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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衛生行政 

科    目：衛生行政(包括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一、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二十一世紀三大疾病為癌症、愛滋病與憂鬱症。憂鬱症會

造成嚴重的社會經濟負擔，在所有疾病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心血管疾病，且憂鬱症也是所有

造成失能疾病的第一名。請詳述衛生福利部在重視全民心理健康，提升國民心理韌性上，做

了那些努力。依你的見解，還有那些亟待努力的地方。（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命中特區> 時事課程、考前叮嚀 <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 

【擬答】 

為促進國人之心理健康，加強對精神病人之醫療照護及人權保障，衛福部修正精神衛生法

已於 111 年完成三讀，二年之後正式施行。確保精神病人人權與兼顧獲得妥善治療及社區

服務，另強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責及跨網絡合作，以支持精神病人照護及復元。配合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積極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分年逐步補實縣市關懷訪視人力；推

動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提供醫療外展服務；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精神病友

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及「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以建立完善精神衛生

照護網絡，並保障精神病人權益，導正社會大眾對精神病人之歧視與污名，建立精神病人

友善支持環境，促使精神病人逐步康復，復歸社區生活。 

依照目前現況檢討，說明如下： 

一、心理健康預算投入不足且偏重治療，前端預防涵蓋率有限 

二、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資源不足，服務欠缺可近性，法定功能不彰 

三、社區疑似精神疾病個案缺乏早期發現與介入機制 

四、社區服務範疇限縮，關懷訪視人力與服務量能均有待提升 

五、精神疾病合併多重問題個案，難以醫療單一服務模式處理 

六、精神病人社區生活支持服務資源亟待增加 

 

二、機構評鑑具有診斷功能，受評機構藉由評鑑以修正、調整機構運作，致使機構能有效制訂改

善方針、謀求對策。請詳述政府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之目的為何？評鑑小組如何

組成？評鑑項目內容為何？評鑑結果如何分類與處置？（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命中特區>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作業程序 

【擬答】 

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之目的，為評量長照機構效能、提升長照服務品質、提供民眾長

照選擇。 

評鑑小組由衛福部聘請專家學者組成，統籌規劃、協調及辦理評鑑工作，置委員三人至四人，

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業務單位主管兼任，其餘委員由長照、醫護、管理、社會工作與環

境安全之專家學者及具長照服務實務經驗者組成。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2地方特考） 

共 4頁 第 2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評鑑項目內容包含經營管理效能、專業照護品質、安全環境設備(綜合式長照機構之居家式服

務類不適用)、個案權益保障。 

評鑑結果：分為合格及不合格。 

評鑑結果合格者： 

住宿式長照機構分數達 90 分以上，且特定一級必要指標項目及二級加強指標項目之評分

達標情形符合住宿式第三點第六款規定者，列為優等。 

合格效期為四年。 

評鑑結果不合格者：所在地主管機關應依長服法第五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要求其限期改善。

前一年度評鑑不合格，於當年始經評鑑合格者，其合格效期為三年；連續二年評鑑不合格，

當年始經評鑑合格者，其合格效期為二年；連續三年評鑑不合格，當年始經評鑑合格者，

其合格效期為一年。 

 

三、面臨超高齡社會的來臨，你認為政府應積極作為的政策有那些？其中，有那些是屬於衛生福

利部職責範圍內，已推動或應推動的項目？（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命中特區> 長照政策介紹 

【擬答】 

政府應積極作為的政策可分為以下五點： 

一、增進高齡者健康與自主：提升高齡者健康活力、生活福祉及自主選擇權利，保障獲得優

質的醫療服務與社會照顧。 

二、提升高齡者社會連結：鼓勵並支持高齡者參與就業、社會服務、進修學習，維持活躍的

社會生活。 

三、促進世代和諧共融：消弭世代隔閡，促進高齡者與不同世代的交流互動，相互同理與彼

此尊重。 

四、建構高齡友善及安全環境：破除社會對高齡者的刻板印象與年齡歧視，協助改善居家環

境與安全，並提升社會環境對於高齡者的友善性與安全性。 

五、強化社會永續發展：強化因應人口高齡化的社會基礎，穩固重要社會制度的健全運作，

促進社會永續發展。 

衛福部已推動、逐步推動之項目，說明如下： 

一、高齡者健康照護與長期照顧 

對於基層醫療診治長者，予以加成門診診察費，另針對不便出門患者，已陸續推動多項

居家醫療照護，逐步完善此一照護模式。考量未來有愈來愈多長者在機構度過晚年，為

使其在生命末期獲得妥善照顧，善終服務品質則也需受到重視。為有效降低高齡者因急

性疾病產生失能情況，致返回社區生活後之困境，強化醫療與長期照顧之銜接，係為高

齡者醫療健康照護之未來發展趨勢。 

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是以長照需要者為核心，透過需要等級之評估，提供長照服務，

