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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人口結構改變，提高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的勞動參與率已是世界趨勢。勞動部於

2023年11月6日舉行「2023促進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就業暨世代合作績優獎、職務再設

計競賽」頒獎典禮，希望透過得獎單位及得

獎者在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的佳績，

鼓勵更多事業單位運用職務再設計來減輕員

工工作負擔，共同建構友善就業環境，積極

進用「壯世代」員工，共融共榮。

勞動部長許銘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長蔡孟良，以及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長官齊

聚。許銘春在致詞時表示，勞動部這三年來

積極推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讓中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提升至66.55％，高

齡者的勞動參與率也來到9.91％，分別較專
法施行前成長2.35及0.79個百分點，這是政
府與企業持續共同努力的成果。

銀髮就業成潮流　獲獎單位各自出招
搶人才

「壯世代已成為我國勞動市場中重要的
人力資源」許銘春指出，獲獎單位不分規
模，皆已洞見未來趨勢，主動推動對壯世代
員工友善的措施與環境，重視並善用他們的
智慧及經驗，使企業持續穩定經營成長。在
大型企業中，台北天成大飯店運用多元人力
平臺招攬中高齡人力，透過職務再設計提供
妥適輔具，且在疫情期間不資遣、不減薪，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台灣無印良品則成立

邱琮皓｜採訪撰文

「世代合作績優獎　職務再設計競賽」 
青銀共融樹立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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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合作績優獎　職務再設計競賽」 
青銀共融樹立新典範

「50+友善小組」，將進用中高齡人力列為年
度目標。全家超商制定中高齡人力政策及管
理辦法，成立示範推廣店，鼓勵加盟店主仿
效共同打造友善銀髮門市。麥當勞（和德昌
公司）也開創了「正職服務員」跨部門組織
招募專責小組，運用「好彈性、好穩定、好
保障」三好制度，穩定留用中高齡人力。

非營利組織及機構同樣致力於提供友善
措施，例如切膚之愛基金會以明確的態度完
整落實中高齡友善就業制度，配置工作輔具
包降低職災機率。中小型的非營利組織也沒
有缺席，花蓮善牧中心在中高齡就業領域已
持續努力超過15年，不僅提供中高齡員工
優於市場的進修辦法，還對高齡員工提供職
涯規劃。

今年首度新增的世代合作績優單位獎獲
獎單位花蓮慈濟醫院，則基於「以人為本」
的價值觀建立了「黃金人口人才庫」，力推
退休同仁回聘制度，努力延攬優秀中高齡醫
療人才。而為東臺灣培才、留才，帶領花蓮
慈濟醫院走向青銀共榮的院長林欣榮，也獲
得了績優人員獎。

另外，在績優人員獎中，還有屏東縣私
立椰子園老人養護之家主任蔡秀蘭，以及誠
諾工程經理洪淑貞，將協助中高齡就業視為
不斷前進的動力，以中高齡需求為出發點建
立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管
理系統，積極協助公司引進中高齡員工。

改善工作流程排除障礙　打造友善環
境提升留任率

許銘春表示，「職務再設計」是企業善
用人力的好幫手，透過改善工作流程、調整
工作方法及提供就業輔具等方式，能協助壯

世代排除障礙，促進企業提升工作效率，因
此鼓勵各事業單位積極運用。

今年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組得
獎作品不僅深具創意，同時也看得見企業投
入職務再設計領域的努力。例如得獎作品
「一觸即發－自動化添加稀釋劑改善」，是
燁輝企業的員工考量到公司作業員多為中高
齡勞工，廠內最辛勞且最希望能優化的就是
油漆添加稀釋劑的攪拌作業，為排除中高齡
員工的作業難題，以智慧型設計等進行開
發，將PLC電氣信系統、氣壓系統及稀釋
劑輸送管路等進行連結，透過控制盤面輸入
添加量及觸動啟動鈕，讓稀釋劑由管路輸送
至油漆桶，運用機械力協助中高齡員工添加
稀釋劑，不但減輕中高齡員工負荷，且有效
提升產能、節省經費成本，同時也使該作業
線人員離職率降低至0.71％，這些友善措施
幫助的不只是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也能有效
凝聚員工向心力及降低離職率，創造企業及
員工雙贏的成果。

