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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應用人因工程觀點來分析我國近6年（2007~2012年）內之營造業以外

行業重大職災案例，並提出人因工程檢核點與檢核表，藉以預防重大職災的發生。本研究分別

依行業別，媒介物，以及災害類型三種屬性來分析我國重大職災案例。同時，本研究透過ISO 

TC159的四種類型來分析在重大職災案例中的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並歸納出重大職災相關

的15個人因工程不良因子及其防制檢核點。最後，本研究提供一個範例來說明將這些檢核點編

輯成工作場所預防重大職災人因工程檢核表之應用方法。

關鍵字： 重大職業災害、人因工程、檢核表

民國103年3月24日投稿，民國103年4月20日修改，民國103年4月25日接受。
通訊作者：杜信宏，修平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信箱：josephdu@hust.edu.tw。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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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場重大職業災害的發生不僅僅對社會造

成重大的物質與金錢損失，更會對罹災勞工與

其家庭造成不可磨滅的傷害。就以勞動部近6
年（2007~2012年）來的統計而言，我國工作
場所重大職災死亡人數總數為1,758人，而僅僅
勞保局針對勞工死亡暨家屬補助總金額就高達

8億4000萬之譜[1]。因此，如何預防重大職業
災害的發生是我國相當重要的一個議題。

要預防重大職業災害，首先就要了解職業

災害的產生原因。職業災害的發生通常都被認

為是意外產生的，然而，Heinrich提出的骨牌
理論(domino theory)認為所有的意外絕非偶然，
是由一連串的事件在一定的秩序中發生的結果

[2]。Heinrich認為意外事件的發生主要有5個環
節(或因素)所組成，依序是先天因素及社會環
境(ancestry and social environment)，人為過失
(fault of the person)，不安全的行為及機械或實
體危害(unsafe act and/or mechanical or physical 
hazard)，意外事故發生(the accident itself)，
以及體傷或財物損失(the injury or damages 
sustained)。要能夠避免重大職災的發生，首先
就要能夠消除由五個環節中的任何一個環節。

在骨牌理論的五個環節之中，Heinrich主張最
容易消除的環節就是「不安全的行為及機械或

實體危害」。再進一步思考，不安全的行為常

常來自於設計不良的機械或實體（也可說是不

安全的機械或實體危害）的誘導所致，因此，

針對骨牌理論五個環節中「不安全的機械或實

體危害」來改善應該是最有效率的消除危害方

式。然而，傳統的職業災害分析的重點卻不容

易提供消除這個環節的解決方法。

傳統的重大職災分析重點包括有：行

業別、災害類型、媒介物、罹災情形、發生

經過、原因（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基本原

因）、災害防止對策，以及現場示意圖或照

片等8個項目。圖1所示是100年重大職災的實
例－從事自動裝卸載機械檢修調整作業發生衝

撞致死災害[3]，由圖1之中可以看出，分析的
重點項目之中有7項（第1項～第6項，第8項）
的內容是用來記述或分析職災情形的內容，而

第7項－災害防止對策－則是用來提供事業單
位要防止災害時應適用之法規條文。然而，細

觀條文的引用通常只提供原則性的且較屬於行

政管理層面的要求或禁止，例如圖2之中的災
害防止對策總共引用法規條文有6點。細觀條
文的引用通常提供的是原則性的且較屬於行政

管理層面的要求或禁止，較無法提供有效的解

決方式予事業單位或現場工作人員。實際上，

事業單位在發生重大職災之後，其改善方案通

常常常必須要仰賴甚或專家顧問公司才能得到

解決。然而，這種方式卻較為耗費時間與成

本。若然，可以由重大職災案例的分析之中，

針對「不安全的機械或實體危害」環節來找出

系統性的解決方案，那麼對於事業單位消除與

預防重大職業災害發生，必然有顯著的幫助。

透過人因工程知識能夠有效的提供系統

性的解決方案，來消除職災中可能「不安全的

機械或實體危害」。人因工程經常被應用於如

肌肉骨骼傷害等職業傷害的工作現場人機介面

(Human-Machine Interface)改善，或是手工具與
機械等產品的設計與改善[4]。人因工程的改善
通常是透過標準(standards)，指令(directive)，
或是檢核表(checklist)的工具來完成。在這3種
人因工程工具之中，要夠讓第一線的現場工作

