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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為強化事業單位安全技術及勞工安全
意識，建立預防職場災害意識，達到保護
勞工安全目的，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以下簡稱勞動部勞安所）成立以
來始終致力於研究、分析及改善勞工職業
安全衛生問題與勞動議題。為減低我國職
業災害發生，期盼全民共同重視職場安全
衛生，於 2002年成立全國唯一的「勞工安
全衛生展示館」，藉由展示我國常見職業
災害預防裝置與個人防護設備，並透過導
覽員的引導解說，提供勞工、學生及民眾

親身體驗的機會，以實際互動將工安意識
深植人心，啟用至今已逾 20個年頭，參
觀人數突破 32萬人，更成為雙北市區國、
高中學子重要戶外教學地點。

近年來，隨著數位化與資訊科技的快
速發展，職場型態與工作環境也更為多樣、
複雜，為推廣最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新知，
提供民眾最新安全衛生知識以及預防職業
災害技術及觀念，勞動部勞安所以多元展
示手法為概念，重新設計、規劃、製作整
體展示場域，以五大展示主題區將最新智
慧科技與防災技術呈現給參觀民眾。

許嘉享｜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助理 

創新體驗，寓教於樂
「勞安加衛體驗館」

▲ 勞動部長許銘春與各界貴賓參加「勞安加衛體驗館」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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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全新展示空間  
認識勞動權益及職場災害
模擬體驗

全新落成的「勞安加衛體驗館」是一
間以「勞工安全、健康」為設計宗旨所打造
的體驗場館，規劃展示空間約 225坪，內
部展示空間以勞動場域為主題進行分類，
運用「參與式觀展」的展示手法，模擬參
觀者在職場需要注意的勞動權益及職業危
害，結合多媒體運用以及專業人員解說，
並透過互動展示搭配影音及圖文解說，期
望以寓教於樂的體驗方式，讓防災意識及
勞動權益自然而然烙印在參觀者的腦海中。
體驗館展示共區分：人力資源、營繕施工、
製造生產、健康促進、術研發等五大主題
展區，簡要介紹如下：

一、 人力資源主題區 
－帶您認識勞動權利義務

身處產業快速發展、科技不斷創新的
時代，勞工除了自身軟、硬實力的提升，
現行勞動政策的規定則與個人權利義務息
息相關。人力資源主題區廣納在職訓練、
就業措施、工資工時、退休安全、職場健
康等各大議題，透過趣味的「機智問答」方
式，並營造多人益智競賽的氛圍，讓參觀
者得以在問答中了解自身就業權利、職業
訓練與輔導措施、現行失業補助機制、就
業獎勵與工資給付、法定工時與休假規定、
職場健康與生活平衡、職場騷擾與性別平
等、產假與育嬰留職停薪規定、勞工保險
與勞工退休金規定等最新職場重要議題，

無論是在學的學子、初入社會的年輕人或
是久經職場歷練的勞工朋友，都能藉此了
解與自身息息相關的職場權利與義務。

二、 營繕施工主題區 
－深入了解工地潛藏的危險

營造業因為工作特性等因素，較其他
產業職業災害發生率要高，根據勞安所研究
指出，我國營造業的重大職災居各業之冠，
且主要以墜落災害最多，其次為倒崩塌災
害、物體飛落等，且死亡災害的受災部位
大多為頭頸等身體重要且易致命的部位，
然而多數職業傷害可藉由安全防護措施（如
護欄、安全網）及個人安全防護裝備（如安
全帽、背負式安全帶）加以防範，因此作業
場域的雇主是否提供完善的職場安全防護
措施及個人安全防護裝備就更顯得重要。

▲ 現場展示模板作業現場墜落、倒塌及物體墜落危害

營繕施工主題區透過模擬真實勞工作
業施作空間，讓參觀者可以實際了解高空
作業、板模作業、施工架作業、下水道局
限空間作業等施工現場其危害的成因與危
險性，同時運用虛擬實境（VR）裝置，結
合高擬真度的 3D場景與動態模擬互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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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實際操作的過程了解捲夾危害，並學習
在狀況發生時，如何透過緊急安全停止等
裝置保護自身安全。

