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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面-經濟部「工廠管理輔導法」

一、工廠危險物品管理作為

第21條
危險物品申報

第27條
成立區聯組織

第26條
工廠實施輔導

工廠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達管制量以上之次日起十日內，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製造、加工或使用之危險物
品…。(略)。

主管機關為促進工業發展，應就下列事項，對工廠實施輔導： …(
中略)…四、工業污染及工業安全衛生之防制或管理技術。

中央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管理之同一工業區內有五家以上製造、
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達管制量以上之工廠，中央主管機關應輔導其
成立區域聯防組織。…(略)

管
理
/
申
報

輔
導

區
聯

第22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罰則

工廠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達管制量以上者，應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略)…

(1)未依期限申報且未改善者(1萬~5萬)
(2)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5萬~2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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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聯組織及
應變管理

危險物品
申報 臨廠輔導 聯合督導

降低災害
造成人員
財產損失

掌 握 危 險
物 品 運 作
資訊

提 升 業 者
安 全 衛 生
技術

強化高風
險事業安
全與工廠
自主管理

一、工廠危險物品管理作為

◼ 工業局依法實際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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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條 (固體類、液體類)

本辦法所稱危險物品，其範圍如下：
一、氧化性固體。 二、易燃固體。 三、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 四、易燃液體。
五、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六、氧化性液體。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 經濟部103.10.9公告 (氣體類)

可燃性高壓氣體(14種)，如氫氣、乙烯、丙烯、丁二烯…等。

申報範圍

✓ 申報單位基本資料
✓ 危險物品之範圍
✓ 化學文摘社號碼（CAS No.）
✓ 聯合國編號（UN No.）
✓ 中英文名稱、分子式
✓ 數量、用途
✓ 放置方式及放置位置（含配置圖）
✓ 工廠建築物內製造
✓ 加工或使用之機械設備配置圖

申報內容 (第10條)

✓ 工廠負責人應於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
物品達管制量以上之次日起10日內，以
網路申報系統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首次申報其製造、加工或使用之危
險物品。

✓ 完成首次申報後，工廠負責人應於每年
1月及7月定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報。

申報時間 (第11條)

◼ 法規面-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

一、工廠危險物品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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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轄區消防局

達管制量以上 達管制量30倍以上

消防機關每
年檢查工廠
1次

• 每半年檢查工廠(聯合檢查)
• 要求設置保安監督人
• 擬定消防防災計畫
• 每月提報消防自主檢查表
• 每半年進行緊急應變演練

◼ 法規面-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續)

工廠製造、加工、使用
危險物品

首次申報：達管制量以上之
次日起10日內。
定期申報：每年1月、7月

地方工業主管機關受理

(達管制量)

(資料每半年拋轉)

(108年起全面網路申報)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拋轉

業
者
申
報

地
方
受
理

中
央
管
理

環保署化學雲

✓ 地方工業主管機關：可掌握轄區內危險
物品資訊，得現場抽查或配合相關單位
檢查。

✓ 其他地方相關機關：危險物品定期更新
資訊，可供消防、環保及勞動後續檢查
管理之參考。

管理機制申報流程

一、工廠危險物品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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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單位法規配合

✓ 爆炸物質達管制量30倍以上時，業者應報請地方消防機關核定「防災計畫」、設置保安
監督人、每半年進行緊急應變演練。其場所安置位置、構造及設備圖說亦一同陳報。

✓ 內政部消防署針對儲存數量達管制量30倍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工廠每半年邀請轄內地方
勞安、環保、工業、工務及建設等機關，進行聯合檢查，強化相關機關橫向與縱向之協
調機制，共同檢視高風險作業場所之易爆物質管理實況。

✓ 轄區消防進行不定期檢查，以確保業者消防等設施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依據消防法 (聯合檢查/不定期檢查)

✓ 業者應加強承攬管理 (如管制動火許可)、製程安全管理、定期辦理演練、安全衛生宣導、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安全管理 (如危害性化學品管理、風險評估、緊急應變及稽核等)。

✓ 勞動部職安署建立伙伴合作關係 (與大型企業、相關專業團體、同業公會、工業區等，締

結安全伙伴關係)，提升產業安全衛生管理能力。

✓ 轄區勞動檢查機構不定期進廠檢查，以確保業者工安等設施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安全伙伴/不定期檢查)

