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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危害辨識、評估及控制

實務訓練

工作安全分析與安全觀察

思想 行為態度

習慣 性格 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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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勞動就需要保護(工作者)

二、源頭管理

1.機械器具設備(安全標示、型式驗證)

2.化學品(健康風險評估及分級管理)

3.工程施工(施工規劃階段風險評估)

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工作環境或作業

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職業安全衛生法特色：

安全已到位

工作才進行

作業前，想一想！

http://health.businessweekly.com.tw/ESourceList.aspx?type=0001&id=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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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楚了解工作內容

2.確認危害源 (防護措施)

3.個人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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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區處勞工從事開關箱定期檢點維護
發生感電(電弧)致死

斷電步驟：切斷電源──＞標示或上鎖 ──＞驗電

ISO 45001
安衛管理系統架構

內、外部
議題

支持
與運作

規劃

改善

績效
評估

領導和
員工參與

矯正

規劃 執行

查核利害相關者
需求和期望

職安衛
管理系
統的預
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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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要?

還是

安全重要?

習慣 方便

犧牲 安全

上這麼多鎖 工作太繁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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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工安能力

做好工安管理工作

中油承攬人勞工攀爬無線電鐵塔進行鐵塔油漆保
養及鋼索維護 鐵塔斷裂倒塌撞擊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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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煉製一廠使用充電式電動衝擊板手套接螺絲套筒進行
管線盲封板螺絲鎖固發生閃燃造成4名勞工燒燙傷

2人治療處理後當日即離院108年10月1日上午 10時37
分

不知道危險，才是最大危險



2020/6/29

8

勞工於○○電廠抽水機房鋪設格柵板不慎墜落死亡
105年 9月 4日(週日 )

預防墜落：

高處作業應有

90公分以上護

欄（或使用安

全帽、安全帶)

墜落30米…修○○電廠煤炭輸送塔(底板更換工作)

包工安全帽碎裂當場身亡
105年8月13日

http://news.ltn.com.tw/photo/society/breakingnews/1794282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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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墜落處下方
未設置安全網墜
落高度17.8公尺

台電○○電廠承攬人勞工安裝格柵板發生墜落致死

104年9月22日

身上有雙掛勾
背負式安全帶，
安全帽已飛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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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安全管理 為何還災害不斷？

SOP
未落實

工安紀律
不良

稽核
不彰

走動管理
安全觀察

國營事業重大職災3年46件
台電最多 26件台水 9 件107.12.12

發生在假日有14件、占30％
、承攬商有42件、占91％

主管的走動管理與安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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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動
管理

發現
缺失

改善

職
災

無效的走動管理(警察抓小偷)

走動管理

發現缺失
探討基本
原因

改善

自我
提升

積極的走動管理

→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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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踩在變形之水溝
蓋，造成重心不穩

已完成變形水溝
蓋之更換

莫非定律：
「任何可能出錯的，一定會出錯。」

 如果完成一件事有二、三種途徑，而其中有
一途徑會肇事的話，那一定有人會肇事。

 美國飛機製造公司波音公司曾將飛航事故細分
為：人為、機械、氣象、航管、維修等八十個
因素，發現每次重大事故，都包含了三點七七
個因素，亦即每件事故都是一連串失誤所造成
，只要採取任何一步驟，打斷其連續性，事故
便不會發生。而其中百分之四十的事故都有「
駕駛員不依照程序」這項人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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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嚴重或失能傷害

輕傷害

財產損失事故

虛驚事故

1-2-3-4
6000

不安全行
為及狀況

事故為什麼會發生 !?

事故

瑞士乳酪理論 (Swiss Chees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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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定比

問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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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方向不對，路就會越走越窄

尋找方法：

一、有效(降低風險、避免災害)

二、持續有效(簡單易行)

辨識危害

控制風險(多層保護)

落實執行(管理)→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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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成效 ➔

辨識危害 控制風險 落實執行

工作安全分析(JSA)
安全作業標準(SOP)

稽核
1.安全工作許可(前)

2.走動管理(巡視)
3.安全觀察

工作重要?

