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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赴模里西斯國參加第 25 屆亞太安全衛生大會（APOSHO）與年會。
本屆會議配合國際勞工組織 2010 年世界安全衛生日主軸以「變動世界下新

興安全健康與環境之議題」（Emerging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研討內容涵蓋各國職災防止與安全健康議題之「挑

戰」、「原則」、「職災意外」政策對策外，並有「行為安全」、「訓練」軟實

力之研討等，尤其如印尼職業災害社會保險機構、印度國家職業安全理事

會報告職災預防，更是本屆大會許多國家關心發表之題目。大會特別邀請

世界國際勞工組織 ILO 新任安全工作部門處長（Director, Safework ILO）日

本籍 Mr. Seiji Machida 發表演講。透過本次年會，並同時辦理後續亞太地

區對 ILO 首爾宣言之支持簽署，能夠加強亞太地區 NGO 活動參與 ILO

國際間安全衛生交流與合作；另華人社群對於台灣在工安衛生方面新技

術、新知識多有肯定並表示希望有實質之幫助。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report.gs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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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與任務 

配合我國提昇亞太地區安全衛生國際交流吸取國外經驗，參加第 25 屆亞太安全

衛生年會及研討會(APOSHO 25)，會議於2010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2日在模里西斯

Flic en Flac LaPirogue Hotel 舉辦，由模里西斯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協會(IOSHM)，及

亞太安全衛生組織協會(APOSHO)共同辦理。 

亞太安全衛生組織研討會及大會（APOSHO）是亞太區域職業安全與衛生領域最

大規模的國際性活動，每年輪流由會員國主辦。於構成憲章中以各國安全衛生 NGO

為主會員，我國由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ISHA)為代表並曾主辦第 17 屆年會，

本屆會議由該協會戴理事長基福、常務理事暨中央大學于樹偉教授、黃副秘書長奕孝

及高特別助理瑞穗出席。本屆會議配合國際勞工組織 2010年世界安全衛生日主軸以

「變動世界下新興安全健康與環境之議題」（Emerging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研討內容涵蓋各國職災防止與安全健康議題之「挑戰」、「原

則」、「職災意外」政策對策外，並有「行為安全」、「訓練」軟實力之研討等，尤其如

印尼職業災害社會保險機構、印度國家職業安全理事會報告職災預防，更是本屆大會

許多國家關心發表之題目。大會特別邀請世界國際勞工組織 ILO 新任安全工作部門

處長（Director, Safework ILO）日本籍 Mr. Seiji Machida發表演講，與其他亞太區域安

全衛生社團、學術機構及事業單位安全衛生專家學者參加，台灣亦有勞工安全衛生研

究所及中央大學等幾位專家學者之學術論文發表。透過本次年會，並同時辦理後續亞

太地區對 ILO 首爾宣言之支持簽署，能夠加強亞太地區 NGO 活動參與 ILO 國際間安

全衛生交流與合作；另華人社群對於台灣在工安衛生方面新技術、新知識多有肯定並

表示希望有實質之幫助。 

  除了相關之技術研討會較可惜是並無產業面之展示，但見識到韓國工安衛生器材

與保護設備商協會（KISA）亦與韓國安全衛生機構（KOSHA）設立展攤供各國參考，

本次年會討論議題，將有助於我國於區域工安衛生量能的推動與能見度提升並且嘗試

藉由此唯一管道與 ILO 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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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1：第25屆亞太安全衛生組織 

年會手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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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簡介 

99.04.16 往程（ 台北－香港 ） 

99.04.17           轉機（香港－模里西斯） 

99.04.18 - 99.04.22  Flic en Flac (出席第25屆亞太安全衛生組織年會) 

99.04.23   返程 ( 模里西斯－香港－台北 ) 

