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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運用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服務之行動研究 

-以翊元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標是探討職務再設計服務後對於中高齡員工與企業之影響，

並藉由服務過程中發展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行動策略並改善轄區內中高齡職務再

設計服務流程，以提供未來服務之參考。透過行動研究歷程，研究團隊依據雲

嘉南區目前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執行方式，再依行動研究原則分階段導入職務再

設計服務，實際協助翊元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中高齡勞工釐清其職務再設

計需求，相關個案概述、工作分析、職務再設計個別改善計畫擬定與服務過程

省思，可作為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輔導案例供參考，並協助其取得 27吋電腦螢

幕、德製尺狀放大鏡、德製文鎮放大鏡、氣動螺絲扳手、電子游標卡尺、半電

動堆高機、電子磅秤油壓拖板車 2000KG、PU圓椅等就業所需輔具補助，共計

11種品項，22項次，總核定金額為新台幣 104,945元，補助比例為 38.5％。

研究團隊並發現本次服務過程於開案階段所需時間較長，造成延遲的原因可能

與模具製造產業淡旺季、承辦人員業務熟悉程度、不同中高齡者就業促進服務

方案間資源分配等因素有關。本研究團隊亦發現，在輔導委員訪視前之需求訪

談有助於事業單位對於職務再設計改善項目的了解，而職務再設計專員後續的

個別中高齡員工需求訪談與工作分析，也有助於彌補現行職務再設計訪視評估

之不足。

綜合本主題探討之發現，本研究團隊達成具體建議如下： 

1. 加強與就業中心橫向連結，建立專案管理機制。

2. 釐清補助規範，建立轄區內補助共識。

3. 思考中高齡員工特性，發展職務再設計創新補助方式或獎勵措施。

4. 現有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相關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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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緣起與目的 

依據民國 101 年 8 月 21 日發布之「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中程計畫」，針對經

濟部依「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認定加強輔導型產業、可能受貿易

自由化影響產業或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事業單位之中高齡（係指年滿 45 歲至

65 歲）在職勞工，以及上開事業單位之其他在職勞工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

後，認定需要協助者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雖上述計畫僅為四年期並已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截止，但基於我國對於中高齡及高齡勞動者之重視與因應未來可能

的勞動人力缺口，104 年 6 月 17 日訂定發布之「推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

擴大放寬服務對象，不僅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事業單位之中高齡在職勞工可尋

求協助，一般中高齡及高齡者也可就其老化過程所致身體與心智能力下降之工作

障礙申請職務再設計服務。根據過去全國中高齡服務的統計分析可知，101-104

年間，五個分署（北基宜花金馬區、桃竹苗區、中彰投區、雲嘉南區與高屏澎東

區）總計有超過 650 家廠商，3700 名以上中高齡員工申請職務再設計，然過去

國內多位學者進行的研究顯示，目前企業針對中高齡者實施職務再設計的情形仍

未普遍，各事業單位對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的觀念仍有待加強，相關的推廣也未普

及，Carr 等學者（2016）之研究指出，若能使中高齡勞工感到較能勝任工作要求，

工作產能被接受及認可，應可有效提升該族群之勞動參與率，延長工作年齡並延

後其退休時間，而依據「全國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補助成果分析」研究案也顯示，

雇主認為所得到有關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訊息較不完整或獲取補助的建議內容較

為抽象難以了解，期待有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改善範例得以參考，因此本研究採

行動研究方式，由雲嘉南區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服務團隊進行服務介入，藉由實

際研擬策略解決中高齡者工作所遭遇的困難，並與服務團隊共同解決的過程，期

能增進職務再設計實務工作者知能，也讓參與企業與外界得以一窺堂奧，從而提

昇整體對於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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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是以行動為取向的研究，即是由實務工作者發動，努力完成與專業

工作有關的實務改進，並促成專業理解的加深加廣與專業發展，而研究的問題大

多由實際的工作過程所產生，雖然不見得具有學術價值，但對於本轄區中高齡者

職務再設計服務來說深具實務意義。行動研究的任何行動都將由中高齡者的問題

為出發，並針對問題制定行動計畫然後執行，並透過實際服務的過程不斷的反思

與探索，從計畫、行動、觀察到省思，藉由不斷循環的行動過程中，解決問題並

產生知識，欲達成具體目標如下： 

一、探討職務再設計服務後對於中高齡員工與企業之影響。 

二、研擬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行動策略並改善轄區內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

流程。 

三、發展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輔導案例，提供未來服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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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將從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重要性、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的發展、目前

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介入方式以及行動研究方法學等，一一描述探討。 

第一節 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重要性 

壹、人口結構改變與老化所造成的影響 

人口老化是許多國家共同面臨的嚴峻考驗，尤其是亞洲國家因戰後嬰兒潮

與少子化等因素影響，人口結構更是加速老化。台灣國人平均壽命亦逐年提高，

104 年兩性平均壽命為 80.2 歲，其中男性 77.01 歲；女性 83.62 歲（內政部統計

處，104 年簡易生命表）。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105 年 8 月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

示（如圖一），我國 15 至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數於 104 年達最高峰後開始遞減，

自民國 96 年起，45-64 歲族群已成為我國最主要之工作年齡人口，在可見的未

來，整體勞動人口老化的趨勢將更加明顯。 

圖一、三階段人口趨勢(取自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報告) 

再依據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2015）資料顯示，民國 102 年本國就業

人力為 1106 萬，至民國 119 年推估本國就業人口將縮減至 1025 萬，我國產業

將面臨嚴重缺工，預估就業人力缺口高達 186 萬人，若雇用外勞亦會面臨管理

困難、居留期限、外勞輸出國限制、工作品質等問題。因此，中高齡人力開發

與運用是彌補未來的人力缺口的有效措施之一，然而中高齡勞工可能因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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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與認知功能等因素影響其職場競爭力，跟據學者Skirbekk於 2003年的研究，

影響個人工作表現的要素如圖二所示： 

 

 

圖二、影響工作表現的要素（Skirbekk, 2003） 

勞工的生理、認知能力，以及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會形塑出其生產潛能，

隨著年齡增長，加以考慮職務本身的特性，決定了中高齡勞工的工作生產力表

現。 

在生理方面，包括肌力、肌耐力下降，肺功能、代謝功能及體溫調節能力

亦會降低，五官感覺（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及觸覺）也變得較不敏感，罹

患慢性病的風險也會提高。Kawakami 等學者（1998）於三菱電機進行一項研究，

將平均年齡 20 歲及 50 歲的數名員工，完成產品的時間做比較，發現當產品零

件較細小、較需精密組裝時，中高齡員工所需完成的時間便越長，生產效能明

顯下降。而各項能力也隨著年齡的退化，不但會影響中高齡勞工的工作表現，

更提高了在職場上受傷或產生疾病的風險，一旦身體真的出了狀況，其所需的

復原時間也較長（Hasson, Robson & Limas, 2001），進而延後了回復職場的時

間。 

認知能力一般較常以智力（Intelligence Quotient, IQ）來評量，但其實包涵

了邏輯推理、空間定向感、注意力、記憶力、算術能力、語言能力及問題解決

能力等，大部分能力皆會因年齡增加而下降，Avolio 及 Waldman 學者於 1994

生產潛能 

工作經驗 職務特性 

工作表現

(生產力) 
年齡 

生理能力 

認知能力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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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研究指出，就業勞工的認知能力約在 20-30 多歲達到高峰，Verhaegen 及

Salthouse 研究則發現邏輯推理、訊息處理速度及記憶力在 50 歲前便會明顯下降

（1997）。但值得注意的是，與經驗相關的語彙及文字流暢度則較不受年齡影響

（Schwartzman et al., 1987）。此外，雖然認知能力的下降會使中高齡勞工的生產

力下滑，但工作經驗及對工作內容的熟悉度，或可彌補此一差距（Skirbekk，2003）。

例如 Salthouse 在 1984 年針對打字員的研究發現，較高齡的打字員雖然速度較

慢，但因為使用更有效的工作策略，故與年輕打字員的產出效能相當。然而也

有研究發現，以經驗彌補因年齡退化的能力亦有一定限度（Ilmakunnas et al, 

1999），因此整體而言，中高齡勞工仍會因為下降的認知能力而影響在職場上的

生產力表現。 

除了上述生理及認知能力，中高齡勞工在職場上亦會受年齡影響而在心理

層面有所變化。一般而言，職場是以一般成人可達到的工作能力或職務需求為

準，然而中高齡勞工面對工作效能的下降、在工作時不若以往勝任的狀態所遭

遇的挫折，可能會造成心理上的壓力，或是焦慮、憂鬱的狀態，這也是讓中高

齡勞工穩定就業的一大阻力（Doshi, Cen & Polsky, 2008；Carr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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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中高齡勞動參與率下降 

然而反觀國內，在人口結構急遽老化的同時，勞動參與率下降問題愈顯嚴

重，除了因為青年較晚進入勞動市場之外，中高齡者提早退出勞動市場也是重

要的原因（吳惠林、杜英儀、彭素玲、王怡修，2014）。根據統計，我國 45 歲

以上族群的勞動參與率隨著年齡增加而快速下降，55 歲以上者與日本、韓國、

新加坡等鄰近國家相比更是有了明顯落差，雖然造成中高齡者（係指年滿 45 歲

至 65 歲之國民）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因素紛雜，但隨著年紀增長可能造成運動、

視覺、聽覺等功能的下降，也可能產生認知與決策功能改變，或併發各種退化

性疾病而最終導致無法勝任其工作，即使想要轉換職場，中高齡者可找到下一

份工作的時間也較長（張晉芬，2001）。從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2015）在失業週期的資料亦顯示，2015 年全體勞動者平均失業週數為 24.95

週，中高齡勞動者的平均失業週數則延長為 26.68 週。在快速產業結構變革下，

相對擠壓中高齡勞工的就業空間。此外，中高齡勞工在職場面臨多重阻礙，例

如企業雇主所抱持之刻板印象，包括了雇主認為中高齡勞工在生產量能的退化 

表一、主要國家各年齡群組勞動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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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溝通及訓練及管理不易、僱用成本太高等（吳惠林、杜英儀，2014），皆

降低雇主進用中高齡勞工的意願。 

但從 Parkinson 學者在 2002 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諮商會（Conference Board）

的研究中可知，中高齡勞工在經濟上有 23%需負擔照顧雙親的責任，22%需負

擔照顧配偶的責任，21%需照顧學齡兒童，8%需照顧家庭其他成員，故其同時

又可能承擔必須工作以維持家中經濟的壓力。而在 Smyer & Pitt-Catsouphes 於

2007 年的研究指出，除了「必須工作」之外，有部分中高齡勞工是因「想要工

作」而留在職場，因為工作對其而言，是能運用自己的經驗、發揮自己的能力，

維持生產力及社會參與度的活動，是相當有意義的，國內學者的研究也抱持相

同的看法，過去研究發現，我國中高齡者想繼續從事參與勞動市場貢獻社會的

動機很高（周玟琪，2008），尤其嬰兒潮世代後年長者的出現，其使用科技能力

及獨立自主能力不斷提升，大多數仍有相當好的勞動力，中高齡者長期以來所

累積的工作知識、技能及經驗等，對企業的經營及生產力之提升應有相當之助

益。Carr 等學者於 2016 年的研究則指出，若能適當地調整職務或職場社交人際

狀態，使中高齡勞工在職場上感到更能達成工作要求、工作產能更被認可，應

可使該族群的勞動參與率提升，並延後其退休時間。根據 Perrin（2005）提出兩

路假設進行成本分析，發現無論是續用或是招募中高齡者帶來的結果都是正向

的，就續用五十歲以上的員工來說，其富含組織制度知能與職務相關訣竅與技

巧，雇用成本並不比重新選擇訓練新員工為高；而召募中高齡者，則可多元、

不偏廢的運用各年齡層工作者的認知，將為企業帶來商業效益極大化與豐沛人

才，雇用成本相較於總勞工成本也可謂微不足道。雖然，隨著年齡增長，不可

避免的將伴隨各種機能退化的發生，我們應透過各種勞動政策的協助，並思考

各種適合中高齡勞工的工作型態以協助突破其就業參與的困境。其中，職務再

設計已經被廣泛討論並證明有效益的方式之一，中高齡者若能及時獲得職務再

設計的服務，於勞動者可提高工作滿意度，降低離職傾向，延長工作壽命；對

於企業也得以維持人員穩定與技術水準，並促進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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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概念與發展 

壹、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概念 

依據美國雇用機會平等委員會（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對於職務再設計的定義為：在就業當中，任何工作環境、

方法或狀況的改變或調整，以使身心障礙員工得以順利完成其主要職務工作。

職務再設計的目的在於移除工作上的障礙，保障一般國民的就業權，因此職務

再設計服務最早便與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的措施相關，1973 年美國復健法

（Rehabilitation Act）第 503、504 節，規定接受政府經費補助的雇主應為其身

心障礙員工改善工作環境，之後 1990 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中更規定凡 15 人以上的雇用單位應為身心障礙者進行職務再設

計，其改善內容包含：改善現有設備，工作內容與時間的調整，購買輔具，調

整工作訓練教材及政策調整，提供手語翻譯員或讀報員，其他解決策略，提供

人力服務及必要之個人協助等，也應注意工作環境改善或調整工作場所的動線、

同事間提供的即時協助等（邱滿艷，2004）。 

因此廣義來說，凡有助於就業穩定與促進就業，並積極提升工作生活品質

的措施都屬於職務再設計的範圍，學者周玟琪（2008）亦指出，職務再設計指

涉範圍多元，相關的面向除了傳統物理性的工作環境（包括燈光、螢幕、工作

流程等）、亦包括工作條件安排（如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福利等）及工作

的社會與人際關係（如同事間的互動、與主管的互動、團隊的互動等）。學者林

顯宗與曾敏傑（1999）綜合各家觀點，將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界定為「經由工

作方法的重行設計與安排，使中高齡者因年齡增加所導致的機能喪失，及對工

作所造成的不良影響降到最低，另方面，所有為使年齡增加，所帶來的人生經

驗等優點積極發揮，所採取工具、機械、工作程序、設計方法等有形生產現場

的改變，以及軟體方面包括價值的變革、用人制度的改變等所有促進中高齡者

易於工作之作為，均屬於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之範疇。」；而在推動中高齡者職

務再設計計畫所稱職務再設計，指為協助中高齡及高齡者排除工作障礙，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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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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雇主法定責任部分。 

然而與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不同的是，雖然中高齡者的能力與機能會隨

著年齡的增長而減退，但卻很少成為完成職務上的障礙，因為工作的進行很少

用到人的極限能力，而且中高齡勞工衰退的機能也可利用其他途徑來彌補。進

行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時必須同時提高生產力，其次是調整個人在身體以及精

神上的壓力，並考慮成本效益優先進行簡單而廣泛性的改善，實際上成為改善

的項目有：1.依據身心功能安排職務；2.使用工具、機械設備；3.改善作業環境；

4.改善視、聽覺資訊；5.加強安全衛生訓練（紀佳芬，1999）。 

舉例來說，芬蘭 Hakkanen 等學者於 1997 年欲降低旅行拖車裝配工人（年

齡為 19-59 歲不等）的肌肉骨骼負擔（musculoskeletal load），進行改善工作方法

與調整職務內容之職務再設計的介入，其方法為詳細紀錄工作流程、姿勢及負

重與持續時間等，再針對不同問題進行調整，如更換螺絲鑽頭、適度傾斜工作

檯面、改變較重機具擺放位置等，以改善上肢及下背部負擔，此外並讓工人每

1.5 週輪調至不同工作部門（如組合部門、安裝部門），以平均不同工作流程所

造成的累積性負擔。馬來西亞 Tamrin 等學者（2014）曾針對平均四十多歲之市

區公車駕駛，以降低下背痛比例為目標進行在職訓練之職務再設計的介入。其

方法為讓駕駛接受相關課程，內容包括肌肉骨骼疾病（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和下背痛的相關知識，以及指導駕駛在晨間、每趟車次間，甚至開車職務中的

空檔進行簡易體操或伸展運動，課程以影片方式進行，並有專人實際示範，另

外發給每人一本與影片重點相同之小冊子，並在工作單位醒目處貼海報，以隨

時提醒駕駛執行課程所學之作業。由初始及間隔三個月（再次進行相同課程）、

六個月後，分別讓駕駛自填之問卷內容發現，其對下背痛的相關知識（如正確

的坐姿、簡易體操和伸展動作等）有顯著提升，且駕駛中有下背痛問題的比例

也顯著下降（由 38.3%降至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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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職場健康促進網絡（The European Network for Workplace Health 