還是

安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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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會失敗

往往不是他工作不認真

而是

搞不清楚

什麼最重要

安全已到位

工作才進行
不安全的工作環境

如同把同仁推向險境

安全有疑慮
工作先停止



2020/6/29

18

生命無法重來

安全是唯一的標準

交付工作

也要 交付風險

我們

不只要把工作做好

而是要安全地把工作做好

安全是雇用(承攬)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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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成效 ➔

辨識危害 控制風險 落實執行

工作安全分析(JSA)
安全作業標準(SOP)

稽核
1.安全工作許可(前)

2.走動管理(巡視)
3.安全觀察

實施「工作安全分析」（JSA)

每一件工作的開始，即對每一工作
程序或工作的各個步驟加以分析。

➢將工作步驟分解

按實施先後次序分成幾個主要步驟

➢辨識出潛在的危害

找出每一個步驟的潛在危害及可能發生的事故。

➢決定安全的工作方法

針對每一個步驟的潛在危害及可能發生事故，

逐一尋求防止事故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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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廠內電燈
故障，請儀電課
小明前往維修
(如右圖)，
如果你是公司之
儀電課長請於施
工前實施工作安
全分析

工作步驟 潛在危害 安全的工作方法

準備(合梯、防護具)

爬上合梯

更換燈泡

爬下合梯

現場復原

墜落、感電

墜落

墜落、感電

墜落

檢查合梯結構

合梯完全打開

切斷電源(確認)

戴上安全帽、絕緣手套

雙人作業、一人扶梯

穩固操作(避免爬梯頂)

檢查合梯結構

工作安全分析表
---------------------------------------------------------------------

工作名稱:換燈泡 使用機具:合梯
人員資格:無 防護具:安全帽、絕緣手套

廠方主管:              部門主管:              撰寫人：
安全衛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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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檢點表：
已使用安全防護具：□安全帽□絕緣手套□其它：
工作人員資格：□無
作業前檢查項目：

□ 1.檢查合梯結構。
□ 2.合梯完全打開。
□ 3.切斷電源(確認)。
□ 4.雙人作業、一人扶梯。
□ 5.其它注意事項：

★檢查項目若有不合格者，須說明已採取之防範措施，經核
准方得施工。
1.申請人（監工人員）簽名：
2.現場安全人員簽名：
3.申請人主管或代理人簽名：

□ 准予施工 □ 不准施工
4.廠區工安人員簽名：

「安全作業標準」，係對每一種作業經由

工作安全分析，藉觀察、討論、修正等方

法，逐步分析作業實況，以發現工作場所

佈置與規劃設計中潛在危害，並找出製造

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事故，然後據以建立一

套安全的標準的作業方法。

製作「安全作業標準」（SOP)

「安全作業標準」（SOP)，與「標準作業流程」
縮寫的SOP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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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作業標準之功用

➢防範工作場所危害的發生。

➢確定工作場所所需的設備、器具，或防
護具。

➢選擇適當的人員工作

➢作為安全教導的參考

➢作為安全觀察的參考

➢作為事故調查參考

➢增進工作人員的參與感

災害類型：

 會墜落、跌倒嗎？

 會感電嗎？

 會被捲夾、割傷、擦傷嗎？

 會火災爆炸嗎？

 會被飛來的、掉落的、倒塌的物件擊傷嗎？

 會燙傷(高低溫接觸)嗎？

 會中毒(高有害物接觸)嗎？

 會被撞傷嗎？

 會有其他傷害嗎？跌入水中？吸入有毒的、窒息性的
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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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需下池清理,才清的乾淨？
(人員下池需持續送風)

大樓化糞池(汙水池)清理

高雄3工人維修大樓地下室污水槽
硫化氫中毒亡 107/05/07下午

高雄市消防局緊急趕往搶救，約40分鐘後救出3人
送醫，到院前都無呼吸心跳。

第一名林姓工人下去污水槽後，沒幾秒就聽到「噗通」
的落水聲，3人先後進入污水槽後，短時間吸入過量硫化
氫，導致瞬間昏迷在水深約1公尺的槽內恐因此溺斃。

林姓工人下去沒多久就沒回應，高姓工人才尾隨下去查
看，兩人先後下污水池都沒回應，高姓老闆查覺不對勁
，緊急請管理員報案，自己也下污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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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下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
檢查處派員至現場測量

勞檢處人員發現，事發現場硫化氫濃度
高達52PPM，逾法定上限違10ppm，對業
者祭出停工處分。高市勞工局提供

沒保險奪3命！年輕工人留出世子
老闆父攤手：沒錢賠

其中一名林姓工人年僅30歲，與妻子育有一女一子，兒子年初才剛出生，沒想
到這次進行污水道維修工程意外喪命，妻子得知消息後牽著女兒、抱著才4個月
大的兒子前往醫院當場痛哭。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7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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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成效 ➔

