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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勞工職業傷害及工作安全衛生狀況 

一、勞工職業災害給付情形 

(一)勞工職業災害之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件數男性均占多數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故 111 年職業災害

給付統計 1 至 4 月來自勞工保險，5 至 12 月來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綜計

111 年勞工職業災害傷病給付 6.4 萬件，其中男性占 54.2%，女性占 45.8%；

一次請領失能給付 1,754 件，男性占 77.6%，女性占 22.4%；一次請領死亡

給付(含失蹤津貼)535 件，男性占 83.2%，女性占 16.8%。 

表 11-1 勞工職業災害給付件數 

111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傷病給付 64,422 100.00  34,911 54.19  29,511 45.81  

一次請領失能給付 1,754 100.00  1,361 77.59  393 22.41  

一次請領死亡給付(含失蹤津貼) 535 100.00  445 83.18  90 16.82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說  明：1.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職業災害保險給付 1 至 4 月係

為勞工保險，5 至 12 月改列於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報表項下。表 11-2、11-3、11-4 同。 
2.失能給付不含 98 年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新增之失能差額金。 
 

(二)勞工職業災害住院給付件數中，男性占 6 成 5，女性占 3 成 5 

111 年勞工職業災害住院給付件數為 2.8 萬件，其中男性占 65%，女性

占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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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2.6%，另男性營建工程業占 20.5%，批發及零售業占 15%分居二、

三，女性則以批發及零售業占 17.9%，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占 12.4%

分居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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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勞工職業災害住院給付件數 

111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計 27,629 17,963 100.00  9,666 100.00  

農、林、漁、牧業 284 217 1.21  67 0.69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9 18 0.10  1 0.01  

製造業 7,535 5,352 29.79  2,183 22.5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61 56 0.31  5 0.0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37 163 0.91  74 0.77  
      

營建工程業 4,120 3,679 20.48  441 4.56  

批發及零售業 4,419 2,690 14.98  1,729 17.89  

運輸及倉儲業 1,644 1,444 8.04  200 2.07  

住宿及餐飲業 1,703 823 4.58  880 9.10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389 238 1.32  151 1.56  
      

金融及保險業 494 178 0.99  316 3.27  

不動產業 390 191 1.06  199 2.0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84 460 2.56  324 3.35  

支援服務業 1,609 1,061 5.91  548 5.67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517 259 1.44  258 2.67  
      

教育業 623 213 1.19  410 4.24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489 290 1.61  1,199 12.4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95 107 0.60  88 0.91  

其他服務業 1,117 524 2.92  593 6.13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三)勞工職業災害門診給付件數中，男性占 5 成 2，女性占 4 成 8 

111 年勞工職業災害門診給付件數 140.9 萬件，扣除無法歸類之門診給

付 2.1 萬件後，男性 73.8 萬件占 52.4%，女性 67.1 萬件占 47.6%。依行業觀

察，男性之給付件數以製造業占 36.1%最高，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占 16.1%，

營建工程業占 12.1%居第三；女性亦以製造業占 28%最高，其次為批發及零

售業占 16.6%，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占 12%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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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勞工職業災害門診給付件數 

111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計 1,409,081 737,868 100.00  671,213 100.00  

農、林、漁、牧業 30,698 14,136 1.92  16,562 2.4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92 335 0.05  57 0.01  

製造業 454,208 266,198 36.08  188,010 28.0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912 2,491 0.34  421 0.0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7,188 4,426 0.60  2,762 0.41  
      

營建工程業 111,623 88,922 12.05  22,701 3.38  

批發及零售業 230,314 118,679 16.08  111,635 16.63  

運輸及倉儲業 57,909 43,448 5.89  14,461 2.15  

住宿及餐飲業 79,405 34,018 4.61  45,387 6.76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30,460 16,591 2.25  13,869 2.07  
      

金融及保險業 40,786 15,736 2.13  25,050 3.73  

不動產業 16,778 7,933 1.08  8,845 1.3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3,396 21,302 2.89  22,094 3.29  

支援服務業 57,276 29,992 4.06  27,284 4.06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25,916 12,782 1.73  13,134 1.96  
      

教育業 35,450 9,074 1.23  26,376 3.9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99,503 18,934 2.57  80,569 12.0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2,776 5,737 0.78  7,039 1.05  

其他服務業 72,091 27,134 3.68  44,957 6.70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說  明：總計不含無法歸類件數(20,734 件)。 

  

(四)勞工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中，男性占 6 成 9，女性占 3 成 1 

111 年勞工職業災害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為 26.5 萬件，其中男性占

68.7%，女性占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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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女性為 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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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分居二、三，女性則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業占 14%，批發及零售業占 5.2%分居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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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勞工職業災害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 

111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計 264,755 182,007 100.0 82,748 100.0 

農、林、漁、牧業 38 19 0.01  19 0.0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20 212 0.12  8 0.01  

製造業 218,771 154,575 84.93  64,196 77.5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8 995 0.55  13 0.02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626 1,311 0.72  315 0.38  
      