照片2-1：大會地點LaPirogue Hotel 照片2-2：台灣出席者在會場前留影 

參、亞太職業安全衛生大會內容概述 

一、開幕典禮 

(一)前言 

本屆亞太地區職業安全衛生組織(APOSHO25)，由主辦單位 IOSHM 及亞太職

業安全衛生組織(APOSHO)輪值秘書長馬來西亞籍Mr. Veerasingam，分別於開

幕典禮中致詞。另模國總統及勞動部長皆出席表達對職業安全衛生議題之重

視與對外賓歡迎。模國勞動部長亦近乎全程參與研討會。 

(二)貴賓致詞要點 

1.能邀請大家參加本次大會，感到非常榮幸，也感謝各位職業安全與衛生專

家對大會的關注和熱情，各位擁有非常珍貴的信息，透過分享信息，能夠

給各機構、社區、社會以至於全世界帶來新的變化。藉由各位專家學者相

聚一起，進行討論，向全世界呼籲職業安全衛生的重要性，本屆大會也將

是職業安全與衛生專家們交流寶貴經驗和技術的良機。 

2.模國勞動部大力支持本次大會，亞太職業安全衛生大會是由亞太各國輪流

舉辦一次，並感謝國際勞工組織之支持。 

本次大會有四個主題進行深入討論： 

(1)面對未來的安全與衛生策略與計劃。 

(2)工作條件的變化對工人帶來的影響。 

(3)職業安全與衛生面臨的新挑戰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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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與衛生的管理體系。 

3.亞太職業安全與衛生大會是為工人安全與健康做出貢獻的所有人的區域盛

會。各國決策者、安全與衛生專家、雇主及工人組織的代表相聚一堂，為

更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做出共同的承諾。大會不僅為推進職業安全與衛

生領域的信息、技術、人力交流、還為跟與工作相關的疾病、傷亡中來保

護工人，並營造預防文化提供絕好的契機。隨著全球工作環境快速變化，

我們在防範職業災害方面面臨巨大的挑戰，透過共同的努力，我們可以朝

著營造健康的工作環境這一目標邁進，並藉由本次大會活動，互相之間的

交流信息和知識傳達，更能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和建立穩固的友誼。 

 

照片3-1：模國勞工部長致詞 照片3-2：模國總統致詞 

 

二、亞太安全衛生組織概要 (APOSHO Overview) 
亞太地區職業安全衛生組織(簡稱 APOSHO)，是由致力於防止職業災害和疾病

的非營利團體所組成的一個國際性的組織。正式會員必須為亞太地區非政府機構的

民間團體，不過任何職業安全衛生團體，甚或不在亞太地區之內，也可以副會員

(Associate member)或附屬會員(Affiliate member)的身分加入該組織。第一屆的亞太地

區職業安全衛生組織年會，因澳洲的全國安全局(National Safety Council of Australia)

局長建議，於 1985 年 8 月在新加坡召開。 最初的名稱為「亞太地區安全局協調委

員會」，其後於 1992 年第八屆的年會中，才改為現在通行的名稱。 至 2007 年 12

月止，共有 33 個來自 24 個國家和地區的正式會員。有兩個以上正式會員的國家或

地區為中國、香港、澳洲、馬來西亞、泰國、印尼、韓國、越南、茅里西斯等。 

根據組織章程第一章的揭示，亞太地區職業安全衛生組織成立的宗旨，係為促

進亞太地區會員組織彼此間的相互瞭解和合作，並透過學有專精的會員，在職業安

全衛生方面進行技術和學術交流，進而達到提升亞太地區職業安全衛生整體水準的

目的。 

台灣與 APOSHO 的淵源，1988 年 9 月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ISHA)首度參

加在日本東京舉辦的第四屆亞太地區職業安全衛生組織會議。ISHA 在那年成為

APOSHO 的正式會員。1998 年於韓國漢城舉辦的第十四屆年會中，ISHA 爭取並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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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2001 年第十七屆會議的主辦權。2001年 9 月 24 至 27 日，國際間雖有美國 911

事件的陰影籠罩，仍然如期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辦第十七屆年會。 

APOSHO 隨著組織的成長，會員漸漸增加，1989 年通過組織章程時只有 13 個

組織會員，如今已達 35 個，章程內容因此顯得既不合時宜也不敷援引。會員一致

體認章程修訂的迫切性，乃決定委託六人小組(ISHA 于常務理事亦為成員之一)，重

新檢討有關入會資格及權益、大會秘書長職責、榮譽會員審核等規定，擬定修訂版

章程，並於下屆年會中交付大會表決。 

 

表 1 參與 APOSHO的 24 會員國 33個組織  

正會員 

Country Organization Acronym 

Australia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of Australia Ltd. 

http://www.nsca.org.au 
NSCA  

Bangladesh  Bangladesh Occupational Safety Society BOSS  

Chin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 

http://www.cosha.org.cn/ 
COSHA  

China  
Safety &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ttp://www.sepri.com 
SEPRI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http://www.oshc.org.hk 
OSHC  

