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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出席世界安全組織「第十六屆國際環境衛生安全大會及展

覽會」並拜會加州州立大學環境及職業衛生系研習安全衛

生教育訓練 
頁數 34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聯絡人/電話：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林毓堂/（02）85902761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許立明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主任委員辦公室 秘書  （02）85902995 
張錦輝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勞工安全衛生處 科長  （02）85902775 
林毓堂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勞工檢查處     技正  （02）85902761 
 
出國類別：□1 考察□2.進修□3.研究▓4 實習□5 其他 
 
出國期間：九十一年九月十四日至九十一年九月二十四日   
出國地區：美國 
報告日期：九十一年十一月十四日 
分類號/目 
 
關鍵詞：安全衛生、展示、非政府組織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本計畫係赴美國內華達州拉斯維加斯市（Las Vegas, Nevada）參加 WSO 舉

辦之「第十六屆國際環境衛生安全大會及展覽會」 (16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Health & Safety Conference & Expo)。大會結束後前往加州州

立大學北嶺分校(California Sate University at Northridge; CSUN) 衛生與人

類發展學院（College of Health & Human Development）之環境及職業衛生

系(Environment and Occupational Health)進行參觀與訪視。建議項目包括： 
一、安全文化的推動與落實，必須藉由創新之教育訓練方式，透過全員參

與，使勞工得以瞭解工作和安全的結合； 
二、建議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之認證項目可擴及教材層面； 
三、安全衛生之全面提昇，除加強監督檢查外，亦應輔導事業單位建構安

全衛生自主管理制度； 
四、擴展勞工安全衛生相關展示活動之範疇； 
五、積極參與 NGO 組織，以國民外交做為日後國際外交之基礎。 

系統識別號C092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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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安全組織(World Safety Organization, WSO)為非政府組織(NGO)之

民間團體，亦為聯合國之外圍組織。我國為 WSO 會員國，並擔任理事，

同時積極參與 WSO 之各項活動。 

本計畫係赴美國內華達州拉斯維加斯市（Las Vegas, Nevada）參加WSO

舉辦之「第十六屆國際環境衛生安全大會及展覽會」(16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Health & Safety Conference & Expo)。大會結束後前往加州州

立大學北嶺分校(California Sate University at Northridge; CSUN) 衛生與人

類發展學院（College of Health & Human Development）之環境及職業衛生

系(Environment and Occupational Health)進行參觀與訪視。 

建議項目包括： 

一、安全文化的推動與落實，必須藉由創新之教育訓練方式，透過全體參

與，使勞工得以瞭解工作和安全的結合； 

二、建議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之認證項目可擴及教材層面； 

三、安全衛生之全面提昇，除加強監督檢查外，亦應輔導事業單位建構安

全衛生自主管理制度； 

四、擴展勞工安全衛生相關展示活動之範疇； 

五、積極參與 NGO 組織，以國民外交做為日後國際外交之基礎。 

 

關鍵字：安全衛生、展示、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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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世界安全組織.(World Safety Organization, WSO).為非政府組織.(NGO) 

之民間團體，亦為聯合國之外圍組織，提供聯合國經濟與社會理事環境資

源及安全衛生諮詢服務。我國為 WSO 會員國，目前本會莊處長鎮坤及工業

技術研究院于主任樹偉等二人擔任理事，同時積極參與 WSO 之各項活動。 

為持續參與該組織活動及擴展與國際專家學者學術交流，同時吸收國

外教育訓練方面之經驗，做為規劃辦理類似活動之參考，奉准由組團前赴

拉斯維加斯參加本（九十一）年九月十五日至十八日舉辦之「第十六屆國

際環境衛生安全大會及展覽會」(16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Health & 

Safety Conference & Expo)，並於大會結束後拜會加州立大學北嶺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Northridge; CSUN)之衛生及人類發展學院

（College of Health & Human Development），參觀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UCLA)及洛杉磯市政建設。 

 

二、過程 

2.1 出國訪問行程 
表 1  行程表 

日   期 行     程 備     註 
9 月 14 日 啟程 台北時間 

9 月 14 日 
轉機(轉機點：洛杉磯)並前往拉斯

維加斯市 
美國中部時間(以下

同) 

9 月 15 日 假日(參觀 WSO 理監事會) 準備研習事宜 

9 月 16 日 
│ 
9 月 18 日 

參加「第十六屆國際環境衛生安

全大會及展覽會」 
 

9 月 18 日 飛往洛杉磯 整理會議資料 

9 月 19 日 參觀洛杉磯市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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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行     程 備     註 

