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 ：其他-出席雙邊會議   ） 

 

 

 

 

 

赴紐西蘭出席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勞工專章 

第 2 次資深官員會議 

 

 

 

 

服務機關：勞動部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職稱姓名：副司長        陳毓雯 

副署長        陳秋蓉 

派赴地區：紐西蘭威靈頓 

開會期間：104 年 12 月 17 日至 104 年 12 月 18 日 

報告日期：105 年 3 月 



2

 
目 錄 

 

摘要 ................................................... 3 

壹、目的 ............................................... 3 

貳、臺紐雙方出席名單 ................................... 5 

參、出國行程 ........................................... 5 

肆、會議情形 .......................................... 12 

伍、參訪紀要 .......................................... 34 

陸、結論 .............................................. 35 

附件   會議簡報資料 ................................... 37 

 
 
 



 3

摘要 

依據「台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勞工專章第 1 次資深官員會議」

之結論，賡續協調聯繫職業安全衛生與勞資關係等事務，以及促進我國與

紐西蘭雙邊勞工事務合作關係，於 104 年 12 月 17 日至同月 18 日於紐西蘭

威靈頓召開會議，由本部勞動關係司副司長陳毓雯及職業安全衛生署副署

長陳秋蓉共同出席，與紐方共同研討勞工事務合作議題，以增進雙邊勞務

關係，同時拓展我國外交關係。 

會議期間除與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Building（紐西蘭商業創新與就業部）Michael Hobby, Principal Advis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等人，針對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勞工專

章第 1 次資深官員會議後，紐西蘭商業創新與就業部之改變，紐西蘭立法

政策環境及臺灣勞動關係之現況等，進行業務交換經驗外，亦針對職業安

全衛生制度概要、勞動檢查員訓練、暴露評估 3 個主題，我方為化學品管

理制度、暴露評估與分級管理進行討論。另拜訪 NZ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與 Richard Wagstaff, President 討論紐西蘭之工會組織，介紹我國之工

會現況，拜會 Business New Zealand，與 Paul MacKay –Manager 討論我

國與紐西蘭之勞雇關係與政策，又拜會 Wellington Mediation Office，

與 David Hurley 先生對於勞資爭議之調解方案，進行意見交換，對於台紐

經濟合作協定（ANZTEC）確有重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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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部前於 103 年 11 月 19 日至 20 日舉辦「台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勞工專章第 1次資深官員會議」時，總結討論研議未來合作重點包括（一）

職業安全衛生：台紐兩國均正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新制度及經歷組織改造，

建議可針對制度法規等進行資訊交換，對雙方均有興趣之主題可探究共同

研究可行性，並將職業安全衛生合作列為下次台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勞工專章資深官員會議之議題。（二）勞資關係：我國與美國間已簽署「勞

資爭議調解與替代性解決方案合作計畫協定」，推動勞資關係集體協商及爭

議調處人才之培訓計畫，紐方回應專家邀訪也是良好合作之作法。（三）舉

辦「台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勞工專章第 2次資深官員會議」，預定 104

年在紐西蘭舉行。據上，為賡續協調聯繫職業安全衛生與勞資關係等事務，

以及促進我國與紐西蘭雙邊勞工事務合作關係，於 104 年 12 月 17 日至同

月 18 日於紐西蘭威靈頓召開會議，由本部勞動關係司副司長陳毓雯及職業

安全衛生署副署長陳秋蓉共同出席，與紐方共同研討勞工事務合作議題，

以增進雙邊關係，同時拓展我國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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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紐雙方出席名單 

  紐方代表： 

 

Michael Hobby 

  

 

 

Michael Hobby 

 

Principal Advis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cience,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DDI   +644 901 3822 

MOB +64212497664 

Email: Michael.Hobby@mbie.govt.nz 

 

 

Elizabeth Dainty 

  

 

Elizabeth Dainty 

 

Administration Coordinator 

Science, Innovation & International 

 

DDI+644 901 3810  

Email Elizabeth.Dainty@mbie.govt.nz 

 

 

 

 

Gordon MacDonald 

Gordon MacDonald is Chief Executive of WorkSafe New Zealand. 

Until recently, he was Acting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 the UK’s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 where he had a 35-year career. 

He joined the HSE in 1978 as an inspector and during his career 

worked in all of HSE's operational and policy areas. These included: 

policy work developing major hazards legislation; strategic and 

research functions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managing regional teams 

of inspectors; and leading HSE's Hazardous Industries Division 

regulating the offshore oil industry and the onshore chemicals and 

petrochemicals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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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Mason 

George Mason is General Manager, Labour Inspectorate, MBIE.  

George practiced law inside Government for 20 years including 

litigating employment standards and immigration cases  for the 

former Department of Labour. From 2010-12 he was the Chief Legal 

Adviser then becam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Labour Inspectorate 

when MBIE was established in 2012.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nforcement of employment standards (except health and safety), 

covering 150,000 workplaces and 2.2m employees.  

 

Richard Wagstaff 

 

Richard Wagstaff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NZCTU in October 

2015.  He was previously Vice President and one of two national 

secretaries of the NZ Public Service Association. He began his union 

career in 1988 as a researcher then organiser in Auckland. In 1997 he 

was appointed operations manager, and became national secretary 

in 2000, serving until his recent election to the NZCTU.  

 

Paul MacKay 

 

Paul MacKay is Manager, Employment Relations at Business New 

Zealand. He has worked in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throughout his career including a range of roles in the 

State Services Commission, the energy sector, change management 

at Ernst & Young and as General Manager Employment Relations at 

Carter Holt Harvey.  

 

 

Caroline Holden 

 

Caroline Holden is Programme Director 

Resolution Services for the Market Services Group of MBIE.   

 

 

 

David Hurley 

 

David Hurley LLM is an employment mediator for MBIE. He has been 

full time in dispute resolution since 1991 formerly as a Member of 

the Employment Tribunal (mediations and adjudications) but has 

been focused on mediations since 2000. Whilst mainly involved in 

employment matters he has also mediated family and commercial 

cases and for the Waitangi Tribunal. He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and 

papers to LEADRNZ, AMINZ and NZ Law Society conferences and 

periodicals. He has been a Vice-President of the NZ Law Socie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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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chaired a number of charitable organisations. He was awarded 

Employment mediator of the year for 2015 by the NZ Law Society. 

