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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是唯一回家的路
我們ㄧ直在努力追求

「零事故、零災害」
從教育訓練
從門禁管制
從安全宣導
從案例研討

但
為何重大職災仍照樣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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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全防護不足
 

？
 

是工人安全意識不夠
 

？
 

是工安管理未落實
 

？
 

或是承攬廠商素質未提升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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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雖然有完整管理措施，但很不幸也發生
 事故。故希能藉此事故發生經過敘述及
 原因研討，提出更完善改善措施有效防
 止事故再發生，任何事故發生均可於事
 前預防，深入了解事故發生原因後，感
 受到源頭管理重要性，所以本文將從設
 計段、預算段、施工段及人員四個時段
 之管理並配合強化施工安全管理措施，
 來說明整個安全衛生管理改善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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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下午約13:05某承商進行擴建區工地作業，
當日因廠區大雨，工地廠房上方有多處管路預
留口及原廠房自然通風風扇拆除後留

 
下開口

處，流下雨水，其中有一管路預留口
 

(長及
寬：90×60公分、疑似墜落口)因地勢較低流下
大量雨水使工地泥濘，故工地負責人請其員工
鐘君(罹災者)及潘君至廠房屋頂分兩邊(南及北
邊)全面進行洩漏處盤查及流下大量雨水洩漏口
(疑似墜落口)之確認，以利準備屋頂開口處擋
水堤製作材料。

二、事故發生經過及可能原因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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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3:20同一工地某承商在進行灌漿作業，其
員工唐君至離事故現場不遠處(距離約10米)
並背對疑似墜落口處拿取油漆，適時聽到有
類似垃圾墜落聲音轉頭一看發現鐘君(罹災者)
躺臥於地面，立即告知監工有人墜落，並立即
通知承商負責人，當時鐘君(罹災者)意識清醒
並告知承商負責人其左腳麻麻的，並立即送鐘
員到醫院急救，於21:08宣告不治。

二、事故發生經過及可能原因研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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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故現場圖片

高度約8m

疑似墜落口

人員墜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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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開口防護措施現場照片 屋頂樓板開口現場照片

屋頂開口(90cmX60cm)防護僅以棧
板(114cmX114cm)覆蓋。

「鐘君」(罹災者)由屋頂開口

 (90cmX60cm)墜落至地面，高度約8

 米。

意外事故現場圖片(續)

8米
屋頂樓板開口
90cmX60cm

開口處以棧
板覆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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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管理改善措施

(一)規劃階段：
1.設計段
將各項安全設施建立標準圖，
作為施工廠商施作準則，及監
工執行檢查依據。

2.預算段
合理編列工安管理費用並於以
量化，以促使承商落實工安管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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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口安全防護：
1.設計段：
將開口部位臨時防護
欄杆標準圖列入設計
基準，並於設計圖註
明設置位置。

依施工規範：
開口>60公分X60公分
施作防護欄杆。
開口<60公分X60公分
施作固定護蓋。

防範墜落之改善措施具體作法

危  險

開口防護欄杆標準圖

<2500<2500
30

上欄杆>1.5"∮鋼管

<2
50
0

開口部

中欄杆>1.5"∮鋼管

開口處舖設具人員通過強度之護蓋

樓版開孔

欄杆柱>1.5"∮鋼管

>
9
0
0

以木材施作寬度在10公分以上
厚度1公分以上

腳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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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防護欄杆詳細圖

150CM

上欄杆≧1.5"鋼管

中欄杆≧1.5"鋼管

欄杆柱≧1.5"鋼管

≦30CM

6分以上木板
以上,厚度1公分以上)

腳趾板(以木材施作寬度在10公分
≧90CM

10CM

膨脹螺栓

樓版開孔(60CMx90CM)

欄杆(150CMx120CM)