Promotion, ENWHP）在 2006 年所出版的「高齡勞工就業促進年度報告書」中

指出（葉婉榆，2013），建構適合中高齡工作的政策方向應包括： 

一、 作業環境的人體工學重新設計以符合中高齡工作者的身心機能，例如改變

辦公室的設備與配置方式，以減少工作者身體姿勢的反覆移動或是出力的

強度。 

二、 提供健康教育與健康服務，例如辦理健康講座、在企業內設置運動空間與

設備、辦理定期健康檢查並提供健康諮詢等方式，以提升中高齡工作者的

健康意識、知能、與身體鍛鍊的機會。 

三、 配合目前產業技術發展趨勢辦理職業訓練，以增進工作專業能力，促使中

高齡能夠得到更好的職業生涯發展。 

四、 工作組織重新調整以增加工作的豐富性，例如從管理制度上鼓勵員工持續

學習與主管和員工之間的相互回饋，舉辦工作輪調制度以增加工作過程的

學習性與挑戰性。 

五、 工作時間的重新安排以符合高齡工作者的身心狀況與社會需求，例如減少

輪班（特別是夜班）、安排較具彈性的兼職工作等。 

六、 協助部分失能員工與工作職務的重新整合，由於中高齡工作者可能逐漸會

因為一些慢性疾病而失去部分功能，企業應設計多階段工作任務，協助部

分失能工作者接受其工作限制並安排至符合其能力的職務。 

七、 建立互助、尊重長者的職場文化，這特別反映在主管對待員工的態度上，

企業管理方式，若能重視員工個別差異與特殊需求，將有助於消弭組織中

對於特定群體的歧視。 

八、 根據學者王孝慈與金仁（2008）的整理，雇用中高齡者的事業單位，其職

務再設計的措施可分為三個層面，改善工作方法與調整職務內容、改善勞

動環境條件、在職訓練，實際作法包括轉任適當的職位、調整工作責任、

調整工作量、縮短勞動時間、工時彈性化、確保安全衛生、健康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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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懷、定期提供健康檢查、內部教育訓練等。但目前國內企業運用職務

再設計多半著重輔具及設備改善，較少針對員工工作做適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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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發展 

雖然我國於 2012 年起才有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補助措施，但國內早已進行

許多研究。行政院勞委會（現為勞動部）於 1994-1995 年間辦理「為中高齡者

進行職務再設計或改善工作環境績優廠商」之遴選活動，並透過獎金的發放提

昇雇主僱用中高齡者的意願，鼓勵雇主運用職務再設計之改善措施（紀佳芬，

1996）；並於 1996 年底即針對企業雇用中高齡勞工之意願與需求，進行「民營

事業單位雇用中高齡勞工及派遣人力」調查，發現企業對於雇用中高齡者的意

願低落，只有13%的企業願意雇用；學者曾敏傑和李漢雄1998年研究結果顯示，

企業現有實施「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者僅約有 7.4%，而設有相關人員與處理經

費者僅有 5.2%；而於 1999 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中華民國管理

科學學會進行之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研究計畫中也發現，一般企業對於職務再

設計之意義、概念與方法並未能完全了解，且企業對於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之成

效並不樂觀（林月琴，1999）；2007 年學者周玟琪協同故鄉市場調查公司進行的

「行政院勞委會因應高齡社會勞動政策民意與需求調查」，顯示目前有 10.6%的

事業單位進行對於中高齡者工作量的調整，有 12.1%的事業單位將中高齡者轉

任合適的職位，並進行工作量的調整，7.4%的事業單位為中高齡者縮短勞動時

間或將工作時間彈性化，僅有 3.2%進行職務再設計與職務的開發。綜合以上調

查我們能發現，在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補助措施上路前，各事業單位對中高齡職

務再設計的觀念仍有待加強，相關的推廣也未普及。 

而在 2012 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發佈「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中程計畫」，

針對經濟部依「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認定加強輔導型產業、可

能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或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事業單位之中高齡在職勞工

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並於五區成立職務再設計專業諮詢及服務專責單位，其

任務除了對各事業單位宣導職務再設計觀念以及提供諮詢服務外，也針對個案

需求提供需求評估，研訂職務再設計最佳服務方案，並就後續執行、輔具使用

之教學與效益追蹤進行完整的服務介入，計畫自 2012 年 9 月開辦至 2015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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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中止，為我國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服務之濫觴。為延續營造友善工作環

境，協助排除中高齡及高齡者因老化過程所致身體與心智能力下降之工作障礙，

增進其工作效能，開拓其就業機會，勞動部於 2015 年 6 月 17 日訂定「推動中

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服務對象將不限先前經濟部依「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

調整支援方案」認定加強輔導型產業、可能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或受貿易自

由化影響產業事業單位之中高齡在職勞工，擴及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中

高齡國民、年逾六十五歲之高齡國民及上述族群之雇主，整體服務規模與服務

能量也應隨之同步提升。 

以實際服務介入流程（如圖五）來說，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申請需由雇

主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各地方就業中心）提出，經書面審查核可後啟動職務

再設計服務，經輔導委員與各區專案單位至申請單位職場訪視，依中高齡者在

職場上所遭遇之問題擬定改善計畫，並協助將改善內容、方式、製作期程及所

需費用等，報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補助範圍包括下列各項改善項目或方

法所需費用： 

一、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促進勞工提高生產力，進行工作設備或機具之改

善。 

二、 提供就業輔具：排除勞工工作障礙，增加、維持、改善中高齡勞工就業能

力之輔助器具。 

三、 改善工作條件：指為改善勞工安全衛生、改善勞動條件等。 

四、 調整工作方法：依勞工特性，分派適當工作，調整工作流程、工作方法。 

五、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為穩定勞工就業，所進行與工作場所環境有關之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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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01-104年台灣各分區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改善項目統計 

經統計 101 年~104 年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成果資料發現（如表二），

過去運用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僅有極少部分以調整工作方法與改善工作條件方式

介入，顯示目前國內企業運用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多半著重輔具及設備改善，

較少針對員工工作做適性安排，現行補助作業方式也無法提供實質獎勵，國內

學者亦指出此計畫經費來源為貿易自由化相關經費，適用範圍受到限制，執行

績效欠佳，宜擴大宣導積極辦理（郭振昌，2013）；而研究顯示過去中高齡職務

再設計仍受限於雇主不了解，導致參與的人數相對偏低，而參與計畫企業多表

示為了執行該項方案所投入的時間及成本相當高，但補助結果與預期有落差，

實不利於企業參與（詹火生，2015）；而 2016 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辦理

之「全國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補助成果分析」研究案中顯示，雇主期待有中高

齡者職務再設計改善範例得以參考。因此本研究即是採行動研究方式，以實際

入廠觀察方式探討職務再設計服務後對於中高齡員工與企業之影響，並期待能

發展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輔導案例，提供未來服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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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雲嘉南區產業型態與職務再設計需求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2 年的統計，雲嘉南地區實際就業人口於一級產業、

二級與三級產業的比例數據如圖三所示，其中第一級產業的農林漁牧業在雲林

縣與嘉義縣仍分別佔了 21.23%與 19.73%，而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嘉義市，在二、

三級產業的比例高達 26.71%與 71.78%，台南市雖涵蓋原台南縣地區，但二、三

級產業比例也有 43.09%與 50.38%，此兩個地區較接近目前台灣社會所轉型為工

商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尤其民國八、九十年代國際大環境丕變，傳統產業因人

力、工資、原料等因素的影響而外移或西進大陸，競爭優勢大減。但近年因配

合政府政策進行南部科學園區開發建設，台南地區工業發展迅速，逐漸轉型為

科技工業聚落。中央政府在經濟提升的發展主軸上，針對產業的創新視為重要

的方針，希望針對具臺灣產值高的製造業輔導企業升級，讓產業創新帶起另一

波供需市場，協助中小企業的發展，並強化人才的培育。 

 

 

 

 

 

 

 

 

 

 

 

 

 

 

 

 

圖三、2012 年雲嘉南地區與台灣地區產業結構比例圖（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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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雲嘉南產業人才需求調查計畫可知，雲嘉南地區大多數廠商為中小型

製造業，相關能量仍待強化，行政院於民國 104年 9月擬定生產力 4.0發展方案，

提出未來國內生產力 4.0 之規劃，未來將優先選定具備 IT 及自動化基礎的中堅

企業及其供應鏈之「電子資訊業」、「金屬運具業」、「機械設備業」、「食

品製造業」、「精密機械製造業」、「零售物流業」及「農業」等重點產業，

期能開發智慧機械、物聯網巨量資料雲端運算等技術來引領製造業、商業服務

業、農業產品與服務附加價值提升。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的調查顯示，雲嘉南區金屬產業已有顯著的群聚廊道，

台南地區的金屬產業在車輛零組件方面即佔了全國 21.2%，基本金屬也佔全國

16.6%，且整體產業涵蓋上游的基本金屬製造業與中下游的金屬製品業，足以透

過垂直整合成為完整的產業鏈；而雲林地區以基本金屬與金屬製品為主，位於

斗六市的斗六工業區、雲林科技工業區。 

在金屬製品製造業類別裡，模具相關廠商又尤其重要，各產業若需要大量

製造且降低生產成本，則模具是必要之物，舉凡金屬、塑膠、玻璃等素材經過

高溫、高壓或高衝擊之製程，必先經由模具而形成固定形狀，因此模具工業向

來有「工業之母」的美稱。根據經濟部 101 年工業統計調查報告顯示，模具相

關廠商佔金屬製造業廠商總數的 19.7％，就業人口數也達到 40,575 人，在金屬

製品製造業類別裡皆排行第一，為我國金屬製品製造業中最大規模的行業，而

模具衍生的產品產值更高達 2.8 兆新台幣，可見模具產業的重要性，因此在本主

題探討規劃初期，研究者即鎖定轄區內中小企業並同時具備金屬加工與模具製

造項目者，期待能起示範作用，並對轄區內金屬製造業帶來新的思維與服務。 

雲嘉南區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開始於民國 102 年，乃依據民國 101 年 8 月

21 日發布之「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中程計畫」，針對經濟部依「因應貿易自由化

產業調整支援方案」認定加強輔導型產業、可能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或受貿

易自由化影響產業事業單位之中高齡（係指年滿 45 歲至 65 歲）在職勞工，以

及上開事業單位之其他在職勞工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後，認定需要協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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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由105年全國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補助成果分析研究可知，

雲嘉南區過去申請補助之事業單位以製造加工業為最大宗（如表三），然 101-104

年間雲嘉南區總申請廠商家數僅 45 家，受補助員工數為 179 人；申請項目則偏

重於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共補助 88 項次，佔整體項目總數的 53.3％，而提供

就業輔具次之，共補助 47 項次，佔整體項目總數的 28.5％，此兩種改善項目及

佔整體補助項目的 81.8％以上（如表四）。 

表三、101-104 年雲嘉南區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產業別統計 

（單位：家數） 

表四、101-104 年雲嘉南區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改善項目統計 

 

 

 

  

產業別 ECFA 補助 就安補助 總和 百分比 

製造加工業 33 10  43 95.5 

批發零售業 0  1  1 2.25 

社會福利與醫療保健業 0  1  1 2.25 

總計 33 10  45 100 

改善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17 10.3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88 53.3 

提供就業輔具 47 28.5 

改善工作條件 8 4.8 

調整工作方法 5 3 

總計 1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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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01-104 年雲嘉南區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行業別統計 

行業別 家數 

金屬製品製造業 11 

其他製造業 6 

紡織品製造業 5 

化學製品製造 4 

機械設備製造業 4 

文具製造業 3 

塑膠製造業 3 

電力設備製造業 2 

眼鏡製造業 2 

體育用品製造業 1 

光學儀器及設備製造業 1 

自行車零件製造業 1 

綜合商品批發業 1 

其他 1 

總計 45 

再以行業別來看，過去 101-104 年曾申請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廠商分布以金

屬製品製造業為最大宗（如表五），共有 11 家，其次為其他製造業，共有 6 家，

排行第三為紡織品製造業，共有 5 家，其餘行業則多在 4 家以下，上述統計的

確可看出轄區內金屬製品製造業的確較具有數量規模並有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

需求；另一方面，過去雲嘉南區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皆依「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

調整支援方案」補助，乃經由各就業中心負責開案後進行訪視委員聘用，再進

行審查、核定後執行，並未與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建立合作模式（當時本轄區

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尚未成立），而本專案單位正式協助雲嘉南區中高齡職務再

設計乃依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以 1040507438 號令訂定發布之「推動中高

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並於同年 8 月陸續開展，至年底共完成 20 家廠商，49

人次之服務量，其中有 12 家廠商完成審查核定，最後共有 10 家廠商完成核銷

程序。 

也因過去雲嘉南區整體申請與執行職務再設計改善之廠商數並不多，難以

進行量化分析並探討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之影響因子，因此本研究欲藉由行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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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模式，深入探討接受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之服務後，除了客觀可見的成效外，

雇主及員工內心的主觀感受，並且與過去不同的是，改由中高齡員工自身提出

在工作情境下所遭遇到的問題為出發點，並探討針對其工作所需之職務再設計

改善方式與影響因子。Poulsen 及 Bach 學者（2007）曾提及，量性研究（如流

行病學研究）與質性研究相當重要的差異在於「問題（issue）與情境（context）

的關聯性」。量性研究著重在釐清所有變項後，排除其他因子，找出造成特定

結果的關鍵因子；質性研究則是針對各變項進行分析，以了解其與問題和情境

之間的交互作用，並試著釐清在介入改變的過程中，各因子是促進或阻礙該過

程。而此模式正與職務再設計的介入方式不謀而合，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的「行

動研究」方式，完整紀錄介入的動態調整與問題解決的循環過程，期望為服務

申請人與相關專業人員帶來更大的改善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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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動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美國學者 John Dewey 的問題解決法，而在

1940 年代，社會心理學家 Kurt Lewin 塑造出「行動研究」術語，將社會實務的

執行與理論的探討互相結合後，發展出具有計畫（Planning）、行動（Acting）、

觀察（Observing）與省思（Reflecting）的螺旋循環模式，說明實務工作者的實

務行動與研究的結合，是由實務工作者在實際工作情境中，根據自己實務活動

上所遭遇的問題進行研究，研擬解決問題途徑、策略與方法，並透過實際行動

付諸實施執行，進而加以評鑑、反省、回饋與修正。以下則針對行動研究的特

性與實施步驟加以說明。 

壹、 行動研究的特性 

行動研究就是由實務工作者，針對工作場所的特定問題進行研究，並結合

學者專家的力量，採取有計畫的行動，來解決實際所遭遇的問題。Greenwood & 

Levin（1998）指出，行動研究是由「研究」（Research）、「參與」（Participation）、

「行動」（Action）三要素所構成，三要素若缺其一即非行動研究。行動研究強

調實務工作者的實際行動與研究的結合，鼓勵實務工作者採取質疑探究與批判

的態度，在實務行動中進行反思，以改進實務工作，增進對實務工作的了解，

並改善實務工作情境。行動研究主要目的即是改善與參與，也就是改善參與者

對實務的理解，以及參與者所身處的實務情境，促使場域中的人們以改善為目

標，共同參與於行動之中。實務工作者必須隨時檢討實際工作，不斷修正行動

研究計畫內容以符合實際情境的需要，其重點在強調參與研究的實務工作人員

本身的專業價值，而不只是純粹就方法技術的工具理性考量（Elliott,1998）。 

根據蔡清田在「教育行動研究」一書中，其認為行動研究主要的特徵有以

下幾點（蔡清田，1999）： 

一、 以實務問題為主要導向 

二、 重視實務工作者的研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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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事行動研究的人員就是應用研究結果的人員 

四、 行動研究的情境就是實務工作情境 

五、 行動研究的過程強調協同合作 

六、 強調解決問題的立即性 

七、 問題或對象具有特定性 

八、 發展反省彈性的行動計劃 

九、 結論只適用於該實務工作情境的解放 

十、 成果可以是現況的批判與改進，並促成專業的成長。 

綜合來說，行動研究採用研究者自身參與的方式，透過有系統性的資料收

集與行動方案，來追求改善更好的創新方式，來達到專業工作上的精益求精或

是得到問題解決的方式（吳明宜、林真平，2016）。嚴格來說，行動研究只是一

種研究的類型之一，而不是一種特定的研究方法技術（黃政傑，1999），強調的

是透過實際行動，嘗試解決工作實務情境中所遭遇到的實際問題並立即應用，

因此在變化快速且重視專門技術的現代社會，各行各業之實務工作者面對工作

場域的問題，設法利用專門理論輔助專業實務工作的運作，也使得行動研究逐

漸蔚為一股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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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動研究的實施步驟 

從實施方法來分析，Kurt Lewin 首先將螺旋性的計畫、行動、觀察、省思

等歷程定義為行動研究的主要特徵（Carr＆Kemmis,1986），Meyer（1993）亦主

張上述四循環步驟已成為晚近行動研究定義的基礎。其後，許多學者也提出不

同的實施歷程，例如 Hendricks 在 2006 年提出的反思、行動、評鑑等三步驟；

Schmuck（2006）提出（1）列出期許；（2）嘗試新的實務運作；（3）蒐集資料；

（4）檢視資料意義；（5）思考新舊實務行動的意義；（6）找出較好的方法等六

步驟；至於國內的學者王智弘和王文科（2011）認為行動研究可以分為四個步

驟：（1）計劃；（2）蒐集資料；（3）分析；（4）反思。張德銳（2014）也依據

教師實務上的工作需求，將解決教學的實務問題分為五個階段的系統化研究方

式（如圖二），提出行動研究主要的五個步驟為：（1）發現問題；（2）診斷問題；

（3）擬訂與實施行動計畫；（4）選擇方法與分析資料；（5）結論與省思。 

發現問題

診斷問題

擬定與實施行動計畫

選擇方法與分析資料

結論與省思

計畫

事實
發現

行動

結果
偵查

再計畫

 

