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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緊急應變

4.3 職業安全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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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材公司致力於打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並透過完善的職

安衛管理制度與宣導教育，降低意外事故風險，確保員工及廠

區活動參與者的安全衛生。2023年中壢二廠通過勞動部職安

衛管理系統績效審查。

公司完成符合性評估，所有相關環安衛法規

的異動都符合法令規範要求，期間內沒有發

生任何重大主管機關裁罰事件。

公司在硬體設施方面設定高標準的防護和改

善措施，確保工作環境的安全。

公司根據內部各項風險事項應對新冠疫情、

極端氣候、天災和意外事故等情況制定持續

營運計畫，並進行定期年度的災害緊急應變

演練，以確保在天災或緊急事件發生時，公

司能夠降低災害的影響，保障員工的安全，

同時確保公司能夠穩健地營運，降低營業損

失的發生。

公司透過嚴格執行職業安全管理系統，定期

和不定期進行工作安全危害辨識、風險評估

和事故調查，並確保新設備在上線前進行安

全檢驗，大幅減少了對員工健康安全和企業

持續營運的影響。

4.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 落實ISO 45001管理系統與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制度

● 落實全體同仁持續參加環境
    安全衛生管理課程

● 符合環境安全衛生法定規則
    要求

● 廠內100%無職業病與重大職
   安事件

● 本公司已建立職災申報機制、線
    上教育訓練系統並由負責人員進
    行審核及管理

● 每月統計職災工傷率

● 職業病與重大職安案件
    為0件

● 環境安全衛生法規證照
    符合性100%

●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會

● 勞資會議

● SDG 3. 健康與福祉

● SDG 4. 優質教育

員工健康與

安全
達   成

重大主題 達成狀況

2 0 2 3年度職安衛管理績效摘要

具體管制方針 中長期目標2 0 2 3年度評估機制與成果2 0 2 3年度目標 權責單位 對應之S D G s

01 02 

04 03 

法規遵循 硬體設施

強化

持續營運

保障

安全意識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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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材公司深知客戶滿意度是企業發展的基石，因此將客戶需求

和反饋視為經營核心。公司每年定期舉辦客戶滿意度調查，透

過多元化的溝通管道，全方位蒐集客戶意見，並以最即時、適

切的行動回應，致力成為客戶最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遵守法規，符合政府及顧客相關要求。

強化資源再利用、回收及污染預防管控措施。

以風險管理精神，持續進行改善，杜絕可預見危險與

損失控制，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並建構良好安全衛

生工作環境。

加強教育員工及承攬商對環安衛管制之認知與意識。

關注全球性環保議題與趨勢，強化綠色環保責任、提

供綠色產品及建構綠色供應鏈。

建立良好溝通諮詢管道，加強與員工、供應商、承攬

廠商及客戶等互動，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職安衛管理政策承諾

精材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秉持提升員工

之向心力打造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重視員工及於廠區活動之

非員工等工作者之安全衛生議題，確保所有工作者擁有良好安

全的工作環境。我們透過定期危害辨識、風險評估、事故調查

以及確實執行新進設備上線前安全檢驗機制，避免意外發生衝

擊員工之健康安全以及影響企業之持續營運；面對天災及意外

事故，精材公司積極與主管機關合作，定期執行年度災害緊急

應變訓練，確保天災或緊急事件發生時企業有能力降低災害之

衝擊，保障員工之安全，實現「零公傷、零災害、零污染」的

目標，創造永續經營的環境。

精材公司已完成 2 0 2 3 年度各項環安衛相關法規變更衝擊性評

估，皆符合法令規範要求，無發生任何主管機關裁罰事件。並

皆已取得ISO 45001及TOSHMS二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

證通過，建立完善管理系統，包括鑑別、建立、管理稽核、溝

通和教育訓練等流程，全體人員能夠實質參與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活動，及時採取適當的矯正措施，持續改善異常情況。

此外，公司也長期關注內外部團體或政府單位之職業安全與衛

生的最新動態，建立安全的工作環境與工作文化，提升員工工

作效率與改善降低廠區事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1 .

