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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職業病在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並無明確定義，其法源依據主要散見於勞工

安全衛生法、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根據「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二條」，勞工就職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

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勞工疾病、傷害、殘障或

死亡者，可稱為職業災害，故廣義而言職業災害可包括職業傷害及職業病。另根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職業相關疾病或症候群可歸納為四大類：(1)明確由職業

引起之疾病；如煤礦工人，因長期暴露在職場中導致塵肺症。(2)職場污染為許多

致病因子中之一個因素，如支氣管炎、肺癌等，有可能是工人本身長期吸菸，再

加上工廠的化學物質接觸。(3)職業為複雜環境狀況之影響因素。(3)職業本身加重

原先已有之疾病，如本身已有氣喘之宿疾，然後暴露在易造成支氣管過敏的環境。

簡言之，職業病可視為因職業上的原因所導致的疾病，大多數案例是經過很久時

間才發病或是漸進式的加重症狀，要判定疾病的發生是否真的由職業因素所引

起，必須先掌握工作場所的各種危害因素。我們的工作場所存在影響健康的環境

危害因子，有異常溫溼度、異常氣壓、噪音、局部振動、輻射等物理性危害因子；

酸、鹼、溶劑、重金屬及其他毒性物質等化學性危害因子；微生物、寄生蟲、昆

蟲、動植物及其製品等生物性危害因子及人體與機器設備的介面沒有適當的調配

所致之人因工程危害因子等等。 

現行法規將職業病粗分為兩大類－勞工保險條例表列之職業病及須經由醫師

診斷並經由職業病鑑定程序鑑定之職業病。無論那一類，都須詳細判斷勞工職業

危害暴露與職業病之因果關係，加之職業病的潛伏期相當長，故實務上的職業病

鑑定相當曠日費時，也因此在職業病案例的篩檢及防治上，常為相關單位所忽略。

其實許多職業病除損害勞工的勞動能力外，其治療和康復費用昂貴，給勞工、雇

主和國家造成非常嚴重的經濟負擔。例如民國 72 年桃園縣農藥工廠勞工罹患皮膚

癌案、85 年青木建設公司勞工罹患減壓病案，86 年鹿島及勗橋建設公司勞工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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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壓病案，87 年台灣美國無線公司（RCA）桃園廠勞工罹患癌症案及 94 年焊接勞

工罹患巴金森氏症案等，每一案例皆使社會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 

勞委會日前修正職業病種類表（表列職業病），包括部分人因工程危害及游

離輻射線環境工作引發血癌、骨癌、皮膚癌、乳癌，以及在石綿環境作業導致肺

癌等，共十九種職業環境致癌物、所可能導致的十六種職業性癌症，都將正式納

入職業病。代表著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已逐漸與國際接軌，脫離以往偏重安

全而不重視衛生的觀念。 

本處為保護勞工的安全與健康，預防職業病發生，特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動檢查方針訂定之「職業病預防專案檢查計畫」，針對處置、使用及儲存有害物

之高危害事業單位，實施專案檢查，並給予適當輔導，以期減少勞工暴露危害；

另為延續法規及本處對有害物作業場所管理原則，本年度賡續將「職業病預防專

案檢查計畫」依作業場所特性細分為粉塵、特定化學物質、有機溶劑、鉛及特別

危害健康作業專案檢查，並針對列管的事業單位依風險程度予以分級，期能統合

有限檢查人力，督促其改善作業環境之安全與衛生，以達到有效防治職業病發生

的目的。 

    

貳貳貳貳、、、、降災目標降災目標降災目標降災目標    

一、輔導事業單位審視作業流程，掌握危險物、有害物作業實態及評估勞工暴露

狀況，以維護作業勞工之健康與安全。 

二、加強事業單位推行危害物通識制度，宣導危險物、有害物作業之安全衛生知

識，改善作業方法及採取危害預防措施。 

三、要求事業單位規劃勞工定期及特殊作業健康檢查，並落實作業環境測定，期

能妥適評估個別勞工作業環境暴露之感受性。 

四、預防事業單位從事危險物、有害物作業勞工發生職業病。 

 

參參參參、、、、辦理依據辦理依據辦理依據辦理依據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度勞動檢查方針。 

二、臺北市政府政策白皮書勞工篇-加強職業病防治。 

三、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97年度勞動監督檢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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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自97年1月1日起至97年12月31日止。 

 