圖四、行動研究模式概念圖 

 

根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年 2月公布之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作業手冊

中有關職務再設計的實施，共分為以下 10 個步驟：（1）界定問題；（2）職務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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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3）調整設備；（4）使用輔具；（5）使用輔具於不同情況；（6）調整輔具；

（7）設計新輔具；（8）變更職務；（9）回顧審視與重新界定問題；（10）持續

執行職務再設計改善措施。 

仔細檢視其中流程，我們可發現職務再設計的介入事實上便與行動研究的

精神暗合，其步驟（1）界定問題可對應行動研究之計畫階段；而步驟（2）~

（8）則藉由不斷的重新擬定計畫與嘗試，試圖找出解決其工作問題的方式，可

對應行動研究的行動與觀察階段；而步驟（9）回顧審視與重新界定問題則可對

應行動研究的省思階段；而步驟（10）持續執行職務再設計改善措施則代表整

體介入為動態調整與問題解決的循環過程。 

本專案單位於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以 1040507438 號令訂定發布之「推

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後開始協助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服務，並與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承辦共同研擬「辦理推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內部流程圖」（如

圖五），依行動研究模式可分為下列階段，職務再設計服務流程中所有參與人員

之角色、責任及任務如表六所示。 

1. 計畫階段：由拜訪單位開始，各就業服務中心確認各事業單位雇主申請意

願後，協助用人單位填寫相關文件並提出申請，再經各中心書面資格審查

確認無誤後，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再轉介本專案單位。 

2. 事實發現階段：本專案單位接受分署轉介後，將由該案件負責專員協助安

排職場訪視，並協調職務再設計輔導委員、各中心就服員、各事業單位主

管、中高齡員工等共同前往，由委員填寫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訪視評估報

告表，專案單位負責專員則協助申請單位確認改善項目，經審查核定後由

分署發函告知申請單位核定結果與內容。 

3. 行動階段：申請單位收到核定結果後應在期限內依核定結果執行職務再設

計改善項目後方能辦理核銷作業。 

4. 結果偵查階段：各就業中心伺核銷作業完成後執行檢核，若符合原改善目

的則可結案，並於結案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進行滿意度調查，並於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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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進行追蹤。 

5. 再計畫階段：若職務再設計執行成果未如預期，應重新計畫後再次執行，

但依據過去的經驗，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申請案少有再計畫過程，申請單

位多依核定結果決定執行與否。 

本主題探討期望能藉由完整描述整體服務過程，協助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

相關專業人員與利益相關人能了解職務再設計可帶來的改善與效益；此外，近

年來行動研究逐漸發展出批判與反思導向的新風貌（吳明隆，2001；潘世尊，

2005；鄭增財，2006），或可藉由本主題探討反思當前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所遭

遇困難與與未來因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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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雲嘉南區現行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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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參與人員任務分工表 

階段 工作項目 職稱 

計畫 填寫相關文件並提出申請 事業單位代表 

拜訪單位 

確認各事業單位雇主申請意願 

協助雇主填寫相關文件並提出申請 

業務輔導員 

案件審核 

轉介專案單位 

分署承辦人 

事實

發現 

安排職場訪視 

協助申請單位確認改善項目 

職務再設計專員 

職場訪視 

填寫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訪視評估報告表 

輔導委員 

陪同職場訪視 業務輔導員 

陪同職場訪視並說明工作流程與所遭遇困難 中高齡員工 

陪同職場訪視並協助釐清工作所遭遇困難 事業單位代表 

發函告知申請單位核定結果與內容 分署承辦人 

行動 執行職務再設計改善建議 事業單位代表 

職務再設計改善對象 中高齡員工 

協助執行職務再設計改善建議 職務再設計專員 

結果

偵查 

職務再設計改善成果檢核 

滿意度調查 

業務輔導員 

職務再設計專員 

 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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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方法與過程 

本章依據研究設計與流程、行動研究參與者與資料蒐集方式與研究工具分

別描述。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 

本主題探討採實務反省取向之行動研究方式，並由實務工作者參與整個研

究過程，除了完整敘述服務的經過與問題的發掘，更重要的是實務的考量與解

決實務工作現場的問題，因此本主題探討流程主要依據雲嘉南區目前中高齡職

務再設計執行方式，再依行動研究精神原則分階段導入（如圖六），主要步驟如

下：一、確定申請廠商；二、確認其中高齡員工所遭遇之問題；三、進行文獻

探討；四、協助安排專家現場訪視，以實地了解問題並進行評估；五、研擬職

務再設計改善方案；六、實施改善計畫並觀察結果；七、檢討並修正改善計畫；

八、透過問卷、訪談等方式，對本行動研究進行成效評估；九、提出結論與省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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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職務再設計
行動研究

確定申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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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畫並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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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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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動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壹、 行動研究場域 

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申請方式乃是由各事業單位主動提出，經雲嘉南分署

承辦人審查後方能啟動，因此本主題探討計畫初期尚未能確知研究對象與來源，

但為求本主題探討對象能有更有代表性並能起示範作用，本研究團隊設定幾個

收案標準以期能達到預期目標： 

1. 行業別與主要業務為金屬製品製造業，因過去統計本轄區曾申請中高齡者

職務再設計之廠商以此行業為最多，研究所得可類化至其他職場； 

2. 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以中小企業為主，因此公司規模需符合中小企業之標

準； 

3. 有意願作為本主題探討之研究對象； 

4. 若曾有職務再設計經驗者為佳，可進行不同服務模式之前後比較。 

經上述條件篩選後並由研究團隊實際去電詢問各事業單位代表探詢意願，最終

選定以翊○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主題探討對象，設址於雲林縣，行業別為其它金

屬相關製造，主要業務為鋼模、鋁模之製造加工買賣，模具製作流程如圖七所

示，相關基本資料可參閱表七。員工總人數為 37 人，其中中高齡員工共有 9 人

（男性 5 人，女性 4 人），103 年曾申請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並完成核銷程序，當

年度中高齡員工共有 9 人（男性 5 人，女性 4 人），相關職務再設計改善項目請

參閱表八，今年度欲重新提出申請並願意做為本次主題探討之代表廠商，並於 6

月 23 日正式完成相關文件填寫並提出申請（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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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總額(元) 8,100,000 

實收資本額(元) 8,100,000 

代表人姓名 黃＊禎 

公司所在地 雲林縣斗*市溪*里中*路 2*0 巷 13 號    

登記機關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核准設立日期 78 年 07 月 25 日 

最後核准變更日期 105 年 06 月 29 日 

所營事業資料 １﹒各種鋼模及鋁模之製造加工買賣。 

 
２﹒有關前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資料來源：經濟部─公司資料查詢) 

表八、103 年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核銷項目 

 

申請項目 數量 估價金額 核銷金額 

電子游標卡尺 150mm 2 10,400     10,000     

電子游標卡尺 200mm 3 13,980     13,980     

桌上型電腦螢幕放大鏡 1 1,260     1,260     

氣動攻牙機 1 45,000     27,000     

氣動板手 1 6,000     3,600     

電動堆高機 1 42,000     25,200     

傾倒式畚斗台車 1 45,000     27,000     

總計 10 163,640 10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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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模具開發流程圖 

貳、 行動研究參與者 

本主題探討之研究參與者為雲嘉南區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之計畫主持人與

專員，此外，與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申請案相關輔導委員、就業中心業務輔導

員以及廠商代表與員工亦為本行動研究之參與者。 

依廠商申請文件內容有關中高齡員工職務與工作內容大致可區分為四類： 

1. 採購：包括估價、排程、報表、倉管等，共 1 位。 

2. 程式設計：電腦雕刻模具程式設計及雕刻機操作，共 1 位。 

3. 模具技師：模具合模、車床、銑床加工生產，共 4 位。 

4. 電腦繪圖：模具圖設計拆模、電腦圖面寸記標記，共 3 位。 

由於同一職務之員工大致上工作內容相似，因此專案團隊在內部工作會議

後（會議紀錄見附件 10，7 月 28 日），決議由各職務分別取最資深員工做為代

表進行深度訪談，分別為採購吳○真、程式設計陳○員、模具技師張○珅、電

腦繪圖黃○慧。四名受訪之中高齡員工的基本資料如表九，訪談內容包括自述

工作內容及目前遇到的困難，以及前次職務再設計之項目與後續使用情形（訪

談大綱詳見附件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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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中高齡員工基本資料 

姓名 吳○真 陳○員 張○珅 黃○慧 

性別 女 男 男 女 

年齡 51 50 58 59 

職稱 採購 
技術員 

（程式設計） 

技術員 

（模具技師） 

工程師 

（電腦繪圖） 

工作年資 24 年 20 年 25 年 22 年 

 

表十、行動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編號 姓名 學經歷 職稱 

1 黃劭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中正大學高階主管管理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勞動部職務再設計輔導委員 

甲類輔具評估人員 

輔導委員 

2 吳岱鋼 

國立陽明大學復健科技輔具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勞動部職務再設計輔導委員 

甲類輔具評估人員 

計畫主持人 

3 江婧樺 

社會工作學系 

無障礙環境勘檢合格 

雲嘉南區職務再設計專員 

主責專員 

4 陳盈如 

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雲嘉南區職務再設計專員 

專員 

5 劉家儼 

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甲類輔具評估人員 

雲嘉南區職務再設計專員 

專員 

6 張業婕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碩士 

成大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研究助理 
兼任研究員 

7 林詩翰 
斗六就業中心業務輔導員 

曾任北港就業中心支持性就服員 
業務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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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式與研究工具 

本行動研究相關研究資料蒐集主要以下列三種方式進行：一、內容分析法：

透過文獻回顧與本次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之服務成果資料進行內容分析，探討本

次中高齡員工職務再設計服務概況與改善方式；二、深度訪談法：為了蒐集行

動研究參與者的意見，於職務再設計改善前，研究團隊便主動進行開放式訪談

蒐集申請單位代表與參與之中高齡員工職務再設計改善的主觀想法，而在職務

再設計改善後也將於追蹤時再次訪談以蒐集申請單位代表與中高齡員工的意見，

所使用之訪談問卷工具於 6 月 29 日經過專家會議擬定題綱與方向。茲將各步驟

所涉及之工具與進行方式分述如下： 

一、 確定申請廠商：廠商須向立案所在地就業中心提出申請，經初審核可方得

接受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本研究待廠商初審核可後收集中高齡者職務

再設計申請書（附件 1-1）與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個案資料表（附件 1-2）

進行後續分析探討。 

二、發現問題：檢視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申請書與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個案資

料表所載明之需求，利用個案諮詢服務記錄單（附件 1-3）蒐集個案意見

並釐清其所遭遇之工作困難。 

三、職務再設計改善計畫：由主責專員協調訪視事宜，並聘請專家學者進行職

場訪視並撰寫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評估報告表（附件 1-4），專員再依中高

齡者工作情形與需求完成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接案評估表（附件 1-5）；為

了完整蒐集中高齡員工工作所遭遇的狀況與困難，專員須釐清工作所需操

作程序並完成工作流程分析表（附件 1-6）。 

四、實施計畫並觀察結果：完成上述工作項目後依需求安排輔具試用或使用教

學，並記錄服務過程於試用/使用教學記錄單（附件 1-7）；此外，該表單下

方省思札記欄位可記錄過程中之觀察與省思。 

五、檢討並修正計畫：於試用/使用教學過程中確認個案需求與實際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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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職務再設計修正改善計畫，在取得個案同意後將最終使用結果呈報

審查會議。 

六、成效評量：經審查後並完成改善計畫後，專員到職場檢核其使用情形並將

相關內容填寫於檢核表（附件 1-8），並採用深度訪談方式收集個案對本次

職務再設計的看法。 

七、結論與省思：彙整上述資料並做成結論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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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 

本主題探討旨在探討職務再設計服務後對於中高齡員工與企業之影響，以

現有服務表單為本進行資料收集，其中針對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接案評估表、

工作分析表中有牽涉到量化數據的部份進行量化分析，至於諮詢記錄、檢核紀

錄表以及省思札記等質性研究結果，則編碼分類分析資料，最後以三角校正考

驗研究結果。以下依量化資料分析及質化資料文件蒐集分析兩部分，加以說明

之。 

一、 量化資料處理： 

本研究所得的數據資料採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6 版本建檔，因本

次研究樣本數不多，將以敘述性統計（個數、百分比、平均補助金額、核准

比率等）為主。 

二、 質化資料處理： 

本研究有關資料整理與分析步驟如下： 

1. 將訪談錄音檔轉譯整理成逐字稿，並確認訪談稿之正確性； 

2. 採用 MAXQDA 12 軟體進行逐字稿內容的整理，首先分別以阿真、阿員、

阿珅、阿慧代表四位受訪者，將每位受訪者的逐字稿匯入軟體以形成文本； 

3. 進行譯碼系統的建立（code），本研究將譯碼分為三個階層，形成層級架構； 

4. 進行譯碼與編碼，將文本段落指定為一個或數個譯碼，稱此段落為已編碼

段落，將所有訪談內容均加編碼，以協助解釋與評估訪談文件資料； 

5. 進行各個編碼段落的判讀，以確認其與研究問題之相關性，藉以回答各研

究問題； 

6. 統整與關聯各研究問題之編碼段落以形成分析結果的主題，藉以統整成完

整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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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時程 

本年度計畫執行自民國 106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0 月 30 日止 

已執行相關計畫時程如下圖：期初 規劃已執行 

 

 

  

工作項目        106 年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資料收集          

專家諮詢會議 
         

廠商提出申請 
         

職場訪視 
         

深度訪談意見彙整 
         

問卷調查 
         

資料分析 
         

撰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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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事業單位需求訪談與委員訪視結果 

本專案單位研究團隊於 5 月 16 日安排初次需求訪談，聯合雇主代表、中高

齡員工、斗六就業中心業務輔導員及職務再設計專員共同實地勘查，藉此了解

該公司 103 年申請之職務再設計改善後續成效，並觀察員工實地操作以了解目

前所面臨之問題，而雇主代表除了說明目前公司所能提供之資源外，也在就業

中心及專案單位的協助下釐清不同職位的中高齡員工之職務再設計需求，過程

皆以逐字稿（附件 5）加以紀錄；後於 6 月 23 日事業單位代表正式向斗六就業

中心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2），本專案單位研究團隊隨即於 7 月 3 日協調輔

導委員、職務再設計專員、就業中心業務輔導員、事業單位代表與中高齡員工

進行職場訪視。後續再依事業單位送出之申請單及輔導委員的建議（詳見附件 4），

針對個別員工進行深度訪談、試用及質性分析，所有內容將於以下各節呈現。 

壹、事業單位需求訪談摘要 

團隊於 5 月 16 日進行需求訪談，初步了解其主要需求是期待改善廠內中高

齡員工工作效率不佳及不適當的工作姿勢與承重問題，包括： 

1. 模具產出後，需要人工修邊再包裝，但動線雜亂且每個員工的修邊速度不

一，然後又與包裝流程混在一起造成員工重覆上下架的動作，導致工作效

能低落，期能申請類似輸送帶的設備，制定流暢的修邊至包裝之動線流程。 

2. 成箱貨品自堆高處上下貨時，承接之員工需重覆從高於頭頂處接下貨品，

再彎腰置放，長期下來恐致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期能申請如半自動堆高

機之類的機器，改善下貨時員工的工作姿勢及承重。 

3. 兩位中高齡電腦工程師之工作桌面較高（85 公分），座椅又偏低，造成膝蓋

過於彎曲且肩膀手臂過高之不良工作姿勢，期能調整桌面（包括鍵盤夾層）

與座椅之相對高度以改善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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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研究團隊並同時追蹤前次（103 年）中高齡勞工職務再設計之介入成效，

發現過去的補助項目中，有些器材十分實用，但也有部分未如預期，包括： 

1. 電子游標卡尺對患有老花眼或高度近視等視力不佳之中高齡員工，實有很

大助益，雖然在現場常因碰撞而損壞，導致汰渙率高，但仍需再次申請。 

2. 原欲用於搬運廢鐵屑的電動傾倒式畚斗台車，本因不好用而擱置，後發現

用於倒料（射出原料塑膠細粒）反而很實用。 

3. 一樓電腦室之電腦螢幕加裝護目屏配合檯燈及螢幕型放大鏡後，工程師反

應除了會反光外，有時候一下近距離盯著螢幕，一下又再看圖或現場等，

眼睛反而很難調整焦距，覺得更容易頭昏眼花，所以沒有再繼續使用。 

4. 人體工學椅雖然前次申請補助未過，但因電腦工程師需長時間維持坐姿，

所以雇主自費購入了別款辦公電腦椅，然而員工表示久坐仍有不適情形，

故此次會再嘗試申請人體工學椅。 

在本專案單位研究團隊完成需求訪談後，事業單位便於 6 月 23 日正式向斗

六就業中心提出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之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2），申請項目如下頁

表十一所示。隨後團隊便於 7 月 3 日會同輔導委員、職務再設計專員、就業中

心業務輔導員、事業單位代表與中高齡員工進行職場訪視。 

表十一、106 年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申請項目一覽表 

申請項目 類別 數量 中高齡員工 

電子游標卡尺 視力退化 8 黃○慧、張○玲、黃○玲、張○珅、

朱○洲、歐○榮、陳○員、黃○武 

桌上型電腦螢幕 視力退化 4 吳○真、黃○玲、陳○員 

電子磅秤 視力退化 1 吳○真 

人體工學座椅 姿勢不良 4 陳○員、張○玲、黃○慧、黃○玲 

總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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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輔導委員職場訪視結果 

