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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佈的資料，可發現近年來營造業職業災害千人率，遠高於全產業近年來職業災害千人率，營造業

勞工罹災比例則為各行業之首。而勞工若遭受職業災害，將造成勞工自身傷病甚至死亡，另外事業單位財產損失與導致作

業進度落後，衍生了許多事後嚴重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整理罹災勞工的相關特徵因子與其遭受的災害類型，經由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SFS)方法，選取出對於職災類型最具影響之特徵因子組合；同時利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為工具

，建構營造業職災類型之預測模式。 本研究結果顯示，經由SFS方法搭配SVM進行特徵選取所得之關鍵特徵組合中，年齡

與工作經驗為識別各類型職災最重要的個人特徵。另外，關於職災類型之預測模式，DAG與One-against-one兩方法其分類

績效差異性不大，皆有不錯的平均分類績效；而兩種多類支援向量機搭配使用特徵選取後之結果，不僅使得輸入特徵維度

降低，且其分類績效亦保持相當的表現。此外，經由兩方法所建構之預測模式可作為勞工與事業單位預防職災之參考依據

，期望藉此能有效降低營造業職業災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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