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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實施項目及方法:

水利工程包括上游集水區降低逕流量之水土保持工程、溪谷之防沙壩工程，

上中游蓄水防洪發電之水壩及電廠工程、中下游分洪疏洪渠道工程、河川整治之

護岸、堤防、截灣取直工程及疏浚工程，河川引水之攔河堰工程、取水工程，都

市排水之排洪渠道工程、防水潮閘門、抽水站房工程及相關之排水隧道工程，與

河川出口之海堤工程、港灣之防波堤工程，港灣工程…等，依據前述工程之特性

無論設計與施工者在作業時均應考慮工程特性及現場之水文、氣象、地質、環境、

交通等因素，以便進行相關之安全衛生設計與施工‧是以各單位應對安全衛生

管理就下列事項配合水利工程之施工特質妥為計畫之。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本局辦理之各項工程採購、設備採購及歲修工作時，對工作環境或作業危

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依下列不同情況辦理之：

(一)設計階段：

規設單位依據工程內容、施工環境特性實施風險評估；其風險評估實施方式

如下列：

1. 成立設計評估小組：由具施工經驗之工程師、安衛專業人員、施工安全

評估人員等組成。

2. 選定評估範圍：檢視設計需求、環境條件做潛在危害辨識；再對施工作

業內容適當拆解，以篩選較重大之工作內容，作為評估對象。

3. 辨識可能之災害類型：收集安全、工程相關法令及規範做為參考之基本

要件，依據類似工程災害案例，討論評估對象實施過程中相似之危害狀

況，更採用情境模擬之方式推演討論發掘潛在之危害，並由潛在之危害

中辨識災害類型。

4. 風險分析：對潛在之危害，交互比較判斷發生災害之可能性高低及嚴重

度輕重。

5. 風險評估：依相對量化之可能性、嚴重度估算『風險度』，以嚴重、中等

及輕微分類之。

6. 研擬對策：對不同風險需處理之危害項目研擬對策，類型包括：消除、

取代、隔離、工程控制及管理控制之方式，並編擬足夠之經費因應。

7. 後續執行追蹤管制：將應處理風險之方式、處理之時機、權責人員登載

紀錄之，以追蹤管制執行情形。

規畫設計之督導及成果審查作業，應指派有經驗之專人為之。

前述規畫設計及設計督導與成果審查作業，如有必要時可委託專業顧問公

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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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設計單位 (或委託之規劃設計廠商)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根據以上風

險評估及成果審查結果，規劃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圖說、施工安全衛生規範

及安全衛生經費明細表等作為本局招標文件，納入契約執行。

(二)督導部份：本局各施工督導單位應依據規設廠商之成果報告，在契約

中列入安全衛生應辦理事項與重要安衛項目之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

並切實督導廠商辦理之。

(三)施工廠商：承辦廠商應依據契約中提供之安全衛生施工圖說、規範、安

全衛生辦理事項及相關經費，仔細分析評估，訂定可行之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並報核准後實施。

(四)自辦部份：本局自辦工程，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本局辦理之各項工程採構、設備採構及歲修作業，督導單位應依據『勞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等之各種機械設備相關之安衛法規規定，對現有使用之

機具設備或器具(包括在施工、維護及營運階段使用者)訂定全衛生管理計

畫並執行，以防止機械作業造成之墜落滾落、倒塌翻覆、被夾被捲、衝撞被

撞等災害。其管理計畫內容包括事項如下列：

1. 機具種類數量：各單位檢視現有機具、設備或器具之種類，並確實調查

在本工作中預定使用機具、設備或器具之種類與數量。

2. 設置時機及位置：前述機械設備器具使用之時機與使用之地點應確實掌

握，並依程序申請調用之

3. 檢查維修計畫：各單位調用相關機具、設備或器具，其檢查維修方式由

派遣單位負責或委由專業機械廠商負責，應在計畫中說明，並詳細訂定

之。

4. 施工動線：各單位對機具使用時之動線應妥於計畫並切實告知駕駛者。

5. 機械、設備操作或器具使用及其安全作業規定：本局相關機械、設備管

理單位及施工督導單位應遵照署頒安全作業規定及相關安全衛生法令規

定執行。

承攬本局工程之廠商亦需辦理前項管理工作，並訂入計畫執行。

三、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本局施工督導單位應依據『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之規定，建立危險物