人員應用並進而消除可能引起重大職災環節的

工具當屬檢核表(checklist)。人因專家通常會將
所欲評估的工作內容編輯成檢核表內的評估項

目，來讓現場工作人員應用，例如用來評估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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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傳統重大職災分析重點的8個項目：民國100年重大職災實例報告—從事自動裝卸載

機械檢修調整作業發生衝接致死災害

圖2  民國96~101年度我國重大職災案例死亡人數變化（依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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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骨骼風險的檢核表有，美國OSHA的MSDs
人因工程檢核表[5]，BRIEF[6]，RULA[7]，
OWAS[8]，MAC[9]，ART[10]，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發展過的人因工程現場改善技

術檢核表[11]，以及用來檢查工作場所的機械
設備的人因檢核表，例如美國國家安全協會

(National Safety Council)出版的機械與設備的人
因工程與安全指引檢核表(Ergonomic and Safety 
assessment guide for machine and equipment)
[12]，以及澳洲的國家職業安全與衛生委員
會(National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Commission)出版的辦公室家具與設備挑選的人
因工程原則檢核表(ergonomic principle checklist 
for the selection of offi ce furniture and equipment)
[13]。透過這些檢核表的方式來呈現，現場工
作人員很容易可以照著檢核表所列的檢核項目

逐一評估工作站，並據以改善可能的「不安全

的機械或實體危害」因子，進而預防重大職災

的發生。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應用人因工程

觀點來分析我國近6年（2007～2012年）內的
重大職災案例，並提出人因工程檢核點，藉以

預防重大職災的發生。

研究方法

我國近6年(2007年～2012年)在營造業以外
行業的重大職災案例統計報告，並依行業別、

災害類型、災害媒介物的屬性來進行統計分

析。接著由ISO TC159的4種類型來分析重大職
災案例相關的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最後，

本研究針對防制這些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分

別提出相關之檢核點，提供將這些檢核點編輯

成可應用於工作場所防制這些人因工程設計不

良因子的檢核表，藉以預防重大職災檢核表。

 我國近6年營造業以外行業的重大職災案1. 
例統計

本研究整理我國近6年（2007年～2012
年）營造業以外行業的重大職災案例統計報告

（行政院勞動部，2012）[14]，並將每個案例
的行業別、災害媒介物、災害類型進行統計

分析，以瞭解近年來我國重大職災之情況。分

析職災案例之「行業別」時，主要分類方法是

直接由重大職災案例統計報告的「行業別」欄

位取出，接著在統計分析時，再參考行政院主

計處所編印的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9次
修訂）的版本來進行大類的歸類（行政院主計

處，2011）[15]。此版本將我國行業別分為19
大類。分析職災案例之「災害媒介物」時，同

樣由重大職災案例統計報告的欄位取出，再參

考行政院勞動部重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

的附表五－災害媒介物分類表。此表將災害媒

介物分為大類8類，其下再分中類與小類。本
研究呈現災害媒介物之統計結果時則以大類之

分類為主。分析職災案例之「災害類型」時，

亦同樣由重大職災案例統計報告的欄位取出。

國際標準組織人因工程標準（TC 159）2. 

國際標準組織的人因工程標準是由T C 
159人因工程標準技術委員會在1984年起草的
[16]。ISO TC 159目前包括了4個次委員會，分
別是SC1負責「人因指導原則」相關的標準，
SC3負責「人體計測及生物力學」相關的標
準，SC4負責「訊號及控制」相關的標準，以
及SC5負責「人因與物理環境」相關的標準及
審核[17]。在這四個項目底下，ISO TC 159目
前總共發表了125條標準，這份人因工程標準
是國際間較為廣泛被採用與參考的人因工程法

規及標準[5]，在國內也廣為採用並做為人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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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標準的參考，如陳志勇與李永輝[18]，李正
隆[19]。因此，本研究亦採用ISO TC 159來做
為職業災害案例的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的分

析依據。

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分析與檢核點3. 

