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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衛生計畫 

110 年 4 月 8 日 109 學年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14 年 1 月 21 日 113 學年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壹、 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推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 111 年 4 月 8 日勞職安 1 字第 1111013496 號函」辦理。 

貳、 目的：近年來我國出生率下降，再加上平均壽命延長，造成人口結構老化，以致就業人口遞

減，影響所及，除勞動力減少，亦可能使生活水準下降及競爭力降低，因應中高齡及高齡工作

者再入職場工作之趨勢及可能引發之危害，除確保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及健康外，亦提升

中高齡者勞動參與，促進高齡者再就業，鼓勵世代合作與經驗傳承，維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

業權益，建構友善就業環境，並促進其人力資源之運用。  

參、 職責分工： 

甲、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事室： 

(1).指定協助中高齡者工作適能評估與職務再設計的協調者 

(2).提供職場可調整的職務與工作場所，協助判斷介入時機。 

(3).依據醫療建議，採取職務再設計與調整措施，例如：縮短工作時間、更換工作內容、變

更作業場所等。 

乙、特約醫護人員： 

(1).依據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配合臨場服務時機，提供醫療與職務再設計諮詢。 

(2).提供職務再設計評估(附表一，中高齡/高齡【工作適能評估表】），規劃適當職務。 

(3).列冊管理個案。 

(4).執行成效追蹤：每年量化分析本計畫執行狀況，並綜整紀錄於附表二、檢核表及附表

三、中高齡及高齡工作適能評估年度報告。據此定期檢討計畫執行成效、滾動式修訂執行流

程及內容。 

肆、 名詞定義 

    一、中高齡工作者：指年滿45歲至65歲之工作者。 

    二、高齡工作者：指逾65歲之工作者。 

    三、工作適能(Work Ability)：係指職場工作者於工作過程中解決和應付工作需求之整體能力表

現。 

    四、輪班工作：指事業單位之工作型態需由勞工於不同時間輪替工作，且其工作時間不定時，日

夜輪替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五、夜間工作：指工作時間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內，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六、長時間工作：指近6個月期間，每月平均加班工時超過45小時者。 

    七、職務再設計：指為協助中高齡及高齡者排除工作障礙，以提升工作效能促進就業，所進行改

善工作設備及工作條件，提供就業所需輔具及調整工作方法之措施。 

伍、 參與此計畫對象(皆為 45 歲以上之同仁，並符合以下狀況之一) 

    一、一般健康/體格檢查(新進及在職)，健康管理達第三級管理以上 

    二、骨骼肌肉症狀調查表(NMQ)分數達 3分以上，或是因骨骼肌肉問題需開刀者 

    三、十年心血管風險等級達中風險(10%以上) 

    四、重大傷病(肝、腎功能異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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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以上四種狀況由特約臨場服務醫護人員偕同同仁填寫:附表一、中高齡/高齡【工作適能評估

表】 

陸、 危害辨識及評估： 

(一) 工作場所風險評估: 

鑑於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身體機能可能隨年齡增長而逐漸下降，對於噪音、振動、高低

溫、人因性危害、跌倒或墜落等危害之適應性及復原力均銳減，除影響其工作績效外，

亦影響身心安全及健康。為保障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及健康，雇主應優先辨識及評

估前開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並採取必要之控制措施，以防止發生職業災害。 

(二) 個人健康風險評估: 

除一般及特殊勞工體格或健康檢查外，可透過下列方式進行健康評估： 

1.肌肉骨骼疾病風險評估： 

根據本公司訂定之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作業辦法，定期發放自覺式肌肉骨骼症狀調查

表(NMQ)，針對分數達3分以上，或是因骨骼肌肉問題需開刀者進行評估。 

2.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 

根據本公司訂定之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作業辦法，定期發放過勞量表，合

併計算當年度健檢之十年心血管風險，評估高風險人員進行評估。 

柒、 預防及改善措施： 

雇主依工作場所及個人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指派或調整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工作，如發現其不

