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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醫病溝通現況 

一、民眾對醫師門診說明和溝通時間的需求高 

（（（（一一一一））））九成以上民眾認為醫師對九成以上民眾認為醫師對九成以上民眾認為醫師對九成以上民眾認為醫師對【【【【病情病因病情病因病情病因病情病因】、【】、【】、【】、【治療方式治療方式治療方式治療方式】、【】、【】、【】、【保健常識保健常識保健常識保健常識】】】】

的說明的說明的說明的說明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重要的。。。。 

衛生署於民國九十年元月開始於署立醫院推動「醫師衛教門診」，每位病

人門診時間以十分鐘為原則，要求醫師詳細解說病情、治療方式、保健常識等。

之後更推廣補助一二二家公私立醫院參與辦理「醫師衛教門診計畫」。本次民

調發現，顯示民眾非常仰賴醫師提供資訊，超過九成以上的民眾認為醫師在幫

民眾看病的時候，對【病情病因】、【治療方式】、【保健常識】的說明是重

要的（94％ vs. 93.8％ vs. 91.7％），衛生署「醫師衛教門診」政策的推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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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眾的需求。其中教育程度越高者，認為上述說明重要的比例越高（差異達

p<.001 顯著水準），大學以上程度認為醫師對上述三項之說明重要的比例均超

過九成五。（第 17 題） 

 

請問，您認為醫師在幫民眾看病的時候，醫師對【病情病因】、

【治療方式】、【保健常識】的說明，是重要、還是不重要？ 題目 

很重要 還算重要 不重要 不知道 

病情病因 80.9％ 13.1％ 2.0％ 4.0％ 

治療方式 79.6％ 14.2％ 2.0％ 4.2％ 

保健常識 72.2％ 19.5％ 3.2％ 5.1％ 

 

（（（（二二二二））））約三分之一民眾對門診衛教時間之需求在約三分之一民眾對門診衛教時間之需求在約三分之一民眾對門診衛教時間之需求在約三分之一民眾對門診衛教時間之需求在 9-15 分鐘之間分鐘之間分鐘之間分鐘之間 

認為醫師應該用 3-5 分鐘的時間向病人說明【病情病因】，3-5 分鐘的時間

說明【治療方式】，3-5 分鐘的時間說明【保健常識】的民眾，均超過三分之

一以上（35.0％vs.38.9％vs.37.1％）。而認為醫師應該用 6 分鐘以上時間解說

病情病因的民眾也超過五分之一（22.4％），在解說治療方式和保健常識部分，

認為應該用 6 分鐘以上時間的民眾也接近 15％。顯示有一部份民眾對於衛教

門診時間的需求，比衛生署政策上要求的「十分鐘」還要長。但也有將近三分

之一的民眾不知道醫師應該用多少時間說明上述事項，此數據除了表示仍有許

多民眾並不清楚在就診過程中，應該從醫師處得到多少和疾病有關之說明外，

也顯示「衛教門診」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需要繼續推廣。（第 18 題） 

 

您認為醫師應該用多久的時間，來向您說明【病情病因】、【治

療方式】和【保健常識】？ 題目 

2 分鐘以內 3～5 分鐘 6～10 分鐘 11 分鐘以上 不知道 

病情病因 10.4％ 35.0％ 15.5％ 6.9％ 32.2％ 

治療方式 15.1％ 38.9％ 10.8％ 3.5％ 31.8％ 

保健常識 18.6％ 37.1％ 9.9％ 4.0％ 30.5％ 

 

二、看診時間過短不利醫病溝通 

（（（（一一一一））））近六成民近六成民近六成民近六成民眾向醫師陳述病情的時間在眾向醫師陳述病情的時間在眾向醫師陳述病情的時間在眾向醫師陳述病情的時間在 3 分鐘內分鐘內分鐘內分鐘內 

