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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殯葬管理處113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一、目的：為保護本處工作者安全與健康，落實本處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工作，加強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防止工作者發
生職業災害，故針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之設施及人員，實施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以消弭災害於無形，達成員工零職災及本
處承攬廠商員工零重大職災事故。 

二、依據: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 

三、範圍: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範圍之本處工作者，及其工作場所
內之相關設施、設備與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計畫項目: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四)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五)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八)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九)緊急應變措施。 

(十)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 

    分析。 

(十一)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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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細項：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 執行安全觀察：一般工作場所，由各單位確實掌握所轄工作
場所之所有活動或服務，進行系統化之安全衛生風險評估。
評估範圍包含例行活動及非例行性活動、所有進入工作場所人
員之活動、人員行為能力及其他的人為因素。 

2. 執行安全風險評估：具危害性作業之工作場所，由負責單位
辦理職業安全衛生評估及作業環境測定，並依本處第一殯儀館
及墓政管理課所訂「風險評估表」辦理。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 為發掘機械設備、環境及其作業等不安全衛生狀況，防止職
業災害之發生，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之管理。 

2. 對於危險性機械設備(如:火化爐具、冷凍櫃等)之管理，每年
定期維護保養納入管理，以確保危險性機械設備之使用安全。  

(三)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勞工作業環境測定。為避免勞工於作業場所因暴露有害物而
對身體造成傷害，依據「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進行
作業環境測定。 

(四)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各工作場所辦理勞務、財務及工程採購時，其承攬商就承攬部
分應負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雇主」之責任。各工作場所應於事
前告知該承攬商有關工作場所的工作環境、危害因素與應採取之
措施，如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或如防止適用場
所的氣體、蒸氣、粉塵、溶劑等引起之危害等，得於作業召開協
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五)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 針對機械、設備、器具及作業實施職業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以確保其作業時有良好性能，自動檢查項目及頻率依本處年
度職業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2. 各工作場所操作人員應確實執行機械、設備之使用前、後檢
查與保養並作成紀錄保存。對其作業實施定期檢查或重點檢
查；檢查時如發現危害，應分析危害因素與評估危害風險
（嚴重性及可能性分析）。對於缺點改善部份，應陳報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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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場所主管處理，若有立即危險或重大危害事由，應停止使
用並另案提報會議討論。 

(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藉由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宣導及推廣，普及職業安全衛生觀念，提升勞工對於危害環
境的認知、預防、自護、互護…等能力，以採取有效之防範
措施，減少職業災害及職業病之發生，以保護勞工安全與健
康。 

2. 各工作場所之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接受從
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為保障員工生生命與身體健康，督導工作者依規定接受體格檢 

    查、健康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以加強醫療保健工作。 

(八)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於網頁進行安全衛生資訊

宣導。 

(九)緊急應變措施。 

依照本處各工作現場制訂緊急應變相關規範辦理(如:高溫作
業、空氣品質惡化、局限空間作業)。 

(十)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
析。 

1. 辦理職災統計調查。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應即採取必
要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並作
成紀錄。 

如發生下列職業災害之一者，應立即通報勞動檢查機構，除
必要之急救、搶救外，各工作場所之人員非經司法機關或檢
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1) 發生死亡災害。發生災害之罹災人數在一人以上，且需住

院治療。 

(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係指氨、氯、氰
化氫、光氣、硫化氫、二氧化硫等化學物質洩漏，發生
罹災需住院治療一人以上之災害）。 

2. 各工作場所若有職業災害發生，應立即將傷亡人員之資料通知
業管單位主管，並填寫職業災害調查報告表（附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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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調查回報表（附表二）及員工職業傷害報告表(附
表三)，並立即前往現場，實施職業災害調查及後續緊急處
理。 

(十一)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不定期召開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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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災害調查報告表（附表一） 
□失能傷害 發生部門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罹災者之主管 調查人員 

□財產損失      

傷亡員工姓名、年齡、性別、地址 職務 年資 技術與經驗 健康檢查資料 

     

受傷部位 受傷情形 急救與醫療（包括住院日期） 撫恤金 

    

財產損失情形 間接損失情形 

  

災害類型 加害物 媒介物 

 

 
 

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現場概況敘述 

 

 

 

 

目擊者及其意見 現場主管對災害之意見 

 

 
 

不安全的動作 不安全的環境 

 

 
 

個人因素 不當之管理與決策 

  

緊急應變措施之缺點 改進建議事項（包括災變防止策略） 

  

預定改善日期 課室人員及其意見 秘書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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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調查回報表（附表二） 
發生時間  場所  

罹災者  性別  年齡  經驗  

員工編號  作業時間  延長工時  

罹災者傷害程度  部位  

災害類型  媒介物  

加害物  

罹災者不安全之動作： 

罹災者不安全之環境狀況： 

改善檢討事項： 

 

部門主管：                            
＊註：本調查表於職災發生24小時內由發生場所填寫後，經部門主管簽署後，請檢送機關首長作為初

步調查分析之依據。 

填表說明： 

＊ 災害類型：請依化學藥品傷害、機械外傷、車禍、燙傷、割傷、電擊、火災、中毒及其他選擇填

寫。 

＊ 媒介物：請填寫間接造成加害物傷害之物件、機械、人員、設備等。 

＊ 加害物：造成傷害之物件、機械、人員、設備等。 

＊ 部位：請依頭、臉顏、頸、鎖骨、手臂、指、腹、背、胸、股、腿、足、內臟、全身、其他等選

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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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職業傷害報告表（附表三） 
＊員工編號：                            日期：                            

＊姓名：                             任職部門：                            

＊性別：               職務：                 主管：                       

＊發生時間：                          緊急醫護時間：                       

＊受傷程度：                                                               

＊處理方式：□經醫護後恢復工作     □回家休息    □送醫急救（治

療） 

＊損失工時：                                                                

＊罹災或目擊者對事故原因之敘述： 

                                                                        

                                                                        

                                                                         

                                                                         

                                                                          

                                                                        

                                                                        

                                                                         

                                                                        

                                                                         

                                                                         
 

                                               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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