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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挑戰的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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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驅動下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的創新與挑戰

在全球永續發展趨勢的推動下，ESG（環境、社會、治理）成為各行各業的重要指導框架。營造業
作為高風險、高影響力的行業，職業安全衛生（OSH）問題尤為重要。本文旨在探討 ESG驅動下，營造
業在職業安全衛生領域的創新與挑戰，及職業安全衛生對於社會責任的重要性。首先，介紹 ESG在營造
業中的應用，包括環境友善措施、社會責任承諾以及良好治理實踐。其次，分析營造業目前在職業安全

衛生方面的現狀與面臨的挑戰，如相關法規、風險管理等。爾後係探討在 ESG框架下的創新作為，包括
創新技術（如智能穿戴設備、物聯網技術），創新管理（如數據驅動的安全管理、預防性維護）。最後，

針對 ESG對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的影響，並提出未來發展方向與建議，以有效推動營造業在 ESG框架
下達到更高的職業安全衛生標準，並履行其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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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主計室於 111年 1月公布

「營建統計年報」中，110年營造業家數達 1萬 9,226

家，資本總額 9,115億元，110年底平均每家為 4,731

萬元 [1]。營造業為國家總體經濟重要的一環，帶動關聯

產業與經濟景氣息息相關，經濟活動是國家經濟發展

與競爭力之重要指標。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1

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台灣營造業僱工人數超過 85萬

（佔全部產業總僱工人數之占 7.74%）[2]，顯示營造業

在臺灣勞動市場中佔據重要地位。

然而，在全球永續發展和企業社會責任（CSR）日

益受到重視的背景下，環境、社會和治理（以下簡稱

ESG）成為評估企業表現的重要指標。營造業作為經濟

發展的龍頭產業，對於環境和社會產生重大影響，但

也面臨著諸多挑戰。特別是在職業安全衛生（OSH）

方面，營造業以其高風險的特性，是各方關注的焦

點。如何在 ESG架構下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水平，為政

府及企業當前所關心的課題。

* 通訊作者，harrychou@chu.edu.tw

ESG

隨著 ESG理念在營造業中的應用逐漸深入，透過

一系列環保措施、社會責任以及治理改進，推動產業的

永續發展。然而，在執行的過程中也面臨著許多挑戰，

營造業在推行 ESG驅動的職業安全衛生措施時，常常

面臨法規遵從的壓力、資源分配的限制以及高風險工作

的管理難題。這些挑戰不僅來自於外部監管的要求，還

包括內部管理的複雜性和勞工對新技術的接受度。

有鑑於此，如何有效地應對這些挑戰，滿足 ESG

理念在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中的深度融合，成為各公

司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本文將深入探討 ESG對於

職業安全衛生的重要性，在這些創新措施與挑戰過程

中，如何為營造業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水平及永續發展

提供參考。

營造業執行 ESG於職業安全衛生的現狀
與挑戰

根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1年勞動檢查統

計年報（112年尚未公布），台灣營造業僱工人數超過

85萬（佔全部產業總僱工人數之占 7.74%）[2]。從統

計資料中發現，全國產業發生職災事件共 46,544件，

驅動下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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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 ESG整體大環境的驅動下，營造業在提

升職業安全衛生方面面臨著諸多挑戰。儘管各公司在

法規合規、管理體系建設以及技術應用等方面不斷努

力，營造業的職業安全衛生現狀仍然呈現出高度的複

雜性和挑戰性。從國際間法規差異帶來的合規壓力，

到施工環境的固有風險，以及員工安全意識的培養，

這些因素都對營造業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以下將從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管理體系

和職業病和工傷事故三個方面詳細分析這些挑戰。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在各國皆面臨著嚴格的規

定，儘管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及法規體系不同，標準的

嚴格程度和執行力度存在顯著差異。例如，歐美國家

在營造業安全衛生方面具有較高的標準和成熟的監管

機制，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可能因資源限制和監管體

系不健全，導致執行難度較大 [3,4]。根據美國職業安全

與健康管理局（OSHA）的數據，2023年美國營造業

報告了大量非致命性傷害和疾病案例，這些數據包括

個別的工傷和疾病報告 [3]。

此外，隨著全球對職業安全衛生重視程度的提

高，各國也在不斷修訂和完善相關法規，要求企業及

時調整其管理體系，以符合最新的法規要求。例如，

英國健康與安全執行局（HSE）報告顯示，英國在

2023年對營造業的安全法規進行了多次修訂，旨在進

一步提高安全標準和監管力度 [4]。

這些數據和文獻表明，現代營造業在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方面面臨著多重挑戰和機會。企業需要在合

