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第2次職場減災跨部會平台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3年9月9日（星期一）下午2時 

二、會議地點：勞動部1001會議室 

三、主持人：許政務次長傳盛                                                      紀錄：賴憲樟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 

前次會議列管事項，已依決議事項辦理，予解除列管。 

七、工作報告 

(一)業務單位報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重大職災統計(簡報資料如附件1）。 

(二)部會防災作為報告： 

1.經濟部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如何強化各層級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責任，嚴防類似職業災害再次發生（簡報資料如附件2）。 

2.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及公路局：如何強化國道（含快速道路）施工

車輛之防撞措施（簡報資料如附件3）。 

3.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台水公司職安管理的推動及展望（簡報

資料如附件4）。 

決定： 

(一)請經濟部及交通部督促所屬依所提之防災具體策略及作法確實執行，

並納入減災小組會議推動，且投入資源以達成減災目標，勞動部

及各勞動檢查機構可提供必要協助。 

(二)另，有關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使用 AI 智能系統、提高職災罰款

及修訂工安天條等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精進作法，請職業安全



衛生署推廣至各國營事業單位及公共工程主辦機關。 

(三)餘洽悉。 

八、討論議題 

議題一：為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時，即應建置維運所需之樓梯、

通道及欄杆等永久性設備，提請討論。 

決議： 

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再與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及經濟部能源署研商，

並將防災所需永久性設備納入「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研議之可行作法，以

確保運維人員作業安全。 

議題二：建請經濟部建立事業單位作業場所之危險區域劃分結果簽證機制，

俾供事業單位廠內設置防爆電氣配線之依據，以確保工作者作業

安全，提請討論。 

決議： 

為完備適用於預防火災爆炸之法規要求，並強化經濟部修正中「用戶

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之精進機制，請勞動部提供相關修正建議，以促成降

災之效用。 

議題三：建議修正「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參考附表」，以協助工程

業主編列適當安全衛生經費，並加強戶外作業熱危害預防設施設

置之監督管理，提請討論。 

決議： 

(一)有關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所提「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參考

附表」修正草案，各部會於會後如尚有其他增、刪、修等建議，

請於9月20日前送請職業安全衛生署彙整，並請職業安全衛生署彙

整後儘速函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做為下次修正該附表之參考。  

(二)另，有關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加重雇主對戶外熱危害作業之管理

強度，請各部會督導所屬機關辦理公共工程之採購時，確實編列



適當安全衛生經費及落實熱危害預防設施之設置。 

議題四：國內公共工程大量引進移工，各部會工程主辦機關應如何提升施

工安全監督及管理水準，保障工作者作業安全，提請討論。 

決議： 

(一)請各部會督促所屬參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營造業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資訊應用平台」登載之國內外科技減災技術摘要，

依工程風險特性評估運用科技技術輔助遠端現場檢查，以強化施

工安全監督及管理水準，保障工作者作業安全，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及各勞動檢查機構可提供必要協助。 

(二)另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彙整各勞動檢查機構轄區發生橋梁墩柱

鋼筋倒塌職災案例及製作宣導圖卡，函請各國營事業單位及公共

工程主辦機關加強宣導橋梁墩柱直立鋼筋組搭，應考量風力等荷

重，依結構力學分析及置備施工圖說，並按圖設置適當樣架支持，

以防傾倒。 

九、 臨時動議 

議題：如何強化二氧化碳滅火設備裝設、檢修之安全，避免二氧化碳噴發

造成缺氧災害，提請討論。 

決議： 

(一)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將二氧化碳滅火設備裝設、檢修之職業災

害製作成案例，併請內政部協助提供相關廠商名冊，共同合作加

強防災宣導。 

(二)請內政部消防署檢視並強化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等基準，及納入消防

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之在職教育課程。 

十、 散會：下午 4 時 15 分 



 

附錄、發言摘要 

議題一：為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時，即應建置維運所需之樓梯、

通道及欄杆等永久性設備，提請討論。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為共同減低職場災害，本部立場與貴部一致，也將一併推動相關改進

措施。 

二、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2條之1:「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或改建

達一定規模以上者，除有受光條件不足或其他可免除情形經建築主管

機關認定外，起造人應設置一定容量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前項

一定規模、一定容量及其計算方式、受光條件及可免除情形之認定標

準，由中央建築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查涉及後續維修

作業部分未列於母法授權訂定之範圍。 

三、按現行除了太陽光電設備設置外，一般構造物施工及維修，皆依循職

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等相關規範進行安全措施管理在案，且就

保護勞工安全，職安法為建築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特別法。另實

務上，建築法相關規定亦無法規定建築物所有設施應設置之職安相關

設施。 

四、是有關太陽能板後續維修作業時所需走道、安全母索設置等相關安全

設施，考量各法律專業規範及民眾認知適用原則，仍應回歸於現行職

安相關法規較為妥適。 

五、本案前經貴部112年第2次職場減災跨部會平台會議討論，決議請貴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邀集經濟部及本部召開協商會議，就源頭控制危害風

