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員工人身安全與工作環境保護措施 

本公司鑑於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之重要性，以 ISO 14001與 ISO 45001 

(證書有效期間:2023.01.09至 2026.01.08)之管理系統展開重大環境考量面與危害 

鑑別分析，利用目標及方案管理，進行優先改善；而較低之風險則運用作業管制方式 

予以控管，經由良好運作改善之後，均獲得明顯的成效與控管，本公司重大目標及管 

理方案彙整如下： 

編號 方案名稱 環安衛目標 現況說明 執行情形 

1 
產品設計改善

方案 

無風扇系統產品進行電源模

組化設計，提升產品使用效

益，並減少零件使用達4%。 

產品NISE3xxx系列的板卡

擴充槽使用電源最高為

75W，因 75W使用率不高，

故提出電源模組進行設

計，可降低零件使用與環

境影響。 

1.進行電源板和機構分析。 

2.重新設計機構件電源板，

將擴充槽電源獨立。 

3.經導入後績效: 

  每片主板減少約 5%的電 

  源零件用量。 

2 
節能省電 

方案 

降低中和總部冰水主機用

電量達 5% 

現行冰水主機開關為人工

開關，於每天下班後需人

工自行關閉，若未關閉會

導致大量耗電。 

1.冰水主機開關安裝自動控

制器進行定時控制。 

2.安裝後，經計算用電量降

低達 5.9%。 

降低三民廠 8樓測試線燈

光用電量達 50% 

三民廠 8樓使用 T8燈具損

壞，加上政府政策高耗能

燈具已要求製造商停產。

且 T8燈管損壞率高，光衰

明顯，對人體眼睛容易造

成影響。 

1.進行 8樓燈具燈管更換，

將原 T8燈管更換為平板

LED燈具，共更換 90

盞。 

2.更換後，經計算用電量 

降低達 61.5%。 

3 

 

安全防護 

方案 

 

三民廠10樓燒機台車進行

電源線改善，降低作業人員

感電風險達 100% 

生產換線時需常插拔燒機

台車電源固定式插頭，插

拔過程中會有觸電風險。 

1.進行燒機台車電源線改   

 裝快拆隱掛式接頭。 

2.進行驗收與操作說明。 

3.持續追蹤作業安全性。 

華亞廠化學品倉增設防洩漏

白鐵槽架，洩漏防護達100% 

化學品倉之有機溶劑使用

量大，化學桶已疊至第二

層，現有防洩漏白鐵槽無法

防護至第二層，有傾倒之風

險。 

1. 訂製防洩漏白鐵槽架。 

2.進行驗收與存放確認。 

3.持續追蹤作業安全性。 

 

 

 

 



後續對環境及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活動 

燒機室導入溫度感應 

本公司積極保護作業人員與設備，以減少工安意外及降低生產成本。除改善工作環境 

及操作管理外，並加裝溫度感應裝置與警示燈，更加確保工廠同仁作業上的安全與工 

廠財產。 

節能(照明)設備汰換規劃 

逐年將傳統照明設備更換為高效節能環保燈具，有效降低能源消耗，減少能源浪費； 

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對環境的影響；節能燈具通常具有較長的使用壽命， 

可降低燈具更換成本，且節能燈具通常具有較好的照明效果和色彩呈現，能夠提升照 

明質量，提高作業人員的舒適感和工作效率。 

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為達成零災害目標，本公司每年擬定年度職災害防止計畫，再依據過往職業災害案例 

與高風險作業，擬定防止計畫，並由事業單位依計畫時程和內容確實執行，再透過稽 

核制度發掘缺失並更新職災防止計畫，並不斷透過 PDCA手段，逐年降低事業單位之 

危害風險，達成零災害最終目標。 

實施自動檢查 

員工在面對不同的作業環境、製程、操作與作業時，可能會因為不安全的作業、設備 

或管理等因素，而造成身體的傷害。為此，本公司乃積極推動自動檢查，期能藉由此 

一措施推動，發現潛在之危害因子，力求改善有效控制。本公司自動檢查項目，包括 

通風排氣設備、原物料使用、作業環境、個人防護具、作業機械與機動車輛等。 

有機溶劑化學品防護及管制 

生產製程和實驗室測試過程中常使用各種有機溶劑或化學品，對於有機溶劑及化學品 

的認識於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中加強各作業人員宣導，避免職災事件發生。 

有機溶劑或化學品所使用的容器或瓶身上均張貼化學品標示，內含各項危害警告訊 

息、圖示與廠商資料等，有機溶劑或化學品附近均有安全資料表(SDS)提供使用者參 

閱，避免使用不當發生職業災害。 

感電危害教育訓練 

生產製程中常會使用延長線與各類按鈕開關，對於電器設備與延長線的認識加強於作 

業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中，避免感電事件發生。並於 220V明顯處標示高壓圖 

案、注意用電與使用顯眼(紅色)之外蓋警示以避免職業災害發生。 



內部環境評估和檢點 

搭配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職場執行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及人因性肌肉骨骼危害預防 

等計畫，針對內部作業場所和周邊環境做評估和檢點、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適性配 

工與工作設計檢點等，了解員工作業環境周邊是否有潛藏之危害因子並提早預防。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發表職場不法侵害聲明，絕不容忍任何管理階層主管有職場不法侵害之行為，主管行 

為規範及教育訓練加強宣導，提供申訴管道及事件發生處理程序。 

母性健康保護 

臨場醫護人員關懷懷孕員工及面談了解，建議適性配工及工作安排，確保懷孕、產 

後、哺乳女性勞工之身心健康，達到母性勞工健康保護之目的。 

人因性危害預防 

辦公室和實驗室潛藏著較易疏忽的人因性危害因子，透過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NMQ) 

的調查，了解個人身體各部位疼痛尺度程度，針對高風險群的工作型態追蹤了解與工 

作的相關度，進而檢討改善。 

異常工作負荷預防 

藉由相關問卷量表瞭解員工身體和心理的異常狀態，加上 10年心血管疾病促發機率 

數據彙整，區分風險等級，找出高風險群員工，醫護人員加以衛教及輔導，減少疾病 

促發的可能性。 

實施年度健康檢查 

藉由健康檢查瞭解員工身體的實際狀態，找出異常項目根源及與工作的相關性，尤其 

是心血管疾病促發危害因子的辨識為首要，針對中、高風險群員工，由臨場醫護人員 

後續追蹤，做好員工健康管理。 

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職場工作安全 

為鼓勵世代合作與經驗傳承，建構友善作業環境，因應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於職場工 

作可能潛藏之危害預防，於不法侵害預防、人因性危害預防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預防的同時，針對其中高風險群之中高齡與高齡工作者，對其工作場所及個人健康做 

風險評估，執行健康管理及異常項目追蹤，以工作適能指數評估在工作上的安全性與 

適性評估，配合健康臨場醫護人員的輔導及改善，務必達到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身心 

健康及工作安全。 

 



工作規則 

本公司訂定「工作規則」，明確規定勞資雙方之權利義務，健全現代經營管理制度促 

使勞資雙方同心協力並謀事業發展，其主要內容如下： 

(1)總則 (2)任用 (3)服務 (4)工資、獎金 (5)工作時間、休息、休假 (6)給假  

(7)績效考核 (8)獎勵 (9)懲戒 (10)遷調 (11)教育訓練 (12)福利 (13)職業災害補 

償及撫卹 (14)離退 (15)意見溝通 (16)性騷擾行為之申訴及懲處 (17)附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