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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業通報自治條 

例」為「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暨繩索作業通報 

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鑒於輕質屋頂營建施工作業、施工架組配與拆除作

業及使用吊籠清洗外牆作業等，易發生作業人員墜

落、物體倒塌或物體飛落等災害，係高風險之作業

型態，為有效防止該等作業發生職業災害，本府前

於一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臺北市輕質屋

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業通報自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建立作業前通報機制。 

二、本次修正係因勞動部於一０八年四月三十日修正發

布「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二十五條，將

繩索作業納入規範，並於同年七月十九日由該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訂定「繩索作業安全指引」，為期本

自治條例規範周延並符合實務運作需求，實有將繩

索作業納入本自治條例所定作業前通報機制之必

要，爰擬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

「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暨繩索作業通

報自治條例」，俾利實施檢查、宣導與輔導，並責

成雇主或自營作業者確實做好安全防護措施。 

三、本自治條例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一條：為闡明本自治條例立法意旨

係為準確掌握作業期程以利至現場實施檢查，

並增列繩索作業應於作業前通報之義務，爰增

訂相關文字。 

(二) 修正條文第三條：配合實務運作需要，第一款

至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參考繩索作業安全指

引關於繩索作業之用語，增訂第五款，明定繩

索作業之定義，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款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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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修正第四款；又依現行法制作業體例於各

款次後加具頓號。 

(三)修正條文第四條：配合實務運作需要，修正第

一項本文；考量繩索作業與吊籠作業之災害風

險相似，爰於第一項第三款增訂繩索作業與吊

籠作業合併規範，並酌作文字修正；另為精準

掌握作業期程，增訂第二項，明定通報之作業

期間不得逾二十日，期滿有續行作業必要者應

再行通報，並配合實務運作需求，施工架組配

作業不宜受通報作業期間至多二十日之限制，

期滿而有續行作業必要者，無需再行通報，爰

於第二項後段但書增訂施工架組配作業之除外

規定；現行條文第三項「為代表人」係屬贅文，

爰予刪除；參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條第十

款規定，爰於修正條文第五項增訂「管理負責

人」亦為督促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履行通報義務

之行為主體；為明確揭示通報義務之內容，以

利通報義務人依循，爰增訂修正條文第六項。

又依現行法制作業體例於第一項各款次後加具

頓號。 

(四)修正條文第五條：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

之增訂及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三項移列至第四

項，爰增列違反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

罰則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一一０年九月十四日第二一五九次市

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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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業通報自治條例」為「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
架及吊籠暨繩索作業通報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  稱：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

工架及吊籠暨繩索作

業通報自治條例 

名  稱：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

工架及吊籠作業通報

自治條例 

新增繩索作業應於作業前
通報之義務，爰修正本自治
條例現行名稱。 

第 一 條  臺北市（以下簡

稱本市）為有效防止

輕質屋頂營建施工、

施工架組配或拆除、

使用吊籠或繩索等作

業發生職業災害，建

立作業前通報制度，

以利掌握作業期程，

進而實施檢查、宣導

與輔導，維護作業者

之安全，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 一 條  臺北市（以下簡

稱本市）為有效防止

輕質屋頂營建施工、

施工架組配與拆除及

使用吊籠等作業發生

職業災害，建立作業

前通報制度，以利實

施檢查、宣導與輔

導，維護作業者之安

全，特制定本自治條

例。 

一、 為預防使用繩索作業
之從業人員發生職業
災害，爰有將繩索作
業納入本自治條例規
範之必要，並參考勞
動部一０八年四月三
十日勞職授字第一０
八０二０一四九０號
令修正發布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
二十五條第二項、第
三項及該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同年七月十九
日勞職安一字第一０
八一０二五八七五號
函訂定繩索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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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第參點第四款關
於繩索作業之說明，
於修正條文第一條增
訂「繩索」一詞，將
繩索作業納入本自治
條例規範。 

二、 為具體闡明本自治條
例立法意旨係為準確
掌握作業期程以利至
現場實施檢查，爰於
修正條文增加「掌握
作業期程，進而」等
文字。 

三、 配合第三條第三款之

用語，爰修正「施工

架組配與拆除」為「施

工架組配或拆除」，以

期用語一致。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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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

