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及辦公室

講師：吳惠炘

科目：

         職業安全衛生危害認知及預防



壹 •危害

貳 •職場上影響勞工身心危害因子

參
•執行職務遭受身心不法侵害

肆
• 人因性、過負荷、母性危害預防

伍
• 案例探討

課程大綱



1.物品及

行動

2.潛在

危險
3.結果

壹、危害

（Hazard）的定義為：指一種來源或情況，具有潛在

危害，能引致人體傷害、健康受損、毀壞財物或其某一組合。

機器、物質及
工作方法

傷害、健康受損
及毀壞財物

危害三個重要元素：

每一個組織均需要鑑別與他們工作有關的危害。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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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由於人與物體、物質或其他人接觸，或是人暴露於

       物體或作業條件下，或人之作業行動，引起人體的

       傷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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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了解職業安全衛生四大保護計畫，共同防範未然、

維護友善職場並預防職業災害發生。

清楚各項預防計畫處理和紀錄完成方式，保障工

作者安全與健康。

P.5



貳、職場上影響勞工身心危害因子

物理性

化學
性

生物性

心理
性

人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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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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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罰則較輕。
-會給雇主改善機會，逾期不改善才會開罰。

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45條) 



雇主之責任



母法30

設規324-2條
促發肌肉
骨骼疾病

異常
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

妊娠中

分娩後未
滿一年

職場暴力

四 大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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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設規324-1條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
    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設規324-3條

1.妊娠中14。
2.分娩後未滿一年5。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
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
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
受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
或其他第三方不法侵害行為，造
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

內部不法侵害 外部不法侵害

有精神或心理相關疾病史之勞工或具暴力傾
向，要留意潛在風險。



刑法   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讓人可以「聽得見、看的見、知情」的狀況
下，對人做出「侮辱人格、名譽、尊嚴」的
言行。



刑法第310條
1.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
以下罰金。

2.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30000元以下罰金。

3.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

將足以毀損他人名譽、貶低人格的評論

或非正確事實等言語攻擊散布於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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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身心不法侵害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
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3

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100人以上者，雇主
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
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
勞工人數未達100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設324-3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流程圖



宣示學校對於不法
侵害

「零容忍」
之決心!

☆建構行為規範



角色、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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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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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
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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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未滿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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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及督導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300人以上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
有關部門實施。

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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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協助一級單位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所屬部門
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自護 互護 監護

安全衛生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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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是可以預防的！

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健康 保護他人的生命安全健康 管理、指揮、監督之人



☆辨識及評估危害

資深管理階層帶領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會同各
單位人員或勞工代表組成工作小組執行。

風險評估實施者：



源頭管理 本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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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法規名稱

行政＞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目法規類別

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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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風險可由危害嚴重性及可能性之組合判定。
評估嚴重度可考慮下列因素：

傷害程度，一般可簡易區分為：

嚴重性 人員傷亡程度

輕度傷害
(1)表皮受傷、輕微割傷、瘀傷。
(2)不適和刺激，如頭痛等暫時性的病痛。
(3)言語上騷擾，造成心理短暫不舒服。

中度傷害
(1)割傷、燙傷、腦震盪、嚴重扭傷、輕微骨折。

(2)造成上肢異常及輕度永久性失能。
(3)遭受言語或肢體騷擾，造成心理極度不舒服。

嚴重傷害

(1) 截肢、嚴重骨折、中毒、多重及致命傷害。

(2) 其它嚴重縮短生命及急性致命傷害 。
(3) 遭受言語或肢體騷擾，可能造成精神相
關疾病。



二、非預期事件後果的評估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可能性等級之區分一般可分為：

可能性 預期危害事件發生之可能性

可能發生 一年可能會發生一次以上。

不太可能發生 至少一至十年之內，可能會發生一次。

極不可能發生 至少十年以上，才會發生一次。

風險是依據預估的可能性和嚴重性加以評估分類。



風險等級
嚴重性

嚴重傷害 中度傷害 輕度傷害

可
能
性

可能 高度風險 高度風險 中度風險

不太可能 高度風險 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

極不可能 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 低度風險

3×3風險矩陣圖

風險評估矩陣參考例，利用定性描述方式來評估危害之風險程
度及決定是否為可接受風險之簡單方法。
除風險矩陣模式外，也可將可能性及嚴重度依不同等級給予不
同評分基準，再以其乘積作為該危害之風險值。





