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業災害勞工長期照顧需求訪調及制度倡議計畫

焦點團體紀錄

時間：113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台灣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81 巷 22 號 
參與人員：林佳和、彭保羅、盧鳳珠、陳郁文、陳易志、游其文 
列席人員：劉荷雲、杜津珠
主持人：賀光卍
團體紀錄:

1. 林佳和指出，長照制度目前面臨著多重困境，且難以區分職災勞工的需求與
其他長照者的不同，包括金錢、對象和服務的限制。為解決這些問題，有幾
種方法可供考慮。首先，可以進行長照制度的大轉型，將其納入健保或稅收
體系中，以確保更廣泛的覆蓋範圍。其次，可以考慮擴大職災保險的給付類
別，不僅限於金錢，也提供物質上的支援，雖然面臨金錢和物質分配的難題。
在個人或家庭層面上，由於資金不足，往往難以提供職災勞工充足的支援。
最後，他指出，損害賠償的計算難度高，需要準確的數據和評估，可以參考
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的照顧補助專款專用的模式，提出以針對特定族群（職災
勞工）提供特別的照顧和支持，確保其福祉和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因為特別
基金可以提供額外資金支持特定群體的需求。因此，將職災基金的用途擴大
至長照領域，並在長照制度內增加職災勞工專案服務，針對其長照需求提供
更多支援，似乎更能解決職災勞工在長照制度面臨的各種困難。  

2. 彭保羅整理了目前日本的職業災害照護服務，主要包括以下幾點：首先，後
續照護通常是永久性的，包括醫療治療和生活支持，並依據工人的需求分級，
每年需重新評估其狀態和需求。在某些情況下，若工人狀況改善或不再需要
特殊照護，則可能取消服務。其次，職業災害照護主要以金錢給付為主，補
償工人因受傷或生病而導致的收入損失和額外支出。此外，日本針對特定疾
病或健康狀況提供特別的長期照護服務，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最後，為
了支持家庭成員在家中照顧需要特殊照護的工人，日本提供長期家庭者照護
資源費用，減輕家庭的負擔。

3. 盧鳳珠認為，職業病患者的照顧對家人而言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這種
負擔不僅包括醫療和生活上的照顧，還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和體力。
此外，家人可能因為花費大量時間照顧病患，無法工作，導致家庭失
去收入來源。因此，她要求政府及雇主應該提供看護補助費用，減輕
家庭的經濟壓力。她還指出，現行的勞工保險制度存在不公平之處，
職業病的認定過程過長，而勞保職災請領僅在退保一年內提供職業傷
病的醫療費用給付，超過一年後，患者只能依賴健保支付醫療費用。
盧鳳珠認為，職災保險應對職業病的醫療費用進行終身給付，因為這
些費用應由製造職業病的雇主來負擔，而不是由全民的健保費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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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她呼籲政府和雇主承擔更多責任，提供看護補助並改進勞
工保險制度，確保職業病患者能獲得長期且公平的醫療費用保障。

4. 陳郁文的母親是一名 RCA 員工，他提出了一系列針對職災家庭的建議，包括
租屋媒合與補助、健康飲食協助以及育樂支援。他建議為職災家庭提供交通
便利、靠近大型醫院、具備公共休憩空間、鄰近市場且設有電梯或位於一樓
等生活便利的住房選項，並提供相應的租屋補助和媒合服務。此外，他強調，
職災家庭往往面臨經濟壓力、工作繁忙及缺乏健康飲食知識的問題，因此需
要健康飲食的協助與補助，以確保他們能獲得營養均衡的飲食。最後，他指
出，職災家庭經常忙於生計或醫療照護，難以享受育樂生活，因此需要提供
健康休閒活動服務，幫助他們釋放壓力，提升生活質量。這些措施旨在全方
位改善職災家庭的生活，提供必要的經濟和生活支援，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應
對因職災帶來的挑戰。

5. 陳易志提出了一系列針對職災勞工家庭的看護補助建議。目前，因職業傷病
需休養四天以上的勞工在住院治療期間，若醫師診斷需要照護，可申請每日
1,200元的住院照護補助；對於已確認失能且無法自理的職災勞工，可申請
每月 12,400元的失能照護補助，最長補助五年。然而，職災勞工出院至殘
疾認定期間，以及失能補助領滿五年後，若仍需他人照顧，家屬親自照顧時
除因請假減少收入外，並無其他補助，這增加了家庭的負擔。他建議應由雇
主負擔職災相關的社會成本，將其轉換為職災費率，以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
此外，他主張對職災照顧者提供補助，建議若家屬獲得居服員證照，應能申
請長照費用，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同時認為，現行長照服務的提供方式存
在層層剝削的問題，應由政府直接聘僱長照人員，確保服務質量並提供更好
的勞動條件和職場安全保障。這些建議旨在全面減輕職災勞工家庭的經濟壓
力，提升照護品質，確保他們獲得公平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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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長期照顧需求訪調及制度倡議計畫

