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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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重視職業安全衛生
•工作環境對健康影響很大:

•大部份時間(25-65歲)是在職場渡過，8000個左右的日子

•每天至少約有1/3的時間是在工作場所

•學校的安全衛生是職場的縮影，要養成良好習慣

•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

•完整性的職業安全衛生服務包含健康促進

賺錢有數 生命要顧



法源

•職業安全衛生法目的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特制定本法

•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為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避免學校於教育及工作過程
中發生職業災害，以保障學校工作者與其他人員安全及
健康，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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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架
構

第一章總則
(1-5)

第二章安全衛生設施
(6-22)

第三章安全衛生管理
(23-34)

第四章監督與檢查
(35-39)

第五章罰則
(40-49)

第六章附則
(50-55)

目的、名詞定義、主管機關、適用範圍、一般責任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機械器具設備源頭管理、危
害性之化學品分類標示及通識與分級管理、作業環
境監測、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體格檢查及健康
檢查及分及管理等

安全衛生管理、承攬管理、青少年及女性保護、教
育訓練、安衛守則等

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會、檢查、停工、職業災害之調
查、通報、統計及公布、工作者申訴及調查等

刑罰:1及3年或18及30萬罰金

罰鍰:製造、輸入及供應者及雇主3-300萬

促進安衛文化發展、機關推動安衛之評核、工作場
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人員之比照適用等



適用範圍
•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各業，並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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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面適用

(民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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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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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

行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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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定義
• 工作者

• 指學校所聘僱之勞工及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者。

• 勞工
• 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學校教職員工，及與學校存有提供勞務
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及勞動契約之助理等。

• 受指揮監督從事勞動者*
• 指無僱傭關係或勞務契約，於其工作場所受指揮或監督而從事勞動
之人員。

• 雇主
• 指校長或學校經營負責人。

• 學生*
• 指學校內除工作者以外之接受學校教育者，包括學生及以課程學習
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助理等。

6

*管理要點之名詞



職業災害定義

勞
動
場
所

工作者

之建築物、機械、設備、
原料、材料、化學品、
氣體、蒸氣、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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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通報規定

•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

勞動檢查機構：

•發生死亡災害。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8

通報方式：電話或網路



• 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

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職災處理 – 事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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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衛生責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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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可行範圍

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所從事之工作，有致其生命、
身體及健康受危害之虞，並可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
施者(如記者外勤採訪作業、保險業務員至客戶處接洽
業務、颱風天外送pizza)。現行法令未必有所規範，但
雇主應事先評估風險，採取合理可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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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的責任(義務)

(一)安全衛生設(備)(措)施

(二)安全衛生管理



提供符合規定之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
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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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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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
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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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彰化皮革廠侷限中毒六工人不治.mp4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
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18



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
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安全衛生措施

一、人因性危害

二、過勞危害

三、職場暴力危害

22

配合相關計畫執
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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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理

1.動力衝剪機械。
2.手推刨床。
3.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4.動力堆高機。
5.研磨機。
6.研磨輪。
7.防爆電氣設備。
8.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9.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10.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
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雇主製造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符合安全標準者，應於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登錄，並於其產製之產品明顯處張貼安
全標示，以供識別。

安全標示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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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之機械

一、固定式起重機

二、移動式起重機

三、人字臂起重桿

四、營建用升降機

五、營建用提升機

六、吊籠。

危險性之設備

一、鍋爐。

二、壓力容器。

三、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四、高壓氣體容器。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雇主應僱用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之。

•管理要點第18條

•操作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應經勞動主管機
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合格。提供學生進行學習
時，應有具資格之教師或教學助理親自進行操作，並
予以指導。

25



建構化學品源頭管理機制
• 國內化學品種類:有必要建立危害性化學品一般危害預防措施

• 既有化學物質64,200種

• 具有GHS健康危害者19,000種

• 訂有空氣中容許濃度標準者491種

•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117種

• 新化學物質:繳交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並經核准登記前，不得製造
或輸入含有該物質之化學 品。

