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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身心健康
人因、過勞、不法侵害、母性健康預防

職災中心2024

主題（參考113勞動檢查方針）
1.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勞工身心健康說明
防止勞工
精神壓力及肌肉骨骼相關疾病之危害，
強化勞工生理及心理健康之保護。

2.勞工身心健康四大計畫評估作法及應用
職場健康促進及協助事業單位建立新型職業
病（憂鬱症、心血管疾病）預防管理機制，
協助做好職業病預防。

3.人因過勞職場霸凌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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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勞工健康新4大計畫?

一、肌肉骨骼傷害預防(人因危害預防)

二、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過勞預防)

三、職場不法侵害預防(職場暴力預防)

4

四、職場母性健康保護(健康評估分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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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工安有進步

但職業病或工作相關疾病 卻長期被
忽視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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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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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關疾病工作相關疾病

給付之職業病

未通報之職業傷病

More attention 

here

courtecy of J Rantanen

我國職業病發現率 較先
進國家低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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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工作相關疾病預防 需要新法源

職業疾病勞工的遭遇
更是煎熬與無助

15

1. 勞工本人或家屬通常不知道是因職業原因
所 引起。

2. 雇主可能不知道，知道也可能不承認。
3. 職業病診斷涉疾病因果關係判斷。
4. 政府認定（鑑定）太慢，身心煎熬：涉證

據 調查。
5. 個案訴訟缺乏法律專業協助。
6. 涉及長期危害暴露資料（有些長達 25 年

以 上） ，家屬舉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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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健康職場評估指標

• 管理階層承諾、宣示、行動、員工認同經營理念與價值觀

• 控制危險有害工作環境，保護勞工安
全 健康

傳統 職業

安全衛生

21

• 公正平等、友善、工作生活平衡、生涯
發展、組織文化(員工溝通、參與..)

職場心理健康

• 雇主所提供之員工健康服務與健康促進個人健康資源

• 企業協助員工家庭

• 關心社區居民健康
企業的社區責任

WHO推動勞健康服務制度

工作環境 個人習
性

社會因素 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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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

12

勞工健康
雇主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義務

第6條第2項 說 明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
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

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

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

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

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預防新興職業危害：

 防重複作業危害

 防過勞

 防暴力、防精神疾病

 心理健康

其他

9%
腦心血管

6%

皮膚病

3%

手臂頸肩

52%

下背痛

26%
塵肺症

4%

105年 勞保職業病給付

請參閱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執行職
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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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勞工健康
增訂雇主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義務

第6條第2項 說 明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
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
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
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
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
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預防新興職業危害：

 防重複作業危害

 防過勞

 防暴力、防精神疾病

 心理健康

其他

9%
腦心血管

6%

皮膚病

3%

手臂頸肩

52%

下背痛

26%
塵肺症

4%

102年 勞保職業病給付請參閱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執行職
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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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避免勞工因
姿勢不良、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
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應採取下列危害
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
雇主應依作業特性及風險，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
關指引，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
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15

設施規則§324-1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2項
雇主對於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應妥為
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第19條
重體力勞動或其他具特殊危害之作業，亦應規定減少勞工
工作時間，並在工作時間中予以適當之休息。
第 29 條
雇主不得使未滿十八歲者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十、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十一、一定重量以
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第30
條 雇主不得使妊娠中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危害性
工作，包括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亦規定雇主不
得使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工作，包
括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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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39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稱有母性健康危

害之虞之工作，指其從事可能影響胚胎發育、妊娠

或哺乳期間之母體及幼兒健康之下列工作：

一、二、勞工個人工作型態易造成妊娠或分娩後

哺乳期間，產生健康危害影響之工作，包括勞工作

業姿勢、人力提舉、搬運、推拉重物、輪班及工

作負荷等工作型態，致產生健康危害影響者。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二 節 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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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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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324-5 條

