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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健康管理相關
法令



勞工健檢實施與通報制度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

第20條 雇主於僱用勞工時，應施行體格檢查；對在
職勞工應施行下列健康檢查：
一、一般健康檢查。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
康檢查。
醫療機構對於健康檢查之結果，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以作為工作相關疾病預防之必要應用。



健康檢查異常管理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1條 第1項 說 明

健康檢查發現勞工有異常情形，
雇主應使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
導；其經醫師健康評估結果，不
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參採醫師
之建議，變更其作業場所，更換
其工作，縮短其工作時間，並採
取健康管理措施。

健檢發現異常，不論
是否職業原因，應由
醫護提供健康指導並
依醫囑管理。



保護勞工個人健檢資料
增訂雇主不得濫用健康檢查資料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1條第2項 說 明

雇主應依健康檢查結果及
個人健康注意事項，彙編
成健康檢查手冊，發給勞
工，並不得作為健康管理
目的以外之用途。

1.健檢資料具高度敏感
性，依個人資料保護法，
除法律明定之用途外，應
保護其不被濫用。
2.除特定目的以外增加健
康檢查項目應讓勞工知悉
並簽署同意授權書。



勞工健康服務之勞工定義(修正)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2條 說 明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在五十人
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
人員，辦理健康管理、職業
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勞工健
康保護事項。

第一項事業單位之適用日期，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規模、性
質分階段公告。

基於現行勞工總人數係包
含事業單位僱用之勞工及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
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人員
（如派遣勞工），配合修
正條文第二條刪除勞工總
人數之定義，回歸本法第
二條對於勞工之定義，指
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



勞工健康服務之勞工人數算法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3條修正說明

基於現行勞工總人數係包含事業單位僱用之勞
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
動之人員 （如派遣勞工），配合修正條文第
二條刪除勞工總人數之定義，回歸本法第二條
對於勞工之定義，指受僱 從事工作獲致工資
者。



勞工健康管理計劃(四大計劃)
職安法第6條第2項第1款

雇主對下列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
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輪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異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行職務因他人行為遭受身體或精神不法侵害

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勞工身心健康

之事項。



健康管理相關罰則
-職安法第45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1.違反第六條第二項(肌肉骨骼疾病、異常工作

負荷、不法侵害)

2.第二十條第一項(體格檢查、健康檢查)

3.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健檢後指導、更換場所等

管理措施)

4.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



健康管理相關罰則
-職安法第43條

◦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六條第二

項致發生職業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110.12.22修訂版



在職一般健康檢查頻率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7 條

雇主對在職勞工，應依下列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
檢查：
一、年滿六十五歲者，每年檢查一次。
二、四十歲以上未滿六十五歲者，每三年檢查一次。
三、未滿四十歲者，每五年檢查一次。
前項所定一般健康檢查之項目與檢查紀錄，應依附表
九及附表十一規定辦理。但經檢查為先天性辨色力異
常者，得免再實施辨色力檢查。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檢查頻率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8 條

雇主使勞工從事第二條規定之特別危害健康作
業，應每年或於變更其作業時，依第十六條附
表十所定項目，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雇主使勞工接受定期特殊健康檢查時，應將勞
工作業內容、最近一次之作業環境監測紀錄及
危害暴露情形等作業經歷資料交予醫師。
前項作業環境監測紀錄及危害暴露情形等資料，
屬游離輻射作業者，應依游離輻射防護法相關
規定辦理。



體格檢查得抵免實施規定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6 條

雇主僱用勞工時，除應依附表九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
一般體格檢查外，另應按其作業類別，依附表十所定
之檢查項目實施特殊體格檢查。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實施前項所定一般體格檢查：
一、非繼續性之臨時性或短期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
六個月以內。
二、其他法規已有體格或健康檢查之規定。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第一項所定檢查距勞工前次檢查未超過第十七條或第
十八條規定之定期檢查期限，經勞工提出證明者，得
免實施。



特別危害作業健康檢查類別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2 條(附表一)

一、高溫作業。
二、八小時日時量平均音壓級八十五分貝以上之噪音作業。
三、游離輻射防護法所稱之游離輻射作業。
四、異常氣壓作業。
五、鉛作業。
六、四烷基鉛作業。
七、粉塵作業。
八、有機溶劑作業，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九、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者。
十、黃磷之製造、處置或使用作業。
十一、聯啶或巴拉刈之製造作業。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作業。