• 優先管理化學品流布應通報中央備查:高暴露風險或高產量之危害物質，
如易火災、爆炸、易燃、急毒、致癌、致突變及生殖毒性等化學品

•管制性化學品非經許可不得運作：指致癌、致突變和生殖毒性物
質等高度關注物質，並具有高暴露風險者。

26



危害性之化學品標示、安全資料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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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品製造、輸入或供應者
標示及提供安全資料表之義
務)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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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

• 實驗室中有使用危害性化學品
者，於容器外應有標示，標示
內容具備：
 危害圖示
 內容包括：
– 名稱
– 危害成分
– 警示語
– 危害警告訊息
– 危害防範措施
–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作業環境監測

• 中央主管機關訂有容許暴露標準之
作業場所，雇主應確保勞工之危害
暴露低於標準值

• 經指定實施環測之作業場所
• 應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 由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

• 監測計畫及監測結果，應公開揭示，
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勞工知的權利、建立全國環測資料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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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有中央管理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
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

• 坑內作業場所

• 顯著發生噪音之作業場所

• 高溫作業場所

• 粉塵作業場所

• 鉛作業場所

• 四烷基鉛作業場所

• 有機溶劑作業場所

•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



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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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衛生規範
（依總勞工人數區分）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0人，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2.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人，即需製定)

4.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

(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

(≦99人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100人應訂定)

5.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

（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者（勞工
人數>300人）)

8. 自動檢查計畫

6.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99人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作業檢點與自動檢查
（依據機械設備、化學品等

分類）

危害性化學品管理
（依據化學品分類）

9. 危害通識計畫
(化學品之標示、相關資料）

10.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依監測辦法執行之化學性危害因子及物理性危
害因子)

11. 危害性化學品分級管理辦法
(有害物應依法執行暴露評估及分級管理)

職業健康相關規範
（依總勞工人數區分）

7.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勞工人數>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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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檢查

•雇主對於機械、設備 及 作業 ，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實施自動檢查。

•自動檢查紀錄，應依規定至少保存三年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自動檢查的種類:

一、機械之定期檢查

二、設備之定期檢查

三、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四、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

五、作業之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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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裝置自動檢查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人員

處所 方法

項 目 檢查結果

1.氣罩、導管及排氣機之磨損、腐
蝕、凹凸及其他損害之狀況及程度

2.導管或排氣機之塵埃聚積狀況

3.排氣機之注油潤滑狀況

4.導管接觸部分之狀況

5.連接電動機與排氣機之皮帶之鬆弛狀況

6.吸氣及排氣之能力

7.設置於排放導管上之採樣設施是否牢固、
鏽蝕、損壞、崩塌或其他妨礙作業安全事項

8.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備 註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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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 常見有「校級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與「個別實驗
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 通常可於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的網站查閱到。

• 校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內容為校內各科系通用事項:

• 如教育及訓練、急救及搶救、事故通報及報告等事項。



體格檢查、健康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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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般健康檢查。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認可之醫療機構之醫師為之

•檢查紀錄雇主應予保存，並負擔健康檢查費用

•實施特殊健康檢查時，雇主應提供勞工作業內容及暴露情形等作
業經歷資料予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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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保護
• 雇主不得使妊娠中之女性勞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13種)

• 雇主不得使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
工作(4種)

• 雇主採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 礦坑工作(妊娠中、分娩後未滿1年)

• 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妊娠中、分娩後未滿1年)

• 異常氣壓之工作(妊娠中)

• 處理或暴露於弓形蟲、德國麻疹等影響胎兒健康之工作(妊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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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勞工保護

• 雇主不得使未滿18歲者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14種)

• 未滿18歲者從事之工作，經醫師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
雇主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
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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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
及訓練。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性質前，應使其接受適
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其訓練時數不得少
於3 小時

