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言 

 近年各國陸續發生醫師罷工，提出合理工時、人力、薪資等訴求，於 COVID-

19 疫情後，更掀起醫護離職潮，引發醫療體系風暴。113 年 6 月 15 日韓國醫師於

The Lancet 刊載投書聲明韓國醫師罷工行動之原委，指出韓國健康照護體系儘管有

高品質架構及低廉保險費，但未解決給付過低及醫療過失高刑事訴訟比例之兩大問

題而導致危機。以插管治療費用為例，醫院僅能申報所耗用資源的 60%，導致損失

40%；健康照護提供者因醫療過失而被控刑事犯罪之比例高於日本 15 倍、英國 566

倍（2013-2018 年）。2020 年涉及新生兒 ICU 四名嬰兒死亡之著名案例，導致 2 位

醫師及 1 位護理師被審判及監禁。前述問題已促使住院醫師及研究醫師大規模辭

職，截至 113 年 5 月 30 日，仍有 92%的人辭職[1]。 

「醫療工作權」議題近年因 COVID-19 全球性大流行再度引起熱議，醫療人力

不足、執業工時過長及薪資過低等問題皆一再浮現。世界衛生組織（WHO）推

估，2030 年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國家將面臨 1000 萬的醫療人力短缺，各國皆面臨不

同程度的醫學教育、就業、人力部署、留任及績效等困難[2]。南韓、日本及中國陸

續出現醫師罷工及工時過長輕生事件，政府與醫界若難以合作以獲得共識，受最大

損害的恐是病人權益[3,4,6,13]。人口高齡化及缺醫潮來臨，各國政府需擬定醫療政

策並衡量醫療體系量能及規劃配套措施。本期時事專欄乃針對醫師罷工及醫療工作

權進行探討，期能從醫師健康權、醫師工時、醫師薪資、醫師罷工權及我國現況與

展望等面向思考此議題，以保障醫病雙方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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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健康權 

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於 2024 年 5 月發表醫

師倦怠統計並研議如何改善醫師健康並解決醫療保健領域之倦怠問題，指出

COVID-19 大流行期間醫師負擔增加，衍生醫師倦怠問題。63%的醫師在 2021 年

至少經歷一種倦怠症狀，對比 2020 年，增加 38%，且持續影響至今，不會很快消

失。前兩年約 2/5 醫師表示打算隔年（2024 及 2025 年）減少臨床工作時間。截

至 2023 年，50%的執業醫師仍感倦怠，近 40%執業醫師計劃離開目前職位。醫師

倦怠不僅是醫師的健康問題，也造成病人就醫問題。為改善醫師職業倦怠，AMA

專注於四關鍵領域（評估、承諾、實踐參與效率與實際團隊合作），至少每三年測

量一次職業倦怠，建議組織建立正式福利委員會及辦公室，專注於實踐效率與團隊

合作[5] 。 

醫師工時 

醫師工時部分，歐盟與英國醫師會於 2024 年 5 月針對專科醫師（Specialty 

and Specialist Doctors）及初級醫師（Junior Doctors）提出醫師工時指引，預防

醫師人力工時過長。該指引明確標示醫師工時平均為 48 小時，並應遵循每日休息

11 小時、每週休息 1 日、連續工時超過 6 小時應休息至少 20 分鐘及每年應有 5.6

週帶薪假[12]。 

另有研究指出，自 1997 年後加拿大男醫師工作時間明顯減少，女醫師工作時

間穩定於每週 45 小時，已婚醫師工作時間顯著下降。至 2020 年底，醫師工時已

恢復疫情前的水準。工時減少趨勢與醫師職業倦怠相關，倦怠可能對健康產生負面

影響，降低生產力及工時，甚至退出醫療實務工作。改善工作環境與生活平衡是解

決職業倦怠的方案之一[14]。美國在 2001 至 2021 年間，醫師平均每週工時下降

7.6%，英國全科及醫院醫師平均工時減少 6%，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15-18]。

從美國、加拿大及英國等國之醫師工時降低，顯示醫師職業倦怠與健康權漸獲重

視。 

臺灣已於 2019 年將住院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並修正住院醫師工時指引（正

常工時上限、勤務間隔、休假及薪資），希能藉由立法保障住院醫師權益，以使醫

師工作權獲得保障。近日，亦有立法委員預計提案修訂《醫療法》，擬增加醫師勞

權專章，彌補主治醫師被排除在《勞基法》外的不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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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薪資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

