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造工程風險評估技術指引第二次修正說明 

營造業在世界各國均屬職災風險較高的行業，於工程建造、修繕及拆除

等施工過程，常發生因施工不慎導致之公安事件、交通事故、火災案件、損

鄰事件及結構體損害等災害，如有勞工於現場從事作業，則可能造成職業災

害，災情嚴重者，更可能衍生為複合式災害。分析災害主要原因與工程本質、

工址環境、施工方法、使用機具、物質材料、施工期程、管理制度及作業勞

工等有密切關係，為有效防範施工災害發生，須於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

使用等階段（以下稱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實施風險評估，依各階段可辨識

及掌控風險多寡、詳細等程度，妥適處理風險。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稱本署）為協助事業單位落實營造工程全

生命週期之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有效控制施工危害及風險，預防或降低災

害發生的可能性及嚴重度，前於 107 年 1 月 15 日訂定「營造工程風險評估

技術指引」（以下稱本指引），期間於 110 年 2 月 17 日第一次修正，本次修

正係考量近年營造業職災發生率攀升，為強化營造業源頭防災，爰增訂工程

業主交付規劃、設計、施工及監造之風險評估與管理責任，於執行過程監督

及審核廠商之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成果，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另考量本指

引適用於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施工風險評估，即已含括丁類危險性工作

場所之施工安全評估，為向業者闡明本指引之施工風險評估相關表單功能，

可適用於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施工安全評估，業者可擇一方式辦理，爰修

正本指引，重點如下： 

一、 參考英國工程設計及管理規則（Construct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Regulations）規定及 ISO31000：2018 與 CNS31000:2021 風險評估之精

神，新增本指引之「4.0 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之當責」，說明營造工程



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應建立以工程業主為核心之工程團隊，強化領

導統御及承諾，確認工程業主、設計者、施工者、監造者、工作者及

使用者等當責者之職責，依循設計、實施、評估、改善、整合之管理

循環機制，於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妥適控制施工風險，以符合施工風

險評估之相關規定，確保工程施工安全與衛生。 

二、 參考勞動部「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及本署「採

購管理技術指引」等規範，新增本指引之「9.0 工程業主之監督及審

核」，說明工程業主將營造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及監造等交付承攬

或委託，於契約內容應有要求廠商實施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之相關具

體規範，並指派適當人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於執行過程監督及審核廠商

之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成果，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三、 修正本指引之「5.0 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為「6.0 規劃設

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新增規劃階段之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

說明營造工程早期階段，設計者的決定對於後續施工及使用安全的影

響能力較高，而需投入的成本相對較低，隨著時間進入細部設計或施

工階段，設計者對於後續施工及使用安全的影響能力降低，而改善安

全需投入的成本相對提高，爰消除或降低營造工程施工及使用等階段

的風險，從工程規劃階段即應開始。 

四、 修正本指引之「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表」格式之設計及內容，結合

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施工安全評估之「施工災害初步分析表」、「基本

事項檢討評估表」、「特有災害評估表」等功能於單一表，以簡化文書

程序。 

五、 新增說明本指引「工址環境現況及工程需求潛在危害辨識表」、「分項



工程作業拆解圖表」、「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表」及「施工規劃階段

施工風險評估報告」等表單設計之格式及內容，已含括丁類危險性工

作場所送審資料之「初步危害分析表」、「主要作業程序分析表」、「施

工災害初步分析表」、「基本事項檢討評估表」、「特有災害評估表」及

「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等功能。 

六、 刪除本指引之「施工風險評估表(例)(系統版)」，因本指引旨在說明營

造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施工風險評估之實施原則、架構及程序，並

不預期作為驗證之目的，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與運行之風

險評估，得參考本署「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七、 簡化小型工程風險評估實施程序，說明工程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 5 千

萬元或勞工人數未達 30 人之小型工程，設計階段/施工規劃階段之施

工風險評估報告，得以該階段之施工風險評估表等紀錄代替之。 

八、 簡化微型工程風險評估實施程序，說明工程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 150

萬元之微型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得併施工規劃階段施工風險

評估實施，並得以施工風險評估表等紀錄代替施工風險評估報告。 

九、 配合最新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及其他營建管理相關法令等規

定，更新本指引文字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