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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安衛管理現況分析及制度建立之研究 

--以台電嘉義區處為例 

游政達 

台灣電力公司嘉義區營業處 

 

ㄧ、前言 

工業開發促進經濟成長，改善人類生活與物質享受，但亦伴隨ㄧ連串的工業

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問題及工業災害。台灣地區近十年來，平均每年在工作中

喪生者約 500~600人、終生殘廢者 4,000多人、受傷害者更高達 24,000多人；
換句話說每天有接近2個人在工作中死亡、近12人終生殘廢及66人受傷害。 

職業安全衛生為國家現代化之重要指標之一，無論從人權、社會或經濟等 層

面而言，強化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均屬當務之急。就安全理論而言，由工程規劃

與施工管理降低職業災害係屬最直接有效之手段。因此，安全管理對於承攬商

安全衛生工作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台電公司與各級承攬商及平行承攬等狀況

下之安全責任能否確切執行，已成為增進施工安全衛生之重要關鍵。 

我國各方面的發展都是追隨在美日等先進國家之後，先進國家在其發展

過程中經過嘗試錯誤、研究發展所累積的寶貴經驗都是我國可以借鏡而不必盲

目摸索再走冤枉路。同樣，這些先進國家相關的典章制度也對我們有著重要的

參考價值。因此，將我國現行的法規制度與先進國家做比較可以知道我們落後

的差距和可以改進之處，對改善國內工安意外偏高的現況應該有著事半功倍的

效果。 

長期以來台電所屬承攬業者為求生存，無不想盡辦法來爭取承攬權利，低價

搶標、圍標、層層轉包、租借牌照等也因此蔚為風氣。在低價搶標、層層轉包

等惡風之影響，可能造成工程品質降低，甚至造成承攬廠商施工時，承包廠商

為節省部份工程經費，減少許多安全衛生工作所需之費用與項目，因而增加對

勞工安全衛生工作之負面影響。因此，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制度的落實與否，

對於台電災害之預防是非常重要，以台電公司近五年來之災害事故統計，員工

因工作及交通造成受傷者有 227人、死亡者有 26人(如表1.1所示)；而承攬商
單單死亡人數就有 76人(如表1.2所示)，約為員工之3倍；這其間還不包括受
傷人數。由此可見承攬商之職災預防實有相當大的空間，故本次研究將針對台

電公司所屬承攬商之員工自主管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承攬管理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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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與管理制度之關係以及針對目前發包作業對管理問題之探討，以作為

台電公司對承攬商管理制度之調整及推動發包契約訂定之參考。 

表 1.1  台電公司員工災害事故人數統計表 

 

工  作  傷  害 交  通  傷  害 

感  電 非  感  電 工作交通 非工作交通 

合計 
    項目 

年度 

傷 死 傷 死 傷 死 傷 死 傷 死 

90年 4 1 17 1 7 1 21 0 49 3

91年 1 1 11 1 9 7 24 0 45 9

92年 3 1 16 1 4 2 15 1 38 5

93年 1 0 17 3 11 1 15 1 44 5

94年 2 1 14 0 10 1 25 2 51 4

合計 11 4 75 6 41 12 100 4 227 26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提供 

表 1.2   台電公司各系統承攬商勞工死亡人數統計表 

 

        年度 

單位系統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7月止) 
總計 

全公司 20 20 10 16 10 8 84 

業務部門 9 8 5 4 2 3 31 

供電部門 3 4 1 4 3 1 16 

核火工程 0 3 1 2 2 1 9 

輸工部門 4 3 2 4 2 2 17 

營建部門 0 1 1 0 1 1 4 

發電部門 4 1 0 1 0 0 6 

核後端 0 0 0 1 0 0 1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提供 

 

二、文獻回顧 

（一）、承攬工程類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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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代進步，各類工程也發展出不同的承攬模式，以因應社會進步的

腳步。然而不同的承攬方式，亦可能造成不同的安全衛生管理問題，因此，為

了解其中之關係首先必須了解國內營造業承攬的類別。本節主要係探討國內目

前承攬類型與營造工程承攬現況。 

    目前國內各業界之承攬類型，各家說法不一，目前較常採用之分類模式主

要有三種區分方式：1.按承攬人之發包方式區分；2.按承攬作業行為區分；3.

按工程契約類型區分。目前台電各項工程實務上之現況，內容包括現階段之發

包方式、招標方式等實際狀況。茲就此三種分類模式分述如下。 

1.按承攬人之發包方式區分︰ 

  若以實際發包作業方式而言，國內主要之承攬方式可分為︰1.合併承 

      攬；2.分項承攬二項承攬模式。茲就這二種承攬方式分述如下。 

       （1）合併承攬︰所謂合併承攬方式，亦即業主將工程交由單一承攬單

位負責施作之方式（其工作範圍包括結構、水電、空調等），垂直承攬方式

包括於其中。 

     （2）分項承攬︰所謂分項承攬，顧名思義即業主將工程依分項工作之

性質，分別交由不同的專業單位負責施作的方式，平行承攬架構包括於此種

形態中。 

2.按承攬作業行為區分︰ 

  若以另一種實務面看承攬作業行為，則國內業界之承攬作業方式可分為  

      為︰1.單獨作業；2.個別作業；3.共同作業三種承攬模式。茲就這三種 

      承攬模式分述如下： 

       （1）單獨作業：亦即承攬作業不涉及其他事業單位。 

       （2）個別作業：指承攬作業與其他事業單位相關，但並未共同作業者。 

       （3）共同作業：根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八條，所謂共同作業，係指

涉及二個以上事業單位同一期間在同一場所作業。 

3.按工程契約類型區分︰ 

       在此所指的工程契約，係指工程業主與主要承攬人之間的工程契約，又

稱為承包契約或計價契約。工程契約乃是由得標廠商（即原承攬人）與業主，

於工程決標後簽訂，其大致可歸納為三種類型：（1）定額承包契約；（2）

成本報酬契約；（3）第三類契約。 

「工業安全衛生」是近代工業中一項重要的管理科學，因為一旦發生工業災

害不但會造成雇主的財產損失，難以估計的社會成本，造成人員的傷亡才是最

無法彌補的遺憾。為了確保員工及承攬商自身的工作安全，各級管理、指揮、

監督人員及勞工本身都必須瞭解工業安全衛生的重要性，並建立正確的工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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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同時體認如何落實執行各項預防職業災害的有效措施，方可有效降低意外

