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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推動藥害救濟的原始動機是什麼？

回：衛生署推動藥害救濟起始於民國八十六年時，國內

發生了多起使用療黴舒（Terbinafi ne）造成不良反應的

事件，這種藥以前是外用，後來改為可內服，但是因為

它對肝臟可能引起不良反應造成傷害，因此衛生主管單

位規定內服使用此種藥前，必須先替使用者做肝功能檢

測，但即使這樣，因使用者個人體質的不同，仍有民眾

在使用療黴舒後發生猛爆性肝炎引致死亡，我記得當時

因媒體之報導，導致醫師和病患皆不敢使用該藥，以致

於原該被正常使用之藥品滯銷，藥廠亦損失極大。如果

當時國內能有藥害救濟制度，並對社會公開說明，相信

對受害民眾、廠商、醫院和醫師皆有保障。更由於，那

專訪
藥害救濟基金會前執行長

回德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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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全國消費者保護意識正逐漸抬頭，加上我們的鄰國

日本己於數年前率先了實施藥害救濟制度，因此，建立

藥害救濟的想法於焉在衛生署官員心中萌發。

問：您個人是怎麼開始投身藥害救濟工作？

回：政府在要建立一個創新的制度前，一定是先找一群

學者專家以研究計劃的方式來研究該制度的可行性。當

時我在三軍總醫院擔任藥劑部主任，又兼任台灣臨床藥

學會理事長，因此衛生主管單位（衛生署）找到學會及

我個人及其他專家投入此制度之起創工作。

問：藥害救濟基金會直至民國九十年才正式成立，從開

始推動藥害救濟的概念到實際落實，花了五年左右的時

間，這中間的過程如何？

回：衛生署推動藥害救濟的過程極為辛苦。首先要說服

民眾、廠商、醫事人員和立法委員，讓他們了解到這是

一個好的制度，可以讓受害者、廠商和醫事人員最終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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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贏的目的；其次要尋求立委諸公對藥害救濟法通過

之支持；當然，更重要的是在民國八十七年立法未完成

前先以藥害救濟要點實施時，要籌募救濟金之來源。

問：剛開始，救濟金的來源是怎麼籌到的？

回：最初的救濟金來源，管道不外乎是政府編列預算，

及捐贈所得兩種。但是當時藥害救濟法並未立法，政府

沒有法源依據，無從編列預算，在這種狀況下只有尋求

民眾或藥業界之捐助。而民眾以前從未聽過「藥害救

濟」，且可能認為藥害這種事一輩子也不會發生在自己

身上，因此，要求民眾捐贈的機會不大，接下來只有向

藥界求援一途。但藥害救濟之前提是「無過失」，既然

是無過失，廠商就沒有過錯，為什麼要他們拿錢出來？

因此，胡處長和我們只有一家家去做「道德勸募」。另

外，我們也設計了一個藥害救濟的商標，如果藥商捐了

錢，他們所提供的藥品就擁有藥害救濟商標的肖像權，

有肖像權的藥品如果在使用的過程中發生藥害，受害者

即可循藥害救濟制度申請救濟。如此，剛開始約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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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的藥廠捐了約新台幣六千萬元給台灣臨床藥學會，

專款專用開始運作。

人家都說：「商人重利」，但我們國內的藥商肯排除利

潤的考量，在自己無過失的情況下仍願意每年撥出一部

份營收，鼎力支持藥害救濟制度，這點是在很多國家無

法做到的。也就是因為他們的配合，我敢說，台灣的藥

害救濟制度在世界上是很先進的。對於廠商無私的貢

獻，我個人給予無限的感激與欽佩。

問：救濟金的來源有了著落，是否接下來一切都很順

利？

回：錢的來源有了著落，再下來要計劃執行的方法。剛

開始我們分兩階段實施，在第一個階段是未立法之前以

「要點」方式實施，自民國八十八年起開始實施，民眾

如果發生藥害，是先由衛生署成立審議小組，再委託台

灣臨床藥學會成立藥害救濟金管理小組進行藥害案件的

審查給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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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的階段就是要催生藥害救濟法，在一年內我們參加

