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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概況 

一、前言 

在人類不斷地追求生活品質與科技文化的演進下，促成了工業化及高科技的快速發

展。我國地狹人稠、化學工廠林立，多以中小型企業規模為主，伴隨著化學物質種類及

其使用量的快速增加，依歐盟制定的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與限制法規，所註冊之化

學品登錄資料已高達二十萬餘種，其中國內運作的化學物質達十萬多種，惟化學物質於

製造、使用、貯存或運送等運作行為中，皆可能因設備操作不當、人為疏忽、防範設備

不足以及管理不善等問題，致使危害性化學物質洩漏、火災或爆炸等意外事故發生，對

人體健康或環境生態造成重大衝擊，如何應變是極大考驗，環保署目前已公告列管毒性

化學物質達 341 種及關注化學物質 18 種，採用分類及分級(重量及濃度)管理，所有運作

業者在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前必須先取得相關文件，藉以有效管理毒性化學物質。 

依據環保署環境事故專業諮詢監控中心資料顯示，民國 106 年至 111 年國內平均每

年發生約 400 餘件化學物質災害案件，災害原因涵蓋人為與自然之因素。環境事故災害

案件多數為複合型災害，除危害人員生命安全與財產外，更涉及空氣、水、土壤、廢棄

物以及毒化物等環境影響層面，其案例包括臺中市欣晃科技化學品洩漏、桃園市蘆竹區

台硝公司爆炸、高雄市前鎮區地下管線氣爆、臺南市安平港丁二烯槽車翻覆、桃園市中

壢區泰豐輪胎廠火警事故及桃園市蘆竹區敬鵬工業公司火災等事件，凸顯未來環境災害

事故預防整備與災害應變體制整合之需求。 

 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大台北都會區製造業的生產重心，轄區內工廠數量眾多。

民國 60 年至 70 年間，政府為積極發展工業，加強國家經濟建設，促進地方繁榮，在新

北市開發五大工業區，包括樹林、土城、五股、林口及瑞芳工業區；但隨著人口與工廠

數量增加、都市發展及土地開發規劃等因素，使得工業投資者難以取得適當的工業用地，

因此常見工廠與社區住宅毗鄰而居；甚至部分工廠直接建置於一般住宅內，增加可能發

生事故之機率。另近幾年來有關環保、勞安及消防等法令規範日趨嚴謹，部分工廠為了

規避相關法令規範，設置非法違建工廠進行生產製造，在不受法令的約束與限制下，不

僅影響週遭社區居民、污染環境，一旦發生事故，極可能釀成嚴重傷害，假若事故波及

毒性化學物質，其危害層面將更為嚴重與擴大。 

因此，未來須朝複合型災害預防整備及產官學災害應變體制整合做規劃，強化業者

的社會責任，並由政府建置完整管理制度，學界提供技術支援與開發，此外多著眼國際

間環境事故應變交流、應變人員訓練制度、教育宣導、運作廠場輔導檢核制度等相關整

備與應變機制作為，期透過應變體系的聯防機制，達成資訊共享、資材互用、應變經驗

傳承等重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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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資料 

111年本市共有 21個行政區有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工廠設置，總數為 510家(如表一)，

運作廠商分佈圖，其中以新莊、樹林、汐止、土城及三重等區之毒化物運作場所數量較

多(如圖一)。另為了預防毒化物的傷害，運作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業者需加入

轄區內的毒災聯防組織，萬一毒災發生時，可互相就近支援降低傷害，目前本市毒災聯

防組織共有 6 組，總計 351 家業者參加。 

              表一 109-111 年毒化物運作廠家-依地區分              單位：家 

地區別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總計 495 500 510 

板橋區 12 13 13 

中和區 27 26 30 

永和區 2 3 3 

新莊區 71 66 64 

新店區 29 29 30 

樹林區 60 62 62 

鶯歌區 14 15 15 

三峽區 15 15 17 

淡水區 20 21 24 

金山區 1 1 1 

汐止區 70 69 77 

土城區 45 43 43 

蘆洲區 4 4 4 

林口區 11 11 11 

深坑區 2 2 2 

八里區 6 6 7 

瑞芳區 4 3 3 

三芝區 2 1 1 

泰山區 9 10 11 

五股區 49 54 51 

三重區 42 41 41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料庫 

     備    註：近三年皆無設置工廠之行政區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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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11 年毒化物運作廠家-依地區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料庫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工廠依運作行為可分為使用、貯存、販賣、輸出、製造及輸入 6

類，最大量為貯存運作行為占 45.59%，其次為使用行為占 41.99%，販賣行為占 5.74%，

輸入行為占 4.97%，製造及輸出行為各為 0.86%（如表二及圖二）。 

 

表二 111 年新北市毒化物運作行為分佈         

類別 家數 百分比 

總計 1,167 100.00 

使用 490 41.99 

貯存 532 45.59 

販賣 67 5.74 

輸出 10 0.86 

製造 10 0.86 

輸入 58 4.97 

單位：家；％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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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一）運作業者查核歷年不合格情形 

