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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申請職業災害慰助金性別分析
各國職業災害理賠資料及重大職業災害發生件數常被用來作為該國職

業安全的的重要指標。本文利用110年及111年申請宜蘭縣政府職業災害慰
助金之資訊，透過本縣符合申請職業災害慰助金勞工之相關資訊加以分類
及統計，研究分析結果可提供本府職業災害相關決策之參考。

壹、前言

職業災害的發生有輕重大小之別，對於勞工及其家庭而言，往往是推倒
負面連鎖效應的第一張骨牌，勞工本人及其家庭生計必然會受到衝擊及影響
，心理也備受煎熬，面對種種壓力，往往無所適從，常有不知如何維護自身
權益情形，造成家庭陷入困境，111年5月1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實施，將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服務機制法治化，設置專業服務人員，提
供：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服務、職業災害勞工家庭支持、勞動權益維護、
復工協助及轉介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等職業重建資源、連結相關社福資
源及其他有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庭之協助，有效連結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
業務，自職業災害前的預防、職業災害補償到職業災害發生後的重建，建構
完善之職業災害保障制度。

貳、宜蘭縣申請職業災害勞工慰問金情形

本府自96年起承辦特殊勞工家庭支持服務(現稱職業災害勞工協助措施)
，針對遭遇職業災害之弱勢勞工家庭提供後續服務，鑒於職業災害為突發
事件，職業災害勞工之家庭常因措手不及而陷入困境，職業災害保險又無
法即時給付，為協助因遭遇職業災害致死亡、失能及受傷住院5日以上之勞
工，寬減其災害事件導致的生活危機，自97年12月30日函頒實施「宜蘭縣
勞工職業災害慰助金發收實施要點」，以減緩因職業災害的發生而造成經
濟上壓力。

本文主要運用本縣110年及111年申請勞工職業災害慰助金之申請資料
進行分析，以瞭解近2年來宜蘭縣生理性別申請職業災害慰助金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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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業災害慰助金申請給付案件以性別統計

110年職業災害慰助金申請177案，其中男性占72.3%，女性占
27.7%；111年職業災害慰助金申請135案，其中男性占76.3%，女性
占23.7%，男女申請職災慰助金平均比率約為75%：25%，目前職災慰
助金申請案仍以男性居多。

表1-110年及111年職業災害慰助金申請給付件數 
單位：件；百分比

男性 女性 總計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110年 128 72.3 49 27.7 177 100

111年 103 76.3 32 23.7 135 100

二、職業災害慰助金申請給付件各年齡層分佈情形

職業災害慰助金申請案件，其各年齡層申請比例仍以男性居多，
各年齡層平均分佈，女性以20歲至30歲之間比例較高，顯見，男性為
主要負責家庭的經濟重任，一旦遭受職業傷害影響所及，除造成個人
短期或長期無法投入職場而導致經濟收入的損失，最大影響莫過於勞
工本身造成身心創傷及家人適應等問題。

表2-110年及111年各年齡層職業災害慰助金申請給付件數

單位：件；百分比
20-30 31-40 41-50 51-60 61-70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10年
件數 10 8 25 10 38 14 37 12 18 5

百分比 55.6 44.4 71.4 28.6 73.1 26.9 75.5 24.5 78.3 21.7

111年
件數 14 7 14 3 27 5 29 10 19 7

百分比 66.7 33.3 82.4 17.6 84.4 15.6 74.4 21.7 73.1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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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災害慰助金申請給付案件以行業別統計

兩年總計男性以營建工程業占35.06%位居第一、製造業占21.2%位
居第二，運輸及倉儲業及其他服務業占10.82%分居第三；女性以醫療保
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批發及零售業占17.28%分居第一，製造業16.12%
位居第二、住宿及餐飲業占14.81%位居第三。

為降低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藉由此統計結果了解高風險危害
對象，透過現場輔導及各項宣導活動，加強防災教育宣導等措施，協助
事業單位鑑別及解決工作場所之危害，以期達成減災目標。