辨識危害 控制風險 落實執行

工作安全分析(JSA)
安全作業標準(SOP)

稽核
1.安全工作許可(前)

2.走動管理(巡視)
3.安全觀察

保命安全規定
(可能致重大傷害或危害生命安全)

一、安全工作許可證

二、動火作業

三、局限空間進入作業

四、個人防護裝備

五、能量隔離

六、安全連鎖系統

七、關懷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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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設備隔離告示板

三方(維修/操作及安衛)會同

化藥/管路 管制項目

局限/動火/吋動

轉動/電氣
設備異常排除

主管稽核

高架/吊掛
完修確認 完成

恢復運轉

設備檢修
申請作
業許可

設備隔離掛牌三方會同確認

如何有效的提升安全績效
(落實執行)

制

度

紀 律

稽

核安全承諾

零意外
零事故

安

全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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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稽核

每次違規 (無論其是否完成工作)

都要付出代價

否則
他會繼續違規
直到
付出慘痛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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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安全行為都應被鼓勵

➢每個不安全行為都應被發現

並給予「適當懲處」

(完整教育訓練是處罰前提)

安全管理是主管的責任

有感的領導 (Felt Leadership)

以身作則，展現安全領導

對安全的要求，凌駕其他一切之上

建立操作紀律：安全是員工雇用的條件

以親自參與稽核來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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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分明

國內勞工安全二項繆誤

➢安全是工安人員的事情(權責不分？)

➢做了再說(不知風險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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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為救人「一個個往下跳」
初判硫化氫中毒(4死2傷)

106/06/26上午9時許

廢水池，深4米、長1.5米、寬0.7米

雇主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
作業場所，並於入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禁
止進入之規定；於非作業期間，另採取上
鎖或阻隔人員進入等管制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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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工安人員負責執行工安工作→無法

面面俱到→總覺得工安人員不夠

◆實際工安人員應擬定、規劃、推動

工安管理事項→沒時間做、也不會做

◆現場各級主管→職安法規太多不會

做，也不是我應該做(但SOP只一個、

訓練不足)→認為那是工安人員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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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下步行街
1人上合梯換燈泡
2人扶合梯
1人疏導交通
1安全官只看不做

我很忙！沒有時間做工安

我很忙！我要闖紅燈？

安全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你的責任

不能因沒時間就可走捷徑，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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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件事情如此重要,  

也沒有一種情況那麼緊急, 

以至於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

將一件工作安全的完成 !!

中油○○事業部承攬人從事12吋接14吋接管工程
，未施作擋土支撐遭崩落土石掩埋死亡

109年06月14日 19時30分銅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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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動式管理(工安的戰場在現場)
（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

主管親自到第一線，聆聽聲音、觀

察現狀，找出平日看不到的問題，

進而發掘改善與進步的機會。

掌握事情最真實的面貌，並增加組

織的互動。

接觸而非監督，避免資訊閉塞。

敏銳的觀察力是走動管理成功的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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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觀察

安全觀察是各級主管人員

，在作業場所實施定期性

、臨時性或計畫性的觀察

作業人員不安全動作(或

行為)，以及不安全設備

或環境，並立即導正，以

防止職業災害發生的行為

。

安全觀察人員的功能
嗜中性白血球吞噬炭疽桿菌
圖像處理時著色，真正的是沒有顏色

抗生素

沒有良好
稽核

執行無法
落實

工安管理
終將失敗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Neutrophil_with_anthrax_copy.jpg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8tUwJsJMGNTSnUA5kt21gt.;_ylu=X3oDMTBpcGszamw0BHNlYwNmcC1pbWcEc2xrA2ltZw--/RV=2/RE=1399038090/RO=11/RU=http%3a%2f%2flscamp.ndhu.edu.tw%2f2012%2f%3fpage_id%3d77/RK=0/RS=NaLNqyUKPLpLVQMrnUGVe.0Rmgw-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2%AD%E7%96%BD%E6%A1%BF%E8%8F%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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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觀察 (稽核)人員：
沒有零風險 只有零災害

尋找一個會怕的人

➢害怕(憂患意識)

