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TOSHMS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宣導活動

PASSWORD：she1965

（圖／https://toshms.osha.gov.tw/）

分享單位：亞洲水泥/職業安全衛生室
報告人員：周清臺/襄理
使用時間：2023.11.03/90分鐘

管理系統建置實務
案例分享

使用時間：2023.11.16/90分鐘

周清臺 個人簡歷

中華民國國軍
軍醫軍官20年

天鷹保全公司
人資主管2年

亞洲水泥公司
職安室17年

經 歷

國防醫學院
衛生勤務科
74年班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學 歷

職業安全管理
甲級技術士檢定合格
職業衛生管理
甲級技術士檢定合格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乙級技術士檢定合格

ISO45001主導稽核員

證 照

PASSWORD：she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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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亞洲水泥簡介

成 立 日 期 民國46年3月21日

董 事 長 徐旭東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354億5,570
萬0,710元整

主營業範圍 水泥及混凝土製品
製造業、土石採取

挑戰與展望 積 極 推 動 循 環 經 濟
創 造 水 泥 業 新 價 值

亞泥總公司(台北)
台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二段207號30、31樓

台中儲運站
0526驗證完成

高雄儲運站
0525驗證完成

新竹製造廠
0524驗證完成 花蓮製造廠

基隆儲運站
本次未抽樣

花蓮儲運站
0522驗證完成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及人員

亞洲水泥公司各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人員

單位

人員

管理組織
(人員)

總公司
(含儲運站)

花蓮
製造廠

新竹
製造廠

男106女36
合計：142員

平均年齡：46.4

男280女25
合計：305員

平均年齡：45.0

男28女1
合計：29員

平均年齡：54.1

總計：男414女62合計：476員 / 平均年齡：45.98

屬性：一級專責管理單位
編組：職業安全衛生室
甲業1人、管理員1人
各儲運站：業務主管1人
特約臨場健康服務人員

屬性：一級專責管理單位
編組：職業安全衛生組
甲業1人、管理師1人、管
理員2人、護理師1人
聘僱勞工健康服務人員

屬性：管理人員
編組：甲業1人
納入總公司臨場健康服務



石灰石採掘生料研磨熟料燒成水泥研磨發貨

連續式水泥生產製程連續式水泥生產製程

水泥生產流程示意圖

1.石灰石開採製程 2. 生料研磨製程

3. 熟料燒成製程4.水泥研磨製程

5.產品發貨流程

水泥火車運輸 水泥/熟料卡車運輸

熟料庫

生料庫

水泥庫

煤磨



• 空氣品質、氣體、粉塵等。化學性危害

• 照明、通風、游離輻射、非游離輻射、噪音、高溫、
捲夾、感電、墜落、物體飛落等。物理性危害

• 皮膚黏膜接觸與空氣傳染。生物性危害

• 固定性、細微性或重複性的；搬運或處理重物等。人因性傷害

• 工作負荷、人際關係、管理不良等。心理性危害

水泥業可能危害分類



緣起

整合產業鏈
取得職安管
理系統衛國
際驗證

亞泥體系包括亞洲水泥花蓮廠及子
公司亞東預拌混凝土公司、富民運
輸公司、嘉惠電力公司、遠龍不休
鋼公司等均早已通過管理系驗證，
這次完成亞泥總公司(含花蓮、基隆
、台中、高雄儲運站)、亞洲水泥新
竹廠及子公司亞利預鑄公司、南華
水泥公司等於2023年通過驗證後，
亞泥體系各事業單位均取得國際驗
證。

符 合 ESG 發
展趨勢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建構零
災害職場環境，讓同仁健康幸福地
工作，亞泥責無旁貸。為了嚴格做
好風險管控，從總公司到各廠都依
法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並
導入管理系統制度，確實執行。

目的

健康安全 效益彰顯

▲自身健康情形
▲健康知能
▲就業滿意度
▲工作年限

▲員工士氣
▲工作品質
▲生產力
▲徵才聘僱
▲文化
▲企業形象
▲勞資關係和諧
▼工作意外
▼病假率
▼健康保險支出成本
▼員工流動率

健康職場 永續關鍵

企業追求永續發展，健
康企業、健康職場、健
康人力資本以及員工的
健康人權保障是企業永
續發展的關鍵。因為永
續來自創新、創新來自
具有健康活力的員工。

健康職場 永續關鍵

健康的員工是企業永續
發展的基礎，每個意外
和職業病都是可以預防
的。(第21屆職業安全衛
生大會)

健康員工 永續基礎

符合法規 健康保護

一.良好的職業健康與安全，
是企業永續經營關鍵

二.遵循法規義務，僅是最基
本要求

三.透過風險評估，可支援有
效管理

四.預防，是避免風險的關鍵
五.落實教育訓練，給員工最

札實的保護
六.領導者重視與授權，企業

文化才得以塑型

職業健康與安全
企業領導人的六件事



前置作業流程

高層溝通
1. 了 解 高 層 對

建 置 系 統 之
需求與期望

2. 顧 問 說 明 系
統 的 功 能 與
建置方向

3. 取得授權

起始會議
1. 對 象 ： 公 司

總 經 理 、 廠
長 級 一 級 主
管。

2. 目 的 ： 建 置
規 劃 與 推 動
計畫。

3. 確 認 執 行 進
程。

推動組織
1. 各 廠 站 指 定

負責窗口
2. 總 公 司 各 部

門指定窗口
3. 建置Line群組

便 利 即 時 溝
通與協作

教育訓練
1. 推 動 小 組 教

育訓練
2. 溝 通 計 畫 目

標 與 推 動 流
程

3. 相 關 準 備 文
件 與 執 行 紀
錄

目標溝通
充分授權

瞭解計畫
全力支持

完善組織
按表推動

建置種子
前瞻培訓

準備階段
1. 透 過 外 部 驗

證 公 司 徵 詢
及 業 界 推 薦
。

2. 提 供 顧 問 現
況 與 相 關 文
件。

3. 預 算 編 列 及
採購建案

遴選顧問
採購建案



起始會議

111/09/01

第一階段規劃期 (時程3個月)

第二階段過程建置期 (時程3.5個月)

111/11/30 112/05/31112/02/28

第三階段
•作業管制運作、紀錄
•稽核人員訓練
•進行內外部稽核
•提出驗證申請

第二階段
•完成文件制定
•作業管制運作、紀錄
•進行整合現有文件
•系統運作、文件整合

第三階段運作驗證期 (時程3.5個月)

第一階段
•完成風險評估
•完成法規查核
•完成目標方案制訂
•完成政策擬定合

建置計畫預定時程建置計畫預定時程

建置期程與管制
參加人員預定日期內 容工作項目

工安人員08/24• 瞭解現階段制度運作情形
• 收集文件與制定說明

• 先期討論-
• 文件收集與確認

各級主管人員09/14
14:00~15:00• ISO 45001啟始會議簡報• 主管人員啟始會議

• 管理系統標準簡介

推動種子人員09/23(台北)
09:00~12:00

• ISO 45001標準概論/
•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訓練與評估表單填寫

• ISO 45001標準概論/危害鑑別、風
險與機會評估訓練與評估表單填寫

推動種子人員10/05(台北)
09:00~12:00• 針對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資料演練及討論• 危害鑑別、風險與機會評估整體討

