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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補助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工
作環境　提升健康勞動力永續
發展

國內特定製程產業俗稱「 3K」，即

辛苦（ kitsui）、骯髒（ kitanai）及危險

（ kiken）之特性，大多屬中小企業，因其

製程或作業性質特殊，諸如鑄造、表面處

理、印染整理等產業，工作環境多存在高

溫、粉塵、高噪音、高污染或化學異味

等危害因素，導致國人多不願從事3K產

業工作，形成產業面臨長期缺工、人才斷

層及年齡老化等問題，雖然大部分業者想

要改善工作環境及提升製程，政府部門也

有協助措施，但因缺少相關資源整合、部

分業者專業知能與技術不足，造成雇主實

際改善行動力低落。有鑑於此，勞動部職

曾薇｜職業安全衛生署　科長

業安全衛生署自2014年起，採取逐年協

助單一重點產業的作法，選定鑄造業、表

面處理業、印染整理業、橡膠製造業及

塑膠製品相關產業為重點輔導產業，歷經

10年挹注輔導補助資源，透過雇主投資改

善、跨部會資源整合及學者專家技術支援

等共同努力，累計訪視及輔導事業單位逾

1,400家次，補助349家事業單位成功改

善工作環境，促進事業單位投入改善工作

環境之金額達33.5億元，政府補助近3.6

億元，此外，改善工作環境，新增本國

勞工就業人數近6,200人，涵蓋受惠勞工

近56,000人，提升工作環境健康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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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並穩定就業，持續朝向提升企業競爭

力及健康勞動力永續發展之目標。

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工作環境補助計

畫，每年依據產業需求進行滾動調整，現

行補助項目包括3大類：

一、新設置或汰換減少危害暴露之全新控
制設備及工程，如局部排氣裝置、整
體換氣裝置、噪音控制工程、熱阻隔
工程或裝置及人因工程改善設備等。

二、新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製程
機械設備之改善。

三、整體廠房工作環境之改善，如整體廠
房之照明改善、地板整平工程等。

因應近年產業多元發展、技術進步
和社會變革的動態趨勢變化，補助計畫自
2024年起，作出重大變革，有以下特點：

壹、補助對象、範圍逐年擴大：

無論是傳統產業工作環境優化，或對
於導入先進製程工程或技術作為標竿示範
等，均納入補助範疇，以貼近業界之需求，
說明如下：

一、 依《就業服務法》第 46條所訂特定
製程行業，除 D級高科技製造業外，
A+至 C級產業均納入輔導及補助對
象，從原先 A+至 B級擴充至 C級，
擴大近數十類產業，舉凡民生必需品
相關製造業，如乳品、飲料、汽車、
紙製品、化妝品、蔬果加工、清潔與
育樂用品及醫療器材與用品等製造
業，均屬輔助對象範疇（見圖 1）。

二、為鼓勵事業單位引入先進製程技術或
工程，對於整體有效改善工作環境，
促進勞工健康安全的業者，每案最高

 ▲ 圖 1　擴大「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工作環境補助計畫輔助計畫」業別
圖片來源：輔導特定製程產業資訊整合網 /輔導補助 /常見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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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350萬元（見圖2），期帶動企業
導入先進製程工程及技術，強化對勞
工之健康保護，並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貳、 補助項目趨於多元化：

為使工作環境之整體改善更具效益，
將新設置或汰換減少危害暴露之全新控制
設備及工程為優先重點項目，例如密閉設
備、局部排氣裝置及自動化設備（系統）
方式輸送製程原料、半成品或成品，以大
幅減少人員有害化學氣體、蒸氣或粉塵暴
露等 。此外，有鑑於中高齡工作者人口逐
漸成長，肌肉骨骼疾病為中高齡工作者勞
工保險職業病給付之首，盛行率高且病期
長，經常造成勞工長期請病假、工作能力
下降，也是中高齡勞動者工作能力下降及

提早退休的顯著影響因子，對於勞動力之
負面影響不容忽視。由於多數傳統產業之
勞工從事物料搬運作業，爰新增補助人因
危害工程或設備改善項目（見圖3-4），期
能在搬運、倒料及卸料過程中，降低發生
人因危害之風險，強化職業病預防及勞工
身心健康保護。

