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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作者為執行衛生署「基因檢

測於臨床應用時相關的倫理、法規議

題」研究計畫 1，於 2008 年 12 月至

2009 年 2月針對基因檢測議題，以立

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向台

灣地區民眾及遺傳學專家進行問卷調

查。本次問卷調查目的，在於了解台

灣民眾與遺傳學專家對基因檢測的認

知與態度。調查結果與分析如下： 

貳、民眾問卷調查 

在民眾部分，我們的受訪者有二

類：第一類是一般民眾（538位），另

一類則是台大醫院基因醫學部就診民

眾及家屬（54 位）。為呈現出這二類

民眾對於基因檢測技術的態度異同，

台灣地區基因檢測態度調查與結果分析 
何建志 台北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助理教授 

陳李魁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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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二部分的統計結果各自獨立計

算。至於在第一類受訪者中，則又根

據是否具有生物醫學專業，再進一步

細分為二個次類別，其中無生物醫學

背景人士有 314位，有生物醫學背景

人士為 224位，總計有 538位。為探

討生物醫學專業知識是否與民眾態度

具有相關性，本研究首先各自計算無

生物醫學背景者及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的意見，然後加以合計，而得出全體

一般受訪者的統計意見。以下針對一

般受訪者的問卷結果分析，如果沒有

特別註明，概以全體一般受訪者的統

計意見進行討論。 

一、對基因檢測接受程度 

（一）問題 A1：假設萬一日後您本人

罹患疾病，而醫師建議使用基因檢測

協助診斷病因病情，或作為使用藥物

的參考，請問您是否願意接受基因檢

測？

表 A1-1 

假設萬一日後您本人罹患疾病，而醫師建議使用基因檢測協助診斷病因病情，或作為使用藥

物的參考，請問您是否願意接受基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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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表 A1-2 

無生物醫學背景者 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合計 

門診民眾 

當然願意 133/314, 42% 103/224, 46% 236/538, 44% 33/54, 61% 

視情況而定 172/314, 55% 95/224, 42% 267/538, 50% 19/54, 35% 

不願意 2/314, 0.6% 20/224, 9% 22/538, 4% ~ 

無法回答 7/314, 2% 6/224, 3% 13/538, 2% 2/5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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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1.一般受訪者 

為探求民眾對於基因檢測之接受

程度，本計畫使用假設問題，以測試

受訪者對基因檢測的態度。全體受訪

者中當然願意接受的民眾有 44%；至

於視情況而定的民眾，在全體受訪者

中有 50%；而不願意接受或無法回答

的民眾，則共計有 6%。由於視情況

而定者人數最多，比例高達 50%，由

此可以顯示，將來不論是醫療機構與

生物科技公司提供基因檢測服務，或

政府推動基因檢測相關施政時，其溝

通、宣導與配套措施的效果優劣，應

會對這 50%的中間立場人士有所影

響。 

如果將有生物醫學背景者與無生

物醫學背景者分開計算，則回答當然

願意者，有生物醫學背景者比例略高

於無生物醫學背景者。但有生物醫學

背景者中，有 9%回答不願意，比例

遠高於無生物醫學背景者之 0.6%，這

似乎顯示在有生物醫學背景者當中，

有一定比例人士不會輕易接受新檢測

技術的實際功用。 

2.基因醫學部門診民眾 

與一般受訪者相比，這部分受訪

者對於基因檢測科技有更高的接受程

度。在一般受訪者中，回答當然願意

的人數比例為 44%，而門診受訪者的

人數比例高達 61%。此外，回答視情

況而定的觀望立場者，在一般受訪者

中的人數比例為 50%，而門診受訪者

的人數則降至 35%。對於這個現象，

可能的解釋或許是，門診受訪者對於

基因與健康問題有更多切身經歷，因

此對於新醫療科技的接受較不會遲

疑，從而表現出更高的接受程度。為

了針對這二類受訪者的態度差異獲得

更多了解，可在日後進行質性深度訪

談或者焦點團體訪談，以確認民眾態

度的背景與成因。 

由本題問卷調查結果，也可對日

後國內醫療科技議題的研究方向有所

啟示。對於醫療科技政策議題，社會

一般民意或一般價值觀固然具有參考

價值，但如果忽略了有切身利害關係

民眾的意見，則可能導致民意與社會

價值觀的呈現不夠全面完整，甚至可

能導致社會多數人價值觀掩蓋少數人

價值觀。因此，日後學者專家或政府

單位針對醫療科技議題進行價值判斷

時，宜多重視利害關係人的實際感受

及需要，而使科技政策能以更細緻方

式尊重社會各群體與多元價值。 

二、接受基因檢測的考量因素 

（一）問題 A2：如果醫師建議使用基

因檢測，請問哪一種因素是您決定是

否接受的主要考量？（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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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1 

如果醫師建議使用基因檢測，請問哪一種因素是您決定是否接受的主要考量？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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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表 A2-2 