雇主對於連續站立作業之勞工，應設置適當之坐
具，以供休息時使用。

「重體力勞動作業勞工安全措施標準」
規範下列作業：

一、以人力搬運或揹負重量在四十公斤以上物體之作業。

二、以站立姿勢從事伐木作業。

三、以手工具或動力手工具從事鑽岩、挖掘等作業。

四、坑內人力搬運作業。

五、從事薄板壓延加工，其重量在二十公斤以上之人力搬運作業及壓延後之人力剝

離作業。

六、以四．五公斤以上之鎚及動力手工具從事敲擊等作業。七、站立以鏟或其他器皿

裝盛五公斤以上物體做投入與出料或類似之作業。

八、站立以金屬棒從事熔融金屬熔液之攪拌、除渣作業。九、站立以壓床或氣鎚等

從事十公斤以上物體之鍛造加工作業，且鍛造物

必須以人力固定搬運者。

一○、鑄造時雙人以器皿裝盛熔液其總重量在八十公斤以上或單人搯金屬

熔液之澆鑄作業。

一一、以人力拌合混凝土之作業。

一二、以人工拉力達四十公斤以上之纜索拉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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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體力勞動作業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體力勞動作業時，應考慮勞工
之體能負荷情形，減少工作時間給予充分休息，
休息時間每小時不得少於二十分鐘， 並充分供應
飲用水及食鹽，採取必要措施指導勞工避免重體
力勞動 之危害。
雇主也應致力於作業方法之改善、作業頻率之減
低、搬運距離之縮短、搬運物體重量之減少及適
當搬運速度之調整，儘量以 機械代替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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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垂直振動引起的腰椎椎間盤突出

暴露的證據：以下(1) (2)兩項均需同時存在 (1)長

期（每年至少工作220日、至少已工作8年；在工

作中駕駛或騎乘營建、工程、大貨車、貨櫃車、

農業、森林、機車等交通工具加 上路面因素，因

而暴露於全身垂直振動。

(2)每日平均暴露量達到以下任一標準

搬運

–工作姿勢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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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工作姿勢
• 各式各樣「代表性」機能工作姿勢

歸納為：三個基礎「機能工作姿勢」

» 基礎站姿

» 基礎坐姿

» 其他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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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樣的
• 文、圖片提供／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 為解決鳳梨釋迦等果品之集貨場以人工搬抬果籃，人員頻繁彎腰負

重造成肌肉拉傷等問題。有鑑於此，臺東區農業改良場研製果籃抬
升裝置，以集貨場既有之空壓動力及機械結構取代人工搬抬果籃，
具有結構簡單、低成本、高效率等多項優點，取代現行人工作業方
式，改善農業勞動環境，大大降低農業從業人員發生職業傷害的可
能。

• 臺東場表示，以臺東特產鳳梨釋迦為例，在集貨場包裝作業時，大
多先將果實放置於圓形塑膠果籃內，以小板車移動集運，進行果實
清潔及套舒果網等工作，最後再搬上輸送帶進行分級或包裝作業。

• 每個裝滿鳳梨釋迦的果籃重量大約50公斤，由小板車搬上輸送帶時，
高度落差大約60公分，目前是以人工搬抬方式進行，作業時需頻繁
彎腰負重，非常耗費體力，是集貨場內最大的負重工作，如長時間
作業或姿勢不正確，往往容易造成腰部肌肉群及骨骼之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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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T STATION DESIGN

引用自U.S. OSHA 3092 Working Safely with Video Display Terminals P.11

及 台科大 李永輝教授研究資料 (現任富士康人因稽核部門主管)

1.眼距離螢幕約45-60cm

2.眼睛高度可以落在螢幕的
正中央至螢幕的上緣之間；
且螢幕向前傾斜約10°~20°
3.鍵盤和滑鼠的高度應使坐
姿時肩膀放鬆、手肘彎曲
4.前臂，手腕和手大致平行
於地面。
5.鍵盤角度應調整，以促進
手腕的中性/平位置。鍵盤
面相對於桌面的傾斜角度建
議值約為5°~12°。
6.座椅要有腰靠、扶手
7.椅面斜度(後仰10°~30°左
右)且高度可調
8. 照明、溫濕度應適宜，
避免噪音干擾。

※座椅最好都可調，以適合不同人

工作相關肌肉骨骼疾病
• 工作相關之肌肉骨骼傷病(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MSD)指
作 業負荷、作業姿勢、重複性及作業排程休息
配置等 造成肌肉骨骼或相關組織疲勞、發炎、
損傷，經過 長時間的累積所引致的疾病。

• 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認定基準之一: 暴露症據
1.長期累積:每年工作 220 日以上、診斷前已工作 8年以上
。

2.作業負荷:每日搬抬總重，男性至少 2 噸、女性至少 1.5
噸(搬抬重物，男性20 kg 以上，女性15 kg 以上才納入計算)

3.重複性:每個工作班中應至少一半的時間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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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動 肌肉骨骼
病痛調查、評估與改善?