適任特定工作時，應進行危害控制，以作業環境改善為優先考量，其次為工作調整與職能訓

練，透過職務再設計，增進其工作效能。 

(一)作業環境改善： 

1.安全： 

(1)避免指派高齡工作者於高處從事作業，並確實依規定設置必要之防護設施，如設置

護欄或安全網等。 

(2)使用移動梯或合梯作業時，指派其他人於梯旁協助及監護，以增加作業安全性；另

應使用符合法令規定之移動梯或合梯。 

(3) 對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設置適當之安全上下設備。 

(4) 工作場所通道、地板、階梯等保持乾燥、乾淨及暢通。 

(5) 於電動機具設備之連接電路上設置漏電斷路器。 

(6) 對於從事可能遭機械捲夾之作業，設置護罩、護圍等設備。 

(7) 提供必要之個人防護具。 

2.照明：對於工作場所之採光照明，以自然採光為佳，必要時可輔以人工照明，並提供適

當之照度，須注意光線分佈之均勻度、適當之明暗比，避免產生眩光。 

3.噪音:對於工作場所之噪音，應優先採取工程控制措施，以消除或減低噪音源，其次為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以減少噪音暴露時間，必要時，應提供有效防音防護具。 

4.人因危害：提供防止肌肉骨骼危害之省力機械、設備或裝置等。 

5.環境溫度： 

(1) 對於工作場所因人工引起之高溫或低溫危害，如高溫作業，仍應以製程改善為主，

工作輪替等行政管理措施為輔，並提供勞工必要之防護設備及飲水等方法因應。

低溫作業則應提供勞工帽子、手套或絕緣手套、防護衣、絕緣防水鞋等防護具。 

(2) 對於高氣溫戶外作業引起之熱危害預防，可參照本署訂定之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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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危害預防指引辨理，以強化相關熱危害預防措施。 

(3) 對於戶外低溫環境引起之危害，應參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之低溫特報資訊，

提供多層次保暖、透氣之工作服，並注意其身體健康狀況，避免長時間從事戶外

作業。 

6.緊急應變： 

(1) 針對警報訊息除了聽覺外，亦可配合警示燈閃爍俾利察覺，並儘量以視覺設計為

主，減少過度依賴聽覺信號。 

(2) 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身體機能逐年退化，造成反應時間延長及敏捷性降低，爰雇

主應確保逃生路徑保持暢通，避免有突出物或地面濕滑致逃生時發生跌倒之情

事，並考量該等族群行走速度及所需避難時間，據以規劃工作區域及逃生路徑。 

(3) 確保逃生通道上之緊急照明應符合相關規定，並在走廊曲折點處，增設緊急照明

燈。 

(4) 作業前召開工具箱會議，確保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明瞭逃生動線，包含臨時人員

或承攬人工作者。 

(5) 指派專人引導協助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疏散至出口，降低該等族群逃生時之資訊

負荷，避免發生不必要之突發狀況。 

(6) 對於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之緊急應變訓練，宜較年輕工作者增加1.5 至 2 倍時

間，並定期演練，留存紀錄。 

(二) 健康保護： 

1.依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健康風險評估結果，由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執行健康管理，

如提供適性選配工、工作調整建議(包括變更工作場所、工作內容或職務、縮減工作時

間或工作量)。 

(三) 教育訓練： 

1.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之教育訓練內容，建議著重於強化專業或技能訓練，而非一般訓

練。 

2.每次訓練宜避免給予過多訊息，如訓練內容較為複雜時，應循序漸進，並將教育訓練

時間增加 1.5 至 2 倍。 

3.建構友善學習環境並提供相關支援，如提供相關輔助人力及設備，協助受訓者學習。 

捌、 成效評估及改進： 

雇主須檢視所採取之措施(檢核表範例如附表2)是否有效，並檢討執行過程中之相關缺失，做

為未來改進之參考。 

(一)工作場所危害控制:針對環境危害因子無法短期改善或持續惡化之作業環境，宜由職業安

全衛生人員或相關人員再次提供改善建議，或尋求外部專業團隊協

助。 

(二)個人健康保護:可由醫護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追蹤個人健康風險因子改善情形，

