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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電視從業人員 
安全防護及應用推廣
張智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副研究員

 壹、前言
影視業為文化產業火車頭項目，但由

於從業人員對安全防護的意識不足，再加
上不熟悉相關法規，常因職業災害發生而
不知自身權益，同時也造成影視產業職業
災害通報案例偏低的情形。神仙谷拍攝作
業取景時，發生攝影師與助理跌落溪谷死
亡意外，重新燃起社會大眾對影視業安全
議題的重視。

為有效預防影視業職業災害並確保作
業人員權益，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以下稱勞動部勞安所）於 2019年

與台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辦理「電影

電視從業人員職業災害預防研究」，參考

美國、加拿大及香港之管理模式，依產業

特性訂定安全作業標準，並編製影視業安

全衛生宣導手冊。於 2020年與財團法人

商業發展研究院辦理「我國演藝人員契約

關係之研究」，提出定型化契約指導方式，

並藉由經紀人與演藝人員知能的提升，進

一步達到保障演藝人員權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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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影視業職業災害要因分析
一、 影視業職災案例分析

2012年，拍攝劇集時，因劇情需求
從100公分高台跳下，導致腰椎第一節
粉碎性骨折。2014年，電視台拍攝劇集
時，因拍攝追逐情節，演員於追逐過程中
重摔，導致頸椎第六、七節椎間盤碎裂。
2015年，電視台拍攝劇集孩童被綁架的
情節，進行貨車上拍攝作業，開拍前，駕
駛突然踩油門，導致2位童星從貨車後方
摔下，造成手腳骨折。2017年，劇集拍
攝被爆炸彈開的情節時，演員於吊上鋼絲
後，由工作人員向後拉扯，因操作不當
且無安全防護，致使演員後腦重摔在地。
2018年，電影拍攝時，劇組於屏東滿州
拍攝民宅火警情節，現場發生閃燃，導
致3名演員造成1~2度燒燙傷。2018年，
網路電影於澎湖拍攝期間，待拍攝的場景
用電不當，電壓過載導致失火，造成主場
景及燈光器材全部損毀。

二、 勞保局職災資料統計

針對近10年影視業8,256件職災給
付分析，申請案件大多為職業災害請領，
只有1%的職業病；性別以男性占64%較
高；申請年齡以青壯年比率（ 21歲~40

歲）最高，合計占比為51%；核撥給付
2010年以前占21%、2011年至2015年
占比為50%、2016年至2018年均為8%，
2019年為5%；事故發生期間2010年以前
占26%、2011年至2015年占比為48%、
2016年為9%、2017年為8%、2018年為

7%，2019年為2%；產業別則以廣告業占

比43%最多，其次才是廣播、電影、電

視上下游相關產業占比為26%。最主要的

事故發生原因為交通事故，占比約48%，

其中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意外為計2,930

件，占交通事故73.9%。其次的職災比率

為墜落、滾落占比16%，其餘的跌倒、被

刺、割、擦傷各占比10%；職業病項目最

常見原因為手臂頸肩及職業下背痛，總占

比52%最高；因作業環境引發的矽肺併發

症占比22%；因過勞引發的腦心血管及精

神疾病加總占比約19%；職業災害申請的

核付金額以1萬至10萬元占比58%最高，

其次是1萬元以下佔比34%，10萬至49

萬元占比約為7%。

 參、影視業職業災害預防指引

編製

為預防從業人員職業災害，勞動部勞

安所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合作編製影

視業職業災害預防指引，內容主要分為四

個章節，重點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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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職責與風險管理

（一）相關人員的職責

1. 製作人／出品人：提供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於發生職災時通報
勞動檢查機構。

2. 製片／執行製片人：確認各項聯絡
資訊，將特技和特效所需的準備時
間充份納入排程。設置急救人員、
設備，及消防安全防護計畫等。

3. 導演 /攝影指導：確認工作環境之
安全。

4. 第一副導演：確認工作環境之安
全、辦理勤前教育說明會、確認安
全作業方法，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人員未設置前，代理其相關工作。

5. 部門負責人：要求同仁使用個人防
護具、確認安全設備和保護裝置正
常、使新進人員瞭解安全作業程序、
將受傷者送醫，並向製片報告。

6. 工作者／臨時工作人員：確實遵守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有立即危

害之虞得拒絕工作，並報告現場主
管或雇主。

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瞭解拍攝
的內容與特性、辨認作業場所的危
害，調查勞工拒絕工作之原因並辦
理職業災害事故原因分析。

（二）拍攝作業風險管理

1. 職業安全衛生法要求工作者接受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遵守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即在強化安
全意識。

2. 風險評估可以參考勞動部「風險評
估技術指引」，成立工作小組、分
析危害情境、確認危害影響範圍、
擬定風險對策，並紀錄評估結果。

二、 拍攝作業危害辨識及控制

（一）應遵守工作安全指示、保持安全意
識、有危險應提出、保持良好身心狀
態、參與工作安全會議。使用乾冰
前，應確認通風良好，避免缺氧。

（二）外景拍攝應確認設備及電氣是否完
善、確認實景整體穩固性及內部附屬
物之安全性，包括燈具、布景或天花
板上的裝飾等。

（三）道路拍攝如須佔用車道，應透過影委
會或協拍單位，申取道路使用權，並
應設置標示與警語，特殊拍攝可能造
成恐慌時應通知周邊店家住戶。

（四）特殊場地安全注意事項：掩埋區、工
地等危險地區，應掌握安全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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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於野外拍攝時，並應留意野生動
物、虎頭蜂、蛇及蚊蟲等。

