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5年開辦，迄今即將三十年的全民健康保險，關於保費及費率的調
整、醫療資源的合理使用、弱勢族群的健康照護、醫療機構的健全運作以

及醫療人員的穩定性等，涉及制度永續性的問題，一直都是國人的關注焦

點。日本醫療法第五章以下，就類似於我國之分級醫療與轉診制度進行規

範，透過地區性之醫療協力以及階段化之醫療提供體制，確保整體醫療系

統能以各司其職的方式，達到應有的運作效率。換言之，要使全體民眾能

夠接受適當的醫療服務、提升整體醫療系統的效率和可及性，分級醫療和

轉診制度應該予以落實；此外，更有其他焦點應該重視：諸如，醫療資源

合理利用，使成本及品質能被有效控制，保障所有人民可以獲得所需的醫

療服務，則總額預算制度須要進行討論；健保局與醫療服務提供者之間透

過特約，規範醫療服務的標準和報酬，服務質量和控制成本，全民健保特

約制度的實然面是否符合法治主義，應有檢討之必要；主管機關欲掌握各

級醫療機構所提供之醫療服務水準，確保國民能獲得應有的品質，對醫療

機構定期進行評鑑之內涵及程序，及其與健保合約、支付制度之連動關係

宜予檢視。本期企劃以健保制度下之醫療機構之經營管理與挑戰為核心，

邀請學者專家探討此一議題。 

本期「學習式判解評析」單元，我們為您挑選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醫
上易字第10號民事判決電波拉皮手術和解案進行討論；我們也邀請林萍章
醫師與高等法院刑事庭廖建瑜審判長，在「月旦時論」中，評論刑事訴訟

修法對醫事鑑定的影響；為解決護理人力流失之難題，行政院於2023年9月
提出「護理人力政策整備十二項策略計畫」，是否能挹注護理人力、有效

留住護理人力？我們邀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邱慧洳教授進行

評析。本期的精彩內容，請您一覽。

新的一年已然到來。本誌編輯部先恭喜您，面對過去，完成豐盛而美

好的篇章；朝向未來，2024年，擘劃創新而踏實的藍圖。我們將持續而穩
健地，在海內外的醫療衛生法制領域中，蒐集整理實務資訊與立法，勾勒

企劃重要議題及焦點。面對變化的時代與湧動的潮流，在這一年裡，我們

願繼續與各位親愛的讀者們，一同在醫療衛生法的世界中，長風破浪、直

掛雲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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