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個案簡介（本案內容已經過改編）

個案為一名 30 多歲男性，任職於速食餐廳內場人員已逾 1 年，每天工作 6 小

時，工作內容主要負責切菜、備料及組裝速食食物。偶爾晚上兼職外送服務。於某

年 2 月某日個案於工作中備料時，手套連同手指被絞肉機捲入，造成右手掌指骨骨

折，立刻進行醫療手術，手術包含第二掌骨（食指）截肢，掌骨和指骨固定術，以

及神經、肌肉的修復。 

同年 8 月上旬，個案接受最後一次手術治療，並於 8 月中旬起開始至本院環境

及職業醫學部門診診治。醫師安排於同年 9 月中下旬進行工作能力評估，結果顯示

其功能恢復不甚理想，例如，於右手負重能力、手部力量、操作協調及速度上，相

對於左手皆有明顯的落差，且皆未達一般男性水準。醫師於同年 10 月初開立的工

作建議診斷，主要內容為：個案目前右手第三指仍有鋼釘外露和傷口，建議工作中

暫時避免右手接觸液體、潮濕環境，限制搬運或拉抬物品（建議不超過 5kg），並避

免雙手腕部出力及重複性動作等。關於此個案復工過程的考量問題如下： 

一、若繼續留在餐廳內場工作： 

雖然個案之負重能力尚可繼續留在餐廳內場幫忙切菜，但考量到傷口鋼釘外露

的情形，不適合接觸到水，此外也沒辦法完全恢復到受傷之前的切菜速度；同時由

右手握力不足，切菜時也可能發生意外的風險。 

二、改為轉至餐廳外場工作： 

雖然改成去外場工作，可以防止鋼釘外露的傷口接觸到水，但個案目前僅能一

次抓握一杯飲料，沒辦法雙手穩定持物；在收銀工作部分，個案也沒有良好之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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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及協調能力，需要左手協助收銀找零，導致操作速度顯著下降。 

三、儘管工作能力評估報告及醫師的工作建議診斷書尚未完成，然而在 9 月初個案

就直接回復到外場職務復工，工作內容包含負責點餐、收銀、送餐、收餐及倒水，

而原為同一時段 2 人共同作業，然多加入個案後同一時段目前為 3 人作業。但是個

案回復工作不到一週就出現右手指疼痛等不適，分析可能的原因如下：個案於手術

術後便快速返回工作岡位，為病人基於自身職涯安排、生活方式、經濟規劃等方面

的選擇，儘管可能與職業衛生專業人員之最佳建議相左，但基於自主性原則，必須

將個案的選擇納入復工、治療、衛教的規畫之中。尊重病人的決定意味著承認和支

持他們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權利，並體現了對他們自由意志的保護 

四、但是當時工作能力評估報告及醫師的工作建議診斷書也尚未完成，導致個案回

復工作不到一週就出現右手指疼痛等不適。 

貳、醫學倫理四原則之探討 

一、尊重自主（Respect for Autonomy）： 

雖然個案在受傷後未等待工作能力評估報告，便自行回復原本外場職務，導致

復工後身體出現不適，但這是基於他對自己能力、工作環境以及未來發展的考量所

作出的自主決定。無論這一選擇是否符合他人的期望或建議，或是這個決定可能與

醫療專業建議上有不同。尊重病人的決定意味著承認和支持他們作為一個獨立個體

的權利，並體現了對他們的尊重。 

二、不傷害（Non-maleficence）： 

醫療團隊於復工前有安排專業的工作能力評估，以客觀評估個案的工作能力及

復工的風險，同時開立工作建議診斷書，這些措施都有助於防止病人病情惡化或引

發新的健康問題。上述作法為在個案未完全復原期間，透過客觀評估找到合適的工

作，避免讓個案從事可能會加重其傷勢的工作。 

三、行善（Beneficence）： 

（一）醫療團隊有安排個案定期門診追蹤，透過定期的醫療檢查和評估，醫療團隊

能夠主動提供進一步的治療、建議以及衛教，以促進個案的健康並能夠更好

地理解並管理自己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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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排職能重建中重要的工作能力評估：職能重建的目的是幫助個案恢復或改

