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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救濟作業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生產事故救濟給付請求權人申請生產事故救濟給付時，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產婦懷孕期間之孕婦健康手冊（包括歷次產前檢查紀   

    錄）。 

二、產婦生產過程之醫療機構病歷摘要或助產機構紀錄；涉 

    及二以上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者，均應檢附。 

三、產婦懷孕期間有慢性疾病或與生產事故相關之其他疾病 

    診察與治療者，其病歷摘要；涉及二以上醫療機構者， 

    均應檢附。 

四、申請人與受害人之關係證明。 

五、申請死亡給付者，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 

六、申請重大傷害給付者，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或診斷書。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資料。 

第三條 前條申請人檢附之文件、資料有缺漏或不合程式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自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補正。屆

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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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補正，申請人有正當理由者，得於三十日補正期間屆滿

前，申請展延，並以一次為限。 

第四條 請求權人依第二條規定申請生產事故救濟給付時，得填具委

託書，委託代理人或醫療機構、助產機構代為申請。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生產事故救濟給付業務時，得為下列措

施： 

一、 通知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並視需要請其就生產事故提  

供說明。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限期提供所需之病歷、診療紀 

錄、簿據或其他相關資料。 

第六條 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依本條例第八條規定，分為死亡給付及

重大傷害給付。 

前項所稱重大傷害，指因生產所致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身心障礙程度中度以上。 

二、子宮切除致喪失生殖機能。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 

   之傷害。 

第七條 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之額度如下： 

一、死亡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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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產婦：最高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胎兒或新生兒：最高新臺幣三十萬元。 

二、重大傷害給付： 

 (一)極重度障礙：最高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二)重度障礙：最高新臺幣一百三十萬元。 

 (三)中度障礙：最高新臺幣一百十萬元。 

 (四)子宮切除致喪失生殖機能：衡酌其有無子女、喪失生殖

能力對家庭影響程度，最高新臺幣八十萬元。 

 (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 

     或難治之傷害：最高新臺幣三十萬元。 

前項第二款障礙程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認定之。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五條應辦理之事項，得

委託財團法人、其他機關（構）或團體為之。 

第九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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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救濟作業辦法總說明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制定公布，該條例第八

條第二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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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據該條規定訂定生產事故救濟作業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全文計九條，其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之申請程序及應檢附資料。（第二條） 

三、申請人檢附生產事故救濟給付申請之文件、資料不合程式者，得予

補正之程序與要件。（第三條） 

四、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之申請，請求權人得委託代理人或委託醫療機構、

助產機構代為申請。（第四條） 

五、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生產事故救濟給付業務時，得通知醫療機構或助

產機構，並視需要請其提供說明；或限期醫療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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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六、生產事故救濟給付分為死亡給付及重大傷害給付，以及所稱重大傷

害，指因生產所致及其範圍。（第六條） 

七、明定各種類之生產事故救濟給付額度。（第七條） 

八、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辦理救濟相關行政事務。（第八條） 

九、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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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救濟作業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生產事故救濟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生產事故救濟給付請求權人申

請生產事故救濟給付時，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中央

主管機關為之： 

一、產婦懷孕期間之孕婦健康手冊（包

括歷次產前檢查紀錄）。 

二、產婦生產過程之醫療機構病歷摘

要或助產機構紀錄；涉及二以上

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者，均應檢

附。 

三、產婦懷孕期間有慢性疾病或與生

產事故相關之其他疾病診察與治

療者，其病歷摘要；涉及二以上

醫療機構者，均應檢附。 

四、申請人與受害人之關係證明。 

五、申請死亡給付者，死亡證明書或

死產證明書。 

六、申請重大傷害給付者，身心障礙

證明影本或診斷書。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

件、資料。 

有關申請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之程序，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資料，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之。 

第三條  前條申請人檢附之文件、資料

有缺漏或不合程式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申請人自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者，不予受

理。 

前項補正，申請人有正當理由

者，得於三十日補正期間屆滿前，申

請展延，並以一次為限。 

申請人檢附生產事故救濟給付申請之文

件、資料不合程式者，得予補正之程序與

要件。 

第四條  請求權人依第二條規定申請生

產事故救濟給付時，得填具委託書，

委託代理人或醫療機構、助產機構代

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之申請，請求權人得委

託代理人或醫療機構、助產機構代為申請。 



為申請。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生產事故救

濟給付業務時，得為下列措施： 

一、通知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並視

需要請其就生產事故提供說明。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限期提

供所需之病歷、診療紀錄、簿據

或其他相關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生產事故救濟給付業務

時，得通知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並視需

要請其提供說明；或限期醫療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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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依本條例

