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2023）年5月26日，《原住民族健康法》三讀通過。由於地理位
置、經濟條件、社會文化、教育資源等各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原住民族特
殊之健康問題，這部法律開展了處理原住民族族人所面臨的健康不平等問
題的第一步。本法規定政府政策應尊重原住民族的自主與意願、設置原住
民族健康政策會、定期調查研究原住民族的健康狀況與需求、建置原住民
族健康資料庫、寬列原住民族健康調查研究預算、關注原住民族健康照護
人員的培育和保留政策之外，亦課予主管機關保障原住民族學生享有一定
名額以公費就讀健康照護相關科系之義務、健康照護相關課程應融入原住
民族文化安全之內涵、原鄉健康照護機構優先聘用具原住民身分或熟悉當
地族語之健康照護人員、研究和推廣原住民族傳統醫藥和健康知識、原民
健康議題之國際交流合作等重要方向。

這部法律體現了從原民健康政策的規劃擬定開始，到執行等階段，都
希望能體現對於原住民族傳統、語言、文化和習慣的尊重，但是具體的實
施方法與措施，都還有待進一步落實。例如，以法律要求醫療服務人員接
受原住民文化安全訓練，則其訓練內容、程度、頻率以及評估方式，都需
要明確界定；雖然要求政府寬列預算，但如何保證影足夠的資金與人力投
入相關原民健康計劃？原住民族健康政策會是重要的機制，但其成效如何
評估？原民健康資料庫的建置，如何平衡權利保護與健康促進的需求？原
住民族健康照護人才的培育與留用，需要長期的職業發展配套。我們可以
說，在第一步之後，考驗才要開始。本期企劃，請您一起與我們關注。

本期「學習式判解評析」單元，我們為您挑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1808號民事判決，醫療過失爭點多樣而龐雜，法院囿於專業限制，在證據
調查時難免千頭萬緒，不易聚焦；然而，除過失之外，因果關係亦為損害
賠償責任成立之核心，醫療處置縱有過失，仍須過失與病患所受損害間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醫方始需負賠償責任。本腹腔鏡氣體栓塞案，醫療損害
發生之直接原因，為罕見特殊醫療事故（氣體栓塞）之情形，就審理程序
中，法院之證據調查，或可由因果關係切入，過濾無關爭點。精彩的評析
內容，請您一覽。

「楓葉欲殘看愈好，梅花未動意先香。」轉眼之間，時序已至年末。
地處亞熱帶的臺灣，雖然沒有可以看到雪國的長隧道讓我們穿越，但靜觀
季節更迭的景致，細品氣候變換的日常，仍然能夠讓我們感受到大地運行
的節奏與呼吸。本誌編輯部全體同仁敬祝各位讀者，於此小雪時節，心樂
體健、神清氣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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