本研究由重大職災案例報告來分析其中的

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主要是綜合分析職案案

例報告中的「發生經過」與「原因分析」兩個

項目的內容。這2個項目的敘事內容是以描述
事情經過或原因為主，因此較需要透過人員判

讀來進行分析。藉以了解該職災案例發生的經

過與原因敘述中，是否有可以透過人因工程改

善而避免該職災之發生的情形，再歸納出這些

案例中的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

在分析職災案例的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

時，本研究主要參考ISO TC159所提出的4種類
型來做為分析和歸納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

接著，本研究針對防制這些人因工程設計不良

因子來逐一提出檢核點，最後提供二個案例來

說明將檢核點編輯成為檢核表的應用方法。

研究結果

重大職業災害依行業別統計結果1. 

由表1中可以看出，依行業別來分析的
話，職災死亡情形最嚴重的前3種行業別分別
是製造業(51.8%)，營造業(18.0%)，以及運輸
及倉儲業(7.6%)。由於本研究主要分析的是非
營造業的重大職災死亡案例，但是營造業卻仍

排行在職災死亡情形嚴重程度的第2順位，此
實是因為承攬人制度所導致。此外，值得注意

的是，在行業類分類中的「金融及保險業」與

「不動產業」並沒有職災死亡案例，因此沒有

列在表1中。

如果將各種行業別的職災死亡情形依不

同年度來呈現其分佈的話（6年的職災死亡人
數大於10人的行業別），結果如圖2。圖2依死
亡人數由高而低依序呈現呈現製造業，營造

業，運輸及倉儲業，支援服務業，用水供應及

污染整治業，農、林、漁、牧業，批發及零售

業，公共行政及國防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總共10種行業別在
不同年度下的死亡統計次數分佈。10種行業別
中，職災死亡人數分佈呈上升趨勢的主要有4
種行業別，分別是營造業，運輸及倉儲業，支

援服務業，以及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職災

死亡人數分佈呈現持平趨勢則有5種行業別，
分別是製造業，農、林、漁、牧業，公共行政

及國防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以及電

力及燃氣供應業；職災死亡人數分佈呈下降趨

勢的只要有1種行業別，批發及零售業。

表1  民國96~101年的重大職災案例死亡人數
（依行業別）

行業別
年度

96 97 98 99 100 101 總計 總計(%)
農、林、漁、牧業 4 10 2 4 3 4 27 3.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 2 0.2%
製造業 83 87 55 72 73 82 452* 51.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 2 1 6 1 2 14 1.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4 5 3 5 5 9 31 3.6%
營造業 24 28 23 29 21 32 157* 18.0%*
批發及零售業 5 5 7 3 4 3 27 3.1%
運輸及倉儲業 8 12 14 12 9 11 66* 7.6%*
住宿及餐飲業 1 2 3 0.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 2 2 5 0.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 2 1 2 4 4 17 1.9%
支援服務業 4 7 11 6 8 6 42 4.8%
公共行政及國防 4 3 3 2 3 3 18 2.1%
教育服務業 1 1 2 0.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 1 0.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 1 0.1%
其他服務業 3 2 1 1 7 0.8%
總計 146 164 121 145 137 159 872 100%

*
代表死亡情形最嚴重的前3種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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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職業災害依災害類型統計結果2. 

由表2中可以看出，依災害類型來分析
的話，職災死亡情形最嚴重的前3種災害類型
分別是墜落、滾落（30.4%），被夾、被捲
（15.4%），以及被撞（10.2%）。

如果將各種災害類型的職災死亡情形依

不同年度來呈現其分佈的話，結果如圖3。圖3
依死亡人數由高而低依序呈現墜落、滾落，被

夾、被捲，被撞，物體倒塌、崩塌，感電，物

體飛落，其他，與有害物接觸，爆炸，跌倒、

衝撞，火災，以及與高低溫接觸，總共12種
災害類型在不同年度下的死亡統計次數分佈。

12種災害類型中，職災死亡人數分佈呈上升
趨勢的主要有5種災害類型，分別是火災，其
他，物體飛落，物體倒塌、崩塌，以及被撞；

職災死亡人數分佈呈現持平趨勢則有4種災害
類型，分別是墜落、滾落，爆炸，與有害物接

觸，以及與高低溫接觸；職災死亡人數分佈呈

下降趨勢的有3種災害類型，分別是被夾、被
捲，跌倒、衝撞，以及感電。

表2  民國96~101年的重大職災案例死亡人數
（依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年度

