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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新聞稿 

發稿日期：106年 9月 14日 

發稿單位：秘書處 

連絡電話：(02)2959-4939     

因應全球中藥材價格飆漲 中醫健保總額分配應增加  
    

    近年全球興起中醫藥熱潮，中國、韓國更傾力發展中醫藥，致

使中藥材的來源供給失衡，售價飆漲，此可由台灣民眾日常生活購

買的藥食兩用膳食，舉凡藥燉排骨、四神湯、藥燉雞湯等等漲幅，

足見端倪。這波中藥材的漲價趨勢，直接衝擊台灣中醫院所的經營

成本，若無法透過調整健保總額進行補貼，定然導致院所經營困

難，更會連帶影響民眾就醫權益，懇請政府不吝伸出援手，來解決

此一窘迫的難題！ 

    中醫與西醫在面對藥價調漲的承受能力上，有先天本質上的極

大差異，原因在於中藥材不同於化合西藥，在同一病症用藥上，西

藥可能有十多種以上的選擇種類，因此遇到藥品漲價或缺貨，都有

其他的替代選項能降低衝擊與影響，反觀非屬化合物的中藥，多取

自天然動植物的本體，只要遇到藥材調漲，中醫院所幾無任何「可

替代性」方案得以因應，只能默默吸收漲幅，艱苦經營。 

    我國舉辦世大運成績，頗受全球好評，而延續上次奧運各國選

手的讚美，諸多世大運選手，樂於公開讚揚台灣中醫的神奇療效，

幫助他們在競賽場上贏得優異成績，顯見中醫藥不單是國人的健康

支柱，更是提升台灣國際形象的一大利器；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在台灣人民對中醫需求不斷提升的今日，中醫在健保總額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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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卻身處劣勢，不僅沒有增額，反低於行政院對總額核定的低標，

令人不勝唏噓。再回顧民國 84 年總額開辦迄今，中醫在健保總額

的分配上，只有增加微薄的支付標準一元而已，實難符合中醫藥發

展現況，更遠低於鄰近的中國、韓國等競爭對手，應有重新評估與

調整的必要。 

    殊不論醫事人力及各項耗材等成本問題，單就最基本的藥費議

題上，因中國為全球中藥材的主要供應國，臺灣約九成的中藥材仰

賴中國進口，而自西元 2009 年開始，中國隨經濟改革開放，各中

藥材產地的行情價格不斷攀升，至 2010 年，全中國的 537 種中藥

材中，已約 84% 漲價，包括民眾孰悉的金銀花、當歸、黨參…等，

其漲幅分別為 60%、80%、100%，這還僅是冰山一角，未來隨中國

新醫改政策的推動，必然再開啟新一波的中醫藥產業成長，在僧多

粥少的情況下，中藥材將更為稀有、競爭，在此一趨勢之下，台灣

各中醫院所面臨健保總額無法調高的窘境下，為了維持基本的經營

運作，只能縮衣節食地苦撐，整體來看，是會影響民眾的就醫權益，

亟待政府介入處理，尤應檢討久未調整的總額分配比例，來貼補不

斷攀升的中藥藥費成本，讓台灣中醫能夠無後顧之憂，安心地為國

人健康安全貢獻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