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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南電鍍廠傳工安意外泰籍男移工遭壓困命危
台南市安南區開安四街29日上午10時34分左右，傳出1起重大工安事件，1家工廠49歲泰籍移工在作業
時，不慎被電鍍用機台壓住，台南市消防局據報出動安和消防分隊前往搶救，經斷電後，消防人員拆解
機台板件，25分鐘後協助該移工脫困後，但該男子已無生命跡象。

案發後，消防人員除施以CPR外，並以救護車送永康奇美醫院急救，另通報通報勞檢所、台南市勞工局
及市警三分局警方，進一步釐清案情，追查肇事原因及相關責任中。

▲ 一名泰籍移工（49歲）作業時，不慎被電鍍用機台壓住，現正在醫院搶救中。 ▲ 3



勞工生命損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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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財產損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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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職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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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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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處理業常見危害

●安全面

主要改善需求：

1.通風換氣工程改善

2.新式密閉製程導入

3.墜落、掉落災害防止

4.滑倒、跌倒災害防止

5.人因性工程改善

6.噪音控制工程改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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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

與趨勢



◼ 工業革命

第一次(17XX,英)、第二次(18XX,歐)、第三次(19XX,美)、工業4.0(20XX,全)

◼ New Approach

歐盟為了達到市場統合之目的於1985 年達成協議並由歐盟內閣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發佈了所謂的「對於技術整合化與標準之新方向的理事會決議」，簡稱New Approach。

◼ 機械指令(89/392/EEC)

在這個決議下歐盟依不同產品的類別分別制定了20幾個不同的指令(Directions)，1989年6月14日公佈的
機械指令(89/392/EEC)是對確保安全的達成手段影響最深的指令之一。

◼ ISO/IEC Guide 51

由於國際標準乃源自歐盟標準，因此ISO/IEC和EN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但是EN之制定乃以符合法令
規範為前提，而 ISO/IEC則是為了排除技術性之貿易障礙。

ISO/IEC在制定機械安全相關標準時，先訂定了安全標準之制定指針。這個由ISO/IEC兩組織共同制定
的指標稱為「Safety aspects-Guidelines for their inclusion in Standards」，簡稱ISO/IEC Guide 51。

歐盟的統合與安全標準目標與推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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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的統合與安全標準目標與推動方法

通

用

性

行

業

性

區

域

性

ISO/IEC Guide 51

◼ 由於國際標準乃源自歐盟標準，因
此ISO/IEC和EN也有一些共同的特
徵。但是EN之制定乃以符合法令規
範為前提，而ISO/IEC則是為了排除
技術性之貿易障礙。

◼ ISO/IEC在制定機械安全相關標準時，
先訂定了安全標準之制定指針。這
個由ISO/IEC兩組織共同制定的指標
稱為「Safety aspects-Guidelines fo

r their inclusion in Standards」，簡
稱ISO/IEC Guid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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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的統合與安全標準目標與推動方法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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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行

業

性

區

域

性

ISO/IEC Guide 51

A類
基本安全標準

B類
群組安全標準

C類
產品(個別機械)安全標準

例如：機械工具、工業機器人、無人搬運車、帶鋸機

ISO: 機械領域 IEC: 電氣領域

ISO 12100:2010
機械安全-設計通則-風險評估與風險降低
ISO 14121-2
機械安全性 - 風險評鑑 - 第2部：實務指
引與方法範例

B1
(安全事
項)

B2
(安全裝置)

ISO 14119 連鎖裝置
ISO 14120 防護裝置
ISO 13852 上肢的安全距離
ISO 13849-1 系統安全
ISO 13849-2 安全相關零件
ISO 13850 緊急停止
ISO 13854 最小安全間隙
ISO 14123-1 有害物質
.....etc.

IEC 60204 電氣設備安全
IEC 13850 緊急停止
IEC 61496 感測器(一般安全)
IEC 61508 電氣安全機能
IEC 60947 低電壓開關與控制裝置
IEC 61000 電磁相容性
......etc.

我們要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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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半導體產業(S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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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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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性

• SEMI 標準從 1973 年開始至今已邁入第 43 年，並在半導體、平面顯示器、

太陽光電、微電子（MEMS）、奈米科技等領域的國際標準制定與推動有著

具體且豐碩的成果，目前 SEMI 已制訂定逾 950 項、21 大類之標準及安全

相關準則，許多標準亦已廣受全球 IDM 廠、晶圓廠、封裝測試廠的採用。

• SEMI 彙聚全球各地（美洲、歐洲、日本、韓國、臺灣等）超過 4,500 位產

官學研專家投身于制訂 SEMI 國際產業技術標準活動，目前共計 57 個標準

委員會，以及逾 200 個工作小組。

• 在臺灣，SEMI 目前所運作的國際產業技術標準委員會有：I&C 委員會、E

HS 委員會、FPD 委員會，3DS - IC 委員會以及 PV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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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印刷電路板產業(T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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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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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及其相關機構

通

用

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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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區

域

性 ●All countries use IEC and ISO standards or adapt them locally. 