焦點團體紀錄

時間：113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台灣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81 巷 22 號 
參與人員：吳嘉綾、陳宗延、陳玉君、邱澄南、劉荷雲、張馬金秀、吳志
剛 
列席人員：黃素英、葉貴英、盧鳳珠、游其文、張宗龍、李竣凱
主持人：利梅菊
紀錄整理:

1. 吳嘉綾以她作為一名長照服務護理人員的角度，提出了幾個關鍵問題。
首先，她指出了護理人員供給面的困境，包括護理人員短缺以及從事
護理工作的畢業生比例偏低。這一狀況部分源於護理工作的需求量龐
大、工時長，且面臨高風險的工作環境，但相對應的薪資卻不成比例。
此外，由於護理人力短缺，而民眾提出的案件數量龐大，導致護理人
員需要快速地完成基本需求服務，進而導致服務品質下降。其次，在
長照財源方面的限制，目前長照 2.0 的財源主要來自於菸捐、房地合
一稅等補充性稅源，由於資源有限，因此造成選擇性服務，無法滿足
所有需求，並導致申請服務需要長時間排隊等候。例如，養護機構的
預約已排至兩年後。目前，一些護理師提出了自費服務及募資的可能
性，期望能夠為那些有需要但目前無法達到長照服務標準，或者是目
前長照服務無法滿足需求（例如提供護理諮詢等）的民眾提供服務。
總的來說，長照服務護理人員面臨著多重挑戰，需要政府和相關單位
共同努力。他們呼籲提高護理人員的收入，改善工作環境，這樣才能
增加護理人員的數量，提高服務品質，並滿足民眾的需求。

2. 陳宗延表示，職業災害照護服務面臨著一系列限制和挑戰。首先，年
齡和身障認定的限制可能使尚未達到年齡要求或無法符合身障認定的
職災者無法獲得長照服務，受到身分和年齡上的限制。其次，由於長
照服務需求量巨大，但供應不足，因此獲得服務變得極其困難。此外，
醫療及看護費用補助的限制也對職災者造成影響，根據相關法律，提
供醫療及看護費用補助有一定的條件，而災害保險法的看護補助則需
要一定的失能程度。另外，災害保險法提供的照護補助金額也有限制，
僅在住院期間提供，且金額有所限制。最後，缺乏足夠的照護人力也
是長照服務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
此外，與一般疾病相比，職業災害的照護存在一些差異。雖然照顧的
基本需求相似，但由於職業災害可能導致收入減少和照顧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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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特殊性較高。在醫療期間，職災勞工可能會得到薪資補償和醫
療傷病給付的支持，但在醫療期間結束後，可能進入永久失能狀態，
此時的失能給付和醫療給付則會根據職災保險和健康保險進行轉移。

3. 邱澄南指出，職災發生後，醫院及雇主未通報，使他無法及時獲得職災個管
員的協助，導致相關權益受損。他主張加強醫院通報職災案件，並對未通報
的雇主實施更嚴厲的罰則。其次，由於原有家庭因勞工的勞動權益受損而無
法負擔原本扶養父母及家庭的照顧責任，因此建議職災保險應增加提供職災
家庭扶養補助費用，以減輕受職災影響的家庭的經濟負擔。最後，他呼籲成
立職災勞工與家庭支持團體，提供情感支持、法律諮詢和就業轉介等服務，
協助受職災影響的個人和家庭度過困境。這樣的支持團體將有助於他們渡過
職災帶來的難關。

4. 劉荷雲在 RCA 員工關懷協會擔任前理事長並現任常務監事。她多年來見證了
許多受害勞工長期受病痛折磨的情況，以及由此帶來的龐大醫療費用對家庭
經濟的影響。她指出，在過去，兄弟姊妹可以輪流照顧年邁父母，但在現代
少子化的社會背景下，家庭支援體系更顯薄弱，職災勞工面臨無人照顧的困
境。劉荷雲自身也面臨健康問題，卻無法負擔外籍照顧者的費用，且覺得政
府的長照支援不足。因此，她呼籲政府提高企業主資本家的費率，並提高職
災年金照顧金，擴大職災救助金的範圍。她還建議成立職災勞工家庭長照基
金，例如，RCA協會已成立了工殤環境公益基金，提供緊急救助與情緒支持。
她希望透過這樣的基金，能夠為受災家庭提供更多的幫助和支持，並希望得
到企業主的積極參與和支持。