9 月 20 日 
訪問加州州立大學北嶺分校

(CSUN) 
整理資料 

9 月 21 日 假日參觀加州州立大學  

9 月 22 日 
假日參觀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

（UCLA） 
 

9 月 23 日 返國  

9 月 24 日 抵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台北時間 

 
 
2.2 第十六屆國際環境衛生安全大會及展覽會 
 

WSO 宗旨在於從事國際性環境、資源、安全衛生及災害預防活動，以

致力保障全世界人民生命、資源及財產。目前該組織會員國約達 160 個，

我國亦為會員國之一。目前該組織亦在我國工研院環安中心設立中華民國

辦事處。 

本會係該組織每年定期召開乙次之例行會議，我國代表團由本會組

團，成員有：許必書立明、張科長錦輝、林技正毓堂及中華民國工業安全

衛生協會黃管理師羨婷共計四人。 

九十一年九月十五日 WSO 召開理事會議，會中就 WSO 組織暨大會行

政事宜進行討論，並確定下屆（第 17 屆）會議訂於九十二年九月十六至

十九日於紐澤西州大西洋城(Atlamtic City) 舉辦。 

本次大會於九十一年九月十六日至九月十八日假拉斯維加斯 Riviera 

Hotel 召開。開幕儀式簡單隆重，開幕儀式後，分為四個研討室進行，其中

207 研討室進行 OSHA 500 營造訓練師研習，208、209 及 210 研討室同時

進行不同科目研討，由參加者自行選擇參加。 

本屆大會議程及各場研討課程主持人／演講者詳如附錄一。於大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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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中，主辦單位另於會場外研設有展覽會，內容為地方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組織及事業單位辦理成果暨商品展示。展示照片如圖 1、圖 2 所示。 

 

圖 1  展覽會場照片（一） 
 

 

圖 2  展覽會場照片（二） 
 

因研討課程議題頗多，謹將參加之部分摘要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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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侷限空間偵測（九月十六日） 

本研討課程由儀器公司 Bob Zarate 先生主講，針對侷限空間內部作

業，勞工於當日作業前或再次作業前應測定侷限空間內部環境實態，例如

缺氧危險場所測定空氣氧氣濃度應在百分之十八以上，硫化氫濃度在二分

之一容許濃度五 ppm 以下，一氧化碳濃度在二分之一容許濃度十七 ppm

以下等勞工方可進入。有害物化學設備內部測定有害物濃度未達二分之一

容許濃度，可燃性氣體或蒸氣濃度應低於爆炸下限百分之三十勞工方可進

入。 

測定人員法規並無規定，宜由適當人員以直讀式儀器測定，雖然直讀

式儀器誤差較大，但時效性良好。以採樣介質採樣後，將樣本送工業衛生

實驗室分析，結果較為準確，惟採樣分析過程時間太長，現場狀況已經改

變不符進入內部作業之實際需要。又測定人員除非必要絕不可以攜帶測定

儀器進入侷限空間內部測定，即使測定人員戴用空氣呼吸器也應儘量避

免。 

氧氣測定器、可燃性氣體測定器、三用氣體測定器、四用氣體測定器、

檢知管等直讀式儀器均應使用延長管，測定人員於人孔等開口外面，利用

延長管伸入內部測定，測定時由外而內逐步測定，並應測定至最底部位

置。測定前測定儀器應予以校準，並注意偵測感知部壽命，必要時應予以

更換，以確保測定結果之品質。 

二、執行承攬人衛生、安全及環境計畫（九月十六日） 

本研究課程由 Timothy L. Wells 先生主講，他服務於休士頓海洋能源

公司，專長衛生、安全及環境。事業單位以其事業召人承攬應有效的承攬

人控制計量，以減低其暴露及潛在損失；建立指針提供給承攬商勞工，使

其獲得的保護相同。然而，不論承攬契約的內容為何，如果發生災害，原

事業單位可能無法避免責任。許多州規定原事業單位應負衛生、安全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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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護之最後的責任，執行有效的承攬商衛生安全及環境控制計量，應考