肌肉骨骼傷
痛第二次調

查
肌肉骨骼傷

痛
第一次調查

進階

59

危害分析評估

簡易改
善

危害分析評估

進階改
善

紀錄追蹤

成果報告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規畫流程圖

Plan
政策、目標、範圍對象、期程、計
畫項目、實施方法、績效考核、資
源需求

Do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人因

性危害評估、改善方案

Check

評估改善績效

Audit
管控追蹤
績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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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 傷病調查

• 現況查詢

• 問卷主動調查

• 確認標的

• 評估與改善

• 管控追蹤

實施方法 ○○光電

DL3A 製造部 一課 物料搬運 作業員

A12345A 李大仁 42 13 172 58












肩關節曾經脫臼9
10
11

手肘無法彎曲超過45度
下背經常感到刺痛

可能是職業性?也可能是非職業性?

實施方法
六、 實施方法

• 傷病調查
• 現況查詢
• 主動調查
• 確認標的

• 評估與改善
• 管控追蹤

危害情形 員工人數 建議

確診疾病 確診肌肉骨骼傷病 1名 調職

小計： 1名

有危害

通報中的疑似傷病 1名 調職/優先改善

異常離職 0名 優先改善

經常性病假、缺工 2名 優先改善

經常性索取痠痛貼布、

打針、或按摩等
3名 優先改善

小計： 6名

疑似有危害
傷害問卷調查 5名 改善

小計： 5名

以上累計： 12名

無危害 105名 管控

總計： 117名

國外出差：3名

全體員工： 120名

「肌肉骨骼傷病管控追蹤一覽表」摘要說明

現況 + 問卷 =

可能須實施評估
的人或工作站
評估的目的在
釐清職業原因及
較佳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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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部門 課/組
作業
名稱

職稱
員工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年資
身高
(cm)

體重
(kg)

慣用
手

職業
病

通報
中

問卷
調查

是否
不適

酸痛
持續
時間
(月)

OOO OOO OOO OOO M/F 左/右 名稱 Y/N Y/N Y/N

分 析

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症狀調查 追蹤改善情形

頸
上
背

下
背

左
肩

右
肩

左
手
肘/

前
臂

右
手
肘/

前
臂

左
手/

腕

右
手/

手
腕

左
臀/

大
腿

右
臀/

大
腿

左
膝

右
膝

左
腳
踝/

腳

右
腳
踝/

腳

因
簡
易
人
工
程
改
善

是
否
改
善

進階
人因
工程
改善

是否
完成
改善

備註

Y/N Y/N Y/N Y/N

大部分
可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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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在不同的姿勢所承受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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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方案

• 行政改善：作業時間減少、作業排程設計、
作業輪換、工作休息時間配置、健康促進、
適當選配工等等管理方法

• 簡易改善：只限單一單元不涉及其他單元之
交互作用者

• 進階改善：無法直接發現改善方法與技術者，
或簡易改善無法有效改善的個案，涉及其他
單元之交互作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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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化(簡易)改善
簡易檢核表

簡易檢核表

製作資料來源:

MSD主要原因檢核
圖形檢核
工作姿勢圖譜
Ergonomic Checkpoint

檢核結果
處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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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痛的原因

• 用過度受傷

• 用太久（太多次）疲勞

• 姿勢不正確 促進以上的進程

肌肉酸痛分類

急性酸痛 與 慢性酸痛

49

酸痛不一定是肌肉骨骼系統的問題

有痠痛請找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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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 所定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
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應訂定異常工作負荷危害防止計畫，
並採取下列措施：

– 評估及辨識可能促發疾病之高風
險群。

– 提供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 參照醫師建議，採取減少工作時
數、變更工作內容或調整作息等
行政管理措施。