事故發生，茲就目前台電公司各項工程之承攬安全衛生管理所產生之問題分述

如下。 

1、主要的管理問題： 

目前台電承攬工程所遭遇之主要管理問題如下。 

  （1）由於工程規模日趨擴大，施工方式日益複雜，各種大型機械普遍使用，

致使承攬工程之職業災害日益增多。 

  （2）因新技術被廣泛運用、新工法不斷研發、工程規模大型化，因此亦產生

不同之職業災害。 

  （3）共同承攬亦造成整體安全衛生管理問題，安全衛生管理不易實施，易導

致職業災害比例增高。 

  （4）勞工年齡趨於高齡化，致使其適應力下降，易造成職業災害之發生。 

由上述管理問題可發現，目前在工程管理上所遭遇之問題，多由目前國內工

程環境所造成，包括工程規模、施工方式、危險機械的使用、承攬方式及勞工

年齡高齡化等現況，因而促成諸多管理上之問題。因此，對於解決這些管理問

題之方針，應由承攬管理方式下去著手。 

2、工地安全衛生管理部門︰根據調查，以台電目前各發包工程負責掌管安

全衛生業務之人員，不管是業務主管或是管理員，兼任他職比例仍然偏高。因

此，如何加強落實承攬之事業單位設置專任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與管理部門，實

應加以檢討，尋求解決之道。 

3、勞工組成：由相關研究調查顯示，目前國內營建工程之作業勞工，大多

數為再承攬人與各次級承攬人所僱用，而屬原承攬人所僱用者很少超過50人，

此一情形恰與目前台電公司發包承攬之情形雷同，又近年來因國內勞工普遍不

足，各項工程僱用外籍勞工比例日益增高，因此安全衛生管理方式更應加強。 

4、工安查核之施行： 

（1）工安查核目的：督導台電各項工程之作業及設備，使符合勞工安全衛

生相關法規、台電工安政策、工安章則及工程設計、施工、運轉、維護有關規

定，以及各項安全作業標準、作業程序書、工作程序安全檢核表、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工安文化、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等規定並落實執行(台電工環處，

2004)。擬訂查核工作計畫辦理現場作業一般性工安查核，俾早期發現不安全衛

生因素及潛在危險，立即檢討改善，防止災害事故，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 

（2）查核小組組織系統 

  A、工安查核小組召集人：單位主管擔任 

  B、副召集人：單位副主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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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執行秘書：工環經理擔任 

  D、小組成員： A.工會派一人參與。 B.部門經理一人（兼任領隊）。 

 

（二）、承攬過程災害發生之危險因子探討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四項所稱之「職業災害」，係指勞工就業場

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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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定義，職業災害

之起因又分三部份，分別為就業場所之設施、作業活動及職業上之原因，而職

業災害之對象應為勞工，職業災害之結果分別為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 

勞工於就業場所中發生之職業災害，除了 2﹪為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其餘
98﹪為作業場所中不安全狀況、環境、設備等及勞工不安全行為、動作等因素
相互作用造成，其中後者是造成勞工職業災害之主要因素。為了清除此種災害，

應就就業場所中潛存之危害因子加以分析探討，深究其因果關係及組合途徑，

並對危害因子所引發之災害發生頻率及嚴重程度，作量化之分析。有關職業災

害之起因、結果示意圖，如圖2.1所示。 

職業災害發生的原因相當複雜，若由職業災害構成原因要素模式加以分

析，典型之災害模式，可分為 1.聚合型；2.連鎖型；3.複合型三種型式，茲就

這三種災害模式分述如下。 

1.聚合型：亦即由各個獨立要素組合而成稱之。 

2.連鎖型：亦即由某一要素為基本，由此產生另一要素，依此類推，連鎖發  

    展而形成者稱之。 

3.複合型，亦即由上兩種類型相互組合而成者。 

（物為要素） 

 

勞工就業場所設施 

 

 

作業活動 

                    其他職業上原因 

                   （人為要素） 

                       

 

 

圖2.1 職業災害起因、對象、結果示意圖 

勞
工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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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職業災害之類型分析，造成台電員工及承攬商傷亡的災害類型包括：1.

墜落、滾落；2.跌倒；3.衝撞；4.物體飛落；5.物體倒塌、崩塌；6.被撞；7.

被夾、被捲；8.被切、割、擦傷；9.踩踏；10.溺斃；11.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12.與有害物等之接觸；13.感電；14.爆炸；15. 物體破裂；16.火災；17.不當動

作；18.其他；19.無法歸類者以及20.交通事故。此20種職業災害類型，皆有其

災害原因，據此，本研究將就其危害因子加以說明。 

職業災害之發生通常皆由「人」與「物」共同造成，而危害因子乃屬「物」

之部份，茲分述如下： 

（一）能量：所謂能量包括如下類型。 

1. 機械性：如機械、工具、運動中物件、壓縮氣體、爆炸物、人體運動等。 
2. 電氣：如未經絕緣之導體、高壓輸配電設施等。 
3. 化學性：如酸、鹼、燃料、反應物質等。 
4. 熱：如易燃物。 
5. 輻射：如噪音、雷射、微波等。 
（二）傷害物： 傷害物種類如下。 

1.壓縮或液化氣體；2.腐蝕性物質；3.易燃性物質；4.氧化性物質；5.毒物；

6.放射性物質；7.致病劑；8.粉塵；9.爆物。 

有關職業災害發生的原因示意圖；如圖2.2所示，茲分別說明如下。 

   

          

 

 

 

 

 

 

 

 

 

圖2.2  職業災害發生原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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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接原因：直接原因係指人員與媒介物的能量相接觸，或人員暴露

在媒介物的危害物質中，直接引發災害現象之原因稱之。 

（二） 間接原因：間接原因一般均指不安全的行為或不安全的狀態稱之。 

（三） 基本原因：所謂基本原因係指政策、制度、計畫等管理上的缺陷，

因而造成不安全的行為或狀態稱之，而本研究所欲探討之承攬管理狀況即屬此

類。 

所謂職業災害發生之基本原因，分述如下： 

（一）雇主之安全政策與決心： 

1. 安全衛生政策問題。 
2. 安全衛生程序問題。 
3. 安全衛生器材與服務之提供問題。 
4. 勞工方面之問題。 
（二）人的因素： 

1.行為上；2.經驗上；3.體格上；4.心理上；5.激發上（如勞工潛力）；6.

態度上。 

（三）環境因素： 

1. 不安全之設備設計：如水電、空調、照明等。 
2. 不安全之操作程序。 
3. 房舍和設備問題。 
4.地理位置問題。 

由上面這些危害因子，可以將職業災害之種類加以歸納如表2.1所示。由表

2.1可知，大部分的作業過程會發生災害之直接原因來自於能量的轉換因子，由

於電力管線作業多具高能量，難免會發生因能量轉換所造成的災害，因此，如

何避免並減少這方面的危害因子，是台電各工程單位承攬時，實應加以考量之

問題，亦是本研究探討承攬管理運作現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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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電力職業災害災害因子分析表 
 

編號 分類項目 災害因子 

01 墜落、滾落 能量：屬機械性因子 

02 跌倒 能量：屬機械性因子 

04 物體飛落 能量：屬機械性因子 

05 物體倒塌、崩塌 能量：屬機械性因子 

06 被撞 能量：屬機械性因子 

07 被夾、被捲 能量：屬機械性因子 

10 溺斃 能量：屬物理性因子 

12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能量：電氣、化學性、熱、輻射 

13 感電 能量：屬電氣的因子 

16 火災 
能量：屬熱因子 
傷害物：屬易燃性物質 

18 其他 能量因子或傷害物因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承攬過程災害類型探討 

    由上一小節所述，可以了解電力事業職業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及其危害因

子，而有關職業災害類型，本研究亦將災害類型與其媒介物歸納如表2.2所示。 

由表2.2可知，災害類型與各項作業、施工設備、機具之關連性，依據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十七條之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