Hong Kong SAR, 

China  
Hong Ko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 

http://www.hkosha.org.hk 
HKOSHA  

India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of India NSCI  

Indonesia  
N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of Indonesia 

http://www.asean-oshnet.or.id 
NSHCI  

Japan  
Japan 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 

http://www.jisha.or.jp 
JISHA  

Republic of Korea 
Kore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gency 

http://www.kosha.or.kr 
KOSHA  

Malaysia  
Malaysian Society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http:// www.msosh.org.my 
MSOSH  

Mauritius  
Institut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Management 
IOS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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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oshm.com 

Papua New 

Guinea  
Papua New Guinea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OHSA  

Philippines  
Safety Organis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Inc. 

http://www.sopi.org.ph 
SOPI  

Singapore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of Singapore 

http://www.nscs.org.sg 

 

NSCS  

Sri Lanka  Ceylon Society for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  

Taiwan  
Chinese Taipei 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 

http://www.isha.org.tw 
ISHA  

Thailand  The Bureau of the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of Thailand BNSCT  

Thailand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Promotion Association 

http://www.shawpat.or.th 
SHAWPAT 

Vietnam 
National Institute of Labour Protection 

http://www.osh.netnam.vn/ 
NILP 

 
 

 副會員 Associate Members : 5 org. from 5 countries  

Country Organization  Acronym 

Brunei 

Darussalam  
Ministry of Development 

http://www.mod.gov.bn/ 
CPRU  

Macau SAR, China 
Labour & Employment Bureau 

http://www.dsal.gov.mo 
DSTE  

Mongolia  Mogolian Labour Protection Movement MLPM  

New Zealand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Service 

http://www.osh.dol.govt.nz/ 
OSH  

Pakistan  Central Inspectorate of Mines CIM  
 
 

 附屬會員 Affiliate Members : 8 org. from 8 countries  

Country Organization Acronym 

Australia Industrial Foundation for Accident Prevention IF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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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fap.asn.au 

Indonesia MPK2LK MPK2LK 

Republic of 

Korea 

Korea Industrial Safety Association 

http://www.safety.or.kr  
KISA 

Malaysia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http://www.jaring.my/niosh 
NIOSH 

Mauritius  
Institute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SHEM 

U.K. 
Institut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http://www.iosh.co.uk. 
IOSH 

U.S.A. 
National Safety and Council 

http://www.nsc.org 
NSC 

Vietnam Vietnam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ssociation VOSHA 
 

 

 三、研討會及年會 

(一)工作會議：0830-1800，2010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 

此次年會工作會議中有五個主題次委員會（Committee），分由各會員國參與討

論。（管理發展委員會；會員資格篩選委員會；技術委員會；教育及訓練委員

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委員會） 

會後並由亞太職業安全衛生組織與國際工組織 ILO及韓國 KOSHA及各國代表

團團長等，簽署支持 2008年的首爾宣言之陳述（The Mauritius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eoul Declaration on the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 ALL HEAD 

AND ASSIST HEAD DELEGATE）。來傳達如何達成職業安全衛生之現實面和方

法。職業安全衛生並非政府、公司或個人的各別責任，而是三方皆要負起之責

任。如果社會的每一份子(例如政府、勞工和雇主)履行他們對職業安全衛生之

責任，彼此間的對話將會有更多的信任。可讓人充分了解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人

員對社會責任與正義之堅定體認。 

(二)研討會：0745-1800，2010 年 4 月 20-21 日 

研討會議題簡述如下，詳見攜回之會議資料。筆者被安排於與 ILO 安全工作計

畫處長日本籍 Seiji Machida 處長虞開幕式後之同一區段進行演講。 

 

2010年4月20日(星期二)  

會議I 挑戰 3樓 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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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1樓 會議廳 

會議II 原理 3樓 會議廳 

會議III 意外 3樓 會議廳 

 

2010年4月21日(星期三)  

會議IV 行為安全 3樓 會議廳 

會議V 訓練 3樓 會議廳 

會議VI 其他安衛(1) 3樓 會議廳 

會議VII 其他安衛(2) 3樓 會議廳 

   

  
照片 3-3：筆者(右 2)與其他演講者合影 照片 3-4：主辦單位致贈之感謝狀 

 

四、大會研討資料記述 

本次研討會有印度、印尼、香港、中國、澳洲、韓國、日本、馬來西亞及模里西斯、

台灣等國官員專家學者發表論文。以下就相關重要文章進行介紹： 

 