論

推動種子人員10/13(南華)
13:30~16:00

• 過程中針對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資料演練及分
組討論-子公司

• 危害鑑別、風險機會評估分組與現
場訪視討論

推動種子人員10/14(樹林)
09:00~12:00

• 過程中針對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資料演練及分
組討論-子公司

• 危害鑑別、風險機會評估分組與現
場訪視討論

各單位職安人員10/21
09:00~12:00• 管理系統文件程序修訂版討論• 管理系統文件程序修訂含採購、承

攬管理討論

推動種子人員10/31(花蓮)
09:00~12:00

• 過程中針對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資料演練及分
組討論-儲運站

• 危害鑑別、風險機會評估分組與現
場訪視討論/

推動種子人員11/01(基隆)
09:00~12:00

• 過程中針對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資料演練及分
組討論-儲運站

• 危害鑑別、風險機會評估分組與現
場訪視討論//

推動種子人員11/07(高雄)
09:00~12:00

• 過程中針對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資料演練及分
組討論-儲運站

• 危害鑑別、風險機會評估分組與現
場訪視討論//



建置期程與管制
參加人員預定日期內 容工作項目

推動種子人員11/08(台中)
09:00~12:00

• 過程中針對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資料演練及分
組討論-儲運站

• 危害鑑別、風險機會評估分組與現場
訪視討論//

推動種子人員11/04(新竹)
09:00~16:00

• 過程中針對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資料演練及分
組討論

• 法規適用性鑑別、守規性評估訓練及運作說
明

• 危害鑑別、風險與機會評估分組討論/
• 法規鑑別、守規性評估訓練

職安人員11/17
09:00~12:00• 管理系統文件程序修訂版討論• 管理系統文件程序修訂討論

推動種子人員11/30(新竹)
09:00~12:00

• 過程中針對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資料演練討論
及初稿確認

• 法規適用性鑑別、守規性評估討論及初稿確
認

• 危害鑑別、風險與機會評估分組討論/
• 法規鑑別、守規性評估討論與確認完

成初稿

各單位職安人員12/14
09:00~12:00

• 風險機會規畫結果討論
• 目標、展開時程及運作討論
• 政策擬定與討論

• 風險機會、目標績效指標規劃、政策
討論設定

各單位職安人員電子郵件確認及討論• 確認系統文件及風險評估對應風險機會之執
行• 確認系統文件及風險機會、目標運作

各部門種子人員12/28(台北)
09:00~12:00• 確認風險評估對應作業管制運作之文件建置• 運作管制文件制訂討論

• 含採購、承攬管理規範

各部門種子人員01/09(新竹)
09:00~12:00• 確認風險評估對應作業管制運作之文件建置• 作業管制運作文件制訂

建置期程與管制
參加人員預定日期內 容工作項目

各部門種子人員01/10(亞利)
09:00~12:00• 確認風險評估對應作業管制運作之文件建置• 作業管制運作文件制訂

各部門種子人員01/11(南華)
09:00~12:00• 確認風險評估對應作業管制運作之文件建置• 作業管制運作文件制訂

各級主管人員02/08
10:00~12:00• ISO 45001管理系統程序運行說明• 主管人員管理系統運作與執行說明

各部門種子人員各單位運行• 作業管制運作• 作業管制運作

各部門種子人員03/03
09:00~16:00

• 稽核人員教育訓練
過程中分組演練討論• 內部稽核訓練-1 

各部門種子人員03/10
09:00~16:00

• 稽核人員教育訓練
過程中分組演練討論• 內部稽核訓練- 2

合格內稽人員03/13~03/17• 執行安全衛生稽核/此部分由各廠安排合格稽
核人員交互稽核• 內部稽核執行-

各單位職安人員03/21
09:00~12:00• 安全衛生稽核後檢討• 內部稽核執行結果檢討

各相關部門執行
由內稽人員確認

• 確認原因及討論矯正作法
• 進行改善措施之確認及追蹤• 不符合矯正

管理代表/相關
部門主管及代表4月• 討論推行及執行系統績效

• 研議下階段執行方向及目標• 管理階層審查

工安2月底前• 與驗證機構確認外稽時程• 外稽時程確認
協助稽核時陪同5月底前• 外部正式稽核• 協助完成外部稽核



成立推動組織

職責組成需求執行
週期

人數
需求單位別各推行組織

釐清組織處境與評估風
險與機會

 對單位潛在機會與
風險清楚者1個月1-2人各單位

/各廠
組織處境分析
評估小組

辨別權責轄區危害作業
活動
擬定目標管理方案

 對作業活動執掌熟
悉者

 資深員工
 對工作步驟清楚

2-3個
月1-2人各單位

/各廠
風險評估小組

鑑別安全衛生法規 熟悉安全衛生法規
 有受過相關訓練1個月1-3人

安衛組
各單位/
各廠

法規鑑別小組

負責修訂系統管理文件
以符合系統要求

 有制度管理推動經
驗

 有興趣者
2個月4-8人

安衛組
採購組
各廠/
發包單
位

文件/標準書制
修訂小組

獨立性分組稽核各部門
環安衛推行狀況

 有興趣者
 系統稽核執行者一次

15-30
人

全部單
位

內部稽核小組

授權以確保系統推行有效性之組織
(各單位推動人員指派，確保適任性與執行能力)



推動小組教育訓練



組織背景-運作重點-決定與目的相關之運作範圍

收集與彙整
本公司〝內外部議題〞

24項

討論後採取18項策略

職安會審議裁示

5項
行動措施規劃

內外部議題分析



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收集與彙整

〝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11項

列為職安應遵守義務

7項

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收集與彙整

〝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11項

列為職安應遵守義務

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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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工作者與其他利害相
關者的需求與期望(4.2)

領導和
工作者
參與
(5)

規劃
(6)

支持
與運作
(7,8)

改善
(10)

績效
評估
(9)

P

D

C

A

職安衛管理系統範疇(4.3/4.4)

組織前後環節(4)
內、外部議題(4.1)

職安衛管理系統預期結果

5.1 領導和承諾
最高管理階層應針對OH&S
管理系統，以下列作為展現
其領導力與承諾:(a~m)
• 定義最高管理階層法律責任；
• 確保OH&S融入組織業務過程；
• 確保資源備妥……
• 支援其他相關管理階層角色；
• 發展文化、委員會運作等…

5.2職安衛政策
•透過政策的建立，宣示推動
OH&S的決心、方向與期許

•提供安全環境、符合法規、
消除危害、降低風險、全員
參與、持續改善

•在組織內溝通
•切題與適當

ISO45001- 第5節運作重點-定義及確保權責

5.3組織的角色、責任
和職權：

•最高管理者應確保相關
OH&S管理責任與職權
指派與溝通。

• 各階層的工作者應承擔
其所管控的OH&S相關
部分的責任。

• 指派管理階層指定者

5.4工作者之諮商及參
與：

• 應有所有適當階層與部
門之工作者諮商及參與
OH&S管理系統發展、
規劃、實施、績效評估
及改善措施的過程

• 應有機制、時間、訓練
及資源

• 九項諮商、七項參與



承擔責任

•預 防 與 工 作 有
關之傷害/健康
影響
•提 供 安 全 健 康

的 工 作 場 所 和
活動
•法律最終責任

確保運作

•建 立 符 合 組 織
策 略 發 展 之 政
策目標
•管 理 程 序 及 要

求 整 合 納 入 組
織程序
•資源提供/持續

改善/員工參與

溝通/保護

•溝 通 有 效 的 職
安衛管理
•符 合 職 安 衛 管

理 要 求 的 重 要
性
•保 護 通 報 事 件

員 工 安 全 免 受
報復

指導/支持

•支 持 人 員 貢 獻
的有效性
•相 關 管 理 職 位

業 務 範 圍 能 力
展現

發展文化

•引 導 促 進 組 織
支 持 職 安 衛 管
理 預 期 結 果 的
文化

5.1 領導和承諾-最高管理階層「應」

法律授與及擔負
之 職 安 衛 權 責 /
管理系統之最終
責任
參與會議與決策
/指派授予權責

授權分工/幕僚
能力/推動組織
成立/風險機會
鑑別/管制制度/
源頭管理/採購
、承攬、變更/
組織運作控制/
設備、環境管理
/化學品/防護具
等

在會議中宣示支
持/時時關注執
行情形/以身作
則發表聲明/公
告標示安全事項
/鼓勵提報潛在
危害與缺失/保
護提報者

建立安全衛生委
員 會 / 提 供 其 運
作的支援/
支持相關的管理
職位於其範圍證
明(展現)他們的
領導績效

透過宣導、高階
的支持、活動的
辦理、文宣及榮
譽感養成、型塑
組織成為兼顧環
安文化的一流企
業，並養成習慣

IAF要求執行外部稽核時必須:
透過訪談最高管理者，了解最高
管理者對職安的認知與支持，如

何確認有效運作、組織文化

5.2 職安衛政策



5.3 組織的角色、責任和職權/5.4工作者諮商參與

最高管理階層應確保OH&S管理相關角色之責任與職權，已在組織內所有階層
有所指派與溝通。組織各階層的工作者應承擔其所管控的OH&S管理系統相關
部分的責任。提供諮商及參與之必要的機制、時間、訓練及資源；