– 建立健康管理及追蹤機制

– 強化健康檢查及健康促進措施。

– 評估執行成效及檢討修正。

所稱長時間工作，指近六個月內，每月平
均超時工作達45小時以上者。

指引對異常工作負荷之判定:
1. 異常事件:發病前一天是否持續工作或遭遇嚴重

異常事件，包括精神負荷、身體負荷及工作環
境變化事件

2.短期工作過重：評估發病前約1週內，勞工是否
常態性長時間勞動及評估工時因子以外之負荷
程度

3.長期工作過重 :
A.發病前1個月加班100小時【極相關】
B.發病前2至6個月平均每月80小時【極相關】
C.發病前1至6個月平均加班超過45小時【關聯性增

加】

量的考量

24小時

∞

1 周

長時間勞動

加班
1 月

> 100 h
6 個月

> 45h/m

工作時間

2月

 80 h/m
 小於2-6月

超時與加班時數的延
長，工作與發病間的
關連性也隨之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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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1. 個人史

男 未婚 出生年月日69.12.23 無不良嗜好
不抽菸 不喝酒 平時有食用治療痛風降血壓之藥物

2.家族史
家族無重大疾病史

3.醫療史
91年元月因痛風住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治療，97年5

月又因痛風住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治療，並於治
療期間發現有高血壓（如談話紀錄）。

4.職業史
工作內容：負責收信、發信、訪客登記、逐層到大樓巡

邏及監看監視器（如談話紀錄）。
工作經歷：90年10月8日至99 年11月14日

5.工作型態：該員未申請核定勞84-1

A.非不規律的工作
B.非經常出差的工作
C.非輪班工作或夜班工作
D.作業環境無異常溫度環境、噪音
E.無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保全員姜○○猝死案報告
（ ○○保全）

99 年11月14日上午7時許罹災者姜○○到世青圓
型大樓上班，擔任大樓保全員工作，坐在西哨的
櫃檯，管制大樓人員進出。下午16時許被發現倒
臥在櫃檯內，口內有嘔吐物。經送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仁愛院區急救，於99年12月6日上午9時40分
宣告不治死亡（死亡原因：出血性腦中風）。

http://news.pchome.com.tw/politics/awakening/20110301/photo-12989505608468543001.html
http://news.pchome.com.tw/politics/awakening/20110301/photo-12989505608468543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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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台熱賣，曾經負
責宣傳工作的女姓經理，去年5月因工作
過勞死亡。(圖取自福斯公司電影宣傳照) 

• 國內發生首例因通訊軟體加班過勞死的案
例，北市勞檢處透露，該名女性員工是在
電影公司擔任業務部經理，曾經負責過知
名導演李安執導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宣傳工作，經查證各項資料，發現確實超
時工作情況嚴重，北市勞動局已針對該公
司開罰2萬元。

• 據蘋果日報報導，北市勞檢處昨日表示，
這名40多歲女性員工除要負責國內宣傳，
還要和國外聯繫，該部門又只有她1人，
工作量非常大。勞檢處調查時，該公司無
法提供出勤紀錄，只能比對當事人悠遊卡
進出捷運站紀錄推測工時，發現確實超時
嚴重；再加上家屬提供的通訊軟體對話等
記錄，送到勞保局認定為過勞。勞檢處也
調查該公司其他員工，未發現其它超時工
作情況。

•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台灣是由美商○
○影片公司發行和宣傳，在台北從前年11
月上映至去年4月，該員工約在去年5月過
勞死。 55

基本資料
身高／體重／腰圍：187.3 cm／80.2 kg／91cm     

血壓（收縮壓／舒張壓）：135 mmHg／90 mmHg

膽固醇／三酸甘油脂：219mg/dL／181mg/dL

（上述為民國102年6月11日一般健康檢查結果；醫師建
議事項為：舒張壓、腰圍、總膽固醇、三酸甘油脂異常

4.職業史
擔任職務：腫瘤醫學處北區業務經理。

部門層級配置：腫瘤醫學處處長陳○ ○(Jacky)業務經理洪○
○(Redd)北區業務經理王○ ○(Mars)6位業務代表(專員)

工作內容：王君為業務管理階級
非不規律的工作
A.非經常出差的工作
B.非輪班工作或夜班工作
C.作業環境無異常溫度環境、噪音
D.無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西藥業務經理猝死案報告
白色巨塔的真相……..