5. 張馬金秀是 RCA 員工關懷協會的理事。自 1987 年罹患卵巢癌後，她需要長
期追蹤治療，這使得她的丈夫和女兒經常請假照顧她，進而影響了他們的薪
資和工作。為了幫助她，她的母親從台中跑來照顧她，但這也給她帶來更大
的壓力。她呼籲國家成立服務職災勞工的長照機構，以減輕家人的負擔。此
外，她提到 RCA女工曾經有流產死胎的情況，呼籲勞動部應認定女工因工作
而流產/死胎為職災，並敦促政府落實制定保護懷孕婦女的職場預防政策。

6. 吳志剛提到，他們家庭因為妹妹回國後需要重新安排住所，這點反映了職災
勞工及其家庭在面對住房問題時的現實困境。這種情況不僅是個人層面的問
題，也牽涉到整個社會結構的支持與改革。他指出地方政府正在致力於建設
社會住宅，這正好提供了一個應對職災家庭住房需求的契機。吳志剛認為，
職災勞工在工作中為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社會應該給予他們更多
支持和關懷。透過加收雇主的職災保費並將一部分用於建設社會住宅，不僅
可以解決職災勞工及其家庭的住房困境，也體現了社會對於這一特殊群體的
支持與尊重。这一做法有助于提高職災勞工的生活品質，促進社會的公平與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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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長期照顧需求訪調及制度倡議計畫

焦點團體紀錄

時間：113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台灣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81 巷 22 號 
參與人員：邱羽凡、吳嘉綾、林詩樺、許哲議、吳文萱、黃薔樺、李竣凱、
黃素英、羅臺盛 
列席人員：劉荷雲、杜津珠、林淑真、游其文
主持人：劉念雲
紀錄整理:

1. 邱羽凡認為職災長照立法的必要性顯而易見，因為它提供了針對受害者的
制度性解決方案，與現有長照制度區隔是因為職災所產生的照護需求與非職
災情況有所不同，需要專門的政策來應對。另外，目前的長照制度有很多問
題，改善的方向面臨著缺乏共識的情況，因此將職災勞工的長照需求納入現
有制度中可能並不明智。在探討職災長照時，我們需要考慮到職災勞工本身
作為長照需求者以及其家人作為照顧者的情況，並提出相應的支付方式和保
障措施。因此，我們應該採取制度性的長期照護解決方案，以保障職災勞工
及其家庭的權益，並確保他們在長期照護需求時能夠得到適切的支持和幫助。
在德國的五大保險中，有一項社會保險類似於我們討論的職災勞工長照服務，
大部分長期照護保險費用由雇主承擔，這是一種專門為長期護理服務提供資
金支持的保險，主要針對年老或行動不便的勞工。勞工可以在需要時享受長
期護理服務，這些服務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照顧（例如洗澡、穿衣、進食等）、
醫療照護、康復治療和心理支持等。保險會支付部分或全部相關費用，具體
支付金額取決於勞工的護理需求和護理等級。。
結論是，長期照護保險應當採用年金式支付方式，并需要相應的立法支持這
種支付方式。制度性的長期照護解決方案應該以保險形式建立，以滿足長期
需求的特性。此外，雇主承擔的長期照護負擔不會因為一次性的大額支付而
導致倒閉或逃避責任。在長期照護方面，無論是在大企業還是小企業工作的
勞工都應該享有相同的待遇，不應有所差異。

2. 李俊凱提出了一項重要觀點，認為職災勞工應該獲得照顧家人的長照補助。
他的立場是建立在自身的經歷之上，因為他是一位因工傷失去一隻手的人，
同時又要面對父親罹患失智症的照顧責任。這對他來說是一項巨大的挑戰，
因為他自己已經身心受損，無法提供完整的照顧。他指出，正常情況下照顧
父親已是不易，更何況他自身的殘障情況使得這項責任變得更加艱難。他表
示，需要依賴其他家人來分擔照顧的責任，但這仍然無法彌補他無法提供的
完整照顧。因此，他主張設立職災勞工照顧家庭的補助，以填補家庭長照責
任的空缺。這個建議的背後，是對職災勞工面臨的特殊困境的關注，以及對
他們在家庭照顧責任方面所面臨挑戰的認識。透過提供補助，可以幫助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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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更好地應對家庭照顧的挑戰，同時也能減輕他們和家人的負擔，這符合
社會對於關懷弱勢群體的理念，也體現了社會的公平和關懷。