慮以下數個問題： 

1.對承攬人的控制程度。 

2.基於衛生、安全及環境標準選擇承攬人。 

3.使用衛生、安全及環境問卷。 

4.偵測承攬人衛生、安全及環境績效。 

5.提供承攬人衛生、安全及環境資訊。 

6.收集承攬人對衛生、安全及環境之回饋意見。 

海洋能源公司採用承攬人衛生、安全及環境管理計畫後，承攬人災害

降低百分之九十，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關係大為改善。總而言之，外部暴

露之有效管理與控制為成功的衛生、安全及環境系統的基本條件，否則事

業單位的風險不只是災害、傷害、疾病，而且包括實質的財務損失。（圖 3） 

 

圖 3  Timothy L. Wells 先生講授情形 
 
三、小企業及其社區緊急災害準備（九月十六日） 

本研討課程由 William C. Goetz 博士主講；在這個全國不安定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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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仍有許多原因必須重視緊急災害準備。OSHA 法規規定勞工超過十

人的小企業要有緊急災害準備，使用危險物或有害物之事業單位，環境保

護法規規定應有製程緊急災害準備。沒有採取適當的措施（如書面緊急應

變計畫，勞工訓練，撤離訓練，災後復原準備等），將使一個事業單位關

閉。 

經歷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事業單位應重新關注、提昇、主動追求緊急

應變計畫，因為緊急災害可能來自一個恐怖攻擊、颶風、地震、化學物質

漏洩、生物污染、或火災等。 

緊急災害準備對企業社區及社會大眾具有正面的保護意義，事業單位

員工參與緊急應變程序，災害發生時現場勞工為第一個緊急應變者，有責

任控制最初的污染，直到第二個應變者的到達，或許需要數小時之時間。

事業單位為確認緊急應變計畫之功能，於平時應多加以演練，對勞工實施

緊急應變程序訓練，以避免勞工於工作場所、家庭或鄰近社區有災害發生

時慌亂，而錯失先機。經統計，中小企業經緊急大災害發生二年後，有百

分之四十七關閉，有百分之四十四不再經營運作，不只是勞工失業，家庭

收入受影響，也衝擊一個社區財務內部結構。小企業做好緊急災害準備

時，不但可降低保險之保費，亦可減輕其經營成本，具有實質誘因。 

四、粉塵爆炸預防及保護技術（九月十七日） 

本研討課程由 Chilworth 顧問公司副總裁 Vahid Ebadat 博士主講，工作

場所產生可燃性粉塵，如麵粉、澱粉、煤粉、木粉、藥品粉塵等，均有發

生爆炸之可能。可燃性粉塵遇著火源，如靜電火花、電焊火花、爆炸威力

不可忽視，也通常造成人員死亡之嚴重災害。 

粉塵爆炸由於最初的局部爆炸、爆風使附近的粉塵飛揚起來，而導致

第二次爆炸、第三次爆炸，且爆炸容易發生不完全燃燒，有大量的一氧化

碳產生，致有中毒之危險。空氣中粉塵發生爆炸，係指其濃度達爆炸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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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惟因其參數眾多，如粒子大小、分布、氧氣濃度、含水率、有否混

入可燃性氣體等，故無法自相關書籍中找到其下限或上限數值。 

防止粉塵爆炸災害，控制在其爆炸下限以下是不可能的，又欲將著火

源完全去除也有實際困難，將空氣中氧氣濃度降至界限氧量以下更是不可

行，因此，防護對策就是防止災害之擴大，設計、裝置及妥善處理適當的

壓力釋放設備，以及須掌握粉塵爆炸壓力及壓力上升資料。（圖 4） 

 

圖 4  Vahid Ebadat 博士講授情形 
 
五、緊急管理之風險控制（九月十七日） 

本研討課程由澳洲世界安全組織國家辦公室理事長 Janis Jansz 博士主

講。介紹風險控制用來減少事業單位之內部危害，減少或消除事業單位內

部製程風險，減少事業單位製程、產品及服務所產生外部風險。 

風險控制包括思考緊急管理服務可能錯誤的每一件事情，自服務設計至勞

工工作製程，設備及產品之使用，所有的製程，緊急服務對社區及政府的

影響等。 

風險控制計畫分為三階段完成，第一階段為輸入風險控制，消除或減

少任何危害風險進入事業單位；包括物質資源，人力資源及資訊，應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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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安全、有效的設備，有足夠具有必要知識、技能之工作人力，及有關安