定義如下： 

一、輕質屋頂營建施

工作業：指對以石

綿板、鐵皮板、瓦、

木板、茅草或塑膠

等非鋼筋混凝土材

質構建之屋頂所為

新建、增建、改建、

拆除或修繕。 

二、施工架：指營建工

程中以原木、圓竹

或鋼管等材料構

築，用以承載人員

或物料，作為高處

作業之臨時構造

物。 

三、施工架組配或拆除

作業：指搭設或拆

除施工架過程中所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

定義如下： 

一 輕質屋頂營建施

工作業：指對以石

綿板、鐵皮板、瓦、

木板、茅草、塑膠

等非鋼筋混凝土材

質構建之屋頂所為

新建、增建、改建、

拆除及修繕。 

二 施工架：指營建工

程中以原木、圓竹

或鋼管等材料構

築，用以承載人員

及物料，作為高處

作業之臨時構造

物。 

三 施工架組配或拆除

作業：指搭設及拆

除施工架過程中所

一、 依現行法制體例，法
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
加具頓號，再接續規
定內容，爰於現行條
文各款款次後加具頓
號。 

二、 修正條文第一款，依
現行法規體例，修正
頓號為「或」字，且
新建、增建、改建、
拆除或修繕非鋼筋混
凝土材質構建之屋頂
均屬輕質屋頂營建施
工作業範疇，爰修正
「及」為「或」，以符
實際。 

三、 修正條文第二款，施
工架係使用於承載人
員或物料之臨時構造
物，爰修正「及」為
「或」，俾符實際。 

四、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款
之標題，修正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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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整、紮緊、固

定、傳遞、吊升或

拆卸施工架之構

材、器具或工具等

作業。 

四、吊籠：指由懸吊式

施工架、升降裝

置、支撐裝置、工

作台及其附屬裝置

所構成，專供作業

人員升降施工之設

備。 

五、繩索作業：指使

用繩索使作業人

員上升或下降至

定點從事作業之

方式。 

六、雇主：指事業主

或事業之經營負

責人。 

為調整、紮緊、固

定、傳遞、吊升或

拆卸施工架之構

材、器具及工具等

作業。 

四 吊籠：指由懸吊式

施工架、升降裝

置、支撐裝置、工

作台及其附屬裝置

所構成，專供勞工

升降施工之設備。 

五 雇主：指事業主

或事業之經營負

責人。 

六 自營作業者：指

獨立從事勞動或

技藝工作獲致報

酬，且未僱用有

酬人員幫同工

作。 

為「搭設或拆除」，另
施工架之構材、器具
或工具，為擇一關
係，爰修正「及」為
「或」，以符實際。 

五、 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款
「作業人員」之用
語，修正第四款「勞
工」為「作業人員」，
俾使用語一致。 

六、 參照繩索作業安全指

引第參點第四款有關

繩索作業(rope access)

用語和定義：「係使用

繩索、挽索、上升/下

降設備、安全帶、備

援設備等設施，使作

業人員上升或下降至

定點從事作業之方

式。」惟實務上單以

繩索繫綁於建築物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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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營作業者：指

獨立從事勞動或

技藝工作獲致報

酬，且未僱用有

酬人員幫同工

作。 

結構上即可使人員上

升或下降至定點從事

外牆相關工作，至於

挽索、上升/下降設

備、安全帶、備援設

備等設施屬於使其上

下過程中確保安全之

設備，如逕援引前述

文字作為本自治條例

關於繩索作業之定

義，將造成未使用安

全設備而具有更高危

險性單純以繩索上下

至定點從事作業之人

員不具本自治條例通

報義務，反而不利於

預防職業災害之行政

目的，為避免闕漏，

爰僅參考繩索作業安

全指引第參點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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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文字，增訂修正

