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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衛生技術  

科 目：公共衛生政策、衛生行政與法規 

魯葦老師、程英老師 

一、何謂不健康平均餘命？如何改善臺灣的不健康平均餘命，請提出具體之方法及策略？（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第一堂課介紹偏鄉照護有教授，考公共衛生學基本概念 

【擬答】 

不健康平均餘命是指一個人在特定年齡後，預期會在健康狀況不佳的情況下生活的平均年

數。 

這個概念與總的平均壽命不同，平均壽命包括了健康和不健康的年數，而不健康平均餘命則

只計算那些在健康狀況不佳（如疾病、殘疾等）中的年數。它能幫助了解人口的健康狀況及

需要的醫療和社會服務。 

改善臺灣的不健康平均餘命，可以採取以下方法和策略： 

健康教育與宣導：提高民眾對健康的認知，鼓勵健康生活方式，例如定期運動、均衡飲食、

戒菸限酒等。 

慢性病管理：加強慢性病的預防和管理，特別是高血壓、糖尿病、肥胖等常見疾病。 

長照體系改革：建立完善的長照體系，提供適切的照護服務，減輕家人的負擔。 

社會網絡建立：鼓勵跨世代、跨領域的社會互動，減少孤獨感，促進心理健康。 

健保政策優化：增加健保資源，提高醫療保健支出，以延長國人健康平均餘命。 

 

二、最近臺灣媒體引用全球資料庫 Numbeo 網站，以及 CEOWORLD 雜誌的醫療照護指數排名，

因為臺灣名列第一，故宣稱臺灣是世界上醫療保健系統最好的國家。請問應如何評價不同國家

的醫療保健體系之優劣？另外，引用上述資料來源時應注意的事項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健康照護體系績效評估 

《使用學生》衛生計畫評價 

《命中特區》5A 3. 

【擬答】 

評價不同國家的醫療保健體系的優劣可以從多個面向進行綜合考量。 

以下是幾個評價醫療保健體系的主要指標和方法： 

–可近性：醫療服務是否易於獲得，醫療機構的地理分布和覆蓋範圍如何。如：排隊時間、等

待時間等。 

–健康狀況之改善：醫療服務的專業水平和技術能力。如病患的治療效果、康復率、死亡率等。 

–就醫公正性：醫療資源和服務在不同社會經濟階層、地區之間的分配是否公平，弱勢群體是

否能平等享受醫療服務。 

–醫療服務效率：醫療資源的使用效率，是否有浪費或不足的情況，如醫療成本與效果的比率。 

–醫療費用控制：病患的自付費比例、保險覆蓋範圍、醫療服務的價格是否合理和可負擔。 

–健康照護體系之滿意度：病患對醫療服務的滿意程度和意見反饋。 

  進行評價時，一般來說會引用各國官方和國際組織的數據，如世界衛生組織（WHO）、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的數據。而決定評價方法包括決定：評價的策略和類型、評價

的母群體、樣本和抽樣方法、測量方法、蒐集方法、統計分析方法、評價報告格式 

  在評價不同國家的醫療保健體系時，應該採取多角度、多指標的方法進行綜合考量，並且

引用資料時要注意其來源的權威性、數據的更新性、時效性和指標的透明性。這樣才能對各國

的醫療保健體系作出更準確和全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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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捷運上有一名長者對著空氣，低聲咒罵，不時對空揮舞雨傘、喝叱說不要過來，周圍人紛紛走

避，長者還是繼續對著空氣咒罵。捷運警察會同衛生局人員趕到，由於長者身分不詳，無法聯

絡親友，也無法與其溝通，遂將長者緊急安置於精神專科醫院急診，並申請強制住院治療。 

請問根據現行精神衛生法，這名長者在捷運上的行為是否符合強制住院治療的實體要件？現

行精神衛生法對於病人之精神疾病強制住院治療，其程序保障規範及救濟途徑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題庫、全國模考及課堂不斷複習強調之重點 

《使用學說》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治療”程序 

《命中特區》課本 p499. 

