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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筆者的父親於臺中市東區開設小兒科兼家醫科診所已十餘年，2020 年初臺灣爆發新冠

肺炎疫情後，其診所經營受到嚴重影響，綜觀許多西醫基層診所也受到不少影響。因此，

筆者欲藉本次研究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概況，並探討新冠肺炎疫情對西醫基層診所所產生的

影響，希望透過此研究探討出因應之道。研究範圍以西醫科別為主，研究期間為 2018 年 12

月份至 2021 年 9 月份。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新冠肺炎 

（二）瞭解新冠肺炎疫情概況 

（三）分析疫情期間政府之因應作為 

（四）探討新冠肺炎疫情對西醫基層診所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2019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於中國武漢爆發，並於 2020 年初於臺灣境內開始陸續出現感染案

例，政府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協助政府處理各項防疫政策。

在醫療業的方面，多數人都會認為在疫情之下基層診所的患者數量理應會增加，營業額也會

相對提升，但筆者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在疫情期間西醫基層診所不但沒有得利，甚至有許多

小診所正在面臨生存危機。在探討過程中，筆者也透過採訪佑佑診所負責人陳卓緯醫師更加

了解西醫基層診所在疫情下所受到的影響及對疫情的看法。 

 

一、政府的紓困振興政策 

 

    2021 年 5 月 5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陳時中宣布：「COVID-19 檢測結果呈陽性者，

並配合診療者，給予 10000 元補助津貼。若醫事人員發現案例，且主動通報者，發給通報

獎金。」（張茗喧、陳婕翎、江慧珺，2021）本文所談之紓困振興政策乃針對西醫基層診

所補助政策而言。 

 

二、患者量對診所之影響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於 2020 年 5 月統計：雖然總門診人次只減少了約 17%，但其中

腹瀉門診人次就少了 34%，與新冠肺炎疫情較相關的上呼吸道感染門診人次以及類流感門

診人次更是分別減少了 60%及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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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醫師公會監事蘇主光（2020）認為：會造成上述提到的人數變化如此劇烈的原

因應是因為民眾為避免自身感染新冠肺炎疫情，戴口罩的時間大幅上升，洗手及消毒的頻

率也較以往高出許多，沒有必要時也減少外出與他人接觸，這些行為也同時降低其他病毒

的傳播機會。 

 

    各科別營業狀況變化也不盡相同，如圖一，2020 年醫院、西醫基層診所科別醫療量增

減變化，耳鼻喉科（-25.6%）、小兒科（-20.1%）及胸腔內科（-11.3%）的就醫件數大幅減

少，在內分泌科（+16.8%）、精神科（+12.4%）及心臟血管內科（+10.7%）的就醫件數卻

是上升。然而，臺灣目前基層診所仍是以小兒科及耳鼻喉科佔大多數，如圖二，如此一來

增加的數量遠遠比不上減少的數量。 

 

圖一：2020 年醫院、西醫基層診所科別醫療量增減變化 

圖一資料來源：林惠琴（2021）。疫情衝擊就醫／擬補助醫療事業機構 1600 家受惠約 4

億。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43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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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台中市醫療院所家數（按診療科別分） 

 

 

 

 

 

 

 

 

 

 

 

 

 

 

 

 

         圖二資料來源：臺中市衛生局（2017 年 12 月 1 日）。106 年臺中市醫事 

                           機構及服務量統計分析。https://reurl.cc/ogenjj 

 

三、對診所工作量之影響 

 

    臺中市醫師公會監事蘇主光（2020）表示：依政府規定，各診所需在戶外設立發燒篩

檢站，以達到患者分流效果。然而多數診所診間不足，只能安排發燒患者在候診區等候，

無發燒症狀者在戶外等候。 

 

    臺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常務監事陳建良（2020）提到：2020 年 2 月時 N95 口罩價

格已漲幅 10 倍，然而當時每位醫師僅配發 9 片，數量嚴重不足。部分基層診所防疫物資

如：額溫槍、酒精噴霧器，甚至缺貨無法添購。 

 

    大臺中診所協會理事長林釗尚（2020）也提到：今年 1 月底以來藥品大量缺貨且價格

漲幅明顯，如胃藥價格就調漲了四成。而診所人力成本也增加，光是在門口協助初步篩檢，

就需多出 3 班人力輪值，使得營運成本提高了不少。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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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分析法：蒐集雜誌、網路與官方資料，彙整與歸納。 

 

（二）問卷調查法：以 google 表單發放 200 份問卷，並廣邀現任西醫基層診所醫師參與

填答，蒐集資料並去除無效資料後共有 139 份有效問卷，研究者再加以進行分析與

研究。 

 

