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計劃 

一、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規定，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

　　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全體員工應遵守之。

二、按年度職業災害防止計劃第 13 項辦理。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工業安全衛生公約

一、安全第一衛生至上。

二、遵守安全衛生法令。

三、充實安全衛生設備。

四、健全安全衛生組織。

五、加強安全衛生教育。

六、養成安全衛生習慣。

七、建立安全榮譽觀念。

八、提高警覺防止災變。

九、實施工業自動檢查。

十、互助合作確保安全。

第一章      一般安全守則

Ａ、服裝：

一、工作服大小要合身，不穿破亂未修補之衣物。

二、上衣應紮入褲內，鈕釦須扣實。

三、爆炸性、易燃性、以及尖狀物，不可放在口袋內。

四、外勤維修人員在工作期間，不可打領帶。

五、頭髮、指甲應經常洗淨及修剪。

六、衣服不任意絆掛東西。

七、應依所規定制服穿著。

八、鞋帶應紮緊，鞋底不釘金屬物片。

Ｂ、環境安全衛生：

一、地面應保持清潔，平坦凹凸地面應速修補，且地面堆放物品要有定位。

二、不可隨便丟棄菸頭、紙屑、果皮及隨地吐痰。

三、水溝應經常疏通，保持排水之流通。

四、各種物品應按規定處所推放整齊，用畢應歸回原處。

五、工作場所要經常注意整理整頓。

六、勿將物料或設備阻塞各通道、出口、太平門、太平梯。

七、油與水不可任意漏灑在地面，應隨時清除以免人員滑倒。

八、太平門不得加鎖或門栓。

九、窗戶及燈罩須清淨明亮。

十、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十一、操作人員應按作業標準之規定操作。

十二、急救藥箱、滅火器、消防砂及其他急救消防設備均應置於指定地點。

十三、不熟習之機械工具，不得操作或使用。

十四、不得用椅子、木箱或其他物件充當臨時梯子。

十五、上下梯子時應面向梯子，並用雙手扶持。

十六、架設梯子時，應將梯腳置於平坦地面。

十七、使用人字梯時，應檢查拉索並儘量拉開梯腳。

十八、發現廠內任何意外或傷害，須立即報告上級。

十九、未經主管許可，任何機械電氣等之安全護罩均不可隨意取下或拆除。

二十、工具或材料，不得置於容易墜落於他人之處。

二十一、爆炸性、易燃性藥品等必須依規定標示並於指定地點存放。

二十二、切勿靠近正在運轉中的機器。

二十三、作業中發現機器有異聲、異味或發熱應即停車並詳細檢查。

二十四、切勿攜帶危險物品或易燃物品進入工作場所。

二十五、隨時使用為保護員工而設的安全設施或防護工具等。

二十六、操作設備須熟知其能力，勿超速或超過負荷。

二十七、倉庫場所、屋頂要經常點檢，有漏雨要立刻補修。

二十八、工具箱內外要經常整理，不存放無用之器具。

二十九、飲水器具應經常由放置區域之責任單位清洗，保持乾淨，注重公共衛生。

Ｃ、上班時的注意事項：

　　一、（安全第一）（衛生至上），隨時要有不發生災害的信念。

二、早晚要以快樂的心情互相招呼，良好的禮儀態度。

三、工作場所要收拾整理。

Ｄ、工作中的注意：

一、忠於工作，對每一工作有做好的決心。

二、認真學習隨時改善工作技術。

三、不要隨便離開工作場所。

四、不要和正在工作中的人隨便講話。

五、大家要互相扶助、互相警戒，為自己的安全，同時也不要給別人帶來災害。

六、危險工作時，先要為自己安全著想，也要通知附近的人。

