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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健康存摺」系統建置之經驗分享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資訊組約聘副研究員 陳孜瑜 

 

 

 

 

 

 

壹、 前言 

臺灣高品質的醫療服務早就為國際人士所推崇，儘管如此，政府仍持續要求提升

醫療品質與服務。為了改善醫病間醫療資訊的對等與透明化，並讓民眾具體實踐個人

健康管理，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在103年9月以電子醫療的

概念，透過網路傳遞信息的方式，推動「健康存摺」系統，讓醫療資訊更加透明且便

民。 

每個人的名下可能有許多銀行存摺，對於自己的經濟情況容易進行管理，進出帳

戶的金額也都可全盤掌控，但是，對於個人健康情況，像是最近一年去了那些地方看

病、何時看病、看了那些科別、曾經吃過那些藥、做過那些檢查、那些健康檢查該做

而未做等資訊，我們卻無法確實掌握。「健康存摺」系統讓這個情形有所轉變，103年

9月健保署推出「健康存摺」的服務，民眾只要透過自然人憑證，就可以登入健保署

網站，提出申請後即可下載或列印自己的相關醫療紀錄與投保相關資料，自己收載個

人「健康存摺」，做好個人的健康管理。「健康存摺」可提升民眾對自我健康及就醫狀

況的掌握，讓民眾與醫療人員共同為自己的健康把關，縮短醫病間醫療資訊的不對等，

在看診時更可提供醫師參考，避免不必要的檢查檢驗、重複用藥及交互作用等等情形

發生，並協助醫師正確問診進而提升就醫品質，以獲得更有品質、更有效率的醫療照

護，民眾更可掌握本身就醫紀錄，並明瞭健保給付個人醫療服務的情形。 

截至104年3月18日止，總計約有31,043人次以自然人憑證登入「健康存摺」系統，

共有11,775人次進行「健康存摺」申請作業，平均每月高達5,000以上之查詢次數，無

論是建置前或建置後皆有不同且深刻之經驗；本文將以健保署「健康存摺」系統建置

經驗為例，就導入過程、特色與效益及未來展望等議題分述於后與大家分享。 

貳、 導入過程 

在接獲本項需求開始至實際建置上線，整個時程非常緊迫，且礙於未有完整預算

支持，勢必需利用現有的環境並評估可行性方案，故先針對現況進行分析，了解相關

問題後找出對策，並於實際上線後持續追蹤整體運作狀況，針對資訊安全、使用方式、

查詢速度及資料提供內容進行架構改進，除配合需求單位之時程進行各項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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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表1），同時對於整體系統架構制定綿密規劃及多次沙盤推演，並於導入後適時

調整系統架構以維持申請作業在最佳狀態，最終目標希冀能提供更穩定、更多元的服

務品質及內容。 

表1  各期時程執行內容 

期  程 執    行    內    容 

103/02/07 初次研議「健康存摺」系統開發事項。 

103/02/24 完成「健康存摺」雛形開發作業。 

103/02/25 於全民健康保險 19 週年記者會，展示「健康存摺」雛形系統。 

103/05/15 召開「健康存摺」系統服務項目討論會議。 

103/05/20 召開「健康存摺」系統使用者介面討論會。 

103/06/03 完成「健康存摺」系統初版。 

103/06/20 第一次向健保署署長展示「健康存摺」系統開發成果。 

103/06/23 完成「健康存摺」系統第一次展示後修訂。 

103/07/01 第二次向健保署署長展示「健康存摺」系統開發成果。 

103/09/25 「健康存摺」系統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完成建置，民眾申請後隔日提供 
下載。 