➢堅持(安全不妥協，

方法可改、核心價值不可改)

➢行動(工安的戰場在現場)

慢慢做、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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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安全觀察？

因為

人會失誤

設備會損壞

肉眼(平凡之眼)

心眼(專家之眼)

慧眼(天眼；法眼)

安全觀察

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

小心眼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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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安全的心眼(專家之眼)

知識 + 經驗 = 判斷力

安全觀查的目的

處罰？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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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只是手段

但是處罰

也是善良的行為

不以處罰為目的

安全觀查的實施



2020/6/29

41

程序：

一、準備(對象、危害、表單)

二、停下來(用眼睛仔細看、用耳朵仔細聽、

用心仔細想)

三、溝通檢討(不安全)

四、鼓勵實踐(正確)

五、紀錄

註：關懷、幽默、傾聽、鼓勵

制止力→持續力

 有事故傾向的人(Accident Proneness)。

 喜冒險者或以不安全出名者。

 身心不良者。

 有生活壓力者。

 生病或久未上班初恢復工作者。

 調換作業人員。

 無經驗人員。

 特殊作業人員：如侷限空間作業，有立即危險之虞之
作業等人員。

應受安全觀察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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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安全觀察的作業：

⚫ 傷害頻率高者：失能傷害頻率高的作業，表示事故發生的機率

很高，應優先加以觀察。

⚫ 傷害嚴重率高者：有些作業事故發生後，失能傷害損失工作日

數很高，甚至造成死亡事故，亦應優先觀察。

⚫ 曾發生事故者：有些作業在別單位曾發生過事故，亦應優先觀

察。

⚫ 有潛在危險者：有些作業本身具有潛在危險性，稍一疏忽就會

造成傷害，應予以觀察。

⚫ 臨時性的或非經常性的：臨時性的或非經常性的工作，工作人

員較不熟悉，易生事故。

⚫ 新的設備或新的製程：由於作業步驟往往較陌生，較容易發生

事故，應予以觀察。

⚫ 經常性的：經常性的維護保養工作，一定要依標準程序去做，

應予以觀察。

安全觀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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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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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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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鎮社區之○○區景觀池

罹災者遺
落之帽子

罹災者倒入
池內狀態

池內仍為潮
濕狀態

I= Ｖ／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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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不安全？

有何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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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不安全？

有何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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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檢討

台電○○電廠承攬人○○通運勞工從事運輸作
業被撞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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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

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
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
一、．．．。
十五、車輛機械之作業或移動，有撞擊

工作者之虞時，應置管制引導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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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使勞工於有車輛出入或往來之工作場所作
業時，有導致勞工遭受交通事故之虞者，除應
明顯設置警戒標示外，並應置備反光背心等防
護衣，使勞工確實使用。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0條之1 

台電「○○發電廠1~10號機供煤系統改善工程」
承攬人勞工物體飛落災害致死

倒塌之加長桿



2020/6/29

51

挖斗後側鐵鉤
無防脫裝置

送水管

打樁機

高壓空氣
注入處

台灣自來水公司承攬人○○國際有限公司勞工使用空壓機產
生高壓氣體導入送水管以排除內部積水時發生爆炸災害致死

104年1月31日14時許

使用空壓機前未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
適當防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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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五股地下油管試壓破裂 柴油從路面
漏出貨車起火 1090329 12時

臺北○○事業處中山樓溫泉取供設施承攬人廣鎂營造
2名勞工進行溫泉井內外清理作業硫化氫中毒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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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井內溫泉水取用開關工具及內部照片

500ppm：30 分鐘至1 小時之內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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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局限空間之危害

缺
氧
、
危
害
物

缺
氧
作
業
主
管
監
督

通

風

換

氣

環

境

測

定

救

護

設

備

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局「○○水庫增設第二條
攔污索工程」保固維修之承攬人勞工發生溺水致死

（1）未使作業勞工穿著救生衣。
（2）有遭受溺水作業未有救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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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的態度是安全文化榮枯的關鍵
觀念與行為的改變由管理階層開始

管理階層必須展現”有感的領導”

不怕目標訂得太高,只怕自己決心不夠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

“零”是安全唯一的目標,也是可以達成的

安全不是一蹴可幾的
全員參與,持續不斷的改善安全績效

要時時警惕,不可一刻鬆懈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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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0928990456

linawei57@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