第二章     機械安全守則

一、機械容易發生捲、夾、軋的地方要加裝護罩，若不能裝護罩在其周圍裝設護欄。

二、機械設備均應保持其功能之正常，經常檢查保養修護。

三、不要用手去接觸機械轉動之部份。

四、凡可能對人體造成傷害之機械須加警告標示。

五、修理後之機械必須先行試作運轉正常後，再交使用者。

六、廠內各種機械及設備非經認定合格人員，不得擅自修理。



七、機械需要修理時，必須先將機械停止，掛上修理中之標示牌。

八、機械結構不明白前，切勿任意拆卸以免發生意外。

九、修理完畢後，須將現場清理乾淨，不得遺留任何廢料或工具。

十、機械之自動安全裝置必須時常檢查，以策安全。

第三章     工具類作業安全守則

Ａ、鑽、鑿類：

一、鑽頭之更換要待電鑽開關停止後再拆換。

二、鑽頭如有龜裂時不得使用。

三、鑽頭淬火過硬易碎裂有飛傷人之危險，要使用適當淬火者。

四、鑿頭之作業者要帶保護眼鏡及注意不傷及他人。

五、鑿孔作業要先輕打一下，鑿頭穩放，再用力鎚打。

六、鑿頭之持法用拇指及食指輕握鑿頭下方 20 公釐處不須緊握。

七、鑿孔作業時兩眼要注意鑿針。

Ｂ、鎚子：

一、鐵鎚面有傷疪，缺角或其他變形時，不要使用。

二、柄有鬆動或與鎚頭不成角時，要調整後再使用。

三、鎚柄之固定一定要有楔片。

四、使用鎚子時手或柄都不得附有油脂。

五、大鎚之迴振作業要空手，不要帶手套。

六、迴振作業一定要確認前後左右無障礙物或人員後再作業。

Ｃ、電動手工具類：

一、手提砂輪機或手提圓鋸上均應裝護置。

二、為安全起見，在潮溼地使用時，工具外殼宜接一地線。

三、時常檢查電線外皮是否破裂或磨損，內部絶緣部份是否漏電。

四、換裝刀具或護罩時，應關閉電源。

Ｄ、螺絲起子：

一、尖頭應平行，不應尖斜成刀口。

二、螺絲起子不可當撬棒及鑿子使用，只能用於旋轉螺絲之起落。

三、電工用螺絲起子，其接柄必須使用絶緣材料。

四、勿在起子桿身上，用手鉗或板手旋轉起子，應以手握住手柄輕施壓力施旋轉之。

五、選用起子之尺寸應與螺絲釘槽同寬同長，以免起子滑出傷手。

Ｅ、銼刀類：

一、使用適當大小形狀種類之銼刀，應事先詳加考慮。

二、經常保持銼刀齒的清潔，使用後必須將銼屑刷盡。

三、如欲除去銼屑，不得將銼刀在老虎鉗或其他金屬物上敲打，因該金屬屑可能飛進你本人或其
　　他同仁的眼睛。



四、可用銼刀刷，或將一粉筆擦於銼刀上，以除去銼屑。

五、如銼屑難以除去，可將銼刀置於溶劑內泡一夜，使銼屑泡鬆，再用金屬絲刷將其刷去。

六、勿將銼刀當鑿子或橇桿用，不可用以敲擊堅硬物，以免發生暗損，在下次使用時，銼刀可能
　　突然中斷，使工作人員受傷。

七、銼削轉動物體時，應將銼刀緩慢接觸工作物，慎防發生反擊作用，使銼刀跳回傷人。

八、有油污之機件應先洗淨再行銼削，以免油污沾入銼齒，失去銼刀功能。

九、不要用無柄銼刀，倘銼刀木柄破裂、粗糙、鬆動，不可使用。

十、銼削工作物時，勿用力太大，銼刀應保持水平。

十一、使用銼刀時，應先站好，再施壓力，以一手握銼刀柄，另一手的拇指及食指握銼刀的前
            端。

十二、工作之前，應檢視工作物是否固定。

十三、勿將銼刀在老虎鉗或其他物品敲擊，否則將損壞銼刀，甚至折斷。

第四章     物料儲運作業安全守則

Ａ、倉庫貯存物料守則：

一、倉庫內嚴禁煙火，且禁用電爐等發熱器具。

二、貯存之物料，均應整齊放置不得阻塞行人通道。

三、倉庫之入口處及主要通道邊，不得阻塞，同時在電氣開關與消防設備附近，禁止堆集物料，
　　以免延誤撲滅火災之時機。

四、倉庫內之通風設備，如未正常運轉應即通知主管人員。

五、慎防堆高機之排氣火星，引燃包裝物料之油紙，發生火災。

六、堆高機之駕駛，須由領有執照之人操作。

