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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為醫護發聲
～醫勞盟前理事長 儲寧瑋校友

：當初怎麼會想要投入醫勞盟的工作？
：醫勞盟成立之初，是因為有醫生

在工作、實習時過勞死亡，所以我們一開始的

目標是爭取醫師也能納入勞基法。因為所有的

醫療、職業類別都有納入勞基法，只有醫師沒

有。當時有些醫師先在網路上串聯，後來決定要

成立一個組織，來幫助醫護人員伸張在工作上、

職場上應有的權益，因此2012年正式成立了醫

勞盟。創會時我就加入了，只是第一屆沒有進

去當理事，因為想說嘉義離台北比較遠；後來

第二屆進去當理事，第三屆當理事長、第四屆

連任，到現在已經第九年了。

醫護守護國人健康，但誰來維護醫護權益？

2012年成立的醫勞盟，是一個專為醫護人員發聲的組織，全名為「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

人安全促進聯盟」。曾任第三屆、第四屆理事長（2016-2020）的儲寧瑋醫師，是陽明醫學院

醫學系第十屆校友，目前除了擔任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麻醉部主任，也是麻醉醫學會常務理

事與麻醉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何以投入醫療公共事務？在漫漫過程中，又獲得了怎樣的收穫？在本期

專訪中，儲校友分享了一路挺身為醫護發聲的理念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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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去做這些事，我想是個性的關係，

就是覺得社會要好，大家要參與公共事務，去

加入這些組織、運用自己的力量。其實以前沒

參與這麼多醫療方面的組織，反而是在孩子上

小學後開始參與家長會的活動，做了七、八年

會長。在參與會務的運作時，慢慢瞭解到相關

的公共行政和法規，還有學習到怎樣跟人溝通、

把自己的理念傳達給別人。因為在家長會裡面，

大家都是平等的，如果要做一件事，一定要說

服大家；不像在醫院裡面當主管，你講的話，

下屬都要聽。

也因為在醫勞盟的經歷，我了解到如果要

做改變，前面的溝通很重要，因為當大部分人

能接受你的概念時，才能夠去推行，所以需要

從觀念上不斷鼓吹。因此，在醫勞盟我們會花

時間和用些方式去跟一般人溝通，讓外界了

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我們做這件事的

正當性在哪裡。我們想讓大眾了解的就是：如

果你讓醫師過勞，其實醫師在幫你看病時是危

險的，因為他沒辦法維持一定的水準。所以醫

勞盟全名（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

聯盟）也強調病人的安全，而不只著重在要

求醫師納入勞基法，因為這樣人家會說：「你

們只顧自己，如果病人要看病怎麼辦？」所以

我們覺得在組織宗旨上也要顧到病人的安全，

然後在這前提下爭取醫療人員在工作上面的 

權益。

加入醫勞盟，醫師最大的顧慮是很怕被工

作的單位打壓或刁難。我沒有這方面的壓力，是

因為我在私人醫院，而且在這工作已邁入第24

年，在醫院的職位也算夠高了。還有，就是我

做事的風格一直都是比較溫和的，就算對於政

府政策有不同看法，在醫勞盟接受媒體訪問時，

我發言一向都不會太尖銳尖酸，說話的原則就

是有多少證據、講多少話；有些則會用疑問句的

方式，這樣比較不會讓對方感覺是不實的指控、

甚至是詆毀。

其實在醫療上，不只是第一線工作人員、

醫師、護理師，承受了很多來自民眾還有健保

制度的壓力，醫院經營者也一樣。也因為有擔

任主管的經驗，我比較能從醫院主管或是醫院

經營者等各方面的角度來看事情。大部分人如

果有什麼委屈，都只從自己的角度、各自的立

場去講，其實不夠公允。如果要評論一件事，

應該站在比較公正的角度、從不同利益去考量，

若能達到最大公約數、符合最大的公共利益，

其實才比較能夠成事。

：在擔任醫勞盟理事長期間，您覺得最

有意義或最有貢獻的事是什麼？
：第三屆理事長期間剛好碰到2016

年總統大選，我們也推出醫勞盟版本的政策白

皮書，「醫師納入勞基法」就是其中之一。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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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林奏延部長為了實踐蔡英文總統的白皮