依標準及法規要求建立

各級人員安全衛生責任
各級主管人員

指揮、監督、教導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全體工作者

諮商及參與安全衛生相關制度建立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及作業規範

5. 領導和工作者參與

5.4 工作者之諮商及參與
組織應建立、實施及維持所有適當階層與部門之工作者與
工作者代表(如有時)諮商及參與OH&S管理系統發展、規
劃、實施、績效評估及改善措施的過程。

組織應：
a) 提供諮商及參與之必要的機制、時間、訓練及資源；

備註1：工作者代表可以是諮商及參與的一項機制。

P

A

C

D領導與工
作者參與



5. 領導和工作者參與
5.4 工作者諮商及參與
d)針對下列事項，強調非管理工作者的諮商：

1)決定利害相關者的需求與期望(參照4.2)；
2)建立OH&S政策(參照5.2)；
3)指派適當的組織角色、責任及職權(參照5.3)；
4)決定如何履行法規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項(參照6.1.3)；
5)設定OH&S目標及規劃如何達成目標(參照6.2)；
6)決定外包、採購及承攬商適當的管制(參照8.1.4)；
7)決定需要監督、量測及評估的事項(參照9.1)；
8)規劃、建立、執行及維持稽核方案(參照9.2.2)；
9)確保持續改善(參照10.3)；

(當選者任期至113年12月31日止，納入名
冊參加委員會運作)
總公司/秘書處/黃明福先生/得28票
國內處/花蓮儲運站/游東和先生/得26票
國內處/台中儲運站/陳志銘先生/得24票

5. 領導和工作者參與

5.4 工作者諮商及參與

e) 針對下列事項，強調非管理工作者的參與：
1) 決定諮商及參與的機制；
2) 鑑別危害及評鑑風險與機會(參照6.1.1與6.1.2)；
3) 決定消除危害與降低OH&S風險的措施(參照6.1.4)；
4) 決定適任性要求事項、訓練需求、訓練及評估訓練(參照7.2)；
5) 決定什麼需要溝通與如何完成溝通(參照7.4)；
6) 決定管制措施及其有效的執行與使用(參照8.1、8.1.3及8.2)；
7) 調查事件與不符合，並決定矯正措施(參照10.2)。



「規劃」的系統邏輯



請問
您看到甚麼?

37

風險 機會

疾病風險累積

改善機會

飲食控制運動

趨向健康

孕育未來希望

潛在風險

醫師適性評估

健康保護措施

38



6. 規劃
6.1 對應風險與機會之措施

• 輸入
• 內外部議題分析
• 工作者與利害相關者要求與期望
• 危害鑑別、風險/機會評估
• 法令與其他要求事項

• 輸出
• 職安衛風險與機會
• 規劃改善風險/機會行動
• 職安衛目標及達成方案

6.1.2危害鑑別及風險與機會的評鑑

活動
例行性 : 實驗、試車、操作、歲修…

非例行性 : 異常、緊急事件處理..

人
工作者(員工、派遣)

承攬商與訪客/

設備/設施/原材料
公司內環境設施、自有設備
廠商施工機具
使用的物料、物質、化學品



6. 規劃
6.1.2.2 OH&S風險與OH&S管理系統
其他風險之評鑑
組織應建立、實施及維持過程，以：
a) 在考慮現有管制之有效性時，評

鑑已鑑別危害的OH&S風險；
b) 決定及評鑑與OH&S管理系統之建
立、實施、運作及維持有關的其
他風險。

組織評鑑OH&S風險之方法與準則，
應依據其範圍、性質及執行時機予
以界定，以確保評鑑是主動積極而
非被動的，並且使用系統化的方法。
方法與準則之文件化資訊，應予以
維持及保存。

6. 規劃-6.1.2.2 OH&S風險與OH&S管理系統其他風險之評鑑

依公司營運範圍
建立作業清查表



依公司營運範圍
建立作業清查表

寫出“真因” ?

硬體保護裝置
、管理措施或

防護具..填寫具
體、明確，確

認有效性

根據現有管制
措施有效性評

估風險….

降低風險措施
或改善機會..

填列

具有危害之設備、
條件及作業應

“鑑別”

6. 規劃

6.1.2.3 OH&S機會與OH&S管理系統其他機會之評鑑
組織應建立、實施及維持過程，以評鑑：
a) 提升OH&S績效之OH&S機會，考慮的事項有已規劃之組織、
其政策、過程或其活動的變更，及：
1) 調整適合工作者之工作、工作編組及工作環境的機會；

2) 消除危害與降低OH&S風險的機會；

b) 改善OH&S管理系統的其他機會。
備註：OH&S風險與OH&S機會可能會造成組織的其他風險與其

他機會。



6. 規劃
6.1.3 決定法規要求事項及其他要求事項
組織應建立、實施及維持過程，以：
a) 決定及可取得適用之危害、OH&S風險及OH&S管理系統相

關的最新法規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項；
b) 決定此等法規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項如何適用於組織及

什麼是需要溝通的；
c) 當建立、實施、維持及持續改善OH&S管理系統時，考慮到
此等法規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項。

組織應維持與保存法規要求事項及其他事項要求之文件化資
訊，並確保其已更新，以反映任何改變。
備註：法規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項可能會造成組織的風險

與機會。

我 的 工 作 環 境
、 使 用 的 機 具
、 器 械 、 接 觸
的 對 象 、 化 學
物質…

危害是什麼???

對應的法規???
我清不清楚???

如 果 不 符 合 ?
是 不 是 代 表
作業中有風險

法規符合度查核之流程
工安法規之收集、
適用性判別工安負責、
符合性判別由各單位人員查核



判別適用與否及
適用單位

收集所有相關之
職安法規

查核符合性單位

6.1.4 規劃行動6.1.4 規劃行動



法規要求事項及其他要求事項
1 職業安全衛生法 108.05.15 108.06.15 ●

2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109.02.27 109.03.01 ●

3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111.08.12 109.03.02 ●

4 工業用機器人危害預防標準 107.02.14 107.02.14 ●

5 高架作業勞工保護措施標準 103.06.25 103.07.03 ●

6 精密作業勞工視機能保護設施標準 103.06.30 103.07.03 ●

7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110.12.22 ●

8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110.01.05 110.01.07 ●

9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 110.07.07 ●

10 職業安全衛生標示設置準則 103.07.02 103.07.03 ●

11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 111.05.1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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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8.10 106.08.10 ●

13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識規則 107.11.09 107.11.09 ●

14 高溫作業勞工作息時間標準 103.07.01 103.07.03 ● ●

15 重體力勞動作業勞工保護措施標準 103.06.30 103.07.03 ● ●

16 女性勞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109.09.16 ●

17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理辦法 103.12.31 104.01.01 ●

18 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章使用及管理辦法 106.09.30 104.01.01 ●

1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 105.11.21 ●

2 鍋爐及壓力容器安全規則 103.07.01 103.07.03 ●

3 起重升降機具安全規則 109.08.20 ●

4 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 111.09.14 ●

5 既有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 103.07.03 103.07.03 ●

6 升降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103.06.27 103.07.03 ●

7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103.06.27 103.07.03 ● ●

1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103.06.25 103.06.25 ●

2 鉛中毒預防規則 103.06.30 103.07.03 ●

3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 111.06.29 111.06.29 ●

4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110.09.16 ●

5 勞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105.11.02 ●

6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103.06.25 103.06.25 ●

7 缺氧症預防規則 103.06.26 103.06.26 ●

8 異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 103.06.25 ●

9 勞工作業場所容許暴露標準 107.03.14 ●

1 勞動檢查法 109.06.10 ●

2 勞動檢查法施行細則 109.09.26 ●

3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 109.07.17 109.07.17 ●

4 勞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勞工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 94.06.10 94.06.10 ●