申請特殊健檢應提供最近
一次作業環境監測紀錄。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21 條(修)

雇主使勞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時，應建立其暴露評估及健
康管理資料，並依下列規定分級實施健康管理：
第一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

正常，或部分項目異常，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
無異常者。

第二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
部項目異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而與工
作無關者。

第三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
部項目異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而無法
確定此異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
醫學科專科醫師評估者。

第四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
部項目異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且與工
作有關者。

職安署建議由職安人員建立暴露評估資料，由
職護建立健康管理資料，暴露評估包括作業時
間、週期、暴露濃度、相似暴露族群SEG等資料



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之退保後罹患職業病權益保障



職災給付前後對照





特殊健檢分級管理採行措施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

事業單位對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
從事勞動之人員，應比照該事業單位勞工，辦
理前條所定勞工健康服務事項。
前項從事勞動之人員不提供個人健康資料及書
面同意者，事業單位仍應辦理前條第五款至第
八款規定之事項。



原事業單位得否要求承攬商
提供勞工個人健檢紀錄？

◦原事業單位或業主非屬承攬勞工之雇主，要求
承攬人提供健康檢查資料，己逾職安法之授權
及規定範圍，爰應依個資法規定辦理。

◦若業主係為落實共同作業或承攬作業之勞工健
康管理，建議業主以契約方式約定承攬人落實
勞工體檢/健檢、選配工及健康管理之規定；
另外，業主亦得與承攬人合作推動職場健康管
理及職業病預防措施，以保障勞工之安全與健
康。



勞工不願意配合接受面談或指導
該如何處理呢？

◦有關健檢後之健康管理、雇主不得使未滿18歲者、
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1年之女性勞工從事之危險性
或有害性工作，及職安法第6條第2項所規定應妥
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係屬雇主之
法定責任與義務。雇主依法所採取必要之安全衛
生措施，有關勞工須配合事項，得納入工作守則，
俾利勞雇雙方共同遵行。

◦工作守則為勞工應盡義務，職安法第34條第一項
第五款所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健康

指導及管理措施。



癌篩項目可配合勞工健檢辦理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27條

依癌症防治法規定，對於符合癌症篩檢條件之勞工，
於事業單位實施勞工健康檢查時，得經勞工同意，一
併進行口腔癌、大腸癌、女性子宮頸癌及女性乳癌之
篩檢。
前項之檢查結果不列入健康檢查紀錄表。



國健署提供45歲~79歲
民眾(原住民40歲)
終身一次B、C肝肝炎
篩檢，健檢時可攜帶
健保卡接受篩檢。



臨場服務相關規範



勞工三百人以上、特危五十人以上
勞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與相關人員設置規定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3條(修)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或從事特別危害健康
作業之勞工人數在五十人以上者，應視其規模及性質，
分別依附表二與附表三所定之人力配置及臨場服務頻
率，僱用或特約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僱用從事
勞工健康服務之護理人員（以下簡稱醫護人員），辦
理勞工健康服務。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7 條

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醫師應具下列資格
之一：
一、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二、衛福部23個專科醫師(不含牙醫及
中醫)依附表五規定之課程訓練合格。
(50小時) 111.07.01施行





勞工人數五十~二百九十九人
勞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與相關人員設置規定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4 條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在五十人以上未達三百人者，應視
其規模及性質，依附表四所定特約醫護人員臨場服務
頻率，辦理勞工健康服務。
前項所定事業單位，經醫護人員評估勞工有心理或肌
肉骨骼疾病預防需求者，得特約勞工健康服務相關人
員提供服務；其服務頻率，得納入附表四計算。但各
年度由從事勞工健康服務護理人員之總服務頻率，應
達二分之一以上。



同時有第二、三類，可合併或分開估算皆可

勞工總人數 施行日期

200-299人 107年7月1日

100至199人 109年1月1日

50人至99人 111年1月1日



勞工健康服務特約機構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5條(新增,自111.07.01)

事業單位特約醫護人員或勞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辦理
勞工健康服務，應委託下列機構之一，由該機構指派
其符合第七條所定資格之人員為之：
一、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之醫院或診所，且聘僱有符合

資格之醫護人員或勞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者。
二、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具勞工健康顧問服務類之職業

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機構。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前項之機構實施查核並將查核結果
公開之。前項之查核，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學術機構
或相關團體辦理之。



第二、三類工作場所分布不同地區
應訂定勞工健康管理方案並配置人員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3 條(新增條文1/3)