應於事前告知有關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安全衛生規定。」而同法第五條規定，

事業單位對於各項危害及作業，均應設置符合標準之設施，以防止危害之發生。

因此，如能於交付承攬階段時，將可能之危害因素充分告知承攬人，使承攬人

事先計畫預防，並審慎規劃施工計畫，詳加評估施工危害及替代方案，當能達

到先知先制之安全目標，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圖2.3與圖2.4為台電公司90年
~94年所屬員工及承攬商災害類型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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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電力災害類型與媒介物歸納表 

編號 分類項目 媒介物 

01 墜落、滾落 
施工架、開口處、合梯、移動工作架、鋼骨、屋頂作業、 

土石挖掘 

02 跌倒 樓板面、工作台 

04 物體飛落 物料、工具、吊舉物 

05 物體倒塌、崩塌 
露土開挖、土石崩塌、擋土設備、施工架、模板支撐、 

營建機械 

06 被撞 車輛設備 

07 被夾、被捲 營建設備（如預拌車、挖土機、堆土機、打樁機、鉆孔機等）

10 溺斃 水、液體 

12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油漆、缺氧空氣、噪音、粉塵、異常氣壓 

13 感電 電氣、電動工具、機電設備、電銲機、高壓電線 

16 火災 可燃性物質 

18 其他 上下班交通工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員工災害類型(90年~94年)

工作傷害(10死86傷)交通傷害(16死141傷)

感電4死11傷

6%
非感電6死75

傷 32%

工作交通12

死41傷 21%

非工作交通

12死41傷

41%

承攬商勞工(90年~94年)死亡76人

跌倒2死, 2%

崩塌7死, 9%墬落24死,

32%

與有害物接

觸2死, 2%
物體飛落3

死, 4%
倒塌.溺水.撞

擊.爆炸共5

死, 7%

感電19死,

25%

被夾5死, 7%

被撞9死,

12%

 

       

 

（四）、工程承攬管理運作模式探討 

在承攬商之工作場所，可能存在某些危害因素，若工作人員不了解這些危

害因素，極可能造成意外災害；此外，若同時有兩個以上單位或承攬商在同一

場所共同作業，亦可能滋生意外事故；因此，承攬作業的安全管理方式應加以

注重，方能對於意外事故防患未然。依據英國HS(G)65的方式，成功的安全衛

生管理要素如圖2.5所示。其指導要點中所有的要素都應該納入職業安全衛生

圖2.3 90~94年台電員工災害類型統計圖 圖2.4 90~94年台電承攬商災害類型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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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而且視組織規模大小、營業類別、危害性和作業情況而做不同程度

的調整。 

 
    外在因素              內在因素 

 

 

               初步檢討 

               與 

               定期檢討 

 

 

               政  策 

 

 

                               稽  核               組織架構 

 

 

                規劃及執行 

 

 

               評估成效 

 

 資訊網路 

 控制網路 

圖2.5 依據HS(G)65方法之安全衛生管理成功要素圖 

所有要素分析後可得具體之運作方式︰ 

   1.初步現況檢討︰ 

各事業單位必須先確立經營策略，在策略中釐定以工程零災害為

目標。為此必須瞭解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各事項，並對於所承辦工程

中可能產生危害之工作項目及使用之危險機械等安全衛生事項，作一

最初步之模擬與推導。 

   2.政策︰ 

由於初步現況檢討後，對於事業單位之經營策略有更明確之方

向，因此爲求更落實基層工程檢驗員的安全衛生功能，必須由整個事

業單位中最高領導階層制定適合該事業單位之承攬安全衛生管理政

策，並編制相關文件，包括安全衛生人員考核程序、編列充足預算、

訂定嚴謹的工程合約安全衛生條款、加強管理規劃與教育宣導之功能

等，由最高領導階層到基層工程檢驗員確實加以瞭解與執行。 

   3.組織︰ 

為能使工地能有效發揮管理的功能，所有承攬商在進場前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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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協議組織，如為平行承攬方式則由業主(台電)指定其中之一為最

高領導階層，將職業安全衛生工作與組織確實結合。建議可採用二級

管理制︰第一為承攬商的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第二級則為原事業

單位之安全衛生小組。 

由於二級制的確定，各個環節都能找到負責安全衛生的連絡人，

使政令宣導與現況都能確實加以掌控。 

   4.規劃及執行︰ 

為能使各政令與現況能確實宣導與掌控，因此工程協議組織藉由

會議方式，針對安全衛生管理要則與作業程序做定期之協調與檢討，

使整個工程之安全衛生管理運作按規劃程序，確實執行。有關安全衛

生管理要則內容建議如下︰ 

（1）.安全衛生經營策略。 

（2）.管理基準︰載明合約規定章節名稱，法規名稱與相關作業程

序。 

（3）.管理體制︰載明整個組織內各個部門，如安全衛生部門、緊

急救援編組等，及其它各部門之職掌。 

（4）.教育訓練︰載明整個組織內為的訓練課程、時數與資格。 

（5）.安全衛生業務︰載明安全衛生部門與工程部門等，各自分層

負責表及細則及檔案之管理。 

整個組織能夠確實按管理職責下去執行，不管工地發生任何

狀況，均能迅速由基層通達層峰，對事件的檢討成效更趨具體，

組織運作之推諉現象亦能減低。 

  5.成效評估︰ 

 針對組織所制定之安全衛生管理要則及作業程序，製作查核表，

藉以監測政策與目標是否達成，或發現缺失時，應採取防治與應變措

施，並針對缺失進行改進與修正。 

  6.稽核︰ 

工程中之行政單位不似法定機構，不是依法行事，而是依據契

約鎖定權力義務對承攬商加以稽查與督導，或依照管理要則與作業

程序之內規，由地位超然的單位針對前項所有的安全衛生管理要素

作一定期之通盤檢討。 

 

  7.定期檢討︰ 

視整個組織規模，根據安全衛生管理要則所訂定各安全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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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對整個工程的安全衛生管理工作，擬定定期檢討之頻率及範圍。 

勞工安全衛生工作，有賴於整個營造團隊之努力，唯有將整個組織健全運作，

方能使安全衛生管理工作確實執行與掌控。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工具 

  就本研究之貼切性方面考量，對於承攬台電嘉義區處各項工程之安全衛生

管理工作執行方式，莫過於曾經親身經驗過之人員較有深切之體會與感受，因

此本研究以95至96年間曾參與工程之業者、勞工及其協力廠商及分包商之人員

共120 位，作為正式問卷調查之受訪對象。發出份數為120份、回收115份、有

效份數為108份，回收率為95.8％；有效率為90％。本研究之所以選擇以問卷調

查方式進行，最大的原因乃在於問卷調查，是一種發掘事實現況的研究方式，

最大的目的是蒐集、累積本研究所設立之目標族群的各項科學教育屬性的基本

資料，以作為描述性研究及分析性研究兩大類。 

本研究以自編之「承攬安衛管理現況分析及制度建立之研究--以台電嘉

義區處為例問卷」(附件一)為研究工具，並分別建議事業單位(台電嘉義區處)

