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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隱私　進步空間大

2016-11-25  記者 黃佳俐 報導

2016年11月初，藝人隋棠在臉書公開分享產檢經驗，肯定台灣醫療人員的專業和服務態度，卻

對台灣「醫療隱私」維護不足感到困擾。隋棠懷第一胎時在國外產檢，第二胎則選擇在台灣做檢

查，醫療隱私在美國、德國和新加坡皆受到高度重視和保障，因此當發現台灣有些醫院並未維護

好病人隱私，她感到焦慮與不妥。

隋棠在臉書的發言，提及病人一進一出診間的重疊時間中，有醫療隱私洩漏的疑慮，引起網友兩

極評價。有些人支持她的看法，認為台灣大醫院醫生為了加快看診速度，犧牲病人醫療隱私，病

人隱私受到侵犯卻不得不接受；有些人則認為台灣看診費用和國外相比之下較低，人潮過多的情

況下，隱私保障理當會有差異。值得大眾思考的是，醫療隱私該不該因為醫療制度、醫院環境等

外在因素被大打折扣，抑或將此視為常態？

藝人隋棠在臉書分享產檢時的隱私問題，引起網友討論。（影片來源／YouTube）

 

在台看診　隱私普遍受侵犯在台看診　隱私普遍受侵犯

澄清醫院護理部主任饒瑞玉將病人隱私受侵犯常見情形分為「身分曝光、空間隔離不完善、病情

資訊外流、一人問診多人看診」等情況。實際走訪診所，劉小姐表示2016年十月做白內障手術

時，該診所有「空間隔離不完善」和「一人問診多人看診」的狀況，有些診間隔音效果不佳，門

外的人能將問診內容聽得一清二楚，更甚者，醫師同時為多位病患執行手術，雖然省時，但這樣

的行為讓病患感到不自在。劉小姐說道：「以病人的立場，不管是哪個類科、不管病情嚴重與

否，都該尊重病人的隱私，醫師和護士必須嚴守職業道德。」

婦產科醫師蘇怡寧2016年11月初曾發表對「隋棠產檢事件」的看法，他一直無法認同台灣醫療

端對隱私權的輕視，他認為醫療空間不足、整體環境不佳等原因，並不能視為做不好的理由。醫

院、診所是兩個相異的醫療空間，並不能斷定何者在隱私權的保障較佳，因此醫療人員對原則的

堅持和職業道德往往是看診品質優劣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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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未維護好病患隱私，病患感到無奈和反感。（圖片來源／新華網）

 

醫療制度不同　國內外看診差異醫療制度不同　國內外看診差異　　

美國於2000年頒布聯邦健康保險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簡稱HIPAA），其對醫療資訊及隱私權的保護非常廣泛且深入，是各國制定醫

療法律時的依據。HIPAA強調病歷是個人隱私的資料，醫生除了必須保密病情，病患也有權利從

醫生手中拿回自己的病歷，在台灣這種情形相對少見，民眾大多只會要求調閱病歷，或是認為病

歷本應交由醫院保管。 

除了病歷所屬權的隱私問題，國內外看診時間差異也間接影響隱私維護的品質。美國看診的自付

費用和住院費用皆非常高昂，相反的，在台灣由於全民健康保險（後簡稱健保）補助，人民可以

用相對低廉的價錢看病，造成小病、大病、沒病都往醫院跑的現象，使醫療機構每日看診、掛號

人數居高不下。為在時間內將所有病患看完，醫療人員必須密集看診，在此同時醫療隱私便受到

侵犯，醫療品質也跟著下降。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後簡稱醫改會）副執行長朱顯光說道：「放諸四海，重視醫療隱私權本來

就是SOP （標準作業程序）。」然而，明明有法規評鑑，台灣的醫療機構卻將此視為高水準奢

求，不加重視，導致國內外隱私權益保障相差懸殊。小太陽耳鼻喉科醫師李敏雄亦表示，台灣醫

療隱私還有進步空間，至少應做到「病人一進一出」和「保密病歷」等基本醫病訴求。

 

