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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任：茂識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顧問師 
二、學資歷： 
交通大學 產業安全與防災 研究所碩士 
甲級勞工安全管理師、甲廢、甲空、乙水專責人員、  
ISO14001、OHSAS18001、TOSHMS、EICC、SA8000、 
GHG/CFP、ISO50001、CSR、ISO20121管理輔導系統人員、 
能源管理員、LEED AP 

三、實績： 
        1.ISO14001/OHSAS18001系統(11廠次) 
        2.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10廠次) 
        3.ISO50001能源管系統建置輔導(8廠次) 
        4.EICC/SA8000系統建置(2廠次) 
        5.CSR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撰寫(4廠次) 
        6.ISO20121活動永續性管理輔導(10場次) 
四、經歷 
       系統輔導顧問師                         2013.06~迄今 
       半導體廠風險管理部                 2006.8-2013.6 
       光電廠環安部                             2000.9-2005.2 



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二、職業安全衛生概念 

三、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重點 

四、職災案例介紹 

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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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什麼是ISO？ 

國際標準化組織（英語：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縮寫：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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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 

(2004) 

環境管理系統 環境宣告與訴求 

環境稽核 環境績效評估 生命週期評估 產品之環保標準 

原料 生產製程 產品 

14031(1999) 

TS 

14033(2012) 

19011 

(2011) 
14040/44 (2006) 

14045/47/49(2012) 

 

 14020 

  (2000) 

guide 64 

(2008) 

(環保標章) 

物質流成本會計 

14051 (2011) 產品設計 

TR 14062 (2002) 
14006(2011) 

溫室氣體(GHG) 
排放量查證標準 

14064-1 (2006) 

 

14015 

(2001) 

14005 

(2010) 

環境溝通 

14063 (2006) 

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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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環境考量面 (Environmental Aspects) 
組織的作業活動、產品及服務中會和環境產生 
互動的要項 

備考：重大的環境考量面係指會有或可能有 
重大環境衝擊之環境考量面 

3.7 環境衝擊 (Environmental Impacts) 
任何可完全或部份歸因於組織的活動、產品或 
服務對環境產生之有利或不利的改變 

5 例如：排放廢水消
耗原料、噪音 

例如：水污染、自
然資源之耗損 

環境考量面              環境衝擊       

(原因/因) (效應/果) 

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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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ISO 14001 ISO 14001 

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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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實施運作 
4.4.1資源、角色、 
     責任與權限 
4.4.2 訓練認知能力 
4.4.3 溝通 
4.4.4 文件化 
4.4.5 文件及資料管制 
4.4.6 作業管制 
4.4.7 緊急應變措施 

4.1 一般要求 
    持續改善 

PLAN 

DO 

CHECK 

ACT 

4.5 檢查矯正 
4.5.1 監督與量測 
4.5.2 守規性評估 
4.5.3 不符合、矯正及預防 
4.5.4 紀錄及紀錄管理 
4.5.5 稽核 

4.2 環境政策 
4.3 規劃 
4.3.1 考量面鑑別 
4.3.2 法規及其他要求 
4.3.3 目標標的及管理方案 

4.6  
管理 
審查 

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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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之 
重大環境考量面 

規劃環境目標標的 

現況 
運作 

規劃環境管理方案 

環境政策制修訂 

法規要求技術面 

財務分析作業面 

業務市場利害者 

環境 
管理審查 

內部 
稽核作業 

非重大 

日常作業規定 

文件管理 
教育訓練 
紀錄管理 

監督量測與
合法性評估 

矯正及 

預防措施 
實施運作、 
溝通、 
緊急應變 

法令及環境考量面 先期審查 

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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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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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13 

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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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21C5-001 申報毒化物使用情形 

