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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決定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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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本人的意願



醫療決定權與意思能力

需要具備行為能力，若無行為能力，

則應有法定代理人代行

財產行為的決定權

屬於高度人格自主性之行為，

與財產行為有別

醫療決定權

當事人能理解該醫療行為之意義

及效果即可，稱之為意思能力或

識別能力

意思能力為判斷標準

• 受監宣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

須選任監護人為其法定代理人

• 受輔宣之人於重大財產行為上

須輔助人之同意，方生效力

受監輔宣之人



醫療決定

• 具有高度人格自主性的醫療決定，不會受本人已處於無行為能力的
狀態，而仍應在具體的醫療行為上，判斷其是否尚具備意思能力，
而得由自己決定，或是必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行之

• 誰是能判斷本人決定的最適切人選？

• 本人最親近的人，知道本人的想法

• 照顧本人的人，了解本人的需求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3、12條）
○ 應以「輔助決定」取代「代理（替代決定）」制度

○ 成年監護制度中之「代理」制度受到挑戰

○ 對於本人自我決定權的尊重：發揮其餘存能力，儘量協助本人作成自我決定

身權公約 12 14 15 23

公約精神 尊重本人權利、
意願、能力
提供行使法律能
力所需協助

不被非法或
任意剝奪自
由

不得在未經本人
自由意志情況下，
對任何人進行醫
療或科學實驗

有結婚建立家庭之自由
享有成為父母及擁有對
子女行使親權之權利

對身上照
護事項之
要求

應以本人有無意
思能力作為判斷
標準

有關強制就
醫、強制安
置規定

有關醫療決定權
之事宜

有關結紮之規定與親權
之限制

我國相關
法規

民法總則編
民法親屬編

精神衛生法 醫療法
安寧緩和條例
病人自主權利法

民法親屬編
優生保健法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條文內容 影響層面

12條 享有平等法律能力
尊重本人權利、意願、能力
提供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所需協助
確保身心障礙者可繼承財產、掌管財產，獲得
銀行貸款，使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有關成年監護制度之監護人選任、與
監護人執行職務之方式
對於本人自我決定權的尊重，儘量發
揮其殘存能力，由輔助決定取代替代
決定