全衛生法規標準，安全作業標準，技術及管理資訊。第二階段為工作行為

風險控制，包括所有工作程序之設計，工作安全分析，工作步驟，當進行

工作步驟可能發生的任何危害，消除或滅少確認之危害所採取之防範措

施。在工作規劃時，考量何人來從事這份工作，多少人做這個工作，需要

的技能為何，應給予的教育訓練，及減少事業單位由於緊急管理所產生的

外在風險，另來自社會大眾或政府部門之任何抱怨應予詳細小心地調查，

採取適當的風險控制方法。 

執行風險控制計畫為緊急管理服務之基本工作，以控制與降低風險至

可以接受的程度，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要求，使事業單位不斷地改進及

永續經營。 

六、以行為為基礎之安全（Behavior Based Safety）（九月十七日） 

本研討課程由服務於 Kaiser-Hill-EG&G 公司之 Joann Jackson-Bass 女

士主講，主要介紹如何建立工作安全行為與企業安全文化。 

近年來歐美許多工安績效卓著的公司相繼推動「以行為為基礎之安

全」（BBS），例如杜邦公司推動 STOP（Safety Training Observation 

Programs）等。亦即透過工作場所之檢查以及對意外事故（含虛驚事故）

之調查，加以審視工作場所中安全與不安全（危險）行為之過程。此種以

安全為核心價值，在不斷強化、導正及改善之過程中建立優質的安全文

化，進而達成安全卓越之境界。 

安全文化係指在一團體中每位成員皆意識到「安全」是一種責任，且

願意持續不斷地去追求它而所形成之環境，企業整體安全文化包括下列三

大因素： 

環境因素（如設備、工具、機械等） 

個人因素（如態度、信仰、性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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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因素（如安全與不安全之行為） 

事業單位愈建立安全行為，基本上可依下列步驟達成： 

a.獲得負責人之安全承諾與支持 

b.設立「建立安全行為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c.辦理委員會成員之建立安全行為訓練 

d.建立安全之願景與內化（internalized）之安全目標 

e.運用雙向溝通達成共識 

f.頒布推動實施計畫 

g.辦理主管人員及員工之安全行為訓練 

h.執行安全行為建立計畫 

i.建立安全行為資訊管理系統 

j.建立安全行為查核機制 

總之，安全衛生必須是透過下列四個階段逐步持續改善：由最早的「自

然直覺、率性而為」，到「管理與監督」，之後到「建立安全意識」，最後

是「團隊合作、安全文化」，而其中改善安全行為是建立安全文化之最有

效方法。（圖 5） 

 

圖 5  Joann Jackson-Bass 女士講授情形 

七、如何執行需要許可侷限空間之危害分析（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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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討課程由加州州檢查員 Fernan do Martinez 先生主講，主要介紹聯

邦法規侷限空間作業規定，29 CFR 1910、146。 

侷限空間如化學反應槽、儲槽、穀倉、鍋爐、下水道、化學管線、涵

洞等,平時為密閉狀態，由於檢查、改造、修理、清掃、施工等原因，開啟

人孔，勞工進入侷限空間內部作業時，如作業方法錯誤，極易造成勞工缺

氧窒息、急性中毒、火災、爆炸、感電、埋入液體或固體中、被夾住於狹

小空間、墜落、未預期機械運轉之危險等職業災害。美國近五年來不包括

職業病之職業災害死亡平均每年約六千人，其中侷限空間作業約九十人，

佔百分之一．五，顯示侷限空間作業危害預防工作亟須積極推動，以期減

少職業災害之發生，確保侷限空間作業勞工安全與健康。 

侷限空間作業不是經常性作業，由於檢修、清潔等原因之臨時性作

業，加上多數化學工廠將槽體放空內部檢修作業外包，電力、電信之涵洞

內部作業外包，包商僱用之勞工流動性高，對侷限空間作業安全程序不熟

練，一有閃失極易造成重大職業災害。 

雇主對侷限空間作業應事先予以評估（評估表如附錄二），如具有潛

在危害時，則該作業場所係屬需要許可之侷限空間，雇主應將該使勞工進

入內部作業建立一書面許可侷限空間計畫（written permit space program）

並執行之，該書面許可侷限空間計畫應提供勞工檢視或勞工代表檢視。又

OSHA 法規對侷限空間以危害分析結果，如不具有潛在危害時，屬非需要

許可(non permit required)侷限空間；如具有潛在危害時，屬需要許可侷限

空間(permit required confined space)。 

侷限空間工作許可證之發給應具有多重人員管制機制，各種人員負責工作

詳予分區如下： 

(一)工作許可證發給者負責工作 

1.檢查侷限空間、缺氧危險場所、火災爆炸危險場所，並確認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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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準備。 