無生物醫學背景者 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合計 

門診民眾 

價格因素；健保是否補

助 

230/314, 73% 129/224, 58% 359/538, 67% 18/54, 33% 

醫療人員說明是否詳

盡清晰 

222/314, 71% 119/224, 53% 341/538, 64% 30/54, 56% 

基因檢測的參考價值 242/314, 77% 143/224, 64% 385/538, 72% 43/54, 80% 

個人資料保密與隱私 165/314, 53% 103/224, 46% 268/538, 50% 13/54, 24% 

宗教或民俗信仰 4/314, 1% 13/224, 6% 17/538, 3% 1/54, 2% 

家人或親友態度 57/314, 18% 21/224, 9% 78/538, 15% 9/54, 17% 

擔心受到他人歧視 15/314, 5% 17/224, 8% 32/538, 6% 1/54, 2% 

政治、社會理念或意識

型態 

7/314, 2% ~ 7/538, 1.3% 2/54, 4% 

 

（二）分析討論： 

1.一般受訪者 

本問題目的在於探求受訪者使用

基因檢測的影響因素。本題為複選

題，可使受訪者選出各種個人認為重

要的因素。換言之，對於本題的各項

答案，受訪者可用選舉投票之「連記

法」方式表達個人意願，而呈現出各

問題受到重視的相對人數。由全體問

卷結果顯示，最受到關心的因素，依

受訪者選擇人數排列如下：基因檢測

醫學參考價值(72%)、價格(67%)、解

說方式(64%)及隱私保密(50%)。至於

社會性因素，則 15%的人會顧慮家人

親友態度，6%的人會擔心基因歧視問

題。至於信仰（17/538人）或意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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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7/538 人）因素，則相對上在意

這項問題的人數都相當稀少。 

根據這個調查結果，可知今後如

要推行基因檢測相關服務，則醫療、

產業、政府各界人士，在方案評估及

配套措施考量上，最應重視醫學參考

價值、價格、解說方式及隱私保密議

題。而今後值得研究的問題是：這些

因素在同一個人內在的重要性排序？

2 以及如果這些因素出現相互對立的

情形時，例如醫學價值高但價格不

低，或價格低廉但隱私保密上有疑

慮，則民眾將會出現何種行為模式？ 

2.基因醫學部門診民眾 

在這個問題上，這部分受訪者的

態度特色是更重視醫學參考價值

(80%)，而對價格的重視程度較小

(33%)。對於這個差異現象，可能的解

釋或許是，因為這些受訪者對於基因

與健康有切身利害相關，因此在決定

是否接受基因檢測時，價格通常不是

相對上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除此之外的另一個特色是，這部

分受訪者中，顧慮基因隱私問題者顯

著較少。一般受訪者中，有 50%的人

會在接受基因檢測前考慮隱私與保密

問題，但是在門診民眾當中，卻只有

24%的人會考慮隱私與保密。在這些

民眾中，為何不顧慮基因檢測的隱私

風險者較多？對他們而言，是否因為

基因檢測的預期利益明顯大於隱私風

險損害，因此隱私相對下比較不重

要？或是因為他們先前早已向醫療機

構提供各種遺傳資訊，從而基因檢測

對他們產生的額外隱私風險有限？有

待日後進一步研究調查。 

三、基因諮詢必要性 

（一）問題 A3：假設您日後需要接受

基因檢測，您認為在檢測前的適當解

說（基因諮詢）是否有必要？ 

（二）分析討論： 

1.一般受訪者 

由於基因檢測對個人健康、心理

與社會關係有重要影響，各國學者及

專業學會多建議應在基因檢測前進行

基因諮詢。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全體民眾認為有必要進行提供基因諮

詢的比例高達 94%，因此與國際潮流

趨勢具有一致性。不過，也另有 6%

民眾則認為不一定有必要進行基因諮

詢，因此針對這些民眾的認知與考量

因素究竟為何，也值得日後進行研

究，以提升國人對於基因諮詢的接受

程度。 

2.基因醫學部門診民眾 

關於基因諮詢，這部分受訪者與

一般民眾態度近似。由本調查結果顯

示，基因檢測前應提供基因諮詢，各

類民眾對此已有高度的贊成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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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 

假設您日後需要接受基因檢測，您認為在檢測前的適當解說

（基因諮詢）是否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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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表 A3-2 
 無生物醫學背景者 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合計 