條文第五款關於繩索

作業之定義，以下款

次遞改。 

第 四 條  雇主或自營作業

者從事下列工程之一

時，應於作業開始三

日前通報臺北市勞動

檢查處（以下簡稱勞

檢處）。但因天災、事

變或突發事件情況緊

急，有立即進行作業

之必要者，應於作業

開始前通報之： 

一、四層樓或樓高十

二公尺以上建築

物或附屬建物之

輕質屋頂營建施

工作業。 

二、高度達七層樓或

第 四 條  雇主或自營作業

者從事下列工程之一

時，應於作業開始三

日前通報臺北市勞動

檢查處（以下簡稱勞

檢處）。但因天災、事

變或突發事件情況緊

急，有立即進行作業

之必要者，應敘明理

由，於作業開始前通

報之： 

一 四層樓或樓高十

二公尺以上建築

物或附屬建物之

輕質屋頂營建施

工作業。 

一、 依現行法制體例，法
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
加具頓號，再接續規
定內容，爰於現行條
文第一項各款款次後
加具頓號。 

二、 依本自治條例所為之
通報僅作為勞檢處掌
握位置實施後續檢查
之用，尚無須審核准
駁，故規定通報義務
人於通報時敘明理由
並無實益，且本自治
條例施行迄今勞檢處
亦未就通報理由進行
審核，為減輕人民負
擔之行政義務，爰刪
除現行條文第一項本
文關於因天災、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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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公尺以上之

施工架組配或拆

除作業。 

三、十層樓或樓高三

十公尺以上建築

物或附屬建物之

使用吊籠或繩索

作業從事外牆工

作。 

  雇主或自營作業

者應依現場實際作業

期間核實通報，且每次

通報之作業期間不得

逾二十日，期滿而有續

行作業必要者，應依前

項規定再行通報。但施

工架組配作業，不在此

限。 

  第一項各款樓層

或樓高之計算，包含增

二 高度達七層樓或

二十公尺以上之

施工架組配或拆

除作業。 

三 使用吊籠於十層

樓或樓高三十公

尺以上建築物外

牆作業。 

  前項各款樓層

或樓高之計算，包含

增建後建築物或附屬

建物。 

  二個以上雇主

或自營作業者共同承

攬第一項各款作業之

一時，應互推一人為

代表人履行通報義

務。 

  第一項各款建

築物之管理委員會

或突發事件情況緊急
所為通報須敘明理由
之規定。 

三、 實務上，因繩索作業
多與吊籠作業於同一
場址同時或先後出現
進行外牆工作，其災
害風險相似，並參照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二百二十五條第
二項關於繩索作業之
用詞，爰於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三款增訂
「繩索作業」與使用
吊籠合併規範。另為
避免通報義務人誤認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關於樓層或高
度，係指吊籠或繩索
實際從事工作之樓層
或高度，基於明確性
考量，明定該款所指
樓層及高度為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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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後建築物或附屬建

物。 

  二個以上雇主或

自營作業者共同承攬

第一項各款作業之一

時，應互推一人履行通

報義務。 

  第一項各款建築

物之管理委員會、管理

負責人或建築物所有

人應督促各雇主或自

營作業者辦理通報。 

  第一項所定通報

內容應包含： 

一、工程名稱。 

二、作業地址。 

三、作業期間之起訖

日。 

四、雇主或自營作業者

名稱。 

或建築物所有人應

督促各雇主或自營

作業者辦理通報。 

物本身而非使用吊籠
或繩索作業之高度，
亦即建築物符合該款
規定，縱實際作業最
高高度較低者，仍負
有通報義務，並酌作
文字修正。 

四、 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樓高之計算應包
含建築物或附屬建物
之高度，爰增列「或
附屬建物」等文字，
以符實際。 

五、 勞檢處近年對於通報
之作業實施勞動檢查
時，發現部分雇主或
自營作業者投機取
巧、填報之作業期間
遠大於實際作業期
間，使勞檢處無法掌
握實際作業期程，故
有增訂雇主或自營作
業者應就現場實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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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場人員之聯絡資

訊。 

六、電子信箱。 

七、其他經勞檢處公告

之勞動檢查相關

事項。 

業期程核實通報及限
制所通報作業日數之
必要。就一０九年度
全年通報資料統計後
發現，平均通報作業
日數為十三點四日，
作業日數超過二十日
者僅佔全部通報量百
分之十八點五；又歷
年來勞檢處派員至現
場，因雇主或自營作
業者通報之作業期程
過長、不準確，其作
業已結束或尚未開
始，現場並未實際作
業，無法實施勞動檢
查之機率甚高，已造
成行政資源之浪費，
是以權衡受影響之作
業數量，並考量勞檢
處掌握作業期程之精
準度，爰增訂修正條
文第二項關於每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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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之作業期間不得逾
二十日，及實際作業
期間超過二十日者，
於二十日期滿後仍應
再行通報之規定。又
施工架組配作業係依
建築物樓層施工進度
分次進行，因地點將
不再變動，故僅需於
初次開始組配時進行
通報，使勞檢處掌握
施作期程及地址即
可。至於後續組配作
業係依各樓層施工進
度分次進行，在一般
工程實務上期程較
長，不宜受通報作業
期間最多二十日之限
制，亦可免再行通報
義務，爰增訂修正條
文第二項後段之例外
規定，以下項次遞改。 

