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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病患的個人病歷分散在各醫療機構，看診醫師無法取得病患的完整病歷，因此病患無法享有持續性醫療照護。醫療照護需

求與日俱增，醫療服務量快速成長，新設備、新技術的研發使用，造成醫療費用高漲。為了降低醫療成本、提升醫療品質

及取得競爭優勢，電子化已成為醫療產業的必然趨勢，而「電子病歷」更扮演著核心角色。 本論文透過文獻探討，對電子

病歷的定義及範圍做一完整之詮釋，並以某醫學中心及其策略聯盟醫院為例，進行個案分析，探討策略聯盟醫院電子病歷

資訊共享建構前投入資金成本，及建構後所帶來有形及無形之效益，供醫界參考。經本論文分析，建構電子病歷資訊系統

，醫院需投入龐大資本支出，為取得競爭優勢及醫院永續經營，在回收期間、淨現值及內部報酬率的數據呈現方面，充分

顯示值得投資。病歷電子化可帶給醫院專業形象、醫學研究、組織再造、流程改善、醫療品質、生產力提升及降低醫療成

本之效益，進而提升醫院的競爭力。病患期盼能有更完整的個人醫療資訊，即時提供醫師診病參考，在深度訪談中，證實

策略聯盟醫院電子病歷資訊共享，對病患之病情病史、持續性醫療照護及醫療品質之提升有絕對助益。但因病歷電子化提

供傳遞快速及容易複製，病患對病歷資料的安全性及確保個人醫療隱私不洩漏卻產生疑慮。

關鍵詞 : 策略聯盟 ; 電子病歷 ; 效益分析 ; 電子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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