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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 研究動機

• 研究流程

• 研究目的



研究動機

以上這些讓我好奇，相對於民間缺乏強力的工作組織規範，國軍的職業風險制度和人力培養是否能有效降低風險？

國軍也有相關的法規文件，對於安全保障的作用。 這些都體現出對職業傷害風險評估和預防的是有組織的向下規劃。 

也注重裝備的保養和風險評估，

作為一名服役的軍人，我發現國軍在職業安全方面表現出色，不僅有完善的安全規定和操作守則，



研究流程

研究結果將分為三部分進行分析

評估國軍職業安全衛生

法的推動和教育措施對

職災發生率的影響

比較國軍和民間企業的

職災發生率，分析造成

差異的原因和影響

分析國軍在職業安全衛

生法推動過程中遇到的

問題和困境，並提出解

決方案



研究目的

本論文旨在了解國軍實施職安法的成效，並分析國軍和民間企業職災率的差異原因和影響。

通過本論文的研究，我們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國軍職業安全法的實施和成效，特別是在這個特殊的工作環境

下。

我們的目標是提高軍人的工作安全性和生活品質，並找出可以有效降低職業病和勞動災害等事件發生率方

向。

國軍作為國家安全的守護者，其職業安全向來是國家所高度重視的議題。

國軍在日常訓練和實戰任務中面臨各種災害和危險，例如運動傷害、器械操意外、交通事故和自然災害等。 

這些職業災害不僅對國軍本身造成傷害和損失，同時也可能對整個國家和社會帶來重大的影響和後果。



文獻回顧

• 職安法的演變

• 國防部針對於職安法所做的應變演化

• 職業災害對於國軍的影響



職安法的演變

1974年：政府通過《勞工安全衛生

法》，成立勞工安全衛委員會，將職

業安全衛生納入勞工安全衛生管理體

系

1984年：政府通過《職業安全衛生

法》，將職業安全衛生立法化，並要

求企業建立職業安全衛生制度，保障

勞工的安全和健康

1994年：《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一

次修正案，強化了職業災害防止措施，

增加了罰則和補償機制

2002年：《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

次修正案，加強了職業安全衛生的監

督和管理，包括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的設立、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員的聘

任和職業健康檢查的進行等

2013年：《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

次修正案，強化了職業安全衛生的法

律責任，提高了違法行為的罰則

2020年：《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

次修正案，增訂了相關職業災害防治

措施，並強化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的

要求



國防部針對於
職安法所做的

應變演化 
現在，國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的組織架構已經相對穩定。

國防部設立了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轄三個部門：

職業安全衛生規劃發展部:職業

安全衛生制度規劃、職業災害

預防和管理、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職業病檢查等工作

職業安全衛生審核監督部:職業

安全衛生檢查、職業災害調查、

職業安全衛生法律事務等工作

職業災害防治部:職業災害防治

部負責職業災害防治、災害救

助和賠償等工作。

2002年，政府通過了《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次修正案強化了職業安全

衛生的監督，台灣國軍也相應採取了多項措施，例如建立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聘請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員、定期進行職業健康檢查等，以確

