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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江委員惠貞說明提案旨趣。 

江委員惠貞：（13 時 5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江惠貞、蘇清泉等 14 人臨時提案，有鑑

於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自民國 84 年實施以來，以「風險連帶」、「同舟共濟」為主要基調而建構

的社會保險制度，成功以社會集體力量，進一步協助民眾度過健康難關，獲得高達九成以上的

滿意度。然而漂亮成績單背後，健保行政管理經費卻嚴重不足，以 103 年為例，行政事務經費

僅占醫療支出的 1.07%，相較其他社會保險國家顯著偏低。不斷繁重的業務以及不斷精簡的人力

編制，導致每名行政人員平均要服務一萬名以上的民眾，可見目前保險管理經費與人員編制數

量要支應健保例行保險費收繳及醫療給付業務，已非常吃力。為使保險業務得以順利推動，建

請主計總處、人事行政總處與衛福部視健保業務成長量，免除公務預算縮減，並適當增加員額

與預算。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八案： 

本院委員江惠貞、蘇清泉等 14 人，有鑑於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自民國 84 年實施以來，以「風險連帶

」、「同舟共濟」為主要基調而建構的社會保險制度，成功以社會集體力量，進一步協助民眾

度過健康難關，獲得高達九成以上的滿意度。然漂亮成績單背後，健保行政管理經費卻嚴重不

足，以 103 年為例，行政事務經費僅占醫療支出的 1.07%，相較其他社會保險國家顯著偏低。不

斷繁重的業務以及不斷精簡的人力編制，導致每名行政人員平均要服務一萬名以上的民眾，可

見目前保險管理經費與人員編制數量要支應健保例行保險費收繳及醫療給付業務，已非常吃力

。為使保險業務得以順利推動，建請主計總處、人事行政總處與衛福部視健保業務成長量，免

除公務預算縮減，並適當增加員額與預算。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健保開辦 19 年以來，包括 14 歲以下兒童、家庭主婦、65 歲以上老人、離島或偏鄉居民

、沒有固定所得收入的民眾，終於可以免除貧病交迫或醫療照顧不足的窘境，也成功讓國民平

均壽命更加延長。然而隨著政治力不斷介入，導致照顧層面、族群逐年擴大，全民健保財務不

但逐漸出現入不敷出情況，就連人員編制與業務費用，都不斷因人力精簡與預算縮編逐年減少

，導致出現一個行政業務人員平均需服務超過一萬名民眾，不但對行政效率造成極大影響，也

讓健保業務無法創新發展。 

二、根據統計，健保開辦初期，健保署以 70.57 億元的行政經費，管理 2,143 億元的醫療費用

。103 年則編列 56.84 億元行政經費，管理已高達 5,288 億元的醫療費用，104 年行政經費編列

55.59 億，管理超過 5,700 億元的醫療費用。健保負責全體國民健康保險業務，且代辦職災、預

防保健、戒菸及傳染病防治等多種項目，行政費用過低，恐不利既有業務的推動，及創新政策

的發展。 

三、由於公務預算逐年齊頭式減列，以及人員編制精簡，健保業務例行業務經費，自 85 年度

33.31 億元，至 103 年度遞減為 15.4 億元，104 年度預算亦只編列 14.8 億元，員額數也由最初的

4 千人，減少至目前 2 千 8 百人，已嚴重影響健保各項例行業務，例如：保費收繳、醫務管理、

醫療資源配置、提升醫療品質及維持保險業務正常運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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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險管理經費係支應健保業務順遂成長的必要條件，近年除健保承保數量及醫療服務業

務逐年成長外，二代健保實施後，因應健保新制亦增加許多全新業務，逐年減少的預算費用，

維持例行業務已屬吃力，是否還有餘力推動健保創新部分，令人存疑。為使保險業務得以順利

推動，建請主計總處、人事行政總處與衛福部視健保業務成長量，免除公務預算縮減，並適當

增加員額與預算。 

提案人：江惠貞  蘇清泉 

連署人：蔣乃辛  陳鎮湘  王育敏  呂學樟  邱文彥  

吳育仁  林明溱  詹凱臣  林德福  林鴻池  

簡東明  孔文吉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3 時 5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8 人，鑑於第一座「原住民課

程發展中心」已於 103 年 8 月在屏東縣泰武國小成立，並計畫以「排灣族語言」編寫國語、英

語、數學、自然等「族語教材」，預計先完成低年級數學課程教材，奠定未來成立「原住民族

實驗小學」基礎。但目前屏東縣教師員額少，競爭人數多，以致原住民返鄉擔任教師機會微乎

其微，更無法成為未來原住民實驗小學教師。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教育部「專案考量」，增

加屏東縣原住民教師名額，以提昇原住民教師未來擔任原住民實驗國小教師機會。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第九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8 人，鑑於第一座「原住民課程發展中心」已於 103 年 8 月在屏東縣泰武國小

成立，並計畫以「排灣族語言」編寫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等「族語教材」，預計先完成低

年級數學課程教材，奠定未來成立「原住民族實驗小學」基礎。但目前屏東縣教師員額少，競

爭人數多，以致原住民返鄉擔任教師機會微乎其微，更無法成為未來原住民實驗小學教師。因

此，本席爰提案要求教育部「專案考量」，增加屏東縣原住民教師名額，以提昇原住民教師未

來擔任原住民實驗國小教師機會。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家教育研究院」、「屏東縣政府」等單位合作，於 103 年 8

月在屏東縣泰武國小揭牌成立了第一座「原住民課程發展中心」，並計畫以 5 年時間以「排灣

族語言」編寫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等「排灣族語課程教材」。 

二、未來，「原住民課程發展中心」，計畫以五年時間先完成國小一到六年級排灣族語的數

學、國語、自然課程。國小三至六年級英語領域學習教材。同步試用及評量排灣族族語教材，

先以小規模的實驗教育，奠定未來成立「原住民族語實驗小學」基礎。 

三、目前，原住民課程中心有十多位老師，2/3 是原住民教師，教材以排灣族太陽的孩子誕生

、動物來慶祝展開，用學生熟悉的事物教學，提高學習興趣，有助於深化原住民族語教育。突

破原住民教育以往依附在漢文化之下，以「原住民母體文化」做為一般教育內容，未來成功模

式也會複製到其他縣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