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畢業專題報告 

 

 

醫療糾紛、病人與醫師本身特性 

對醫師醫療行為影響 

 

 

 

 

指導老師：曾旭民 教授 

 

專題學生﹕游雅甯(B0741013) 

 

 

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一年一月 



目錄 

壹、 緒論................................................................................................................ 3 

第一節 研究動機.................................................................................................. 3 

第二節 研究背景.................................................................................................. 3 

第三節 研究目的.................................................................................................. 3 

貳、 文獻探討........................................................................................................ 3 

第一節 醫療糾紛之定義...................................................................................... 4 

第二節 臺灣醫療糾紛的發展趨勢...................................................................... 4 

第三節 臺灣醫療糾紛成因和處理方式.............................................................. 4 

參、 研究方法........................................................................................................ 5 

第一節 研究架構.................................................................................................. 5 

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研究流程.............................................................................. 5 

第三節 問卷篩選與定義...................................................................................... 5 

第四節 統計方法.................................................................................................. 6 

肆、 結論................................................................................................................ 6 

伍、 參考資料........................................................................................................ 6 

 

 

 

 

 

 

 

 

 

 

 

 

 

 

 

 

 

 

 

 

 



壹、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大學期間有幸在課堂上接觸到有關醫療糾紛相關的課程，瞭解到醫療糾紛會影

響醫療成本、醫病關係。其中醫療糾紛的類型、病人本身的特性、醫師對醫療糾

紛的態度，皆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醫師的醫療行為。因此想探討不同面向對醫師

醫療行為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背景 

隨著醫療進步，醫療糾紛的件數相較以前也大幅增加。我國衛生福利部（以下簡

稱衛福部）醫事司每年會釋出「中央醫事審議會（以下簡稱醫審會）受理委託醫

事鑑定成案件數」之年度統計，最新資訊顯示民國 109 年共完成審議 346 件。其

自民國 81 年起之年度案件統計如圖一，可看出自民國 85 年之後，每年審議案件

開始突破 200件，並持續增加。 

 
圖一：受理委託醫事鑑定成案件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官網，110 年 8 月 19 日更新公告 

 

醫療糾紛的產生造成病患直接承擔傷害，使得病患家屬對醫療機構不再抱持信賴，

直接影響到醫病關係。此外更讓醫院在各方面付出有形、無形的社會成本。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了解醫療糾紛、病人與醫師本身特性是否會對醫生醫療行為產

生影響。 

貳、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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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醫療糾紛之定義 

醫療糾紛定義可分為廣義醫療糾紛與狹義醫療糾紛。廣義醫療糾紛指與醫療有關

的一切糾紛。存在於醫療消費者與醫療提供者之間的爭執，也就是病人或其親屬、

親友，在醫療過程中或經診治後，對於醫療過程、費用、及醫療態度等，有所不

滿所產生的爭議；狹義醫療糾紛指醫生與病人之間關於醫療傷害之間責任歸屬的

爭執，亦即英美法上所稱 medical malpractice，可稱作醫療不當執業或醫療事故。

主要是指因為醫療「過失」所產生的醫療傷害問題，醫療過失通常為醫療糾紛案

例的核心。 

 

在法學方面，以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的定義為例，醫療糾紛是指

病人認醫療行為有不良結果，而應由醫事人員或醫療機構負責所生爭議[7]。 

 

本研究採用之醫療糾紛的定義為陳榮基和謝啟瑞在調查臺灣的醫療糾紛問題時

所使用的定義：「醫師與病人或病人家屬之間，在醫療過程中，所形成的民事或

刑事糾紛」[8]。 

 

第二節 臺灣醫療糾紛的發展趨勢 

一、醫療糾紛的頻率 

在 2009年時，全臺灣有 9.1%的執業醫師有醫療糾紛的經驗；而在 2004至

2009 年中，有 22.1%醫師曾經遭遇到醫療糾紛；如果以整個執業生涯來說，

則有 36%醫師曾發生過醫療糾紛。亦即在臺灣三分之一的醫師在執業過程中

至少遇過一次醫療糾紛[1]。 

 

第三節 臺灣醫療糾紛成因和處理方式 

一、醫療糾紛成因 

就醫療經濟學當中提及醫療糾紛包含兩種狀況。第一種為醫療傷害產生後，

病患與醫療服務提供者產生的醫療傷害賠償責任的爭議。第二種為病患對醫

療過程或治療結果不滿意因而提出損害賠償。其中醫療傷害可分成可避免與

不可避免的傷害。可避免的傷害指醫師並未遵從正確的醫療程序，導致病患

受傷害；不可不免的傷害則指醫療過程中的風險使病患受傷或死亡，例如：

在正確治療程序下產生的併發症[6]。如同楊秀儀在《論醫療糾紛之定義、

成因、及規責原因》一文中對醫療糾紛的定義：「醫病之間因為醫療傷害所

生之責任歸屬之爭執；非以提起民事或刑事訴訟為要件，亦非以金錢為必要；

任何請求均可」[9]。 

 



醫療糾紛的成因主要分成醫療機構方面的因素、醫事人員方面的因素、病人

及家屬方面的因素與時代及社會方面的因素四個面向[2]。 

 

二、臺灣醫療糾紛的處理方式 

承第一節對於廣義醫療糾紛的定義，醫療糾紛指存在於醫療消費者與醫療提

供者之間的爭執，包括醫療過程、費用、及醫療態度等。當糾紛發生時，醫

療消費者可選擇是否依循法律途徑解決，若選擇非訴訟途徑則是和解、調解、

仲裁，訴訟途徑則是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圖二)[3]。 

 

圖二：醫療糾紛處理方式關係圖 

 

參、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所使用資料採用陳榮基、謝啟瑞在民國八十一年所做《醫療糾紛對醫療成

本之影響：臺灣西醫師的實証研究》調查之資料，並將此研究中的問卷重新整理。 

第三節 問卷篩選與定義 

原調查問卷一共分成四個部分，分別為您對醫療糾紛的看法、醫療糾紛與您、您

最近一次醫療糾紛的經驗與個人基本資料。第一部分想瞭解醫師對醫療糾紛的主

觀感受，醫師對醫療糾紛制度以及處理方式的意見。第二部分調查醫療糾紛對醫

師執業行為的影響，詢問醫師是否會因醫療糾紛而產生防禦性醫療行為。第三部

分則是調查醫師最近一次醫療糾紛經驗。第四部份則是蒐集醫師個人資料。 

 

本研究將問卷重新整理歸納之後一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醫師個人基本資

料；第二部分為醫療糾紛對醫師個人行為影像；第三部分為醫師最近一次醫療糾



紛經驗。 

第四節 統計方法 

使用 R-Studio 來進行統計分析與檢定 

 

肆、 結論 

本研究預期利用分析得出的結果來建立病患安全制度、促進醫病關係，或者改善

糾紛解決途徑。打造更好的醫療品質。同時減少醫院對醫療糾紛的成本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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