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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每年皆有難以數計的職業災害在各國發生，不僅使
生產單位設備損傷、延誤生產計劃，最不幸的是罹難勞工
本身及其家屬身體、精神、經濟等的傷害，也造成社會與
國家的損失。依據勞工保險職災給付統計，我國職業災害
千人率，從1987年的5.91大幅下降到1996年的3.06，至
1999年則上升至4.41。在2000年全產業勞工罹災人次有
38,862件，平均每小時就有4名勞工因工作而受傷、殘廢
或死亡，勞工保險給付高達91.0億元，如何降低職業災害，
甚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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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事故的定義 
依據美國國家安全協會(NSC)的定義：意外事故(accident)
是一連串事件中所發生的事件，其結果常常會造成無法預
期的傷害、死亡或財產損失。從此一定義中可以瞭解到意
故事故通常是在有因果關係，緊密關聯的一連串事件中發
生的，通常不會單獨發生，而是有多種促成因素使其發生。 

而就產業界而言，意外事故一詞，通常被定義為：舉凡於
產業營運、生產、製造、解體、修配、設施或各種相關性
之作業與活動上，祇要干擾或阻礙正常工作進行之事件，
或導因於作業人員個人不安全動作因素與直接暴露、觸及
不安全的作業情況，因而造成傷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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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定義，可歸納出事故應具有下列的特質： 

 1.事故應在工作設計及模式程序以外，不屬於計劃安排中

的事件，因此其發生均是無法預知的。 

 2.事故不僅指發生人員傷害的事件，同時亦包括財物損失

或使工作延誤的非傷害事件。 

 3.事故的發生是許多緊緊交織在一起的因素所造成的，亦

即是由多重原因(multiple cause)，而並非由單一因素所造

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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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定義非常廣泛，而勞工安全衛生中通常僅關心與工
作有關的意外事故，因此在勞工安全衛生法中即有職業災
害的定義如下：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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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此一定義
將職業災害的起因、結果、對象等界定的非常清楚，如圖
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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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事故的型態 
 

與工作有關的意外事故，一般稱之為職業災害，依據我國
行政院勞委會規定的職業災害統計報表中，將之分為兩大
類，如表6-1所示，一為工作場所一般事故，另一為交通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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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事故產生的嚴重程度，又可將事故的種類區分
為非傷害事故及傷害事故，茲分別說明如下： 

http://www.wun-ching.com.tw/�


P. 10 

一、非傷害事故 
 (一)無損傷事故：指人員、機器設備及材料均無損傷，而

僅造成工作時間的延誤或虛驚一場。 

 (二)財物損害事故：人員無傷害，但機器、設備或材料卻

因而損壞，造成財產上的損失。 

二、傷害事故 
 (一)輕傷害(minor injuries)：指人員因受傷無法工作，損失

的工作時間在一天以內的傷害。需注意的是輕傷害雖不納

入傷害頻率及嚴重率的計算，但仍須列入統計並研究防範

之對策。 

 (二)失能傷害(disabling injuries)：人員因受傷而超過一天以

上，無法有效地執行正常平時的工作或活動。通常在傷害

統計中，必須從受傷的第二天算起，一整天或一整天以上

不能從事正常工作者，方才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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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能傷害種類 
 失能傷害包括下列四種： 

 1.死亡：死亡係指因職業災害致使勞工喪失生命而言，不

論罹災至死亡時間之長短。 

 2.永久全失能：永久全失能係指除死亡外之任何足使罹災

者造成永久全失能，或在一次事故中損失下列各項之一，

或失去其機能者： 
 (1)雙目。 
 (2)一隻眼睛及一隻手，或手臂或腿或足。 
 (3)不同肢中之任何下列兩種：手、臂、足或腿。 

 3.永久部分失能：永久部分失能係指除死亡及永久全失能

以外之任何足以造成肢體之任何一部分完全失去，或失去

其機能者。不論該受傷之肢體或損傷身體機能之事前有無

任何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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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項不能列為永久部分失能： 
 (1)可醫好之小腸疝氣。 

 (2)損失手指甲或足趾甲。 

 (3)僅損失指尖。而不傷及骨節者。 

 (4)損失牙齒。 

 (5)體形破相。 

 (6)不影響身體運動之扭傷或挫傷。 

 (7)手指及足趾之簡單破裂及受傷部分之正常機能不致因破

裂傷害而造成機障或受到影響者。 

 4.暫時全失能：暫時全失能係指罹災人未死亡，亦未永久

失能。但不能繼續其正常工作，必須休班離開工作場所，

損失時間在一日以上(包括星期日、休假日或事業單位停

工日)，暫時不能恢復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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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傷害損失日數計算 
 1.死亡：每次應按損失6,000日登記。 

