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BIG PICTURE 

NO WORRIES! 
AI, BIOTECH & ROBOTICS SHALL TAKE 

CARE OF YOUR HEALTH?
全球健保能否靠 AI 人工智慧、生技、

機器人絕處逢生 ?

如何解救全球健保免於破產危機，科技將是關鍵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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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健保病危中

目前全球有 126個國家實施全民健保。多數國家如台灣、德國、日本是採取社會醫療保險
制度，資金由政府、雇主、個人依照比例共同負擔，民眾就醫時須自付一部分的醫療費用。

另一種是公共醫療制度，由政府從稅收中編列預算，為國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實施的國

家如英國、丹麥、瑞典等。而美國則僅針對 65歲以上以及低收入提供社會醫療保險，其
餘民眾須自行購買私人醫療保險。

無論哪種健保模式，目前都面臨龐大的財務壓力。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人口結構老化，且老

年人（ 65歲以上）通常患有慢性疾病，醫療支出是非老年人的三至四倍。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 OECD ) 的研究，從 2004年到 2019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從
13.6% 攀升到 17.2%，人均醫療支出從 2,365美元急速成長到 4,224美元。

改革效益不彰

多年來，各國為解決健保財政問題，祭出各種改革方案，包括增加稅賦，調高費率，或刪

減給付。然而健保仍深陷於財務困境，改革效益有限。以調高費率手段為例，調升的幅度

根本趕不上醫療支出成長的速度。健保的主要收入來自稅收或是薪資，每年成長的空間有

限。以 OECD 會員國為例，2004至 2019年平均 GDP 成長率為 1.8%，人均醫療支出卻以年
均 4% 速度增長。 長久下來，健保收支自然失衡。
若採取刪減給付的策略，則導致醫院因給付減少而節省各項成本與縮減人事，使醫療品質

及效率下滑。根據 OECD 的統計，近四成的病患需等待一個月或更久的時間才能得到專科
醫療服務。 患者在漫長的等待時間中，病情惡化甚至過世的憾事時有所聞。 血汗的醫療
勞動環境也導致罷工情事頻傳，人力缺口日漸擴大。

世界衛生組織在 2020年七月呼籲，全球醫護勞工短缺已成醫療新危機。據研究顯示，
2030年全球估計將需要 8,000萬醫護人力來維持醫療體制運轉，但勞動缺口將高達 23%，
也就是不足 1,800萬人。
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也推估到 2022年醫師人力將短缺超過 7,000人，護理人員將短缺超
過 24,000人，下一代恐怕將面臨生病卻找不到醫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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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科技強化醫療效率

既然人口結構老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傳統上高度仰賴人力的醫護體系難以延
續，勢必要以科技取代人力。 國際研究機構 Frost & Sullivan 在 2018年指出，全球醫
療照護產業若能藉由科技大幅提升效率，至 2025年可望節省 1,500億美元開支。 
AI、機器人能分擔庶務工作，如文書作業、環境清潔等，讓醫護人員能集中心力於
病患，醫療品質自然提升。以往需要幾小時或是幾天才能分析完的數據，AI 能在數
分鐘內導出結論，協助醫生在短時間內做出更精準的診斷。 除此之外，穿戴式裝
置 ( Wearable Devices ) 如 Apple Watch，能持續收集患者的生理資訊，讓醫生能更全
面地掌握病患的病情發展；再搭配遠距看診服務，患者也不需頻繁到醫院就診，擁

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透過科技，醫護人員的過勞問題得以改善，醫院的營運成本降低，病患也能獲得更

好的醫療品質，創造三贏局面。藥廠還可利用 AI 所收集的各種數據，優化開發流程，
降低開發成本。

美國高盛集團研究指出，透過人工智慧的協助，新藥研發成本每年可節省 260億美
元。 
2019年開幕，耗資 20億美元打造的史丹福大學醫院新館，就是醫療和科技結合的
一個典範。在這個兩萬多坪，約 14個足球場大的醫院，有 3,000多個即時定位系
統，醫護人員能透過手機或電腦即時追蹤所有儀器、人員的位置，提高設備的使用

效率。在醫院藥局中，最新型的醫藥管理機器人 BoxPickers 不停歇地進行調劑、包
裝，一小時能完成 1,000件處方箋，相當於一名藥劑師 10個小時的工作量，而且準
確率高達 99.9%，還能追蹤病患的用藥紀錄。包裝好的藥則由 23個 120公分高，名
為 Tug 的機器人送到各個護理站，Tug 亦可協助運送儀器、床單。所有病房裡都配
置了遠程監測設備，讓醫護可以從遠端同時觀察多個病人的情況，減少來回奔波的

辛勞。

病患的各種檢測數據都交由 IBM 超級電腦 「華生」處理，數分鐘內就能導出結論並
提供建議，大幅縮短醫生進行診斷的時間。分析完的數據還能分享給學術單位、藥

廠、或科技公司使用，加速研發過程並提高成功率。

健保要不倒，唯有讓人類健康地老

根據統計，已開發國家 65歲以上人口中，超過 50% 患有兩種以上的慢性疾病，例
如心臟病、糖尿病。65歲以上的醫療支出比重超過整體的 30%，且持續上升中，
成為健保最沉重的負擔。因此，若要根本解決健保的財政問題，必須落實預防性的

保健，讓人民不因老化而疾病纏身，以減緩醫療資源的消耗。

「預防勝於治療」是每個人都知道的道理，但預防醫學長期不受重視。其一是疾病

的成因錯綜複雜，醫界需要分析各種數據，研究耗時費日。再者，醫界在預測疾病

發生的風險時，只能提供概略性的統計數據，例如：研究顯示，在台灣每十萬人中

有 36人罹患肺癌，難以讓民眾產生切身的危機感。
在 AI 驅動下，預防醫學將走向 「個人化」、「精準化」。 AI 能根據每個人的基因、
職業、生活型態、疾病史等數據，提供個人化且精準度高的風險預測，民眾將更有

意願先一步改變生活形態，或及早接受檢測，避免未來可能要付出的昂貴醫療支

出。

根據資誠全球聯盟組織 ( PwC Global ) 2030未來醫療調查，全球醫療支出將從 2018
年的 10.6兆美元增加到 2030年 15兆美元，傳統門診、醫療行政的支出僅成長 9%，
而數位醫療、精準診斷、預防保健等三個領域的支出將成長 365%，顯示醫療產業
將從疾病治療走向預防保健。未來，希望人們有機會擺脫因老而病、因病而貧的惡

性循環，健保也可能逃脫破產的宿命。

台灣健保自 2017年起已連續三年赤字，且缺口逐年增加。預估到今年底，安全準
備金將降到新台幣 1,042億，僅能維持約 1.79個月，明年更將低於法定安全水位 1.5
個月。健保費率明年勢必將調漲。政府在開源節流之餘，應深入思考如何利用科技

改革醫療產業，健保才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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