2.如果發給工作許可證的安全狀況改變，中止許可。 

(二)工作許可證認可者負責工作 

1.協調各項工作，以確認侷限空間、缺氧危險場所、火災爆炸危險場所

已經適當地隔離。 

2.提供消防、安全、急救人員進入該等場所救災前之進入詳細細節。 

3.建立一個緊急救難計畫(An emergency rescue plan)，並於工作前規劃會

議中傳達該計畫。 

4.完成工作認可證及檢點表。 

5.指導執行每一個參與工作者應參加之工作前溝通會議，以確認每一個

人均瞭解其工作範圍及責任。 

6.傳達工作範圍任何改變的訊息。 

(三)監視人員負責工作 

1.在工作前與每次休息重新開始工作前，測試控制室之通訊系統。 

2.工作延遲開始或工作中斷超過三十分鐘通知控制室。 

3.隨時與該等場所內部人員維持適當的聯繫。 

4.除了監督生命支持系統外，不可做其他工作，以避免影響他對該等場

所內勞工的注意力。 

5.最先開始緊急應變計畫。 

(四)作業勞工 

完成工作準備及隔離。 

 

九月十八日 WSO 大會結束後，即按預定行程於是日傍晚搭機飛抵洛

杉磯市，隔日並利用空檔參觀相關市政建設，沿途對該市區營造工程及道

路施工等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設施印象極為深刻，謹略以照片展現如圖 6

至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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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使用道路作業時工作場所之交通標示 
 

 

圖 7  從事侷限空間作業時之在場監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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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從事侷限空間作業時之通風換氣設施 

 

 

圖 9  工地現場樓梯、開口等護欄之設置情形 
 

 
圖 10  從事鋼構組立作業人員穿戴全身式之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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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使用高空作業車從事高架臨時作業情形 
 

 

圖 12  建築物外牆特殊造型之施工情形 
 

2.4 拜會加州州立大學環境及職業衛生系 

正式拜會活動於九月二十日舉行，由該校衛生與人類發展學院

（College of Health & Human Development）Helen M. Castillo 院長進行簡報

後（如圖 13），再由環境及職業衛生系（Environment and Occupational 

Health）Peter Bellin 主任及該校環境衛生與職業安全室（Environment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Safety）Anthony J. Pepe 管理師介紹該校推動職業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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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之辦理情形。茲將簡報內容擇要如下： 

加州州立大學衛生與人類發展學院共為八個分部，包括環境及職業衛

生系 (Environment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兒童及青少年發展系

（Department of Child & Adolescent Development）、溝通障礙與科學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nd Sciences) 、 家 庭 環 境 科 學 (Family 

Environmental Sciences) 、衛生科學 (Health Sciences) 、人體運動學

(Kinesiology)、休閒研究與消遣（Leisure Studies & Recreation）以及物理療

法（Physical Therapy）等。 

 
圖 13 拜會加州州立大學衛生與人類發展學院（由左至右：Peter Bellin
主任、Helen M. Castillo 院長、本會勞工安全衛生處張科長錦輝、勞

工檢查處林技正毓堂） 
 

本次拜會之環境及職業衛生系，係該學院最近新成立的系所之一，主

要專研有關影響人體健康及環境品質之化學性、物理性及生物性等因子，

其重點課程包括：社區環境衛生學(Community Environmental Health)、人

類營養學(Human Nutrition)、工業衛生學(Industrial Hygiene)、職業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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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Medicine)及毒物學(Toxicology)等。環境及職業衛生系所除開

設相關學程外，其教育研究中心亦對一般事業單位勞工開設職業衛生(包括

職業醫療照護 (Occupational Nursing))在職 /回校訓練計畫 (On Job/On 

Campus Training)，其訓練課程並已獲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認證，由職