3. 黃素英對於職業病認定前及認定後的醫療費用負擔提出了疑慮。他以ＲＣＡ
職業病為例，指出多年來他一直使用健保支付醫療費用，直到最近才意識到
這些費用原本應由雇主負擔。這意味著他多年來所支付的健保費用實際上被
ＲＣＡ公司和勞保所轉嫁，現在全國人民卻要負擔這些費用。此外，黃素英
也關注勞工職業病後的就醫及生活照顧費用應由誰負擔。雖然ＲＣＡ協會成
立了基金，用於照顧會員的醫療和應對急難情況，但一些人質疑這本應由政
府和ＲＣＡ公司負責。他們認為政府和公司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並提供適
當的資金支援，而不僅僅依靠自願捐助。

4. 羅臺盛提到，他們一家三口都是身心障礙者，這對他們的生活品質和家庭運
作造成了重大影響。根據家庭系統理論，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意味
著每個人的需求和行為都會對整個家庭系統產生影響。因此，面對眼前的生
活挑戰，例如日常生活的困難和醫療需求，羅臺盛一家難以專注於未來的長
期照護計劃。這可能會增加家庭資源的壓力，引發家庭成員之間的衝突和壓
力。因此，引入專業人士，例如社會工作者或心理輔導師，來協助評估他們
的長期照護需求是至關重要的。透過深入了解家庭情況和需求，專業人士可
以提供度身訂做的建議和支持，幫助他們制定適合的長期照護計劃。這種專
業介入和支持有助於羅臺盛一家更好地應對身心健康需求，確保他們獲得適
當的照護和支持，以維護整體的家庭功能和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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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長期照顧需求訪調及制度倡議計畫

焦點團體紀錄

時間：113 年 4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台灣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81 巷 22 號 
參與人員：鄭怡雯、周朝南、毛振飛、陳信行、吳嘉綾、賴宇朋、葉貴英、
吳濬宇、曹麗華 
列席人員：陳郁文、劉荷雲
主持人：楊國楨
紀錄整理:

1. 鄭怡雯表示，推行職災勞工長期照護法案是正當的，因有以下原因支持其
必要性。首先，職災家庭面臨特殊的經濟困境，可能需要額外的財務支援應
對長期照護需求，因此制定專門的法案是必要的。其次，職業病的特殊性需
要考慮。對於某些職業病或傷害，一次性支付可能合理，但對於慢性職業病
或隨時間變化的情況，定期晉級檢定制度更適合，以確保受害者持續獲得適
當的照護和補償。在大陸，定期晉級檢定制度已證明是有效的，通過定期健
康檢查、病情評估和晉級制度，確保職業病勞工得到持續和適切的照護和支
持。因此，推行職災勞工長期照護法案具有正當性，可提供受災者所需的長
期支援和保障。

2. 周朝南以自己身為礦工的親身經驗，深刻闡述了對職業病年金補助的迫切需
求。他目睹了許多同行因工傷或罹患職業病而付出慘重代價，尤其在他所工
作的礦山中，塵肺症等職業病的高發率更加凸顯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些
疾病的治療需要長期的醫療和護理，給礦工及其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然
而，現行的勞保給付制度並不能滿足他們的實際需求，一次性的給付遠不足
以應對長期醫療和生活費用。周朝南呼籲政府應該給予礦工更穩定和長期的
支持，以確保他們在生病或退休後能夠得到足夠的照顧和安全感。這不僅是
對礦工個人的尊重，更是對這一特殊群體長期以來貢獻的一種回報和肯定。

3. 毛振飛是一名礦末礦工。他表示，一般勞工通常可以領到兩筆退休金，一是
勞保退休金，另一筆是公司的退休金。但礦工通常要轉換 6-7 個礦場，因此
累計年資非常困難，即使在同一個礦場做到退休，也很難領到公司的退休金。
此外，礦工被認定罹患塵肺症後，會被判定失能程度，勞保隨即給付相應的
補償。然而，塵肺症的症狀會隨年齡增長而加重，初次認定時失能程度可能
很輕，只能領到少量補助。隨著病情惡化，礦工的失能程度也會增加，但卻
無法再次申請認定和補助。勞保的補償根本不足以支付後續的醫療費用，且
隨著勞動能力受損，收入減少，就醫和照護變得更加困難。因此，雇主的責
任非常重要，不應該一次買斷就了事，應該建立年金照護制度來持續支持礦
工。

4. 陳信行所關注的最重要問題是國家不願撥出資源來實現我們認為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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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事情，而這主要是因為國家財政緊缺。我們國家進入 21世紀後，
稅收佔經濟比率僅為 17%至 19%，而鄰近國家則高達 30%以上。這導致
國家必須使用其他國家 2/3 的公共經費來進行運作。然而，我們希望
國家能夠承擔更多的職能。在選舉制度下，讓政治人物同意採取更多
措施並不難，但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資源，就無法有效執行這些措施。
然而，目前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敢提出加稅的建議。如果我們現在透過
勞工保險法來增加雇主的責任，並增加保險收入，以提高對職災勞工
的照顧需求，但勞保局目前採取的是量入為出的心態，根據保費的多
寡來制定支出的限度，因此永遠都有理由說因為經費不足而無法給付
某些項目。陳信行認為，一般公司或家庭的確是要以量入為出，但國
家經濟上應該要以量出為入。國家應該要根據實際需要實施什麼政策，
並相應地增加稅收。在推動職災長照制度時，應該朝向"量出為入"的
觀念去推展，先規劃計算確定給付數額，再計算雇主及政府責任所需
繳交的費率，以確保民眾獲得所需的經濟保障。