七、易燃易爆等危險物料，應貯存於單獨之隔離倉庫，四週並須設置安全防護設備，並注意防火
　　、防盜。

八、注意易燃物料之散熱，預防其發生自燃。

九、下班後或倉庫無人看管時，應切斷一切電源。

十、堆積物料之地基應鋪墊平實，堆積之高度，應考慮下列各項因素，免生危險。

(1)有足夠之地板強度及安全度。

(2)底層物料不被壓毀。

(3)無塌瀉之危險。

十一、貯存長而重之器材時，應使重量均勻。

十二、堆置物料應防範：

　(1)物料落下傷人。

　(2)倒塌傷人。

　(3)妨礙救火及緊急撤運作用。

Ｂ、搬運物料守則：

一、推舉重物應彎膝運用腿肌，不要運用腹肌或背肌，否則容易引起背部酸痛或脫腸。

二、推舉重物應先作深吸氣一直維持到東西放好後才呼出，深吸氣可以拉緊肌肉避免扭傷。 

三、搬運重物儘量減少扭轉身體方向，切忌扭轉腰背以免扭傷。



四、搬運重物應數人協調作業。

五、裝載物料之手推車，應向前推進，不宜拉行（空車例外）俾可控制手推車之重心，同時裝載
　　須平穩妥當，以免偏載而翻落。

六、搬運物料人員，不要著拖地之長褲，或過大之鞋，以免絆倒自己。

第五章 手推車作業安全守則

一、儘量把重的東西放在下面，俾使全車重心下降。

二、搬運前要注意物體的堆放，不要在推動時滑溜跌落，堆的高度以不防礙推車的視線為限。

三、不要拉著車輛往後退。

四、往下坡走時注意讓車輛在你前面，上坡時讓車輛在你後面。

五、推動車輛不要太快，不要推車跑，注意隨時控制住車輛。

六、特種用途的車輛，除指定之用途外不要作別的用途。

七、車輛須保持完整，發現車輛的把手損壞，輪軸有毛病，應立刻停止使用。

八、當裝載物品及移動手推車位置時，勿將足伸入其輪下。

九、當不用時（即或暫時不使用時） ，應注意勿將手推車置放在通道上。

十、應將雙手放在手推車上適當位置，以免手指被門框或其它物品撞傷。

十一、應注意緩行推進彎角及叉道。

十二、裝載應該力求穩固安全。

第六章     電氣安全守則　　

一、手、鞋子、地上潮溼之處，絶對不能空手去觸電。

二、電氣使用時不得超過規定負荷。

三、開關箱內之修理，一定通知電工修理，不得自行動手。

四、電氣之絶緣物須保持良好，勿任其損壞。

五、電氣須保持清潔乾燥，不可受潮溼、積砂塵或受金屬油屑類之侵襲。

六、所有電氣設備必須要有接地。

七、不可以手接觸通電之電線。

八、切勿用銅線或鐵絲代替保險絲。

九、絶緣工作使用前應詳細檢查。

十、電氣使用中如有不正常現象發生，應立即切斷電源停止使用，並速通告電氣人員修理。

十一、電線上不可懸掛物件。

十二、電纜、電線有破損者，應更換新線，不宜使用膠布包覆，勉強使用。

十三、電扇必須有護罩。

十四、馬達初開動時，機器本身須避免負荷。

十五、勿用紙做燈罩。

十六、發現馬達溫度過高，立即通知電氣人員修理，不可任其自燃。

十七、如遇停電，應即將馬達之開關關掉。

十八、不可私接電爐、電鍋等電熱器材。



十九、絶對避免電器火花存在易燃氣體或瓦斯處所。

二十、如遇有人觸電時，應先切斷電源，然後施行人工呼吸急救，電源較遠時先用絶緣體，如電膠木
　　　或乾燥木板、木棒等將導電物挑開隔離。

二十一、電氣火災不可用水灌救，應先切斷電源後用乾粉式及避電式滅火機。

二十二、電路導線附近不可做高溫工作。

二十三、絶不可用水射高低壓線，因電會沿水柱傳來，使人觸電。

二十四、左手觸電最危險，因心臟偏身體左方。

二十五、避電器應裝於距地上 2.5 公尺以上處，否則應加掩蔽保護。

二十六、總開關應置於地面上 1.8 公尺上 2.0 公尺以下處。

第七章     包裝工場安全守則

一、工作前應檢查包裝之電源與運轉是否正常。

二、包裝作業現場員工一律得穿工作鞋與工作服裝，不得因天氣悶熱而打赤膊、穿短褲或著拖鞋作

業。

三、捆紮用塑膠布在使用中應固定排好避免絆倒、跌倒，使用後之利餘物料應集中管理，不得零亂堆