2 .

3 .

4 .

5 .

6 .

- 2 0 2 3年度廠區職業安全管理主要議題 -

來   源 內外部議題 未來趨勢說明 風 險 / 機 會現況說明 / 需求及期望內容說明

利害相關者 客  戶 機  會
進行供應商稽核計劃至現場稽核並提出環安

衛及消防管理改善項目
取得較優良之評比分數可提升爭取訂單之機會

外部議題 消防隊 風  險

消 防 隊 要 求 事 業 單 位 製 作 危 害 辨 識 卡  

( H-Card )，提供救災指揮及搶救人員能獲

得化學品正確應變資訊

製作危害辨識卡 ( H-Card ) 並放置於警衛室

外部議題 政府機關 機  會參加政府機關環安衛競賽 提升企業形象，提升利害關係人環安衛評比

內部議題 環安衛績效改善 機  會以零職業災害為目標，降低廠區作業風險
各單位提出職安衛管理方案以降低作業風

險，避免發生職業災害及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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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材公司著重於企業永續發展，秉持提升員工之向心力打造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重視員工及於廠區活動之非員工等工作者之安全衛生議題，確保所有工作者擁有良好安全的工作環境。我們

透過定期危害辨識、風險評估、事故調查以及確實執行新進設備上線前安全檢驗機制，避免意外發生衝擊員工之健康安全以及影響企業之持續營運；面對天災及意外事故，精材公司積極與主

管機關合作，定期執行年度災害緊急應變訓練，確保天災或緊急事件發生時企業有能力降低災害之衝擊，保障員工之安全。

精材公司已完成 2 0 2 3 年度各項環安衛相關法規變更衝擊性評估，皆符合法令規範要求，無發生任何主管機關裁罰事件。

精材公司安全、衛生管理可區分為以下三大面向：

危險源辨識、風險評估資料及事故調查

工作安全促進活動

在作業安全衛生管理面向，除設有高風險作業管制、承攬商管理、化學品安全管理及安全稽核制度外，亦妥善規劃災害緊急應變程序及
定時演練，確保萬一災害發生時，對公司財物、人員、社會、環境的損傷與衝擊降至最低。

● 高風險作業管制
     針對廠務、設備部門及承攬商的作業中，可能造成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的工安事件定義為特殊作業項目，重點式加強管理。

● 特殊保護
     每年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單位人員，包含噪音、游離輻射、鉛、正己烷、粉塵、鎳及其化合物等作業類別，並建立作業場所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 機台 / 化學品 / 使用單位清冊管制符合該作業類別人員，提供符合其工作場所相關危害之體格及健康檢查，
     且特殊作業健檢結果分級管理，異常之同仁配合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參考歷年健檢結果及作業環境監測資料進行評估，以提供適
     當健康指導與適性配工等健康管理措施。

● 供應商環安衛評鑑
     進行供應商定期評鑑外，同時將外部承攬商作業廠商一併納入評鑑。

設有高風險作業管制、承攬商管理、化學
品安全管理及安全稽核制度外，亦妥善規
劃災害緊急應變程序及定時演練，確保萬
一災害發生時，對公司財物、人員、社
會、環境的損傷與衝擊降至最低

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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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機台及新化學品的環保、安全與衛生管理
     新機台設計依循嚴格之環保、安全與衛生審查管理程序以確保其符合相關的國際標準，同時符合國內法規與精材公司規範；化學
     品的管理須與原物料供應商合作，評估廠內使用風險與制定控管機制，並為使用危害物質之員工提供安全資料表 ( SDS ) 以及適
     用之個人防護具，確實把關全體員工之職業健康安全。

● 安全變更管理制度
     安全變更管理制度範圍涵蓋新建廠房設施之規劃設計，一旦造成原有安全或消防防護等級改變時，均須依循此安全變更管理制
     度，由廠務、設備、工安衛生與風險管理等相關單位進行嚴格的評估及審核，確定安全無虞後始得執行。