一、工廠危險物品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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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廠輔導

近2年輔導490家

✓ 設計「72項安全衛生查核
表」，其中涵蓋7項與火
災爆炸預防有關之項目。

守規性診斷輔導

近2年輔導222家

✓ 經守規輔導評估危害型態
，導入合適控制措施。

功能性深入輔導

近2年輔導94家

✓ 針對法規查核後改善不佳
者或高風險者，持續追蹤
改善情形，以確保工作場
所安全。

改善追蹤輔導

✓ 風險管理技術轉移給廠商，

使其能自主管理運作並持續

改善，以有效降低事故發生

風險。

✓ 專家進廠至少5次以上輔導。

進廠
初勘

企業
改善

進廠
複勘

防爆區域規劃 製程排氣系統
安全

化學品洩漏模擬化學品儲存
安全管理

• 中小型企業：針對法規性加強輔導

• 中大型企業：針對風險管理技術輔導

一、工廠危險物品管理作為

與火災爆炸預防有關項目輔導：

➢ 關鍵性製程安全技術輔導

4家 (108年2家，109年2家)

➢ 化學品暴露分級管理技術輔導

2家 (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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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與訓練
與工業區、產業公協會合作辦理

宣導會

宣導安全衛生降災
趨勢、輔導重點、
政策法規趨勢等、
使法規、政策全面
擴散。

研習訓練

依產業特性、職災
或事故類型導入合
適課程，以小班制
培育種子人員危害
預知技術。

執行成果

✓ 近2年共辦理42場

✓ 12場次與化學品、火災爆炸主題有關

✓ 1場與緊急應變主題有關

✓ 總計參與人數達600人以上

一、工廠危險物品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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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業區區域聯防
與石化產業進階
管理



12

◼ 62個工業區，共計成立56個聯防組織

二、工業區區域聯防與石化產業進階管理

項目 北區 中區 南區

工業區 21 21 20

聯防組織 19 2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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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聯
組織

1.通報機制
工業區發生事
故時啟動通報
機制

2.災情彙整評估
彙整現地災情
並通報，評估
啟動應變

3.應變協防分工與整備

協調救災事宜，區內
廠商提供應變資材及
執行防災

4.訓練輔導及自主
防災應變演練

結合工業區內廠商及相關
部門共同合演，以因應突
發狀況

5.成效評鑑
加強聯防參與率、整合
應變資源、加強應變及
通報能力等

6.應變平台運用

提升災害發生時訊
息傳遞效率與資源
運用

◼ 工業區聯防組織功能

二、工業區區域聯防與石化產業進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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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區區域聯防與石化產業進階管理

紅
、
橙
、
黃
及
綠
燈
等
級

工業區管理處

橫向通報
(區聯通報)

工業局

經濟部
重
大
事
故

紅
及
橙
燈
等
級

獲報後
10分鐘內工安通報系統
15分鐘內聯防災害防救系統
以及各類即時通訊進行橫向、
縱向通報

工業區服務中心

受通報單位
(如消防局、環保局)

事故廠、鄰近廠、里民等通報

工業區區域聯防組織、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縣市政府、環保
局、警察局或派出所、消防局或
消防隊、勞檢單位、鄉鎮公所、
衛生局、醫療單位等

縱
向
通
報(

工
安
通
報)

(視災害通報)

◼ 工業區發生事故，服務中心啟動通
報機制，依據本局工業區(港)災害
(汙染)事件處理業務計畫以「工安
簡訊」進行縱向通報

◼ 另「區聯簡訊」進行橫向通報，並
視災情通報通報至當地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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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區協防分工與整備

二、工業區區域聯防與石化產業進階管理

化學品檢視

工業區廠商

✓ 提供場廠應變資訊(平面配置圖及化

學品運作資訊)

✓ 鄰廠執行防災措施或疏散避難

✓ 整備應變資材供服務中心調度

工業區服務中心

✓ 配合現場災害主管機關調度

✓ 通報聯防執行協防作業

✓ 彙整應變相關資源支援供調度 (如飲

用水、吸液棉、儲水區或滅火器等)