1 消防法 111.05.11 ●

2 消防法施行細則 108.09.30 108.09.30 ●

3 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110.06.25 110.06.25 ●

4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理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辦法 110.11.10 ●

1 原子能法 60.12.24 60.12.24 ●

2 原子能法施行細則 91.11.22 91.11.22 ●

3 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 94.12.30 94.12.30 ●

4 勞動基準法 109.06.10 ●

5 勞動基準法施行細則 108.02.14 108.02.14 ●

6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 107.11.21 107.11.21 ●

7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施行細則 108.02.23 108.02.23 ●

8 民防法 110.01.20 ●

9 民防法施行細則 109.02.18 109.02.18 ●

10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 111.04.01 111.04.01 ●

1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理法 108.01.16 109.01.16 ●

1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理法施行細則 108.09.03 109.01.16 ●

13 菸害防制法 98.01.23 98.01.23 ●

14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110.01.06 103.06.26 ●

15 放射性物料管理法 91.12.25 91.12.25 ●

16 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行細則 108.11.21 ●

17 游離輻射防護法 91.01.30 91.01.30 ●

18 游離輻射防護法施行細則 97.02.22 97.02.22 ●

19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人員管理辦法 98.04.17 98.04.17 ●

20 輻射防護人員管理辦法 100 08 31 ●

發布日期NO 不適用 查核部門

勞動

檢查

法(D)

適用單位適用

特殊

危險

機具

安全

衛生

標準

(B)

法規名稱 參考類別 施行日期

其他

法令

(F)

一般

安全

衛生

標準

(A)

特殊

危害

預防

安全

衛生

標準

(C)

消防

法令

(E)

職安相關法規收集
78項法規、
37項指引；
共列出26筆適用法規。

無法規不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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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機會規劃行動

彙整之〝風險
與機會之行動
規劃一覽表〞
共有43項目標
其中列為改善
機會有27項，
降低風險措施
有16項，
採取行動規劃
轉成改善方案
則有9項。

彙整單位：  彙整日期： 2023.03.21

利害相關者 議題別 現況概述 類別 未來情勢說明 結果 權責單位 判定 權責單位

消

除

改

善

替

代

改

善

工

程

改

善

人

員

資

格

標

誌

警

告

管

理

控

制

硬

體

或

護

具

緊

急

應

變

監

督

量

測

具體作為
管制文件名

稱或編號

改善計畫/方

案編號

職安室 外部 工安
非政府組織

機構(NGO)
內外部議題

總公司及新竹廠未實施職安

衛管理系統驗證，不符合

ESG指標之要求

機會

總公司(含儲運站)、新竹

廠等導入ISO45001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須

通過驗證，以符合ESG之

要求。

待建立 各單位 是 各單位 O

編列預算聘任顧問導

入

ISO45001/CNS45001
並實施驗證

顧問費報價 R111-0912 是

職安室 外部 工安 主管機關 遵守義務
違反職業安全全衛生相關法

規罰鍰加重
風險

本公司為甲類事業，違反

職安法規最低起罰10萬元
已具備 各單位 是 各單位 O O O O O O O O

積極走動式管理，強

化教育訓練增加工作

者安全意識，區劃責

任區密切巡查，先知

先至解決問題，防止

危害發生事故

勞動部111年
7月27日勞職

授字第

1110203765
1號令

否

職安室 外部 工安 主管機關 遵守義務
法規修正需約聘醫護執行臨

場健康服務
機會 須遵守法規範 已具備 職安室 是 職安室 O O O

特約實青健康顧問公

司派遣醫護人員執行

總公司及新竹廠臨場

健康服務

勞動部110年
12月22日勞

動部勞職授字

第

1100206335
1號令修正

臨場健康服

務合約書
否

職安室 外部 工安 主管機關 遵守義務 春節防災 機會 須遵守法規範 已具備 各單位 是 各單位 O O
頒布春安實施計畫依

檢點表實施盤點

職安署網頁公

告

亞(111)職字

第1449號
否

新竹廠管理

組
外部 工安 主管機關 利害相關者要求

檢送貴單位大量製造處置
使用儲存危險物事業單位
火災爆炸災害預防監督改
善通知書，請在指定期限

內改善。

風險
不符法規，未改善可能會
造成職業災害，乃至主管
機關開罰。

已具備 管理組 是 管理組 O O 遵照辦理,己改善完成。
勞職北1字第
1111037739

號
R111-0107 否

新竹廠管
理組 外部 工安 主管機關 利害相關者要求

提供固定式起重機起重吊
掛作業安全說明會,請貴公
司派相關作業人員參與.

機會
廠內操作人員須符合法規
要求,要有合格證照 已具備 管理組 是 管理組 O O 派相關人員前往上課

勞職北3字第
1111046731

號
R111-0155 否

新竹廠管
理組

外部 工安 主管機關 利害相關者要求

年度鹽霧害季節已屆，敬
請貴用戶配合共同防範送
電設備『鹽塵霧害』事故
發生，確保用電安全.

風險
廠內相關設施未依建議進
行作業,可能發生嚴重電器
災害

已具備 生產工程
組

是 生產工程
組

O O
本廠於111/11/14進行
變電所年度保養工作，
以確保用電安全。

桃供字第
1118116342
號

R111-0161 否

新竹廠管
理組

外部 工安 主管機關 利害相關者要求

為預防及降低職業災害發
生，請依說明事項確實檢
視工作場所設施設備及作
業，落實防災措施。

機會
廠內工作場所設施若不合
法規,可能造成工安事故且
主管機關可能開罰

已具備 生產工程
組

是 生產工程
組

O O O
通知現場單位負責人確
認防災設施是否完備.
否:進行設備更換.

勞職北1字第
1111052078

號
R111-0176 否

新竹廠管
理組

外部 工安 總公司 利害相關者要求

112年春節前後期間，請各
關係企業確實加強場所安
全防護及防火管理，以防
範意外事故發生，請遵照
辦理。

機會
未依建議進行加強管理,年
假期間可能造成事故,進而
造成損失

已具備 管理組 是 管理組 O O 照來文要求辦理 遠東新(112)
董字第016號

否

風險與機會之行動規劃表

單位

內外部議題分析(4.1/4.2/6.1.2/6.1.3) 風險及機會分析與評估(6.1.1) 執行能力分析 對應行動展開(6.1.4/8.1.2)

