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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及作業
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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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
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但其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
當者，不在此限。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或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
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應接受前項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
定。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
路教學課程，事業單位之勞工上網學習，取得
認證時數後，得採認為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時數。但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其時數至多採
認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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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以與該勞工作業有關者）如以下各項：

(一)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二)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五)緊急事故應變處理。

(六)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練。

(七)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識。

◼ 教育訓練時數（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
，不得少於3小時)。

◼ 但從事車輛系營建機械、起重機具吊掛搭乘設備、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
造作業、缺氧作業(含局限空間作業)、電焊作業、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等
應各增列3小時；對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者應增列三小時。

◼ 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更工作前，應參照下列課程增列6小
時（(一)安全衛生管理與執行。(二)自動檢查。(三)改善工作方法。(四)安
全作業標準。))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4110臺灣職安卡-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營造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概要

⚫ 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法律(內含罰則)

➢ 職業安全衛生法
➢ 勞動檢查法
➢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法規命令
(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設施最低標準)
➢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
➢ 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 職業安全衛生標示設置準則
➢ 缺氧症預防規則
➢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
➢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辦法
➢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
➢ 壓力容器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 移動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 吊籠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 重體力勞動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
➢ 勞動檢查法施行細則
➢ 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

虞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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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
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勞安法(特別法)        職安法(一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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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第4條)

本法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險等因素，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
(保障人數由670萬人擴大至1,067萬人)
各業適用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類之規定。
過去勞安法已指定適用之事業或工作場所，仍一體適
用所有條文。
適用困難者(如新適用行業5人以下事業、家事服務業、
宗教組織傳教人員等)，得適用部分規定(如附表)
原則:一體適用、特殊情形部分適用之方式擴大至各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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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業安全衛生概念

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沿革

民國20年8月1日施行

工廠
法

民國63年4月16日施
行

勞工安全衛生
法

民國102年7月3日立法，由總統
公布後103年7月3日分階段施行

職業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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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
➢事業主-係指事業之經營主

體，在法人組織時為該法人; 

在個人企業則為該事業之事
業主，通常係事業所有人或
法定代理人而言。

➢事業經營負責人-(1)須

為獨立經營事業體 (2)須經授
權行使經營權(3)須能行使權
利負擔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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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
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 為縣 (市) 政府。 本法有關衛生事項，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辦理。

⚫勞動場所
➢ 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行

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 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

員，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工作場所
指勞動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理雇主指示處理有關勞
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理之場所。

⚫作業場所
指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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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災害之定義 YANG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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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摘要

➢擴大雇主定義範圍
：自營作業者準用
條 文
(5~7/9/10/14/16/2
4)相關雇主之義務
及罰則之規定。受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
揮或監督從事勞動
之人員，於事業單
位工作場所從事勞
動，比照該事業單
位之勞工。(第51條) 自營作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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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
防止該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第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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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20條)

(職安32條)

(職安34條)

⚫雇主的職業安全衛生責任與勞工應盡的義務

新臺幣三千元
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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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定義 (第2條) 
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要點

(民國105年9月22日廢止)

壹、總則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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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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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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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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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定義 (第2條) 

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理要點(民
國109年6月1日廢止)
（三）工作人員：係指進出實驗場所工作，獲致工
資之教職員工生。

（四）學員生：係指在實驗場所接受教學指導，未
支領工資者。

（五）工作：係指在實驗場所從事教學、研究、實
驗、清潔、維修及其他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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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安全衛生組織與管理

一、負責人應綜理學校安全衛生工作並依規定辦理下列事項：

（一）訂定安全衛生政策。

（二）依相關規定設置安全衛生組織或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理。

（三）編列適當之安全衛生經費以辦理安全衛生工作。

二、學校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之相關規定要求安全衛生管理單位
及各部門執行或督導各實驗場所辦理下列事項：

（一）訂定安全衛生管理規章。

（二）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訂定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四）訂定實驗場所施工之承攬人安全衛生管理辦法，於事前告知
承攬人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Created by Hsien-Tsung Wu2024/4/25 18

貳、安全衛生組織與管理

九、學校對實驗場所工作人員及學員生應實施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十、學校應宣導安全衛生法令及相關規定，並激勵、推行
促進安全衛生之活動。

十一、學校實驗場所工作人員有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接受健康檢查之義務。

十二、學校應訂定書面之實驗場所災害調查程序以執行調
查，並加以分析找出災害發生原因及改善方式。

十三、實驗場所如發生災害，學校應即採取必要急救、搶
救等措施，並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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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
人員：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於其工作場所
從事勞動或以學習技能、接受職業訓練為目的
從事勞動之工作者。 (如:派遣工、志工、實
習生、建教生)(細則2)