13條 在所有法律程序中，發揮直接、間接參與者及
證人作用

有關家事事件法參與程序之規定

14條 不被非法或任意剝奪自由，若有剝奪自由行動
均應符合法規，任何情況下不得以身心障礙作
為剝奪自由的理由

有關精神衛生法強制就醫與強制安置
之規定

15條 不得在未經本人自由意志情況下，對任何人進
行醫療或科學實驗

有關醫療法與病人自主權利法與意定
監護制度對醫療措施之決定

23條 尊重身心障礙者之家居和家庭，包括確保適婚
年齡之身心障礙者有結婚建立家庭之自由，以
及享有成為父母及擁有對子女行使親權之權利

有關優生保健法結紮與人工流產之規
定與民法上締結婚姻與親權之限制



立法模式
• 民法

• 成年監護制度中明訂醫療決

定權之機制

• 特別法
• 醫療法

• 安寧緩和條例

• 病人自主權利法



為領病父退休俸子
女不讓拔管躺8年

● 台灣安寧療護管制得不夠健全，

有子女為了領老父親的退休俸，

寧願無效醫療，堅持不肯拔管，

讓父親8年來只能依靠呼吸器生存，

淪為「搖錢樹」（資料照，記者

翁聿煌攝）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150854



躲在冰箱裡的奶奶，以及日本「僅剩姓名的高齡者」

⚫ 2022年8月16日，新北市一名就讀國中的女孩，向老師提及「奶奶在

冰箱不肯出來」，老師隨即通報社會局跟教育局，警方也在女孩住家

發現身體被折成V字型、塞進冰箱的奶奶遺體。少女的父親、也就是奶

奶的兒子坦承，奶奶5年前因病過世，因為沒錢支付喪葬費用，因此將

冰箱下層清空，將遺體冰在冰箱裡

⚫ 但是警方調查發現，軍中退伍之後，經商失敗，只能靠打零工維生的

兒子，這5年以來，依然每年領走以奶奶名義申請的各種補助款，合計

金額至少有63萬

⚫ 曾經入選2010年日本流行語的「名ばかり高齢者」──僅剩姓名的高齡

者（電影：小偷家族）
⚫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7/article/12648

https://tw.news.yahoo.com/%E5%AD%AB%E5%A5%B3%E8%84%AB%E5%8F%A3-%E5%A5%B6%E5%A5%B6%E5%9C%A8%E5%86%B0%E7%AE%B1-%E5%85%92%E8%97%8F%E5%B1%8D%E5%8E%9F%E5%9B%A0%E6%9B%9D-5%E5%B9%B4%E8%A9%90%E9%A0%9863%E8%90%AC-23552045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D%AB%E5%A5%B3%E8%84%AB%E5%8F%A3-%E5%A5%B6%E5%A5%B6%E5%9C%A8%E5%86%B0%E7%AE%B1-%E5%85%92%E8%97%8F%E5%B1%8D%E5%8E%9F%E5%9B%A0%E6%9B%9D-5%E5%B9%B4%E8%A9%90%E9%A0%9863%E8%90%AC-235520452.html


病人自主權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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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本人意願



病人自主權利法

● 知情同意權（4-6條）

○ 病人對於病情、醫療選項及各選項之可能成效與風險預後，有知情之權利。對於
醫師提供之醫療選項有選擇與決定之權利。

○ 病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醫療委任代理人或與病人有特別密切關係之人
（以下統稱關係人），不得妨礙醫療機構或醫師依病人就醫療選項決定之作為。

○ 病人就診時，醫療機構或醫師應以其所判斷之適當時機及方式，將病人之病情、

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等相關事項告知本人。病人
未明示反對時，亦得告知其關係人。

○ 病人為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告之人或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時，醫療機構或醫師應以適當方式告知本人及其關係人。

○ 病人接受手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前，醫療機構應經病人或
關係人同意，簽具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病人自主權利法

● 醫療委任代理人(第10條)

○ 指定之人須為具備完全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並經其書面同意

○ 在本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本人表達醫療意願

■ 第5條的告知+第6條的簽具同意書

■ 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 預立醫療決定之要件(第9條)

○ 具備完全行為能力之成年人

○ 經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由二親等內之親屬至少一人與醫療委任代理人之參與

○ 書面之意思表示，指明處於特定之臨床條件時，希望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

經公證人公證或有兩位證人在場見證，註記於全民健保卡





病人自主權利法

● 預立醫療決定之內容－生死拒絕權(第10條)

○ 符合下列臨床要件

■ 末期病人

■ 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 永久植物人狀態

■ 極重度失智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
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 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



病人自主權利法之疑義

• 尊重病人自主決定，排除家庭成員之影響

• 在台灣普遍仍以家庭成員作為照顧或決策者之情況下，如何

落實恐有困難

• 預立醫療意願書之範圍仍不明確

• 僅為安寧緩和條例的加強版？

• 是否僅止於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

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

• 醫療代理人與其他關係人可能產生之衝突

• 當醫療委任代理人、監護人、家屬之意見相左時應如何處理？



意定監護制度中之醫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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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本人的意願



民法成年監護制度
● 監護宣告

○ 本人受監護宣告後，會喪失行為能力，由法院選任監護人擔任其法定
代理人

○ 監護人所得執行職務的範圍中，包括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與財
產管理，醫療決定為護養療治之一環

