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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 Chart number: OOOOOOO

• Patient name: ◎◎◎

• Age / sex: 32 y/o, male



• 20160930  

• Left thigh huge, hard mass with tenderness

• sonography : hypervascular tumor mass 

sarcoma

• MRI(C+): 1.A 3.46x5.03x7.68cm

• 2.irregular margin mass

• 3.T1WI-intermediate and T2WI-high 

signal intensity over vastus medialis muscle,left. 

==> R/I MFH or other sarcoma



Change the next management

• Under suspected of malignancy, hold the 

arrangement of admission for biopsy, and 

discuss for the chemotherapy.



專業與醫療專業之本質

• 醫療基本上是發生在醫生與病人之間單純
的互動行為，但隨著醫學知識及新技術的
開拓，醫療專業分工細密，醫療照護體系
也逐漸變得複雜且龐大，所牽涉的不僅只
是醫師與病人，還有各類醫療人員

醫師專業精神與醫療組織倫理
蔡甫昌謝博生



專業的意涵

• Glazer：專業主義、專業化和專業在現代社會控
制體系中愈來愈顯得重要，但經常沒有得到合宜
的理解

• Greenwood認為專業具有以下五大元素

1. 具備一套有系統的理論

2. 有定義問題與決定對策的權威

3. 社會大眾認可他們可以訓練與認定新成員

4. 倫理法則強調服務他人的理想

5. 具備一套發揮所有功能的必要機制



Ozar: 專業的重要特色

• 重要而獨佔的專業知識(important and 

exclusive expertise)

• 內部與外部的承認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cognition)

• 執業時的自主權(autonomy in practice)

• (1)執業判斷的自主權 (2)自主控制執業相關環境 (3)管制

專業措施的自主

• 具有專業和專業人員的義務



Ozar : 專業規範的主要範疇

• 主要客戶

• 專業的核心價值

• 專業與客戶的理想關係

• 犧牲和客戶福利的相對優先順序

• 能力範圍(competence)

• 專業同儕間的理想關係

• 專業與社會大眾的關係

• 廉正(integrity)與教育



醫療專業的定位—以醫師誓詞為例

• 最早的醫師誓詞: 第一世紀初期印度經典
Charaka Samhita 的著作中

• 學徒們必須自我犧牲

• 日以繼夜地以熱心與靈魂來服務病患

• 將病患的需求置於個人需要之上

• 要為病患保密

• 禁絶醉酒、犯罪與淫邪行徑



• 最有名而持久: 西元第四世紀的「西波克拉
底誓詞(Oath of Hippocrates)」

• 入行後與老師之間如契約般的師徒關係

• 醫師必須促進病患的利益

• 避免病患受到傷害與不公義的對待

• 拒絕使用毒藥與墮胎藥

• 不得與病患及其家人發生性關係

• 嚴格地為病患守密



• 1807 年紐約州的醫師公會(the Medical 

Socie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 要求在其公會註冊登記

• 我誠摯地宣示，我將以誠實、美德、純潔
來執行我的醫業；對於所授與我之專業特
權，我將以忠誠與榮譽、盡一切所能地造
福我的病患



1984 年日內瓦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Geneva)

• 我鄭重地保證要奉獻一切為人類服務

• 我將給予師長應有的崇敬及感戴

• 憑我的良心和尊嚴從事醫業

• 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顧念

• 我將尊重託付予我的秘密

• 盡我的力量維護醫業的榮譽和高尚的傳統

• 要以兄弟般的情誼來對待同事



• 我將不容許任何宗教、國籍、種族、政治
或社會地位等因素來干擾對病人的職責

• 我要對人類的生命從受胎起保持極度的尊
重

• 即使是在威脅之下，我將不會運用我的醫
業知識去違反人道

• 我鄭重地、自主地以我的人格做此宣誓



• 醫學倫理學家Pellegrino 醫師

• 儘管誓詞不足以禁止醫師所有的不道德行
為，我仍然可以見證醫師誓詞對醫者個人
及對醫療專業持續且正面的影響

• 醫師誓詞有如具磁力般的核心，有助於創
造一道德社群，並且賦予專業目標一種集
體責任之意識



• 在古羅馬時代，一個人的專業就是他對著
稅吏所宣稱並發誓自己所從事的行業

• 西元第二世紀時，希臘醫師Scribonious 

Largus 曾以西波克拉底之誓詞來定義醫療
專業，強調醫學是一個必須經過長時間學
習的職業，並宣示其成員對所服務之對象
具有特別的義務



• 1995 年Crawshaw 等八位醫師共同在
JAMA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所發表的「病醫協定
(Patient-Physician Covenant)」