業安全衛生署支援。（圖 14） 

該系亦設計一系列有關「危害物質及廢棄物管理認證」（Certificate in 

Hazardous Materials and Waste Management）之相關課程，特別著重於毒性

物質、危害物質及廢棄物管理等相關領域，以提供諸如企業人士、政府部

門、研究機構等在職人員之訓練機會，受訓期滿授予結業證書。 

 
圖 13 參觀加州州立大學環境及職業衛生系之實驗室設備 

三、心得及建議 

雖然參加本次大會及拜會時間均相當短促，但仍能順利達成目標。謹

就本次行程之心得及建議陳述如下： 

（一）以創新作法落實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安全的目的在於降低死亡、傷害及事故的發生，以創造安全的工作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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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即使是產業發達的美國，每年仍有 14,000 名勞工罹災喪生。究其原因，

為勞雇雙方對安全的認知仍不夠落實之故。安全防護措施和效率、舒適度

經常是相衝突的；一個良好的安全防護措施，對企業管理者或雇主而言常

會造成心理上的逃避；降低產能，及任務失敗而缺乏執行的意願；對勞工

而言，缺乏意願的原因為：不舒適、行動緩慢不便及笨重等，因而導致事

業單位內部推動「安全往往僅淪為口號。為達成目標，勞雇雙方必須摒棄

鬆散的傳統，調整工作態度實為首要之務。所謂調整工作態度、即將工作

內容定型化、嚴謹化、並輔以適當之防護措施，全面革除既有散漫之工作

習性。 

我國職災發生率居高不下，根本原因為勞資雙方對安全的認知不足，

一方面學校基礎安全教育仍不足，另一方面中小企業勞資雙方普遍缺乏以

安全衛生為本之教育訓練。本次 WSO 大會中，演講者均一再提及落實教

育訓練之重要性。教育訓練除了教導勞工於工作場所可能發生的職業災

害，對於革除散漫工作態度的心理教育亦同等重要。故未來安全的推動及

落實，必須藉由學校扎根教育、網路 e 化、以及充分利用與生活結合之教

育訓練方式，鼓勵全員（甚至全民）參與，使勞工（全民）均得以瞭解工

作和安全結合之必要性。 

（二）建立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之認證制度 

目前我國「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中，對於安全衛生主管、管

理師(員)人員應訓練之項目及時數已有明文規定。惟教材未有認證標準。

為避免事業單位辦理安全衛生教育訓練流於形式，建議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之認證項目可擴及教材層面，有關教材之認證可由本會或交由公正之專業

機構辦理(美國目前之認證制度為官方、民間雙軌制)。另外，為使事業單

位於規劃辦理教育訓練課程時有所遵循，建議本會未來可委託專家學者，

針對部分共同或性質相近的課程教材編寫參考範本。 



 22

（三）輔導事業單位建構安全衛生自主管理制度 

根據分析，美國 OSHA 同樣面臨檢查人力不足造成檢查率偏低之問

題，如以目前 OSHA 的人員配置與檢查頻率，聯邦 OSHA 必須要花 109

年才能到所管轄的每一個工作場所檢查一次；在佛羅里達(Florida)、路易

西安那(Louisiana)、南達可達(South Dakota)、那不列司加(Nebraska)、密西

西比(Mississippi) 與愛荷華(Iowa)等六州內，可能需要花上 150 年，才有可

能至每一個工作場所訪視一次。至於其他 21 個州，甚至需要花上 100 到 

150 年方能至每個工作場所訪視一次。因此，值此國內產業界面臨轉型並

邁向技術密集發展之際，政府除有效運檢查人力實施監督檢查之外，宜加

強輔導各事業單位建立健全之安全衛生管理制度，引導企業將安全衛生工

作納入永續發展之基石。 

（四）擴展勞工安全衛生相關展示活動之範疇 

以往本會辦理勞工安全衛生相關展示活動(如全國勞工安全衛生大會

等)，主要係以事業單位為主要對象，參展廠商亦多為事業單位及民間團

體。建議本會可參考 WSO 大會的作法，邀請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師生前往

參展，同時亦應將展示活動生動活潑化，寓教於樂，如此可使各界瞭解學

校師生研究成果，更重要的是學生得以瞭解目前事業單位之需求，讓展示

活動擴大成為產學交流合作的管道。 

（五）積極參與 NGO 組會，以國民外交作為日後國際外交之基礎 

WSO 為聯合國外圍非政府組織(NGO)，本次大會能與職業安全衛生領

域中之國際專家學者進行學術交流；在我國參與國際性活動不易之際，代

表團能爭取大會認同，實屬不易。此外，與會工作人員及各國來賓對我方

人員相當友好，主動提供必要之協助，令人印象深刻。建議我國未來應持

續參與此類組織與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