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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域職業災害防制策略 

安全管理之成功要素 

結語 

簡報大綱 



「安全的工作環境」 

         

        是各先進國家致力營造的 

                      

   “ 使命 ” 與“ 目的 ” 



「職業災害發生率」 

 

        更為衡量一個國家 

 

       “ 安全環境 ”和“ 產業競爭力 ” 

    

                           的指標 



災害案例 



104年4月10日下午16時50分於臺中市北屯路與文心

路4段交叉路口，施作鋼箱樑吊裝作業(5B02單元；

墩柱編號P0515-P0516 )，以兩台250噸吊車進行43

公尺長、209公噸重之連續曲線鋼箱樑組裝及吊掛

時，發生意外事故，除鄰近路面、路燈及變電箱受

損外，當場壓毀一輛轎車，現場波及駕駛1人死亡，

工人7人分送慈濟醫院及中國醫藥大學醫院搶救，

其中3人死亡，2人重傷，2人輕傷。  

台中捷運意外事故 



明顯無
臨時支
撐架 



事故現場照片 



肇災原因分析  

為不安全設備者佔33 % 

勞工不安全動作者佔40﹪以上  

事業單位對罹災勞工未施以從事工作所必

要之防災教育訓練者佔75﹪  



災害結果型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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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的來源(事故發生的原因) 

•人員  People 

•設備  Equipment 

•物質  Material 

•環境  Environment 



災害發生的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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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 

55%(170人) 製造業  

27%(85人 

其他行業 

18%(56人) 

台灣2013營造業、製造業與其他
行業重大職災死亡人數比較 



墜落, 51% 

感電, 7% 

物體倒塌崩塌, 8% 

被夾被捲, 7% 

被撞, 7% 

火災爆炸, 2% 

物體飛落, 5% 

與有害物接觸, 2% 

溺斃, 3% 其他, 8% 

墜落 

感電 

物體倒塌崩塌 

被夾被捲 

被撞 

火災爆炸 

物體飛落 

與有害物接觸 

溺斃 

其他 

台灣2013災害類型比較 



營造業是工程科技業， 

不是冒險特技業。 

相信學理法規， 

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相信安全第一， 

就能趨吉避凶迎向未來。 

營造業六 句 箴 言 



直接原因 

間接原因 

基本原因（雇主的責任） 

事故原因分析 



墜落基本原因 

未提供安 

全防護具 

未確實使用 

個人安全防護具 

設備不安全 

或沒有設置 

位能變動能 

墜  落 



未辦理安衛 

教育訓練 
未實施作業 

前危害告知 

未執行作業 

前檢點檢查 

未派作業 

監督人員 

？ ？ ？ 

未執行 

禁止事項 設備不安全 

未予以區隔 

？ ？ ？ 

墜落 

墜落基本原因 



？未定訂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未擬定施工作業安全計畫書

及墜落防災計畫書 

？未制定施工架組、拆作業安

全標準指導書 

？？？原因分析 



職 業 災 害 防 止 計 畫 
 

一、訂定依據：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五條 
 

二、安全衛生政策： 
1.尊重生命，關懷健康，增進福祉，促進勞資協調及和諧，提

昇工作生 活品質。 
 

2.以環境設備本質安全為前提，以先知先制防範未然為優先。 
 

3.安全衛生活動，人人參與；追求安全健康，永無止境。 
 

三、基本方針： 
      

    依據本公司函頒之下列計畫、要則、管理手冊訂定： 
 

    1.OOOOOO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要則 
    2.OOOOOO公司工安計畫與作法 
    3.OOOOOO公司工安查核計畫 
    4.OOOOOO公司工安管理制度手冊 



三、計畫目標： 

•貫徹執行安全衛生政策及法令，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

安全與健康。 

•建立職災通報系統，落實虛驚事故調查分析。 

•加強安全衛生專業訓練，提昇員工自我保護能力。 

•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工作安全分析，以達作業標準化。 

•加強自動檢查及預防保養功能，以達設備安全化。 

•提昇健檢品質，加強健康管理，以達身心健康化。 

•積極推行零災害運動，以達安全衛生工作現場化。 

•推廣安全衛生教育宣導，普及安全衛生觀念及認知。 

職 業 災 害 防 止 計 畫(續) 



