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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按意外後果統計工作意外受害人數 

意外後果 受害人數 

暫時無工作能力 1,584 
其中：當日回復工作 383 

長期無工作能力 25 
死亡 5*  

總數 1,614 
*當中 2 人的死亡與違反職安健法規有關。此外，日後將按司法機關判決對有關死亡的數據作出修正。 

 

 

表二、按意外原因統計工作意外受害人數 

 

 

 

 

 

 

 

 

 

 

 

 

意外原因 受害人數 

人墜下 338 
高處墜下 71 
在平地上跌倒 267 

物件墜下 110 
踩踏或碰撞物件 293 
夾傷、刺傷或割傷 337 
用力過度或扭傷 295 
暴露於或接觸極端溫度 75 
觸電或接觸放出的電流 3 
暴露於或接觸有害物質及放射性物質 24 
被動物所傷 16 
由交通工具引致的受傷 63 

因執行勞務活動 31 
上、下班期間使用僱主提供之交通工具而往返工作地點 32 

其他 60 
總數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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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按身體受傷部位統計工作意外受害人數 

身體受傷部位 受害人數 

頭 138 
眼睛 49 
頸 11 
手臂 75 
手 469 
軀體 236 
腿 120 
腳 306 
受傷部位多於一個 179 
其他 31 

總數 1,614 
 

 

表四、按歲組及性別統計工作意外受害人數 

歲組及性別 受害人數 

16 - 24 歲 

小計 135 

男 90 

女 45 

25 - 44 歲 

小計 847 

男 454 

女 393 

45 - 64 歲 

小計 612 

男 239 

女 373 

65 歲及以上 

小計 20 

男 7 

女 13 

總數 

合計 1,614 

男 790 

女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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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按職業統計工作意外受害人數 

職業 受害人數 

立法機關成員、公共行政高級官員、社團領導人員、

企業領導人員及經理 
18 

專業人員 35 
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146 
文員 439 
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 434 
漁農業熟練工作者 13 
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 126 
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 43 
非技術工人 360 

總數 1,614 
 

 

表六、按行業統計工作意外受害人數 

行業 受害人數 

製造業 52 
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 2 
建築業 132 
批發及零售業 92 
酒店及飲食業 435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 45 
金融業 7 
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66 
教育 35 
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 29 
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 694 
家務工作 25 

總數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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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按職業統計工作意外受害人因暫時無工作能力的缺勤日數 

職業 缺勤日數 

立法機關成員、公共行政高級官員、社團領導人員、企業領導

人員及經理 
109 

專業人員 323.5 
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2,453 
文員 11,227.5 
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 6,344 
漁農業熟練工作者 68 
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 6,396 
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 1,020 
非技術工人 6,125 

總數 34,066 
 

 

表八、按行業統計工作意外受害人因暫時無工作能力的缺勤日數 

行業 缺勤日數 

製造業 939 
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 90 
建築業 7,780.5 
批發及零售業 1,894 
酒店及飲食業 4,794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 1,064 
金融業 43 
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1,912.5 
教育 222 
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 129 
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 15,139 
家務工作 59 

總數 34,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