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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勞工墜落事故相關因素之研究 

 

中文摘要: 

營造業係重體力勞動且危險性高，加上流動性大、工地地

形地貌變化迅速，落實安全衛生管理不易等因素，不僅導致營造業職

災發生率居高不下，且造成勞工的傷殘、死亡時有所聞，其嚴重性不

容忽視。 

 

       本研究擬分析文獻中墜落發生的特性，據此設計工地現場的施

工環境安全診斷表及評估勞工作業安全之結構式問卷。並以此工具，

結合對營建施工現場經驗豐富之土木﹑結構﹑工業安全技師與衛生教

育專家，實地診斷施工現場可能發生墜落之不安全環境與媒介物，訪

查評估勞工及工地管理者對危險情境的認知﹑態度及因應行為。期能

早期發現施工現場容易發生墜落的危險點﹑診斷作業勞工之不安全行

為與管理者在安全管理上的缺失。 

    研究結果除可釐清墜落事故發生之機轉外，並可提供營造業者，

實施工地環境安全管理及勞工墜落預防安全教育之重要參考，進而降

低營造業職業災害中墜落事故之發生。 

 

 

 

 

 

關鍵字：營造業﹑墜落﹑勞工﹑職業災害﹑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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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營造業係一重大民生工業，不僅涵蓋範圍廣泛、且影響深遠，故

素有火車頭工業之稱。但營造業屬重體力勞動且危險性高，加上營造

業勞工流動性高、工地結構、地形地貌變化大，落實安全衛生管理不

易等因素綜合，不僅導致營造業職業災害發生率居高不下，且造成勞

工的傷殘、死亡時有所聞，其嚴重性不容忽視。 

台灣地區近十年營造業重大職業災害達936件，佔全產業三分之

一以上，且罹災死亡人數高達罹災人數82％（葉家泯，民80）。又我

國營造業勞工意外死亡及傷殘比例較英、美、日等國，高出五倍以上

（陳堯中、郭其珍，民82）。自民國七十六年以來，我國各行業職業

災害人數大多呈現下降趨勢，但營造業職災發生率仍起伏不定，且民

八十五年營造業職災千人率（6.566）不降反升，比民八十四年增加

0.965（勞委會，民86），民八十六年營造業職災千人率（7.648）也

是呈現不降反升的現象（勞委會，民87）。因此，如何降低營造業職

業災害之發生，是有關單位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依國內有關營造工程災害案例事故分析的研究指出：事故原因以

墜落佔第一位，其次是崩塌、危險性機械、感電；而導致墜落災害發

生的原因為：施工架不良、開口部未設圍籬、工作梯﹑工作機械不良﹑

物擊等（張金鏘，民69）。研究調查指出營造業之災害類型在頻率方

面，以被夾﹑鐵公路災害﹑墜落較高;在重大職業災害方面，以墜落﹑

崩塌﹑感電最為嚴重（吳世雄，民83）。災害的媒介物主要為裝卸運

搬機械、營建物、施工設備、材料及電氣設備（勞委會，民87）。 

事實上，營造工地本身即是一處尚未完工的結構體。因此，隨著工

程進度的推進，不僅施工現場地形地貌變化大，且臨時開口、缺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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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這些危險情境無適當之防護或封閉，即是誘發作業者意外墜落事故

