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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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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邁入「工業4.0」時代，惟導入工業4.0智慧機械之生產模式，其工作
場所衍生之危害類型、程度及範圍等，與傳統生產模式迥異，職災發生率
恐隨之上升。

◆ 根據勞動統計資料顯示，7大類製造業之事業單位、勞工多且發生職災次數
也多，從業勞工人數高達160萬人以上，因此應加強該7大類製造業之從業
勞工安全照護，以保護勞工職場安全，降低職災發生率。

◆ 針對智慧機械之新型態危害或尚未被職安法所列管之高職災機械設備，
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之規定，於設計製造階段實施風險評
估，以本質安全方式設計製造機械設備，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163萬從業勞工

4

現
況

傳統生產設備危害：切割、捲夾、刺、撞、跌倒、
有害物質逸散暴露、火災爆炸隱憂等

隱
憂

新型態設備風險：EMC干擾、動力供應、軟體控
制、機器組合等安全評估未落實

1.1 計畫緣起

金屬製
品製造
21.8%

電子零
組件製
造20.8%

塑膠製
品製造
7.6%

機械設
備製造
10.4%

基本金
屬製造
7.3%

食品及
飼品製
造10.1%

電力設
備製造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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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機械設備製造商導入風險評估技術，並協助7大類製造業發展機械設備自主管理標準及確
效機制，建構產業通用機械設備之安全標準或規範，促使其自主推動機械設備源頭管理，強
化產業本質安全。

降
低

七
大

產
業

職
業

災
害

七大製造業勞工安全照護

年度 108 109 110 111 112

數量
(累計)

15%

(24萬人)

30%

(49萬人)

50%

(82萬人)

75%

(122萬人)

100%

(163萬人)

中長程整體累計達成 28.7%

(467,524人)

44.6%

(726,245人)
53.2%

(867,511人)

+40萬人 +41萬人

照護率達成：108年15%→112年100%

1
6

3
萬

從
業

勞
工

• 透過輔導、訓練等方式，加強7大類製造業163萬從業勞工安全照護，並提升對工業4.0智慧機械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能力。

1.2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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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大產業公協會
• 工業協進會

照護資料庫分類4群組

A組

照護推動聯盟

內之公協會、

縣市工業會

B組

職業工會

382家

205,682人

C組

非推動聯盟內

之事業單位

>10人

D組

事業單位<10人

46,859家

186,598人

69,379家事業單位、163萬勞工

勞動部、經濟部、
環保署、相關部會…

1.3 推動架構

提升七大產業本質安全體質，進而帶動產業鏈自主管理之文化
6

A+C組 1,553,778人



1.4 產業本質安全推動聯盟

110年產業本質安全推動聯盟 成果發表會 流體公會_宣傳獎

108年產業本質安全推動聯盟 啟動活動 110年產業本質安全推動聯盟 成果發表會



1st安全伙伴 2nd安全伙伴

109 110 111 112

活動開始 成果發表 活動開始 成果發表

•

•

•

8

1.4 產業本質安全推動聯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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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產業本質安全推動聯盟



1.4 產業本質安全推動聯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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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照護資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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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現場診斷及技術輔導

彙整年度
輔導名單

初勘
(輔導確認表)

複勘
(輔導確認表)

臨廠輔導
報告產出

7月底若尚未獲得50 %

以上之自願性輔導申請
案，將啟動非自願性之
輔導篩選。

主要針對特定安全、管理項目
進行深入輔導

臨廠輔導1~3次進廠
功能性輔導+

法令符合度自評診斷

針對法令符合度進行輔導

臨廠輔導2次進廠
(初、複勘)

法令符合度

◆ 提出改善建議

◆ 追蹤改善情形

◆ 改善相關諮詢服務

◆ 依改善內容提供適

合之政府補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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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執行流程



自願性
輔導項目

智慧工作場域
安全動作評估輔導

化學品安全

機械設備使用
安全性診斷

ISO/CNS 45001

弱點強化

通風排氣效率
與安全評估

電氣火災預防

外籍移工
安全強化輔導

其他安全管理項目

非自
願性
輔導

法令符合度診斷
檢視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安全、機械災害
防止、勞工健康保護及安全衛生管理等
項目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13