第八條規定，分為死亡給付及重大傷

害給付。 

前項所稱重大傷害，指因生產所

致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身心障礙程度中度以上。 

二、子宮切除致喪失生殖機能。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身體或

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一、 生產事故救濟給付，分為死亡給付及

重大傷害給付。 

二、 第二項所稱重大傷害，指因生產所致

及其範圍。 

三、 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子宮切除，包括子

宮全切除及次全切除(即保留子宮頸

部分未切除)。 

第七條 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之額度如

下： 

一、死亡給付： 

(一) 產婦：最高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 胎兒或新生兒：最高新臺幣三

十萬元。 

二、重大傷害給付： 

(一) 極重度障礙：最高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 

(二) 重度障礙：最高新臺幣一百三

十萬元。 

(三) 中度障礙：最高新臺幣一百十

萬元。 

(四) 子宮切除致喪失生殖機能：衡

酌其有無子女、喪失生殖能力

對家庭影響程度，最高新臺幣

八十萬元。 

(五)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其他於

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

之傷害：最高新臺幣三十萬元。 

前項第二款障礙程度，由直轄

一、訂定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之額度。 

二、因生產事故致子宮切除喪失生殖機能

者之救濟給付額度，尚需衡酌對於家

庭之影響程度。例如，已育有子女者

與未育有子女者，其對於家庭之影響

程度，應不相當，對於救濟給付額度，

須分別衡酌。 

 



市、縣（市）政府依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規定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認定

之。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條、第三

條及第五條應辦理之事項，得委託財

團法人、其他機關（構）或團體為之。 

依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辦理之生產事故救濟行政業務，得委託財

團法人、其他機關（構）或團體為之，爰

予明定。 

第九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

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生產事故通報及查察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重大生產事故事件， 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剖腹產手術後，在產婦體內遺留異物。 

二、以不相容之血型輸血。 

三、錯誤藥物處方致產婦永久喪失肢體重要機能或死亡。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三條 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建立機

構內之風險事件管控機制，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風險事件內容。 

二、風險事件處理。 

三、風險事件管理機制。 

第四條 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應於生產事故事件發生後之次月十日前，

向中央主管機關通報；其通報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事件發生時間。 

二、事件發生內容。 

三、事件發生可能原因。 

四、事件發生後之立即處理。 



五、預防此類事件再發生之措施或方法。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接受通報後，應交由本條例第九條所定生產事

故救濟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 

生產事故事件經前項審議會審定屬重大生產事故事件者，中

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於六十日內完成根本

原因分析並提出改善方案，經審議會審核通過後，轉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查察。 

前項分析及改善方案，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醫療

機構或助產機構限期完成，不受前項六十日之限制。 

第六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每年應對轄區內醫療機構或助產

機構業務，定期實施督導考核，其中應包括前條第二項之查

察；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至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查察。 

第七條 本辦法所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必要時，得委託政

府機關（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為之。 

第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受委託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

構相關人員知悉第五條之分析及改善方案內容，不得無故洩

漏。 

第九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生產事故通報及查察辦法總說明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制定公布，該條例第二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前二項通報及查察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

依據該條規定訂定生產事故通報及查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全文計

九條，其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界定所稱重大生產事故事件之範圍。（第二條） 

三、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應建立機構內風險事件管控機制之內涵。（第

三條） 

四、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針對發生生產事故事件之通報，其通報期限、

通報機關及通報內容。（第四條） 

五、針對重大生產事故事件，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分

析根本原因、提出改善方案，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轉知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據以查察。（第五條） 

六、主管機關對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重大生產事故事件改善方案執行之

查察方式。（第六條） 

七、本辦法所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必要時，得委託政府機關

（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為之；各級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政府

機關（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相關人員對於醫療機構及助產機

構之重大生產事故事件分析根本原因及改善方案內容，不得無故洩

漏。（第七條、第八條） 

八、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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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通報及查察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重大生產事故事件， 

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剖腹產手術後，在產婦體內遺留異

物。 

二、以不相容之血型輸血。 

三、錯誤藥物處方致產婦永久喪失肢體

重要機能或死亡。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參採美國病人安全警訊事件及香港有關

嚴重醫療事故及重大風險事件政策下需

通報的事件類別，訂定重大生產事故事件

之範圍。 

第三條  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依本條例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建立機構內之

風險事件管控機制，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風險事件內容。 

二、風險事件處理。 

三、風險事件管理機制。 

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應建立機構內風險

事件管控機制之內涵。 

第四條 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應於生產

事故事件發生後之次月十日前，向中央

主管機關通報；其通報內容，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事件發生時間。 

二、事件發生內容。 

三、事件發生可能原因。 

四、事件發生後之立即處理。 

五、預防此類事件再發生之措施或方

法。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一、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就生產事故事

