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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民健保制度的實施，對國內醫療產業的品質、財政收支、人力資源結構及各層級醫院之生存問題，產生極大的改變。政

府當局為因應當初健保制度的設計不當，也陸續推出總額預算制度等政策，試圖解決資源的浪費及財務虧損的極速惡化。

重大政策的制定，決策當局若缺乏長期、整體及動態的考量，往往使得許多立意良善的政策猶如「飲鴆止渴」－短期有效

而長期無效，局部改善而整體陷入更糟的惡性循環。本研究利用擅長處理長期、整體、動態週期循環的系統思考觀點，以

因果回饋環路及系統基模，來描述醫療產業的及演化歷程及醫療系統的內部互動關係，進一步了解政策所產生的許多非預

期的後果及動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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