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華 民 國 醫 療 人 權 促 進 會  理 事 長  白 美 芸

然我國醫療糾紛層出不窮，早已由

來已久，但我國醫療人權的促進工

作，直到最近幾年來，才陸續有民間倡導

團體成立，醫療人權的議題，也才逐漸受

到重視。但由於初成立，國內民間團體無

論在財力、人力、資訊、與行動策略上，

不免時常感到捉襟見肘，後繼乏力。然而，

國外推展病患人權的民間團體，提倡醫療

人權的努力，早已累積不少成果，國際交

流的經驗，不但可以開闢我國民間團體的

資源，學習相關行動策略，也有助於提升

我國病患人權。 

  也是基於這樣的緣由，中華民國醫療

人權促進會於今年加入國際性非營利組織

「國際病患聯盟」（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Patients Organizations）

（註一），成為來自80餘國會員的一員。

今年九月，並且參加由 International 

Forum Gastein主辦，歐盟、世界衛生組

織等官方與非官方組織協辦的「歐洲健康

論壇（European Health Forum）」，除了

與國外病患人權民間團體建立了良好的關

係、學習國外推展病患人權的經驗以外，

也提升了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 

  歐洲健康論壇會議為期4天，於今年

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於奧地利薩爾斯

堡舉行，與會人數多達五百餘人，涵蓋歐

美所有國家（主要以歐洲國家為主）之衛

生政策決策人士、學術菁英、代表各不同

族群利益之非政府組織代表、醫、藥界與

大量媒體人士。本次大會主要的宗旨，是

透過健康與消費者保護的概念，討論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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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與醫療健康議題相關的「多元政策」與

「多元部門」的整合策略。會議目標為發

掘政策發展與實務執行兩種不同層次所出

現之問題，並發表國際間成功運作的範例

與經驗，冀望透過國際合作交流模式，彼

此激盪，提升各國民間團體議題之解決能

力。 

  為了反映醫療人權問題的各個面向，

此次會議分為四個與醫療健康政策與部門

之整合相關主題，包括：1. 資訊時代的健

康課題；2. 歐洲單一市場與健康；3. 全

球化、世界貿易與健康；4. 建構一個健康

的歐盟農業政策。其中資訊時代的健康課

題又分為：(１)病患經告知後同意的權

益；與(2)醫療科技與政策執行兩個副題，

討論病患參與制度決策過程之角色、如何

促使市民/醫療消費者在政策研擬領域發

聲等。由於這部份對於我國醫療人權的改

革，最有啟發，以下即以病患後告知後同

意為主，思考歐洲經驗對於我國的啟示。 

壹、從醫病關係看醫療改革 

  在這次的病患與醫療資訊論壇之中，

主辦單位安排英國、德國與西班牙三國學

者針對病患告知後同意的權益，發表研究

報告。三份研究不約而同都有一個共同結

論：病患的最大需求是資訊。三份研究均

顯示，病患普遍覺得，就醫時不論是醫師

專長、醫師診斷、罹病原因、治療過程、

用藥方法、手術技術、疾病預後、疾病預

防與出院後護理照顧等資訊都不夠充分。

英國報告學者甚至指出，在英國一位初診

病患現已降至僅能享有十分鐘看診時間，

以如此短暫時間欲達到滿足病患醫療資訊

需求，還有一段長路要走，因此醫病關係

日趨惡化。 

  這樣的結論對照在台灣特有「三長兩

短」式看診模式下，平均一位病患初診只

能分配到三分鐘看診時間，醫、病有如兩

條平行線，看不到交集，自屬必然。相關

研究顯示，病患若能得到充分醫療相關資

訊，則較能對自己健康負責。同時，經過

醫師充分告知的病患，在就醫時比較能做

出適當選擇或決定，也比較知道如何照顧

自己。因此，就某一個層面來說，擁有健

康程度良好的的公民／病患即意味著社會

總體生產力會比較高。再進一步看，較健

康的公民可以減少醫療、手術及住院等需

求，舒緩日益升高的社會支出壓力。 

  強化病患對於醫療資訊的取得，不但

有助於人民的健康品質，也有助於健康政

策的民主決策與決策品質。研究顯示，對

於健康議題具有較高自覺、較高責任感及

自主性強的公民，自然會有較高欲望參與

健康議題之政策決定。而關於健康政策議

題愈來愈多的公開討論則會引來更多的公

共參與。充分的公開辯論與大量的公共參

與，結果自然會提升社會整體醫療品質。 

  隨著資訊時代來臨，強化病患對於醫

療資訊的取得，將越來越是「非不能也，



 

