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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勞工職業傷害及工作安全衛生狀況 

一、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情形 

(一)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之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件數男性均占多數 

110 年勞工保險職業災害傷病給付 4.8 萬件，其中男性占 63.2%，女性占

36.8%；一次請領失能給付 2千件，男性占 76.2%，女性占 23.8%；一次請領

死亡給付(含失蹤津貼)510件，男性占 81.8%，女性占 18.2%。 

表 11-1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件數 
中華民國 110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件數 % 件數 % 件數 % 

傷病給付 48,446 100.00  30,600 63.16  17,846 36.84  
一次請領失能給付 2,005 100.00  1,528 76.21  477 23.79  
一次請領死亡給付(含失蹤津貼) 510 100.00  417 81.76  93 18.24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說  明：失能給付不含 98年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新增之失能差額金及失能年金。 

(二)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住院給付件數中，男性占 6成 6，女性占 3成 4 

110 年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住院給付件數為 3.2 萬件，其中男性占 66.2%，

女性占 33.8%。按行業觀察，兩性均以製造業最多，分別占其全部給付件數

之 29.6%、22.8%，另男性營建工程業占 19.7%，批發及零售業占 15.3%分居

二、三，女性則以批發及零售業占 18.2%，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占

12.2%分居二、三。 

表 11-2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住院給付件數 
中華民國 110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 % 
總計 31,668 20,959 100.00  10,709 100.00  
農、林、漁、牧業 330 255 1.22  75 0.7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1 21 0.10  - -  
製造業 8,654 6,213 29.64  2,441 22.79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73 69 0.33  4 0.04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62 198 0.94  64 0.60  
           
營建工程業 4,561 4,119 19.65  442 4.13  
批發及零售業 5,147 3,200 15.27  1,947 18.18  
運輸及倉儲業 1,853 1,601 7.64  252 2.35  
住宿及餐飲業 2,154 1,133 5.41  1,021 9.53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566 379 1.81  187 1.75  
           
金融及保險業 592 215 1.03  377 3.52  
不動產業 459 275 1.31  184 1.7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908 533 2.54  375 3.50  
支援服務業 1,885 1,219 5.82  666 6.22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562 298 1.42  264 2.47  
           
教育業 643 176 0.84  467 4.36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580 272 1.30  1,308 12.2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60 133 0.63  127 1.19  
其他服務業 1,158 650 3.10  508 4.74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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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門診給付件數中，男性占 5成 3，女性占 4成 7 

110 年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門診給付 172 萬件，扣除無法歸類之門診給付

2.2 萬件後，男性 89.3 萬件占 52.5%，女性 80.7 萬件占 47.5%。依行業觀察，

男性之給付件數以製造業占 34.9%最高，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占 16.4%，營

建工程業占 12%居第三；女性亦以製造業占 27.2%最高，其次為批發及零售

業占 17%，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占 10.8%居第三。 

表 11-3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門診給付件數 

中華民國 110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 % 
總計 1,699,704 892,722 100.00  806,982 100.00  
農、林、漁、牧業 36,945 16,882 1.89  20,063 2.49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552 464 0.05  88 0.01  
製造業 530,477 311,360 34.88  219,117 27.15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571 3,110 0.35  461 0.0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8,967 5,484 0.61  3,483 0.43  
      
營建工程業 135,653 106,922 11.98  28,731 3.56  
批發及零售業 283,442 146,361 16.39  137,081 16.99  
運輸及倉儲業 71,814 52,705 5.90  19,109 2.37  
住宿及餐飲業 102,985 45,225 5.07  57,760 7.16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40,129 22,133 2.48  17,996 2.23  
      
金融及保險業 53,951 21,052 2.36  32,899 4.08  
不動產業 20,342 9,871 1.11  10,471 1.3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3,257 25,701 2.88  27,556 3.41  
支援服務業 70,341 37,218 4.17  33,123 4.10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30,439 14,713 1.65  15,726 1.95  
      
教育業 42,429 11,589 1.30  30,840 3.8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7,822 20,582 2.31  87,240 10.8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5,427 6,471 0.72  8,956 1.11  
其他服務業 91,161 34,879 3.91  56,282 6.97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四)勞工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中，男性占 7成，女性占 3成 

110 年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為 25.7 萬件，其中男性占 69.5%，

女性占 30.5%。按行業觀察，兩性之給付件數均以製造業所占比率最高，男

性為 84.6%，女性為 78.8%，另男性批發及零售業占 5.2%，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占 3.2%分居二、三，女性則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占

11.9%，批發及零售業占 5.4%分居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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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 

中華民國 110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 % 

總計 256,879 178,618 100.00  78,261 100.00  

農、林、漁、牧業 28 14 0.01  14 0.0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32 225 0.13  7 0.01  

製造業 212,791 151,098 84.59  61,693 78.8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110 1,066 0.60  44 0.0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597 1,278 0.72  319 0.41  
      
營建工程業 4,115 3,515 1.97  600 0.77  

批發及零售業 13,557 9,363 5.24  4,194 5.36  

運輸及倉儲業 1,454 1,177 0.66  277 0.35  

住宿及餐飲業 152 128 0.07  24 0.03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461 329 0.18  132 0.17  
      
金融及保險業 118 112 0.06  6 0.01  

不動產業 66 42 0.02  24 0.0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134 2,328 1.30  806 1.03  

