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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之權利是「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所揭示保障之人權，然而屬於公共服務業中之警察人員，基於其人員的

身分，或其工作性質，而使其基本權利未受到保障而因此遭受損害。鑑於國

內外社會、經濟結構改變，除傳統之職業危害外，警察人員尚面臨其他新興

職業病、職業災害，亟須強化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之制度與措施，保障其

免受職業災害及健康危害之目的。 

本研究旨在透過比較台灣與日本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組織職掌安排

之差異，找出台灣警察人員在職業安全與衛生上面臨之問題，先就台灣與日

本警察組織與業務職掌，說明公務人員人事主管機關以及職業安全與衛生相

關法令，並比較台日兩者整體在職業安全與衛生制度上組織職掌之不同，研

究發現台灣警察面臨職業安全與衛生之問題包含，工作場所未落實設置安全

與衛生組織、員工參與機制、未提供全員健康檢查、無明確職業傷病通報與

認定機制、缺乏第三方監督，最後本研究依上述台日組織制度比較結果提出

建議，歸納出應建立警察機關職業安全與衛生防護專責之組織、設立專責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完善維護警察人員安全與衛生之必要措施、建立整體警

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紀錄、明確訂定警察人員發生職災後通報及處

理流程五項建議，期能提供台灣警政單位作為改善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

制度之參考。 

 

關鍵詞：職業安全、職業健康、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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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過去，台灣針對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的研究以現場執行個別勤務人員的執勤安全為主、例如：以各

種勤務之情境討論執勤安全1，而在實際規劃與執行上，多聚焦在探討警械使

用2並透過危機應變與安全管理策略3確保警察人員、人犯安全以及案件程序

的安全。然而，從整體檢視規範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的制度是否完善鮮少被

加以探討，亦即以保障職業安全與健康的角度，為工作中的警察人員建構安

全的工作環境、組織制度、管理、教育訓練、查核與責任等。 

故本文透過文獻回顧與整理，比較台灣與日本保障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

衛生在組織職掌安排的規範相似性與差異性，期能提供未來完善台灣警察人

員職業安全與衛生制度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時至今日，職業傷病與重大職業災害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及巨大經濟損失

備受關注，暴露在充滿危害的工作環境中可能造成職業傷害或疾病，儘管各

項工作條件持續緩慢改善，職業災害和疾病仍頻繁發生。依據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統計，全球每年有 278 萬勞工死於

職業事故和與工作有關的疾病，另有 3.74 億勞工經歷非致命的職業災害和與

疾病。每年由於工傷和疾病，全球估計損失了 4％的國內生產總值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0)，如果不加以預防，職業危害將導致

勞工離開原職場或未來無法再工作。因此，為加強職業災害之預防，促進就

 

 
1 如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探討攔截圍捕與執勤安全等情境。梁哲賓（2014）。攔截圍捕與執勤安

全。刑事雙月刊（61），頁 44-50。  
2 吳斯茜. (2016). 探討警察用槍決策歷程及訓練設計.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行政管理學報(12)， 57-

68. 。 
3 李宗勳. (2010). 警察危機應變與安全管理: 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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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及經濟發展，避免造成嚴重的健康和安全問題，在職場上提升安全意

識並注重職業安全衛生已成為各國所必須重視的課題。 

承擔著實現公共任務的警察人員在社會治安與秩序的維護上扮演著舉足

輕重的角色，工作範圍可從日常巡邏到各式犯罪調查，涵蓋人民日常生活的

諸多方面，臺灣警察人員執勤時面臨職業災害和疾病的新聞時有耳聞，在現

行有關警察人員之職業安全衛生各項規範仍有改善空間。對於民間企業的勞

工職業安全衛生制度與分析，迄今為止已累積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4，但劃分

為公務人員的警察通常是被列在這些分析之外的。多數情況下，理由是警察

人員屬於公務人員非一般勞工，且警察機關屬於業務性質特殊機關，須全年

無休服務民眾（公務人員周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1 項），在過去並不受

重視。然而，人民之健康權，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5，業務性質

特殊機關之公務人員，亦須符合對該等公務人員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

6，意即不能因其公務人員身分或服務機關業務性質特殊而忽略其健康之保

護，如何預防每一位警察人員免於職業傷害與疾病，是作為雇主的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必須思考及努力改善的方向。 

近年來，偶有發生疏導交通或處理事故員警於執勤時遭遇後方車輛追撞

致死或遇突發攻擊身故事件。2018 年 4月 22日 2名國道警察於高速公路執行

取締違規大貨車時，遭後方另一輛大貨車追撞殉職7；隔年，鐵路警察遇刺殉

職新聞再次登上新聞版面8。國道公路警察局自 59 年歷年統計 22 人執勤身

 

 
4 Chuang, K. Y. et al.（2009）曾針對 102 名專家和 235 名工業安全人員對於台灣職業安全與健康問

題和發展政策進行調查，研究表示「促進職業安全與衛生意識性」和「加強整體安全文化」是減

少台灣事故數量的方法；就目前的職業安全與衛生政策重點而言，11.2%的專家認為「改進職業

安全與衛生立法、標準和系統」最為重要，而 8.9%的安全人員認為辨別「工作壓力、過度勞累」

和新出現的職業安全與衛生問題是最重要。Chuang, K. Y., Su, T. S., Kuo, C. Y., Lin, C. L., Lin, H. Y., 

& Yu, Y. C. (2009). Study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rategy for Taiwan. Industrial Health, 

47(6), 656-663. doi: 10.2486/indhealth.47.656。 
5 司法院釋字第 753 號及第 767 號解釋。 
6 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 
7 中央社（2018）。國道員警被撞死 肇事運將疲勞駕駛逾 12 小時，2020 年 9 月 9 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4230127.aspx。 
8 中央社（2019）。殉職鐵路警察死因 靜脈被刺破大量出血，2020 年 9 月 9 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705023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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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死亡原因超過五成為執勤中被行車車輛高速直接或間接追撞所導。因公

執勤死亡人數與現有人數比較「員警執勤身亡平均年發生率」國道公路警察

局為千分之 5.26
9（監察院， 2018）。因而，警政署近年來振聲疾呼加強改善

警察執勤安全問題，從而進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 17 條修正

案，將「遭遇危難事故，奮不顧身，以致死亡」，修正為「處理對其生命有

高度危險之事故，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以致死亡。」藉此放寬「因公殉

職」認定標準，提高補償金額藉以慰問、撫平家屬的傷痛；其次，行政院亦

提出國道公路警察局外勤同仁執勤面臨的危險因子納入考量，增加危險加給

的額度；再者，針對該勤務編列經費改善裝備。然而，當職業災害發生後，

增加勤務危險加給、事後之金錢補償與遺眷之照護工作並未能避免職業災害

的再次發生，除了編列經費改善裝備之外，是否能深入探究災害發生原因，

並針對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整體制度通盤檢討，達成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之目的呢？ 

警察工作本身具有危險性、辛勞性、高度機動性等特性，在執行高度不

確定勤務的過程中，為了減少職業災害的發生，除了事後補償之外，是否可

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關注事前預防工作，注重警察的職業安全衛生的議

題，換言之，以「預防」的思維，提供更完善職業安全與衛生制度與措施，

不僅能保障警察人員生命、身體與健康，減少非必要人員傷亡，也使得許多

家庭免於破碎，實有近一步檢視與探討之必要。基於上述看法，本文試圖對

台灣警察職業安全衛生制度進行探討，聚焦於組織職掌之安排，圍繞著警察

這一職業存在諸多健康和安全問題，辨識可能危害並找出降低風險的方法，

並藉由日本的經驗，改善對警察職業安全和衛生問題，以期確保警察人員能

享有兼具安全與衛生的工作環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9其餘六都警察局統計由高至低依序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千分之 3.03）、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千分

之 2.66）、新北市警察局(千分之 2.3）、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千分之 2.37）、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千分

之 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千分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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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在臺灣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制度組織職掌之安排上，公務人

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但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

並無不同，在為人民與社會服務的同時，國家應負有保護照顧義務，提供警

察人員執勤時必要且合適的安全裝備、設施，並盡可能採取各項預防措施，

以減少職業災害發生的可能。 

由於台灣的警察組織制度受日本的派出所制度一定影響（陳明傳， 

2019），且同屬於大陸法系國家，地處東亞並臨近台灣，故本研究擬參酌日

本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制度，就台灣現行制度予以比較。日本之警察組

織，分為中央及地方，概略介紹現行日本警察組織，本研究以東京都警察人

員制度為主要，至於個別地方警察因應不同勤務採取之職業安全、衛生制度

與措施，留待後續作為研究主題。 

是以，本研究乃嘗試從整體檢視現行臺灣警察人員工作場所基本之職業

安全與衛生組織職掌之安排，鑒於台灣和日本在地理位置與國情文化，相較

於歐洲與美國相近，藉由比較與日本制度之相似性與差異，希冀藉由事前預

防的角度，在安全的工作環境下，執行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達到防止職業

災害發生之目的，減少因非必要之傷亡。綜上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說明： 

一、瞭解現行台灣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聚焦於組織職掌安排之概況。 

二、透過與日本之比較，分析兩者在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組織職掌安排上之差

異。 

三、根據研究內容提出建議，供警政單位未來完善警察職業安全及健康制度之

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達到上述三項研究目的，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蒐集研究資料，

並以比較法作為分析資料之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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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蒐集台灣與日本政府發布之文書、官方出版各種有關公務人員職業

安全與衛生之報告、學者專家之研究報告，以及蒐集國際組織相關文章與出

版品，藉以比較台灣與日本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在組織職掌之安排之差異。

上述文獻資料除中英文文獻以外，亦蒐集日文文獻資料，並翻譯成中文，以

供參考。 

本研究首先就台灣與日本警察人事主管機關、警察組織與業務職掌進行

比較，其次，比較兩國中有關警察職業安全衛生組織職掌與安排，包含安全

與衛生設施、管理措施、監督檢查等。 

第四節 研究範圍 

依傳統行政法學的觀點而言，「警察」的概念可分為「學理上（廣義）

的警察」與「實定法上（狹義）的警察」概念（陳立中， 1991）。學理上警

察係指凡法律規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其機關或

人員得使用、取締、之手段均屬之；實定法上之警察係指依警察法第九條所

定依法行使職權之「警察」，為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的總稱。因此，本研究

所稱之警察人員乃以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3 條所規範之警察人員，不包含一

般行政人員、海巡、移民機關，法務行政中具有刑事訴訟法上司法警察身分

之調查局人員、檢察事務官，以及行政執行官、監獄官等，僅限於警察法規

定之警察機關及警察人員，意即僅為形式上、狹義的、行政組織法上之警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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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與日本警察組織與業務職掌 

第一節 台灣警察組織與業務職掌 

本節介紹我國與日本警察人員人事主管機關、警察組織架構與業務職掌

個別介紹，藉此了解掌管公務員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主管機關以及台灣與日

本警察機關架構與業務內容。 

壹、 台灣警察人事主管機關 

警察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以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任用，屬於公務員保

障法所稱之「指法定機關（構）及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有給

專任人員。」因此，警察人員屬於公務人員保障法適用對象。 

而有關公務員職業安全與衛生之防護規定，依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9

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執行職

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其有關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

之。」該法授權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

防止公務人員發生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此外，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

理考試、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及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

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因此，考試院係作為公部門人事法制之最高

主管機關，肩負健全文官法制、強化行政中立、落實文官倫理價值之責任；

同時統籌辦理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相關事宜10。以下簡述考試院組織架構及

業務職掌： 

一、組織架構 

考試院設置院長、副院長各 1 人、考試委員 7 至 9 人。考試院下設考選

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及公務人員退

 

 
10 考試院（2020）。組織簡介，2020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exam.gov.tw/cp.aspx?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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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等四個所屬部會。考試院主管全國有關公務人員重大

事項與政策，且各項政策皆需經考試院會議（由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及

所屬部會首長組成）之決定。 

二、業務職掌 

(一) 考試院本部 

考試院院本部秘書長及副秘書長，主要係共同協助院長處理考試院事

務，並分設處、組、會、室等單位，分別負責研擬規劃施政綱領、施政計

畫、考銓政策，審核考試院所屬部會研議之考銓政策、法令等作為其他行政

單位之支援事項。 

(二) 考選部 

考選部主要係掌理國家考試，主管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考試與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試。內部分設考選規劃司、高普考試司、特種考試司、

專技考試司、題庫管理處、資訊管理處等六個業務單位，及總務、秘書、人

事、會計、統計、政風等幕僚單位。 

(三) 銓敘部 

銓敘部掌理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保險、退休、撫卹、退

撫基金之管理及各政府機關人事機構之管理等事項。內部分設法規司、銓審

司、特審司、退撫司、人事管理司等單位。此外，銓敘部另設有公教人員保

險監理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等兩個附屬機關。 

(四)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保訓會隸屬於考試院，另設有國家文官學院，主要負責公務人員權利保

障與訓練進修政策。而保訓會委員會議則主要審議有關公務人員保障事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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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培訓之政策、法規等事項，以下就保障業務與培訓業務簡述如下

11： 

1. 保障業務 

保障業務包含公務人員身分、工作條件、官職等級、俸給與其他公法上

財產等有關權益保障之研議及建議；保障事件之審議、查證、調處及決定；

保障業務之宣導、輔導及協調聯繫等。如警察人員對上級主管所提供之工作

條件有意見時，可向保訓會提出申訴。 

2. 培訓業務 

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定：「保訓會職掌事關全國一致性質之公務人

員訓練進修法制，統一解釋有關訓練進修事項，並監督各機關訂定年度訓練

進修計畫。包含高階公務人員中長期發展性訓練、晉升官等訓練、錄取人員

訓練成績評量、訓練成效評估等。該培訓項目主要係針對公務人員基礎知識

訓練。」而有關警察人員之執勤時所需具備知識之教育訓練，主要分由中央

所屬或直轄市、縣市各警察機關掌理教育訓練業務之單位負責訓練 

貳、 台灣警察組織架構 

有關台灣警察組織架構方面，可分為三個層級：內政部、內政部警政署

以及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及各縣市警察局。首先，依警察法第 4 條及第 5 條規

定：「內政部掌理全國警察行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

（市）警衛之實施。」；其次，內政部設警政署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務，包

含「保安警察業務、外事警察業務、國境警察業務、刑事警察業務、水上警

察業務、專業警察，統一指揮及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行警察任務。」最後，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及各縣市警察局：掌理各市、縣（市）轄區警察行政及業

務，並指揮監督所隸屬之警察局。 

 

 
11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2020）。組織與職掌，2020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csptc.gov.tw/cl.aspx?n=28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11

9 

 

 

有關台灣警察人員階級，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5 條：「警察官等分

為警監、警正、警佐。警監官等依序分為特階及一至四階；警正及警佐官等

依序各分一至四階。」此外，在台灣現有警察人員人數方面，截至 108 年底

人員數量總計 85,642 人，這些人數包含職等為警監 441 人（約占 0.52%）、

警正 46,726 人（約占 54.46%）及警佐 38,475 人（約占 44.93%）12；各直轄

市、縣市交通義勇警察，截至 108 年 5 月，總計 8,116 之人員13。 

掌理全國警政事務之內政部警政署可分為 20 個署屬機關（構）及 6 個直

轄市以及 16 個縣市（政府）警察局，組織架構圖如下： 

 

 

 

 

 

 

 

 

 

 

 

 

圖 2-1 警政署組織架構 

資料來源：警政署網站（2020）。  

 

 
12 銓敘部（2019 年：68）。公務人員概況統計，109 年 6 月 24 日，取自 ：

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1392&Page=6539&Index=4。 
13 內政部開放資料平台（2020 年：2）。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交通義勇警察人數統計表，109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data.moi.gov.tw/MoiOD/Data/DataDetail.aspx?oid=D27F965D-D21A-423E-

8397-5D1EE40937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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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台灣警察業務職掌 

從法令的規定來看我國警察業務，依警察法第 9 條第 1 項警察依法行使

左列職權：「一、發佈警察命令。二、違警處分。三、協助偵查犯罪。四、

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五、行政執行。六、使用警械。」另同法第

七款規定：「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

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理以及其他依法令事項等，尚有依法令

提供其他機關職務協助」，約計有 186 種。唯部分業務現均非我國警察之業

務，如：救災、衛生、消防等，實際範圍需參考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

第六款規定，「以警察組織法令規定之業務職掌為主。」此外，「如依業務

性質又可將警察區分為行政警察與司法警察。行政警察以預防犯罪為目的，

工作內容是巡邏、守望、查察、取締、交通指揮等；司法警察以負責偵查犯

罪，執行犯罪調查與協助偵查工作。」（陳明傳、 李湧清、 朱金池、 洪文

玲、 章光明， 2017） 

以下就全國警察行政事務機關以及各市、縣 （市） 轄區警察行政及業務

分述如下： 

一、全國警察行政事務機關 

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務，統一指揮及

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行警察任務，下設 9 個業務單位以及 9 個輔助單位，以

下介紹警政署各業務單位與所掌事務： 

(一) 行政組 

行政組下設有警政科、勤務科、正俗科三個業務科，隸屬中央之專業警

察機關對應單位為行政科、警務組，另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對應單位為

行政科、課。而其中行政組所職掌有關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相關業務包

含：分駐（派出）所設置基準、警察服制及警察機關設備標準、規劃、督導

及管制警察勤務制度、警察機關勤前教育、警械之管理等。 

(二) 保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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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組下設有保安科、警備科、警衛科、反恐科四個業務科，其中保安

