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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女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
文達

承邀前來 大院列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

就 大院對本部的支持及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謝忱。今

年上半年各項施政推動情形的詳細資料，已編印成書面報告

送達 大院，敬請各位委員先進參閱。 

本部於去(102)年 7 月 23 日成立，整合衛生醫療及社會

福利資源，以「促進全民健康與福祉」為使命，並以「健康、

幸福、公平、永續」為核心價值，提供民眾全面及整合性之

衛生福利服務，未來我們將繼續努力打造本部成為「最值得

民眾信賴的部會」。 

以下謹就「重要疫病防治」、「促進全民健康」、「精進醫

療照護」、「健全福利服務」、「社會保險改革」、「食品藥物安

全」、「參與國際社會」等七大政策之重要工作項目，報告近

期主要施政成果與未來規劃，敬請各位  委員不吝惠予指

教。 

一、重要疫病防治 

1. 今年至 10 月 1 日止，登革熱及流感併發症案例較去年

同期增加，本流行季本土登革熱 3,307 例，主要發生

於高雄地區，流感併發症 1,873 例亦較前一流感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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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約 1 倍。因此，本部與環保署及地方政府已召開 2

次登革熱防治流行疫情處理協調會報，派遣機動防疫

隊，除持續嚴密監測疫情，並協助地方政府落實孳生

源清除工作；流感防治部分，10 月 1 日起辦理季節性

流感疫苗接種，並維持流感抗病毒藥劑儲備量。 

2. 有關伊波拉病毒出血熱等新興傳染病，目前均無國內

案例。將持續進行監測，即時掌握疫情趨勢；另肺炎

鏈球菌疫苗於今年起提供 1 至 5 歲幼童公費接種，並

補助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學幼童公費常規疫苗之接種診

察費，提升弱勢族群之接種率。 

二、促進全民健康 

1. 提供孕婦產前檢查、新生兒及兒童預防保健服務，利

用率均達 90%以上；推動母嬰親善環境，母乳哺育率達

48.7%，已超越全球平均值；另有關人工生殖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及人工生殖補助方案，本部刻正積極研議

規劃中。 

2. 推動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共 140 萬民眾受益；辦理老

人健康促進活動，共 8 萬名長輩參與；22 縣市全面推

動高齡友善城市並輔導81家健康照護機構獲高齡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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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 

3. 癌症防治工作方面，全癌症五年存活率較 96 年提升 5

％，子宮頸癌等四癌篩檢率已逐年提升，而癌末病人

之安寧療護利用率已上升超過 50%。 

4. 降低健康危害方面，18 歲以上吸菸率降至 18%，積極

推動二代戒菸治療試辦計畫，服務人數較去年同期成

長 33%；18 歲以上男性嚼檳率已下降至 9.5%。另外，

持續推動肥胖防治工作，今年度號召 60 萬人，共同減

重 600 公噸。 

5. 推動健康場域方面，全國 140 家健康促進醫院、138 所

健康促進學校、19 個安全社區及 22 個健康城市通過國

際認證；此外，持續關注弱勢健康，今年起全面補助

國小一年級學童臼齒窩溝封填服務及弱勢兒童牙齒塗

氟，並補助罕見疾病維生醫療器材、特殊營養品及緊

急用藥。 

三、精進醫療照護 

1. 持續改善醫護執業環境及安全，修正藥師法第 11 條，

保障民眾權益與用藥安全；辦理生育事故爭議事件試

辦計畫，至 8月底共受理 226 案，醫糾事件減少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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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護理改革計畫，執業登記人數已超過 14 萬人，較

