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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暴露評估管理辦法」草案

焦點團體說明會

職業暴露評估管理現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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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分級管理

• 雇主對於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散布狀況及使用量
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第11條
第1項

• 雇主使勞工製造、處置或使用之化學品，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應評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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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條

第7條

◦ 職業安全衛生法與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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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辦理前條之評估級分級管理，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技術指引，或採取其他具同等科學基礎之評估及
管理方法辦理

化學品分級管理

相似暴露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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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有容許暴露標準化學品 (491種) 暴露評估

• 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訂有容許暴露標準之作業場所，
應確保勞工之危害暴露低於標準值。

第12條
第1項

• 事業單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游離輻射作業除外）
之勞工人數在㇐百人以上，或總勞工人數五百人以上者，
雇主對於第四條之化學品，經中央主管機關訂有容許暴
露標準者，應依有科學根據之採樣分析方法或運用定量
推估模式，實施暴露評估。

第8條

◦ 職業安全衛生法與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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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有容許暴露標準化學品暴露評估之分級管理

• 雇主對於前二條化學品之暴露評估結果，應依下列風險等
級，分別採取控制或管理措施：

㇐、 第㇐級管理：暴露濃度低於容許暴露標準二分之㇐
者，除應持續維持原有之控制或管理措施外，製程
或作業內容變更時，並採行適當之變更管理措施。

二、 第二級管理：暴露濃度低於容許暴露標準但高於或
等於其二分之㇐者，應就製程設備、作業程序或作
業方法實施檢點，採取必要之改善措施。

三、 第三級管理：暴露濃度高於或等於容許暴露標準者，
應即採取有效控制措施，並於完成改善後重新評估，
確保暴露濃度低於容許暴露標準。

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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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有容許暴露標準化學品暴露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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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作業環境監測之化學品 (91種) 暴露評估

•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
業環境監測計畫，並設置或委託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免經監測機構分析之監測項目，得僱用合格監測人員
辦理之。

第12條
第3項

• 雇主應依勞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定之監測及期程，
實施前條化學品之暴露評估，必要時並得輔以其他半定
量、定量之評估模式或工具實施之。

第9條

◦ 職業安全衛生法與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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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作業場所及監測頻率
• 本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2項第4款規定之作業場所，雇主應依下列規定，實

施作業環境監測：

㇐. 下列作業場所，其勞工工作日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在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值以上者，應每三個月監測綜合溫度熱指數㇐次以上。

二.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特定粉塵作業場所，應每六個月監測粉塵濃
度㇐次以上。

….

 前項作業場所之作業，屬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暫，
且勞工不致暴露於超出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所列有害物之短時
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或最高容許濃度之虞者，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9

應辦理監測之化學品 (91種)暴露評估之分級管理

• 雇主對於前二條化學品之暴露評估結果，應依下列風險等
級，分別採取控制或管理措施：

㇐、 第㇐級管理：暴露濃度低於容許暴露標準二分之㇐
者，除應持續維持原有之控制或管理措施外，製程
或作業內容變更時，並採行適當之變更管理措施。

二、 第二級管理：暴露濃度低於容許暴露標準但高於或
等於其二分之㇐者，應就製程設備、作業程序或作
業方法實施檢點，採取必要之改善措施。

三、 第三級管理：暴露濃度高於或等於容許暴露標準者，
應即採取有效控制措施，並於完成改善後重新評估，
確保暴露濃度低於容許暴露標準。

第10條

10

危
害
性
化
學
品
評
估
及
分
級
管
理
辦
法



2020/7/23

6

應辦理監測之化學品 (91種) 暴露評估

11

相似暴露群 暴露評估與分級管理制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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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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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11條

•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
品，應依其健康危害、散布
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
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
措施。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12條

• 有容許暴露標準之物質暴露作
業場所，雇主應確保勞工之暴
露低於標準值。

•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
業環境監測計畫，並設置或委託主管機關認
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

• 化學品:
• 須全面掌握廠內使

用之化學品。
• 進行風險分級後採

取適當之控制措施。
• 定期檢討並留存相

關紀錄備查。

• 物理性因子???