▲ 勞動部長許銘春期許更多單位運用「職務再設計」，
打造壯世代勞工良好就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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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以
下簡稱花蓮慈濟醫院）承襲證嚴法師「以人為
本」的理念，在現任院長林欣榮的帶領下，
積極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就業，營造歸
屬感和成就感。透過訂定「黃金人口計畫」，
並設置「黃金人口人才庫」，推動退休同仁回
聘制度，讓退休人員仍能發揮專長。不只是
建構跨世代合作，更積極實現跨專業的合作，
因此在這次活動拿下「世代合作績優單位獎」
與「績優人員獎」雙獎，可謂實至名歸。

以人為本　花蓮慈濟醫院從「心」
啟動世代合作

打造花東地區醫療燈塔　黃金人才
成關鍵

花蓮慈濟醫院為花東地區唯一的醫學
中心，肩負指標性醫療專業與醫療服務的
重責大任。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表
示，慈濟醫院的醫療水準高、服務好，這
仰賴的不只是精良的機器，更重要的是
背後要有團隊，「但團隊不可能只靠年輕
人，更需要的是有經驗的人」。

林欣榮回憶，7年前剛回來花蓮慈
濟醫院時，國際期刊文章數量僅200篇，
「目標是要400篇、要翻倍」，如何在幾
年之間要把學術研究的文章翻倍，就必須
要將這些在研究上已非常有經驗的中高齡
及高齡人才集結起來，不只是醫師、護理
師，還包括放射師等相關醫技人員。

院長室醫務秘書李毅表示，「黃金人
口人才庫」顧名思義就是將中高齡及高齡
者視為黃金，「經驗」在醫學領域中是非

常重要的。他說，有不少醫師因年滿65

歲必須要退休，或是面臨人力新陳代謝必

須要轉至其他醫院工作，「但我們發現這

年紀的醫師經驗最豐富、研究能量最強」，

也會給予醫學生最棒的教學傳承，因此

花蓮慈濟醫院積極延攬各大醫院的黃金人

才。他說，這樣的理念吸引到很多很有愛

心的醫師，願意來到東部，或留在醫院繼

續發揮所長，更成為花蓮慈濟醫學系學生

的學習典範。

人力資源室兼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劉

曉諭解釋，醫院在2015年發現到人力招

募的困難後，在院長室主管的帶領下啟動

「黃金人口計畫」，針對院內同仁也啟動退

休回聘制度，請各部門主管了解每年符合

退休條件同仁的未來規劃，並設置心靈會

客室，透過8位心靈導師來輔導並陪伴其

職涯轉換，只要同仁願意在符合退休年紀

後繼續留任，一定會保障同仁各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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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代共融績效高　多代同堂成
典範

花蓮慈濟醫院許多部門都呈現了「多

代同堂」，在每一個單位都能感受到友善、

跨世代和諧與融洽、團隊凝聚力等職場特

質。能達到這樣的成果，林欣榮功不可

沒，副院長羅慶徽就是其中一位被積極延

攬的「黃金人才」。羅慶徽指出，即便從

西部縣市移居東部，有些生活適應上的不

習慣，但林院長充分授權，給予他很大的

信任感與發揮空間，讓他感受到非常被尊

重與重視其學術專業，也融入了慈濟醫院

大家庭。

不只是在臨床、教學與研究，花蓮慈

濟醫院人工智慧醫療創新發展中心（AI中

心）專員王志傑表示，在AI中心不只看見

青銀共榮，還有更多跨領域的合作。他指

出，醫院開發AI模型「資料標記」時，會

邀請資深臨床人員來協助，不僅讓建置模

型設計速度加快、精準度更高，開發巡房

APP時，年輕工程師也在資深醫師、護

理師協助下讓系統更完備。為因應護理人

力短缺問題，護理部主任鍾惠君表示，醫
院積極推動Skill-Mixed照護模式，安排完
成訓練的照護輔佐人員納入病房團隊，以
照護工作分級方式因應第一線護理人員的
照護負荷。長期照護部主任林宜靜更以全
國首創居家服務員OSCE情境模擬演練工
作坊，將居家服務常見問題撰寫成擬真情
境教案，讓較年長的居服員能演練照護專
業技能，也促進溝通技巧及突發狀況處理
能力。