90CM

止水墩

一.開口安全防護：
2.預算段：
(1)編列臨時防護欄杆或

安全母索、護蓋或安
全網等各種安全防護
項目費用。必要時編
列「工作安全分析」
(JSA）費用。

(2)於圖面及施工邀標書
明文要求：開口作業
前先設置防護欄杆或
安全母索，開口後視
需要安裝固定護蓋或
安全網。

防範墜落之改善措施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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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口安全防護：
3.施工段：
(1)承商於開工協調會中須

提出「工作計劃」，詳
述施作方式及時機等。
必要時提出「工作安全
分析」（JSA）。

(2)承商於欲開口部位，已
設置防護欄杆或安全母
索，且經監工複核後，
才可進行開口作業。

防範墜落之改善措施具體作法

開口設置防護欄杆及護蓋。

6

防護欄杆

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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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管理改善措施

3.施工段
(1)監工於工地現場發現工安異常時，當

場要求停工，集合承商施工人員，講
解異常情形及正確工作方法。

(2)增設工安監工，針對工作場所進行安
全防護設施檢查。

(3)主管每週進行現場安全觀察及對第一
線施工人員訪談。

(4)經理室及工事組務每週不定期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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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管理改善措施
(二)施工階段人員管制：

1.第一時段：
(1)施工人員入廠門管制：每日8：00

～8：20執行工具箱會議。
(2)施工人員清點：

A.承商工地負責人、安全衛生管理
員應到場。

B.監工會同承商工地負責人清點施
工人數。

C.個人防護器具檢查（安全帽、安
全鞋、背心、背負式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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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管理改善措施

(3)安全告知：
A.通盤性工安要求。
B.個案施工安全要求。
C.政府及公司工安規定宣導。

(4)案例宣導：
A.前一日發生之工安異常事項。
B.前一日發生之虛驚事故情形。

 (5)個人防護器具解說及示範：
A.安全帽。
B.識別臂章、制服。
C.雙掛鈎安全帶。
D.安全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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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管理改善措施

(6)違禁品搜查及酒味聞測：
A.監工督導承商安全衛生管理員
搜查違禁品（香煙、打火機、檳榔
等)。

B.酒味聞測。
(7)施工人員精神狀況查核：

A.平衡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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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管理改善措施

2.第二時段：
施工人員進入製程廠區或工地管制：
A.製程廠區由設備經管（擴建）部門管
制；獨立作業區域由工程部門管制。

B.臂章管制：承商人員進入製程廠區或
工地前，需以「包商入廠證」換取
「臂章」；承商人員離開施工場所，再
以「臂章」換回「包商入廠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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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管理改善措施

3.第三時段：
施工中人員動態管制：由設備經
管部門安全督導員及工程部門監
工落實臂章管理。

4.第四時段：
休息時人員動態管制：規劃承攬
商臨時休息區域，休息時間集中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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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時段：
施工人員入廠門管制：
每日8：00～8：20執行
工具箱會議。

執行方式：
(1)主管、監工、施工

 人員集合
＊非獨立工區工程於第

 二辦公大樓前廣場辦
理。

＊獨立工區工程於獨立
工區辦理。

外包人員四個時段之管制

(1)主管、監工、施工人

 
員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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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時段：
施工人員入廠門管制：
(2)施工人員清點
＊承商工地負責人、安

 全衛生管理員應到場
 ＊監工會同承商工地負

責人清點施工人數。
＊個人防護器具檢查
（安全帽、安全鞋、
背心、背負式安全

 帶）。

外包人員四個時段之管制

(2)施工人員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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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人員四個時段之管制

(3)安全告知
(4)案例宣導

1.第一時段：
施工人員入廠門管制：
(3)安全告知
＊通盤性工安要求。
＊個案施工安全要求
＊政府及公司工安規

 定宣導。

(4)案例宣導
＊前一日發生之工安

 異常事項。
＊前一日發生之虛驚

 事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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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人員四個時段之管制