而部分產業在製造過程中，會有金屬
加工、研磨、拋光等作業環節，由於工業
生產過程所產生的粉塵大多具有可燃性，
如處在未開啟通風換氣設備的環境，一旦
粉塵粒子濃度達到爆炸範圍，遇火源即可
能會引發火災爆炸。參觀者可透過感應裝
置模擬研磨作業，了解作業前保持室內通
風、換氣與清潔的重要，並學習認識火災
類型，明白災害發生時，面對不同種類的
火災（如油類、金屬、電器火災）應該如何
選用正確的滅火器。此外還有高溫作業環
境危害預防等體驗設施。

▲ 民眾參觀鋼構高空作業之虛擬實境 (VR)互動體驗

▲ 導覽人員向民眾解說高風險的動力機械危害問題 ▲ 導覽人員解釋高溫作業環境潛藏的職災問題

▲ 透過感應裝置模擬研磨作業與火災爆炸危害

驗，模擬鋼構高空作業場所的突發狀況，
讓參觀者真實感受高空墜落的情境，讓參
觀者深刻了解安全防護措施以及工地安全
帽、背負式安全帶等安全防護具的重要性，
以加深危害預防的觀念與知識。

三、 製造生產主題區 
－了解作業災害成因，預防事故發生

長久以來，台灣營造業及製造業為工
作意外產生最多的 2個行業，約占全產業
的 70%以上，而製造業因作業特性，勞工
發生職災類型多為被夾被捲、被切割及擦
傷等，這些職業災害類型有 3成是因為操
作高風險的動力機械（如：沖剪機械、切
削機械等）不當所造成，製造生產主題區
透過模擬捲胴機械作業，讓參觀者可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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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健康促進主題區 
－防止職業病確保健康

在作業過程中往往潛藏許多對人體有
害的因子，雖然短期內僅有不適症狀，但
長期積累下來卻會對勞工造成難以挽回的
傷害。如長時間持續且反覆操作特定程序、
長時間處於高噪音環境、長時間使用震動
手工具等，如果沒有適當的防護裝置，長
久下來可能導致職業病、肌肉骨骼傷害、
物理性危害、噪音傷害等職業傷害，甚至
潛在的過勞風險也可能會導致無可挽回的
悲劇。

為此，健康促進主題區規畫「噪音體
驗」與「人因危害體感操」兩大體驗項目。
在「噪音體驗」部分，除分別針對「噪音
源」、「噪音大小」及「隔音設施」向參觀者
進行解說，透過實際感受各類作業產生的
噪音危害，進而了解隔音降噪設施及個人
防護具的重要性。而「人因危害體感操」則
是透過遊戲體驗方式，讓參觀者進行搬運
工、油漆工以及清潔工的工作時，即時運
用最新AI骨架辨識技術，判斷參觀者是否
以正確姿勢進行作業，參觀者可以透過體
感操作及多媒體互動，學習到如何在勞動
過程中保障自己的安全及健康。

五、 技術研發主題區 
－看不見的危害及安全監控技術

實驗室擺放各種化學藥劑，背後潛藏

的危險性您是否都知道呢？部分化學物品

在使用時會溢散到空氣中，無論是固態、

液態或氣態，都可能經由呼吸進入人體產

生危害，進而讓工作者出現咳嗽、胸痛、

呼吸困難等症狀，甚至導致癌症發生，也

因此，化學品管理就成為實驗室危害風險

中重要的控制與管理措施。

技術研發主題區藉由顯微鏡觀察及互

動說明，讓參觀者認識鉻、鉛、石綿等危

害物的暴露來源與可能造成的危害，並透

過「職業健康檢查站」互動牆，讓參觀者了

解日常工作可能積累的職業性癌症風險與

防治觀念。同時，現場也展示駕駛疲勞預

警系統、作業環境有害物智慧監測系統等

勞安所最新研發成果，將人工智慧（AI）結

合物聯網（IoT）技術應用於人員安全衛生

管理、環境安全衛生監測等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面向，透過對化學品危害及安全監控