團隊於 7 月 3 日協同輔導委員進行職場訪視，當天訪視之內容如下： 

1. 針對廠內動線較不流暢之部分，事業單位之構想是將廠區內各工作區塊重

新規劃配置，區隔出三大塊：機械機臺加工區、射出區、模具區。委員亦

認同此方法可改善部分搬運距離較遠、效率不彰的問題。 

2. 由倉儲區搬運塑料、包材或紙箱至工作區以及在成品堆疊區部分，因上下

貨的過程中，中高齡員工需重覆從高於頭頂處接下貨品再彎腰置放，或是

將裝箱貨品逐漸往上堆疊（約 2 公尺高）；且貨料取下後需經秤重再上以推

車搬運，委員建議可使用半自動堆高機協助取貨及附電子磅秤之油壓拖板

車秤重，減少反覆搬運。 

3. 待拋光之各個模具（現場可見為 22 噸）是以天車吊起置放於廠內現有的不

同高度之工作鐵來調整高度，以進行拋光作業，而拋光可分為粗修及細修，

需要的機具（如電動拋光機、電動刻模機等）基本上公司都會提供，但許

多細部處理仍需徒手修磨才能完成，委員則建議使用氣動工具及電子式游

標卡尺協助工作以增進效能。但同時團隊也發現機器因為使用時間長、頻

率高，馬達效能極易下降，損壞率高，但單價又不低，部分員工怕老闆責

怪便會較少使用或根本不想申請來用，即工具的耐用程度會影響員工的使

用意願及接受程度。 

4. 中高齡電腦繪圖工程師使用之電腦螢幕較小，螢幕及紙本圖面辨識吃力，

雇主原想替員工申請 32 吋之電腦螢幕，但因委員建議需將作業時與螢幕之

距離納入考量，故一般工作距離下 27 吋螢幕應較合適，紙本則可輔以文鎮

型放大鏡便於閱讀。 

綜合上述內容，輔導委員給予的建議包括使用半自動堆高機協助取貨及附

電子磅秤之油壓拖板車秤重，降低員工反覆搬運的負擔；模具區則建議使用氣

動工具及電子式游標卡尺協助以增進工作效能；電腦繪圖部分應提供大尺寸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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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27 吋）及文鎮放大鏡，以提升製圖效能；至於行政、製圖人員則應使用人

體工學椅減少久坐疲勞，但應由雇主自行準備。 

參、小結與省思 

此次參與研究之事業單位較為特殊，其在同一廠區內有兩個事業體（公司

實際負責人相同），且同時符合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與一般中高齡

職務再設計專案的申請資格，因此事業單位代表在引導輔導委員進行職場訪視

時，經常將兩個事業體的需求混為一談，並未針對中高齡員工之個別需求進行

探討。本專案單位服務團隊對此情況有所疑慮，故在後續工作會議時（附件 11，

8 月 31 日），決議約訪斗六就業中心之業務輔導員（訪談題網如附件 6-2），訪

談內容以摘要紀錄之（詳見附件 8）。就服員向本團隊表示，因兩個事業體分別

申請上述兩專案，而負責承辦的員工為同一人，且兩案的辦理時程又十分相近，

雖然在每次聯繫過程中，就服員都會再次提醒承辦人，但事業單位仍常對兩申

請案有所混淆，又因訪視時間不夠充足，故當日並未完成所有申請個案之訪視，

因此後續的評估與試用過程中，職務再設計專員之角色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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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高齡員工案例報告 

本研究單位於 106 年 5 月 16 日到翊○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一次需求訪談，了

解中高齡員工之職場狀況及可能問題時，當時雇主就積極反應期望透過職務再

設計服務改善中高齡員工在職場上面對之問題。 

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於 106 年 7 月 3 日進行職場訪視，當天委員巡視廠房

及中高齡員工後，給予建議及改善策略，專案單位修改以往行政方式，在第二

次工作會議中，將中高齡員工分為四個類別，如採購、繪圖、模具技師、電腦

工程師，分別由不同的專員負責，開始進行個別員工訪談及試用評估，並予以

觀察、紀錄，以下為個別員工之案例報告。 

 

案例一、採購張○真 

在此次中高齡員工當中，僅有一名員工負責採購業務，且經常作為聯繫窗

口，其工作內容與其他員工類別不同，因此選擇此個案為代表，進行深度訪談

及資料分析。 

一、 個案概述： 

個案是一名 50 歲的採購人員，在這間公司任職 24 年，主要工作內容包含

叫貨、倉管、看貨單、算薪水，採購人員需負責貨架取料及搬運，貨料取下後

需經秤重後再上以推車搬運；以及整理貨物清單、對帳、製作業務報表、向主

管匯報，以及計算部分員工薪資。上班時間中，有一半的時間在處理採購叫貨、

倉儲管理、及搬貨等工作內容，有一半的時間在辦公室使用電腦進行報帳及文

書作業。 

個案對職務再設計的期待有三，第一為因長時間使用電腦閱讀報表，希望

增大電腦螢幕，降低眼睛負擔，提升工作效率；第二因傳統磅秤無法精準顯示

重量與單價總數，期望使用電子磅秤，改善眼睛負擔與縮短計算時間，提升工

作效率；第三因長時間久坐，希望減輕坐姿及身體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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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工作分析： 

個案的工作地點為辦公室以及工廠廠房，辦公室光線明亮，但廠房內部因

鐵皮屋通風不良、採光不佳，工廠地板多堆放模具及廢材，行走時須注意安全。

依據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個案的職務內容以採購、倉管及製作報表為主，

每天需要重複搬運貨物，從貨架上面取料，再將貨物放到推車上或使用拖板車

將貨物搬上去，移動到指定的位置，情況如下圖。 

 

 

 

圖八、採購業務工作環境示意圖 

採購人員需負責貨架取料及搬運，經常需攀高取貨，容易發生危險，且貨

料取下後需經秤重再上以推車搬運，依據人因工程評估（ergonomic evaluation），

風險值＝時間評級×（施力方式＋抓握條件＋工作協調＋工作條件＋身體姿勢＋

手/臂位置及動作），而採購人員需要因應貨架高度，蹲姿或彎腰前身搬運塑膠

模具（重量約 5-10kg），搬運時身體需扭轉，將貨物放到拖板車上（如圖九），

加上手推拖板車移動將近 100kg 的貨物，故評估此中高齡女性員工風險等級為 3，

需要進行工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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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不良搬運姿勢示意圖 

 

個案之工作內容包含報表製作及文書處理，辦公地點位於室內辦公室，燈

光充足，依據職業要求分析（job demands analysis）列出主要兩點，第一為感覺

認知需求-視力，在電腦文書作業時，因視力退化老花等問題，在閱讀電腦與報

表時產生困難；第二為職業技能要求，個案操作電腦 Excel 時，對於新的文書

作業功能難以學會，在學習上遇到一些困難，但可以請求其他同事協助。根據

上述工作分析列出主要問題有三： 

1. 重複搬運貨物姿勢不良。 

2. 文書資料報表閱讀困難。 

3. 室內辦公坐姿不良。 

三、 職務再設計需求： 

根據工作分析發現之問題，擬定三個改善方向，第一為搬運貨物之方式，

搬運重物會造成手肘、手或手腕、臀或大腿、腳或腳踝的傷害，Coggon 等人（1998）

提到搬運重物時的機械性壓力會集中在髖關節、膝關節和手指，造成這些關節

的受力增加，因此增加傷害的可能性，於 7 月 3 日職務再設計輔導委員亦建議

提供半自動堆高機協助取貨及附電子磅秤之油壓拖板車秤重（如下圖十）以減

少反覆搬運，改善重複累積性傷害的搬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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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動堆高機 

 

 

 

 

 

 

 

 

 

 

 

 

 

 

第二為文書資料報表閱讀困難，為協助個案在使用電腦時減少眼睛疲勞及

閱讀吃力情形，委員建議提供大尺寸螢幕（27”），減輕閱讀上的負擔。經職務

再設計專員工作分析後發現，紙本文件可使用文鎮放大鏡方便閱讀報表，原先

字體為 10 號字，可放大 1.8 倍，利於個案閱讀。 

 

 

 

 

  

圖十一、文鎮型放大鏡使用示意圖 

第三為辦公室坐姿不良，根據學者李禹璇等人（2013）的研究顯示，工作

桌椅高度不適合和姿勢不自然為嚴重的工作環境危險暴露因子，有較高的比例

會造成脖子、肩膀、上背、手肘、下背、臀或大腿部位之不適。也觀察到工作

環境中，較不足的人因工程概念介入和設備設計，與肌肉骨骼不適的產生密切

相關，因此建議更換人體工學椅減少久坐疲勞，並輔以腳踏墊配合其坐姿高度。 

 

油壓拖板車秤 

圖十、半自動堆高機與油壓拖板車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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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服務介入： 

針對個案之需求，職務再設計之服務介入過程如下圖十二所示： 

 

圖十二、張○真之職務再設計服務介入與結果 

針對職務再設計需求所提出之申請項目中，審查核定予以補助 40%的品項

為半自動堆高機、電子磅秤油壓拖板車以及電腦螢幕，其中雇主僅購入半自動

堆高機使用（如圖十三）。而專案單位在 106 年 8 月 30 日提供文鎮型放大鏡試

用，個案自覺改善許多，能夠輕鬆閱讀字體偏小之報表及進行抄寫，幫助很大

（如下圖十四）。故在審查核定全額補助後，雇主已購入供個案使用。至於使用

電腦之操作技巧個案表示容易忘記，未持續使用。 

 

 

 

 

 

 

 

 

圖十三、半自動堆高機使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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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文鎮型放大鏡試用前後對照圖 

同日專案單位亦進行人體工學椅的試用，因原先之椅子坐深不足，加上使

用不當背靠，導致坐姿不良；使用人體工學椅後，臀部可坐滿椅子且背部靠在

背靠上，個案表示身體姿勢確實獲得改善（如下圖十五）。惟審查核定建議應由

雇主自行負擔，不予補助，最終雇主並未購置人體工學椅，但由專員量製之腳

踏墊仍對個案坐姿有幫助，故持續使用中（如下圖十六）。 

 

 

 

 

 

 

 

圖十五、人體工學椅試用前後對照圖          圖十六、腳踏墊使用照片 

五、過程的省思： 

參與行動研究的職務再設計專員於服務過程的省思如下： 

個案之工作內容種類繁多，因此在進行職務分析時較為困難，個案的需求

種類很多，且會自己主動提出很多需求的物品，但不一定有所改善，但是在試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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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鎮型放大鏡過程中，個案表示在閱讀報表上有很大的幫助了，因此在提供

職務再設計的過程中，關心個案的需求以及輔具試用，能提供給個案最適合的

方法或輔具。且針對個案的搬運等人體工學分析，也教導個案避免傷害的搬運

方法。 

 

案例二、資深工程師黃○慧 

在此次申請補助的中高齡員工當中，有三名電腦繪圖工程師，在這三位工

程師當中，以黃○慧的工作年資最長，且視力退化問題較為嚴重，職務再設計

需求迫切，因此選擇這位個案作為代表，進行深度訪談及資料分析。 

一、 個案概述： 

個案是一位 58 歲的電腦繪圖工程師，已任職二十二年，主要的工作內容為

模具圖面設計。個案每天上班時間為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一天上班八小時以

上，有 4~5 位同為製圖工程師，個案本身為製圖組組長，因為製圖為前置作業

的一環，必需將圖面完成才能送交模具程式設計才能繼續後續加工製作模具流

程，因此個案需要長時間近距離坐在電腦前面，長時間用眼使用電腦製作 2D 或

3D 圖面。 

個案對職務再設計的期待有三，第一為長期坐姿不良，導致脊椎壓迫，身

體僵硬腰酸背痛，希望有人體工學椅改善坐姿不良；第二為視力退化老花等問

題，導致傳統刻度卡尺閱讀不易，期望申請數位式卡尺改善視讀問題；第三為

因長時間近距離用眼製圖，目前電腦螢幕為 27 吋製圖專用電腦，個案期望能有

更大的螢幕減輕視力負擔。 

二、 個案工作分析： 

個案的職務內容以製圖為主，電腦輔助設計（Computer Aided Design），運

用電腦軟體模擬實物設計繪圖；電腦輔助製造是運用所產生的的電腦數控代碼，

進行刀具選擇、加工深度及加工方式操作與設定。 

主要工作內容有二，有 10%的時間在和主管開會討論及擬出計畫，9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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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進行圖面設計與生產計畫，根據職業要求分析，個案在會議當中需要閱讀

報表，必須閱讀 8 號字體的報表，但個案因視力退化導致閱讀報表上有困難，

以及繪圖時必須使用游標卡尺來進行量測；在電腦繪圖時，個案每天須維持坐

姿 8-10 小時，需要長時間坐在辦公椅上，且個案之身材嬌小，因此一般辦公桌

椅的高度並不適合，為配合桌面高度，故座椅調高，但又導致雙腳踩不到地面，

個案透過自行改善找了一個保麗龍箱子當腳踏墊，但箱子高度過高，膝蓋會撞

到桌子抽屜，因此個案必須讓雙腿外展來屈就，長期的姿勢不良下造成肌肉骨

骼問題的風險提高。個案之工作環境採光尚可，依據 CNS 國家標準，製圖工作

的照度需維持在 1500~750（LUX）之間，目前有使用 103 年職務再設計申請之

檯燈增加照明，個案實際工作情形請見下圖十七。 

根據人因工程評估，臀部將椅子坐滿，背部完全服貼椅背，腰部維持自然，

頭部、頸部不要往前傾，自然挺直，座椅高度要能使膝蓋與地面呈稍大於 90 度

的角度，讓雙腳能平放地面。重要的是在髖關節處的角度應該 100-110 度是最

舒服的，眼睛高度與螢幕平行，距離約 50-70 公分，手臂自然垂下且手肘彎曲

80-100 度，方便電腦操作。 

 

 

 

 

 

 

 

 

 

圖十七、個案實際工作照與正確坐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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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工作分析列出主要問題有三： 

1. 電腦螢幕及紙本資料閱讀困難。 

2. 游標卡尺辨識困難。 

3. 室內辦公室坐姿不良。 

三、 職務再設計需求： 

電腦繪圖工程師需負責模具設計圖面，經常需長時間近距離用眼，且訪

視過程中發現個案眼睛紅腫發炎，根據人因工程評估，長時間近距離用眼過

度，不僅造成視覺疲乏，還可能引發其他症狀，如：眼睛紅腫疼痛、出現重

影現象、頭痛、視力調節能力降低及視覺敏銳度/對比度下降，且對於從事

繪圖或精密元件組裝者，眼睛疲勞可能造成更多不良問題，包含：生產力下

降、品質低劣、錯誤次數增加、意外率上升以及情緒低落，依據美國國家安

全委員會統計，有 5%的意外事件中包含 20%是由於視覺疲勞所引起的，因此

改善視力疲乏的問題尤其重要(張一岑，2016)。為改善視力問題、閱讀游標

卡尺以及報表之問題，專案單位在 106年 8月 10日時，提供「文鎮型放大

鏡」之試用，藉由使用放大鏡來減輕眼睛閱讀的負荷，改善紙本文件閱讀困

難的問題。且依據委員建議，提供「電子式游標卡尺」降低辨識之困難；而

辦公室之坐姿不良，可嘗試使用人體工學椅以減少久坐疲勞，改善長期坐姿

不良而腰痠背痛的問題。 

 

 

 

 

 

 

圖十八、腳踏墊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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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用眼可能導致各種眼睛疾病，包含：視網膜剝離、白內障、青光眼及

黃斑部病變等，長時間使用電腦之工作者，很容易罹患上述疾病（如圖二十所

示）。若沒有調整工作方法，長期下來有危害眼睛健康甚至危及視力的風險，因

個案之視力狀況已明顯影響其工作效率及生活品質，故專員在訪視過程中提供

了必要之衛生教育，包含以下幾點：（1）消除眼睛疲勞─透過按摩眼睛和眼球

運動有助緩解用眼過度的疲勞感，以及辦公桌旁擺一盆長青樹減少周圍水分蒸

發，降低眼睛乾澀痠痛，並多看波長短的盆栽綠葉；（2）透過日常生活習慣養

成好視力─適當的運動、充足的睡眠，攝取均衡的營養，尤其可多補充維生素

A（如胡蘿蔔和菠菜等）與 B 群（如瘦肉和蛋黃等），除了可保護眼睛表面黏膜

層外，還有維護角膜、視網膜及眼細胞代謝的功效；（3）眼球體操的教學─鬥

雞眼訓練，讓眼睛看遠看近，調節睫狀肌像照相機鏡頭拉近拉遠的原理、轉動

眼球訓練，在脖子不轉動的姿勢下，眼球隨著指尖畫大圓轉動，活動眼球附近

較少用到的肌肉、快速開闔眼睛訓練，迅速緊閉眼皮，再張大眼往上看，接著

再迅速緊閉眼皮，再張大眼往下看，以此類推再往左、右方看，可刺激眼睛周

圍的肌肉、血管與神經，促進眼細胞新陳代謝。 

 