組所職掌有關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相關業務包含，有關治安維護勤務與

保安警察的規劃與督導，如：人民集會遊行、中央與地方選舉治安維護、擴

大臨檢、反暴力及恐怖攻擊勤務、維安特勤隊、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等特

殊勤務。 

(三) 教育組 

教育組下設教育科、訓練科、諮商科，其中教育組所職掌有關警察人員

職業安全與衛生相關業務包含，規劃、督導、考核各項警察教育訓練、課程

與教材、警察進修、警察常年訓練術科執勤技能與學科講習、訓練設施之建

置管理、警察人員心理諮商及輔導等有關警察人員教育事項。 

(四) 國際組： 

國際組下設外事科、僑防科、特勤科三個業務科，中央所屬之專業警察

機關對應單位為警務科或國際科，另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對應單位為外

事科或行政科。其中國際組所職掌業務與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項目較無

相關，主要係以涉外治安案件為主，例如：外事情報蒐集分析、協助執行外

國元首、重要官員、特殊人士訪華及國際性會議安全維護之規劃以及外國駐

華使領館、國際機構、官員及官邸安全維護之規劃、督導等有關外事警察事

項。 

(五) 交通組： 

交通組下設交通科、管理科、安全科三個業務科，綜理交通警察業務，

其中交通組所職掌有關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相關業務，主要係有關規劃

交通安全之維護、交通警察之執法、交通事故之處理以及交通警察裝備器材

之規劃等其他有關交通警察事項。 

(六) 後勤組： 

後勤組下設裝備科、營繕科、採購科、財物科四個業務科，其中後勤組

所職掌有關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相關業務，主要係警察機關武器、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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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警用車輛、防彈裝備、資訊設備、保安裝備、員警服裝配發及管理、購

置、維護督導、保養與汰換以及警用車輛駕駛之訓練等其他有關警察後勤事

項。 

(七) 保防組： 

保防組下設保防科、偵防科、社調科、資料科、安檢科五個業務科，其

中保防組所職掌有關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相關業務，警察機關於重要入

出境地點如港口、機場等治安維護、應變演練，其他如偵防內亂、外患的保

防工作、社會保防工作等業務，與維護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較無關聯。 

(八) 防治組： 

防治組下設查尋管理科、戶口科、民力科、婦幼安全科四個業務科，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對應單位為防治科以及婦幼隊，綜理戶口、失蹤人口

查尋、民防人力教育訓練與婦幼安全保護工作等其他有關防治業務，與維護

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較無關聯。 

(九) 勤務指揮中心： 

勤務指揮中心下設業管科、指管科、指管規劃科三個業務科，是作為各

項勤務指揮派遣中樞，如 110 報案處理、警力指揮調度和重大治安突發事件

處置等其他有關警察勤務指揮事項，而勤務指揮中心所職掌有關警察人員職

業安全與衛生項目，主要係現行員警於執勤發生職業災害時，作為主官系

統、業務系統以及勤務指揮中心系統三線通報單位之一。 

二、各市、縣 （市） 轄區警察行政及業務 

各縣市政府警察行政業務與職掌，以隸屬臺北市政府之臺北市警察局為

例，由局長綜理整體局務，掌管臺北市警政事宜，並兼受內政部警政署長之

指揮監督，所屬機關有 14分局 3大隊 4隊，局本部下設 20個內勤業務單位，

另計有。以下介紹臺北市警察局組織架構圖以及各業務單位的所掌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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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2019) 

(一) 行政科 

行政科所職掌有以下業務：「規劃勤務、警力配備、派出所設置、勤前

教育、警察服制、警械管制、警察勤務、設備標準、特殊任務警力、職務協

助及其他有關行政警察業務等事項。」取締電子遊戲場渉嫌賭博工作、正俗

業務等，與職業安全衛生較無關聯。 

(二) 保安科 

保安科所職掌有以下業務：「保安警備措施規劃與督導、選舉與慶典治

安維護、集會遊行、秩序維護、義勇警察組訓與運用、戰時警務工作、恐怖

活動防處、協助軍事動員及其他有關保安等事項。」 

(三) 訓練科 

訓練科所職掌有以下業務：「警察教育訓練進修、警察學術倡導、員警

心理諮商輔導工作之策劃、執行與評核等事項。 

(四) 外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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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科所職掌有以下業務：「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居民與臺灣

地區無戶籍國民非法活動之調查處理、國（外）賓安全維護、涉外治安案件

處理、情報之蒐集、調查與處理、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核發、兩岸交流涉及

警察事務之綜合事項及其他有關外事警察等事項。」 

(五) 後勤科 

後勤科：「主要係負責警察機關財產管理、廳舍營繕、警察裝備保養供

應及其他有關後勤等事項。」 

(六) 保防科 

保防科所職掌有以下業務「：所屬警察機關之機關內部保防、社會保

防、偵防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社會治安調查、安全資料查詢、支援機場、港

口遭受劫持、破壞事件應變處理與演習及其他有關保防等事項。」 

(七) 防治科 

防治科所職掌有以下業務：「勤區查察、社區治安之規劃推行、失蹤人

口查尋、民防組訓、民防團隊督導及其他有關戶口、防治等事項。」 

(八) 犯罪預防科 

犯罪預防科所職掌有以下業務：「犯罪預防宣導、社區警政與自衛體系

之規劃及執行成效之考核等事項。 

(九) 勤務指揮中心 

勤務指揮中心所職掌有以下業務：「警察勤務之指揮、調度管制、協調

聯繫與最新治安狀況之控制、110 報案管理與資訊業務處理及其他有關勤務

指揮等事項。」 

(十) 刑事鑑識中心 

刑事鑑識中心所職掌有以下業務：「刑案現場勘察、證物督導管控、證

物檢驗、鑑定、防爆處理、現場勘察與鑑識技術研究發展、教育訓練及其他

有關刑事鑑識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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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民防管制中心 

民防管制中心所職掌有以下業務：「所職掌有以下業務：「防情業

（勤）務規劃、執行、演（訓）練與防情通訊設備、遙控警報系統管理、民

防防護及協助災害防救等事項。」 

(十二) 督察室 

督察室所職掌有以下業務：「負責員警申訴、考核、輔導、違法違紀查

處、因公傷殘慰問、改善員警服務態度、內部管理業務、各種勤務、特種勤

務與首長警衛之督導及其他有關督察等事項。」 

(十三) 公共關係室 

公共關係室所職掌有以下業務：「新聞發布、大眾傳播媒體與民意機

關、公眾社團之聯繫、新聞資料蒐集處理、警政措施宣導、為民服務及其他

有關連絡等事項。」 

(十四) 秘書室 

秘書室所職掌有以下業務：「文書、檔案、出納之管理與研考等業務事

項。」 

(十五) 資訊室 

資訊室所職掌有以下業務：「警政資訊系統規劃與發展、電腦軟硬體設

施操作、管理與維護、資訊教育訓練與諮詢服務及其他資訊處理等事項。」 

(十六) 法規室 

法規室所職掌有以下業務：「警政法規之研究、審查、整理、編纂、諮

詢、宣導、講習、國家賠償事件及其他有關法制等事項。」 

(十七) 會計室、統計室、人事室、政風室：：依法辦理歲計及會計、統計、

人事、政風事項。 

綜上所述，「考試院」係作為我國公部門人事法制之最高主管機關，並

統籌辦理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相關事宜。其中有關所屬保訓會業務職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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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在適用上有疑義時，由保訓會提供全體公務人

員申訴管道，並負責作成相關函釋。因此，具公務人員身份之警察人員在人

事法制上以考試院為主管機關，並受公務人員保障法之保障。 

而從我國中央及地方警察組織架構與業務職掌內容可知，警察組織內部

並無設置類似職業安全與衛生防護小組之組織，相關職業安全與衛生業務係

分散置於各業務單位職掌之中。因此，在探討台灣警察職業安全衛生問題

時，必須先了解實際各警察機關業務單位，有關職業安全與衛生之業務職掌

範圍有哪些至關重要，就現行運作機制中，缺乏何種管理人員、措施與機

制，並據此提出相關改善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之具體建議，提升安全與

衛生管理水準。 

第二節 日本警察組織與業務職掌 

本節介紹日本警察組織架構與業務職掌，因日本中央政府體制係採取內

閣制與台灣現有體制不同，因此先就日本整體公務員人事管理加以介紹，藉

此了解日本掌管公務員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機關，再進行日本警察之組織與

業務職掌介紹。 

壹、 日本警察人事管理機關 

在日本狹義的公務人員一詞乃指從事國家或地方公共機構的公共事務負

責人，分為國家公務員和地方公務員，屬於憲法第 28條中的「勤勞者」勞動

權利應受保護，國家公務員與地方公務員分屬不同之法制範疇與組織制度，

以下分別介紹掌管公務員權利義務的主管機關： 

一、「人事院」與「內閣人事局」 

(一) 人事院 

在中央層級，依國家公務員法第 2 條將國家公務員分為一般職（指一般

常任文官與公營事業人員）與特別職（指政務官）。除了部長、國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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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自衛隊官員等特殊職位以外，均屬一般職國家公務員，而一般職公務

員相關權利與義務適用國家公務員法。 

依據該法設置了「人事院」作為中央人事行政機關（國家公務員法第 3

條），業務職掌為管理國家公務員人事行政的標準公正與統一，隸屬於內

閣，而與各機關平行，依法獨立行使人事權，有關日本中央政府體制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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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日本中央政府體制 

資料來源：(人事院， 2020b) 

人事院組織可分為兩層級，包含 3 名「人事官」與實際處理人事院業務

之執行機構「事務總局」，依國家公務員法第條第 2 項規定：「掌理有關公

務人員之給與、各種勤務條件之改善、人事行政改善之勸告、職階制、考試

與任免、給與、研修、身份、懲戒、苦情處理、保持職務倫理、確保與職員

有關之人事行政之公正性、職員利益之保護等事務。」「除國家公務員法外

人事院規則也成為其他各機關人事法制措施主要依據。」（許南雄， 2017） 

人事院下設有官防部局、職員福祉局、人材局、給與局、公平審查局、

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此外，事務總局在日本九個地區設置地方「事務

局」，此為人事院的分支，其組織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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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總局(事務總長） 

(官防部局） 

 

 

 

 

 

 

  

 

 

 

 

 

 

 

 

圖 2-4 日本人事院組織圖 

資料來源：人事院 (2020a) 

(二) 內閣人事局 

日本國會 2008 年通過公務員制度改革法案後，依該法於 2014 年設立

「內閣人事局」取代總務省人事恩給局，統籌協調內閣官房、人事院、總務

省之人事關聯機能與落實一元化管理精神，以及協調中央各省聽人事部門，

其職能是確保基本勞工權利限制和人事運作的補償功能，與人事院系協調與

分工的關係（許南雄， 2017）。而依國家公務員法第 25 條，各行政機關內

部依法設置人事管理官，並與上述中央人事行政機關保持緊密聯繫。 

二、「人事委員會」以及「公平委員會」 

在地方層級，都、道、府、縣與市、町、村兩級，為維護地方行政之民

主與效能，依地方自治法訂定地方公務員法。依同法第 2 條亦如同上述國家

公務員區分為一般職與特別職。除行政首長、教育委員會和選舉管理委員等

指定職位以外，均屬一般職地方公務員，其擁有的權利與義務適用地方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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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法。在都、道、府、縣之都市設置「人事委員會」；在都市以外之市及特

別區設「人事委員會」或「公平委員會」（地方公務員法第 7 條），作為在

地方層級中與人事院職責相當的特別人事機關，其職權及處理人事行政事

項，保障與懲戒、勤務、福利等，不涉及全國性人事政策與人事制度。「中

央與地方適用人事法規雖不相同，但原則與內容大致一致」 (許南雄， 

2017)。 

此外，屬於一般職的日本國家公務員，依據國家公務員法附則第 16 條14

之規範，係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勞動安全衛生法、最低工資法等法規。而保

障一般職國家公務員的職業安全與衛生，主要是依照國家公務員法第 1 條第

1 項「為了保護職員的福祉與利益的適當措施」，制訂國家公務員法及其相

關法令，並在公務員制度中另行規範。 

貳、 日本警察組織架構 

根據警察廳組織概述日本警察組織可分為二級制，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

戰後 1922 年（大正 11 年）制定了警察法，從 1948 年（昭和 23 年）開始，

依地域關係建立國家層級警察和地方政府警察雙管齊下的制度。除警察總部

和警察學校外，日本現有 47 個都道府警察局以及 1,160 個警察署(警察庁， 

2020： 74-75)。 

此外，依日本警察法第 62 條警察官的階級，由上至下可分為 9 個階級，

分別為警視總監、警視監、警視長、警視正、警視、警部、警部補、巡査部

長及巡査。另同法第 56 條第 1 款規定都道府縣警察的警察官中，警視正以上

為一般職國家公務員（簡稱為地方警務官），這個階級及以下為地方公務員

（簡稱為地方警察官），其階級序列如下表 2-1： 

 

 
14 國家公務員法（1947 年第 120 號法案）附則第 16 條：「第 2 條屬於一般職的職員不適用以下法

律及依其所發布的命令：工會法（1945 年第 174 號法案）、勞資關係調整法（1947 年第 25 號法

案）、勞動基準法（1947 年第 49 號法案）、船員法（1947 年第 100 號法案）、最低工資法（1959 年

第 13 號法案）、塵肺病法（1952 年第 3 號法案）、勞動安全和衛生法（1947 年第 57 號法案），促

進船員安全和衛生法（1947 年第 61 號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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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日本警察階級 

序列 1 2 3 4 5 6 7 8 9 

階級 

警
視
總
監 

警
視
監 

警
視
長 

警
視
正 

警
視 

警
部 

警
部
補 

巡
査
部
長 

巡
査 

資料來源：警視庁 (2021a) 

在人員數量方面，截至 2019年 4月日本警察員額總數為 29萬 6,255人，

其中警察屬國家公務員總計為 3,761 人（含警察廳警察官、皇宮護衛、地方

警務官，不含一般職員），約占警察人員總數 1.43%；警察屬地方公務員總

計為25萬9,224人（不含一般職員），約占警察人員總數 98.57%（表2-2），

屬國家公務員的地方警務官人數為 629 人。 

表 2-2 2019 年日本警察人員員額 

單位：人 

分類 員額 

警察廳 

警察官 2,210 

皇宮護衛 922 

一般職員 4,843 

小計 7,975 

都道府縣警

察 

警察官 

地方警務官 

（警視正以上） 
629 

地方警察官 259,224 

小計 259,853 

一般職員 28,427 

小計 288,280 

合計 29 萬 6,255 

資料來源：警察庁 (2019) 

一、國家層級警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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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設有國家公安委員會組織（主席是國務大臣兼任及其他五名成

員），係作為國家警察行政機構建立大方針並監督，由內閣總理大臣所管

轄，可向內閣總理大臣建議警察廳組成人員並管理警察廳(国家公安委員会， 

2020)。 

警察廳則負責指揮、監督都道府縣警察、犯罪鑑識、犯罪統計等以及處

理大範圍的組織犯罪等統轄事務。內部組織設有長官官房（負責警察福利保

健、裝備、會計、人事業務等）類似台灣警察機關綜合秘書、人事、會計及

總務等業務，5個部門下設 3個部門和另外 3個附屬機構（警察大學校、科學

警察研究所、皇宮警察本部）、6 個地方警察機關與 2 個情報聯繫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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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日本國家警察局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日本警察廳網站 

二、都道府縣層級警察機關 

內閣總理大臣

國家公安委員會

警察廳

警察廳長官

次長

(內部部局）

長官官房

生活安全局

刑事局

交通局

警備局

情報通信局

(地方機關）

東京都警察情報
通信部

北海道警察情報
通信部

(地方機關）

東北管區警察局

關東管區警察局

中部管區警察局

近畿管區警察局

中國四國管區警察局

九州管區警察局

警察大學校

科學警察研究所

皇宮警察本部

皇宮警察學
校

管理

附屬機關

所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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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都道府縣警察機關，亦設有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管理都道府縣警

察。在都道府縣警察局設有警察總部（除東京都稱為警視聽）並下設有派出

所及駐在所。警視聽設有一名警視廳廳長，都道府縣警察亦設有都道府縣警

察一名總部負責人。 

 

 

 

 

 

 

 

 

 

 

 

 

 

 

 

 

圖 2-6 日本都道府縣警察機關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日本警察廳網站 

參、 日本警察業務職掌 

日本警察法第 2 條規範警察職責，包含有責任保護人民的生命、身體和

財產，以及預防、制止和調查犯罪，逮捕犯罪嫌疑人，維護交通和公共安全

與秩序。以警察廳為例，應設立長官官房和以下 5 個內部組織；生命安全局

負責關於犯罪預防事項；刑事局負責犯罪調查等刑事相關事項；而交通局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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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交通警察相關的事務；警備局負責警衛勤務以及緊急情況的計劃及其實施

