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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占比(％)

全國執業醫師數 69,069 53,243 15,826 22.9 62,295 49,876 12,419 19.9 10.9 6.8 27.4

⻄醫師 47,471 38,082 9,389 19.8 42,961 35,652 7,309 17.0 10.5 6.8 28.5
醫院 30,098 - - - 26,808 - - - 12.3 - -
診所及其他 17,373 - - - 16,153 - - - 7.6 - -

牙醫師 14,718 10,429 4,289 29.1 13,178 9,773 3,405 25.8 11.7 6.7 26.0
醫院 2,121 - - - 1,870 - - - 13.4 - -
診所及其他 12,597 - - - 11,308 - - - 11.4 - -

中醫師 6,880 4,732 2,148 31.2 6,156 4,451 1,705 27.7 11.8 6.3 26.0
醫院 850 - - - 728 - - - 16.8 - -
診所及其他 6,030 - - - 5,428 - - - 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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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全國執業醫師數-按性別及院所分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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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醫師節 11 月 12 日；國際醫師節 3 月 30 日 

各國的醫師節日期依其歷史背景及文化

精神而異，我國醫師節為 11 月 12 日，國際

醫師節則為紀念美國喬治亞州 Crawford 

Long 成功施行首例⼄醚全身麻醉手術，以 3

月 30 日為國際醫師節。本部為慶祝醫師節，

已於本(11)月 5 日頒發「衛生福利部醫院第

六屆優良暨資深典範醫師」獎，表揚奉獻盡

責的優秀醫師。 

二、近 4 年執業醫師數增加 1 成，其中女性增近 3 成 

2018 年我國執業醫師計 6 萬 9,069 人，較 2014 年增 10.9％，其中⻄醫師 4 萬 7,471

人(占 68.7％)，牙醫師 1 萬 4,718 人(占 21.3％)，中醫師 6,880 人(占 10.0％)，增幅均介於 1

成左右。 

按性別觀察，2018 年女性醫師為 1 萬 5,826 人，較 2014 年增 27.4％，增加速度較男

性快速，影響所及，2018 年執業醫師中，女性占比 22.9％，較 2014 年 19.9％增 3.0 個百

分點，其中以中醫師占比增 3.5 個百分點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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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 10 年醫院專科醫師專任人數增加 3 成 

2018 年底醫院⻄醫師及牙醫師計 3 萬

2,219 人，其中專科醫師專任人數 2 萬 3,250

人，較 10 年前增加 5,731 人或 32.7％；以

內科專任醫師 6,039 人最多，增 29.7％，其

次為外科 2,159 人，增 28.4％，急診醫學

1,556 人，增 64.3％，兒科、骨科及婦產科

亦分別增 23.7％、28.2％及 11.2％，牙醫部

分，口腔顎面外科 173 人，增 63.2％，口

腔病理科 46 人，增 31.4％，另 2009 年設

立之齒顎矯正科，2018 年專科醫師專任人

數為 105 人。 

四、2018 年每萬人口執業醫師數為 29.3 人 

2018 年我國平均每萬人口執業醫師數(包含⻄醫師，牙醫師，中醫師)29.3 人，其中⻄醫

師 20.1 人，牙醫師 6.2 人，中醫師 2.9 人。與國際相較，僅計算⻄醫師，2017 年 OECD 主

要會員國中，每萬人執業醫師數以奧地利 51.8 人排名居首，挪威 46.6 人次之，第 3 為立陶

宛 45.6 人，排名較前國家多為人口結構高齡化者居多，OECD 中位數為 33.0 人，我國為 19.7

人(加計中醫師為 22.5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