5. 賴宇朋的哥哥因職災不幸過世，因此家中只剩他一人負責照顧父母並
承擔家計重擔。他的父親罹患塵肺症，在過世前的兩年間，病情嚴重
時常需頻繁進出急診室，僅醫療開支就已超過 200萬，還不包括其他
費用如營養品、交通和日常生活支出等。母親同樣深受中度憂鬱症和
失智症之苦，時常因為哥哥的過世而悲痛哭泣。面對家庭的重擔，他
選擇開設早餐店以維持家計和照顧父母。這樣白天在工作時才能兼顧
父親突然發病的照顧及送醫。他在家中及店裡安裝了監視器，以防母
親走失，確保在需要時能夠迅速處理。長期以來，他一直承擔著家庭
照顧的壓力和龐大的醫療費用，使他身心俱疲。他認為政府對於職災
家庭應有更多的支持和幫助。

6. 葉貴英因長期接觸有機溶劑，導致罹患癌症，是職業病的受害者。10 年前，
她的先生因病過世，當時她自己也罹患癌症，身體虛弱，無法照顧先生，只
能請移工協助。然而，這給她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每月高達 3萬多元的
費用。她當時不僅沒有收入，還需要支付外勞的雇用費用。如今，葉貴英擔
心未來自己可能需要長期照護，不想給子女帶來負擔。她希望能夠入住養護
中心，但同時擔心會失去尊嚴和照顧品質。因此，她認為政府應該向 RCA公
司要求支付相應的費用，並且呼籲國家成立專門的長照機構，提供更專業和
周到的照顧服務。

7. 吳濬宇的母親罹患了 RCA 職業病，而他自己則是一名保險業從業人員。他深
刻體會到台灣人口老化的趨勢，作為三明治世代的一份子，他肩負著照顧上
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責任。然而，他也面臨著自身長照費用的壓力。對於這樣
的情況，他認為建立長照保險是必要的，以因應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長照需求。
此外，吳濬宇也強調了未來立法長照保險時，應特別關注職業病勞工的情況。
目前，這些勞工的長照負擔主要依賴政府預算、個人存款、保險、投資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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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等方式。然而，他認為雇主也應該負擔一部分費用。因此，在未來討論
長照保險法立法時，必須同時考慮到職災雇主的責任，確保他們也能承擔相
應的負擔。

8. 曹麗華的先生在廟宇油漆工作時，不明原因跌倒死亡。曹麗華長期以來靠臨
時工維持生計，但收入不穩定，她長期獨居，唯一的女兒也因為忙碌無暇照
顧她。隨著年齡增長，她的行動越來越不便，又患有慢性病，經常跌倒。她
擔心如果發生大病或跌倒臥床，沒有人能照顧她。她希望能有專門針對職災
單親家庭的長期照護機構，讓這些家庭成員住在一起，互相照顧，提供安心
的生活環境。她認為這類職災單親家庭，應設立專門的長照機構，並提供便
捷的申請渠道。這些機構不僅能為家庭成員提供基本生活照顧和醫療服務，
還能促進住戶之間的互助關係，減少他們的孤獨感和生活壓力。希望政府和
社會各界能關注這一問題，為職災單親家庭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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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長期照顧需求訪調及制度倡議計畫

焦點團體紀錄

時間：113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台灣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81 巷 22 號 
參與人員：陳秉暉、張宗龍、郭盈志、曾品富、李竣凱、林淑真
列席人員：吳志剛、宋建震、林聰明、邱澄南、賴宇朋
主持人：賀光卍、李俊凱 
紀錄整理:

1. 陳秉暉表示，目前職災勞工若因失能而提出民事訴訟請求補償，可能包括
以下項目：未來工作收入減少及未來照顧需求增加。然而，這樣的訴訟可能
對勞工帶來多方面的影響，包括心理壓力、生活負擔和不確定性。在此情況
下，設立社會保險制度尤其重要，以提供更有效、更公平的補償機制，特別
是在職災發生後。社會保險制度可以解決民事訴訟的不確定性和繁瑣性，提
供受災勞工所需的持續支持和補償。
● 針對收入減損部分，目前的職災保險制度主要提供失能年金，但其設計
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僅考慮失能部位而忽略職業特性，且失能等級的設
定缺乏科學根據。為此，有必要改進制度，使之更符合實際需求並提供
更公平的補償。