• 就醫學的核心而言，它是建立在信賴協定
上的道德事業



• 醫師必須稱職，並運用其能力謀求病人最大的
利益，因此，醫師無論就理智上或道德上而言，
都有義務在病人的福祉受威脅時給予支持，
並應時時刻刻做為其健康的後盾…。根據醫學
的傳統及本質，它是一種特殊的人類活動。若
缺乏謙遜、誠實、理性的正直、同情、對過度
自利的自我克制等德行，它就無從有效地進行；
這些特性刻畫醫師為一致力追求自身利益以外
事物之道德社群成員。



• 英國醫師公會在其「醫師的義務(The 

duties of a doctor registered with the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 病人必須能夠信任而將其生命與健康交付
給醫師，為忠於此信任，身為專業人士的
我們，有義務要維持良好的醫療執業與病
患照顧之水準，並表達對人類生命的尊重



• 美國醫學會醫學倫理守則(AMA Principles 

of Medical Ethics)的前言(preamble)

• 醫療專業長久以來支持一份維護病人最大
權益的道德聲明。作為這個專業的一員，
醫師應確認自己不僅對病人的責任，也同
時對社會、其他醫療同業和自己的責任



現代醫病關係所呈現的特徵傾向

• 強調病人為主之醫療(Patient-centered 

medicine)更勝於醫師為主之醫療
(Physician-centered medicine) 

• 強調權利與義務為基礎之倫理 (Duty&right-

based ethics)更勝於強調以德行為基礎之倫
理(Virtue-based ethics)

• 強調病患之知情同意與選擇(Informed 

consent/choice) 更勝於醫療父權 (Medical 

paternalism)



• 強調醫療的商業化、消費者主義及契約化
(Commercialism/Consumerism/Contractua

lism) 更勝於醫療是博愛與利他精神
(Medical Philanthropy/ Altruism)之發揮



• 生命倫理學家Robert Veatch

• 誓詞(oaths)乃宣誓者公開地保證其所負之
特定責任

• 守則(codes)提供較週全標準給執行醫療業
務的醫師、病人或其他做決定的人，每一
種倫理的聲明皆指陳了某種道德命令，或
是由個人所個別接受、或者由專業組織、
宗教社群、政府單位所執行



• Evers 

• 誓詞(Oath 或pledge)包含了做見證的基本
要素、以信譽為保證的諾言

• 守則(code)是法則(laws)的匯集或書面所提
供指引道德行為的文字，換言之，守則是
匯集特殊領域中指引(guideline)所組成的



• 影響當代生命倫理甚鉅的Beauchamp 和
Childress所發展的是一套「共有道德理論
(common morality)」及「以原則為導向的
生命倫理方法(principles-oriented bioethics 

method)」



• 尊重自主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

• 不傷害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

malificence)

• 行善原則(The principle of beneficence)

• 正義原則(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新千禧醫師憲章(A physician charter)

• 強調專業主義是醫學與社會訂立契約之基
礎

• 要求將病患利益置於醫師利益之上，並建
立與維護醫師能力(competence)和廉正
(integrity)的標準



三基本原則

• 病患福祉優先(primacy of patient welfare)

原則

• 病患自主(patient autonomy)原則

• 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原則



一套十項的專業責任

• 專業能力(professional competence)

• 誠實對待病患(honesty with patient)

• 為病患守密(patient confidentiality)

• 與病患維持合宜的關係(maintaining 

appropriate relations with patient)

• 改善照護品質(improving quality of care)

• 改進獲得照護之管道(improving access to 

care)



• 公平分配有限資源(a just distribution of 

finite resources)

• 科學知識(scientific knowledge)

• 藉管理利益衝突以維持信任(maintaining 

trust by manag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 專業責任(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