協助其獨立生活，並減輕照顧負荷。惟為促使失能長者亦能活力老化，建議該基準之設

計，應朝向獨立自主、安全、尊嚴等增能內涵。再者，服務使用者與家庭照顧者在長照

服務使用過程中仍有障礙，其中照顧資訊可近性之提升，及服務使用者意見回饋機制之

建立尤為迫切、重要。 

二、高齡者社會參與及學習 

衛福部積極補助民間團體、村、里辦公室等單位，於全國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

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及健康促進活動等服務，並鼓勵高齡者擔任志工。 

目前社區提供的學習與服務類型趨向模組化，且存在重複參與不同單位活動而被重複計

算現象，致高齡者社會參與普及率失真，故需導入多元老化的觀點與敏感度，將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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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性別、性取向、教育程度和科技使用能力等屬性納入考量，以提升其社會參與、

連結，並促進終身學習。 

三、營造高齡者自主自立生活的社區環境 

營造以人為本、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以鄉鎮市區為單位的在地整體照顧體系

及高齡友善場域；結合科技推動智慧共生社區，跨域串連社區資源，支持高齡者在社區

與住家自主自立生活。強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巷弄長照站之數位環境，提升高齡者社

會連結；推動高齡友善社區，營造友善場域。 

 
 

四、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堪稱我國民眾滿意度最高的政府施政，不過健保支出時有收支短絀，頻傳

財務虧損，請問政府為健保財務永續，在開源與節流上各做了那些努力？還有那些是你認為

可以推動實施的舉措？（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命中特區> 健康照護財務之挑戰與因應 

【擬答】 

政府為健保財務永續，調節健康照護資源配置，提升宏觀經濟效率，措施如下： 

控制醫療費用之上漲 

引進總額支付制度，健保署與醫療提供者共同分擔財務風險，並推行品質確保方案，並

運用專業自主及共同管理，監督專業團體執行品質確保方案。 

改革支付制度：減少論項計酬適用範圍，增加供給者財務責任（如採用以 DRGs 為基礎

的論病例計酬，部分論人計酬），或以論質支付或分享利潤鼓勵建立以病人為中心以證

據醫學為基礎的整合照護計畫，以提升照護之價值 

控制支付價格或薪資成長率：藉訂定醫療服務、藥品支付標準，控制或凍結支付標準成

長率或薪資成長率，控制費用上漲。 

控制醫療資源：如病床及高科技醫療設備。 

發展醫院之替代性服務：如發展基層醫療門診手術、居家照護、護理之家、日間照護等

以降低病人之住院日或對急性醫院 

推動電子病歷，促進各層級醫療院所合作，減少重複用藥檢查造成之浪費。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2地方特考） 

共 4頁 第 4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改革藥品給付支付制度，合理使用藥品，減少藥費支出。 

增加財源或保費收入 

增加補充財源：如菸酒稅、公益彩券盈餘。 

改革費基：二代健保以徵收補充保費，使非薪資收入，亦需計繳保險費。 

以提高部分負擔滅少對調整保費之壓力：醫療器材得差額負擔、部分負擔門診或急診費

用之 20%，居家照護醫療費用之 5%。但不經轉診，於地區醫院、區域醫院、醫學中心

門診就醫者，應分別負擔其 30%、40%及 50%相關政策。 

建議推動實施之舉措 

應提供全民高品質、有效率、具成本效益之服務，而非所有服務。依據健康科技評估制

度以及醫療資源配置機制，對新科技、藥品、器材之安全性、有效性、經濟效益（成本

效益/效果/效用）進行科學評佔做為保險是否給付新藥新科技，或刪除給付項目之參考。 

透過資訊科技應用，藉由健康數據平台(如區塊鏈)蒐集、整合、分享及交換健康數據，

進行人工智慧的數據分析與預測模型建立，發揮健康資料的最大價值，輔助醫護人員決

策，提升衛生醫療水準。 

積極推動健康促進，預防勝於治療，民眾能透過科技掌握越來越多的健康相關訊息及做

好自身管理，若以健康飲食習慣，可以開發健康餐飲、提供慢性病患飲食服務，藉由個

人化設計的健康飲食減少慢性病的進程，並結合健身運動產業提供客製化運動方案及健

康雲，做好個人各項生理數據的管理、控制慢性病病情，再結合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數

據機制，提供民眾做好自身健康管理的誘因，促進民眾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