96 97 98 99 100 101 總計 總計(%)
火災 3 3 2 5 5 5 23 2.6%
其他 4 8 5 12 7 7 43 4.9%
物體飛落 6 6 6 10 11 13 52 6.0%
物體倒塌、崩塌 8 17 14 12 14 18 83 9.5%
被夾、被捲 22 26 24 20 24 18 134* 15.4%*
被撞 14 16 11 12 13 23 89* 10.2%*
跌倒、衝撞 8 6 3 2 3 4 26 3.0%
感電 20 13 12 15 11 11 82 9.4%
與有害物接觸 5 12 3 7 7 4 38 4.4%
與高低溫接觸 2 1 3 2 2 10 1.1%
墜落、滾落 50 49 37 44 35 50 265* 30.4%*
爆炸 4 8 3 3 5 4 27 3.1%
總計 146 164 121 145 137 159 872 100%

*
代表死亡情形最嚴重的前三種災害類型

圖3  民國96~101年度我國重大職災案例死亡
人數變化（依災害類型）

重大職業災害依媒介物統計結果3. 

由表3中可以看出，依媒介物來分析的
話，職災死亡情形最嚴重的前3種媒介物分別
是營建物及施工設備（21.6%），其他設備
（15.7%），以及物質、材料（18.7%）。

如果將各種媒介物類型的職災死亡情形依

不同年度來呈現其分佈的話，結果如圖4。圖4
依死亡人數由高而低依序呈現營建物及施工設

備，物質、材料，裝卸搬運機械，其他設備，

動力機械，其他類，環境，以及貨物，總共8
種媒介物類型在不同年度下的死亡統計次數分

佈。8種媒介物類型中，職災死亡人數分佈呈
上升趨勢的主要有3種媒介物類型，分別是裝
卸搬運機械，動力機械，以及貨物；職災死亡

人數分佈呈現持平趨勢則有4種媒介物類型，
分別是營建物及施工設備，物質、材料，其他

設備，以及環境；職災死亡人數分佈呈下降趨

勢的有1種媒介物類型，是其他類。

表3  民國96~101年的重大職災案例死亡人數
（依媒介物）

媒介物
年度

96 97 98 99 100 101 總計 總計(%)

其他設備 22 24 25 21 21 24 137* 15.7%*

其他類 12 17 7 9 4 6 55 6.3%

物質、材料 25 40 21 27 26 24 163*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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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物
年度

96 97 98 99 100 101 總計 總計(%)

動力機械 17 14 16 22 27 22 118 13.5%

貨物 3 3 5 3 2 6 22 2.5%

裝卸搬運機械 25 26 25 24 23 32 155 17.8%

營建物及施工設備 37 32 18 33 30 38 188* 21.6%*

環境 5 8 4 6 4 7 34 3.9%

總計 146 164 121 145 137 159 872 100%
*
代表死亡情形最嚴重的前三種媒介物

圖4  民國96~101年度我國重大職災案例死亡
人數變化（依媒介物）

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分析結果4. 

本研究在分析近6年（2007～2012年）職
災案例的敘事項目（發生經過、原因分析）

後，初步依ISO TC159的分類將人因工程設計
不良因子分為16個因子，這16個因子分別是，
缺乏團隊溝通，缺乏人車分道，人員無穿戴適

當防護具，人員不適當行為，缺乏防護罩／

網，機械設備開口不足，力量不足，平面空間

不足，環境／控制器標準不清，作業範圍標示

不清，照明不適當，噪音太大，缺乏安全帶

／帽／網，空氣中有毒/危害物，機械／設備
強度不足，以及其他。這16個項目的內容說
明及其所屬分類如表4所示。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職災案例由其敘事項目之中無法分析出

屬於TC 159的4種類型裏的人因工程設計不良
因子。此時，本研究將之歸類為「工安」類

型。用這16個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來分析
近6年（2007~2012年）職災案例的結果如表5
所示，發生次數最常見的前3種設計不良因子
分別是人員不適當行為（43.6%），缺乏安全
帶/帽/網（23.5%），以及機械/設備強度不足
（17.5%）。同一職災案例被分析為含有兩個
以上的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的案例數是459
件（51.4%）。