 

 

Kris Casey 

 

Kris Casey is Manager,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for WorkSafe New 

Zealand. 

 

Philippa Gibson 

 

Philippa Gibson is Principal Specialist, Occupational Health with 

WorkSafe NZ. She specialises i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hygiene. She is also a Health and Safety Inspector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Enforcement Officer.  In her role she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WorkSafe, inspecto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or 

industry. She is a certified occupational hygienist with both the 

American Board of Industrial Hygiene (CIH) and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ygienists (COH), 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New Zealand Occupational Hygiene Society, and a board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Hygien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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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方代表：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陳毓雯 

Yu-Wen Chen 

勞動部 
 

 
勞動關係司 

副司長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2 

陳秋蓉 

 Chiou-Jong Chen 

 

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 

副署長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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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國行程 

THURSDAY 17 DEC 

MBIE G.16 

8.30-9.00 Welcomes/Introductions 

9.00-9.30 Presentation: MBIE Organisational changes since first SLOM 

• Michael Hobby, Principal Advis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9.30- 

11.00 

Presentations/Discussion – Employment Relations 

• NZ Legislative and Policy Environment - Michael Hobby, Principal 

Advis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 Current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aiwan - Ms. Yu-Wen Chen, 

Deputy Director,  Employment Relations,  Ministry of Labor 

 

11.00 New Zealand’s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system -  

• Gordon MacDonald, Chief Executive, WorkSafe New Zealand 

12pm Lunch (on site)/free time 

1.00-1.50 Presentation: New Zealand’s system of Labour Inspection and 

Enforcement 

• George Mason, General Manager, Labour Inspectorate (travel 

time) 

2.00-2.50 

 

Visit to NZ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 Meeting with Richard Wagstaff, President 

Level 5, Education House, 178 Willis Street Wellington 

3.00 Visit to Business New Zealand 

• Meeting with Paul MacKay –Manager, Employment Relations 

Policy  

Level 6, Lumley House, 3-11 Hunter Street, Wellington 6011 

4.00 Return to MBIE Offices and Wrap-up of day/Adjournment 

5.00 Free time 

6.00-8.00 Hosted Dinner - Juniper Restaurant  

Johnston Street near intersection with Featherston Street, Wellington 

(Delegates will be met at Restaurant) 

FRIDAY 18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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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IE G.05 

9.00-9.50  

Presentation/Discussions 

The NZ Dispute Resolution Framework and System  

• Caroline Holden – Programme Director, Resolution Services 

• Dispute Resolution in Taiwan - Ms. Yu-Wen Chen, Deputy Director,  

Employment Relations,  Ministry of Labor 

Visit to Wellington Mediation Office 

Tour of mediation rooms and discussion with David Hurley, Employment 

Mediator 

Wellington Mediation Offices, 205 Victoria Street Wellington 

10.00-10.45 Visit to Wellington Mediation Office 

Tour of mediation rooms and discussion with David Hurley, 

Employment Mediator 

Wellington Mediation Offices, 205 Victoria Street Wellington 

(travel 

time) 

11 Health and Safety Training 

Kris Casey, Learning & Development Manager  

WorkSafe New Zealand  

12pm Lunch (on site)/free time 

1.00 Presentations/Discussion – Occupational Exposure 

• Ms Philippa Gibson, Principal Specialist Occupational health, 

WorkSafe New Zealand 

• Ms Chiou-Jong CHE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2.00 General discussion/next steps/wrap-up 

3.00 Conclusion/farewells 

 Fre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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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Venue 

The main venue for the meeting is the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Building, 15 Stout Street Wellington. You will be met at the ground 

floor reception before being escorted to Meeting room G.16 (Thursday 17 Dec) and 

G.05 (Friday 18 Dec). Lunch and refreshments will be provided on-site. Transport will 

be provided to off-site 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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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情形 

第一場 

一、 會議日期：104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 

二、 會議地點：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Building， 15 Stout Street Wellington.（紐西蘭商業創新與就業

部）  

三、 會議主持人：Michael Hobby, Principal Advis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四、討論議題： 

（一）MBIE Organisational changes since first SLOM（臺紐經濟合作

協定（ANZTEC）勞工專章第 1 次資深官員會議後，紐西蘭商業創新

與就業部之改變） 

（二）NZ Legislative and Policy Environment（紐西蘭立法政策環境） 

（三）Current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aiwan （臺灣勞動關係之現況

簡介） 

五、討論摘要 

（一）紐西蘭勞動關係之現況 

   1、2015年 9月的就業人數下降（下降 0.4％），較上一季少 11,000 人。

在 2015年 6月失業率上升到 6.0％，高於 5.9％。在 9 月，經濟增

長勞動力最高的是 20-29歲的人，有 35,900多人。這個增長主要來

自增加就業人數（28,300 人），失業（7,600 人）。 

   2、紐西蘭勞動關係建立技能和安全的工作場所之七個關鍵領域 

  （1）強化高等教育 

  （2）使就業市場更積極 

  （3）吸引技術移民與投資 

  （4）提升青年人之成就感 

  （5）提供職業培訓之技能 

  （6）職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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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促使人們投入就業市場 

