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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中高齡者人口比例逐年上升，代表台灣勞動力市場的年齡

層也跟著改變，本研究藉由設計「工作改善評量表」來瞭解勞

工身心健康工作狀況，提供作為改善勞動條件及促進職場健康

等措施之重要依據，降低勞工在工作環境中遭受到職業傷害，

同時透過職務再設計及工作流程的改造，對事業單位進行現場

輔導改善工作。 

•     表單之基本設計參照國外已發展成熟的表單，並根據國內

研究、專家建議及實地訪廠經驗重新設計成適合台灣的版本，

並附上使用說明手冊及改善建議表，幫助就輔員改善勞工的作

業環境。 



工作改善評量表 
• 工作改善評量表A： 此表是關於勞工工作能力的評量，幫

助了解中高齡勞工工作的整體狀態及能力，作為勞工現在

工作整體情況的參考。 

• 工作改善評量表B： 此表同時考量工作所需求的能力和被

評估者的工作能力，幫助我們找尋勞工工作時不舒適的部

份或環境因素，並提供輔具以提升勞工的工作能力。 



1. 參照相關研究將芬蘭WAI翻譯成工作改善評量表A 

2. 依據研究分別計算不同年齡層的工作能力對比表 

3. 新增上方填寫公司及勞工基本資料處，以更客觀

地評量勞工的整體能力 

4. 新增第二頁之說明，讓就輔員更了解此工作評量

表A、B的使用方法。 

5. 評等的目的在於了解勞工之整體狀況，若評等為

「弱」，則應積極改善此勞工之工作站條件 

工作改善評量表A修改過程 



1. 參照研究將德國IMBA翻譯成工作改善評量表B 

2. 更改問卷架構，將工作能力及工作需求合併成同一份表格，方便就輔員對照及填寫。 

3. 更改問卷分類項目：A勞工體能評估、B環境評估，刪除不客觀的心力評估部份。 

4. 用詞修改及單位修正，增加項目抬舉及搬運的重量及距離之填寫位置。 

工作改善評量表B修改過程 



訪廠實例 

公司 工作站內容 工作改善評量表A
結果 

工作改善評量表B 
結果(待改善項目) 改善建議 

A公司 1.線切割 36(中等) 
站(hr./天)、彎腰(hr./天) 勞工在等待加工時，宜進辦公室坐著進

行其他作業。 40(良) 
2.濾網品檢 36(中等)     

B公司 1.組裝作業 
40.25(良) 

站(hr./天)  
彎腰(hr./天) 
軀幹(轉身次數) 
手／手指(hr./天) 
靠身體推／拉 
手指靈活度 

坐姿與站姿時間針對不同勞工進行彈性
調整、改善工作環境配置、改變工作形
態與內容、降低工作環境噪音。 41(良) 

44(優秀) 

C公司 
1.膠囊填充 

41.5(良) 站(hr./天)、 
擴增高度可調整的高腳椅、增加休息時
間與次數、推車取代徒手搬運 

41.5(良) 手／手指(hr./天) 
  抬舉(公斤/次) 
  搬運(公斤/公尺) 

2.膠囊包裝 44(優秀) 
步行(hr./天) 在無塵鞋內加上較舒適的鞋墊 46(優秀) 

下表為本研究實地訪廠之結果整理，詳細內容請參閱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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