•應視場所特性，訂定訓練計畫，施以必要之教育訓練對進入實
驗場所學習學生。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 定期與不定期蒐集職業安全衛生資訊

• 勞動部

• 教育部

• 相關安全衛生資訊之網站

• 職業安全衛生資訊分享：

• 利用網頁公告、公佈欄進行宣導

•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宣導
38



有立即發生危險-勞工退避
•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
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 勞工得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
安全場所，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 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以解僱、調職、不給付停止作業期間工資
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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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墜落。

二、感電。

三、倒塌、崩塌。

四、火災、爆炸。

五、中毒、缺氧。



勞工應盡之義務

1. 接受雇主安排之體格檢查及健康檢查之義務

2. 接受雇主施以之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3. 遵守報經備查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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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依燃燒物質區分為四大類

類別 名稱 說明 滅火與減災方法

Ａ類
火災

普通
火災

普通可燃物如木製品、紙纖維、
棉、布、合成樹脂、橡膠、塑
膠等發生之火災。

可以藉水或含水溶液的冷卻作用
使燃燒物溫度降低，以致達成滅
火效果。

Ｂ類
火災

油類
火災

可燃物液體如石油、或可燃性
氣體如乙烷氣、乙炔氣、或可
燃性油脂如塗料等發生之火災。

最有效的是以掩蓋法隔離氧氣，
使之窒熄。此外如移開可燃物或
降低溫度亦可以達到滅火效果。

Ｃ類
火災

電氣
火災

涉及通電中之電氣設備，如電
器、變壓器、電線、配電盤等
引起之火災。

有時可用不導電的滅火劑控制火
勢，但如能截斷電源再視情況依
Ａ或Ｂ類火災處理，較為妥當。

Ｄ類
火災

金屬
火災

活性金屬如鎂、鉀、鋰、鋯、
鈦等或其他禁水性物質燃燒引
起之火災。

這些物質燃燒時溫度甚高，只有
分別控制這些可燃金屬的特定滅
火劑能有效滅火。



手提滅火器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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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災害之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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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
• 安全合梯

• 堅固構造
• 無明顯損傷、腐蝕
• 梯腳與地面角度75°內
• 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 梯面防滑、寬5cm
長30cm以上

• 梯面垂直距離35cm內
• 頂板（30*12cm）
• 2公尺內使用
• 不可單側使用
• 2人協同作業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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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警示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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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安全 Intrinsic Safety

• 一但人的因素失敗時仍能保持此人機系統安全性的設計本質

避免事故最有效的方法
• 主要方式

(1)完全消除危害

(2)將危害限制在不致造成傷害的程度

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有災害發生



衝床驅動皮帶與皮帶輪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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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床之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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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焊機應設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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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開口部份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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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時刻



實驗室安全衛生

page52



意外？

意外？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件 事故 災害

災害發生之主要原因：

 都知道實驗室有很多危險，卻貪方便、粗心大意、趕時
間﹑不按規定、投機取巧、無知、輕忽、髒亂

 只靠小心永遠不夠﹐人總會疏失、疲勞﹐要以制度管理、
即使疏忽﹐也不致發生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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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場所安全通則

• 盡可能使用較安全實驗方法

• 遵循安全規定及操作程序

• 禁止嬉戲

• 不當防護比無防護危險

• 實驗室出口須兩個以上

• 垃圾分類，注意不相容問題

• 任何化學品容器開口都不應對向人員方向

• 電氣安全：延長線，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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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盤應加裝蓋板並附上線路圖
且不得阻礙



用電安全-電線過載

使用電量大的電器分別插在不同的插座或延長線上，
並且盡量避免同時使用，才能降低電線走火的意外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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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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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中隔板



漏電斷路器

58

未設置漏電斷路器



被捲、被夾危害

59

1.捲入點應裝置安全護罩及連鎖裝置
2.維修保養務必確實做好斷電和使機械停止運轉
3.注意衣服飾物及頭髮，避免捲入機械



停機維修作業安全



砂輪機須有防護 機械緊急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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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