技術的認識，讓參觀者了解如何應對工作

場所看不見的危險，並善用最新智慧科技，

強化職場安全防護。

▲ 透過體感互動學習如何預防不良的工作姿勢 ▲ 透過互動解說裝置介紹有害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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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創新體驗寓教於樂  
體驗館歡迎各界參訪

隨著最新數位科技逐漸運用在工作職
場中，讓現今的工作職場型態與環境更加
複雜，為了將最新職業安全衛生知識以及
智慧科技與防災技術呈現給參觀民眾，「勞
安加衛體驗館」歷時半年施工，於 2022年
3月 29日重新開幕，帶給大家全新的體
驗，敬邀產、官、學及工會團體等各界貴
賓到館參訪，一同體驗最新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互動展示裝置的魅力。

更詳細的「勞安加衛體驗館」介紹與預
約參訪訊息，歡迎至勞動部勞安所官網參
觀申請 1，誠摯歡迎各界蒞臨參訪。

▲ 動感電影院的感官特效帶給參觀者全新體驗

▲ 內湖高工學生參訪留念

除此之外，「勞安加衛體驗館」內更
設有國內屈指可數的「動感電影院」，結合
360吋 3D立體螢幕與六軸動感平台，讓
參觀者在觀賞勞安教育影片的同時，能隨
著劇情與場景的變化而感受運動、風吹、
水氣甚至是氣味等感官特效，在觀看勞安
所製作的最新職業危害預防動態體感電影
時，更能讓參觀者身歷其境，體驗最深刻

的職災教育。

1. 為�服務專�–勞安加衛體驗館：https://ecoshlabor.ilosh.gov.tw/Reserve



67台灣勞工季刊｜ No.71

樂
說
頭
條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動
態
瞭
望

 壹、前言
近年地球溫度不斷上升，造成降雨型

態改變、極端氣候災難、糧食短缺及海平面
上升淹沒國土等問題，對人類生存及國家安
全影響與日俱增，有鑑於此，全球已有 136

個國家陸續提出「2050淨零排放」之目標及
作法，推動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共同
控制全球溫升，避免大自然劇烈反撲。為與
世界共同邁向淨零目標，我國於 2022年 3

月 30日發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
採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及社會轉
型等四大策略，科技研發及氣候法制等兩大
基礎，積極推動淨零轉型。

氫能因具低汙染、無碳排及增加能源
使用效率等特性，世界各國將其發展及運
用視為未來實現淨零碳排主要策略之一，
我國亦將其納入重點研發事項，除由政府
成立氫能推動小組外，並由工研院攜手國
內事業單位籌組氫能發電國家團隊，透過
公私部門資源整合，共同推動氫能技術之
發展及應用，預計 2050年氫能發電將佔
我國總電力 9%～12%。

惟氫氣產製或使用過程中如稍有不
慎，易發生火災爆炸災害，除事業單位嚴
重資材損失，造成勞工傷亡外，亦可能對
鄰近民眾之生命財產造成威脅，爰如何確

我國發展氫能 
之職業安全衛生的挑戰

鄒子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長
莊昊翰｜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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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氫氣偵測器等安全防護設施，以確保
工作場所作業安全。

保氫氣之製造、處置及使用安全無虞，將
是我國氫能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

 貳、氫能發展事故概況 
及作業風險分析

一、全球氫能發展事故概況

為達「2050淨零排放」目標，各國積
極發展氫能，並朝多面向實施研究及應用，
惟近年國際上發生多起氫氣意外事件，例
如 2019年 5月南韓氫氣工廠儲氫罐於太陽
能水電解製氫氣實驗中，因操作失誤導致
爆炸，造成 2人死亡 6人輕重傷；2019年
6月美國某化工廠儲氫罐洩漏引發自燃與連
環爆炸，造成當地氫燃料電池汽車之氫供
應中斷，無人傷亡；2019年 6月挪威加氫
站因氫氣外洩，發生大規模爆炸，致兩名
駕駛受傷；2019年 9月韓國化工廠發生氫
氣洩漏引發火災，造成 3人燒傷；2021年
8月中國加氫站氫氣罐發生爆燃，無人傷
亡。這些事故之發生，雖有不同的基本原
因，卻都是因為氫氣的特性造成爆炸，警
示各界發展氫能亟需以安全為核心。

