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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地區醫療資源的豐瘠與國人健康程度的關係。然而台灣地區醫療資源或醫師人力大多集中於地方經濟條件較佳的都會地區，幾個經濟發展較差的地區則醫療資源相對較匱乏。而城鄉之間的醫療資源差異，會使得地區間之醫療資源的可近性有落差，勢必會導致國人的健康狀況產生異質。據此，本研究依據行政院衛生署之「死亡證明登記檔案」與「衛生統計─公務統計」，追蹤台灣地區民國65年至91年間，縣市之醫療資源與國人死亡率的長期變化趨勢與關聯，以每萬人口醫師數、每萬人口病床數、執業醫事人員數與醫師數比及病床數與醫師數比，做為衡量醫療資源的變項。並利用國人1歲以上人口之標準化死亡率，做為衡量國人整體的健康水準，其中標準化死亡率愈低是代表國人健康程度愈高。其次醫療資源與死亡率的關聯，會隨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其影響程度有所不同，因此模型中考量醫療資源對各年齡層之死亡率的影響。


實證是以固定效果模型(Fix effect model)來建構醫療資源與國人健康的關聯，結果顯示在控制縣市之間固定的平均死亡率及平均家戶所得後，醫療資源愈豐富之地區，標準化死亡率愈低；相對地，醫療資源愈貧乏的地區，其標準化死亡率則愈高。並進一步排除時間因素後，建構醫療資源與國人死亡率之線性迴歸模型，實證結果除了支持醫療資源與平均死亡率之負向關係外，並進一步發現其負向關係是呈遞增效果的。


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驗證出醫療資源的差異確實會導致國人的健康狀況產生異質，因此期待衛生單位能落實醫療法中之”醫療資源合理的分佈”，使得人人皆享有平等就醫的權利，以促使國人健康更加地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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