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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 92 年度委託研究計畫  

建構教育輔導模式 

提昇醫療品質 

 

委 託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執行機構： 臺灣醫學會 

研究主持人： 黃天祥教授 

執行期間：九十二年一月二十九日至九十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本研究報告僅供參考，不代表本署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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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繼續教育、實證醫學、醫學倫理、法律     

全民健保實施總額預算制度後，如何確保醫療品質成為大家關心的議

題。在現代的醫療體系中，醫療供給系統的缺失經常造成各種品質問題，

有些品質問題可能置病人於極大風險。醫師必須確保在他們的執業生涯

中，能夠依據實証醫學的原則來改善自己的醫療專業執行，也能夠同樣去

評量、改進醫療供給系統，而以改善病人照顧及提升醫療品質為最終目標。 

在醫療專業執行的過程中，具備倫理與法律思維，重視生命倫理及法

律規範也是提昇醫療品質的重要一環。行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衛生署）

九十二年四月二十三日正式公佈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八條第三

項及第四項規定，醫師執業執照有效期限之展延，應於執業執照之有效期

限內參加醫學倫理及法律相關之繼續教育課程。 

由於保險給付只以個體、器官為依據，失去全人觀點的醫療考量，醫

師只管自己專業領域的疾病，而忽視其他領域的疾病，更忽視病人整體。

為了讓醫師對於醫療品質問題有正確的觀念，應積極推展醫療品質教育，

將實證醫學為基礎之醫療品質監測及醫療爭議案例納入醫師繼續教育，推

展醫療科技評估制度，建立「基於證據的健康照護系統」，使基於科學證據

的醫療服務、醫療安全及政策決策，能使醫療更有效、更安全；讓臨床醫

師能隨著社會的進步及醫療的變化而更新醫療的價值觀、態度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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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方法是於北、中、南三區以醫師繼續教育方式舉辦「醫療的科

學、倫理與法律討論會」，共舉辦十二場，參加學員共有 2673 人次，進一

步了解到利用此方式對於其在倫理、法律及實證醫學產生助益，亦幫助臨

床上之判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與會學員滿意度高，並有相關醫療單位也

跟進舉行討論會。 

另將討論會案例匯集專家意見及相關論述刊登於臺灣醫學雜誌「醫療

品質專欄」自 7卷 2期自 7卷 6期，及另訂醫療爭議審議報導抽印本，已

發給衛生署相關單位及各學會、公會等醫事團體。 

在討論會中發現學員對倫理、法律及實證醫學需求甚切，並期待有一

個肯定的回答，在場場爆滿的情況下，更期待各公會與學會能針對其會員

所需開立各種不同的課程，並在各大醫學中心成立醫學倫理、醫事法律及

實證醫學小組且作整合，加緊本土研究，並落實以實證為基礎的政策制定

及全民健保給付，設立醫學倫理法律指引及規範。而繼續教育更從根紮起，

從醫學院學生開始接觸，並廣泛培育師資，將此散播下去且逐步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