等事務；情報通信局負責犯罪的訊息技術、警察通訊相關事項。 

一、 國家層級警察機關職掌事務 

警察廳是在國家公安委員會的管理之下，輔佐並處理國家公安委員會管

理的事務，因此，國家公安委員會的任務即為警察廳的任務，依警察法第 5

條第 1 項所定「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維持公共安全與秩序」。以下則介紹

警察廳各內部單位的所掌事務： 

(一) 長官官房 

長官官房為輔助其他單位事務的遂行，具有綜合規劃功能，包括台灣一

般行政機關所有輔助單位的功能（秘書、督察、政風、後勤、公關、主計、

法制、人事等），另下設有「總務課」、「人事課」「企劃課」、「會計

課」、「給與厚生課」、「國際課」等 5 課。長官官房所掌事務如下： 

1. 關於機密性者。 

2. 關於長官官印及廳印之保管。 

3. 關於公文書的收發、編集及保存。 

4. 關於所管行政的規劃、立案及綜合協調者。 

5. 關於所管行政的政策評價。 

6. 關於法令案審査。 

7. 關於行政管理事務統計。 

8. 關於公共關係。 

9. 關於情報公開。 

10. 關於個人資訊保護。 

11. 關於警察職員人事。 

12. 關於監察者。 

13. 關於預算、決算及會計。 

14. 關於國有財産、物品管理、處分。 

15. 關於會計監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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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警察教育者。 

17. 關於警察職員福利、健康。 

18. 關於協助警察官職務者之災害給付。 

19. 關於犯罪受害者的基本計劃的制訂。 

20. 關於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 

21. 關於支付外國犯罪損害撫卹金。 

22. 關於警察装備。 

23. 關於所管行政國際合作事務的綜理者。 

24. 以上各款之外，不屬於其他局或機關所掌事務者。 

(二) 生命安全局 

其下設有生活安全企劃課、保安課、少年課、生活環境課及情報技術犯

罪對策課等 5 課，所掌事務如下： 

1. 關於與市民生活安全與平穏有關之犯罪、事故及其他事件者。。 

2. 關於地方警察和其他警察。 

3. 關於犯罪預防。 

4. 關於保安警察。 

(三) 刑事局： 

設有「刑事企劃課」、「偵查第 1 課」及「偵查第 2 課」等 3 課。另下

設「組織犯罪對策部」之內部組織，負責刑事警察事務有關國際犯罪偵查及

與國際刑事警察機構的聯絡。組織犯罪對策部下設「企劃分析課」、「暴力

團對策課」及「藥物槍枝對策課」等 3 課，所掌事務如下： 

1. 關於刑事警察。 

2. 關於犯罪鑑識。 

3. 關於犯罪統計。 

(四)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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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理警察廳管轄範圍內有關的交通警察事務，其下設有「交通企劃

課」、「交通指導課」、「交通規制課」及「駕駛執照課」等 4 課 

(五) 警備局 

下設有警備企劃課、公安課等 2 課。另下設有「外事情報部」以及「警

備運用部」2 個內部組織。外事情報部負責警備警察事項中有關外國人或在

外國的日本人者，下設「外事課」及「國際恐怖組織對策課」等 2 課，所掌

事務如下： 

1. 關於警備警察。 

2. 關於警衛。 

3. 關於警護。 

4. 關於警備實施者。 

5. 關於警察法第 71 條規定之緊急事態對處計劃及其實施者。 

(六) 情報通信局 

下設「情報通信企劃課」、「情報管理課」、「通信設施課」及「情報

技術解析課」等 4 課。所掌事務如下： 

1. 關於警察通信。 

2. 關於所管行政情報管理之企劃及技術研究，及電腦系統的運用。 

3. 關於為打擊犯罪之情報技術分析。 

4. 關於所管行政事務效率增進。 

二、都道府縣警察職掌 

依日本警察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警察之職責是「保護個人生命、身體

及財産、預防、鎮壓、偵查犯罪、逮捕嫌疑犯、取締交通及維持其他公共安

全與秩序」。而依同法第 36 條第 2 項的規定，上開職責係由都道府縣警察負

責。因此，都道府縣警察的職掌，是在其轄區內，受中央的指揮監督之下，

負責實行警察法第 2 條所規定的「個人生命、身體及財産的保護、犯罪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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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鎮壓及偵查、嫌疑犯的逮捕、交通取締及其他公共安全與秩序的維持」

警察活動。 

以日本東京都的警察機關警視廳為例，以東京都內的警察崗亭和駐在所

為據點，掌管轄內警政事宜。警視廳本部下設 9 個部門以及分課。以下介紹

警視廳組織架構圖以及各業務單位的所掌事務(警視庁，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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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公安委員會

警事總監

副總監

總務部

警務部

交通部

警備部

地域部

警視廳公安部

刑事部

生活安全部

組織犯罪對策部

警察學校

犯罪控制對策本部

人身安全關聯事案綜合對策本部

網絡安全對策總部

奧運及殘障奧運會綜合對策本部

方面本部(10方面） 警察署(102署）

 

 

 

 

 

 

 

 

 

 

 

 

 

 

 

 

 

 

 

 

 

 

 

 

 

 

 

 

 

 

 

 

 

圖 2-7 警視廳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警視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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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總務部 

下設有企劃課、文書課、情報管理課、公共關係課、會計課、用度課、

裝備課、設施課、留置管理第一課、留置管理科第二課 10 個分課。 

(二) 警務部 

下設有人事第一課、人事第二課、訟務課、給與課、厚生課、教養課、

健康管理本部 7 個單位。 

(三) 交通部 

下設有交通總務課、交通執行課、交通捜査課、交通規制課、交通管制

課、運轉免許本部、運轉免許試驗場、高速公路交通警察隊、交通機動隊

（10 隊）9 個單位。 

(四) 警備部 

下設有警備第一課、警備第二課、災害對策課、警衛課、警護課 5 個單

位。 

(五) 地域部 

下設有地域總務課、地域指導課、通信指令本部、汽車巡邏隊（4

隊）、鐵道警察隊、航空隊 6 個單位。 

(六) 公安部 

下設有公安總務課、公安第一課、公安第二課、公安第三課、公安第四

課、外事第一課、外事第二課、外事第三課、網絡攻擊對策中心、公安機動

捜査隊 10 個單位。 

(七) 刑事部 

下設有刑事總務課、捜査一課、捜査二課、捜査三課、捜査共助課、鑑

識課、科學搜查研究所、捜査支援分析中心、機動捜査隊（3 隊）9 個單位。 

(八) 生活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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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設有生活安全總務課、生活經濟課、生活環境課、保安課、少年育成

課、少年事件課、生活安全特別捜査隊、網路犯罪對策課 8 個單位。 

(九) 組織犯罪對策部 

下設有組織犯罪對策總務課、組織犯罪對策第一課、組織犯罪對策第二

課、組織犯罪對策第三課、組織犯罪對策第四課、組織犯罪對策第五課、組

織犯罪特別捜査隊 7 個單位。 

此外，另設有警察學校負責訓練、方面本部（10 個）負責各轄區警察署

的合作與聯繫、犯罪控制對策本部、奧運及殘障奧運會綜合對策本部、人身

安全關聯事案綜合對策本部以及網絡安全對策總部。 

綜上所述，在日本人事院為中央人事行政機關，國家公務員區分為一般

職與特別職，僅一般職國家公務員適用國家公務員法；而在地方層級人事行

政機關則為人事委員會以及公平委員會，地方公務員亦區分為一般職與特別

職，僅一般職適用地方公務員法，原則與內容大致與一致國家公務員法。此

外，有關一般職公務員之職業安全衛生保護在公務員制度中另行規範，不適

用勞動基準法、最低工資法以及勞動安全衛生法等法規。人員總數為 29萬約

為我國警察人員數量三倍之多。 

另外，在警察組織架構與業務職掌方面，亦區分為國家層級警察和地方

政府警察，業務職掌內容與我國相似均為保護個人生命、身體及財産的、預

防犯罪、偵查、嫌疑犯的逮捕、交通取締及肩負維持公共安全與秩序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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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之概況 

本章旨在探討現行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概況，整理了有關警察人員職

業安全和健康的職業危害、國際法源以及台灣與日本警察人員執勤現況，目

的是（1）了解警察人員遭受職業傷害和死亡的頻率、原因或態樣，以及

（2）總結關於台日警察人員執勤的情形。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職

業安全與衛生基本概念；第二節整理警察職業安全衛生之國際法源；第三節

則探討台灣與日本警察執勤現況。 

第一節 警察職業安全衛生之基本概念 

壹、 職業安全與衛生之意涵 

世界衞生組織將「健康」定義為不僅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係體格，

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15。1950 年，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

職業衛生聯合委員會（Joint ILO/WHO Committee on Occupational Health）首

次會議通過，並於 1995 年第 12 次會議修訂職業衛生全面性定義為：「促進

與維持所有行業中勞工最高程度的生理、心理與社會福祉；預防勞工因工作

條件導致健康上的變化；保護勞工在受僱過程中免受有害健康因素造成的風

險；將勞工安置和維持在適合其生理和心理能力的職業環境中；簡而言之，

也就是使工作適應於人，並使每個人適應其工作」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3)。以下說明職業安全與衛生的主要原則 

職業安全與衛生涵蓋廣泛的學科領域，涉及與醫學等科學領域有關的問

題，包括生理學、毒理學、人因工程學、物理、化學、經濟學，法律等，各

個行業的領域內儘管關注重點雖有不同，但其基本原則可包括以下內容： 

一、必須建立國家職業安全與衛生體系 

 

 
15 Inter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 (2002).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46.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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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統必須包括所有必要的機制和要素，建立和維護預防性安全和健康

文化，並應持續維護、逐步發展並定期審查。 

二、必須訂定有關職業安全與衛生的國家計劃 

訂定職業安全與衛生的國家計劃後，必須予以實施、監督、評估並定期

審查。 

三、徵詢相關建議，並審查所有政策、系統和程序 

社會夥伴（即雇主和工人）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必須在訂定、實施過程中

徵詢其建議，並審查所有政策、系統和程序。 

四、以預防和保護為目標的職業安全與衛生計劃和政策 

必須首先將重點放在第一線工作場所預防上，工作場所和工作環境應進

行規劃和設計，以確保安全和健康。 

五、促進職業安全與衛生的不斷改善 

不斷改善職業安全與衛生是必要的，以確保防止職業傷害、疾病和死亡

的國家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能因應社會、技術和科學進步等的變化。 

六、蒐集必要資訊 

資訊對於訂定和實施有效的計劃和政策至關重要。包含蒐集和宣導有關

災害以及有害物質的正確資訊、監督工作場所、監督政策和規範實施情形對

於職業安全與衛生改善十分重要。 

七、促進勞工健康 

促進勞工健康是實踐職業衛生的核心要素，應致力提高勞工的身體、心

理和社會福祉。 

八、應建立涵蓋所有勞工的職業衛生服務 

理想情況下，所有個各行各業的所有勞工均應獲得此類服務，旨在保護

和促進勞工的健康並改善工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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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供遭受職業傷病和事故的勞工補償和醫療服務 

採取補償和醫療服務等必要措施，以最大程度地減少職業危害帶來的傷

害。 

十、教育和訓練 

教育和訓練是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的重要部分，必須使勞工和雇主意

識到建立安全工作程序的重要性以及確實落實。培訓師資必須接受與特定行

業特別相關的領域的訓練，以了解目前特定的職業待解決安全和健康問題。 

十一、勞工、雇主和政府責任和義務 

勞工、雇主和政府分別有各自應負的責任和義務。例如，勞工必須遵守

標準的安全程序；雇主必須提供安全的工作場所並確保能獲得急救服務；政

府必須制定、溝通並定期審查和更新職業安全與衛生政策。 

十二、建立監督檢查系統 

必須建立監督檢查系統以確保遵守職業安全與衛生措施以及其他勞工法

規落實執行。 

以上所列這些關鍵原則構成了職業安全與衛生計劃和政策，然而上述原

則並非鉅細靡遺的，也未涵蓋所有職業。各個專業領域應存在自己相對應的

原則，關於個人隱私權之類的事項，於制定政策時應納入考量。 

貳、 緊急和安全服務潛在的職業危害 

從事緊急和安全服務人員時常需要應對異常和充滿威脅性的事件與環

境，包含警察人員、消防人員、醫護人員和救援人員以及軍隊，儘管個別職

業中存在著本身的主要危害與風險，國際勞工組織16提出緊急和安全服務面

臨的職業安全衛生危害具有以下共同點： 

 

 
1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1a). Emergency and Security Services.   Retrieved April 28, 

2021, from https://www.iloencyclopaedia.org/part-xvii-65263/emergency-and-security-

services/item/1021-emergency-and-security-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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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危害 

(一) 長期且頻繁受到突發的強烈心理壓力所影響。 

為維持社會良好運作，緊急和安全服務人員時常需要立即到現場處理，

在時間的限制下，面對事故現場、災難的處理，亦受到民眾與媒體的批判或

指摘，長期而言，緊急和安全服務人員可能因此累積一定的心理壓力。 

(二) 長時間待命受到突發劇烈的活動所影響。 

緊急和安全服務人員工作內容包含許多文書作業，為因應緊急突發事

件，時常面臨從長時間待命久坐的工作型態，突然轉變成劇烈的活動，生理

與心理均承受壓力。 

(三) 嚴格的規範和對績效的高期望，通常訂有詳細的工作指令和對工作失誤

的嚴厲懲罰。 

緊急和安全服務人員的工作紀律有各項嚴格的規範與考核，在各種專案

績效、全年評鑑的要求下，使得員工高壓又過勞，如違反品操紀律或言行失

檢，可能會有連坐懲處。 

(四) 人身安全威脅：緊急和安全服務人員時常將自身暴露在一般人罕見的危

害中。 

由於工作需要，緊急和安全服務人員無可避免地需要前往事故現場與災

難現場，因而將自身暴露於充滿風險的外部環境。 

(五) 以拯救或保護其他人為主要目標。 

(六) 以保護財產免遭破壞為次要目標。 

(七) 在苛刻條件下的團隊合作。 

緊急和安全服務人員工作內容繁雜且危急，無法僅靠一人單打獨鬥，時

常必須在有時間限制且危險的情況下進行團隊合作，以確保達成工作任務。 

(八) 嚴格的階級制度或指揮系統，以減少不確定性並確保執行時遵循正確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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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和安全服務人員各個組織中人數龐大，因此需要嚴格的階級制度或

指揮系統確保各項命令能確實運作與執行，並訂有各項勤務標準程序，以及

時應變緊急與危急情況。 

二、執法人員潛在危害 

警察人員在執法時會面臨哪些風險呢？參酌國外研究警察執勤傷亡文

獻，Tiesman, Hendricks, Bell, and Amandus (2010)研究統計在 1992 年至 2002

年之間美國執法人員的職業死亡率，期間有 986 個警察及警探受傷致死，每

10 萬人的總傷害死亡率為 16.1，與交通事故有關的死亡為最多（44%），其

次為死於謀殺（43%）、自殺（5%）、其他如火災、墜落、被物體襲擊及溺

水（8%）。而根據 LaTourrette, Loughran, and Seabury (2008)指出，美國的執

法人員於 1997 年至 2006 年之間，在職死亡原因主要可分為五項：前兩項分

別是由於交通事故（36.9%）與受襲擊造成的（37.5%）是占死亡原因最大

宗，其中槍擊案占襲擊總數 94％；第三項是遭車輛撞擊（10％）；第四項是

心臟病發作（6％）第五項是 911 恐怖攻擊死亡（4%），其他原因與工作相

關疾病等約為 5.5%。由上述可以推知，交通事故與被襲擊可能是警察人員面

臨最大的風險。 

事實上，國際勞工組織於 2012 年發布了「國際職業危害數據表」，其中

將警察與執法人員職業的危害區分為五大類：意外事故、物理性的危害、化

學性的危害、生物性的危害、與人體工程學、社會心理上和組織因素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2)，以下就警察人員執法時面臨的主要

潛在危害說明： 

(一) 暴力 

工作場所中暴力襲擊在警察工作中十分常見，可能造成暴力衝突的情況

有諸多的研究，警察面臨的暴力類型在不同國家之間有所不同，在美國，槍

擊案比英國或西歐更普遍，而在政治較為動蕩的國家或地區中，警察受到軍

用自動射擊武器的襲擊較為常見。國際勞工組織指出最有可能導致警察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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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狀態依序為：「第一，逮捕控制嫌犯時；第二，搶劫；第三，家庭暴

力。」(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1b)  