花蓮慈濟醫院各單位充分運用能力互
補，透過青銀世代工作重組、混齡員工
團隊，讓每一個人可以適得其所的發揮能
力。為感謝全院同仁在這次「促進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就業暨世代合作績優獎」活動
中，總動員投入及努力，獲獎後，院長室
主管為同仁加菜7天，更親自下廚煮擔仔
麵，增添同仁的幸福感與向心力。林欣榮
也說，「每位同仁都是我心中的寶」，會
持續關照大家的需求，讓每位同仁在此安
居樂業、實現自我，不只是建構跨世代合
作、傳承醫療知識的基礎，更積極實現跨
專業的合作。

▲ 院長林欣榮攜手每一位員工共同打造青銀共融的職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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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台灣年輕人喜愛的台灣無印良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MUJI無印良品）來
台近20年，近年同樣受到高齡化趨勢影響，
展開推行完整的中高齡人力晉用政策，由人
才育成委員會成立「 50+友善小組」，以完
整的內部溝通計畫與貼心的職務新創措施，
讓中高齡人力發揮職場優勢，在這次活動中
拿下大型企業的「績優單位獎」，成為企業
表率。

打造全齡友善職場 
無印良品善用銀髮人才經驗鼓勵共同成長

MUJI無印良品從成立以來，即設立人

才育成委員會。人資總務部長林欣韻表示，

人才育成委員會以各個部門的部級主管為

當然成員，每三個月至半年召開一次會議，

擬定公司未來人才發展與運作的方向跟策

略，「50+友善小組」的組成即是因應勞動

市場變化策略小組之一。

MUJI無印良品員工平均年齡為30

歲，面臨高齡化趨勢公司也開始思考因應

措施。林欣韻解釋，這些年公司一直在

思考是否要籌組中高齡專責單位，「但公

司內部中高齡比例並不高，太刻意成立單

位，可能對於其他年齡層而言，相對不

太友善」，因此改成以「全齡為主」的友

善小組，針對不同年齡層會有的不同的課

題，就像是20歲、30歲、甚至50歲會

遇到的問題也大不相同，從中再細分不同

的主題，開辦活動講座、課程，來契合不

同年齡層的需求。

消弭刻板印象　壯世代員工發光
發熱

「 50+友善小組主要從2022年9月開
始展開」林欣韻表示，小組第一次開會
時，不只是中高齡夥伴想加入，聘僱中高
齡夥伴的門市店長也想加入，希望透過內
部溝通對工作方向有更清楚的認識。舉例
來說，2023年5月召開的「50+友善小組」
座談會上，來自各門市的夥伴們聚集在一
起，由中高齡夥伴分享求職經過、近期工
作經驗，也有聘僱中高齡夥伴的門市店長
來分享經驗，讓門市中還沒有中高齡夥伴
的店長可以理解中高齡夥伴的特長。透過
更多的認識，減少對中高齡同仁的認知偏
誤，消弭刻板印象。

過去對於中高齡求職者的刻板印象，
不外乎是體力差、能力定型等。林欣韻表
示，在這幾年聘僱中高齡夥伴的過程中，
發現很多投入服務業的中高齡者，由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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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沒有從事服務業的經驗，服務業對他
們來說，反而是一個全新的開始與嘗試。
對於擁有食、衣、住、行全方位商品的
MUJI無印良品而言，這些夥伴在相對擅
長的商品類別中，找到發揮的領域。在體
力部分，也可以從每日3至4小時的短工
時開始適應工作環境與節奏，逐步調整。