保員工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此外，國軍也加強了職業安全衛生監督力度，

定期進行職業災害事故的調查與分析，並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改進。



職業災害對於國軍的影響

職業災害對軍人和國防事業單位帶來的危害是

不容忽視的。 軍人在執行高風險的任務時，

需要進行訓練和實彈射擊等活動，一旦發生職

業災害，可能威脅到軍人的生命安全，從而對

軍事任務的完成和國家安全帶來影響。 同時，

職業災害也會給國防事業單位帶來經濟損失和

士氣下降等問題，進而對國防實力和發展帶來

間接影響。  

因此，國防事業單位需要加強職業安全衛生的

管理，采取措施減少職業災害的發生，從而保

障軍人的生命安全和國家安全。 同時，透過

職業安全衛生的提升，也能夠降低經濟損失，

提高國防事業單位的效率和士氣，從而對整個

社會產生正面影響。  



研究方法與資料統整方式

• 確認研究目的

• 收集資料

• 文件分析

• 資料整理

• 結果解讀

• 撰寫報告



確認研究目的 
• 明確研究的對象和目的，針對公共行政及國

防； 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職災發生率  及非

公共行政及國防； 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分

析特定行業的安全風險等。 



收集資料 
• 從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或其他相關資

源中獲取勞動檢查統計年報的文件。來確保

所獲取的資料是最新且可靠的。 



文件分析
• 對勞動檢查統計年報進行文件分析，包括閱

讀和理解報告的內容、目的、範圍、統計方

法和結果等，以掌握報告中提供所需要的資

訊。



資料整理 
• 將所獲取的資料進行整理和結構化(確定各項

因子)，分析數據差異以及布國軍與民間的因

子差異。 並將資料轉換為適當的格式，建立

數據表或數據庫。



結果解讀
• 根據統計分析的結果，進行解讀和推斷。評

估和解釋所得結果是否與研究問題相符，主

要探討災害趨勢、行業差異、風險因素等方

面的結果。 



撰寫報告
•根據分析結果撰寫報告，包括研究目的、方法、

結果和結論等。確保報告的結構清晰，並以清楚

和具體的方式呈現分析結果。 



研究結果與分析 

研究對象：台灣國軍與民間企業職工 

資料來源:勞動檢查統計年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 文件分析:
研究對象：台灣國軍與民間企業職工根據國防部資料，2014年至2018年間，陸軍發生的職業災害數量最多，約佔總數的7 0%，其次是海軍，約佔

總數的14%，空軍和後勤部隊則較少，分別約佔總數的7%和9%左右。 

這些數據顯示出，陸軍的職業災害防治工作需要更加重視和加強。  根據台灣國防部的資料，截至2022年2月底，陸軍的現役人數約為17萬8千人，

海軍的現役人數約為4萬7千人，空軍的現役人數約為2萬6千人。 

另職業安全衛生法推動後比較職災公共行政及國防職災與民間(非公共)之比較，詳情參照表一至表四之研究數據。

https://www.bing.com/ck/a?!&&p=15ad77cf1b813f43JmltdHM9MTY4MDczOTIwMCZpZ3VpZD0zNjM4ODhjYi0xZGEyLTYxNjUtM2MwOC05YWEzMWNiMjYwNjkmaW5zaWQ9NTE2Mw&ptn=3&hsh=3&fclid=363888cb-1da2-6165-3c08-9aa31cb26069&psq=%e5%8b%9e%e5%8b%95%e6%aa%a2%e6%9f%a5%e7%b5%b1%e8%a8%88%e5%b9%b4%e5%a0%b1&u=a1aHR0cHM6Ly93d3cub3NoYS5nb3YudHcvMTEwNi8xMTY0LzExNjUvMTE2OC8&ntb=1