○ 執行方式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

○ 當受監護人無法表達其意思時，監護人如何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

● 輔助宣告

○ 本人受輔助宣告後，為完全行為能力人

○ 僅於第15條之2所規定的重大財產事項需經輔助人同意

○ 可自行決定醫療措施，除非受其他特別法規定之限制，如優生保健法

○ 疑問：受輔助人是否有足夠能力決定重大之醫療決定？



法定監護人如何行使對受監護人之醫療決定權

● 受監護宣告前，於本人尚未喪失意思能力前所表示之意見

○ 依意定監護契約與病人自主權利法之規定確立本人之前所表示之意見

● 受監護宣告後，本人仍具有意思能力時所表示之意見

○ 監護人必須依其執行職務內容之繁簡程度，個別判斷受監護人是否尚具備
意思能力，以確實執行尊重其意思表示的決定

● 受監護宣告後，本人已不具意思能力，又未預立醫療決定

○ 監護人必須代理受監護人為決定，但應以其利益為考量，惟醫療決定乃具
備高度人格自主性之行為，可否由監護人代行誠有疑問

● 縱使監護人得行使受監護人之醫療決定權，但仍受限於醫療法規，
與受監護人之家屬具有同等決定權利，而無優先性（於精神衛生法
有所突破）



● 稱意定監護者，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
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1113-2I)

○ 在本人意思能力健全時，與受任人訂立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受監護
宣告時，由受任人擔任監護人，執行本人之生活、護養療治與財產管
理之相關事項，取代法院在法定監護上依職權所選定之監護人

● 前項受任人得為一人或數人；其為數人者，除約定為分別執
行職務外，應共同執行職務(1113-2II)

○ 未約定為分別執行職務時，自應共同執行職務

○ 有約定數人各就受任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等事項應分別執
行職務者，自應從其約定

意定監護契約之意義



受任人之資格
• 法定監護人之消極資格（民1096條）

• 未成年/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失蹤

• 利害衝突之禁止（1111-2）

• 照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法人或機構及其代表人、負責人。或與該法人或機構有僱

傭、委任或其他類似關係之人，不得為該受監護宣告人之監護人。但為該受監護

宣告之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二親等內之姻親者，不在此限

• 適用1113-10？

• 意定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成年人監護之規定

• 準用1111-1IV之規定，法人亦得為意定監護受任人

• 未排除適用1111-2，自在準用範圍中，使意定監護受任人資格同受限制

• 以意定監護契約作成時判斷或是意定監護契約生效時？



本人能力的判定

• 確認本人之意思能力或行為能力健全？

• 若肯認意定監護契約具有委任契約性質，該契約之締結仍應以具
備行為能力為前提

• 涉及財產管理事項，仍應以行為能力作為前提

• 受監護宣告不等於喪失意思能力，可參照家事事件法之規定

• 受輔助宣告之人可為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

• 於15-2條以外之行為具備完全行為能力(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
第2356號民事判決)



本人能力的判定

• 法院以被聲請人曾於近期簽署意定監護契約，認被聲請人仍有相當之

自主能力。(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108年度家暫字第176號)

• 法院認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於鑑定期日前二月餘，所簽署之意定監護契

約，其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是否

完足無缺，顯然有疑，難謂意定監護受任人無不利於本人之情事，依

民法1111條第1項另定監護人。(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108年度監宣

字第727號)



意定監護人執行職務之特殊規定(1113-7)

● 意定監護契約約定受任人執行監護職務不受第1101條第2、3項規定限
制者，從其約定。

○ 為貫徹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除監護人之產生得由本人事先約定外，對於
本人之財產管理與處分等行為，允宜賦予本人事前之指定權限

○ 未特別約定受任人得否行使1101條第2、3項規定所列行為之權限時，固有
由法院加以斟酌是否應予許可之必要，但亦可由本人於契約中明定

■ 財產管理處分權限的放寬

● 本人得於契約中明定意定監護受任人於執行監護職務時，不受法定監護中
處分特定財產應經法院許可之限制，優先落實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 身上監護事務之約定