書，密集召開了多場公聽會、專家會議，很多

組織都被找去開會，醫勞盟也是其中之一。

醫勞盟主要是由主治醫師組成，所以原本

希望主治醫師也能納入勞基法。但有些醫師是

在公家醫院任職，本身有公務人員身分，享有

的保障比勞基法更好，所以我們爭取的是「非

公立醫院的受僱醫師」應該納入勞基法。但當

時法務部顧問的意見認為，醫師的工時遠超過

勞基法保障的最高上限，不能因此破例，所以

這件事就卡住了。但我們認為至少要先讓住院

醫師納入，因為住院醫師人數相對較少且大多

分佈在醫學中心，若將他們納入勞基法對於區

域醫院以下的醫院衝擊沒那麼大，所以後來衛

福部討論的結果就是：私立醫院住院醫師先納

入勞基法，並且從2019年9月開始實施。

 醫勞盟一開始成立的主要目標，只是很單

純地想要讓醫師納入勞基法，可是在不斷演進

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整個醫療界可以跟政府講

出醫療人員心聲的組織並不多，所以我們覺得

要關心的事已不只是勞基法的議題，其實所有

跟醫療政策相關的事都應該要關心。在那之後，

我們也到立法院去拜訪，對醫療政策相關的議

題，尤其是健保制度的改革都有參與。

但後來我們發現，光靠醫勞盟還不夠，因

為它基本上只是一個倡議團體。所以創會的張

志華理事長（時任新光醫院急診室主任）就已

立下目標，就是醫勞盟最後應該走向工會。我

在上任第三屆理事長後也定下計畫要扶植工會。

因為就算有勞基法保障，如果沒有工會的力量，

還是沒有辦法落實；當個別的勞工需要向資方抗

爭的時候，力量很有限，透過工會比較有力量。

醫勞盟曾想要自己成立工會，可是後來沒

有成功，因為大部分在醫院任職的醫師，要他

們當工會的發起會員，他們其實不太敢出來，

所以成立工會時人數不足。因此後來我們轉而

幫其他團體成立工會，像醫學生聯合會醫勞小

組成立「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時，因為章程

問題費時兩年才成立。當時我們就派了醫勞盟

的秘書長去無償幫忙。他是一位專業的律師，

原本就在幫因工致殘、過勞致死的幾位醫師打

官司。這也是為什麼醫勞盟在起步的時候，能

夠比其他醫師相關團體對於法案有更多的瞭解。

後來我們也讓這位秘書長去立法院當義務助理，

熟悉裡面的生態。因此醫勞盟後來比較瞭解整

個國家政策形成過程中，立法院所扮演的角色，

這也是我進入醫勞盟最大的收穫。

另外，在理事長任內還有一個收獲，就是

「健保給付醫療專章」。目前的醫療費用給付大

部分還是一整筆給醫療院所，並沒有說明這筆

費用哪些是專門給藥物費、哪些是專門給醫療

人員。我們醫勞盟要推動的是任何的醫療都有

價，也就是健保的人力專章。最近健保署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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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寧瑋校友（左五）代表醫勞盟參加陽明舉辦的「健