5年前MUJI無印良品從1,300位員工
僅7位中高齡員工、不到1％的員工占比，
到了2023年8月，中高齡員工共有117

位，人數占比逾8％，導入聘僱中高齡員
工的門市數量占比近8成。

為了讓中高齡夥伴更快融入職場，
MUJI無印良品也開始優化工作道具與設
備。林欣韻舉例，服務業在補貨時，通常
需要搬運重物，這對體力與肢體能力開始
退化的中高齡夥伴來說是一個生理上的挑
戰，但公司設計以「側開式附輪物流箱」
來承裝商品，利用箱體下方的輪子更方便
搬運移動商品，遇到商品要補貨或移動陳
列，也可以用側開箱體的方式，減少需要
將上方商品一一搬下才能補貨的問題，較
傳統補貨作業更為省力。

中高齡夥伴過去所累積不同的職場經
驗，也能在現有職場持續的發揮。林欣
韻分析，多數中高齡夥伴擁有柔性跟委婉
的待客技巧，顧客對應方式較年輕人更圓
融，工作準時且責任感、出勤狀況良好。
更特別的是，中高齡夥伴在銷售商品時，
可以帶入過去的生活經驗，與客戶有更多
共鳴。曾有過去從事飯店業的中高齡夥伴
在職場上展現優秀的外語能力，這些都是
在原本聘僱時沒有預期到的驚喜。

福利待遇一視同仁　中高齡主管暢
談升遷經驗

MUJI無印良品在聘用中高齡夥伴時，
並不會因為年齡而有薪資差距。林欣韻強
調，中高齡夥伴在MUJI無印良品擁有完
整的升遷管道，在2023年12月的50+友
善小組座談會上，將會討論中高齡夥伴留
任與職涯發展，以及蒐集職務再設計的相
關建議兩大主題，希望加入這些實際在第
一線夥伴的經驗，彙整出客觀意見與想
法、並思考未來可能性。

她也強調，這次座談會將會邀請3年
前、51歲時才加入MUJI無印良品的中高
齡夥伴分享職涯經驗，如何透過個人在工
作上的發現與成長，晉升成為門市主管。
讓新進中高齡夥伴了解公司在升遷管道上
是不分年齡、給予同樣公平的機會，讓中
高齡夥伴安心在MUJI無印良品的友善職
場上，開創第二個工作旅程。

▲ 公司設計以「側開式附輪物流箱」來承裝商品，
利用箱體下方的輪子使搬運過程更便捷。改良後
的物流箱讓中高齡員工補貨更省時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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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健康勞動環境　推動企業共襄
盛舉

為鼓勵業者與勞工共創優質職場，勞
動部於112年10月6日舉辦「職場人因危
害預防優良實務案例競賽活動」成果發表
會，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
職安署）署長鄒子廉親自頒獎，獲獎者包
含大型企業及中小型企業各6家，希望透
過績優單位的分享與展示，可以激發更多
創意，打造更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鄒子廉表示，在聯合國2030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每一項SDGs目標都需要工

作者來參與實踐，在因應我國現今少子

化、高齡化的環境下，為了保存珍貴的

勞動力，面對的挑戰就是如何維護工作者

的健康與安全。依勞工保險局職業傷病

給付人次近3年之統計數據顯示，在扣除

COVID-19後，肌肉骨骼傷害高達給付人

次的8成，為職業傷病之首；突顯其為勞

工健康的主要危害，也是勞動環境優化的

首要目標。

為此，職安署今年首次舉辦「職場人

因危害預防優良實務案例競賽活動」，邀

請各方企業集結專業與創意，提出實用且

具效益性的作業環境改善方案，以消除人

邱琮皓｜採訪撰文

「職場人因性危害預防競賽」 
開創職安新標竿成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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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人因性危害預防競賽」 
開創職安新標竿成果斐然

