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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總額：原列 2 億 6,751 萬 1,000 元，減列 300 萬元（政府補助），

改列為 2 億 6,451 萬 1,000 元。 

(2)支出總額：原列 3 億 1,134 萬 1,000 元，減列 400 萬元（含「派員

赴大陸旅費」100 萬元、「經貿業務」200 萬元、「綜

合業務」100 萬元），改列為 3 億 0,734 萬 1,000 元。 

(3)本期短絀：原列 4,383 萬元，減列 100 萬元，改列為 4,283 萬元。 

3.通過決議 2 項： 

(1)有鑑於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05 年度預算編列收入總額 2 億

6,751 萬 1,000 元，支出總額 3 億 1,134 萬 1,000 元，預計本期短絀

4,383 萬元，較上年度增加短絀 1,965 萬元，增幅 81.27％。爰要求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嚴格管控支出，並依捐助章程所訂加強

開拓其他財源，以利該基金會財務健全發展。 

(2)有鑑於近幾年臺商於大陸地區投資爭議，甚至危及人身安全等案件

仍頻傳，爰要求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允應重視並加強協助臺商

及其家屬處理相關事宜，如人道探視及司法協助等，並宜透過兩岸

兩會緊急聯繫管道，積極通報中國大陸海協會轉相關部門協調，以

真正落實保障臺商人身自由與合法權益，降低大陸地區投資風險。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3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4 0 0 1 5 1 4 0 1 號 

茲制定生產事故救濟條例，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衛生福利部部長 蔣丙煌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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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承擔女性的生產風險，國家建立救濟機制，確保產婦、

胎兒及新生兒於生產過程中發生事故時能獲得及時救濟，

減少醫療糾紛，促進產婦與醫事人員之伙伴關係，並提升女

性生育健康及安全，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三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生產事故：指產婦、胎兒及新生兒因生產所致之重

大傷害或死亡結果。 

二、生產事故糾紛：指產婦或家屬認為生產事故應由醫

事人員、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負責所生爭議。 

三、當事人：指與生產事故糾紛有關之醫事人員、醫療

機構、助產機構、產婦或其他依法得提起訴訟之人。 

四、系統性錯誤：指因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之組織、制

度、決策或設備設施等機構性問題，致醫療或助產

行為發生之不良結果。 

第 四 條  醫院應設置生產事故關懷小組，於生產事故發生時二

個工作日內，負責向產婦、家屬或其代理人說明、溝通，並

提供協助及關懷服務。 

診所及助產機構發生生產事故糾紛時，應委由專業人

員負責提供前項之關懷服務。 

生產事故關懷小組之成員應包含法律、醫學、心理、社

會工作等相關專業人員。如產婦、家屬或其代理人有聽覺、

言語功能障礙或其他障礙致溝通困難時，應由受有相關訓

練之成員負責說明、溝通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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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辦理強化關懷人員說明、溝

通及關懷之訓練講習，促進生產事故糾紛之解決。 

第 五 條  生產事故糾紛發生，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應於產婦、家

屬或其代理人要求時，於三個工作日內提供個人病歷、各項

檢查報告及健保醫令清單等資料複製本；資料眾多者，至遲

應於七個工作日內提供。 

前項資料複製所需費用，由請求人負擔。 

第 六 條  依本章規定進行說明、溝通、提供協助或關懷服務過程

中，醫事人員或其代理人所為遺憾、道歉或相類似之陳述，

不得採為相關訴訟之證據或裁判基礎。 

第二章 生產事故救濟 

第 七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基金，辦理生產事故救濟。基金之來

源如下： 

一、政府預算撥充。 

二、菸品健康福利捐。 

三、捐贈收入。 

四、基金孳息收入。 

五、其他收入。 

第 八 條  生產事故救濟給付種類及申請救濟給付對象如下： 

一、死亡給付：產婦或新生兒死亡時，為其法定繼承人。

胎兒死亡時，為其母。 

二、重大傷害給付：受害人本人。 

前項請求權人申請救濟給付之程序、救濟條件、重大傷

害之範圍、給付金額、方式、標準、應檢附之資料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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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生產事故救濟之審議，應設生產

事故救濟審議會。 

前項審議會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醫學、法律專家、婦女

團體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機關代表組成。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單一性別。 

二、法學、婦女團體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審議會組成人員之資格、任期、解任、審議程序與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生產事故救濟案件，應於收受申請

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審定；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並以一

次為限。 

第 十 一 條   生產事故之救濟以與生產有因果關係或無法排除有因

果關係者為限。但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時，不予救濟： 

一、非醫療目的之中止妊娠致孕產婦與胎兒之不良結果。 

二、因重大先天畸形、基因缺陷或未滿三十三週早產所

致胎兒死亡（含胎死腹中）或新生兒之不良結果。 

三、因懷孕或生育所致孕產婦心理或精神損害之不良

結果者。 

四、同一生產事故已提起民事訴訟或刑事案件之自訴

或告訴。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民事訴訟前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撤回起訴。 

