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檢查注意事項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三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施行，並齊一本

部及全國勞動檢查機構實施監督檢查時之執行標準，特訂定本檢查

注意事項。

二、本檢查注意事項主要內容分為「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自動檢查」及「其他注意事項」等四部分。

三、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如

下：

1.職業安全衛生組織，包括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以下簡稱管理

單位)及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2.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以下簡稱管理人員)，包括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

(二)事業單位及其總機構應依事業危害風險之不同設置管理單位(如附

表一)，負責規劃及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業務，包含擬訂、督導

及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等。

(三)「專責一級管理單位」應依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職

業安全衛生事項，不得兼辦其他與職業安全衛生無關之業務。

(四)依規定須設管理單位之事業單位或總機構，應設委員會，為事業

單位內審議、協調及建議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業務之組織。

(五)事業單位及其總機構應依事業危害風險之不同設置管理人員(如附

表二)，負責規劃及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業務，包含擬訂、督導

及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等。

(六)「專職管理人員」應常駐廠場執行業務，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

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職業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

(七)第一類事業單位或其總機構已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相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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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管理績效並經本部審查通過者，管理單位及管理人員依

本辦法第六條之一之規定如下：

    1.管理單位，得免為專責。

    2.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得免為專職。

    3.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應

為專職。

(八)本辦法第三條之一第一項「所屬從事製造之一級單位」之「製

造」，指凡從事以物理或化學方法，將材料或物質轉變成新產品，

不論其使用動力機械或人力，進行產品之大修、改型、改造、產

業機械及設備之維修及安裝、組件之組裝等作業，均屬之。

(九)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時，各事業單位均應依規定置管理人

員，原事業單位有與承攬人及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

於設置管理單位、管理人員時，其勞工人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1.事業單位(含承攬人及再承攬人等)：一年期間勞工人數之平均

值(含尖峰期、離峰期)，以該事業單位陳報勞動檢查機構時回

推一年期間勞工人數之平均值(含尖峰期、離峰期)。回推計算

實質值有困難者（如營造業新設工程），得以預估未來一年期

間僱用勞工人數之平均值計算，並檢附佐證資料。

2.原事業單位：包含原事業單位、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所僱用

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時之總人數。

(十)總機構設置管理單位、管理人員時，其勞工人數之計算，應包含

總機構及所屬各地區事業單位作業勞工之總人數。

(十一)事業分散於不同地區者，應於各該地區之事業單位設管理單位

及置管理人員，於設置管理單位、管理人員時，其勞工人數之

計算，以各該地區事業單位勞工人數為準。

(十二)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除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未滿三十人者，

得由雇主或其代理人擔任者外，由雇主自該事業之相關主管或

辦理職業安全衛生事務者選任之。但營造業之事業單位，應由

曾受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者選任之，是否符

合規定資格，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四條規定認定之。

(十三)爆竹煙火製造業之事業分類屬化學品製造業，該業所屬事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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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設置之管理人員依附表二之規定，至於爆竹煙火製造場所確

保公共安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

(十四)事業單位依規定應設管理單位者，其管理單位之主管應由具有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資格者擔任之。

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應依下列規定：

(一)所有事業單位雇主均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留存紀錄備查：

1.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3.危險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4.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5.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6.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7.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8.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9.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0.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1.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12.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13.緊急應變措施。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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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16.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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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

事業單位，應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要求各級主管及管

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執行；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

事業單位得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未

有規範執行紀錄及文件規定時，仍應以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相當內容之計畫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紀錄認定

之，如附表三。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為雇主依其作業及管理需要能有效防

止職業災害，促進勞工安全健康所訂定之內部管理規章。

(四)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事業單位，未取得臺灣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TOSHMS)驗證證書者，應檢視其建置範圍是否涵

括全部事業單位，及是否符合本辦法第十二條之二至第十二條之

六之規定。

(五)發生重大職災是否追究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過失之責任，依法令

規定及事業單位內部作業規定各人員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責任

認定：

1.雇主或對事業具管理權限之雇主代理人：綜理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業務。

2.事業各部門主管：負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執行之責。

3.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規劃及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有關

業務。

五、自動檢查依下列規定執行及要求：

(一)自動檢查包括機械之定期檢查、設備之定期檢查、機械設備之重

點檢查、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及作業檢點；除作業檢點外，應訂

定自動檢查計畫，據以執行，於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時，

應涵括納入安全評估事項。

(二)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及作業檢點，除本辦法第五十條之車輛機械

第五十條之一之高空工作車及第五十七條之簡易提升機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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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明定其檢點對象、內容，並以檢點手冊或檢點表為之。

(三)執行機械之定期檢查、設備之定期檢查及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應就下列事項記錄，並保存三年：

1.檢查年、月、日。

2.檢查方法。

3.檢查部分。

4.檢查結果。

5.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四)前款之紀錄應以紙本保存。但以電子紀錄形式保存，並能隨時調

閱查對者，不在此限。

(五)原事業單位提供承攬人或再承攬人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由

原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或以書面約定由承攬人或

再承攬人為之。

(六)事業單位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供勞工使用，應對該機械

設備或器具實施自動檢查，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得以書面約定由

出租、出借人為之。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辦法附表一事業之分類認定，依中華民國行業統計分類之原則，

由事業單位整體實際從事之作業活動認定事業之歸屬，事業之作

業活動有多種不同之事業歸屬時，依事業單位從事之整體作業活

動認定，無法確定時，依其主要經濟活動認定；仍無法據以認定

時，再依各項作業活動之整體事業之營業額多寡作認定。

(二)總機構事業之種類，以其地區事業單位之屬性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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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行政業之事業列本辦法附表一第一類及第二類者，屬上級與

下級機關之關係且各具獨立組織編制、預算及獨立行使職權能力

時，認定其上級機關為事業之總機構，下級機關為地區事業單位。

(四)政府機關(構)管理單位、管理人員，除已經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者外，應

依事業種類、施行期程要求之。

(五)本辦法第八十三條所定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七十七條規定之自動

檢查，以指定該作業人員為之，惟如該作業人員並無能力或較特

殊之機具、項目，得由雇主指定適當人員為之。

(六)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

人員時，應至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建置之資訊系統登錄，陳報勞

動檢查機構備查。已依本辦法規定陳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者，因

本辦法修正致不符規定或人員異動時，應重新依本辦法第八十六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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