因工作的需要警察人員必須保持一定的體能，警察的培訓中必須針對緊

急情況時如何控制嫌疑人進行訓練、使用槍枝和其他類型應勤工具（例如：

電擊槍、胡椒噴霧劑或手持式警棍）的培訓並穿戴個人防護設備（例如：防

彈背心），但是，最重要的培訓必須是預防暴力事件的發生。此外，暴力的

後遺症不僅止於造成身體上傷害，亦包含發生暴力事件後所帶來的壓力。如

果警察人員所處理的事件導致嚴重的人身傷害、流血或死亡，即可能產生心

理上的壓力。Berger et al. (2012)研究指出，與歐洲相比，亞洲的緊急和安全

服務人員可能更容易受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影響，改進就業前

訓練，篩選適合的人員，應對此類事件後的進行評估與輔導。 

(二) 情緒和心理壓力 

對於許多警察人員而言，輪班工作和工作中可能發生的不確定性會帶來

一定的壓力，而過多的文書工作亦被視為主要壓力來源。不僅如此，在政府

財政有限的情況下，人員配備不足和設備不足通常會大大加劇這些壓力。另

外，而身處在可能發生暴力的情況本身就充滿壓力；在人員配置不足的情形

下，警務人員容易過度勞累，壓力也將隨之大大增加。 

另外，警察人員婚姻維持困難、酗酒和自殺可能歸咎於高壓的警察工作

環境，支持此類關聯的許多數據在各國或區域間各有不同。對於壓力相關問

題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需要持續保持警惕。與壓力有關的疾病可能表現在行

為問題、婚姻或家庭問題上，有時甚至產生酗酒或濫用藥物的問題。 

(三) 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 

警察是一種高壓力職業，Sparrow, Thomas, and Weiss (1983); (Vena, 

Violanti, Marshall, & Fiedler, 1986)研究指出：「在警察人員之中動脈硬化心血

管疾病更為普遍。」一般而言，突然的勞累是潛在心臟病猝死的重要危險因

素。對一名在執行工作職責的警察人員，在無任何事先告知與準備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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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從久坐的工作狀態轉變為程度劇烈的體力消耗活動。Zimmerman (2012)也

針對警察人員心血管疾病和危險因素進行回顧：「傳統風險因素包括高血

壓、高血脂、代謝綜合徵、吸煙和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此外還面臨職業特

定的風險因素，包括突然的體力消耗、急性和慢性心理壓力、輪班工作和噪

音，導致警察人員的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的風險增加。」 

在評估心臟疾病風險時，必須考慮警察人口統計組成。心臟病是中年男

子中最常見的疾病，這一群體占警察人數的很大比例。而婦女心臟病的發病

率較低，但在大多數警察的人口統計中所占的比例明顯不足。 

(四) 肺部疾病 

「有證據顯示，警察工作中肺部疾病的流行率低於一般人群。但是，有

證據表明呼吸系統癌症的發生率增加。大多數警察人員通常不會以比他們所

負責巡邏社區的其他居民有更高的機率接觸並吸入毒素。但是，例外情形是

從事法醫鑑定工作的警務人員。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些人可能患有呼吸道

症狀，並且可能患有職業性哮喘」(Souter, Van Netten, & Brands, 1992; Trottier, 

Brown, & Wells, 1994)。此外，用於潛伏指紋顯現技術的氰基丙烯酸酯（又稱

萬能膠、三秒膠）是已知的呼吸道過敏物質。除此之外，在這類工作中，通

常會使用大量化學致癌物。因此，建議從事法醫鑑定工作中指紋識別的警察

人員，應每年進行胸部 X 光和肺活量測定之檢查。總的來說，除法醫鑑定人

員外，呼吸系統疾病通常不是警察工作的職業危害。 

(五) 癌症 

「有證據表明，警察罹患癌症的風險要比普通人群更高，尤其是消化道

癌症（例如食道癌、胃癌和大腸癌）、淋巴瘤、皮膚黑色素癌、膀胱癌或睾

丸癌的風險可能會增加」(Wirth et al., 2013)。眾所周知，吸煙亦會增加患肺

癌和食道癌的風險，目前已知增加食道癌風險的另一種物質是酒精，「因警

察工作壓力大，有時警察人員可能會以喝酒的方式來減輕工作壓力。」

(Avdij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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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警察使用雷達測速器放在腿上易罹患睾丸癌的爭議問題，然而並

未有足夠數據證實。但仍建議將警用雷達安裝在警車外，遠離警察人員並且

不要在車內使用，不使用時應關閉電源，定期進行微波洩漏測試，以及警察

人員定期檢查應包括仔細觸診睾丸(Davis & Mostofi, 1993) 。 

(六) 腰背疼痛 

關於駕駛的職業，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以駕駛為職業的人長時間持續振

動使腰背疼痛的風險顯著增加，此觀察結果包括警察人員(Lis, Black, Korn, & 

Nordin, 2007)。而大多數警車繼續配備在其製造時安裝的座椅，可以使用各

種背部支撐和修復設備，這些設備可以些微改善腰椎的支撐。此外，壓力可

能會加重背部疼痛，並且一些警察人員認為以背痛作為病假的原因，比以心

理創傷為理由更容易被接受。 

(七) 生物危害風險 

據 1993 年 5 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表示：「十年裡已有 7 名警察人員因

工作接觸愛滋病的案例。」(Beletsky et al., 2012)在這十年中，這對整個美國

而言是一個非常少的案例，儘管如此，警察的工作仍很可能感染愛滋病毒。 

執法人員中有許多職業性肝炎病例報告。與其他職業相比風險並不是很

高，但必須將其視為可能的職業病。上面所概述的預防愛滋病毒感染的方法

同樣適用於血源性傳播的疾病，例如：乙型肝炎。 

現今存有廣泛使用且有效的乙型肝炎疫苗（B 肝疫苗），因此，建議所

有警察人員，都應接種乙型肝炎疫苗。此外，其他疾病包括丙型肝炎、結核

病和其他依空氣傳播的病原體，也可能會感染。 

如前所述，在美國的研究中，警察人員執勤時最容易受到「襲擊或是暴

力死亡」，其次，是交通事故與遭車輛撞擊。美國對於執法人員的職業安全

衛生有較詳細的統計數據與研究，除了將警察人員再細分為警長和法警以及

警察與警探不同類別，更進一步以年齡、性別、種族劃分進行詳細分析，與

交通有關的死亡事件也分別針對地點、時間、車輛類型、活動統計分析，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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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地記錄統計數據與研究。此外，國際勞工組織亦提出警察人員執法時，可

能面臨主要潛在危害的全貌，包含暴力、情緒和心理壓力、動脈硬化心血管

疾病、肺部疾病、癌症、腰背疼痛以及生物危害風險等，藉由這些資料，讓

我們能更加全面了解整體警察人員職業傷亡的數據及原因，並供未來擬訂改

善措施與後續追蹤。 

第二節 警察職業安全衛生之國際法源 

壹、 國際勞工組織職業安全與衛生勞工基準 

自國際勞工組織 1919年成立以來，改善職業安全衛生一直為該組織的重

要工作與目標之一。國際勞工組織致力於制訂建議書與公約，為各國提供有

關國家和企業的職業安全衛生實施準則和指導方針。此外，國際勞工組織還

通過了 40 多項專門針對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標準，以及 40 多項操作規範，用

於處理職業安全衛生問題(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8)。 

一、職業安全與衛生主要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的公約及建議書包含 2006年關於促進

職業安全與衛生架構（第 187 號）、1981 年職業安全與衛生公約（第 155

號）及 2002 年議定書、1985 年職業衛生設施公約（第 161 號）、1981 年職

業安全與健康建議書（第 164 號）、1985 年職業健康服務建議書（第 171

號）、2006 年建議書促進職業安全與衛生架構（第 197 號）、2002 年職業病

表建議書（第 194 號）等等，以下就第 187 號、第 155 號以及第 161 號公約

進行簡要說明： 

(一) 2006年關於促進職業安全與衛生架構（第 187號） 

該公約旨在為職業安全與衛生問題提供連貫和系統性的處理，並促進對

現有的職業安全衛生公約的認可。該公約旨在透過政府、勞工組織和雇主之

間的對話，建立和執行關於職業安全與衛生的連貫的國家政策，並促進國家

預防性安全與衛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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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81年職業安全與衛生公約（第 155號）及 2002年議定書 

該公約規定國家採取一致的職業安全與衛生政策，不論是政府或企業內

部應採取促進職業安全與衛生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行動。制定這項政策時應考

慮國情和慣例。2002 年議定書則要求建立並定期審查記錄、通報職業事故和

疾病和程序，並公佈有關的年度統計數據。 

(三) 1985年職業衛生設施公約（第 161號） 

該公約規範各企業之雇主、員工及其代表，建議其提供以預防為其主要

任務之職業衛生服務設施，建立並維持一切安全而衛生之環境以促進與工作

相關之理想身體與心理健康所需之條件，並考量員工之身體與心理健康狀態

使工作適合其能力。 

二、預防特定危害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針對特殊危害物質（例如：輻射、石棉以及化學品等）或

工作環境中特殊危害制訂的特定危害預防標準，以下介紹公約 

(一) 1960年輻射防護公約（第 115號） 

該公約旨在提出以保護工人免受暴露於電離輻射所帶來的風險的基本要

求。應採取的保護措施包括：根據當時最新的技術知識，將工人的電離輻射

暴露限制在最低的情形、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暴露，並監測工作場所和工人的

健康。該公約還提到了有關可能發生的緊急情況的要求。 

(二) 1974年職業癌症公約（第 139號） 

該公約旨在建立一種機制，以防止長期暴露於工作場所中存在的各種化

學和物理製劑而引起的職業性癌症風險。因此，各國有義務定期確認應禁止

或管制職業接觸的致癌物質和化學藥劑，並盡一切努力用非致癌物質替代這

些物質和化學藥劑，並規定保護和監督措施，並規定對暴露於該場所的工人

進行必要的身體檢查。 

(三) 第 1977號工作環境（空氣污染、噪音及震動）公約（第 1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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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約規定應盡可能避免工作環境受到空氣污染、噪音或震動引起的任

何危害。因此，應將技術措施應用於企業或工作過程中。 

(四) 1986年石棉公約（第 162號） 

旨在通過合理和可行的方法和技術將工人對石棉的暴露量降至最低，以

防止接觸石棉者影響健康。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公約列舉了各種詳細措施，

這些措施主要基於預防和控制職業性接觸石棉引起的健康危害，以及保護工

人免受這些危害。 

(五) 1990年化學品公約（第 170號） 

該公約規定通過和執行一項有關在工作中使用化學品的安全性的連貫政

策，其中包括化學品的生產、處理、儲存和運輸以及廢棄化學品的處置和處

理，工作活動中產生的化學物質的釋放，以及設備和容器的化學物質的維

護，修理和清潔。此外，它將特定的責任分配給供應商和出口國。 

三、實務守則 

國際勞工組織制定諸多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實務守則，這些實務守則係

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亦不能取代國家的法律、規例或公認的標準規

定。實務守則提供指導某些經濟部門（例如：建築、礦場、煤礦、鐵和鋼鐵

行業等）工作者的職業安全衛生，保護勞工免受一定的危害（如輻射、激光

化學品、石棉等），和安全衛生措施（例如：對勞工健康監測道德準則、職

業災害和疾病的記錄與通報、勞工資料的保護等）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8)。 

貳、 國際勞工組織公共緊急服務社會對話 

面對全球時空環境不斷變遷下，對於提供公共緊急服務人員（public 

emergency services ,PES）需求增加，不僅僅是警察，亦包含消防員和緊急醫

療人員。國際勞工組織（ILO）於 2003 年通過「公共緊急服務在變化的環境

中的指導方針」（Guidelines on social dialogue in public emergency servic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3)，旨在提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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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保護公共緊急服務的人員指導方針，以下就上述指導方針有關職業安全與

健康內容說明如下： 

一、職業安全與健康具體措施 

公共緊急服務人員的雇主應積極制定高標準的政策和預防措施，提高工

作場所安全與健康，勞工應參與這些措施的設計和實施過程，為具體措施應

包括下列項目：（一）對當地或國家安全與健康法律適用於其他工人，應涵

蓋公共緊急服務人員。（二）在面對生命危險來拯救他人時，能夠得到足夠

的資源用於保護自身安全。（三）將在安全和健康領域開發的新技術加以運

用，以不斷改善公共緊急服務人員的工作環境。（四）在發展中國家的工

人，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現代設備。（五）在適用情況下，就安全與健康規

定標準及其應用進行的集體談判。 

二、提供個人防護措施 

由於公共緊急服務人員在救援他人時面臨身體、化學和心理危害，其雇

主應為其提供可用的最佳預防措施，包括提供正確的個人防護設備。為女性

公共緊急服務人員提供的防護服、靴子和其他設備工人的設計必須滿足她們

的身體需求，以維護女性公共緊急服務人員的安全與健康。應該提供有關改

善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方法以及對影響公共緊急服務人員的職業病正在進行研

究。 

三、避免創傷壓力症候群 

為了減少在值勤的公共緊急服務人員的心理負面壓力、傷害、倦怠和暴

力的發生，尤其是諸如導致創傷壓力症候群（PTSD）的事故和悲劇性死

亡，公共緊急服務機構應實施以下做法：（一）建立適當的壓力管理和諮詢

計劃以保護其員工和直系親屬避免特定壓力累積，包括緊急事件壓力處理

（CISD），特別注意不經常出現的農村地區和發展中國家有這樣的規定。

（二）對工作場所的暴力行為採取「零容忍」政策，並確保動態干預以應對

暴力事件引起的任何問題。（三）對重大事件壓力和暴力可能性進行風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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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四）定期審查、政策和措施以應對通過就壓力和暴力問題進行有效的

社會對話來解決問題。 

四、預防傳染病感染 

關於公共緊急服務人員越來越擔心感染愛滋病毒/愛滋病和其他傳染病，

雇主和勞工組織應努力確保人員受過教育訓練，提高意識並給予適當的防

護，以預防此類疾病。 

五、提供補償 

如果防護措施不足以防止感染，則在工作場所如果感染與工作有關，則

應向公共緊急服務人員提供賠償。 

六、壓力管理和諮詢計劃 

減少員工與愛滋病毒和其他傳染病和接觸流行疾病，應嚴格遵守保密規

定並正式規定以避免那些人經常被污名化和潛在的工作場所隔離進行測試、

壓力管理和諮詢計劃。 

七、提供最新防護裝備與職業安全健康訊息 

考慮到公共緊急服務人員不斷變化的工作環境，應訊息分享計劃和實施

最新的職業安全與健康措施，特別是在開發並應用於個人防護裝備的新技術

方面。  

綜上所述，在國際上職業安全與生命健康之權利是基本人權，對於職業

安全與健康的保護適用各行各業，並未排除公務部門（警消人員）的適用，

不論是政府或企業內部均應採取促進職業安全與衛生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行

動，包含提供個人防護措施、創傷壓力症候群的預防與治療、預防傳染病感

染、壓力管理與諮詢，提供員工最新防護裝備與職業安全健康訊息等，讓所

有職業類型的工作者安全與健康均受保障，避免職業傷害的發生。 

第三節 台灣與日本警察執勤現況 

壹、 台灣警察職業災害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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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國警察人員執勤現況，戴天岳、 莊忠進、 游志誠 (2014)指出警察

執勤安全可分為兩種態樣：「（1）執勤時遭受攻擊、毆打等不法行為發生

傷亡，約占 35%；（2）執勤時因本人或天然災害因素而導致傷亡，如辦公

過勞以及遭大水沖走等，約占 65%。」此外，陳斐鈴 (1992)曾在警察人員執

勤時遇害之狀況分析中，分別就五個面向進行探討：「（1）被害時間各時

段均有；（2）被害地點以室外占77.8%較室內居多；（3）遇害時僅有12.8%

人員未攜帶應勤槍彈。歹徒使用槍械攻擊者占 67.5%，使用利刃約占 8%。

（4）被害部位以頭部 50%為最多，次多部位為腹、胸等；（5）勤務類型以

「據報查緝」勤務為最大宗，占整體 61%，其二為路檢盤查占 11%。」，兩

者相關數據及研究因年代較為久遠，較難以了解台灣警察的職業災害近況。 

另一方面，我國有關警察人員傷亡人數統計主要來自於警政署統計資料

以及銓敘部撫卹人數統計資料，惟並未有統計疾病、死傷原因之數據。而不

同統計數據的分類標準和內容均不同，以統計死亡人數數據最多，關於傷害

的統計較少，而關於疾病的統計數據則極少。經檢視自民國 84 年起至 104 年

臺灣省警務統計分析年報（現改為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警政統計年報），所列

各項統計表並未公布每年警察人員因公死亡或受傷人數統計與原因。僅於臺

灣省警政統計輯要中登載於 85 年至 86 年介紹警政署人事業務時，簡略提及

「86 年員警傷亡人數 515 人（因公殉職 5 人、因公死亡 28 人、因公受傷 336

人、因公傷殘 3 人、非因公死亡 37 人、非因公受傷 106 人）」(內政部警政

署， 1997)。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警政署逐漸重視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自 2016

年起始列為重要警政統計並公布死亡人數。根據警政署（表 3-1）2016 年死

亡人數總計 69 人，其中因病故或意外死亡 65 人，因公死亡 4 人（含因公殉

職）；2017 年死亡人數總計 65 人，其中病故或意外死亡 55 人，因公死亡 10

人；2018 年死亡人數總計 39 人，其中因病故或意外死亡 33 人，因公死亡 6

人；2019 年死亡人數總計 70 人，其中因病故或意外死亡 58 人，因公死亡 12

人，警察年死亡千人率介於 0.59 至 1.12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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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16 至 2019 年警政署統計員警死亡人數 

單位：人、千分比（‰） 

年別 
病故或意

外死亡 

因公

死亡 
總計 警察人數 

警察死亡千

人率 

2016 年 65 4 69 61,781 1.12 

2017 年 55 10 65 63,926 1.02 

2018 年 33 6 39 66,468 0.59 

2019 年 58 12 70 69,151 1.01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2020) 

