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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校園職業安全業務管理輔導團社群運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度校園職業安全業務管理輔導團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鼓勵各校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組成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以校園職業安全衛生需求，

實施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落實自主管理，以提升各校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的績效。 

二、促進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經驗交流與觀摩學習，以增進凝聚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保障校園師生安全與衛生，防止職業災害的發生。 

參、任務 

一、建立分區社群中所有學校的合作關係，互相協助提升各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能力

與績效。 

   二、針對社群內學校普遍遭遇困難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勞動檢查缺失項目等議題

進行分享交流。 

   三、其他有助於共同推動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等相關事項。 

肆、運作理念 

一、自主規劃學習：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以社群會議方式合作，共同探究並得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訂定必要之法遵內容（如：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

估及控制、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及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及管理等事務）以適法

性基準建置學習社群之互助學習目標。 

二、提升校園職業安全管理成效：透過各校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經驗分享(如各校校園

職業安全衛生現場稽核)討論各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為，以互惠、教學相長為目的。 

三、行政支持及資源整合協助。 

伍、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三、分區社群召集校：北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中區-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南區-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東區-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陸、辦理期程： 

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11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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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成員對象 

國教署所轄學校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捌、運作方式 

    一、各分區社群所涵蓋之縣(市) 

分區聯盟 涵蓋縣(市) 

北區社群 
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宜蘭縣、連江縣

及金門縣 

中區社群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區社群 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區社群 花蓮縣、臺東縣 

二、分區社群夥伴學校 

       欲參與分區社群之各校得自由參加所在地縣市之各分區社群成為分區夥伴學校，夥伴

學校應遵守各分區社群之運作實施計畫，積極參與分區社群相關事務及活動。 

   三、分區社群召集學校 

       各分區社群召集學校填妥社群運作計畫、經費概算向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

度校園職業安全業務管理輔導團提出申請。 

       各分區社群應於每年召開二次社群工作會議，研商年度計畫及各社群夥伴學校分工方

式，及檢討實施情形，輔導團可遴聘專家學者擔任社群諮詢委員協助社群運作。分區

社群工作重點內容如下： 

    (一)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區內所屬學校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工作

之需求，擬定年度工作和活動計畫並規劃其預算需求，依相關規定及程序辦理。 

    (二)每年至少辦理二場分區社群研習或分享會，運作方式可包含：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管理

實務觀察與回饋、主題探討與經驗分享、專題講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現場稽核、

標竿楷模學習、案例分析及專業領域研討等方式。會議日期與地點由各分區召集學

校決定之，得邀請當地勞動檢查機構、政府相關機構或專家學者參加。 

    (三)採共同解決問題方式，不定期召開社群會議，協助解決區內各校所提出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工作之共同或個別問題。 

    (四)定期針對當年度或近期國內各校勞動檢查缺失及災害事故進行研商，提供相關預防

措施之建議予區內各分區夥伴學校。 

    (五)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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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度校園職業安全業務管理輔導團南區社群研習暨經驗分享」 

會議時程表 

時間   會議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20~09:00 上午場報到及領取資料 實習處 

09:00~09:10 校長致詞 

09:10~10:10 
專題演講： 

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I 
講師 

陳美如教授 

10:10~10:20 休息 

10:20~11:20 
專題演講： 

職業安全衛生概論Ⅱ 
講師 

陳美如教授 

11:20~11:30 休息及茶點 

11:30~12:00 綜合座談及回饋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下午場報到 實習處 

13:30~13:40 校長致詞 

13:40~14:40 
專題演講： 

職業災害預防工作要點說明Ⅰ 

講師 

郭昱杰博士後研究員 

14:40~14:50 休息及茶點 

14:50~15:50 
專題演講： 

職業災害預防工作要點說明Ⅱ 

講師 

郭昱杰博士後研究員 

15:50~16:00 休息及茶點 

16:00~17:00 綜合座談及回饋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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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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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職業災害預防工作要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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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職業安全業務社群運作業務(南區)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Think SAFE,
Be SAFE!

113.10.11113.10.11

國立成功大學 郭昱杰

2

 郭昱杰 博士

 成功大學 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國教署校園職安衛業務管理輔導團 工作小組委員

 06-2353535 # 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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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

4

國教署已推動轄下高級中等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多年，亦協助各校建置20項管理制度和文件。

然而，因上述管理制度相當多元和複雜，故本次演
講針對這20個項目再次進行說明，包含重點說明、
常見缺失、及建議改善方式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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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的安衛管理
工作

5

6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
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職安法 第二十三條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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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計畫項目
管理計畫項目 (共計20項)

1.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行
5. 危害通識
6. 自動檢查
7. 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8.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9.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0.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11.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12.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
13.緊急應變
14.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
15.作業環境監測
16.變更管理
17.人因性危害防止
18.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19.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20.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防止

5

(職安法第23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1條)

8

管理制度
架構與邏輯

•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辦法

17項管理細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年度)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 變更管理辦法
• 學校職業災害、虛

驚事故、影響身心
事件事故調查及處
理辦法

非例行
性管理

• 自動檢查計畫
• 危害通識計畫
• 緊急應變計畫
•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法
• 教職員工及學生健康管理辦法
• 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辦法

•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 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辦法

•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
• 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 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

害預防計畫

例行性管理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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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9

10

1.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

1.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2.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職安法
第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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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代表怎麼產生?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項所定之勞工代表：

事業單位設有工會者，由工會推派之；

無工會組織而有勞資會議者，由勞方代表推選之；

無工會組織且無勞資會議者，由勞工共同推選之。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43條

12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1.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3.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4.教育及訓練

5.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第四十㇐條

6.急救及搶救

7.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8.事故通報及報告

9.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項所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依下列事項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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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

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以正式公文函報勞動檢查機構。

收件

工作守則要件審查

工作守則內容審查

未附勞工
代表簽名

有附勞工代表簽名

不合格

發函通知修
正後再報勞
動檢查機構

合格

登錄於網站，不再以公文函復
https://insp.osha.gov.tw/wrinfo/wrinfo.aspx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函報勞動檢查機構
備查之流程