二、氫能發展作業風險分析

（一）氫氣製造

現行製氫技術係使用碳氫燃料水蒸氣
轉化法製氫（灰氫），惟過程中會產生大量
二氧化碳，爰未來各國將朝水電解製氫（綠
氫）為主。水電解製程（如圖 1），其主要
潛在危害為管線或槽體容器脆化、製程溫
度或壓力過高、缺乏適當保養等因素造成
鹼液或氫氣洩漏致引發火災爆炸事故，事
業單位應選用適當材質、採取有效通風、

▲ 圖 1 水電解氫氣製程

（二）氫氣處置

我國氫氣產量尚無法自主供應滿足氫
能發展需求，未來勢必須提升氫氣產量及
向國外國家購買。氫氣儲存及運輸可概分
為管線輸送、槽車運送及儲槽儲存等三種
方式，可能面臨的風險為管線腐蝕洩漏、
槽車灌注與卸收作業洩漏、槽體洩漏等致
引發火災爆炸，需有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
及措施，如氫氣偵測器、防爆電氣設備、
動火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及定期檢查等。

（三）氫氣使用

我國發展氫能，目前朝三大面向進行
研究及應用，分別係氫氣混燒及專燒之發
電應用、燃料電池車及加氫站之交通運輸
應用及氫能冶煉之去碳製程應用，其中，
混氫發電及氫能冶煉刻正發展中，現行做
法係變更既有發電及冶煉製程，增設混氫
設備（如圖 2及圖 3），透過燃燒氫氣提升
效能並減少碳排放，其主要潛在危害為槽
車卸收作業不當、管線脆化、氫氣進氣速
率控制不當、噴嘴設計不良、回火或自燃
等因素引發火災爆炸事故，事業單位應實
施製程變更管理，選用適當之設備材質、
噴嘴、氫氣偵測器等安全防護設施，並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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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啟動前安全檢查，以確保工作場所作業

安全。

至加氫站作業，可概分為現場產氫

（如圖 4）或由燃料廠商提供氫燃料（如圖

5）等 2類，其主要潛在危害均為管線或槽

體容器脆化、氫氣加壓致壓力過高、燃料

電池車加氫作業不當等因素致氫氣洩漏引

發火災、爆炸事故，事業單位應選用適當

設備材質、設置氫氣偵測器及防爆電氣設

備，並依標準作業程序作業，以確保工作

場所安全。

▲ 圖 2 混氫發電製程

▲ 圖 5 槽車運送氫氣至加氫站儲槽
（資料來源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2004）▲ 圖 4 電解水產氫製程

▲ 圖 3 氫能治煉鐵製程
（資料來源 :中鋼半月刊 1107期）

 參、臺灣氫能發展職災預防 
之執行策略

為確保國內發展氫能之作業安全，勞
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勞動部職
安署）分析發展氫能職災預防之挑戰，並
盤整職業安全衛生法令，研擬可行策略，
摘要如下：

一、國內發展氫能之職安衛挑戰

氫能為我國推動淨零排放主要策略之
一，惟國內氫能技術尚處於研發與示範階
段，相較傳統技術成熟作業，具高潛在危
害及不確定性風險，作業如稍有不慎，易
發生氫氣洩漏致火災爆炸事故，勞動部職
安署將勇於面對挑戰，持續蒐集國外發展
氫能之安全衛生新知，並盤整國內職業安
全衛生法令及勞動檢查資源，強化我國發
展氫能之作業安全防護及職業災害預防。

二、國內外發展氫能之職安衛相關法規

（一）國外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分析

查美國、英國、日本及韓國等先
進國家法令，除韓國針對氫能發展訂定
「氫經濟促進及氫安全管理法（Hydrogen 

Economy Promotion and Hydrogen Safety 

Management Act）」，於第 6章規範氫氣安
全，內容包含訂定氫能設備運轉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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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氫氣產品製造設備竣工檢查及教育
訓練等事項外，其餘各國均以既有法令及
標準規範氫氣製造、處置及使用安全。

