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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傳統紙本病歷 電子病歷

空間成本 地區醫院約需準備20~30坪空間放置病歷，每年還需增加5~10坪
病歷存放空間。

數台電腦伺服器+儲存櫃，容量不
足時僅需增購儲存櫃或硬碟。

以每坪10萬元計算，可節省空間成本至少200~300萬元。

人力成本 以門診量800~1,200人次／日，每日約需0.5~1個病歷管理人員整
理病歷資料。

醫事人員於病歷完成時，同時進行
簽章、儲存及歸檔作業。

以病歷人員薪資2.5萬元／月估計，每年可節省人員成本15~20萬元，並節省時間成本。

費用成本 需不斷購買印製病歷紙張、

需購買相關耗材（筆、碳粉或墨水）、

需購買X光片及沖洗耗材。

初期建置成本較高，建置後可免除
紙張、耗材等成本。

每月可減少耗材成本約1~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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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公布修正之菸害防制法第四條開始施行，爾後自國外進口或國內製造之菸品，每包菸應課徵之健康

福利捐由10元調漲為20元，並應於菸品容器印製或黏貼辨識標記之方式以提供消費者辨識。

6月3日 修正「營養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6月4日 修正亞托敏等17種農藥共計44種作物／類別之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規定。

6月9日 邀請柏克萊大學胡德偉教授進行「菸害防制研究──加州及中國大陸之經驗分享」專題演講，針對

加州過去20年的菸害防制計畫成果與菸稅政策進行討論。

6月9日 公告檢驗方法：「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檢驗」。

6月10日 公告「自98年9月1日起，中藥廠之中藥材須做硫酸鎂與硫酸鋇檢測，並將檢驗規格及成績書留廠備
查，及其相關規定」。

6月15日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教授暨老年美國醫學會長期照護專家Prof. Judith Kasper等一行2人參訪中
央健保局，瞭解全民健保制度，並對如何規劃長期照護，以及轉診制度之成效深感興趣。

6月18日 舉辦「推動衛生署委託檢驗業務之實驗室認可說明會」。

6月18日 公告自98年9月1日起，單味中藥粉末應依藥事法第39條規定申請藥品查驗登記。

6月19日 自即日起，H1N1新型流感自第一類法定傳染病移除，併入第四類法定傳染病「流感併發重症」進行
通報。

6月23日 訂定「中央健康保險局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自付保險費作業要點」，並

溯及98年6月1日生效。

6月25日 舉辦「研商餐飲業油炸油管理議題」專家座談會。

6月25日 南韓建陽大學教授暨學生等一行17人來訪中央健保局，瞭解全民健保制度，並對家庭醫師制度、藥
品核價等議題進行交流討論。

6月26日 公告修正「行政院衛生署公費醫師分發服務作業要點」。

6月26日 舉辦97年度衛生署研究獎勵頒獎及成果發表會。

6月29日 召開「如何落實324項中藥材包裝標示」，就普查抽驗重點進行交換意見，預定於98年7月1日起對
324項中藥材包裝標示全面普查。

6月30日 舉辦台灣國際醫衛行動團隊（TaiwanIHA）海外志工行前說明會，針對我駐索羅門群島及馬紹爾群
島台灣衛生中心志工服務項目進行說明，預計7月啟程。

7月1日 公告「包裝食品宣稱為素食之標示規定」。

7月1日 本署澎湖醫院恢復自主經營，院長由中南區盟主委徐永年院長兼任。

7月2日 嬰兒食品類衛生標準，增列「粉狀嬰兒配方食品不得檢出阪崎腸桿菌」規定。

7月7日 假彰化縣鹿港立德文教會館舉辦98年度全國藥政業務研討會。

7月8日∼10日 邀請美國熱帶醫學專家Dr. Duane J. Gubler至疾病管制局討論台灣登革熱防治政策。

7月8日∼13日 辦理「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與健康不平等工作坊」，邀請台大公衛學院江東亮院長進行系列演講。

7月9日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門診透析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

7月13日 因全球水痘疫苗供貨漸趨穩定，原「出生滿15個月」接種政策，即日起恢復為「出生滿12個月」接
種。



7月13日 美中大西洋議會領袖訪華團Del.Anthony O'Donnell一行12人參訪中央健保局，瞭解全民健保制度；
並對健保IC卡資料存放內容、醫療給付範圍進行交流討論。

7月14日 舉辦「由第62屆WHA看我國未來參與國際衛生之展望」座談會。

7月14日 公告「中藥濃縮製劑補中益氣湯等含總重金屬及砷含量之限量」

7月15日∼26日 為因應世界運動會賽事順利進行，啟動機動防疫隊進駐前進指揮所，加強傳染病監測及疫情防堵。

7月16日 利比亞司長Ben Sassi博士由外交部人員陪同蒞臨藥物食品檢驗局參訪。

7月18日 本署和國立台灣大學傳染病防治研究及教育中心共同舉辦「疫苗與傳染病學術研討會」。

7月20日

為減少高危險群幼童因肺炎鏈球菌導致嚴重併發症之機率，針對下列6大類疾病之5歲以下（民國93
年7月1日以後出生）幼童，提供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包括：1.脾臟功能缺損。2.先天或後
天免疫功能不全（包括愛滋病毒感染）。3.人工耳植入者。4.慢性疾病，含慢性腎病變（包含腎病
症候群）、先天發紺性心臟病（包含心臟衰竭）、慢性肺臟病（氣喘除外）、糖尿病。5.腦脊髓液
滲漏。6.接受免疫抑制劑或放射治療的惡性腫瘤及器官移植者。

