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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職業安全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定期的員工大會與部門會議

藥華醫藥於 2018年頒布了《環保安全衛生政策》，明訂「為保障員工安
全健康與保護環境，防止災害發生，提升全體員工安全衛生觀念，以企業
永續發展為目標，特此訂定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政策」。另台北總公司亦
於 2023年依法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推動小組並制定《職業安全衛生政
策》，由總經理簽核後公告施行。此政策包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健康促進，
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等重點，涵蓋範圍包含臺灣總部 (含台中廠 正職員工共
321位，涵蓋率達 100%。目前並未包含非員工。

雖然尚未導入 ISO 45001, 但藥華醫藥參考工作安全分析 (Job Safety Analysis; JSA)方法，建構現有管理流程，步驟包括危害鑑別、風險評估等管理模式，以確保
營運持續。公司並定期舉辦職安風險教育訓練，提升人員危害鑑別意識與管理作為。

本公司無設立工會，但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每季員工可透過工作報告
及提案討論，增進勞資雙方之順暢溝通；亦可透過定期部門會議佈達公司重
要事項與營運目標，讓經營高層能直接與主管及員工討論公司願景與文化、
凝聚共識及目標。另外，公司亦鼓勵員工直接向行政直屬主管當面表達訴求。

台北總部預計 2024年率先導入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台中廠
同年跟進，以期建立更完整的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等相關措施，
建構一個安全、健康、零災害的職場環境。藥華醫藥也建置多元申訴機制，
除可直接向各廠環安人員反應外，公司另設有職場不法侵害申訴信箱與熱
線，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信箱與熱線以及勞動權益申訴辦法 /信箱
與熱線。

 GRI 403-1

GRI 403-2

1 2 3 54 6製程、產品、服務 作業活動之
步驟拆解

細部作業之
鑑別危害

盤查既有
管制措施

評估風險與
尋找機會 改進措施

https://hq.pharmaessentia.com/uploads/images/CSR_Environmental_Safe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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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品質與安全管理公司治理永續管理與發展前言 參與社會的貢獻者 附錄

職業健康服務

推行健康服務與促進活動，
減少健康風險

同仁健康促進

我們致力於降低職業傷害風險、打造使員工享有身心平衡、健康快樂的工作環境。藥華醫藥台中廠和台北總公司均
取得「健康職場認證／健康促進標章」，有效期限 3年，肯定了本公司落實對同仁健康保護的成果。

藥華醫藥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法」提供各項職業健康服務。包括 : 年度體檢、不定期健康促進
講座、特殊健檢、職場母性健康保護、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依過負荷問卷及 10年心血管疾病風險管理評估及人
因性危害預防等。每年安排專業心理諮商師或醫師 /護理師入廠服務，於 2023年台中台北各提供 39場次醫師 /護
理師臨廠服務，共計 135名員工參加衛教活動及接受面談指導，降低或去除潛在健康風險。亦設立每季一次的勞資
會議，與順暢的反應溝通管道，供同仁隨時提出健康疑慮。

藥華醫藥致力打造使員工享有身心
平衡、健康快樂的工作環境。不分
年齡，每年實施全體員工一般健康
檢查，且項目優於法規， 讓員工
及早了解自己健康狀況進行追踨管
理。並依法特約醫護人員入廠，提
供衛教服務，必要時安排醫師面談
或轉介醫院門診治療，降低或去除
潛在健康風險。2023年共有 389
名員工受惠。

辦理多樣化健康促進活動，與同仁
一同在工作之餘，培養優良運動習
慣，並提供多元的身心紓壓方式，
守護彼此的健康。

活動內容 2023年執行成果

提供優於法規做法的體檢
●  不分年齡，每年實施一次。
●  增加腹部及頸部超音波、肺功能、骨質密度及癌症篩檢、心電圖
檢查。

符合法規辦理體檢 依職安法規定分年齡實施；依 GMP規定，每年實施。

運動社團與課程補助 成立健走社、桌球社，每半年社團運作費用補助。

舉辦登山、健行等活動 健走社不定期舉辦登山及步道健康行。2023年健康促進活動與健走
社，共同舉辦 3場中科園區公園秘境探索之旅。

提供按摩服務
按摩小站：為兼具公益與員工健康，自 2014年起設置「按摩小站」，
進用視障按摩師 1名；受同仁及外部肯定， 成功營造健康職場典範，
2023年約 1,000人次使用。

推行彈性上下班制度
公司彈性上下班時間，主要為體恤員工工作及家庭平衡，彈性上班
時間為台北「8:00-9:30」;台中廠「8:00-8:30」，讓全體員工可以更
加有效的運用時間 。

醫護駐診或特約

依公司人數與管理顧問公司簽訂合約 :
●  醫生臨廠 3次 /每年、每次 2hr
●  護理師臨廠 3次 /每月、每次 2hr
●  心理諮商師、復健科醫師則採不定期入廠服務，台中廠共有 41人
參加衛教活動員工及接受面談指導

