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全民健保 

 
全民健康保險一般簡稱「全民健保」或「健保」，是台灣一種強制性的社會

福利政策，於 1995 年 3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以提供國民醫療保險服務，現由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負責辦理相關業務。 
 
    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舉世聞名，就連社會主義國家或北歐福利國家，

也沒有這種吃到飽還很便宜的德政，因此，全民健保成了台灣之光，是全世界

最好的社會福利制度之一。我們可以問問看，幾乎每個人的身邊都不乏親朋好

友，全家早就移民國外，他們當然在台灣沒有繳稅，但會儘量想辦法保留雙重

國籍，只需繳很少的健保費，一旦生了大病就飛回台灣治療，還四處眩耀就算

扣除機票都有得賺。更不要說，這些移民海外，早已入籍外國在台灣沒繳一毛

錢稅的人，到了老年退休又身體不好時，均紛紛回台，辦理恢復國籍和戶籍，

四個月後立即享受看病方便的醫療服務和各種老人福利，真是有夠爽！ 
 
    台灣的稅制說來並不健全，有各式各樣的避稅管道，因此，國家財政的主

要支撐者靠的是受薪階級。健保的財務來源也是一樣，主要靠的還是受薪階

級，在健保支出日益擴大下，自然虧損愈來愈嚴重且未來必垮無疑，於是在前

衛生署長楊志良的大力推動下，於 2013 年開徵補充保費（懂門道的照樣很難課

到），健保財務才得以暫時喘了一口氣。 
 
    目前的全民健保制度設計是一種強制性的保險，雖然每一個人繳的健保費

並不相同，一旦出險所獲的理賠則是相同的。因此，對一個原本身體就不好，

需要常常上醫院的人（如老人）肯定是有利的，反之，對身體健康的人（如年

輕人）來說就非常不利，可是他並不能選擇不參加健保。你可能會說，所謂買

保險就是以防萬一啊，沒出事反而值得慶幸，這是一種風險的分攤，哪一個保

險不是這樣？沒錯，我們自己購買的旅遊保險、財產保險、車輛保險、醫療保

險……等各種保險的確都是這樣，除了它是強制的以外。對了，汽機車駕駛人

不是也有規定要參加強制責任險嗎？可是仔細想想看，這兩種保險其實是不同

的。那就是汽機車責任險只有基本險是強制的，除基本險外我們也可以自由選

擇較高的保險額度，雖然保費多出一些，但一旦出險所獲的理賠也會比較多，

而被強迫參加的全民健保，每個人的理賠是相同的，可是繳的保費卻不盡相

同！ 
 
    如果全民健保改成像信用卡一樣採分級制，依據繳交健保的多寡依序分

為：「鑽石卡」、「白金卡」、和「普卡」三種卡，自然這三種卡在掛號、住院病

房、指定醫生、藥費自付額等權益有所不同，普卡為強制參加，另兩種由民眾



自由選擇是否參加。不同類別的卡待遇不同，例如：如果是「鑽石卡」看病不

需掛號且隨到隨看、住院可住頭等病房……等。為什麼這樣，原因很簡單，因

為保費要繳比較多，任何人喜歡都可以保這種。請問你贊成嗎？我相信一定會

有很多人反對，認為這不公平，是圖利有錢人，我在課堂上問同學時，幾乎沒

有人贊成！可是這個不公平的說法有道理嗎？如果這樣不行，那為什麼信用卡

可以，汽機車保險可以？ 
 
  問題出在哪裡？我認為這是「名稱」不對，現在的健保不應該叫做「全民

健康保險」，如果改叫「全民健康稅」就沒有問題了，因為課「稅」本來就是就

是由賺錢多的人和身體好的人多繳稅，去補貼收入少的和身體不好的人。由此

我們可以預測，現在的健保支出會愈來愈大是必然的，因為理賠條件相同，又

沒有使用的限制，如果不用或少用健保卡的人就會吃虧，因此衍生出很多弊

端，例如看病像走灶腳、做不該做的檢查和手術或詐領健保費的醫院。所以一

定要想出辦法消除不當的誘因，才能夠真正健全健保的財務，這才是問題的根

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