質通識制度，分別將工作場所計畫使用之法定危險物、有害物之名稱、數量

存放方法及管理等妥為規畫，製成『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其內容項目計

十六項，需逐條列明)，確實教導員工遵守相關安全規定，以防止該項物質

因使用不慎，造成勞工傷亡。建立危險物質通識制度計畫如下列：

1. 安全資料標示:應要求設備供應商提供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之標示，

並將標示貼於危險物及有害物上或其儲存處之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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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取量紀錄：為能有效控管，該危險物及有害物之存取使用數量應由專

人負責管理確實掌握，並填報存取量紀錄表備查。

3. 安全防護設施：為防止員工於作業中受到傷害，除應設置適當之隔絕防

護設施防止勞工碰觸外，相關之個人防護具(包括保護手、眼、皮膚或呼

吸器官等防護具)應教育勞工確實配帶。

4. 緊急應變與搶救計畫：應針對各種危險物及有害物之滲漏洩出，可能造

成之危害(包括：火災、爆炸、中毒、致癌、腐蝕、刺激等)，訂定應變計畫

包括編組成員、處置方式及流程、善後處理…等。

承攬本局工程之廠商亦需辦理前項管理工作，並訂入計畫執行。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作業環境長期危害預防部份：

(一)本局施工督導單位應依據『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之規定，督導

廠商訂定『作業環境測定與管理』計畫，針對環境中之粉塵、二氧化碳

及高溫等之狀況，委託合格之環境監測專業公司，辦理合乎規定之施

工環境採樣策略規劃，測定環境狀況，藉以採行安全防範措施，防止

勞工長期曝露在危害作業環境中而影響健康。前述環境監測經費，本局

工務單位應適當編列。

上述計畫內容應包括：

1. 作業環境種類：含坑洞作業、隧道作業、局限空間作業，地下室作業等

2. 測定項目及期限：含粉塵、二氧化碳及高溫等項目，其辦理期限以『勞工

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規定為準。

3. 測定人員及紀錄：由作業環境測定專業人員辦理，或可委由具證照之專

業廠商辦理之。

4. 採行適當之安全防護設施，如下：

(1)改變施工方式，使符合環境需求，減少環境污染之危害狀況。

(2)改用施工機具，使機具作業時減少排放污染物。

(3)改變通風設備及佈置方法，使環境中之有害物質能迅速袪，達到法

令要求之標準…等。

作業環境立即危害預防部份：

(二)本局施工督導單位應依據『缺氧症預防規則』『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

標準』『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之規定，督導廠商針對環境中之缺氧

及有害氣體(二氧化碳、硫化氫、一氧化碳)、爆炸性氣體(甲烷)、高溫及

異常氣壓等之狀況，做事前之測定，並採取適當之對策，以保護勞工

之安全。前述氣體偵測經費，本局工務單位應適當編列。

1. 缺氧性及爆炸性氣體狀況：應置備測定空氣中氧氣、硫化氫、甲烷、一氧

化碳濃度之必要測定儀器，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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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並依據缺氧作業防護規定，對作業場所採

取通風、檢測、配戴防護具、準備搶救急救措施及設置監視人員等程序。

2. 高溫狀況：高溫作業場(如鍋爐作業…等)所應於事前置備溫度計(自然

濕球溫度計、乾球溫度計、黑球溫度計)，採取隨時可確認作業場所溫度

之措施，並依據『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給予勞工必要的休息，

同時應充分供應飲用水及食鹽，採取指導勞工避免高溫作業危害之必要

措施。

3. 異常氣壓狀況：異常氣壓作業場所應確定壓氣作業之穩定性，並依據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作好作業勞工加減壓管理工作，若在加減壓