● 本人與委任人得就護養療治之事項具體約定其內容，使本人在受監護宣告
以後，由意定監護人在執行各項醫療措施之決定等，更符合本人之意願



意定監護人之職務範圍

• 本人之全部事務

• 不得一部授權，須全部授權

• 準用1112之規定，執行本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
事項

• 生活：起居之照護、看護或家事勞務契約之訂立

• 護養療治：醫療相關契約之訂立以及醫療同意權之行使

• 財產管理：本人財產之使用、收益處分，信託契約、消
費借貸、消費寄託之訂立，及其他津貼或補助之申請



監護人代行醫療決定的原則

● 未預立醫療決定者，監護人應以受監護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

願，或以其為基礎，決定是否同意或是拒絕採行該醫療措施

● 受監護人可得推知之意願，應以具體之情事為依據，包括監護

人可透過對受監護人之最近親屬詢問以及與其主治醫生的談話

而加以判斷

● 亦應斟酌受監護人未受監護宣告前以口頭或書面所為之意思表

示，或考量其對倫理與宗教之信念，或其個人之價值觀



意定監護制
度流程

資料來源：https://www.papmh.org.tw/services/597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https://www.papmh.org.tw/services/597


意定監護制度下之醫療決定
• 公約所樹立之最重要原則

• 透過意定監護制度保障身心障礙者之自我決定權，透過意定監護人的協助，

使其應享有與一般人相同之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

• 為實踐公約精神應以受監護人作為權利主體

• 儘量尊重受監護人或輔助人之意願

• 設計各種機制，包括意定監護、病患自主意願書等，在監護人、輔助人的選任上，以及

財產與人身管理事項上，充分落實其自我決定權

• 與特別法結合，強化意定監護人行使醫療決定權的優先性

• 意定監護人於本人尚具備意思能力時，應協助本人自為醫療決定

• 輔以法院之監督機制

• 善用轉換機制，避免意定監護人濫用權利對本人造成侵害

• 在受監護人自我決定權之行使，可能嚴重損及自身人身安全時，作為適當調控之機關



病人自主權利法＆意定監護制度

病人自主權利法 意定監護制度

2019年施行

一人年滿18歲，心智健全

時，即可預立醫療決定與
選任醫療委任代理人

預立醫療決定，係指在特
定的情形，如極重度失智
時，拒絕或撤除維持生命

治療或流體餵養

先經醫療照護諮商，有二親等內親屬至少一

人與醫療委任代理人共同參與，經兩位見證
人見證或經公證後註記於健保卡而發生效力

2020年施行

本人在喪失行為能力之前，事先與
他人訂立契約，約定由該他人於自
己受監護宣告時，擔任監護人並為
本人處理事務，其中包括醫療決定

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或變更應予公證，
公證時，本人及受任人皆應在場，公
證人於公證書作成後七日內須以書面
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

監護宣告之聲請權人，包括受任人向法院提
出聲請，經法院審理為監護宣告之裁定後，
該意定監護契約始生效力





補充與衝突的關係

• 病主法的預立醫療決定是適用於

一般情形

• 意定監護契約之醫療決定為本人

受監護宣告後始得適用

• 法務部意定監護契約範本中規定

仍應優先適用醫療照護相關法規



社政主管機關與長照機
構的分工

04

責任的歸屬



監護與輔助人之指定與改定

● 公權力機構於監護制度中可能擔任之職務

○ 監護人

○ 輔助人

○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 特別代理人

● 法院具體之選任人選

○ 政府

○ 縣市首長

○ 社會局(處)

○ 社會局(處)之局(處)長

○ 特定社工員（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監護與輔助人之指定與改定

● 法院選定數人為監護人時，得依職權指定其共同或分別執
行職務之範圍（民法第1112條之1）

○ 社會局之執行職務分派雖無一定標準，但基本大方向

■ 人身行為：親屬監護人決定

■ 重大財產行為：共同決定或應得社會局同意

■ 親屬監護人對社會局有定期報告義務

○ 在社會局共同監護之情況下，較少親自為監護職務之行為，
反而多立於監督之角色



社會局與照顧機構的密切合作

• 人身照顧事項的決策如何決定？

• 可否分一般事項與重大事項於前者授權為之？

• 法定代理人的責任如何認定？

•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
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行為時無識別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
償責任。

• 前項情形，法定代理人如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
不負賠償責任。

• 如不能依前二項規定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被害人之聲請，得斟酌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行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 前項規定，於其他之人，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之行為致第三人受損害時，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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