王君102年9月30日上午7點出門上班，身體無明顯不
適，下班後約晚上6~7點回至家中(若從公司直接回家
交通時間約30分，但是通常是由其他所跑的醫院或
應酬地點返回家中)，當日無客戶活動，配偶晚上7~8

點返家看見王君仍在打公司的報告，約晚上10點見
王君上床休息，約晚上10點40分配偶進入房間發現
王君昏倒於家中臥房地板，失去意識且嘴角有些微血
跡，救護車急救仍無呼吸心跳，送醫(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和平院區)急救後回復心跳，但仍持續昏迷住院(

加護病房)，直到102年10月9日心因性休克死亡。

無服用藥物、無抽菸習慣，偶爾喝酒（據家屬敘述，
王君之公事應酬因為要載客戶回家， 故幾乎都不喝酒
，私底下只有遇到節慶才與朋友小酌）。
運動習慣：偶而會去健身、游泳。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cxtuku.com/pic_231371.html&rct=j&frm=1&q=&esrc=s&sa=U&ei=coUiVKjqOIP_8QXohIHQCA&ved=0CCsQ9QEwCzgU&sig2=dYDDQib6Jpm5QGaDMOHrSQ&usg=AFQjCNE5t8mArNwgKu-O53v0yaU2o9417A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cxtuku.com/pic_231371.html&rct=j&frm=1&q=&esrc=s&sa=U&ei=coUiVKjqOIP_8QXohIHQCA&ved=0CCsQ9QEwCzgU&sig2=dYDDQib6Jpm5QGaDMOHrSQ&usg=AFQjCNE5t8mArNwgKu-O53v0yaU2o94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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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時（含下班line….）

2.生活不規律（含身心靈）

3.緊張輪班.常出差

4.負責任人格素質.不服輸.處女座

各位有發現?………
加權加成

判定「過勞死」的重點

• 基本原則

• 「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

• 「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
• 「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基準」,93

職業
原因

「過勞死」

原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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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職場暴力危害預防

69

職場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規劃與實施~

危害辨識

及評估

作業場所之

配置

工作適

性安排

行為規範

之建構

危害預防

及溝通技

巧之訓練

事件之處理

程序

成效評估

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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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調查：67%員工碰過職場胖虎

• 工作年資越長的人，心理困擾程度
越高；調查發現，年資6至10年者
心理困擾比年資5年以下來得高。
可能是剛進職場的「菜鳥」會選擇
忍耐，隨著工作越久而「爆發」。

• 公司規模越大、300人以上者，比
50人以下者較易有摩擦。

• 有67%受訪者有被霸凌的經驗，霸
凌者以主管最多、同事次之；而主
管最常出現的霸凌方式為「命令你
去做低於你能力的工作」、「反覆
提醒你有關於你的失誤」、「在別
人面前貶低你的工作和努力」等。

111.6.1前跟騷無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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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未納入跟騷防制
最高恐罰15萬 2022/06/07

「跟蹤騷擾防制法」今年6
月1日生效，提及勞動部應
負責被害人職業安全、職場
防制教育、提供或轉介當事
人身心治療及諮商等相關事
宜，勞動部官員表示，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中要求雇
主應採取暴力預防措施，否
則若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可處最高15萬元罰
鍰。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

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暴力預防措施，而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100人以

上，雇主應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達
100人者，可以用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情緒失控的
超商浩克及警察
終究要付出代價

112/05/20

您是施暴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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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來源

內部暴力
發生在同事或上司及

下屬之 間，包括管理者
及指導者。

外部暴力
發生在工作者及其他第三
方之 間，包括工作場所出
現的陌生 人、顧客、客戶
及照顧對象

超過70％
是主管

Hi   您是穿Plada的惡魔嗎?
不當工作要求

康軒事件……..勞雇兩敗俱傷 企
業
省
思

七
傷
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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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壓力
腦下垂體&腎上腺激素

交感&副交感神經交錯

調節作用可以減低造成的傷害

壓力
緩衝
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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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
• 職業心理壓力

會怎麼樣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精神異常的緊繃
荷爾蒙激化
壓力 慢慢復原
萬一不復原 ………..反覆重複的壓力
導致喜歡吃高油脂食物喜歡吃很甜的食物

過勞
心血管疾病
中廣
抽菸酗酒
鬱卒

70

性騷擾－性別工作平等法 §13

•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

– 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

–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

– 雇主違反前兩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 §38-1

•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
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

– 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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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職場的建置