● 針對照顧需求部分，目前的補助金額固定且不受通膨影響，無法完全滿
足長期照顧的需求。因此，將補助金轉為照護給付可能更為適合，以提
供更靈活的支持，包括醫療護理、日間照護和居家服務等。

● 最後應要積極推動職災勞工重返職場，是解決長照需求支付問題重要途
徑之一。透過參與職能復健計畫，政府可以鼓勵職災勞工重新融入勞動
市場，減輕對社會保險的負擔，同時提高其就業率，增加其社會貢獻。

2. 張宗龍在工地工作時不慎墜落，導致右手開放性傷口和挫傷。目前，
他獨居，經濟狀況困難且單身。儘管已年逾七旬，但由於沒有存款和
退休金，他仍然需要在營造業做零工，一天僅能賺取 1200元。隨著年
紀增長，他經常發生大小工傷事件，勞動力逐漸下滑，因此零工機會
也越來越少。加上拖欠幾個月的房租，他的生活陷入困境。雖然作為
中低收入戶，他有資格申請生活津貼、租金補貼等補助，但申請程序
繁複，他一直無法成功申請，直到工傷協會介入才得以申請成功。然
而，許多職災勞工可能缺乏能力或資源去申請相關的社會資源。因此，
政府需要成立一個專門單位，提供協助職災勞工申請社會救助單位補
助，以確保他們能夠獲得應有的支持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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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盈志因工作壓力導致心臟血管主動脈剝離及呼吸中止等重大傷病，長期由
年過六旬的母親照顧。母親需要照顧 40 多歲半身癱瘓的職災勞工，對她的
身體造成極大負擔。郭盈志因此不敢多向母親提出照顧需求或表達自己的意
見或想法，例如想外出曬太陽或想吃什麼。由於老舊公寓缺乏無障礙設施，
沒有電梯且難以改裝，外出非常不方便，郭盈志也因此缺乏娛樂活動和社交
聯繫，心情更加沮喪。相比之下，在長照機構中，受災者的生活有所改善。
在飲食方面，機構提供營養師指導，確保食物營養均衡並符合健康需求。衣
著方面，有專業照護人員協助，確保受災者保暖得當。住居環境方面，機構
採用三班制照護模式，24小時都有護理人員在場，提供及時的醫療協助。
在育樂方面，機構安排了各種輔療課程和社區活動，讓受災者能夠參與，這
有助於改善他們的心情和病情。因此，長照機構在提供食、衣、住、行的照
顧上更加周到和專業，有助於提升職災勞工的生活品質。

4. 曾品富因工地安全管控不足，施工作業時必須切斷電源，由於缺乏切
斷電源等基本防護措施，導致他遭受高壓電擊的工安事故。这次事故
讓他患上癲癇，身體狀況惡化，記憶力下降，行動困難等後遺症，需
要長期服藥治療，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他經常忘東忘西，有時已
經吃過藥再吃一次，有時忘記吃藥，有時忘記藥放在哪裡。回診時，
有時被醫師指責時間還沒到，也擔心他發作倒在路上該怎麼辦。他現
在連自己都照顧不好，只能依靠家人的照顧。然而，長期依賴家人的
照顧，使家人感到壓力，有時會因此生氣罵他，家庭關係也因此受到
影響，他也可能因此陷入絕望和孤立之中。職災勞工及其家庭所面臨
的挑戰不僅僅是身體上的困難，還包括經濟和精神上的負擔。因此，
呼籲政府和雇主加強公共工程現場的職安管理，確保每個工地都嚴格
遵守安全標準，定期進行安全檢查，確保防護措施到位，特別是在電
力操作相關的工作中必須有嚴格的電源切斷程序和其他防護措施。此
外，政府應建立更完善的職災工人保障機制，提供適切的醫療補助和
長期照護服務，並確保雇主承擔經濟責任，為職災勞工及其家庭提供
經濟補償和心理支持，以減輕職災家庭的負擔，促進家庭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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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長期照顧需求訪調及制度倡議計畫

政策焦點團體紀錄

時間：113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十時
地點：台灣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81 巷 22 號
出席人員：利梅菊、楊國楨、賀光卍、游其文
討論內容概要：
職災勞工及家屬的照護需求：
1. 看護補助和勞工保險制度改進：