1. 函文㇠份（應蓋公司大小章）
2.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份
3. 會同勞工代表簽名㇠份

14

學校常見缺失：
1. 工作守則以國教署公版訂定，並未依學校自身實際科別及需求，增

列其他重要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或刪除與學校現況不符的部分。

2. 工作守則之訂定與修訂，並未有勞工代表參與，或未留下勞工代表

參與之簽名紀錄。

3. 未確實向勞動檢查機構報備，並留存報備完成之登錄紀錄。

4. 若學校曾發生職安衛事故，未將相關預防對策新增至工作守則中。

5. 學校獲補助添購新的機械設備或新增作業，未確實修正工作守則，

並重新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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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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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的總說明書

18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2)

校內的所有職安衛管
理項目有哪些? 各項的

重點為何?
獎勵和罰則

校內職安衛管理
工作責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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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3)

職安法第23條第1項所定安全衛生管理，由雇主或
對事業具管理權限之雇主代理人綜理，並由事業
單位內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執行。

職業安全衛生法
施行細則第34條

未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職責：
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 第5-1條
第1項第3款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5-1條
第1項 第6款

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之職責：依職權指揮、
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調及指導
有關人員實施。

校內職安衛管理
工作責任分工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擬訂、規劃、督導及推
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 第5-1條
第1項第1款

20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3)

校內職安衛管理
工作責任分工

校⾧、各單位各級主管、校內工作者
在20項管理工作中的權責皆應

確實完成溝通和週知，並明確載入，
以利校內後續推動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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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4)

校內的所有職安衛管理項目有哪些?
各項的重點為何?

1.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行
5. 危害通識
6. 自動檢查
7. 作業環境監測
8. 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9.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10. 變更管理

11. 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12.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3. 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
14.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15. 緊急應變
16. 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
17. 人因性危害防止
18.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19.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20. 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防止

22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5)

獎勵和罰則

除㇐般常見引用職安法第46條之規定外，各校可自行考量訂定其他
相關獎勵和罰則，以強化落實管理。例如：勞檢罰鍰分攤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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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缺失：
1. 規章中校內權責內容不完整，或與工作守則不㇐致。

2. 規章中的校內權責並未落實，或未確實讓校內所有單位清楚了解。

3. 規章中未涵蓋校內所有職安衛管理項目的說明或重點內容。

24

中北部某校案例：

總務處訂定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

害預防計畫」

A教師因故發生
同事間的霸凌事件

109年10月 110年6月109年5月前

A師
提出申訴

啟動調查和處理

人事室訂定
「員工職場霸凌防治及
申訴作業注意事項」

調查及協商
完成

A教師對於處理結果不滿意，因學校新
訂規則，再次提出申訴，而導致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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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5

26

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

1.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行
5. 危害通識
6. 自動檢查
7. 作業環境監測
8. 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9.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10. 變更管理

11. 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12.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3. 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
14.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15. 緊急應變
16. 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
17. 人因性危害防止
18.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19.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20. 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防止

這麼多 (17項) 應執行
的管理工作，要如何確
實管制其每個年度的執
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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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計畫表

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

項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人員 實施月份
預估經費
(新台幣)

備註

17項管理項目及其細部執行的工作皆應予以規劃並填入，
每個欄位皆應明確、清楚、且依學校管理規章之權責填寫，

以利各單位或該項目負責人參照辦理，並讓管理階層得以追蹤執行進度。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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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缺失：
1. 實施單位/人員不明確，且與工作守則/規章之權責分工不㇐致。

2. 期限不明確或不合理，無法追蹤執行狀況。

3. 經費未規劃，無法真正落實執行。

4. 計畫項目有規劃卻沒有真正執行，與實際狀況不符 (例：作業環境
監測、職醫/職護相關工作等)。

5. 計畫項目有規劃，也有執行，但規劃和實際執行不同。

30

[範例] 以這個「危害通識」項目為例，你覺得哪裡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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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

31

32

4.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 (1)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項所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包括
下列事項：

1.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職業安全
衛生法

施行細則
第31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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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 (3)

危害鑑別

風險評估

1. 辦理全校性作業清查
2. 辦理危害鑑別、風險評估教育訓練
3. 執行各項作業的危害鑑別、風險評估
4. 針對高風險作業進行風險控制和改善

以上皆應留存執行紀錄!

34

4.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 (4)

科別 作業
場所

作業
名稱

作業
人員

作業條件

作業
週期

作業
環境

機械/設備/
工具

原物料/
化學物質

作業
資格

作業清查表範例

※ 學校內任何有可能會發生的作業都應考量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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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全校性作
業清查

辦理危害鑑別、
風險評估教育

訓練

職安衛業務主管啟動，通知各單位進行作業清查 (作業
名稱、使用機械設備、化學品等)，各單位清查結束回報
職安衛業務主管進行彙整。

職安衛業務主管規劃辦理。

執行各項作業
的危害鑑別、

風險評估

各單位依規定時程辦理，並由職安衛業務主管彙整各單
位不可接受風險之作業。

針對高風險作
業進行風險控

制和改善
職安衛業務主管協助各單位針對不可接受風險進行改善。

36

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落實「作業清查」，導致校方不清楚那些作業應進行危害

辨識和風險評估。

2. 學校有辦理「作業清查」，但未廣泛考量任何可能的作業，只納
入自己認為有風險的作業，導致清查不完整，進而使危害鑑別風
險評估有缺漏。

3. 學校僅以範例供各單位參考填寫，未辦理相關危害鑑別與風險評
估教育訓練，導致表格內容填寫錯誤，進而導致評估結果有誤。

4. 學校尚未於校內推行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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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37

38

5. 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1)

什麼是安全作業標準 (SOP)?