21C5-002 每月固定上網申報實驗室廢棄物產出情形 

21C5-003 批次清運、處裡醫療廢棄物 

21C5-004 廢水申報 

21C5-005 每學年清運、處理實驗室廢液 

21C5-006 環境考量面鑑別評估程序 

21C5-007 環境法令及其他要求管理程序 

21C5-008 環境目標標的與方案管理程序 

21C5-009 環境管理訓練程序 

21C5-010 環境溝通程序 

 訂定1分管理手冊及19份日常作業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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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C5-011 環境管理文件管制程序 

21C5-012 污染防治管理程序 

21C5-013 危害物通識計劃 

21C5-014 資能源管理程序 

21C5-015 環境管理緊急應變程序 

21C5-016 環境管理監督量測程序 

21C5-017 環境管理不符合事件處理程序 

21C5-018 環境管理紀錄管制程序 

21C5-019 環境管理內部稽核程序 

21C5-020 環境管理手冊 

一、ISO 14001 運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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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系統的運作與維持 
是大家共同的責任 
~讓我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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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安全衛生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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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fYFS9ZqITk&index=9&list=PLuhELna6ufgq56QVDFh-7w8MHhVwegYBN


 職業（勞工）安全衛生之緣起 

英國 

 1802年訂定「學徒健康與道德法」為世界第一個勞工安全衛
生法規。 

 1974訂定「工作安全衛生法」 。 

美國 

 1867年規定工廠檢查員的設置 

 1913年成立工業安全全國協會。 

 1970訂定「職業安全衛生法」 。 

日本 

 1972年訂定「工業安全衛生法」 。 資料來源：鍾堯華，民96 



民國六十一年台北飛歌公司及高雄加工出
口區三美公司等電子公司連續發生女工三氯乙
烯、四氯乙烯中毒及基隆台灣造船廠公司發生
乙炔爆炸等造成五十餘人死傷，勞工安全衛生
問題才引起朝野重視。 

   

 職業（勞工）安全衛生之緣起 



 職業（勞工）安全衛生之緣起 

民國六十三年（西元1974）四月十六日勞工安
全衛生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公佈實施，其後
順應國際安全衛生趨勢於民國八十年五月十七
日修正公布施行，擴大保護範圍，之後於民國
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及六月十二日小幅度修正
及增訂。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三日修正公布名
稱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全文 55 條擴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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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102/7/3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103/7/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103/6/26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103/6/26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

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103/6/2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TOSHMS)相關技術指引 

98/1/21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103/12/31  

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章使用及管理辦法 103/11/10  

職業安全衛生標示設置準則 103/7/2 

 勞動部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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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症預防規則 103/6/26  

作業環境測定指引 99/2/12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 103/6/27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103/12/30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103/6/30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103/6/27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 103/12/22  

精密作業勞工視機能保護設施標準 103/6/30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103/6/25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103/6/26 

 勞動部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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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登記管理辦法 103/12/31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103/12/31  

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 103/12/31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 103/12/30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103/6/27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103/6/27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103/6/25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103/6/25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103/6/25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 88/6/29 

 勞動部相關法令 



學校實驗室與實習 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教育部台環字第九一一一八四三四號令生效  
貳、安全衛生與組織與管理 

      九、學校對實驗場所工作人員及學員應實施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學校應宣導安全衛生法令及相關規定，並
激勵、推行促進安全衛生之活動。 

   十一、學校實驗場所工作人員有接受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即接受健
康檢查之義務。 

 職業（勞工）安全衛生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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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99DsxeCT_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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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金字塔  

Frank E. Bird, Jr. 研究 

虛驚事件 
(Near Miss) 

600 

10 

1 

30 財產損失事件 

輕微災害 

嚴重災害 

Accident 
事故 

Incident 
事件  

大量的不安全行為與不安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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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的重要性  

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與健康 

保護他人的生命安全與健康 

法規要求 

事前預防？事後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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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學性 3.生物性 4.人因工程性 1.物理性 