的危險環境因素，不可不慎。 

此外，營造業勞工作業時，或因趕工、本身的作業習慣不良、或受限

於既有的作業環境，常有不安全的行為產生。研究指出，營造工地勞

工流動性大，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不易，因此，作業勞工普遍缺乏

對危險情境的認知與墜落預防之相關之安全衛生知識（呂槃等，民

83）。 

分析相關文獻可知，台灣地區營造業職業災害，發生率起伏不定，

下降不易。況且營造業職業災害發生原因複雜，涉及層面廣泛，不易

釐清事故機轉。此外，因各研究者研究重點不同，所得的結論也不盡

相同，因此需要更多的相關研究投入，以瞭解營造業職業災害發生原

因，提供研擬預防營造業職業災害策略的重要依據。尤其，墜落事故

已造成國內營造業職業災害的重大傷亡，因此，如何探究營造工地墜

落職業災害發生的原因與預防營造工地墜落事故的發生，不僅是政

府、業者及學界需共同思考解決的當務之急，也是作業勞工不可推諉

的重責大任。 

以往的研究較偏重橫斷面性的環境設施調查，缺乏對不同類型的

職業災害，個別探究其發生原因，進而提出改進對策;對涉及作業安全

管理部份，也較偏重檢核表式的調查，而未深入訪談安全衛生承辦人

員，瞭解營造業執行安全衛生管理的盲點。此外，對現場作業人員相

關行為的調查，因受限於個案不易掌握，而鮮有調查介入。事實上，

儘管因職業災害的種類不同（墜落﹑感電﹑崩塌），其發生的機轉，

雖互有差異，但職業災害，其最終的受害者仍是作業的勞工，因此，

本研究擬瞭解墜落職業災害發生之原因;故以營造業中的房屋建築業

中的作業勞工為主體，直接訪談調查作業人員之防墜行為及其相關影

響因素，並同時訪問營造工地安全衛生人員，瞭解其執行防墜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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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管理的現況與困難，以作為落實工地墜落預防安全管理及勞工安全

衛生教育之重要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 評估工地管理者工地安全管理制度與施工環境安全現況。 

 

二、 探討營造工地勞工對危險情境的認知與自我防護行為。 

 

三、 分析工地安全管理制度對施工環境安全的影響。 

 

四、 分析工地安全管理制度﹑施工環境安全現況﹑勞工基本資

料對工地危險情境認知﹑自我防護行為的影響。 

 

五、利用工地安全管理制度﹑施工環境安全現況﹑勞工基本資

料﹑勞工對工地危險情境認知﹑勞工作業時自我防護行為

等變項預測墜落發生的危險性。 

 

 

 

 

 

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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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檔案分析: 

以訪談法配合檢核表評估工地安全管理制度。並對工地安全衛生

管理組織紀錄分別進行檔案的分析與查核。 

二、 橫斷性（cross-sectional）診斷施工環境現況與墜落防護

互相關設施，實施工現場環境進行安全評估。 

三、 以問卷調查法評估作業現場勞工對危險情境的認知及防護行

為，橫斷性（cross-sectional）調查施工現場作業人員之

墜落預防行為及其相關影響因素。 

 

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為考慮研究對象的配合度，本研究立意選取台北縣市工地12

家﹑桃園縣1家、苗栗縣1家、台南縣市 6處工地，作為本

研究調查評估施工環境對象。受訪工地名冊如附錄一。 

二、由受訪營建工地中，每一營建工地隨機選取15名勞工，作為

問卷評估的對象，預定完訪勞工300名。受訪人員名冊如附

錄二。 

三、以20處工地之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做為評估工地安全管理制

度之受訪對象。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施工環境診斷表、工地安全管理制度檢核表與作業勞工作業

安全認知與防護行為調查調查表之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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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述各項研究工具後，經專家效度處理，修訂部份試題後定

稿。 

三、定稿後之研究問卷，再選定台南某工地實施問卷預試。預試

後對各試題進行項目分析與問卷之信效度考驗。量表信度採

Cronbach’s α 係數加以考驗，各分測驗之信度值如下:工作

情緒量表∼0.87、勞工安全衛生管理量表∼0.91、作業安全

∼0.91、勞工安全態度∼0.76。 

 

第四節 研究過程: 

一、施工現場環境評估: 

由研究者至施工現場，配合「施工環境墜落預防診斷表」，進行

工地墜落防護相關措施之評估。 

 

二、工地防墜安全管理措施: 

查閱、分析該營造廠商推動各項安全衛生管理之紀錄，並訪談瞭

解承辦人員推動的方式與過程。 

 

三、施工現場作業人員之調查: 

（一）連繫協調受測時間:連繫施工單位，瞭解其施工進度，以得

知各工種進場時間，並配合工種進場時間，至工地施測。 

（二）施測場所: 