雇主

計畫緣起 (2)

14

目前法令與其對應之子法、指引架構脈絡交叉盤結，致使事業單位不
易瞭解法令內容，即使有心要合法，也可能因不理解法令而無法到位。

然而…

職業安全衛生法11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12條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
分級管理辦法

勞工作業環境
監測實施辦法

勞工作業場所
容許暴露標準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
分級管理技術指引

【母法】

【子法】

【指引】 作業環境監測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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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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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11條

•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
品，應依其健康危害、散布
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
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
措施。

職業安全
衛生法
第12條

• 有容許暴露標準之物質暴露作
業場所，雇主應確保勞工之暴
露低於標準值。

•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
業環境監測計畫，並設置或委託主管機關認
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

作業環境監測
與暴露評估相

關法令整合

物理性因子

工作項目

 完成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與危害性化學品評估與分級
管理辦法整合前期作業

1) 完成「職業暴露評估管理辦法」草案。

2) 辦理各相關焦點團體說明會共6場次 (含產業界計3場次、政府機關
計1場次、學術界計1場次、及暴露評估專業人員計1場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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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1. 參酌國外暴露評估制度 (含環境物質種類、直讀式儀器之使用規定、
監測頻率等) 予以討論，做為擬訂草案之基礎。

2. 擬參指引之部分條文內容，如：作業環境監測政策、先期審查、及管
理審查之規定、監測計畫之項目及內容、雇主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時，
應辦理事項、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應建立及維持適當之評估程序，依評
估結果應採取防範或控制之程序或方案、及文件及紀錄等納入法規中，
另亦考慮將附件有關作業環境監測計畫通報格式列入法規之附件。

17

「職業暴露評估管理辦法」草案

• 本計畫初步蒐集日本、中國、美國、英國及新加坡之暴露評估制度之
十三個面向資料，完成「職業暴露評估管理辦法」草案：

18

母法 暴露評估在母
法中規定內容

測點結果
評估標準

法規
制度單位

暴露評估原則之
法律定位

受測對象之
選擇

測定
樣本數

測定
執行時間

測定週期與
頻率

暴露濃度
參考值

短時間測定之
時間基準

測定結果的
評估方法

測定結果
資訊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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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重點討論事項
1. 職業暴露評估管理策略為何?

2. 需環測化學性因子與實施頻率為何?

3. 需實施定量模式推估化學品分級管理與實施頻率為何?

4. 職業暴露評估實施流程為何?

5. 暴露評估人員之資格與工作內容為何?

6. 暴露評估計畫內容為何?

7. 暴露評估監督內容為何?

8. 暴露評估報告內容為何?

9. 作業環境監測人員資格與工作職掌為何?

10. 需擴充檢知管使用之化學品使用時機與人員?

11. 化學性直讀式儀器擴充使用化學品、使用時機與人員

12. 其他建議
19

初步構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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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業暴露評估管理策略為何?

21

• 300人以上事業單位
- 相似暴露族群

• 299人以下事業單位
- 相似暴露族群
- 最大暴露危險群

相似暴露族群/最大暴露危險群

職業暴露評估實施對象

高溫作業場所
(定點)

物理性因子

高溫

工作/時間
休息比例

每3個月

噪音作業場所
(個人)

噪音

暴露劑量

每半年

場所/通道
(定點)

照度

照度值

每半年

化學性因子

定量暴露評估
(個人)

環測化學品

分級管理

依分級決定
頻率

定量暴露評估
(個人)

具PEL化學品

分級管理

依分級決定
頻率

暴露評估
(個人)

CNS15030
健康危害

分級管理

每3年

2. 需環測化學性因子與實施頻率為何?

22

作業環境監測對象物(116)

作業環境監測化學品

每6年

第一級
≤0.01PEL

每3年

第二級
0.01PEL-0.1PEL

每半年

第三級
0.1PEL-0.5PEL

3個月

第四級
0.5PEL-1PEL

每月

第五級
>1PEL

特定化學物質(具PEL) (24)
CMR化學品(1)

現行需環測化學品(91)

SEG (X95%)或最大暴露危險群 (UEL)

變更製程
風險評估→增加風險

※ 1個月內環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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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實施定量模式推估化學品與實施頻率為何?