新改善控

制方式達

「變更管

理範圍」
類別

職安室

50



目標及規劃

項次 政 策 目 標 達成目標的規劃 工作內容 預定完成日期 執行單位 經費

說明 政策對應 儘可能量化 說明執行案件名稱/編號 說明案件之細部工作 案件預定完成日期 負責執行單位 初估費用

1
健全職安衛管理

系統
通過ISO45001驗證

導入ISO45001/CNS45001並通

過驗證

導入、建置系統、內稽、矯

正、管審、外稽，發證
2023/6/5 職安室 120萬

2

全面風險評估，

建立安全標準與

程序防患未然

降低感電危害風險

的可能性

電器開關箱安裝中隔板

23-S-09-01

1.統計數量，以經常使用者

有先安裝。

2.物料採購：電木、五金材

料。

3.材料加工：電木裁切適當

尺寸並開孔。

4.安裝。

2023/12/31 新竹廠生產工程組

3
建立健康安全的

工作場域

拆除老舊鏽蝕設備

降低危害風險

拆除老舊鏽蝕且有危害之虞

設備
就熟料進庫系統拆除工作 2022/12/31 花蓮儲運站 790449

4
建立健康安全的

工作場域

拆換鏽蝕電纜槽降

低危害風險

拆除鏽蝕且跟換新電纜槽並

降低危害風險

滑運機輸送架電纜槽拆換工

作
2023/3/1 花蓮儲運站 693448

5
建立健康安全的

工作場域

拆換鏽蝕浪板降低

危害風險
拆換鏽蝕浪板降低危害風險

熟料帶運機屋頂浪板鏽蝕拆

換
2023/6/30 花蓮儲運站 730646

6
建立健康安全的

工作場域

設置護欄及樹叢管

制人員進入

設置護欄及樹叢在鐵軌兩側

以便管制人員進出

鋼繩區設立可拆式護欄，另

一側種植樹叢
2023/10/31 花蓮儲運站 300000

7
符合法規降低風

險

降低人因危害風險

可能性等級P3到P2

現場搬包人員作業人因性危

害改善計畫
包裝50公斤改為40公斤 2023/1/1 基隆儲運站 0

8 降低風險 改善爬梯 爬梯改善計畫
切割圓管待隔日與角鐵電焊

固定
111/12月中 台中儲運站 0

9 降低風險 改善爬梯 爬梯改善計畫 電銲角鐵固定及測試 111/12月中 台中儲運站 0

管理代表：　　余東霖 周清臺

目標及規劃一覽表

類別：■ ISO 45001/CNS 45001 填表日期：2023/03/23本年度之〝目標
及規劃〞共計採
取之行動規劃為
9大項。

彙集各廠站針對
風險評估及(現
場查核)之部分
訂定公司整體改
善目標

已改善完成4項

持續進行中5項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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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工作者與其他
利害相關者的需求
與期望(4.2)

領導和
工作者
參與
(5)

規劃
(6)

支援
與運作
(7,8)

改善
(10)

績效
評估
(9)

P

D

C

A

職安衛管理系統範疇(4.3/4.4)

組織前後環節(4)內、外部
議題(4.1)

職安衛管理系統預期結果

7. 支援 ：
─ 7.1 資源；

─ 7.2 能力(適任性)；

─ 7.3 認知；

─ 7.4 溝通；

內部、外部溝通

(7.4.2、7.4.3)；

─ 7.5 文件化資訊；

文件化、建立與更

新、文件管制；

ISO45001-PDCA模式 - Do

管理系統
運作所需
要的運作
平台、資
源與能力

7. 支援

7.1 資源
組織應決定並提
供OH&S管理系
統建立、實施、
維持及持續改善
所需的資源。

年度職安衛
管理計畫



適任性規範與證明文件
新人訓練
一般安全衛生/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在職訓練
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
消防訓練、急救人員…….

專業資格及訓練
稽核員、風險評估、法規人員

確認工作者認知
認知職安衛政策
與工作者有關的危害、風險及所
決定之措施
具有遠離會造成生命或健康迫切
與嚴重危險之工作狀況的能力

7.2 能力(適任性)/7.3認知-稽核重點7.2 能力(適任性)/7.3認知-稽核重點

溝通過程，包括:(是否有溝通過程要求並留下紀錄)
溝通的內容；
溝通的時機；
溝通的對象；
溝通的方式。

內部諮商、參與及溝通管道
洽詢直屬主管或職安室
透過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中表達意見
透過何種方式，如:部門會議
發文
電子郵件
最高領導信箱…

7.4 溝通7.4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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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文件化資訊 -7.5 文件化資訊 -

58

瞭解工作者與其他
利害相關者的需求
與期望(4.2)

領導和
工作者
參與
(5)

規劃
(6)

支援
與運作
(7,8)

改善
(10)

績效
評估
(9)

P

D

C

A

職安衛管理系統範疇(4.3/4.4)

組織前後環節(4)內、外部
議題(4.1)

職安衛管理系統預期結果

ISO45001-PDCA模式 - Do

8. 運作 ：
─ 運作之規劃及管制；

─ 8.1.1通則；

─ 8.1.2消除危害及降低

OH&S風險；

─ 8.1.3變更管理；

─ 8.1.4採購；

通則；承攬商 ；外包；

(8.1.4.1~8.1.4.3)

─ 8.2緊急準備及應變；

有哪些危害、法規
要求或高風險作業
是需要管制的?
有沒有管制標準?工
程控制?
管理規範還是
個人防護具



8. .1運作之規劃及管制
針對危害源、法規要求事項，須實施管制事項，需：

建立準則；根據所建立之準則，實施管制；留下證據；

一般安全管理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滑運機安全作業標準
螺運機安全作業標準
電焊安全作業標準
切割機作業規範
電氣設備維護作業標準
人力搬運安全作業標準
清潔維護作業規定
…………………..

健康管理
個人防護具使用規定
員工健康管理辦法
人因危害預防計畫
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異常工作負荷預防計畫
…………

當管制過程發現
已經有異常或可能
影響健康安全時；
有沒有職醫、職護
的評估?調整
適合工作者的工作

針對危害源、法規要求事項，須實施管制事項，需：
建立準則；根據所建立之準則，實施管制；留下證據；

特殊危害性作業
特殊危害作業許可

高處作業管制
局限空間作業管制
動火作業管制

輪班及夜班工作管制一致性

變更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變更管理作業相
關規範與執行紀錄

8. .1運作之規劃及管制-



8. .1運作之規劃及管制-

採購管理
(確保產品、設備、原物料及服
務進場前符合法規)

採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規定
採購案職業安全衛生審查
及合約

8. .1運作之規劃及管制-

承攬管理
(確保承攬商及外包作業符合安全衛生要求)

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定
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危害告知
承攬商進場施工人員出入申請
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承諾

外包作業
委外清洗、清潔、修繕、事業
廢棄物委外處理…………



8.2 緊急準備及應變
組織應建立、實施及維持所需之過程，以準備及應變
6.1.2.1所鑑別的潛在緊急狀況，包括：
a) 建立緊急狀況應變計畫，包括提供急救；
b) 提供應變計畫訓練；
c) 定期測試與演練應變計畫能力；
d) 評估績效，與必要時修改應變計畫，包括測試後，特

別是緊急狀況發生後；
e) 與所有工作者溝通及提供其職責與責任之相關資訊；
f) 與承攬商、訪客、緊急應變服務機構、主管機關及當
地社區，溝通相關資訊；

g) 將所有相關利害相關者的需求與能力納入考量。
組織應維持與保存應變潛在緊急狀況之過程與計畫的文
件化資訊。

緊急準備與應變，是否能
確實有效作，運至關重要

潛在的緊急情
況有無辨識?

?????????
化學洩漏???
火災?天災??
缺氧中毒???
不法侵害???



瞭解工作者與其他
利害相關者的需求
與期望(4.2)

領導和
工作者
參與
(5)

規劃
(6)

支持
與運作
(7,8)

改善
(10)

績效
評估
(9)

P

D

C

A

職安衛管理系統範疇(4.3/4.4)

組織前後環節(4)內、外部
議題(4.1)

職安衛管理系統預期結果

9. 績效評估：
─ 9.1監督、量測、

分析及績效評估；

─ 9.1.1通則；

─ 9.1.2守規性評估；

─ 9.2 內部稽核；

9.2.1 通則；

9.2.2 內部稽核方案；

─ 9.3 管理階層審查；

ISO45001-PDCA模式 - Check



9.1.1監督、量測、分析及績效評估--

設定主動指標及被動指標
工作巡檢或查核或自我改善

危險性或重要性機械、設備定期檢查

量測儀器設備的校正與維護

人員及作業環境之監測（含化學性、物
理性及生物性等因子的檢測並與公認標
準進行比較）
員工健康檢查結果

職災統計與職安事故的分析

主管機關檢查不符合或缺失矯正情形

其他（如目標及方案達成之績效量測）

2020- 2023年度 職安衛績效指標一覽表

備註達成率
目標值績效指標計算方式績效指標內容項目

0223202220212020

100%100%100%90%
(安全衛生巡查次數∕安全衛生巡查總次數) 

×100%
安全衛生巡查執行率1

主
動
性
指
標

100%100%100%100%
(符合總數∕適用法規與其他要求應符合總數) 

×100%
守規性評估符合度2

100%100%100%90%
(符合預定進度與成效之方案總數∕應完成之方
案總數) ×100%

目標與規劃行動達成率3

確診未
檢96%100%100%特殊檢查100%

(實際接受健康檢查人數∕應健康檢查人數) 