四、計畫項目： 

•安全衛生組織 

•安全衛生管理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標準作業程序及工作安全分析 

•安全衛生檢查 

•儀器檢查及個人防護具 

•醫療保健 

•安全衛生活動 

•安全衛生管理資料提供及建議 

五、附表 

職 業 災 害 防 止 計 畫(續) 



設備不安全－為什麼？ 

發包條件不明確（設備構件

不符合法令規定、金屬配件

缺漏） 

施工現場管理有盲點（未實

施材料進場篩檢管制） 



相關使用者不愛惜 

設備重複使用（未維護保養） 

荷重未管制（超過荷重） 

其他因素 

設備不安全－為什麼？ 



設備會損壞－為什麼？ 

架設時間長（材質強度變化） 

搭設時沒有控制基準點 

相關使用者不愛惜 

受外力撞擊 

拆卸者不正確動作 



未落實執行檢點檢查 

荷重未管制（超過荷重） 

外行人搭設－未按照搭設 

作業安全標準指導書組搭 

該加強部分未確實補強 

設備會損壞－為什麼？ 



施工架墜落預防工作應如何做 

發 包 施工前 組 搭 拆 除 

生命無價，工安優先 



 王永慶-「瘦鵝理論」 



安全衛生沒做好 

安全管理沒落實 

     工廠 管理者      不是工人 

沒有良好的制度 

沒有教導、要求 

不守規矩不用功 

不重視工安績效 

工安績效差是領導者的問題，是管理的問題。 

瘦鵝之所以瘦，問題不在鵝，而在飼養的方法不當所致 



企業經營的成敗關鍵全看領導人。有能幹的

領導，就能培養能幹的部屬，自然就能提高

團隊的經營績效。   

「如果讓一隻獅子來帶領一群羊，將來這群

羊一定個個勇猛；而如果讓一隻羊來帶領一

群獅子，最後很可能獅子變得很軟弱。」 



管理者的安全角色 

 管理者扮演功能性角色 

1. 管理者角色去提供管理系統來協助組織向前邁進。 

2. 人力資源角色去管理與協助人員的發展。 

3. 規劃者角色去協助組織設定未來方向。 

4. 負起員工安全的責任 

 廣義而言就是要員工有一個無傷害的生涯 

1 



認識暴露的風險 
(  潛在危害是至高無上的重要問題  ) 

遵守而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的要求，與確保工作場
所的安全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丹 · 彼得森  

 傷害的剖析 

1. 暴露的風險：指處於易受傷害的狀態。 

2. 了解不同型態的暴露特徵與如何去做好安全管理。 

2 



 非固定的豎桿及吊掛工作由沒經驗的人

員操作。 

 生產壓力要求要把壓縮機上線。 

 領班主觀認為可以準時達成使命。 

 沒必要加設圍檔設施的判斷。 

 一個壞損的吊掛機，及一個允許它持續

運作的系統。 

 一個沒人覺得需要啟用的暫時停工政策 

 一個需要被不斷提醒遵從規則的員工。 

潛在之危害因子分析： 



 定義潛在危害 

 範圍：『沒什麼壞事發生』到致命，但每一

潛在結果發生的機率卻不相同。 

 學習分辨高與低的潛在危害狀況，是分配資

源與有效監督的關鍵。 



員工為何會受傷 
(  行為VS.設備/狀況  ) 

為什麼總是有員工會受傷？ 

受傷是行為、環境、文化、或系統造成的嗎？ 

答案是有時是上述四種原因，有時是兩種或三

種的結合，有時只是一種原因造成的。 

3 



為什麼作業人員會這樣做? 
(  談安全的行為面  ) 

「我們應該做什麼」VS.「我們實際

要做什麼」。 

例如:我們知道我們應該要更健康、

花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多一點耐

心、先完成重要的事情，但我們的行

動仍常常無法如預期般的展現。 

4 



危害暴露控管決策 
(  控管層級  ) 

工作單位發現且辨識出風險：由事件

調查、危害分析、工作檢查、稽核、

觀察、或設備或新儀器設備的設計與

運轉分析。 

管理者必須對這些風險暴露問題做出

適當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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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事件預防 
(  全面啟動觀點  ) 