● 新設備上線前安全簽核制度
     所有生產機台與廠務設備在裝機時都必須經過三階段的安全簽核管理程序，才可正式生產運作。

於新建或改建廠房時，由廠務、環安與總
務部門等相關單位事前進行安全與衛生風
險評估，並依據各種法規、國際規範與公
司標準進行規劃、設計與施工，再由專設
機制程序把關完工後之安全與衛生

須逐項確認廠務與機台之間系統銜接
均符合設計規範且安全無虞後，始得
開啟相關供應設施。

須逐項確認廠務危害性氣體及化學品供應系統、消防防
護設施、毒性氣體監測系統、機台安全連鎖設計、雷射
及輻射防護、機台附屬的氣化供應設施及製程廢氣處理
設備等系統功能均正常後，才能進行測機動作。

須完成上述二階段缺失改善及電力設施之紅外
線檢測，並將所有安全防護要求納入定期維修
保養標準書中，始得正式開始生產運作。

硬體設施
安全衛生管理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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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舒適、安全之工作環境及促進勞資雙方溝通，設有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由各層級主管、安全衛生人員及勞工代表組成，每
季定期召開會議，共同決策安全衛生系統規劃及運作，並將結果以會議紀錄、海報或電子報等方式公告進行回饋；承攬商則透過每年
舉辦承攬商會議，執行宣導、諮詢與溝通。

設置職業安全
衛生委員會，
落實溝通機制

由管理代表宣示安全文化活動，內部持續推行，鼓勵全體員工共同參與危害發掘、通報及創新改善，同時建立獎勵而非懲處制度，讓
員工自主提案改善，期將安全及健康意識內化為「員工DNA」文化中，顯著提升員工安全意識。

安全文化的推動

依法選舉勞方勞工代表，設置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並定期召開勞資會議討論本公
司安全衛生類執行的成效與改善事項的溝
通，透過會議讓管理階層與員工進行有效
且確實之雙向溝通，提升本公司環安衛之
績效

透過安全文化宣導活動，強化內部安全文
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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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緊急應變

為有效應對突發事件和自然災害，精材公司實施了持續運營

管理規範，涵蓋風險識別、規劃、執行、考核和評估改進等

環節。公司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設置設備、制定應急程

序、加強人員培訓和實際演練等，將意外事件可能造成的人

員傷亡、財產損失和環境影響降至最低。2023年，公司未

發生任何實際災害或虛驚事件。根據災害緊急應變措施，公

司確立了救災的優先順序。首先，確保內部人員和鄰近居民

的安全，並避免環境污染擴散；其次，進行財產損害防堵；

最後，恢復產線運作。通過執行緊急應變管理計畫，公司將

可在第一時間將人員傷害、環境污染的機率和衝擊降至最

低，並大幅減少設備損失，降低生產復原的困難度。

公司每年組織各工廠進行年度應急演練，並根據標準演練腳

本結合往年經驗和行業相關意外事件進行模擬。演練內容涵

蓋火災、氣體洩漏、化學品洩漏等多種情況，此外各單位元

皆已完成重大災害後之營運持續運轉計畫 ( BCP  ) 的標準書

撰寫，有效應對緊急事故對廠區生產的衝擊。

保障安全、減損損失 公司緊急應變處理方案

設立常設緊急應變中心

緊急應變中心負責在異常情況或意外事故發生時進行通報，並

成立工廠應變小組迅速採取行動。

整合工業區應急資源，與駐廠廠商聯合演練

各工廠每年舉辦主題式緊急應變演練和全員疏散演練，並邀請

承包商共同進行疏散演練，以確保演練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同

時，公司積極參與中壢工業區應變聯防體系運作，以實現緊急

應變資源的相互支援和利用。

標準化緊急應變程序和加強人員培訓

對工廠所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進行詳盡的風險評估，制定應急處置程

序和災後恢復計畫。通過日常的人員培訓，使員工熟悉通報、救災、廠

務系統應對、現場管制、傷患救護和救災設施支援等應急技能。

01

0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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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計畫內容