104/01/02 完成「健康存摺」系統之「對外展示版」建置。 

104/01/13 豐富兩項資料內容：健保卡狀況及領卡紀錄、保費計費明細。 

104/01/20 參與 2015 智慧城市展，於南港展覽館展示推廣「健康存摺」。 

104/02/02 新光人壽與健保署共同舉辦「擁有健康存摺，點亮樂活人生」記者會。 

104/02/11 「健康存摺」系統改版，調整為當日申請後可即時下載。 

104/02/25 豐富資料內容：增加「保險費繳納明細」。 

104/03/04 豐富資料內容：增加過敏資料、器捐或安寧照護資料。 

104/03/10 完成「健康存摺」系統之「署內臨櫃版」建置。 

104/03/16 於全民健康保險 20 週年國際研討會，展示及推廣「健康存摺」系統。 

未來規劃 多元服務：增加健保卡+密碼登入功能。 

 OPEN DATA：將健康存摺資料以 XML 格式公開供業界加值運用。 

 強化服務：服務滿意度調查、使用者介面改善。 

 多瀏覽器：支援多種瀏覽器（如 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 

 豐富資料內容：增加成人預防保健、檢驗檢查結果、出院病歷摘要等。 

茲針對各導入階段說明如下： 

一、 現況及需求分析 

健保署原有之「健保個人就醫資料查詢系統」僅提供民眾查詢三個月的醫療

院所申報資料，資料內容僅包含就醫院所及日期，並且資料庫更新周期為每個月

更新，資料即時性有落差且資料可參考內容較少。因此，在研議建置「健康存摺」

系統時，在考量個人隱私、便民與就醫資訊透明化等前提下，計畫提供民眾更完

整、更即時的就醫資訊，透過「健康存摺」所提供的資料，不僅提升民眾取得就

醫資料之便利性、完整性與即時性，更促使醫事機構申報之醫療費用資料透明

化，讓民眾除了可自行利用個人的「健康存摺」做好自我健康管理，亦能共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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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醫事機構申報全民健保醫療費用的情形。茲將「健康存摺」系統與個人就醫資

料查詢系統比較如下表。 

表2  系統比較表 

特色功能 「健康存摺」 個人就醫資料查詢 

1.資料來源 申報及上傳資料 申報資料 

2.資料期間 一年~二年 三個月 

3.資料內容 1. 門住診資料 

2. 牙科存摺 

3. 過敏資料 

4. 牙科看診資料 

5. 器捐及安寧緩和意願資料 

6. 預防接種資料 

7. 保費計費明細 

8. 保費繳納明細 

9. 健保卡狀況及領卡紀錄 

 

就醫院所及日期 

4.資料時效性 每日更新資料庫 每月更新資料庫 

5.資料參考性 可供跨院所醫師參考 較不具參考性 

二、 問題與對策 

為提供民眾完整且有品質的服務，在建置過程中力求不斷強化系統功能，在

推行期間出現各種議題，我們將問題逐一歸納、討論、分析，並找出各種解決對

策。 

在資料的多樣性方面，初期提供資料僅包含門診及住診資料，雖然資料欄位

內容已較「個人就醫資料查詢」豐富，民眾可以看到每一次就醫後，院所向健保

署申報的疾病名、用藥名稱、檢驗項目…等細項資料，但是，隨著使用者日益增

加，資料多樣性的需求也隨之而來。104年1月13日增加「健保卡狀況及領卡紀錄」

與「保費計費明細」資料，同年2月25日增加「保險費繳納明細」，同年3月4日

再增加「過敏資料」和「器捐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資料」，於103年與疾病管制

署協商，研議預防接種資料與健保署介接之可行性，於104年3月14日起提供「預

防接種疫苗」資料，同時增加提供「牙科健康存摺」，豐富了「健康存摺」資料

內容的多樣性，達到資料內容的跨類別、跨機關，期待提升「健康存摺」系統服

務項目的豐富性，讓各類型的民眾，皆可在此系統中獲取需要的資訊。 

在服務多管道的部分，「健康存摺」持續朝向多元的服務管道邁進。開辦初

期只規劃網路申請的方式，可憑「自然人憑證」自行至「健康存摺」網站下載資

料，但考量到有些群眾無法取得網路資源，於104年3月10日開放臨櫃申請，民眾

只需至全國各地健保署分區業務組臨櫃窗口，即可由署內同仁為民眾申請「健康

存摺」。另外，考量到自然人憑證並非民眾必備之證件，為了增進使用者登入「健

康存摺」系統的方便性，在資訊安全的前提下，健保署將研發以健保卡身分識別

Win 

Win 

Win 

Win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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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以「健保卡+密碼」的方式進行線上身分確認，民眾只需以健保卡向