因危害風險，提升工作效率與品質，期望
藉由優良案例分享，讓事業單位相互觀摩
學習，共同打造健康友善的職場。

數字化評估產線狀況　系統化降低
職災風險

本次獲獎的大型企業中，日月光半導
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以「精密作業及搬運
作業改善方案」拿下特優，該方案針對所
有製程進行全面性盤查及風險評估，包含
盛行率問卷調查，並具體量化人員數據，
依靠科學量測之準確數值，得以針對具高
風險人因危害之處提出改善方案，讓高風
險站點數量與痠痛盛行率逐年下降。

同樣在大型企業中取得特優成績者，
還有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
司過去已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
（ TOSHMS/ISO45001），這次「烤箱區
入料作業與接線區長期走動及久站作業改
善方案」，主要透過詳細評估作業流程所
有步驟，將製程前中後流程均納入改善範

圍，依生產線需求開發符合人因工程及安
全規範之工具。

獲獎的大型企業還包括台灣力森諾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板廠、環球晶圓股份
有限公司中德分公司、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及臺中榮民總醫院。

在中小企業中，振興長照社團法人附
設私立國泰綜合長照機構則是提出「住民
移位作業改善方案」拿下特優，依照住民
特性及作業環境，於床頭標示合適之移位
輔具，充分利用有限資源，以及建立管理
作業標準程序，施行不徒手搬運政策並將
其列入長照機構評鑑條文，從管理面落實
人因危害預防，有效降低照服員常見背部
與下肢疼痛危害風險。

獲獎的中小企業還包括松井生技開發
食品有限公司、統萬股份有限公司、優仕
咖啡股份有限公司、久興國際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及寶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確保勞動力健康安全　引領企業永
續發展

職安署表示，國際社會保障協會
（ISSA）實證研究報告指出，投資工作者的
安全與健康，將可為企業帶來 2.2倍效益，
企業推動人因危害之預防改善是落實健康
勞動力的重要一環，因此確保勞動力安全
健康，也是企業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之一。
透過本次優良實務案例競賽，期望能帶動
更多的事業單位改善職場人因性危害，營
造健康安全的工作職場。

▲ 職安署鄒子廉署長（中）與中小型企業組獲獎者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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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溝通機制暢通透明　第一時間
著手解決問題

環球晶圓製造部副總經理黃俊榮表
示，公司有暢通的反映管道，包括公司主
管巡檢、工安部門定期問卷回饋，以及公
司設置的提案改善方案「 I-CARE」平台，
員工都可以直接反映組織面、作業面和環
境面等問題，主管也會根據這些提案來改
善，再加上公司環安衛政策即要求要不斷
改善作業環境，且要求所有員工要有「全
員認知」，了解自身在作業環境內的風險，
並且透過溝通管道來主動反映。

黃俊榮指出，透過上述管道，公司
過去已經完成不少人因危害改善方案，包
括利用天車、無人搬運車、自動倉儲等省
力裝置，全面性調整作業工作桌高度，檢
討工作流程、簡化作業等調整，甚至是透
過改變包裝方式等小細節，不只是利用在
自家公司出貨，就連客戶收到包裝後的搬

運、拆裝也同樣受惠，感受到環球晶圓對

於人的用心。

多方聯手同心協力　為員工量身打
造專屬鞋墊

回顧這次人因改善工程，不論是透

過主管訪談還是員工反映，工安部門都掌

握到無塵室作業人員因需要長期久站與走

動，所以部分人員會累積肌肉骨骼不適，

並影響作業績效，我們發現足部疼痛與身

體疼痛程度有高度的相關；而身體疼痛程

度會影響工作出勤的次數，身體越疼痛，

員工出勤次數越低。於是由製造部副總經

理黃俊榮統籌帶領，結合清洗／磊晶處經

理薛粸竑與多位現場製造同仁主管、工安

與護理師、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委託執

行單位－長榮大學職業暨環境與食品安全

研究中心執行長李永輝、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以下簡稱陽明交大）管理科學系副教授

