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調查與不符合與職安衛管理系統關聯性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運作過程若發生事件或不符合事項時，應進行通報、調

查及採取矯正措施等程序，當工作者發生事件時，傳統上做法會進行直接原因、

間接原因及基本原因著手調查事件發生之緣由，但在基本原因調查過程，實際上

已經在進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制度面)風險與機會評估，包含檢討人員適任性

問題、作業規範不夠明確化、內外部溝通與諮詢未落實、未建立監督制度等。實

際上，事件調查與不符合事項應更著重於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 
RCA)，從組成事件調查小組到根本異常原因之找尋，應該不斷思考於制度面、作

業面及系統運作那個部分失效了! 從而進行水平改善，方能產生真正有效性對策。 
 
矯正措施應不僅是異常原因分析、立即改正、矯正措施到矯正措施之有效性評

估，應考量實施矯正措施過程需考量如何應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功能，使矯

正措施有效性更高，並且可避免殘餘風險問題發生。特別針對重複發生異常事件

(如承攬商施工意外頻繁等)，應正視此問題如何發生，思考為何之前擬定對策仍

然無效果，同時檢視是否於矯正措施過程可能產生風險與機會，實際上根本沒有

發覺，造成同樣問題重複發生，因此，是否要捨棄無效對策，重新認定與檢討事

件或不符合真正的原因，找出有效性對策，才是矯正措施之主要目的。矯正措施

絕對不能以責備權責單位或人員為先，應考量規劃面(如程序文件、計劃書、資源

規劃、職權分工)、作業面(如作業現場落實度)及維護面(如監控方式)是否發生無

效部分，從而去修正與溝通，讓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真正發揮其作用。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著重於風險與機會評估考量，然而，矯正措施過程更應

踏實地評估與分析其風險與機會，如同矯正措施需考量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PDCA 運作過程)之變更，應從規劃面、作業面及維護面考量須改變有哪些，如反

映於組織內部重要議題、重新考量其作業面危害鑑別、確實查核與宣導法規要求

及其他要求之重要性、評估矯正措施過程應主動提供之資源、考量人員資格適用

性(包含監督能力)、強化諮詢與溝通之機制或管道、考量程序文件或計畫與表單

重新標準化(如增修訂與重新發行等)、變更安全評估需求、採購安全準則變更需

求、增加監督與量測資源(如駐場工安人員)、內部稽核活動將其納入重要過程進

行查檢、推動工安文化(如工安競賽)及管理審查追蹤其有效性等。 

 



1.考量將事件、不符合及其矯正措施過程

實施變更納入重要內部議題

2.與外部利害相關者對於組織觀點之外部

議題

1.審查現有職業安全衛生風險及其他風險

(包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運作制度與規

範)的評鑑

2.採取矯正措施前，評鑑新的或經改變之

危害有關的職業安全衛生風險

1.守規義務符合評估重新考量，包含其風

險與機會評估考量

2.審核適用守規義務要求，並加強內部傳

達與溝通

事件、不符合
與矯正措施

(10.2)

瞭解組織及
其前後環節

(4.1)

危害鑑別及風
險與機會之評

估(6.1.2)

決定適用法
規及其他要
求(6.1.3)

 
 

1.矯正措施過程需考量資源之需求評估

2.最高管理階層考量及提供矯正措施所需

資源，包含人力資源、財務等

矯正措施擬定考量風險管制層級，包含消

除、取代、工程管制及工作重組、行政管

制(包含教育訓練)、使用個人防護具等

工作者或其代表參與調查事故及不符合事

項，並決定矯正措施

事件、不符合
與矯正措施

(10.2)

資源(7.1)

消除危害及降
低職業安全衛
生風險(8.1.2)

工作者諮商
和參與(5.4)

 
 



1.工作者適任性重新評估與提供資源

2.案例分享與宣導

1.擬定適當職安衛績效指標予以追蹤

2.透過事件再發生率與趨勢檢視矯正措施

有效性

依據矯正措施過程決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之變更需求，考量文件資訊重新標準

化(如制修訂)

事件、不符合
與矯正措施

(10.2)

適任性、認
知(7.2& 7.3)

監督、量測、
分析與績效評
估(9.1)&管理
審查(9.3)

文件化資訊
(7.5)

 
 

1.矯正措施過程應考量進行變更安全評估

之需求

2.變更評估過程亦須考量其風險與機會

1.修訂採購安全評估準則，包含承攬商安

全衛生準則等

2.建立適當承攬商安全衛生績效評估準則

3.加強承攬商監督管理機制

考量依據矯正措施需求，制定適當目標及

管理方案予以實施短中長期改善

事件、不符合
與矯正措施

(10.2)

變更管理
(8.1.3)

採購(8.1.4)

職安衛目標與
達成目標之規

劃(6.2)

 
 

圖 1.事件及不符合與矯正措施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關聯繫考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