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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长、手术风险高、医患纠纷
多、收入低、年轻医师少，台湾医师人
力不足，医师人力荒问题日渐显现。随
着近些年台湾人口老龄化加速，“医荒”
问题愈发引起社会担忧。

“医荒”问题 日益突出

台湾卫生研究院在其最新的一份评
估报告中指出，预计到 2022 年，内科医
师不足人数将达到 3527 人，外科和妇产
科分别缺1519人和216人，儿科最多缺额
361人，急诊人力短缺将达到604人。

台湾卫生研究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
所所长熊昭认为，作出这样判断的重要
依据是台湾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台湾有
关部门今年4月份发布统计数字，截至今
年 3 月底，台湾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已经达到 14.05%，宣告正式进入

“高龄社会”，并且预计 8 年后突破 20%，
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每年培养的
医学系毕业生大约有 1300 名，而老年人
口却是以几乎每月1万人的速度增加，对
医师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内
科。”熊昭说。

老年人最常出现的慢性疾病如心脏
病、糖尿病、癌症等，都需要到内科就
诊。据测算，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每
年到内科门诊的就医次数合计为 37.93
次，是 30 至 50 岁人口的 5 倍。老年人口

持续增加，内科的看诊压力最大，也是
医师人力荒的重灾区。熊昭透露，台湾
内科医师招收率 2012 和 2013 年只有六
成。自 2013 年起每年补助五大科年轻医
师 12 万元 （新台币，下同） 后，内科仍
然只有八成招收率，新增医师数量难以
满足现实医疗需求。

相比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台湾山
地离岛地区的“医荒”现象更为严重。
花莲县玉里镇慈济医院医师李晋三每周
需要搭车下乡出诊一到两次。“山地偏
乡医疗资源有限，有的居民要看个门诊
至少得坐 2 小时的车，他们来不了的话
就只能我过去了。”李晋三说，台湾山
地离岛地区，每万人拥有医师数是全台
平均水平的 1/3，部分地区的医民比甚
至能达到 1∶4300。“其实整个台湾东部
地区医师招聘都很困难，年轻医师不愿
来，我们只好继续做下去。”让年届七
十的李晋三最感担忧 的 是 偏 乡 医 疗 事
业后继无人。

的 确 ， 就 诊 患 者 的 年 龄 在 增 加 ，
医师队伍也在老化。有业内人士分析
目前全台执业医师年龄，其中 60 至 69
岁数量从 2015 年的 5765 人攀升到 2017
年的 6180 人；全台 60 岁以上医师占医
师总量的比重从 2013 年不足 15%增加
达到如今的 17%。在医学生招生总量变
化不大的情况下，医师老龄化必然持
续加深。

“高危”过劳 冷热翻转

比起医师总量的不足，年轻医师队
伍的结构失衡更令人担忧。

在台湾，医学系毕业生进入医院一
至两年就要开始选科，向专科医师深
造。选择哪个专科，是年轻医师们在求
学时期就极为关注的话题，网络上甚至
总结出了所谓的选科“口诀”：“一皮二
眼三耳鼻，四射五精六病理，七复八尿
九家医，还有放肿和核医。”

看到这份选科“口诀”，高雄医学大
学附设医院外科部部长郭耀仁摇头苦
笑。在他当年选科的时候，皮肤科是绝
对的冷门，许多医学生的梦想是成为一
名外科医师。“现在年轻人一开始好像也
有满腔的热血想要来外科，但是目前许
多医师对此很犹豫。”53岁的郭耀仁如今
依然是医院口腔癌的主刀医师，这种手
术耗时耗力、技术难度极高，却只有少
数年轻医师愿意跟他学习。“内外妇儿四
大科承担了超过八成的诊疗任务，如今
却沦为年轻医师选科的冷门。”郭耀仁谈
起现状颇为唏嘘。

作为重症医疗的主要科室，小到感
冒大到肺癌，与“呼吸”有关的疾病几
乎都属胸腔内科的范畴。然而，据台湾
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的统计，参加胸
腔暨重症专科医师考试的人数，从平均
每年近 80 人，锐减到 2016 年的 38 人、
2017年的19人。

“胸腔内科的诊所开业医师非常少，
选择这个专业，等于要一辈子待在医院
加护病房，而加护病房往往是医院最赔
钱的部门。”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
长、高雄长庚医院副院长林孟志直言，
由于现行健保给付制度的缺陷，胸腔内
科医师的收入在内科中都垫底。