門診民眾 

有必要 291/314, 93% 213/224, 95% 504/538, 94% 52/54, 96% 

不一定有必要，視情

況而定 

23/314, 7% 11/224, 5% 34/538, 6% 2/54, 4% 

沒有必要 ~ ~ ~ ~ 
無法回答 ~ ~ ~ ~ 

四、與家人分享基因資訊 

（一）問題 A4：如果您曾經接受過基

因檢測，或日後接受基因檢測，請問

您是否願意與親屬家人分享基因檢測

結果？ 

（二）分析討論： 

1.一般受訪者 

基因資訊應否在家人間分享流

通，是各國目前還在爭論中的問題。

對此，本次全體受訪者意見顯示，有

46%的人願意與家族親屬分享基因資

訊，但立場不明確者人數更多，達

50%。由此可知，對於基因資訊在家

人之間如何處理，今後社會中需要進

行更多溝通教育，才能在這個問題上

出現更明確的社會共識。此外，鑑於

視情況考慮的人數如此之多，更可以

顯示以基因諮詢協助當事人進行決定

的重要性。 

2.基因醫學部門診民眾 

    關於家族內分享基因資訊，這部

分受訪者與一般民眾的態度沒有顯著

差異，因此顯示出教育及諮詢對這類

民眾也相當重要。



法律與生命科學  第 3卷第 2期  2009 年 4月  第7頁 

表 A4-1 

如果您曾經接受過基因檢測，或日後接受基因檢測，請問您是否願意與親屬家

人分享基因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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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表 A4-2 

無生物醫學背景者 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合計 

門診民眾 

願意 128/314, 41% 116/224, 52% 244/538, 46% 26/54, 48% 

會加以考慮，視狀況

而定 

172/314, 55% 96/224, 43% 268/538, 50% 28/54, 52% 

不願意 10/314, 3% 12/224, 5% 22/538, 4% ~ 
無法回答 4/314, 1% ~ 4/538, 0.7% ~ 

 

五、對基因研究支持程度 

（一）問題 A5：如果您曾經接受過基

因檢測，或日後接受基因檢測，請問

您是否願意簽寫同意書，提供個人基

因資訊由學術界研究，以改善醫療科

技提升國人健康？（有條件同意者可

複選） 

（二）分析討論： 

1.一般受訪者 

基因體醫學需要自社會大眾獲得

基因資訊，方能獲得足夠樣本進行研

究。不過，關於研究者與參與者彼此

的權利義務，以及所生利益如何分

配，向來即有許多不同意見。本問題

即在於探究國人對於這項問題的態

度。由調查結果顯示，有條件同意者

屬於多數。而在本問題所列五種條件

中，匿名與隱私是最多受訪者所在意

的條件(66%)。其次，則是研究計畫必

須經過嚴格審查(45%)，以及研究成果

是否能回饋社會大眾(39%)。至於研究

計畫是否對參與者個人提供經濟利

益，則僅有 15%人會考慮這個因素，

由此顯示，在本次受訪者當中，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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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比利己主義人數更多。不過雖

然如此，若研究者能對參與者提供健

康檢查或醫療服務，則有 35%的人會

考慮同意提供基因資訊。

表 A5-1 

如果您曾經接受過基因檢測，或日後接受基因檢測，請問您是否願意簽寫同意書，提供個人基因資訊由學術

界研究，以改善醫療科技提升國人健康？（有條件同意者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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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表 A5-2 

無生物醫學背景者 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合計 

門診民眾 

無條件同意 7/314, 2% 5/224, 2% 12/538, 2% 5/54, 9% 

不願意 40/314, 13% 21/224, 9% 61/538, 11% 4/54, 7% 

無法回答 28/314, 9% 9/224, 4% 37/538, 7% 4/54, 7% 

有條件同意，必須確

保個人資料匿名與

隱私、資訊安全 

215/314, 68% 139/224, 62% 354/538, 66% 36/54, 67% 

有條件同意，研究計

畫必須經過嚴格審

查 

145/314, 46% 97/224, 43% 242/538, 45% 21/54, 39% 

有條件同意，研究利

益（如商業利益）必

須回饋我自己 

57/314, 18% 25/224, 11% 82/538, 15% 2/54, 4% 

有條件同意，研究者

應對我提供健康檢

查或醫療服務 

101/314, 32% 89/224, 40% 190/538, 35% 10/54, 19% 

有條件同意，研究利

益必須回饋社會大

眾 

136/314, 43% 72/224, 32% 208/538, 39% 17/5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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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因醫學部門診民眾 

與一般受訪者相對照，這類受訪

者對於科技進步表現出更高的支持態

度。在一般受訪者中，只有 2%的人

願意無條件提供個人基因資訊進行學

術研究，但是在門診民眾當中，則有

9%的人願意無條件提供基因資訊。此

外，在門診受訪者當中，利己主義者

的人數比例也大幅減少。在一般受訪

者中，有 15%的人會考慮以經濟利益

回饋作為交換條件，但在門診民眾當

中，只有 4%的人考慮經濟利益回饋。

在一般受訪者中，有 35%的人會考慮

以健康檢查或醫療服務作為條件，但

在門診民眾當中，只有 19%的人會考

慮以健康檢查或醫療服務作為條件。 

由這部分的調查結果顯示，遺傳

門診民眾比一般民眾更樂意貢獻個人

基因資訊協助科學研究，而且更不在

意是否自己本人能否藉此獲得經濟利

益或免費醫療服務。對於這個現象，

可能的原因或許是，這部分民眾對於

藉助科技解決個人或家人健康問題有

更高度期待，因此相對上比較願意不

求其他回報協助科技進步。當然，這

類受訪者的真實想法與動機，有待日

後研究加以證實。 

六、科技與社會倫理 

（一）問題 A6：如果基因檢測的應用

可能與社會「多數人」的倫理觀念有

衝突，您的個人意見是： 

 