表3-110年及111年慰助金申請案行業別

單位：件；百分比

110年 111年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總計 128 100 49 100 103 100 32 100

農、林、漁牧業 1 0.8 1 2 3 2.91 0 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 0.8 0 0 0 0 0 0

製造業 23 18 7 14.3 26 25.24 6 18.75

電氣及燃氣供應業 1 0.8 0 0 1 0.98 0 0

營建工程業 44 34.3 1 2 37 35.92 3 9.37

批發及零售業 10 7.7 9 18.4 8 7.76 5 15.61

運輸及倉儲業 13 10.1 2 4.1 12 11.65 2 6.26

住宿及餐飲業 4 3.1 9 18.4 4 3.88 3 9.37

金融及保險業 0 0 0 0 0 0 1 3.13

支援服務業 1 0.8 3 6.1 1 0.98 1 3.13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
會安全

5 4 3 6.1 7 6.8 1 3.13

教育業 0 0 2 4.1 0 0 0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 1.5 8 16.3 2 1.94 6 18.75

其他服務業 23 18 4 8.2 2 1.94 4 1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本文之行業別依照主計總處之分類。
2.本行業標準分類係供統計分類之用，以「場所單位」實際從事之主要經濟活動作為業別判定之基礎，並非按產品之性質分類。
3.若將本行業標準分類應用行政管理或管制，例如勞動基準法適用業別、工廠或食品衛生管理、開放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
目等，已非屬統計用途，權責機關應依據管理或管制目的，自行認定各場所、團體、公司或企業單位之業別。

分類

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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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0年及 111年男性行業別總計比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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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災害慰助金申請給付案之職災發生原因統計

兩年總計兩性均以上下班交通事故占據第一，扣除上下班交故事故
及公出交通事故，男性以被夾、壓捲占13.85%；墜落、滾落占12.98%
及跌倒占9.96%，且男性從事營建工程業、製造業、運輸及倉儲業等行
業別居多，其所發生之職業災害類型也以上述類別居多。

女性扣除上下班交通事故及公出交通事故，則以跌倒占12.34%，不
當動作占3.7%，及墜落、滾落及職業病占2.46%，其所從事行業別以製
造業、住宿及餐飲業、支援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為主，
事業單位可透過教育訓練型塑整體安全文化，以降低職業災害的發生。

表4-110年及111申請職災慰助金之職災發生原因

單位：件；百分比

110年 111年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總件數 128 100 49 100 103 100 32 100

墜落、滾落 17 13.28 1 2.04 13 12.62 1 3.13

跌倒 13 10.16 4 7.16 10 9.71 6 18.75

衝撞 0 0 1 2.04 3 2.91 0 0

物體飛落 3 2.34 0 0 3 2.91 0 0

物體倒塌、崩塌 0 0 0 0 1 0.97 0 0

被夾、壓捲 13 10.16 1 2.04 19 18.45 0 0

被刺、割、擦傷 9 7.03 0 0 8 7.77 1 3.13

踩踏 17 13.28 0 0 0 0 0 0

燒、燙傷 6 4.68 1 2.04 5 4.85 0 0

毒氣中毒 1 0.78 0 0 0 0 0 0

感電 1 0.78 0 0 1 0.97 0 0

物體破裂 1 0.78 0 0 2 1.94 0 0

不當動作 0 0 1 2.04 0 0 2 6.25

其他 0 0 0 0 1 0.97 0 0

上下班交通事故 29 22.66 33 67.34 16 15.53 19 59.38

公出交通事故 14 10.94 7 14.3 17 16.5 1 3.13

職業病 4 3.13 0 0 4 3.9 2 6.25

分類

發生原因

5



12.98

9.96

1.3

0.43

13.85

7.36

7.36 4.76
0.43 0.87

1.3

0.43

19.48

13.42
3.47

圖 4-110及 111年總計男性職災發生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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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0年及 111年總計女性職災發生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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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職業災害慰助金類型統計