過程中發生意外，應儘快送具有壓力艙設備及有能力處理之醫院急救，

必要時應於工地設置簡易式加壓艙處理之。

五、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施工安全評估事項。

本局施工督導單位應督促廠商於得標後，即刻指定工地負責人成立施工安

全評估小組，依規定程序實施安全評估工作，包括：初步危害分析、施工災

害初步分析、基本事項評估、特有災害評估…等程序，並依規定向勞動檢查

機構申請丁類工作場所審查，經審查合格後，始准動工。

各施工督導單位應督促送審進度，並參與審議過程，務必在正式開工前通

過審議。

六、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

本局之工程採購、設備採購及歲修作業等依下列規定辦理採購管理、承攬管

理與變更管理事項：  

1. 採購管理：

(1) 對機械、器具、設備、物料、原料及個人防護具之採構、租賃契約應

有符合法令及實際需要之勞工安全衛生具體規範(1.廠商資格、2. 

履約要件、3.特定工程實績、4.產品安衛規格、5.廠商安衛管理能力

…等)，並於驗收使用前確認其符合規定。

(2) 對營繕工程之施工、規劃、設計、監造等交付承攬或委託服務時，

其契約內容應有防止職災之具體規範(1.廠商資格、2. 履約要件 、

3.特定工程實績、4.產品安衛規格、5.廠商安衛管理能力…等)，並

列為履約監督管理之要件。

2. 承攬管理：

設計廠商部份

(1) 設計廠商應依契約規定規劃設計安全設施，繪製圖說，編列經費

及施工查驗機制，並做風險評估，修正後完成成果。

(2) 設計廠商之安全衛生規畫設計過程，本局規設單位得委由設計顧

問全程督導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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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廠商之安全衛生設計成果，本局規設單位得委由設計顧問予

以審查。

(4) 各設計階段安全衛生事項之過程督導及成果審查作業程序及標準，

得由設計顧問訂定之。

作業廠商部份

(1) 廠商得標後應提送施工、維修、營運等安全衛生相關計畫(包括：

組織建立、人機動員、工作方式程序、管控流程及產出要件…等)，

經本局核定後施工。

(2) 作業中，本局依據該計畫督導廠商落實執行，如有變更，應提報

變更計畫經核定後執行。

(3) 作業完成驗收時，本局依相關契約規定實施安全衛生驗收工作。

(4) 本局施工督導單位依署頒勞工安全衛生施工規範之規定，做好平

時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5) 本局施工督導單位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7、18條』規定於交付工

程承攬時，應於開工前辦理危害告知及督促廠商依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十八條之規定，成立勞工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並列席指導工程安

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協商。但本局如為原事業單位並參與共同作業時，

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八條規定辦理，即由施工督導單位成立安

全衛生協議組織並運作之。

(6) 平行承攬人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7) 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承攬工程時，應互推一人為代

表人，該代表人視為該工程之事業雇主，負雇主防止職業災害之責

任。

(8) 本局施工督導單位對承攬廠商之安衛管理能力、作業管制作為、教

育訓練實施、緊急應變及績效評估等事項訂定承攬管理計畫，對廠

商之安全衛生管理做好評鑑工作。

3. 變更管理: 