補助接種流感疫苗 每年五日有薪病假，並補助接種流感疫苗每人 600元，並列入 2023
健康促進集點獎勵。

GRI 403-3, 403-4

GRI 403-3

GRI 403-6

台北廠健康職場認證／
健康促進標章

台中廠健康職場認證／
健康促進標章



96

2023藥華醫藥永續報告書

職場安全與事故預防機制 /衝擊評估

藥華醫藥已於 2023年正式成立安委會，預計
2024年導入 ISO 45001，各廠區也遵循 ISO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精神，訂定《勞工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及《緊急應變程序》，規範各項安檢措施，
並定期執行應變演練，以因應突發之各種緊急事
件及預防工安事件發生。員工定期接受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對於法規規定操作項目或作業主
管，皆依法配置人員，並規範非操作人員不得操
作其作業項目。廠區更明定《重要設施操作人員
測試》、《廠內安全衛生規定》、《承攬商入廠
作業》，規範入廠、設施操作、廠內安全作業等，
確保廠區中所有人員之安全與健康。

泛泰醫療物流中心訂有《物流中心安全管理作業
程序》及《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預防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傷害之發生，確保設備維持正常運
作。遇有緊急事件時，即時通報物流中心經理，
以啟動緊急應變編組救災及疏散人員或有受傷者
報警就醫之管理機制。

風險程度評估
公司尚未導入 ISO 45001之前，已依照 ISO 45001之系統處理風險與機會之措施，各廠員工享有退
避權，並建立危害鑑別、風險與機會評估管制程序，由各單位全體工作者參與單位內作業活動危害
鑑別與風險評估，上述工作者均完成職前訓練、在職訓練及必要之證照訓練 (特殊作業者 )，具備危
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能力。

2023年藥華醫藥職安衛訓練方面，包含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及員工在職訓練相關法令證照等共 62人參與，
總受訓時數為 407小時。每年亦定期配合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參加法規宣導及緊急應變等國際新知及不定
期內外訓講座課程 (包括一般訓練、特定職業危害、危險活動、危險狀況訓練 )等，以優化廠內管理措
施的環保教育訓練。2023年內外訓共達 14場人、總參與人數達 378人次、總受訓時數為 1,289小時。

廠址 項目 總場次 參與人次 總受訓數 (小時 ) 備註 (頻率 )

台北 /泛泰醫療

緊急應變逃生 & 急救技能演練訓練 (內訓 ) 3 130 845 不定期

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內訓 ) 1 33 99 不定期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與通識規則 (內訓 ) 1 19 57 不定期

園區避難逃生 (外訓 ) 1 80 80 每年 1次

台中廠

消防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內訓 ) 2 86 172 每半年 1次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演練 (內訓 ) 2 6 12 每半年 1次

生物安全應變演練 (內訓 ) 1 18 18 每年 1次

中部科學園區毒化災研討會暨災害防救應變演
練檢討會議 (外訓 ) 1 1 1 不定期

園區化學品查核宣導說明及災害應變管理及安
全衛生查核輔導計畫專家討論會議 (外訓 ) 1 1 1 不定期

毒化物應變人員訓練通識級 (內訓 ) 1 4 4 初訓

總計 14 378 1,289 -

1,289小時

職安衛教育訓練共 14場，
共 378人次參與

GRI 403-5, 403-7, 403-9, 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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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管理
藥華醫藥台中廠規範員工及承攬商在執行高風險作業須於作業前申請許可及
完成相關防護措施後始可作業。2023 年台中廠共計 134件動火許可件數 (高
風險作業 ) ，以管制廠內動火作業的工作，達到維護設備及人員之安全的要求。

承攬商安全管理
訂定承攬商管理辦法，針對進入本公司廠區的承攬商安全，針對施工前、入
場前以及施工期間，分別訂定管理機制，保障公司同仁以及承攬商的安全。
2023年度藥華醫藥以及泛泰醫療未有承攬商於本公司工作場所內發生之職
業傷害事故，亦無任何可記錄之職業病案件數量。我們也將持續確保承攬商
的施工安全，保護其權益並促進安全可靠的工作環境。

化學品管理
目前藥華醫藥已逐步建立化學品清
冊，以完善作業程序。

機具和其他管理
各廠區皆依法規要求，機具或工具
進廠檢查須經驗證合格並有安全標
章認證，未合格機具不得使用。

定期消防緊急應變

 廣播疏散  人員疏散  關閉重要設施

 引導人員離開  滅火班

 現場點名及回報指揮官

 射水訓練

施工前 入廠前 施工期間
●  廠商交回《 承攬商安
全衛生環保承諾書》 
及《 承攬商入廠切結
書》

●  繳交人員保險資料、6 
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證明

●  本公司環安單位留存

●  安排承攬商接受入廠
前安全衛生訓練

●  承攬商人員必須簽署
《 工作場所環境及危
害因素告知單》

●  工程單位須確保承攬
商符合《 承攬商環保
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之規定

●  遇特殊作業須檢附訓
練證明

●  環安單位得抽查。倘
遇有安全顧慮時，應
立即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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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驚事件
2023年藥華醫藥台中共有 8起虛驚事件與 6起安全事件 (2件廠區內，4件
廠區外 )，並未造成人員傷亡與財物損失的事件，且與製程無關。人員受輕
微傷害，無損失工時且無就醫狀況。