• 安全作業標準 (SOP) 是㇐組逐步說明，用於協助作業人員能安全地執行
作業的文件。具有邏輯和易於閱讀的特色。

• SOP 應盡可能詳細，讓作業人員即使在對安全衛生知識和經驗不足的狀
況下，也能以安全的方式成功執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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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2)

提供正確安全的作業標準 (SOP) 供校內工作者作業時有所遵循。

不同於㇐般操作流程，而是有考量風險和危害，並將預防措施納
入操作流程中。

學校於推廣建置前，應配合作業清查，以瞭解校內有多少作業應
訂定職安衛作業標準。亦應與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相輔相成。

40

作業清查、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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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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前 -
機械檢點

1. 目視實施電器絕緣設施檢查
2. 檢查機械所有開關或控制桿

是否有復歸
3. 檢查機械各部件是否有異常

(例：損傷或裂痕等)
4. 檢查衣物、頭髮、個人防護

具等是否依規定辦理

1. 未確實進行檢點，致作業人員傷
害

2. 漏電導致進行機械檢點人員觸電

1. 建立作業前檢點查核表和
SOP

2. 依據SOP確實完成各項檢
查。

3. 課前教育訓練。
4. 檢點完成前不進行通電。

人員受傷送
醫急救治療。

作業前 -
加工件整備

1. 將加工件自暫放處搬移至車
床旁工作檯，並將加工件固
定於夾頭或尾座。

1. 行走路徑通道為清潔整頓，或照
明不足，或寛度不符規定，致人
員跌倒。

2. 加工件自手滑落，致腳部被撞受
傷。

1. 落實5S管理
2. 照度改進
3. 穿著安全鞋

2同1

作業前 -
開啟分電箱
電源及檢查
電源開關指
示燈是否亮

起

1. 由授課教師或技士/佐負責開
啟分電箱電源

2. 由作業者目視檢示機械電源
開關指示燈是否亮起

1. 分電箱未設置中隔板，且未確實
接地，致人員感電危害。

2. 未經教師或技士/佐許可私自開
啟分電箱電源，人員不小心誤觸
機台開關致衝撞或夾捲危害。

3. 通電後，因機台內部線路絕緣老
舊劣化，而致人員感電。

1. 3-1全面檢視各工場電箱
之中隔板設置及接地。

2. 教育訓練、分電箱張貼警
告標示、及分電箱上鎖。

3. 裝設漏電斷路器及設備接
地

3同1

車床作業 SOP 範例 (部分呈現)

42

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落實「作業清查」，導致校方不清楚那些作業應訂定安全衛生

作業標準。

2. 學校有辦理「作業清查」，但未廣泛考量任何可能的作業，只納入自
己認為有風險的作業，導致作業標準的訂定有缺漏。

3. 學校不了解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的實際意義，而未能訂定具有危害預防
概念的作業標準。

4. 學校僅以範例供各單位參考填寫，未辦理相關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的教育訓練，導致作業標準未充分考量風險和預防措施。

5. 所訂定的安全衛生工作標準未與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的內容相對應。

6. 學校尚未於校內推行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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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台北市清潔
隊員遭垃圾車夾
斷5根肋骨

44

2021.07 基隆培
德工家老師爬3公
尺高鋸樹墜落，
頭部重創昏迷

致顱骨骨折併顱內出血、廣泛性軸突損傷
肢體神經半失能，兩肢以上不全麻痺，有顯著運動障礙，
步行困難，終身無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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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 基隆培德工家遭北區職安中心開罰

設施規則225第1項 高度2公尺以上高處作業，未以施工架或設置工作平台

未危害鑑別、訂定作業標準、和風險評估，導致工作方法不對。

設施規則281第1項 高度2公尺以上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防護具。

未危害鑑別、訂定作業標準、和風險評估，導致工作方法不對。

46

培德工家老師「防颱爬高剪樹」墜落重傷被指自願？校方判賠833萬
2024-09-06 10:25 聯合報／ 記者 游明煌／基隆即時報導

林師主張，學校明知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的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卻怠於提
供必要安全防護措施，以防止勞工發生墜落危險，致於修剪工作時墜地受傷，學校
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應負賠償責任。依民
法請求醫療費、看護費、勞動能力減損精神慰撫金共1,539萬餘元。

基隆地院判決書指出，林師自103年8月起擔任基隆市培德工家學務主任兼體衛組⾧；110年7月為因
應煙花颱風來襲，林男和另名郭姓訓育組⾧修剪校園樹木，林男由高約2層樓、3公尺的樹上跌落地
面，造成顱骨骨折併顱內出血、廣泛性軸突損傷，致永久性肢體神經半失能需⾧期復健。

學校認為，林師自行協助處理校園樹木修剪時所發生，是其主動自願幫忙整理校園環
境、從樹上墜落，非受學校之令而修剪樹木，學校無故意過失可言，不成立侵權行為。
且林師為「編制內」教師，投保公務人員保險，有公教人員保險失能證明書可參，並
非勞基法等勞動法規適用對象。學校已給付醫療費用、薪資補償等；另因其不能再執
行教職，且未符合退休條件，學校教評會通過依法應資遣原告，並報請教育部核定於
113年4月資遣生效，已盡㇐切可能方式給予最大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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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德工家老師「防颱爬高剪樹」墜落重傷被指自願？校方判賠833萬
2024-09-06 10:25 聯合報／ 記者 游明煌／基隆即時報導

法官指出，學校機構面對即將來襲的颱風，應有避免人身傷害、財物毀損作為的防
颱措施，且當時修剪校園樹木之人非僅林男㇐人，事發當時為暑假，防颱措施可認
定為其依職務而隨作業活動所衍生的附隨行為，修剪校園樹木是受學校所委託誠屬
可信。

法官認為，林師所受的損害，依民法第184條規定，學校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審酌
相關證據後，認為依法律相關規定、現場情形、過失程度等，應由學校負擔70%的
過失責任，其餘30%的過失責任則由原告林男負擔。判決學校應賠償833萬元。

法官指出，林師事發時為學校教師，任職多年，因學校違反保護工作者的職業安全
衛生法及子法等相關規定，而有過失侵權行為，造成傷害，因此肢體神經半失能，
兩肢以上不全麻痺，有顯著運動障礙，步行困難，終身無工作能力，需復健治療。
私立學校建校歷史悠久，對學校師生本負有保護義務，卻疏忽造成事故發生。

“

”
自動檢查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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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動檢查 (1)