(二)告訴乃論案件於偵查終結前撤回告訴或於第一

審辯論終結前撤回自訴。 

(三)非告訴乃論案件於偵查終結前以書面陳報不追

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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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依藥害、預防接種或依其他法律所定申請救濟。 

六、申請救濟之資料虛偽或不實。 

七、本條例施行前已發生之生產事故。 

第 十 二 條   給付救濟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以書

面作成處分，命受領人返還： 

一、有具體事實證明依前條規定不應救濟。 

二、同一生產於救濟後，提起民事訴訟或刑事案件之自

訴或告訴。 

第 十 三 條   給付救濟款項後，非告訴乃論且無前條第二款情形之

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認定應由醫事人員負責者，中央主管

機關對受領人支付之救濟款項，就同一生產事故，視為醫療

機構、助產機構或醫事人員應負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或全

部，不受前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中央主管機關支付之救濟款項，於視為損害賠償

金額之範圍內，應向醫療機構、助產機構或醫事人員請求返還。 

中央主管機關向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追償時，如醫療

事故發生原因指向系統性錯誤者，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於

償還後，不得向醫事人員求償。 

第 十 四 條   生產事故救濟款項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生產事故

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生產事故發生逾十年者，亦同。 

第 十 五 條   生產事故救濟款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

擔保。 

受領生產事故之救濟給付，免納所得稅及遺產稅，亦不

得為執行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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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生產事故救濟業務，得限期醫療

機構、助產機構及其他相關機關（構）提供所需之病歷、診

療紀錄、簿據或其他相關資料，被要求者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第 十 七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生產事故救濟審議委員應自行迴避： 

一、為當事人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以內之

血親或姻親、家屬。 

二、為當事人代理人。 

三、與當事人或代理人服務於同一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 

申請人知悉救濟審定結果有前項應自行迴避而未予迴

避之情事，得申請重新審議。但申請人已依法提起或曾提起

訴願、行政訴訟者，不在此限。 

第 十 八 條   對救濟給付審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第 十 九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生產事故救濟行政業務，應編列

預算為之，並得委託財團法人、其他機關（構）或團體辦理

下列事項： 

一、救濟申請之審定、給付等庶務工作。 

二、救濟基金收取及管理之協助。 

三、生產事故事件之統計與分析。 

四、生產事故救濟事件資料庫之建立、分析及運用。 

五、其他與生產事故救濟業務有關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要求前項受託財團法人、其他機

關（構）或團體提出業務及財務報告，並得派員檢查其業務

狀況及會計帳簿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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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條   辦理生產事故救濟給付相關業務之人員，因執行職務

而知悉、持有他人之秘密，不得無故洩漏，或為自己、他人

利益而使用。 

第二十一條  中華民國國民申請生產事故救濟，以該生產事故在中

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 

前項申請，中華民國國民之外籍配偶，適用之。 

除前項所指之申請外，非中華民國國民申請生產事故

救濟，以依條約、協定、協議或其國家、地區之法律、慣例，

中華民國人民得在該國或地區享受同等權利者為限。 

第三章 生產事故事件通報、查察、分析

及公布 

第二十二條  為預防及降低生產事故風險之發生，醫療機構及助產

機構應建立機構內風險事件管控與通報機制，並針對重大

生產事故事件分析根本原因、提出改善方案，及配合中央主

管機關要求進行通報及接受查察。 

主管機關應於通報後一年內查察改善方案之執行。 

前二項通報及查察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重大生產事故事件分析根本原因內容，不得作為司法

案件之證據。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對經辦之生產事故救濟事件，應進行統計分

析，每年公布結果。 

前項公布之方式，應至少包含醫療機構層級別、區域別

及性別之案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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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發生生產事故糾紛或生產事故之醫療

機構及助產機構，得視需要分析發生原因，並命其檢討及提

出改善方案。 

前項分析，得委託具公信力之機構或團體辦理，並應注

意符合匿名、保密、共同學習之原則，且不以處分或追究責

任為目的。 

第四章 罰  則 

第二十五條  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建立機構內風險事件管控與通報機制。 

二、未針對重大生產事故事件分析根本原因、提出改善

方案。 

三、未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要求進行通報及接受查察。 

第二十六條  醫療機構、助產機構或其他相關機關（構）規避、妨礙

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十六條所為之要求者，由中央主管機

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七條  醫院未依第四條設立生產事故關懷小組或醫療機構及

助產機構未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供資料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八條  辦理生產事故救濟給付相關業務之人員違反第二十條

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後半年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