(一) 國家層級職業安全衛生策略手法（ILO Safework） 

由 ILO Safework 處長 SEIJI MACHIDA 進行演講，主要談到 ILO Safework 的動

向，並就 2006 年職安衛促進性框架之 187公約中國家的政策、體系、計畫及概況等

提出概要說明。對於相關國家法規制度及政府勞動檢查；其他支持性服務網絡如安

衛管理體系、職安衛專業教育訓練、機械技術性檢查、職業健康服務，與服務網路

之法制化、安全專業之需求、訓練與服務機構之指定或授權、鼓勵學術或專業機構

提供服務。 

目前採行（Ratification）187 公約之國家：2007 日本；2008 韓國、英國、芬蘭、

瑞士、古巴、捷克；2009 丹麥、尼日、西班牙、塞普路斯、塞爾維亞；2010 摩爾多

瓦共和國、斯洛伐克等，其他仍有許多國家進行中。 

2008 年首爾宣言進行的安全衛生高峰會中已逐漸發揮效果，其成功之關鍵仍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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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企業之高層承諾、預防性之安全與健康之文化、每個人的活力參與。 

 

(二)香港安全文化與行為安全計畫之實施 

由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的總幹事鄧華勝報

告。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係以促進香港職業安全與健康之法人（statutory body），以

提升營造業之安全文化為主要考量，進行安全氣候（Safety Climate Index Survey）評

量，了解其對安全文化之認知，特別研發營造業安全氣候評量軟體。經由發送給大

的營造工地透過檢視量測其安全文化，並對下包商亦一同進行，診斷小包商之安全

文化缺失並進行必要之改善協力，營造業之安全績效業已得到改善。 

 

(三)印尼 PT JAMSOTEK 減低職業傷病之策略 

印尼國營受雇者社會安全機構（Employees Social Security scheme）成立於 1992 年，

本次由其民營企業部門 PT JAMSOTEK 經理（managing director）AHMAD ANSYORI

先生報告其職業災害保險（包括職業疾病）收支及給附現況。印尼人口數約 2.37 億，

勞動力約 1.12 億，其中 940 萬人為失業。受雇部份為 1.02 億，非典型受僱有 7140

萬，於民間 2685 萬人目前被保險勞動者於 2009 年計約 850 萬人。每年災害件數約 9

萬多件，災害仟人率為 11（約為台灣 3 倍）。死亡件數 2009 年為 3015 件，死亡百萬

人率 354（約為台灣 10 倍）。其災害現況較台灣嚴重許多，特別提出減災策略含工作

相關疾病之預防工作，包括進行更好的統計、進行研究、與職業安件健康之工業衛

生部門合作、建構訊息中心、成立傷害中心（Trauma center）對企業進行訓練。 

 (四)模里西斯及 APOSHO 對「2008 首爾職業安全衛生宣言」支持  
APOSHO 各會員國機構之首會與其幕僚長，在 ILO MACHIDA 處長及 KOSHA

首長見證下，均對首爾宣言發表支持與簽署，並發表演說。我國由會籍中華民國工

業安全衛生協會戴理事長基福代表。  
1.宣言重點如下： 

(1)要求各國政府，應將職業安全衛生列為施政優先議題，除建構強而有效
率之勞動檢查機制，落實勞工安全衛生保護外，尚應發展職業安全衛生

自主管理系統，推動全國性工安文化。  
(2)建議各國以 ILO 2007 年「職業安全衛生架構公約」之績效指標及系統方
法，持續改進國家職業安全衛生，亦即國家職業安衛政策除降低職業災

害死亡率外，尚應就法規、工安文化、職業安衛管理系統、勞動檢查、

職業健康服務以及機械安全、營造安全、化學品管理、中小事業協助等

國家方案制度，追求高水準績效。  
2.其詳細要點如下： 

(1)促進高品質的職業安全衛生是整個社會及其成員的責任，欲達成目標必

須藉由在國際議程上確認職業安全衛生的優先考量次序，以及建立和維

持國際安全衛生的預防文化。 

(2)國際職業安全衛生預防文化是工作安全衛生環境中一個賦予員工之權

利，必須顧及各層面，藉由已定義之權利和責任的系統下，政府、雇主

和員工三者須主動參與，來保證工作環境的安全與健康，並採取預防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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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各界的第一優先考量。 