台北长庚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李智
晃担任急诊医师 15 年，应对各种突发状
况是家常便饭：“午餐一直到下午 3 点才
吃，晚餐常常根本来不及吃，这就是急
诊的不确定性，只要病人来我们就必须
处理。”李智晃坦言，对急诊的辛苦，同
事们都有心理准备，但频繁出现的医疗
纠纷和医疗暴力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精
神压力。根据官方统计，全台医疗暴力
从2014年起持续向上攀升，由207件上升
到2017年的353件。

台大医学院麻醉科教授王明钜处理

过很多医疗纠纷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最
后诉诸法院判决。在台湾不到5万的执业医
师中，每年有约500名奔波于法院和检察署
之间的涉讼医师，大部分出自内科、外科、
妇产科、儿科、急诊科五大科。“当被告最大
的困扰不是入狱或被判赔偿，而是漫长的
诉讼程序对医师精力和热情的损耗。”

对策虽多 落实尤难

为了解决五大科医师荒问题，提升
医疗品质，台卫生部门研拟了大大小小
多项对策，其中尤以“医师全面纳入

‘劳动基准法’”和“医疗事故及争议处
理法”最为引人关注。

按照台湾卫生部门的规划，所有医
院受雇医师将于2019年9月全面纳入“劳
动基准法”。如此，医师每周工时将降至
80 小时，且排班间隔至少有 11 小时。以
法律的方式解决医师过劳问题是否可
行？嘉义基督教医院工会理事长赵麟宇
医师直言：“条文隐忧很多，在现有条件
下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按照台湾卫生研究院的测算，如果
医生每周工时降至 80 小时，在医疗品质
不变的情况下，光是教学医院就需要增
加900名主治医师，计算全台湾的缺额只
会更多。卫生部门负责人虽说要建立严
格的评鉴制度督促医院落实“劳基法”，
但基于现有人力，赵麟宇并不相信评鉴
制度能让医院遵守“劳基法”。“符合规
定的排班表医院肯定能做出来，但医生
该加的班还得加。”

同样让人失望的还有协助解决医疗
纠纷的“医疗纠纷关怀小组”。台湾医疗改
革基金会董事长刘淑琼在调查中发现，
2015 年“生产救急条例”明文规定医院应
成立的关怀小组基本“有名无实”，“医疗
纠纷中的病患和亲属接受此项服务的比
率从2015到2017年，由17%仅增至18%。”

最让刘淑琼感到不满的是，医疗纠
纷中，医院往往把责任推给第一线的医
护人员，而正在审议中的“医疗事故及
争议处理法”，居然继续让医护人员作
为纠纷调解的主体。“和病人签署合约
的是医疗院所，拿钱的也是医疗院所，
为何责任却都归给医师个人？”她主张
应要求医院给涉及医疗纠纷的医护提
供关怀与员工协助方案，保障检讨错误
及通报医疗事故的基层医护可免于究
责处分。

台湾难解“医荒”困局
本报记者 冯学知 任成琦

20 多年来，锂电池在充电池市场
上，堪称一枝独秀，但不能弯曲和不耐高
温、容易起火等安全隐忧，一直是锂电池
的弱点。据港媒报道，近期，香港城市大
学师生研究出一种水系锌电池，以柔软
和安全作卖点，有望在穿戴式电子产品
等部分用途上，挑战锂电池的地位。

香港城市大学科学及工程学院副教
授支春义说，以锌为基础的电池（以下简
称“锌电池”）已有百年多历史，是世界上
第二种商业化的电池，只比铅酸电池稍
迟。不过，以往的锌电池主要是一次使
用。此外，以往的锌电池的充放电性能一
直不理想，充放电次数太少。直至3年多
前，大学内研究的水系锌电池（其电解质
含水），只可充放电100次至300次。

支春义和一批博士生在3年多前，
开始研究水系锌电池，初期遇到很多困
难。两年前，他们弃用强碱性电解质，改

用弱酸性电解质，并将其中一个电极改
用纳米二氧化锰材料，取得重大突破，
将充放电次数大增至 1000 次以上；而
且在充放电 1000 次后，其储电量仍然
可以维持在最初的97%。

几年前，软性锂电池仍未真正商业
化生产，他们希望开发软性水系锌电
池，以满足市场应用和需要，例如穿戴
式电子产品等。由于水系锌电池的电解
质原为液态，较难封装和较易泄漏，所
以他们加入“水凝胶”，令电解质变成半
固态，既可保持柔软和可弯曲的特性，
同时较容易封装，万一封装出现破损，
电解质也不会泄漏。

此外，由于水系锌电池的电解质含
水，所以其本质就不易燃，比锂电池的
有机电解质安全。经过改良后，他们研
发的水系锌电池在极恶劣的工作环境
中，如撞击、切割、火烧、弯折等，也不会

