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光三越氣爆事件突顯了承攬商管理不善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該事件
中，改裝樓層未經申請施工許可、未擬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以及消防
安全設備與安全規範的缺失，暴露了業者為爭取時間而便宜行事的陋習，
涉及違反多項法規。為避免類似事件重演，企業應嚴格執行 ISO 45001 的
承攬管理要求，確保工作場所安全，保障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安全與健康。

1. 乙方層層轉包與承攬管理挑戰

2. 資格審查與評估不足

發現：

發現：

ISO 45001 要求：

公司承攬管理要求：

建議改善措施：

• 承攬層級管理機制：要求乙方提供完整的承攬層級架構，並規範各層級承攬商的責任與
義務。

• 透明合約管理：承攬合約中應明確規範不得未經許可進行轉包，並要求乙方承攬商負責
所有轉包廠商的安全管理。

• 定期審查與查核：建立定期審查機制，確保乙方及其轉包商均落實職業安全衛生規範。
• 資訊回報與監管強化：要求乙方即時回報轉包商的施工人員名單與施工進度，並進行現

場查核。

• 雖然業主（甲方）已對乙方承攬商提出職業安全衛生要求，但乙方往往存在層層轉包，
導致安全管理責任難以追蹤。

• 承攬商之間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導致實際作業現場的風險控制不足。

• 未嚴格審查承攬商的安全衛生管理紀錄、相關證照，以及是否具備足夠的經驗。

• 組織應確保承攬商及其工作者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要求。
• 採購過程應界定並應用篩選承攬商的職業安全衛生準則。

• 在選擇承攬廠商時，應將安全衛生管理、交通維持、環境保護管理及保險等費用納入單
價分析表。

• 針對高風險作業 ( 如動火作業、挖掘作業 )，必須制定明確的操作程序和安全協議，明定
承攬商在其承攬範圍內的安全衛生責任。

ISO 45001 架構下可優化的業主承攬管理



3. 工作前風險鑑別與作業許可

發現：

• 未實施作業許可證制度，對於高風險活動，未確保事前風險控制。

ISO 45001 要求：

公司承攬管理要求：

• 組織應與承攬商協商，以鑑別危害、評鑑及管制職業安全衛生風險，考量以下影響：

1. 承攬商活動對組織的衝擊。
2. 承攬商工作者受到的風險。
3. 其他利害相關者可能面臨的風險。

• 施工前，承攬商應向權責單位辦理申請，確保所有潛在風險都經過評估。

4. 施工監督與稽核不力
發現：

• 現場巡查與稽核不足，未能及時發現並處理違規行為。
• 室內裝修場域工班間的溝通與協調不足，導致資訊傳遞失效。

ISO 45001 要求：

公司承攬管理要求：

• 對於承攬商的執行作業能力，組織必須經過查證後方能准許其開始作業。

• 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確保承攬商遵循安全規範。
• 針對室內裝修這種混合多種工班的場域，更應加強工班間的溝通與協調，確保資訊的

有效傳遞。



1.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2. 職業安全衛生績效：

• 制定 「承攬廠商安全衛生管理程序」，並要求承攬商遵守相關規定。
• 若工作涉及特殊作業工程，承攬商需施工前向權責單位申請。
• 依 「承攬廠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範」 確保職業安全衛生責任。
• 承攬商須自行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留存紀錄，或參加公司培訓。
• 施工期間如發生職業災害，承攬商需立即通報，並接受調查及檢討。

• 致力於零災害目標，並透過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監督政策落實。
• 強化安全文化，推動 「安全健康」 職場文化。
• 提供員工與承攬商教育訓練，提高管理效能。
• 設立督導專案小組，加強施工安全管理。

3. 稽核與改善機制：

結論

• 依循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制度進行評估、稽核與改善。
• 設有內部控制制度、採購稽核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以確保安全管理的落實。

　　新光三越氣爆事件是一面警鐘，提醒企業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絕不能忽視職業安
全衛生。透過嚴格落實 ISO 45001 的承攬管理要求，企業可以有效提升承攬商管理水平，
確保工作場所的安全與健康，避免類似悲劇重演。

港務公司檢視承攬管理機制，涵蓋風險評估、承攬商篩選、施工監督、文件化資訊與持續
改進，並特別加強對於層層轉包的管理與監督機制，確保所有承攬層級的作業均符合職業
安全衛生規範，確保營運安全與企業永續發展。

港務公司已達成的承攬管理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