屬第二類事業或第三類事業之雇主，使其勞工
提供勞務之場所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訂定勞
工健康管理方案，據以辦理，不受第三條及第
四條有關辦理勞工健康服務規定之限制：
一、工作場所分布不同地區。
二、勞工提供勞務之場所，非於雇主設施內或

其可支配管理。



第二、三類工作場所分布不同地區
應訂定勞工健康管理方案並配置人員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3 條(新增條文2/3)

前項勞工健康管理方案之內容，包括下列事項，並
應每年評估成效及檢討：
一、工作環境危害性質。
二、勞工作業型態及分布。
三、高風險群勞工健康檢查情形評估。
四、依評估結果採行之下列勞工健康服務措施：
（一）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二）採取書面或遠端通訊等方式，

提供評估、建議或諮詢服務。



第二、三類工作場所分布不同地區
應訂定勞工健康管理方案並配置人員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3 條(新增條文3/3)

雇主執行前項規定，應僱用勞工健康服務護理
人員或委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具勞工健康顧問
服務類之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或其他機
構，指派符合資格之醫護人員為之，並實施必
要之臨場健康服務，其服務頻率依附表七規定
辦理。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3條修正說明

 分散型事業單位可僱用職護人員或委託職安署
認可勞工健康顧問服務類之職業安全衛生顧問
服務機構或其他機構實施危害辨識、評估及健
康管理。＊＊擇一辦理。

 若勞工總人數超過3000人，應僱用職護至少一
人，並委託顧問機構指派符合資格之醫護人員，
綜理及推動分散不同工作場所之勞工健康服務。

 健康服務醫護人員應瞭解勞工實際工作情形，
以提供必要之面談指導、諮詢或建議，故臨場
健康服務人員一定要到勞工工作現場以確保勞
工健康照顧權益，其服務頻率依附表七辦理。



*分散型事業單位聘用或特約職護人員一定要到勞工
工作現場實施訪視。



某保全公司共1405人，總公司位於台北市，另於台中
市及高雄市設有辦公室（非地區事業單位)，勞工多
數派至其他事業單位服務。

◦勞工健康服務方式擇一辦理:

依第3條規定(附表三)，僱
用2名護理人員；醫師每月1
次臨場服務。

依第13條規定(附表七)，訂
定勞工健康管理方案，並委
託顧問公司或醫療機構指派
符合資格醫護人員，依附表
七臨場服務頻率辦理。

臨場服務時間至少2小時。

填寫附表八臨場服務紀錄，
保存3年。

台北總公司
775人

高雄市
428人

台中市
202人



推動中小企業臨場健康服務補助計畫 中華民國110年12月29日
勞職衛3字第1010649131號



***



急救人員規定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5 條(修條次)

事業單位應參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狀況與勞工人數，備置足
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急救人員辦理急救事宜。但已具有急救功能
之醫療保健服務業，不在此限。
前項急救人員應具下列資格之一，且不得有失聰、兩眼裸視或矯正視
力後均在零點六以下、失能及健康不良等，足以妨礙急救情形：
一、醫護人員。
二、經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合格。
三、緊急醫療救護法所定救護技術員。
第一項急救人員，每一輪班次應至少置一人；其每一輪班次勞工總人
數超過五十人者，每增加五十人，應再置一人。但事業單位每一輪班
次僅一人作業，且已建置緊急連線裝置、通報或監視等措施者，不在
此限。(如警民連線、監視系統)



急救器材設置與資格
◦急救藥品與器材應置於適當固定處所及保持清潔，
至少每六個月定期檢查。對於被污染或失效之物品，
應隨時予以更換及補充。

◦事業單位自行依危害性質或常發生災害所需使用物
品配置，惟於備置時，應符合衛福部之藥事及醫療
相關規定（緊急醫療救治法)。如燙傷藥、敵腐霊，
如醫師不在場，護理人員仍可提供急救相關藥品。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36條

緊急沖淋及除污(增修)

雇主使勞工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
質時，其身體或衣著有被污染之虞時，應設置
洗澡、漱口、更衣及洗濯等設備。
前項特定化學物質為丙類第一種物質、丁類物
質、鉻酸及其鹽類，或重鉻酸及其鹽類者，其
作業場所，應另設置緊急洗眼及沖淋設備。