各管理系統及承攬商所需辦理之工作。本問卷便是將其建議辦理事項加以節

錄整理後，編撰為問卷提供受訪者填答。本問卷內容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

份為：填寫者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安全衛生管理事項、第三部份為：承

攬方式對安全衛生管理影響之因素，細項分述如下： 

1. 填寫者基本資料：此部份調查受訪者之年齡、性別、教有程度、婚姻
狀況、工作年資、工作證照、以及工作事故經驗等。 

2. 安全衛生管理事項：為能了解受訪者對於各題項內容重要程度的看
法，採用李克特式量表（Likert-type  Scale）的形式編制，因此量

表法原來為一種順序（ordianl）尺度的形式，藉此來量測及區別某

一題項的強度，使其符合等距（interval）此度之要求，以利進一步

的統計分析，將答案選項以五等量表評比，區分為「非常不重要」（1 

分）、「不重要」（2 分）、「普通」（3 分）、「重要」（4 分）

及「非常重要」（5 分）讓受訪者勾選，以取得受訪者對於每項問題

之重要程度看法。 

承攬方式對安全衛生管理影響之因素：為了解目前台電承攬管理及協議組織

運作現況，期望藉以了解不同承攬方式對於工程安全衛生管理上有何問題，以

及於承攬情況下，各層承攬人之責任歸屬狀況，以作為本研究確立承攬管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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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之依據。各題項內容重要程度的看法，同樣採用李克特式量表（Likert-type  

Scale）的形式編制。並以此問卷作為承攬商員工對安全衛生管理統計的方法包

括:1.描述性統計分析2.推論性統計:(1)卡方檢定(2)t檢定(T-TEST)(3) 單因

子共變數分析。 

 

（二）研究限制 

  1、本研究在過程中已儘可能強調保密性及研究的重要性，惟在實際填答時，

仍有可能因受訪者個別因素或認真度，而影響施測的信度及效度。2、本研究個

案僅以台電嘉義區營業處之承攬商為選擇對象，現場訪查對象主要以嘉義之轄

區為主，當然無法對所有電力承攬作業人員進行全面性完整之探討，因此個案

選擇上不免流於地區性、主觀性。3、影響電力承攬商作業安全之變項繁多，為

避免問卷過度繁瑣，影響填答意願，本研究僅針對在法令上有規定，較有可能

造成傷害之項目進行調查研究。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結果分析 

     本研究將有效問卷選項量化並輸入SPSS for Windows，以進行統計方法分析。

本節將針對問卷所設計之基本資料、作業現場安衛現況及安衛管理這三部份進

行分析。ㄧ、基本資料次數分配及描述性統計(圖4.1)： 

 

 

 

 

 

 

 

 

 

 

圖4.1  次數分配及描述性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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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調查樣本之基本資料百分比 

 

項目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男 89 82.4 
性別 

女 19 17.6 

20歲以下 0 0 

21-25歲 2 1.9 

26-30歲 5 4.6 

31-35歲 14 13 

36-40歲 26 24 

41-45歲 30 27.8 

46-50歲 21 19.4 

51-55歲 10 9.3 

56-60歲 0 0 

年齡 

60歲以上 0 0 

已婚 95 88 
婚姻狀況 

未婚 13 12 

國中 25 23.1 

高中(職) 27 66.7 

大專 11 10.2 
學歷背景 

研究所 0 0 

5年內 11 10.2 

6-10年 31 28.7 

11-15年 54 50 

16-20年 12 11.1 

工作年資 

20年以上 0 0 

 

經研究分析顯示，以從事現場作業之職務佔比為最高(41.7%)，因本項問卷

是針對成承攬商做調查，而其組成之成員當然以現場作業人員為主。另較弔詭

之部分為佔比第二之「品質檢查員」共21人(19.4%)，目前台電交付承攬之工程

皆派有工程檢驗員負責承攬商工安查核及施工品質檢驗，惟在施工品質檢核時常

有施工不良之情形發生，因此就佔比約二成之品質檢查員是否有落實於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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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關或僅便宜行事，實為台電公司日後應加強管控與評估之部分(如圖4.2)。 

 

 

 

 

 

 

圖4.2  承攬商員工從事職務之百分比 

 

（二）承攬商員工發生事故原因分析 

    在108份有效問卷中，有22份曾發生事故佔比20.4%；而有86份不曾發生事故

佔比為79.6%(圖4.3)。在22份曾發生事故問卷中，以「跌倒」佔比最高6人

(27.3%)、其次是「物體飛落」佔第二位5人(22.7%)、「被切割擦傷」4人(18.2%)

佔第三位、「交通意外事故」4人(18.2%)、「與高低溫接觸」2人(9.1%)、「被夾」

1人(4.5%)(表4.2)。 

 

 

 

 

 

 

 

 

圖4.3  承攬商員工發生事故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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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發生事故種類表           (  )為% 

事故類型 

 

 

項目 

跌
倒 

物
體
飛
落 

被
切
割
擦
傷 

交
通
意
外
事

故 

與
高
低
溫
接

觸 被
夾 

無 16(72.7) 17(77.3) 18(81.8) 18(81.8) 20(90.9) 21(95.5) 

有 6(27.3) 5(22.7) 4(18.2) 4(18.2) 2(9.1) 1(4.5) 

總計 22(100) 22(100) 22(100) 22(100) 22(100) 22(100) 

 

    工作年資與發生事故之卡方檢定(如表4.3)，其χ值為 4.34，自由度為 3，

在雙尾顯著性下的 p 值等於0.226未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承攬商員工事

故的發生並不完全因工作年資過於資淺就容易發生事故。 

表 4.3  工作年資與發生事故之卡方檢定 
 

項目 數值 自由度 漸進顯著性（雙尾）

Pearson 卡方 4.34（1）
 3 .226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108   

      (1)2格 (25.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2.24 

     針對本項研究，另再以性別與訓練課程需強化部份以交叉分析，了解哪些課

程為承攬商員工希望能在職訓練者；而男女是否有所差別，以作為日後事業單位

及承攬商負責人排定訓練課程時之方向(如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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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承攬商員工需強化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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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現場安衛現況 

由研究分析後之數據發現，承攬商員工普遍認為現場各項安全衛生規定重

要或非常重要占比相當高，達八成以上者有8項；未達八成者僅有2項，為：「工

地聘僱勞工名冊及專業證照、訓練資料必須隨時更新備查，以隨時掌控、調度

人員」及『「安全管理單位主管」，在可能產生傷害之作業進行中，對違反施

工計畫情事得下達停工指令』（表4.3）。圖4.5為承攬商員工作業現場安衛現

況之比較圖。 

    台電公司為使各項規定及措施能確實於現場執行，於是訂定了「各級主管

走動管理實施要點」使各級主管加強現場巡視，切實督促現場作業員及輔導承

攬商工作人員落實使用適當安全衛生護工具及做好各項安全衛生措施，並確實

依「作業程序書」、「安全作業標準」及「工作程序安全檢核表」施工，防範災

害事故發生。 

表4.3    承攬商員工作業現場安衛現況之敘述統計表 

 
非常

重要

(%) 

重要

(%) 

普通 

(%) 

不重

要 

(%) 

非常

不重

要 

(%)