整體而言，民眾向醫師陳述病情的時間很短，有 5.8％的民眾在看病過程中

沒有向醫師說明病情，近六成（58.2％）的民眾向醫師說明的時間在 3 分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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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在 5 分鐘之內，能夠向醫師陳述病情超過 6 分鐘以上的只有 9.4％。（第

11 題） 

 

（（（（二二二二））））醫師看診時間更短了醫師看診時間更短了醫師看診時間更短了醫師看診時間更短了！！！！57.1％％％％不超過五分鐘不超過五分鐘不超過五分鐘不超過五分鐘。。。。 

醫改會 89 年 11 月調查結果，有 48.9％的民眾得到的看診時間在五分鐘以

內，本次調查結果數字攀升到 57.1％。其中初診民眾看診時間不超過五分鐘的比

例高達 64.9％，比複診民眾的 53.3％還高出 11.6％以上，顯示多數醫師並未達到

對初診病人該有的基本問診動作與細心診斷要求，但從另一角度來說，也有可能

是醫師對複診病人較熟悉，反而提供比較多的時間看診。（第 14 題） 

 

您那一次看病，醫師大概用了多少時間幫您看病？ 

題目 2 分鐘以

內 

3～5 分

鐘 

6～10 分

鐘 

11～20

分鐘 

21 分鐘

以上 

不記得 

89 年 11 月調查結果 8.0％ 40.9％ 24.5％ 14.0％ 4.8％ 7.6％ 

本次調查結果 13.1％ 44.0％ 21.7％ 10.3％ 2.8％ 8.1％ 

是 15.7％ 49.2％ 19.9％ 7.8％ 1.5％ 6.0％ 是否首次就醫

** 不是 11.8％ 41.5％ 22.6％ 11.5％ 3.4％ 9.2％ 

 

（（（（三三三三））））許多醫師並未提供病人衛教解說許多醫師並未提供病人衛教解說許多醫師並未提供病人衛教解說許多醫師並未提供病人衛教解說 

1.高達 42％的醫師並沒有在門診時提供病人與疾病相關的預防保健常識、注意事

項及其他相關資訊，其中因該疾病首次就醫的民眾首次就醫的民眾首次就醫的民眾首次就醫的民眾，，，，將近五成將近五成將近五成將近五成（（（（48.7％）％）％）％）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在門診時得到醫師提供相關的衛生教育知識在門診時得到醫師提供相關的衛生教育知識在門診時得到醫師提供相關的衛生教育知識在門診時得到醫師提供相關的衛生教育知識，，，，高於非首次就醫民眾的高於非首次就醫民眾的高於非首次就醫民眾的高於非首次就醫民眾的 38.7％％％％

（兩者差異達 p<.01 的顯著水準）。顯示醫師嚴重輕忽病人衛生教育的重要性，

尤其疏忽對初診病人的提醒和教育。（第 13 題） 

 

這位醫師有沒有主動告訴您，和您生病有關的預防保健常識、或

是應該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說您的飲食、運動要注意什麼，或是

哪裡有和您的疾病有關的資訊等等。 
題目 

沒有 有 

結果 42.0％ 58.0％ 

是 48.7％ 51.3％ 是否首次

就醫 不是 38.7％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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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疾病名稱、生病原因、治療方法醫師解說均不足 

（1） 「疾病名稱」說明方面：整體而言，55.4%的民眾表示醫師有詳細

說明，回答醫師未說或認為醫師說得不詳細的有 38.9％。門診地點、年齡、

教育程度與醫師看病時間等變項與本題交叉分析，卡方檢定均達統計的顯

著水準，其中醫師看病時間越短的民眾，認為醫師說得不詳細的比例越高。 

（2） 「生病原因」說明方面：有 44.7％的民眾回答醫師有詳細說明，但

醫師未說病因或說得不詳細的高達 50.7%。 

（3） 「治療方法」說明方面：有超過一半（54.8％）的民眾回答醫師有

詳細說明，有三成（31％）的民眾表示醫師沒說。衛生所、診所醫師未說

明的比醫院醫師多（51.3％vs.34.6％ vs. 26.9％），醫院醫師較診所醫師

詳細說明的比例高（59.6％ vs.50.7％）。首次就醫、醫師看病時間較短

的民眾，認為醫師說得不詳細的比例較高。（第 1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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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藥品資訊流通現況 