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環球晶圓）
在董事長徐秀蘭的帶領下，目前是國內最大、也
是全球第三大的半導體矽晶圓製造大廠，供貨給
國內、外各大半導體廠使用，在綿密與嚴謹的
出貨排程中，每一位員工都是公司重要的人力資
源。環球晶圓中德分公司與學研單位合作，以實
驗方式解決第一線員工久站不適的問題，不僅改
善了員工的足部疼痛、提升了工作績效，在減少
第一線人因危害同時也創造企業效益，獲得「職
場人因危害預防優良實務案例競賽」優等獎，實
至名歸。

產學聯手改善人因危害 
環球晶圓在乎每位員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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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國揚及職場健康與安全研究室等產學專
家，多方一同構思改善方案，最後決定採
用具備足夠減壓效果之客製化鞋墊，以緩
解作業人員腿部負荷，並研究鞋墊對於作
業人員足部負荷及績效的影響，作為後續
導入減壓鞋墊之依據。

黃俊榮表示陽明交大研究室團隊也建
議透過不同手法與評估工具，例如設計問
卷來評估人員作業的風險，該研究室研究
生入廠訪視，進一步提出實驗設計的方案
以驗證效益，更找到製作減壓鞋墊的配合
廠商，到公司為 100多位同仁量測，為不
同足弓的腳型製作出個人化適合的鞋墊，
完成產學合作的計畫。

薛粸竑解釋，邀請自願參與的同仁來
量測，只要站上鞋墊廠商提供的平台儀器
5至 10秒，儀器就可以讀取到受試者的足
型、腿型，判斷是屬於高足弓、低足弓或
扁平足等不同腳型，進一步推薦比較適合
的鞋墊，同時更記錄受試者的身高、體重、
年齡等基本資料，以科學化的客觀數據支
持改善方案。

逐步更換原有鞋款　有效方案推廣
全廠

薛粸竑指出，為了驗證改善方案之效
益，我們將員工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其
中一組先發放減壓鞋墊穿著，由於第一作
業員為四班二輪，因此成立研究群組每週
發放研究問卷給大家填答，以了解更新鞋
墊之後是否能改善久站不適、及緩解小腿
疼痛等問題，再進一步彙整統計資料，協
助了解同仁在換穿鞋墊後的反應，即便有
同仁在換穿鞋墊後仍未達到效果，仍會持
續協助改善。

實驗結果顯示，員工穿著減壓鞋墊
後，作業人員的足部疼痛程度減輕，工作
績效表現提高。於是在實驗完成後，將實
驗結果應用於廠內黑頭安全鞋，逐步汰換
為含有減壓鞋墊的鞋款，並推廣至其他作
業區域，改善員工身體不適情形。

黃俊榮去年（2022年）獲得國家傑出
經理人的大獎，從行政院長陳建仁獲頒獎
項，他強調，這是屬於個人的榮耀。這次
榮獲「職場人因危害預防優良實務案例競
賽活動」優等獎，這是「 for people（給每
一個人）的」，這個獎項是證明公司用心
對待每一位員工，拿到這樣的獎項才是真
正有意義。

▲ 環球晶圓代表向署長鄒子廉及與會來賓介紹為無塵室員工量身打造鞋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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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入場指導，運用PDCA循環法反覆測
試，同時也成立跨部門改善小組研議改善
方案。

不斷試驗改善方案　安全與效益一
石二鳥

經過反覆測試，小組選用SMC「真空
發生放大器」作為改善方案，連衍傑指出，
設備原理來自白努利定律，藉由產生正負
壓達成運輸作用，不像傳統風機造價昂
貴，也減少了耗能與噪音問題，相當省電，
「一天不到2度電」，配合自主開發控制程
式，簡化操作介面與設置防呆機制，更符
合現場實際需求。

導入真空放大器後，連衍傑說，這時
改善小組又發現到新問題，真空放大器的
吸力過大，再加上管路配置不理想，導致
咖啡豆在管路中互相碰撞而碎裂，破碎率
高達52％。所幸在工安工務課不斷測試，
調整風壓參數、流管進氣量與替換軟式輸