5.軟體與控制系統 6.設備重要部分損害 

 瞭解工作場所潛藏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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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性危害 
 噪音 
 震動 
 輻射 (離子性與非離子性) 
 高溫與低溫 (高熱能或低熱能狀態) 
 壓力，速度，高度 (高位能或動能狀態) 
 電 (高電壓，電能)  
 物理性特性 (尖銳，滑，凹凸不平) 
 機械運動部位 

 瞭解工作場所潛藏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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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工作場所潛藏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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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工作場所潛藏危害 

2.化學性危害 
 爆炸物質 
 易燃液體 
 腐蝕性物質   
 氧化性物質 
 毒性，致癌性，致突變性，致畸型物 
 氣體或空氣中微粒 
 
型式：煙霧、蒸氣、氣體、燻煙、煙塵、液體 
            、 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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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工作場所潛藏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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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工作場所潛藏危害 

3.生物性危害 
 生物性廢物 (血液，流體等) 

 藥物 (抗生素， 大麻) 

 病毒， 細菌 

 霉菌 

 寄生蟲，昆蟲 

 毒性或致病性動植物 

 

途徑：針頭、空氣、唾液、食物、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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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工作場所潛藏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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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工作場所潛藏危害 

4.人因工程性危害－物理類 

 不良工作 

 重複性運動 

 常期坐姿 

 配置不良 

 不良姿勢，過度彎曲 

 不適當舉物，負荷過重 

 設計不良之工具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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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因工程性危害 
 不良照明，強光 

 通風不良 

 溫度控制不佳 

 濕度控制不佳 

 瞭解工作場所潛藏危害 



請您思考看看 

校園中有那些地方存在著安全
衛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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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 



實習工廠 

機械： 

動力衝剪機械、圓盤鋸、研 磨 機、研磨輪、鑽床   

手工具： 

扳手、鑿子、鎚子、銼刀 

工作表面： 

油污地面、刨床平台、切齒機平台 

電器設備： 

電銲機、高溫爐、離心機 

其他： 

木屑、鐵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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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砂 輪 機 Grinder 

主要用途: 研磨各種車刀、鉋刀、鑿刀、鑽頭等工具。 

操作要求: 

一、本機限用 220V電源。限具機械設備使用卡，即中級組藍卡方可操作。 

二、研磨前，用手輕撥砂輪片；檢視其與馬達運轉是否正常、安全蓋內是否有異    

    物阻塞，刀架與砂輪片間距與所磨之工具斜度是否配合，護目蓋是否正常等。 

三、啟動電源時，人員應站立於砂輪兩側、注意砂輪旋轉方向是否正確，有否發  

    出雜音等。 

四、應待砂輪轉速正常後，方可將刀具置於刀架上研磨。雙手須緊握刀具，使其  

    受磨面積要左右移動平均。 

五、研磨過程中須注意避免刀具產生高溫，並適時將刀具浸入水中冷卻，以防過  

    熱回火。 

六、刀具研磨時須注意刀口要成平直，斜面要在同一角度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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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oVqUpOrPs&index=6&list=PLuhELna6ufgq56QVDFh-7w8MHhVwegY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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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_efIwPK_lA&index=5&list=PLuhELna6ufgq56QVDFh-7w8MHhVwegY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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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工廠相關安全規定 



實驗室 

化學品： 

油、有機溶液、酸液、鹼液、 

氣體鋼瓶 

儀器設備： 

加溫器、乾燥箱、檢測儀器 

   



資訊教室 製圖教室 

照明 

通風 

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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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危害 
學校訂定那些工作安
全守則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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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1    條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
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等之安
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第   22    條  雇主應使勞工於機械、器具或設備之操作
、修理、調整及其他工作過程中，有足夠之活動空間
，不得因機械、器具或設備之原料或產品等置放致對
勞工活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素。 

雇主使勞工從事前項作業，有接觸機械、器具或設備
之高溫熱表面引起灼燙傷之虞時，應設置警示標誌、
適當之隔熱等必要之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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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43    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
、飛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
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雇主對用於前項轉軸、齒輪、帶輪、飛輪等之附屬固定
具，應為埋頭型或設置護罩。 