opment, OECD）2023 年所發表的健康統計（Health at a Glance）指出，在葡萄

牙、哥斯大黎加與英國等國，全科醫師與專科醫師薪資在 2011-2021 年間均出現

實際下降，英國過去 10 年醫師、護理師及 NHS 工作人員實際薪酬略有下降

[7,11]。 

2021-2022 年美國醫師平均薪資下降 2.4%，醫護人員面臨經濟、醫師短缺及

高職業倦怠率壓力，至 2023 年醫師的醫療保險收入也將減少 2%。根據美國醫學

會數據，考量通貨膨脹等因素後，從 2001 -2021 年，醫師獲得的醫療保險給付下

降了 22%，經濟和財務壓力也同步影響醫師工作滿意度。過度工作和職業倦怠有所

增加，薪酬問題更加劇此情形，超過三分之一的醫師考慮提前退休[19] 。 

醫師罷工權 

世界醫師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認為醫師因過長工時、低

薪及媒體負面報導而感覺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時，發動罷工是民主社會中受到法律與

憲法保障的權利。英國醫學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BMA）指出，因薪資

調漲幅度低於通貨膨脹，初級醫師自 2008 年以來等同於減薪。要求政府加薪

35%，並提供初級醫師罷工行動指引（如罷工期間不應輪班、工作中應完成輪班

等），支援被迫回歸工作的初級醫師成員，載明罷工行動權利受英國就業法保障。

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於 2023 年發表醫師及實習

醫師集體談判對醫療照護之風險與益處，指出醫師應避免以罷工作為討價還價策

略，某些行為可能會面臨違反反壟斷法的風險。強調加入工會的醫師無須透過罷工

以在談判過程中行使權利，有其他方法來調整工作流程以影響其雇主，而不拒絕所

有臨床職責。勞動法為醫師等醫護人員提供罷工權利，要求工會在進行任何罷工或

一致拒絕在任何醫療機構工作的前 10 天需預先通知機構，以保護公眾免受勞資糾

紛造成醫療服務的不當干擾[6,8,9,10,11] 。 

我國現況與展望 

我國之全民健康保險覆蓋率已達近 100%，從預防保健到長期照護等醫療服

務，多數由健保支付。在健保總額制度下，醫院常遭遇無法維持合理的收益，進而

留不住人才，醫護人力不足與過勞、造成醫療品質下降之惡性循環。我國的健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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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雖常常被宣稱為世界第一，但國人之「不健康餘命」將近 8 年，遠高於許多先進

國家。WHO 關注醫療指標(癌症五年存活率及慢性病照護)、新生兒死亡率、急性

心肌梗塞住院後 30 天及一年死亡率，皆不如日本、韓國與新加坡[20]。 

臺灣醫療品質不如鄰國的原因可能來自於經常性醫療保健支出太低，臺灣經常

性保健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自 2019-2021 年都維持在 6.1%，相較於日本

11%、韓國 8.8%、德國 12.8%、加拿大 11.7%，顯得差距甚大[22]。當醫院財務

狀況不佳又資源不足，如何撐起 24 小時運作的急診並使心肌梗塞病人得到充分照

顧，實為一大挑戰。健保給付與醫院獲利偏低也影響到醫院人才招募與培育，醫師

不願留在醫學中心或投入急重症療療，轉向投入醫美等收益高且以自費項目為主之

醫療（2010 年前衛生署長林芳郁曾指出臺灣醫師有四分之一在從事醫學美容），產

生「救醜不救命」、「醜人有救，病人無醫」[25]，以及「心臟按摩不如腳底按摩」、

「氣管插管不如通水管」、「住院給付不如住飯店」、「看病不如算命」等血汗健保之

嘆。 

然而，最貴的不一定最好，近年來自費醫療所導致的社會亂象，常常是基於營

利導向、而非以病人需求為中心來考量。本院吳明賢院長曾揭示的臺大醫院三大願

景為：結合資訊科技的智慧醫療、強調預防的精準健康、仰賴臨床驗證的尖端醫

療，秉持生命無價、視病猶親理念[20]。而欲維持高品質的服務、教學、研究，並

投入每年超過 4 億的醫療研究經費，就必須建立在良好財務基礎，方能持續高水準

的服、教、研[21]。吳院長並指出，邁入高齡化社會的臺灣，應整體考量分級醫

療、醫療人力等問題，並有中長期規劃；分級醫療若沒有強制性，僅從醫療端要

求，民眾本身沒有概念，犧牲的將會是醫護人員。國外採強制性分級醫療，任何病

症都須先看家庭醫師，大部分的重病都是從輕症開始，能否在第一時間攔截是避免

病情惡化關鍵。至於兒童醫療應透過提升待遇等方式來留下人才，短期的救急措施

無法真正解決問題[23]。 

醫療工作權涉及醫療人員、醫療機構及病人權益，如何保障醫療工作權並兼顧

病人權益，以確保充足的醫療量能與有效發揮，有賴政府重視這些需求及並明智地

規劃具前瞻性的因應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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