109至111年間告發處分總件數為38件(如表三)，違規原因最多為未申請證件便逕自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15件(39.47%)、其次為業者超過大量使用基準5件(13.16%)、運作紀

錄與現場不符4件(10.53%)及容器包裝標示未依規定4件(10.53%)；而由圖三中亦可看到

109至111年違規件數較多的未申請證件及運作紀錄與現場不符，在111年違規件數都有

明顯下降，而且整體告發處分件數也逐年下降。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藉由輔導查核工廠及系統勾稽，期能使業

者在運作毒性化學物質時，除能符合法規要求之外，更能落實災害預防及管理工作，以

及平時裝備之檢查維護保養，同時也可瞭解轄區內毒化物運作工廠管理之狀況，並根

據查核結果擬定後續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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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11年新北市毒化物運作行為分佈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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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 毒化物歷年告發情形 

  總計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告發處分 

件數 

總計 38 22 10 6 

未申請證件 15 9 3 3 

運作紀錄與現場不符 4 3 1 0 

超過大量使用基準 5 2 2 1 

未申報 3 2 1 0 

變更負責人 2 2 0 0 

容器包裝標示未依規定 4 1 3 0 

未依核可文件內容運作 1 1 0 0 

變更地址及名稱 1 1 0 0 

貯存場所標示未依規定 1 1 0 0 

未加入聯防組織 2 0 0 2 

告發處分金額 2,679 1,440 799 440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保稽查處分管制系統」 

 

圖三  109 年~111 年主要裁罰原因分佈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保稽查處分管制系統」 

本局藉由舉辦說明會或訓練會，提醒廠商法規修正情形及常犯缺失，可有效降低

廠商缺失率，歷年查核結果如表四及圖四。109年至111年查核家數落在350家上下，111

年缺失率6.86%相較於109年59.57%減少52.71個百分點，其中109年缺失率較高，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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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係法規修正，導致業者未更新安全資料表、容器包裝標示、看板標示及配置圖。本局

於辦理說明會或訓練會時，說明廠商常犯建議事項，可有效減低廠商缺失率且檢視危

害預防及緊急應變計畫暨毒化物運作相關管理，可有效強化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之

應變知識及提升防救災能量，110年缺失家數即降到21家，大幅下降172家。  

             表四  歷年查核家數及缺失率             單位：家；％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查核家數 324 360 350 

有缺失家數 193 21 24 

缺失率 59.57  5.83 6.86 

     資料來源：歷年「加強推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暨毒災防救計畫」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源頭查核管理」期末報告 

 

 

資料來源：歷年「加強推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暨毒災防救計畫」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源頭查核管理」期末報告 

 (二)業者歷年運作缺失項目變化 

臨場輔導作業乃針對事業單位之毒化物運作是否符合法令、現場製程及毒化物儲

存場所是否有潛在風險進行評估作業並提供改善建議。輔導人員會觀察現場運作、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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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場所、相關文件資料及緊急應變器材等。而在實際訪查的過程中，發現規模較大的工

廠及學術單位都會有定期舉辦的災害演練，但營運規模屬於中小企業型態的工廠，對

於定期辦理災害訓練及演習的落實程度就相對較差，茲就 109 年至 111 年運作缺失項

目變化說明如下(如表五及圖五)： 

1. 在安全資料表（SDS）方面，109 年至 111 年缺失件數分別為 109 件、4 件及

3 件，原因主要是「化學品與廠商資料」、「暴露預防措施-個人防護設備」及

「其他資料」內容未依廠內實際情形修改資訊，其次是未在三年間定時更新

安全資料表。在輔導廠商至環保署網頁下載新表修正後，所有廠商皆已改正

完畢。109 年缺失件數較多，主要為安全資料表未能即時更新法規名稱(108 年

法規名稱修正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15 項需修正為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管理法。 

2. 在個人防護設備方面，109 年至 111 年缺失件數分別為 58 件、2 件及 10 件。

主要原因為環保署於 109 年 1 月 13 日修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

偵測與警報設備管理辦法」，故稽查時皆會提醒業者限期內修正。其中緊急應

變設施及器材之準備應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9 條註1及「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規定設置；而應變器