表 A6-1 

如果基因檢測的應用可能與社會「多數人」的倫理觀念有衝突，您的個人意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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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表 A6-2 

無生物醫學背景者 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合計 

門診民眾 

民眾倫理觀念應該

隨科技進步而調整 

87/314, 28% 76/224, 34% 163/538, 30% 21/54, 39% 

科技不可違反「多數

人」倫理觀念 

29/314, 9% 20/224, 9% 49/538, 9% 5/54, 9% 

先了解科學與倫理

問題後，視情況而決

定 

164/314, 52% 96/224, 43% 260/538, 49% 22/54, 41% 

對這種問題沒興趣 14/314, 4% 16/224, 7% 30/538, 6% 1/54, 2% 

無法回答 20/314, 6% 16/224, 7% 36/538, 7% 5/54, 9% 

（二）分析討論： 

1.一般受訪者 

關於科技與倫理之可能衝突，向

來是科技政策的重要問題之一。本問

題的目的，在於探求國人對新科技與

既有社會價值觀潛在衝突的態度立

場。當基因檢測與既有社會倫理可能

發生衝突時，由總體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不預設立場視情況而定者人數最

多(49%)。其次排名第二高的意見，則

是有 30%的受訪者支持科技，而認為

民眾倫理觀念應該隨科技進步而調

整。至於支持既有倫理而反對科技的

人數，則僅有 9%。 

這個結果反映出了幾個很重要的

涵意：首先，由於持觀望立場者人數

高達 49%，因此日後政府推行基因檢

測相關醫療政策時，應特別注意在科

學與倫理層面上提出充分說明資訊，

方能影響這部份國民的態度。其次，

除了最多人採取的中間觀望立場者

外，在其餘受訪者方面，當科技與倫

理發生衝突時，支持科技者(30%)的人

數為支持既有倫理者(9%)的三倍以

上。這個調查結果顯示，國人在科技

與倫理議題上具有相當大的價值開放

性。 

不過以上結論並不一定能適用於

所有科技議題。本問題的舉例是「基

因檢測」，屬於應用在醫療領域的民生

科技，而不是屬於對人類生命或生態

環境有高度風險的科技，因此受訪者

比較不會單純因為倫理考量而反對基

因檢測，也並非太令人意外之事。如

果本次問卷以對人類生命或生態環境

有高度風險的科技作為問題舉例，或

許問卷調查結果將會有所不同。 

2.基因醫學部門診民眾 

關於科技與倫理衝突議題，這類

受訪者對於科技的態度，在這個問題

的回答上與在其他問題的回答具有一

致性，亦即，這類民眾對於科技的支

持程度比一般民眾更高。在一般民眾

中，認為科技優先於倫理的人數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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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0%，而在遺傳門診民眾當中，認

為科技優先於倫理的人數比例則為

39%。從而由本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出，其實社會全體人民的倫理觀念並

不當然是完全一致，各類群體的倫理

觀念，可能因為各自不同生活需要而

呈現出變異性。如果以所謂的傳統價

值或共同文化預設社會人民的倫理價

值觀具有同質性或單一性，則是忽略

了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真相。 

七、科技與少數人價值觀 

（一）問題 A7：如果基因檢測的應用

可能與社會「少數人」的倫理觀念有

衝突，您的個人意見是： 

表 A7-1 

 

 

 

 

 

 

 

 

 

 

 

一般民眾 表 A7-2 

無生物醫學背景者 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合計 

門診民眾 

民眾倫理觀念應該

隨科技進步而調整 

96/314, 31% 44/224, 20% 140/538, 26% 17/54, 31% 

科技不可違反「少數

人」倫理觀念 
 

6/314, 2% 11/224, 5% 17/538, 3% 2/54, 4% 

先了解科學與倫理

問題後，視情況而決

定 
 

174/314, 5% 124/224, 55% 298/538, 56% 29/54, 54% 

對這種問題沒興趣 10/314, 3% 24/224, 11% 34/538, 6% 1/54, 2% 

無法回答 26/314, 8% 21/224, 9% 47/538, 9% 5/54, 9% 

 

如果基因檢測的應用可能與社會「少數人」的倫理觀念有衝突，您的個人意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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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1.一般受訪者 