  3、紐西蘭勞動關係架構 

（1）單一的立法架構：紐西蘭法律對所有員工無論是兼職、全職、公共

部門或其他類型的工人沒有區別提供相同的一

般保護。 

（2）核心的立法：制定具體保護勞工最低權利的實施，以促進靈活性和

生產效率的目的。 

  4、紐西蘭勞動關係主要特徵 

（1）誠信 

（2）工會權利和代表性 

（3）集體協商：結社自由、只有工會和雇主可以討價還價的集體協議、

集體談判之誠信義務、集體談判的內容、集體可覆蓋

多個雇主、地位平等的個人談判 

（4）個人申訴權利 

（5）就業問題解決機制 

（二）臺灣勞動關係之現況 

   1、自主性勞動關係之現況，包括推動工會組織發展、強化勞資協商建

立夥伴關係 以及健全勞資爭議處理制度和尊嚴勞動。 

   2、在推動工會組織發展方面，重點在於開放工會組織類型（教師得組

工會）、建立工會財務處理之內部治理機制、法規鬆綁（工會得自主

決定內部運作）和明定不當勞動行為態樣。至 104 年 5 月中旬，共

有 235 件申請案： 103件作成裁決決定，65 件和解成立，53件申請

人撤回。 

   3、在強化勞資協商建立夥伴關係方面，對於他方合理適當協商方案，

拒絕或未提出對應方案之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協商機制。以及需傾

聽對方要求或主張要實質討論努力達成合議可能，不得佯裝或拖延

談判之誠實信用協商機制。 

   4、健全勞資爭議處理制度：增設獨任調解人制度、擴大仲裁處理範圍、

降低罷工程序限制、增訂訴訟費用及擔保金之暫減免、明定設立勞

工權益基金及建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  

   5、尊嚴勞動：創造優良勞動關係環境和建立自主勞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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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一、會議日期：104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1 時至 12 時 

二、會議地點：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Building， 15 Stout Street Wellington.（紐西蘭商

業創新與就業部）  

     三、會議主持人：Gordon MacDonald, Chief Executive, WorkSafe New 

Zealand  

四、討論議題：New Zealand’s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system 

五、討論摘要 

     紐西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1、政府部門與民間法人機構共同推動。 

   2、政府部門由 MBIE（紐西蘭商業創新與就業部）轄下之勞工、科學

與企業事業群負責推動，主要業務為： 

 (1)法規制定。 

 (2)與紐西蘭工作安全協會(WorkSafe NZ)共同發展安全衛生推廣策

略。 

(3)監督紐西蘭工作安全協會(WorkSafe NZ)。 

(4)維護及監督政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 

   3、民間法人機構由紐西蘭工作安全協會(WorkSafe NZ)負責推動，主要

業務為： 

(1)主導及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 

(2)提供法規制定、相關指引及政策施行之技術支援。 

(3)提供 MBIE 職業安全衛生諮詢及回饋建議。 

(4)與 MBIE 合作，共同參與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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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一、會議日期：104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1 時至 1時 50 分 

二、會議地點：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Building， 15 Stout Street Wellington.（紐西蘭商業

創新與就業部）  

三、會議主持人：George Mason, General Manager, Labour Inspectorate 

四、討論議題： New Zealand’s system of Labour Inspection and 

Enforcement 

五、討論摘要 

   紐西蘭勞動檢查制度 

  1、前身為勞動部工業局。  

  2、現在隸屬 MBIE（紐西蘭商業創新與就業部）法務司之市場服務部門。 

   3、有 12 分駐所，50 個檢查員，600 個稽核員，每年大概發出 400 個行

政處分(enforcement action)。 

  4、10 年期勞動檢查策略： 

(1)檢查與合作之左右 2手策略。 

(2)2013 年：資料收集、教育、申訴導向之調查。 

(3)2013-2016 年：資料收集、教育、由申訴導向轉型至任務導向之調

查(加強與各公協會之合作) 

(4)2016-2022 年：任務導向之調查，符合性活動、稽核管理制度，認

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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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一、會議日期：1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 時至 9時 50 分 

二、會議地點：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Building， 15 Stout Street Wellington.（紐西蘭商業

創新與就業部）  

三、會議主持人：Caroline Holden – Programme Director, Resolution 

Services 

四、討論議題： 

（一） The NZ Dispute Resolution Framework and System  

    （二 ）Dispute Resolution in Taiwan 

五、討論摘要 

（一）紐西蘭勞資爭議之現況 

   1、工會：截至 2015 年 1 月，紐西蘭共有 137 個登記的工會。共有工會

會員為 359,782 人。其中 49 個工會有不到 100 個成員，而 10

個最大的工會具有 283,900成員總數。 

2、罷工和停工：為了追求集體談判或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保護，得為合法

之罷工和停工，有關集體談判是採無記名投票，要求書

面通知。 

3、個人申訴權利：適用於所有勞工，並提供保護，防止無理行動或解僱，

其範圍包括就業歧視，對於新員工的特別規定（試用

期），給予獲得勞動爭議解決機制。 

4、爭議解決：僱傭關係的問題並不僅僅侷限於員工與雇主像無理解僱或

拖欠工資的問題。他們還可以涉及到雇主可與員工如未能

滿足的就業協議條款的問題。如果勞動關係出現問題時，

留下的問題雙方應努力解決誠信問題。明智的做法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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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事實（2）雙方的溝通（3）及時處理問題，但有足

夠的時間雙方尋求建議和思考的問題（4）確保每個人都

遵循了員工的就業協議規定的程序進行問題解決。  

（二）臺灣勞資爭議之現況 

          1、台灣自 1987 年解除戒嚴令之後，經過 20餘年的社會變遷，在政治

上已經成為民主化國家，然而集體勞動三法之主要內容均完成於上

個世紀三○年代，與現今台灣集體勞資關係之實際狀態相去甚遠，

因之，團體協約法率先完成修法（2008 年），而勞資爭議處理法（2009

年）、工會法（2010 年）相繼完成修法，終於在 2011 年 5月 1日同

步施行新集體勞動三法。新勞資爭議處理法中最受矚目的就是參考

美國及日本的制度，建立不當勞動行為之救濟制度，當勞工或工會

受到雇主不當勞動行為侵害時，可以尋求快速、專業之救濟。關於

不當勞動行為之規定，主要散見於工會法第 35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以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章第 39條至第 52條。另外，根據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 43 條第 3 項之授權，頒布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