想要預防災難事件的發生，首先要了解技

術和組織因子間的關係。 

除了釐清技術面的問題之外，也願意著手

處理組織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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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與規章規則 
( 是必要的但不是足夠的  ) 

想要預防災難事件的發生，首先要了解

技術和組織因子間的關係。 

除了釐清技術面的問題之外，也願意著

手處理組織面的問題。 

7 



責任與職責 

誰要對安全負責？經理與主管控制工作環境

與工作規則，並且推動影響工作如何完成的

安全文化。 

誰擁有安全？主管必須對安全負責，正如同

要對生產及所有績效負責一樣。 

那麼第一線員工的個人責任如何？遵守工作

規則和程序 

8 



那麼安全部門有什麼功用？經理與主管控制工作

環境與工作規則，並且推動影響工作如何完成的

安全文化。 

誰擁有安全？主管必須對安全負責，正如同要對

生產及所有績效負責一樣。 

那麼第一線員工的個人責任如何？遵守工作規則

和程序 



那麼安全部門有什麼功用？安全專業人員是安全

的倡導者。安全專業人員需要提出讓人們不舒服

的隱藏性問題，但是除非安全專業人員有最高主

管的支持，而每個人都清楚安全專業人員的角色

與他們自己的安全責任，易可能發生。 



安全專業人員的責任 

安全專業人員，是安全的資源， 

不是安全警察，更不是錦衣衛。 

安全專業人員的專長：工業衛生師、工業安全、

損失防阻、或再加其他專長的三種混合。 

安全專業人員的核心責任：指引組織防止會造成

傷害人員、財物或環境的暴露風險。 

9 



績效指標中加入工安目標 

•讓他們承擔工安責任。 

•訂定各部門或團隊之工安目標 

•ex.公傷頻率、零災害工時、罰單數目等等。 

 

歷史的回顧 

這樣是好的做法嗎? 

 激勵工安士氣? 

 打擊工安信心? 



公傷頻率隨機的變化大 
 部門大小需達一定規模。 

 實際的改善或惡化變數多。 

工安目標提供了行為明示。 
 當紅利與加薪是基於職災率 

• 目標達成率導致了強烈的行為結果。 

• 聚焦在數字管理，非採取減低危害暴露步驟來改善安全。 

傳遞讓人混淆之組織文化訊息 
 執行重點偏重統計數據，非人員。 

傳統作法之缺失: 

 員工傾向支持組織目標後，再採取行動 

 只聚焦數字反而削弱了安全 



由願景開始。 

辨別必須採取的行動。 

確認目標在每個階層是恰當的。 

目標的表現必須具體、明確且可量化的。 

思考欲建立之安全文化。 

建立追蹤/考核機制。 

定期/不定期執行檢查。 

以合作方式完成目標的建置。 

如何設立有效的目標 



應設定安全目標之管理者 

作業現場領班(第一線監督人員) 

經理人員(管理現場領班之主管) 

資深經理(經理人員之管理者) 



誰說作業主管才能影響安全? 

非作業主管也能提升安全。 

營造全面性的安全為組織核心的價值。 

能影響工安績效之非作業主管： 

資訊部門主管 

財務部門主管 

人力資源主管 

法務部門主管 

非作業主管如何影響安全？ 



其他 

參與危害分析與事故調查，可提供中立與

客觀見解與建議。 

增進其參與工安相關活動之意願和動力。 

強化他們對安全的認知與承諾。 

認知並確保“安全”是組織的核心價值。 

工安文化全面養成，促進卓越安全之貢獻 

非作業主管如何影響安全(續)？ 



績效指標中加入工安目標 

•讓他們承擔工安責任。 

•訂定各部門或團隊之工安目標 

•ex.公傷頻率、零災害工時、罰單數目等等。 

 

歷史的回顧 

這樣是好的做法嗎? 

 激勵工安士氣? 

 打擊工安信心? 