表一、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傷害失能次數比較表

表一、職業傷害失能次數

年份 公共行政及國防 非公共行政及國防

104年 310人 11,198次

105年 285人 10,668次

106年 300人 11,017次

107年 293人 11,250次

108年 292人 11,318次

109年 324人 12,616次

110年 343人 13,448次



表二、公共行政及國防失能傷害次數下降幅度比較表

表二、失能傷害次數下降幅度

年份 公共行政及國防 非公共行政及國防

104年至105年 -8.06% -4.87%

105年至106年 5.26% 3.42%

106年至107年 -2.33% 2.20%

107年至108年 -0.34% 0.63%

108年至109年 10.27% 11.57%

109年至110年 5.86% 6.50%



表三、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失能傷害率之比較表格

年份 公共行政及國防 非公共行政及國防

104年 4.47 1.51

105年 3.25 1.39

106年 2.49 1.28

107年 2.58 1.27

108年 2.59 1.26

109年 2.83 1.41

110年 2.93 1.55



表四、
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失能傷害率下降幅度之比較表格

年份 公共行政及國防 非公共行政及國防

104年至105年 -27.43% -7.95%

105年至106年 -23.08% -7.91%

106年至107年 2.41% -0.78%

107年至108年 -0.39% -0.79%

108年至109年 9.65% 11.90%

109年至110年 3.53% 9.93%



表五、失能傷害嚴重率之比較表格

年份 公共行政及國防失能傷害嚴重率 非公共行政及國防失能傷害嚴重率

104年 700 126

105年 232 107

106年 153 114

107年 129 89

108年 228 100

109年 51 91

110年 68 85



表六、失能傷害嚴重率下降幅度

年份 公共行政及國防失能傷害嚴重率下降幅度 非公共行政及國防失能傷害嚴重率下降幅度

104年至105年 -66.86% -15.08%

105年至106年 -34.05% -6.54%

106年至107年 -15.69% -22.81%

107年至108年 43.41% 12.36%

108年至109年 -77.63% -8.91%

109年至110年 33.33% -6.59%



研究因子差異性

職業災害是指在職業活動中發生的意外事件，

它可以對受害者、家庭和社會造成重大損失。

職業災害的發生受到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

影響，因此我們對國軍與民間的內外部因子

作出差異性判斷， 

• 內部因素定義:指影響職工本身容易發生災害的因素，

這些因素對於職工的職業安全和健康都有著直接或間

接的影響。 

• 外部因素定義:指職工所處的環境和外部因素對職業安

全和健康的影響。



內部因素項目分類

個人因素：例如年齡、

性別、健康狀況、經

驗、技能和教育水平

等

1

行為因素：例如不遵

守安全規定、疏忽大

意、冒險行為、酗酒

和藥物濫用等

2

組織因素：例如管理

制度、組織文化、安

全政策、訓練和監控

等

3



外部因素項目分類

環境因素：例如天氣、氣候、地

質條件、空氣品質和噪音等

1

技術因素：例如機械設備、工具

和材料等

2

社會因素：例如政策法規、經濟

情況、產業發展和文化背景等，

在進行職業災害研究時，需要對

這些因素進行充分的考慮和分析，

以確定其對災害發生的影響，從

而制定有效的預防和控制措施

3



內部因素的差異比較

項目 國軍 民間組織

個人因素 對於新兵和老兵在服役前後，分別進行體檢和健康檢查，並建立醫療記錄。 
進行體能測試，訓練士兵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況 ，此外針對年輕士兵，加強其教育和
訓練，提高其技能和專業素養，並對年齡較大的士官進行緊急應變訓練，以提高其
應變能力。

加強員工健康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提高健康水平和
體能素質，為員工提供健康檢查和諮詢服務等

行為因素 國軍加強了安全教育和訓練，強化了安全管理制度、強制執行安全規定，重罰不遵
守安全規定者、對士兵因素疏忽大意、冒險的行為、酗酒和藥物濫用等行為進行紀
律處分。

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規章制度，加強安全
教育和培訓，提高員工安全意識，對不遵守安全規定
和行為不檢的員工進行約束和處罰。

組織因素 強化了組織文化建設，提高了安全意識和安全風險認知，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管理制
度和安全監控體系，加強了安全教育和培訓，並定期進行安全檢查和評估。 此外，
國軍還對相關人員進行緊急應變訓練，以提高其應變能力。

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體系和安全監控機制，對職業災
害進行風險評估和控制，加強對職業災害的報告和處
理，提高組織的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圍等。



外部因素的差異比較

民間企業具體作為 國軍具體作為

環境因素

確保職場通風良好，保持空氣品質。 
加強防護措施，避免職工接觸到有害物質。 
定期檢查設施設備，以確保其正常運作且不會對職工造成傷害。

氣候調適措施，如在高溫季節提供充足的飲用水和休息時間。 
環境整潔措施，如定期清潔場所和保持通風。 
環境監測措施，如檢測空氣品質和噪音水平。 
防護裝備使用，如提供呼吸器、防護眼鏡等防護裝備。

技術因素

提供高品質的工具和材料，確保職工使用的工具和材料符合安全要求。 
配備必要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安全鞋、手套、眼鏡等。 
加強職工培訓，確保職工對機械設備和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項瞭解清
楚。