工安工務課即刻檢討　跨部門小組
共商方案

優仕咖啡工安工務課專案負責人連衍

傑表示，在包裝製程中，如發現有外包裝

瑕疵、排氣閥不良、包裝重量不符規定的

產品，會拆開包裝回收咖啡豆，每當這些

咖啡豆累積至20公斤時，就必須將豆袋

搬運至5.4公尺高的平台，將豆袋內的咖

啡豆倒入桶槽中重新包裝，「每天約需要

進行10至15次，共計200至300公斤」。

連衍傑表示，在員工反映後，工安

工務課立即啟動風險評估，臨場服務的

醫師與護理師也透過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

（NMQ），發現現場6位人員疑似有肌肉

骨骼危害，分數都在3分以上，不適部位

多集中在上肢，後來更經由職安署委辦之

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啟動專家評估，運

用關鍵指標法（KIM-LHC）分析，發現風

險值為20分、屬中低風險，邀請人因專

知名日本咖啡食品製造業「UCC」，業務
範圍遍及全球，旗下優仕咖啡雲林工廠主要工
作為咖啡豆焙煎與包裝，設有工安工務課主責
安全環境改善與機台維護，過去曾與職安署委
辦之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合作多項案子。這
次「咖啡豆人工搬運作業改善方案」為規模較
大的改善案，透過工安工務課人員研發與環境
安全改善經驗，不僅成功達成目標、有效降
低人因性危害，也拿下今年「職場人因性危害
預防優良實務案例競賽活動」優等獎。

展現革新原動力 
優仕咖啡人因危害改善案成亞洲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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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管等手法後，咖啡豆破碎率逐步降低，
最終降至6％以下，達到安全衛生與品質
雙贏的結果。

連衍傑指出，在經過改善之後，預計
可以節省作業人員每天約45分鐘的搬運
時間，即使是疑似有肌肉骨骼危害的作業
人員，不適程度亦降至2分以下，在運用
KIM-LHC評估作業風險後，發現已從中低
風險的20分降至低風險的5分。更重要
的是，原本評估需要動輒百萬元的改善費
用，只花了半年時間及8萬元便順利達成
目標，還得到職安署的工作環境及製程設
備工程改善設施補助。

榮獲 UCC改善大賽亞太區優勝　
分享先進經驗造福地方

這項改善方案不僅解決了雲林工廠的
問題，更在2022年榮獲UCC創意功夫改
善大賽亞太區優勝。

優仕咖啡承襲日本企業非常重視安全
的傳統，提供員工直接的意見反映管道，
只要員工把認為需要改善的地方拍照，透
過環境改善建議表、風險評估表，在每月
的安全衛生會議提出，便可與各課代表進
行討論，共同找到最適合解決的方式。

不少企業誤以為職安署委辦之各區勞
工健康服務中心與勞動檢查機構相關，即
便政府願意提供補助，仍會排斥公部門參
與。連衍傑說，公司過去也有過類似的抗
拒心理，但自110年開始與中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合作，透過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
全衛生學系系主任林彥輝教授的協助，學

理與實務兼具地從小型改善案開始，才一

步步培養出了信任感。

連衍傑表示，公司提供獎金，鼓勵員

工提出對工廠品質、設備、環境安全的改

善，每月選出最佳改善案例、再從中選出

年度最佳者進行表揚。而這次獲得亞太區

優勝，與菲律賓、印尼、越南、新加坡、

中國、泰國等分公司較勁競賽，不僅將相

關經驗分享至全球分公司，也吸引雲林當

地的花生烘培製造業前來取經，未來可將

經驗提供給玉米粉、茶葉、穀物等類似需

求廠商作為參考。

優仕咖啡目前持續與中區勞工健康服

務中心合作，今年針對每月烘豆機管路保

養時，要靠5名人力現場進行支撐，才能

拆裝30至40公斤排風管路的工程推行改

善方案，希望透過一項項的方案改善與精

進，逐步達到勞資雙贏、永續健康安全的

職場環境。

▲ 優仕咖啡代表分享回收咖啡豆搬運作業的改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