規、資源管理、技術應用、員工教育和風險管理等方

面不斷改進，才能有效提升其職業安全衛生水平。在

這個過程中，持續的員工教育和培訓、技術的有效應

用以及風險管理的加強將是關鍵，只有這樣，企業才

能夠在日益嚴格的 ESG環境中脫穎而出，確保員工的

健康和安全，同時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

營造業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已經逐漸從傳統

的被動應對模式轉向主動預防和風險管理。許多企業

引入了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

系統（如 ISO 45001），透過系統化的方法來識別、評

估和控制工作場所的風險。這些管理體系強調持續改

進，要求企業不斷監測和評估其安全表現，並進行相

應的改進措施。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資料，2023年營造

業報告的非致命傷害和疾病數量顯示出輕微上升的趨

勢。從 2021年起，營造業報告顯示約約 17.4萬例非致

命傷害和疾病 [3]，至 2023年，報非致命傷害和疾病數

量達到了約 18萬例 [5]。這些傷害和疾病的主要原因包

括高空墜落、物體打擊和機械傷害。高空墜落和物體

打擊仍然是營造業中最常見的事故類型 [5]。

此外，依據 OSHA的數據，2023年有超過 375,000

個企業報告了他們的職業安全培訓活動，這些活動

包括定期開展的安全演習和培訓課程，旨在提升員

工的安全意識和應急能力 [3,5]。先進的技術如物聯網

（IoT）設備和大數據分析也逐漸應用於安全管理中，

透過實時監控和數據分析，及時發現並處理潛在的安

全隱憂 [3]。

職業病和工傷事故數據

依據多個國家的數據統計，營造業是職業病和工

傷事故的高發行業。常見的職業病包括肺病、聽力損

失和肌肉骨骼疾病，這些疾病通常是由於長期暴露在

有害環境中或從事重體力勞動所致。根據美國職業安

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的資料顯示，2023年營造

圖1   歷年工作場所重大職災死亡人數統計圖（本研究整理自 [2]）

重大職業職災死亡 320人；其中營建工程業發生職災

事件 6,956件，營建工程業重大職業災害死亡 156人，

如圖 1所示。營造業職災事件比率占 14%，重大職災

死亡人數卻占 48.75%。再以死亡千人率而言，營造業

（0.1835）高達全國所有產業平均值（0.0291）之 6.3

倍，可見營造業勞安問題之嚴重性與急迫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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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報告了大量非致命性傷害和疾病案例，這些數據包

括個別的工傷和疾病報告 [3]。在英國，建築工人面臨的

健康風險包括肺病、聽力損失和肌肉骨骼疾病，這些

疾病通常是由於長期暴露在有害環境中或從事重體力

勞動所致 [4]。

在工傷事故方面，高空墜落、物體打擊和機械傷

害是營造業中最常見的事故類型。依據 2023年資料顯

示，這些事故在營造業中占據了主要比例。例如，美

國建築業在 2021年報告了 946名工人死亡，主要原因

包括高空墜落和物體打擊 [6]。儘管企業和監管機構採取

了多種措施來減少這些事故的發生，但由於施工環境

的複雜性和高風險性，完全消除工傷事故仍是一個重

大挑戰。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企業需要加強風險管理

和安全防範措施，同時推動技術創新，以有效保護勞

工的健康和安全。

綜上所述，即使在監管嚴格的地區，營造業仍然

具有高風險。企業在執行 ESG框架下的職業安全衛生

措施時，應該特別關注這些數據所揭示的風險領域，

並持續改進其管理體系和安全措施，以保障員工的健

康和安全。

ESG驅動下職業安全衛生的創新技術
營建產業在推動 ESG目標的過程中，針對職業安

全衛生需要積極採取創新技術，作為 ESG中社會責任

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能夠保護員工健康，還能提升

企業的整體競爭力。本章將探討營造業如何透過技術

創新，並強調其對企業的多方面好處。

進行物聯網（IoT）和大數據分析

物聯網（IoT）設備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在營造業

中的應用日益普及，這些技術透過實時監控和數據分

析，可以有效地預測和預防潛在的安全風險。例如，

安裝在工地上的 IoT傳感器可以監測空氣質量、噪音水

平和機械運行狀態，並將數據實時傳輸到中央控制系

統進行分析 [3,7]。

採用區塊鏈技術

區塊鏈技術為營造業提供了透明且不可篡改的數

據記錄方法，特別適用於供應鏈管理。企業可以使用

區塊鏈技術來追踪建材的來源和運輸過程，確保其符

合環保標準和社會責任要求 [6]。

強化綠建築技術

儘管國內以執行綠建築已有多年的經驗，若能夠

強化現有的技術，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節能設備和

永續建材。例如，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發電設備可以

大幅度降低建築物的碳足跡。此外，使用低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VOC）材料和回收建材，可以減少對環境