（五）於臨近埤塘、湖潭、港灣、海岸或其
他水域場所進行拍攝，應設置預防溺
水之安全設施或使勞工穿著救生衣，
並應設置警報及通訊設備。

（六）水中拍攝的安全注意事項：訂定潛水
作業計畫及緊急應變計畫，下水人員
應經特殊健康檢查，並應使用合格的
設備，取得潛水人員證照。另應設置
救援潛水人員，並指定作業主管於現
場指揮監督拍攝作業。

三、 災害預防措施

（一）高氣溫戶外作業應提供陰涼之休息場
所及飲用水，並調整作業時間。

（二）燈光、音響應訂定檢查及維修保養計
畫；捲揚機、車輛機械等，應由合格
人員進行檢查，依正確方法操作，並
穿戴個人防護具。

（三）從事大型燈光、音響搬運時，可參考勞
動部「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及「搬

運作業人員健康體能保護手冊」，應適
當使用護具，並儘量以機械代替人力搬
運，避免造成工作者肌肉骨骼傷病。

（四）道路車輛拍攝應維護保養、儘量使用
微型攝影機以避免受傷，拍攝中應將
所有物品固定。人員須參與安全會
議，行駛間禁止走動或上下車。

（五）拔卸電氣插頭時，應確實自插頭處拉
出，不得以濕手操作開關。電氣設備
著火時，應使用不導電之滅火設備，
柴油發電機應確實接地。

（六）燈光作業時應確認使帶電部分不易與
手接觸，應有足夠支撐以防止傾倒。
維修或更換燈泡前，應等待燈泡降溫
後，切斷開關且拔除插頭。

（七）為預防高處作業墜落，應確認相關工
作者已接受必要的教育訓練，並應設
置護欄、安全網等墜落防護措施。拍
攝現場並應有足夠的照明。

（八）不得在移動式施工架上使用梯子、
合梯或踏凳，使用前應確實將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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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撐起。於有人員在移動梯上方時，
不得移動。

（九）合梯注意事項應有堅固之構造，不得
有損傷、腐蝕等。移動時人員應下至
地面，嚴禁以開合的方式移動，並應
防止壓踩電線造成感電。

（十）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須接受必要之教
育訓練，佩戴全身背負式安全帶。作
業前應實施檢點，並應將高空工作車
外伸撐座完全伸出。

四、 拍攝現場安全檢核

（一）應訂定緊急應變計畫，確認救援設備
足夠、緊急聯絡電話、緊急救護及退
避路線，預做火警緊急疏散與搶救演
練。火災時應通報 119並啓動緊急應
變計畫，事故後應填寫事故報告表，
記載事故過程及原因。

（二）拍攝器具、設備及使用之車輛等應實
施自動檢查，並做成紀錄。

（三）工作場所有立即危險之虞時，應停止
拍攝作業，並退避至安全場所。

（四）於發通告或拍攝前，應告知拍攝的內
容、可能危害、安全須知等，並列出
拍攝場地風險評估清單，以事先提醒
相關人員注意。

 肆、契約訂定注意事項
為保障從業人員權益，依「我國演藝人

員契約關係之研究」，提出以下參考建議。

一、 以定型化契約規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
之事項。

二、 建立藝人之投保機制。

三、 針對經紀方進行規範並揭露違規資訊。

四、 提升經紀方與演藝人員知能。

 伍、應用推廣與展望
勞動部勞安所於 2019年編製「影視業

安全衛生宣導手冊」，針對影視業者辦理
安全衛生研討會與成果說明 3場次，內容
包括安全衛生現況調查結果、電影電視業
災害要因分析、設施設備改善建議及電影
電視業安全衛生管理措施等。2020年完成
「電影電視從業人員職業災害預防研究」，
將研究報告送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
局參考，該局並於「影視音拍攝協助申請須
知」中，參考研究成果增訂「拍攝場地風險
評估建議清單（範本）」及「安全維護計畫自
行確認表（範本）」。於 2021年完成「我國
演藝人員契約關係之研究」，建議建立藝人
提供勞務期間之投保機制。文化部並已參
考研究建議，納入「文化藝術工作者承攬暨
委任契約之指導原則」第 13點中。

在勞動部及文化部的努力下，已為
影視業安全衛生跨出了關鍵的一步，期許
後續更多技術團體及工會等投入，為從業
人員職業災害預防繼續努力。建議後續可
加強對拍攝作業的輔導，以「影視業職業
災害預防指引」為基礎，協助於拍攝作業
規劃階段進行風險評估，訂定各項防護計
畫，強化安全衛生源頭管理，以逐步改善
影視業體質，落實對從業人員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