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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brings tremendous impact to medical care industry, including medical quality, finance

receipt and expenditure, the structure of human resource and problems exist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hospital. In order to replies

the improper policies the NHI implements, that the authority makes certain solutions such as the Global Budget System to solve the

waste of resource and the serious financial loss. If the authority makes decisions without long-term, whole, and dynamic state, then a

lot of good programs would work in short term but fail in long term. Moreover, parts of the situation will be improved but the whole

context will lead to worse result as vicious circle. In terms of the thinking perspective which is appropriately used in dealing with

long-term, entire, and dynamic circul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scribe the changing in medical industry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internal medical systems in order to comprehend more about the consequence and dynamic relation followed

unexpectedly with th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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