110年度及111度勞工申請職業災害慰助金件數以男性占多數，2年
度合計死亡慰助金申請案36件，其中男性占75%，女性占25%；失能慰
助金申請案39件，其中男性占82%，女性占18%；傷病住院慰助金申請
案237件，男性占73%，女性占27%，以下進一步針對申請職業災害慰
助金之各類型之職業災害發生原因進行探討。

表5-110年及111年申請職災慰助金類型

單位：件；百分比

死亡 失能 傷病住院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110年 10 62.5 6 37.5 20 80 5 20 98 72 38 28

111年 17 85 3 15 12 85.7 2 14.3 74 73.3 27 26.7

死亡 失能 傷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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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0 年及 111 年申請職災慰助金類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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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死亡慰助金之職業災害發生原因統計
兩年總計死亡慰助金申請案，兩性皆以交通事故占多數，男性其次

以墜落、滾落26%，為發生原因之第二，因男性從事營建工程業占多數
，且營造業作業期短，高處作業多，又因專業分工造成層層轉包的現象
，主要承攬人與次承攬人及次次承攬人與罹災勞工間的承攬或僱用關係
複雜，造成管理上的困難，勞工安全衛生水準低，守法性不高，且小包
勞工流動性大、雇用缺乏經驗與工作訓練的勞工，造成職業安全衛生意
識養成不易，故仍需加強營建工程相關職業安全之素養。

表6-110年及111年死亡慰助金申請案發生原因
單位：件；百分比

110年 111年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總計 10 100 6 100 17 100 3 100

墜落、滾落 4 40 0 0 3 17.64 0 0

跌倒 0 0 0 0 1 5.88 0 0

衝撞 0 0 0 0 2 11.76 0 0

物體飛落 0 0 0 0 1 5.88 0 0

被夾、壓捲 0 0 0 0 1 5.88 0 0

毒氣中毒 1 10 0 0 0 0 0

上下班交通事故 4 40 4 66.7 2 11.76 3 100

公出交通事故 0 0 2 33.4 6 35.32 0 0

職業病 1 10 0 0 1 5.8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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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0 年及 111 年申請職災死亡慰助金發生原因總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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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失能慰助金之職業災害發生原因統計
兩年總計失能慰助金申請案之職災發生原因，男性以被夾、壓捲占

25%，墜落、滾落、上下班及公出交通事故各占12.5%，跌倒及被刺、
割、擦傷占9.4%；女性以上下班交通事故占57.1%，公出交通事故、跌
倒及職業病分別占14.3%，兩性仍以交通事故占多數。

捲夾事故發生特性為機械本身不安全，缺乏完善的防護裝置，抑或
人為疏忽導致衣物捲入，以及事業單位缺乏安全意識而罹災，可見提升
勞工安全意識為首要目標。

表7-110年及111年失能慰助金申請案之發生原因
單位：件；百分比

110年 111年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總計 20 100 5 100 12 100 2 100

墜落、滾落 3 15 0 0 1 8.3 0 0

跌倒 2 10 0 0 1 8.3 1 50

物體飛落 0 0 0 0 1 8.3 0 0

被夾、壓捲 2 10 0 0 6 50 0 0

被刺、割、擦傷 1 5 0 0 2 16.8 0 0

燒、燙傷 2 10 0 0 0 0 0 0

感電 1 5 0 0 0 0 0 0

物體破裂 1 5 0 0 0 0 0 0

上下班交通事故 4 20 4 80 0 0 0 0

公出交通事故 3 15 1 20 1 8.3 0 0

職業病 1 5 0 0 0 0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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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0年及 111年失能慰助金申請案之職災發生原因總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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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傷病住院慰助金之職業災害發生原因統計
兩年合計傷病住院慰助金申請案之職災發生原因，兩性仍以交通事

故占多數，扣除交通事故，男性被夾、壓捲占13.37%；墜落、跌落及跌
倒分別占11.04%；女性跌倒占13.9%，不當動作占4.62%，墜落、滾落
占3.07%。