（二）國內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分析

1.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對發展氫能
作業危害已有基本規範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規
定，雇主對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及有火
災、高壓氣體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
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有關氫能
發展之作業安全防護，包括火災、爆炸等
災害防止，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已有相
關基本規範，惟國內氫能技術尚處於研發
與示範階段，相較傳統技術成熟作業，具
高潛在危害及不確定性風險，雇主應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規定，訂定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
行細則第 31條規定，確實執行危險性工
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變更管理、
定期檢查、現場巡視、教育訓練及緊急應
變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政府亦宜研
定相關安全指引或技術手冊，供發展使用
氫能之事業單位參用。

2.強化發展氫能工作場所作業安全

查氫氣係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列管之危
險物，因其易燃易爆之特性，平時需儲存
於高壓容器。依勞動檢查法第 26條規定，
設置高壓氣體類壓力容器之壓力或容量達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工作場所與製造、處
置及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之數量達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之工作場所，非經勞動檢查機

構審查或檢查合格，事業單位不得使勞工
在該場所作業。事業單位應依上述危險性
工作場所事前審查機制之規定，確保已針
對工作環境及作業危害實施辨識、評估，
並採取必要之控制措施，強化工作場所作
業安全，以消弭氫氣製造、處置及使用之
潛在危害。

三、 職業災害預防執行策略

（一）加強勞動監督檢查

為因應國內發展氫能所衍生之大量製
造、處置及使用氫氣可能產生之潛在危害，
勞動部職安署辦理「高壓氣體設施事業單
位安全衛生監督檢查」及「大量製造處置使
用儲存危險物事業單位火災爆炸災害預防
監督檢查」，督促事業單位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相關規定，確實辨識、評估工作場所
作業風險，並採取適當之安全衛生防護設
施，以防止發生火災爆炸事故。

（二）辦理輔導、宣導、觀摩及補助

為協助具製造、處置及使用氫氣等危
害性化學品工作場所之事業單位強化工作
場所作業安全，勞動部職安署辦理製程安
全管理及防爆電氣設備相關計畫，除透過
臨場輔導方式，協助其改善工作場所製程
安全設備及措施外，亦辦理宣導會、觀摩
會及教育訓練等活動及編撰製程安全管理
技術手冊，使事業單位了解製程安全管理
之重要性及作業流程，並確實辨識分析可
能存在之潛在危害，同時，提供部分經費
補助，協助其建立危險區域劃分、選購適
當防爆電氣設備及正確安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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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勞動檢查員專業知能

為提升勞動檢查員專業知能，勞動部

職安署編撰蒸餾分製程、氫化反應製程等

氫氣製造、處置及使用之P&ID圖，詳述

管線、製程設備、儀表及控制設備間之關

聯性，俾於勞動檢查時發覺工作場所可能

潛在之危害，並辦理勞動檢查員專業訓練，

以因應國內發展氫能趨勢，督促發展氫能

事業單位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確保

工作場所安全。

（四）辦理高壓氣體作業安全研討會

為提升發展氫能事業單位之安全意

識，勞動部職安署規劃於 2022年與台灣

區高壓氣體工業同業公會合作辦理「高壓

氣體作業安全研討會」，邀請聯華氣體、

三福氣體等國內高壓氣體製造商擔任講

座，分享安全實務經驗，內容包含安全操

作氫氣及注意事項、高壓氣體安全相關法

令等，期藉由技術、知識及經驗交流，協

助發展氫能事業單位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知能。

（五）跨部會合作，強化危險物品製造、處

置及使用安全

為防止國內發生類似貝魯特爆炸事

故，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責成行政院環

保署邀集各相關部會辦理「危險物品貯存

場所現勘及查驗」，以健全儲存設施管理。
勞動部職安署配合辦理前開聯合稽查，提
供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建議供事業單位參
考，並加強稽查具氫氣貯存場所之事業單
位，確保工作場所作業安全。