•有害性：因人體吸入、食入、皮膚噴濺或經由其他途徑

與化學物質接觸，而導致的中毒或腐蝕等類型的傷害。

•危險性：由於使用化學物質時，因化學變化中放出的能

量，所引起的災害，例如：火災與爆炸意外。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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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儲存櫃之隔板未設置擋板正異常案例

異常狀況 正常作法

說明：化學品儲存櫃之隔板未設
置擋板，以防化學溶劑、
物品滑出。

說明：化學品儲存櫃之隔板設
置擋板，防止地震時化學
溶劑、物品滑出。

正異常照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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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氣裝置

67

局部排氣裝置

排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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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器材櫃

• 應針對實驗室的實驗種類、設備與實驗材料(化學物

質等) ，針對危害特性預先準備適當的防護器材︰

• 個人防護設備

• 化學品吸收劑

• 急救箱

• 緊急應變器材櫃不可上鎖

• 注意各種器材與防護藥品的保存期限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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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洗眼沖淋裝置

• 化學物質噴濺眼睛皮膚時，可以快速將化學物

質移除，避免危害進一步擴大

• 需熟悉其所在位置與使用方法

• 總開關不可關閉

• 周圍不可放置雜物

• 附近如有電源插座，應加裝保護蓋

• 需定期測試，確認功能正常

• 應設有污水收集設施





實驗室的滅火器

•確認實驗室中所有滅火器的位置

•清楚標示過期日期

•每次走過實驗室時都看它一眼以確定:

•滅火器的位置正確嗎？

•滅火器是否有洩漏？

•若有任何問題，立即聯絡維修單位修理或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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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應變步驟

• 如火勢過大，應立即疏散，關閉總電源，執行緊急通報程序，並

通報消防隊請求協助滅火。

• 如火勢尚未擴大，應立即關閉現場可燃性氣體容器開關與電源，

並儘速移開周圍之易燃物與化學品。

• 確認火災種類，選擇適當的滅火器或滅火毯滅火。

• 如為化學品外洩起火，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

溢漏。

• 通報實驗室負責人與校內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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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鋼瓶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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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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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具(最後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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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人防護具

圖片來源：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林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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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叫安全帽?

6 page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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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安全嗎？？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勞保統計
職業病統計 職業傷病統計

職業病總件數 MSD總件數 MSD% 職業傷病總件數 MSD總件數 MSD%

97年 426 291 68.3% 97年 326 278 85.3%

98年 532 377 70.9% 98年 424 358 84.4%

99年 607 430 70.8% 99年 495 358 72.3%

100年 893 587 65.7% 100年 652 509 78.1%

101年 908 537 59.1% 101年 601 358 59.6%

102年 808 503 62.3% 102年 551 478 86.8%

平均 695.67 454.17 66.2% 平均 508.17 389.83 77.7%

說明: 說明:

1. 職業病總件數："傷病"、"失能"、"死亡"件數加總 1. 職業傷病總件數：僅"傷病"類型之件數加總

2. MSD總件數："傷病"、"失能"、"死亡"之MSD件數加總 2. MSD總件數：僅"傷病"類型之MSD件數加總

3. MSD%：MSD總件數 / 職業病總件數 X 100% 3. MSD%：MSD總件數 / 職業傷病總件數 X 100% 82



所以….

• 你是雇主….

預防勞工因工作肌肉骨骼傷病

• 你是勞工….

注意保護自己別受傷了

83



人因工程
• 暸解環境的特性（如工具、機器、系統）與人的能力
（如性別、體力、左右手使用習慣等）及限制（如施
力能力、尺寸、動作範圍、動作類型等）

• 透過環境與工具的改善，讓使用者能在安全且舒適狀
況下，發揮最大工作效率與效能。

人= = = = = = = =工作 (生活)

工具設備
工作環境
方法程序

84

Fit the machine to the person!