變更製程
風險評估→增加風險

※ 1個月內環測

具PELs化學品 (491種)

定量模式推估化學品

每6年

第一級
≤0.01PEL

每3年

第二級
0.01PEL-0.1PEL

每半年

第三級
0.1PEL-0.5PEL

3個月

第四級
0.5PEL-1PEL

每月

第五級
>1PEL

SEG (X95%)或最大暴露危險群 (UEL)

23

4. 職業暴露評估實施流程為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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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暴露評估人員之資格與工作內容為何?

25
暴露評估訓練 (包含環測訓練，已完成者可抵充) 

6. 暴露評估計畫內容為何?

26

暴露評估政策與目標

暴露評估組織/人員

• 基本資料蒐集
• 製程/危害因子/歷史紀錄

策略擬訂 (採樣/分析)

數據分析方法

結果應用 (管理與控制)

物理性因子
• SEG

物理性因子
• 高溫 (工作/休息比例)
• 噪音 (劑量)
• 照度 (規範值)

• 暴評負責人
• 暴評人員
• 環測人員
• 現場主管
• 勞工

化學性因子
• MEG
• SEG

化學性因子
• 分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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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暴露評估監督內容為何?

27

8. 暴露評估報告內容為何?
暴露評估政策與目標

暴露評估組織/人員

• 基本資料蒐集
• 製程/危害因子/歷史紀錄

策略擬訂 (採樣/分析)

數據分析方法

物理性因子

• SEG

物理性因子

• 高溫 (工作/休息比例)
• 噪音 (劑量)
• 照度 (規範值)

• 暴評負責人
• 暴評人員
• 環測人員
• 現場主管
• 勞工

化學性因子

• MEG
• SEG

化學性因子

• 分級管理

數據分析結果

建議

• 管理面
• 控制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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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作業環境監測人員資格與工作職掌為何?
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物理性因子 化學性因子

甲物環測

•技師+環測
實務
•甲物+環測
實務
•原環測服務
人員

乙物環測

•甲物環測
•乙物+環測
實務
•原環測服務
人員

丙物環測

•甲物環測
•乙物環測
•管理師 (1年) +
環測實務
•管理員 (3年) +
環測實務

甲化環測

•技師+環測實
務
•甲化+環測實
務
•原環測服務
人員

乙化環測

•甲化環測
•乙化+環測
實務
•原環測服務
人員

丙化環測

•甲化環測
•乙化環測
•管理師 (1年) 

+環測實務
•管理員 (3年) 

+環測實務

環測機構

•噪音
•高溫
•照明

事業單位

•噪音
•高溫
•照明

事業單位

•照明

環測機構

•化學性環測
•直讀式儀器
(檢知管、直
讀式儀器替
代採樣法等)

事業單位

•化學性環測
•直讀式儀器
(檢知管、直
讀式儀器替
代採樣法等)

事業單位

•直讀式儀器
(檢知管)

29

10. 需擴充檢知管使用之化學品使用時機與人員?

化學性因子檢知管擴充使用

原7種檢知管 新增日本24種檢知管

環測結果第一級

丙化以上環測人員使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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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化學性直讀式儀器擴充使用化學品、使用時
機與人員

31

請建議…
1. 職業暴露評估管理策略為何?

2. 需環測化學性因子與實施頻率為何?

3. 需實施定量模式推估化學品分級管理與實施頻率為何?

4. 職業暴露評估實施流程為何?

5. 暴露評估人員之資格與工作內容為何?

6. 暴露評估計畫內容為何?

7. 暴露評估監督內容為何?

8. 暴露評估報告內容為何?

9. 作業環境監測人員資格與工作職掌為何?

10. 需擴充檢知管使用之化學品使用時機與人員?

11. 化學性直讀式儀器擴充使用化學品、使用時機與人員

12. 其他建議

請發言及惠填
意見表

32



2020/7/23

17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