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從而讓個案及早且安全的復工。 

四、正義（Justice）： 

（一）在個案在復工過程中，不應因身體狀況不佳而於職場受到主管或同事的歧

視，而應得到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支持。 

（二）在個案在復工過程中，雇主需要在員工權利（如工作調整的需求）與企業運

營需求之間取得平衡，這涉及到正義原則中的權利與責任分配。 

（三）遵循法規也是一種醫療倫理的正義的表現。此個案發生職業傷害後，雇主需

依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66 條：「為使職業災害勞工恢復並強化其

工作能力，雇主或職業災害勞工得向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能復健專業機構

提出申請，協助其擬訂復工計畫，進行職業災害勞工工作分析、功能性能力

評估及增進其生理心理功能之強化訓練等職能復健服務。」，讓員工接受專業

醫療團隊的復工評估並參與復工計畫，確保員工順利復工。 

綜上所述，透過醫學倫理四原則：尊重自主、不傷害、行善、正義進行個案分

析，發現在實踐復工的過程中這些原則之間可能會發生衝突，倘若要尊病人的自主

選擇轉至外場工作，就可能會與確保不對個案造成傷害的原則發生衝突。因此，醫

療和職場專業人員需要仔細權衡這些考量。此外，醫療團隊也應與個案、個案的工

作主管進行討論，共同制定一個既安全，又能尊重病人意願的復工計畫。 

參、文獻探討 

一、「ICOH ： Code of Ethic」與本案的結合 

ICOH 是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國際職業衛生委員會，成立於 1906 年，擁有來自

110 多個國家的 2000 多名專業會員，並獲得聯合國認可。ICOH 提出的「職業衛生

從業人員倫理學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Code of Ethics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Pro-

fessionals），主要在為該領域的專業人員提供道德和行為準則。2010 年時，聯合國 

UN Medical Directors Working Group 甚至建議，任何職業健康中的倫理規範均都應

該以 ICOH 倫理學規範為指導並保持一致。該組織強調「the adaptation of work to 

man and of each man to his job」，使每個人都能適應他的工作。也有提到醫療人員要

盡的職責與義務[1] ： 

（一）使用經過驗證的風險評估和健康促進方法，並提出有效的預防措施，也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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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追蹤實施的情況。 

（二）向雇主提供專業且誠實的建議，並提醒他們應履行的責任，也要向勞工宣導

如何保護和促進他們的健康。 

（三）職業醫學科醫師也要依據適當的照顧標準，建議病人持續復健，旨在防止病

情惡化或因缺乏適當治療而導致新的健康問題。持續復健有助於恢復功能、

減少疼痛和預防二次受傷。 

ICOH 所提出的「職業衛生從業人員倫理學國際規範」與一般醫學倫理有些不

同，可以從以下幾點探討： 

（一）複雜性：職業健康倫理涵蓋的範圍更廣，包括員工、雇主、大眾、公共衛生

和勞工當局等多方利益相關者。 

（二）多專業參與：職業健康領域涉及多種專業（比如職業醫學科醫師、職能治療

師、職業衛生師及個管師等等），這使得倫理考量更加複雜。因此需考慮到多

種不同的因素和利益關係，與一般醫學倫理相比，更具挑戰性。 

二、「Fitness for Work」於本案之應用 

（一）《Fitness for Work》教科書介紹 

這是一本關於職業健康與復工的專業書籍，由職業健康專家編寫，旨在提供

有關工作者健康狀況、職場調整和康復策略的全面指南。這本書常被用於幫

助醫療專業人員、職業健康顧問以及人力資源專業人士了解如何評估和支持

工作者適應工作環境的能力，以下將本書相關重點應用於本案例[2] ： 

1. 在本案例中，職業衛生專業人員的角色至關重要，需要提供客觀且基於實證

的評估，協助個案克服工作中的障礙。職業衛生專業人員的主要任務包括：

對工作者的功能能力進行客觀評估，包括分析工作者恢復狀況、能否回到內

場工作，以及是否需要進行工作調整，同時這些評估不能受外部壓力影響，

必須根據臨床實證和專業判斷做出。 

2. 支持生病工作者：在工作者康復過程中，需要尊重工作者的感受，提供必要

的支持和鼓勵。 

3. 推薦合理的工作調整：應根據工作者的康復狀況和工作需求，推薦合適的工

作調整。例如，考慮到工作者的手部功能受限，可能需要評估是否能夠勝任

工作要求，同時無顯著復工風險。 

(1) 面臨的倫理挑戰：在面對職災勞工時，職業專業人員可能會面臨多重倫理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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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例如面對不同事件相關者的利益衝突，要思考如何平衡工作者的康復需

求、雇主的業務需求與保險公司的要求之間找到平衡。 

(2) 確保決策基於實證：所有建議和決策應基於科學實證和專業判斷，而非僅僅

滿足工作者或雇主的期望。並需提供清晰的理由來解釋為何某些工作調整是

合適的或不可行的。 

(3) 保護工作者的隱私：在所有評估和建議過程中，職業專業人員必須保護工作

者的隱私。 

肆、總結 

在這個案例中，主要挑戰在於如何根據個案的具體健康狀況和工作要求，制定

合理且可行的工作調整方案。醫療團隊需要在確保健康和工作的可行性之間找到平

衡，並且始終以實證醫學為依據，同時與員工及雇主進行充分討論，以擬定最合適

的復工計畫。復工過程需要專業判斷、良好的溝通能力以及對個案需求的深入理

解，同時，也需遵守倫理標準，保護工作者的隱私權，並在面對各種挑戰時堅守專

業與倫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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