材的項目不合格原因則是為未製作點檢表、每月未定期檢測應變器材的功能

及數量、準備之應變器材不足、不合適或超過使用期限。廠商之前大多是自行

準備相關的緊急應變器材，但目前管理辦法中規定緊急應變器材之規格及種

類應參照安全資料表，因此輔導時會依照該場所使用之毒化物種類，建議廠

商依安全資料表上列舉適當之防護應變器材來添購，且存放在合適地點並按

時點檢，以期在發生事故時能順利取用，降低現場應變人員危害，縮小災害之

規模。 

3. 在運作紀錄表方面，109 年至 111 年缺失件數分別為 1 件、5 件及 5 件。主要

原因為未更新至最新版本、填寫欄位錯誤及未簽章，經輔導當場皆已更正完

畢。 

4. 在毒化物相關標示方面，109 年至 111 年缺失件數分別為 19 件、7 件及 13 件，

原因則是以運作場所標示須修改為 GHS（化學品全球調和系統）格式為主。

因為毒化物運作場所之標示已於 97 年底全面改為與國際接軌之 GHS 圖示，

原本環保與勞安部門各行其道的圖標示系統因而必須統一為 GHS 圖標示系

統，如此不但能減輕廠商在進出口化學品時更換圖示標籤的不便，更能提升

廠內化學品標示的辨識度，另 109 年不合格率較高原因為環保署公告第一批

因具食安風險之化學物質(如：孔雀綠等 13 種毒化物質)所造成，法規規定「除

 
註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9 條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

質，其運作過程中，應維持其防止排放或洩漏設施之正常操作，並備有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44791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4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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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警示語外仍標示警語(禁止用於食品及飼料)其面積不得小於該容器或外包

裝面積 35%」，再因法規更新及修正名稱及加註 CAS NO 所致。 

5. 在平面配置圖方面，109 年至 111 年缺失件數分別為 133 件、10 件及 5 件。

109 年缺失件數主要是因近期多起火災案件中發現許多廠內平面配置圖與現

場情形不符，導致救災人員受傷；另因轄區列管業者原先須依據防災基本資

料表中的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內部配置圖範例，來繪製廠區防災平面配置

圖，然配合內政部於 107 年 5 月 21 日頒布「使用化學品工廠或倉儲應提供廠

區化學品種類及數量配置圖行政指導綱領」後，規定轄區內的列管運作業者

須依此綱領繪製化學品種類及數量配置圖。因此，本局依照兩範例圖之繪製

說明及注意事項，訂定出新範例圖及相關注意事項，同時滿足行政指導綱領

及防災基本資料表。 

6. 在其他方面，109 年至 111 年件數分別為 0 件、3 件及 6 件。主要為建議改善

項目，如毒化物不宜堆疊、化學品不宜一起存放、建議增加防護設備數量等。 

             表五 業者歷年缺失項目情形         單位：件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總計 320 100.00 31 100.00 42 100.00 

安全資料表 109 34.06 4 12.90 3 7.14 

個人防護 58 18.13 2 6.45 10 23.81 

運作紀錄表 1 0.31 5 16.13 5 11.90 

毒化物標示 19 5.94 7 22.58 13 30.95 

平面配置圖 133 41.56 10 32.26 5 11.90 

其他 0 0.00 3 9.68 6 14.29 

資料來源：歷年「加強推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暨毒災防救計畫」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源頭查核管理」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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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整體而言，本局臨場輔導作業之結果，如屬文件有缺失部分(如：運作紀錄、SDS 及

平面圖)，業者大多能在輔導後 7 天內改善完畢，但仍需後續經常無預警的查訪，才可

以讓業者去除僥倖心理，養成即時更新資料的習慣。至於工廠運作安全的缺失，因涉及

工廠設備的問題，則需較多時間做改善，例如：輸送原料的馬達及電器須改為防爆式、

調整防溢堤或防溢溝的設置位置、針對各種化學品須使用合適的吸附材料等。這些防災

預防的相關知識，也需定期舉辦相關的說明會或課程來增進業者防災觀念，方可落實業

主自主檢查之機制。 

有關危害預防及緊急應變部分，根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5 條註2規定，

第一至三類毒化物運作人，應檢送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依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內容實施。輔導人員會針對廠商撰寫應

變計畫中的各項目內容是否與廠內實際狀況相符、現場人員訓練內容是否合宜、是否定

期演練及沙盤推演，並盡可能降低對廠商生產的影響，提出落實應變計畫的作法供參考，

例如：毒化災演練可與消防災害演練合併實施；員工毒化物使用及應變訓練可與勞工安

全講習合併實施。另環保署毒物及化學局於 109 年 11 月 3 日頒布「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辦法中明訂製造、使用、貯存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之運作人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之訓練合格人數及等級，且應於 112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登

載。本局已多次發文且利用各種業者集會場合時加以宣導，期使轄區業者能在規定期限

內完成登載。 

 
註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5 條規定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

物質，其相關運作人應檢送完整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依該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容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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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安全資料表 個人防護 運作紀錄表 毒化物標示 平面配置圖 其他

圖五業者歷年缺失項目情形

年

資料來源：歷年「加強推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暨毒災防救計畫」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源頭查核管理」期末報告 

 



10 

 

輔導查核廠商並檢視其危害預防及緊急應變計畫暨毒化物運作相關管理，可有效強

化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之應變知識。而近年本市事故發生頻率已逐年下降，因此未來

將增加臨場輔導及無預警測試廠家之場次，並與相關單位辦理聯合檢查機制(北區勞檢、

消防局、衛生局)，針對廠家進行聯合輔導，以落實安全管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