註：警察官人數包含職等為警監、警正、警佐、警佐待遇人員，不包含警察機關一般行政及技術

人，統計至當年底。 

另外，藉由銓敘部撫卹人數推估台灣 2016年以前之警察人員病故或意外

死亡以及因公死亡人數，每年死亡率維持在千分之一左右，2016 年病故或意

外死亡人數最高，故死亡率最高；因公死亡人數 2015、2016 年降至 8 人，

2017、2018 年又攀升 14 人及 18 人，整理如圖 3-1： 

 

 

圖 3-1 警察人員病故或意外死亡、因公死亡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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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銓敘部 (2008-2019) 

 

圖 3-2 警察人員年死亡千人率（‰） 

註：警察人數含一般行政機關及警察行政機關中的警監、警正、警佐人員。 

比較上述兩者統計數字存有些微差異，是由於銓敘部統計之資料除警察

行政機關中警察人數，亦包含任職於一般行政機關與中之警監、警正與警佐

之人數，故各項人數統計數據結果均相較警政署人數多。 

此外，亦有研究整理近 10年警察執勤傷亡殉職人數統計，分別就警察人

員傷殘、死亡與殉職人數統計，根據「公務人員撫卹法」（107年 11月 21日

已廢止），因公殉職須符合三大條件：執勤職務時已有危難事故發生、執勤

職務現場是高度可能讓救災人員死亡環境、明知有生命危險仍奮不顧身，如

未符合上述條件而在執勤中喪命者則為因公死亡，兩者差異在撫恤金有無額

外加給，107年 7月 1日起施行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已放寬因公撫

卹條件，年平均傷殘人數約 809人、年平均死亡約 8人、殉職人數約 0.6人，

統計人數如表 3-2： 

表 3-2 警察執勤傷亡殉職人數統計 

年度/項目 傷殘人數 因公死亡人數 因公殉職人數 

2008 年 762 15 1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警察人數 72718 73134 73222 75678 76374 76570 75554 75112 75452 79080 82334 85642

年死亡千人率‰ 1.306 1.504 1.311 1.004 1.074 1.228 1.059 1.052 1.524 0.974 0.802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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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64 20 3 

2010 年 702 15 0 

2011 年 695 3 0 

2012 年 840 3 1 

2013 年 785 7 1 

2014 年 1047 8 0 

2015 年 847 6 0 

2016 年 893 3 1 

2017 年 921 10 0 

2018 年 745 4 0 

合計 8901 94 7 

年平均 809.2 8.5 0.6 

資料來源：謝子揚 (2019) 

此外，藉由警政署辦理公益信託警察醫療及照護基金核發、補助情形推

估，於因公受傷、失能或死亡之警察人員，核實給予相關醫療照護、安置就

養或死亡濟助等補助費用，2016 年（8 至 12 月）補助 202 案，核發 628 萬

8,514 元；2017 年補助 659 案，核發 1,923 萬 3,631 元；2018 年補助 685 案，

核發 1,463 萬 9,398 元；2019 年補助 539 案，核發 1,860 萬 3,185 元。合計補

助 2,085 案，核發 5,876 萬 4,728 元(內政部警政署, 2019)。以 2017 年至 2019

年件數推估，每年警察發生職業傷害件數平均約為 628 件，也就是每天約有

1.72 警察受傷、失能或死亡，以 2019 年現有員額 7 萬 3,405 人計算，職災千

人率約為 8.56‰。 

由此看来，由於銓敘部與警政署在記錄警察人員總人數和警察傷亡人數

方面存在差異，相關資料亦未註明是否是於「執勤時」而導致的病故或傷

亡，依上統計資料僅能約略推估警察人員每年死亡與受傷人數，而實際申請

警察醫療及照護基金補助的情形，多為受傷程度較嚴重之狀況，因此可推估

實際存在發生受傷而未達申請之情形。 

貳、 日本警察執勤現況 

有關日本警察執勤概況，本文以都道府縣警察人員現行狀況分析，由於

地方政府人員災難補償系統旨在補償因公共安全服務而造成的損害（人身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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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疾病、傷殘或死亡），或地方政府人員於通勤造成的災難，故以地方公

務員補償基金認定符合職業災害的案件，觀察日本警察執勤概況。 

依地方公務員補償基金統計報告，有關地方政府全職員工災難賠償統計

概述，地方警察人員判定為職業災害件數 2016年總計為 5902人，其中死亡 9

人，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為0.0346‰；2017年總計為6109人，其中死亡6人，

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為 0.0230‰；2018年總計為 6252人，其中死亡 10人，職

業災害死亡千人率為 0.0386‰，為近 4 年死亡人數最多；2019 年總計為 5920

人，其中死亡 5 人，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為 0.0192‰，死亡人數較前年略為減

少（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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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16 年至 2019 地方警察人員職業災害件數統計 

單位：人、千分比（‰）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地方警察 

人數 
259766 259745 259224 259369 

職業災害 

人數 
5893 6103 6242 5920 

職業災害 

死亡人數 
9 6 10 5 

總計 5902 6109 6252 5925 

職業災害 

千人率 
22.72 23.519 24.079 22.844 

職業災害 

死亡千人率 
0.0346 0.0230 0.0386 0.0192 

資料來源：地方公務員補償基金 (2021) 

簡而言之，藉由了解與研究發生在工作場所的事故，能夠預測與制止大

多數傷害案件，減少不必要之勞動力損失與社會支出。因此，綜合比較台灣

與日本警察人員執勤概況可發現，日本警察人員在職業災害千人率，人數相

較台灣多出許多，約為我國 3 倍，其中數量之差異可能由於日本在通報警察

人員職業傷害與診斷認定機制較為完善。此外，日本在職業災害死亡千人率

上明顯相較我國少，我國比日本高出約 29-30 倍，由此可知我國仍有改善進

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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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警察職業安全衛生之困境與對策 

本章分別整理有關台灣與日本警察人員安全與衛生對策與現行困境，並

評估這些對策與上一章概述的安全與衛生風險相符的程度。 

第一節 警察面臨職業安全與衛生之風險 

壹、 案例分析 

本研究為瞭解警察人員過去面臨職業安全與衛生之風險之情形，本節乃

先將過去警察人員於執行勤務期間發生傷亡案例進行介紹。案件來源為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決定書查詢系統」過去以及警察英烈紀念

網的案例蒐集，針對我國近幾年相關案例為優先。 

在進行案例蒐集後，針對事發時間、地點、災害別、對應工作任務、人

員身分、傷亡程度與事件發生始末簡要說明，並針對事件進行初略分析。以

顯示各項案例對於警察人員在工作環境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一、國道處理事故殉職 

(一) 時間：107年 11月 23日 

(二) 地點：國道 1號南向 86.4公里處 

(三) 工作任務：巡邏勤務 

(四) 人員身份：國道警察局楊梅分隊實習員警 

(五) 傷亡程度：死亡 

(六) 說明： 

國道警察凌晨 1 時許執行巡邏勤務，在國道一號南下湖口路段，協助處

理故障車事故，當時故障車停放於內側車道，故將巡邏警車開至故障車輛後

方並開啟警示燈、警報器示警，2 名同事下車擺放交通錐，沒想到遭後方車

輛未注意高速追撞，傷重不治，導致職業災害原因分為不安全狀況、不安全

行為與災害防止對策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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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安全狀況：不適當的防護。有缺陷的工具、設備或器具。未採取安全

作業方式。有害的環境狀況。 

(二) 不安全行為：使用有缺陷的工具、設備或器具。不安全的作業程序和方

法。知識與經驗不足。站立於不安全位置。 

(三) 災害防止對策：確實辦理處理車禍勤務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提升精

進裝備。 

二、追捕人犯撞分隔島殉職 

(一) 時間：108年 8月 28日 

(二) 地點：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二路、福三街口 

(三) 工作任務：巡邏勤務 

(四) 人員身份：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警員 

(五) 傷亡程度：死亡 

(六) 說明： 

薛員於 108 年 8 月 28 日 16 時擔服巡邏勤務，發現王嫌疑似飲酒或施用

毒品騎乘機車，有精神亢奮、非理性駕駛情形，恐危害自身及用路人安全。

薛員見狀即依法追蹤稽查及示警攔停，同時以無線電通報汐止分局勤務指揮

中心「攔截圍捕」。期間王嫌不服攔停、加速逃逸，行經基隆市七堵區明德

二路、福三街口時與薛員騎乘之警用機車擦撞，致使其倒地滑行，頭部重擊

中央分隔島，送醫急救不治，導致職業災害原因分為不安全狀況、不安全行

為與災害防止對策分析如下： 

(一) 不安全狀況：不適當的防護。有缺陷的工具、設備或器具。 

(二) 不安全行為：使用有缺陷的工具、設備或器具。不安全的作業程序和方

法。知識與經驗不足。 

(三) 災害防止對策：警車追逐具高度危險性，若只有單一警車追逐逃逸車

輛，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難以確保員警自身、追逐對象及其他人的生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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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安全，因此追捕逃逸車輛應以聯絡支援警力並尾隨在後的方式進行。將本

案列入案例安全與衛生教育、訓練、機車安全駕駛與操作等訓練、提升安全

帽等裝備等級。 

三、處理車禍勤務殉職 

(一) 時間：103年 6月 10日 

(二) 地點：新北市瑞芳區臺 62甲線 3號隧道內 4.8公里處 

(三) 工作任務：車禍處理勤務 

(四) 人員身份：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警員 

(五) 傷亡程度：死亡 

(六) 說明： 

吳故員於 103 年 6 月 10 日 8 時至 14 時擔服車禍處理勤務，其於 13 時 5

分許接獲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勤務指揮中心通報，與警員宋○○至新北市瑞

芳區臺 62 甲線 3 號隧道內 4.8 公里處（往四腳亭方向），處理自小客車自撞

事故。當日隧道內光線昏暗視線不良，且路線彎曲又係下坡路段，雖然渠等

即打開警示燈並沿警車車尾向隧道內延伸擺放警示交通錐，因有交通錐經車

輛碰撞傾倒，吳故員欲將交通錐擺放調整時，遭民眾蘇○○駕駛曳引車，超

速失控撞擊，導致職業災害原因分為不安全狀況、不安全行為與災害防止對

策分析如下： 

(一) 不安全狀況：不適當的警告裝置。不適當的防護。有缺陷的工具、設備

或器具。有害的環境狀況 

(二) 不安全行為：未採取安全作業方式。未使用防護具。行走於不安全位

置。協調管制不當。 

(三) 災害防止對策：確實辦理處理車禍勤務教育、訓練。訂定勞工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 

貳、 台灣警察面臨職業安全與衛生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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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公務員職業災害及保障事項，係由考試院以及轄下的保訓會主管，

另外，有關警察人員職業災害、職業病的法規為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

法，因為該法未規範第三方監督機制，且亦無罰則，因此常常無法落實，導

致臺灣缺乏系統性的針對警察人員健康風險評估，以下就臺灣警察人員面臨

職業安全與衛生問題說明如下： 

一、工作場所未設置安全與衛生組織 

依上揭辦法各機關應成立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負責規劃、督

導、檢視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然而，從上述台灣警察組織架構來看，

並未設有類似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的單位。實際上各項勤務安全及衛生防護

檢視、督導及申訴等，涵蓋在各單位督察室內有關勤務及內部管理之規劃、

執行及督導業務項目中。此外，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尚須進行調查針對發生

原因，並檢討改進，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亦須作成「年度書面報告」

公布，綜覽各單位業務職掌並未有單位負責，現行警察機關均無類似措施。

因此，警察人員無法得知因公受傷是否有集體趨勢或是一再發生的狀況，也

無法從這些數字中得到職業災害預防政策。 

二、無員工參與機制 

以一般勞工職業安全衛生法為例，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

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實施，雖然公務人員得就執

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向服務機關提供建議，機關應於三十日內回復

辦理情形。但是實際上，警察機關並未設有專責職業安全與衛生之組織，缺

少員工申訴職業安全衛生措施的管道與受理單位，各項勤務如何安全執行、

編排等意見，分散由各相關業務單位主管單方面下達命令與裁指示、彈性訂

定規範缺乏統一安全與衛生標準，產生以人治取代法治現象，應將由上而下

的控制轉變為由下而上的參與。 

三、僅有提供基本健康檢查項目與部分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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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勞工適用的職業安全法為例，勞工進入職場除了一般健檢，該法還要

求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進行「特殊健康檢查」，除將檢查報告送事業單

位亦須通報勞動主管機關備查，但是，屬危勞職務之警察人員未實施特殊健

康檢查，囿於各機關經費限制，並無提供所有警察人員實施健康檢查，僅提

供自費健康檢查部分補助，且亦無規範健康檢查項目、次數，每個員工健康

狀況亦無紀錄，且報告未統一送至主管機關。 

四、無明確職業傷病認定機制與職災事故通報處理流程 

現行警察機關沒有很明確的職業傷病的通報制度，且通報制度缺乏強制

力，通報資料亦未與員工健康檢查結果加以整合，因職業傷病的確診因果認

定與證據蒐集十分複雜，如缺乏系統性評估與書面研究，將導致警察人員的

職業傷病難以認定，如職業傷病如長期需要醫療照護或住院，僅能以公益信

託警察醫療及照護基金，以「照護基金」的方式給予援助。另外，發生職業

災害後，未有後續事故處理通報流程，須向上級機關通報職業災害內容為

何?如何調查事故原因及處理程序?負責調查人員之資格?以及是否後續提出檢

討對策均未有所規範。 

五、缺乏第三方監督 

此外，缺乏第三方監督機制，勤務執行的監督機關仍為原主管機關，未

能針對單位內不合規定事項實施檢查、檢視有無違反法令、各項裝備是否符

合規範，縱使上級主管機關明文律定相關安全衛生措施，（例如：警政署律

定勤務時間上限規定，每日勤務時數以 8 小時為原則，無法因應需求時，以

10 小時為度），單位主管如不重視，因不具強制力且無第三方監督機制，得

任意解釋或另以各轄區特性不同之理由加以規避，未能如同一般事業單位如

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能由第三方監督機關通知限期改善或停工，難以落實

保障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 

 

由上述案例分析可依發現，警察執勤面臨諸多職業安全與衛生的風險，

其中涵蓋安全文化三個方面：人的因素、行為因素與環境因素。人的因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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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保持警戒狀態、情勢判斷錯誤、教育訓練未落實、勤務或人員規劃不當

等；行為因素則為應勤裝備防護等級不夠、警示防護不足、未保持安全距

離；環境因素則為執行環境視線不佳、地形不熟悉等。 

由於多項法令與措施不合時宜，現行台灣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尚面臨諸

多困境，包含缺乏第三方監督、員工參與、僅有提供基本健康檢查、工作場

所未落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以及無明確職業傷病通報與認定機制等，改善警

察職業安全與衛生的第一步，應該從建立第三方監督機制開始，使各項上級

機關職業安全衛生規範落實執行，唯有各單位遵守法令、溝通協調，才能持

續改善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 

第二節 保護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之對策 

在本章中，先針對公務員安全與衛生對策概況介紹，再以現行警察人員

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相關法規進行說明。 

壹、 台灣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之對策 

一、台灣公務員職業安全與衛生規範 

我國有關公務人員職業安全衛生問題之規範，係依據 106 年 06 月 14 日

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9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

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執行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並授權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以行政院 84 年 9 月 26 日訂定之「公教員工安全

維護辦法規範」為基礎，並於 103 年 1 月 7 日修正最新發布之「公務人員安

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作為現行我國保障公務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之基

礎。該防護辦法實施對象依第 3 條規範：「係指法定機關（構）及公立學校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亦即我國警察人員為適用上述

防護辦法之對象。 

上述防護辦法全文共計 33 條，第 1 章係總則（§1-4）規範了適用對象、

各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必要防護措施、組成安全及衛

生防護小組及其職責；第 2 章係安全衛生設施及防護（§5-21）內容包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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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設施及防護通則、辦公場所之安全衛生設施及防護、執行職務之安全衛

生設施及防護、健康防護；第 3 章係侵害事故之處理（§22-24）發生事故後

應即調查事故發生之原因，並檢討改進相關防護措施；第 4 章係通報與建議

（§25-28）；第 5章附則（§29-33），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體系表整

理如表 4-1： 

表 4-1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體系表 

內容 

主題 
條文 內容 

通則性

質規定 

第 3 條 
對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應採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定

義及措施。 

第 5 條 
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應考量年紀、性別與身心障

礙等需要。 

第 12 條 有危害之虞機關長官應採取相關防護措施。 

第 32 條 各機關就不同人員比照辦理之明文。 

組織性

質規定 

第 4 條 機關應指定人員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 

第 15 條 

第 5 款 

建立安全及衛生防護通報系統、建立緊急聯絡人

名冊。 

第 22 條 

第 2 款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遭受侵害之通報。 

第 19 條 
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調查事故原因與檢討相關措

施之職權暨義務。 

第 25 條 

第 2 項 

遭受騷擾、恐嚇、威脅等情事通報防護小組、機

關長官或警察等相關機關處理。 

第 25 條 
公務人員知悉重大危害之虞應通報防護小組或機

關長官。 

第 29 條 警察或相關機關職務協助義務。 

第 31 條 機關預算內支應所需經費。 

安全與

衛生設

施及 

防護 

第 6 條 明定應防止辦公場所可能產生之各項危害。 

第 7 條 危險物及有害物標示制度。 

第 8 條 
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等規劃與採取必要防

護措施。 

第 9 條 提供妊娠中及分娩後女性公務人員之必要設施。 

第 10 條第

1 款第 7 款 

建築設備安全及環境衛生之注意義務、其他必要

防護措施。 

第 10 條 

第 2-4 款 
門禁管理、社區安全聯防、警察機關聯繫。 

第 10 條 

第 6 款 
作業環境測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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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第 5 款 
簡易急救醫療器材與社區醫療機關聯繫。 