一、藥品資訊：民眾想要知道更多 

（（（（一一一一））））超過三分之一民眾認為看病後拿到的藥品標示資訊不足超過三分之一民眾認為看病後拿到的藥品標示資訊不足超過三分之一民眾認為看病後拿到的藥品標示資訊不足超過三分之一民眾認為看病後拿到的藥品標示資訊不足。。。。 

35.5％民眾認為藥袋標示的藥品資訊不足，一半左右（52.8％）的民眾認為

所拿到的藥袋提供的藥品資訊足夠。但在診所拿藥的民眾，認為藥袋提供之藥品

資訊不足者遠高於在醫院拿藥者（50.6％ vs. 18.6%）。（第 24 題） 

 

題目 整體來說，您那一次去看病的時候，您覺得在藥袋上，對藥

品的名稱、數量、服用方式等有關藥品的資訊，是標示的足

夠、還是不足夠？ 

選項 很足夠 還算足夠 有點不足夠 很不足夠 不知道 

本次調查結果 22.7％ 30.1％ 16.2％ 19.3％ 11.6％ 

醫院 32.2％ 36.7％ 10.1％ 8.5％ 12.5％ 門

診

地

點 

診所 14.0％ 24.5％ 21.7％ 28.9％ 10.9％ 

 註：本題與門診地點變項進行 X2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1。 

 

（（（（二二二二））））八成以上民眾認為藥袋上應標示藥品名稱八成以上民眾認為藥袋上應標示藥品名稱八成以上民眾認為藥袋上應標示藥品名稱八成以上民眾認為藥袋上應標示藥品名稱、、、、治療病症治療病症治療病症治療病症、、、、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保存方保存方保存方保存方

式和有效期限式和有效期限式和有效期限式和有效期限。。。。 

衛生署日前已公告「藥品包裝容器必要標示項目和建議標示項目」（必要標

示項目包括：姓名、性別、藥品商品名、藥品單位、含量及數量、藥品用法及用

量、調劑地點名稱、住址、電話、調劑者姓名、日期和警語；建議標示項目為：

主要適應症、主要副作用及其他用藥指示），未標示之醫療院所將依情節輕重處

以罰款或撤銷執業執照，其對於民眾知藥權利之維護值得肯定。然而本次調查發

現高達八成以上民眾認為藥袋上有必要標示治療病症（適應症）、副作用、保存

方式和有效期限，七成左右（69.6％）民眾認為藥袋上應該標示醫師姓名，但衛

生署僅將前兩者列為「建議標示項目」，後三者則根本未要求，顯示衛生署仍有

努力空間。（第 27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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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醫院、診所或藥局，有沒有必要在藥袋上標示這幾個項

目？ 

 

沒必要 有必要 不知道／無意見 

藥品名稱 6.5％ 86.8％ 6.7％ 

治療病症 11.6％ 82.8％ 5.6％ 

副作用 7.0％ 87.4％ 5.6％ 

保存方式 8.7％ 83.8％ 7.4％ 

有效期限 8.6％ 85.8％ 5.5％ 

醫師姓名 19.5％ 69.6％ 10.9％ 

 

二、許多民眾在資訊不充分的情況下用藥 

（（（（一一一一））））醫師醫師醫師醫師、、、、護士與藥師給藥時護士與藥師給藥時護士與藥師給藥時護士與藥師給藥時，，，，未主動說明藥品治療病症和注意事項者約達未主動說明藥品治療病症和注意事項者約達未主動說明藥品治療病症和注意事項者約達未主動說明藥品治療病症和注意事項者約達