伍伍伍伍、、、、實施要領實施要領實施要領實施要領    

一、檢查對象  

（一）本市製造、處置、使用有機溶劑之事業單位，共計列管50家。 

（二）本市從事鉛作業之事業單位，共計列管10家。 

（三）本市製造、處置、使用特定化學物質之事業單位，共計列管25家。 

（四）本市從事大量散布含游離二氧化矽粉塵之事業單位，共計列管6家。 

（五）本市垃圾焚化廠歲修工程之事業單位，共計列管3家。 

（六）本市事業單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健康管理應進行調查之勞工，共計

列管8家事業單位。 

二、檢查重點  

本專案係依「勞工安全衛生法」、「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鉛中毒預防規

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粉塵危害預防標準」、「危險物與有害物標

示及通識規則」、「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勞工安

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及「缺氧症預防規則」等相關法令訂定49項檢查重點。 

三、實施方式 

（一）檢查：依計畫對事業單位實施檢查，以了解其對設施、作業管理、健康管

理及防護措施之作為。 

（二）輔導：於實施檢查時，當場對事業單位違反規定事項予以說明，並輔導其

改善。 

（三）宣導：辦理宣導會，對事業單位宣導設施、作業管理、健康管理及防護措

施等相關法令規定；並告知勞工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認可作業環境測

定機構及教育訓練機構等相關資訊；另印製各類輔導手冊供事業單位參考。 

（四）環境測定：針對有明顯危害勞工健康之虞的場所，實施作業環境測定及分

析，協助事業單位瞭解其作業環境，以做為改善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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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預期目標與時程預期目標與時程預期目標與時程預期目標與時程    

一、檢查 

預估各專案共檢查94家事業單位，計200場次，分別說明如下：  

（一）列管50家製造、處置、使用有機溶劑之事業單位，檢查100場次。 

（二）列管10家從事鉛作業之事業單位，檢查20場次。 

（三）列管25家製造、處置、使用特定化學物質之事業單位，檢查50場次。 

（四）列管6家大量散布含游離二氧化矽粉塵之事業單位，其中包括3家垃圾焚化

廠之精準檢查12場次，共檢查18場次。 

（五）列管3家垃圾焚化廠歲修工程之事業單位，實施精準檢查12場次。 

二、調查並檢查：列管並進行調查其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健康分級屬異

常之8家事業單位；針對勞工作業環境作勞動檢查並調查勞工健康異常與其職

業之關連性。 

三、環境測定：針對各項專案列管之事業單位有明顯危害勞工健康之虞的場所，

實施作業環境測定及分析，協助事業單位及現場作業勞工瞭解其作業環境，做

為改善的參考。 

四、宣導：預定辦理宣導會2場次。 

五、時程規劃：97年2月至11月實施檢查，並於同年5月辦理宣導會2場次（如表1）。 

    
表表表表1111：：：：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99997777年職業病預防專案時程管制表年職業病預防專案時程管制表年職業病預防專案時程管制表年職業病預防專案時程管制表....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進度進度進度進度    1111月月月月    2222月月月月    3333月月月月    4444月月月月    5555月月月月    6666月月月月    7777月月月月    8888月月月月    9999月月月月    10101010月月月月    11111111月月月月    12121212月月月月    

計畫擬定計畫擬定計畫擬定計畫擬定                

實施檢查實施檢查實施檢查實施檢查                

宣導會宣導會宣導會宣導會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撰寫撰寫撰寫撰寫                

報告修訂編印報告修訂編印報告修訂編印報告修訂編印                

 

柒柒柒柒、、、、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一、檢查成果及績效：本次實際檢查94家事業單位，初查及複查合計共200場次，

達成進度目標。初、複查違反法令計有「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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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通識規則）、「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以下簡稱訓練規則）、「勞

工作業環境策定實施辦法」（以下簡稱環境測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以下

簡稱健康保護）、「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以下簡稱有機）、「勞工安全衛生

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以下簡稱安自辦法）、粉塵危害預防標準（以下簡

稱粉塵）…等10類法令，違反法令事項歸納如表2： 

 

表表表表2222：：：：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99997777年職業病預防專案檢查統計表年職業病預防專案檢查統計表年職業病預防專案檢查統計表年職業病預防專案檢查統計表....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通識規通識規通識規通識規

則則則則5555條條條條    

通識規通識規通識規通識規

則則則則15151515條條條條    

訓練規訓練規訓練規訓練規

則則則則16161616條條條條    

訓練規訓練規訓練規訓練規

則則則則17171717條條條條    

安自辦法安自辦法安自辦法安自辦法

第第第第3333條條條條    

有機溶劑作業有機溶劑作業有機溶劑作業有機溶劑作業    100 1 11 11 19 8 

鉛作業鉛作業鉛作業鉛作業    20      

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50 2 2 1 1  

粉塵作業粉塵作業粉塵作業粉塵作業    18      

焚化廠歲修焚化廠歲修焚化廠歲修焚化廠歲修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1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有機有機有機有機19191919