(1) 本局對於因應自然環境所作之變更、計畫目標所作之變更、施工過

程方法及程序等之變更、施工程序之調整、材料之變更及機具設備

之更替…等事項，進行危害辨識評估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前述適

當防護措施，均應告知所有作業勞工使其接受相關訓練，並留存紀

錄。

(2) 本局施工採購、設備採購及歲修廠商，有如前條變更管理情事者，

各施工督導單位亦應依法督促辦理。

七、 各項作業安全作業標準

安全作業標準分三部份辦理

(一) 設計單位現場查勘作業安全作業標準

6



現場查勘人員赴預定作業地點前，應檢視現場環境、地形地質、河川溪

流、交通狀況及建物狀佈置資料，先了解可能之危害，訂下查勘路線，

並準備適當防護具使用，查勘地點偏僻應商請熟悉人士帶路，並為便

於緊急救難，應向當地警察機關報備後始成行。

(二) 督導工作單位現場督導作業安全作業標準

施工督導人員赴作業現場實施督導時，除應遵照工地安全衛生守之則

規定，並正確配戴安全帽與安全防護具外，應對現場不安全狀況隨時

督導廠商改善之。

(三) 施工單位作業安全作業標準

1. 本局交付工程承攬、設備採購及歲修作業時，應督促廠商訂定各項作業

安全作業標準，以安全完成各項作業程序。相關作業安全作業標準應陳

報施工督導單位備查。

2. 安全作業標準之訂定，應督促廠商將工程中主要作業項目分解成若干單

元作業，以便就單元作業再細分之作業步驟實施工作安全分析，就各步

驟之工作方法以逐條方式分析可能之危害及應採取之安全對策與應變措

施，從而訂定安全作業標準，並將安全措施納入訓練教材、危害告知、

安全檢查項目中，做為安全施工之規範。

3. 安全作業標準之內容包括：作業單元、使用機具設備、作業人員、作業步

驟、作業內容、安全管理及應變措施…等。

八、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 本局各施工督導單位訂定安全衛生督導檢查計畫，督導廠商辦理各項

安全衛生管理工作並實施安全衛生檢查。

2. 各施工督導單位應督促廠商依據『勞工  安全衛生組之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之規定，編列該工作之自動檢查計畫，陳報施工督導單位備查，其

項目應包括：

(1) 機械車輛之定期檢查

(2) 設備之定期檢查

(3) 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4) 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

(5) 作業檢點

3. 前項檢查計畫，廠商應分別依據『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及『勞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等相關安衛法規，訂定露天開挖、擋土支撐及安全衛

生設施、作業環境測定、電氣設備…等之檢查計畫。其計畫訂定內容應

包括：

(1) 檢查項目

(2) 檢查頻率

(3) 檢查人員

(4) 檢查結果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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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動檢查之督導

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1. 本局應工作督導及執行需要，有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項目一般包括：勞

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相關作業主管、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

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人員、特殊作業人員、一般勞工…等。

2. 每年由本局工安主辦單位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訂定一般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並報核定後實施。

3. 教育訓練計畫內容包括：教育訓練之目的依據、教育訓練之類別、教育

訓練之對象人數、教育訓練辦理單位、教育訓練時間地點、教育訓練之課

程及其講授大綱…等

4. 其餘教育訓練本局無法自行辦理者，每年由本局工安主辦單位調查實際

需要人數，委託相關安全衛生專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合格者相關證照

應於人事資料中登錄。

5. 各施工督導單位應督促廠商依規定辦理一般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

將紀錄陳報備查。

6. 本局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在報經檢查機構核備後，應列入『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之教材內容中，教育勞工使確切了解並遵行。

十、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 本局現場施工督導人員之安全帽應依物料管理規定向物料單位領取保管

使用。

2. 本局各施工督導各單位應督促廠商做好勞工個人防護具之管理工作。

3. 各單位應作好『個人防護具管理』之教育工作，包括：何時配帶何種防

護具、如何正確配戴及如何維護。

十一、 勞工健康管理

1. 本局對新雇人員辦理一般體格檢查，對在職人員辦理一般健康檢查，對

新雇特殊作業人員辦理特殊健康檢查，對在職特殊作業人員辦理特殊健

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

2. 應參加特殊健康檢查之勞工，依『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第二條規定係指

從事粉塵、高溫、異常氣壓及有機溶劑…等作業之勞工。

3. 實施勞工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應填具勞工特殊健康檢查結果

報告書，報請事業單位所在地之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當地

勞動檢查機構。

4. 本局勞工之一般及特殊之體格、健康檢查，由工安主辦單位依據『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調查受檢人數後，訂定計畫報上級核定後實施。勞工健