(5)個人防護器具解說及示範

1.第一時段：
施工人員入廠門管制：
(5)個人防護器具解說

 及示範
＊安全帽。
＊識別臂章、制服。
＊雙掛鈎安全帶。
＊安全皮鞋。

識別臂章

、制服

雙掛鈎
安全帶

安全皮鞋

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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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人員四個時段之管制

(6)違禁品搜查

1.第一時段：
施工人員入廠門管制：

 (6)違禁品搜查及酒味聞
測
＊監工督導承商安全

 衛生管理員搜查違
 禁品（香煙、打火
 機、檳榔等) 。

＊酒味聞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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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人員四個時段之管制

(7)施工人員精神狀況查核

1.第一時段：
施工人員入廠門管制：
(7)施工人員精神狀況

 查核
＊平衡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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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時段：
施工人員進入製程廠區
或工地管制：
製程廠區由設備經管
（擴建）部門管制；獨
立作業區域由工程部門
管制。
臂章管制：承商人員進
入製程廠區或工地前，
需以「包商入廠證」換
取「臂章」；承商人員
離開施工場所，再以「
臂章」換回「包商入廠
證」。

外包人員四個時段之管制

以「包商入廠證」換取「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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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時段：
施工中人員動態管制：
由設備經管部門安全

 督導員及工程部門監
 工落實臂章管理。

安全督導員或監工如
 發現未戴臂章施工人
 員進入工區施工，開
 單罰扣，並要求工地
 負責人收回「包商入
 廠證」，帶離廠區。

外包人員四個時段之管制

落實臂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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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時段：
休息時人員動態管制：

規劃承攬商臨時休息
 區域，休息時間集中
 管理。

外包人員四個時段之管制

承攬商臨時休息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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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工安管理措施

安全承諾---不安全的環境、不安全的防護
 設施拒絕作業

 1.各單位主管應隨時叮嚀同仁要有安全意識，對企業所規
 定管理措施必須落實執行。

 2.正確安全意識：施工人員對自身安全需注意，作業前需
 確實 檢查施工範圍內環境及安全防護設施。

3.作業許可觀念：需有工作安全許可始准作業，並僅可於
 工作安全許可範圍內作業。

4.落實各項安全衛生缺失改善作業：針對本公司監工、
 工安人員、各級稽核小組提出之安全衛生缺失事項需
 確實改善，不得有任意敷衍、推諉情形發生，對於紅
 牌停工則需依規定改善，經複查合格始准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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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推動中工安管理措施

強化工安紀律強化工安紀律

強化教育訓練強化教育訓練

施工前作業分析施工前作業分析

加強稽核加強稽核

訓練替代懲處訓練替代懲處

工安紅牌管理工安紅牌管理

強化工程
施工安全



31

廠區門禁管理-人員及機具

• 車輛機具入廠管制，
 並查核駕駛安全合格
 證件。

• 承攬商入廠管制，務
 必穿戴安全帽、工作
 服 (含編號) 。



32

施工人員配戴臂章管理

•為加強工地管理及統
 一識別標誌，針對承
 攬商進入工地或製程
 區作業前，須接受安
 全告知及個人防護具
 檢核合格後，方得以
 入廠合約卡換取臂章
 配戴進入施工區域作
 業。

台 塑 塑 膠 部

N O：0 0 1 
仁 武 塑 膠 廠

安全衛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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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教育訓練

承攬商施工架組裝實作

術科考試

承攬商電儀配管線實作開關

盤MCC及啟動接線術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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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合格證照管理

建立承攬商各項法定合格證照資料卡，並貼有彩色

個人照，有效管理承攬商合格證照，以符合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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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作業安全管理-協議組織
 

及工具箱會議

‧確實召開協議組織會
 議，與各承攬工程界
 面認定與協調。

• 推動每日工具箱會
 議、執行施工安全告

 知、工作聯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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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作業安全管理-酒測及平衡木