 肆、 結論
鑑於製造、處置及使用氫氣時如稍有

不慎，易發生火災爆炸事故，勞動部職安
署一向將其視為重點檢查事項，並納入年
度勞動檢查方針，除規劃一般勞動檢查，
督促事業單位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
定，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外，
亦辦理臨場輔導、宣導會、觀摩會及教育
訓練等活動，提升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
知能，同時，針對具製造、處置、使用氫
氣達 2公噸以上或氫氣一日處理能力達
1,000立方公尺以上工作場所之事業單位，
要求其應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請甲類或丙類
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合格後，方可使勞工
於該場所作業，以確保勞工作業安全。

勞動部職安署未來將持續蒐集、分析
國內外氫能發展作業安全新知及職業災害
案例，滾動檢視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完整性，
並配合各部會推動之氫能發展相關策略，
強化氫氣工作場所職業安全衛生，期使氫
能供應穩定無虞，以達台灣 2050淨零排
放目標。

參考文獻

1.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年 3月）。台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

2. 洪劍長、黃蒨芸（2016年 12月）。國際加氫站發展現況與安全法規分析探討。台灣能源期刊，第 3卷第 4期，46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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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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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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屆台歐盟勞動諮商會議 
深化雙邊勞動政策交流

李偉銘｜勞動部綜合規劃司科員

背景說明

歐盟執委會就業、社會事務及融合總署（以下簡稱歐盟就業總署）為歐盟執委會轄下單位，
職掌歐盟就業、職業教育與訓練、職業安全衛生、人力流動及社會保障等勞動事務。

台歐盟勞動諮商會議是歐盟就業總署與勞動部，於勞動領域合作中最重要的對話平台，勞動
部與歐盟就業總署雙方於 2018年同意並舉辦首屆台歐盟勞動諮商會議，歷屆議題包括「社會保
障」、「未來工作」、「職業安全衛生」及本屆「數位轉型及綠色工作之人才培育」等議題，顯見台
歐雙方合作面向愈來愈豐富及多樣化，亦代表台歐盟在勞動政策議題的發展，具有高度的共識。

儘管目前全球疫情嚴峻，勞動部與歐盟就業總署的交流與合作，並未因此停下腳步，台歐
雙方透過此平台，就尊嚴勞動及相關勞動議題進行意見交換，在相互學習下，共同為促進及提
升勞動權益努力。

 壹、前言
勞動部與歐盟就業總署於台北時間

2022年 7月 19日下午 3時，以視訊方
式召開「第 4屆台歐盟勞動諮商暨高階會
談會議」，歐盟就業總署署長Mr. Joost 

KORTE（以下簡稱K總署長）親率同仁參

加，勞動部由部長許銘春（以下簡稱許部
長）帶領同仁與會，我國駐歐盟兼駐比利
時代表處（以下簡稱歐處）大使蔡明彥（以
下簡稱蔡大使），亦參與高階會談及諮商
會議開幕式，歐洲經貿辦事處代理處長

▲ 台歐盟勞動諮商會議開幕（上排左：勞動部長許銘春、上排右：歐盟就業總署長Mr. Joost KORTE；下排左：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大使蔡明彥、下排右：歐洲經貿辦事處代理處長Mr. Thomas JUERG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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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相關技能訓練；此外，歐盟在 2021年