讓機械環境適合人



人因工程是

器物就人人就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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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相容性
• 顯示器及控制器間的配置關係

• 電燈開關、電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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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相容性

所使用的圖案或符號等抽象設計，與人員對該圖案或符號認知間相
一致的程度。如在油桶外繪製一紅色火焰，就知易燃物，紅色表示
禁止



工作相關之肌肉骨骼傷病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MSD

累積性肌肉骨骼傷病
cumulative trauma disorders, CTD

1.重複性的作業(關節炎)

2.不正確之提舉和搬運(肌肉拉傷)

3.工具之設計不良(腕道症候群)

4.沒有適度休息

5.不自然的工作姿勢(下背痛)

6.過度施力(肌腱腱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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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聆聽





人因工程危害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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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操作器物設計原則

保持手腕正直

避免組織受到壓迫避免手指重複動作

講求操作安全

勿忽略女性

勿忽略慣用左手者

from Sanders & McCormick (1993)

from Sanders & McCormick (1993)

from Sanders & McCormick (1993)



案例介紹

 現況說明

• 本作業的週期為9個/ 20分鐘，作業總工時1小
時內共可完成27桶顯影液填裝

• 工作姿勢以長時間蹲姿為主，人員皆反應時有
頸部、腿部及膝蓋關節之肌肉痠痛產生

• 環境光線照明充足

顯影液調配區

 

1 8 0 4 32 



• 改善方案

• 將用於放置塑膠桶之棧板高度提
高至60公分

• 人員以自然站姿分裝顯影液，減
低腿部肌肉及膝蓋關節之負荷

案例介紹- 顯影液調配區

 

1 1 0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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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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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
• 勞工因長時間勞動和高工作壓力，

• 導致遭遇異常事件、短期工作負荷過重，或長期工作負荷過重，

• 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

• 過勞死的認定，與其作業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而定，且不以是否在工作
場所促發為限。

• 多數研究認為過勞是長期暴露於工作壓力下的結果



過勞徵兆

• 憂鬱、鬱卒、心情低落

• 難以入眠

• 做什麼都沒有興趣

• 一直快樂不起來

• 很想換工作，但又無法離開

• 為小事煩躁和生氣。

• 像是蠟燭兩頭燃燒

• 突然覺得有衰老感。

• 經常感到疲倦，健忘。

•「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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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醫師心肌梗塞忘了一切



引發急性循環系統疾病之原因（非職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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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系統觀點

工作壓力源

危險暴露（如物理性、化學
性、生物性危害）
量性負荷量
質性負荷量
工作自主性
人際關係
夜班、值班
工作缺乏保障
薪資福利問題
升遷問題
人事考核等管理問題

壓力反應

壓力疾病
心理性症狀
疲勞
憂鬱
焦慮

生理性症狀
身心症
高血壓、高血脂
免疫功能下降

行為症狀
抽煙、飲酒、
失眠

個人因素
（如教育、
家境、家庭狀況、人
格特質）

心血管疾病、
憂鬱症、酒癮、
職業傷災

非工作壓力源
社會支持



過勞死認定趨勢

• 認定放寬
–雇主承擔舉證責任 ( 先聽取勞方意見，再請資方舉證 )

–不以工作場所促發為限

• 加強過勞防治 -- 「過勞門診」開診

• 宣導與研究 -- 過勞專區

• 禁止濫用「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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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協助員工管理工作壓力合適的方法

2013年研究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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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
侵害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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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眼見未必是真實。

不法侵害行為?



