、處理或暴露於二硫化碳、三氯乙烯、

環氧乙烷、丙烯醯胺、次乙亞胺、砷
及其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等經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之
工作。

六、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七、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八、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九、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工作。
十、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十一、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

轉工作。
十二、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三、處理或暴露於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具

有致病或致死之微生物感染風險工
作。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
有害性之工作。

第三十條　第一項
雇主不得使妊娠中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明定禁止從事危險及有害性工作

第三十條　第二項至第五項
雇主不得使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 礦坑工作。
● 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 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 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第一項第五款至第十四款及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所定之工作，雇主依第三十一條採取母
性健康保護措施，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雇主未經當事人告知妊娠或分娩事實而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得免予處罰。但雇
主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



建立母性健康保護機制
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至第二項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取危
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
工，應依醫師適性評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並留
存紀錄
前項勞工於保護期間，因工作條件、作業程序變更、當事人健康異常或有
不適反應，經醫師評估確認不適原有工作者，雇主應依前項規定重新辦理
之。

第四項
雇主未經當事人告知妊娠或分娩事實而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得免
予處罰。但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



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 第三十二條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及訓練。
●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 新僱勞工、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訓練課程應依實際需要不得少於 3小時。 ( 與該勞工
作業有關者 )

● 雇主應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勞工周知。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本公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已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完成，並公告與公司內部
網站

●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得依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訂定適用於全部或一
部分事業，並得依工作性質、規模分別訂定，報請檢查機構備查。

● 事業單位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其適用區域跨二以上檢查機構轄
區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機構備查。

● 勞工代表，事業單位設有工會者，由工會推舉之；無工會者，由雇主
召集全體勞工直接選舉，或由勞工共同推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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