爆炸或起火，并能够继续提供稳定的电
源，安全程度大大提高。

支春义乐观估计，他们研发的水系
锌电池，在穿戴式电子产品、智能服装、
医学产品、美容产品、婴儿用品、宠物用
品、电子书阅读器等市场潜力具大。应
用在计算机电池方面，也有优势，因为
它不易燃的特点，理论上，带上飞机应
该不会有容量限制。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目前
全球已探明的锂资源储量合计超过
5300万吨，锂储量约1447万吨。全球已
探明锌资源储量约 19 亿吨，锌储量约
2.3 亿吨。因此，锌的价格要比锂更低
廉。用来制成电池，以同一储电量作比
较，锌电池成本会比锂电池低。

支春义认为，由于电动车对续航
力要求高，锂电池能量密度较高，相
信仍会在这个市场占优势。但考虑到
锂电池的安全性、成本以及锂金属在
地球上的储量等因素，他相信，锂电
池未来不太可能独霸所有充电池市场。

参与研发工作的博士生李洪飞和
唐子杰均认为，锂电池由 1996 年开始
在移动电话市场冒起，至今才不过 20
余年，在电动车市场的历史更短，所以
锂的产量暂时未有问题。但随着部分国
家限期要求汽车厂停产燃油车、全面转
为生产纯电动车，可能引致锂产量不足
和价格上升的问题。锌储量较多和成本
较低，锌电池未来的前景值得看好，相
信一定可以在充电池市场上占据席位。

在 2018年的“挑战杯”全国赛香港
区选拔赛（香港大学生创新及创业大
赛）中，他们的研究项目获得能源化工
组别二等奖。现在，支春义和他带领的
10 多名博士生正在计划，在今年底或
明年初小量试产他们研发的水系锌电
池，完全商品化则要到2020年中。

据香港 《文汇报》 消息，功
课辅导班有助于改善学生成绩，
兴 趣 班 则 能 拓 宽 孩 子 的 学 习 经
历，但涉及的额外学费却未必是
每个家庭都能承担的。近日，香
港一项名为“贫穷儿童参加功课
辅导和课外活动情况”的调查显
示，没有参加补习或课外活动的
受访儿童中，过半均是因无钱参
加，导致学习机会减少。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在去年 11
月至今年 3 月进行有关调查，访问
了157名年龄3岁至18岁以下的贫
穷家庭儿童。结果显示，近八成半
受访者表示需要补习或功课辅导，
但只有不足六成人参加过补习或
功课辅导，而且，近八成都是参加
由学校或志愿团体举办的免费功
课辅导班，但这类免费班一般名额
有限，只有26%受访学童被抽中。

抽不中的学童当中，近半没
有参加补习或功课辅导，两成多
自费参加功课辅导班，平均每月
开支为 819 元港币，最高为 2200
元港币，功课辅导班开支占家庭
收入的平均比率为7.7%。

课外活动方面，受访者认为，参
与课外活动有助于提升自信心，还
可提升社交技巧及培养一技之长。

不过，只有四成多受访者参
加过课外活动，约17%参加免费兴
趣班，约24%是自费，平均每月开
支为725元港币，课外活动开支占
家庭收入平均比率为6.8%。

调查并查询受访者没有参加补
习或功课辅导的原因，超过五成承
认没钱参加，其次是名额太少而申
请不到。不参加课外活动的原因也

相似，超六成人表示没钱，其次则是抽不中及名额太
少而申请不到。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表示，香港社会要求学生接
受“全方位学习”，又强调要“一生一体艺”，但补习或
课外活动班等学习大都需要自费，贫穷学生难以支
付，建议政府全面推行中小学小班教学，确立功课辅
导及课外活动为教育政策一部分，将各项资助课外
活动基金受惠对象涵盖至获半额学生资助的学童，
增加对中小学课后学习的支持，设立“课后学习劵”
等，以帮助基层学生享有平等教育及发展机会。

挑战锂电池“霸主”地位

香港高校研发水系锌电池
俞 晓

台湾年轻医师少，医师人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引发关注。
（图片来自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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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学生在课堂参与活动。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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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支春义 （中） 带领李洪飞 （左）、唐子杰 （右） 等博
士生研究出一种水系锌电池。图为三人分别手持封装后的锌电池以及用来制
造两个电极的二氧化锰材料和锌片。 （图片来自港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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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淡水河畔的老街，是北台湾最具特色的老街之一，这里集美食、小吃、
民俗于一身，常年吸引八方来客。

上图：台湾新北市淡水老街的民间艺人。
下图：台湾新北市淡水老街上展示的超级大南瓜。

中新社记者 张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