針對無法短期改善或持續惡化之工作者，須再次由醫師進行面談指導。 

玖、 紀錄留存：相關執行紀錄或文件留存 3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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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中高齡/高齡【工作適能評估表】 

姓名 年齡 
評估日期: 

性別: □男□女 到職日 

工作內容(單位、職稱、工作描述、工作時間) 

目前從事工作，是否屬下列作業？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夜班/輪班/長時間作業  □低溫作業   □高架作業  □精密作業  □重體力勞動作業 

健康檢查結果:一般健康檢查結果  □正常  □異常：_______________ 

特殊健康檢查管理分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管理 

健康檢查結果是否影響工作？□否 □是 

疾病/手術/藥物 疾病名稱/ 

健康狀態 

是否影響工作 

否 是，工作調整建議 待評估 

手術     

肌肉骨骼疾病     

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統疾病     

神經系統感覺疾病     

心理健康疾病     

消化系統疾病     

泌尿生殖器官疾病     

內分泌系統疾病     

血液疾病     

癌症疾病     

皮膚疾病     

先天性疾病     

其他疾病/傷害     

藥物     

健康狀態評估 

-視覺 

-聽覺 

-平衡感 

-肌耐力 

-反應力 

    

工作適能評估結果:□適任  □調整工作後評估  □不適任，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防及改善措施: □工作無需調整，可從事原工作 □職能訓練 

□工作需調整，從事限制工作:  □變更工作場所  □變更工作內容/職務 

 □縮減工作時間  □縮減工作量 

□作業環境改善：□其他：______________ 

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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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檢核表 

項目 
問項結果 

現況說明 改善建議事項 
是 否 

風險評估 

已實施肌肉骨骼疾病風險評估     

已實施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     

已實施工作適能指數評估     

已透過體格或健康檢查資料分析評估健

康高風險群 
    

其他     

安全衛生預防措施 

於工作開始前告知工作環境、危害因素

及相關應遵守之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已針對工作場所照明、噪音、人因危

害、環境溫度等，進行作業環境改善。 

    

對僱用之勞工實施體格檢查     

對在職勞工實施一般健康檢查、特殊健

康檢查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

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已執行適性配工     

已執行健康管理措施     

已執行健康促進措施     

於高處從事作業設置必要之防護設施，

如護欄、安全網等 

    

使用之移動梯或合梯等梯具符合法令規

定；另作業時是否指派其他人於梯旁協

助及監護 

    

對於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 

設置適當之安全上設備 

    

工作場所通道、地板或其他踩踏場所保

持乾燥、乾淨及暢通 

    

於電動機具設備之連接電路上設置漏電

斷路器 

    

對於從事可能遭機械捲夾之作業，設置

護罩、護圍等設備 

    

提供個人防護具     

已依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特性，訂定適 

當之緊急應變計畫，並定期辦理演練 

    

其他     

教育訓練 

使勞工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使勞工接受在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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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人力資管理人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師: 

 

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撰寫時間: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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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中高齡及高齡工作適能評估 

(民國     年度報告) 

 

      年度報告結果: 

45 歲以上員工總人數 A      位 

廠醫評估面談人數 B 適性人數 B1        

不適性人數 C1             

廠護評估面談人數 C 適性人數 B2           

不適性人數 C2          

總適性率 B1+B2/B+C  

總面談率 B+C/A  

轉介或配工人數      位 

 

備註:參與此計畫對象(皆為 45 歲以上之同仁，並符合以下狀況之一) 

一、一般健康/體格檢查(新進及在職)，健康管理達第三級管理以上 

二、特殊健康檢查(新進及在職)，健康管理達第二級以上 

三、骨骼肌肉症狀調查表(NMQ)分數達 3分以上，或是因骨骼肌肉問題需開刀者 

四、十年心血管風險等級達中風險(10%以上) 

五、重大傷病(肝、腎功能異常者) 

 

人力資管理人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師: 

 

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撰寫時間: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