表4 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的定義

編號 分類
人因工程設計
不良因子

說明

1 人因指導原則 缺乏團隊溝通

例如，作業員甲在作業，而作業
員乙開啟機台電源而產生職災，
或是，車輛駕駛粗心導玫隨車員
發生職災。

2 人因指導原則 缺乏人車分道
例如，沒有人車分道而導致堆高
機或貨車在廠區內撞死人。

3 人因指導原則
人員無穿戴適當
防護具

人員無穿戴適當防護具，如絕緣
手套、鞋具，衣服寬鬆，短袖上
衣等，而導致發生職災。

4 人因指導原則 人員不適當行為
人員機械操作不當，工具應用錯
誤，沒有正確上下機械設備

5 人體計測及生
物力學

缺乏防護罩／網
機械或設備缺乏防護罩或防護網
等防護設備而致使作業員發生職
災。

6 人體計測及生
物力學

機械設備開口不
足

機械或設備開口尺寸不足而導致
作業員發生職災。

7 人體計測及生
物力學

力量不足
作業員力量不足卻強行支撐物
料，機械，車輛，或設備而致發
生職災。

8 人體計測及生
物力學

平面空間不足
走道寬度不足，堆垛或物料間的
空間不足

9 訊號及控制
環境／控制器標
準不清

工作台承重上限，接頭或控制器
等標示不清而導致作業員發生職
災。

10 訊號及控制
作業範圍標示不
清

作業員因作業範圍標示不清而進
入作業半徑，導致發生職災。

11 人因與物理環
境

照明不適當
照明不足或過於刺眼，導致作業
員發生職災。

12 人因與物理環
境

噪音太大

作業場所噪音過大，使得作業員
無法聽到警示音（他人呼喊，或
機械設備警示），致使發生職
災。

13 工安
缺乏安全帶／帽
／網

雇主沒有提供或工作場所缺乏安
全帽，安全帶或安全網而致使作
業員發生職災。

14 工安
空氣中有毒／危
害物

空氣中有毒／危害物質存在。

15 工安
機械／設備強度
不足

電線桿斷裂，梯子斷裂，鏽蝕，
木板強度不足，浪板(採光罩)強度
不足，地板強度不足，絕緣披覆
弱化或破壞而導致職災發生。

16 其他 不明原因，天災，或無法歸類。

表3  民國96~101年的重大職災案例死亡人數
（依媒介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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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發生次數統計分
析結果（N=893）

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 發生次數 發生次數比例 (%)

缺乏團隊溝通 41 4.6%

缺乏人車分道 28 3.1%

人員無穿戴適當防護具 152 17.0%

人員不適當行為 389 43.6%

缺乏防護罩／網 132 14.8%

機械設備開口不足 4 0.4%

力量不足 7 0.8%

平面空間不足 67 7.5%

環境／控制器標準不清 75 8.4%

作業範圍標示不清 62 6.9%

照明不適當 10 1.1%

噪音太大 8 0.9%

缺乏安全帶／帽／網 210 23.5%

空氣中有毒／危害物 54 6.0%

機械／設備強度不足 156 17.5%

其他 23 2.6%

人因工程設計不良檢核點與其應用5. 

由於前述的第16項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
子－「其他」－是屬於天災或不明原因所造