公傷頻率隨機的變化大 
 部門大小需達一定規模。 

 實際的改善或惡化變數多。 

工安目標提供了行為明示。 
 當紅利與加薪是基於職災率 

• 目標達成率導致了強烈的行為結果。 

• 聚焦在數字管理，非採取減低危害暴露步驟來改善安全。 

傳遞讓人混淆之組織文化訊息 
 執行重點偏重統計數據，非人員。 

傳統作法之缺失: 

 員工傾向支持組織目標後，再採取行動 

 只聚焦數字反而削弱了安全 



被動式解決五種 
安全失誤的策略 

 死亡事故 

損失工作天 

急救護理案件 

    有紀錄的災害 

  虛驚事件    財物損失 

 

安全失誤 

不安全行為 原因 

行為改變過程 

行為改變技巧 

 體能因素      知識因素         執行因素 

安全態度 

價值觀 

控制 

災
害
事
件
發
生 



嚴查重罰的期盼 

傳統式的安全管理強調不安全行為是職 

災的主要原因，所以一般常識性的直接、

快速解決災害的方法是偵測工作場所的

不安全行為，處罰這些行為的發生，期

盼職災不發生 



警告或懲罰員工的不安全行為，可以達 

到降低職災的目的，但基本上會導致員 

工以被動、負面的態度來面對和處理災害

問題；以害怕犯錯、受處罰為依據的。在

事件發生時，常會逃避責任，盡量掩飾自

己的疏失來淡化事件，才不會 被責難和

處罰。 
不但無法防止事故再發生 

而且更難以建立安全行為！ 

嚴查重罰的影響 



所有的傷害及職業疾病皆可避免。 

安全是每一個員工的職責。 

所有操作上的危害暴露，都可以避免。 

必須訓練所有的員工能夠安全的工作。 

安全是員工雇用的條件。 

不斷的稽核是必要的。 

所有的缺失必須立即改善。 

員工是安全計畫中最重要的一環。 

廠外安全和廠內安全同樣重要。 

杜邦的安全哲學 



主動式成就五種 
安全成功的因素 

 災害預防 

參與同仁之
支持 

行為修正行動 

安全行為之紀錄 

虛驚事件報告   安全責任分擔 
安全成功 

安全行為 原因 

行為改變過程 

行為改變技巧 

 體能因素       知識因素        執行因素 

態度想法 

價值觀 

控制 



台灣區域職業災害 

防制策略 



主要防災策略與措施： 

協調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立共同願景  

設定減災目標   

編列必要經費  

強化輔導工作  

2000年起 
台灣區域之職業災害防治策略  



三高—加強列管以下事業及廠場 

  高致死 

  高致殘 

  高違規 

災害防治策略的重點項目 
三高八惡 



八惡─聚焦於下列災害類型 

被夾被捲 

墜落滾落 

被刺割擦傷 

物體飛落  

被撞 

物體倒/崩塌 

感電 

跌落 

災害防治策略的重點項目(續) 

三高八惡 



風險分級管理   

改善專案   

動態稽查   

消除危險之具體作為及檢查方式 

透過上述有效的檢查方式，消除職場危險源 



大型企業 

重大工程 

工業區 

同業團體 

資源運用和效益： 

F防災資源水平整合、擴展防災能量 

建立安全伙伴關係─ 

對象: 

依產業型態實施職災防治策略 



對象: 
工作環境普遍不佳、安衛資源較匱乏之
中小事業及辛苦特定製程產業   

資源運用和效益： 

F建構跨部會合作之工安輔導機制 

F有效整合民間資源(如學界、協會、專
業人士等)提供安衛診斷諮詢 

F改善技術輔導 

F融資協助  

安全輔導機制─ 

依產業型態實施職災防治策略 



提升全民防災意識，防範職災於

未然之具體作為: 

製作各類防災宣導品 

相關人員在職講習訓練 

建置風險資料庫 

加強職災案例及防災資訊 

強化工安宣導與傳播行銷 



製作各類防災宣導品 

F選定高職災事業及高危險作業 

強化工安宣導與傳播行銷 



製作各類防災宣導品 

F選定高職災事業及高危險作業 

強化工安宣導與傳播行銷(續) 