1.確認性騷擾行為類型

先定義是敵意型（無特定關係）還是交換型（權力監督關係）。

2.區分雇主與行為人

• 雇主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雇用受僱者30人以上的職場，應訂
定性騷擾防治措施公開揭示，雇主還負有民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
包括受雇者或求職者可請求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即俗稱的精神賠
償。

• 行為人本身則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懲罰。

3.區分行為人有無肢體接觸

• 肢體以外的如發表性意味言語、傳送圖片等，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第20、21條，處以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 對於因教育、訓練、醫療、公務、業務、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
己監督、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者，得加重處罰鍰至
二分之一。

71

性騷擾案例 –開刀房趁機亂摸女同事

• 職場性騷擾精神慰藉金45萬元

• 90 年 07 月 31 日臺灣高等法院 90 年上易字第 265 號民事判決
• 90 年 03 月 29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89 年訴字第 424 號民事判

決
• 案情 上訴人（第一次）於87年4月17日下午4時30分，在丙

○○○醫院開刀房第61房，以手撫摸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背
部，並滑行至肩部掐揉肩頸等部位，且以：「我是給妳面子，
怕妳沒人摸」之言語騷擾被上訴人….第二次，醫生插管時摸被
上訴人之手，要被上訴人請他吃冰、「那讓妳摸回來嘛！」第
三次，醫生又是拍屁股，申訴人告知都已經結婚了，醫生說
「又沒什麼，碰一下就鬼叫鬼叫」…..

• 見解原審(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判命上訴人給付40萬元，而駁回
被上訴人其餘之訴。

• 被上訴人不服，上訴
• （臺灣高等法院）被上訴人應再給付附帶上訴人新台幣5萬元。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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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文件板拍護士屁股喊加油
醫師判罰1萬元罰金 2017-08-07

基市1名50多歲陶姓醫師，今年初與某20多
歲年輕女護士一起巡查病房，走出病房時，
竟以手上拿著的文件板，朝女護士臀部揮
拍下去，還說了一聲「加油！」護士認為
不受尊重，很不舒服，隨即向醫院反應被
騒擾，醫院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後，
報請警方偵辦。

醫師強調並無惡意，只是單純想鼓勵年輕
人，喊加油揮手時，沒想到不小心拍到了
女護士的臀部，才會引發對方誤會的；全

案審結，法院認為陶姓醫師行為，已違反
性騷擾防治法，判處拘役10天，或易

科1萬元罰金。（突發中心蔡進男／基隆報
導）

性騷擾案例 -未經同意幫同事按摩

認定性騷擾

•未經同意幫同事按摩認定性騷擾 罰雇主
聯合報
「嘴上說要幫我按摩，還來不及拒絕，手
就按上來。」新北市勞工局近期接獲2件性
騷擾案檢舉，2案都是男同事藉口按摩，故
意觸碰女同事，雇主卻都沒啟動調查程序，
各挨罰10萬，其中1家公司無性騷擾防治相
關辦法，再加罰10萬。
職場上，發生同事間按摩，遭指控性騷擾
事件！新北市勞工局接獲有女性勞工申訴，
在沒有經過同意下，被同事以按摩為由，
觸碰到敏感部位，感覺受到性騷擾，但是
向雇主反映，卻沒有啟動調查，也沒有採
取補救措拖，被勞工局認定，已經違反性
別平等工作法。

摘自網路圖片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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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員工遇到性騷擾向誰申訴？

如果，勞務提供公司置之不理，或想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態度消極不作為
(大局為重)，如經調查雇主未盡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之公法義務，將處
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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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
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
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
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
行；於僱用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
替。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324-3

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我檢視檢核表
—主管須克制刁難、 羞辱、逼迫..之管理方法