隨著世界人權趨勢的進展與成

熟，當代各國已經越來越尊重社會少

數群體的價值觀。本問題的研究目

的，即是在於探求國人對於少數人價

值觀的看法。與本次調查對於科技與

「多數人」倫理的意見相比較，受訪

者對本問題的回答中出現了值得注意

的差異現象。在全體受訪者中，認為

民眾倫理觀念應該隨科技進步而調整

的人數少了 4%（30%→26%），而認

為科技不可違反倫理觀念的人數也少

了 6%（9%→3%），而持中間保留立

場者則增加了 7%（49%→56%）。由

此顯示，國內民眾對於少數人價值觀

議題的態度，比針對多數人價值觀議

題略為謹慎。 

2.基因醫學部門診民眾 

與上一題目相比，如果科技與倫

理衝突發生在社會少數群體時，則這

類受訪者對於科技與倫理的態度便有

所轉變，認為科技優先於倫理的人數

比例由 39%減至 31%，認為倫理優先

於科技的人數比例也由 9%降到 4%，

而持觀望中間立場者人數比例則由

41%成長到 54%。這項結果也顯示這

類民眾對於少數人價值觀的態度，與

針對多數人價值觀的態度有所不同。 

八、基因檢測管理 

（一）問題 A8：請問您認為，是否需

要特別立法管理國內醫療機構的基因

檢測服務？ 

表 A8-1 

請問您認為，是否需要特別立法管理國內醫療機構的基因檢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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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表 A8-2 

無生物醫學背景者 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合計 

門診民眾 

有必要 193/314, 61% 167/224, 75% 360/538, 67% 38/54, 70% 

可能有必要 103/314, 33% 44/224, 20% 147/538, 27% 13/54, 24% 

沒有必要 1/314, 0.3% ~ 1/538, 0.2% 1/54, 2% 

無意見 17/314, 5% 13/224, 6% 30/538, 6% 2/54, 4% 

（二）問題 A9：請問您認為，是否需

要特別立法管理國內生物科技公司的 

基因檢測服務？ 

表 A9-1 

請問您認為，是否需要特別立法管理國內生物科技公司的基因檢測服務？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有必
要

可能
有必
要

沒有
必要 無意

見

無生物醫學背景者

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全體受訪者

門診民眾

 
表 A9-2 一般民眾 

 無生物醫學背景者 有生物醫學背景者 全部民眾 

門診民眾 

有必要 192/314, 61% 140/224, 63% 332/538, 62% 37/54, 69% 

可能有必要 97/314, 31% 71/224, 32% 168/538, 31% 14/54, 26% 

沒有必要 3/314, 1% 2/224, 1% 5/538, 1% 2/54, 4% 

無意見 22/314, 7% 11/224, 5% 33/538, 6% 1/54, 2% 

 

（三）A8與 A9問題分析討論： 

1.一般受訪者 

關於基因檢測之立法管理，目前

各國學者與政策單位多提議應早日建

立立法管理規範，以維護其實施操作

之品質，並因應這項技術可能引發之

倫理、法律、社會問題。在本次問卷

中，分別針對醫療機構與生物科技公

司，詢問受訪者對立法管理之意見。

根據問卷結果顯示，67%受訪者認為

有必要立法管理醫療機構的基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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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而 62%受訪者認為有必要立法

管理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檢測服務。此

外，27%受訪者認為有可能有必要立

法管理醫療機構的基因檢測服務，而

31%受訪者認為可能有必要立法管理

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檢測服務。 

關於民眾對於醫療機構與生物科

技公司之意見差異，在認為有必要立

法管理醫療機構的人，比認為有必要

立法管理生物科技公司的人多 5%

（67% v. 62%）。造成這種意見差異的

因素，究竟是因為醫療機構實施的基

因檢測與健康關連更密切，或是民眾

對於醫療機構的服務水準有更高期

待，值得日後進一步調查研究。 

2.基因醫學部門診民眾 

這類受訪者對於立法管理基因

檢測的態度傾向，在問卷結果上與一

般民眾的態度差異不大。各類民眾問

卷結果顯示，對於基因檢測服務之管

理，不論是哪一類民眾，都有超過六

成以上受訪者認為有必要特別立法進

行管理。 

 

參、遺傳學專家問卷調查 

這部份問卷調查目的在於了解台

灣地區基因檢測相關專業人士意見，

並詢問基因檢測臨床實施現況。受訪

者來自中華民國人類遺傳學會會員

（以下簡稱遺傳學會會員），回收份數

為 16份。 

一、基因檢測實施數量 

（一）問題 B1：在您個人工作上，近

一年間基因檢測的大約平均數量（不

含親子鑑定或產前診斷）？ 

（二）分析討論： 

本研究計畫所探討者主要為新興

基因檢測之法律、倫理議題，因產前

診斷已經是國內普遍接受之基因檢測

型態，因此不列入調查範圍。至於親

子鑑定則是判斷特定人間血緣關係，

而與疾病健康問題無關，因此也不列

入調查範圍。 

由本次回收問卷資料顯示，除其

中某一機構實施數量為 400-500 件，

其餘機構檢測數量都在每年 200件以

下。不過，由於國內遺傳領域醫師人

數不多，且願意填寫回覆問卷者比例

不高，因此國內基因檢測臨床實施精

確數量，仍待進一步調查。另外，國

內生物科技公司的基因檢測，也不在

這部份問卷調查結果中，其數量也有

待日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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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在您個人工作上，近一年間基因檢測的大約平均數量（不含親子鑑定或產前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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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因檢測個案來源 