 2.永久全失能：每次應按損失6,000日登記。 

 3.永久部分失能：不論當場傷害或經外科手術後之結果，

每次均應按照傷害損失日數登記。此項損失日數與實際診

療日數之多少並無關聯，應按表列或圖列數字登記。傷害

損失日數換算圖表則如表6-2及圖6-2、圖6-3所示。 

 4.暫時全失能：受傷後不能工作時，其暫時全失能之損失

日數，應按受傷後所經過之損失總日數登記，此項總日數

不包括受傷當日及恢復工作當日。但應包括經過之星期日、

休假日，或事業單位停工日，及復工後，由該次傷害所引

起之其他全日不能工作之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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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事故的原因 
 

意外事故發生的原因，不會只是單一因素，更不會是隨機
出現，而是有原因的，這些原因往往是可以追蹤的，並可
以辨識出來的，也能夠加以避免的。首先對意外事故發生
的前因後果作有系統的研究者為美國Heinrich, W.H.於
1931年所提出的「骨牌理論」(domin theory)，如圖6-4
所示。導致事故，造成傷害的發生，主要有五個因素：血
統與社會環境、個人的缺失、不安全的行為與環境等危害、
意外事故、傷害。這五個因素如同一套順序的骨牌，當任
何一張骨牌倒塌，都可能引發事故而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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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將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中間的那一張骨牌---不安
全的行為與環境除去，則推下第一張骨牌時，雖然第二張
仍會倒下，然而第四張及第五張骨牌卻可能不受其影響。
同理，只要消除其中的一個前項因素，則不會產生後項因
素的結果。在這五個因素中，改良血統與社會環境由於牽
連甚廣，實非一朝一夕可以奏功，但革除個人的缺失以及
避免不安全的動作和不安全的環境，卻可以經由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和自動檢查來加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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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Peterson, D於1971年亦提出多重因果
(multiple causation)的理論，指陳出意外事故發生的原
因通常甚為複雜，如圖6-5所示，認為意外事故的原因，
不僅在於不安全的動作或／和不安全的狀況，而且尚須考
慮在管理上、心理上和生理上等根本原因，次要原因，潛
在原因以及徵象，並辨別各種原因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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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故的調查分析中，通常要揭開三個層次的原因：即直
接原因、間接原因和基本原因。茲列舉其實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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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的直接原因 

 

 1.危害的能量：例如運動中的機件、未經絕緣的電器。 

 

 2.有害的物質：例如粉塵、放射性物質、毒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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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的間接原因 

 

 1.不安全動作(unsafe acts)：例如使用有缺陷的機具、未使

用個人防護具，在工作中開玩笑等。 

 

 2.不安全狀況(unsafe conditions)：例如工作場所擁擠、高

度噪音、採光照明不良、通風不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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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的基本原因 

 

 1.管理上缺失：例如未訂立安全衛生政策、未訂定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未作適當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 

 

 2.人與環境的缺失：例如個人經驗不足、心理壓力、人際

關係不良等，以及設備的設計不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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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事故的調查與處理 
 

意外事故調查之目的在蒐集事故發生的必要資料，加以分
析、檢討其原因，而由此樹立事故預防的對策，訂定計劃
付諸實施外，並向有關單位報告及製作災害統計。因此事
故調查主要可分為三個步驟，如圖6-6所示，包括有事實
的確認，原因的分析，記錄報告及改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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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的確認 

 事故的調查可由領班、現場主管、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安

全衛生委員會實施，必要時，亦可請專家調查，或是領班、

現場主管先作初步調查，再由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專家作

進一步的調查。但無論由何人進行調查，當災害發生後應

立即封鎖現場，儘速展開調查，以獲取較真實的情況。事

故調查的首要步驟，在於事實的確認，如圖6-7所示，必

須收集人、物、管理等有關之事實，且須掌握發生事故時

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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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的分析 

 事實確認調查完畢後，應將所得資料整理分析，而分析的

方法通常可分為兩類。一類為「職業災害統計法」

(occupational accident statistics method)，另一類則為「系統

安全分析法」(system safety analysis)，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職業災害統計法：係將事故的資料分門別類，找出事

故原因，然後研究出預防災害的對策。職業災害統計法中

常用的統計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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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失能傷害頻率(injury frequency rate, FR)：係指在一百
萬工時中所發生失能傷害的人次數，其計算公式為 

 

 

2.失能傷害嚴重率(injury severity rate, SR)：係指在一百
萬工時中因失能傷害而損失的工作日數，其計算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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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能傷害平均損失日數：係指總損失日數除以失能傷害
次數，其計算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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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安全分析法： 