1. 現場監督人員(領班)應於作業前告知作業人員，有關

其作業環境內危害因素暨安全衛生法規及應採取措

施，就您認為其重要性為何？ 

36.1 50.9 13 0 0

2. 就您認為工程進行中，若發現工法、施工機具或作業

環境變更時，應就變更後之危害因素再行告知現場作業

人員，其重要性為何？ 

59.3 33.3 7.4 0 0

3. 就您認為進場作業時需將起重機、吊具之檢驗合格證

明文件隨車備檢檢，其重要性為何？ 
25.9 55.6 17.6 0.9 0

4. 就您認為工地聘僱勞工名冊及專業證照、訓練資料必

須隨時更新備查，以隨時掌控、調度人員，其重要性為

何？ 

24 50 24 2 0

5. 除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外，其他施工人員須在其本身工

作之外，從事施工安全檢查作業，以抑制災害發生，您

認為其重要性為何？ 

57.4 29.6 13 0 0

6. 就您認為依規定聘用合格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常

駐工地，其重要性為何？ 
26.8 56.5 16.7 0 0

7. 為保障勞工安全，您認為「安全管理單位主管」，在

可能產生傷害之作業進行中，對違反施工計畫情事得下
17.6 47.2 35.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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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停工指令，其重要性為何？ 

8. 為確保施工機具安全，各項裝備設施之檢查及簽認，

應由法定合格之作業主管為之，其重要性為何？ 
31.5 64.8 2.8 0.9 0

9. 各項安全設施之檢查、測試、實施方式等，對現場作

業人員的重要性為何？ 
33.3 46.3 18.5 1.9 0

10. 從事活線作業，充分且安全之掩蔽可維護工作人員安

全並避免工安事故發生，就您認為其重要性為何？ 
79.5 22.2 1.9 0 0

 

    

承攬商員工作業現場安衛現況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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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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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承攬商員工作業現場安衛現況之比較圖 

台電公司為讓所屬承攬商及其員工更落實工安於現場，提出以下更具體作

法： 

    （一）落實各級主管走動管理及檢驗員工安抽查之具體做法：1.各級主管

走動管理抽查事項應包括施工機具、設備、作業環境安全措施設置情形及作業

人員證照核對，由工環部門規劃分組，排定當月份每日抽查人員，提供承攬商

報工資訊供抽查人員抽查參考，查核結果由工安部門逐月統計，並做為檢驗員

年度考績參考。2.至於檢驗員工安查核結果由施工部門自行統計分析，若表現

優秀負責者由其部門主管簽報，於工安早會或其他集會場所予以表揚並列為考

績依據，俾促使其盡輔導廠商工安之責。3.各級主管走動管理抽查發現之缺失

案件，由工環課送工程施工部門檢討改善，每月統計抽查件數、不良率及罰款

金額，工環課應追蹤至改善完成為止，並逐月分析、統計承攬商違規列管項目

及防範措施送業務處備查，缺失項目次數較多者並於勞工安全委員會中提出報

告缺失項目。4.有造成重大災害之虞的作業，如停電作業、接近活線作業、高

處作業、電焊作業、局限空間作業、管路開挖作業⋯等，防護措施及防護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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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列為查核重點，有違規之承攬商則列為加強查核對象，直至改善為止，

並個別辦理工安接談或講習。5.檢驗員與技術部門之輪調機制，由人事課依公

司內部久任輪調規定伺機簽請相關課段辦理，以達技術傳承與經驗交流。 

    (二）督促承攬商實施工安自主管理：1.由施工部門輔導及督促所轄承攬商

落實工安自主管理，建立工安管理專卷備查，並列為走動管理查核重點。2.於

承攬契約中廠商所提報之編班表，除勞務性工作人員負責桿下作業外，技術性

工作人員須具有工作項目之相關證照，工作前領班須確實施行工安自主管理、

告知工作環境及作業危險因素，並做妥各項工安防範措施，以發揮工安自主管

理之績效。3.落實專款專用制度：充分利用工安罰款獎勵優良廠商及工作技能

訓練，以強化工安理念。4.承攬商工安負責人須查核每一工作班每週至少乙次

以上，並作成紀錄送工環課備查，每一工作班由具有活電技術證照者兼任工安

人員，以強化現場工安措施。 

 

（四）安衛管理制度 

由於台電發包工程種類的多樣性及環境的多變性，又常層層轉包，形成多

重之承攬關係，不利於承攬商與事業單位間安全衛生管理的執行。經由本次問

卷研究分析後發現，承攬商及其員工間對於安衛管理制度在觀念上仍有些許落

差，其中以第 4 項「勞工進入工作場所前，應曾接受過六小時以上之安全教育

訓練」及第 6 項「安全管理單位主管，每日巡視工地並填寫「工安日誌」呈核，

對貴公司工安工作的落實與建立，其重要性為何？」落差較大，顯示出管理階

層與現場勞工階層就管理層面上應再多溝通（表4.4）。 

在台電公司承攬作業安全管制權責劃分要點也明確指出，為使交付承攬之

各項發包工程，權有所屬，責有所歸，爰劃分施工場所管轄單位、主辦工程單

位與承包商之間權責範圍，俾有效輔導本公司各單位轄區內之其他主辦工程單

位發包工程之承包商積極辦理安全衛生。為防範工作傷害，交付承攬之各項發

包工程，除應遵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本公司工程承攬契約等相關規定，切實執

行工作現場之安全衛生管理措施外，其施工場所在他單位之轄區內者，開工前

應將該工程之工程計畫書，主辦工程單位及承包商工地負責人、工安人員、連

絡電話、及承包商工作人員名冊等相關資料送交施工場所管轄單位備查。施工

場所管轄單位應指派「連絡人」負責與主辦工程單位連繫，並配合主辦工程單

位辦理開工前說明會。 

同時各施工場所管轄單位，應切實執行門禁管制，承包商工作人員進出施

工場所須確實核對身分，發現與承包商工作人員名冊不符，應禁止進入。 

由台電公司相關規定可看出，對於所屬承攬商所訂定的規定可說已屬縝密，但

往往從制度制定到現場執行仍有所差距。此ㄧ研究也提供給事業單位(台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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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後對承攬商管理上的參考，讓所有的政策與規定能真正落實於現場，圖4.6

為承攬商安衛管理制度之比較圖。 

表4.4    承攬商安衛管理制度之敘述統計表 

 
非常

重要

(%) 

重要

(%) 

普通

(%) 

不重

要 

(%) 

非常

不重

要 

(%) 

1. 工地負責人須督導體系中安全衛生部門業務，其

重要性為何？ 
20.3 45.4 26.9 7.4 0 

2. 原事業單位(台電)應指導協助及督導承攬商實

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其重要性為何？ 
41.7 44.4 7.4 6.5 0 

3. 若發生災害或重大安全違規情形時，勞工應實施

再教育，這對防止事故再發生來說，其重要性

為何？ 

25 59.2 13 2.8 0 

4. 就您認為勞工進入工作場所前，應曾接受過六小

時以上之「安全教育訓練」 ，其重要性為何？
27.8 38.9 14.8 18.5 0 

5. 承攬商及分包商之自主管理檢查項目，應隨工進

增刪表單或項目以符合現場進度管理，其重要

性為何？ 

25 46.3 22.2 6.5 0 

6. 就您認為安全管理單位主管，每日巡視工地並填

寫「工安日誌」呈核，對貴公司工安工作的落

實與建立，其重要性為何？ 

14.8 39.8 25 20.4 0 

7. 建立自主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訂定安全衛生管理

系列標準文件，推動自主檢查及稽查對安衛制

度之建立與管理，其重要性為何？ 

22.2 45.4 19.4 13 0 

8. 就您認為每月實施ㄧ次全衛生教育、每二個月實

施ㄧ次施工法教育訓練，對勞工技能的提升及

安全觀念的建立，其重要性為何？ 

15.7 53.7 17.6 13 0 

9. 貴公司每月招集所屬施工人員實施一次「安全座

談」 ，就您認為對於輔助工安工作的重要性為

何？ 

13.9 51.9 23.1 1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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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承攬商安衛管理制度之比較圖 