（一）問題 B2：基因檢測個案的來源？ 

表 B2 

基因檢測個案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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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本題為複選題，由本次問卷結果

顯示，基因檢測個案來源，除個人門

診之外，機構內與機構外轉介案件，

也佔了相當高的比例。為促進早期預

防與治療疾病，今後實有必要針對一

般醫師提供遺傳學繼續教育，使病患

或帶因者能及早得到所需要之診斷與

治療。 

三、基因檢測操作人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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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 B3：在您的機構中，操作

基因檢測程序人員的專業背景為？

（可單選或複選） 

表 B3 

在您的機構中，操作基因檢測程序人員的專業背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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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基因檢測涉及專業性分子生物技

術，本應由合格專業人員操作，方能

確保檢測品質，降低誤判機率，以維

護受檢者權益。而在國內現行法，基

因檢測屬於醫療行為及醫事檢驗行

為，如果由不具合法資格者操作，將

會構成違法行為。 

本次問卷結果顯示，基因檢測的

實際操作者以生物、醫學相關科系畢

業生或在校研究生居多。而這些不具

醫師或醫事檢驗師資格者進行基因檢

測，是否已經違反法律？相關法律列

舉如下： 

醫師法第 28 條：「未取得合法醫

師資格，擅自執行醫療業務者，處六

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

下罰金，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但

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不罰：一、在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療機構，於醫

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

業生。二、在醫療機構於醫師指示下

之護理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

員。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

定。四、臨時施行急救。」 

醫事檢驗師法第 33條：「未取得

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資格而執行

醫事檢驗業務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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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得併科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金，其所使用器械沒收之。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

應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醫

事檢驗師法第 39條第 1款：「醫事檢

驗所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撤銷其

開業執照：一、容留未具醫事檢驗師

或醫事檢驗生資格人員擅自執行醫事

檢驗業務者。」 

由醫師法第 28條可知，不具醫師

資格者，原則上只有實習醫師（第 1

款）或「醫師指示下之護理人員、助

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第 2款），

才能執行醫療業務。關於醫事人員之

定義，醫療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本

法所稱醫事人員，係指領有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之醫師、藥師、護理師、物

理治療師、職能治療師、醫事檢驗師、

醫事放射師、營養師、藥劑生、護士、

助產士、物理治療生、職能治療生、

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士及其他醫事

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3根據以上法

律，如果不具有以上醫師、醫事檢驗

師、實習醫師或醫事人員資格，而從

事基因檢測工作者，即涉嫌觸犯醫師

法與醫事檢驗師法，而應負擔相關刑

責與處罰。為避免觸犯法律，從事基

因檢測之醫療機構應儘速清查基因檢

測工作人員資格。 

 

四、基因檢測複雜性程度 

（一）問題 B4：在您的機構中，使用

的基因檢測複雜性程度如何？ 

表 B4 

在您的機構中，使用的基因檢測複雜性程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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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基因檢測原本即有各種不確定

性，尤其是還在發展中的新興檢驗項

目。本題問卷結果顯示，基因檢測以

成熟、例行性技術的實施情形最多，

但也有一部分機構中有相當多新檢驗

項目，關於這些新檢驗技術是否具有

臨床效度與臨床實用性，則有待日後

進一步調查研究。 

五、基因檢測實施種類 

（一）問題 B5：在您的機構內或個人

工作中，所受理或執行的基因檢測，

除了目前例行性的產前診斷或親子鑑

定之外，還有哪些種類？（可複選） 

表 B5 

在您的機構內或個人工作中，所受理或執行的基因檢測，除了目前例行性的

產前診斷或親子鑑定之外，還有哪些種類？（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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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基因檢測可分為醫療性與非醫療

性兩種，本題問卷結果顯示，在受訪

者所屬機構中，大部分屬於診斷、預

防疾病，或藥物基因體學檢測，而屬

於保健類型的營養、生活形態基因檢

測，目前只有少部分機構提供。 

六、預測性基因檢測實際功用 

（一）問題 B6：關於癌症、心血管疾

病、失智症、肥胖或藥物適應等等基

因檢測，您認為是否有助於國民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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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關於癌症、心血管疾病、失智症、肥胖或藥物適應等等基因檢測，您認為是

否有助於國民健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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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很大幫助 有幫助 或許有幫助 不確定 沒有幫助