參、結合產業公會資源，共同
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水準：

特定製程產業所屬之工業同業公會每
年度於補助計畫啟動時，除通知所屬會員
廠參加輔導並響應工作環境改善外，並將
會員廠優良改善案例提供其他會員複製成
功經驗（見圖5）。爰自2024年起，與4

家同業公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透過同業公

 ▲ 圖 2、「特定製程產業改善工作環境補助計畫輔助計畫」對象分類及補助額度
圖片來源：勞動部 Facebook（2025.5.1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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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3、使用客製化釣具搬運時同時翻轉工件，避免勞工長期搬運之人因風險

 ▲ 圖 4、手工研磨區加設個人工作桌及包圍式氣罩，避免勞工暴露化學品

會凝聚、整合會員廠之資源，推動自主管
理機制，與會各產業同業公會均具體承諾
成立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致力改善產
業製程設施與工作環境、預防職災及提升
勞工身心健康等核心議題，開發安全衛生
技術文件或工作環境改善例等，供同業參
考學習，進而複製改善成功經驗，並運用
同業公會對其會員廠之號召力，舉辦相關
推廣活動。透過多元、務實的作法，帶動
業界整體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水準，合作公
會將自主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活動，如
召開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會議、辦理勞
工健康及安全衛生之交流觀摩活動與教育

訓練，及發展職業安全衛生技術文件等。
該年度總計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會
議8場次，同業交流觀摩活動2場次、教
育訓練2場次，發展職業安全衛生技術文
件計17件，補助金額近44萬元，公會及
業者反應成效良好，為使成功精研繼續擴
散，提高事業單位投入、參與合作公會辦
理之相關活動，對於合作公會之會員廠，
補助比例由40%調高至50%，並於2025

年新增1家同業公會之合作，共同宣示齊
力合作致力於促進產業轉型、降低職業災
害及增進勞工身心健康，並以達成吸引本
國勞工就業及企業永續發展為願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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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針對人造石等相關產業提
高補助額度：

由於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為國際癌症
研究中心分類之一級致癌物，切割及研磨
產生粉塵吸入造成矽肺長期職業暴露可能
引發肺部纖維化和癌症等職業病。因其潛
伏期長，容易忽視相關症狀，為保護可能
暴露該物質的產業勞工，2025年特別將
製造、處置或使用含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
物質（包括但不限於人造石之加工或製造
業、鑄造業、陶瓷製品製造業、玻璃及其
製品製造業），將此類產業的補助額度提
高為350萬元，為期2年。鼓勵業者及早
實施改善，如生產線密閉及自動化、於粉
塵產生處採濕式作業與局部排氣通風，並
定期環境監測確保粉塵濃度不致超標。

因應我國步入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
更突顯健康勞動力永續發展之價值，勞動

部職安署為輔導3K傳統產業改善安全衛生
工作環境，促進國人就業，透過產、官、
學界通力合作，以工程控制及廠房整體改
善轉型，顛覆以往傳產工廠潮濕昏暗、高
溫悶熱、噪音粉塵及化學品異味充斥的刻
板印象，輔導事業單位從規劃設計、施
工至完工由專家團隊全方位提供支援，許
多個案經改善後整體廠房煥然一新，舒
適的工作環境深獲內部員工肯定，更顛覆
年輕人以往對於傳統產業的刻板印象，吸
引年輕技術專業勞工投入就業，也刺激同
業競相複製成功模式，帶動業界整體提升
職業安全衛生水準，未來將持續朝向將
傳統3K產業翻轉成為新「 3K」產業（「知
識（ knowledge）」、「關懷（ kindness）」、
「關鍵（ key-point）」）轉型升級之目標努
力，提升健康勞動力永續發展。

 ▲ 圖 5、補助鑄造公會製作安全衛生圖說──加工噴塗作業安全衛生管制點圖說
圖片來源：輔導特定製程產業資訊整合網 /合作公會 /113年度鑄造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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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本個人防護具的穿戴建議應依實際工作環境與需求進行調整，以確保安全防護效果。」

台灣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

鑄造業 加工噴塗作業安全衛生管制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