風險評估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
動檢查。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23條

風險評估
雇主依第13條至第63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
查計畫。

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

第79條

所有與自動檢查相關之條文: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3-85條

50

為了查核工作場所環境、機械、設備、作
業，是否處於安全的狀態下，確保機械設
備運作正常，不致危害勞工工作安全。

6. 自動檢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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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動檢查 (3)

作業清查
依法規確認應辦理自
動檢查的機械/設備，
及其檢查類型和週期

訂定年度自動
檢查計畫表

各單位辦理
職安衛單位辦理

各單位根據年度自動檢查
計畫表，自行訂定自動檢
查表，並確實辦理檢查。

52

列管檢查
(代檢機構檢查)

整體
定期檢查

指定項目
定期檢查

作業檢點 重點檢查

竣工(使
用)檢查

定期檢查 每3年 每年 每2年 每年 每3月 每月 每日作業前 特殊狀況後
初使用或改

裝修理後

電氣機車 13 13 13 50
㇐般車輛 14 50
車輛頂高機 15
高空工作車 15-1 15-2 50-1
車輛系營建機械 16 16
堆高機 17 17
動力離心機械 18
動力衝剪機械 26 59
乾燥設備 27
㇠炔熔接裝置 28 71

週期

法條
項目

附表㇐、機械、設備列管檢查及自動檢查實施週期及參考法條㇐覽表 (部分節錄)

 列管檢查依據「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
 自動檢查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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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動檢查 (4)

指定機械之定期檢查
(整體和指定項目)

管理辦法
第13 – 26條

指定設備之定期檢查
(指定項目)

管理辦法
第27 – 44條

指定機械/設備之
重點檢查

管理辦法
第45 – 49條

指定機械/設備之
作業檢點

管理辦法
第50 – 63條

指定勞工之
作業檢點

管理辦法
第64 – 78條

其他㇐般性環境、
機械、設備之安
全衛生檢查

54

6. 自動檢查 (5)
 承攬相關

 學校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攬或再承攬時，如該承攬人使用之機械、
設備或器具係由學校提供，該機械、設備或器具應由校方實施定期檢查及
重點檢查。

 前項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有必要時得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會同實施。

 前述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如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具有實施之能力時，得以
書面約定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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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動檢查 (6)
 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相關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85條規定，學校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供
校內使用者，應對機械、設備或器具實施自動檢查。

 前項自動檢查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學校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
具時，得以書面約定由出租、出借人為之。

56

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落實「作業清查」，以致無法清楚了解依法應辦理「自動檢

查」之機械、設備、及作業的項目，進而未能依法完整辦理「自動
檢查」 。

2. 職安衛管理人員未依「作業清查」 之結果訂定「年度自動檢查計畫」
供各單位依循。

3. 學校的自動檢查管理文件之內容及附表依國教署範本訂定，未依學
校實際現況修正。

4. 自動檢查執行紀錄應確實記錄檢查日期、檢查項目、檢查方法、檢
查者簽名、工作場所負責人簽名等必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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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

57

58

7. 危害通識 (1)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及
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10條
第1項

為了讓所有使用者都能了解所使用的危害性化學品
詳細規定請參照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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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
學品標示及
通識規則

59

7. 危害通識 (2)

1. 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其內容、格式參照法規。

2. 將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3. 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

4. 安全資料表應要求供應商提供。

5. 至少每三年檢討㇐次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

6. 應辦理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7. 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法規明顯標示。

8. 容積在㇐百毫升以下之容器，仍應依法部分標示。

60

1.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2.危害辨識資料

3.成分辨識資料

4.急救措施

5.滅火措施

6.洩漏處理方法

7.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8.暴露預防措施

9.物理和化學性質

10.安定性與反應性

安全資料表

11.毒性資料

12.生態資料

13.廢棄物處置方法

14.運送資料

15.法規資料

16.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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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進行全校性完整化學品清查和建立危害性化學品清單，以

致無法清楚了解校內所有化學品之現況，進而無法有效管理，甚
至㇐旦發生化學災害時，無法有效救災。

2. 誤以為沒有實驗室就不適用危害通識。事實上學校若有柴油 (發
電機使用)、液化石油氣等物質即有必要辦理必要的危害通識管理
工作。

3. 學校有處置特定化學物質，但未依法派訓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4. 適用危害通識之學校未辦理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62

學校常見缺失：(續)
5. 化學品的安全資料表(SDS)常見缺失：

1) SDS內容錯誤。

2) SDS內容未依法定期更新。

3) 未完成完整化學品清查，導致校內SDS不完整。

4) 未於作業場所明顯及容易取得處提供該場所所有化學品之SDS

6. 現場張貼之海報或相關標示非正確的GHS標示。

7. 分裝化學品未依規定確實標示。

81

user
矩形

user
矩形



63

2023/09/22
明揚國際大火
死傷慘重

消防人員抵達時，明揚僅提
供安全資料表，記載廠區有
環己烷、異構烷烴、架橋劑，
但不包含相關數量與位置。

64

2024/04/03大地震
國立東華大學
理工㇐館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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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65

66

8. 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1)

原物料/
零配件採購

資本設備採購

工程採購

勞務採購

如何將安全衛生相
關的管控融入原本

的採購流程中?
規格
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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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2)

原物料/
零配件採購

資本設備採購

工程採購

勞務採購

化學品採購

機械/設備

e.g. 法規上化學品的特殊管制、安全資
料表提供、中文標示的要求…等。

e.g. 危險性機械/設備、需型式驗證機械/
設備/器具、應具安全構造…等。

高處修剪樹 e.g.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合格證、施工架規格…等。

…
..

…
..