類型 內容描述

語言暴力

言語暴力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以口頭和文字對
受害者造成傷害。包括攻擊性的語言、罵髒話、
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

肢體暴力

物理性的暴力行為，加害者故意使用身體或武器，
導致對方身體或心理傷害。例如毆打、拉扯、刺
傷、抓傷、拳打、腳踢等。

心理暴力

常透過一連串小事件的累積，造成受害者重覆性
或破壞性的影響，且常因權力不對等造成受害者
不敢或無法有效反抗。如：威脅、欺凌、騷擾、
辱罵等

性騷擾

任何形式與性要求、違反意願、單方面的舉動，
包括盯視、不必要的身體接觸、重覆地針對與性
相關的身體作評論、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



案例

•小安在公司常常得忍受她的老闆大吼、斥責，有幾次甚
至還動手打人、拍桌子、扔公文出來。想到每天上班要
見到她主管，小安就感到壓力破表。

•她隔壁的同事小芬，也對小安沒有好臉色，除了常在主
管面前說她的壞話，還常把自己的工作丟過來，說這些
事都應該是新人要做的，有一次要開會了，小芬竟然沒
有發開會通知給小安，讓小安百口莫辯自己何以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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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之相關法院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25號民事
判決

燿〇電子

被組長C在公共場所，以「垃圾」對待
公然辱罵，致其名譽受損而終日以淚洗
面，因而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

經2位特約專科醫師依『工作相關心理
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審查後所認定之結果，均認上訴人罹病
屬職業傷病，勞保局更改認定上訴人罹
患憂鬱症屬職業傷病之行政處分

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9 年度勞上字第4號
民事判決

總經理以「幹，死木頭，你們這些垃圾」

『幹，死木頭，你們這些垃圾，說你們垃圾
不過份，改天再查，查到手與腳都剁掉…』、
『如再唱反調，會死得很難看，我會叫你走
到哪裡都沒有工作…有氣魄，自己提出辭
呈』、『沒有的話，來修理A，抓來打也不
要緊…』等語，已盡對被上訴人為人格侮辱，
自堪認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而構
成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



職場霸凌的形式

•剽竊被霸凌者的工作成果或聲望。

•讓被霸凌者的責任增加卻降低其權力或地位。

•不准被霸凌者請假。不准被霸凌者接受必要的訓練，導致其工
作績效不佳。

•給予被霸凌者不實際的工作目標，或當其正努力朝向目標時，
卻給被霸凌者其他任務以阻礙其前進。

•突然縮短交件期限，或故意不通知被霸凌者工作時限，害其誤
了時限而遭到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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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應職場霸凌
1.挺身而出，捍衛權益

• 遇到霸凌的當下，讓自己的情緒冷靜下來，並以理性的態度去表達與
溝通，以避免引起日後更激烈的霸凌情況發生。

2.收集證據，進行申訴

• 意識到被霸凌之情況，開始逐步蒐集被霸凌的證據(如：錄音、錄影、
文件、字條…)，以利未來進行申訴，同時也能喝止霸凌行為持續發生。

3.尋求管道，拒絕霸凌

• 被霸凌者可透過法律諮詢、社福單位..等單位尋求協助及建議，除了
向公司內部相關單位尋求協助之外，也可向政府勞工單位申訴。

4. 主動表達，情緒抒發

• 多與家人或朋友傾吐心情，多參與其他社會活動轉移壓力，如運動、
看電影、看書…等，讓負面情緒獲得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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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針對組織及個人層次建構行為規範。

– 教育訓練

每位工作者，包含主管及雇主都應能接受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教育訓練。

納入事業單位新進或在職勞工訓練。

訓練內容宜依不同對象設計

– 主管層級:辨識勞工舉止及行為變化

，可能具有潛在暴力風險者及應變 職場不法侵害發生時處理之能力。

– 保全或警衛人員:處理攻擊及消除敵 意情境之訓練。

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建立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機制。

讓所有工作者清楚通報事件之程序及方法。

應建立緊急應變程序或預防小組。

保護令核發後，事業單位應確實遵守該命令。

對於受害人應提供立即性、持久性及支持性的安置

 內部事件申訴應有勞工代表參與，事業單位應制定請求警方介入或內

部申訴及懲處程序。

 外部事件與當地警方建立聯絡網，通報暴力事件

 受害人安置，包括處理暴力造成的立即性身心傷害，例如診療、諮商

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謝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