跌倒之原因非常多元，包含地板材質、鞋具選擇、環境清潔、工
作型式與步態、有無障礙物與個人生理因素等等，要求工作場所應隨時
注意滑倒危險，保持作業場所地板的清潔，並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避免
因滑倒而發生意外傷害。

表8-110年及111年傷病住院慰助金申請案職災發生原因
單位：件；百分比

110年 111年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總計 98 100 38 100 74 0 27 100

墜落、滾落 10 10 1 2.63 9 12.16 1 3.7

跌倒 11 11 4 10.52 8 10.81 5 18.51

衝撞 0 0 1 2.63 1 1.35 0 0

物體飛落 3 3 0 0 1 1.35 0 0

物體倒塌、崩塌 0 0 0 0 1 1.35 0 0

被夾、壓捲 11 11 1 2.63 12 16.21 0 0

被刺、割、擦傷 8 8 0 0 6 8.1 1 3.7

踩踏 17 16 0 0 0 0 0 0

燒、燙傷 4 4 1 2.63 5 6.8 0 0

感電 0 0 0 1 1.35 0 0

物體破裂 0 0 0 2 2.7 0 0

不當動作 0 1 2.63 0 0 2 7.4

其他 0 0 0 1 1.5 0 0

上下班交通事故 21 20 25 65.81 14 18.91 16 59.29

公出交通事故 11 11 4 10.52 10 13.51 1 3.7

職業病 2 2 0 0 3 4.05 1 3.7

發生原因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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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10年及 111年傷病住院慰助金申請案職業災害發生原因總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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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宜蘭縣政府勞工處因應措施

為達成國際公約中「讓人人享有安全健康、尊嚴勞動之工作環境」及
「健全職業災害勞工診斷、補償與重建之服務體系」，本府勞工處推動相
關政策方針如下：

一、持續降低職業災害，保障基本勞動人權

本府設置2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技職人員，辦理轄內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辦理相關防災訓練課程及推動安全衛生志工專業輔導團，招募具
有職業安全衛生專才志工，入廠訪視中小企業職業安全衛生情形，提供
防災宣導資料與諮詢服務、實施進階技術輔導改善及臨廠（場）追蹤成
效與提供後續協助，以「尊重生命、預防為首」的理念，達成減少職災
發生，確保勞工安全的目標。

二、健全職災勞工服務機制，落實勞工權益保障

本府設置2名職業災害專業服務人員，提供完整職業災害權益資訊
，保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可獲得應有之協助，並發揮個案管理功能
，建構完整職業災害勞工服務資源網絡，結合運用政府及民間資源，預
防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庭陷入困境，並於重大職災案件發生後，立即辦
理職業災害勞工慰問及後續協助，降低職業災害對個人及家庭可能產生
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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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化重返職場服務，協助職業災害勞工復工

本府設置1名職業災害重建服務人員，追蹤瞭解職業災害勞工身心
復原情形，整合就業服務資源，恢復與強化職業災害勞工工作能力，運
用「職能復健津貼」、「事業單位僱用補助」及「輔助設施補助」等相
關職業重建資源，協助職災勞工與雇主協商重返職場的相關工作條件及
輔助設施，獲得合宜的工作環境及和諧之勞資關係。

肆、結論
綜上，本縣職業災害發生之原因兩性除以交通事故為多數外，男性多從

事營建工程業及製造業，其職業災害發生原因則以墜落、滾落、被夾、壓捲
及跌倒占多數；女性多從事製造業、住宿及餐飲業、支援服務業為主，其職
業災害發生原因則以跌倒、不當動作及職業病占多數，可見提升勞工安全行
為及認知為首要目標。

藉著中央政府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保護勞工人身安全與身心健
康，規範雇主應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
相關子法的推動，地方政府辦理各項計畫、活動及服務，並建立轄內相關
網絡資源，有效連結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服務，提升服務職業災害勞工能
量，自災前預防、災後補償到重返職場之重建，建構完善之職業災害保障
制度。

伍、參考資料

1.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10年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2.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園地相關資料。

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各國墜落職災類型比較及防災策
略分析。

4.宜蘭縣110年及111年申請職業災害慰助金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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