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下，醫護人員必須面對高度的風險，尤其在疫情剛開始時，

對於病毒的認知以及欠缺疫苗與保護裝備，使其所處之環境不但複雜且充

滿著不確定性。不僅增加醫護人員身心方面的工作壓力，也使醫護人員在

染疫在不幸染疫後，是否能認定為職業災害，而獲得應有的補償和支援，

成為一項深富公共性質的課題。

依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所公佈之資料，自新冠疫情發生後至2023年4月30
日為止，日本醫療從業人員（從事病人的診療、護理或照護工作，或因研

究等其他目的而處理病原體之人員）請求與新冠病毒感染症有關之勞動災

害給付案件數，累計共有148,869件，其中已下決定之件數為140,952件，給
付件數則為140,652件。在醫療人力短缺、醫療設備不足、勞動時間增加，
而新型態病毒感染力又擴大的情況下，後疫情時代，醫療從業人員之勞動

權益厥為關注焦點。這不僅關乎他們的生活與健康，也涉及全體國民以及

公共衛生體系的永續性與韌性。我們需要以一種全面而均衡的視角來看

待。本期企劃針對基層醫護之退避權、護病比、醫護染疫之職災認定⋯⋯

等課題，邀請學者專家進行解析。

「學習式判解評析」單元，我們為您挑選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2088號裁定，本件中的產婦於剖腹產後翌日因肺栓塞死亡，原告起訴主張
醫師遲延轉院，才導致產婦存活機會遭剝奪；雖一審與二審法院判賠，但

遭最高法院廢棄發回，嗣更一審認定醫師無過失，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

確定，就本件審理程序中對鑑定意見所踐行之證據調查等評析內容，請您

一覽。

「露簟荻竹清，風扇蒲葵輕。」暑氣大作，颱風接續而來的時節，立

秋已悄然來到。早晚或有秋風初報涼之感，山區亦顯露葉參差光之貌。本

誌編輯部全體同仁敬祝各位親愛的讀者，一葦安可航，顥氣生東方！

2023年8月

 

更多期刊、圖書與影音講座 
請至【元照網路書店】http://www.angl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