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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落實全民健保制度係維護全民福祉之最根本保障，更是整體國家社會


安全體系所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國自1995 年3 月1 日實施全民健保以來，


已大幅降低民眾就醫之經濟障礙，醫療體系的投資與蓬勃發展也提升了醫


療服務的可近性；然而，隨著重症病患的大量增加、國內人口老化、民眾


對醫療資源使用的浪費及醫療需求增加等因素，導致全民健保的成本負擔


與醫療費用不斷攀升。且自1998 年起，就開始出現每月保費收入少於醫


療支出的現象，進而必須動用安全準備金來填補。也因此健保局的虧損日


益增加，不得不積極採取一些開源節流的措施來因應，藉以健全健保制度


與穩健財務。其中，為合理控制醫療費用的成長及避免醫療資源的浪費與


分配不均，於1998 年7 月1 日起分別針對牙醫、中醫、基層與醫院實施


全民健保總額支付制度。


雖然總額支付制度已達到合理控制醫療費用的目的，使醫療費用成長


率由9.7%降至目前4%以下，但卻也引發了許多嚴重的問題亟待解決與改


善。因此，本研究試圖透過文獻資料的收集與深度訪談的方法，來探究醫


院在總額支付制度實施之後所產生的問題；更進一步討論是否會因醫療糾


紛的增加，而導致專業醫療諮商的興起。此外，由於國內二代健保的規劃


與推動正在進行中，因此本研究亦針對二代健保中有關於總額支付制度的


議題進行探討，探究二代健保的規劃是否能解決上述產生的負面問題。最


後則探討政府、醫院、保險業者與製藥廠商等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其可能


的因應策略為何。


本研究選擇二家大型醫院與一家製藥公司進行訪談，分別針對院長、


醫師與藥廠管理者進行深度訪談，其結果發現：一、由於總額支付制度在


設計不良且缺少相關配套措施之下就冒然實施，確實是產生了許多嚴重的


問題，如醫療品質下降、醫療疏失與糾紛增加、醫療資源分配不公、醫事


人員滿意度下降等。二、由於醫療法庭的成立、醫療疏失和糾紛的增加與


民眾對醫療資訊需求俱增等，使得未來專業醫療諮商的興起是有可能的。


三、二代健保的規劃，不僅針對現行制度加以改進，且有較完善的配套措


施加以配合，因此對於解決現行總額支付制度所產生的問題是有所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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