配合現場作業勞工特性，預定在各營造工地工務所或勞工

作業現場樓層施測。 

（三）施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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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研究者告知，研究之目的，並請其合作填答。 

2.由研究者當場分發問卷，現場填答後，由研究者檢視問卷回

答完整性後，當場回收。 

3.若受訪者無法自己填答，則由研究者朗讀問卷，由受訪者填

答。 

（四）時間:20~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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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勞工年齡的不同，對施工環境中安全設施的評價，也互有差異;

勞工性別不同、職業災害經驗的不同，對工地管理人員對其作業

之安全衛生管理的看法，彼此間無差異。 

二、 勞工有無職業災害經驗，對其自覺本身的安全教育知識是否足

夠，彼此間差異性達顯著水準;無職業災害經驗者，較傾向於覺得

自己的安全知識是足夠的。 

三、 不同年齡層勞工對作業安全的認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彼此

間達顯著水準。其中以年齡層分布在50~59歲的作業勞工對作業

安全的認知程度較低。婚姻狀況不同，對作業安全的認知，則彼

此間沒有差異存在。 

四、 不同年齡層勞工對作業安全的態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彼此

間達顯著水準。以年齡層分布在30~59歲之間者，對作業安全抱

持較正向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作業勞工中30歲以下以及60歲

以上者，對作業安全的態度較不積極。 

五、 不同性別間對個人防護具的使用，以t考驗比較，結果發現兩性

間對個人防護具的使用態度不同（差異性達顯著水準），而以女

性抱持較正向的態度。有無職業災害經驗者間，以t考驗比較，

結果發現有無職業災害經驗者間，對個人防護具的使用態度不同

（差異性達顯著水準），而以曾發生職業災害者，對個人防護具

的使用較正向。 

六、 不同性別間的作業習慣，以t考驗比較，結果發現兩性間之作業

習慣不同（差異性達顯著水準）。有無職業災害經驗者間，以 t

考驗比較，結果發現有無職業災害經驗者間，（差異性達顯著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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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作業勞工對職業災害預防的態度與對安全設施管理的認知，兩者

間為正相關，也就是作業勞工覺得工地的安全設施管理愈好，勞

工對職業災害預防的態度也愈正向。 

八、 勞工對工作安全的態度分別與勞工對安全設施管理的認知、上司

的督導管理、自覺安全教育的程度、對作業安全的認知均為正相

關。也就是勞工對安全設施管理的認知愈清楚、對上司督導管理

愈認同、自覺安全教育的程度愈好、對作業安全的認知愈正確，

勞工對工作安全的態度也愈正向。 

九、 勞工的作業習慣分別與勞工對安全設施管理的認知、上司的督導

管理、自覺安全教育的程度均為正相關。也就是勞工對安全設施

管理的認知愈清楚、對上司督導管理愈認同、自覺安全教育的程

度愈好，勞工的作業習慣也愈正向。 

 

第二節 建議 

一、勞工年齡的不同，對施工環境中安全設施的評價及對作業安全的

認知，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推動工地安全衛生管理時，須注意勞

工年齡層的差異。尤其是年齡層在30歲以下的工作群。此外，以

年齡層分布在50~59歲的作業勞工對作業安全的認知程度較低，

因此，在實施工地安全教育訓練時，也是不容忽視的。 

二、作業勞工覺得工地的安全設施管理愈好，勞工對職業災害預防的

態度也愈趨正向。因此，強化工地安全設施管理，是增進職業災

害預防的重要手段。 

三、 加強勞工對安全設施管理的認知與工地安全教育，以提高作業者

對作業安全的認知，進而提昇勞工對工作安全的正確態度。 

四、 因勞工對安全設施管理的認知愈清楚、對上司督導管理愈認同、

自覺安全教育的程度愈好，勞工的作業習慣也愈正向。因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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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工地安全教育，進而建立作業人員的良好作業習慣，無疑是預

防工地墜落發生的第一步。 

五、 雖工地進行調查不易，但為明確驗證各變項的相互關係，若經費

許可，可進行工地個案教育介入與追蹤調查研究，以評估工地安

全衛生管理的實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