• 進行施工人員酒測，
 如有違反者依公司規
 定嚴禁入廠。

• 利用工具箱會後，進
 行安全帶檢查暨平衡
 木測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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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安全防護：
搭架後，承商施工架作業
主管自主檢查合格，經監
工複核後，由承商施工架
作業主管簽發施工架檢查
合格標示牌。

防範墜落之改善措施具體作法

教學用標準示範施工架
◎門型施工架
◎系統式施工架
◎活扣式施工架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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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作業分析

•加強承攬商風險管理：
 加強推動將工作安全分析(JSA)納入工程承攬規定

 內，要求開工前，承攬商應做好JSA，並完成安全
 告知與訓練後方可開始作業。

•風險管理管制重點：
 屬高風險作業(局限空間、明火、吊掛及其他危險

 (如水刀除鏽)，須由承攬商、工程監工及設備部門
 主管與工安人員，於開工協調會進行JSA，確認施

 工程序、機具、防護器具、緊急應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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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安全稽核

•本室及廠工安人員組成廠區安全檢核小組，每週
 執行二次無預警全面性工安稽查；另每天(含假日)

 皆派員至擴建工地及歲修工廠進行稽核。

•立即危險區域以紅牌管制措
 施即予停工或局部停工，由
 擴建單位監工跟催改善完成
 後再予復工，並輸入MIS電

 腦依規定罰扣工程款。

•環安衛室每月邀各單位檢討
 查核情形，以利全面清除改
 善。 紅牌掛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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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工安環保紅牌管理制度

1.以廠處組（含擴建工程）爲單位

 規劃自主 檢查作業責任區。
2.停止（工）作業
檢核人員遇到有立即發生危險之

 虞工作場所，將由檢核人員或陪

 同檢核之安環管理人員執行掛

 『紅牌』並經受檢核廠處組之最

 高主管或代理人簽認後予以停止

 （工）作業
3.立案管制

 檢核人員或安環管理人員執行掛

 『紅牌』作業後需登錄MIS檢核

 （查）立案管制電腦作業，並分

 別開立「檢核（查）異常報告

 單」及「檢核（查）改善事

 項」，以利追蹤管理。

安環紅牌管理
 

FPC  NO：0001

填
單

日 期 貼
紅
牌

設 施

 
（備）
名 稱

檢 核

 人 員
地點

貼紅牌理由（打ˇ）

□.墜落之虞

 

□.倒塌之虞

 

□.火災之虞

 □.中毒之虞

 

□.感電之虞

 

□.崩塌之虞

 □.爆炸之虞

 

□.缺氧之虞

 

□.其他

紅 牌 處 理

責任單位 改善期限 完成日期 最 高 主 管

□.一

 

日內

□.二

 

日內

□.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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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員工教育訓練

各單位教育訓練以生產、品質有關之課程為主，為確保充分提
 供員工所需之安環教育，並提升各階管理人員所需安環工作管
 理技能，強化全體員工安環意識與安全文化，以達污染預防及
 降低職業災害之成效，擬提高安全教育訓練比例，從安全心

 態、安全知能、安全管理、安全領導、員工參與、預知危險習
 慣、防護具使用、交接班、承攬商管理等方面之態度及觀念，
 並與傷害頻率、傷害日數及虛驚頻率等資料作交比對與探討，
 以全面提昇全體員工安環技能與參與態度。

1.管理進階訓練：安全觀察、工作安全分析訓練、危害鑑
 別、風險評估訓練、安全稽核作業訓練。

2.專業職能訓練：1.高架、局限空間、起重、吊掛作業
2.作業危害分析與預防。
3.緊急應變指揮官訓練。

3.安全環保違規再教育訓練：含承攬商或在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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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管理宣導：
1.於每日工具箱會議、每
月協議組織及每月工安
環保日，安全管理宣導
及工程異常案例說明。

2.主管及監工於工地現場
發現工安異常時，當場
要求暫停工，集合承商
工地負責人、安全衛生
管理員及班組所有施工
人員，講解異常情形及
正確工作方法，使全體
人員瞭解個人之工作對
安全衛生所造成潛在之
危害。