健保署申請一組雲端密碼，再以健保卡加上此密碼登入「健康存摺」系統，進行

資料申請的動作，即可獲得個人「健康存摺」資料。 

在系統回應即時性的部分，為了讓「健康存摺」這項服務讓更多民眾知道，

健保署積極參與各種推廣活動，也請醫療院所與民間團體協助推廣，讓更多民眾

知道「健康存摺」，也讓民眾進一步了解「健康存摺」的內涵。在推廣的過程中，

民眾對於系統回應即時性的部分，皆有高度的期待，原本網路申請的方式，係採

取今日申請，隔日早上8點以後開放下載，為了達到展示的目的，特別開發即時

提供下載的展示版，民眾只需出示身分證件，由展示人員代為輸入民眾身分證

號，即可作申請的動作，並可即時下載資料，無須等到隔日8時才獲得資料；經

過多場展示的經驗，我們獲得許多意見及建議，並吸取各界不同的看法，為了縮

短民眾等待時間，思考改進資料下載運作方式，分析「全面即時提供資料下載」

的可行性，於104年02月11日起，將隔日下載方式全面調整為即時下載，達到了

回應即時性。為達成民眾即時性需求，健保署持續進行系統架構調整，目前從資

料申請到資料下載，等待時間少於10分鐘，提供更即時性的服務；此外，針對目

前與疾病管制署資料介接「預防接種資料」時間較長，一般在兩個小時內可以完

成資料交換，健保署亦在研擬改善資料介接的速度，未來應可提供民眾更快速的

服務。 

在服務不中斷部分，每次版本更新都必須考量到系統變更對於各部分功能

之影響，由於「健康存摺」為24小時服務，為維持系統可用性，必須於網頁流量

最低時進行版本更新，以防使用者欲申請資料卻無法申請，或因此造成系統錯誤

等情形發生；針對系統運作部分，健保署非常注重資料庫讀取所需時間及查詢分

流作業，並且為提供全天候24小時不中斷之穩定服務，系統設定每小時監控報表

產製作業是否正常，若發生異常則由系統自動通知機房人員及資訊人員，即時回

報並即時處理。 

三、 申請及下載流程 

「健康存摺」提供醫療就診紀錄是屬於個人隱私的資料，而線上提供私密資

料必須做好資訊安全防護。因此健保署規劃以健保署原有資訊安全防護及結合

內政部之自然人憑證，透過自然人憑證驗證機制登入健保署的網站提出申請，只

需準備讀卡機和自然人憑證，即可在任何可以連接上Internet的電腦做申請的動作；

基於資訊安全考量，在資料打包的部分特別以身分證號作為壓縮檔加密的密碼，

民眾取得資料後可另行加密處理，此法既可達到資訊安全之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也可確保健保署提供之資料只允許申請人開啟，申請流程示

意圖（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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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申請及下載流程示意圖 