×100%
健康管理實施率4

100%100%100%一般健檢95%

100%100%100%100%
(作業環境測定合格總點數∕作業環境測定總點
數) ×100%

作業環境測定符合率5

2,048,052小時(2023.03)200萬小時持續記錄累積無災害工時6

100%100%100%
1.50以下失能傷害人次數 × 1,000,000∕總經歷工時

失能傷害頻率1被
動
性
指
標

[5%以上]與或同業近三年平均的FR比較值的降低%

100%100%100%
150以下總失能損失日數 × 1,000,000∕總經歷工時

失能傷害嚴重率2

[5%以上]與同業近三年平均的SR比較值的降低%

2022年度績效指標，

共設定有8項，其中

主動指標6項，

被動指標2項，

7項已達成設定目標、
1項持續執行中。

年度達成零災害目標

設定主動指標及被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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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廠儲運站總公司項目

合格合格飲用水

合格二氧化碳

合格合格粉塵

合格合格噪音

委外執行之 作業環境監測，其結果皆符合規範。

監督、量測、分析

9.1.2 守規性評估-標準要求

組織應建立、實施及維持，評估法規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
項(參照6.1.3)之守規性的過程。
組織應：
a) 決定評估守規性的頻率與方法；
b) 評估守規性並採取所需的措施(參照10.2)；
c) 維持其對法規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項守規性狀態的知識

與理解；
d) 保存守規性評估結果的文件化資訊。



查核2022年11月迄今

法規無異動

每年更新〝法規適用
性一覽表〞。

每季追蹤相關法規更
新事項，並確認法規
持續符合狀況。

維持其對法規要求事項與其他要求事項守規性狀態的知識與理解

9. .2 內部稽核-

確保系統符合 :
符合各項規劃事項及條文要求
妥善實施與維持

稽核規劃
稽核計畫與組織性質符合
稽核觀察記錄與稽核計畫符合
稽核報告-不符合之矯正措施

稽核員資格
受過ISO 45001內部稽核員訓練合格者
查驗訓練紀錄、所撰寫的稽核報告
確認稽核員具備適任性(能力)



內稽教育訓練

內部稽核活動執行說明

2023年度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內部稽核活動執行說明

 稽核時間：2023/03/23(W1) 至 2023/03/31 (W2)止

發出矯正行動通知單
請單位進行改善作業

2023/03/03&10 ISO45001
內部稽核人員教育訓練

2023/04/20(W5) 管理階層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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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計畫表
4) 稽核結果4) 稽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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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結果

內稽不符合事項統計分析表，如下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稽核員數：共 20位

• 查核點：共 84 項

• 發出矯正行動通知單：共 26 份

矯正行動合計原因分析

加強文件審查26作業管制

0個人因素

0系統因素

26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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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事項~對應~標準條款 ，如下
不符合件數內容摘要標準條文

3組織應決定和其目的或目標相關的內外部議題4.1
2瞭解工作者及其他力和關係相關者的需求和期望4.2
1決定管理系統範圍4.3
1最高管理階層應建立、實施與維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政策5.2
2工作者諮詢及參與5.4
1職業安全衛生目標與達成目標之規劃6.2
3應處理風險一般要求事項6.1.1
5危害鑑別及風險和機會評估6.1.2
1規劃行動措施6.1.4
1資源7.1
3運作規劃及管制8.1
1緊急事件應便與準備8.2
2績效評估一般事項9.1.1

26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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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及預防措施管制表
矯正及預防措施管制表

更新日期：2023/04/192023 年度系統別：■ ISO 45001/CNS 45001
備註結案日期改善狀態不符合說明責任單位表單編號發出日期發出單位類別序號

2023/4/20結案考量那些面向納入內外部議題，未具有一致性原則，無法確認所列之面向可滿足ISO 45001第4.1節要求。職安室S-23-03-10-01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

2023/4/20結案公司簡介中之廠址中活動包含石灰石採掘，附件2所列廠址無採礦作業中的礦場，申請驗證之範圍應確認職安室S-23-03-10-02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2

2023/4/20結案發布之職安衛政策沒有最高管理階層簽署，未能符合「組織權責管理程序(G2-01)」職安室S-23-03-10-03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3

2023/4/20結案查2022年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未公告發布職安室S-23-03-10-04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4

2023/4/20結案查政策建立過程無相關諮商紀錄，不符合ISO 45001第5.4節-建立職安衛政策應強調非管理工作者諮商之要求。職安室S-23-03-10-05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5

2023/4/20結案風險與機會之行動規劃表之表單編號有誤職安室S-23-03-10-06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6

2023/4/20結案工作前有召開協議組織會議及工具箱會議，查無提供相關協議會議資料新竹製造廠S-23-03-22-01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7

2023/4/20結案有12項利害相關者需求期望須納入風險機會，但風險機會行動規劃表僅有五項；不符合規定。新竹製造廠S-23-03-22-02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8

2023/4/20結案查驗訓練紀錄發現僅有梁君豪及林慶鉉有經過訓練，另外兩位未符合資格；另風評估嚴重度判斷基準不一新竹製造廠S-23-03-22-03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9

2023/4/20結案由危害鑑別及利害相關者須改善部分及法規鑑別部分，共提出4項行動規畫項目；針對相關議題未有執行行動規劃措施新竹製造廠S-23-03-22-04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0

2023/4/20結案目標為降低感電危害風險由4級降為3級，但查驗新竹廠112/02/20風險評估紀錄，並無4級風險新竹製造廠S-23-03-22-05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1

2023/4/20結案查看組織處境一覽表，執行紀錄S2-03-04，無紀錄可供查閱，不符合標準4.1瞭解組織前後環節之規定。花蓮儲運站S-23-03-31-01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2

2023/4/20結案內外部議題蒐集僅發現外部議題，查無內部議題相關資料，不符合標準4.2瞭解工作者及其他利害相關者的需求與期望之規定花蓮儲運站S-23-03-31-02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3

2023/4/20結案執行紀錄S2-03-06，發現僅記錄上只有內部議題一項，收集表中未考量及收集總公司、供應商、承攬商並與執行紀錄S2-
03-05相吻合，不符合6.1.1規定花蓮儲運站S-23-03-31-03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4

2023/4/20結案危害鑑別資料不完全。花蓮儲運站S-23-03-31-04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5

2023/4/20結案人員未依規定完成在職訓練花蓮儲運站S-23-03-31-05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6

2023/4/20結案查2022年11月30日有執行拆除火車熟料進庫系統，屬於變更作業，但並未納入變更，故不符合規定。花蓮儲運站S-23-03-31-06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7

2023/4/20結案查花蓮儲運站飲用水，有逆滲透，未進行水質監測，不符合規定。花蓮儲運站S-23-03-31-07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8

2023/4/20結案查看112年自動檢查計畫表，氧乙炔自動檢查紀錄表，表上為乙炔自動檢查紀錄表，標題錯誤，不符合規定。花蓮儲運站S-23-03-31-08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19

2023/4/20結案查驗風險評估區域作業一覽表，未包括小型吊掛設備作業危害風險評估；不符合規定基隆儲運站S-23-03-32-01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20

2023/4/20結案查變更作業申請表、變更作業管制表、啟用前安全檢查表等並無填寫變更管制內容基隆儲運站S-23-03-32-02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21

2023/4/20結案風險評估表尚未評估小型吊掛設備基隆儲運站S-23-03-32-03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22

2023/4/20結案查看台中組織處境一覽表，執行紀錄S2-03-04，未完成持續修正中，故不符合規定。台中儲運站S-23-03-33-01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23

2023/4/20結案表單資料並不完整，不符合6.1.2節危害鑑別及風險與機會之評估規定台中儲運站S-23-03-33-02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24

2023/4/20結案有使用堆高機操作，作業資格並無填寫到堆高機操作技術士，危害鑑別資料不完整，不符合規定高雄儲運站S-23-03-34-01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25

2023/4/20結案G2-04-02變更作業管製表、啟用前安全檢查表G2-04-03未填寫高雄儲運站S-23-03-34-022023/4/6職安室內部稽核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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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觀察報告