 

 

 

 

 

圖十九、眼球構造與眼睛疾病（資料來源：中川和宏，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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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介入： 

針對個案之需求，職務再設計之服務介入過程如下圖十九所示： 

 

 

 

 

 

 

圖二十、黃○慧職務再設計服務介入與結果 

專案單位在 106 年 8 月 10 日協助聘請視光師到職場進行驗光，視光師表示

個案原處方遠、近視力值低於正常值（1.0），視力值目前雙眼 0.6，經重新驗光

後雙眼視力可達 1.0，同時需矯正斜視穩定視覺品質，建議此個案的視覺困擾可

透過多焦點鏡片矯正，目前最新配置的眼鏡已符合個案用眼需求，無需重新配

置；針對個案需長時間使用電腦螢幕製圖與閱讀報表，則建議除了可搭配放大

鏡外，可另外使用低藍光、不閃頻（無頻閃效應）螢幕搭配濾藍光鏡片緩解眼

部疲勞，但因個案在試用一段時間後自覺仍不習慣，最後未持續使用。而個案

本身傾向使用大尺寸（27 吋以上）專業繪圖螢幕，但經審查核定予以 40%補助，

雇主最終並未購置。至於電子式游標卡尺則在審查核定予以全額補助且雇主採

購後，個案持續使用中。 

而在辦公室人因工程坐姿改善部分，專案單位評估個案因身高不足，為改

善雙腳懸空無法踩地，造成膝蓋後方血液循環不佳問題，職務再設計專員在 106

年 8月 29日為個案量身製作腳踏墊，乃符合個案之高度落差訂製而成，完成後

便帶到職場讓個案進行試用，過程中調整了阿慧的電腦主機，讓腳踏墊能安全

的靠在桌腳，且膝蓋也能進入桌子底下，調整了坐姿的問題（如下圖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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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腳踏墊試用及調整示意圖 

四、 過程的省思： 

服務過程中發現其實個案已因視力問題造成極度困擾，甚至已引發頭痛進

而嚴重影響到工作情緒，苦於一直找不出原因，但經過職務再設計服務介入後，

提供驗光後隨即找到問題並屈光矯正後已改善甚多，因從事高度需求使用電腦

的工作，驗光師建議應至少半年至一年的時間需重新驗光，將可即時掌握視力

問題，當睫狀肌過於疲勞而不能適當地聚焦時，便會出現重影、視覺模糊、聚

焦緩慢、眼睛疲勞，甚至頭痛等徵狀，建議操作電腦約二十至三十分鐘後，應

有二十至三十秒的休息。視讀報表時字體小於 12號，就建議可搭配具有導讀線

的文鎮型放大鏡，對於視讀報表較不容易產生跳行且降低疲勞度，適時的使用

輔具，可減少過度用眼的不舒適。另外坐姿部分除提供訂製腳踏墊與教導個案

正確的坐姿外，建議個案繪圖空檔應嘗試伸展運動(如圖十七)，若已出現肩頸

症狀的患者最好半小時要休息五分鐘以避免症狀加劇，若再出現其他手麻、局

部腫脹或肩頸活動困難等症狀，還是應該盡快就診。綜觀上述找到真正主因才

能有效解決個案問題。 

 

膝蓋無法進入桌子下方 膝蓋可以進入桌子下方，雙腳不用外展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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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電腦程式設計師陳○員 

在辦公室的中高齡員工當中，以此個案的工作時間最長，且任職時間也最

長，因此選擇最具代表性之個案，進行深度訪談及資料分析。 

一、 個案概述： 

個案是一位 49 歲的電腦程式設計師，已任職二十年，主要的工作內容為電

腦雕刻模具程式設計，雕刻機操作。個案每天上班時間為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

一天上班八個小時，且和其他員工輪班，維持機台二十四小時作業，個案要寫

程式控制現場十個機臺進行模具製作，因此個案需要長時間使用電腦繕打程

式。 

個案對職務再設計的期待有三，第一為長期坐姿不良，導致脊椎壓迫，身

體僵硬腰酸背痛，希望有人體工學椅改善坐姿不良；第二為視力退化老花的問

題，導致傳統刻度卡尺閱讀不易，期望申請電子數字卡尺改善問題；第三為因

長時間近距離用眼，電腦螢幕太小，以致眼睛容易疲勞，期望有 27 吋電腦螢幕

來改善視力問題。 

二、 個案工作分析： 

依據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個案的職務內容以電腦程式設計為主，每天

維持坐姿時間長達 8 小時，因桌子高度高達 85 公分，而抽屜厚度有 22 公分，

且因個案身材高大，故為了適應不良的辦公桌，因此座椅很低且支持系統不佳，

導致身體姿勢處在不恰當的位置（如下圖二十二），長久下來容易導致下背痛

（Low back pain），眼睛與電腦直視之距離為 40-50 公分，尚屬正常範圍。但眼

-耳線（eye ear line, EEL）與電腦螢幕垂直面之夾角角度則略大，易造成眼睛疲

勞（吳水丕、蔡武晃，2010）。根據人因工程評估（ergonomic evaluation），辦公

桌子之合適桌面高度約為75公分，桌子下方的高度需要讓大腿能夠輕鬆的進入，

不會卡到抽屜，眼睛高度與螢幕平行或略低（約水平線下 9-15°），以免作業時

頭部與眼睛的過度移動，水平距離約 50-70 公分；椅子的高度更為重要，必須

讓腰部、背部能貼近椅背，盡量不要留有空隙，上半身可以挺直，脖子不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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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或後仰，臀部大腿之夾腳為 100-110 度，膝蓋彎曲 90-100 度，腳底可平貼地

板上，讓膝窩有空間促進血液循環，手臂自然垂下且手肘彎曲 80-100 度，方便

繕打文件。 

 

 

 

 

 

 

 

 

圖二十二、個案原始坐姿示意圖 

個案之工作內容主要為電腦雕刻模具程式設計，辦公地點位於室內辦公室，

燈光較為不足，但目前有使用 103 年職務再設計申請之檯燈使用，補充光線照

明後有改善視力負擔。依據職業要求分析（job demands analysis）列出主要兩點，

第一為感覺認知需求─視力，在電腦程式製作時，需要長時間用眼，且年紀逐漸

增長開始出現老花眼等問題，故在電腦程式設計時易感到眼睛疲憊，以及使用

傳統游標卡尺困難，需要電子游標卡尺的放大字體改善問題；第二為職業技能

要求，個案操作電腦軟體之能力良好，可達到工作需求。根據上述工作分析列

出主要問題有三： 

1.室內辦公室坐姿不良。 

2.電腦螢幕閱讀吃力。 

3.游標卡尺閱讀吃力。 

 

高於眼-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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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務再設計需求： 

中高齡製圖員工因長時間久坐身體姿勢不佳，根據文獻回顧發現，工作職

場上長期使用電腦工作者，有非常高的比率會出現肌肉骨骼問題，有 7-30%的

比率有下背痛，有超過 50%的比率有上臂疼痛的問題，原因為工作中未使用中

立坐姿，且長時間久坐的情況下導致進展性的肌肉骨骼問題（Swinton, Cooper & 

Hancock, 2017）；此外，亦有文獻指出，超過 45%的電腦作業者有視覺疲勞的情

形產生，而將較高的螢幕配置調整為較低的螢幕配置時，可有效降低視覺負荷

（吳水丕＆蔡武晃，2010）。因此建議提供合適身高之人體工學椅，減少久坐疲

勞以及維持正確坐姿，減少下背痛及上臂疼痛的風險，並適度調整螢幕高度配

置，較不易造成眼睛的疲勞。過去已有文獻指出，一個良好的工作姿勢有利於

電腦工作者的工作績效；相反的，不當的作業姿勢則有礙於其作業之進行（楊

健炘，2008）。 

個案之工作為程式設計，屬於長期使用電腦的電腦工作站（VDT）作業，

因長時間用眼，加上視力退化及老花眼的問題，造成眼球負荷與視覺疲勞，因

此職務再設計專員提供衛生教育，建議個案須去眼科門診及配戴眼鏡，並注意

工作時間每 40～50 分鐘休息 10 分鐘，而且專注精神差不多維持 40～50 分鐘就

會下降，需要適當的休息與活動，因此提供 Bob 等人（2000）針對 VDT 作業

員所面臨的肌肉骨骼問題，提出一系列的伸展運動（如下圖二十三），來幫助作

業員避免或減緩因工作而產生的肌肉骨骼與視覺疲勞之相關問題及傷害（楊健

炘，2008）。 



56 

 

圖二十三、VDT 作業伸展運動（圖片來源：Bob et al., 2000） 

中高齡員工多半面臨視力退化問題，對於 VDT 作業員而言，長期的 VDT 

作業後若無適當的休息，便容易發生視覺疲勞因原先電腦螢幕較小、傳統游標

卡尺數字較小及紙本圖面閱讀吃力，影響工作效率且長期下來影響視力，專家

委員建議提供人體工學座椅、大尺寸螢幕（27 吋）、電子式游標卡尺及文鎮放大

鏡方便製圖使用，增進效能。 

 

四、 服務介入： 

    針對個案需求，職務再設計之服務過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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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陳○員之職務再設計服務介入與結果 

在 106 年 5 月 16 日至翊○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需求訪談時，就發現程式設計

師阿員的辦公姿勢明顯不良，研究員建議需要調整與改善，當時個案對於自己

的辦公桌椅的高度不適切問題，表示改變意願不大，覺得桌子太高難以調整，

因此不需要做更改。 

在 106 年 7 月 3 日委員初訪，確定有必要改善辦公坐姿及視力問題，故於 8

月 30 號由職務再設計專員進行產品試用，以及研究人員對員工進行訪談，當時

透過簡單的衛教諮詢，說明不良坐姿可能產生的問題等等，個案便表示願意嘗

試看看，因此進行試用。個案原先的椅子高度太低，個案身材高大，大腿必須

向內彎曲，小腿外展，處於不良的坐姿；試坐人體工學椅後，臀部曲屈的角度

約 90-100 度，處在合理範圍，座椅的高度調整為 37 公分，讓膝蓋不用彎曲小

於 90 度，且椅背有支撐（如下頁圖二十五所示），個案表示感受舒適，之前從

未注意過自己的坐姿問題，希望能獲得改善；而桌面太高及抽屜太厚的問題，

個案認為不需要改善，故無改變意願；在審查會後確定人體工學椅不予補助，

雇主也決定不採購，故個案最終在坐姿上並未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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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人體工學椅試用前後對照圖 

至於個案之辦公室燈光較為不足部分，則建議使用檯燈補充光源，但個

案表示光線太強會有眩光之問題，故不需改善；而年紀逐漸增長出現老花眼

之問題，故長時間用眼時易感到眼睛疲憊，職務再設計專員提供衛教，教導

使用電腦適當之距離及休息時間等方法，以及透過職務再設計申請數位式游

標卡尺，透過液晶顯示之卡尺改善視力負擔，個案表示這些方法有改善視力

負擔；而繪圖使用之 19 吋電腦繪圖螢幕，個案希望申請較大尺寸以改善視

力負擔，但審查會核准補助 40%，公司方斟酌後並未添購，最終個案表示原

先之設備尚可使用，故維持現狀。 

五、 過程的省思： 

中高齡員工在工作職場上，對於自身的工作姿勢並未注意，長期下來造成

的累積性傷害是很可怕的，而且剛開始員工拒絕改變，經過說明與提供試用後，

才被動接受姿勢上的不良跟調整，但最後雇主因審查會未予以補助並未購買，

即使透過職務再設計的介入發現問題，但若無法提升雇主端改變職場環境的意

願，也未能有效改善員工的職場環境。 

 

試用前 試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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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模具師傅張○珅 

一、 個案概述： 

張○珅為 57 歲男性，年資約 25 年，為此次四位模具技術員中，資歷最豐

富者，因此深入了解其職務內容，可更了解該職務類別所遇之問題。此外個案

為 103 年職務再設計服務申請者之一，故將此個案列為此職務類別範例，探討

其前次職務再設計改善效益，並與此次申請需求進行對照。個案工作內容主要

為模具合模、車床與銑床加工生產等，包括模具開發過程中的組立調整、合模

與試模等步驟，而模具可分為公模與母模，其中公模較為複雜，有時結構上會

做有倒鉤與仁子，需處理好才便於進行合模。當進行模具組立調整作業時，需

將公模仁子與母模孔洞位置對應，若因前置作業瑕疵，產生贅料或毛邊，造成

脫模角度不順，則需再進行修模。進行修模時，需使用氣動研磨機進行研磨作

業，或藉焊補作業將孔徑修補至適當大小。經 7 月 3 日與 8 月 10 日之職場訪視

評估，個案目前工作過程中，受限於視力退化與工作器具等因素，造成個案下

背與腰部負擔較大，期許可藉職務再設計改善，提升自己產能，並發揮長年累

積之經驗。 

二、 個案工作分析： 

經 8 月 10 日專員評估，個案目前工作座椅為木頭椅子，藉翻轉木椅方向調

整座面高度（直向高度 46 公分、橫向高度 24 公分，如圖二十六所示），或者依

不同工作位置，選擇不同高度板凳（如圖二十七），雖可藉以上方式調整高度，

但無法調整至最舒適的座高進行作業，長期在不良姿勢下進行模具研磨與修補

作業，易造成腰酸背痛。 

個案使用手動器具、砂輪筆、飛行砂輪與研磨機等器具進行模具螺絲鎖付

與孔位修補作業，需搭配游標卡尺測量將孔徑修至所需大小。經訪視評估，個

案因視力退化，需配戴老花眼鏡，以及使用自行改裝之放大鏡與檯燈輔助作業；

模具螺絲鎖付作業，個案使用六角板手操作時，需長時間將手臂與手腕維持同

一姿勢，長期下來恐壓迫手腕之正中神經，造成腕隧道症候群，亦可能因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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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直肌長時間收縮造成網球肘；模具修補作業部分，個案需反覆來回操作器具，

且因器具震動手部麻木。 

綜合以上工作分析列出主要問題有三： 

1.模具作業坐姿不良。 

2.游標卡尺閱讀吃力。 

3.手部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 

 

 

 

 

 

 

 

 

圖二十六、改變木凳方向調整工作高度 

 

 

 

 

 

圖二十七、藉不同高度凳子調整工作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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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務再設計需求： 

依據工作分析，個案長期在姿勢不良下進行模具研磨與修補作業，易造成

腰痠背痛。根據研究回顧，工作環境危險因子中，以工作桌椅高度不適合之因

素最為重要，而手部重複同一種單調的動作、搬運重物、姿勢不自然，亦有較

高的比例造成脖子、肩膀、上背、手肘、下背、手或手腕等部位的肌肉骨骼不

適（李禹璇、翁瑞萱、徐雅媛、王子娟，2013）。因此改善個案工作座椅，可謂

為目前最需即時改善之項目，建議個案使用氣壓式升降椅改善之。另外建議個

案調整工作方式，避免手部重複同一種單調的動作，若持續長時間工作可能造

成手腕與手臂之累積性傷害。 

於模具生產線中，游標卡尺目前多人共用，若摔落或油汙滲入面板易造成

損壞，如量測尺寸不夠準確與無法讀取等問題，而個案主述大多是人為因素所

造成。另外若需進行較精細之作業流程，如使用游標卡尺測量數值、研磨與焊

補等作業，對個案視力上較為吃力，目前是使用老花眼鏡，以及自行改造之放

大鏡與檯燈輔助，其中底座為磁鐵，可吸附於模具各平面，如下圖二十八。 

 

圖二十八、個案依手邊現有材料自製之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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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服務介入： 

針對個案需求，職務再設計之服務過程如下圖所示： 

 

圖二十九、張○珅之職務再設計服務介入與結果 

於 8 月 10 日訪視評估，個案因工作椅高度與操作面不符，需長時間採聳肩

與彎腰等不良之姿勢作業，因此建議個案使用附輪之升降圓凳，高低升降範圍

為 39-50 公分，可增加其座椅於水平與垂直面之調整空間，避免因長時間不良

的工作姿勢造成職業傷害。於 8 月 30 日提供個案試用該器具，經評估座面高低

調整功能可有效改善其工作環境，惟個案主述雖座面已調整至最低位置，於模

具部分位置之作業高度仍偏高，需彎腰方可進行，且輪子較不符合自己需求，

如圖三十所示。因此建議將升降圓凳底座更換為固定式底座，藉此降低高度與

增加穩定性，以符合個案需求。經審查會核定，全額補助四位模具技術員升降

圓凳，且事業單位已購置供個案使用。 

於 7 月 3 日委員職場訪視，目前模具技術員使用一般液晶型游標卡尺，然

而於作業環境中量測工具可能碰觸油料，易造成卡尺的液晶面板受損，因此建

議提供每位技師各一隻具備防油與防水功能之電子游標卡尺，或者由兩人一組

共用一隻電子游標卡尺，具備保管責任歸屬，期許藉此降低器材損壞率。經審

查核定予以補助 40%，雇主也確實為四位模具技師各添購一支防水防油的游標

卡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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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於 8 月 10 日敘述，若無法由市面上尋求符合自己工作需求的器具，將