第二條第一款所定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
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
從事勞動，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適用本法
之規定。但第二十條之體格檢查及在職勞工健
康檢查之規定，不在此限。 (第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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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責任(雖無罰則但有責任,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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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雇主使勞工於支配管理範圍外執行職務，仍應採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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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遵循政府發布之安
全衛生指引及業界實務規範等）。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
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
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
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
發生職業災害。
⚫ 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事前

消減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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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第6條第1項)

雇主對下列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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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違反第6條第1項致發生死亡災害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 違反第6條第1項致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 違反第6條第1項違反第六條第一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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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104年1月1日實施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械、設備或 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非
符合安全標準者，不得產製運出廠場、輸入 、租賃、
供應或設置。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列入型式驗證
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
證機構實施型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 不得產
製運出廠場或輸入。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未經型式驗證
合格之產品或型式驗 證逾期者，不得使用驗證合格
標章或易生混淆之類似標章揭示於產品。 中央主管
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得對公告列入應實施型式驗證
之產品，進 行抽驗及市場查驗，業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罰則詳參職安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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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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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104年1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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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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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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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推刨床
◼非以人力或獸力為機械運作動力，且採用人工
上下料，符合以下任一條件之木工用手推刨床。
◼(1)刀具固定者，以人工進退料者為限。

◼(2)工件固定者，以刀具採取人工導引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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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 (1)非以人力或獸力為機械運作動力，且符合
以下所有條件之鋸機：
a.具有木材加工功能。
b.常態作業為人工上下料。
c.鋸切刃具為具鋸齒之圓盤。
◼ (2)圓盤鋸刀固定者，以人工進退料者為限；
倘工件固定者，以圓盤鋸刀採取人工導引者為
限，含製榫機、多軸製榫機及手持式圓盤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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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2024/4/25

30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6條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勞工手指有觸
及之虞者，應明確告知及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並使勞
工確實遵守。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反撥預防裝置

第六十條圓盤鋸應設置下列安全裝置：

一、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 (以下簡稱反撥預防裝置) 。但橫鋸用圓盤鋸或
因反撥不致引起危害者，不在此限。(60-1-1)

CNS 62841-3-1

(IEC 62841-3-1)

3.103 横切(cross cutting)

使用横切導欄導引工件所
進行之任何切割操作。

備考: 對於天然木材，横
切主要在垂直於木材紋理
之方向上進行;對於工程
材料，横切主要在垂直於
工件之長度進行。

http://www.hla.hlc.edu.tw/hlawww/dept04/woodscience/lumbering.htm


圓盤鋸護罩

第六十條圓盤鋸應設置下列安全裝置：

二、圓盤鋸之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以下簡稱鋸齒接觸預防裝置)。但製材用
圓盤鋸及設有自動輸送裝置者，不在此限。(60-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t=93&v=0S9u7TRl1bs&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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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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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研磨機
◼ (1)非以人力或獸力為機械運作動力，且符合
以下所有條件之研磨機：
a.適用之圓盤形或輪形研磨工具(簡稱研磨輪)
為以結合劑膠結鋁氧質系研磨砂粒所製成。
b.研磨輪直徑在50mm以上(含)。
c.人工上下料。
◼ (2)圓盤研磨輪固定者，以人工進退料者為限；
倘工件固定者，以圓盤研磨輪採取人工導引者
為限，含手持式研磨機。



Created by Hsien-Tsung Wu2024/4/25 35

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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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研磨輪
◼ (1)限以結合劑膠結鋁氧質系之研磨砂粒，所
製成圓盤形或輪形研磨工具。
◼

(2)限以研磨輪材質證明資料或物質安全資料表
(MSDS)內容顯示磨料成份中鋁氧物料佔比最高
者。
◼ (3) 研磨輪最外圓直徑在50mm以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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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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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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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動力衝剪機械
◼ (1)非以人力或獸力為機械運作動力，且符合
以下所有條件之衝剪機械：
a.衝程>6mm。
b.滑塊移動速度>30mm/s。
c.常態作業為人工上下料。
d.金屬材料冷作加工用。
◼ (2)金屬冷作加工係指利用上下滑塊之模具或
刃具，使用動力移動滑塊，藉由滑塊間的模具
或刃具重擊放置於其間之常溫狀態金屬料件，
進行衝壓、剪切、折彎、壓製或塑造成模具所
預期的成品形狀與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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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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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條第1項