營建工程業 2,628 2,177 1.20  451 0.55  

批發及零售業 13,747 9,480 5.21  4,267 5.16  

運輸及倉儲業 900 772 0.42  128 0.15  

住宿及餐飲業 125 112 0.06  13 0.02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375 248 0.14  127 0.15  
      
金融及保險業 143 133 0.07  10 0.01  

不動產業 58 39 0.02  19 0.0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244 2,409 1.32  835 1.01  

支援服務業 2,101 1,537 0.84  564 0.6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77 34 0.02  43 0.05  
      
教育業 92 41 0.02  51 0.06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8,910 7,370 4.05  11,540 13.9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52 82 0.05  70 0.08  

其他服務業 540 461 0.25  79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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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受僱者認為工作環境會遭遇危險之比率高於女性 

111 年受僱者認為工作環境有潛在危險之比率為 64.7%，其中男性為

73.7%，高於女性之 56.3%。有危險之項目方面，男、女性均以「交通事故(上

下班途中)」最多，分別為 44.3%及 39.8%，「被刺、割、擦傷」次之，各為

27.7%及 19.1%，「跌倒」再次之，各為 22.8%及 14%。 

表 11-5 受僱者對工作環境潛在危險之認知 
                                    111 年 8 月                              單位：% 

  總計 無潛在
危險 

有潛在危險-按危險項目分(可複選) 

 
交通事故
（上下班
途中） 

被刺、
割、擦傷 跌倒 

交通事故
（非上下 
班途中） 

與高溫 
之接觸 

墜落、 
滾落 

總計 100.0 35.3 64.7 42.0 23.3 18.3 11.3 9.2 8.6 

男性 100.0 26.3 73.7 44.3 27.7 22.8 14.5 12.2 14.8 

女性 100.0 43.7 56.3 39.8 19.1 14.0 8.2 6.4 2.7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環境安全衛生認知調查」。 
說  明：危險項目可複選，僅列出比率高之前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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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受僱者認為工作環境有衛生問題之比率高於女性 

111 年受僱者認為工作環境有衛生問題之比率為 62.3%，其中男性為

68.7%，高於女性之 56.2%。衛生問題之項目，男性以「很熱」及「聲音很

大」較多，分別為 38.3%及 38.2%，女性以「接觸 COVID-19 病毒的風險」

38.7%最多，「聲音很大」21.4%次之。 

表 11-6 受僱者對工作環境衛生問題之認知 

111 年 8 月                           單位：% 

  總計 

無 
環境
衛生
問題 

有環境衛生問題-按環境衛生問題項目分(可複選) 

 

接觸
COVID-
19 病毒
的風險 

聲音 
很大 

很熱 
灰塵
很多 

很冷
或 
低溫 

使用有
機溶劑
或 

重金屬 

接觸可
能致病
的病菌
等生物
危害 

暴露
於輻
射或
強光
中 

採光
照明
不好 

總計 100.0 37.7 62.3 37.9  29.5  29.3 26.2  12.2  10.9  7.7  7.6  7.5 

 男性 100.0 31.3 68.7 37.0 38.2 38.3 34.4 14.2 15.9 7.4 10.1 10.4 

 女性 100.0 43.8 56.2 38.7 21.4 20.7 18.4 10.2 6.1 7.9 5.2 4.8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環境安全衛生認知調查」。 

(三)男性就業者之工作家庭衝突程度大於女性 

111 年就業者之工作家庭衝突平均分數為 2.15 分(選項由很不同意至很

同意區分為 1-5 分，非常同意有家庭衝突為 5 分，非常不同意為 1 分)，其

中男性為 2.19 分，高於女性的 2.11 分，表示男性衝突程度較女性嚴重。兩

性衝突項目均以「工作帶來的相關責任，使我必須改變家庭活動的安排」

分數最高，「工作上的負荷，會影響我的家庭生活」次之。 

表 11-7 就業者之工作家庭衝突及衝突項目                  

                                          111 年 8 月                            單位：分 

  

      

工作家庭衝
突平均分數 

工作上的負
荷，會影響 
我的家庭生活 

工作上的負
荷，讓我難 
以完成在家 
想做的事 

工作所需時間
量，使我難以
照顧家庭 

工作帶來的
壓力，讓我 
難以履行家
庭責任 

工作帶來的相
關責任，使我 
必須改變家庭
活動的安排 

總計 2.15 2.18 2.14 2.11 2.06 2.27 

男性 2.19 2.23 2.18 2.14 2.09 2.32 

女性 2.11 2.13 2.10 2.07 2.02 2.22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環境安全衛生認知調查」。 
說    明：1.選項及計分方式：「很不同意」1 分、「不同意」2 分、「不同意也不反對」3 分、

「同意」4 分、「很同意」5 分等 5 種。 
          2.各項加總後計算平均分數，作為工作家庭衝突平均分數，平均分數愈高，代表工作

家庭衝突程度愈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