第 13 條 
安全與衛生機具設備及措施之提供、維護與檢

修。 

第 14 條 
定期檢視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所可能產生之危害

因。 

第 15 條 

第 1-4 款 

警察消防衛生機關聯繫、公務人員資料保密、民

眾非理性抗爭之警察機關聯繫。 

第 18 條 
明定預防工作促發相關疾病應採取適當之預防措

施。 

健康防

護規定 

第 19 條 定期施行特定項目健康檢查。 

第 20 條 
提供妊娠中及分娩後女性公務人員之必要健康保

護措施。 

第 21 條 罹患法定傳染病之公務人員的處理。 

第 22 條 

第 1 款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遭受侵害之急救或搶救。 

第 22 條 

第 3 款 

執行職務遭受侵害與消防、空勤、醫療機關聯

繫。 

第 25 條 

第 1 項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注意。 

教育 

訓練 

第 11 條 訂定緊急避難之標準作業程序並定期訓練。 

第 17 條 

執行危險性職務前之勤前教育、預防危害標準作

業流程之提供、加強安全及衛生防護訓練、增進

相關知能。 

公務人

員權利

與救濟 

第 16 條 

第 1 項 
執行職務前可能危害資訊之告知。 

第 27 條 
公務人員建議權與機關回復義務、禁止報復條

款。 

第 28 條 
請求服務機關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機關回

復義務。 

第 30 條 
服務機關不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之 

救濟提起。 

發生侵

害後之

協助 

第 23 條 

醫療費用墊付、警察機關偵辦、法律協助、慰問

金核發、請假保險退休撫卹事宜、心理諮商輔導

或治療照護。 

二、台灣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實施概況 

除了上述適用於一般公務人員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內容以

外，進一步分析內政部主管法規體系，屬於警政項下之法規，因應不同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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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警察人員的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職業安全與衛生設施以及職業安全與

衛生監督與檢查等內容，分散在各警察機關法令與內部組織業務中，以下就

警察機關與職業安全與衛生相關規範與業務職掌，整理分類如下。 

(一) 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人員 

在現行各中央與地方之警察機關中，並無依上述公務人員安全防護辦法

指定適當人員組成類似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的組織，由於未設置專責警察人

員職業衛生管理單位，在擬訂、規劃、督導、指導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上，分散於各單位內部組織業務職掌中。以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辦事細則為例，第 4 條明定：「本總隊設下列科、中心、室及大隊：一、警

務科。二、督訓科。三、後勤科。四、安檢保防科。五、勤務指揮中心。

六、秘書室。七、人事室。八、主計室。九、第一大隊、第二大隊，分六中

隊辦事。十、刑事警察大隊，分四偵查分隊、警犬分隊辦事。」其中警務科

掌理警察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等；而督訓科負責員警因公傷亡殘疾之慰

問及濟助、執行常年訓練、勤務及內部管理之規劃、執行及督導等；後勤科

則掌理車輛、設施之管制、維修及督導等；安檢保防科職掌保密防諜工作、

教育及防護機關免受間諜之滲透等。 

其他隸屬中央之警察機關的內部業務單位，與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有關的

組織也幾乎雷同。而隸屬直轄市、地方縣市政府的警察局內部組織亦相似。

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為例，行政科負責勤務規劃、設備標準、

警察勤務、勤前教育；保安科負責保安警備措施規劃；保防科負責有關保防

等事項；訓練科負責警察教育訓練；後勤科負責裝備保養供應。 

此外，有關保防工作內容，係於 83年由內政部警政署訂定後公布「各級

警察機關安全防護工作實施要點」，第 1 條第 1 項目的即說明：「維護人

員、物資、器材、設施安全，防制敵人滲透破壞，確保內部安全。」以及

「保防教育，鞏固員工心防、防範並查處反心戰案件。」綜合上述而言，保

防工作目標主要是與避免境外敵對勢力滲透以及執行有關危害國家安全及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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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國家利益之安全防護工作有關，而與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較無關聯，

與職業安全與衛生較相關的部分內容節錄如表 4-2： 

表 4-2 各級警察機關安全防護工作實施要點職業安全與衛生保障內容 

防護計畫之實施 

以「人員」、「設施」、「器材」、「物資」為安全防護重點，分

析敵人陰謀滲透及可能破壞行動，蒐集相關資料，針對本機

關之性質、環境及防護現況，選定防護目標。以此為安全狀

況研判，訂定「安全防護工作實施計畫」 

安全防護之演練 
「各警察機關為測驗安全防護工作實施計畫之可行性及適應

性，應視實際情形需要，適時舉行防護演習。」 

安全防護 

計畫之檢查 

依據「安全防護工作實施計畫」，有關各科 （課） 室，負責

實施之項目，每雙月自行檢查一次，並將檢查表填送保防室

彙報。 

安全防護 

會報之召開 

「定期舉行本機關安全防護會報，每年六月、十二月份各舉

行一次，必要時得臨時召開之。會報由本機關正副首長或主

任秘書主持，有關業務主管參加，會報範圍如下： 

1 有關建築設施、物資、器材等安全防護措施與改進事項。 

2 有關危險物品防範事項。 

3 有關演習事項。 

4 有關防護教育宣導、情報蒐集事項。 

5 有關偶發事件防範事項。 

6 其他有關安全防護事項。」 

物資、器材之安

全防護 

「武器、彈藥、車輛等裝備應善加保養，其儲存停放場所注

意其安全設施，各級主官 （管） 應經常清點數量是否相

符。對易燃、物爆等危險物品，應隔離貯存，加強管理消防

設備應經常保持堪用狀態，對使用日久之電線、電 器、機械

及警報設備，應定期予以徹底安全檢修。」 

勤指中心 

值日制度 

「各級勤務指揮中心及保防單位應依照規定派員值勤。 

 值勤人員應定時巡視內外週邊安全，尤應注意假日之防護 

工作。 值勤人員應與機關首長及直屬單位主管，當地情治警

備單位密取聯繫，以備及時處理有關事故。」 

逐年充實 

科技設備 

「對各項重要防護目標，逐年充實科技設備 （如警報器、電

腦 報警系統、閉路電視、超短波警訊系統等設備） ，以輔

助人 力不足。 飼養警犬輔助警戒，擔任守護、搜索、巡邏

任務。」 

統合友軍情資 

「依機關環境特性，主動協調當地友軍單位簽訂兵警力支援

協定，協定書內詳訂聯絡通訊及支援辦法，並保持密切聯

繫，交換預警情資，以發揮統合力量，確保安全。 

為有效結合行政力量，加重各級單位主管與員工之防護責

任，明確建立安全防護責任區制度，平時應結合行政管理、

技術、工業安全、防護 （自衛） 編組，由機關首長負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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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監督，使處處有人防護，時時有人督導，以全體員工力量

構成整體的防護面。」 

此外，關於各級主管擔負員警安全衛生之職責分工亦並不明確，無法依

職權指揮監督、協調、指導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礙於政府各項經費

預算有限並無聘請相關專家學者，對綜理職業安全衛生之最高主管，擬訂之

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協調、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2. 機械設備檢查 

有關警察人員機械設備檢查，分散於警察機關各項設備管理要點以及各

業務單位業務檢查中，非由專責合格之職業安全與衛生人員實施檢查，例

如：依警察機關武器彈藥管理要點、警察機關公務車輛使用管理要等，分別

就警用車輛與武器彈藥實施裝備定期檢查與性能檢查。其他檢查規定主要係

針對貨櫃、航空器的安全檢查，如依臺灣地區民航機場安全檢查作業規定，

安全檢查定義主要係「對在民航機場入出境及境內航空器及其載運人員與物

品，以及進出機場管制區人員、車輛與物品之檢查，針對有無攜帶管制、違

禁物品實施的安全檢查。」而與維護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定期實施機

械設備檢查較無關聯。至於其他無特別訂定管理規則之機械、設備，以及較

易發生危害之工作場所整體作業環境風險評估、作業流程、檢查方式與檢查

時機並無訂定。 

3. 教育訓練 

有關警察人員教育訓練方面，依警察教育條例第 12 條訂定之警察常年訓

練辦法，目的是「鍛鍊警察人員體能及充實實務知能」，其中常年訓練區可

分為一般訓練及針對特定任務的專案訓練，內政部警政署負責全國性警察訓

練之策劃、督導、考核；直轄市、縣 (市) 警察局負責所屬警察訓練之策劃、

督導、考核，並由其所屬分局執行。又依警政署發布之「各警察機關勤前教

育實施規定」中，第 2 條目的即明示「確保員警執勤安全，有效執行警察勤

務，順利達成警察任務。」實施內容與教育員警職務安全，包含檢查服裝及

應勤裝備、檢討勤務規劃等。其餘警察人員教育法規，如保送現職警察人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11

62 

 

 

進修辦法、警察人員教育訓練實施計畫，目的是教育現職警察人員進修增進

與職務有關之知識技能，與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教育訓練較無關聯。 

4. 健康檢查管理 

依現行警察人員醫療照護方案措施，健康檢查對象包含現職及退休人

員、因公死亡人員遺眷，而照護項目則係提供免掛號費、自費健康檢查之折

扣以及健保部分負擔費用補助等，亦即員工健康檢查僅提供部分補助而非全

額補助，並區分員工年齡給予不同補助，40 歲以上警察人員 2 年 1 次補助

3500 元或每年補助 1 次 2081 元；40 歲以下每年補助 2081 元。然而，為何以

40 歲作為補助區分標準並未說明，且於警察人員實施自費健康檢查後，無追

蹤員工健康檢查狀況之機制與統計相關資料，主管人員難以掌握員工健康診

斷之結果。此外，各警察機關無依其人數及勤務性質，提供從事特別危害健

康警察人員，由特約醫護人員辦理臨場健康或諮詢服務。 

5. 員工參與 

在員警提供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建議參與之機制方面，僅能依警察機關加

強員警意見溝通實施要點，使用電子信箱或於半年舉行一次之座談會中，由

代表提出建議。然而，因未設有專責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之組織，有關

職業安全與衛生之問題與建議，僅能分別由負責相關業務之權責單位，提出

解答並復知當事人。 

(二)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1. 機械、器具之防護標準 

有關警察機關使用機械、器具防護之標準之訂定與分類，依警察法第 17

條：「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由中央定之。」另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14條

規定略以：「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分建築物場地、交通工具、槍械彈藥、

電訊裝置、刑事器材、消防防護、衛生用具、教育器材......服勤用品等類，

其標準由內政部定之。」其中，有關衛生用具現行並無訂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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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項警察人員機械、器具之防護標準內容上，多屬警察機關為統一樣

式、便於管理，使各項勤務順利而訂定之管理規範，主要係規定配發種類、

規格、數量與外觀樣式，而對於該機械、器具應符合何種國際標準，或操作

時應注意的安全防護規定並未有詳細提及。例如在交通工具方面，各警用車

輛之類別依「警察機關車輛適用車種表」，按使用用途不同訂定外觀樣式、

汽缸容量或加裝特種設備（如：無線電話、閃光燈、警鳴器或應勤裝備）

等，並未提及警用車輛，加裝之特種設備安全防護器具、構造、性能應符合

之最低標準。而有關實際從事警察勤務配備標準，依警察勤務條例第 23條第

2 項規定：「警察勤務裝備機具配備標準，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該配備

標準將警察勤務所需之裝備機具分為以下四項：（1）防護型裝備機具(如：

背心式防彈衣、防護型噴霧器、反光背心)、（2）蒐證型裝備機具(如：微型

攝影機)、通訊型（3）裝備機具(如：無線電手攜機、警用行動電腦)、（4）

警械裝備機具(如：警槍、警棍、警銬等)。在服裝方面，依「警察機關學校

行政學員生實務訓練特殊作業及專業警察人員服式標識規定」，主要係針對

警察人員統一服式、顏色與標識進行規定，其中，例如：霹靂小組僅規範穿

著黑色長統戰鬥皮鞋，而交通警察除了規範穿著防護車靴，規定外部與內裡

材質，且應具防水止滑功能等該配備標準主要是配發種類與數量，而非規範

警用裝備機具構造、性能及安全防護裝置。而在警察人員所使用之槍械彈藥

方面，依「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規定警械種類可分為警棍、

警刀、警槍以及其他器械，武器彈藥相關安全措施另訂於「警察機關武器彈

藥管理要點」之中，主要是平時管理武器彈藥之安全管理原則，而員警操作

時安全防護的規定並非主要的核心目的。 

2. 維護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必要措施 

有關警察人員安全與健康之必要措施上，主要目的多是保護現場的物證

或人犯，而防護員警之安全非優先考量。例如：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第 4 款「警察機關獲知道路交通事故，應視情況於現場適當距離

處，放置明顯標識警告通行車輛，並於周圍設置警戒物。」主要目的是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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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物證，而非優先考量員警之安全。或是依拘留所設置管理辦法第五章

安全管理（23 條至 30 條），以及第七章衣食及衛生（35 條至 43 條），主要

是針對被拘留人的安全衛生進行規定，如：被拘留人罹病就醫情況、拘留所

環境應保持清潔、消毒、拘留室依面積大小限制容納人數、由拘留所人員每

日就拘留所之安全設備、保健衛生及其他管理情形進行檢查等，並非針對執

行拘留工作的員警保障其職業安全與衛生。 

此外，在工作時間方面，由於輪班之工作特性，限制警察人員連續服勤

的時間以及每日休息時數有較為詳細之規範。依警察勤務條例第 15條：「每

日勤務時數，以八小時為原則，於但書規定必要時得延長之，每週輪休全日

二次，遇有停止休假情形時，並予以補假。」同法第 16 條對於服勤時間之分

配，規定「勤務以勤四、息八為原則」，亦即服勤人員每日應有連續 8 小時

之睡眠時間，編排 0 時至 6 時深夜勤務不得超過 4 小時。依「警察人員特別

休假辦法」，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上，如有破獲重大突發治安事件、奮勇緝

兇、搶救重大災害等，視情形給予其一至七日之特別休假或酌發獎金。 

在傳染病預防方面，位有提供警察人員定期施打流行性疫苗的規範，而

現存與傳染病預防相關規定僅有依「各警察機關防治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社區感染警戒管制措施」，主要目的係為如社區發生 SARS 感染蔓

延，實施社區隔離之封鎖、管制、警戒及交通疏導等各項作為，其中有關員

警安全與衛生措施，僅規定警察人員進入時，必須做好防護措施，而防護措

施具體內容為何並未詳細說明。 

3. 立即危險之處理 

有關警察人員在執勤中面臨立即危險之處理，主要依警政署出版之警察

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將警察常用勤務計分成 10 類

108 項，規範內容包含執法依據、現場權責人員與作業內容，包含應攜帶裝

備、執行中應注意與禁止行為，以確保警察人員在面對緊急狀況時，能夠依

其平日所受之教育訓練與處理程序，順利完成勤務。 

(三) 職業安全與衛生監督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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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生職災時應採取的措施 

如員警發生職災時，現行並無規定應採取的相關措施，在通報首長及有

關人員方面，依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範，循三線報告系統分別

係主官系統、業務系統以及勤務指揮系統，通報員警職災事故。 

2. 職業災害統計 

而員警發生職災統計方面，現行並未公布於工作場所，使警察人員得以

充分知悉執勤時可能產生之疾病與風險，相關職災統計僅有於警政署年報

中，公布上一年度員警發生因公死亡之人數，並未有更詳細職災內容訊息，

例如：調查人員資料、時間地點、受傷部位以及分析與對策等，且因缺乏職

業災害、職業傷病通報與認定機制，未能於事故發生後提出分析與防範對

策，  

總上所述，我國針對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規範除上述公務人員職業安全衛

生辦法規定相關措施外，其餘有關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的法規分散置於警察

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各單位業務或相關法規裡，惟部分

職業安全與衛生，危險物及有害標示制度、或是變更管理。  

貳、 日本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之對策 

在日本之國家公務員與地方公務員雖分屬不同之法制範疇與組織制度，

但原則與內容大致一致，以下就日本的國家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規定進行說

明： 

一、日本公務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規範 

在國家層級，依據國家公務員法第 3 條之規定略以：「人事院依法掌管

有關給與、各種勤務條件之改善……職員利益之保護等事務。」日本設置人

事院，職責為管理國家公務員人事行政的標準公正與統一，下設職員福祉局

負責制訂工作時間、休假、育兒與護理的措施、規劃健康、安全和公共事故

補償制度等，用以改善所有公務人員的工作條件。另外，同法第 73條內閣總

理大臣和有關機構負責人應當制定下列事項的計劃，並予以實施：（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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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員工健康的事項。（2）關於員工休閒活動的事項。（3）有關員工安全的