系統項目 不符合編號

4.1

□符合

■不符合：

S-23-03-10-01

4.3

□符合

■不符合：

S-23-03-10-02

4.4
■符合

□不符合：

5.1
■符合

□不符合：

5.2

□符合

■不符合：

S-23-03-10-03

5.2
■符合

□不符合：

5.3
■符合

□不符合：

查職安衛管理手冊第4.3.2節管理系統適用範圍，主要活動引用公司簡介，廠

址如附件2。但公司簡介中之廠址中活動包含石灰石採掘，附件2所列廠址無

採礦作業中的礦場，申請驗證之範圍應確認，地理位置與活動應符合本管理

系統界定之範圍。

職安衛管理手冊第4.1.1節敘述＂…考慮…內、外部議題…以決定…目標＂不

符合ISO 45001第4.1節原文＂determine external and internal issues…

＂之敘述，依照原文應相近於：組織要決定內、外部議題，該議題與組織之

目的相關，且會影響達成管理系統預期結果之能力。

查ISO 45001第5.2節「…最高管理階層應建立…政策。」，惟發布之職安衛

政策沒有最高管理階層簽署，未能符合「組織權責管理程序(G2-01)」第5.1

a節[最高管理者：核定本公司之職安衛政策…]之要求。

查職安衛政策已在網站提供，路徑為：亞洲水泥公司官方網站->企業永續發

展->亞泥ESG官方網站->資源中心->ESG資料庫->政策與守則 之頁面。總公司

以公文系統發文將職安衛政策傳送給各處(室)，發文日期: 112年3月13日，

發文字號: 亞(112)職字第0268號。

符合ISO 45001第5.2節「要使利害相關者可適當的取得、已在組織內溝通」

之要求。

依職安衛手冊內容，已依ISO 45001制定管理系統，有PDCA循環之過程文件，

符合ISO 45001第4.4節要求。

查職安衛手冊第5.1.1 b)節「確保已建立和組織策略性發展方向相容的職安

衛政策和職安衛目標」，最高管理階層應以此作為他們對管理系統的管理與

承諾，經現場詢問最高管理階層：是否有建立職安衛目標。

經確認「112年度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表」已有制定職安衛目標，符合ISO

45001第5.1節要求。

查簽呈(職)字第1120003，112.2.2送出之簽呈，已指定余東霖為管理代理，

其職稱為副總，符合組織權責管理程序(G2-01)第3.2節要求。

觀    察    結    果

內部稽核觀察報告表

實際稽核日期：112.3.27

接受稽核部門：總公司

受稽管理系統：  ■ CNS 45001/ISO 45001

稽核序號： 23-S-001-01

5.3
■符合

□不符合：

5.4

□符合

■不符合：

S-23-03-10-04

5.4

□符合

■不符合：

S-23-03-10-05

6.1.1

□符合

■不符合：

S-23-03-10-06

6.1.2
■符合

□不符合：

6.1.3
■符合

□不符合：

6.1.4
■符合

□不符合：

7.1
■符合

□不符合：

7.2
□符合

■不符合：

查法規與利害相關者要求管理程序第5.3.2節，法規收集及鑑別，符合ISO

45001第6.1.3 a)節-決定與取得適用法規之要求。

查職安衛管理手冊第6.1.4節，以「風險與機會之行動規劃表」採取措施以因

應風險與機會，符合ISO 45001第6.1.4 a)節之要求。

查職安衛管理手冊第6.1.1節「…本公司每年管理審查之前依「法規與利害相

關者要求管理程序(S2-03)」之【風險與機會之行動規劃表(S2-03-07)】…」

，風險與機會之行動規劃表之表單編號有誤，應為S2-03-06。

查花蓮儲運站新進人員辦理教育訓練18小時，符合「S3-01 職安衛教育訓練

實施要點」第5.3.1 a)節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3小時之要求。 承上，

教育訓練紀錄使用「教育訓練紀錄表(034-R-103)」，惟[6.1 附件/表]未列

該表單。

查簽呈(職)字第1120003，112.2.2送出之簽呈，已指定余東霖為管理代理，

其職稱為副總，符合組織權責管理程序(G2-01)第3.2節要求。

查ISO 45001第7.1 節，檢視112年度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表，有輸入人員

及經費，該計畫經總經理簽核，符合條文所述＂組織應決定並提供…所需的

資源＂。

查風險評估管理程序第5.3.2 d.節-風險評估考量原則: 潛在的緊急狀況，符

合ISO 45001第6.1.2.1 d)節要求。

查2022年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錄未公告發布，該會議為工作者參與

管理系統之機制，不符合ISO 45001第5.4節-組織應提供管理系統資訊織要

求。

查職安衛政策的建立，應強調非管理職的諮商，惟政策建立過程無相關諮商

紀錄，不符合ISO 45001第5.4節-建立職安衛政策應強調非管理工作者諮商之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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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項目 不符合編號

4.2

□符合

█不符合：

S-23-03-22-01

6.1.1
□符合

█不符合：

S-23-03-22-02

內部稽核觀察報告表

實際稽核日期：2023/03/31 受稽管理系統：  █ CNS 45001/ISO 45001

接受稽核部門：新竹廠製造廠 稽核序號： 23-S-22-01

觀    察    結    果

1. 查閱新竹廠利害相關者需求期望進行收集112/02/20執行紀錄；S2-03-05

詢問 梁君豪 先生

收集利害相管者要求；包括主管機關、社區鄰居、員工…詢問員工的需求期

望如何收集，如:安全良好工作環境議題；告知係以口頭方式詢問；

查驗第8項總公司職安室要求同仁能上健康促進線上課程，對象來源應為總公

司而非員工；

詢問收集表中是否考量及收集供應商或承攬商需求期望?

工作前有召開協議組織會議及工具箱會議，徵詢利害相關者需求期望，抽查

最近一次協議組織會議資料(請提供年初的協議組織會議資料)；並無提供相

關協議會議資料；不符合規定。

1.查驗已收集彙整的風險機會行動規劃表(尚未簽核)；詢問受稽人員如何收

集集會正組織風險機會，受稽人員未正面回應，

查驗利害相關者需求期望的收集資料，當勾選＂是＂應對應至風險機會規劃

表中，查驗利害相關者表單有十五項，有三項勾否；亦即有12項利害相關者

需求期望須納入風險機會，但風險機會行動規劃表僅有五項；不符合規定。

6.1.2
□符合

█不符合：

S-23-03-22-03

6.1.4
□符合

█不符合：

S-23-03-22-04

6.2
□符合

█不符合：

S-23-03-22-05

1.查驗目標及規劃一覽表-112年:

2023/01/17，提出一項目標方案，目標為降低感電危害風險由4級降為3級，

達成目標的規畫為電氣箱安裝中隔板，但查驗新竹廠112/02/20風險評估紀錄

，並無4級風險，兩者無對應，應確認，不符合風險評估及目標程序要求。

查驗2023/01/17「電氣開關箱改善工程-目標及規劃行動評估與進度管制表」

計畫由1月至10月，其中安裝部分由4月至10月，時間較長，未改善部分會有

不符合法規情事，經詢問同仁來源為法規不符合，在過程中會管制這些箱體

，以避免人員開啟；經確認法規查核紀錄:設施規則241條尚未判定其符合性

，此兩者未對應；不符合規定。

查驗新竹廠112/02/20區域作業一覽表，檢視新竹廠作業項目，共收集七大項

作業活動:

水泥生產(010)、水泥出貨(020)、品質檢驗(030)、設備維護等(040)、公用

設施維護(050)、機具操作(060)及其他(070)等七大項；查驗風險評估紀錄，

有四位評估人員，確認四位評估人員資格，是否均已受過訓練?，

查驗風險評估程序5.2要求評估人員須依教育訓練規定受過風險評估人員訓練

，查驗訓練紀錄發現僅有梁君豪及林慶鉉有經過訓練，另外兩位未符合資

格；

抽樣品管單位區域作業一覽表，包括取樣等四項作業，訪談羅桂玲同仁，抽

驗取樣作業危害風險評估(111A-030-01-01)，在取樣時會有粉塵造成職業病

的危害，管理措施為工作守則第36條:一般安全衛生守則；經查驗確認應修正

為第73條粉塵作業危害預防工作守則，另防護具部分寫護目鏡、工作手套及

防塵口罩(宜確認對應關係)查驗防護具領用記錄(因承辦人員確診需進一步確

認)；

因該粉塵數少量取樣，嚴重度評為S2(依程序規定為可能造成失能傷害)、可

能性評為P2(有管理措施並可證明可用有效)，整體風險為3級，經確認可符合

程序規定；

製作試體時作業條件未將模具等機具評估納入。

抽查固定式起重機操作風險評估紀錄107A-060-01-03，掛上吊繩會有物品飛

落人員壓傷的危害，作業資格寫吊掛人員訓練資格，宜確認是操作還是吊

掛；

確認現有防護措施有欄杆(經說明為地面之三角錐)、管理措施為工作守則36

及40條，宜確認有效性，另該項作業無風險等級評估，宜確認；

風險評估總計96項；3級有94項、2級有2項；無高風險及列入改善機會項目；

查驗風險評估程序規範5.8要求，應考量3級以下是否有改善機會；

1.查驗新竹廠風險機會行動規劃一覽表，由危害鑑別及利害相關者須改善部

分及法規鑑別部分，共提出4項行動規畫項目；針對相關議題未有執行行動規

劃措施，不符合要求。

稽核組長： 周清臺 稽核員：陳信廷    劉嘉修

受稽核單位主管：
(簽核完畢後請傳回內稽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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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績效評估

9.3 管理階層審查

最高管理階層應在所規劃

期間內審查組織的OH&S

管理系統，以確保其持續

的適合性、充分性及有效

性。

先前管理階層審查之各項措施的狀況；1

與OH&S管理系統相關之外部及內部議題的改變，包括：2

1) 外部及內部的議題；
2) 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3) 法規要求事項及其他要求事項；
4) 風險與機會；

OH&S政策與OH&S目標已達成之程度；3

輸入項目 管理階層審查應考慮的事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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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S績效之資訊，包括下列事項的趨勢：4

1) 事件、不符合、矯正措施及持續改善；
2) 監督與量測結果；
3) 法規要求事項及其他要求事項之守規性評估結果；
4) 稽核結果；
5) 工作者諮商及參與；
6) 風險與機會；

維持有效的OH&S管理系統所需資源之充分性；5

輸入項目 管理階層審查應考慮的事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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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利害相關者相關之溝通；6

持續改善之機會。7

輸入項目 管理階層審查應考慮的事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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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工作者與其他
利害相關者的需求
與期望(4.2)

領導和
工作者
參與
(5)

規劃
(6)

支持
與運作
(7,8)

改善
(10)

績效
評估
(9)

P

D

C

A

職安衛管理系統範疇(4.3/4.4)

組織前後環節(4)內、外部
議題(4.1)

職安衛管理系統預期結果

ISO45001-PDCA模式 - Act

10. 改善：
─通則；(10.1) 

─事件，不符合及
矯正措施；(10.2) 

─持續改善；(10.3 )



10. 改善
10.2 事件，不符合及矯正措施
組織應建立、實施及維持一過程
，包括通報、調查及採取措施，
以決定與管理事件及不符合。
當發生事件或不符合時，組織應
：
a) 對此事件或不符合及時地予以
回應，且適用時：
1) 採取措施以管制與改正；
2) 處理此後果；

10. 改善
10.2 事件，不符合及矯正措施
b) 在工作者參與(參照5.4)及其他相關的

利害相關者參加下，藉由下列共同評
估採取措施消除事件或不符合根本原
因之需求，以使事件或不符合不再發
生或不在他處發生：
1) 調查事件或審查不符合；
2) 查明事件或不符合的原因；
3) 決定是否已發生類似的事件、存有

不符合，或是否兩者皆有可能發生
；

c) 適當的審查現有之OH&S風險與其他風險的
評鑑(參照6.1)；



10. 改善

10.2 事件，不符合及矯正措施
d) 根據控制等級(參照8.1.2)與變更管理(參照8.1.3)，決定

並實施任何所需的措施，包括矯正措施；
e) 在採取措施前，評鑑與新的或改變的危害有關之OH&S

風險；
f) 審查所採取任何措施之有效性，包括矯正措施；
g) 若必要時，對OH&S管理系統做出變更。

矯正措施應相稱於事件或不符合的影響或可能的影響。

10. 改善
10.2 事件，不符合及矯正措施
組織應保存文件化資訊，以作為下列事
項之證據：
─ 事件或不符合的性質與任何後續採取

的措施；
─ 任何措施及矯正措施的結果，包括其

有效性。
組織應與相關工作者及工作者代表(如有
時)，以及其他相關利害相關者溝通此文
件化資訊。
備註：沒有不當延誤通報與調查事件，有助於儘

早消除危害並將相關的OH&S風險降至
最低。





BSI外部稽核驗證行程規劃

5/105/125/85/115/15第一階段

MaxMaxMaxMax
Jason Kung

Max
Lewis稽核人員

5/255/265/225/246/5第二階段

MaxMax
Jason Kung

Max
Jason Kung
Stella

Max
Jason Kung
Gavin
Steven
Eric

Max
Lewis
Jason Kung稽核人員

高雄儲運站台中儲運站基隆儲運站花蓮儲運站
每年都抽樣

新竹廠
主點

總公司
證書主頁受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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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稱:

2023.5.8-5.15稽核日期:

Mr. 周清臺襄理公司代表:
預定完成日期
Planned 
Completion 
Date

矯正措施
(防止再發生措施)
Corrective 
Action

改正/抑制
(改正的內容)
Correction/Contai
nment

根本原因分析
Analysis of Basic 
Root Cause

請調查組織其他廠區是否
有類似缺失
(單一廠區免填)

客觀證據
Objective evidences

不符合事項內
容說明
Description 
of 
nonconformi
ty

發生區域/部門
Area

標準/條款
Standard/ 
Clause

類別 (主缺/
次
缺)Category 
(Major / 
Minor)

編號
NCR. No.

2023.6.30前

1.實驗室內之化學
品項(過錳酸鉀及
氯化汞二種)納入
環測計畫排定監測
時程實施環境監測
2.實驗室作業人員
納入特殊健康檢查
人員名冊，每年實
施特殊健康檢查。
3.特殊健康檢查報
告送交臨場健康服
務醫護人員實施健
康管理作業。

1.立即依據法規規定
重新盤點清點實驗室
內化學品項(過錳酸
鉀及氯化汞二種)，
並依規定於4月1日完
成上網申報。
2.作業人員立即依規
定完成該品項化學品
之特殊健康檢查(2月
16日)，無異常。

直接原因:優先管理
化學品2件未依法規
上網申報(過錳酸鉀
及氯化汞二種)及實
施作業環境監測及
安排特殊健康檢查

□是，受影響廠區:

新竹製造廠勞動檢查
結果通知書112.2.16
之不符合事項尚未依
循矯正及預防措施管
理程序G2-08執行。

NC-MT01 矯
正措施管理尚
未完整滿足
ISO 
45001:2018 
10.2之要求

SYSTEM 
REVIEW (職安
系統流程審查)_
花蓮儲運站、台
中儲運站、高雄
儲運站、新竹廠
應處理的風險及
機會的行動措施
/危害鑑別及風
險和機會的評估
/守規義務/守規
性評估/目標方
案/達成目標之
規劃/能力/認知
/內外部溝通/文
件管制/安全衛
生運作規劃及管
制(變更/採購/
承攬/外包/健康
管理)/緊急事件
準備與應變/監
督、量測與分析

ISO 
45001:201
8 10.2

Minor2344626-202304-N1

間接原因:
1.實驗室人員因該
品項年用量僅微量
(5.4克/年)用來調配
試劑使用，自行忽
略未實施申報及辦
理相關事宜。
2.因勞動檢查通知
書系通知改善未罰
鍰，承辦人員誤判
改善即可，未依程
序完成矯正措施。

■否，請說明:



稽核報告-改
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