條條條條    

有機有機有機有機26262626

條條條條    

粉塵粉塵粉塵粉塵20202020

條條條條    

健康保健康保健康保健康保

護護護護11111111條條條條    

健康保健康保健康保健康保

護護護護15151515條條條條    

有機溶劑作業有機溶劑作業有機溶劑作業有機溶劑作業    100  4  5 1 

鉛作業鉛作業鉛作業鉛作業    20 1 1 1   

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50 1  1   

粉塵作業粉塵作業粉塵作業粉塵作業    18      

焚化廠歲修焚化廠歲修焚化廠歲修焚化廠歲修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12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違反法條內容違反法條內容違反法條內容違反法條內容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違反法條內容違反法條內容違反法條內容違反法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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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場次場次場次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健康保健康保健康保健康保

護護護護23232323條條條條    

環境測環境測環境測環境測

定第定第定第定第9999條條條條    
            

有機溶劑作業有機溶劑作業有機溶劑作業有機溶劑作業    100 1 4    

鉛作業鉛作業鉛作業鉛作業    20 2     

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50      

粉塵作業粉塵作業粉塵作業粉塵作業    18      

焚化廠歲修焚化廠歲修焚化廠歲修焚化廠歲修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12      

 
二、另針對本計劃執行過程中發現事業單位製程中可能造成勞工暴露之作業場

所，實施暴露調查檢查60場次，事業單位報備特殊健康檢查結果或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函轉勞工保險局健康檢查結果資料顯示勞工健康分級為異常者，本處進

行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檢查及調查8場次，合計68場次，違反法令事項歸納如表3： 

 

表表表表3333：：：：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99997777年年年年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調查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調查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調查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調查檢查統計表檢查統計表檢查統計表檢查統計表....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通識規通識規通識規通識規

則則則則15151515條條條條    

健康保健康保健康保健康保

護護護護15151515條條條條    

健康保健康保健康保健康保

護護護護23232323條條條條    

安自辦法安自辦法安自辦法安自辦法

第第第第3333條條條條    

有機有機有機有機19191919

條條條條    

特別危害健康特別危害健康特別危害健康特別危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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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暴露調查檢查結果顯示，60家事業單位事業單位中有14家事業單位製程中

勞工可能暴露於有機、特化、粉塵及噪音之危害，且雇主並未實施有效之勞工

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 

 

三、本97年職業病防治專案檢查主要目標計分三大項：1.列管特殊作業場所，實施

各專案檢查，以確保事業單位勞工職場安全衛生。2.列管已知疑似職業病案

例，實施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調查檢查。3.危害暴露調查，持續發現特別危害健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違反法條內容違反法條內容違反法條內容違反法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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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作業場所。為達成本計劃目標，有效利用檢查結果並對來年勞工安全衛生檢

查提供有效參考數據，茲將本三大類事業單位違反法條內容比較如下： 

 

（一）本年度職業病專案檢查事業單位違反法條主要為：物質安全資料表未更新

（17％）、新進員工未實施教育訓練（15％）、在職員工未實施教育訓練（26

％）及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未設置（10％），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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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事業單位違反法條主要為：物質安全資料表未更新（17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17％）及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未設置（17％），勞

工健康分級管理未實施（32％）及健康檢查結果未報備（17％），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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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職業病專案檢查事業單位違反法令情形 

圖2：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事業單位違反法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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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危害調查60家事業單位，14家可能有有機、特化、粉塵及噪音之危害，

相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措施皆未實施，違反法令情形如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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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 

專案部份專案部份專案部份專案部份 

（1）本處歷年規劃之職業病專案檢查，事業單位在本處積極輔導下，大致皆

能符合法令要求，惟有關危害物通識規則要求事項，因本年度新修法令剛上

路，事業單位尚未能有效因應，致違反比例偏高，本處後續仍應規劃危害物通

識規則宣導輔導。 

（2）在職員工教育訓練實施情形不甚理想，主要仍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於95年及97年兩次修正，事業單位或限於相關勞工安全衛生訓練單位

因人數不足未能開班，或限於事業體自身人員教育訓練行程安排，致未能於本

處檢查前達成法令要求事項，本處後續應建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要求相關勞工

安全衛生訓練團體多開班別，以達成事業單位人員訓練需求。 

（3）台灣近年景氣不佳，新進員工因薪資結構問題致流動性增加，新進員工

教育訓練趕不上人員流動率，本處後續規劃專案檢查仍應積極要求事業單位於

新進員工到職時，立即安排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達成法令要求。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部分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部分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部分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部分 

（1）特別危害健康事業單位之主要缺失為勞工健康檢查結果未列為事業單位

健康分級管理之主要依據(約佔所有受檢單位之32%)，且員工特殊健康檢康檢查

圖3：職業危害調查檢查事業單位違反法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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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亦未報請相關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備查(17%)。因勞工健康檢查及特