2.1 現場診斷及技術輔導
• 自願性輔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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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現場診斷及技術輔導
• 輔導案例_通風排氣效率與安全評估



15

• 輔導案例_電氣火災預防

立即改善 限期改善 注意 參考

葉片不運轉持續蓄熱，造成風扇高溫現象 更換風扇，排除異常高溫現象。

99.4℃

37.6℃

2.1 現場診斷及技術輔導

83.0℃

71.6℃無熔絲開關S相鎖接不良，電阻增加→導致升溫 異常溫度有些微下降，但接點老舊，仍建議更換。

※二個月後異常高溫仍未改善，持續追蹤改善狀況。

90℃以上 70℃-90℃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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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現場診斷及技術輔導

輔導優勢：
勞工
安全性

資產
損失降
火災
機率減

人員
失誤減 感電

危害防
墜落
風險降

受輔導之事業單位

優先排除檢查。

※發生特殊狀況如廠內發生重大職災例外

【輔導代替檢查】

線上
報名

表單
下載

【輔導申請方式】

輔導不須額外費用，全額由職安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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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訓練課程(3hr)
• 課程架構及內容

課程架構

通用性課程

安全衛生知識

智慧化課程

產業智慧化知識

客製化課程

個別產業安全議題

• ISO 45001/CNS 45001

職安衛管理系統研習

• 電氣安全與熱影像檢
測診斷

• 製程排氣系統安全設
計

• 火災爆炸預防管理實
務

• 機電安全防護

• 高風險危害預防(含歲
修、承攬、局限空間)

• 職業安全管理實務

• ……

• 智慧工廠導入實務
與環安衛應用

• 智慧型/自動化產線
之安全要求

• 人工智慧在工業安
全與效率管理的實
務應用

• …..

• 淺談鋼鐵業製程安
全管理之重要性

• 其他

• …..

辦理對象

⚫ 高階管理層

⚫ 現場作業主管

⚫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 設備維修人員

⚫ 現場操作勞工

辦理管道

⚫ 產業本質安全推動聯盟

⚫ 工業區

⚫ 其他7大類相關團體 1.課程結束後可領取時數回條

2.部分訓練課程有課前與課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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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訓練課程
• 免費課程資訊取得管道

⚫ 工業協進會網站

(https://www.tfoi.org.tw/index.php)

⚫ 各縣市的工業會網站/群組

⚫ 安全衛生相關社群

⚫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課程報名網頁

(http://bcetsys-c.isha.org.tw/)

LINE 社群FB

https://www.tfoi.org.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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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訓練課程
• 產業自主管理標準及確效機制發展相關課程

112年度

教育訓練 推廣輔導
輔導七大類產業之
設備製造商導入

設備風險評估技術
(3.2.2)

輔導七大類產業之
設備商符合產業

自主管理安全標準
(3.2.6)

辦理基礎設備風險評
估教育訓練

(3.2.4)

協助產業推動
確效機制

(3.2.7)

辦理進階設備風險評
估教育訓練

(3.2.5)

產業自主管理安全規
範推動座談會議

(3.2.3)

法規建議

機械設備風險評估
技術指引

(3.2.8)

機械設備風險評估
技術課程教材

(3.2.9)

111年度

NEW

本質安全專家會議
(3.2.1)

執行方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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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訓練課程
• 基礎機械設備風險評估訓練課程

• 為協助七大產業設備製造供應廠商落實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之理念，規劃在

111年計畫執行期間辦理基礎課程2梯次，每梯次12小時，每場次6小時授課時間，共計辦理4場

次，課程主題為入門概論及基礎分析工具。

課程主題 參加對象

• 法規及相關標準對機械之要求(1小時)

• 機械設備源頭管理與安全概論(2小時)

• 風險評估方法概論-危害鑑別(3小時)