 

不為也」的工作。在資訊社會裡，網路上

的醫療資訊，越來越普及，病患可以透過

網站，尋求醫療專業的意見，了解各種病

症的相關資訊，甚至透過聊天室與病友互

相打氣與蒐集資訊。相對地，醫院也可以

利用電腦，整合病患在不同醫院與不同科

別的相關資訊，將資訊的效益提升至最

大。這些資訊的取得，都有助於醫療診斷

的正確性，與病人對於自身情況的掌握。

因此欲改善醫病關係首要工作即滿足病患

對醫療資訊之需求。 

  歐洲健康論壇上開會結論對於我國的

啟示是，我國政府、醫界與媒體應該加強

對於病患健康資訊的提供，以創造病患對

於醫師治療過程與自身疾病的瞭解。這些

資訊的提供，必須考慮病患對於醫學專業

知識的理解能力，將深奧晦澀的醫學名

詞，轉化為病人可以理解的語言，同時可

以透過單張、網站、錄影帶以及醫護人員

口頭解說的形式，提供給病患。 

貳、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社會接軌 

  本次參加歐洲健康論壇另一個無心插

柳的收穫是，突破中國大陸對於我國參與

國際社會所施加的障礙，提升台灣國際能

見度，也是一個值得分享的寶貴經驗。由

於政治現實，台灣向來被排除在國際社會

之外，不但難以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參與國際活動，有時甚至不能參與任何國

際交流。 

  然而本人代表中華民國醫療人權促進

會參與歐洲健康論壇經驗的啟示是，政府

與民間團體應該多多協助民間團體進行國

際交流，一方面吸取國外經驗裨益我國醫

療人權的提倡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

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瞭解，間接突破中國大

陸的藩籬。 

  以本人參與此次歐洲健康論壇的經驗

為例，該論壇係由我國外交部與醫界急於

加入的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歐洲辦公室協辦，我國多年

努力成為WHO會員不得，但本人卻能以中

華民國社會代表受邀出席，而由於與會人

士中僅有本人一名亞洲人面孔，中國大陸

的缺席，使得本人在會議研討過程中顯得

極為突出，且未受到任何打壓或阻擾，反

而使台灣前進國際社會的腳步順利超越大

陸。 

  除此之外，在國際病患聯盟的刊物 

「病患聯盟（The Patient’s Network）」

中，除了報導中國大陸倡導防治骨質疏鬆

症的現況以外，也以中華民國之名，刊登

了台灣民間團體推動病患人權的努力，這

使得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Patients’ Organizations（註二）季刊首

頁目錄中，中華民國國號得以與中國國號

並列，實已突破一個中國政策，強調中華

民國為主權國家的事實，這些都是我國尋

求國際社會奧援的基礎。 

  這次參加歐洲健康論壇的心得是，醫



 

 

療人權不應該有國界：一方面，世界各國

政府與民間團體應該攜手合作，推促醫療

人權的落實，並且分享彼此的經驗與成

果，使全世界的人均能夠享有健康的生

活；另一方面，從國際合作的面向而言，

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民都不應被剝奪改善

健康的人權，更不應該因為政治因素而喪

失了參與醫療人權國際交流的機會。惟其

如此，醫療人權才能真正達到無國界的境

界。 

註釋： 

註一：IAPO 總部位於英國倫敦，會員國

家多達八十餘國，出版以四種語言

印刷的組織季刊，在 2001年秋季季

刊中刊載中華民國醫療人權促進協

會介紹。 

註二：同前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