規範裁決委員會之組成、資格條件、遴聘方式及相關處理程序等。

而為了規範裁決委員會之編組、分案、初步審查程序、調查程序、

詢問程序等事項，另頒布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要點

（2011 年 4 月 29 日頒布）。 

          2、不當勞動行為之類型（1）不利益待遇（2）黃犬契約（3）支配介

入（4）協商義務及誠實協商義務，針對私權爭議，裁決委員會所

作成之裁決，具有與民事確定判決相同之效力；但對於非私權爭議

所作成之裁決決定，則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裁決得命當事人為一

定之行為或不行為。 

          3、裁決委員會之組織：為辦理裁決事件，應組成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

員會。裁決委員會置裁決委員 7 人至 15 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

熟悉勞工法令、勞資關係事務之專業人士任之，任期 2年，並由委

員互推 1 人為主任裁決委員。」(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3 條)，由此

觀之，裁決委員會僅設置於中央主管機關，換言之，所有不當勞動

行為事件之救濟均委由單一之裁決委員會受理。主任裁決委員得以

裁決委員 1人至 3人編成審查小組，共同辦理裁決案件之初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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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調查程序。各審查小組置組長 1人。審查小組組長負責協調該組

組員及所承辦案件之相關事項。 

          4、救濟命令內容之分析 

               通觀裁決委員會所作救濟命令大致可歸納為三類：（1）撤銷雇主

所為不利益待遇，並另為適當處分（2）命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例

如：命代扣工會會費、命將裁決決定書張貼於事業單位內之公佈

欄、命刊登道歉啟事、命不得對申請人召開會員大會及工會活動有

不當影響），並將已為一定行為之事證陳報主管機關（勞動部）（3）

命自收到裁決決定書後，不得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活動之

行為。而當事人不服此等救濟命令時，得向行政法院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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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一、會議日期：1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1 時至 11 時 50 分 

二、會議地點：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Building， 15 Stout Street Wellington.（紐西蘭商業

創新與就業部）  

三、會議主持人：Kris Casey, Learning & Development Manager 

四、討論議題：Health and Safety Training  WorkSafe New Zealand 

五、討論摘要 

    檢查員教育訓練規劃 

        1、共分三階訓練課程 

          (1)第一階-新進檢查員訓練(6-12 個月內完成 55天之訓練)：法規、公

文寫作、事故調查、檢查基礎、行政處分基本原則、職業衛生、機

械安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2)第二階-進階檢查員訓練(12 個月內完成 32天之訓練)：法規進階、

法規實務、檢查會談技巧、調查技巧、特定產業(農、林、建築、

製造、職業衛生)職業安全衛生訓練。 

             ＊諮詢檢查員(Response Inspectors) 

             ＊調查檢查員(Investigations Inspectors) 

             ＊評估檢查員(Assessment Inspectors) 

          (3)第三階-講座級檢查員訓練(6-12個月內完成2天之教練課程及檢查

專業課程)：進階風險評估講習、進階檢查實務、進階特定產業職

業安全衛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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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場 

一、會議日期：104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 時至 2時 

二、會議地點：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Building， 15 Stout Street Wellington.（紐西蘭商業

創新與就業部）  

三、會議主持人：KMs Philippa Gibson  

四、討論議題：Occupational Exposure  

五、討論摘要 

(一)紐西蘭職業暴露評估與管理 

         1、紐西蘭工作安全協會(WorkSafe NZ)技術支援小組。  

          (1)小組成員：2位認證職業衛生師(兼具檢查員身分)，1位具有辦理

職業暴露評估工作經驗職員。 

          (2)主要提供工作場所、事業單位及檢查員辦理職業暴露評估之技術諮

詢。 

          (3)可委請專家學者進行暴露評估，主要作為： 

            ＊預防或收集資料目的 

            ＊委外進行專家證人意見 

            ＊請外界提供採樣儀器及實驗室資源 

         2、法規規定： 

          (1)目前法規規定：工作場所暴露危害管理，確認暴露濃度低於標準值。 

          (2)新法法規規定(2016年 4月)：勞工作業環境監測，確保暴露濃度低

於標準值。 

          (3)檢查員：不需進行暴露評估，主要原因是： 

            ＊檢查員未具足夠專業 

            ＊檢查員訓練非紐西蘭工作安全協會(WorkSafe NZ)權責 

            ＊暴露評估之實施是企業之責任。 

            ＊檢查員可要求企業提供暴露評估書面紀錄，無需親自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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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暴露評估法規架構： 

           (1)符合性暴露評估： 

           ＊暴露評估頻率沒有規定，原則在製程改變後或適當時間間隔應實施

暴露評估。 

           ＊暴露評估之化學物沒有規定。 

           ＊低於容許暴露標準：持續控制。(控制頻率沒有規定) 

           ＊高於容許暴露標準：監督及管理。(沒有再評估之規定) 

          (2)容許暴露標準 

           ＊OEL 在紐西蘭稱為 WES，包含部份之 BEIs(生物暴露指標) 

           ＊目前版本為 2013版，2015版草稿已完成。 

           ＊595種物質，688 個暴露標準值，21 個 BEIs。 

           ＊80%為 8-hr TWA 

           ＊WES的訂立是依據 SCOEL(Scientific Committee on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之方法 

          (3)暴露評估方法 

＊ Workplace Exposure Standards and Biological Exposure 

Indices(紐西蘭工作安全協會公布之指引) 

＊含暴露評估、採樣策略、變異、採樣結果統計分析 

＊指引內有(但未強制規定)：採樣數目、符合標準(＜OEL)及評估標

準(95%ile＜0.5 OEL 或 GM＜0.1 OEL，每 2 年) 

＊2016年將公布新指引，亦將公布礦業暴露評估指引 

         (4)Control Banding 

＊推廣中小企業使用之工具。 

＊當初採用時有做過評估，紐西蘭未採用國際公認之 Stoffenmanager

而採用 COSHH Essntial主要是紐西蘭企業以 SMEs為主，認為 COSHH 

Essntial較方便。 

      (二)我國職業暴露評估與管理 

        A.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技術指引 

一、本指引用詞，定義如下： 

(一) 相似暴露族群：指工作型態、危害種類、暴露時間及濃度大致相同，

具有類似暴露狀況之一群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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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級管理：指依危害性化學品之健康危害特性及暴露，就評估結果