7月20日∼8月21
日

美國結核病防治專家Dr. Edwin Antonio Paz獲邀來台，協助進行都治（DOTS）計畫執行成效評
估，並前往各縣市實地訪查。

7月21日 亞太公共衛生協會秘書長Dr. Walter Patrick一行5人參訪中央健保局，瞭解全民健保制度；並對醫療
給付範圍、醫療費用等議題行交流討論。

7月22日 公告「地龍等中藥藥材含污穢物質限量」。

7月23∼26日 「2009年台灣生技月」展覽假台北世貿中心舉辦，以「6大區25分項題目」設立主題館，以寓教於
樂之方式，使民眾獲得衛生相關知識。

7月22日∼23日 舉辦「2009健康促進研討會」，邀請多位美國衛生官員及國內學者專題演講。

7月23日 本署長期照護保險籌備小組揭牌正式運作。

7月23日
修訂「98年度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制度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改善方案」。

修訂「98年度增進偏遠地區健保醫療服務計畫」。

7月24日 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籌備小組揭牌正式運作。

7月23日∼24日 舉辦「Workshop on Public Health: Health Policy, Legal Issues and Trade」，邀請國外專家學
者Prof. David Smith等6人及國內專家學者，講授國際貿易與醫療衛生相關議題。

7月24日
修正「傳染病防治獎勵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六條條文。

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試辦計畫。

7月24∼30日 邀請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朱書宏教授及加州政府衛生部菸害防制組April G. Roeseler主任來
台進行菸害防制工作經驗交流及輔導。

7月27日 公告身心障礙者特別門診管理辦法。

7月28日∼31日 邀請日本大學齊藤安彥教授來台指導「健康餘命估算與研究應用」，並舉辦工作坊，期藉由本次活

動，與REVES交流互動。

7月29日 發布「衛生署通過國內首家符合國際PIC／S GMP 標準之藥廠」。

8月3日 本署藥政處邀集社團法人藥物品質協會、中央健康保險局及藥物食品檢驗局，召開「原料藥DMF
及PIC／S GMP之認定作業討論」會議。

8月6日 公告「98年度新制醫院評鑑第一階段合格名單」。

8月6日 公告「98年度醫學中心任務指標試評作業要點」。

http://www.do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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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為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後緊急應變作為，成立前進指揮所及啟動機動防疫隊，支援調度人力及防疫物

資，積極展開災後防疫工作。

8月9日∼17日
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執行長Dr. Georges Benjamin一行7人訪台，參訪本署及其他衛生機關，並於8月
11日∼12日舉辦「公共衛生風險事務管控研討會」，針對公衛事件的風險管理進行實務及經驗交
流。

8月11日 發布「98年7月市售禽畜產品殘留動物用藥檢驗結果」。

8月11日 為防止H1N1新型流感於莫拉克颱風受災地區造成疫情，針對台東縣及台中縣市以南等13個受災縣
市，放寬流感抗病毒藥劑用藥條件。

8月11∼10月11日 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6樓長廊，舉辦「移動的健康森林──健康體能宣導特展」，宣導健康與運
動概念，增進中老年民眾將運動融入日常生活中之動機。

8月12日 修正發布「危險性醫療儀器審查評估辦法」。

8月12日 因應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訂定「機構業者因颱風豪雨遭受水患致購存之管制藥品及相關資料燬損

處理程序」。

8月13日 公告修正食品中黃麴毒素檢驗法。

8月13日 公告「莫拉克颱風受災之民眾全民健保協助方案」。

8月13日∼14日 舉辦「APEC腸病毒研討會」，會中就腸病毒流行病學、疫情防治等議題進行交流討論。

8月18日
2009年「健康好書 悅讀健康」徵選活動假國家圖書館舉辦頒獎典禮，今年針對癌症防治與菸害防
制、心理健康促進、健康飲食及保健、其他（如：罕見疾病）等四項健康議題進行徵選，總計76
家出版社575本作品參加徵選，其中92本獲推薦為年度健康好書。。

8月18日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開學後H1N1新型流感防治及停課標準，及受災地區民眾收容安置場所
之H1N1新型流感防治措施。

公告修正「莫拉克颱風受災之民眾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作業須知」。

8月21日 公告「莫拉克颱風災民全民健康保險欠費協助方案」。

8月 24日 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第6次年度藥品支付價格調整原則」。

8月25日 發布「現階段醫療機構因應H1N1新流感群聚事件作業規範」。

8月25日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公告註記「投資經營管理」及「陪同來台（一）」事由
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為台灣地區長期居留之證明文件。

8月26日 公布H1N1新型流感疫苗接種優先順序。

8月26日
「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診斷關聯群」展延自99年1月1日施行。另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
標準」第九部「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診斷關聯群」第一章「Tw-DRGs支付通則」七、八，自99年1月
1日施行。。

8月27日 公告「98年度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指定醫院」名單。

8月28日 公告「莫拉克颱受災之民眾全民健保就醫協助延長方案」。

8月28日 日本緊急援助隊專家小組一行5名成員，由該國之駐台代表齋藤正樹等日本交流協會人員，在我方
外交部人員陪同下到本署拜會。

8月28日 公告修訂「莫拉克颱風受災之民眾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作業須知」。

8月28日∼29日 「2009年菸草供給與需求管制暨國際貿易研討會」假台北市福華文教會館舉行，本次研討會邀請
美國、日本、紐西蘭等國知名學者及國內專家，針對各國菸草控制經驗進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