險事宜持續溝通協調，並視需要研商母法相關規定修法。另本部國土

管理署113年2月5日召開研商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具體措施第6次研商

會議，亦請能源署就該議題與職業安全衛生署另行研商。 



六、案經能源署113年3月14日召會研商，決議如下： 

(一)考量職安法規已有屋頂作業相關規範，其中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18條、第18-1條針對屋頂作業及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工廠

之鋼構屋頂已訂有職業安全規定及標準圖說，後續能源署及國土

管理署將納入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2-1條子法草案規範援引。 

(二)有關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8條、第18-1條是否需增修以加強保

障工廠以外其他類型建物設置光電之職業安全，請職業安全衛生

署再行評估。 

七、綜上，本案已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2-1條子法草案第10條訂有「本

標準設置之太陽光電設備，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訂有其安全規範

者，應依該規定辦理」，並建議貴部可於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強化

光電設施之維運相關規定。 

經濟部能源署： 

一、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已有相關規範，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不宜再增

加更嚴格之規範。 

二、職安署建議的樓梯、通道及欄杆等職業安全相關規定之修正，建議設

置太陽光電相關標準不用引用相關規定，以避免產生職業安全相關規

定疑慮及未來職業安全法規修正造成之調整及影響。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一、能源署曾表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子法施行時將相關規範納入。國土

署於研擬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之草案時表示，母法並未提供足夠的授

權，惟能源署曾函復本署前述授權並無不可。 

二、本署調查荷蘭、澳洲、新加坡及日本等相關作法，前述國家在源頭階

段即對太陽光電設置上下設備、樓梯通道護欄及防墜設施進行管理，

而非於施工末端才進行。如「政府採購法」第70-1條，早在107年已開

始於規劃設計階段將職業安全經費納入編列，特別是針對公共工程，

該機制早已運行，並且強調保障工作者安全的態度。在源頭階段即納

入相關規範，能使完工後的後續維修更加安全。 



議題二：建請經濟部建立事業單位作業場所之危險區域劃分結果簽證機制，

俾供事業單位廠內設置防爆電氣配線之依據，以確保工作者作業

安全，提請討論。 

經濟部能源署： 

一、113年3月28日第1次會議，本部已於議題四「經濟部與勞動部如何合

作強化督導其危險區域劃分及適當防爆電氣設備之選用」說明「用戶

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再綜整說明如下： 

(一)本規則於41年8月18日發布施行，早期稱為屋內線路裝置規則，係

一般電氣線路工程的施工規範，各行各業及家戶等均適用，並非

特殊(危險)場所的管理辦法。本部為免造成各界誤解，已擬妥第

318條之30及第318條之48修正條文，即從事危險場所設計、裝設、

監造、檢查、維修或操作用電設備或器具之相關人員或機構，應

依業主提供之危險區域劃分圖或文件執行業務。 

(二)目前本規則對特殊場所分類，係參考美國國家電工法規(NEC)做法，

再做細節性補充規定，提供電機技師、電器承裝業及台電公司等

相關從業人員參考，尚無法作為特殊場所劃分依據。倘某場所有

爆炸性危險區域，須由事業單位提供危險區域劃分圖給電機技師，

電機技師始依據「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5章特殊場所相關規

定，辦理電氣線路設計及監造。 

二、本次議題建議如下： 

(一)危險區域劃分結果簽證機制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規定：「機械、設備、器具、原

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

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

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2.危險區域劃分圖即係風險評估後有必要作成之具體文件，以便提

供給有關人員執行業務使用，爰建議勞動部可從落實本項規定

著手，確保工作者於使用或施工時之作業安全。 



(二)危險區域配線施工人員培訓及認證機制 

1.依「電業法」第59條第5項規定，取得電力工程相關職類技能檢

定合格技術士證者，可從事從事電力工程相關工作。 

2.倘現行技術士技能不足以執行危險區域之配線，建請勞動部依據

「職業訓練法」第33條規定，調整技能檢定相關辦法，以強化

其專業技能，或透過現行「防爆電氣設備選用、安裝及防爆區

劃輔導」措施，強化危險區域配線施工人員培訓及認證。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所定風險評估作業，與本案危險區域

劃分作業之學理及應用技術均有所不同，前者為適用於事業單位之機

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

設計或施工等，後者卻為事業單位廠內存在爆炸性氣體或粉塵場所之

防爆電氣配線及設備之設置依據。 

二、國際間對於危險區域劃分及配線施工人員培訓及資格認證，並未於一

般電氣技術人員培訓及資格檢定機制內辦理，實因其專業知能之特殊

性，並非所有一般電氣技術從業人員皆須具備，目前「電業法」及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等法規已認定電力工程相關職類技能檢定

合格技術士，可從事危險區域劃分及配線施工作業，其所需專業知能，

自應比照國際作法，籌建適當之人員培訓及資格認證。 

三、存在爆炸性氣體或粉塵場所之火災爆炸意外發生，係因可燃物質、助

燃物質及火源並存的問題，「電業法」轄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已明定對於事業單位廠內存在爆炸性氣體或粉塵場所之規劃及施工要