(3)職業安全衛生的持續改進應經由「職安衛管理系統、方法」來促進其改

善，本項包括考量採用 ILO(國際勞工組織)職業安全衛生會議所發佈之國

際政策。 

(4)政府應有之政策： 

a.應考量 2006 年職安衛會議 ILO 所優先通過的「倡導性架構」(Promotional 
Framework)，如同其他針對職業安全衛生的國際勞工組織會議（ ILO 
Convention）所強調的；並且確保其防範措施的執行，以作為在系統方
法下改善職安衛國際績效的手段。 

b.保證可以採取連續行動來建置和促進國際職安衛預防文化。 

c.保證勞工安全與衛生是有完善保護，經由合適且恰當的職安衛標準執行

架構來達成，包括一個強大且有效的勞工檢查系統。 

(5)雇主應有之保證： 

a.預防措施是職安衛行動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當職安衛標準被確實

執行時，良好的經營績效也會隨之而來。 

b.用有效的方法來建置職安衛管理系統，以改善工作場所的安全和衛生。 

c.員工以及員工代表等會在與其相關的職安衛措施上被諮詢、訓練、告知

和參與這些執行辦法。 

(6)員工應有之作為： 

a.遵行安全衛生指示和步驟，包括個人防護器具的使用。 

b.參與安全衛生訓練及認知提升活動(awareness-raising activities)。  
c.在和員工相關的職安衛措施之領域內與其雇主合作。 

(7)為了建立安全、衛生且具生產力的工作場所，“職業安全衛生世界大會”
是一個分享知識和經驗的適當平台。 

(8)在職業安全衛生方面所取得之進展，必須在2011 年將舉辦的第 19 屆職

業安全衛生大會上重新被檢討。 

(9)此次高峰會之參與人員承認優先推動安全衛生預防文化，並且將職安衛

議題做為討論重點納入國際議程。  

3. 國際職業安全衛生趨勢：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SHMS)之建置、發展與促進。 

(2)全球產品安全驗證調和趨勢與挑戰。 

(3)全球職業疾病上升，基本職業健康服務(Basic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BOHS)之挑戰。 

(4)外勞、婦女、中高齡勞工與非典型勞工(Informal Workers)之安全健康。 

(5)中小事業、營造業之職業安全衛生問題。 

(6)人因、歧視、暴力與工作壓力引起之身心健康問題。 

(7)石綿、奈米粉塵之危害。 

(8)職業安全衛生社會對話機制。 

肆、APOSHO年會記實與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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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APOSHO為亞太地區職業安全健康民間組織，本次隨ILO日本籍 MACHIDA處長

動向，亞太地區似乎表態支持ILO之活動。其他年會活動也有各方角力，特別是要維

持民間型態或是會由ILO等深入操作，多有爭辯。也因係民間團體，其以研究為主之

機構量能特別缺乏，我國與韓國 KOSHA 似乎較有份量。此次參與者實質上也大部分

仍有政府機關之支持，就區域活動而言，我國僅能參與APOSHO，應支持APOSHO成

為ILO之附屬NGO，作為我國正式參與國際活動之平台。 

二、憲章討論概況 

新加坡提出所謂每一個國家可有正會員與次會員，因如香港職業安全健康

局、韓國 KOSHA 或印度安全理事會或印尼社會安全機構等公法人越來越多，

且這樣的公務角色會較純民間專業團體來的穩定，且能支持 APOSHO 發展。惟

我國目前工安協會仍大力主導，尚無需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之協力。就勞委會

之觀點，應樂見政府研究機構參與 APOSHO 之發展。 

伍、心得與感想 

大會特色於模里西斯觀光區域，聯繫安排皆不容易，模里西斯安衛管理協會人

力有限仍能主辦本次活動十分辛勞。民間組織之技術量能並不充沛，是否應有與亞

太 12 國安全衛生研究機構研討會對話，仍宜有密切之安排。我國發表安全衛生績

效評量，與災害預防之防災西遊記展示，獲得華人世界外相當好的迴響，特別是印

尼還主動邀訪，惟跨文化障礙仍需克服。我國還特別提供 2008 年世界最佳安全衛

生影片給模里西斯主辦單位，汶萊、香港、澳門等亦索取。 

有關我國職業安全專業人力之培育與研究動向，回應了英國 IOSH 及澳洲之議

題，並獲邀請參與未來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Safety and Health Practitioner 

Organisations INSHPO 之對話。 

華人地區之中國、香港、澳門、新加坡及我國，參與人數眾多，其安全文化是

否有同質的對話，可深入思考。目前我國在職業安全衛生技術與基礎建設議題上相

對成熟有其領先性，是否發展適當的對話機制，及外交努力值得深思。 

陸、建議事項 

一、建議辦理華人地區安全衛生研討會，取得語言近似性之安全衛生技術研討功能，

對我國安衛外交將有幫助。 

二、建議研議開放安全衛生研究所與國際間研究交流之可行性，特別是亞太區域之小

國無法有研究機構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