內部不法侵害



☆配置適當作業場所

最有效

較無效

控制等級

把危害完全消除

以其他方式取代危害

將人與危害區隔

改變人的工作方式

為工作人員配備個人
防護裝備

對於風險項目依下列順序，考量現有技術能力及可用資源因素，
採取降低風險控制措施，透過作業場所適當配置規劃，降低或
消除不法侵害危害。



作業場所配置

物理環境

工作場所設計

行政管制措施

為預防不法侵害之發生，針對事業單位不法侵害之危
害，可透過物理環境、工作場所設計、行政管制措施，
進行檢點與改善：







申訴權
工作者發現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勞
動檢查機構申訴：
一、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
二、疑似罹患職業病。
三、身體或精神遭受侵害。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為確認前項雇主所採取之預防
及處置措施，得實施調查。
前項之調查，必要時得通知當事人或有關人員參與。
雇主不得對第一項申訴之工作者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
不利之處分。

母法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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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問卷：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我檢視檢核表—主管層級

註：
1.若所列舉之行為勾選愈多，宜注意
調整對同仁之態度。 
2.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紓壓健康網 

資料來源：
http://wecare.mol.gov.tw/lcs_web/cont
entlist_c6_p01.aspx?ProgId=1010015&
SNO=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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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發生通報處理改善
◆ 事件發生時，請協助紀錄事件和處理紀錄「職場不法侵

害通報及處置表」



32

職場不法侵害事件處理相關協助資源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措施查核及評估表

33• 問卷、教育訓練完成紀錄、事件發生表。

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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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性危害分析與改善流程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避免

勞工因姿勢不良、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

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應採

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

留存三年：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

達100人以上者，雇主應依作業特性及

風險，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

引，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據以

執行；於勞工人數未滿100人者，得以

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設規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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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人因工程改善流程圖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危害等級區分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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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指標法 KIM-LHC
避免工作者促發肌肉骨骼累積性傷病之危害，各級主管

可藉由人因工程之評估方法，辨識出危害因子。
Key lndicator Method (KIM)評估方法由德國聯邦職業安全與健
康研究所(BAuA)開發，將工作量化指標。
KIM系列工具包含以下項目。

1.人工物料搬運(KIM-LHC)。

2.手動處理操作(KIM-MHO)。

3.推拉作業(KIM-PP)。

4.不當姿勢作業(KIM-ABP)。

5.Whole-Body-Forces (KIM-BF)。

6.Body Movement (KIM-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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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指標法 KIM-LHC作業流程
STEP3.→

動作
•抬舉.握持.運送

總次數
•重量.時間.距離

點數
•確認評級點數

控制措施 ․執行控制措施

評估選定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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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場所
名稱

作
業
類
型

時間
評級

性
別

荷
重
評
級

姿勢
評級

工作情
況
評級

風險
值

風險
等級

降低風險
控制措施

人因工程之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關鍵指標法(KIM)

（荷重評級點數+姿勢評級點數+工作狀況評
級點數）× 時間評級點數
 = 風險值(評估風險等級)



每日工作超過10HR / 盯電腦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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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一項研究發現，每日工作10小時以上的人，罹患心血
管疾病的風險比每天工作7至8小時的人高60%。

長時間注射著電腦螢幕，眼球必須不斷變焦，同時讓眨眼頻率
下降，這些因素都容易導致電腦視覺症候群發生。
如：會使眼睛過度疲勞、眼乾、聚焦困難，傷害視力、此外，
也可能伴隨有頭痛或偏頭痛的現象。