• 風險評估方法概論-安全設計及控制(4小時)

• 風險評估報告之製作 (2小時)

• 設備製造供應廠商之設計、研發、現場製造、
組裝測試、職業安全衛生等人員為主或機械設
備使用商之採購人員

STAR
推動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5 條第 2 項

TASK
辦理

基礎課程，培育
風險評估基礎

人才

ACTION

規劃辦理基礎
課程3梯次

RESULTS

從基礎概念建
立基礎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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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訓練課程
• 基礎機械設備風險評估訓練課程特色

⚫ 考量設備製造商位於機械設備供應鏈的源頭之性質，且對於風險評估方法不甚瞭解屬於

入門階段，為協助輔導對象能有效進入狀況並切入風險評估領域之思維，提供更多面向

之分析手法，找出更完整的潛在風險。

01

02

03

以生命週期角度分析-ISO 12100

從運送、組裝、設定、操作等七大作業類型，以機械設備生命週期
分類別考量，分析危害區域、危害類型、可能危害影響、現有防護

措施等因子。

以硬體零組件角度分析-FMEA

評估個別零組件或元件的失效故障，對產品或系統整體可能產生
之影響。FMEA可廣泛運用於機械設備設計、零組件的故障、程

式失效錯誤等。

以作業SOP及細部動作分析-JSA

依廠商使用手冊以操作動作分析人為失誤造成危害的步驟為主。
考量廠商現有的防護措施執行風險評估，依風險等級結果提出重

大步驟缺失以優先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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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訓練課程
• 進階機械設備風險評估訓練課程

本計畫於111年規劃辦理進階機械設備風險評估課程，以基礎訓練課程作為架構，協助
事業單位培養成為專業的機電安全設計與實務應用風險評估於產品設計的能力，預計
於辦理2梯次，每梯次24小時，每場次8小時授課時間，共計辦理6場次。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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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訓練課程
• 機械設備風險評估免費課程資訊取得管道

FB/LINE/網站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網站

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
工業同業公會

FB/LINE/網站
台灣電路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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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補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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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補助資源

25

註1: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8,000萬元以下者。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人者。
表1:詳如後(修正規定)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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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資源補充附表一資料



2-4 諮詢方式

27

一. 輔導相關問題

洽詢專線： (02)27069896#30(黃小姐)、#22 (黃小姐)

二. 教育訓練相關問題

• 3hr教育訓練課程

洽詢專線： (02)27069896#51(陳先生)、#22(黃小姐)

• 機械設備風險評估課程

洽詢專線： (02)27069896#32(廖小姐)、#27(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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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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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床安全防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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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https://reurl.cc/NA5nZn
https://reurl.cc/YvMGvX
https://reurl.cc/RrK8X6


聯絡窗口：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安全與環保技術服務處，徐經理 

電話：02-2706-9896#27 

E-mail：amos@mail.isha.org.tw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報名連結】   【簡報說明】 

 

機械設備風險評估技術輔導服務 

是否擔心設備於使用單位發生機械設備危害時， 

製造商設計不當導致須負擔龐大理賠金額呢？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為減少國內製造業之職業災害、預防生

產單位於設備使用時發生機械設備危害、降低產業營運風險及損失，由【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委託【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負責執行『111 年產業智

慧化本質安全提升計畫(111-066)』，以協助事業單位以 ISO 12100、FMEA 及

JSA 等方法進行機械設備風險評估及機台改善建議。 

本輔導可提供服務及廠商須協助項目 

 

 

 

 

 

 

 

 

 

 

 

 

 

 

 

 

 

 

源頭 

管理 

 危害 

辨識 

建立 

標準 

自我 

宣告 

全額 

補助 

遵循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制度，建立機械

設備風險評估技術。 

協助建立產業安全

標準，未來供產業

優先補助選購。 

藉由 ISO 12100、

FMEA 及 JSA 找

出機台設計安全

盲點。 

可用於CE自我宣

告的風險評估技

術文件。 輔導至少 4 次，每

次 3 小時，費用

60 萬，由職安署

全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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