自行藉工作經驗使用手邊或市面上的器具進行加工改造，例如於拋光研磨機的

研磨頭加裝彈簧以降低因振動造成手部之負擔，並依不同模具平面製作適合的

研磨頭；而磁吸式放大鏡與檯燈則是由其他機台零件拼裝而成（見下圖三十一、

三十二）。 

經評估個案需長時間使用手動工具鎖付模具的螺絲，造成工作效能較低，

且因需維持同一姿勢反覆操作，未來恐造成腕隧道症候群或網球肘等累積性傷

害，故建議使用電動或氣動器具改善之。後經審查核定予以 40%之補助，而雇

主也已購置供個案使用。 

另目前使用之拋光研磨機雖已加裝彈簧吸震，長時間使用仍有手麻情形。

雖可藉自主休息改善之，但若持續長時間進行此作業，難保將來產生手腕之累

積性傷害。根據文獻回顧隨著使用振動器具的強度與持續時間增加，發生手-手

臂振動症候群的可能性會隨之提高（Heaver, Goonetilleke, Ferguson& Shiralkar, 

2016）。因此由職務再設計專員提供關於手-手臂振動症候群之衛生教育，包括

提供早期症狀資訊如手指刺痛、麻痺、喪失手指動作能力與指尖變為蒼白等；

另外亦可藉由改裝與定期保養振動手工具、教導正確的手工具操作姿勢、訂定

安全作業時間之標準、使用防震手套以吸收手臂的振動量，以及將手部保持溫

暖和運動手指等方式促進血液循環。 

圖三十、藉升降圓凳可更加靈活調整工作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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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藉彈簧研磨頭降低手腕負擔 

 

圖三十二、各類型研磨頭及自行改裝之研磨器具與檯燈 

五、 過程的省思： 

個案平時工作若有職場器具需求，大多向該公司採購部門填寫申請單，或

自行聯繫廠商訂購貨品。詢問個案關於 103 年職務再設計之補助事項，由於個

案先前皆透過採購部門傳遞職場需求，因此不記得當時補助詳細項目。雖然已

於 103 年藉補助電子游標卡尺改善其工作，但因上述原因使個案對職務再設計

改善服務較無感。可能產生此問題之因素為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單一案件申請者

往往較多，通常因職場限制有時無法較仔細地與個案進行需求訪談，只能透過

申請之承辦人與職場訪視取得資訊。若職場訪視前，先與個案單獨進行需求訪

談，或許不儘可更加瞭解個案自己真正的需求，以及發掘其在職場所遇之問題，

也可讓個案對職務再設計服務改善之成效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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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質性訪談內容交叉分析 

本研究利用 MaxQDA 質性資料分析軟體，進行譯碼，發展譯碼是使用者自

主的過程，由研究者仔細閱讀訪談內容，賦予特定概念，此概念稱之為譯碼，賦

予各文本段落譯碼的過程則稱之為編碼。本主題探討之六位受訪者的受訪內容逐

字稿共擷取 252 個段落加以編碼，阿真 97 個段落，阿員 49 個段落，阿珅 56 個

段落，阿慧 50 個段落，主要根據訪談大綱的重點賦予譯碼，形成核心主題，階

層一分別為發現問題、面對問題之應變方式與結果偵察，階層二則可作為各個核

心主題的論述子題，階層三為核心主題之研究發現，本研究階層一共包含 3 個譯

碼，階層二共包含 7 個譯碼，階層三共有 18 個譯碼，詳如表十二。其中在發現

問題的譯碼中，以視力問題所佔的數量最多，包含 12 個段落，其次為肌肉骨骼

問題，包含 10 個段落，可見中高齡員工在職場上之視力問題與肌肉骨骼問題影

響甚大；而面對問題之應變方式的譯碼中，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則是受訪者較常

提到的方式，包含 18 個段落，其次為自行設法改善，包含 15 個段落；至於結果

偵察的譯碼中，以有改善為最大宗，包含 16 個段落。 

本專案團隊根據上述編碼方式，將訪談內容分為三個面向討論：一是發現問

題；二是面對問題之應變方式；三是結果偵察。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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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質性訪談內容各階層譯碼與類別定義 

譯碼 

(階層 1) 

譯碼 

(階層 2) 

譯碼 

（階層 3） 

譯碼 

段落數量 
定義 

發現問題 

視力問題 

視力退化 11 
因中高齡導致老花眼及近視等問

題，造成之閱讀或辨識困難 

照明不足 1 
因廠房或辦公室光線不足，導致

閱讀或操作困難 

肌肉骨骼

問題 

姿勢不良 8 
工作時之姿勢不良，導致肌肉骨

骼問題 

反覆搬運 2 
反覆搬運貨品所造成之肌肉骨骼

傷害 

面對問題之

應變方式 

自行設法

改善 

工具調整 14 
員工自己從現有工具進行調整，

改善遇到之問題 

工作方式調整 1 員工自己想辦法改變工作方式 

尋求職務

再設計 

協助 

改善工具機具 7 
提供工作設備或機具，以提高員

工生產力 

改善職場環境 4 
協助員工進行與工作環境有關之

改善 

提供就業輔具 3 
為恢復、維持或強化就業特殊需要

所設計、改良或購買之輔助器具 

調整工作方法 3 
工作重組、簡化工作流程、調整

工作場所、避免職業傷害等。 

改善工作條件 1 
提供必要之工作協助以改善工作

能力 

 
不予理會 

自覺沒有問題 4 員工自己不覺得有問題 

 屈就職場環境 3 接受既有職場環境，勉強持續作業 

結果偵察 

有改善 

大幅改善 9 與原先工作狀況相比有明顯改善 

有改善但異於預

期目的 
2 

工作狀況有改善，但與原先預期

目的不同 

部分改善仍有進

步空間 
5 

工作狀況有改善，但希望改善幅

度能更為提升 

沒有改善 
因不習慣而失用 4 

與原先工作習慣有出入，因此放

棄使用 

 不適用 2 使用上造成困擾而無法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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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質性訪談內容各階層譯碼及段落數量表 

階層一 階層二/階層三 阿真 阿員 阿珅 阿慧 總數 

發現問題   10 2 4 6 22 

  視力問題 4 1 1 6 12 

  視力問題-視力退化 4 1 1 5 11 

  視力問題-照明不足 0 0 0 1 1 

  肌肉骨骼問題 5 1 3 1 10 

  肌肉骨骼問題-姿勢不良 4 1 2 1 8 

  肌肉骨骼問題-反覆搬運 1 1 0 0 2 

面對問題之應變方式 11 11 12 6 40 

  自行設法改善 3 2 7 3 15 

  自行設法改善-工具調整 2 2 7 3 14 

  自行設法改善-工作方式調整 1 0 0 0 1 

  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 6 5 4 3 18 

  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改善工具機具 2 1 3 1 7 

  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改善職場環境 1 1 1 1 4 

  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提供就業輔具 2 1 0 0 3 

  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調整工作方法 1 2 0 0 3 

  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改善工作條件 0 0 0 1 1 

  不予理會 2 4 1 0 7 

  不予理會-自覺沒有問題 0 4 0 0 4 

  不予理會-屈就職場環境 2 0 1 0 3 

結果偵查   12 3 3 4 22 

  有改善 9 2 3 2 16 

  有改善-大幅改善 4 2 2 1 9 

  有改善-有改善但異於預期目的 2 0 0 0 2 

  有改善-部分改善仍有進步空間 3 0 1 1 5 

  沒有改善 3 1 0 2 6 

  沒有改善-因不習慣而失用 2 0 0 2 4 

  沒有改善-不適用 1 1 0 0 2 

總數   97 49 56 50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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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發現問題 

一、 視力問題 

根據員工自述工作遇到的困難中，發現幾乎都有提到視力方面的問題，包括

本身視力退化以及工作環境照明不足的影響（如表十四）。 

表十四、受視力問題影響之中高齡員工一覽表 

項目 類別 人數 受訪者 

視力問題 
視力退化 4 阿真、阿員、阿珅、阿慧 

照明不足 1 阿慧 

1. 視力退化：四位受訪員工皆提到在工作時，在視力方面有明顯的問題，包括

老花眼及近視等，造成辨識或閱讀困難。 

例如阿真提到： 

「…那 Excel 薪資這麼長，然後我要縮小縮小縮小，又看不清楚…估

價單的品項很多，然後字又很小，所以變成說在看的時候，就會比較

吃力。…老花、近視都有。」 

阿員則說： 

「視力啦…時間久一點就會變成老花眼，因為螢幕就在你前面，那你

有工作的時間就是盯著它啊…就是眼睛老化…因為我們整天都盯在上

面，我覺得是比較快速。」 

阿珅也說： 

「吃力喔，戴老花眼鏡啊！你年紀大了喔，你看東西一定沒辦法…」 

阿慧是說： 

「因為一個模子有很多東西…這個你看密密麻麻的話，是不是我就要

這樣…真的看起來真的很難看…反正就模糊、啊眼藥水…他（眼科醫

師）叫我不要看（螢幕）…（眼鏡）也要近視也要老花也要散光…」 

2. 照明不足：四位受訪員工在接受前次職務再設計服務時，皆有添購檯燈以增

加照明，故此次照明不足部分皆已獲得改善。 

例如阿慧就有提到： 

「這個真的改善很多，因為真的要有一個光線…真的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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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肌肉骨骼問題 

在員工自述工作遇到的困難中，肌肉骨骼問題也佔了大宗，其中包括姿勢不

良及反覆搬運造成的問題（表十五）。 

表十五、受肌肉骨骼問題影響之中高齡員工一覽表 

項目 類別 人

數 

受訪者 

肌肉

骨骼

問題 

姿勢不良 4 
阿真、阿員、阿珅、

阿慧 

反覆搬運 1 阿真 

1. 姿勢不良：四位受訪員工皆提到在工作時，會因為姿勢不良而造成一些肌

肉骨骼方面的不適。 

例如阿真說： 

「我如果坐這樣，背都靠不到…我的椅子深度不夠…我要靠背的話…

字就打不到啊…啊腰部空空，也是這個（靠枕）把它墊出來…你如果

沒有墊的話，到時候你就是打字不好，姿勢會痠啊。」 

阿員則是提到同一職位但輪夜班的同事之問題： 

「因為像我們這個許先生，他坐到就是這個腰會痛啊…」 

阿珅是說： 

「做久了一定會腰痠背痛的啦…那個絕對不符合人體工學的…」 

阿慧針對這部分則提到： 

「有時候姿勢很醜，可是也是要舒服一點，真的沒辦法，沒辦法說整

天都坐這樣子，太長的時間了。…這是墊腳的啦，因為我們比較矮嘛，

所以我椅子墊高，腳就墊高一點…不然你看踮著整天是要怎麼…」 

2. 反覆搬運：在受訪的四位不同職務之員工中，只有採購職位的員工因為必

須負責倉管，所以才有反覆搬運的狀況。 

阿真說： 

「點貨啊，有時候要上貨、下貨啊…在搬貨、搬跟結貨。你看從那邊

喔，然後要清算數量幹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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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面對問題之應變方式 

一、 自行設法改善 

受訪員工自述工作遇到困難時，皆會自己先想辦法試著自行解決或改善，包

括自己嘗試調整工具或調整工作方式兩種（如表十六）。 

表十六、面對問題選擇自行設法改善之中高齡員工一覽表 

項目 類別 人數 受訪者 

自行設法 

改善 

工具調整 4 阿真、阿員、阿珅、阿慧 

工作方式調整 2 阿真、阿珅 

1. 工具調整：四位受訪員工在工作上遇到問題時，皆會先從現有工具自行進行

調整以設法改善。 

例如阿真面對座椅影響的姿勢不良問題就提到： 

「你不知道老人家，就是坐到會痠就把它放一個按摩，然後還有可以

把它深度給墊出來…然後又可以真的腰痠的時候喔，開一下按摩…所

以你看喔，我穿這個（跟鞋）是要把我的腳墊高欸…（椅子）用太矮

我字打不到，用太高我的腳太短，所以我一定要用這個（凳子）墊高，

不然用這個（跟鞋）墊高，啊出去的時候有時候要走很遠，我就換布

鞋，所以我的工具很多。」 

阿員針對桌椅高度不相符的部分則說： 

「嗯...就（椅子的）輪子拆掉後的高度是可接受的，因為輪子如果沒

有拿掉的話，腿根本伸不進...」 

阿珅提到模具在合模、修模或拋光時，需調整高度或工具的說法是： 

「我們這個叫做工具鐵，就是墊高用的，你就分高啊低啊自己去調

啦…我們是針對我這個工作需要…自己想辦法，去想說怎麼做最好

做…而且要覺得好用，能夠立即可以克服你現在、以後面對，可能會

時常碰到的問題，自己想辦法做那個工具。…你沒看到有兩張椅子，

這比較低（木頭材質），啊椅子自己做的，如果要坐低一點坐這樣（放

橫的），要坐高一點坐這樣（放直的），如果不夠高再拿更高的來。」 

阿慧也說到繪圖螢幕不夠大及座椅不適問題，以前嘗試過的方法： 

「…因為這個結構（公模、母模圖）如果上去，也是像這個密密麻麻

的…之前我們也有試過雙螢幕..可是作業上比較沒有那麼方便。…我

前兩天才剛去配眼鏡…因為用久了我的線是沒有辦法這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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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最近真的很糊很糊…因為只有這個（保麗龍腳踏墊）啊，我

自己找的啊。」 

2. 工作方式調整：除了自行調整現有工具以改善在工作上遇到的問題之外，在

受訪的員工中，還有兩位有提到自己設法調整工作的方式。 

例如阿真針對報表太長的問題說： 

「那 Excel 它的薪資這麼長….放大放大放大又不知道前面的…他們

（同事）教我很多次（凍結欄位）耶。」 

阿珅使用電動機具時，面對可能造成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時則說： 

「麻麻的，麻麻的你就休息啊。…如果推到累了你就休息一下啊。」 

二、 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 

員工面對工作遇到困難時，除了自行設法改善之外，也會尋求職務再設計專

案單位的協助，包括改善工具機具、改善職場環境、提供就業輔具、調整工作方

法以及改善工作條件（如表十七）。 

表十七、面對問題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之中高齡員工一覽表 

項目 類別 人數 受訪者 

尋求職務再

設計協助 

改善工具機具 3 阿真、阿員、阿珅 

改善職場環境 4 阿真、阿員、阿珅、阿慧 

提供就業輔具 2 阿真、阿員 

調整工作方法 2 阿真、阿員 

改善工作條件 1 阿慧 

1. 改善工具機具：有三位受訪員工皆提到，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及輔導委員針

對問題給予的「改善工具機具」之相關建議。 

例如阿真說： 

「這個新的椅子坐椅的深度才夠，而且背部也有支撐，累的時候往後

靠也不會往後倒，坐起來非常舒適。…之前在想說有沒有那個堆高

機…」 

專員：「那種就叫半自動，它等於就是也是它下面就是放拖板車，搞

不好更適合。」 

阿員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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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椅子）是…跟剛才（舊椅子）差不多高度…但是現在手比較正

常，就是比較下垂，比較不會稍微吊著。」 

阿珅是覺得： 

「之前好像是有散達，『散達』就是打光的（機具），一種跑橫的、跑

直的。…椅子的話，欸不用輪子，調高低是一定有幫助。…游標卡尺

喔，我們都用電子的，電子的比較好用。」 

2. 改善職場環境：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及輔導委員針對問題給予的「改善職場

環境」之相關協助，在此次研究中主要是前次發現照明不足後，給予檯燈增

加照明度的部分，四位受訪員工皆有提及。 

例如阿真說： 

「所以這個檯燈很實用，所以我固定你看，我固定檯燈有在用。」 

阿員則說： 

「那時候好像是…一個是那個燈具，一個是螢幕放大鏡。」 

阿珅說： 

「之前有一次還是兩次（接受職務再設計服務）啦…那個工作燈啦。」 

阿慧則說： 

「那次是檯燈…這個真的改善很多。」 

3. 提供就業輔具：此次研究中，有二位受訪員工提到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或輔

導委員曾針對遇到的問題提供就業輔具。 

例如阿真說： 

「…估價單的品項很多，然後字又很小…所以你們這個，我就說（文

鎮型）放大鏡很好用啊。…螢幕放大鏡我不好用，她（同事）在用。」 

阿員則說： 

「…也有一批人過來嘛然後看我有什麼需求…一個是螢幕放大鏡。」 

4. 調整工作方法：此次研究在訪談員工的過程中，專員亦有給予工作相關衛教，

以簡化工作流程或避免職業傷害等，有兩位員工的訪談提及此部分。 

例如訪談阿慧時，關於程式軟體運用的部分： 

專員：「所以主要都是 Excel 嗎？」 

阿慧：「大部分，因為我年紀大了，那個 ERP 的我不會。...薪資這麼

長，縮小又看不清楚，放大又不知道前面的。」 

專員：「可以凍結前面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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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慧：「…如果你是像我這樣年紀大的，你就知道沒有那麼簡單…要