本公司追蹤藥華醫藥、泛泰醫療與美國子公司之工傷情形，並根據《事故調
查處理辦法》進行調查及後續改善措施追踨。2023年台灣地區有二起發生
於台中廠的職業傷害事件，一為同仁於機台操作時因不熟悉機台導致同仁眼
角膜劃傷，該名同仁於四天後恢復正常工作；另一起為操作人員未依規定配
帶矽膠手套或隔熱手套，輕微熱水燙傷，包紮後回廠上班，無工時影響。

針對此次單一偶發事件均依事件調查管理規定進行相關設備盤查，由權責主
管召集相關人員開會，調查原因與檢討改善，如增設警語、實施人員安全懇
談與訓練，嚴格執行設備安全操作須知，以確保同仁安全。

事故調查流程
1. 發生火災、爆炸、化學品洩漏、天災事故，依其緊急應變程序實施，
防止事態擴散、人員傷亡並以生命為優先考量，妥善照顧處理傷患。

2. 事故發生第一時間，先以電話或口頭通報單位主管及環安單位請求
支援，以利判定是否向外部機關 (消防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
尋求支援。

3. 事故後續調查流程

事故通報及調查

矯正預防

人員傷害事故無人傷害事故 通報送醫

事故安全教育

事故統計分析

事故種類判定

記錄保存

緊急救護課程：AED & CPR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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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事故率
2023年日本共發生 2起失能案件，共損失約 5個月的工作天。藥華醫藥台灣地區共發生 2件暫時全失能事件 (註 )，損失天數約 4天。美國無此情事發生。

日本員工職災率 (日本子公司於 2023年首度揭露 )

項目 定義 2023年

總工時 2023年全體員工之工作總時間 249天

缺勤率 (AR)
缺勤率 (AR)：(總缺勤天數 /總工作天數 ) X 100%，小數點第 3位無條件捨去。
缺勤天數：指員工因失去勞動能力而脫離崗位。包括：病假 (一般病假、住院病假、生理假 )、事假 (事假、家庭照顧假 )、工傷假、職業病假；不包括：
批准的假期 (如特休 )、產假、陪產假、喪假等。

1.6%

可記錄總工傷事故數量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數量 台中廠 :2件

可記錄總工傷事故頻率
（TRIR）

(事故數 × 200,000) / 工作總時數。（200,000 指按照每年 50 個星期，每星期 40 個工時計，每 100 名僱員的比率。另外工傷事故不包含上下班通
勤期間發生之事故） 台中廠 :1.26

職業病數 可記錄的職業病案件數量。職業病系指因工作條件或實務作為所造成或加據的急性、復發性、慢性健康問題。包括但不限於 (1)重複性作業等促
發肌肉骨骼疾病。(2)皮膚系統、呼吸系統疾病。(3)惡性癌症 (4)由物理因素引起的疾病 (如噪音誘發的聽力受損、振動引起的疾病 ) (5) 精神疾病 0

職業病率 (ODR) 職業病率 (ODR)：(總職業病件數 /總經歷工時 ) X 1,000,000，小數點第 3位無條件捨去。 0

工傷率 /
事故率 (IR)

嚴重職業傷害工傷率：(嚴重職業傷害工傷件數 /總經歷工時 ) X 1,000,000，小數點第 3位無條件捨去。
嚴重職業傷害工傷件數：指永久全失能事件件數及永久部分失能事件件數之總和。 0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工傷率：(可記錄之職業傷害工傷件數 /總經歷工時 ) X 1,000,000，小數點第 3位無條件捨去。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工傷件數：指暫時全失能傷害件數、損失天數在一日以內事件件數及紅藥水事件件數之總和 6.31

損工日數率 (LDR)
損工日數率 (LDR)：損失日數比例 (LDR) ＝ (總失能傷害損失天數 / 總經歷工時 ) X 1,000,000，小數第 3位無條件。
損工日數：指暫時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永久全失能及死亡所造成之損失日數總和。 12.62

註： 暫時失能定義為罹災人未死亡，亦未永久失能。但不能繼續其正常工作，必須休班離開工作場所，損失時間在一日 (含 )以上 (包括：國定假日、例休假日或停工日 )，暫時不能恢復工作者。

工作日缺失／限制或轉移率 DART (總失能事件數 /經歷工時 )x 200000 4.46

丟失工作日率 LWR (總失能損失天數 /經歷工時 )x 200000 223.11

失能傷害頻率 LTIFR (總失能事件數 /經歷工時 )x 1'000000 22.31

失去的時間發生率 LTIR (總失能事件數 /經歷工時 )x 200000 4.46

GRI 403-9, 4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