事項（4）有關員工福利的事項（5）關於前款規定的訂定和執行，內閣總理

大臣應對有關機構進行全面規劃、協調和監督。 

此外，日本人事院依據國家公務員法於 1988 年（昭和四十八年）制訂

「人事院規則 10-4（職員の保健及び安全保持）」作為維護其健康和安全的

法律依據，制訂的目的是為了設立與國家公務人員健康和安全相關的標準以

及必須執行的事項。 

全文共計 36 條共分為五個章，第 1 章係一般規則（§1-4）目的、人事院

權限、職員的責任與義務；第 2 章規範健康和安全管理體制（§5-14）規定單

位內設立健康管理者、安全管理者、健康管理的醫生、危害防止的主管、負

責消防人員、制訂各單位的健康與安全管理規範、健康與安全教育以及列出

引起危害性或危險性指定調查項目；第 3 章規範健康管理標準（§15-27）關

於工作環境應採取的措施、有害物質的限制使用、連續工作的限制、中老年

員工的健康、定期健康檢查、預防腦血管疾病和心臟病的健康指南、調查身

體和精神狀況、健康管理紀錄等；第 4 章規範安全管理標準（§28-35）預防

危險的措施、從事高風險工作的人員資格限制、限制使用設備、設施檢查、

災難通報義務；第 5 章其他規定（§36）。以下就人事院規則 10-4 體系表整

理如表 4-3： 

表 4-3 人事院規則 10-4 體系表 

內容主題 條文 內容 

總則 
第 1 條至 

第 4 條 

立法目的、人事院權限、各省各廳長的職

責、員工的職責 

表 4-3（續）   

健康與安全

管理體系 

第 5 條至 

第 14-2 條 

⚫ 健康管理人 

⚫ 安全管理人 

⚫ 健康安全事務協助人員 

⚫ 現場實驗管理 

⚫ 保健醫生設置 

⚫ 危害預防主管 

⚫ 消防設施管理人 

⚫ 制定健康和安全管理規定並公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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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全教育 

⚫ 採取措施聽取職員的意見 

⚫ 危害性或危險性調查等 

衛生 

管理標準 

第 15 條至 

第 27 條 

⚫ 應採取的工作環境等措施 

⚫ 特定有害工作有關的措施 

⚫ 限制使用有害物質的 

⚫ 連續工作的限制 

⚫ 中高齡職員身心健康 

⚫ 職前、定期、臨時健康檢查等 

⚫ 其他健康指導 

安全 

管理標準 

第 28 條至 

第 35 條 

⚫ 預防危險的措施 

⚫ 緊急措施 

⚫ 高傷害風險的工人資格限定 

⚫ 使用設備等的限制 

⚫ 設備檢查 

⚫ 災難報告 

雜項規定 第 36 條 過渡條款 

 

(一) 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 

首先，在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方面，分別就健康管理人、安全管理人

員、現場試驗的管理、保健醫生以及消防設施管理人負責下列事項： 

1. 健康管理人員： 

健康管理人員為主管各單位工作人員健康相關事務的課長，負責有關預

防員工健康問題的措施的事項；有關維護和改善員工健康的指導和教育事

項；工作人員的健康診斷或面談；維護有關員工健康管理的記錄和統計數據

的事項；以及除前款所列事項外，員工健康管理所必需的事項，並分別設有

一名健康事務協助人員。 

2. 安全管理人員 

安全管理人員為主管各單位工作人員安全相關事務的課長，負責有關防

範員工危險措施的事項；有關工作人員安全指導和教育的事項；有關設施、

設備等的檢查和維護的事項；建立和維護員工安全管理記錄和統計的有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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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以及除以上各項外，還涉及員工安全管理所必需的事項並分別設有一名

安全事務協助人員。 

3. 現場試驗的管理 

各部廳執行現場試驗等時，應由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中指定健康管理或

安全管理負責人，分擔健康或安全管理人員的事務。 

4. 保健醫生 

各組織機構以書面提名或委託應的形式指定一名醫療保健醫生，履行國

家人事局規定的健康管理指導事項，保健醫生負責包含健康檢查和面談指導

實施指導、健康管理檔案製作指導、健康教育和其他維持和改善員工健康的

措施的指導、關於職員的健康問題的調查原因以及預防對策的指導。另外，

要求在工作場所醒目張貼如何向保健醫生申請健康諮詢並規範各機構的負責

人應向保健醫生提供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和其他必要的資訊，以便保健醫生

為工作人員提供適當的健康管理指導。 

5. 危害預防主管 

各部廳負責人應從具備特定工作相關的知識、經驗或技能的工作人員中

任命一名危害預防主管，執行與危害預防有關的事務。 

6. 消防設施管理人 

各部廳負責人應當對各類防火的設施配備一名消防設施管理人員，由其

負責防火工作。 

其次，規範各部在聘用員工或改變其從事的工作內容時，認為有必要維

持和改善員工的健康或確保其安全時，必須對員工進行必要的健康或安全的

教育。各負責人應當採取必要措施，並且規範各單位採取措施前聽取員工對

自身健康管理和安全管理的意見。如因建築、設備、原材料、氣體、蒸汽、

粉塵等或因工作行為造成危害或危險，應進行危害性或危險性的調查並採取

必要措施防止危害員工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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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生管理標準 

1. 應採取的工作環境 

各單位應管理工作環境、照明、保溫、防潮、保持清潔、通風以及防止

傳染病傳播的措施和措施，以確保員工的健康。 

2. 與特定有害工作有關的措施 

各單位負責人應當定期對從事特定有害工作場所的工作環境進行檢查，

並記錄檢查結果，應不時調查在規定的有害工作以外的作業中是否存在給員

工造成健康問題的風險，如果認為有必要防止員工的健康問題，應採取適當

的措施。 

3. 限制使用有害物質 

各單位負責人應對員工造成嚴重健康問題的物質進行檢測研究。除非經

人事院批准，不得由員工製造或使用。 

4. 連續工作的限制 

對於潛水、在高壓室、冷凍室中工作、鑽孔類型等的按鍵工作、使用電

鋸或其他使身體振動的機械或設備工作，採取限制連續工作等措施，防止員

工出現健康問題。 

5. 中高齡職員身心健康 

各部廳負責人在安置中老年員工和其他需要特別注意預防健康問題、工

作執行方式等方面時，應當充分考慮其身心狀況。 

6. 健康檢查 

各部負責人負責聘用工作人員時應進行職前體檢，體檢項目由國家人事

主管部門規範，一般定期健康檢查至少每年一次，定期健康專項檢查至少為

每年 6 月一次，各部、機關負責人認為必要時，應對員工進行臨時健康檢

查。。對於健康狀況或身體狀況，根據健康管理記錄、工作人員要求、醫生

意見等判斷為不適合進行 X 光檢查等特定項目檢查的員工，各部廳負責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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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事先聽取保健醫師意見後，變更實施時間、改變檢查方式，或者不進行

特定項目的檢查。 

7. 其他健康指導措施 

對特定工作人員（醫生、護士等）進行心理負擔程度檢查、依據健康結

果要求員工接受特定的健康指導、通知員工體檢結果、建立並保存每個工作

人員的健康記錄，以便為員工健康管理提供指導，向員工發放健康管理手冊

等措施。 

(三) 安全管理標準 

1. 預防危險的措施 

各部、機關負責人應當採取必要措施，防止員工因機器、電器等設備造

成的危險或是易爆、自燃物品等而發生事故，負責人必須採取必要措施，防

止因員工的工作行為而導致災難。各部和機構負責人採取的措施，應由人事

院決定。 

2. 緊急措施 

員工發生緊急災害時，各部、機關首長可考量危險的地點和員工的工作

性質，暫停工作並疏散員工，採取必要的緊急措施等，並應ˊ重視設備維修

和人員培訓。 

3. 高傷害風險的工人資格限定 

各部負責人除具有人事院規定的執照、資格等從業人員外，不得從事特

定工作，並應對可能造成傷害的作業進行特殊教育，防止傷害發生。 

4. 使用設備等的限制 

各部負責人不得允許工作人員使用特定設備等，除非符合人事院規定的

條件。 

5. 設備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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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負責人對設備進行安裝檢查、變更檢查、性能檢查和定期檢查，對

所列設備進行定期檢查，並記錄檢查結果。 

6. 災難報告 

各部負責人在工作場所發生導致員工死亡的災難以及三名以上員工受

傷、窒息或急性中毒火災、鍋爐破裂的災難，須在員工因災害事故發生之日

起 10 日內死亡向人事院報告情況。各部負責人必須在每年 6 月底前向人事院

報告自上一年度 4 月 1 日起在其工作地點發生的當年員工事故情況。 

在地方層級，依據地方公務員法第 7 條之規定在都道府縣或指定城市設

立「人事委員會」，由三名委員組成，經議會同意任命任期為四年。同法第

9 條規範人事委員會處理有關健康與安全事項包含，人員的工作時間、培訓

和福利計劃研究並向地方政府提出建議。以東京都為例，一般職的警察及消

防人員均屬東京都人事委員會管轄的對象（參見東京都人事委員會勞動標準

法附錄 1）。人事委員會作為勞動基準的監督機關除了進行書面調查外，還

要對其管轄範圍內的工作場所進行現場調查，調查與檢查的種類（表 4-

4），以及受理工作場所報告書種類（表 4-5）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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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調查與檢查的種類 

項目 概要 

定期監督 指導和監督員工的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假日和加班工作條

件，以及工作場所的安全和衛生。 

工作情況調查 指導和監督工作條件。例如定期監督，並維護和改善員工適

當的工作條件。 

安全調查 機械，爆炸物和電能等工作場所的指導和監督。 

有害物質調查 有關在工作場所儲存和使用有害物質的指導和監督。 

檢查特定機械 工作場所安裝的鍋爐、起重機等危害防止的檢查。 

資料來源：東京都人事委員会 (2020) 

 

表 4-5 報告書的受理 

項目 概要 

任命衛生管理者

等的報告 

在有 50 人或以上的工作地點任命衛生管理者或工業醫生時

接受報告。 

火災和其他事故

報告 

在工作場所、宿舍或其附件發生火災或爆炸等事故時接受

報告。 

員工受傷/疾病報

告 

當員工因工作等原因而缺勤或因受傷等而死亡時接受報

告。 

定期健康檢查結

果報告 

在有 50 名以上員工的工作地點進行定期健康檢查時，接受

結果報告。 

資料來源：東京都人事委員會網站

（https://www.saiyou.metro.tokyo.lg.jp/kijyunkantoku.html） 

二、日本公務員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實施概況 

根據人事院調查統計，日本國家公務員的實際實際運作概況如下： 

(一) 國家公務員死亡原因調查 

依據人事院規則 10-4第 2條，自 1996年起，每三年進行一次調查前一年

死亡的一般職國家公務員（全職），並針對死亡時的狀況、死亡原因等進行

統計。2018 年的就業死亡人數為 226 人（在 10 萬名員工中死亡率為 82）。

而關於死亡原因，死於疾病的人有 169 人，死於災害的人有 57 人。在與災害

有關的死亡中，有 43 人自殺。 

(二) 勤務工作時間概要： 

https://www.saiyou.metro.tokyo.lg.jp/kijyunkantok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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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基本上是每週 38 小時 45 分鐘，每天 7 小時 45 分鐘，但不僅限

於一般行政單位服務工作的工作人員，還包括需要輪班工作每年 365 天，一

天 24 小時不間斷任務中的人員（例如海岸警衛隊人員、監獄工作人員）。

2018 年全國公務人員加班總小時數平均為 226 小時。超過規定的加班工作上

限（360 小時）的員工比例平均為 22.0％， 

(三) 改善長時間勞動措施： 

1. 自 2019年 4月起，人事院訂定規則將加班工作設定上限如表 4-6： 

表 4-6 加班時間上限 

原則 工作量較多的部門 

每月 45 小時以下 每月少於 100 小時 

一年 360 小時以下 一年 720 小時以下 

 二到六個月平均 80 小時以下 

 
每月超過 45 小時每年不超過

六個月 

資料來源：人事院 (2021) 

2. 強化健康保障的措施：自 2019年 4月起，加班工作超過每月 100小

時的員工，即使員工未申請，醫生提供面對面的指導。 

3. 提倡使用年假：為促進年假的使用，為年休假日 10天以上的員工制

訂年假使用計畫，每年休假五日以上。員工的年假為每年 20天，

2018年每人平均休假天數為 14.8天。 

(四) 促進心理健康的措施 

透過培訓和教材提高心理健康意識、由專家組成心理健康諮詢室、利用

「試行通勤」模擬重返工作。為有助了解員工心理健康，針對一般職國家公

務員因行為障礙引起的長期病假統計調查（每五年一次）。在 2018年由於精

神和行為障礙而停職一個月或更長時間的人總計有 3818 人（佔全體員工

1.39%），其中，男性為 2898 人，女性 920 人。 

(五) 實施健康檢查實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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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健康檢查涵蓋了必要的檢查項目，例如肺部檢查，心血管檢查和

胃部檢查。2018 年接受過全面健康檢查的人佔全體員工的 41.3％，比上年下

降 0.2 點。另外，從事有害工作或可能導致健康問題的工作的員工特別定期

健康檢查的諮詢率為 93.2％，比上年下降 1.0 點。 

(六) 強化安全管理措施： 

宣導案例研究、統整實際發生災難的概要，預防災難的再次發生，並提

供重大事故的預防措施與指導。2018 年，工作場所因災害造成的傷亡人數為

209 人，其中一人死亡。從事故類型來看災難狀況，「武術訓練」是上一年

中最常見的，其次是「跌倒」、「墜落/滾落」「不當動作」、「交通事故」

和「衝撞」，這些災難約佔總數的 80％。 

(七) 特殊設備的陳報 

當安裝需要特別考慮安全管理的設備（例如鍋爐和起重機）時，要求每

個機關和機構陳報人事院。2019年，共有 217件（設置 166件，變更 24件，

廢除 27 件），2019 年 X 射線設備陳報了 161 件。 

綜上所述，我國警察的職業安全與衛生係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與公務員安

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為主要依據，其餘有關執勤安全的法規分散於常用勤務執

行程序或相關法規裡。然而，該防護辦法僅作原則性規定，也無針對高風險

職務，訂定特別保障規定。實際上各警察機關未組成如防護辦法第 4 條規定

各機關應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負責規劃並督導安全及衛生防護等業

務。 

與台灣相比，日本對於公務員職業安全衛生管制內容及措施有十分詳細

之規範，以人事院規則 10-4 作為維護其健康和安全的法律依據。區分為健康

與安全管理體系、衛生管理標準、安全管理標準等。首先，個別設置健康、

安全、消防以及預防危害管理人，明確劃分各自職責。其次，在員工健康維

持方面，亦提供員工更多健康檢查項目與設置保健醫生提供諮詢，採取諸多

促進心理健康的措施。再者，對於公務員死亡原因定期統計數據與調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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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製成報告公告周知。比對台灣與日本管制內容之異同，能作為改善我國

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對策之參考作法。 

第三節 台灣與日本之比較 

在瞭解台灣警察面臨職業安全與衛生的困境後，為尋求解決之道，或許

能借鑒日本的制度，縱然兩者間的警察組織與業務職掌未盡相同，無法一體

適用，然而卻能提供全方面觀念與知識，提升未來台灣警察職業安全衛生工

作。 

壹、 台灣與日本警察安全與衛生管理之比較 

綜觀上述日本警察人員安全與衛生管理法令與現況等資料蒐集與分析

後，並對照我國現有狀況，以下僅就日本針對一般職國家公務員的警察人員

安全衛生管理與我國規範作比較，整理如表 4-7 所列，並加以比較兩國差

異，茲說明如下： 

表 4-7 台灣與日本警察人員安全與衛生管理比較表 

項目 台灣 日本 

管轄機關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 
人事院 

法令依據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

防護辦法以及各勤務

安全標準作業程序 

1. 依據國家公務員法附則第 16 條。 

2. 安全衛生等規定於人事院規則 10-4（職

員的保健及安全保持）。 

是否適用 

勞動安全法 
否 否 

安全及衛生 

防護管理人員 

有 

（未指定個別管理

人） 

1. 設有健康管理人 

2. 設有安全管理人 

3. 設有危害防止負責人 

4. 設有消防設管理人 

5. 設有健康管理醫師 

通報災害機制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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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續） 

變更管理 無特別規定 

有 

第 14-2 條（調查危害性或危險性的情形）： 

1. 安裝、搬遷、更改或拆除建築物時。 

2. 新採用或改變設備、原材料等時。 

3. 新採用或者變更工作方法。 

4. 因施工、設備、原材料、氣體、蒸汽、

粉塵等，或其他有發生風險時。 

其他組織 

性質規定 
無 

1. 野外實驗等業務時健康管理及安全管理

之體制 

2. 設備之設置、變更或廢止應向人事院提

出 

3. 向人事院報告健康診斷等之結果。 

防止危險之必

要措施及設備 

有 

（第 6 條） 

有 

（第 16、16-2 條） 

危險物及有害

標示制度 

有 

（第 7 條） 

有 

（第 16-2 條） 

健康檢查 
有 

（僅基本項目） 

（定期、臨時、綜合健康檢查、面談指導、

腦血管疾病及心臓疾病之預防的保健指導、

並通知職員健康診斷之結果、紀錄） 

預防 

傳染病措施 

無 

僅規範發現罹患法定

傳染病時的措施。 

有 

設備檢查 
有 

定期、加強維護檢查 

有 

設置檢查、變更檢查、性能檢查及定期檢查 

其他健康 

防護性質規定 

無 

未詳細規範執行職務

之資格與能力 

1. 從事有害業務之人員或場所之健康障礙

預防之相關措施。 

2. 限制有害物質之使用、製造。 

3. 限制潛水等工作時數。 

4. 中高年齡職員特別考量。 

5. 限定有執照或資格等之職員從事危害之

虞較高的業務。 

6. 不符人事院所定條件時，不得使用或設

置特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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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有 