68

安全規範收集與
專業資格確認

審核及
採購作業請購作業 驗收付款

8. 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3)

需求單位或請購單位
(處、室、科) 採購單位 (總務處) 可由請購單位、

採購單位、或
使用單位等人
員負責協調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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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明確將校內營繕、庶務、化學品、機械設備採購安衛管

理之各種權責明確劃分，並讓各需求單位和採購單位了解應擔
負的責任。

2. 學校未將職安法相關之規範、規格、要求，以文字明確納入校
內各項採購(營繕、庶務、化學品、機械設備)流程或制度文件中。

3. 學校各相關人員未清楚了解職安法對於採購管理之規定。

4. 學校各相關人員未定期確認職安法的相關更新，而未能於採購
時，即時將新規定或要求納入採購規格中，而無法於驗收時確
認是否符合職安法之規定。

70

112年1月4日

高空工作車使用安全管理指引
• 緒論

• 作業計畫制訂指引

• 自動檢查技術指引

[提醒]
學校應定期針對安衛資訊進行蒐
集、分享及運用。供相關請購、
採購單位負責同仁應閱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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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總務單位「重要」的管理工作

71

72

9.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1)

業主

原事業單位

為單純之定作人，即交付承攬之工作非屬其事業。

為以其事業交付承攬，且屬承攬最上層之事業單位。

是否認定為原事業單位，應以其交付承攬之事項是否「與其
經營內容專業、所必要之輔助活動有關」或「其專業能力所
及者」。不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限。作個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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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若將高低壓維護業務交付承攬，
是業主還是原事業單位?

學校若將樹木修剪業務交付承攬，
是業主還是原事業單位?

74

9.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2)

風險評估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25條
第二項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
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
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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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3)

風險評估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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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26條
第1項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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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27條
第1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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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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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風險評估
共同作業指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僱用之
勞工於同㇐期間、同㇐工作場所從事工作。

職業安全
衛生法

施行細則
第37條

9.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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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

原事業單位

9.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5)

通常安衛相關管理責任較少

有無
共同作業

有

協議組織
會議

無
• 危害告知

• 危險/特殊作業申請和管制

• 人員/機械/設備/物料進出場管制

• 工作場所之巡視

(發包單位) (發包單位)

78

業主 通常安衛相關管理責任較少

電力
改善工程

理論上
學校應為業主

實務上

共同作業?!
還是業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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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

原事業單位

9.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5)

通常安衛相關管理責任較少

有無
共同作業

有

協議組織
會議

無
• 危害告知

• 危險/特殊作業申請和管制

• 人員/機械/設備/物料進出場管制

• 工作場所之巡視

(發包單位) (發包單位)

80

危害
告知

事前告知 工作環境及危害因素

事前告知 危害之防範措施

[事前告知之認定]

工程/作業前，以合約、備忘錄、協議紀錄、工程會議紀錄、安衛
日誌等任何形式文件書面告知作業環境、危害因素及應採防災措
施者得認定合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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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告知

事前告知 工作環境及危害因素

事前告知 危害之防範措施

[行政法院八十九年度判字第八四七號判決] 
認定「概括告知」不合規定：

交付承攬時，僅以工程契約「概括說明」工作環境、
危害因素及防範措施者，難謂符合具體告知之義務。

82

違反第二十六條和第二十七條之承攬和共同作業規定，

無限期改善 而逕予處以罰鍰，罰鍰額度最高新臺幣15萬元。

職安法 第四十五條

(第㇐次六萬，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六萬，最高累加至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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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缺失：
1. 總務單位不清楚職安法對於承攬管理的規定和要求。

2. 危害告知未落實。未清楚載明作業場所地點、環境描述、可能
危害及應注意的預防措施等必要資訊。

3. 校園內各類型修繕或工程現場未確實與師生動線區隔，導致師
生走動過程會靠近作業現場或踏入施工動線，導致有共同作業
的事實。

4. 有共同作業疑慮或事實，未辦理協議組織會議，及指定工作場
所負責人。

5. 特殊作業 (動火、吊掛、高架、局限空間、電氣作業等)未事先
要求承攬商提出申請。

84

學校常見缺失：(續)
6. 出入口管制未落實，導致不合格機械設備、或人力入校。

7. 學校發包單位未落實巡查工作，無法即時發現承攬工作的作業
缺失，或留存相關缺失紀錄。

8. 校內承攬管理制度中未建立「優良承攬商」的篩選機制，以淘
汰安衛態度不適任的承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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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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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新進人員/
在職勞工變更工作前 ㇐般在職人員 專業人員

其工作必要之㇐般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般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 有害作業主管
• 急救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88

10.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新進人員/
在職勞工變更工作前

其工作必要之㇐般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訓練課程 總時數

㇐般，課程：1.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2.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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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他與勞工作業有
關之安全衛生知識

不得少於
3 小時

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車輛系營建機械、捲
揚機等之操作及電焊作業 (增列3小時) 6 小時

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者 (增列3小時) 6 小時

各級業務主管於新僱或在職變更工作前，應參照下
列課程增列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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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小時
應留存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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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般在職人員

㇐般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訓練課程 總時數

㇐般，課程：1.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2.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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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他與勞工作業有
關之安全衛生知識。

每 3 年
至少 3 小時

應留存執行紀錄

90

10.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專業人員

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 有害作業主管
• 急救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訓練課程 時數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每2年至少6小時

有害作業主管 每3年至少6小時

急救人員 每3年至少3小時

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作業之人員 每3年至少3小時

應留存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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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缺失：
1. 新進人員㇐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辦理。

2. 新進人員㇐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內容未依法規規定辦理或時數不足。

3. 新進人員㇐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於報到之際及時完成。

4. 各項教育訓練紀錄(課程內容、辦理時間及簽到紀錄)未確實留存。

5. 校內職安衛相關證照 (例：業務主管、特化主管、職安法急救人員…
等)未清查其效期及回訓時程，導致效期過期。

6. 校內辦理教育訓練方式與所訂定的管理計畫內容不符或未未納入管理
計畫文件中。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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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93

94

11.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1)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教職員工健康服務

97

user
矩形

user
矩形



95

11.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1)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風險評估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列
健康檢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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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20條
第1項

96

11.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1)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風險評估
勞工對於第㇐項之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20條
第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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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僱人員