●All the main institutes work jointly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4



歐盟機械安全法規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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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機械安全法規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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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國家標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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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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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機械

安全法規



國內法規_職業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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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法規_分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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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法規_子法(規則、標準、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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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自主安全

管理標準發展



產業自主管理標準核心

依產業特性協助發展自主安全管理標準，提

供其產業生產模式所需安全防護之專業知識

和技能，更帶動產業鏈上下游自主管理之文
化，協助七大產業提升本質安全體質。

廠務設施安全標準

電子零組件產業(印刷電路板)公告兩

大廠務設施安全標準(製程排氣系統

及化學品儲存與輸送系統)

機械設備安全標準

電子零組件產業(印刷電路板)

公告五大高風險設備產品安全

標準(烤箱、電鍍設備、蝕刻設

備、網印設備及壓合設備)

金屬製造產業(噴砂設備)

高風險作業標準

訂定鋼鐵業之高風險作業標準(吊

掛作業安全規範)，作為業界從事

相關作業之參考依據。

產業本質安全推動網站

透過網路方式，將7大類產業運作機制之成果及資源，

以訊息、說明檔案等方式分享，打破地理與時間的限制

4.1 產業自主管理標準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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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規範範例】 【自主管理架構】【標準化流程】

設備
選定

導入風險
評估技術

標準草案
訂定

標準
定案

設備
確效

自主管理
推廣

前置作業 標準化階段 宣導及推行

以台灣電路板協會訂定之自主管理規範為例

4.1 產業自主管理標準推動架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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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對象及
機械設備選定

教育訓練與實作

危害辨識及
風險分析

風險評估
結果分析

降低風險
(安全設計建議)

技術宣導與推廣

選定有意建置設備風險評估技術之機械設備製造供應商，每家輔導廠商至

少4次以上之臨廠輔導。

提供風險評估技術基本訓練(含實作約12小時），提升受輔導單位風險評估
及安全設計觀念，強化第一線人員之本質安全設計能力。

協助設備製造供應商辨識機械設備所有階段合理且可預期發生的所有危害

源，以利後續提出適當本質安全設計策略及危害預防措施。

評估設備在設計、製造階段之風險與危害等級。輔導廠商依風險評估結果

，將危害預防措施與安全設計納入設備之設計及製造。

持續依每一次的風險評估結果判斷此機械設備或製程是否安全，並檢討機

械、設備是否已適當地降低風險至合理且可以接受之範圍。

規劃產出產業設備安全標準或規範，並配合後續宣導說明會、教育訓練或

產械相關公協會活動等場合發放，達到技術資源宣導與推廣之目的。

(

1~

2

個
月)

溝
通
與
訓
練

(

2~

3

個
月)

風
險
評
估
階
段

(

1

個
月)

彙
整
輔
導
成
果

4.2 導入機械設備風險評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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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風險評估結果將不可接受的風險條列及整理為查核項目，依據其風險程度與標準規範參

考資訊等，研擬成個別設備安全標準草案。

輔導查核之安全衛生項目

機械或電氣元件設計

電氣設計

安全連鎖&緊急停車

使用者告示事項

國內職安衛相關法令及ISO標準

4.3 標準化階段－標準草案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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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事業推動自主安全管理標準，將與各公協會進行討論，由依產業特性建立
個別機械設備之產業自主安全管理標準，邀請各事業單位在委員會、理監事會議
或會員大會等場合討論與定案。

2021

⚫歷年產業之自主管理安全標準：

設備風險評估結果(樣張) 設備安全標準(樣張)

參考國際相關標準規範

1. ISO、IEC相關國際標準

2. SEMI S2-0706; S3-0306

3.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自主管理安全標準章節：

• 1.0- PURPOSE 目的

• 2.0- SCOPE 範圍

• 3.0- RESPONSIABILIT權責

• 4.0- DEFINITION 名詞定義

• 5.0- REFERENCE 參考資料

• 6.0- PRECAUTION 注意事項

• 7.0- CONTENT 安全基準內容

• 8.0- APPENDIX 附錄

壓合烤箱電鍍 網印 吊掛
噴砂

(草案)
電鍍

(草案)

風險
評估

(草案)

濕式
蝕刻

108 109 110 111

4.4 標準定案-產業推動座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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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延續性計畫推動迄今，7大類產業既
有執行模式的運作機制已見成效，考
量現今網路便利，規劃將計畫之成果
及資源，以訊息分享、說明檔案等互
動模式應用，打破領域及時間的限制，
有效活絡職業安全衛生安全意識及計
畫理念