成，本研究無法據以提供合理有效的檢核點來

防制，因此要提出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之

檢核點與其應用時，本研究首先將第16項「其
他」排除。

本研究分別針對其餘15個人因工程不良設
計因子提出防制的28個檢核點，如表6所示。
本研究主要是以正面提問的方式來設計檢核點

的問句。這種設計有一種好處，就是使用者在

查核該檢核點時如果勾選「否」的時候，代表

使用者目前檢查的人員或作業環境存在有該人

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因此，使用者應該考慮

改善該不良因子。例如，「缺乏人車分道」的

檢核點問句為「人員與車輛（物料）動線是否

有清楚劃線分道？」，使用者如果在查核此檢

核點時勾選「否」，則表示使用者認為該機械

或設備與作業環境間存在「缺乏人車分道」

的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此外，值得注意的

是，本研究在表6的檢核點問句設計中，亦沒
有把特定數值嵌入。如「物料（堆垛）重量是

否超過作業員可負荷重量？」並沒有把作業員

可負荷重量寫出，例如20kg，40kg等。或是，
「環境照明亮度是否適合讓作業員看清作業環

境？」也沒有把適當照明之應有照度值寫出，

例如750 lux等。此種設計主要是考量到檢核表
的使用者通常是第一線的勞工，因此儘量避免

要額外量測特定數值，如此可以避免檢核點過

於複雜而難懂，讓勞工可以快速而容易使用。

本研究所提出之防制人因工程設計不良

因子的檢核點可以依工作現場不同屬性的需求

來編輯出相關的檢核表，藉以預防該工作現場

會產生相關的重大職災。接著，本研究以媒介

物為「梯子」的重大職災為例來說明如何用這

些檢核點來編輯出相關的人因工程檢核表。以

「梯子」媒介物的重大職災案統共有41次，其
中，出現次數最多的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依

序為缺乏安全帶／帽／網（30次），人員不適
當行為（20次），以及機械設備強度不足（6
次）。透過表6的檢核點重新組合的結果，就
可以得到以「梯子」媒介物的重大職災案例之

人因工程檢核表即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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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防制15種人因工程不良設計因子的檢核
點

編號
人因工程設計
不良因子

檢核點 是 否

1 缺乏團隊溝通

是否由兩個以上的作業員們合作執行
作業？

作業員們在執行作業間是否可以輕易
看到所有成員？（視覺）

作業員們在執行作業間是否可以輕易
聽到所有成員？（聽覺）

是否可以提供無線電裝置（耳機、麥
克風）使作業員們彼此溝通？

2 缺乏人車分道
人員與車輛（物料）動線是否有清楚
劃線分道？

3 機械設備開口
不足

人員穿越機械設備的出入口（維修
口）是否符合人體計測尺寸？

4 缺乏防護罩／
網

機械設備的捲夾點是否有固定的防護
罩/網？

機械設備的捲夾點是否有遮斷設計？

5 缺乏安全帶／
帽／網

作業現場是否提供安全帽？

作業現場是否提供安全帶？

作業現場是否提供安全網？

6 力量不足
物料（堆垛）重量是否超過作業員可
負荷重量？

7 照明不適當
環境照明亮度是否適合讓作業員看清
作業環境？

8 噪音太大
作業員是否可以聽到行進車輛的警示
音？

9 控制器標示不
清

作業員是否可以看清楚控制器上的標
示？

10 作業範圍標示
不清

作業員是否察覺自己已進入他人操作
機械設備之作業範圍？

11 人員無穿戴適
當防護具

作業員是否穿載絕緣手套？

作業員是否穿載絕緣鞋具？

作業員是否穿載緊身（非寬鬆）衣
服？

作業員是否穿載長袖衣褲？

12 人員不適當行
為

作業是否有訂定標準作業程度？

人員是否有依照標準作業程序使機械
設備？

13 空氣中有毒/危
害物

作業員是否能夠察覺空氣中有毒/危
害物？

14 平面空間不足 作業員走道寬度是否足夠？

15 機械／設備強
度不足

作業員是否能察覺力學傳遞點有強度
不足情形？

作業員是否能察覺浪板（採光罩）有
強度不足情形？

作業員是否能察覺電線桿佇點有強度
不足情形？

作業員是否能察覺安全帶吊掛點有強
度不足情形？

作業員是否能察覺機械掛勾（舌片）
強度不足情形？

表7  以「梯子」為媒介物的重大職災案例相
關之人因工程檢核表

編號
人因工程設計
不良因子

檢核點 是 否

5 缺乏安全帶／
帽／網

作業現場是否提供安全帽？

作業現場是否提供安全帶？

作業現場是否提供安全網？

12 人員不適當行
為

作業是否有訂定標準作業程度？

人員是否有依照標準作業程序使機械
設備？

15 機械／設備強
度不足

作業員是否能察覺力學傳遞點有強度
不足情形？

作業員是否能察覺浪板（採光罩）有
強度不足情形？

作業員是否能察覺電線桿佇點有強度
不足情形？

作業員是否能察覺安全帶吊掛點有強
度不足情形？

作業員是否能察覺機械掛勾（舌片）
強度不足情形？

結論與建議

結論1. 