規劃避難疏散
集結點

建置救災水源清冊

定期更新聯防
廠商資料

建置化學品回傳工具，將資訊回傳至
系統資料庫，後續可分析高風險區域。



◼ 區域聯防「高危險複合性災害演練」

二、工業區區域聯防與石化產業進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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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製程應變、儲槽區卸收、人為疏失、元件失效、區域停電、輸/配送管線、
關鍵基礎設施、空/水之環境污染或廠外事故波及等，作為情境參考內容。

◼以實兵演練或沙盤推演的形式，將異常狀況初期應變、消防防護與協防啟動或
事件/事故通報與應變等狀況，搭配完成各工業區高危險複合性災害演練。

◼針對當年度重大案件議題，亦會納入作為演練情境，以做為借鏡。

主辦單位：臺中工業區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大東樹脂公司
協辦單位：消防局、警察局、污水處理廠、服務中心、

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區域聯防組織
聯防廠商：納米科技、喬福泡綿公司

沙盤推演 (109年)

⚫ 演練腳本

因地震使槽車入
料軟管脫落，洩
漏毒化物，處理
過程引發火災

管道水霧系統

油槽環狀灑水系統

實兵演練 (110年)

⚫ 演練檢討

【聯防應變評估】評估聯繫及支援管道是否暢通

【自救能力/災後復原】提升廠商自救應變效能

【強化應變能力】讓演練人員了解流程及提升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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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化產業之大型石化廠聯合督導

二、工業區區域聯防與石化產業進階管理

17

目的

⚫ 石化產業屬製造業最重要基礎工業，發展具完整上、中、下游供應鏈，
廣泛運用於民生及高科技產業

⚫ 針對前述之大型石化廠，辦理聯合督導，降低高風險大型石化廠事故機率
與嚴重度

⚫ 協助業者找出關鍵問題，促使廠方改善，並持續精進為目標

⚫ 經濟部工業局
✓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

✓ 統籌、規劃督導團隊

✓ 彙整各項督導建議事項

✓ 敦促業者符合法令要求

✓ 共同監督業者改善進度

成效：預先防止重大災害發生、敦促業者落實改善規劃

⚫ 主管機關

➢ 專業督導團隊架構

✓ 提出推動PSM、環保、消防
具體專業改善建議

✓ 找出關鍵問題、釐清事故
發生成因

✓ 促使業者優於法令

⚫ 學者專家



◼ 石化產業公共安全管理之督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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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區區域聯防與石化產業進階管理

67家大型石化廠

＊釐清事故成因＊

災害事故發生

發生條件

✓依化學物質
運作、風險
評量、相關
指標分數

排序依據

＊預防災害發生＊

達成
進廠督導條件

依
序
進
廠
督
導

預防性聯合督導 機動性聯合督導

✓火災爆炸、洩
漏死傷、連續
災害污染跳俥

✓立委、媒體、
民代、 NGO
高度關注

•台灣重要基礎產業
•上游高風險石化廠
•資本額8千萬以上 具有高風險、危害性

啟動
督導/輔導

啟動督導

＊受督導廠提出改善規劃、改善對策、短中長期改善計畫＊
＊不定期辦理改善成效追蹤，敦促廠方落實規劃改善＊

＊依循PDCA管理模式＊

＊持續落實監督責任＊

＊協助廠方建立自主管理
改善規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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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區區域聯防與石化產業進階管理

◼ 督導案例-林園聯成 傷亡統計：0傷 / 0亡 災害規模：災損面積約 500 m2

事故原因：粉末長期累積於反應器外保溫層，化學品分解後遇高溫導
致保溫層起火，火星掉落引發裝有棕櫚酸之太空包燃燒

20：44 24H值班台接獲通知，經查消防局得知，於20：29

接獲報案事故點為一般處理場所P1/P2

20：44林園工業區服務中心啟動工安縱向通報

20：48啟動區聯橫向通報

亦啟動區域聯防應變機制，由區聯組織會員廠支援消防用水、消防泡沫車及
支援消防泡沫原液協助救災。

21：32緊急應變諮詢中心趕赴現場進行支援應變作業
並持續瞭解與回報現地應變等相關資訊

緊急應變諮詢中心依據消防局及林園工業區服務
中心現場回報資訊，隨即提供相關應變建議

工安通報 區聯通報

初
報

結
報

初
報

結
報

空拍事故點

氣體偵測器
(數值正常)

消防廢水
(pH值2至3)