支援服務業 2,107 1,498 0.84  609 0.7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63 28 0.02  35 0.04  
      
教育業 102 44 0.02  58 0.0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5,080 5,783 3.24  9,297 11.8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72 36 0.02  36 0.05  

其他服務業 640 554 0.31  86 0.11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二、勞工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 

(一)男性受僱者工作時最有可能發生的潛在危險以「切、割、擦傷」最多，

女性則以「跌倒滑倒」最多 

依據 105年調查結果顯示，男性受僱者工作時最有可能發生的潛在危險

以「切、割、擦傷」占 20.7%最多，其次為「跌倒滑倒」占 18.3%，「衝撞及

被撞」占 11.7%居第三。女性受僱者工作時最有可能發生的潛在危險以「跌

倒滑倒」占 27.5%最多，其次為「切、割、擦傷」占 20.4%，另「燙傷燒傷」

占 9.3%，「中暑或熱疾病」占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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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受僱者工作時最可能發生的潛在危險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單位：% 

 總計 
跌倒

滑倒 
墜落 

物體

倒塌

飛落 

夾傷

捲傷 

切割

擦傷 
觸電 

衝撞

及被

撞 

火災

爆炸 

燙傷

燒傷 

毒氣

中毒 

化學

品接

觸 

凍傷 

密閉

空間

可能

缺氧 

中暑

或熱

疾病 

其他 
不清

楚 

皆不

會 

總計 100.00 22.12 2.53 5.60 6.67 20.58 3.06 8.89 1.19 7.55 0.46 5.95 0.11 1.62 8.99 0.86 0.48 3.33 

男性 100.00 18.26 3.63 6.44 7.80 20.73 4.55 11.67 1.18 6.27 0.47 5.43 0.12 1.24 8.83 0.60 0.44 2.34 

女性 100.00 27.50 0.98 4.43 5.09 20.36 0.99 5.01 1.20 9.34 0.44 6.68 0.10 2.15 9.23 1.23 0.55 4.72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 

(二)男性受僱者認為工作環境上有各項衛生危害問題之比率皆高於女性 

依據 105年調查，受僱者認為在工作環境中，可能有衛生暴露問題之比率

為 70.8%，其中男性為 77%，高於女性之 64.3%，另男性以很熱占 57%，聲音

很大占 52.4%，灰塵很多占 51.5%等問題較多，女性則以很熱占 38.6%，有臭

味異味占 34.1%，聲音很大占 34%，灰塵很多占 33.8%等較多，男性認為有各

項衛生危害問題之比率都高於女性。  

表 11-6 受僱者對工作環境的衛生暴露認知 
中華民國 105 年 8月                        單位：% 

 

有衛生暴露問題(可複選) 
無 
衛生 
危害 
問題 

 

灰塵 
很多 

臭味 
異味 

二手 
菸 

聲音 
很大 

很熱 
很冷
或 
低溫 

採光 
照明 
不好 

使用
含鉛
物質 

使用 
化學 
品 

接觸
致病
菌 

強光 
輻射 

總計 70.81 42.95 41.30 34.09 43.50 48.09 24.03 16.47 8.22 14.04 8.79 14.43 29.19 

男性 76.96 51.53 48.04 41.78 52.44 57.04 26.92 20.85 11.77 17.30 9.28 18.81 23.04 

女性 64.28 33.82 34.13 25.92 34.01 38.58 20.95 11.82 4.46 10.58 8.26 9.77 35.72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 

(三)男性受僱者認為安全衛生問題有需要改善的比率高於女性 

105 年調查受僱者認為有需要改善安全衛生問題之比率為 7 成，其中男

性 74.2%，高於女性之 65.6%，需要改善的問題，兩性均以空氣太髒為最多，

分別占 35.9%、26.1%，其次均為環境太熱或太冷，分別占 32.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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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 受僱者認為需要改善的安全衛生問題 
中華民國 105 年 8月                        單位：% 

 

需要改善的問題(可複選) 

無需 
改善 

 

空氣 
太髒 

聲音 
太大 

光線 
不好 

環境 
太熱
或太
冷 

振動 
輻射 
或強
光 

有害 
化學
物 

致病 
菌等 

工作 
姿勢
不自
然 

機械
引起
的傷
害 

電氣
造成
的傷
害 

環境
髒亂
或狹
小 

職場
暴力 

未提
供個
人防
護具 

總計 69.99 31.17 17.89 5.76 27.73 2.97 3.64 5.55 3.00 12.90 8.14 2.94 4.61 1.98 2.67 30.01 

男性 74.17 35.92 22.17 6.39 32.65 4.71 4.62 6.15 1.99 12.41 12.34 4.52 5.21 1.82 2.40 25.83 

女性 65.55 26.13 13.34 5.09 22.51 1.11 2.59 4.90 4.07 13.43 3.68 1.26 3.96 2.15 2.95 34.45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 
 

(四)女性在職場上遭受語言暴力、心理暴力及性騷擾比率高於男性，惟肢體

暴力比率低於男性 

將職場暴力區分為肢體暴力、語言暴力、心理暴力、性騷擾四大類，105

年調查兩性皆以遭受語言暴力比率最高，心理暴力次之，女性除受肢體暴力占

0.7%低於男性之 1.1%外，其餘皆高於男性，以性騷擾高出 1.4個百分點較為顯

著。 

圖 11-1 受僱者遭遇職場暴力比率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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