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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調查收集國內某家通過ISO 14001驗證之汽、機車零組件製造公司，其透過環境管理系統之建立，除了改善工廠環

境品質降低污染以外，亦可透過就環境污染與工安危害全面性評估.並結合全面生產管理（Total Productive Maintenance

，TPM）鑑別出汽、機車零組件製造業勞工作業環境危害認知關鍵議題。 首先，經由實際在現場作業的人員填寫前置問

卷認知關鍵議題，再將其議題與相關專家討論協商，並參考前置問卷認知調查結果，研擬出方案評估準則，即「環境污染

」、「安衛危害」、「資源耗用」、「法規符合度」等四個評估因素，並衍生十二個相關次準則及獲得三個可供選擇的區

域(精機製造廠區、化工廠區、技術研發廠區)來進行評估改善，以此構建AHP分析模型。 本研究利用AHP 應用軟體Expert

Choice ，以量化方式進行汽車產業勞工作業環境危害廠區改善優先排序。方案評選的相對優先百分率如下：方案A-精機製

造廠區(49.3%)，方案B—化工廠區(31.1%)及方案C—技術研發廠區(19.6%)，以方案A—精機製造廠區，為最需改善勞工作

業環境危害之場所，而評估因素以「安衛危害」為最需優先改善的項目。 關鍵字：全面生產管理、層級分析法、作業環境

、危害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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