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保會委員關切推動分級醫療成效檢討及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

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研議情形 

健保會 112.6 

為了解健保署歷年運用健保總額配合衛福部推動分級醫療政策的執行成

效，及 112 年度總額門診透析服務新增「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

護品質」專款計畫之執行內容，健保會於 5 月份委員會議安排「推動分級醫療

成效檢討(含各層級醫院發揮分級醫療角色功能之成效)」，及「鼓勵院所加強推

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之具體實施內容」兩項報告案。 

有關分級醫療成效部分，衛福部為促進醫療資源均衡發展，自 106 年起擬

訂推動分級醫療策略，包含「調高醫院重症支付標準、導引醫院減少輕症服

務」、「提升基層醫療服務量能」及「強化醫院與診所醫療合作服務，提供連續

性照護」等；健保會亦配合衛福部分級醫療政策，自 106 年起至 112 年分別同

意編列相關預算提供誘因，累計於西醫基層總額為 295.3億元、醫院總額為 84.9

億元及其他預算為 62.9 億元，合計投入約 443.1 億元。委員考量分級醫療政策

已推行多年，健保總額亦配合投入相當多的資源，惟分級醫療成效似不明顯，

建議宜進行整體的成效評估，以利檢討改善。 

委員於聽取健保署的報告後，提出 5 項待檢討的問題，包括：1.分級醫療

推動多年，全區轉診件數及轉診率都沒有明顯改變；2.接受下轉案件在轉診案

件占比不到 15%；3.轉診支付誘因的設計不合理，分級醫療目的係為壯大基

層，應是鼓勵醫院將病人下轉至基層院所，卻又提供上轉及平轉的支付誘因，

正當性不足，且下轉支付 400~500 點，已超出一般門診診察費 358 點，亦未見

相對成效；4.慢性病人下轉至診所後之停留時間(天數)有逐漸縮短現象，建議追

蹤、分析慢性病病人下轉到診所前後的就醫情況，以利了解基層是否還有精進

空間；5.近 5 年區域級以上醫院之門診初級照護案件比率下降幅度不大等問

題，顯見過去策略似無法奏效，應該要思考是否有其他策略可以促進各層級醫

療院所的整合，這樣分級醫療才有希望。 

在成效評估部分，有委員建議可以透過追蹤病人就醫情形，了解轉診後病

人的疾病嚴重度是否降低，或病情有無穩定，而非僅統計轉診後停留在診所多

少天；另基層開放表別項目愈來愈多，建議健保署提供開放表別的執行情形及

檢討結果，以利了解是否有達到預期效果，並建請衛福部及健保署考量

COVID-19 疫後之醫療供需情形，研訂更具效益的政策目標及相對應的推動策



略。 

另有關「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專款計畫，於協商

112 年度總額時，付費者委員考量腹膜透析可提升病人生活品質，惟其使用人

數占率逐年降低，乃建議將 112 年度門診透析服務新增預算專款專用於推動腹

膜透析；協商結論經送衛福部決定如下：112 年度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

3%，其中 1%(約 4.335億元)專款專用，用於鼓勵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

品質，並請健保署會同透析服務相關團體共同研議提出具體實施計畫(包含提升

腹膜透析與品質之具體措施、院所獎勵方式、品質監測指標等)，並提健保會報

告。依健保署於會中的報告內容，該署擬藉由支付誘因提升腹膜透析之可近性

與照護品質，包含：鼓勵院所新設立腹膜透析室/中心開辦獎勵費(60 萬點)、鼓

勵院所重新收治腹膜醫療獎勵費(40 萬點)、醫院輔導其他院所新成立腹膜透析

室/中心獎勵費(20萬點)，另有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照護團隊獎勵費(依持續接受腹

膜透析時間每月給予 1萬~7.2萬點)、轉診費(5千點~1萬點)等。 

在聽取健保署的報告後，委員提出下列意見：1.執行目標與預期效益之評

估指標，重複性高，建議應以結果面為導向，提出能明確反映整體效益的量化

指標，且執行目標值過於寬鬆，宜再重新審酌；2.部分項目(如新發個案獎勵

費、轉診費)支付點數高於總額相關計畫項目之獎勵點數，請健保署考量支付衡

平性，監測與評估支付誘因能否買到更具價值的醫療服務，並反映在民眾的醫

療照護與品質；3.部分項目之獎勵額度達數十萬點，卻未明訂資格條件或最低

執行數量，亦未明訂輔導推廣腹膜透析院所之資格，宜再審酌計畫內容之適當

性；4.腹膜透析病人初期需護理人員密切衛教與指導，建議將如何提升腹膜透

析的護理照護品質(包含人力與專業訓練)納入考量。經委員熱烈討論後，請健

保署與台灣腎臟醫學會參考所提出之建議，修正相關內容，以提升台灣腹膜透

析的占率及照護品質，提供病人及家屬較佳的生活品質。 

本次會議的兩項報告案皆是總額協商時委員所關心的事項，因健保資源有

限，委員期望透過事前周詳規劃計畫的執行內容、事後確實檢討成效及改善，

讓計畫內容逐步更臻完善，使健保資源能更有效地運用，以提升我國醫療照護

品質，促進國民健康。 

出處：相關內容詳衛福部健保會第 6屆 112年第 4次委員會議議事錄(112年 5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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