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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名稱 Bb 特色研究團隊 

成果名稱 農業職業安全健康:現況分析、社會介入與在地實踐之研究商討會議 

舉辦日期 107 年 10 月 23 日 舉辦時間 中午 12:10-13:20 

主辦單位 副校長室 舉辦地點 本校第二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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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重點及具

體作法 

農業部門的職業安全健康保護，是先進國家重要的政策議題。但在台灣，此議題
長久以來未受重視，不僅調查研究稀少，也缺乏積極有效的預防作為，對於農業
職災者的補償與社會救助，也仍缺乏制度面向的深入探究。近年來，隨著農業產
業化、青年返鄉從農與國人職災補償意識的抬頭，隱而未見的農業職災問題浮出
檯面，農業職災保險也在行政院的推動下於 2018 年 11 月首度試辦。然而農業職
災類別多元複雜，不論在職災認定、傷害等級評估、理賠與否、職災補償如何連
結預防與復健復工等重大議題上，農業職災保險制度預期將面臨許多挑戰與考
驗。本計畫包含七個子計畫，旨在回應此重大政策議題。以具有人文藝術、農學、
管理、農業機械等專業領域之本校教師群，同時結合政治大學法學與台灣大學公
衛領域之教師專長，申請科技部人文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計畫送出
前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召開第一次商討會議，並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將計畫構想
書送達研發處協助備函提出申請。待第一階段審查結果通過後(108 年 1 月)，擬召
開第二次商討會議，並將研究計畫書於 108 年 2 月 25 日前備函提出申請。 
 
107 年 10 月 23 日召開第一次商討會議摘要: 
1.瞭解科技部徵求計畫之要求(林良榮老師於 107 年 9 月 27 日參加科技部舉辦之說
明會，並於此次商討會議中將說明會重點內容轉述在場與會人員知悉。) 
2.送審計畫標題之訂定(由「農業勞動職業安全與災害補償救濟之研究」修正為「農
業職業安全健康:現況分析、社會介入與在地實踐」。) 
2 各子計畫順序調整 
3.討論計畫總目標之撰寫 
4.討論各子計畫內容及關聯性 
5.討論補助經費分配以及學校配合款補助 
6.彙整送審計畫資料(由鄭雅文老師提出需補充之計畫內容，並由研究助理彙整最
終繳交之計畫構想書及主持人個人資料表。) 

執行成果 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將計畫構想書送達研發處協助備函提出申請。 



自評（預期成

效或優點）： 

子計畫一：提供農業職業傷病本土資料並推估傷病規模與醫療耗用狀況；建立

農業職業傷病檢傷與個案追蹤管理機制，提供患者必要醫療與社會資源；對農業職

業傷病預防、診治與附件復工制度提出政策性建議。 

子計畫二：建立農業機械作業事故傷害資料與事故發生之資料；建立農業機械

安全設計規範研究之基礎；建立農業機械作業事故鑑定之機制，提供農民職業災害

保險理賠判定之依據 

子計畫三：經由調查，可以提供農民職業災害基本統計資料，以供相關部門參

考；經由成本效益分析法，可推估出農民職業災害發生率，以供未來有關單位可以

進行預防效益。 

子計畫四：逐步建構我國農民職業災害之救濟體系，並以職災補償之社會保險

制度為中心研擬我國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可行之制度法案；進一步充實並強化農民職

業安全與健康之應有保障，並於整體制度上得有效連結職災預防措施與勞動檢查、

職業安全教育與推廣，乃至農民災後之職業重建。 

子計畫五：本子計畫將分別從預防健康照顧行為模型、保護動機理論、計畫行

為理論、以及創新擴散計量模型等觀點，分三年逐步釐清影響農民組織職業災害管

理與安全文化建構策略之因素。本子計劃成果的重要性，在於系統化地透過不同觀

點，探索並解析不同農民組織職業災害管理與安全文化建構策略的效果，提出全方

位的實證結果。除了可供政府決策單位參考外，更可協助農民組織選擇最適建構策

略，讓農民感受到政府施政的效果。具體而言，本子計畫的預期成果包括：幫助農

民組織，更有效率地導入職業災害管理策略，協助農民組織，獲得競爭優勢，提昇

營運效率與效能；讓政府組織瞭解農民接受職業災害預防的影響因素，進而提出相

對應的說服策略，進而擬定導入時的策略與戰術，以降低農民職業災害損失，並提

高保險的投保成果；透過計量模型的時間序列分析結果，可以幫助政府組織規劃農

業災害預防的說服策略，讓政府施政有感化，並贏得農民的支持。 

子計畫六：建立農事工作災害類別與防治策略；農事工作災害策略推廣手冊與

宣導；建立不同類型農業安全社區評估指標擬定指標；建立農業安全社區認證體系

與試範推廣。 

子計畫七：可全面性建構農業職災預防與宣導教育網絡；依據不同受眾量身打造
客製化資訊，達到精準傳播效果；建構出臺灣特色的農業、農村與農民職業災害
預防與教育宣導模式，將來有助於推廣東南亞其他以小農為主體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