評定其風險等級，並採取對應之控制或管理措施。 

  二、雇主使勞工製造、處置、使用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

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應依所定之流程與基本原則，運用具有健康

危害之化學品分級管理工具，評估其危害及暴露程度，劃分風險等級，

並採取對應之分級管理措施。 

  三、雇主使勞工製造、處置、使用定有容許暴露標準之化學品，而事業

單位規模符合規定者，應依所定之流程，實施作業場所暴露評估，並

依評估結果分級，採取控制及管理措施。 

  四、前點暴露評估方式，建議採用下列之一種或多種方法辦理: 

(一) 作業環境採樣分析。 

(二) 直讀式儀器監測。 

    (三) 定量暴露推估模式。 

    (四) 其他有效推估作業場所勞工暴露濃度之方法。 

作業環境採樣分析之實施方法，建議參考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作

業環境監測指引、採樣分析建議方法及其他具相等效力之方法；採用

直讀式儀器進行監測時，應考慮能有效排除干擾因子；選用定量推估

模式，得參考本指引所列舉之各種推估模式，或其他具有同等科學基

礎之推估模式，應用時應瞭解各模式之適用情形及使用限制。 

  五、依前點實施危害性化學品暴露評估結果，應藉由統計分析，對照其

容許暴露標準進行作業場所暴露評估結果分級。 

  六、同一作業場所使用二種以上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或混合物，雇主

應針對個別化學品，分別辦理健康危害風險評估及分級，並以最高風

險等級，作為後續管理規劃的依據。 

  七、雇主應依分級結果，採取防範或控制之程序或方案，並依下列順序

採行預防及控制措施，完成後評估其結果並記錄：  

    (一) 消除危害。 

    (二) 經由工程控制或管理制度從源頭控制危害。 

    (三) 設計安全之作業程序，將危害影響減至最低。 

    (四) 當上述方法無法有效控制時，應提供適當且充分之個人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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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取措施確保防護具之有效性。 

 八、雇主應訂定相關實施計畫，據以執行本指引之評估方法及分級管理措

施，產生之文件及紀錄，應維持一套系統予以管制，並依規定期限保

存。雇主應建立定期稽核與管理審查之頻率、作法及程序，以確認評

估與分級管理實施計畫之執行成效。 

九、雇主應建立適當之程序，以處理稽核與管理審查所提出分級與管理措

施之改善建議。 

B 化學品的安全衛生管理 

近數十年來國際相關組織開始制訂發展與化學品安全相關之計畫

與公約，1971 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環境委員會成立化學品小

組，1976 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成立了國際潛在有毒化學品登

記處（IRPTC），蒐集及管理有毒化學品對人類及環境影響數據及各國

法規訊息。1980 年由 UNEP、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國際勞工組織

（ILO）聯合成立了國際化學品安全規劃小組（IPCS），透過 IPCS活動

為各國化學品安全推動提供了科學與法規之參考。 

2006 年 140 多個國家共同簽署推動「國際化學品管理杜拜宣言」

（Dubai Declaration）中，支持聯合國「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agement, SAICM），已

成為 2020 目標年前國際化學品安全管理推動的主要工作架構，主要涵

蓋化學物質的進出口、交通運輸、製造生產、操作使用、廢棄、農藥、

公共危險品管理、緊急應變等化學物質生命週期之相關事項。其中階段

性的工作目標包含 GHS 制度推廣、職場化學品安全資訊與知識的普

及、化學品清單建置、風險評估與管理（包含簡易快速方法）等。 

台灣近代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管理制度始於 1992 年行政院勞委會

（於 2014 年改制成為勞動部）於勞工安全衛生法開始引進危害通識、

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標示的概念。2006 年時台灣開始推動實施

聯合國 GHS 制度，同時也促使各個部會開始導入 GHS 制度。修訂版的

職業安全衛生法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單、新化學物質登記、評估及分級

管理、安全資料表與標示、優先管理化學品報請備查、管制性化學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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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等措施。這些廠場化學品管理新措施與 ILO公約調和一致，並以達到

SAICM 2020 共識為目標。 

2013 年的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版本主要新增了第 10條到第 14條，

內容如下： 

第十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應提供與 GHS 調和的 SDS 與標示，以利

危害通識。 

第十一條 雇主應利用化學品的健康危害、散布狀況、使用量等，評估化

學品之風險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第十二條 雇主應確保勞工於作業場所中暴露到化學品皆符合容許濃度標

準之要求。 

第十三條 製造、輸入者應於製造、輸入新化學物質前進行登記。 

第十四條 經指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與管制性化學品應分別依法完成報請

備查與運作許可。 

另外考量職業暴露風險，新修法條也訂定特定具有生殖、突變危害

的化學品於製程安全評估以及母性保護之相關規範。 

至於職安法化學品管理推展期程，危害通識制度於 2008 年起，分

三階段公布三批次的優先適用物質，並於 2016 年全面適用。職安法亦

主導了 2009到 2015 年之間的既有化學物質提報，以建置台灣既有化學

物質清單，目前清單中包含約十萬筆的化學物質。2015 年亦為新化學

物質登記、優先管理化學品報請備查、以及管制性化學品許可制度的實

施元年。 

        由於國際間發展推廣化學品分級管理（Chemical Control Banding, 

CCB）已有多年，參考國際間作法，於 2012 年度參採結合職業安全

衛生系統的 PDCA 精神建議導入落實 CCB，規定雇主應利用化學品

的健康危害、散布狀況、使用量等，評估化學品之風險等級，並採取

分級管理措施。勞動部並建立 CCB 查核表單，提供廠商在執行 CCB

以及在廠場中針對 CCB 執行結果暴露控制部分的完整性確認與紀

錄，逐項比對 CCB 執行流程的步驟是否完成並符合要求，以利達到

CCB 落實以及風險管理之目的。目前有超過 37,000 筆次的化學品使

用 CCB 方法來評估風險減量與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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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廠商適法與降低衝擊，勞動部提供許多不同支援工具予廠