不要造成身體過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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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
之 認定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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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為避免勞工因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應採取下列疾病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 3 年：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疾病預防措施，事業單位依規定配置有

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者，雇主應依勞

工作業環境特性、工作形態及身體狀況，參

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

依規定免配置醫護人員者，得以執行紀錄或

文件代替。

因採措施



異常工作負荷管理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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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度風
險者

•可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通知勞工「個人注意事項」，並建議勞工維
持規律生活，保持良好生活習慣，及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可提醒
下一次健康檢查之時間）。

（2） 

中度風
險者

•由醫護人員親自以口頭方式告知勞工「個人注意事項」，並參照
醫師之建議調整工作時間或型態，及建議勞工宜依醫師之建議複
檢、尋求醫療協助或定期追蹤此外，建議每二至三個月定期以電
話、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提醒其注意事項之相關訊息，如健康促
進活動之時間、相關疾病預防之資料等。

（3） 

高度風
險者

•建議勞工應尋求醫療協助及改變生活型態，參照醫師之建議予以
工作限制或調整工作型態及休假，或作業環境改善等，並定期
（依醫師建議之時間，若無註明時間，可依勞工之個別性，建議
一至三個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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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預防

找到對象(人)

• 個人問卷

• 健檢報告 (雇主需依

法提供員工健康檢查)

• 工時

醫師面談與改善

• 安排同仁健康訪談

• 依照醫師建議調整

統計，定期檢視改善狀況

• 留存表單

• 每年統計檢視

辨識及評估高風險

上網填寫員工資料

(過勞問卷/工時調

查/健檢報告數值)

判讀是否需要醫師面談

(是：印出紙本後請洽各

區健康服務中心。否：

請印出紙本留存)

每位員工均留存上

述文件(留存三年)

超過三年請再次評

估

進行問卷蒐集、醫師護理師健康訪談、依照醫師建議協助進行工作內容調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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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保護分級管理之應用



• 一、母性健康保護：

• 指對於女性勞工從事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
所採取之措施，包括:

1. 危害評估與控制

2. 醫師面談指導

3. 風險分級管理

4. 工作適性安排及其他相關措施。

• 二、母性健康保護期間(以下簡稱保護期間)：
指雇主於得知女性勞工妊娠之日起至分娩後
一年之期間。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母性健康保護，應使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會同從事
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辦理事項：女6

52

辨識與評
估

一、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包含

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人因性、工作流程及工

作型態等。

分級管理
二、依評估結果區分風險等級，並實施分級管理。

工作環境
改善

三、協助雇主實施工作環境改善與危害之預防及管

理。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

懷孕同仁請主動通知或由主管協助通報！請懷孕或產後哺乳

進行問卷、醫師與護理師訪談等措施。

若您的夥伴為懷孕期間、產後一年內或哺乳中，請注意：

懷孕 產後未滿六個月者 產後滿六個月但未滿一年者

重量
作業別

規定值以內（公斤）

斷續性作業 (一次) 10 15 30

持續性作業 (多次) 6 10 20

1.懷孕和哺乳期間禁止安排夜間10點-清晨6點的班別

2.若您親自哺(集)乳有需求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每日依法提供哺(集)乳時間六十

分鐘(次數不限)，如在公共場所看到婦女哺乳時，不可干擾(任何形式)以免受罰。

3.門市作業提重物之重量限制：(勿一人搬牛奶箱和常溫水箱)

違反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相關規定者，直接罰3-30萬

P.53



戴明循環( Deming Cycle )

Plan

DoCheck

Act

P計畫

D執行

C檢查

A改善

Plan→Do→Check→Action

：確定方針和目標。

：實地去做，實現計畫內容。

：發現不符合事項，採取矯
正預防措施。

：採行措施以持續改善流程
績效。

54



55



56

聯絡方式-吳惠炘
ink413251@yahoo.com.tw

0982-237460

感謝聆聽

阿炘說職安

mailto:1000854@mail.honchuan.com.tw
mailto:1000854@mail.honchu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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