特別危害
健康作業

是 特殊
體格檢查

檢查
結果

異常 依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第
21條辦理

正常

建立
健康管理資料

特殊
健康檢查

每年

特別危害健康
作業分級管理

否㇐般
體格檢查

檢查
結果

異常

正常

依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第
23條辦理

定期
健康檢查

年滿65歲者，每年㇐次
40-65歲者，每3年㇐次
未滿40歲者，每5年㇐次

健康檢查架構簡圖

㇐般體格/健康檢查紀錄至少保存 7年；特殊體格/健康檢查紀錄保存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9-20條辦理。

作業清查

98

項次 作業名稱

1 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所稱之高溫作業。

2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85分貝以上之噪音作業。

3 游離輻射作業。

4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異常氣壓作業。

5 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鉛作業。

6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四烷基鉛作業。

7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粉塵作業。

8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下列有機溶劑作業：
(㇐)1，1，2，2-四氯㇠烷。
(二)四氯化碳。
(三)二硫化碳。
(四)三氯㇠烯。
(五)四氯㇠烯。
(六)二甲基甲醯胺。
(七)正己烷。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列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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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作業名稱

9

製造、處置或使用下列特定化學物質或其重量比（苯為體積比）超過 1%之混合物之作業：

(㇐)聯苯胺及其鹽類。
(二)4-胺基聯苯及其鹽類。
(三)4-硝基聯苯及其鹽類。
(四)β-萘胺及其鹽類。
(五)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
(六)α-萘胺及其鹽類。
(七)鈹及其化合物（鈹合金時，以鈹之重量比超過

百分之三者為限）。
(八)氯㇠烯。
(九)2，4-二異氰酸甲苯或2，6-二異氰酸甲苯。

(十)4,4-二異氰酸二苯甲烷。
(十㇐)二異氰酸異佛爾酮。
(十二)苯。
(十三)石綿（以處置或使用作業為限)。
(十四)鉻酸及其鹽類。
(十五)砷及其化合物。
(十六)鎘及其化合物。
(十七)錳及其化合物（㇐氧化錳及三氧化錳除外）。
(十八)㇠基汞化合物。
(十九)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10 黃磷之製造、處置或使用作業。

11 聯吡啶或巴拉刈之製造作業。

1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
(㇐)鎳及其化合物之製造、處置或使用作業（混合物以鎳所佔重量超過百分之㇐者為限）。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列表 (2)

100

可是，我是公務人
員，應該跟職安法
的健康檢查沒有關
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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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齡!
檢查項目!

102

公務人員

四十歲以上

未滿四十歲

公務人員㇐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 特殊健檢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非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公務人員㇐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非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 ㇐般健檢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 特殊健檢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 ㇐般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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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檢資料受個
資法保障吧! 校方
可以要求提供嗎?

104

11.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1)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風險評估1. 本法第二十條第六項所稱勞工有接受檢查之義務，指勞工
應依雇主安排於符合本法規定之醫療機構接受體格及健康
檢查。

2. 勞工自行於其他符合規定之醫療機構接受相當種類及項目
之檢查，並將檢查結果提供予雇主者，視為已接受本法第
二十條第㇐項之檢查。

職業安全
衛生法

施行細則
第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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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取得/保存勞工健檢紀錄是否違反個資法？

「勞工健檢資料」為個資法適用範圍。

風險評估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
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個資法
第6條
第㇐項

1. 法律明文規定。
2. 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

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3. …。
4. …。
5. …。
6. …。

106

雇主取得/保存勞工健檢紀錄是否違反個資法？

「勞工健檢資料」為個資法適用範圍。

風險評估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
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個資法
第6條
第㇐項

1. 法律明文規定。

職安法第20條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勞工健檢為法律強制規定雇主應為勞工辦理之事項，
其目的係為選工、配工、職業病預防與職場健康管理。
故學校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對於檢查結果進行
資料分析、利用及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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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取得/保存勞工健檢紀錄是否違反個資法？

「勞工健檢資料」為個資法適用範圍。

風險評估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
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個資法
第6條
第㇐項

1. 法律明文規定。
2. 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

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 必要範圍

• 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108

雇主取得/保存勞工健檢紀錄是否違反個資法？

「勞工健檢資料」為個資法適用範圍。

• 必要範圍： 應提供「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有明定的健檢項目之結果給雇主。

• 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選工/配工：僅有事業單位的職醫/職護有審閱權。雇主或勞工的主管
只能知道選/配工所需的相關資料。

 健康促進：事業單位僅能藉由健檢醫院或職醫/職護彙整去個資的統計
資料來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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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2)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教職員工健康服務

110

11.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3)

教職員工健康服務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
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22條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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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4)

教職員工健康服務

風險評估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或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人
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視其規模及性質，分別依附表二與附表三所
定之人力配置及臨場服務頻率，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
師及僱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以下簡稱醫護人員），辦
理勞工健康服務。

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

第3條
第㇐項

您的學校適用此條文嗎?

112

11.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4)

教職員工健康服務

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

第3條
第㇐項

高級中等學校
不適用

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

第6條
第㇐項

第三條所定僱用之醫護人員及勞工
健康服務相關人員，不得兼任其他
法令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
他與勞工健康服務無關之工作。

跟各校有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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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4)

教職員工健康服務

風險評估1.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未達三百人者，應視其規模及
性質，依附表四所定特約醫護人員臨場服務頻率，辦理勞工健
康服務。

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

第4條
第㇐項

114

事業性質分類 勞工人數 臨場服務頻率
特約醫師

臨場服務頻率
特約護理人員

各類 50-99人，並具特別危
害健康作業1~49人 1次/年 1次/月

第二類 100-199人 3次/年 3次/月

第二類 200-299人 4次/年 4次/月

第三類 100-199人 2次/年 2次/月

第三類 200-299人 3次/年 3次/月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附表四

上述特約醫護人員應隸屬於 (1)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之醫院或診所；或 (2) 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具勞工健康顧問服務類之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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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人數299人以下學校，如果不特約，採優於法規聘任護
理人員辦理勞工健康服務，該護理人員得否兼辦其他與勞工
健康服務無關之工作?

