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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辦理勞工體格檢查、定期健康檢查不僅可做為適性之管理,同時對於勞工保健及職業病預防 

均有相當大之助益。 

2.範圍: 

  本公司桃園廠所聘雇員工及外籍勞工均適用之。 

3.權責: 

3.1 本廠新進、聘雇及外籍勞工均有接受體格檢查、定期健康檢查之義務。 

3.2 廠務單位負責本廠健康檢查之規劃及實施健康管理。 

4.定義:  

4.1 勞工:謂受雇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4.2 體格檢查:係指於雇用勞工從事新工作時,為識別其適性之檢查。 

4.3 第一級管理: 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 

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4.4 第二級管理: 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 

合判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4.5 第三級管理: 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 

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 

師評估者。 

4.6 第四級管理: 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 

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5.參考資料: 

5.1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 

5.2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6.內容: 

  6.1 本廠勞工健康檢查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辦理，由廠務 

單位負責擬定規劃本廠勞工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 

   6.1.1 廠務單位應依據本廠勞工之作業類別(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種類、一般工作)及任職時機(新進、變  

更作業或受雇一年以上)分別造冊，配合法令規定項目與頻率辦理本廠勞工健康檢查。 

6.2 廠務單位辦理本廠勞工健康檢查應委託合格檢查醫療機構實施之。對於醫療機構至本 

廠實施勞工健康檢時應攜帶經衛生機關報備核准之公文(正本)、醫事人員執照以及身分證以便查核。 

6.2.1 本廠勞工因作業輪班或其他因素(休假、受訓)而未能參加勞工健康檢查時，廠務單位 

應將未能參加勞工健康檢查員工另行造冊管制，並協調本廠勞工於期限內逕行至 

健康檢查醫療機構檢查。 

6.3 勞工健康檢查結果的評估及處理: 

6.3.1 整體性之評估:即依照各單位、作業類別及暴露資料分析比較員工健康異常之疾病 

種類及其比率。 

6.3.2 對健康異常的勞工，請適當醫療機構或專家協助確定是否與職業原因有關。如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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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作業環境引起，應改善作業環境，如係因勞工作業方式不良，應對勞工實施衛 

生指導。 

6.3.3 廠務單位對於本廠勞工健康檢查結果，呈報總經理及相關單位主管，並將健康檢查 

報告分發給勞工。參照醫師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建議，建請總經理及相關 

單位主管適當配置勞工於工作場所作業。 

6.3.4 廠務單位對於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管理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或健康異常之 

一般工作勞工應依醫師之建議安排健康追蹤檢查，並予以妥善處理。健康追蹤檢 

查處理及醫療記錄，應由廠務單位予保存十年。 

6.3.5 廠務單位應於檢查分級後，於三十日內依規定格式，報請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勞動檢查機構。 

  6.4 勞工健康檢查資料處理應用: 

6.4.1 廠務單位對勞工實施之體格檢查、定期健康檢查記錄及勞工生病、受傷之記錄均應 

     予以保存，並配合各單位工作場所之設施，作業環境檢測等資料予以建檔並作分 

     析，據以執行追蹤、配工、治療及採取對策等措施。 

6.4.2 廠務單位將勞工健康檢查記錄彙整成健康檢查手冊，並應考量勞工隱私權，不得將 

     勞工健康檢查記錄公開或洩露情事發生。 

6.5 急救人員及急救用品、器材： 

6.5.1 各工作區依照工作場所大小、分佈、危害狀況及人數規 定，佈置足夠急救用品及 

     器材，並依下列規定配置適當合格 急救人員辦理有關急救事項。 

(1)急救人員： 

  A.急救人員應無殘障、耳聾、色盲、心臟病、兩眼裸視或 矯正視力均在 0.6 以 

    下等體能及健康不良足以妨礙急救事宜者。 

  B.急救人員每一班次應至少一人、勞工人數超過五十人者，每增加五十人再設置 

    一人。急救人員因故未能執行 職務時，雇主應即指定合格代理人，代理其職務。 

(2)急救藥品及器材： 

  A.每一單位至少設置一個急救箱，裝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保持乾燥，對被污 

    染或失效之藥品及器材，應予以更換及補充。 

B.急救箱內藥品需定期檢查紀錄於醫藥箱檢點表(TR25-018-01)。 

6.5.2 員工因受傷應由發現者立即通知急救人員採取適當處置，以防傷病情況惡化。 

6.6 健康促進計畫： 

6.6.1 健康促進需求評估：由人因性工程健康問卷了解常見健康問題，再推動相關健康促 

     進運動。 

   6.6.2 由健康檢查資料分析工作同仁異常率偏高項目，根據這項結果針 對同仁需求規劃健 

        康促進計畫重點工作。 

6.6.3 推動健康促進可包含戒煙宣導、社團或員工旅遊等計畫。 

6.6.4 每月以電子郵件傳遞或公佈欄方式進行衛生教育宣導。 

6.6.5 與政府機關或醫療院所連繫安排保健活動。 

6.6.6 於同仁同意下，適時於健康檢查時辦理各項癌症之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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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其他 

6.7.1 本廠不得雇用未滿十八歲之勞工。 

6.7.2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於其受僱或變更作業時，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 

查；記錄，並保存十年以上。但粉塵之處置或使用作業之勞工，其紀錄應保存三十年。 

6.7.3 食物留樣保存管理： 

伙食外包商依伙食管理單位-廠務單位要求食物檢體進行留存並保存 2 天,始可丟棄。 

6.7.4 廠務單位於管理審查委員會前檢討當年度員工健康保護與健康促進實施成效，並規劃下年度

健康促進計畫，提報於管理審查委員會議。 

 

7.表單 

 

7.1 醫藥箱檢點表 TR25-01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