機械設備維護措施，如定期保養和檢修； 
工具使用措施，如提供安全的工具和保險設施。 
物料管理措施，如避免使用有毒或易燃物質。 
技術改進措施，如使用更安全、更環保的技術和材料。

社會因素

遵守相關政策法規，確保職場安全和職工的健康。 
加強內部管理，建立完善的安全制度和機制，確保職工的工作環境安全。 
推行安全文化，加強職工對安全工作的認識和重視程度。

政策法規規範，如制定職業健康安全法規和相關標準 。 
監管機構建設，如建立職業安全衛生監管機構。 
經濟扶持措施，如為職業安全投資提供補貼和支持； 教育和宣
傳措施，如進行職業安全教育和宣傳活動，提高員工職業健康
安全意識。



表一、表二數據統整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

安全部門失能傷害次數：從

104年到110年，失能傷害次

數逐年增加。整體期間內，

失能傷害次數由310人增加到

343人。

01
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

會安全部門失能傷害次數：

104年至110年間，失能傷害

次數波動上升。整體期間內，

失能傷害次數由11,198次增

加到13,448次。

02
失能傷害次數下降幅度：兩

個部門的失能傷害次數在不

同年份之間呈現變化，有時

下降，有時增加。

03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

安全部門失能傷害次數上升

幅度：104年到110年，失能

傷害次數增加了33人，增幅

為10.65%。

04
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

會安全部門失能傷害次數上

升幅度：從104年到110年，

失能傷害次數增加了2,250次，

增幅為20.07%。

05



表一、表二數據分析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失能傷害次數在過去七年間逐年增加，呈現一個整體的增加趨勢。 

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失能傷害次數在104年至110年間波動上升，整體上也呈現一個增加的趨勢。

兩個部門的失能傷害次數在不同年份之間有時下降，有時增加。然而，大多數情況下，兩個部門的失能傷害次數都有一

定程度的下降。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失能傷害次數的上升幅度相對較小，年份之間的變化不是非常顯著，但整體趨勢是

逐年增加。

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失能傷害次數的上升幅度相對較大，年份之間的變化較明顯，顯示出較明顯的增

加趨勢。



表三、表四分析

綜合這兩張表格的分析，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部門相對於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部門在失能傷害率方面存在較高的