      》針對不同類別的人員提供全面的安全訓練，包括新進員

         工、在職員工和外部承攬商。

      》訓練內容涵蓋消防訓練、緊急應變訓練、危害通識訓

         練、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和廠區環境安全訓練等。

● 教育訓練模式

      》將 職場安全訓練改進為自主管理及自主訓練的訓練模

         式。

      》擴大各級層級的訓練，提升應變能力與個人能力。

      》將被動訓練轉換為有效自主管理訓練之積極意識。

● 教育訓練目標

      》提升人員應對緊急情況的意識和降低損害衝擊的能力。

      》加深相關作業人員對安全衛生的認知、責任感和承擔。

● 2023年度教育訓練成果

      》所有員工於訓練後皆具備基本的安全管理能力，並將課

         程中所得應用於實務中。

      》員工安全意識得到顯著提升，事故發生率大幅下降。

● 法規證照管理

      》公司各廠區內，相關專業操作作業人員，均由專人負責

         環安衛法規證照定期檢視。

      》廠內統計共有 7 項主要環安衛法規證照需求，法規持證

         符合率100%。

精材公司致力於打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並透過完善的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提升員工的安全意識和應急能力，降低

事故發生率。

4.3 職業安全教育訓練 

5職業安全 / 衛生管理師

55

69

6

急救人員

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職業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有害作業主管

( 粉塵 / 缺氧 / 特化 / 有機 )

專業證照項目 取得人數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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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化學品廠內使用風險與制定控管機制，並為使用危害物質

之員工提供安全資料表 ( SDS ) 以及適用之個人防護具，確實

把關全體員工之職業健康安全。設有化學品安全管理及安全稽

核制度外，亦妥善規劃災害緊急應變程序及定時演練，確保萬

一災害發生時，對公司財物、人員、社會、環境的損傷與衝擊

降至最低。

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區域，包含噪音、游離輻射、鉛、正

己烷、粉塵、鎳及其化合物等作業類別，定期實施作業環境監

測，確保人員作業安全及符合法令規範要求。

4.4 化學品管理機制

精材公司除對員工實施教育訓練外，也要求所有承攬商皆須通

過職安衛危害告知訓練，並定期進行承攬商評鑑，以確保承攬

商的安全衛生管理水平。

4.5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參加職安衛危害告知訓練之承攬商人員人數達2,347人。

無因環安衛體質不佳特別列入輔導之廠商。
2 0 2 3年度成效

承攬商職安衛
危害告知訓練

告知入廠施工之承攬商可能面臨的危害風險與應遵守的規範。

包括施工作業規範、入廠前安全衛生訓練、每日施工前工具箱會議等。

目   的

內  容

告知入廠施工之承攬商可能面臨的危害風險與應遵守的規範。

透過分等機制進行評鑑，對體質不佳的承攬商進行個案溝通與輔導，或
拒絕其進廠作業。

承攬商評鑑

目   的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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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交流管道
精材公司致力於建立高效的職業安全衛生資訊交流機制，依法

選舉勞方勞工代表，設有「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確保所有

員工瞭解相關資訊，積極參與安全管理，共同保障公司安全生

產。

本公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包含：

期望透過建立無障礙的勞資溝通管道，讓所有員工都能參與其

中。提升員工對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實現公司安全生產目

標。

4.6 職安衛資訊交流

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

勞工代表

事業內各部門
之主管、監督
、指揮人員

從事健康服務
之護理人員

與職業安全衛生
有關之工程技術

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

》定期召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每月召開一次，討論公司安全衛生工作情況，聽取員

    工意見和建議。

》公司內部網路、公告、公文
    發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資訊、法規政策、事故案例，

    及時發佈安全衛生相關資訊和通知等。

》安全衛生活動
    舉辦安全知識競賽、安全技能培訓等，提高員工安全

    意識。

2023年成效

》召開11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 2023年因應春節

    1、2月合併召開 )