本研究分析過去6年我國營造業以外行業
之重大職災案例資料，並依行業別、災害類

型、災害媒介物的屬性來統計分析其逐年變化

趨勢。同時，本研究透過ISO TC159的4種類型
來分析這些重大職災案例的人因工程設計不良

因子，並歸納出重大職災相關的15個人因工程
不良因子及其所佔職災案例數之比例。最後，

本研究針對15種人因工程不良因子提出相關之
28個檢核點。並據以組合編輯出一種在重大
職災案例中常見機械或設備的人因工程檢核表

做為範例，藉以提供事業單位做為參考，藉以

防制這些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及重大職災發

生。

建議2. 

本研究分析過去6年重大職災案例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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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並分別依行業別，災害類型，媒介物等

3種屬性，將職災死亡情形最嚴重的前3種行業
列出來（參考表1～表3）。同時，本研究依
年度進程來呈現這三種屬性的重大職災案例

的死亡情形，並將其依死亡人數呈上升趨勢，

持平趨勢，或下降趨勢3種趨勢類型來分別呈
現（參考圖2～圖3）。這些依年度進程所呈現
的分析可以提供主管機關做為參考來執行相關

的行政管制。針對上升與持平趨勢的行業別，

災害類型，以及媒介物進行輔導，加強宣導與

察查的工作；針對下降趨勢的行業別，災害類

型，以及媒介物進行宣導與表揚。

本研究分析出15種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
（參考表4），藉以做為透過人因工程觀點來
分析重大職災的初步嘗試。接著，本研究找出

在重大職災中防制15種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
的檢核點（參考表5），並據以編輯出人因工
程檢核表。最終，本研究以重大職災案例的媒

介物類型為主，編輯出一種最常見的機械設備

與作業環境間的人因工程檢核表來做為範例。

這15種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可以應用於訓練
現場工作的勞安人員，使其在各事業單位中執

行工作時，得以識別可能造成重大職災的人

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並自己改善現場作業環

境，以預防重大職災之發生。當然，這樣的概

念也可以應用於編輯重大職災案例的各種行業

別、災害類型等屬性所需的人因工程檢核表。

在這種情形之下，本研究所分析出的15種人因
工程設計不良因子可視為一個可資應用之基

礎。然而，目前這15種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
的應用也有其限制。

15種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因子的應用限制
主要來自於原始資料－非營造業重大職災案

例。首先，由於勞動檢查處所公告之重大職災

實例報告是以傳統工安觀念所撰寫分析（參

考圖1），因此報告之內容主要以8個項目來記
錄－行業別，災害類型，媒介物，罹災情形，

發生經過，原因（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基本

原因），災害防止對策，以及現場示意圖或照

片。換言之，本研究在進行人機介面之人因工

程分析時，也僅能透過即有這8個項目之記錄
內容來進行。實際進行分析時，報告內容有關

於人機介面之描述實屬有限。例如，15種人因
工程設計不良因子內的「人員不適當行為」，

通常分析報告內容時，僅能看到作業人員是採

用取此種不適當之行為。然而，當本研究想要

深入探討其背後原由時，卻無法再由報告內容

獲取更多的內容，也因此限制了本研究的分析

結果無法再細分。於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

可以重新考量重大職災報告之記錄項目，將人

因工程之認知等相關之情境或事件登載於重大

職災報告。

其次，本研究所分析出的15種人因工程設
計不良因子是以非營造業之重大職災實例為主

要分析對象，因此這些因子是否可以適當的應

用在營造業或局限空間等重大職災案例之分析

實尚無法定論。

最後，本研究嘗試以人因工程的觀點來分

析重大職災案例。就其本質而言，重大職災較

屬於安全議題，而人因工程較屬於衛生議題，

看似較無關聯的領域。然而，若由預防的角度

來看，透過人因工程的觀點來分析重大職災，

確實可以預防部份的重大職災發生。例如，透

過檢核「缺乏人車分道」「作業範圍標示不

清」「人員不適當行為」的人因工程設計不

良因子，並要求改善，確實可以改善以「堆高

機」為媒介物的重大職災發生。因此雖然研究

期間短促，但研究期間邀請參與專家會議的學

界與業界先進們對於本研究之執行與研究結果

多有給予肯定。同時，專家先進們也期許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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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未來可以有更充裕的研究期程，以利進行

更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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