參、 特色與效益 

一、 線上申請 

「健康存摺」必須由民眾以自然人憑證登入健保署的網站提出申請，或向投

保單位所在之健保署分區業務組臨櫃提出申請（如圖2）。民眾可憑自然人憑證

查詢投保現況、保費繳納、詳細的就醫資訊，輕鬆自我健康管理。在自然人憑證

的普及率偏低的情況下，為了擴展使用者，健保署將開發健保卡身分確認的方式，

未來只需透過讀卡機插入民眾健保卡，並輸入雲端密碼，即可登入系統進行資料

申請及即時下載的動作。 

圖2 健康存摺首頁 

透過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後，網頁上方會說明系統功能及注意事項（如圖3

），民眾只需點擊資料申請按鈕，即可完成資料申請作業，待系統後端處理完成

，會在相同頁面顯示申請結果（如圖4），此時資料即可將資料下載至民眾的個

健康存摺 –民眾操作流程

包含保險計費、繳納及醫療類資料

壓縮檔以「身分證號」解密

提出申請

下載檔案為壓縮檔

準備「自然人憑證」及「讀卡機」

登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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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電腦，供民眾個人加值使用。 

 

圖3 健康存摺資料申請畫面 

 

 

圖4 健康存摺申請結果畫面 

二、 資料下載 

本系統自103年9月25日上線，初期運作模式採先今日申請隔日8時才可下載

資料，為利民眾即時性需求，健保署持續進行系統架構調整並配合陸續增加存摺

內容，在經過系統架構的精進後，目前運作模式更改為即時下載，民眾在申請資

料後即可即時下載儲存或列印報表。 

若不需下載所有的紀錄，也可自行勾選單項或單月的資料（如圖5）。此外，

由於儲存的空間限制，每次申請的資料只會保留7天，若超過7天未下載，資料將

會被清除。此外為確保資訊安全之機密性，下載檔案一律予以加密，密碼為「身

分證號」（首碼英文為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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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選擇資料下載區間 

三、 詳細就醫資料 

建置「健康存摺」最主要的目的，是提供民眾掌握自我的就醫紀錄、服藥狀

況等，資料係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向健保署申報或以健保卡上傳民眾就醫之

醫療費用資料，非醫師法及醫療法規定之病歷，實際之診斷、病名、治療、處置

及用藥等詳細就醫情形，應以各該醫事服務機構之病歷記載為準。目前「健康存

摺」提供的內容包含以下9項： 

 資料名稱 資料區間 資料內容 

1 健保卡狀況及領卡 

紀錄 

 最新健保卡狀況 

 最近一年領卡紀錄 

健保卡號、在保狀態、 

欠費狀態等 

2 保險計費明細 申請日前1個月起近 

一年內 

開單年月、投保單位、 

投保金額、自付保險費 

、政府負擔保險費等 

3 保險費繳納明細 申請日前7日起近一年內 繳納年月、金額、投保 

單位等 

4 門診資料 申請日前2日起近一年內 看診醫事機構名稱、就 

醫日期、疾病代碼、疾 

病名稱、醫囑代碼、醫 

囑名稱等 

5 住診資料 申請日前2日起近一年內 住院醫事機構名稱、入 

院日期、出院日期、疾 

病代碼、疾病名稱、醫 

囑代碼、醫囑名稱等 

6 牙科健康存摺 申請日前2日起近二年內 看診醫事機構名稱、就 

醫日期、疾病代碼、疾 

病名稱、處置名稱、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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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代碼、牙位名稱等 

7 過敏資料 自104年1月1日起醫事 

機構上傳至本署之過敏 

資料 

過敏藥物內容、上傳醫 

事機構、上傳醫師、上 

傳日期等 

8 器捐或安寧緩和醫 

療意願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檢送 

至本署資料（需至少20 

個工作天） 

註記日期、器官捐贈或 

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資料 

9 預防接種存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檢送至本署之預防接種 

資料 

疫苗代碼、疫苗中文 

名稱、接種日期、接種 

醫事機構等 

以門診資料為例，資料內容包括民眾自申請日前2日起近一年特約醫院、診

所及藥局等醫事機構申報及健保卡上傳之就醫資料，並於每日更新健保卡上傳

資料之內容，原則上最長可申請約一整年的個人就醫紀錄，以下為門診資料詳細

提供資料內容(如圖6)： 

• 健保署服務單位 

• 門診就醫院所名稱 

• 就醫日期 

• 交付調劑、檢查或復健治療日期 

• 健保卡就醫序號 

• 疾病分類代碼及名稱（並非診斷） 

• 醫療處置（手術）代碼及名稱 

• 醫師處方之藥品、特材、檢查（驗）代碼、名稱及數量 

• 健保支付點數及保險對象自付之部分負擔金額 

 
圖6  門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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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效益 