雇主對於傳動帶之接頭，不得使用突出之固定具。但裝
有適當防護物，足以避免災害發生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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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56    條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勞工手
指有觸及之虞者，應明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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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55    條  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
人力，凡四十公斤以上物品，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
，五百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為宜；運
輸路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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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46    條  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
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應有防止絕
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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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99    條  雇主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所設置警告標示牌，並禁止非
與從事作業有關之人員進入下列工作場所： 

一、處置大量高熱物體或顯著濕熱之場所。 

二、處置大量低溫物體或顯著寒冷之場所。 

三、具有強烈微波、射頻波或雷射等非游離輻射之場所。 

四、氧氣濃度未達百分之十八之場所。 

五、有害物超過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場所。 

六、處置特殊有害物之場所。 

七、遭受生物病原體顯著污染之場所。 

前項禁止進入之規定，對於緊急時並使用有效防護具之有關人員不
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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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   35    條  雇主對第二種壓力容器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
施檢查一次： 

一、內面及外面有無顯著損傷、裂痕、變形及腐蝕。 

二、蓋、凸緣、閥、旋塞等有無異常。 

三、安全閥、壓力表與其他安全裝置之性能有無異常。 

四、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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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   59    條  雇主對第二十六條之衝剪機械，應於每日作業前依
下列規定，實施檢點： 

一、離合器及制動器之機能。 

二、曲柄軸、飛輪、滑塊、連桿、連接螺栓之有無鬆懈狀況。 

三、一行程一停止機構及緊急制動裝置之機能。 

四、安全裝置之性能。 

五、電氣、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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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雇主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附表一規定之分類及
危害圖式，參照附表二之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所用文字以
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一、危害圖式。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前項容器內之危害性化學品為混合物者，其應標示之危害成分
指混合物之危害性中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
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所有危害物質成分。 
示第一項第二款事項。 
第一項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
式及警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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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   12    條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合附表三規定之每一化學
品，應依附表四提供勞工安全資料表。 

前項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
瞭解之外文。 

  

  

第   17    條  雇主為防止勞工未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之危害資訊
，致引起之職業災害，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適時檢討更新，並依計畫確
實執行，其執行紀錄保存三年。 

二、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其內容、格式參照附表五。 

   

第   15    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
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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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災害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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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laC2Sye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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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XsfOsE9V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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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uoO1HY3No&index=8&list=PLuhELna6ufgq56QVDFh-7w8MHhVwegY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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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international/20150205/554617/%E9%9B%BB%E6%A2%AF%E9%96%80%E5%A4%BE%E8%85%B3%E3%80%80%E5%A5%B3%E5%AD%B8%E7%94%9F%E9%9A%AA%E8%A2%AB%E6%89%AF%E6%88%90%E5%85%A9%E5%8D%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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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實驗場所存在的根本問題 

別校發生的，我們不至於？ 
但求問題不在我身上或與我有關，因循茍且， 
粉飾太平--這是工業安全衛生工作的致命傷。 



也許有制度及文件的規定，但瞭解、遵行 

的有限，明天或未來仍會敷衍下去？ 
 

該有的是否很具體？是否均應遵行。 

主管瞭解了沒，相關人員清楚各項規定之要義 

了沒？誰有責任？有否改進作法，還是管它去， 

讓問題、危機仍繼續存在。 

 

 學校實驗場所存在的根本問題 



經驗及統計告訴了我們什麼？ 

火災及事故，見怪不怪？為什麼會失火？ 

是操作因素？人為因素？係何原因造成的， 

那自動檢查、檢點是否落實或確實，老師是 

否盡到應有之責任？學校內，看到的、看不 

到的，是否均已在掌握中，賦予相同的關切。  

 學校實驗場所存在的根本問題 



有決心，用心，費心了沒？ 

安全衛生工作作好應無問題—只要 

我們有心，我們願意，我們絕對可 

以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