 

（二）分析討論： 

關於癌症、心血管疾病、失智症、

肥胖等基因檢測，性質上屬於預測將

來健康風險，而不在於診斷既有疾

病。但由於這類疾病的預測涉及基因

與環境因素的互動，因此其預測準確

性不一而足。本題問卷結果顯示，認

為基因檢測功用或許有幫助（5位），

以及不確定者（6 位），計有 11 位。

當然，本題所列之基因檢測屬於預測

性或評估性，並非診斷疾病性質，因

此受訪者專家對此不當然肯定其實際

功用，並非令人意外的結果。 

七、基因檢測功用影響因素 

（一）問題 B7：如果您不確定或不認

為基因檢測能提升國民健康，請問可

能理由是：（可複選） 

表 B7 

如果您不確定或不認為基因檢測能提升國民健康，請問可能理由是：（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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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在不直接肯定基因檢測功用的

11位受訪者中，本題進一步詢問其思

考理由。其中有一位受訪者表示目前

技術不成熟。而有 6位受訪者認為各

基因檢測項目不一定都具有臨床效度

與醫療實用性。另外則有 4 位受訪

者，以缺乏政府管理規範為由，而不

直接肯定基因檢測的實際功效。由此

可以看出，對國內部分專家而言，由

政府制訂管理規範，可發揮一定程度

確保品質的效果，而使基因檢測易於

被接受。 

八、基因檢測臨床應用標準 

（一）問題 B8：根據您的意見，值得

推薦或實施的基因檢驗技術，應具備

哪種程度以上條件？（可複選） 

表 B8 

根據您的意見，值得推薦或實施的基因檢驗技術，應具備哪種程度以上條件？（可

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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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本題目的在於探查受訪者關於基

因檢測合理實施標準的意見。由於國

際基因體研究發展日新月異，因此在

國內研究證實的檢測技術，並不一定

是最新技術。而另一方面，如考量人

種差異，則國際報導的最新研究成

果，也不當然能適用於國內民眾。因

此以國內角度而言，關於基因檢測的

合理實施標準，最寬鬆的標準是國際

期刊研究報告，其次則是外國政府或

外國專業學會承認。至於國內有臨床

研究證實，以及在國內行之有年，則

是最嚴格標準。 

本題問卷結果顯示，有將近三分

之二遺傳學會受訪者（11/16）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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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國際期刊研究報告，該項基因

檢測技術便值得推薦或實施。而幾乎

全體遺傳學會受訪者（15/16）更表

示，如果經外國政府或外國專業學會

承認，即可推薦或實施該項基因檢測

技術。在國內專家的這種開放態度

下，當然可以使國內民眾早日使用國

際間已經發展的基因檢測技術。不

過，如果這些技術的臨床效度與臨床

實用性仍有待確認，例如人種因素，

則如何避免基因檢測誤導民眾，則是

另一有待研究問題。 

九、拒絕基因檢測人數比例 

（一）問題 B9：在您的機構內或個人

工作中，求診者或個案當事人拒絕接

受基因檢測的大致比例？ 

表 B9 

在您的機構內或個人工作中，求診者或個案當事人拒絕接受基因檢測的大致

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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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本題問卷結果顯示，基本上國內

民眾拒絕接受基因檢測的比例並不

高，大部分在 10%以下。不過，有三

位受訪者專家的問卷卻顯示，有超過

20%求診者拒絕接受基因檢測，而更

有二位受訪者專家的問卷顯示，有

41%-50%求診者拒絕接受。 

十、拒絕基因檢測理由 

（一）問題 B10：如果求診者或個案

當事人拒絕接受基因檢測，其主要原

因為（可複選）： 

（二）分析討論： 

本題目的在於藉由遺傳學會受訪

者之經驗，以了解國人拒絕接受基因

檢測的可能因素。本題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費用或健保補助問題是目前導

致民眾不願接受的最常出現因素。第

二常見因素則是家人或親友反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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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0 

如果求診者或個案當事人拒絕接受基因檢測，其主要原因為（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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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基因檢測在科學上的功效，以及基

因歧視，則屬於第三常見因素。 

與先前針對民眾問卷結果相

比，在一般民眾問卷結果，費用因素

並非最重要考量，但本題問卷結果顯

示，費用因素是常見主要考量因素，

似乎本題結果與其他題目調查結果不

一致。關於這一點說明如下：本題是

針對「已經拒絕基因檢測的民眾」，請

遺傳學會受訪者回答常見的拒絕原

因。而其他題目則是針對「所有民

眾」，請受訪者回答是否接受基因檢測

的考量因素。由於這二種題目的對象

不同，因此意見出現差異並非屬於互

相矛盾。事實上，由問題 B9 調查結

果顯示，拒絕接受基因檢測民眾的人

數比例不高。而本題則進一步顯示

出，在這些拒絕的民眾中，費用問題

是最常出現的考量因素。 

十一、對消費者直接基因檢測 

（一）問題 B11：如果將來民間生物

科技公司直接對消費者銷售基因檢測

套裝產品，並對消費者提供檢體分析

數據，請問您的意見如何？ 

（二）分析討論： 

目前直接對消費者基因檢測議題

已經在國外引發爭論，主要爭點在於

這些檢測服務是否具有臨床效度與實

用性，以及是否能提供基因諮詢等解

說。本題問卷結果顯示，有將近五分

之一受訪者（3/16）反對生物科技公

司提供直接對消費者基因檢測。至於

大多數受訪者（11/16）則表示，如有

醫師或專業人員解說，則有條件加以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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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1 