落實醫療分級　培養病人意識　落實醫療分級　培養病人意識　

醫療隱私問題可由落實「醫療分級制度」改善。醫療分級是在許多國家常見的醫療制度，將醫療

機構依服務內容和設備，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基層診所」四個層級，鼓勵民

眾小病先在基層診所看診，醫生視病情判斷是否需開轉診單到上級院所，而最高層級的醫學中

心，主要負責急重症醫療和教學研究。

醫療分級已在許多國家實施，近年台灣亦積極推動。（圖片來源／EasyTIX）

為改善民眾因為怕踩到地雷，總是往大醫院跑，造成醫療人員人手不足，為快速看診而忽略隱私

的現象，衛生福利部（後簡稱衛福部）計畫從落實醫療分級下手，調漲高層級醫院「未經轉診就

醫」的費用。希望民眾能依病情選擇適當的就醫場所，有效運用醫療人力，也可避免浪費健保資

源。然而醫療分級實施前，首先須落實基層醫療資訊透明化，讓民眾妥善瞭解醫療政策，並且健

保須增加基層醫療機構的補助，以改善醫療品質。

除了到相應的醫療機構看診，認知醫療分級，教育大眾具備「病人意識」也能使看診多一份保

障。朱顯光表示很多病人並不知道醫療隱私是屬於病患的權益，因此病人意識便顯得非常重要。

病人意識指民眾主動維護自我隱私，例如要求個別看診、同性護士陪診等，若醫療機構違規，病

人可以檢舉或申訴。此外民眾也應該「聰明就醫」，不要去未做好醫療隱私的院所看診，好品質

的醫院才能繼續生存，劣質的醫院也才願意正視問題。

 

法條漸趨完善　執行成效待加強法條漸趨完善　執行成效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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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俐　無與倫比的演藝之林嘉俐　無與倫比的演藝之

路路

透過自身的努力與性格，讓大眾更認識臺灣演
藝圈這位演員─林嘉俐。

獨　舞獨　舞

轉啊轉啊轉，踩著孤獨的舞步，換一個留不住
的理由。

近年台灣醫療隱私稍有改善，政府也新增更具體的規定，衛福部為維護病人隱私，於2008年要求

醫療機構遵守「一進一出原則」，當有病患正在看診時，不應有其他病人在旁等候。衛福部更在

2015年一月30日修訂「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其中包含進行檢查時須至少以布簾隔

開、視檢查項目設置個別診間，看診過程呼喚病人需考慮其尊嚴及感受，當病人認為隱私受到侵

犯時，醫院也必須有具體、有效的申訴管道，違規者依「醫療法」開罰五至25萬元不等，嚴重違

反規定者更會交由司法機關判決。

法律條文對醫療隱私的保障是否產生實質效果，在許多醫院仍是未知數。提到法規落實成效，朱

顯光認為首先必須透過媒體多加宣導相關法規及因應措施，鼓勵民眾隱私權受侵犯時撥打申訴專

線，當然醫改會也須不定時督導考核各醫療機構，並對違規業者進行懲戒。

 

醫病雙方　齊為隱私盡心醫病雙方　齊為隱私盡心

法規愈來愈齊全，然而追根究柢，做足醫療人員的教育訓練與提升民眾對醫療政策的認識，才是

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長庚大學護理系學生周晏如表示，老師、學長姐皆會耳提面令，在病房內做

任何護理處置前，首要重點即是拉窗簾。在學習階段即培養正確醫療觀念，未來行醫時才能做到

醫療隱私最好的把關。

做足醫療教育訓練，才能培育專業人才。（圖片來源／中亞健康網）

醫療隱私問題須由醫病雙方共同努力，民眾在設施與制度愈趨完善的同時，若能主動瞭解政策、

妥善運用健保福利，醫療整體不論在專業技術、工作態度或隱私維護各方面，皆會更讓人敬佩及

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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