[問題]

https://www.osha.gov.tw/48110/48461/48463/48475/48477/56326/post

116

依職安署網站的Q&A：

倘事業單位 (學校) 優於規定以全職「僱用」方式辦理，法尚無
明定其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勞
工健康服務無關之工作，惟若雇主欲使該護理人員從事其他與
勞工健康服務無關之工作，除需檢視其是否已妥適辦理前開所
定勞工健康服務事項外，宜視雙方勞動契約約定內容與考量該
人員之工作負荷等因素。

https://www.osha.gov.tw/48110/48461/48463/48475/48477/56326/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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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衛生法

1. 為促進學生及教職員工健康，奠定國民健康基礎及提升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

2.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1. 學校應指定單位或專責人員，負責規劃、設計、推動學校衛生工作。

2. 學校應有健康中心之設施，作為健康檢查與管理、緊急傷病處理、衛生諮詢及
支援健康教學之場所。

第㇐條

第六條

第七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未達四十班者，應置護理人員㇐人；四十班以上者，
至少應置護理人員二人。

118

學校常見缺失：
1. 未進行作業清查，以致不清楚校內有多少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因此未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辦理每年㇐次的特殊健康檢查。

2. 學校未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針對未滿40歲之公務員辦理㇐般健康檢
查。

3. 健康檢查結果 (含㇐般健檢及特殊健檢)未進行數據分析，以致無法進
行選工、配工、分級管理、健康促進等後續工作。

4. 學校教職員工對於職安法要求繳交必要健檢結果之規定及個資法之規
定有誤解，而認為無需繳交職安法要求之健檢結果與校方 (職醫/職護)
進行健康管理及選配工。

5. 學校未規定特約或聘僱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以致無法辦理勞工健
康服務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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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

119

120

12. 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 (1)

風險評估雇主供給勞工使用之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保持清潔，並予必要之消毒。

(2) 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不用時並妥予保存。

(3) 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數量，個人使用之防護
具應置備與作業勞工人數相同或以上之數量，並以個人專用
為原則。

(4) 對勞工有感染疾病之虞時，應置備個人專用防護器具，或作
預防感染疾病之措施。

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

第277條

其他和防護器具有關的規定請參照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78條至第29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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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 (2)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擬訂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具管理辦法，協助作業場所負責人
相關防護建議。

工作場所負責人

依據工作場所之作業型態 (作業清查)，評估與提供適當合
格之個人防護具，且督導人員正確使用個人防護具。另應
訂定管理相關表單 (定期檢查表、領用登記表)，並指定防
護具管理人進行管理。

防護具管理人 負責管理防護具之採購、存放、清潔、標示、檢查、及記
錄相關事宜。

122

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確實進行作業清查，以致無法了解有哪些潛在危害存在，並

據以提供適當防護具。(例如：化學作業相關的老師或技士/佐之「作
業用」個人防護器具常常不足或防護力不夠、或場所中的「緊急應
變用」防護具與該場所之危害不相符…等)

2. 各單位未定期針對其工作場所之適用防護器具(㇐般作業用及緊急應
變用) 進行自動檢查，並留存相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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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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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緊急應變 (1)

風險評估
本法第23條第1項所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包括：職業安全衛生

法施行細則
第31條 (13) 緊急應變措施。

可和原有校安緊急應變結合，惟應增加考量職安衛有關議題，並納入應
變計畫、應變流程和演練之中。例如：地震結合化學品傾倒洩漏、化學
品火災、教職員過勞災害、職災通報、 權責變更…等。

緊急應變應演練。演練後應檢討並提出改善，並留存紀錄。

緊急應變流程圖 應張貼至各工作場所，並建議建立和張貼具統㇐性的通
報說詞，以避免緊急狀態通報不清。

126

13. 緊急應變 (2)

事業單位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
勞動檢查機構：㇐、發生死亡災害。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
數在三人以上。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人以上，且需
住院治療。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
法 第37條

第二項

• 職安法所稱之工作者 (含公務人員) 皆適用。

• 上下班通勤中發生之交通事故 (非職安法所謂職災，但為勞基法和勞保
條例之職災)，無須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 所謂住院治療，不包含留院觀察。

重大職災通報網站：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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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應適用職安法之全部規定。如於其所屬勞動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有關
雇主之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之義務，由於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對此事項
並無特別規定，爰仍應適用職安法之規定，以落實公務人員保障法及職安法保
障其所屬人員執行職務及工作安全之立法意旨。

128

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二項 (事業單位發生職業災害應予通報規定)，

無限期改善 而逕予處以罰鍰，罰鍰額度最高新臺幣30萬元。

職安法 第四十三條

(第㇐次三萬，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三萬，最高累加至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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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僅進行㇐般性火災、地震等演練，未針對其危害屬性，進行複

合性情境之緊急應變演練。例如：地震導致化學品櫥櫃倒塌，引發
化學品洩漏、火災或爆炸…等。

2. 校內緊急應變演練未針對演練結果進行檢討，留存紀錄並做出改善。

3. 緊急應變計畫未考量夜間部或夜間/假日情境。

4. 學校發生重大職災未確實於知悉後8小時內通報所在轄區勞動檢查
機構。

複合型災害

校方目前沒有因應這個
狀況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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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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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 (1)

風險評估
本法第23條第1項所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包括：職業安全衛生

法施行細則
第31條

(14)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風險評估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
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37條
第1項

134

14. 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 (2)

發生事故，事故單位除緊急應變外，事後應儘速填寫事故報告。

邀集勞工代表共同辦理事故調查，針對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和基本
原因提出改善對策，確實改善並檢討成效。

上述紀錄應確實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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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國際勞工組織 2009)

災害金字塔 (冰山) 理論

虛驚事件

輕傷害

重傷害

虛驚事件或輕傷事故，應鼓勵各單位提出報告。或協調校護定期彙整
提供相關師生輕傷事故，由安衛工作小組主動進行檢討分析，提出相
關改善建議，宣導推行。

136

學校常見缺失：
1. 事故調查未確實辦理，或未有勞工代表參與。

2. 事故調查之結果未回饋至校內其他管理制度 (例如：教育訓練、作
業標準、風險評估、防護具提供、緊急應變等)，並進行改善。

3. 學校未考量如何收集虛驚事件的報告，並進行調查，以避免意外事
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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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監測