（三）訪談法：訪問佑佑診所負責人陳卓緯醫師對新冠疫情造成診所影響之看法。 

 

  二、研究流程 

 

圖三：研究流程圖 

 

 

 

 

 

 

 

圖三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三、研究架構 

 

圖四：研究架構圖 

圖四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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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為了解新冠肺炎疫情西醫基層診所之影響程度，筆者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向在基層診

所工作之醫護人員發放問卷，並且針對結果做數據統計，並詳細敘述情形。本研究總計回收

139 則 Google 表單問卷，以下是問卷填答者之基本資料與分析的結果。 

 

  一、對西醫基層診所影響程度調查分析： 

 

圖五：填答者診所開業時間 

 

    根據圖五，診所開業時間調查，

其中 6%的問卷填答者其診所開業時間

不滿 5 年；9.4%的診所開業 6~10 年；

42.4%診所開業 10~20 年；43.2%診所

則是開業 20 年以上。 

 

 

（一）政府的紓困振興政策 

 

    根據訪談內容，陳醫師表示：政府為了鼓勵第一線醫護人員，有給予補助金。但自 2020

年疫情以來，診所只有拿到 1 次補助，且實際發放的補助款只有 70000、80000，而分攤過

後，1 個員工只分到幾千，對於經營沒有實質幫助。「自 109 年 2 月至 4 月疫情期間，當月

開診天數達 20 天以上者，每家每月 10000 元。」（衛生福利部，2020）且落實分流及感染

管制措施，依診治為腹瀉或呼吸道疾病之人次佔就診總人次百分比，按月發給；30%至 40%，

10000 元；逾 45%至 75%，2 萬元；逾 75%，30000 元。 

 

  二、對西醫基層診所患者量之影響 

 

  （一）問卷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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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填答者疫情後診所患者量變化 

    如圖六，數字 1 至 5 分別代表患

者量多寡，表示明顯減少至明顯增加。

根據調查得知，有 97.2%的醫護人員表

示在疫情後診所的患者量減少，2.2%

表示沒有改變，只有 0.7%的醫護人員

表示在疫情後患者量增加。 

 

    根據圖七，96.4%的醫護人員推測

是因為民眾為防止感染新冠疫情增加

而戴口罩及洗手次數，74.6%的醫護人

員推測是因為民眾擔心至診所看病會

感染疫情，因而減少前往診所的次數。 

 

    由此可知，疫情後民眾的防疫觀

念增強，戴口罩、洗手、消毒的頻率大

幅上升，且民眾避免前往容易得到病

毒的高風險場所，尤其是醫療場所，進

而減少了與新冠肺炎病毒及其他病症

的接觸機會。因此，在疫情之下診所的

患者量不增反減。 

圖七：填答者推測患者量變化原因 

 

（二）訪談內容分析 

 

        根據訪談內容，陳醫師也提及，其經營的小兒科兼家醫科診所之主要患者來源為老

人與小孩，新冠肺炎疫情使其診所的患者流失五成，尤其是小孩患者減少。陳醫師觀察

到許多父母擔心自身及孩子前往醫療院所會被感染，因此多偏向自行至藥局拿藥或在家

休養。且民眾戴口罩的習慣確實有效降低流行性感冒等疾病散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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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陳卓緯醫師經營之佑佑診所患者變化量 

 

 

 

 

 

 

 

 

 

 

 

 

 

 

圖八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八為陳卓緯醫師經營之診所提供的患者量數據。在 109 年 2 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後，診所的患者數量急速下降，雖然在年末疫情趨緩期間患者數量有稍微回升，但在 110

年 5 月疫情大爆發後，患者數量只剩下不到 108 年同期的五成。相較 108 年 5 月、109 年

5 月及 110 年 5 月之數據，可以明顯感受到患者量的下滑。由此可知，新冠肺炎疫情對

於西醫基層診所的患者量有很大的影響。 

 

        陳醫師也表示：同行的許多診所也考慮轉型（例如：小兒科多增加看老人及成人的

門診。）而老人的病症多為慢性病，較不會因為疫情而減少症狀發生。不過部分患者仍

會因避免前往醫療院所拿藥而自行停藥，導致其病情日趨嚴重；其經營的佑佑診所疫情

後營業額下降四成，而對於診所經營者而言，其收入一定更少，因為診所的人事成本、

耗材、店租等成本都不變。在經營日漸困難的情況下，其合夥人認為收入減少已影響生

計，因此診所面臨了拆夥危機。而其他同質性高的診所則採用裁員或減少診次的方式面

對此困境。 

 

三、對西醫基層診所工作量之影響 

 

（一）問卷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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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填答者疫情後工作量變化 

 