【擬答】 

依現行精神衛生法 

第 59條： 

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保護人

應協助其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地方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

並交由二位以上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實施強制鑑定。但於離島或偏遠地區，得僅由

一位專科醫師實施。 

前項強制鑑定，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緊急或特殊情形時，得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設

備為之。 

第二項強制鑑定結果，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其拒絕接受或無法表

達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並檢附嚴重病人與其保護

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住院。 

第 60條 

前條第二項緊急安置期間為七日，並應注意嚴重病人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之治療；強制鑑

定，應自緊急安置之次日起三日內完成。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停止緊急安置，並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一、經強制鑑定認無強制住院必要。 

二、因嚴重病人同意接受全日住院治療或病情改善而無繼續緊急安置必要。 

三、法院駁回強制住院之聲請。 

四、經法院認停止緊急安置之聲請或抗告為有理由。 

有前項第二款規定情形，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已聲請法院裁定強制住院者，應即通知該管法院，

並以該通知視為撤回強制住院之聲請。 

緊急安置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3條 

法院每次裁定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六十日。 

經二位以上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鑑定嚴重病人有延長強制住院期間之必要者，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應於強制住院期間屆滿十四日前，向法院聲請裁定延長強制住院。 

前項聲請裁定次數，以一次為限，其延長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六十日。 

第 64條 

嚴重病人於強制住院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辦理強制住院之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停止

強制住院，並通知原裁定法院及地方主管機關： 

一、病情改善而無繼續強制住院必要。 

二、除有第七十三條規定得繼續進行之情形外，強制住院期滿。 

三、法院認停止強制住院之聲請為有理由。 

四、經抗告法院撤銷強制住院裁定或認停止強制住院為有理由。 

嚴重病人有前項第一款情形時，法院強制住院之裁定視為撤銷並停止執行。 

第 66條 

緊急安置、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期間，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

安置、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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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事件之聲請及抗告由嚴重病人或保護人提出者，免徵裁判費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七十

七條之二十三第四項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體，得就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及緊急安

置事項進行個案監督；其發現不妥情事時，應即通知各該主管機關採取改善措施，並得基於

嚴重病人自主、平等及利益保障之考量，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或緊

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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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採用總額預算制度來控制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的成長。請問總額預算制度的法源依據

及基本假設為何？目前臺灣總額預算實施時所面對的困境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題庫複習班及正課教過，有強調是健保重要的議題須記熟 

《使用學說》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0-65 條內容 

《命中特區》題庫講義及課本 p185. 

【擬答】 

總額支付制度: 

透過協商機制，解決「資源有限」的基本問題。由「保險付費者」與「醫事服務提供者」，

預先以協商方式，訂定未來 1年醫療服務總支出(總額預算) 。 

採支出上限制(expenditure cap，點值浮動) 

每點支付金額=預算總額/總服務點數 

制度設計目的: 

保險人及醫事服務提供者預知全年總預算，鼓勵服務效率，提升醫界專業自主。 

固定預算總額，而不固定每點支付金額，藉以控制醫療費用於預算範圍內。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0-第 65條 

健保會權責-年度總額協議訂定： 

衛福部於年度開始 6個月前擬訂次年度總額範圍，於諮詢健保會意見後，報行政院核定。 

健保會於年度開始 3個月前，在行政院核定之總額範圍內，協定各部門總額及分配方式，

再報衛福部核定協商牙醫門診、中醫門診、西醫基層、醫院總額，及其他預算之分配。 

協商四部門總額之地區預算(健保六分區)分配。 

總額協商須考量財務平衡原則，並於法定時限完成。 

臺灣健保總額預算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面臨以下困境： 

預算不足：隨著醫療需求的增長和健保受益人數的增加，健保預算相對緊張，有時難以滿

足所有需求。 

創新藥物與治療成本上升：新藥物和先進治療方法的成本逐漸上升，對健保預算造成壓力。 

長照需求增加：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長期照護需求增加，這對健保系統帶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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