保改革世代對話」座談會

璋署長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已經有點呼應這樣

的概念，也就是要分配得更合理。

 從醫勞盟的角度來看，如果要讓醫事人力

不要過勞，其實就是要讓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要

有價，也就是對於每一項醫療服務，只要是有

人的技術在裡面，就應該把那個技術費用列出

來，這就是所謂的人力專章裡面要做的。

：您目前擔任麻醉學會常務理事以及麻

醉產業工會理事長，透過這些角色，您希望發揮
什麼樣的作用？

：在醫勞盟理事長兩屆任期做滿後，

我比較花心力在麻醉上面，就是回到自己的本

業。我覺得，在醫勞盟理事長期間最有意義的

事，除了扶植工會成立，就是把醫勞盟醫療組織

內的民主法治帶到醫學會。因為醫界的生態一直

還是比較保守的家戶長制，而且大都是年紀比較

大的醫師在學會裡面，所以對於照顧中生代或是

年輕一代的醫師，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我研究了很久以後發現，這跟理監事會的選

舉有關。所以在上次麻醉醫學會的大會，我就提

案「理事長由會員直選」，雖然還沒有成案，但

我覺得該做的事就要去做，即使不是眼前可以實

現，但還是要把這個概念傳達給會員；因為不開

始，就永遠不會有做到的一天。現在我們可以開

始跟人溝通，鼓吹理念，並廣納各方面的意見。

現在提出來的東西一定不夠完美，但當有越來越

多的人投入時，大家會不斷去修正。 

第三屆麻醉醫學會大會舉辦之前，我們醫

學會裡也有一群年輕醫師，在會員大會上改變

了選舉方式，使得年輕醫師進入學會的人數變

多，這也會讓真正執行各種實際事務的功能委

員會的組成，變成比較廣泛、平均，會有不同

年紀、不同類型醫院或工作地點的醫師在裡面。

由於他們的工作是比較有延續性的，不會因理

監事的改選就換人，所以不斷持續在做就會變

得比較專業。

「麻醉醫學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因

為麻醉醫師的工作型態比較同質性，而且都是

受僱於醫院，所以要把麻醉醫師團結起來比較

容易。這幾年來，麻醉醫學會慢慢在改變，我們

也想把這樣的改變，帶到其他一些醫學會。像

「理事長直選」這樣的概念，已經開始擴及到其

他學會了。

另外，就是最近剛好有麻醉護理師的甄審，

整個過程其實有滿多值得檢討的地方，這是「麻

醉產業工會」可以著力的地方。這個工會，也

是因為我們在醫勞盟學會怎樣成立工會，所以

在兩年前成立的。裡面的會員有麻醉醫師，也

有麻醉護理師。對護理師來說，他們真正在意

的是工作，他們其實並不太想去考試。但整個

情勢看起來，好像不考試就沒有辦法保住工作，

所以變成大家都要去考試。可是這個考試在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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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校友（前排左四）與醫學系第十屆的同學，至今仍

與大學時期的導師周碧瑟老師（前排右七）定期聚會

辦之初並沒有說明，取得及格證書後能執行哪

些醫療業務，相關的法規都還沒有立出來，這

是比較奇怪的一點。所以這是我們麻醉醫療產

業工會需要再去跟政府對談，來幫護理師們爭

取權益的。

其實我個人的力量很小，我也沒有辦法強

制去改變什麼，但我覺得我有的就是熱誠，還

有能慢慢跟大家、跟組織裡面的人溝通。我希

望能夠從一個小地方開始去改，然後一步一步

產生連鎖反應，再擴及周圍、慢慢改變。因為

從醫勞盟的經驗，我也發現要做改變有時不能

太劇烈，因為太劇烈大多數人會抗拒，所以反

而是要從體制裡面慢慢去改變。

：從事醫療工作30多年，面對高壓甚至

是過勞的醫療工作，可否分享您個人如何調適的
心得或方法？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態度問題。
當你要選擇一個行業的時候，要先能夠接受這

份工作、這個行業，然後在態度上去調整自己。

所以在這之前要先了解自己，因為像我們當了

醫生就知道，其實個性不一樣，適合走的科別

就會不一樣。

像我自己在成長過程中，其實一直都在探

索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個性適合做什麼的

工作。一開始，我只是覺得我的個性是比較屬

於外科系的，但是我又不想像外科那樣，一旦

開刀有時候要開很久，所以後來就選擇麻醉。

從事麻醉工作，第一個就是要想辦法應付壓力，

因為在工作當中，我們對病人變化的掌控，有

時候真的是用分鐘，甚至用秒來算。但我喜歡高

壓的工作，因為把這個工作做得好，表示我有

這個能力、可以勝任，那是一種成就感；而這

樣的成就感，是來自於自己對這個工作的愛好，

因為我們麻醉醫師不太會在第一線得到病人的

回饋。所以，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自己本身要有

興趣、要投入，然後不要太計較眼前的利益。

：陽明對您最重要或最深遠的影響是

什麼？
：我入學的時候，陽明只有三個系，

就醫技系、牙醫系和醫學系，學校很小。念醫學

系的都是公費生，同學都住在同一宿舍，這應

該是別的學校沒有的經驗。醫學系功課壓力大，

我們念大學好像反而比念高中還要辛苦，可是

因為都住在同個宿舍裡面，同學們的感情非常

好。一直到現在，我們都還會跟我們的導師周

碧瑟老師定期聚會。

還有，陽明最大的特點，就是整個學校的

學習氣氛。因為都關在山上，大家沒有什麼額

外的娛樂，變成同學們都很用功，彼此會有同

儕砥礪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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