經上述問卷分析後，另再藉由現場執行面所發現之管理缺失補充說明如

下︰ 

1. 未有人命關天之管理決策水準（施工技術提升、管理水準低落）：在承攬
工程施工水準日益提升之際，承攬業者之管理水準仍處於落後階段。尤其

當施工成本、施工品質及施工安全有所衝突時，施工安全往往不是被決策

者給優先考慮，而是優先被犧牲的，於是施工方法之選擇、安全措施之考

量就建立於較高之風險值上。電力業者先天上風險危害已大，加以後天又

無法強化管理減少風險，因此電力事業勞工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比例偏高，

實為國內電力業者應深自檢討的通病。 

2. 不重視施工計畫：各項工程之施工計畫，往往僅止於基本施工計畫部份，
有關分項工程作業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往往為抄襲之作，完全

無法於工地現場實施，因而現場施工完全各憑主管本身經驗，因此，運氣

好者可順利躲過盲點，然而運氣不好者則往往是導致職業災害發生之原因

之一。 

3. 施工計畫未經事前安全評估：承攬台電工程中不乏一些較具規模之業者，
雖有多年訂定施工計畫之經驗，然而其並未就主要分項工程之施工方法、

程序、及作業等實施所謂的安全評估，找出可能的危害、要因及預防對策，

並將應有之設備及措施納入該分項計畫內，這也是造成勞工職業災害發生

比例偏高之原因之一。 

4. 施工計畫未落實：因為缺乏管理稽核機制，往往導致優良之施工計畫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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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之高閣之命運，而對於變更施工方法者，又未立即檢討、評估並修正計

畫之行動，往往造成原計畫名存實亡。 

5. 統包業者與各次層承攬人缺乏協議整合機制：工地之施工行為，會互相影
響作業之安全，由於國內次層承攬人及其所僱用的勞工，大多未納入統包

業者之施工管理體系當中，因此近年來次層承攬人所僱勞工職業災害比例

偏高。 

6. 自動檢查未落實：雖然本研究問卷調查之單位實施自動檢查之比例幾乎以
達100﹪，然而國內營造工程各項自動檢查，多有流於形式未收成效之情

況，雖目前營造工地大多亦設有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然而若雇主不加以重

視，落實自動檢查，則大部分之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似乎只流於虛設。 

從上述六點，可知目前台電所屬之承攬業者在管理方面上的缺失，這亦可能是

造成在承攬時產生安全衛生問題的主要因素。電力事業本就不同於其他產業，

若於管理上再不加以解決一些問題，將使整體環境惡化，本地勞工更不願意待

在具有如此高危險性的工作場所，勞工年齡日益老化，新人不願意投入，如此

惡性循環下，要求降低勞工重大職業災害比例更為困難，此種問題實為承攬商

及台電內部各相關主管單位所應加以重視與考量。 

 

（五）領班與現場作業人員對作業現場安衛現況 t 檢定 

就現場領班與現場作業人員對作業現場安衛現況危害認知作獨立樣本 t 

檢定，在 95%  信賴區間，有 4 個問題未達到顯著差異，分別為項次1、4、5

及項次 8（表 4.5）。其中以第1項現場監督人員(領班)應於作業前告知作業人

員，有關其作業環境內危害因素暨安全衛生法規及應採取措施最具爭議，因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十七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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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事業單位也相同的要求所屬員工及其承攬商領班，於

現場作業時必須作危害因素的告知及自主檢核表的確認，並祭出罰款的手段強

制執行本項措施。 

而經由本次研究後發現，現場領班與現場作業人員對危害彼此間的認知顯

然仍有所差距，此點值得台電內部各相關主管與單位加以重視與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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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現場領班與現場作業人員危害認知之差異 t 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

異 下界 上界 

1. 現場監督人員(領班)應於作業

前告知作業人員，有關其作業環

境內危害因素暨安全衛生法規

及應採取措施，就您認為其重要

性為何？ 

.860 61 .393 .16 -.21 .52

2. 就您認為工程進行中，若發現

工法、施工機具或作業環境變更

時，應就變更後之危害因素再行

告知現場作業人員，其重要性為

何？ 

2.467 61 .016* .42 8.00E-02 .76

3. 就您認為進場作業時需將起重

機、吊具之檢驗合格證明文件隨

車備檢檢，其重要性為何？ 

3.255 61 .002* .63 .24 1.02

4. 就您認為工地聘僱勞工名冊及

專業證照、訓練資料必須隨時更

新備查，以隨時掌控、調度人

員，其重要性為何？ 

1.522 61 .133 .31 -9.75E-02 .72

5. 除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外，其他

施工人員須在其本身工作之

外，從事施工安全檢查作業，以

抑制災害發生，您認為其重要性

為何？ 

.772 61 .443 .14 -.23 .52

6. 就您認為依規定聘用合格之勞

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常駐工

地，其重要性為何？ 

3.740 61 .000* .61 .28 .94

7. 為保障勞工安全，您認為「安

全管理單位主管」，在可能產生

傷害之作業進行中，對違反施工

計畫情事得下達停工指令，其重

要性為何？ 

3.961 61 .000* .67 .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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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確保施工機具安全，各項裝

備設施之檢查及簽認，應由法定

合格之作業主管為之，其重要性

為何？ 

1.165 61 .249 .17 -.12 .45

9. 各項安全設施之檢查、測試、

實施方式等，對現場作業人員的

重要性為何？ 

4.146 61 .000* .80 .41 1.19

10. 從事活線作業，充分且安全之

掩蔽可維護工作人員安全並避

免工安事故發生，就您認為其重

要性為何？ 

4.028 61 .000* .71 .38 1.06

＊在 .05 水準達顯著差異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針對現場領班、甲級勞安證照、甲級技術士等，對作業現場安衛現況危害認

知問卷題目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得到結果如下： 

表4.6  現場領班對作業現場安衛現況各題目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Levene 統計

量 

顯著性

(P) 

1. 現場監督人員(領班)應於作業前告知作業人員，有關其作

業環境內危害因素暨安全衛生法規及應採取措施，就您認為其

重要性為何？ 

.564 .454

2. 就您認為工程進行中，若發現工法、施工機具或作業環境

變更時，應就變更後之危害因素再行告知現場作業人員，其重

要性為何？ 

32.259 .000*

3. 就您認為進場作業時需將起重機、吊具之檢驗合格證明文

件隨車備檢檢，其重要性為何？ 
.128 .721

4. 就您認為工地聘僱勞工名冊及專業證照、訓練資料必須隨

時更新備查，以隨時掌控、調度人員，其重要性為何？ 
1.265 .263

5. 除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外，其他施工人員須在其本身工作之

外，從事施工安全檢查作業，以抑制災害發生，您認為其重要

性為何？ 

5.920 .017*

6. 就您認為依規定聘用合格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常駐工

地，其重要性為何？ 
.185 .668

7. 為保障勞工安全，您認為「安全管理單位主管」，在可能

產生傷害之作業進行中，對違反施工計畫情事得下達停工指
4.339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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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重要性為何？ 

