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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擬答】 
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七條所示：「保險對象應自行負擔之住院費用如下：一、急性病房：三十日以內，百分之

十；逾三十日至第六十日，百分之二十；逾六十日起，百分之三十。 
二、慢性病房：三十日以內，百分之五；逾三十日至第九十日，百分之十；逾九十日至第一百八十日，百分之二十；

逾一百八十日起，百分之三十。 
保險對象於急性病房住院三十日以內或於慢性病房住院一百八十日以內，同一疾病每次住院應自行負擔費用之最高金

額及全年累計應自行負擔費用之最高金額，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同法第四十八條有示例外者，包含「一、重大傷病。二、分娩。三、山地離島地區之就醫。」以上三種就醫民眾得免

除自行負擔，唯前項免自行負擔費用範圍、重大傷病之項目、申請重大傷病證明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本題於班系講義第七章有完整說明 
 

 
【擬答】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所示，地方主管機關應執行轄區各項傳染病防治工作，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流行疫

情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理、演習、分級動員、訓練、防疫藥品、器材、防護裝備之儲備及居家隔離民眾之服

務等事項。其中依傳染病防治法所定調查，其具體措施如下： 
一、疫情調查：為瞭解經通報之傳染病個案之感染地、接觸史、旅遊史及有無疑似病例所為之各種措施。 
二、流行病學調查：為瞭解傳染病發生之原因、流行狀況及傳染模式所為之各種措施。 
三、病媒調查：為瞭解地區病媒之種類、密度及其消長等所為之各種措施。 
四、其他調查：前三款調查以外，為瞭解傳染病發生之狀況及原因，所為之各種措施。 
※本題於班系講義第六章有完整說明 
 

 
【擬答】 
依據人體器官移植條例規定，器官(含組織)的移植可區分為屍體及活體兩種，其第八條規定所示：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行移植手術，應合於下列規定： 
一、捐贈器官者須為成年人，並應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二人以上之書面證明。 
二、摘取器官須注意捐贈者之生命安全，並以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為限。 
除這兩項規定之外，亦需要符合醫療法之第六十三條手術同意書之相關規定、第六十七條病歷記載之之相關規定，為

醫院需要符合的法律規定。 
(試卷作答重點為第八條、兩項規定，承移植條例第八條後續條文) 
前項第二款所稱之配偶，應與捐贈器官者生有子女或結婚二年以上。但結婚滿一年後始經醫師診斷罹患移植適應症

者，不在此限。 
成年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姻親，或滿十八歲之未成年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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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第一項第一款須為成年人及第二款移植對象之限制。滿十八歲之未成年人捐贈肝臟，並應經其法定代理人出具書

面同意。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行移植手術，應對捐贈者予以詳細完整之心理、社會、醫學評估，經評估結果適合捐贈，且在

無壓力下及無任何金錢或對價之交易行為，自願捐贈器官，並提經其醫學倫理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為之。 
第三項之肝臟捐贈移植，醫院除應依前項規定辦理外，並應報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為之。 
前項許可，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委員會審議；委託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為之時，亦同；

其許可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本題於班系講義第三章有完整說明 
 

 
【擬答】 
根據藥事法第二十條所示： 
本法所稱偽藥，係指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 
二、所含有效成分之名稱，與核准不符者。 
三、將他人產品抽換或摻雜者。 
四、塗改或更換有效期間之標示者。 
藥事法施行細則第四條：本法所稱稽查，係指關於藥物有無經核准查驗登記及與原核准查驗登記或規定是否相符之檢

查事項。 
本法所稱檢驗，係指關於藥品之性狀、成分、質、量或強度等化驗鑑定事項，或醫療器材之化學、物理、機械、材質

等鑑定事項。 
藥事法施行細則第五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不包括非販賣之研究、試製之藥品。 
前項藥品應備有研究或試製紀錄，並以無商品化之包裝者為限。 
根據藥事法第二十二條所示： 
本法所稱禁藥，係指藥品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令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列之毒害藥品。 
二、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藥品。但旅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自用藥品進口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自用藥品之限量，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公告之。 
藥事法施行細則第六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藥品，係指該藥品未曾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核發輸入許可證者。 
有關罰則部分，於藥事法第八十二條所示： 
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者，處十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金。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七年以上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以及第八十三條所示：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列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金。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年以上十二年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金。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本題於班系講義第四章有完整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