求，然而卻欠缺鑑別該場所是否符合法令技術要求始能同意供電之管

理機制，亦即該場所的「動火」決定未明文化，爰建議補強「電業法」

及「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等法規之安全管理要求。 

議題三：建議修正「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參考附表」，以協助工程

業主編列適當安全衛生經費，並加強戶外作業熱危害預防設施設



置之監督管理，提請討論。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為落實公共工程安全衛生，工程會配合勞動部職安政策，於89年制定參考

附表。現行版本係於106年修正，供各界辦理公共工程時依據參考附表，

編列安全衛生之相關費用，並將其納入工程契約據以執行。熱危害設施、

支撐架相關修正等等，將納入附表修正內容。另新增應用科技輔助工地管

理機制，如監視器、感應器及無人機等，如勞動部或與會單位有相關法規

資料，建請提供予本會研究。 

議題四：國內公共工程大量引進移工，各部會工程主辦機關應如何提升施

工安全監督及管理水準，保障工作者作業安全，提請討論。 

(無發言紀錄) 

臨時動議：如何強化二氧化碳滅火設備裝設、檢修之安全，避免二氧化碳

噴發造成缺氧災害，提請討論。 

內政部消防署： 

一、依消防法第7條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

測試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士為之。因應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安全設備

設計監造測試檢修業務需要，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作業

辦法第4條至第6條明定，消防圖說應合於消防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設計內容應使消防設備合於功能，使施工廠商可按圖施工，且設備施

工前，消防設備監造人員應訂定監造計畫，監造計畫包括監造範圍、

組織權責分工及施工抽查程序與標準等，並依監造計畫執行監造工作

及填寫紀錄；另消防設備測試人員應依「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測試

方法及判定要領」執行測試工作，檢修人員應依「消防安全設備及必

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執行檢修工作。 

二、有關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之測試與檢修相關安全作業程序及操作步驟，

分別在前述判定要領第7章與檢修基準第11章均有明確規範及訂有安

全注意事項，可供消防設備測試與檢修人員參照遵循及運用。至於消



防設備之裝置工作，並非消防設備人員法定業務，係由場所業者委託

設備或施工廠商為之，設備或施工廠商應依原廠安裝指南或作業手冊

及施工安全規範執行設備安裝作業，以及確保相關裝設及作業人員安

全。 

三、依消防設備人員法及其子法規定，消防設備人員領有執業執照及加入

公會始得執行業務；執業執照有效期限為6年，申請換發執業執照時，

應出具積分300分以上之專業訓練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取

得訓練積分方式計有2種，專業訓練部分，本部訂定發布之「消防設

備人員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認可及管理辧法」及其書表格式，

針對消防設備人員專業訓練15小時課程訂有基準表，除6小時技術工

程等專業科目外，另有3小時災例研討科目。至於與專業訓練相當之

方式，係指參加機關團體舉辦之講習會、研討會或專題演講，以及參

加消防設備人員公會之年會及技術研討會等。為加強防範氣體滅火設

備事故發生，針對歷年災例（如112年8月南投縣政府稅務局5樓資訊

機房發生二氧化碳鋼瓶氣體外洩、112年11月宜蘭縣頭城中華電信機

房惰性氣體滅火設備外洩等事件），本署均會製作災例分析資料，除

函送本部管理之兩個專業訓練機構納入消防設備人員講習訓練教材外，

亦同時函送各消防器材、消防設備人員公（協）會及各消防機關將查

修維護應注意事項宣達所屬，務必確實依操作程序及安全注意事項執

行各項作業，嚴加防範事故發生。此外，貴部職安署於112年11月9日

函送112年7月某飯店員工進入噴發二氧化碳之停車塔發生缺氧職業災

害案例資料，本署亦有函轉各消防器材、消防設備人員公（協）會及

各消防機關加強預防宣導。 

四、有關貴部建議本部強化相關操作基準，並將監造及檢修相關防災操作

事項納入消防設備人員在職教育課程部分，本部將持續依實際事故案

例滾動檢討修正相關規範及強化作為，並加強消防設備人員在職訓練，

以應實務需要，至於所提消防設備之裝設部分，為防範事故發生，除

設備或施工廠商應依其專業按原廠安裝指南或作業手冊及施工安全規



範執行設備安裝作業，以及確保相關裝設及作業人員安全外，現場設

備或施工廠商與消防設備監造人員間之相互配合與溝通協調作業亦應

予以強化，方能有效降低事故發生。另外，議題說明有關消防設備人

員取得證書日起每3年應接受講習或取得一定積分之訓練證明文件部

分，係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第11條之規定，該管理辦法

已於113年8月21日廢止，現行規範為消防設備人員應於執業執照6年

效期內取得300訓練積分，始得換領執業執照以執行業務，併予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