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年前我的碩士論文在誤打誤撞之下，選擇了病人自我

決定權作為論文題目，從此我就與醫療法與醫事法結下了不解

之緣。那個年代研究醫事法或撰寫相關論文，臺灣並沒有專業

期刊雜誌可以直接參考，醫事法中文文獻常是零零星星地散

落在不同法領域的期刊中，所以必須費盡心思、上天下地找資

料。研究醫事法的困難，除了資料文獻不好找之外，還有另一

個困難，就是醫事法跨領究的特色。由於醫事法橫跨了二大知

識體系—醫學與法律，僅是單純地研究法律或醫學，沒有一

些結合或綜整二個學科的引導或橋樑，就會出現毫無頭緒，或

是研究成果呈現披著醫事法外衣，卻無法深入二者精髓的扭曲

感。

近20年來，各大學紛紛設立科際整合研究所，或新創立

結合醫學與法律的大學系所。除了原本的法律人之外，研究醫

事法的人口明顯增加，而且研究者知識背景多元，有醫學、藥

學、護理、公衛、生技、生科、醫工、AI等知識背景的人。早

期如我一般的法律人，研究醫事法的方法與取向，多聚交於醫

療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糾紛之解決，或醫藥行政管制措施，因此

習於從民法、刑法或行政法的角度切入醫事法的研究。例如我

的專業是刑法，當時研究醫事法的時候，就是先以刑法觀點去

研究醫療傷害、病人自我決定權與各種阻卻違法事由的問題。

然而，近年來，大量新興議題的出現，例如對醫美手

術、基因療法、幹細胞治療的許可與管制，對疫苗開發與試驗

【期許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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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100期的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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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制，AI醫療輔助醫材之開發與管制等，對於法律人而言，

進入傳統醫事法領域已然不易，要更進一步進入這些新興醫事

法領域的知識門檻又再變高，有時甚至使人望之卻步。我每年

開設的醫療法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課程，要求修課學生必須撰

寫期末報告。學生修課過程，常會有不知從何研究或撰寫論文

的茫然感。因此，除了上課講述課程之外，我一定會推薦學生

參考《月旦醫事法報告》雜誌，在學生苦思不到題目，或不知

如何去找醫事法相關判決，或是對新興醫事法領域想要深入研

究時，本期刊的內容常像一劑解藥一樣，讓人可以獲得想要的

解方。

本刊物收錄的期刊文獻、報導甚或實務判決，除了涉及

與基礎民法、刑法、公法結合的重要醫療糾紛或醫事法議題，

亦規劃各種專題，視角多元，與時俱進地掌握最新醫事法的發

展趨向，不僅可以引領與啟發學習者或研究者進行較為全面的

思考，更能讓想要跨入醫事法研究的人，可以快速發現問題、

掌握狀況、自我學習。

8年多前，《月旦醫事法報告》創刊，想要辦好一份深入

結合醫與法的專業法律期刊。一路走來，篳路藍縷。在《月

旦醫事法報告》即將邁入發行第100期之際，我看到了柳暗花

明，這不僅是過去用心經營成果的展現，更為延續未來立下

了最紮實的基礎。近年來，醫療與法律的議題，可以說百花齊

放，例如2022年醫預法之增訂，創造了新的醫療糾紛處理模

式，以避免醫療糾紛中醫病衝突增遽；然而，刑事訴訟法關於

鑑定制度的變革，使得醫療糾紛即便採取機關鑑定，實施鑑定

或審查之人也必須到庭言詞說明，亦造就了目前醫療鑑定幾乎

停擺的窘境。再者，2024年6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再生醫療

法」雖促進了再生醫學的研究，但如何進行管制與監督？需不

需要人體試驗？仍然爭議不斷。「人工生殖法」目前也正值各

種修法爭議等待凝聚社會共識的關鍵時刻，包含代理孕母合法

6      Angle Health Law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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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許可同性伴侶進行人工生殖等法規，已然成為全體社會關

注與期待的焦點。以上的法律規範，乃未來醫事法規的重大議

題與發展趨向。期待未來「百花齊放」的時代來臨時，《月旦

醫事法報告》不會缺席。也預祝未來本期刊可以朝向第200期

邁進！

臺大法律學院院長 

王皇玉 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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