件之通報，其通報期限、通報窗口及

通報內容。 

二、通報內容係參酌目前病人安全通報

事項訂定。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應於

次月十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

託之財團法人、其他機關（構）或團

體通報上一月發生之生產事故事件。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接受通報後，應交

由本條例第九條所定生產事故救濟審

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 

生產事故事件經前項審議會審定

屬重大生產事故事件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於六十日

內完成根本原因分析並提出改善方

一、針對重大生產事故事件，醫療機構及

助產機構應於接獲中央主管機關通

知之日起六十日內完成分析根本原

因、提出改善方案，經審核通過後，

轉知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據以查察。 

二、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限期醫療



案，經審議會審核通過後，轉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查察。 

前項分析及改善方案，中央主管機

關於必要時，得通知醫療機構或助產機

構限期完成，不受前項六十日之限制。 

機構及助產機構完成分析根本原

因、提出改善方案。 

第六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每年

應對轄區內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業

務，定期實施督導考核，其中應包括前

條第二項之查察；必要時，中央主管機

關得至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查察。 

一、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重大生產事故

事件改善方案執行之查察，由所在地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執行及其

執行查察方式。 

二、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重大生產事故

事件改善方案執行之查察，屬督導考

核之管理面，宜由地方主管機關辦

理。 

三、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至醫療機構

及助產機構查察。 

第七條  本辦法所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辦

理之事項，必要時，得委託政府機關

（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為之。 

本辦法有關生產事故事件通報之受理、審

議、重大生產事故事件改善方案之查察等

相關事項，必要時，各級主管機關得委託

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

辦理。 

第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受委託政府機

關（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相關

人員知悉第五條之分析及改善方案內

容，不得無故洩漏。 

一、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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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爰配合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

定，明定各級主管機關及受委託政府

機關（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

相關人員，知悉醫療機構及助產機構

之重大生產事故事件根本原因分析

及改善方案內容，不得洩漏，以為執

行依據。 

第九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生產事故救濟審議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生產事故救濟審議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重大生產事故事件之審議。 

二、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之審議。 

三、中央主管機關交辦事項。 

四、其他有關生產事故救濟事項之審議。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衛生福利

部部長就醫學、法律專家、婦女團體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

機關代表聘(派)兼之；其中法律專家、婦女團體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擔任之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

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委員因故出缺時，本部得予補聘，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

屆滿之日止。 

第五條 本會會議不定期於必要時召開，由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未

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本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之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第六條 本會審議生產事故救濟事項時，得指定委員先行審查；必要

時，並得邀請有關機關（構）、專業團體或專家學者列席諮詢。 

第七條 本會委員有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自行迴避情形者，

應自行聲明迴避；經發現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者，主席應

請其迴避。 

前項所定迴避於列席諮詢人員，準用之。 

第八條 本會審議生產事故救濟事項之委員、列席諮詢人員及辦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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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不得無故洩漏，或為

自己、他人利益而使用。 

第九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生產事故救濟審議會設置辦法總說明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制定公布，該條例第九

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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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據該條規定訂定生產事

故救濟審議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全文計九條，其重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 本會任務、委員組成資格及比例限制原則。（第二條、第三條） 

三、 本會委員之任期、續聘及出缺補聘、會議召開、委員出席及決議方

式等。（第四條、第五條） 

四、 本會審議生產事故救濟事項時，得指定委員先行審查。必要時，並

得邀請有關機關（構）、專業團體或專家學者列席諮詢。（第六條） 

五、 本會委員有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自行迴避情形者，應自行

聲明迴避；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者，主席應請其迴避。以及列席

諮詢人員之準用規定。（第七條） 

六、 本會委員、列席諮詢人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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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不

得無故洩漏，或為自己、他人利益而使用。（第八條） 

七、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九條）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L0020188


生產事故救濟審議會設置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生產事故救濟審議會（以下簡稱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重大生產事故事件之審議。 

二、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之審議。 

三、中央主管機關交辦事項。 

四、其他有關生產事故救濟事項之審

議。 

本會任務包含重大生產事故事件之審

定、生產事故救濟給付之審議、給付金額

之審定、中央主管機關交辦事項及其他有

關事項之審議。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七人，其中

一人為召集人，由衛生福利部部長就醫

學、法律專家、婦女團體代表、社會公

正人士及機關代表聘(派)兼之；其中法

律專家、婦女團體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擔任之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任一

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本會委員組成資格及比例限制原則。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

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

退。 

本會委員因故出缺時，本部得予補

聘，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會委員之任期、續聘及出缺補聘原則。 

第五條 本會會議不定期於必要時召

開，由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

時，應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本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

之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

託他人代理。 

本會會議召開原則、委員出席及決議方式

等。 

第六條 本會審議生產事故救濟事項

時，得指定委員先行審查；必要時，並

得邀請有關機關（構）、專業團體或專

家學者列席諮詢。 

本會審議生產事故救濟事項之審查原則。 

第七條 本會委員有本條例第十七條第 本會委員有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一項規定應自行迴避情形者，應自行聲

明迴避；經發現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

者，主席應請其迴避。 

前項所定迴避於列席諮詢人員，準

用之。 

應自行迴避情形者，應自行聲明迴避；有

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者，主席應請其迴

避。以及列席諮詢人員之準用規定。 

第八條 本會審議生產事故救濟事項之

委員、列席諮詢人員及辦理生產事故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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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例第二

十條規定，不得無故洩漏，或為自己、

他人利益而使用。 

本會委員、列席諮詢人員及辦理生產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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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例第二十

條規定，不得無故洩漏，或為自己、他人

利益而使用。 

第九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