• 持續的在工作上吹毛求疵，在小事上挑剔，把微小的錯誤放大、扭曲。

• 總是批評並拒絕看見勞工的貢獻或努力，也持續地否定部屬的存在與價值。

• 總是試圖貶抑勞工個人、職位、地位、價值與潛力。

• 在職場中被特別挑出來負面地另眼看待，孤立勞工，對其特別苛刻，用各種小動作
欺負被霸凌者。

• 在他人面前輕視或貶抑勞工。

• 在私下或他人面前對勞工咆哮、羞辱或威脅。

• 給勞工過重的工作，或要其大材小用去做無聊的瑣事，甚至完全不給勞工任何事做
。

• 剽竊勞工的工作成果或聲望。

• 讓勞工的責任增加卻降低其權力或地位。

• 不准勞工請假。

• 不准勞工接受必要的訓練，導致其工作績效不佳。

• 給予勞工不實際的工作目標，或當其正努力朝向目標時，卻給勞工其他任務以阻礙
其前進。

• 突然縮短交件期限，或故意不通知勞工工作時限，害其誤了時限而遭到處分。

• 將勞工所說或做的都加以扭曲與誤解。

• 用不是理由的理由且未加調查下，對勞工犯下的輕微錯誤給予沈重處罰。

• 在未犯錯的情形下要求勞工離職或退休。

• 不斷要求勞工處理非公務之私事，勞工如拒絕則遭處罰
。

73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紓壓健康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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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力好大，我該怎麼辦？

• 知名健康專家潘○○
就建議6種不同的紓
壓方式，分別是：

• 1、運動

• 2、旅遊

• 3、深呼吸

• 4、鬆心鬆身

• 5、試著說出困難

• 6、做好時間管理

＊如何紓解壓力？

壓力大與情緒緊張
也會造成生理性強迫症

受夠主管的冷嘲熱諷？
遭到主管的言行欺壓時，你可
以採取兩個行動：

1.蒐證
千萬別抱持「一定是我哪裡做
得不好，對方才會那樣對我」
的心態，蒐集事證人證，在一
發現時就積極遏止，以免對方
的惡意攻擊不斷坐大。

2.正面回應
心平氣和、不厭其煩地回應惡
劣的嘲諷，請對方就事論事，
釐清有疑慮的地方，而不是任
由對方惡意地精神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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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實作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
實施辦法及相關規定2023



2024/9/9

42

職場危害因子對育齡女性之影響
懷孕對工作之影響

工作的影響 原因說明

□休憩時間及次數 孕婦常需要頻繁進食及飲水、或急迫解尿

□職務或場所之限制 孕婦易有噁心感且可能無法忍受強烈氣味、
對熱的耐受性減低、需要較大的活動空間

□活動能力或重心改
變

孕婦體型變化、下墜的腹部、關節柔軟度
等影響移動或姿勢變化及速度，也增加跌
倒或高處作業之風險

□工作場所之安全 孕婦有可能暈倒、影響緊急逃生能力

□工作時間 孕產婦較易疲倦且沒有辦法輪班工作

□工作壓力 孕產婦對壓力的耐受性降低

□個人防護具、防護
衣或常規制服

孕產婦體型變化影響穿戴之舒適感或正確
性

職場危害因子對育齡女性之影響

毒性物質之重分佈及治療限制

母親吸收之重金屬或戴奧辛等毒性物質

可進入胎盤臍帶血或乳汁，而造成母體-胎兒(嬰兒)
毒性物質之重分布，母體內存量減少但造成子代中
毒及影響其發育。

治療性藥物、解毒劑或重金屬螯合劑，因具有
致畸胎性或其它毒性，禁止或不建議用於治療
妊娠哺乳期間女性

最佳的母性保護原則為限制毒性物質之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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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途徑、時間或劑量

作用部位或細胞、作用時間點或毒性機轉造成不同之健康
效應例如:

具細胞毒性或致突變性危害因子作用於卵子、精子
或妊娠初期胚胎時可能造成不孕或流產。

若在妊娠期間暴露到具細胞毒性、致突變性或致畸
胎性因子時可能造成早產、畸型或死產。

也可能影響子代之心智發育，特別是受精後第3-8週之
重要器官發育期的暴露，更可能造成嚴重畸型。

若懷孕期間暴露到具致癌性因子時，可能誘發子代
的癌症發生。

職場危害因子對育齡女性之影響

86

第2條 說 明

母性健康保護：指對於女性勞

工從事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

工作所採取之措施，包括危害

評估與控制、醫師面談指導、

風險分級管理、工作適性安排

及其他相關措施。

母性健康保護期間：指雇主於

得知女性勞工妊娠之日起至分

娩後一年之期間。

明定母性健康保護
及期間之定義。

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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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保護法源依據

 我國關於母性保護的相關法規主要規範於《職業安全衛
生法》、《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中。