商，包括 CCB 網站、資訊工具、轉盤文宣及三摺頁文宣等，並辦理

多場次教育訓練宣導活動，以促進法規推廣。 

       考量我國中小企業眾多，為降低廠商因應法規之衝擊及提升政府導

入新制之成效，研提分階段推動優先管理化學品報請備查之規劃與建

議，以期降低衝擊並提升執行績效。規劃未來優先管理化學品分階段

實施期程，將參採我國 GHS 執行現況與化學品之危害性，目前經公

告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包括隨辦法上路的 13項化學品，以及於 2015 年

11 月公告之 503種化學品。 

         國際勞工組織（ILO）對於如石綿、苯等致癌性之特殊危害化學

品，已規定各國應定期檢討禁用或在符合規範下許可使用。職安法第

14條明訂，凡證實為職業致癌物、具有特殊健康危害、健康嚴重風險

或立即危害之化學品，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管制性化學品者，製

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不得從事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

使用等行為，但經許可者，不在此限。目前公告之管制性化學品有 18

種，皆為台灣特定化學物質之甲類與乙類物質，後續將依照化學品暴

露風險評估結果，持續公告管制性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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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紀要 

第一場 

一、會議日期：104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2 時至 2時 50 分 

二、會議地點：NZ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Level 5, Education House, 178 Willis Street Wellington 

三、會議主持人： 

Richard Wagstaff, President  

四、會議紀要： 

（一）兩國工會現況介紹 

  臺方：我國工會現況係建立在所謂的勞動三權。這三種權利分別是：團結權、

協商權與爭議權。團結權指的就是團結組織工會的權利，協商權則是指

擁有透過工會與雇主進行協商談判的權利，爭議權則指的是勞工在與雇

主協商或有爭議時，有權利採取罷工、怠工等爭議行為。一般而言，這

三種權利最基本的是團結權，沒有工會，就很難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和

集體罷工。我國的工會組織狀況，首先先對目前的工會類型做分類，依

照 2010 年新修定的工會法規定，工會可以分成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

職業工會。簡單說，企業工會指的是以一個事業單位或廠區下的工人所

組織的工會，產業工會範圍較廣，可由相關產業內不同企業的勞工一起

組織。職業工會則是指由同一技能的勞工一起組織的工會。截至 2015

年 6月底止，總計工會數為 5324，其中職業工會數為 4025，產業工會

有 149，企業工會數為 902，加入工會人數為 3310189 人。 

  紐方：NZ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共有超過 35萬的紐西蘭工會成員，分屬

於 40 個附屬工會。目標致力於薪酬和就業平等行動，促進婦女和年輕

的工人及其工會的積極參與。工會運動的目的是提高勞動人民和他們的

家庭的生活。NZ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作用是通過積極的宣傳活

動方案，促進工會化和集體主義。存在是為了團結民主工會，讓他們進

行協商，並與對方攜手合作，創造共同利益，並幫助實現商定的目標，

並根據民主多數人的決定，代表工薪階層，承認某些基本權利的工會，

包括就業權、社會保障、社會公正、人權和平等機會、組織成立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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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權利、有權與用人單位進行集體談判、罷工權，並堅持民主的原

則，包括改變政府的民主手段，保障和平和人類自由的事業、反對和打

擊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和侵略，承諾聲援和支持被壓迫人民。  

（二）討論情形 

        主要討論重點在瞭解紐西蘭工會對於保護勞工權益之相關作法，具體內

容略以： 

1、勞工有選擇是否加入工會，或者離開工會的權利。 

2、雇主不能影響員工決定加入工會，也不能威脅或為難選擇加入工會。 

     3、雇主不得因為工會成員而歧視，同樣的工會成員不能恐嚇非會員。 

     4、工會代表可代表有關其成員包括各成員的集體就業權益的任何事情進行

談判集體協議。工會也可以代表個人就業問題，由個別會員授權工會進

行談判。 

（三）建議： 

          籌組工會乃為國際潮流所趨，必要時應可提供相關協助，並注意切勿

干預或阻擾勞工籌組工會，甚至資方可以釋出誠意採取主動協助、輔導

的立場，期待在籌備階段就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厚植日後溝通平台。在

籌備階段建立溝通模式，藉此溝通會議奠定友好互信基礎。勞工加入工

會是其權利，應由勞工自行考量與取捨，資方不需表示支持或排斥。當

勞工籌組工會時，資方得善用其所知悉之法令規範，給予適當方式之提

醒，應該注意籌組之程序原則，如發起人數、章程、會議召開、會費收

取、及工會幹部選舉等事務。我國工會法修法方向，建議應以較為急迫

性及必要性為優先順序，例如基層工會之理事長任期是否修正為連選得

連任，並不限連選次數（工會法第 28 條）。入會費及經常會費最低規範

（工會法第 28 條）。區域性工會聯合組織籌組是否應有門檻之規範（工

會法第 8條）。基層工會理事名額是否要調高（工會法第 17條）。工會理

事、監事之改選，是否於當屆理事、監事任期屆滿前進行改選（工會法

施行細則第 16 條）。企業工會組織類型中「廠場企業工會」存廢（工會

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工會理事長任期是否應統一範定為 4年（工會

法 20 條）。企業工會之會員或會員代表擔任工會聯合組織之理事、監事

時，是否應增列會務假之請領（工會法第 36 條）。如工會不於工會章程

中明定出會機制，有關工會會員申請退會應如何處理。是否刪除勞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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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籌組工會之門檻。企業(工作場域)內之派遣人員或外包人員是否

可由該企業工會決定是否招收其為會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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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一、會議日期：104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3 時至 4時 