改革前增加 8千多人。 

2. 規劃設置兒童醫院，已初審通過台大等 4 家醫學中心

設立兒童醫院。推動安寧緩和醫療，簽署安寧意願並

註記健保卡人數達 24 萬餘人，執行成效為亞洲第一

名，世界第十四名；另推動電子病歷已完成 321 家醫

院及 2,946 家診所。 

3. 為強化偏遠地區、離島及原住民族地區醫療服務品

質，持續督導 19 家醫學中心支援離島及醫療資源不足

地區醫院緊急醫療照護服務，並辦理 IDS 及巡迴醫療，

服務 43 萬餘人; 培育在地養成醫事人員，公費醫師留

任率達 7 成，並辦理緊急醫療空中轉診後送服務。本

部澎湖醫院於 102 年 12 月成立心導管室後，心臟內科

空中轉診後送次數已由 51%降至 16.7%。 

4. 建構長照服務體系，長照服務涵蓋率 103 年提升至

32.2%，累計服務 15 萬餘人；積極建置普及式長照網

絡，預計 103 年底完成資源不足地區 89 個居家式服務

據點，120 個日間照護中心及 23 個失智症社區服務據

點；另發展急性後期照護，共有 129 家醫院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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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縣市政府合作，預計 103 年設置 970 個社區遠距生

理量測服務據點。 

5. 加強心理健康服務方案及自殺防治策略，102 年自殺標

準化死亡率為每十萬人口 12，成功降至世衛組織中盛

行率地區標準，並已連續四年退出 10 大死因；持續強

化戒癮治療服務量能與可近性，指定 155 家醫院及 137

家機構提供戒癮服務；同時加強特殊族群處遇量能，新

增刑後強制治療處所5家; 補助6家醫療機構成立兒童

保護小組，提供身心治療與後續輔導追蹤服務。 

6. 強化本部所屬醫院功能，辦理關懷弱勢族群之醫療照

護，台中、台南醫院設立漸凍人照護病房；20 家本部

所屬醫院提供中期照護服務，24 家辦理失智失能社區

照護；金門醫院新建綜合醫療大樓並於今年 6月 27 日

啟用提升偏遠離島地區醫療照護服務。 

四、健全福利服務 

1. 在婦女福利及家庭支持部分，辦理特殊境遇家庭生活

扶助，1萬餘戶家庭受益。建構優質托育環境，於今年

9 月 15 日發布「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理辦

法」。辦理保母托育補助，計 5萬多名幼童受益；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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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家庭兒童及少年處遇服務，協助 3 萬餘名兒童

及少年；並補助發展遲緩兒童療育費及交通費。 

2. 在兒童及少年福利部分，推動兒童權利公約國內法

化，預定於 9 月底前送行政院審議；設置行政院「兒

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推動小組」，推動以預防為主之整

合性服務網絡；提供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共計補助

30 億元，並提供弱勢兒少經濟協助。 

3. 在老人福利部分，積極推動長照十年計畫，設置 1,939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逾 20 萬名老人受益；另外，針

對中低收入老人給予生活津貼、健保費補助及裝置假

牙補助。 

4.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權益，推動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國

內法化，預定於 9 月底前送行政院審議；辦理身心障

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新制，累計核發 42 萬餘件；並提供

生活補助、健保保險費及購置輔具費用補助。另為提

升身心障礙者福利機構服務品質，辦理 275 所機構評

鑑。 

5. 辦理社會救助新制，計照顧低收及中低收入戶 68 萬餘

人，並協助其自立脫貧；辦理急難救助馬上關懷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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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1 萬多個家庭受益；另結合民間資源，提供遊民

醫療、飲食、暫時庇護處所等服務，以維護其基本生

活。 

6. 推動社區發展、志願服務及社會工作，目前全國計有

6,742 個社區發展協會、志工人數已達 100 萬餘人；持

續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力，截至目前已完成納編 827

名，占預定納編員額總數之 55％，並於 103 年 5 月建

置完成社工人力資料庫，以提升社工人力之管理運用 

效能。 

7. 在保護服務方面，推動「家庭暴力防治法」及「兒童

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修法，並整合保護資訊、精

神照護及自殺防治通報等系統，辦理家暴及性侵害被

害人多元處遇服務，建立保護性社工人力專業久任制

度。 

五、社會保險改革 

1. 健全健保財務，102 年全民健保補充保險費收繳約 402

億元，截至 103 年 6 月底，健保收支累計結餘 990 億

元，已達到法定安全準備原則。 

2. 積極擴大照顧弱勢民眾，給予弱勢民眾保費補助、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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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協助及醫療保障等協助措施，至 103 年 7 月鎖卡人