六、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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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增訂，修正條文第
三項「前項」修正為
「第一項」。 

七、 現行條文第三項「為

代表人」係屬贅文，

爰予刪除。 

八、 參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三條第十款規定，於公

寓大廈未成立管理委員

會之情況下，尚有管理負

責人管理公寓大廈事

務，為避免闕漏，爰於修

正條文第五項增列「管理

負責人」，為督促雇主或

自營作業者履行通報義

務之行為主體，以資周

延。 

九、 為明確揭示通報義務
之內容，將現行勞檢
處網站通報系統之欄
位資訊明定於本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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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中，爰增訂修正
條文第六項以利通報
義務人遵循。 

第 五 條  雇主或自營作業

者違反前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 

第 五 條  雇主或自營作業

者違反前條第一項或

第三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 

 

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

之增訂及現行條文第四條第

三項移列至第四項，爰增列

違反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

規定之罰則，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 六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第 六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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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業通報自治條例」為「臺北

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暨繩索作業通報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法規

影響評估報告書 

壹、法規必要性分析 

一、修法背景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保障輕質屋頂修繕、施工架組拆及

使用吊籠作業之工作者生命身體之安全，並確保其工作環境符合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特於一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臺北市

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業通報自治條例在案。 

    鑒於本市轄內住宅及商辦等高樓建物林立，當建物之外牆有

清潔或修繕之必要時，其工作者常選擇採取繩索作業之方式(俗

稱蜘蛛人)垂降於半空中進行作業。嗣勞動部一０八年四月三十

日發布修正「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二十五條已明確將

繩索作業納入法令規範，該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同年七月十九日訂

定發布「繩索作業安全指引」，是以，可以預見未來於本市進行

繩索作業之工程頻率將有增加之趨勢。然考量繩索作業型態係以

繩索支撐使作業人員懸於高空作業，其安全性之建立除了將繩索

與建築物連接之固定點是否正確穩固架設外，尚與是否正確使用

繩索保護裝置、下降器、防墜器、安全坐帶及安全帽等繩索作業

相關裝備有關，更重要的是作業人員是否充分具備正確從事繩索

作業所需之專業知識及技能，以及作業時是否正確設置後備確保

機制，始能確保其安全無虞。 

    再者因採取繩索作業之情境多為從事臨時性、小規模、短時

間及性質特殊之作業，行政機關不易掌握其作業地點及作業時間

進而實施監督檢查，倘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抱有僥倖心態便宜行

事，未依規定以正確方式進行繩索作業，將使安全性大為降低，

一旦發生墜落災害往往面臨生命之消逝，耗費大量社會成本，故

實有將是類作業納入本自治條例規範進行作業前通報之必要。 

二、政策目的 

    為建立雇主或自營作業者使用繩索作業方式從事外牆清



 16 

洗、修繕或診斷檢查等作業之事前通報機制，以督促雇主依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法令，確實使作業人員充分具備正確從事繩索作業

所需之專業知識及技能，以及正確使用繩索作業方式及裝備，保

障作業人員從事繩索作業之安全及提升工程業界繩索作業之技

術水準，並利本市勞動檢查處(以下簡稱勞檢處)對於繩索作業能

充分掌握其作業期程，以現有檢查人力實施精準檢查，可提高行

政效率，並預防繩索作業相關職業災害。 

貳、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檢視過去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凡對於採取繩索作業從

事高度兩公尺以上之作業型態，因繩索作業之規範於相關法規皆

付之闕如，繩索作業方式未見任何法規文字予以肯認，進而在檢

查實務上似有直接認定違法之空間；然「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二百二十五條於一０八年四月三十日發布修正後，已明文肯認