二、會議地點：Business New Zealand 

Level 6, Lumley House, 3-11 Hunter Street, Wellington 6011 

三、會議主持人： 

Paul MacKay –Manager, Employment Relations Policy  

四、會議紀要： 

（一）兩國勞雇關係現況介紹 

  臺方：勞動基準法定義勞動契約為「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至於所謂勞雇關

係究為何指，一般而論，勞雇關係應為一方提供勞務而他方給付報酬之

關係，勞動契約者必須符合「從屬關係」、「提供職業上之勞務」、「給付

報酬」等三要件，而勞資爭議的因素的確很多，不論是從經濟層面、政

治層面、法治層面乃至社會心理層面，但是隨著社會與經濟環境之變

遷，勞工之勞動意識與企業僱用型態之轉變，定期契約工勞動、部分工

時勞動、派遣勞動、電傳勞動、母子公司間勞動力之流動等非典型勞動

契約關係，亦逐漸成形並被廣泛運用在台灣的企業界，由於社會趨向多

元化發展，女性勞動力與高齡勞動力投入就業市場之比例逐年增加，一

般青壯年勞動力也有不必然受僱於固定雇主朝九晚五職業生涯之情

形，此種現象皆係導致勞務型態複雜化。另一方面，企業除了必須不斷

因應國際乃至國內經濟情勢的變化，加上所有行業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

後，企業主也必須增加負擔同法所規定之雇主責任，在這些因素考量

下，台灣的勞雇關係正面臨著重大變革。 

  紐方：Business New Zealand 之目的在協助企業和促進數以千計的紐西蘭企

業的聲音，通過新思維，生產力和創新積極的變化，利用 Business New 

Zealand獨特的優勢在於有能力，與政府官員，社會團體，國會議員和

部長們在日常的基礎上，確保商業利益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得以被重視，

因為當紐西蘭企業業務進展順利，它會影響紐西蘭的經濟，紐西蘭的環

境，紐西蘭人的工作，紐西蘭人的社區，紐西蘭人的家庭和紐西蘭人的

未來的福祉。Business New Zealand 工作內容包括 2015年健康工作場

所之調查、紐西蘭經濟帶主要經濟指標預測在未來三年季度的情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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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後，婦女事務部進行了研究，以找出為什麼女性

參與勞動力的影響，該研究形成了婦女部和地方培訓機構和用人單位在

夥伴關係，增加行業的婦女人數的目標的基礎，這項工作已導致更多的

婦女培訓坎特伯雷的行業和更多的婦女在工地打工，以更好地利用婦女

勞動力在行業的經驗。  

（二）討論情形 

        主要討論重點在瞭解紐西蘭雇主在簽訂勞動契約之情形，具體內容略

以： 

     1、如果雇主集體協議，所僱用的人是工會會員，那麼對新員工必須提供在

集體協議的條件。如果他們選擇加入工會，雇主應依據集體協議之情形

辦理，如果他們選擇不加入，雇主可以通過談判與他們一個新的個體就

業協議。  

     2、如果工作場所沒有集體協議，那麼新員工將由個人與雇主進行就業協議。 

     3、如果雇主可能想聘請某人的時間（如半年）一固定時間，或直到某個事

件發生（例如，直到某個項目結束）或直到工作完成（例如，直到果實

採摘），則需要知道一個固定期限的協議額外的規則。  

     4、新員工必須有參加或不參加工會的權利。雇主不要試圖去影響他們的選

擇。  

     5、如果想改變員工的僱傭協議，例如，他們的工作時間，雇主需要讓你的

員工同意這樣做。 

（三）建議： 

       為了因應市場環境變遷以及科技發展，企業普及使用的策略即為「勞動

彈性化」，其使得企業有更多人力資源運用的空間。隨著全球化經濟快速

的移轉及跨國企業人才移動變化下，我國勞資關係產生了重大之變革。

而勞動契約為勞資雙方緊密聯繫之途徑。故勞動契約是規範勞資雙方權

利義務之依據，也是以勞動契約訂定成立勞雇關係。然而勞動契約法於

民國 25年制訂公布迄今尚未施行，目前現行有效之勞動契約法律規範僅

有民法之「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 2 章「勞動契約」專章規定。然而因

民法有關「僱傭」之內容，對於勞僱關係中之從屬性及保護勞工之特殊

性均未考量，致使勞工往往為能尋求一份工作並在資訊不對稱之下，任

由資方輕易掌控主導，而造成勞方之權益受損，故為能保障勞工及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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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經濟下勞動契約之多樣性，我國勞動契約法制化已是不容忽略之

重要議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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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一、會議日期：1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至 10 時 45分 

二、會議地點：Wellington Mediation Office  

              205 Victoria Street Wellington 

三、會議主持人： 

     David Hurley, Employment Mediator  

四、會議紀要： 

（一）兩國調解業務現況介紹 

  臺方：勞資爭議處理法於 2011 年 5月 1日施行後，權利事項勞資爭議得

透過調解程序處理，亦得經合意交付仲裁，期迅速解決爭端。依

本部勞動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我國勞工行政機關受理之勞資爭

議案高達 99%以上之案件為權利事項之爭議，該等案件經本法所定

調解程序解決者約佔 60%，據本部勞動統計資料，近年勞資爭議案

件平均約有 2 萬 2 千餘件，經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或勞資關係民間

團體調解成立而解決者約 55%~60%，其他約 40%之調解不成立案

件，後續仍需循合意仲裁或司法途徑尋求救濟。查經仲裁程序處

理勞資爭議之案件數，自 100 年 5月 1日至 104 年底僅 45 件(100

年 1件；101 年 3件；102 年 7件；103 年 20件；104 年 14件)。

另查司法院統計資料，近 3 年經司法訴訟之勞資爭議案件約為

2,500多件，其比例占整體勞資爭議案件數約 10%，換言之，其餘

約 30%之勞資爭議案件計約 6,000件，經調解不成立後，既未循仲

裁程序尋求救濟，亦未循司法途徑提起訴訟。以訴訟外解決紛爭

機制之處理結果來看，在調解程序之處理天數約 20~49 天，成功

率約 55%~60%，其成效顯著，可迅速有效處理全國一半以上之勞資

爭議案件。 

  紐方：在紐西蘭調解之主要功能在獲取解決問題的信息、確定需要處理

的問題的技能，以及觸發雙方認識到問題的存在，作用在於幫助

人們找到解決自己問題的最佳途徑，鼓勵各方找出真正的問題 ，

幫助雙方解釋這些問題給對方，確定雙方之間的協議要點幫助人

們找到一種方法，與人一起尋找答案，體現誠信和常識；與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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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尋求一項決議，幫助雙方繼續前進，故調解可以在調