安全管理宣導及教育訓練

講解異常情形及正確工作方法



43

安全管理宣導及教育訓練

每季舉辦廠商座談會

(一)安全管理宣導：
3.每季舉辦廠商座談會
＊職災案例宣導
＊工安規定宣導
＊討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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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示手冊

項目 說明

目的 將各項作業分為18類，列出觀察本項作業的管制與應注意事項。

作法
發放監工及安全督導員每人1份安全提示手冊(規格:長105mm*寬85mm) 
，做為個人危害辨識的工具，並隨身攜帶與使用，環安衛室不定期抽查。

項

 次
安全提示項目 項

 次
安全提示項目

1 個人防護器具 10 開挖作業

2 明火切割、焊接 11 水刀作業

3 研磨與拋光作業 12 噴漆作業

4 高空作業 13 危害物管制

5 架台作業 14 電氣迴路安全

6 梯子作業 15 車輛入廠管制

7 吊掛作業 16 槽車裝卸作業

8 吊掛指揮手指南 17 辦公室內

9 局限空間作業 18 工作場所的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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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聯防體-每月

本計畫係由工程主辦單位針對相同性質或
 同施工區域之工程組成區域聯防體，每月
 聯防體領隊（工程單位主管擔任）召集聯
 防體成員（工程單位及承攬商組成）實施
 聯合防災稽查及自主管理《含書面及現場
 稽查等》，當稽查完成後立即說明稽查缺
 失，並由執行專人(工程主辦單位）負責

 監督改善情形，並將本計畫執行成果（含
 實施稽查對象、經過及改善前、後照片等
 ）送交工程主辦單位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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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與流程

書面審查

危害分析會議

缺失檢討

現場稽核

改善確認

成果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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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面 審 查

•承攬商勞安管理系統建置情形
 (組織、人員設置、稽核、訓練、自主檢查)

•承攬合約(有關安全衛生責付情形及權利義
 務)

•勞安費用(量化項目及編列方式)

•圖說(安衛設施標準圖說及規範)

•危害告知(告知內容、方式)

•協議組織運作情形(成員、頻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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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情形

項目 東光先進 國弘 擎邦 進星 加禾 群益 昇達

書面資料 ○ × ○ × × × ×

工安組織 ○ × ○ × × × ×

稽核 ○ × ○ × × × ×

訓練 ○ ○缺紀錄 ○ ○缺紀錄 ○缺紀錄 ○缺紀錄 ○缺紀錄

自主檢查 ○缺紀錄 × ○缺紀錄 × × × ×

安衛設

 施圖說 × × ○ × × × ×

危害告知 ○ ○ ○ × × × ×

協議組織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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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檢查缺失

•工程承攬書內容施工範圍未明確，尤其與承攬商
 責付情形及相關權利義務也未詳述。

•勞安費用編列方式未量化，僅以「一式」含概工
 地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承攬商派赴工地之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多屬兼任。

•工程安全防護措施設計及審圖機能不足，且應包
 含施工中臨時增加之部份。

•承攬商自備工具或設備，每日出工前未落實自主
 檢查或記錄。

※承商均無安全衛生管理機能，風險均由本公司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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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 稽 核

•依據危害分析會議，選定風險項目進行稽核

•稽核重點為不安全行為與安全設施不良。

•異常事項以拍照並提出書面報告，請相關單
 位改善。

•高風險危害項目，掛紅牌停止作業，改善後
 再予恢復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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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執行情形

•經區域聯防體聯合稽核後，發現承商安
 全意識及自主管理嚴重不足，本室除擬
 請工務部應落實工程承攬書預算明細編
 列及繪製工安防護措施標準圖供承商依
 圖施工外，將結合生產部門、工程部

 門、保養部門及本室進行定期稽核，使
 異常發生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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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管理—訓練替代懲處