繩索作業納入法規而使其合法化，地方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即難

以一概禁止，從而須思考如何管理及督促從業人員依法令規定從

事安全之繩索作業。 

    雖然我國已有台灣繩索技術協會、中華繩索技術協會及台灣

工業繩索人技術學會等民間組織著力於繩索作業之訓練推廣，惟

其會員並未完全涵蓋所有作業人員，又其主要之功能係在訓練繩

索作業技術員及工程經驗交流，對於旗下會員進行繩索作業是否

遵照規範施作，並無約束力。因此，如欲透過該等協會之民間力

量自我約束，對於降低繩索作業相關職業災害發生率之目的，並

無期待可能性。 

    又繩索作業其所使用之相關設備體積較小、視覺目標不明

顯，且是類作業之施作時間常臨時且短暫，難僅以依靠勞動檢查

員於市街執行例行性巡查時發現並即時實施監督檢查，且採取繩

索作業之事業單位常見為微型企業或數人合夥之模式，難以由主

管機關主動尋找對象並加以輔導，且採取柔性宣導方式相較於預

防重大職災之政策目標來說，並非有效之方式，是以繩索作業實

有納入本自治條例規範進行作業前通報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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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法規修訂影響對象評估 

一、影響對象及程度 

藉由本自治條例之修正將從事特定高度以上之繩索作業納

管後，其受規範之對象為雇主或自營作業者，負有作業前之通報

義務，實際使用繩索從事作業之工作者則為受益對象。 

由勞檢處多年檢查實務發現，吊籠作業與繩索作業多在同一

案場輔助搭配或先後出現，且從事吊籠作業工作者與從事繩索作

業工作者有極高比例之交集。依勞檢處一０四年至一０九年之勞

動檢查受檢資料顯示，曾於本市從事吊籠或繩索作業之受檢人員

約一千一百五十五位，而每次檢查之現場工作者通常為一位以

上，亦即，可推估至少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位工作者將為本次自治

條例修正之受益對象。 

又從事繩索作業與吊籠作業之業者有極高之重複性，亦即從

事吊籠作業之業者多也有從事繩索作業。依據勞檢處就一０四年

至一０九年曾於本市從事繩索作業或吊籠作業之勞動檢查受檢

資料顯示，推估本自治條例所規範應負通報義務之雇主或自營作

業者之數量約為五百二十三家，且多已養成習慣於進行作業前至

勞檢處網站進行通報，衝擊甚小。 

二、配套措施 

(一)由勞檢處主動洽請繩索相關民間團體於訓練時對旗下會員

實施本自治條例通報規定之宣導或通報系統操作之示範。 

(二)於例行檢查、專案檢查發現使用繩索之從業人員時，現場即

對其宣導採取繩索作業應於作業三天前至勞檢處網站進行

通報之訊息。 

(三)於勞檢處網站發布相關新聞稿及最新消息等，俾供受規範負

有通報義務之雇主或自營作業者知悉，期使全面擴大本自治

條例修法新規範之觸及率。 

(四)本自治條例於公告修正後，宣導繩索作業應依本自治條例進

行通報之訊息，以避免受規範負有通報義務之雇主或自營作

業者，因不知法令而違法受罰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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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本自治條例納入使用繩索作業通報後，對於受規範而負有通

報義務之雇主或自營作業者而言，僅須備有連接網路之電腦或手

機等資訊設備即可進行，且現時智慧型手機及行動網路於我國亦

甚普及發達，事業單位可隨時隨地進行線上通報，亦僅須填工程

地址、期程等基本資料，耗費時間甚低，亦無需經由特殊管道或

新增設備。 

    又對於勞檢處而言，係在原已建置之勞檢處網站通報系統中

增加使用繩索作業此一選項，無須再額外支出建置費用或增加設

備。另在執法方面，勞檢處即可依據該通報資料於平時例行檢

查、專案檢查及假日動態稽查時進行繩索作業之職安檢查，亦無

需再增加額外人力及經費，並可提升行政資源之運用效率。 

伍、公開諮詢程序 

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已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八條

規定，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九日辦理法規草案預告六十日(一一

０年六月二十八日期間屆滿)，內容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一一０

年第七十七期，而自刊登公報之次日起六十日內，並無人民或團

體陳述相關修正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