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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日衛生福利統計通報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第 2科(TEL:02-85906820) 
2021年 4月 6日(星期二) 

一、4 月 7日為世界衛生日 
4月7日為世界衛生日，今年世界衛生日主題為「邁向更公平、更健康的世界(Building 

a fairer, healthier world)」，呼籲各國監測衛生不平等現象，並確保所有人在需要的時間

和地點獲得優質的衛生服務。 

圖片來源：世界衛生組織(WHO) 
 

二、教育程度及薪資（收入）與自評健康狀態相關 
依據國民健康署之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結果顯示，18 歲以上國人有 54.6%自評健康狀

態為「好」，且隨教育程度或家戶收入愈高，比例愈高。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7 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54.6%
34.0%

50.0% 55.7% 61.6% 62.5%

38.1%

47.9%

40.4% 37.6% 34.7% 35.3%

7.3%
18.1% 9.7% 6.7% 3.8% 2.2%

全體 小學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以上

按教育程度統計

40.7%
52.7% 57.0% 61.1% 62.7%

42.6%
38.8% 37.7% 34.5% 33.9%

16.6% 8.5% 5.3% 4.4% 3.4%

未滿3萬 3-4萬 5-6萬 7-9萬 10萬以上

按每月家戶收入統計

不好

普通

好

tel:02-859068


2 
 

三、2019年男性、女性之平均餘命均以臺北市最高 
2019 年我國男性之平均餘命以臺北市 81.2 歲最高；女性亦以臺北市 86.5 歲居首。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四、截至 2020 年共計培育 1,192位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 

為提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居民醫療照護之可近性及品質，本部持續推動原住民族

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截至 2020 年共計培育 1,192 人，以原住民族占 52.9%

最多，若按類別觀察，以醫師 637 人最多（53.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備註：蘭嶼併入原住民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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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7年我國服務涵蓋指標為 87.0，與英國並列第二 
全民健康覆蓋(UHC)服務涵蓋指標係評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基本衛生覆蓋指標，分

數越高表示基本衛生覆蓋率越好。2017 年我國評分為 87.0，相較於 WHO編布之 183

個國家，我國僅低於加拿大，與英國並列第二，屬健康服務涵蓋範圍高之國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Primary Health Care on the Road to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2019 

MONITORING REPORT 

六、持續強化偏遠地區醫療照護品質，提升全民之健康 
為改善整體偏鄉醫療環境，妥善照護在地居民健康，本部持續推動「優化偏鄉醫療

精進計畫」，透過 6 大策略優化偏鄉醫療，包括：(1)充實在地醫療人力、(2)提升醫療可

近性、(3)強化公立醫院功能、更新設備、(4)強化在地緊急醫療處理能力、(5)推動遠距醫

療及(6)強化緊急後送機制，持續強化偏遠地區醫療照護品質。 

圖片來源：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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