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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職場爭議通報平台截至113年5月共通報3,109件，涉勞基法計1,551件(約50％) ，常見爭議案件

多為:假日上班(休假爭議)、工時過長、花花班及更換班次間隔未達11小時等問題，可見人力之不足

問題評析-1

3 護病比照護負荷重、薪資條件不對等

新領照護理師就業率約60%，醫院流失人力以30-35歲為主2

三班輪值工作與家庭無法兼顧1

•醫院護理師80%需輪值三班，醫院護理人力離職2大時機點：結婚、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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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力評估-1



醫院護理人員常態空缺率約5%，疫情後空缺率由疫情前約5%，

攀升至7%，離職率由疫情前約10-11%，攀升至12%
疫情後醫院護理人力流失增加5

新進護理師三個月異動率約30%4 • Z世代(20-27歲)占18%，更重視生活與工作平衡

2030年超高齡照護需求增加 2030年65歲以上占總人口達25％，
慢性疾病及失能失智照護需求增加

1945-1964年戰後嬰兒潮勞動力的護理世代
2030年前退休

護理人力
高齡化

社會人口
高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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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評析-2

護理人力評估-2



圖片來源：賴總統Facebook網站資料 4

改善醫療人員工作環境

• 提升醫事人員工作待遇：公務預算挹注健保、

檢討公立醫院醫事人員薪資結構

• 護理工作環境改善：三班護病比入法

• 強化護理人力增補：推動護理師國考精進策略，

擴大大學護理系所招生名額

總統「健康台灣，樂齡幸福社會」政策

• 支持家庭照護功能，減輕照顧者的

勞務負擔與心理負荷

• 強化提供家庭照顧者喘息服務，

擴大試辦全責照護制度



提升健康照護覆蓋率

醫院有效留任

社區多元執業

護理量能創新

護理執業率

醫院執業率

護理人力政策目的

策略原則

政策目的 國家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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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力整備-1



衛福部
執業率

考選部
考照率

項
策
略

12

大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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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項
目

關
鍵
目
標

7.1萬人 6萬人 5.6-7萬人

畢業數 領照數 執業率執業數
新領證執
業數

4.2萬+2.8萬人

(113-119年) (85%考照率) (70%就業率) (50%留任率) (80%-100%達到率)

1護理人力增額培育

2國考增次題務精進

3教考用之協力整合平台

4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獎勵

5護理友善職場典範認證

6護理新手臨床導師制度

7智慧科技減輕護理負荷

8擴大住院整合照護計畫

9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

10多元彈性自主執業
11公職護理師比例調升

12護理薪資結構合理透明

人才培育 正向職場 薪資改善

離職率 空缺率 流失率 回流率

教育部
考照率
畢業率

護理人力政策整備12項策略計畫架構說明

護理人力整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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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預期效益

開始
推動

策略計畫(113-119年) 預期效益

112年
- 加考1次、各科題數80題改為50題(考選部)

- 建立跨部會護理教考用協力平台(衛福部、教育部、考選部)

•建立護理教考用一致制度

•提升新領證護理師執業率

113年

- 每年增加10%護理培育員額 (教育部)
•113-119年可增加7.1萬名護理畢

業生可新增4.2萬執業護理人力

- 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衛福部)

- 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獎勵(衛福部)

- 公職護理師比例調升(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

- 多元彈性自主執業(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

- 護理薪資結構合理透明(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

• 透過正向環境與薪資改善，原

領照護理少進多出之年約流失

人力8,000人可降為4,000人

• 預期至119年可增加2.8萬留任

114年

- 護理友善職場典範認證(衛福部)

- 護理新手臨床導師制度(衛福部)

- 智慧科技減輕護理負荷(衛福部)

- 逐步擴大推動住院整合照護計畫(衛福部)

至119年護理人力預期新增5.6萬至7萬護理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