　　放。

四、無論半成品或成品一律得堆疊整齊排放，不得阻塞通道之暢通。

五、場內消防器材放置周圍處，不任意堆放物品。

六、工作完畢，剩餘物品如鐵釘、鐵鎚及所有工具收存妥當。

第八章     消防守則

一、消防設備周圍禁止堆放物品，並須保持清潔。

二、凡屬禁止煙火地區均須設置明顯之警告標示。

三、員工必須熟練使用各類消防設備，迅速撲滅火災。

四、禁止煙火地區內，不得吸煙或從事電焊、氣焊、生火等工作。

五、有引火及爆炸可能之物品，應避免高溫及日光直射。

六、易燃物堆積區之電氣設備，應時常檢查，防止漏電及發生弧光。

七、滅火設備應置於易見易取之處，並經常檢查維護，以保持隨時可用之狀況。

八、吸煙應在指定之地點，並設置收集煙蒂之容器，嚴禁隨便拋棄煙蒂。

九、密閉之場所避免使用二氧化碳或四氯化碳滅火器。

十、易燃、易爆工作場所禁止使用會發生火花的工具。

十一、太平門須向外開，各員工須知道遇火警疏散時，應走指定的路線及指定的太平門。

十二、太平門平常應保持暢通，同時其通道上不可放置阻礙物品。

第九章    一般衛生守則

一、工廠各區域應定期掃除、消毒。

二、不得隨地吐痰。

三、工作場所每天下班前應清掃一次。



四、飲水處及各種盛水容器應保持清潔，容器更須嚴密加蓋。

五、水龍頭如有損壞時，立即請求修理，以免不必要之浪費。

六、廁所內之水箱損壞時，隨時通知人員修理。

七、廁所內之衛生，人人有責。

八、盥洗用具如肥皂、毛巾等應放置適當位置，不可隨意亂放。

九、員工應按時健康檢查及接受各種預防注射。

第十章    採光安全守則

一、窗面及照明器之透光部份均須保持清潔，勿使掩蔽。

二、當工作場所之自然照明不足時，應使用既設之照明設備加以補足。

三、可能因照明中斷而起火災、爆炸或其他對人體對物品有損害的場所而設置之緊急照明，須定期測
　　試其性能。

四、在易引起火災或爆炸危險之工作場所於換修電氣照明器具時必須先切斷電源後方可進行。

五、機械設備之照明為避免意外碰擊而設置之燈具護罩不可隨意取下。

第十一章     急救安全守則

Ａ、一般急救：

　　一、在沒有確定受傷之實際情形前，應將傷患平臥，可防止昏厥與休克。

　　二、如傷患面色發紅，應即將頭部墊高，如嘔吐，則將頭部轉向一邊，以防窒息。

　　三、需要時可用棉被、衣物等保持傷患體溫，以防止休克。

　　四、在場急救者，應協助傷患述說病情原因等，以幫助醫護人員治療。

　　五、急救者的責任在於救命，防止傷勢或病情轉惡，保持傷患安靜及舒適，以靜候醫護人員到來

　　六、速召救護車或擔架，速送傷患至醫院診所。

Ｂ、昏倒急救：

一、處理昏倒，首先明瞭其為貧血或充血性，分別處理之。

二、貧血性昏倒，特徵為臉色蒼白、四肢冰冷，處理法為使其頭低腳高斜躺床上。

三、充血性昏倒，特徵為面紅耳赤，有時痰聲滾滾，處理法為將患者頭高腳低斜坐在椅子上。

Ｃ、外傷急救：

一、外傷創傷之種類分為切割、撕裂傷、挫傷、刺傷等治療前應注意止血及防止細菌進入傷口。

二、外傷的急救是以消毒之紗布敷蓋於傷口處，急救人員應有消毒觀念，手指不能直接接觸傷口
　　，清洗消毒，應由醫護人員行之。

三、止血法應先查血色，如鮮血紅色則表示主動脈血，應在心臟及傷口間用帶束緊，暗紅色為靜
　　脈血，應在傷口及身體外緣之間束緊。

Ｄ、灼傷急救：

一、急救之目的在於減輕患者疼痛，防止感染、防止失水而休克。

二、急救時，如為輕度燙傷，其皮膚未破時，則塗以消毒之凡士林油膏、橄欖油等。

三、嚴重者應即刻送醫，急救者僅將灼傷面積覆以消毒紗布即可。

Ｅ、觸電急救：



　　一、如遇有觸電時，應先切斷電源，然後施行人工呼吸急救，電源較遠時先用絶緣體，如電膠木
　　　　或乾燥木板、木棒等將導電物挑開隔離。

　　二、甦醒後，如有電傷，則按灼傷處理之。