職業病患者的照顧對家庭而言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不僅包括醫療和生活上
的照顧，還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和體力。因此，提供看護補助可以減輕家
庭的經濟壓力，確保職業病患者能夠得到充分的照顧。此外，現行的勞工
保險制度存在不公平之處，職業病的認定過程過長，且在一定條件下提供
的職業傷病的醫療費用給付也有限。因此，改進勞工保險制度，使其能夠
更及時、公平地提供醫療費用給付，對職業病患者及其家庭至關重要。
● 盧鳳珠：呼籲政府提供看護補助並改進勞工保險制度，確保職業病患者

能獲得長期且公平的醫療費用保障。
2. 住房補助和社會支援：

職災勞工家庭面臨著住房問題，因為他們可能因為失去工作而無法負擔房
租或貸款。因此，提供住房補助可以幫助他們獲得適當的住所，減輕經濟
壓力。此外，社會支援也是必要的，例如提供心理諮詢服務，以幫助職災
勞工及其家庭應對精神壓力和情緒困擾。
● 陳郁文：提出租屋媒合與補助、健康飲食協助以及育樂支援等建議，以
改善職災家庭的生活品質。

● 吳志剛：建議通過加收雇主職災保費建設社會住宅，改善住房問題。
3. 職災勞工家庭看護補助：

職災勞工家庭往往需要長期照顧，特別是對於失能且無法自理的職災勞工。
因此，提供看護補助是必要的，以確保他們能夠得到足夠的照顧，同時減
輕家庭的負擔。
● 陳易志：建議提供更多的職災勞工家庭看護補助，改善長照服務的提供

方式。
4. 醫療費用支援和長期照護補助：

職業病患者及其家庭面臨高昂的醫療費用和長期照護費用，這對他們的經
濟造成了沉重負擔。因此，提供醫療費用支援和長期照護補助是必要的，
以確保他們能夠得到充分的醫療和照護，同時減輕家庭的經濟壓力。
● 邱澄南：呼籲加強醫院通報職災案件，提供職災家庭扶養補助，成立支

持團體。
● 劉荷雲：提出增加職災年金照顧金、成立職災勞工家庭長照基金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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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業支援和心理健康：
職災勞工及其家庭在面對職業病帶來的困境和壓力時，需要專業支援和心
理健康服務。這些服務包括心理諮詢、情感支持和職業康復計劃等，可以
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困境，保持心理健康。
● 羅臺盛：強調引入專業人士協助評估長期照護需求，提供心理支持和社
會服務。

● 周朝南：呼籲政府給予職災勞工更穩定和長期的支持，應對長期醫療和
生活費用。

6. 其他支援措施：
其他支援措施可能包括教育補助、健康檢查補助、法律諮詢和就業轉介等，
旨在全面提供支援，幫助職災勞工及其家庭渡過困難時期，重建他們的生
活。
● 張馬金秀：呼籲成立服務職災勞工的長照機構，提出職災勞工流產/死胎
應認定為職災的建議。

● 李俊凱：主張提供照顧家人的長照補助，填補家庭長照責任的空缺。
● 黃素英：關注職業病認定前後的醫療費用負擔問題，呼籲政府和公司提

供更多支援。
● 周朝南：提出職業病年金補助的迫切需求，確保職業病患者得到足夠的

照顧和安全感。

論點整理：

1. 整合長照制度：將長照制度納入健保或稅收體系中，以確保更廣泛的覆蓋
範圍。這樣可以消除職災勞工與其他長照者之間的不公平待遇，確保他們
都能夠獲得所需的長期照護支持。

2. 擴大職災保險給付類別：擴大職災保險的給付類別，不僅限於金錢，也提
供物質上的支援，如醫療治療和生活支持。這樣可以更全面地滿足職災勞
工的需求，解決其面臨的金錢和物質分配難題。

3. 建立職災勞工專案服務：建立專門針對職災勞工的專案服務，包括定期的
健康評估、專門的照護計畫以及增加醫療及看護費用補助等。這樣可以更
有效地滿足職災勞工的特殊需求，提供更多支援和幫助。

4. 建立職災勞工長期照護法案：建立專門的職災勞工長期照護法案，確保職
災勞工在長期照護需求時能夠得到適切的支持和幫助。透過法律的保障，
可以確保職災勞工的權益得到充分保護，並提供更完善的長期照護制度。

5. 建立職災勞工長期照護基金：創建專門的基金來支持職災勞工的長期照護
需求，透過政府資助或社會捐款等途徑籌集資金。這樣可以確保資金的穩
定供應，並減輕職災勞工及其家庭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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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職業康復和職業再培訓計畫：建立專門的職業康復和職業再培訓計畫，
幫助職災勞工重返職場或轉換職業。這樣可以提高職災勞工的自立能力，
減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並促進其再次就業。