康檢查資料經彙總分析後，報陳上級參閱，作為人事選用之參考。

5. 體格健康檢查計畫內容包括：檢查類別、測定項目及期限、檢查結果之

處理、檢查報告之存檔。

8

http://www.iosh.gov.tw/data/f4/law29.htm
http://www.iosh.gov.tw/data/f4/law29.htm
http://www.iosh.gov.tw/data/f4/law29.htm


6. 本局各施工督導單位應督促廠商依據『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訂

定一般及特殊體格健康檢查計畫，並落實執行。

7. 其它有關促進勞工衛生事項，應參照勞工健康促進法、煙害防治法及兩

性平權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1. 本局各施工督導單位得利用網路與廠商間建立正常通路，相關之安全衛

生資訊可立即傳遞與使用。

2. 各施工督導單位應督促廠商做好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工作，

利用網路平台將蒐集到之國內外安全衛生資訊，經彙整後上網與各下級

單位分享，同時對施工安全確有幫助者，得透過現場實際作為印證推廣

之。

3. 對安全衛生管理之各種機制、類型及預防對策，應一併收集彙整之。

十三、 緊急應變計畫

1. 本局訂定緊急應變計畫，於接獲施工督導單位工地事故通報時，依據該

計畫立即反映通報上級單位，並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督導下級督導工

務所及監造單位積極協助廠商現場搶救急救工作，各項支援系統應保持

連繫與暢通，對外發言應指定專人負責。

2. 各施工督導單位應督促廠商應依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12條之 6』之規定，依工程之潛在風險，訂定緊急狀況預防、準

備及應變之計畫，並定期實施演練。。

3. 緊急應變計畫內容包括：緊急應變編組表(組織架構、編組任務、搶救機

具設備)、緊急應變處理流程(成立應變小組、通報上級、連絡支援單位、搶

救與急救、善後處理及各階段處理要領)、急救醫療體制(急救醫療單位之

地址、連絡電話及人員)。

4. 前述計畫應送本局各施工督導單位審查後執行。

5. 其它依特殊殊作業要點，如：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防

颱作業要點…等，各單位應依規定訂定之。

十四、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1. 本局工安主辦單位應注意部內發生之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及影響身心健

康事件，確實調查分析發生之原因及檢討防範對策。相關事件平時應彙

整成冊並做好統計分析工作，做為年度工安重要報告議題。

2. 本局各施工督導單位應督促廠商實施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

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3. 該工作內容包括：事件調查統計之主辦單位及人員，處理時機、事件調

查之項目、辦理方式(文件調查、現場查勘及詢問、會議討論及決議、事故

之原因、責任之歸屬及人員懲處)、事故統計分析之方式與報告時機及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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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局各施工督導單位應督促廠商對事故調查處理之進度與結果確實掌握，

並對事件之統計分析結果採取適當之矯正預防措施。

十五、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1. 本局工安主辦單位應對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依規定留下紀錄。

2. 本局依據署訂績效評估措施，對各施工督導單位主動式管理指標及被動

式管理指標加以評估，並要求採取適當之矯正預防措施

3. 本局各施工督導單位應要求廠商做好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本局訂有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者，各督導單位應確實督導之

貳、 計畫時程：各項工程施工期間執行之，專案工程以專案期程為限，歲

修工程以年度為限。

參、 實施單位及人員：

一、 實施單位：本局工安主辦單位負責規畫督導，各督導施工單位負責執行。

二、 實施人員：本局工安主辦單位指派之安衛人員負責規畫督導，各督導施

工單位主辦工程司負責執行。

肆、 其他規定事項：

一、 本計畫如有更動，則應隨時調整之，以符實際。

二、 每年定期檢討修正，並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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