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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補充保費，是為民眾省錢還是製造更大不公平？ 

    健保體系之下，民眾滿意度提高，但難道就沒有健康的不平等嗎？實際上由於

給付的種種限制，令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限於成本考量，只得讓民眾自掏腰包購買

自費項目，在極端的狀況下，由於藥品、醫材退出市場，讓民眾連選擇的機會都沒

有，從先前藥品、醫材差額給付的政策當中，可以清楚看到健保無節制的撙節意圖，

更令人對未來醫療市場的走偏感到焦慮。實際上台灣邁向高齡社會，新式技術與治

療的引進都指向未來勢必擴大的醫療支出，從政府目前的政策只看到短期的、零碎

的政策買票，不見長期對於制度規畫的願景，試問來日健保財政再度窘迫，政府是

要改口再向民眾拿錢，還是請民眾共體時艱咬牙苦撐？ 

健保越來越陽春，苦的是第一線的基層醫事勞工！ 

    近期美國所主導的 TPP協議通過，知名的「無國界醫師」發表聲明嚴正反對，

並指出「自由化的市場對病人與服務提供者都是傷害」，這樣的自由化似乎就在談

台灣的醫療發展，健保把自己做小，醫事人員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漸漸地連基礎的

照護水平都無法達到。同一時間，由於核刪和種種限制給付的措施，醫事人員還得

花更多時間心力向民眾索取自費，恐怕使原本就緊張的醫病關係更面臨挑戰。健保

最常為人詬病之處，便是慷醫護人員之慨來討好民眾，今天出現盈餘、不虞匱乏，

正好是時機改善醫護勞動條件、重建破碎醫療環境，健保署倒行逆施，也無怪醫界

一片「但求健保倒」的呼聲。 

   最後我們除了呼應主辦團體的兩點訴求以外，也認為醫療政策的制定不應該只看

到錢多錢少，只因為財務的考量就讓病患和醫事人員輪流受罪，卻放任醫療機構的

利益競逐與無節制膨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