 《勞動基準法》:第25、32、49、30-1、50條~第52條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條~第19條

 著重於保障女性勞工妊娠、生產、哺育母乳之勞動條件。妊
娠期間之調職、產假、產假期間之薪資給予、工作時間內哺
育母乳等工作保障。

 《職業安全衛生法》:著重女性勞工暴露於職業風險危害
的母性健康保護。

母性保護法源依據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性別
平等之意旨，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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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保護法源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

90

第3條 說 明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100人以上者，其

勞工於保護期間，從事可能影響胚胎發育、

妊娠或哺乳期間之母體及嬰兒健康之下列工

作，應實施母性健康保護:

一、具有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屬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

性物質第一級或其他對哺乳功能有不

良影響之化學品。

二、易造成健康危害之工作，包括勞工作業

姿勢、人力提舉、搬運、推拉重物、

輪班、夜班、單獨工作及工作負荷等。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一、考量專業，參考
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規定。

二、參考職安法施行
細則第39條之規
定，及考量人類
流行病學之醫學
實證與業界實務
執行之可行性。

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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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1

職場中有無生育年齡婦女

考量任何潛在的危害及風險

評估的方式與一般職業安全衛生的風險評估方
式類似

應當為特殊族群來給予特殊考量（生理結構）

注意心理、社會及經濟因素對於工作的影
響

同一個危害，對於一般、懷孕、生產後及哺乳的
女性工作者可能有不同的風險（ex輪班）

當員工告知懷孕、生產後
或哺乳中

基於初始風險評估結果

考量任何醫學上的建議（
如：婦產科或相關醫師）

執行此種風險評估及採取
行動的人員：需對於此議題
具有足夠專業知識之職業健
康服務專業人員

特殊風險評估



2024/9/9

47

定期與持續進行風險評估

當職場中有新母性工作者，需定期與持
續進行風險評估

雖然危害不變，但是對於未出生胎兒的
傷害風險可能會隨著不同懷孕時期而改變

風險分級原則(§9)

對於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應依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辦理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

一、作業場所空氣中
暴露濃度低於容
許暴露標準十分
之一。

二、第三條或第五條
第二項之工作或
其他情形，經醫
師評估無害母體
、胎兒或嬰兒健
康。

一、作業場所空氣中
暴露濃度在容許
暴露標準十分之
一以上未達二分
之一。

二、第三條或第五條
第二項之工作或
其他情形，經醫
師評估可能影響
母體、胎兒或嬰
兒健康。

一、作業場所空氣中
暴露濃度在容許
暴露標準二分之
一以上。

二、第三條或第五條
第二項之工作或
其他情形，經醫
師評估有危害母
體、胎兒或嬰兒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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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級原則(§10)

但經醫師評估需調整風險等級者，不在此限

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

血中鉛濃度
低於5µg/dl
者。

血中鉛濃度在
5µg/dl以上未
達10µg/dl。

血中鉛濃度在
10µg/dl以上
者。

女性勞工母性
健康保護

有 無

危害控制

評估是否可能減少或移除危
險因子，或孕產婦報告因健
康問題無法負荷原始工作而
提出工作調整申請

風險溝通

告知勞工是否存在危險因子；
勞工需要瞭解儘早告知雇主懷
孕、最近六個月內已生產或正
在哺乳的重要性，以及在健康
狀況、職務或工作環境變動時
應再次接受評估

工作調整

行動1：暫時調整工作條件(例如調整業務量)和工時或

行動2：提供適合且薪資福利等條件相同之替代性工作 或

行動3：有給薪的暫停工作或延長產假，避免影響孕產婦及

子女健康

職場健康風險評估

評估職場健康與安全危險因子

(評估對象：懷孕前、孕婦、產婦及哺乳之育齡女性)

任何健康與安全危險因子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Rv_yqlb3MAhUFFZQKHX-FB78QjRwIBw&url=https://jobgogo.tcnr.gov.tw/?p=2813&psig=AFQjCNHB0hh1jSM2x6U7ai0-fsBdx8eJ6g&ust=1462339344065085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Rv_yqlb3MAhUFFZQKHX-FB78QjRwIBw&url=https://jobgogo.tcnr.gov.tw/?p=2813&psig=AFQjCNHB0hh1jSM2x6U7ai0-fsBdx8eJ6g&ust=146233934406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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