「健康存摺」為民眾提供健保投保及自身醫療紀錄，建置目的最主要是希望

民眾更重視自身健康，提供更人性化、便利、高效率的雲端健康服務，以促進國

人管理自身健康。隨著民眾就醫可近性提高，以及醫療專業、次專業化，分工越

來越精細，就愈易發生醫療服務重複的問題。因此，健保署希望將資訊科技發展

成效落實在民眾的生活面，以資訊安全及保護個人資料為前提，善用健保署豐富

珍貴的資料庫，提升健康就醫資料透明化，有助於醫師看診時能快速了解病患病

情，幫助社區藥師提供民眾用藥諮詢，間接達到減少醫療資源浪費的功效，民眾

亦可掌握對自己的健保就醫全貌，瞭解醫療資源的使用狀況，促進民眾對於自己

的健康照護，提升整體醫療服務品質，創造民眾、健保署、醫界三方共贏、共利

的醫療照顧鏈。 

自「健康存摺」系統上線至104年3月18日止，已有50,676瀏覽人次，31,043登

入人次，11,775申請人次，18,630下載人次，未來將逐年提升使用人次，我們也將

虛心採納各界意見，精進服務內容，提升滿意度。詳細各月份「健康存摺」系統

使用人次（累計）整理如表3。 

表3  使用人次(累計) 

 

 

 

 

 

 

 

 

 

 

肆、 未來展望 

資訊科技不斷在進步，新興產品及服務因應市場變化逐漸朝向功能多樣化、個人

化、行動化、高效能、高品質等目標發展，健保署亦隨著時代腳步開發出多種醫療服

務相關應用。自102年起健保署陸續開發之「健保雲端查詢系統」及「健康存摺」，

皆是針對大型資料提供即時性、互動性、透明性的應用服務系統；這些資料的串連已

不再只是健保署與醫療院所端的結合，而是更進一步的直接與民眾接觸，故這三者間

無形中已形成一個無法切斷的「健康鏈」（如圖7），該如何運用資訊的力量使這健

康鏈永不間斷，且品質不斷提升，健保署在此部份責任重大並占非常重要之角色。 

 

 登入人次 

(A) 

申請人次 

(B) 

下載人次 

(C) 

103/09       552        217       404 

103/10      3,099       1,263      1,791 

103/11      6,683       2,506      3,512 

103/12     13,756       4,750      6,308 

104/01     26,621       9,649     15,351 

104/02     28,960      10,759     16,960 

104/03     31,043      11,775     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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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醫療品質健康鏈 

為實現民眾「自我健康管理」之觀念，未來「健康存摺」系統將提供更豐富的資

料，陸續新增檢驗（查）結果、出院病歷摘要、影像或病理報告資料等醫療相關資料。

並發展多元下載方式，除下載至個人電腦的方式外，未來將結合電子郵件等方式，提

升使用者取得資料的便利性，並研擬以健保卡加上雲端密碼機制，作為身分確認方式

之一，擴大「健康存摺」服務管道多元性；而今市面已有多種網頁瀏覽器盛行，未來

將在資訊安全為前提下，開發「健康存摺」系統在多元化瀏覽器運作，以符合時下民

眾及醫師使用習慣。隨著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未來「健康存摺」系統更可望結合新興

科技、醫療健康及壽險業多元發展，納入企業及科技創新領域，提供更人性化使用介

面，成為相關產業創新動力，透過數據分析，即時回饋民眾及提升整體健康照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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