相關人員在職講習訓練 

F加強事業單位工安管理及現場工程人員

在職講習，強化其防災知能 

建置風險資料庫 

F高風險事業單位及關鍵作業人員資料庫

之建構 

強化工安宣導與傳播行銷 



F加強職災案

例及防災資

訊之即時e

化傳播與宣

導行銷 

強化工安宣導與傳播行銷 



職災案例 

強化工安宣導與傳播行銷 



3D動畫宣導影片 

1.上鎖/標示管理篇        2.機械安全防護篇 

強化工安宣導與傳播行銷 



互動式之教材製作與訓練 



甲類工作場所 

乙類工作場所 

丙類工作場所 

丁類工作場所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實施 



勞動檢查法第26條規定「危險性工作場所非經勞

動檢查機構審查或檢查合格，事業單位不得使勞工在

該場所作業」，其規範對象包括於該危險性工作場所

共同作業之原事業單位、承攬人、再承攬人及相關承

攬人等，事業單位申請審查之文件資料必須確實依工

程實際需要及程序，實施施工安全評估作業製作完成

，事業單位如有虛偽不實情事，勞動檢查機構將退回

申請案，經審查合格者將予以廢止。  

審查申請說明 



適用於下列營造工程之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審查： 

（1）建築物頂樓樓板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上之建築工

程。 

（2）橋墩中心與橋墩中心之距離在五十公尺以上之

橋樑工程。 

（3）採用壓氣施工作業之工程。 

（4）長度一千公尺以上或需開挖十五公尺以上之豎

坑之隧道工程。 

丁類危評適用範圍 



（5）開挖深度達十五公尺以上或地下室為四層樓以上

，且開挖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之工程。 

（6）工程中模板支撐高度七公尺以上，其面積達一百

平方公尺以上且佔該層模板支撐面積百分之六十

以上者。 

上述營造工程相關之分項工程，其與營造工程危險性工

作場所之主要危害作業能明確區隔者，免列入審查範圍

，檢查機構將依相關法令規定執行勞動檢查。  



辦理審查申請 

營造工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申請應提送以下之文件： 

（1）申請書 

（2）施工計畫書 

（3）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 

（4）施工安全評估人員簽認文件 

（5）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文件 

 (6) 上述資料彙整以光碟片錄製一份以供存檔。  



安全評估之實施  

（1）評估小組 

事業單位應依作業實際需要，於事前由下列人員組成「評

估小組」實施評估： 

a、工作場所負責人 

b、施工安全評估人員：曾受國內外施工安全評估專業訓

練或具有施工安全評估專業能力，具有證明文件，且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 

c、專任工程人員 

d、安全衛生人員 

e、工作場所作業主管（含承攬人之人員）  



（2）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事業單位尚未設置前項之「施工安全評估人員」或認有必

要時，應以在國內完成施工安全評估人員訓練之下列開（

執）業人員。 

a、工業安全技師及下列之一之人員（同時具有兩種資格

者得為同一人） 

（a）建築師（b）土木工程技師（c）結構工程技師 

（d）大地工程技師（e）水利工程技師 

b、技術顧問機構僱用之上列開（執）業技師  



（3）職業安全衛生設施專業技術之審核及簽證 

實施安全評估過程應對施工計畫書中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涉及專業技術部分，由相關之專業技師審核並

簽證之，以確保計畫之安全性。 

（4）安全評估紀錄： 

實施安全評估之過程及結果應詳予記錄。  



初步危害分析表 

主要作業項
目及施工方

法 

危害項目 危害來源 主要影響 預防原則 

一、開挖、
擋土工程 

1.電能 1.電焊機 

2.架空高壓線 

3.地下高壓線 

4.供電設備 

5.(以下略) 

1.人員感電 

2.(以下略) 

1.電焊機安裝防止電擊裝置 

2.架空高壓線遷移或絕緣包
覆、隔離設施 

3.供電設備安裝漏電斷路器 

4.(以下略) 

2.高處位能 1.吊放鋼筋籠 

2.地下室開挖 

3.(以下略) 

1.鋼筋籠飛落 

2.人員墜落 

3.(以下略) 

1.鋼筋籠確實焊接並設置臨
時支撐構件 

2.確實執行吊運安全作業標
準 

3.地下室、構台、施工 樓梯
設置護欄。 

4.擋土支撐樑柱周圍設置適
當安全母索或安全網 

5.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帶 

6.(以下略) 

(ㄧ)開挖、擋土工程 



主要作業項
目及施工方

法 

危害項目 危害來源 主要影響 預防原則 

一、開挖、
擋土工程 

3.土壓、水壓 1.連續壁外土
壓及水壓 

2.土方開挖面 

3.(以下略) 