•加強承攬商安全教育訓練：
 為加深違反安全衛生規定之承攬商作業人員之安全觀念，針

 對明火、入槽、用電、高架、吊掛等作業，選擇具立即危害
 項目實施再訓練。

•執行重點：
 1.承攬商違反上述規定，第一次違規由該案違規人員接受安全

再訓練1小時。
 2.第二次違規由該案所有施工人員及承攬商負責人及工程主

 辦單位主管，下班後接受安全再訓練2小時。
 3.第三次再違規，承商全體員工進行3小時安全教育訓練，並

依企業規定罰款。
 4.若未參加安全再訓練者，視同再次違規，並依企業規定罰

 款及罰禁止入廠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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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再訓練執行情形

廠區訓練情形 廠區訓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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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來重大職業災害間接原因

• 承商為具經驗之長期合作廠商，罹難者
 多為具多年維修經驗之資深技術者。

• 承商未依監工指示範圍作業、承商未通
 知監工及安全督導員自行停復工及承商
 任意進出製程及施工地點作業。

• 罹難者自恃經驗，為求迅速作業便宜行
 事，不遵守本公司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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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及承攬商管理風險提高之因素

• 低價決包的發包制度淘汰管理優良之承攬商。
• 不良廠商未能落實停權制度，造成潛在工安風險

 依然存在。
• 工安管理費用未量化如設置工安人員、訓練、自

 主檢查、JSA、安全網、保險..未明列費用，只有
 依百分比給付發包。

• 企業管理活動之推行未考量現場人力負荷，造成
 無法落實各項管理制度

• 承攬商可於同一時段，同時承攬不同單位之作
 業：（以相同人員用趕場式之承包以降低成本）

 因此，人力經常有調換作業，但未依企業規定進
 行安全告知、換臂章等管理作業。

• 重大事故發生後僅注重人員處罰，而對管理系統
 存在問題較少深入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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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再造改善計畫

• 目前小包商，未來利用相關手段，如區域
 聯防體，培養長期協力優良廠商 。

• 承攬商員工素質之篩選：採有效訓練，素
 行不良及不適任者採行源頭淘汰制 。

• 承攬商可於同一時段以相同人力（相同人
 員）同時承攬不同單位作業之管制 ：

 (1)廠區同一時段點名制度。
 (2)由工作安全申請書提示相同人員多廠工

 作註記。
 (3)跨(多)廠(處)施工監工「帶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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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再造改善計畫

• 以人力池、安全督導外包制及門禁保全來降
 低超量承商之管制風險：

 (1)監工、安全督導及門禁保全人力需求基
 準之訂定。

 (2)在不增加編制以人力池模式解決短期人
 力不足問題：建立願意短期出工（半年
 一聘、季聘或依案件聘請）之人力池資
 料庫。

 (3)安全督導外包制
 (4)門禁保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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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監工及安全督導員有效的教育訓練 。

• 監工及安全督導員施工安全提示卡之教育
 訓練、發放及查核 。

• 二道門禁管制之加強：
 A.承攬商進出各單位之加強管制作業。

 B.建立承商動態儀控人員管制系統。

• 推動集合區域內各類專業承商聯合防止職
 災發生之『區域聯防體』。

工安再造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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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廠設備維修保養所需之保養安全防護設施清
 查及增設。

• 推動違反本公司安全規定承攬商及其員工「現身
 說法」制度。

• 『稽核』系統機能提升作業：「點」、「面」、
 整體管制系統落實度及各級主管督導確實度。

• 建立風險為考量之工安績效以建全事業部工安管
 理組織。

• 主管人員現場安全觀察及訪談（SWAT）。

• 以適度之獎勵來引導基層建立自動自發之工安文
 化。

工安再造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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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故唯有作好源頭管理、工程控制及防
 

護措施、安全作業程序、個人防護器
 

具及施工安全管理，才能有效消除或
 

防止傷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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