殊健康檢查的主要目的是在藉由定期的追蹤勞工身體狀況，以期了解勞工因危

害暴露所殘存之身體損害，進而進行事業單位內部之分級管理，重新分配勞工

工作內容，減少病情惡化，本次調查檢查結果顯示，第三級管理以上之勞工，

其所服務之事業單位大部分皆未辦理分級管理機制。 

（2）與專案檢查類似的是，有關危害物通識規則要求事項，事業單位仍無法

於短期內達到法令要求。 

（3）有害物作業(例如有機溶劑溶劑作業，粉塵作業)之作業主管普遍未設置。

因作業主管係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最直接，最有效之監督執行者，事業單位

未送訓從事特殊作業之勞工取得資格，顯示其未重視勞工安全衛生，本處應規

劃將這些事業單位納入來年之專案檢查名冊。 

職業危害調查職業危害調查職業危害調查職業危害調查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1）職業危害調查之事業單位係參考事業單位產品形式，隨機由臺北市工廠

登記名冊中篩選60家事業單位從事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14家(23%)有特別危

害健康作業，全部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要求事項。 

（2）這些事業單位大部分皆為家庭式工廠或大型事業單位之RD部門(工廠大部

分皆已遷離臺北市) ，因產量少，且受限於經費及工作場所面積，勞工安全衛

生容易為事業主所遺忘。 

四、宣導會辦理情形 

（一）年度內辦理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物質危害宣導會各1場次，邀請事業單位從

事前項作業勞工參加，各有89人及73人參加。 

（二）年度內辦理GHS（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宣導會1場次，邀請事業單位從事

危險物與有害物作業作業勞工參加，共有54人參加。 

（二）編印「有機溶劑危害預防手冊」、「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手冊」各200本，

內容包括防護設施、作業管理及預防措施等，於宣導會時發放、解說，並

提供事業單位於作業時參考。 

五、實施各專案檢查，檢查員依據現場情形一併輔導改善對策，說明如下。 

（一）輔導60家事業單位實施勞工一般健康檢查或特殊健康檢查，說明建立檢康

檢查資料之重要性，並請事業單位實施健康分級管理，健康分級異常勞工

應依醫師指示實施治療或追蹤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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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14家事業單位，對裝有危害物之容器設置正確標示，並置備及定期更

新物質安全資料表，以期對使用之危害物有充分認知。 

捌捌捌捌、、、、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    

一、圖4為不同專案事業單位違反法令情形比較圖，若扣除新修法令對事業單位的

影響（例如：物質安全資料表未更新、在職員工教育訓練回訓規定），職業病

專案檢查之事業單位因本處歷年來持續檢查管理，普遍符合法令規定。顯示本

處歷年來積極檢查、追蹤管理策略，已獲得良好成果。 

二、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事業單位，其所屬員工有部份歸屬於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15條中所分類之第三級管理以上者，經本處調查檢查結果，發現事業單位作

業場所有勞工安全衛生設備不符法令規定事宜，惟受限於經費及機具本身特

性，事業單位無法從事工程控制。本處除輔導事業單位提供員工個人防護具

外，亦要求事業單位應做好員工檢康檢查分級管理並調整其作業類別，減少罹

患職業病勞工病情加劇之風險。 

三、危害調查60家事業單位有14家工廠有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違反法令情形相對嚴

重，究其原因在事業單位對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的茫然不知及漠視，本處受限於

人力，歷年來皆未列管，此次調查結果可作為本處來年風險分級檢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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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不同專案類別檢查事業單位違反法令情形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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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檢查時發現大部分事業單位對將於97年12月31日適用施行之「危險物及有害物

標示及通識規則」仍未能確實了解其施行重點，本處仍應於明年度專案檢查時

加強宣導此一觀念，並將相關法令資料放入編訂修正之宣導手冊中，以提高勞

工對危害物的防護意識，同時建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針對化學品上游製造及輸

入廠商加強宣導。 

二、本年度職業病專案檢查首度將職業病危害暴露調查結果納入討論，結果顯示

危害暴露調查可作為本處歷年職業病專案檢查之對照比較並提供來年職業病

專案檢查風險分級之參考。 

三、工作場所使用之化學物質、技術及系統不斷更新，造成檢查員處理疑似職業

病及生物性危害調查之困難，建議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針對檢查員辦理相關之教

育訓練，俾利業務的執行。 

四、依台大醫院2004年9月至2006年4月職業病統計，共有一百五十六名患者，手臂

肩頸疾病及下背痛已分居二、三名；本次職業病防治專案檢查發現，事業單位

勞工常抱怨人因工程危害問題，員工健檢結果亦顯示傳統的職業病種類在臺北

市已不多見，取而代之的是心血管及精神疾病上的問題。這些項目目前並沒有

完備的檢查方針及法令規定可供依循，建請勞委會加速相關法令訂定並考量臺

北市行業特性，授權本處擬定專案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