1.連續壁漏水湧砂 

2.連續壁面崩塌 

3.連續壁外地面下
陷 

4.開挖面底部滲水
湧砂 

5.土方開挖面崩塌 

6.(以下略) 

1.依照地質及鄰近條件
設計連續壁及擋土支
撐 

2.加強連續壁及擋土支
撐施工品質管理 

3.妥擬土方開挖計畫 

4.確實執行監測作業 

5.(以下略) 

4.臨時結構體 1.連續壁面 

2.擋土支撐樑
柱 

3.構台 

4.(以下略) 

1.連續壁面倒塌 

2.擋土支撐樑柱倒
塌 

3.構台倒塌 

4.(以下略) 

1.依照地質及鄰近條件
設計連續壁及擋土支
撐 

2.加強安全監測作 業 

3. (以下略) 

5. (以下略) 



主要作業程序分析表 
   

分項工程名稱：一、開挖擋土工程 

分項工程主要作業項目及程序：（以進度表圖示作業拆解所得第一、第二階作業項目與作業程序） 

2.(1) 

2.(2) 

2.(3) 

2.(4) 

2.(5) 

1. 連續壁施築 2. 開挖及支撐 

1.(1) 

1.(2) 

1.(3) 

1.(4) 

1.(5) 

1.(6) 

1.(7) 

中間柱打設 

土方開挖 

構台架設 

支撐架設 

底版混凝土澆置 

導溝施築 

設備組裝 

鋼筋籠製作 

鉆掘作業 

鋼筋籠吊放 

混凝土澆置 

設備拆運 

＊評估節點：得為一項作業、一個步驟、或一作業區段 

 

 

 



提高勞工安全管理層級 

 2014勞工相關管理單位由勞工委員會提升至

勞動部。 

 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署。 

 制定職業安全衛生法。 

 適用範圍將由現行670萬人擴大至1,067萬

人，涵蓋所有職場工作者，亦即包含各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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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罰則並公告違規名單 

 而發生死亡災害，或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或

營造工程發生倒塌、崩塌之災害，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

動檢查機構。 

 未遵循相關規定，致營造工程發生倒塌、崩塌之災害等重

大工安時，得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之罰則，由通知限期改善改為得逕行裁處罰鍰。 

 明定有發生或涉及發生死亡災害，或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

在三人以上，或營造工程發生倒塌、崩塌之災害，因違反

本法規定事項而有處刑或處罰鍰之情形，或是發生職業病

時，得公布事業單位、雇主、驗證機構、監測機構、訓練

單位或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 



台灣區域全產業職災死亡百萬人率 

降幅41.6% (2000年的77下降至2005年的45) 

台灣區域全產業職災死亡歷年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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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域全產業職災殘廢百萬人率  

降幅40% (2000年665下降至2005年的399 ) 

台灣區域全產業職災殘廢歷年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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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救命事業不能等待」、「生命不可能重

來」之理念，與貫徹「持續降低職災傷亡率」

之承諾，於2006年重新擬定減災目標  

2005年—(Double Twenty) 

四年內目標：職災死亡百萬人率下降20％ 

            職災殘廢百萬人率下降20％ 

擴大實施職災防治工作 



『落實弱勢優先政策，保障勞動基本人權』 

2006、2007年—(全國職場233減災方案) 

2年內目標：職災死亡百萬人率下降30％ 

           職災殘廢百萬人率下降30％ 

擴大實施職災防治工作 



歷年工作場所重大職災死亡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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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成功要素 

管理階層的支持 

潛在危害之辨識與認知 

工安/虛驚事件之檢視與探索 

工安缺失之改善與修正 

不能僅有書面作業(紙上談兵) 

充分認知並落實使用 

教育訓練與演練 

利害關係人(需充分告知) 



結  論 

未有效建立安全管理機制與運作是導致災

害事件發生與擴大之主要因素。 

建構一個有效與完整之安全管理機制能避

免因工安事件導致災害擴大與營運損失。 

緊急事件是任何產業無法避免之課題。 

所有組機皆應建構安權管理機制。 

唯有落實安全管理本質才能有效管控安全! 



結   語 

永續經營 

零 
傷 
害 
的 
營 
造 

低 
風 
險 
的 
營 
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