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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職業災害的發生大多來自安全衛生的違規行為，安全衛生的違規行為引起之

職業災害往往造成勞工生命、財產的損失，為能有效防止安全衛生違規行為發生，

訂定相關規定來規範勞工是必要的。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提升職場安全衛生水準，確保勞工生命安全，及達

成零職災之目標，積極落實安全衛生督導，逐年降低危害風險，預防職業災害之

發生，秉持「工程不能犧牲工安，勞工生命不能被漠視」之精神及理念，積極協

助施工團隊執行工地安全衛生管理。  

    本文將針對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辦之捷運工程安衛工務所督導缺失案

件予以分析，上述資料僅包含淡海線、三鶯線及安坑線之案件，對於其他非新北

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辦之工程及外單位稽查缺失，本文暫不納入探討，另本文所

探討之條文皆入案件數來計算。 

 

一、 安全衛生督導缺失統計分析 

    以新北市主辦三線工程，統計 106、107、108年近三年度安衛督導次數共

188次，缺失總數共 1,902件，如表一近三年安衛督導與缺失表，其中淡海線安

衛督導次數 72次，缺失總計 808件，安坑線安衛督導次數 52次，缺失總計 723

件，三鶯線安衛督導次數 64次，缺失總計 371件。 

    以平均數來看，淡海線每次安全衛生督導會有 11.2次缺失，其中 106年度

平均每次安全衛生督導有 12.4次缺失，107年度平均每次安全衛生督導有 11.3

次缺失，108年度平均每次安全衛生督導有 9.8次缺失；安坑線每次安全衛生督

導會有 13.9次缺失，其中 106年度平均每次安全衛生督導有 10.5次缺失，107

年度平均每次安全衛生督導有 12.4次缺失，108年度平均每次安全衛生督導有

18.9次缺失；三鶯線每次安全衛生督導會有 5.8次缺失，其中 106年度平均每

次安全衛生督導有 4.6次缺失，107年度平均每次安全衛生督導有 7.2 次缺失，

108年度平均每次安全衛生督導有 5.2次缺失。  



表一：近三年度安衛督導與缺失表 

項目別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 年度 總計 

督導次

數(次) 

缺失數 

(件) 

每次督導平

均缺失數 

督導次

數(次) 

缺失數

(件) 

每次督導平

均缺失數 

督導次

數(次) 

缺失數

(件) 

每次督導平

均缺失數 

督導次

數(次) 

缺失數

(件) 

每次督導平

均缺失數 

淡海線 26 322 12.4 24 271 11.3 22 215 9.8 72 808 11.2 

安坑線 14 147 10.5 22 273 12.4 16 303 18.9 52 723 13.9 

三鶯線 14 65 4.6 24 172 7.2 26 134 5.2 64 371 5.8 

合計 54 534 9.9 70 716 10.2 64 652 10.2 188 1902 10.1 

 

   而以年度三線合計缺失來看，106年度合計缺失 534件，107年度合計缺失

716件，108年度合計缺失 652件，其分佈曲線如圖一：近三年度安衛缺失圖得

知。以曲線圖來看，近三年度淡海線安衛缺失由 106年度的 322件至 107年度的

271件再至 108年度的 215件，有持續下降之趨勢，分析可得兩個因素，第一：

淡海線工程進入尾聲，高風險工項逐漸竣工，第二：安全衛生督導成效之展現，

剛開工時安全衛生觀念未發展成熟，經不斷督導及教育訓練，使施工團隊逐漸有

正確之安全觀念，使安衛缺失可逐年下降；安坑線近三年安全衛生缺失由 106

年度的 147件至 107年度的 273件再至 108年度的 303件，有持續上升之趨勢，

分析原因為安坑線正準備進入施工高峰期，高風險工項陸續展開，安衛督導頻率

也隨工項危險性增加，因此缺失的件數也隨之增加；三鶯線近三年安全衛生缺失

由 106年度的 65件至 107年度的 172件再至 108年度的 134件，缺失則上升後

穩定下降，分析原因為三鶯線剛開始施作，前段屬於文書資料整備，所以缺失會

較少，107年度則施工面陸續展開，則相對缺失比例也逐漸增加，108年度經不

斷教育訓練使缺失比例平穩下降。 



 

圖一：近三年度安衛缺失圖 

 

    以每月缺失數量來看，可得到圖二：每月安衛缺失圖，其中以 2 月份缺失最

少，分析原因為 2月份多為春節假期，工程大多時間不施作，因此相對安衛缺失

會偏少，而 5月份及 11月份的安衛缺失為最多，分析可知每年 5月到 11月份為

防汛期間，這期間也是天災最多的時間，因此安衛督導頻率也會隨之增加，以至

於這期間缺失比例偏高的原因。 

 
圖二：每月安衛缺失圖 

  

65

172 134

322

271
215

147

273 303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安衛缺失

三鶯線

淡海線

安坑線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安衛缺失 161 80 112 156 203 193 194 165 128 159 198 153