失能傷害率和104年顯著的傷害率下降幅度。

因此，在這方面，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

安全部門需要加強相關措施和政策，以減少失

能傷害的發生率並提高改善的速度。



表五、表六分析

透過這兩張表格的分析，我

們可以觀察到以下情況：

01
公共行政及國防的失能傷害

嚴重率通常高於非公共行政

及國防部門，表示公共行政

及國防工作中的失能傷害嚴

重程度較高

02
在過去幾年中，兩個部門的

失能傷害嚴重率都有下降的

趨勢，這是一個積極的趨勢，

表示在工作場所安全和預防

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03
公共行政及國防部門的失能

傷害嚴重率下降幅度較大，

特別是在108年至109年期間，

下降了77.63%，這可能反映

了在該部門實施的安全措施

和預防措施的有效性

04



內外因素對於國軍影響因子

內部因素：

加強安全培訓：提供全面且持續的安

全培訓，確保所有軍事人員具備必要

的安全知識和技能，並了解如何遵守

安全程序和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建立安全文化：高層領導應強調對於

安全的承諾，並積極培養一個安全意

識和行為的良好文化。透過示範和獎

勵優秀的安全實踐，鼓勵所有軍事人

員主動參與安全管理和改進。

建立有效的監測和報告系統：確保建

立一個完善的事故監測和報告系統，

使得失能傷害事件能夠被準確地記錄、

分析和評估。這樣可以及早發現問題

並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內外因素對於國軍影響因子

外部因素：

提供足夠的預算和資源：政府應

該給予軍隊足夠的預算和資源，

以改善軍事基地和設施的安全環

境，並投資於先進的安全設備和

技術。

加強法規和監管要求：政府應該

建立相應的法規和監管要求，要

求軍隊遵守相關的安全標準和程

序。同時，加強監管和執法力度，

確保法規的執行和遵守。

鼓勵技術創新：政府可以鼓勵軍

事科技的研發和創新，以提供更

先進和安全的裝備和系統。透過

引進新技術和解決方案，可以提

高軍隊的作戰效能和安全性。



內部組織因素探討

國軍除了透過體能測試、還嚴格遵守安全規定、建立完善的安全制度和機制等措施，保障士兵的健康和安全。

比如: 透過技術手冊、保養卡、保修分級制度、勤前的風險教育。

• 技術手冊：技術手冊是一個包含有關設備操作、維護和維修的指導文件，通常由製造商或供應商提供。國軍使用技術手冊可以

確保士兵對於設備的操作和維護具有足夠的知識和技能，進而降低設備故障和災害發生的風險。

• 保養卡：保養卡是一種文件，用於記錄設備的保養歷史和保養紀錄。在國軍中，保養卡通常由士兵或相關負責人員填寫，紀錄

設備的保養情況。這樣可以幫助國軍監控設備的狀況，及時發現問題，並進行必要的維修和更換，從而減少因設備故障導致的

災害風險。

• 保修分級制度：保修分級制度是一個將設備故障按照嚴重程度分類的系統，通常由製造商或供應商提供。在國軍中，保修分級

制度通常由相關負責人員執行，以確定設備故障是否需要維修和更換，以及維修的優先順序。這樣可以幫助國軍監控和處理設

備故障，並優先解決最嚴重的問題，從而減少因設備故障導致的災害風險。

• 勤前的風險教育：在國軍中，勤前的風險教育是一個旨在教育和培訓士兵如何辨識、預防和處理各種風險和危險的計畫。這樣

可以讓士兵對於災害風險和預防方法有足夠的認識和理解，從而在訓練和實戰中能夠更好地避免風險和減少災害發生的可能性。



內部因素探討

•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相對地

民間企業則較著重職工健康管理、建立安全

意識和推行安全文化等措施，有效提高職工

對職業災害的認知和預防意識。

• 也能從數據中看出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

社會安全部門的失能傷害次數上升幅度高於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由此

可得國防部在職業災害防治方面的成效。



結論

相較於民間企業，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更加注重

職工健康管理、建立安全意識和推行安全文化等措施，這些措施

有效提高了職工對職業災害的認知和預防意識。從數據分析中，

我們可以觀察到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的失能傷

害次數上升幅度高於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部門。這一

結果顯示出國防部在職業災害防治方面的成效卓越。

1

為了進一步提升職業災害防治的成效，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

會安全部門可以持續強化職工健康管理的措施。包括定期的健康

檢查和監測，提供相應的醫療保健資源，並確保職工的身體健康

狀況得到充分關注和管理。

同時，保持推行安全文化也是至關重要的。通過培訓和教育，職

工能夠深入了解安全風險和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並將安全意識

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2



後論

職業災害對於每一個職工來說都是一個嚴

峻的挑戰，因此國軍和民間企業都非常重

視職業災害防治措施。 雖然兩者的措施

存在一些差異，但都有相應的措施在實踐

中進行應對和改進。 未來，國軍和民間

企業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不斷改進和完

善職業災害防治措施，以提高職工的健康

和安全

0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國軍作為一個擁有龐

大人力物力資源的組織，在職業災害防治

方面有著較為完備的體系和更為嚴格的管

理要求

然而，這也意味著國軍在財政經費上的支

出更加龐大。 相比之下，民間企業的職

業災害防治體系可能較為簡單，但這也意

味著企業需要更加注重在有限的資源下，

如何實現職業災害防治的效益最大化

02
因此，無論是國軍還是民間企業，在職業

災害防治方面都需要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實

際情況，制定出適合自己的職業災害防治

措施，並且不斷進行改進和優化，以確保

職工的健康和安全。 這需要組織對職工

的關心和關注，並且需要職工們在自我保

護的同時也能夠理解和遵守相關的職業災

害防治措施。 這樣，我們才能夠共同創

造一個更加安全和健康的職場環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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