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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第 13 屆亞洲健康保險年會」於 108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舉辦，本人受邀

於會議演講：＂Sustainability of Healthcare System-Inception of Healthcare Referral 

Network and NHI MediCloud System＂演講中除介紹健保成就，亦分享臺灣的健保

運用雲端資料庫協助改善醫療服務品質及效率之成果，現場與會者均對我國健保

制度稱羨不已，並與我方代表進行熱烈討論與交流。 

 

貳、 演講內容 

 

前言 

為保障國民因生、老、病、死、傷殘、失能、失業而發生個人及家庭的經濟

危機時能獲得幫助，乃於「自助互助、風險分擔」的原則下，透過社會保險制度，

建構我國社會安全體系。 

全民健保經過多年的耕耘，以「普及、經濟、便利、滿意度高」的成果吸引

全球關注，不僅在國內維持高達八成五的滿意度，每年也吸引數百位外賓來臺瞭

解臺灣的健保制度。 

健保納保率達 99.6％以上，全國 93％的醫療院所皆與健保署特約，醫療可近

性可謂相當便利。健保財務主要來自於保險對象、雇主及政府共同分擔的保險費

收入，少部分為外部財源挹注，包括公益彩券盈餘、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收入等，

截至目前財務狀況穩定。 

未來因人口老化及醫療科技進步等因素，長期仍將面臨財務壓力，目前我們

努力做制度面改善，以求健保長期穩健。現今衛福部和健保署積極推動分級醫療

制度，即希望引導民眾改變就醫習慣，促進醫療院所分工合作，以免大型醫院塞

滿輕症病患，排擠到其他急、重症病人的救治，病人無法獲得適切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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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分級醫療 

我國醫療院所的層級，按照衛生福利部分類，目前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及基層診所，各級醫院負有不同的照護任務與角色，醫學中心負有研究、

教學以及急重症病患的治療照護，其他層級醫院則另負有任務及功能。 

分級醫療的目的是讓醫院專注照顧急重症病患，民眾有病先至家庭醫師或附

近診所就醫，經醫師專業診療後，如病情需要，則轉診至其他專科診所或醫院照

護，病患經轉診治療後，應依醫師建議轉回原院所或其他適當院所，接受後續治

療。 

分級醫療透過各級醫療院所分工合作，藉由雙向轉診，提供病患連續性、整

合性的醫療照護，協助民眾找對醫師、看對科，提升醫療照護品質。為了紓解醫

院擁擠情形，健保署推動雙向轉診制度，並調整門急診部分負擔，期望建立制度，

目的在促使醫療資源有效運用，院所分工合作，民眾得到最好的照護，慢慢導引

大家有病先找家庭醫師，視病情需要再轉診至醫院。 

 

雲端醫療資訊分享 

此外，本署積極強化「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功能，在 2018 年新增

加查詢電腦斷層（CT）、磁振造影（MRI）、超音波、鏡檢及 X 光等醫療檢查影

像功能，使診所醫師也看得到大醫院檢查的影像及報告，作為病人日後病情追蹤

參考。如此透過雲端資料分享，既可避免重複醫療，也能協助落實分級醫療。 

台灣健保是單一保險人制度，因此可以把所有被保險人的就醫申報資料集中

保管，在保護病人隱私的前提下，民眾不論到哪家醫院就醫，醫師都可以在診間

進行調閱，可有效避免重複用藥及不必要的檢驗檢查，達到有效節流的目的。此

外，健保署一直不斷精進「健康存摺」的功能，讓民眾可以透過手機快速認證，

透過「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就能隨時取得個人過去三年的就醫資料，而且

最近又開放眷屬管理功能，讓子女可以幫長輩進行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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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改革方向 

 健保署也由健保大數據發現，近年來健保醫療支出每年成長約 5%，其中病

人檢驗檢查的支出比醫師診療費及其他的服務成長幅度顯著許多，其中不乏短期

內重複檢查及因重複就醫而多領取之藥物，形成醫療浪費。未來，健保署會落實

利用大數據做精準審查，加強違規浮報、虛報、溢報健保費用的醫療行為的查核，

由健保署與醫界共同管理不必要醫療行為，以將資源回饋於新藥、新科技及改善

醫療環境。全民健保是台灣社會安定的基石，讓全民就醫沒有經濟障礙，因此反

映在民調的數字上，是政府施政滿意度最高的政策之一。但我們仍不以此自滿，

不斷精益求精，積極推動「推動分級醫療，落實雙向轉診」改革工程，期能為

2,300 萬民眾提供最好的醫療照顧，也為醫療人員創造快樂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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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演講投影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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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及建議 

本次參與國際性會議並發表全民健保成就報告有助宣揚我國政府政績並提

升國際形象，同時也增加國際交流經驗，不僅能讓政府人員了解世界健康照護的

趨勢，也能增加與各國高階醫藥衛生官員交換意見的機會。讓醫藥衛生行政單位

的人員有機會多參與國際性研討會議甚具意義。利用資通科技提升行政效率是目

前趨勢，建議未來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於醫療科技之研發，包括人工智慧在醫療

上的應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