7. 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和監管：加強對職業災害的預防和監管，減少職災事件
的發生，從源頭上保護勞工的權益和安全。透過執行更嚴格的監管措施和
提供更全面的培訓，可以降低職災勞工長期照護的需求。

8. 建立社區支援網絡：建立健全的社區支援網絡，提供職災勞工和其家庭所
需的各種支援服務，包括心理輔導、社會工作、法律援助等。這樣可以增
強職災勞工的社會支持系統，減輕其在長期照護過程中所面臨的壓力和困
難。

9. 強化職業健康教育和宣傳：加強對職業健康和安全的宣傳和教育，提高勞
工對職業災害防範和應對的意識。透過定期的培訓和教育活動，讓勞工了
解職業災害的危害性，學習有效的預防措施，從而降低職災事件的發生率。

10.建立職業健康監測和報告系統：建立完善的職業健康監測和報告系統，及
時收集和分析職業災害的相關數據，為政府制定職業健康政策和採取相應
措施提供科學依據。透過監測系統，可以及早發現職業健康問題，加強預
警和應對能力。

11. 加強勞工權益保護和法律援助：加強勞工權益保護和法律援助制度，維護
職災勞工的合法權益。建立專門的法律援助機構或服務平台，為職災勞工
提供法律咨詢和援助，幫助他們獲得應有的補償和賠償。

12. 加強職業健康檢查和監督：建立健全的職業健康檢查和監督制度，要求企
業定期進行職業健康檢查，確保工作環境符合相關安全和衛生標準。同時，
加強政府對企業的監督和檢查力度，嚴懲違反職業健康法規的行為。

13.建立職業災害風險評估和管理系統：要求企業建立完善的職業災害風險評
估和管理系統，對潛在的職業災害進行全面評估和管理。通過制定相應的
職業安全衛生規範和標準，強制企業采取有效的防範措施，降低職業災害
發生的概率。

14. 加強跨部門合作和信息共享：政府各部門之間加強合作，建立職業健康和
安全的跨部門協調機制，共同推動職業災害防治工作。同時，建立職業災
害信息共享平台，及時分享職業災害的相關信息和經驗，提高防治工作的
效率和水平。

15.建立職業災害救濟基金：建立專門的職業災害救濟基金，用於支持職災勞
工的醫療治療、康復和補償等相關費用。政府可以通過徵收企業和公眾捐
款等方式籌集基金，確保職災勞工得到及時和充分的支援和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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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長期照顧需求訪調及制度倡議計畫

政策焦點團體紀錄

時間：113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十時
地點：台灣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81 巷 22 號
出席人員：利梅菊、楊國楨、賀光卍、游其文
討論內容概要：
1. 在職災勞工及其家屬照護需求討論環節：

● 強調提供看護補助和改進勞工保險制度的重要性，以減輕家庭經濟壓力。
● 提出住房補助和社會支援的必要性，解決職災勞工家庭面臨的住房問題。
● 建議提供職災勞工家庭看護補助，確保他們能夠得到足夠的照顧。
● 強調提供醫療費用支援和長期照護補助的必要性，減輕職災勞工家庭的
經濟負擔。

● 提出提供專業支援和心理健康服務的重要性，幫助職災勞工及其家屬應
對精神壓力。

2. 在研究和制定具體措施和政策環節：
● 整合長照制度，將其納入健保或稅收體系中，以確保更廣泛的覆蓋範圍。
● 擴大職災保險給付類別，提供物質上的支援，如醫療治療和生活支持。
● 建立職災勞工專案服務，提供定期健康評估和增加醫療及看護費用補助
等。

● 建立職災勞工長期照護法案，確保職災勞工能夠得到適切的支持和幫助。
● 創建職災勞工長期照護基金，用於支持職災勞工的長期照護需求。

3. 確定給付制度：  
● 確定給付制度是一種政策措施，旨在確定給付金額後，再根據需求和實
際情況來決定雇主和政府負擔保險費率。這種制度通常適用於各種社會
保險領域，包括職業災害保險。

● 在職業災害保險中，確定給付制度可以保障受災勞工及其家庭在發生災
害後能夠獲得確定的給付金額，這些給付通常涵蓋了醫療費用、失業補
助、殘疾津貼等。然後，根據實際的理賠情況和保險基金的情況，政府
和雇主可以根據相應的規定來調整保險費率，以確保保險體系的可持續
運作和公平性。

● 確定給付制度的優點在於它可以為受災勞工和其家庭提供穩定的保障，
並且根據實際情況調整保險費率，以確保保險體系的穩健和公平。此外，
它還可以為政府和雇主提供更好的預測和管理風險的能力。

確定給付制可以為設計職災勞工長期照顧政策提供一個有效的框架。以下是使
用確定給付制度設計職災勞工長期照顧政策的一些重要步驟和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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