Ｆ、中毒急救：

一、化學氣體中毒，患者通常失去知覺，嘴唇及耳垂變成青紫色，脈膊及呼吸停頓，同時瞳孔放
大。

二、急救者速將患者移至空氣流通地方，施以人工呼吸，速送醫院急救。

Ｇ、眼傷急救：

一、以塗有橄欖油之紗布罩覆傷口後迅速就醫。

Ｈ、骨折急救：

一、先把骨折的肢體以正確的（護木）綁紮方法加以固定。

二、對受傷部位立即予以穩定支持，以防再受傷。

三、可能的話於制動之後，抬高傷處，減輕不適及腫脹。

四、脊椎骨骨折應絶對禁止傷者坐著，並使傷者抬頭。

五、肋骨骨折應使用絆創膏，以重疊貼合之方式於傷口處加以固定注意，防上昏厥的發生，並速
送醫。

第十二章    砂輪機作業安全守則

一、砂輪機座是否平穩。

二、安全蓋是否牢靠。

三、砂輪片有否鬆動或是太薄。

四、務必戴安全眼鏡操作。

五、工作位置要正確。

六、用完後務必關掉電源。

第十三章    鑽床作業安全守則

一、關機前先檢查機器之皮帶及鑽頭是否正常。

二、鑽頭之更換要先將電源關掉後再拆換。

三、鑽頭如有龜裂時，不得使用。

四、作業時要戴安全眼鏡。

五、作業完畢務必關掉電源。

第十四章    車床作業安全守則

一、作業中不可戴手套、打領帶。

二、車床之護罩固定是否牢靠。

三、工作物之夾具是否固定無誤。

四、檢查使用之刀具是否正確，然後作業。

五、工作完畢，務必關掉電源，然後將作業場所整理乾淨。



第十五章    空氣壓縮機作業安全守則

一、首先檢查冷卻水是否正常。

二、濾清器每週定期清洗一次。

三、貯氣桶每天開機後，必要放水汽一次。

四、開機後發現有異響，應速關掉電源，通知維修人員檢修後，再行開機。

五、壓力裝置及安全裝置每天定期檢查一次。

第十六章    沖床作業安全守則

一、作業準備：

(1)先檢查安全裝置的性能。

(2)試車數次，以便作安全檢查。

(3)如有一點疑問或故障時，即與負責人連繫後，予以修理與調整。

(4)停止運轉後更換沖壓模。

(5)沖壓模裝置後必須再檢點。

二、加工作業：

(1)運轉中不可將手放進模板中。

(2)如用踏板操作時每次應把腳放開。

(3)應充份注意模板加油。

(4)輸送材料或取出板屑時，應使用輔助工具。

(5)用剪床剪斷金屬板時，應使用壓片。

(6)作業中應集中注意力，不可想其他事情。

(7)作業換班時，對機械的情況使用方法等，如有疑問必將其交代接班人員。

三、模具必須裝置於沖床中央軸線上。

四、上模及下模中心必須一致，倘有偏歪，有壓傷工作人員的危險。

五、手指決不可伸入上下模之間，以免切斷手指。

六、安裝上模及下模必須將螺絲栓緊，在工作中必須時時檢查固定螺絲有否鬆動。

七、沖床工作開始前，應注意：

(1)材料之彎曲情形。

(2)型模之往後運動。

(3)有無引起危險之不良材料。

八、應注意腳踏開關是否靈活，彈簧力量是否足夠，工作時尤須避免碰觸。

九、加熱物置於金屬模上時，其表面氧化物倘用吹氣吹落時，應確認對方無人站立後始為之。

第十七章     滅火機使用守則

Ａ、一般使用之滅火機，計有乾粉滅火機及二氧化碳滅火機兩種，如后所述：

一、適用火災：

(1)火災：木柴、布、紙等火災時先用本控制器控制後，再用水或泡沬噴射之。



(2)火災：汽油、油脂、煤氣、化學藥品等用途。

(3)火災：電氣器具及電氣設備馬達等。

二、使用方法：

(1)拔去封口安全栓。

(2)提高橡皮管。

(3)壓下 CO2壓板，臉部勿面向蓋子。

(4)緊握噴嘴，手把向火焰底部噴射。

三、注意事項：

(1)三個月磅重小氣瓶一次，如重量減少時應再充氣。

(2)小氣瓶接頭採用左旋螺絲。

(3)有效期間保持一年，如經檢查合格後得以繼續使用。

(4)用後將滅火器倒置，緊握噴嘴手把，放盡殘存瓦斯並重新換藥。

(5)不得放置於高熱或潮溼處所。