》及時發佈各項相關職業安全衛生資訊。

》有效處理員工回饋的職業安全衛生問題和建議。

資訊回饋機制

》員工可以通過多種管道回饋
    安全衛生問題和建議
    例如，向直屬主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公司

    安全部門等反映。

    公司將對員工回饋的問題和建議進行及時調查和處

    理，並給予回復

勞工代表人數

委員會總人數

比   例 ( 註 )

10

26

38%

註：勞工代表人數 / 委員會總人數 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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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精材公司所有工作場所 ( 包含 : 受組織所管控之工作

者 ) 共發生25起失能傷害事件，損失日數總計為257日。其

中，男性受傷9起，女性受傷16起；交通事故佔19起，廠內職

災佔6起。我們將持續努力，為員工提供安全舒適的工作環

境。

為降低失能傷害事件發生率，精材公司採取了以下措施：

2023年，精材公司的FSI ( 總和傷害指數 ) 為0.16，低於半導體

製造業指標0.23。

重大職災事件：指發生死亡災害者、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發
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之災害

( 2023年度廠內職業災害類型包含挫傷、跌倒及夾傷的事件，皆已完成改善 )

1. 失能傷害頻率FR = 失能傷害人次數 X 1,000,000 / 總工作時數
2. 失能傷害嚴重率 SR = 失能傷害總損失日數 X 1,000,000 / 總工作時數
3. 缺勤率 = ( 員工個人之公傷假 + 病假 + 生理假 / 總工作時數 ) X 100%
4. 總和傷害指數 ( FSI )＝【(FR×SR)÷1000】
5. 2023年度無發生職業病事件

4.7 損失日數及失能傷害 

2 0 2 3年廠內失能傷害統計資料
(包含所有員工與非員工)   

》推動高風險作業的安全評核，加強職災預防改善

   專案的執行。

》持續教育員工，強化他們在上下班途中的安全自

   主意識。

》進行海報宣導活動，建立安全文化。

0職災死亡人數

39損失日數 

2.01失能傷害頻率 (FR)

13失能傷害頻率 (FR)

2023年度

說 明
備 註

373,752總工作天數

2,990,016總工作時數

合計

39公傷假天數

8534病假天數 ( 含女性生理假 )

2.283缺勤率

6

0

37

3.06

22

女

37

6055

1.620

5

0

2

0.74

1

男

2

2479

0.663

1職災受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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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工廠內發生的職業病或職業災害事件，我們會重新評估

以下風險因素以確保工作安全：工作安排的方式、日常與非

日常的活動情形、歷史上類似的事件、可能發生的緊急情

況、涉及的人員範圍、職安衛管理系統的變更以及其他相關

議題。

我們已建立一套完整的調查程序來處理意外事故和異常事

件。公司亦嚴格遵循相關法規，確保在工作場所或員工在執

行職務時遇到立即危險的情況下，能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

全的前提下，停止作業並撤離至安全場所。同時，員工應立

即向上級主管進行報告，以人員安全為最優先的考量，實現

零職災的目標。

2023年針對廠內職業安全衛生風險，我們共已進行2,317項

的危害風險鑑別，其中輕度風險佔286項 ( 約12% )、低度可

接受風險佔944項 ( 約41% )、中度可接受風險佔1,087項

 ( 約47%)，無高度或嚴重不可接受風險。

職業病和職業災害管理

對於事件的風險評估等級劃分如下：

◎ 得分R≤3，認為是輕度風險，將維持現有安全措施。

◎ 得分R=4~11為低度可接受風險，需要定期檢視措施的持續有效性。

◎ 得分R=12~29為中度可接受風險，要規劃適當的風險控制方法並進行監督管理。

◎ 得分R=30~75為高度不可接受風險，需要重新審視作業程序，實施持續的監督管理和設定明確的管理目標。

◎ 得分R>75則是嚴重不可接受風險，必須立即採取控制措施，直至風險被有效降低前，不得開始或繼續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