凍結這一欄，可是又跑到那一欄…」 

而訪談阿員時，關於保護眼睛及維持正確坐姿方面： 

專員：「因為老花眼鏡，你或許現在覺得度數不是很高，可能一兩百

度的老花可以不用配，但其實如果你有在矯正的情況下，你的老花不

會進展得很快。但是如果你不配，啊看不清楚就瞇瞇眼去看，或著是

說調整距離看，這樣長期久了，只會讓老花眼的狀況…」 

阿員：「惡化。嗯了解。」 

專員：「所以如果說有時間的話，要去配一副，會讓你的眼球負擔少

一點，但還是規律休息最重要，四十分鐘要休息五分鐘。」 

阿員：「理論上是這樣。因為這個是私人企業嘛…有時候很多東西，

你規定是這樣子，但是他有他的困難點，有時候一個東西在趕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它趕出來你才能離開嘛，那有可能是超過，或是最起碼一

個小時休息幾分鐘，有可能啦，就是大家互相配合。…我覺得眼睛比

較痠的時候，可能就會稍微離開一下，或稍微走一下。 

專員：「還是要跟大哥就是稍微說明一下，一個坐的姿勢的問題，因

為你的坐姿比較偏向這樣（衛教圖）後傾嘛，然後這樣子打電腦，其

實脖子是比較僵硬的，然後你的下背貼住你的椅子，所以你的脊椎的

一個位置，是會比較對身體沒有那麼好，或許長年累月下來，還是多

少會比較容易疲勞。」 

5. 改善工作條件：針對中高齡員工在工作時遇到的問題，提供必要之工

作協助以改善工作能力。而在此次研究中，主要是協助員工釐清造成

視力下降的原因，以期改善工作時視線模糊、效率不佳的狀況。 

在訪談電腦繪圖工程師阿慧時： 

專員：「還是我們請驗光人員來幫妳檢查看看…我們找的是中山視光

學系出來的，是講師級的。」 

阿慧：「我前兩天才剛去配眼鏡…又不能幫我配眼鏡，驗光也沒有用

啊…」 

專員：「不一定是眼鏡的問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眼鏡的問題，但是

我們先看一下。…看跟你之前看的問題有沒有一樣，說不定是眼睛還

是配鏡的問題。」 

三、 不予理會 

在四位受訪員工中，面對工作上的問題除了有上述的各種應變方式之外，也

有擱置不處理的情形，可能原因包括自覺沒有問題及屈就職場環境（如表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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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面對問題不予理會之中高齡員工一覽表 

項目 類別 人數 受訪者 

不予理會 
自覺沒有問題 1 阿員 

屈就職場環境 2 阿真、阿珅 

1. 自覺沒有問題：在所有訪談過程中，有一位員工對於桌椅高度不相符進而造

成坐姿不良的情形並未覺得對自身健康有所影響。 

如程式設計技術員阿員所說： 

專員：「整天坐下來啊，會不會跟同事一樣腰痠背痛？」 

阿員：「目前我是不會。…還 OK 啊，目前這樣還可以。其實現在，

桌子跟椅子這樣子，依別人來講可能會有困擾，但是我真的是比較不

會，因為我…已經適應了。…當然如果說椅子比較好的話，或是說工

作環境可以再改善當然更好。但是目前這樣子是，不會差太多啦，真

的是可以接受的。」 

2. 屈就職場環境：有些受訪員工提及面對工作上遇到的問題，若一時無法解決，

就會接受既有現狀，勉強持續作業。 

例如任職採購的阿真說： 

「游標卡尺我要…因為有時候他們（廠商）來的東西，我要量他們的

長度，跟他們的間距、尺距什麼的，我就會...我這隻壞掉了，所以我

就還是留著用啊」 

而模具技師阿珅則說： 

「還有就是 vise 啦，就是那個油壓夾頭什麼的…這個都沒辦法夾了都

壞掉了，都很將就了啦。這個是油壓的，裡面有油嘛，啊把它鎖起來

這樣，有時候要拆東拆西，難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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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偵察 

一、 有改善 

根據訪談內容，受訪員工於工作中遇到困難時，在自行設法改善或尋求職務

再設計協助後，大部分都有所改善，但因改善程度不盡相同，故分為以下三種：

大幅改善、有改善但異於預期目的、部分改善仍有進步空間（表十九）。 

表十九、結果偵察有改善之中高齡員工一覽表 

項目 類別 人數 受訪者 

有改善 

大幅改善 4 阿真、阿員、阿珅、阿慧 

有改善但異於預期目的 1 阿真 

部分改善仍有進步空間 3 阿真、阿珅、阿慧 

1. 大幅改善：四位受訪員工皆提到無論是自行設法改善或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

在工作上的困難都有明顯的改善情形。 

例如阿真提及使用檯燈後的情形時就說： 

「你看…固定有在用…覺得檯燈增加照明真的有差很多…稍微如果

看不到，我就可以壓下來一點，如果我要照螢幕，那我就可以轉。」 

而阿員在試坐新椅子時則說： 

「當然這比較舒服啊，哈哈…腰，有一個支撐，在這邊（舊座椅）是整個背會在

那個椅背，那在這邊（新座椅）的話就變有一個曲線這樣子…所謂的

人體工學這樣子卡在那個腰的部分。」 

阿珅提到用自己改造後的工具工作時是說： 

「那散達（拋光研磨機）的頭，這個頭也都是自己再把它改過啊…才能夠夾這個

你需要的頭…要覺得好用，能夠立即可以克服你現在、以後面對，可

能會時常碰到的問題。」 

阿慧則是提到前次職務再設計補助的電子游標卡尺及檯燈： 

「（電子游標卡尺）一定要用，非用不可…像這個老花眼的，最好是

要用這種的…這個很、很清楚。…想說就裝看看（檯燈），啊真的有

幫助…真的改善很多。」 

2. 有改善但異於預期目的：針對前次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服務介入時給予的螢

幕型放大鏡，使用上確實有所幫助，但實際使用者是同事而非原先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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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真解釋原因為： 

「應該是有散光，我有散光再加上那個放大鏡，它放大出來看螢幕，

眼睛很累…因為我只是有一些東西需要放大，而不是全部放大啊…剛

好我們小姐說，她也快四十（歲）了，先拿去試看看，OK 啊她就拿

去用了。」 

3. 部分改善仍有進步空間：有三位受訪員工都認為在介入後工作狀況有所改善，

但希望改善幅度能更為提升。 

例如阿真試用文鎮型放大鏡時就說： 

「這個放大鏡很好用，可是有一個缺點就是說，因為我要移來移去，

怕把它焦點移走，如果沒有長條狀的，那這一個是 OK 的。」 

阿珅針對自己調整與模子的相對高度部分則說： 

「那盡量調整模子放的高度嘛，還有椅子的高度這樣…工具鐵分高啊低啊，自己

去調啦…自己想辦法克服...椅子自己坐的，如果要坐低一點這樣（橫

放），要坐高一點坐這樣（直放）…因為那個有時候是，你會屈就沒

辦法。」 

阿慧以既有的保麗龍盒當腳踏墊時是說： 

「因為我們比較矮嘛，所以我椅子墊高啊腳就墊高一點…不然腳就踮

整天是要怎麼…太高也沒辦法啊，能找到什麼就用什麼。」 

二、 沒有改善 

無論是自行設法改善或尋求職務再設計協助，有些介入方法可能因為與原先

工作習慣有出入，因此個案放棄使用，或是個案認為不適用、使用上造成困擾而

未繼續使用（表二十）。 

表二十、結果偵察沒有改善之中高齡員工一覽表 

 

1. 因不習慣而失用：有兩位員工在受訪時有提到此情形。 

例如阿真對於使用 Excel「凍結欄位」功能時的困難是： 

項目 類別 人數 受訪者 

沒有改善 
因不習慣而失用 2 阿真、阿慧 

不適用 1 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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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有時候真的，沒有常用就會忘記…又不好意思問很多次，自

己就乾脆在那邊摸摸摸。」 

而阿慧則說明了過去曾換用雙螢幕又放棄的原因： 

「一下子要移這邊一下子要移那邊，有時候要 delete 結果刪錯了，或是有時候要

delete 結果把它存起來...我們都習慣用這邊嘛（鍵盤左下部各控制鍵）

啊移來移去剛好跳到這邊然後可能就存錯了這樣。」 

2. 不適用：在此研究中主要是程式設計技術員阿員有此情形。 

阿員提及前次接受職務再設計服務使用檯燈及螢幕型放大鏡時說： 

「一拿來一下子會覺得，雖然有幫助，你看螢幕是很清楚，但是你如

果離開了，講實在話因為…現場的光線本來就不是很足，那個照度差，

所以導致不是很舒服，會頭暈、暈眩，包括那個放大鏡一來，喔那個

很有壓迫感啊，所以就沒有用了。」 

 

肆、小結與省思： 

此次主題探討中，本研究團隊藉由與員工進行深度訪談，除了可由員工角度

直接了解其在各自職場上面臨的問題或困難之外，同時也能得知員工是否已有嘗

試過自行設法解決、用什麼方式改善、若未獲改善的可能原因等等。例如本案的

中高齡員工，主要需求都在於改善視力或肌肉骨骼方面的問題，但以電腦繪圖及

程式設計兩職位而言，離開電腦就無法工作，毫無產值可言，雖然個案有自行配

製新眼鏡、下班後除工作上的聯絡外不使用手機等方式保護自己的眼鏡，專案單

位及輔導委員也建議添購更大尺寸的螢幕、調整正確的桌椅相關高度及距離等，

但實際上礙於工作性質必須長時間面對電腦螢幕，可改善或降低眼睛負擔的程度

確實有限。 

此外，在本主題探討中還能發現職務再設計專員提供相關衛教與改善工作方

法建議的情形，因過去職務再設計成果常著重於經費核銷內容，往往最後僅呈現

已核銷補助的品項，服務過程中所提供之專業建議與低成本職務再設計之改善內

容則常被忽略；而在本主題探討中可發現，程式設計技術員起初並不認為自己的

工作姿勢有問題，目前為止也確實未造成身體上的明顯不適，但在專員給予正確

坐姿衛教並提供人體工學椅試用後，該員工才明顯體會以正確坐姿進行工作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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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提升舒適度與耐力；而專員也針對保護眼睛給予衛教，例如四十分鐘要休息五

分鐘，雖然在實際執行上，或許會因為工作進度壓力，需延長至五十分鐘、一小

時才能休息幾分鐘，但至少提醒個案需固定時間讓眼睛休息，而且這確實也需要

雇主端的配合方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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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檢核與省思 

本節則依照前述與事業單位需求訪談內容、中高齡員工案例報告、質性訪談

內容交叉分析，並搭配就業中心就業輔導員訪談摘要、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審查核定資料與過去文獻進行三角驗證，針對本主題探討之研究目標進行檢核並

提供研究者的省思。 

一、職務再設計服務後對於中高齡員工與企業之影響 

1. 核定補助： 

106 年 9 月 21 日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第 3 次審查會依照 105 年 4 月 12 日修訂

之「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補助標準參考表」內容進行核定，補助 27 吋電腦螢幕、

德製尺狀放大鏡、德製文鎮放大鏡、氣動螺絲扳手、電子游標卡尺、半電動堆高

機、電子磅秤油壓拖板車 2000KG、PU 圓椅等就業所需輔具共計 11 種品項，22

項次，總核定金額為新台幣 104,945 元，補助比例為 38.5％（如表二十一），對

比 103 年申請記錄（如表八），總補助項次為 10 項，總核銷金額為新台幣 108,040

元，補助比例為 66％，整體補助比例有下降（由 66％→38.5％）；而從核定內容

來看，103 年補助較多屬於省力工具，例如氣動攻牙機、電動堆高機、傾倒式畚

斗台車，而本次補助則新增較多以員工為中心之改善項目，例如依照不同作業需

求之電腦螢幕、因應帳務核對需求之放大鏡以及可依照不同作業高度調整之 PU

圓椅。可知道本主題探討不同於過去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補助案，乃在提供以員工

為本之職務再設計改善模式，依照個別員工於工作中所遭遇之實際問題進行的整

體改善，項目也非僅限於事業單位起初所提出之品項，還加入各職務再設計專員

於過程中發掘的需求與創意改善項目。雖然各職務再設計專員於服務過程中所提

供的建議不能完全由補助項目中呈現，有部分工作環境調整與改善工作方法也無

法取得對應的補助項目，但本次主題探討確實可呈現因中高齡員工工作所需之整

體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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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核定清冊 

申請補助項目 單

位 

單價

(含稅) 

申

請

數

量 

申請金額

(含稅) 

核

定

數

量 

核定

補助

比例 

核 

定 

金 

額 

是

否

回

收 

27 吋電腦螢幕 

(ASUS PB27U IPS 面板 4K 

LED) 

台 $25,830 2 $51,660 2 40% $20,664 否 

27 吋電腦螢幕 

(ASUS VC279H IPS LED) 

台 $9,030 2 $18,060 2 40% $7,224 否 

德製尺狀放大鏡 

-33cm 

台 $1,500 2 $3,000 2 100% $3,000 是 

德製文鎮放大鏡 

-80mm 

台 $2,500 1 $2,500 1 100% $2,500 是 

德製文鎮放大鏡 

-95mm 

台 $3,000 1 $3,000 1 100% $3,000 是 

氣動螺絲板手 

（3/4 吋 PW-262） 

台 $6,930 1 $6,930 1 40% $2,772 否 

電子游標卡尺 

（150x0.01m/m） 

只 $3,675 7 $25,725 3 100% $11,025 是 

電子游標卡尺 

300x0.01(防水防油) 

只 $12,600 7 $88,200 4 40% $20,160 否 

半電動推高機 

-1000KG 

台 $39,900 1 $39,900 1 40% $15,960 否 

電子磅秤油壓拖板

車 

-2000KG 

台 $33,600 1 $33,600 1 40% $13,440 否 

辦公椅 張 $4,400 5 $22,000 0 0% $0 否 

PU 圓椅 張 $1,300 4 $5,200 4 100% $5,200 否 

總計   34 $272,575 22  $10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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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以個案為本的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改善思維也可於事業單位需求訪談與

中高齡員工案例報告中看出端倪，以電腦程式設計師阿員為例，雖然原先自身並

未意識到不良的工作姿勢可能造成的肌肉骨骼危害風險，但經過職務再設計專員

提供合適的人體工學椅試用後發現，有良好的軀幹支撐與標準姿勢的確可以減少

其長期使用電腦的肩頸酸痛，雖然後續審查會議之決議並未支持補助該品項而認

為乃雇主應負自行改善之責，但經過本服務團隊的評估、試用與使用指導，事業

單位代表也表示將積極思考購置合適的人體工學椅，予長期使用電腦的中高齡員

工。 

此外，於參與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審查會議的經驗，也可得知經由職務再設計

專員介入的效益，由核定清冊（表二十一）可知電子游標卡尺申請數量，無論是

一般款式或是防水防油款式皆為 7 只，顯示事業單位代表沿用過去申請的經驗，

採用「數人頭」的方式申請，除了採購與程式設計工作較不需使用游標卡尺的員

工外，其餘中高齡員工皆申請一般型與防水防油款式電子游標卡尺。經本次職務

再設計專員完整的需求訪談與工作分析後，釐清因模具技師現場作業需使用潤滑

油，103 年採購之電子式游標卡尺可能因油滲入而損壞，因此 4 名中高齡模具技

師才需配置防水防油款式，而電腦繪圖員工雖也需要使用電子式游標卡尺，但作

業環境不需使用潤滑油，因此僅需 3 只一般型電子式游標卡尺。本此藉由職務再

設計專員協助確認實際需求數量，釐清中高齡員工需求與雇主自行應負之責任後

再行補助，這也是過去轄區內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服務較難呈現的內容。 

綜合上述內容我們能夠發現，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雖然於前端已聘請經驗豐

富的職務再設計輔導委員進行職場訪視，然較細緻之工作分析、就業輔具試用與

個別需求確認仍須交由職務再設計專員後續介入，如此方能確保中高齡員工的需

求被滿足，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就業輔具浮濫申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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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高齡員工與事業單位的職務再設計選擇： 

由事業單位需求訪談與中高齡員工需求訪談內容可知，中高齡員工獲得職務

再設計資訊來源普遍來自雇主，藉由雇主端詢問相關需求，中高齡員工才知道這

樣的服務計畫，甚至部份員工在申請的就業輔具或工作設備導入後才知道獲得職

務再設計服務；而在服務的過程中，中高齡員工對於職務再設計的需求表達也較

為被動，經常選擇自行改善（如表十六）或甚至不予理會（如表十八），經職務

再設計專員介入後釐清自身需求進而提出補助申請；而事業單位於 6 月 23 所提

出之申請項目（如表十一）與審查項目亦有差別，例如 PU 圓椅於申請時並未發

現有此需求，後續經職務再設計專員評估並提供試用後提出，顯示經由職務再設

計專員介入後可提供多元改善方案以做選擇，並非僅單純確認申請需求而協助補

助與後續核銷。 

過去研究發現中高齡員工所反應的職務再設計需求多與就業相關輔具有關

（郭振昌，2015），對於軟體需求的認知較少，例如：輪班機制、職務調整、勞

動條件及相關權益等。本次主題探討可看出職務再設計介入後，全面性考量其目

前生理功能、工作環境、工作方法、休息時間調整等整體改善的雛形。以電腦繪

圖工程師阿慧為例，於 5 月 16 日需求訪談時得知疑似因老花退化導致進行繪圖

作業時常引起眼睛酸澀甚至頭暈目眩，無法支持長時間使用，影響其工作表現甚

鉅，後由專案單位聘請視光學專家至職場實地訪視，並協助確認新配置眼鏡於職

場使用的效果，並針對後續就業輔具提供具體建議，應提供抗藍光且不閃屏之

27 吋螢幕以延長其工作持續時間；於辦公空間，由於個案目前使用之桌椅不符

合其人體工學，因此職務再設計專員除了協助進行人體工學椅之試用外，也針對

其身形量身訂製兩種高度腳踏墊以確保其坐姿可維持自然正中位置。 

此外，本主題探討也可看出職務再設計改善過程中，不同改善策略討論的過

程，例如採購阿真於一開始的需求乃是大尺寸螢幕（期待有 32 吋），其需求主訴

乃是因為其採購清單使用 Excel 表來作業，但表單欄位很多，若能夠使用大尺寸

螢幕則可以減少滑鼠滾動而造成眼睛追視困難，除了教導其使用「凍結窗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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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外，針對報表印出之核對困難，也提供尺狀放大鏡協助，可有效閱覽整排表