數已降至 4.3 萬人。 

3. 持續健保支付制度改革，推動以病人為中心整合照護

計畫、高診次就醫輔導等措施，促使醫療資源合理使

用；辦理國保財務精算及費率調整作業，以確保國民

年金永續經營；此外，本部已積極規劃推動長照保險

立法，預計於 9月底前將長照保險法草案陳報行政院。 

六、食品藥物安全 

1. 有關劣質油品事件，強冠「全統香猪油」及來自香港

之違規油品，均已下架回收封存；為落實食安法管理

措施，食用油脂製造及輸入業者需於今年 10 月 31 日

前完成登錄，並納入食品追溯追蹤管理，同時落實執

行食用油脂製造業者三級品管機制。 

2. 為保障全民用藥安全，引領台灣製藥業國際化，輔導

國內 72 家藥廠實施國際 PIC/S GMP 規範，並於年底全

面完成實施；此外，建置多重諮詢輔導機制並提升審

查效能，加速新藥上市；辦理跨部會合作打擊不法產

品，不法藥物查獲率已下降至 3.3%，廣告違規率下降

至 5.21%；另，持續強化輸入食品邊境查驗效能，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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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390 則不合格之進口食品訊息。 

七、參與國際社會 

1. 出席第 67 屆世界衛生大會，進行 58 場雙邊會談，並

參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藉由專業參與，讓國際社會

肯定台灣的醫療衛生實力，並建立我國國際人脈，開

創後續合作機會。 

2. 辦理國際援外工作，派遣防疫醫師赴奈及利亞協助駐

館人員、台商及僑胞防範伊波拉病毒感染，並提供防

護裝備及指導使用。 

3. 辦理臺灣國際醫療衛生人員訓練中心計畫，已有 46 個

國家、956 位人員來臺完成訓練；辦理「太平洋 6友邦

及友我國家醫療合作計畫」，強化我國醫療援外效益，

提升我國國際能見度。 

 

面對大環境之變化與挑戰，本部除持續強化既有施政作

為外，並積極規劃未來施政重點如下： 

一、在傳染病防治部分，嚴密監測流感及新興傳染病國際疫

情，及時調整因應之防疫措施，強化登革熱等傳染病防

治工作，加強醫療體系量能，減少重症或死亡個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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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穩定國家疫苗基金財源，依序推行完善之疫苗政

策，保障國人健康。 

二、營造友善健康環境，規劃推動全人全生命歷程預防保健

服務，強化重要慢性病防治，以及完備人工生殖相關法

令，調漲菸捐修法及推動國民營養法立法。 

三、完善健康照護體系，推動中期照護與長照服務網計畫，

建構整合、全面覆蓋之健康照護體系，持續強化偏鄉醫

療照護服務，並完成長照服務法立法及推動長照保險制

度。 

四、強化社會福利服務，賡續推動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新

制，擴大照顧弱勢，提升社區互助機制，完善兒少服務

體系與支持家庭照顧功能；強化保護服務體制，落實三

級預防機制。 

五、強化食品安全管理，推動食安法修法，加重刑責與罰金；

落實行政院 8大強化食品安全措施，加速完成食品業者

登錄制度與添加物源頭管理；落實藥物及化粧品管理，

並完備中藥材管理人員制度。 

 

本部於上會期及臨時會期間多承 大院協助，通過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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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之法案，對本部業務之推展有莫大助益，
文達

在此虔表謝

忱。本會期預定請 大院優先審議之法案計有長期照護服務

法草案、醫療糾紛處理及醫療事故補償法草案、菸害防制法

第 4 條、第 35 條修正草案、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修

正草案、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傳染病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

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尚祈  大院鼎力支持優先審議，早日

完成立法程序，以嘉惠全體國人。 

另第 8屆第 1至 5會期委員會臨時提案共有 413 案，已

完成 409 案，尚有 4案仍與相關單位積極協調處理，將儘速

完成，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