五成左右五成左右五成左右五成左右。。。。 

此次民調顯示，醫師、護士與藥師給藥時，較常說明的是藥品的服用方式

(79.9%)，未主動說明藥品注意事項的將近一半(47.7%)，未主動說明藥品治療病

症的更高達 53.6％。反映醫事人員未善盡告知的責任，對指導民眾用藥之衛生教

育也有待加強。（第 21 題） 

 

1.在「藥品治療病症的說明」方面，回答「未說」和「不詳細」的高達 59％，其

中醫院和診所差異不大（60.1％ vs. 58.8％）。經交叉分析，教育程度越高者，

回答「未說」和「不詳細」的比例也越高，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1）。 

 

請問，您那一次去看病的時候，醫師、護士或藥局的人有

沒有主動向您說明，以下這幾項有關藥品的事情？ 題目 

未主動說明 不詳細 詳細 其他情形 

治療病症 53.6％ 5.4％ 38.0％ 3.0％ 

服用方式 17.8％ 10.8％ 69.1％ 2.3％ 

注意事項 47.7％ 5.5％ 44.5％ 2.3％ 

 

2.在「藥品服用方式說明」方面，有 69.1％的受訪者認為詳細。受訪者中在診所

就診表示被詳細告知者，遠比在醫院就診回答被詳細告知的比率高（77.5％ vs. 

59.0％）。雖然拿處方箋去藥局配藥的比例很低，但是未被告知「藥品服用方

法說明」的比例也低於在醫院/診所拿藥的受訪者（12.6％ VS. 18.1％）。 

題 
目 子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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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請問，您那一次去看病的時候，醫師、護士或藥局的人有沒

有主動向您說明藥品的「服用方式」？ 

選項 未主動說明 詳細 不詳細 其他情形 

醫院 28.7％ 59.0％ 9.6％ 2.7％ 門診

地點 診所 8.5％ 77.5％ 11.9％ 2.0％ 

註：本題和門診地點變項之 X2檢定值達顯著水準 p<.001。 

 

3.在「藥品注意事項的說明」方面，回答「詳細」者不到一半（44.5％），其中

在診所就診表示被詳細告知者，比在醫院就診回答被詳細告知的比率略高（46.3

％ vs.42.0％）。（第 21 題） 

 

題目 請問，您那一次去看病的時候，醫師、護士或藥局的人有沒

有主動向您說明藥品的「注意事項」？ 

選項 未主動說明 詳細 不詳細 其他情形 

醫院 50.9％ 42.0％ 3.9％ 3.3％ 門診

地點 診所 45.4％ 46.3％ 7.0％ 1.3％ 

註：本題和門診地點變項之 X2檢定值達顯著水準 p<.01。 

 

（（（（二二二二））））民眾拿到的藥袋民眾拿到的藥袋民眾拿到的藥袋民眾拿到的藥袋 43.2％％％％沒有標示藥品名稱沒有標示藥品名稱沒有標示藥品名稱沒有標示藥品名稱 

有 43.2％的民眾表示「藥袋沒註明藥品名稱」。以就醫類型分，在診所門診

者高達 65.1％拿到的藥在藥袋上未註明藥品名稱；在醫院門診的民眾則有 18.7

％。以拿藥的場所來看，拿處方箋去藥局配藥的民眾也有 50.8％拿到的藥在藥袋

上沒註明藥品名稱。（第 23 題） 

 

三、用藥安全：仍有四成以上民眾未注意藥品保存方式和有效期限 

約 57％的民眾平常會注意藥品的保存方式和有效期限，但不會注意者

也有四成以上，顯示仍有許多民眾用藥安全觀念需要提昇。其中教育程度

越高，會注意藥品保存方式和有效期限的比例越高，大學以上程度回答「會」

的比例分別為 69.6％和 67.3％。（第 25,26 題） 

 
不會 會 

請問，平常您在看完病、拿到藥以後，您會不

會去注意藥袋或藥品上所標示的保存方式？ 
43.0% 57.0% 

那您平常會不會去注意藥袋或藥品上所標示

的有效期限？ 
42.1% 57.9% 

 

選 
項 題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