的污染 [8]。

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

VR與 AR技術在營造業中的應用迅速增長，這些

技術可用於員工培訓、安全演習和設計模擬。例如，

企業可以使用 VR技術模擬危險場景，讓員工在安全的

環境中學習如何應對緊急情況。此外，AR技術可以提

供實時的視覺化數據，幫助工人更準確地完成施工任

務 [3,8]。

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

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在營造業中的應用可以顯著

提高效率和安全性。這些技術可用於執行重複性高、

危險性高的任務，如砌磚、混凝土澆築和高空作業。

透過減少人工操作的風險，這些技術有助於降低工傷

事故的發生率 [7]。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的社會責任

在 ESG框架中，職業安全衛生的社會責任扮演

著關鍵地位，依據前章節的論述分析可了解到，營造

業各廠商透過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推動員工健康培

訓及應用先進技術來預防職業危害，不僅保護員工的

福祉，還提升了企業的永續發展能力。這些措施不僅

增強企業的社會形象，還促進了整體社會的健康與和

諧。因此，本文就營造業在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的社會

責任方面，分析如表 1所示。

營造業在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方面承擔著重要的社

會責任，透過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推動員工安全培

訓和教育、使用創新技術改善安全、確保環保和永續

發展，以及加強社會責任和社區參與，可以達成更高

的安全標準，提升員工福祉，並促進社會和環境的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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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結論

在 ESG驅動下，營造業的職業安全衛生面臨著新

的機遇與挑戰。從環境（E）角度，營造業在減少能源

消耗、降低排放和推廣綠色建築及材料方面有顯著的

進展；社會（S）層面上，營造業越來越重視勞工的健

康、安全和福利，透過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和全面的

教育訓練，有效提升勞工的滿意度和生產力。在治理

（G）方面，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公開透明的報告制

度有助於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標準，確保公私運營的合

規性和永續性。

然而，營造業依然面臨諸多挑戰，如工地環境的變

數、高風險作業、勞工教育訓練不足及安全設備的缺乏

等。這些問題需要企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來解決。隨著

技術的進步，物聯網、大數據分析、虛擬現實和擴增實

境、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等創新技術正在改變營造業的

工作模式和安全管理方式。這些技術的應用，有助於提

高施工安全性，減少工傷事故的發生。

建議

本文期望透過相關建議的實施，提供營造業有更

好的環境來應對 ESG驅動下的挑戰，並達成永續發展
的目標，勞工提供一個更加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

1. 推廣數位化及智慧管理：強化物聯網和大數據分析
在工地安全管理中的應用，實時監控施工現場的環

境變化，及時預警和干預。擴大虛擬現實和擴增實

境技術在安全培訓中的使用，透過沉浸式體驗提高

勞工的安全意識和操作技能。

2. 發展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推動無人機技術在工地

巡檢和監測中的應用，減少勞工進入高風險區域的

需求。鼓勵營造業發展建築機器人，執行高危險性

工作，降低勞工受傷風險。

3. 推動利害關係人參與：定期與各國勞工、社區和其

他利害關係人溝通，了解他們的關切和需求，並根

據反饋改進安全衛生措施。鼓勵企業參與產、官、

學界的標準制定，分享最佳實務，推動行業整體安

全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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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職業安全衛生的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 說明 執行內容

提供安全的工作
環境

營造業涉及高風險的工作環境，企業必
須確保提供安全的工作場所，以保護員
工免受職業傷害和疾病的影響。

˙安裝並維護安全設備，如防護網、安全帶和防護頭盔。
˙確保工地符合當地的安全標準和法規 [4]。
˙定期進行安全檢查和風險評估 [3]。

推動員工安全培
訓和教育

為了提升員工的安全意識和技能，企業
應該定期提供培訓和教育計劃。

˙安排安全演習和應急演練，讓員工熟悉如何在危險情況下保護
自己。

˙使用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技術進行模擬培訓，
使員工在安全環境中學習應對危機 [3,7]。

使用創新技術改
善安全

引入創新技術可以顯著提高施工現場的
安全性和效率。

˙物聯網（IoT）傳感器可實時監控空氣質量、噪音水平和機械運
行狀態，預防潛在的安全風險 [3,4]。

˙區塊鏈技術可以提供透明且不可篡改的數據記錄，確保供應鏈
的合規性和環保標準 [6]。

確保環境保護及
永續發展

營造業在施工過程中應注重環境保護，
使用永續建材和節能設備。

˙採用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材料和回收建材，減少對環
境的污染 [7]。

˙使用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發電設備，降低建築物的碳足跡 [7]。

強化社會責任和
社區參與

營造業應該積極參與社區建設，實踐推
動社會責任的義務。

˙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提供就業機會和技術培訓 [7]。
˙確保施工過程不對 當地社區造成負面影響，並積極參與社區的
環保和安全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