空污監控系統

泡沫原液車

1 1 0 / 0 1 / 2 9 2 0時 2 9分
火警事故



二、工業區區域聯防與石化產業進階管理

◼ 督導案例-林園聯成

20

機動督導 追蹤督導

✓ 製程：加強教育訓練、風險評估及建置製程安全資訊

✓ 環保：應執行災後檢測、應變演練

✓ 消防：應擴充夜間假日人力、檢討應變機制及消防設施

成立專家小組

110/2/1、2/2 事故進廠督導

 團隊進廠：召集專家學者、中央主管機
關、地方政府，進廠督導、釐清事故原
因、避免事故再次發生

 提供改善建議 (摘要)

督導現場實況
事故發生模擬示意圖

棕梠酸

✓ 製程：P SM推動計畫時程請加速進行

✓ 環保：請建立維修歷程系統性管理制度及表單

✓ 消防：請檢討全廠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狀況

110/3/26追蹤督導

 團隊進廠：召集專家學者、中央主管機
關、地方政府，進廠督導、針對廠方
110/2/26提出改善計畫之具體規劃，
確認實際執行進度與改善方向

 提供改善建議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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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三、結語

o 園區防救諮詢
o 智慧雲端互聯
o 化學物聯潛勢

o 石化廠督導
o 工業管線查核
o 高風險產業輔導
o 安全管理技術

o 聯防交流評鑑

o 專業防災訓練

o 關鍵技術智庫

 預防督導 (提升安全管理、凸顯高風險產
業，建立關鍵技術輔導)

 深度整備 (成效評鑑、實兵演練/沙盤推
演、高階訓練、訓練驗證)

 智慧應變 (整合園區防災物聯，全時事故
監控，建置化學品潛勢)

園區防救
雲端系統

化學災害
預防智慧
平台

應變端

整備端

預防端

園區防救
管線圖資

智慧化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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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工安輔導
雲端服務

三、結語

線上檢視、提醒與技術服務

作業環境監測

缺失追蹤

就曾參與本局輔導廠商，提
供線上追蹤服務，利用電子
祕書提醒應持續並定期檢查
、監測或更新事項。

輔導改善成效追蹤

建立「智慧化工安輔導雲端平台」：
• 擴大服務對象，提供各項數位輔導服務，促進國內事業單位降低工安風險。
• 業者電腦註冊基本資料，雲端服務平台提供定期提醒何時需教育訓練、自動檢查、作

業環境監測等法規規定事項，後續朝擴充服務功能(如AI紅外線影像辨識化學品管線洩
漏)。

經統計全省製造業家數眾多，資源有限臨場輔導受限。現況背景

預防端-推動工業智慧化輔導

提供化學品管線洩漏危害自我檢查，由業者使用紅外線檢測儀器，拍
照傳至雲端，由智能機器辨識影像之火災風險，提供改善建議。

AI紅外線

影像辨識技術 工安技術服務

建立雲端輔導資訊平台

23



三、結語

成效
延續化

輔導
雲端化

⚫ 廠商需求調查、人機介面設計

⚫ 法規資料收集、常見違規項目盤點

⚫ 輔導服務模式建立、系統平台功能建置

⚫ 結合現有工廠輔導個案，導入自願廠商使用

⚫ 持續優化並穩定系統功能

⚫ 訓練業者平台操作與應用，建置線上技術諮詢服務

結合工業區服務中心

或廠協會，提供平台

服務。

工業區、廠協會

結合產業公協會相關

活動說明會，推廣至

工業區外之事業單位。

產業公協會

主動申請使用平台

服務。

過去輔導廠商、
自願參與廠商

建置期
(110年)

試運期
(111年)

輔導
擴大化

推廣期
(112-113年)

預防端-智慧化工安輔導雲端平台建立

推展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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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預防端-石化廠資料庫平台建置

石化廠資料建置

資料庫
重點內容

預期
成效

改善建議資料建置 改善計畫資料建置

⚫ 可使用關鍵字並快速搜索資訊

⚫ 掌握廠方經常性發生事故類型

⚫ 掌握廠方改善進度、改善成效

更有成效進行統計分析、掌握石化廠共通性問題

提供局內及輔導團隊快速掌握石化廠、事故廠整體方向

精準掌握廠方改善對策、敦促廠方落實改善

⚫ 掌握專家所提改善建議方向

⚫ 進廠督導前預先掌握督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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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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