（第 11、17 條） 

1. 定期實施安全及

衛生防護訓練、

緊急避難訓練。 

2. 執行危險職務之

公務人員實施勤

前教育、訂定預

防危害之標準作

業程序。 

有（第 13 條） 

1. 定期實施安全或衛生教育、緊急避難訓

練。 

2. 於「聘用時」或「改變其從事的工作內

容時」實施健康或安全教育。 

3. 具有執照執行特定高風險傷害工作的員

工進行可能發生疾病的預防教育、設

備、有害物質的特性及處理方法、安全

裝置、防護設備等的性能及處理方法工

作前的檢查程序。 

健康管理手冊 無 有 

一、管轄機關 

國家與地方公務員有各自規範，台灣公務員與日本一般職公務員均不適

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而分別由人事主管機關訂定保護公務人員職業安全與

衛生之規則，日本由人事院制訂人事院規則，我國有關公務員職業安全衛生

主管機關為考試院與所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二、法源 

台灣是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訂定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及各

單位自行訂定之各勤務安全標準作業程序；而日本則依據國家公務員法附則

第 16 條。安全衛生等規定於人事院規則 10-4（職員的保健及安全保持）。 

三、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 

在我國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雖訂有需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

組，僅規範「指定適當人員」，但未指定個別安全或衛生之管理人，且在警

察機關內因缺乏監督與罰則機制，實務上並未設置類似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

的組織。在日本，則細分為健康管理人、安全管理人、危害預防主管、消防

設管理人、健康管理醫師，設有專職管理人員協調並指導有關人員之實施，

分別管理各項員工健康與安全事務，詳細人員分工可作為台灣未來完善規範

的參考。 

四、其他組織性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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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實施野外實驗等業務時需指定健康管理及安全管理負責人、相關

設備之設置、變更或廢止應向人事院提出並向人事院報告健康診斷等之結

果，而我國並無相關規範。 

五、健康檢查 

我國與日本兩者均有規範健康檢查，惟在我國針對公務人員僅有提供基

本健康檢查項目且未針對不同對象規範檢查項目。而在日本則細分為定期健

康檢查、臨時健康檢查、綜合健康檢查等，各項檢查項目均有規範，此外亦

設有醫師面談指導、腦血管疾病及心臓疾病之預防的保健指導、並通知職員

健康診斷之結果、紀錄健康狀況，以利為員工健康管理提供指導。 

六、預防傳染病措施 

在我國僅規範發現員工罹患法定傳染病時，應採取適當之防疫、環境整

潔、監控以及就醫措施，並未事先針對預防除染病加以規範工作環境相關措

施。在日本則有規範管理通風、空氣環境、照明、保溫、防潮、保持清潔

等，包含有流行病風險時進行疫苗接種，防止傳染病傳播的措施和措施。 

七、設備檢查 

在我國與日本兩者均有規範定期設備檢查項目，但日本針對設備檢查分

為設置檢查、變更檢查、性能檢查及定期檢查，更加詳細規範設施、設備的

安全維護，可作為我國未來完善規範的參考。 

八、其他健康防護性質規定 

在日本更詳細規範從事有害業務之人員或場所之健康障礙防止之相關措

施；限制有害物質之使用、製造；限制潛水、高壓室、冷凍室等工作時數；

此外，亦針對中高年齡職員特別考量，給予負擔較輕的工作；限定有執照或

資格等之職員從事危害之虞較高的業務；人員不符人事院所定條件時，不得

使用或設置特定設備。以上均可作為我國更詳細規範之參考。 

九、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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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是規範對於一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應定期實施安全及衛生防護

訓練。另外，針對執行危險職務之公務人員，各機關訂定預防危害之標準作

業程序，並實施勤前教育，由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負責實施安全及衛生防護

訓練。 

而在日本是由健康管理人在上司的指導和監督下規範，除對一般員工進

行健康指導和教育事項，與台灣相比，在時機點上增加，於「聘用時」或

「改變其從事的工作內容時」，必須對員工進行必要的健康或安全教育；另

外，針對具有執照執行特定高風險傷害工作的員工進行防止傷害的教育。 

十、健康管理手冊 

在日本有向員工發放健康管理手冊的規範，紀錄員工的歷年健康檢查結

果，而各單位對於員工面談指導的結果和向員工提供的健康管理指導大綱，

應回報人事主管之機關，對於維護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更加全面。 

貳、 小結 

綜上所述，台灣與日本最明顯的差異在於規範的詳細程度，台灣大多以

概括性的字句原則性涵蓋各項措施。相反地，日本則針對細部具體執行安全

與衛生負責人員負責事項、執行機制、各項事前與災害後調查以及其他組織

性質規定等有更近一步的劃分。在預防方面，對於員工健康診斷、疾病預

防、災害防止、設備檢查以及教育訓練均有相關事先預防與後續追蹤措施，

提供員工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更為全面的防護，可做為台灣持續改進與改善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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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我國警察人員在現行勤業務繁雜、人力及政府財政有限的狀況下，雖然

訂有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及各項勤務標準作業程序，然實務上時

常未能落實職業安全衛生規範，亦無法預防職業災害與疾病的發生，因此，

本研究借鏡日本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規範，比較臺灣整體規範警察職業安

全與衛生的組織職掌與措施，並就警察人員之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職業安

全與衛生設施以及職業安全與衛生監督與檢查三方面，予以以下研究結論可

供參考： 

壹、 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 

比較臺灣與日本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法令依據方面，均不適用一般

勞工之勞動安全法，而係另訂適用於公務人員之職業安全衛生規範，其規範

內容通則性且規範較為簡略，多為抽象與概括性之文字，缺乏實際執行細部

規定，且提及警察人員之文字內容，多係針對防護其他機關實施安全與衛生

之措施之角色，如：與當地警察機關保持聯繫、請求派員隨護、協助處理、

提供防護器具或由警察人員加強巡邏等，並無特別規範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

衛生相關防護措施。 

有關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組織以及人員方面，台灣依公務人員安全與衛

生防護辦法內容，雖明定「各機關應就公務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防護事項，

指定適當成員，或得聘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然而，

在業務性質特殊之各級警察機關之中，實際檢視警察機關內部單位之業務職

掌，未有依其性質及規模成立性質相類似之管理組織，工作場所之負責人與

各級主管之擔負員警安全衛生職責亦未清楚劃分。因此，在有關警察人員職

業安全與衛生規劃、實施、檢查、指導及改進等管理功能上，僅能分散於各

業務單位業務職掌之中，由於無專責組織統一系統規劃，難以釐清各級主管

與各業務單位之權責，不利於實現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目標與提升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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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衛生的管理水準。在日本則除了明確訂定各機關負責人之職責與員工

義務，另在上級指揮監督下分別指定健康管理員、安全管理員、協助安全健

康管理員事務處理之人員、保健醫生、危害預防管理人以及消防設施管理人

等，由專責管理人員執行工作環境危害辨識與評估、健康檢查等安全衛生事

項，與台灣相比，較為具體且分工明確權責。 

在機械設備檢查方面，台灣與日本均設有針對設備檢查之規範，然而，

台灣公務人員安全與衛生防護辦法內容僅以概括性規範，要求各機關定期、

加強維護公務人員必要安全衛生機具設備及檢修，而日本則指定由具有足夠

知識和技能的檢查人員或是委託合格之專業機構負責檢查，並將設備檢查區

分為設置時的檢查、變更時的檢查、性能檢查及定期檢查四種檢查項目，並

於附表中規定檢查次數並作成檢查結果記錄。另外，台灣警察機關各項機械

設備檢查，分散於個別設備管理要點或業務檢查中，設置或變更新的機械、

設備時，並無相關檢查規定。 

在變更管理方面，日本則有規定於新採用或改變設備、原材料、變更工

作方法、工作程序或因施工、設備、原材料、氣體、蒸汽、粉塵等，事先進

行危害性或危險性進行調查，並採取必要預防措施。相關規定未見於公務人

員安全與衛生防護辦法之內容以及現行各警察機關管理規範中。 

在教育訓練方面，台灣與日本均有規範定期實施安全及衛生教育以及緊

急避難訓練。台灣在公務人員安全與衛生防護辦法中，對於執行危險職務之

員工僅規範「進行勤前教育及訂定預防危害的標準作業程序。」日本則更進

一步具體提出教育訓練事項，包含預防可能發生的疾病教育、設備以及有害

物質的特性及處理方法、安全裝置、防護設備等的性能與工作前的檢查程序

等。台灣警察機關則另有訂定細部規定勤前教育內容與實施方式，並依照警

察常年訓練辦法進行裝置與設備使用之訓練，然而現行教育訓練中，缺乏由

專業醫護人員對於警察人員職業疾病認識及其預防之健康教育。 

在員工參與方面，台灣與日本在制定員工安全衛生規範過程中，均有採

納職員的意見，提供員工參與之機制，惟實際檢視台灣警察機關相關法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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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運作上，並未有特別規範警察人員可就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事

項，向服務機關提供建議，僅有於警察機關加強員警意見溝通實施要點中，

由各級警察機關每半年應召集員工舉行一次座談會，綜合聽取員警各項問題

與意見，並復知當事人。 

貳、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比較臺灣與日本警察職業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方面，均有規範提供公務

人員執行職務時，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台灣公務

人員安全與衛生防護辦法中僅概括規範防止危害之項目，如：防止化學品、

高壓氣體的危害等，日本則於附表或另於其他法令中，詳細列出化學品及高

壓氣體的名稱及項目等並訂定在工作環境防止傳染病傳播措施、定期接種流

行性疫苗等。 

在危險物及有害標示制度方面兩者均有所規範於明顯處應予標示，但未

詳細規範標示內容，是否需要標示名稱、危害成分、警示語、危害防範措施

以及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及電話等，並詳規範限制從事危害之虞較高職員

須有執照或相關資格。 

此外，在員工健康檢查方面，臺灣則由於各機關經費預算不足，亦僅提

供警察人員實施基本項目健康檢查部分補助，補助金額之差異又以年齡 40歲

以上予以區分，未針對全員及特殊高風險執勤人員提供詳細健康檢查，難以

落實保障。相比之下，日本明確訂定各個管理人負責項目並提供定期、臨時

健康檢查與面談指導，追蹤員工的健康記錄和統計數據，並要求向人事院報

告健康診斷等之結果。其他項目諸如限制從事潛水人員之工作時數、納入中

高年齡職員特別考量、提供員工健康管理手冊，亦是臺灣未有所規範。 

參、 職業安全衛生監督與檢查 

在警察職業安全衛生監督與檢查方面，有關發生職災時應採取的措施，

兩者均有規範職業災害事故之處理，應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應即

調查事故並檢討改進相關防護措施，台灣於公務人員安全衛生防護辦法僅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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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規範「通報首長及有關人員」，現行警察機關雖有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機

制，惟並未針對職業災害通報之內容、調查事故處理程序以及後續檢討相關

防護措施予以規範。日本則除了通報主管單位工作地點發生職業災害或事故

與調查，更進一步規範各機關負責人每年 6 月底前，須向主管機關提出當年

度員工職業災害情況之報告事故處理以及檢討措施。 

而在職業災害統計上，台灣因未有定期公布詳細警察人員職業傷亡、職

業病原因分析、地點等資料，因無明確職業傷病通報與認定機制，缺乏相關

研究與數統計數據，未能提供警察人員在執勤時，面臨受暴力襲擊、情緒和

心理壓力、易罹患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癌症以及背部疼痛職業

風險，難以提出研擬預防改善對策。 

最後，就整體日本公務員職業安全與衛生而言，組織與業務職掌之安排

相對細膩與嚴謹，臺灣可藉由參考日本制度並擷取上述優點，並落實各項保

障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措施，以「事前預防」而非事後補償機制作為未來警

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時不可忽略之原則。藉由本研究對於日本警察人員職

業安全與衛生防護相關措施之引介，減少我國警察人員職業災害發生。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發現與結論，首先，建議應成立警察機關職業安全與衛生

防護事項專責之組織。在中央與地方機關設立分層負責之職業安全與衛生管

理組織，由中央層級組織統一規劃、指揮與監督有關全國性警察人員職業安

全與衛生防護事項；在地方層級，由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及各縣市警察局成立

專責組織實施、規劃、指揮與監督各市、縣（市）轄區警察職業安全與衛生

防護事項，並明定關於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各級主管、現場負責人權限、

責任及義務範圍，讓各級人員清楚了解各自在維護警察安全與衛生工作中肩

負之職責，涵蓋以下管理事項：一、指定警察人員安全衛生人員之提名程序

與職責。二、警察人員設施、設備等檢查、維護事項。三、檢視警察人員工

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與控制。四、定期檢查與現場巡視。五、有

關防範警察人員危險措施的事項。六、預防警察人員職業災害必要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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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消防設施配備及防火工作。八、警察人員安全與衛生教育訓練。九、有

關警察人員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十、緊急應變措施等，其

他與職業健康安全相關事務與訂定管理條例細則，推動全體員工參與職業安

全與衛生管理活動，而非僅原則性規定由指定適當人員執行安全與衛生相關

事項，依監督管理的檢查結果，定期檢討修正，採取必要措施以及公告職業

安全與衛生管理績效報告，提供足夠人力、資金與技術等資源，落實執行以

實現防護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與衛生之組織目標。 

其次，在各別管理人業務職掌方面，可參考日本作法，分別設立專責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人與安全與健康管理事務協助人員。安全衛生管理人可分為

健康管理人、安全管理人、保健醫生、預防危害主管人員以及消防設施管理

人。健康管理人執行預防員工健康問題的措施、提出改善員工健康的指導並

製作員工健康管理記錄和統計資料；安全管理人作為員工安全管理相關事務

的負責人，除現行定期檢查，可納入變更設施時檢查、採用新設備或工作方

法前，事先進行危害性或危險性進行調查、執行員工安全管理、教育與指

導；委託合格保健醫生為員工提供健康管理指導所必需的醫學知識，並於工

作場所中以醒目方式張貼讓員工了解，有關保健醫生工作可提供之服務與諮

詢內容；由具有專業工作經驗與知識的人員擔任預防危害主管，負責預防危

害官之事項；而消防設施管理人負責機關消防設施設備維護與防火工作。 

第三，完善維護警察人員安全與衛生之必要措施。由職業安全與衛生組

織訂定明確防止危害之項目，詳細列出警察工作環境中有害化學物質、氣體

之名稱等並建立危險物及有害標示制度。另外，在警察人員傳染病預防措施

方面，可參照日本針對職員工作環境之通風、空氣、溫度等工作環境進行檢

視，並加入警察人員定期施打流行性疾病之疫苗以預防傳染病之規範，提供

必要防護傳染病之裝備。關於警察人員健康檢查方面，應提供全員實施健康

檢查，並明定警察人員為預防職業疾病應實施之健康檢查項目，可依工作性

質實施不同類型之健康檢查，如日本分為定期健康檢查、臨時健康檢查、綜

合健康檢查等，並於機關內設置或委託保健醫生提供員工諮詢，對心理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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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腦血管疾病及心臓疾病之預防提出改善方法、並通知員工健康診斷之結

果、記錄健康狀況，以利掌握潛在可能的職業疾病並改善警察人員健康。 

第四，建立整體警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紀錄。相關內容包含員

工健康檢查紀錄與職業災病統計等，例如：監測員工在有害的環境下的暴露

量與健康檢查紀錄，可由委託機關之保健醫生協助認定該員工是否因有害的

工作環境，而罹患職業疾病。各地方單位健康管理人將相關資料與數據統計

保存並通報上級主管機關，由中央單位健康管理人員彙整並製作員工在工作

時有關的傷害、疾病和健康檢查的職業安全衛生事件記錄，並將結果予以書

面化。另外，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應適時諮詢實際執勤之警察人員、醫生

與各領域專家，加入分析上述警察人員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紀錄與文件，以作

為各項勤務職業災害預防、規劃相關的指南與參考，選擇對員工身心健康影

響最小工作的方式，且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的前提下，使從事警察工作的人

員，均有權利獲取相關紀錄。 

最後，明確訂定警察人員發生職災後通報及處理流程。在職業災害事故

發生後，由具有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分析知識和經驗之專業人員，深入分析事

件起因與找出現行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不足之處，並統計我國警察人員職業

傷亡、疾病案例成因，研擬專案報告與相關改善、建議措施，建置並公布與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重大職業災害案件，以建立職業安全衛生案件及重大職業

災害案件之資訊公開機制，另外，將該專案報告列入平日教育訓練課程當

中，避免同樣職災事故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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