12月提出「保障平台工作者工作條件指令」

草案，以確保平台工作者之勞動權益。

 參、台歐盟勞動諮商

一、 開幕式

勞動諮商開幕式上，由勞動部許部

長、就業總署K總署長、歐洲經貿辦事處

J代理處長及歐處蔡大使進行開幕致詞。

會中代表均表示樂見台歐盟勞動諮商會議

已順利邁入第 4屆，並已分別就職業技

能、漁工權益保障及全球供應鏈之尊嚴勞

動等議題展開多元合作。

勞動部許部長表示，歐盟是台灣重要

的國際夥伴，除長期在經貿議題的合作，

近年來，也陸續在人權、數位經濟及勞動

等議題，分別建立了對話平台，雙邊展現

多元且廣泛的合作機制，顯現台歐盟間愈

來愈堅實的情誼。此外，由於數位轉型及

綠色工作對於台灣現今的勞動市場造成重

大轉變，我國實有必要瞭解歐盟對於此議

題的勞動政策及經驗，以做為未來的施政

參考。

歐盟就業總署K總署長致詞表示，歐盟

刻正推動綠色新政，並以零碳政策為目標；

並且目前數位工作在歐盟迅速成長，為求轉

型公平，歐盟極力保障平台工作者及弱勢勞

工之勞動權，將持續透過台歐雙方合作、分

享歐盟最新勞動政策，共同應對「數位轉型」

及「綠色工作」帶來的挑戰。

歐洲經貿辦事處J代理處長致詞表

示，台灣為歐盟理念相近的夥伴，雙方在

Mr. Thomas JUERGENSEN（以 下 簡 稱
J代理處長）為本屆勞動諮商會議開幕致
詞，雙方互動熱絡。

 貳、本屆台歐盟高階會談

為使台歐雙方高階官員就未來勞動政
策方向進行意見交換，爰安排勞動部許部
長與歐盟就業總署K總署長進行對話，於本
屆台歐盟高階會談就職業教育及技能訓練
合作等議題展開交流。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人工智慧、物聯網及巨量資料等數位新興
科技，將重塑產業的面貌，並指出未來就
業市場將面臨重大轉變。我國為因應這些
挑戰，致力於打造更順暢的就業網絡，促
進人才活絡交流，並依產業及勞工職涯階
段發展的需求，辦理職業訓練、強化產學
訓資源連結，透過公私協力提供客製化訓
練及職涯發展服務，進而使勞工技能符合
勞動市場需求。另為使我國職業教育及技
能訓練與國際接軌，我國將主辦「2025年
亞洲技能競賽」，並邀請歐方專家學者來台
交流，與我國分享職業教育及技能訓練的
寶貴經驗。

就業總署K總署長於高階會談會議回
應表示，台灣是歐盟重要的國際夥伴，共
享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等價值，並在
此等議題上有緊密的交流互動。近來歐盟
會員國受到烏俄戰爭及氣候變遷影響，加
速數位新興科技對於勞動市場的衝擊，如
缺工及平台工作者勞動權益保障等重要議
題。為解決缺工問題，歐盟致力於提供完
善的職業教育及技能訓練制度，目標是希
望於 2030年，達到 60%成年人皆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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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投資、人權、產業及數位政策有廣
泛合作。本屆會議為台歐雙方就數位轉型
及綠色工作的議題，進行充分意見交換之
重要機會；除本屆議題外，台歐雙方亦就
提升漁工人權議題進行合作，如近年舉辦
之「歐盟漁工工作及生活條件專案」。希望
未來台歐雙方能在不同勞動議題領域進行
合作，共同為提升勞動權益努力。

歐處蔡大使致詞表示，轉型與過渡經
常存在，期盼台歐盟能持續合作與交流，
為永續發展帶來良善循環，並盼台歐盟在
在分享共同價值、民主與法治下，透過各
項領域之合作，成為彼此最值得信賴之合
作夥伴。

二、 議程 1：數位轉型之人才培育及勞動
權益

議程 1由歐盟就業總署國際處處
長Mr. Lluís PRATS（以 下 簡 稱P國 際
處長）主持，並分別由歐盟就業總署未
來工作及青年就業處政策官Ms. Petra 

PIRKLOVA、歐盟就業總署職業教育與訓
練處政策官Mr. Michael HORGAN、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簡任視察楊明傳及勞動部
綜合規劃司科長易永嘉進行簡報分享。