 係運用科學，以合乎邏輯思考、推理的方法，對整個事故

系統，如人、機械、工具、材料、方法程序等加以分析，

尋求失誤原因所在，以提供系統改善對策，避免生命、財

產、環境及效率的損失。系統安全分析的方法很多，其中

失誤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 FTA)的應用最廣，失誤樹

基本上為邏輯圖形，它可用以推溯導致不幸結果的每一事

件之可能原因，並就每一促成因素，探討其間的相互關係。 

 失誤樹分析中常用的符號有如圖6-8所示六種，其所代表

的特定意義，茲分別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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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鐘罩形符號：稱為和閥(AND Gate)，其意義為只有B1、

B2……Bn同時存在時，A才會存在，若其中任一個不存在，

A即不可能存在。 

 2.盔形符號：稱為或閥(OR Gate)，代表B1、B2……Bn中任

一個或一個以上存在時，A即存在。 

 3.長方形符號：代表一特定事件，通常為AND Gate或OR 
Gate的輸入或輸出。 

 4.菱形符號：代表事件的發展由於資料的缺乏而中止。待

有充份的資料出現時，始能作進一步的推理。 

 5.圓形符號：代表系統中的某一基元事件，無需加以進一

步的分析。 

 6.屋形符號：代表在正常的情況下，會發生的事件。但有

失誤發生時，則不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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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6-9所示，以衝床操作員受傷事故分析為例，首先列
出衝床操作員受傷的各項可能原因，然後依次逐項分析，
建立失誤樹。通常失誤樹的發展由上而下，上者為果，下
者為因，上下的因果關係必須清楚，書寫在符號內的文字，
亦應簡潔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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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記錄報告和改善措施 

 事實調查及原因分析後，必須撰寫一份完整的報告，陳送

有關主管。原則上報告的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資料： 

 (一)背景資料：災害發生的人、事、時、地、物。 

 (二) 敘述災害經過 
 1.事故發生的順序。 

 2.人員傷害、財物損失的程度。 

 3.事故的型式。 

 4.危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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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危害的能源、有害的物質。 

 2.間接原因：不安全的行為、不安全的狀況。 

 3.根本原因：管理政策、人或環境因素。 

 

 

 (四)改善建議：短程及長短應採取的補救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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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國勞工安全衛生法中，亦針對事業單位發生職業
災害時，應向檢查機構報告之規定如下： 

 (一)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

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1.發生死亡災害者。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3.氯、氨、光氣、氟化氫、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洩

漏，發生一人以上罹災勞工需住院治療者。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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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事業單位發生上述之職業災害，除採取必要之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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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按月依規定填載職

業災害統計，報請檢查機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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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談及事故預防的對策，一般都引用安全衛生管理上
常見的八種基本的措施，如圖6-10所示，茲分別簡要說
明如下： 

 (一)安全衛生守則(safety rules)：各項作業應依政府令頒之

勞工安全衛生法的規定，以及作業之殊異，訂定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且經政府的檢查機構核可後，公告實施，並隨

時督促員工遵守。 

 (二)安全衛生檢查(safety inspections)：實施有計劃的自動

檢查，以找出不安全的作業和工作環境，及早加以改善。 

 

http://www.wun-ching.com.tw/�


P. 49 

http://www.wun-ching.com.tw/�


P. 50 

 (三)安全衛生訓練(employee training)：訓練之目的，係使

員工獲取安全衛生必要之知識與技能。因此可利用新進員

工講解及工作前指導等方式，讓員工瞭解正確的工作程序

與方法，以及工作時應注意的安全衛生措施。 

 (四)安全觀察(Safety observation)：係員工在工作時，隨時

觀察注意其工作程序是否正確，其設備是否須改良，其人

員是否故意疏忽，須即刻糾正或建議改善並作記綠。 

 (五)安全接談(Safety contacts)：此項作業首先須有主題，

以討論安全之措施，或檢討安全訓練，或提出對安全衛生

管理之意見及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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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激勵(motivation)：利用各種方法或有關活動，激勵員

工的安全興趣，提高對安全衛生的熱忱。 

 (七)事故調查(accident investigation)：其目的在發現事故發

生的真正原因，作為爾後之參考及改進，以防止類似事故

不再發生。 

 (八)工作安全分析(job safety analysis)：將事故頻率較高或

常發生嚴重傷害之工作，分解成若干基本步驟，以鑑定一

切可能潛在的危險，並研究防範的措施，以建立安全作業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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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點摘要 
 

我國每年因職業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財物損失均頗為嚴
重，因此事故預防的工作益形重要。本章首先從事故的定
義談及勞工安全衛生中職業災害的界定；其次是論及職業
災害的類型以及事故的種類等；接著是探討事故的原因，
主要是由於不安全動作與不安全狀況所引起，而管理上的
問題更為其根本癥結所在。最後是說明事故後的調查、報
告，並以職業災害統計法及系統安全分析法來加以分析，
而以勞工安全衛生常見的八種基本措施做為事故預防的改
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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