8. 為確保施工機具安全，各項裝備設施之檢查及簽認，應由

法定合格之作業主管為之，其重要性為何？ 
.074 .786

9. 各項安全設施之檢查、測試、實施方式等，對現場作業人

員的重要性為何？ 
.600 .440

10. 從事活線作業，充分且安全之掩蔽可維護工作人員安全並

避免工安事故發生，就您認為其重要性為何？ 
.166 .685

註：有*記號表示其顯著性小於顯著水準 0.05，即其變異數同質性不良 

由表 4.6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之顯著性可知，若顯著水準訂為 0.05，則作

業現場安衛現況危害認知之第2、5、7項次之顯著性(項次2 P=0.000，項次5 

P=0.017，項次7 P=0.040皆小於 0.05)較小，表示對整體重要性來說，現場領班

其群體內部或群體相互間之變異數同質性不良，而對其餘各項來說，變異數質性

並無不同，進行變異數分析法之檢定結果較具說服力。 

 

另再將現場領班對作業現場安衛現況危害認知之差異進一步執行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若設定顯著水準為0.05，則由表4.7變異數分析表中可得知F檢定之P

值，若小於顯著水準則否定虛無假設  ，    即表示受訪者對該題目會因從事職務的

不同而有差異       。    由下表可知受訪者對於題目3、6、9之結果明顯因從事現場領

班職務而有所差異；而對其他各項題目則不因職務不同而有差異。 

    針對領班於作業現場安全衛生職責有：1.帶動安全衛生自主管理小組活

動。2.實施工作場所之測定及檢查、維護。3.實施機械或設備、施工機具、安

全衛生防護具之檢點及維護。4.執行對屬員之安全教導、安全接談及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培養預知危險能力。5.確實依安全作業標準、作業程序書及工作程

序安全檢核表施作。6.適當配置作業人員，採取必要安全措施，提供改善工作

方法。7. 作業前之工作說明、預知危險；作業前中之督導、監護；作業後之檢

查及整理、整頓。8. 檢查及維護工作場所之防護設施。9.關懷並增進所屬作業

人員之身心健康狀況。10.有關安全衛生相關報表之記錄及追蹤。綜合以上10項

可知，受訪人員對於領班在現場之安衛現況危害認知仍有差距，根據現場查核

與研究後發現，現場領班常因趕工、趕進度而將車輛檢驗合格證明文件及各項

安全設施之檢查、測試、實施忽略，這也有待事業單位對承攬商持續教育與宣

導，讓現場領班能將自身職責確切落實於作業現場，不應讓趕進度成為合理的

藉口。 

 



 26

 

表4.7  現場領班對作業現場安衛現況危害認知之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自由度 F 檢定 

顯著性

(P) 

1. 現場監督人員(領班)應於作業前告知作業人員，有關

其作業環境內危害因素暨安全衛生法規及應採取措施，

就您認為其重要性為何？ 

1 1.905 .170**

2. 就您認為工程進行中，若發現工法、施工機具或作業

環境變更時，應就變更後之危害因素再行告知現場作業

人員，其重要性為何？ 

1 7.852 .006*,**

3. 就您認為進場作業時需將起重機、吊具之檢驗合格證

明文件隨車備檢檢，其重要性為何？ 
1 9.334 .003*

4. 就您認為工地聘僱勞工名冊及專業證照、訓練資料必

須隨時更新備查，以隨時掌控、調度人員，其重要性為

何？ 

1 1.919 .169**

5. 除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外，其他施工人員須在其本身工

作之外，從事施工安全檢查作業，以抑制災害發生，您

認為其重要性為何？ 

1 1.176 .281**

6. 就您認為依規定聘用合格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常駐工地，其重要性為何？ 
1 7.978 .006*

7. 為保障勞工安全，您認為「安全管理單位主管」，在

可能產生傷害之作業進行中，對違反施工計畫情事得下

達停工指令，其重要性為何？ 

1 7.494 .007*,**

8. 為確保施工機具安全，各項裝備設施之檢查及簽認，

應由法定合格之作業主管為之，其重要性為何？ 
1 1.008 .318**

9. 各項安全設施之檢查、測試、實施方式等，對現場作

業人員的重要性為何？ 
1 11.801 .001*

10. 從事活線作業，充分且安全之掩蔽可維護工作人員

安全並避免工安事故發生，就您認為其重要性為何？ 
1 .079 .779**

註：有*記號表示其顯著性小於顯著水準 0.05，即現場領班與其項目結果有差異 
 

        有**記號表示其變異數同質性不良，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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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歷、年資、領有證照及從事職務卡方檢定  

  本小節中我們將另以學歷、年資、領有證照及從事職務來對問卷中第三大項

之各題，作交叉分析及卡方檢定，藉以了解兩變數 是否有關連或互為獨 立關

係，分析後如圖4.7。 

 

 

 

 

 

 

 

圖4.7  學歷、年資、領有證照及從事職務卡方檢定 

本研究在根據受訪者針對其採用的承攬方式對於工程安全衛生管理上的

狀況發現，有約 86.1﹪的受訪者覺得合併承攬方式較能有效管理工程安全衛

生，只有13.9﹪的受訪者認為分項承攬優於合併承攬（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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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近年來在主管機關重視承攬商作業安全，檢查機構加強查核，以及配合改善

作業裝備並辦   理教育宣導及作業演練下，台電承攬作業在現場及管理制度

方面之危害預防已有相當大幅度之改善，但現場領班未確實實施現場危害因

素告知及作業程序未落實方面則尚有改善調整之空間。 

2 . 由文獻回溯及問卷資料分析顯示，認為合併承攬較有利於執行安全衛生管

理工作佔86.1%；而認為分項承攬較有利於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者僅佔

13.9%，因此合併承攬應較分項承攬有利於安全衛生管理工作方面之執行。 

3.  根據研究發現，分項承攬對於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理所造成的影響包括： 

（1）無法掌握平行承攬商之素質。 

（2）無法掌握對方安全衛生經費及管理狀況。 

（3）發生職業災害時之責任歸屬難劃分。 

（4）安全衛生管理工作之責任無法劃分清楚。 

4.  台電發包工程勞工之來源，大多由各次級承攬人所僱用，而屬於得標之承

攬商僱用者很少超過50人。又以目前承攬工程觀之，承攬商為降低營業成

本，安全衛生經費大都未按工程撥給之比例使用，因此事業單位對於承攬

商安全衛生管理的工作也更應加強。 

5.  承攬商帶班人員之危害認知及危害預防控制執行情形仍有改善空間，因

此，為確保現場作業安全，對於承攬商之教育及宣導應再加強，另對其管

理及作業安全亦須再多予關心。 

6.  每年度應排定承攬商參加現場演練，除了可增進對現場作業危害之認知外，

對於勞工作業危害預防控制之執行落實度具有相當之助益，值得重視與落實

推動；並要求承攬商所有人員參加。 

（二）建議 

1.  除了作業現場勞工遭受感電及墜落等事故外，交通事故也是近年來承攬商 

    作業時較易造成重大災害之危害，因此需加強施工警示之擺設，尤其是在 

    幹線快速車道上之作業，並應要求作業人員戴妥安全帽、穿著反光背心， 

    於夜間作業時更應擺設夜間閃光照明設備。 

2.  持續加強對承攬商工作班之管理，工程開工前檢查承攬商所有工作班是否          

都已備有足夠之裝備儀器，帶班人員有無經缺氧作業主管訓練合格，以及

是否都有參加開工前之危害告知或訓練，公司辦理之相關訓練應開放讓承

攬商勞工參加。 



 29

3.  經本研究分析後發現承攬商對所僱用人員，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認知普遍偏低僅達66.7%，此ㄧ結果事業單位必須