本議程議題聚焦改善平台工作條件、
數位轉型之人才創新培育，我方分享我國
職業訓練架構、數位人才培訓措施以及我
國人工智慧導入金融服務業下之勞動權益

▲ 上排投影布幕：中央左至右依序為：歐盟就業總署職業與教育訓練處政策官Mr. Michael HORGAN、職業與
教育訓練處政策官Mr. Tim SCHREIBER、政策官Mr. Martin ORTH、歐盟就業總署長Mr. Joost KORTE、
國際處長Mr. Lluís PRATS、研究處政策官Mr. Endre GYORGY與未來工作及青年就業處政策官Ms. Petra 
PIRKLOVA；投影布幕右方為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大使蔡明彥
下排左至右依序為：外交部秘書王俊義、勞動力發展署簡任視察楊明傳、綜合規劃司專門委員林永裕、綜合
規劃司副司長賀麗娟、綜合規劃司長王厚誠、勞動部長許銘春、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長何俊傑、勞動
力發展署副署長林宏德、綜合規劃司科長易永嘉、勞動力發展署科長黃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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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歐方則就如何改善平臺工作條件及數

位轉型所需技能進行分享，並介紹歐盟「保

障平台工作者工作條件指令」草案。雙方在

綜合討論期間，針對平台工作者態樣及如何

協助提升企業提供員工在職訓練等議題進行

意見交流。

三、 議程 2：綠色工作之勞動市場政策及
勞動力發展

議程 2由勞動部綜合規劃司長王厚誠

（以下簡稱王司長）主持，並分別由勞動部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所長何俊傑、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科長黃哲上、歐盟就業總

署研究處政策官Mr. Endre GYORGY及歐盟

就業總署職業與教育訓練處政策官Mr. Tim 

SCHREIBER進行簡報分享。

本議程議題聚焦在綠色工作勞動市場政

策及綠色工作轉型所需技能等議題，我方分

享綠色經濟的勞動市場趨勢、我國辦理綠色

工作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情形，以及培育綠

色產業未來人力之做法。歐方除分享綠色轉

型中的職業教育與訓練之政策外，也針對我

國中小型企業未來在面對綠色工作之公平轉

型（fair green transition）時可能面臨之挑戰，

提出建議。

歐盟長期推動永續改革，且對綠色工作

具有豐富的發展經驗，藉由本次會議交流，

使我國了解目前國際間綠色工作對勞動市場

的影響，及相關勞動政策規劃與推動經驗。

會中台歐雙方亦就「2050年淨零碳排行動政

策」交換意見，雙方均認同新興數位科技與

新工作型態已為勞動市場帶來機會與挑戰，

並期盼在相關議題上，雙方未來能有更深入

之交流。

 肆、台歐盟勞動諮商閉幕

本屆會議由歐盟就業總署P國際處長及

勞動部綜合規劃司長王司長共同主持閉幕，

雙方同意將持續就數位轉型及綠色工作議

題交流合作，並將在勞動市場所需技能議題

上，共同分享彼此感興趣的實務經驗及資

源，以每年辦理的台歐盟勞動諮商會議做為

合作平台，分享台歐雙方勞動法令與政策。

此外，全球經濟發展情形高度影響全球供應

鏈，台歐雙方有責任提升本國及全球的尊嚴

勞動，爰台歐雙方可持續就尊嚴勞動的議題

進行意見交換，並透過雙方共同研商感興趣

的議題，規劃辦理相關活動。

最後，雙方皆表示本屆會議成果豐碩，

期待在歐方主辦第 5屆會議，台歐雙方能持

續就廣泛的勞動議題進行交流合作，並期盼

疫情趨緩後能夠面對面的實質交流，以期為

維護勞工朋友權益一起共同打拼。

 伍、結論

本屆台歐盟勞動諮商暨高階會談，成功

延續第 3屆台歐盟勞動諮商會議模式，於勞

動諮商會議前安排台歐盟高階官員會談。會

中歐盟就業總署K總署長除同意提供我國辦

理「2025年亞洲技能競賽」之協助，以及雙

方持續針對職業教育與技能訓練及尊嚴勞動

等議題進行交流合作，並獲歐盟就業總署K

總署長支持，規劃於第 5屆勞動諮商會議邀

請勞動部高階官員率團至比利時布魯塞爾參

加，顯見歐盟就業總署對勞動諮商會議之重

視，並有助強化台歐盟勞動事務交流及台歐

盟整體關係之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