解會議提出建議，作出決定（根據當事人的要求），記錄定居點，

以及信息提供給工會，社區團體和顧問，為雇主組織或就業的法

律研討會。因為調解每個個案具有不同的格式和動態。它會涉及

到一系列的活動，包括電子郵件和電話通信，會議和工作場所的

討論。調解提供了一個保密的過程，其中可以討論的問題，問題

的澄清，並作出結論。雇主和僱員只要在法律範圍內都同意這滿

足其利益的事項，在任何時候，當事人可以約定要求調解訂立有

關此事的建議。如果建議被拒絕（這必須以書面形式約定的時間

內完成）調解可以繼續。如果達成協議的調解將記錄所有各方簽

署的決定。如復職的員工，支付結算或正式道歉，對發生在調解

達成的任何協議記錄。一旦簽署，協議變為完全並最終解決，不

能由任何一方重新打開。一個解決辦法應體現對當事人爭議事件

的影響，不一定會涉及金錢。各方無法達成一致。如果它看起來

像更多信息或協助可能導致和解，調解員可以安排休庭。如果協

議沒有可能，調解停止，各方管理其尚存的分歧，或尋求與就業

關係委員會或就業法庭的問題。這些機構可以直接與當事人再次

嘗試調解，如果他們相信這應該有可能達成協議。  

（二） 討論重點 

     1、在有關調解案件之態樣方面，我國主要爭議類型，包括契約、

工資、給付資遣費及職業災害補償為大宗，而紐西蘭之調解業

務，則更著重於職場性別平等。因女性工作生涯的較少規劃或

中斷是造成勞動市場性別差別待遇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育

嬰、托兒、及托老的成本過高，而且缺乏足夠的和完善的設施，

女性常常就得負起這些責任，使得小孩、病人或是老人可以受

到專業、完善的照顧，也避免女性因為必須承擔這些工作而被

剝奪個人發展的機會。兩性工作平等之落實，有賴於勞資雙方

應相互合作，建立一個兩性平等的工作環境。除了保障男性的

參與權利之外，也能真正讓女性工作者受益，創造出「勞資雙

贏、兩性雙贏」的合理制度。讓所有的參與者共享企業的發展

成果，創造和諧並永續經營的企業與社會，更進一步以此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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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朝向一個兩性平等的目標邁進。為了解決女性受雇者的特

殊困境和制度上的偏差，我國通常有設計一些措施或立法，用

以促進兩性職務的平等。我國的憲法中列有對婦女參政保障的

名額也算是其中的一種。  

   2、在調解人的年齡層方面，紐方表示該國調解人之年齡層相較於

我國較為年輕，依據我國勞資爭議調解辦法規定，調解人應具

備下列資格之一：一、執行律師業務，並於最近三年內曾辦理

勞資爭議案件者。二、曾任或現任教育部認可之大專校院講師

以上，並教授勞資關係或法律相關課程三年以上，且有實務經

驗者。三、曾任各級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處理勞資爭議或擔任

法制工作具三年以上經驗者。四、具備第四條第一款資格，並

依第十四條規定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勞資爭議調解人認

證證書，故在調解人的年齡層方面，我國調解人之年齡層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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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ichael Hobby 

Gordon MacDonald 合影[鍵入文件

的引文或重點的摘要。您可以將

文字方塊放在文件中的任何位

置。使用 [文字方塊工具] 索引

標籤以變更重要引述文字方塊

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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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 Business NZ[鍵入文件的引文或

重點的摘要。您可以將文字方塊放在文

件中的任何位置。使用 [文字方塊工

具] 索引標籤以變更重要引述文字方

塊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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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Michael Hobby、代表處秘書合影 

Gordon MacDonald鍵入文件的引文

或重點的摘要。您可以將文字方塊放在

文件中的任何位置。使用 [文字方塊工

具] 索引標籤以變更重要引述文字方

塊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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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台灣與紐西蘭都於近幾年完成組織再造，勞工事務與經濟發

展、人力資源、教育等息息相關，紐西蘭的部會整合與溝通協

調合作值得我們參考借鏡。 

1、 根據台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勞工專章第 1次資深官員

會議結論，第 2次資深官員會議已於本次舉行，至於第 3次

資深官員會議輪由我國於 105年主辦，應與紐方窗口密切保

持聯繫，即早訂出彼此關切議題，必要時可以針對特定有興

趣議題，另外規劃辦理更深入的研討會、論壇、訓練等。 

2、 在勞資關係方面：為配合我國刻正推動自主性勞動關係，強

化勞資合作之夥伴關係，實應積極掌握國際間勞資爭議處理

機制之脈動趨勢，如能針對工會監督、集體協商或勞資爭議

處理等議題，透過台紐雙邊勞工事務之合作關係，共同研

議，提點勞資爭議等全球化等前瞻的趨勢，追求勞工權益之

公平對待與自我實現，從大構面的工會與勞資爭議等問題找

出「雙贏」的法則，建立完整的政策擬定思維。 

3、 職業安全衛生方面，此次簡報內容紐方針對職業安全衛生制

度概要、勞動檢查員訓練、暴露評估 3個主題，我方為化學

品管理制度、暴露評估與分級管理。透過雙方詳細介紹說

明，加上充分的討論與回應，對台紐雙方目前執行現況均能

掌握。未來因應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的全面推動，除了國際

脈動的趨勢外，更多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議題仍可以藉由已展

開的台紐雙邊勞工事務合作關係，積極共同研討，互相吸取

推動經驗，創造勞工更舒適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確保勞工

身心健康。 

4、 此次赴紐西蘭參加台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勞工專章第

2 次資深官員會議，於 12 月 15日 23 時由台北出發，12 月

20 日凌晨 4 時 30 分返國，其中開會 2天，去程又發生雪梨

機場暴風雨無法下降，飛機轉往布里斯本機上停留 5小時後

在飛返雪梨之嚴重延誤事件。導致最後轉機至紐西蘭威靈頓

時行李未到，延至隔天傍晚行李送到時又發生行李嚴重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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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謝謝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安排接送機，陪同

參加會議，協助處理行李延誤及破損事宜。由於本次行程過

於緊湊，加上已近年底聖誕節前夕，紐方政府官員處於長假

前忙碌時刻，無法藉此次參訪有更充裕時間與機會與紐方官

員多溝通研討，建議下一次的會議除了儘早規劃外，能讓與

會者有更多天參與，且儘可能避開年底的忙碌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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