(6)換裝藥劑廠商須負性能安全檢查之責任。

Ｂ、二氧化碳滅火機：

一、用法：將安全栓拉出，一手握喇叭柄，一手緊壓開關，並順風且就近向火焰底部以掃地之要
　　　　　領噴射。

二、對象：施救油脂類、瓦斯、化學藥品、電氣器具及設備等火災。

三、不得放置於高熱或陽光直射場所，每三個月秤量檢查一次，如 CO2減少１０%以上時，應即
　　時充填。

第十八章     實施自動檢查之設備機械與作業

Ａ、堆高機：

　　一、每月定期檢查之項目：

(1)制動裝置、離合器及方向裝置。

(2)積載裝置及油壓裝置。

(3)頂蓬及桅桿。

二、作業前之檢查項目：制動器。

Ｂ、固定式、移動式起重機：

　　一、每月定期檢查之項目：

(1)過捲預防裝置、警報裝置、制動器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異常。

(2)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

(3)吊鉤、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

(4)配線、集電裝置、配電盤、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常。

(5)對於纜索固定式起重機之鋼纜等及絞車裝置有無異常。

二、作業前之檢查項目：

(1)過捲預防裝置、制動器及控制裝置性能。

(2)直行軌上及吊運車橫行之導軌狀況。



(3)鋼索運行狀況。

Ｃ、起重機械使用之吊掛用鋼索、吊鏈、吊鉤、吊索、鏈環等用具：於作業前逐項檢點之。

Ｄ、捲揚裝置：

　　一、每年定期檢查之項目：

(1)電動機、動力傳動裝置、制動器、鋼索、鋼索按裝置及各種儀表之有無異常。

二、每月定期檢查之項目：

(1)制動器、鋼索、鋼索按裝置之有無異常。

Ｅ、金屬之熔接、熔斷或加熱作業：

　　一、於作業中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1)乙炔熔接裝置。

(2) 氣體集合裝置。

第十九章     雇主、各級主管權責

Ａ、雇主：由總經理負責，職責如下：

一、綜理負責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自動檢查事宜。

二、事業單位各工作場所材料、貨物屯積是否會影響安全作業。

三、各工作場所機器設備等佈置是否適當。

四、不定期檢視安全衛生推行情形，檢討是否需要改進，雇主之巡視可增進員工對安全衛生之重
　　視。

五、現場各級主管幹部對安全衛生的態度及執行成績如何，是否需要改進。

六、核閱安全衛生有關報表，確知困難的所在及改進實施情形。

Ｂ、各級主管職責：

　　一、各部門經理、課長：負責本身所掌範圍的檢查事宜，檢討設備、環境是否安全，工作方法，
　　　　程序是否良好，定期有計劃的安全及內務檢查，如檢查發現未加防護的危害或不安全行為立
　　　　刻與現場組長商量，直至情況改善並告知員工為止。

二、經常觀察機具設備的安全狀況，作業環境狀況，以及員工作業情形，應隨時注意設法改善。

三、向雇主提供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之改善建議及資料。

第二十章     附則

本守則於民國 94 年 9月 6日業管（函）字第 94007號函，報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登錄備查。

（登錄日期：94 年 9月 10日，登錄編號 B094001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