以動力驅動之衝壓機械及剪斷機械（以下簡稱
衝剪機械），應具有安全護圍、安全模、特定
用途之專用衝剪機械或自動衝剪機械（以下簡
稱安全護圍等）。但具有防止滑塊等引起危害
之機構者，不在此限。
因作業性質致設置前項安全護圍等有困難者，
應至少設有第六條所定安全裝置一種以上。
第一項衝剪機械之原動機、齒輪、轉軸、傳動
輪、傳動帶及其他構件，有引起危害之虞者，
應設置護罩、護圍、套胴、圍柵、護網、遮板
或其他防止接觸危險點之適當防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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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交流電焊機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 (1)依據國家標準CNS 4782之適用範圍，符合
以下所有條件之交流電弧銲接電源用外裝式或
內藏式之電擊防止裝置：
a.輸入電源為交流電。
b.電焊機主體為單相變壓器。
c.引弧電源為交流電。
◼ (2)常態焊接工作為人工手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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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理 (第7-9條)



44110臺灣職安卡-營造自動檢查緊急應變與急救處理

消防及急救常
識



45110臺灣職安卡-營造自動檢查緊急應變與急救處理

（一）、消防設施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依消防法暨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分為：一、滅火設備
/二、警報設備/三、避難逃生設備/四、消防
搶救上之必要設備/五、其他經中央消防主
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1.依設置分：
消防設備可分為固定式與移動式兩種，前者
如消防水系統中的消防栓、自動撒水裝置、
消防水源等，特種減火系統中的乾粉、二氧
化碳、泡沫、NAF與鹵化烷等自動滅火裝
置均屬之。後者如各型手提式滅火器、輪型
滅火器、消防車與消防幫浦均屬之。



46110臺灣職安卡-營造自動檢查緊急應變與急救處理

滅火器介紹及使
用

手提滅火器使用方法
1.提起滅火器
2.拉開安全插銷（拉）
3.拉出並握住皮管後朝向
火源（瞄）
4.用力壓下手壓板（壓）

5.朝向火源根(基)部

左右移動掃射（掃）

6.熄滅後用水冷卻餘燼

保持監控，確定熄滅



47110臺灣職安卡-營造自動檢查緊急應變與急救處理

（二）、急救
1.急救制度

作業者受傷或罹患生病，若無立即且適當的處置措施，可能失去挽救的生命
機會。在工地現場重要的是應有能夠立即處理急救機制。現場作業主管要瞭解
工地現場的急救組織及緊急連絡方法。應預先準備急救用品（外用藥材、器材
），最好是工地內每人都具有急救能力。平日作好急救教育訓練，緊急時才可
能作出正確且適當處置。
2.急救用品的保存及管理

一般急救用品中，較重要的是：外傷藥、（割傷、灼傷等）、止血藥、消毒
藥（優碘棉片、優碘液、酒精棉片、酒精液、雙氧水等），並應依工作場所危
害在醫師指示下準備要品；器材：眼罩、彈性繃帶（大、中、小)、彈性紗繃、
無菌手套、無齒鑷子、紗布、紙膠、止血帶、三角巾、安全別針、壓舌板、咬
合器外科口罩、棉棒（大、中、小)、剪刀、鉗子、體溫測量器、血壓計及擔架
等必須器材。
A.急救用品的內容應定期檢查，不足品、不良品，應補充抽換，時常作好準備
。
B.急救用品的保管處所，應標示清楚。
C.具有害氣體、粉塵等產生之虞處所，應準備為防毒面具，防塵面罩，空氣呼
吸器等保護具。



48110臺灣職安卡-營造自動檢查緊急應變與急救處理

※緊急醫療救護法14-2：救護人員以外之人使用AED救人免責(救護人員於非值勤期間，亦適用
之)

若要使患者心臟恢復正常跳動，
唯一方式即是使用AED加CPR。

為了使電流能有效通過人體，你必須為患者貼上電極貼片，執行方法為拉開患者的衣服，依據機器或電極貼片
上的圖示，將貼片貼在患者裸露的胸壁。一片貼在患者左邊乳頭下方偏外側處，另一片貼在患者右邊乳頭上方。



Created by Hsien-Tsung Wu2024/4/25 49

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理工作

有關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
處理工作內容，其斷續性
作業與持續性作業之判定，
係以其「工作性質」是否
經常以徒手搬運重物之工
作為區分原則，若其主要
工作內容即為搬運物品，
且該作業佔勞動時間的
50%以上時，則為連續性
作業，低於50％以下則屬
斷續性作業。

第 46 條
未滿十八歲之人受僱從事工作者，雇主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 齡證明文件。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id=FL014930&flno=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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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三大義務

(定期健康檢查；特殊健康檢查)之檢查，有接
受之義務。(第12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32條)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行。
(第25條)

➢違反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之罰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