0

50

100

150

200

250

安
衛
缺
失
次
數



二、 安全衛生督導缺失態樣 

    安衛缺失種類可分為十二類，統計各缺失種類可得圖三：近三年安衛缺失種

類圖，其中「墜落、滾落」占安衛缺失種類 25.18%最多，其次是「交通安全及

維持」占 19.93%及「安全衛生管理」占 18.89%，這三項缺失占總缺失樣態的 64%，

顯示這三項缺失為本局安衛督導的重點項目，則「墜落、滾落」缺失數量占多數

的原因為三線工程大多數作業為高架作業，其中淡海線及安坑線為平面段加上高

架段，而三鶯線則是全線都為高架段，因此高架作業一直都是安衛督導的重點項

目，缺失比例也隨之增加。 

 

圖三：近三年安衛缺失種類圖 

 

    淡海線安衛缺失種類以「墜落、滾落」最多占了安衛缺失種類的 33%最多，

也比平均值高，其次是「交通安全及維持」占 18%及「環境保護」占 14%，可分

析淡海線接近完工而其高風險工項的鋼梁及橋梁高空作業皆是墜落、滾落缺失重

點檢查工項，隨之缺失比例也高於一般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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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淡海線安衛缺失種類圖 

    安坑線及三鶯線安衛缺失種類以「安全衛生管理」最多，皆占了安衛缺失種

類的 24%最多，其次是「交通安全及維持」占 22%及 21%和「墜落、滾落」占 19%

及 20%，分析可得安坑線及三鶯線為近三年開工之工程，前端之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為缺失檢查重點，隨著工程施工進入高峰期，高風險工項陸續開始，使主要工

項落在高空作業、動態性、短暫性作業居多，缺失種類也隨之著重於墜落、滾落

及物料管理等，且兩線工程皆位於市區道路中，交維設施及警示設備也列為檢查

重點。 

 
圖五：安坑線安衛缺失種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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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三鶯線安衛缺失種類圖 

三、 成效分析 

    統計自 106年到 108年止，如表二：近三年度職業災害統計表，可得淡海線

發生 1次職業災害，造成 1人死亡，三鶯線及安坑線分別發生 2次職業災害及造

成 2人受傷，除 107年發生 1人死亡屬重大職業災害，106年及 108 年皆未發生

重大職業災害，且各線事故發生頻率每年度皆不超過 3次且受傷人數不超過 3

人，因此可分析安全衛生督導之成效良好，發現缺失隨即改善，使勞工處於一個

安全的工作場所，且持續加強勞工安全衛生守法觀念，以有效降低職業災害之發

生。 

表二：近三年度職業災害統計表 

年份 路線 事故 傷亡 

106 年 三鶯 機具碰撞事故 1人受傷 

107 年 淡海  人員墜落事故 1人死亡 

108 年 

安坑 人員墜落事故 1人受傷 

安坑  機具切傷事故 1人受傷 

三鶯  人員墜落事故 1人受傷 

 

    預期成效的結果具有促進勞工職場安全，搭配定期及不定期的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及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來達到本局安衛目標：「零死亡職災」甚至往零職業

災害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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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隨著捷運工程的進行，而常輕忽勞工安全與衛生，使災害或意外事故頻傳，

造成工程進度的延宕，甚而造成人員、財物的重大損失，使安全衛生問題成為現

今工程一個受到重視的事項。 

    捷運工程在施工環境受限，須交維與安全兼顧，施工腹地狹小、多高架、動

線差，高空作業、動態性、短暫性作業眾多，夜間及假日出工率高且施工人機眾

多，其因難度自有別其他一般工地，因此為求工地施工安全，工地安全衛生工作

採全方位思考，並朝愈來愈嚴密的方向努力，以期阻絕工安事件發生，而強化安

全衛生督導就格外的重要，以應對工地安全的強化與提昇持續推動改善的態度，

且永無止境。 

    安全衛生督導給人刻板印象是在找麻煩，但實則不然，是落實保護勞工的一

項十分重要的行政調查，也是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了防止職業災害避免衍生

公共危害的預防手段，因此，本局納入工地安全衛生區域聯防聯合稽查制度，結

合各線捷運工程不同的施工樣態，組成稽查體系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稽查，藉由通

力合作，加強安全衛生稽查及經驗交流，落實安全化之施工環境，俾確保工作環

境符合安全標準、降低職業災害及提升統包商之工安管理能力。 

    近年來，隨著勞動意識抬頭及各界對勞動權益的重視，安全衛生督導的重要

性逐年提升，應該抱持著協調合作的態度，因為營造工地的狀況隨時會變，不僅

每日，甚至每一時段，因此縱然具備高度安全意識的人員都很難隨時有效的完全

掌握所有的可能潛在危險，安全衛生督導扮演安全諮詢顧問人員的角色，提供立

即的建議，立即改善，以減少可能的職災，使得工作場所更加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