單，也有助於與上司間溝通。 

3. 職務再設計改善成果： 

截至 11 月 8 日為止，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已依照 9 月 21 日審查核定

之內容完成部分採購程序，長尺型及文鎮型放大鏡已採購完畢，而氣動螺絲板手、

電子游標卡尺、半電動推高機及 PU 圓椅已向廠商訂購，但有些品項尚未到貨，

至於 27 吋電腦螢幕因為核定結果是補助四成，公司仍未決定是否要採買，人體

工學辦公椅則因未通過補助，因此確定不添購。 

而本專案單位服務團隊亦藉由訪談，了解事業單位代表與受服務之中高齡員

工對此次服務之感受與想法，簡述如下： 

(1) 中高齡員工：詳見附件 9 

四位受訪員工皆認為無論是在需求訪談或實際介入時，職務再設計服務都確

實使自己工作上的問題有所改善，包括放大鏡、腳踏墊或游標卡尺等都減輕了員

工的負擔，其他即使沒有實質上獲得補助品項的部分，也在專員給予衛教時，學

習到一些正確的觀念，例如工作時的姿勢問題、適度休息以避免累積性肌肉骨骼

傷害等。不過其中電腦工程師阿員因為座椅補助未通過，而螢幕只補助四成，公

司尚未決定是否採購，因此覺得與預期結果有很大的落差。 

(2) 事業單位代表：詳見附件 10 

事業單位受訪時則表示，「需求訪談」提醒了公司原本沒想到的地方，幫助

其注意先前未察覺的部分，是很不錯的方式，而員工在接受職務再設計服務後，

工作時舒適度提升，效率就跟著提高，整體工作表現確實是更好。至於服務流程

方面，則建議申請需求文件應簡化，尤其是金額超過 1 萬元之項目應取得三家以

上報價單之規定，的確會造成申請過程困擾，因為部分特殊規格品項經常因為販

售廠商較少或可近性不高而難以取得足夠數量估價；此外，估價單如果可以用傳

真或電子郵件寄送取代原先之正本文件，將有助於降低申請時之行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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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務再設計滿意度調查： 

表二十二、雇主與申請個案之滿意度調查結果 

項目 
很不滿意 不滿意 滿意 很滿意 

雇主 個案 雇主 個案 雇主 個案 雇主 個案 

服務態度之滿意程度  0  0  0  
4 

(100%) 

專業能力之滿意程度  0  0  
2 

(50%) 
 

2 

(50%) 

服務效率之滿意程度  0  0  0  
4 

(100%) 

所提出建議或策略之滿意程度  0  0  
3 

(75%) 
 

1 

(25%) 

遭遇困難改善之滿意程度  0  0  
3 

(75%) 
 

1 

(25%) 

評估時程之滿意程度  0  0  
2 

(50%) 
 

2 

(50%) 

行政流程之滿意程度  0  0  
3 

(75%) 
 

1 

(25%) 

本次整體服務之滿意程度  0  0  
2 

(50%) 
 

2 

(50%) 

依據回收之滿意度調查問卷可知，雇主在服務態度、專業能力及服務效率方

面表示很滿意（佔全部項目 37.5%），其餘項目則為滿意（佔全部項目 62.5%）。

至於中高齡員工對於職務再設計人員之服務態度及服務效率則為很滿意（100%）；

而針對專業能力與評估時程部分，有兩位員工表示滿意（50%），兩位員工表示

很滿意（50%）；對於所提出之建議或策略、所遭遇困難之改善以及對行政流程

方面，則有三位員工表示滿意（75%），一位員工表示很滿意（25%）。對本次職

務再設計之整體服務部分，雇主感到滿意，中高齡員工則有兩位覺得滿意（50%），

兩位覺得很滿意（50%）。其中在針對所提出之建議或策略、遭遇困難之改善以

及對行政流程之滿意度方面，有較高比例僅為滿意而非很滿意，則顯示或許在這

些項目仍有改善空間，例如因部分申請項目未通過補助而未獲得改善、行政流程

可再簡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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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流程分析： 

本次主題探討之職務再設計流程乃依據雲嘉南區現行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流

程圖（如圖五）進行，也藉此重新檢視目前流程上是否可能有改善的空間。 

1. 用人單位提出申請： 

本次主題探討於 106 年 2 月 6 日確定研究場域後，隨即以電話聯繫事業單位

代表告知研究目的，並通報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以進行開案程序，事業單位

於 6 月 23 日備齊申請文件，就業中心進行開案申請，此案正式進入申請作業流

程。 

根據就業中心就服員訪談記錄，曾於今年 2 月 16 日安排了一次訪視，同時

介紹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與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專案，但在提送申請

單時與廠商往返聯繫較多次，主要是在協助廠商修改申請單，檢查是否填寫正確、

員工是否符合資格、有無錯漏處等，資料齊全統一匯整後便簽文送至分署以完成

開案作業。 

2. 事業單位需求訪談： 

確認事業單位已進行開案申請程序後，為求充分了解其中高齡員工之職

務再設計需求，本研究團隊於 5 月 16 日安排初次需求訪談，聯合雇主代表、

中高齡員工、斗六就業中心就服員及職務再設計專員共同實地勘查。 

3. 書面資格審查： 

本階段需由就業中心進行資格審查後再送簽至分署。根據文件記錄，本

專案單位於 6 月 27 日收到分署承辦通知後，即安排職場訪視。 

4. 就業中心承辦人協同專案單位與委員訪視： 

本專案單位於收到分署承辦通知後，便協調輔導委員、就業中心承辦人

與職務再設計專員訪視時間，於 7 月 3 日共同前往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進行訪視。 

5. 依照委員評估建議，協助申請單位填具經費估算表： 

於輔導委員職場訪視並擬定職務再設計輔導策略及建議改善方案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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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工作會議討論（參照附件 11）內容，各負責專員依不同工作場域劃

分並進行細部工作分析與職務再設計評估，針對各中高齡員工需求，提供就

業輔具試用、跨專業評估、量身訂製輔具製作等服務介入。根據文件記錄，

總計進行 9 人次職場訪視、提供 7 人次就業輔具試用評估，總計共試用 9

項輔具，並個別進行需求訪談，至 8 月 31 已全數完成相關改善試用與計畫

擬定工作，期間需時 1 個月又 3 週。再由就業中心業務輔導員協助申請單位

填具經費估算表。 

6. 召開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審查會： 

於 9 月 21 日召開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第三次審查會。 

7. 分署發函告知核定結果與內容： 

於 9 月 26 日由分署發函告知事業單位核定結果與內容。 

8. 依核定結果及預定期限內執行： 

根據上述流程分析我們可知整體時程花費最久是在開案階段，經本專案

單位服務團隊多方了解發現，三到六月乃是模具產業之旺季，訂單需求旺盛

因此事業單位主管無法立即處理職務再設計申請作業；此外，此間文件往返

聯繫較多次，主要是在協助廠商修改申請單，檢查是否填寫正確、員工是否

符合資格、有無錯漏處等，因而導致申請時程較長。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主題探討新增的需求訪談獲得事業單位代表與就業

中心業務輔導員好評，尤其本次就業中心負責之業務輔導員認為： 

「一般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是送出申請單後，協調好職務再設計專案單

位之主責專員及輔導委員的時間後就直接前往職場訪視，有時候各事

業單位不一定能夠很明確的知道員工的需求為何，若能像此案在輔導

委員進駐前，就先安排一次需求訪視其實是很不錯的方式，藉由職務

再設計專案單位事先協助廠商釐清問題及需求，對廠商而言應有很大

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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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題探討亦發現，經費估算表之擬定所需時間較長，因職務再設計專員需

完成職場環境分析、工作分析、輔具試用、工作模擬、量身訂製輔具製作等步驟

後方能提供改善建議，爾後事業單位再依照建議於填具經費估算表，待估價完成

並回報就業中心後始得入審查會議核定。自 6 月起至 8 月底止，由 3 名職務再設

計專員與 1 兼任研究員密集訪視共計 9 人次，提供 7 人次就業輔具試用評估，總

計共試用 9 項輔具。若有多家事業單位同時提出職務再設計需求，以現有專案單

位服務團隊之人力物力恐難以支應。因此未來應思考任務分配與合作模式，如此

才能放大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能量並提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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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分為三部分，第一節將綜合研究結果與省思的脈絡，依研究目呈

現研究的結論，第二節則依研究結果、討論提出建議，第三節則是研究限制

與未來方向。 

第一節 結論 

壹、職務再設計服務後對於中高齡員工與企業之影響： 

由第四章各節內容可了解經與事業單位代表與中高齡員工的需求訪談後，

由職務再設計專員之生理功能評估、工作分析、就業輔具試用、與後續介入的

過程。而後經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審查會議後核定，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計可獲得之補助項目為：27 吋電腦螢幕、德製尺狀放大鏡、德製文鎮放大鏡、

氣動螺絲扳手、電子游標卡尺、半電動堆高機、電子磅秤油壓拖板車 2000KG、

PU 圓椅等就業所需輔具共計 11 種品項，22 項次，總核定金額為新台幣 104,945

元，補助比例為 38.5％，平均每人可獲得新台幣 11,660 元補助。前述項目也非

僅限於事業單位起初所提出之品項，由中高齡員工案例報告中也可看出經由職

務再設計介入前後，事業單位於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申請項目的轉變，由之前較

屬於共通設備之需求，後續則加入以中高齡員工需求為中心的改善項目。 

除了獲得上述補助之外，在中高齡員工接受職務再設計後的訪談中發現，

除了輔導委員所擬定職務再設計輔導策略及建議改善方案之外，職務再設計專

員於過程中針對中高齡員工之的個別需求分析與改善計畫擬定，確實可呈現因

中高齡員工工作所需之整體改善建議，例如工作環境的人因工程改善、工作姿

勢調整、以及相關衛教與輔具使用指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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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擬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行動策略並改善轄區內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流

程： 

由第四章有關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流程分析結果可知，本次主題探討於

整體時程花費最久乃是在開案階段，提出申請與備齊文件共計花費四個月餘，

這與事業單位申請之主動性有關。其次則是輔導委員訪視後至協助事業單位填

報經費估算表的過程，需花費 1 個月餘，但期間經過職務再設計專員多次職場

訪視，由輔導委員的輔導策略及建議改善方案出發，進行更細緻的職場環境分

析、工作分析、輔具試用、工作模擬、量身訂製輔具製作等工作，並提供 9 人

次、9 項次之就業輔具試用。經過上述工作才能釐清其職場需求並提供改善方案，

之後事業單位再依照建議於填具經費估算表，待估價完成並回報就業中心方得

入審查會核定。然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必須經過雲嘉南分署特定對象及學員輔導

科承辦、各區就業中心業務輔導員與本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三方通力合作，部

分流程還須共同討論以縮短作業時間，尤其是職場訪視可於事前相互通知，除

了可節省與各事業單位溝通聯繫的時間，也可避免就業中心業務輔導員與職務

再設計專員多次重複訪視而造成申請單位的負擔。此外，也應簡化中高齡職務

再設計申請流程，例如報價單之張數與檢附方式，如此將有助於縮短申請時間，

也有助於提昇各事業單位的申請意願。 

本次主題探討與過去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案例最大不同乃在於輔導委員

正式訪視前先進行事業單位需求訪談，藉此能有效增進事業單位對於職務再設

計改善項目的了解，並可於提供輔導委員最新資訊，避免當天訪視卻對申請單

位需求一無所知的窘境。並透過職務再設計專員協助中高齡員工對職務再設計

需求的了解。過去研究也曾發現，現行服務駐點時間短，無法了解各事業單位

實際工作流程，難有實質改善內容形成，也期待藉由本主題探討拋磚引玉，共

同研擬可行的事前需求內容取得方式，以提昇轄區內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能

量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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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發展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輔導案例，提供未來服務之參考： 

本主題探討在計畫之初，即是期待藉由本次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高

齡職務再設計申請案的服務過程，提供轄區內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相關專業人員與

廠商能夠了解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介入方式與改善成果。服務的過程也發現，

不同產業類別與工作型態，其職務再設計需要思考的面向其實不盡相同，以往在

事業單位申請前端或有各區業務單位輔導人員前往企業協助，但多半僅限於行政

或較粗淺的申請建議，無法深入了解各企業服務流程及實際需求，且事業單位多

半不了解職務再設計改善之精神，故直接申請實體的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或提供

就業輔具等項目，而沒有看到真正工作流程改善或相關人力協助等配套進入。以

本主題探討內容為例，即使相同廠商與相同工作場域，其職務再設計之個別需求

也有所不同，若僅從年齡、職位、或是工作型態等面向試圖區分需求並明確定可

補助項目，則可能流於見樹不見林的片段補助方式，而沒有達成整體改善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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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加強與就業中心資訊連結，建立專案管理機制： 

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需各就業中心就業服務員、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與雲

嘉南分署三方通力合作才能運作順暢，未來應建立專案管理機制，相互了解彼此

服務進度與規劃，除了可節省與事業單位溝通聯繫的時間，也能減少多次訪視造

成申請單位的負擔。 

貳、釐清補助規範，建立轄區內補助共識： 

目前全國各區執行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相關補助審查標準中，對於各補助項目

是否屬於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規範為雇主應負擔責任，或是否相互牴觸與納入補助

尚未有共識，而本主題探討過程也的確出現部分申請項目因牽涉雇主應負擔責任

之疑慮，後考量轄區內補助慣例而未補助。職務再設計改善之補助的確未能如同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所制定之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基準表內容一般，依

照身心障礙者或中高齡者之障礙類別與程度，訂定相應的補助相關規定，也可參

考其他分區做法，邀集專家學者訂定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訪視注意事項，並於該

年度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服務開始前針對服務相關專業人員行前說明，如此將有助

於釐清補助規範，並建立轄區內補助共識。 

參、思考中高齡員工特性，發展職務再設計創新補助方式或獎勵措施： 

目前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補助項目多集中於提供就業輔具與改善工作設計與

機具，較少針對員工工作做適性安排，因此除了企業與中高齡員工所提出之需求，

如簡化申請流程、提供增進工作效能之實例等，但依現行補助作業方式無法提供

實質獎勵，103 年台灣中高齡勞動力分析之研究中亦指出，政府補助資源有限，

例如只有一年十萬元的補助，造成企業部門不願意花時間、金錢來重新規劃工作

流程；而其他彈性工時或輪班機制等中高齡勞工友善措施，目前也缺乏補助方式

或獎勵措施，目前已看到中彰投區可針對「調整工作方法及流程」、「改善工作條

件」及創新現有職務再設計提供加碼補助標準，但實際誘因仍不甚多，建議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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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國外相關獎勵方式，例如新加坡補助自動化設備、諮詢經費、新進用年長員工

職能評估費用、彈性工作安排補助等。 

肆、結合現有職務再設計相關資源： 

目前國內中高齡促進就業相關資源不少，例如：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僱

用獎勵津貼、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微型創業鳳凰計畫、多元就業開發計畫案、

名師高徒計畫等。而今（106）年初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也邀集產、官、學

界共組「中高齡企業輔導團」，結合各領域專家到企業評估分析並提供建議方案，

其中便包含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概念，若能將相關資源進行整合並彼此支援互補，

除了可避免各事業單位混淆各方案目的，更可發揮加成效果，將現有中高齡就業

服務資源之效益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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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壹、研究限制： 

一、 研究時程較短，難以蒐集完整資訊： 

職務再設計介入後各改善項目之成效並不一定立即可見，尤其本行動研究

強調以個案需求為中心之改善策略，除了輔具介入外更提供改善工作方法與職

場衛生教育知識，尤其於事業單位開案過程中遭遇申請作業遲滯影響，於 6 月

份方得實際提供服務介入，而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第三次審查會議於 9 月 21 日召

開，整體介入時程較過去服務經驗的確較長；此外，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也應是

不斷改進的過程，因研究時程限制，本研究團隊難以持續追蹤各項改善項目之

實際使用情形。 

 

貳、未來方向 

一、 針對中高齡職務再設計進行長期性實務及政策研究： 

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是目前能見度高的就業促進方式，未來應啟動全國性長

期追蹤型研究，廣泛收集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介入後相關影響因子，並針對後續

就業情形與中高齡勞工健康相關指標進行分析比較，如此方能確知目前執行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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