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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勞工職業傷害及工作安全衛生狀況 

一、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情形 

(一)勞工職業災害傷病給付之件數以女性較多，失能及死亡給付則男性較多 

112 年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件數 8.9 萬件，其中男性占 45.3%，女

性占 54.7%，傷病給付一向以男性較多，惟因執行職務確診 COVID-19 者，5

年內得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而受影響之行業又以醫護人員占比較高之醫療

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最多，致女性多於男性；另失能一次金給付 1,729 件，

男性占 76.1%，女性占 23.9%；死亡一次金給付（含失蹤給付）620 件，男性

占 81.3%，女性占 18.7%。 

表 10-1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給付件數 
                                   112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 % % 

傷病給付 89,381 100.00 40,488 45.30 48,893 54.70 

失能一次金給付 1,729 100.00 1,316 76.11 413 23.89 

死亡一次金給付（含失蹤給付） 620 100.00 504 81.30 116 18.71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說    明：1.因執行職務確診 COVID-19 者，5 年內得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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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占 6 成 5，女性占 3 成 5 

112 年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住院給付件數為 2.3 萬件，其中男性占 64.5%，

女性占 35.5%。按行業觀察，男、女性均以製造業最多，分別占其全部給付件

數之 29%、21.5%，另男性營建工程業占 20.3%，批發及零售業占 15.5%分居

二、三，女性則以批發及零售業占 16.3%，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占 14%

分居二、三。 
  



(70) 

表 10-2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住院給付件數 
112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 % 

總計 22,531 14,535 100.00 7,996 100.00 

農、林、漁、牧業 191 141 0.97 50 0.6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1 19 0.13 2 0.03 

製造業 5,930 4,212 28.98 1,718 21.49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69 65 0.45 4 0.0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69 115 0.79 54 0.68 
      
營建工程業 3,311 2,951 20.30 360 4.50 

批發及零售業 3,553 2,250 15.48 1,303 16.30 

運輸及倉儲業 1,367 1,168 8.04 199 2.49 

住宿及餐飲業 1,382 646 4.44 736 9.20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374 209 1.44 165 2.06 
      
金融及保險業 393 141 0.97 252 3.15 

不動產業 330 176 1.21 154 1.9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61 375 2.58 286 3.58 

支援服務業 1,389 895 6.16 494 6.1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412 209 1.44 203 2.54 
      
教育業 510 178 1.22 332 4.1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366 244 1.68 1,122 14.03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67 88 0.61 79 0.99 

其他服務業 936 453 2.92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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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占 5 成 1，女性占 4 成 8 

112 年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門診給付件數 141 萬件，扣除無法歸類之門診

給付 1.2 萬件後，男性 72.2 萬件占 51.2%，女性 67.6 萬件占 48%。依行業觀

察，男、女性之給付件數均以製造業分占 36.1%及 28.3%最高，其次則男性以

批發及零售業占 15.8%，營建工程業占 12.7%分居二、三；女性則以批發及零

售業占 16.5%居第二，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占 12.3%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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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門診給付件數 
112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 % 

總計 1,410,104 721,595 100.00 676,462 100.00 

農、林、漁、牧業 27,801 12,620 1.75 15,181 2.24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83 299 0.04 184 0.03 

製造業 451,792 260,189 36.06 191,603 28.32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464 2,995 0.42 469 0.07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7,740 4,553 0.63 3,187 0.47 
      
營建工程業 114,966 91,515 12.68 23,451 3.47 

批發及零售業 225,410 113,764 15.77 111,646 16.50 

運輸及倉儲業 55,587 41,260 5.72 14,327 2.12 

住宿及餐飲業 81,302 35,160 4.87 46,142 6.82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30,135 16,537 2.29 13,598 2.01 
      
金融及保險業 38,669 14,761 2.05 23,908 3.53 

不動產業 16,764 7,655 1.06 9,109 1.3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3,467 20,658 2.86 22,809 3.37 

支援服務業 55,418 28,761 3.99 26,657 3.94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24,857 12,127 1.68 12,730 1.88 
      
教育業 36,958 9,880 1.37 27,078 4.0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1,337 18,029 2.50 83,308 12.3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2,003 5,258 0.73 6,745 1.00 

其他服務業 69,904 25,574 3.54 44,330 6.55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說  明：總計不含無法歸類件數(12,047 件)。 

  

(四)勞工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男性占 7 成，女性占 3 成 

112 年勞工職業災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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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之給付件數均以製造業所

占比率最高，男性為 85.4%，女性為 76%，另男性批發及零售業占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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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批發及零售業占 4.9%分居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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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 
112 年                          單位：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 % 
總計 257,182 178,797 100.0 78,383 100.0 
 農、林、漁、牧業 42 27 0.02 15 0.0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05 197 0.11 8 0.01 
 製造業 212,292 152,699 85.40 59,593 76.0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974 959 0.54 15 0.02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580 1,297 0.73 283 0.36 
      

 營建工程業 2,262 1,909 1.07 353 0.45 
 批發及零售業 12,632 8,801 4.92 3,831 4.89 
 運輸及倉儲業 743 567 0.32 176 0.22 
 住宿及餐飲業 119 108 0.06 11 0.01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598 309 0.17 289 0.37 
      

 金融及保險業 149 139 0.08 10 0.01 
 不動產業 56 36 0.02 20 0.0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585 2,615 1.46 970 1.24 
 支援服務業 1,889 1,355 0.76 534 0.6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73 22 0.01 51 0.07 
      

 教育業 90 41 0.02 49 0.06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9,419 7,383 4.13 12,036 15.36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21 62 0.03 59 0.08 
 其他服務業 351 271 0.1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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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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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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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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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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性衝突項目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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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就業者之工作家庭衝突平均分數及其衝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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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