• 機械設備安全：
1、甚麼是機械設備安全
2、機械設備製造安全流程
3、降低風險措施

1 2 3

本質安全架構

網站架構

決定機械之限制

危害鑑別

風險估計

風險評估

風險是否適度降低

機器壽命週期之七大階段(七大任

務)
十大類危害源

四大估計方法(ISO 14121-2: 201

2)

風
險
分
析

風
險
評
估

• 風險評估：
1、甚麼是風險評估
2、如何進行風險評估及其成效
3、風險評估案例研究

由設計者實施的防護措施

第一步 本質安全設計措施

第三步 使用信息
◼ 機器表面

-警示標誌和報警信號
-報警設備

◼ 用戶手冊中的信息

第一步 安全防護和補充性
防護措施

4.5 產業本質安全推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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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Guide 51

ISO: 機械領域 IEC: 電氣領域

A類
基本安全標準

B類
群組安全標準

C類
產品(個別機械)安全標準

例如：機械工具、工業機器人、無人搬運車、帶鋸機

B1
(安全事項)

B2
(安全裝置)

ISO 12100:2010、 14121-2：
✓ 機械設備風險評估基礎課程
✓ 機械設備風險評估進階課程-ISO 12100
✓ 機械設備風險評估進階課程-FMEA
✓ 機械設備風險評估進階課程-JSA
✓ 國際設備安全要求及機械本質安全設計

ISO 10218-1、11161 ：
✓ 自動化設備與整合系統之安全

設計原則

ISO 10218-2：
✓ 機械手臂整合應用的安全規範

ISO 16092-1：
✓ 衝床安全防護設計原則

ISO 16089：
✓ 磨床安全防護設計則

IEC 60204-1：
✓ 智慧控制電氣安全標準講習

IEC 610000-4：
✓ 電子產品ESD安全防護能力測試與規範介紹
✓ 電子工業ESD智慧防護設計
✓ 歐盟電磁兼容指令: 設備電磁干擾危害與安全

檢測對策

ISO 14120、13857、13855 ：
✓ 自動化機械安全標準研習會
✓ 智慧化感測之安全防護應用

ISO 13849-1：
✓ 設備安全功能與迴路設計研習會
✓ 安全迴路的架構

4.6 產業智慧化促進安全課程(國際標準)

今年度(111)本計畫內辦理的相關課程

29



4.6 未來發展-建立補助機制
103-104年
鑄造業

105-106年
表面處理業

107-108年
印染整理業

109年
橡膠製品製造業

110年起職安署重啟歷年輔導產業補助

其他
政府機
關

學校
單位

促進國人就業意願

引導更多3K產業響應
改善工作環境

建置更多3K產業通用
改善實例

輔導同業公會成立
安全衛生委員會

運作產業資
源溝通平台

多元宣導推廣

OSHA

鑄造業

表面處理業

印染整理業

橡膠業

塑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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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未來發展-建立補助機制(續)

1.工作場所製程設備之安全衛生改善：

(1) 新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製程設備。

(2) 新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控制設備。

2.整體廠房作業環境整理整頓之改善：

包括預防勞工於工作場所中滑倒跌倒、墜落或改善勞工工作場所
照明等，經審核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相關工程。

改善補助項目分類 產業機台設備、設施調查 需改善安全衛生重點

生產設備改善
射出成形、擠出成形、吹塑成形、熱成型、壓縮成形、
軋光(壓延成型)、擠壓成型、真空成型、旋轉成型、
發泡成型、纏繞成型、層壓成型、塗覆成型．．．

化學品暴露、粉塵吸入、濕熱環境燒燙傷、
防機械捲夾、噪音防護等

整體環境改善
廠房通道滑倒跌倒、照明、墜落或飛落等安全衛生改
善工程

排水改善、照明改善、其他

補助項目 (參考歷年勞動部補助改善工作環境作業要點) 補
助
作
業
要
點
內
容
請
依
正
式
公
告
版
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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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未來發展-建立補助機制(續)
⚫ 現有補助作法(以塑膠製品業為例)

引導機制：安全的基準尚須更明確 !
為提升製程設備安全衛生水準，應需要更明確適用該產業之對照標準，難以單就補助作業要點
完整一一規範，安全疑慮的管制機制需加強，建立產業自主安全管理標準有其誘因和必要性！

範
例

改
善
前

改
善
後

緊急
制動
裝置

隔音包
覆加強
降低噪
音

原始機
台包覆
方式噪
音較大

無顯易
操作之
緊急停
止裝置

避免破碎粉
塵飛散、降
低入料口產
生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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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02-27069896

Contacts: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安全與環保技術服務處(安環處)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43-1號3樓

Address:

02-27069890

F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