除污、解毒劑處理

特定化學物質預防標準第23條

處置、使用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合
計在一百公升以上時，應置備該物質等漏洩
時之警報用器具及除卻危害之必要藥劑、器
具等設施。

包含支持性治療、症狀性治療使用特殊的抗毒藥劑等。
減少化學物質的暴露，包括除污、洗胃、使用活性碳

吸附毒性物質、利尿劑、血液透析等方式。
針對化學物質使用解毒劑，如鉛、砷、汞可使用螯合

劑，使其螫合促進其排出體外，減少亞急性或慢性傷
害。有機磷中毒可使用atropine等治療。



衛福部全國解毒劑儲備網



職業性聽力損失
危害預防



噪音作業場所定義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00條

雇主對於發生噪音之工作場所，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勞工工作場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超過九十
分貝時，雇主應採取工程控制、減少勞工噪音暴露時
間，使勞工噪音暴露工作日八小時日時量平均不超過
(一)表列之規定值或相當之劑量值，且任何時間不得
暴露於峰值超過一百四十分貝之衝擊性噪音或一百十
五分貝之連續性噪音；對於勞工八小時日時量平均音
壓級超過八十五分貝或暴露劑量超過百分之五十時，
雇主應使勞工戴用有效之耳塞、耳罩等防音防護具。



聽力保護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00-1條

雇主對於勞工八小時日時量平均音壓級超過八十五分貝或
暴露劑量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工作場所，應採取下列聽力保
護措施，作成執行紀錄並留存三年：
一、噪音監測及暴露評估。
二、噪音危害控制。
三、防音防護具之選用及佩戴。
四、聽力保護教育訓練。
五、健康檢查及管理。
六、成效評估及改善。
前項聽力保護措施，事業單位勞工人數達一百人以上者，
雇主應依作業環境特性，訂定聽力保護計畫據以執行；於
勞工人數未滿一百人者，得以執行紀錄或文件代替。



職業性聽力危害類別

急性傷害

音壓級超過
140dBA

耳蝸Corti及
基底膜撕裂傷

害

伴隨耳鳴

慢性(感覺神經性)

感覺神經性(耳蝸Corti病變)

兩耳為對稱性分佈，不相差
超過10dBA

從高音頻擴散至低音頻

3k~6k Hz凹陷



建立勞工個人噪音作業聽力評估表@

噪音性聽力損失(4K~6K)      老年失聽(8K)聽力圖



影響及加重聽力損失因素

◦噪音量的大小(dB)

◦噪音頻率(Hz)

◦暴露時間的長短

◦有機溶劑（苯、甲苯、苯
乙烯、二甲苯、二硫化碳、
四氯化碳)

◦重金屬(鉛、汞、砷、鈷、
鋰)

◦震動、熱

◦遺傳疾病(耳硬化症、
白化症)。

◦腦部腫瘤、中耳炎、梅
尼爾氏症、糖尿病、自
體免疫疾病等。

◦耳毒性藥物(利尿劑、
抗生素、奎寧、水楊酸)

◦抽菸(尼古丁)

◦個體差異(性別、年齡、
遺傳性因子導致個體易
感性不同)



臨場輔導成果各組討論成果
1.臨場醫護人員的設置規範，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3
條規定，若同一營業登記但分散在不同區域的公司，應
視其財政及人資聘任權是否獨立，若是，則需分別視其
工作者人數作設置或與健康顧問機構合作特約。

2.健康管理及促進應以個案健康管理為主要依歸，故建
立個人逐年各項生理指標趨勢甚為重要，如噪音作業聽
力圖的趨勢可分辨是早期性聽力損失或職業性聽力損失，
除了防音防護計劃，可依其評估是否需作配工調整。

3.急救箱內物品以急救目的為原則設置，另若需成藥的
購置，可與臨場服務的醫師討論依其作業危害需求及適
應症，建議購買需要的成藥，告知職護並記錄於臨場服
務紀錄表。



臨場輔導成果各組討論成果
4.健康檢查項目若優於法令規定項目且檢查結果於
健檢報告中呈現以俾作健康管理者，應提供同意書
給受檢勞工簽署以表其意願性，方可作為公司健康
管理之目的。

5.中小企業因人力較為不足，但並非無職業安全、
衛生及健康的危害，為強化輔導公司職護及職安人
員依法落實員工健康管理，明年度管理局擬規劃主
題式小班課程教導健康管理相關職能，以俾提升工
作者職場安全與健康。



changmitchell2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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