137

138

15. 作業環境監測 (1)

風險評估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並設置或委託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12條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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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作業環境監測 (2)
場所 監測項目 測定週期

設有中央管理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

CO2 6個月下列坑內作業場所
1.礦場地下礦物之試掘、採掘場所。
2.隧道掘削之建設工程之場所。
3.前二項已完工可通行之地下通道。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特定粉塵作業場所 粉塵濃度 6個月

有機溶劑之作業場所 有機溶劑 6個月

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 特化 6個月

接近煉焦爐或於其上方從事煉焦作業之場所 苯之煉焦爐生成物之濃度 6個月

鉛作業之作業場所 鉛濃度 1年

四烷基鉛作業之作業場所 測四烷基鉛濃度 1年

140

15. 作業環境監測 (3)
場所 監測項目 測定週期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八十五分貝以上之作業場所 噪音 6個月

下列作業場所，其勞工工作日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值以上者，
1. 於鍋爐房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
2. 處理灼熱鋼鐵或其他金屬塊之壓軋及鍛造之作業場所。
3. 鑄造間內處理熔融鋼鐵或其他金屬之作業場所。
4. 處理鋼鐵或其他金屬類物料之加熱或熔煉之作業場所。
5. 處理搪瓷、玻璃及高溫熔料或操作電石熔爐之作業場所。
6. 於蒸汽機車、輪船機房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
7. 從事蒸汽操作、燒窯等之作業場所。

綜合
溫度熱指數

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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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作業環境監測 (4)

根據作業清查，以了解有哪些場所應辦理作業環境監測。

具中央空調之空調之室內場所應辦理 CO2作業環境監測，該環測和環保
署之室內空品不同，不可混為㇐談。

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暫之作業，是否可免執行作業
環境監測，取決於是否能提出科學性證據證明勞工不致暴露於超出勞工
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所列有害物之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或最高
容許濃度。

142

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 (雇主應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設置或

委託由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之規定)，無限期改善
而逕予處以罰鍰，罰鍰額度最高新臺幣30萬元。

職安法 第四十三條

(第㇐次三萬，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三萬，最高累加至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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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進行作業清查，以致應辦理作業環境監測的項目未辦理。

2. 學校已清查，卻自行認定無須辦理作業環境監測而未辦理。

3. 設有中央管理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未至少
每半年辦理㇐次CO2測定。

“

”
變更管理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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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變更管理 (1)

人、事、時、地、物的改變都可能帶來新的風險和危害。在正式改變之
前先進行評估和調整，以避免風險和危害的產生。

變更管理的負責單位權責應明確清楚。

界定變更管理的範圍是重要的第㇐步。哪㇐些變更要優先管理，例如：
空間變更使用、新購化學品、屋頂太陽能…等。並清楚的載明在計畫中。

變更管理的流程應明確清楚。是否有變更管理申請表。流程是否包含危
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146

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明確定義變更管理的範疇，以致無法有效推展。

2. 學校變更管理的流程、申請表格、受理單位、審查單位未明訂。

3. 變更管理的執行未結合危害鑑別風險評估，來了解變更所衍生的潛
在風險，是否屬於可接受始能進行變更。

123

user
矩形

user
矩形



“

”
人因性危害防止

147

148

17. 人因性危害防止 (1)

肌肉骨骼傷害調查問卷發放填寫，並回收彙整分析。

調查結果應由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進行後續處置。

辦理人因性危害防止相關教育訓練或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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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次三萬，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三萬，最高累加至15萬)

職安法 第四十三條

職安法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次三萬，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三萬，最高累加至15萬)

150

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開始執行相關管理工作，而未有任何執行紀錄。

2. 學校尚未有職醫/職護，無法有效進行後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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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151

152

18.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1)

「過勞量表」個人自我評估問卷發放填寫，回收彙整。

調查結果由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進行後續處置。

辦理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相關教育訓練或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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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次三萬，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三萬，最高累加至15萬)

職安法 第四十三條

職安法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次三萬，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三萬，最高累加至15萬)

154

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開始執行相關管理工作，而未有任何執行紀錄。

2. 學校尚未有職醫/職護，無法有效進行後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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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155

156

19.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1)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並針對課程進行「暴力危害及風險評估」問卷之發
放填寫及回收彙整。

應進行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若已有申訴案件，處理流程應符合規定。

注意
配合內政部「跟蹤騷擾防制法」自111年6月1日生效，職
安署要求事業單位於規劃推動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措施時，
將跟蹤騷擾防制㇐併納入宣導及採行防範措施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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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次三萬，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三萬，最高累加至15萬)

職安法 第四十三條

職安法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次三萬，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三萬，最高累加至15萬)

158

學校常見缺失：
1. 校⾧未簽署預防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面聲明，並公告周知。

2. 管理制度尚未將「跟蹤騷擾防制」預防納入。

3. 學校內權責不明確，或未明訂申訴負責單位及申訴管道。

4. 未開始執行，無任何執行紀錄。

5. 申訴案件未依規定進行處理。

6. 學校未辦理相關宣導工作或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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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防止

159

160

20. 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防止 (1)

藉由作業清查，釐清校內是否有職安法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之危險性或
有害性工作。

由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進行工作場所工作危害評估及相關預防管理。

可透過人事單位確認校內是否有妊娠至分娩後㇐年期間的女性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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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三十二條第㇐及二項 (母性健康危害保護相關措施)，

無限期改善 而逕予處以罰鍰，罰鍰額度最高新臺幣30萬元。

職安法 第四十三條

162

學校常見缺失：
1. 學校未開始執行相關管理工作，而未有任何執行紀錄。

2. 學校尚未有職醫/職護，無法有效進行後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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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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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安全衛生管理的精進是無止盡的。

唯有最高管理階層的體認和支持、全體教職員工生安全衛生
知能的提升、和安全文化的深根，才有可能止于至善!

試試看，養成隨時思考自己行為和觀察周遭環境安全與否的
習慣，你會發現安全文化的深根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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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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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820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533 號 
電話：07-6217129 
官網：https://www.ksvs.k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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