    如圖九，數 1 至 5 分別代表病人量

多寡，由明顯減少至明顯增加。有 61.8%

的醫護人員表示在疫情後工作量增加，

13.7%則表示沒有變化，而有 24.4%的醫

護人員表示工作量減少。 

 

    而根據圖十，88.4%的醫護人員推

測工作量增加是因為消毒打掃次數變

多，74.4%的醫護人員推測是因為穿脫

防護衣面罩等設備次數提高，82.9%的

醫護人員則推測是為了詢問新冠肺炎

接觸史而導致工作量增加。 

 

    由此可知，新冠肺炎疫情導致診所

需增加環境打掃、準備防疫措施、將患

者分流等工作，多是為了配合政府提出

的防疫政策。由文獻探討也可知，防疫

物資的缺乏、人力的調派也是診所面臨

的一大難題。 

圖十：填答者推測工作量變化原因 

 

（二）訪談內容分析 

 

        訪談中陳醫師提到其診所醫護人員洗手頻率增加，加強洗手仔細度；消毒工作以兒

科診為例，所有遊戲區及書籍，原本消毒工作約一天三次，疫情後平均每 10 分鐘到半

小時就消毒一次，且只要有人使用就需消毒；醫護人員需隨時穿戴護目鏡、面罩等防止

飛沫噴濺之裝備；採集鼻腔或咽喉的檢體時要穿防護衣，穿脫程序有一定步驟，通常需

費時五分鐘以上；且患者一進門就需詢問他的旅遊史、接觸史及量體溫；尤其疫情後要

讀取患者的雲端藥歷，需刷卡讀取患者的健保卡，裡面會有身分及出國史，因前段時間

病例多是從國外進入，光機器讀取這個動作就需花費 30 秒，一天下來浪費的時間非常

可觀，以上種種工作都讓醫護人員工作量大幅上升。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2019 年末首例新冠肺炎案例於中國傳出，2020 年初隨即在世界各地爆發，造成嚴重疫

情，重創全球經濟、教育、醫療等各種層面。臺灣境內也於 2020 年初陸續開始出現感染案

例，在政府積極作為及民間努力配合之下，臺灣的疫情相對國外趨緩許多，社會運作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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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受到太大的打擊。然而醫療業並非如此幸運：首先，為配合防疫政策，全民都配戴口

罩、注重衛生、保持社交距離，這些防疫作為同時也降低其他病毒的傳播機會；其次，在

疫情之下人心惶惶，民眾對於前往醫療場所有所顧忌。種種因素下，西醫基層診所的患者

量逐月減少，甚至不到疫情前的一半。除此之外，診所的工作量更是不減反增，為配合防

疫政策，診所內需進行各種防疫措施，包括撥出場地設立發燒篩檢站、高頻率的消毒環境、

詢問患者的旅遊史、接觸史及量體溫，都需耗費大量人力與時間。縱觀以上幾點，西醫基

層診所在疫情期間所受到的衝擊是不容小覷的，許多診所面臨轉型，甚至是被迫歇業的局

面。上述情況也都在 139 份問卷及對陳卓緯醫師的訪談中得到證實。而對此局面政府卻消

極處理，並沒有給予這些面臨困境的診所明確的政策，也沒有實質上的經濟補助，更是讓

診所負責人們憤而開記者會要求政府正視此問題。 

 

二、建議 

 

    經過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分析，及與陳卓緯醫師在訪談中討論可行的改善方針，筆者

針對西醫基層診所目前面臨的問題，提出以下幾點改善建議，期望能讓大眾及政府理解西

醫基層診所現正面臨的困境、診所能早日恢復疫情前營運： 

 

（一）做好患者上門時的防疫措施 

 

    面對疫情，醫療人員更要保護自己與他人，應避免與患者直接接觸、做好防疫裝備

的佩戴並妥善安排患者分流管制，遇到案例更要主動通報。診所做好防疫工作，並教導

患者正確的防疫觀念，患者自然不會再對於上門求診感到恐懼及排斥。 

 

    （二）政府增加經費補助 

 

    筆者呼籲政府提撥更多經費，挹注在紓困基層診所的補助金。由文獻探討及問卷分    

析可得知，西醫基層診所的經營情況每況愈下，許多診所甚至面臨倒閉危機，而診所是

社會上不可或缺的設施，呼籲政府正視西醫基層診所正在面臨的危機，及時給予實質的

幫助。此外，若是診所在這次疫情下不堪打擊，紛紛倒閉，待疫情結束，社會恢復正常

後反而會造成民眾對於診所供不應求的現象。除了經濟上的補助，政府也應透過輔導轉

型的方式，頒布相關政策，協助西醫基層診所度過這次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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