嚴正面對並深入查察，避免承攬商應做未做而發生問題。 

4.  為解決承攬商勞安人員無法專任之問題，建議可由事業單位配合勞檢單位

查核勞安人員是否人證合一；如違反者可另訂罰則或考慮取消證照資格。

並且應使專任勞安人員於組織架構中，位階應與工地主任平行，非由工地主任管

轄，以利專任勞安人員之運作。 

5.  為減少承攬商職業災害再發生，建議應加強媒體宣導，對職業災害發生時

之現場情形及司法機關之判例，製成短片加強宣導做為借鏡，使大家隨時

警惕，並避免重蹈覆轍，以降低職業災害。 

6.  由於台電公司之承攬工程中除承攬安衛管理與制度之關係外，尚包括如招

標制度、發包契約制定、勞務提供等關係存在，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能加以

探討這些關係對台電公司整個承攬制度問題之影響。 

7.  建議事業單位可要求承攬商現場領班配帶 3G 手機，以雙向視訊達到現場

機動查核之功能以落實即時之管理，避免現場作業人員存有僥倖而未落實各

項工安工作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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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我們目前正進行一份有關「承攬安衛管理現況分析及制度建立之研究--以台電嘉義區處

為例」的問卷調查，其主要目的乃希望獲得來自業界對目前承攬管理運作現況、安全衛生管

理現況及相關課題等之見解，祈請撥冗作答，協助我們進行研究與瞭解。 

本問卷純粹為學術研究之用，採不記名方式勾選，資料絕不對外公開。敬請在適當位置

勾填，您的意見將是本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謝謝您的協助；並祝您事事如意、天天零災害！ 

 

                                          研究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安所 

                                                    研究者  ：游政達 

        指導教授：郭昭吟 

 

一、基本資料(請在□勾選或空白處填寫) 

 

1. 性別  □女  □男 
2. 年齡  □20歲以下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 45歲  □46-50歲  □51-55歲  □56-60歲   □60歲以上 

3.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4. 學歷背景  □研究所  □大專  □高中(職)  □國中  □其他        
5. 工作年資  □5年內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0年 

                           以上 
6. 擁有證照(可複選) 
          □配電線路裝修甲級技術士 

          □配電線路裝修乙級技術士 

          □配電線路裝修丙級技術士 

          □配電電纜裝修丙級技術士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甲) 

          □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乙) 

          □工程品質檢查員 

          □缺氧作業主管 

          □擋土作業主管 

          □其他                     
7. 目前從事職務 
          □工地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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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安人員 

          □現場領班 

          □品質檢查員 

          □現場作業員 

          □行政人員 

 
8. 您曾於工作中發生虛驚事故嗎？ 
          □有，發生      次，請簡單描述                                

          □沒有 
9. 您希望貴公司還需強化哪些訓練課程(可複選) 
          □急救訓練 

          □危險性機械操作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施工法訓練 

          □其他             
 

二、作業現場安衛現況(請在□勾選或空白處填寫) 

 

1. 現場監督人員(領班)應於作業前告知作業人員，有關其作業環境內危害因素暨安全
衛生法規及應採取措施，就您認為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2. 就您認為工程進行中，若發現工法、施工機具或作業環境變更時，應就變更後之危
害因素再行告知現場作業人員，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3. 就您認為進場作業時需將起重機、吊具之檢驗合格證明文件隨車備檢檢，其重要性
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4. 就您認為工地聘僱勞工名冊及專業證照、訓練資料必須隨時更新備查，以隨時掌
控、調度人員，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5. 除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外，其他施工人員須在其本身工作之外，從事施工安全檢查作
業，以抑制災害發生，您認為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6. 就您認為依規定聘用合格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常駐工地，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7. 為保障勞工安全，您認為「安全管理部門主管」，在可能產生傷害之作業進行中，
對違反施工計畫情事得下達停工指令，其重要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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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8. 為確保施工機具安全，各項裝備設施之檢查及簽認，應由法定合格之作業主管為
之，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9. 各項安全設施之檢查、測試、實施方式等，對現場作業人員的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10. 從事活線作業，充分且安全之掩蔽可維護工作人員安全並避免工安事故發生，就您
認為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三、安衛管理制度(請在□勾選或空白處填寫) 

 

1. 工地負責人須督導體系中安全衛生業務，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2. 原事業單位(台電)應指導協助及督導承攬商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3. 若發生災害或重大安全違規情形時，勞工應實施再教育，這對防止事故再發生來說，
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4. 就您認為新雇勞工或變更工作前，應接受六小時以上之「安全教育訓練」，其重要
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5. 承攬商及分包商之自主管理檢查項目，應隨工進增刪表單或項目以符合現場進度管
理，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6. 就您認為安全管理部門主管，每日巡視工地並填寫「工安日誌」呈核，對貴公司工
安工作的落實與建立，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7. 建立自主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訂定安全衛生管理系列標準文件，推動自主檢查及稽
查對安衛制度之建立與管理，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8. 就您認為每月實施ㄧ次全衛生教育、每二個月實施ㄧ次施工法教育訓練 
，對勞工技能的提升及安全觀念的建立，其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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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貴公司每月招集所屬施工人員實施一次「安全座談」 ，就您認為對於輔助工安工作
的重要性為何？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10. 就您認為能有效管理工程安全衛生之招標方式為︰ 
□最低標方式  □最有利標方式 
 

11. 您認為就承包方式而言，何種承包方式對於貴單位進行工程之安全衛生管理最為有
利︰ 
□合併承攬形態  □分項承攬形態 
 

12. 貴公司若採用合併承攬方式，就您認為此種發包方式，對於工程在安全衛生管理方
面有何問題︰（可複選） 
□無法掌握對方安全衛生經費及管理方面情況 
□安全衛生管理工作之責任無法劃分清楚 
□無法掌握分包廠商之素質 
□發生職業災害之責任歸屬難以劃分 
□沒有任何安全衛生問題 
□其他（請說明）                          
 

13. 貴公司採用分項承攬方式，就您認為此種發包方式，對於工程在安全衛生管理方面
有何問題︰（可複選） 
□無法掌握對方安全衛生經費及管理方面情況 
□安全衛生管理工作之責任無法劃分清楚 
□無法掌握分包廠商之素質 
□發生職業災害之責任歸屬難以劃分 
□沒有任何安全衛生問題 
□其他（請說明）                          
 

 
 
 
 
 
 
 
 
 
 
 
 
 

感謝您撥冗做此問卷，您的合作對本研究有極大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