了不少公聽會，同時爭取了很多立法委員的支持，現在

回想起來，這整個法案的推動和完成，真的要感謝很多

的人，他們願意關心這項工作，如果立委諸公不支持，

即使有了基金來源，我們的工作仍無法做得更完善深

入。終於在一年的時間內，「藥害救濟法」在八十九年

完成立法並經總統公佈實施，使藥害救濟有了明確的法

源依據。

問：基金會是在您手上建立完成的吧？可否說說建立的

心路歷程？

回：是的，從開始推動立法到基金會成立運作，我全程

參與。基金會對我而言，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從它出生

到扶養長大，我都在其中。我們知道一個基金會從找房

子到找人，設備的添置，運作流程制度的建立等等，工

作十分瑣雜，要從無到有，其中的過程是酸甜苦辣五味

俱陳。尤其在推動遇到瓶頸時，我心中不免升起不如歸

去之感，想很多國家都做不來了，我們為什麼這麼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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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要推動？加上又想如果自己在別的地方工作，所獲得

的實質報酬會比在基金會多上好幾倍。但我太太對我

說，藥害救濟制度的建立是做好事，是積陰德，做這個

工作的價值並非金錢可以衡量的，我想想也對，也就繼

續做下去了。

問：目前基金會運作的情況如何？

回：運作得還滿順暢的。在徵收方面，感謝所有廠商的

配合，我們己達百分之百。另公積金方面我們己達法定

的三億元，即將依法調整降低藥廠徵收的比率。在民眾

申請案例方面，藥害申請的案例每年皆逐年增加，審議

案例通過的比率至去年年底統計達百分之四十二左右。

過去發生藥害，有些人是自認倒楣算了，有人會像新聞

上看到的，抬棺抗議，有人找民代或消基會陳情，也有

直接訴諸媒體。現在呢？根據我們得到的統計數字，遇

到藥害，目前已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民眾，知道要透過

管道向藥害救濟基金會提出藥害救濟申請，短短五年，

這是一個令人欣慰的數字，也是我們努力工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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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我的理想是：將來提到有

關藥的問題，民眾就會想到有個藥害基金會可以幫助他

們。

問：除了藥害救濟，基金會還做哪些工作？

回：我們經常於每年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會被立委諸公

質疑藥害救濟工作單純，為什麼要列這些預算？聘用人

員是否適當…等。其實，藥害救濟只是最終之手段。源

頭的預防發生，減少發生和藥物安全，這部份是很重要

的。

基金會運作五年，我們希望從被動地接受藥害救濟申

請，進展到能事先預防藥害。雖然藥害很難完全避免，

但是只要我們注意，有些傷害是可以減輕的。所以基金

會也在接一些署內研究計劃，做藥物安全方面的預防工

作，例如成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主要的目的是希

望透過通報機制，提升民眾用藥安全性觀念；醫療、藥

物、化妝品及食品違規廣告監控，協助衛生署與地方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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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有關違規醫藥廣告的查緝與管理，希望經由查處的

手段，有效遏止國內違規廣告泛濫的情況，保障消費者

權益及用藥安全等等，也都是基金會目前在做的工作。

問：對於未來，基金會有什麼工作展望？

回：未來我們希望能繼續擴大救濟範圍，把中藥及醫療

器材的傷害也納入給付。此外，我們也將努力地督促有

關單位修改法令，使目前不給付率最高的非適應症用藥

（off label use）不給付的規定，改為把合理之非適應症

用藥納入給付。

當然，我們最主要的工作，仍是繼續推動民眾安全用藥

知識教育，並對醫療專業人員加強對藥害通報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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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使藥害救濟制度完善建立，藥物不良反應的通報是最

重要的，藉由該通報資料的蒐集，可幫助建立「本土」

資料庫，做爾後研究之參考。我們亦希望經由藥害救濟

之實施和成效，作為未來政府推行醫療救濟制度的參

考，並協助解決部份社會問題與醫療糾紛。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此路仍然漫長，但是我相信只

要繼續付出和努力，我們定會美夢成真的。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32號2樓

電話：（02）23587343

傳真：（02）23584100

網址：http://www.tdrf.org.tw

E.Mail：tdrf@tdr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