如果將來民間生物科技公司直接對消費者銷售基因檢測套裝產品，並對消費者提供檢體

分析數據，請問您的意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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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醫療機構基因檢測品質 

（一）問題 B12：對於國內醫療機構

的基因檢測服務，請問您的認識如

何？ 

（二）分析討論： 

本題目的在於詢問遺傳學會受訪

者對於國內同儕的服務品質觀感。其

中只有二位認為國內醫療機構的技術

服務品質普遍可靠。而大多數受訪者

（10/16）則認為，各機構的技術服務

品質可能良莠不齊。為確保國人能接

受合乎標準的基因檢測服務，日後政

府主管機關應提出適當方法確保醫療

機構的基因檢測品質。 

表 B12 

對於國內醫療機構的基因檢測服務，請問您的認識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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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醫療機構基因檢測管理 

（一）問題 B13：關於國內醫療機構 

實施的基因檢測服務，請問您對於目 

前管理上的了解是： 

表 B13 

關於國內醫療機構實施的基因檢測服務，請問您對於目前管理上的了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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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立法管理 尚未有立法管理 不清楚

 

（二）分析討論： 

事實上，國內目前並未立法管理

醫療機構實施的基因檢測服務。雖然

國內衛生署過去曾公布零星的相關規

定，如遺傳性疾病檢驗機構評核要點

4、優生保健措施減免或補助費用辦法

5等，但這些規定屬於非強制性。自願

接受認證並通過者，可獲得國民健康

局補助優生保健措施費用。但因不具

法律授權基礎，這些規定對不參加認

證者沒有拘束力。 

另外由於國內生物醫學專業人士

欠缺法律知識，因此往往無法區分立

法院所制訂「法律」與行政機關的「行

政規則」差異，以致於對於主管機關

前述規定之法律性質發生混淆，而誤

以為國內已有立法。在本次問卷結

果，誤以為國內已有立法管理基因檢

測技術者便有一位，而不清楚者有二

位。 

十四、醫療機構基因檢測管理與立

法 

（一）問題 B14：請問您認為，是否

需要特別立法管理國內醫療機構的基

因檢測服務？ 

（二）分析討論： 

關於基因檢測技術管理政策，將

近三分之二受訪者（10/16）認為有必

要特別立法管理，而認為可能有必要

者則將近三分之一（5/16）。本次問卷

結果顯示，多數遺傳學會受訪者基本

上認為有必要立法管理基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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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4 

請問您認為，是否需要特別立法管理國內醫療機構的基因檢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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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檢測品質 

（一）問題 B15：對於國內生物科技 

公司的基因檢測服務，請問您的認識

如何？ 

（二）分析討論： 

本題目的在於詢問遺傳學會受訪

者對於國內生物科技公司的服務品質

觀感。除了其中 3位受訪者不加評論

外，其餘 13位受訪者皆認為國內生物

科技公司的技術品質可能良莠不齊，

而顯示出對於生物科技公司的技術評

價更低於對醫療機構的評價。 

表 B15 

對於國內生物科技公司的基因檢測服務，請問您的認識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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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檢測管理 

（一）問題 B16：關於國內生物科技 

公司的基因檢測服務，請問您對於目

前管理上的了解是： 

表 B16 

關於國內生物科技公司的基因檢測服務，請問您對於目前管理上的了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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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立法管理 尚未有立法管理 不清楚

 

（二）分析討論： 

事實上，國內目前對醫療機構與

生物科技公司的基因檢測服務，都未

制訂專法加以管理，因此國內基因檢

測服務屬於低度管制市場，且生物科

技公司有方式可規避醫療法（如與醫

療機構合作收案），因此許多生物科技

公司便得以提供各種醫療性與非醫療

性基因檢測。本題問卷結果顯示，約

三分之二受訪者（11/16）正確了解法

律現況（無立法管理），而其餘三分之

一受訪者（5/16）不了解法律現況。 

十七、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檢測管理

與立法 

（一）問題 B17：請問您認為，是否

需要特別立法管理國內生物科技公司

的基因檢測服務？      表 B17 

請問您認為，是否需要特別立法管理國內生物科技公司的基因檢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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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 可能有必要 沒有必要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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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本題問卷結果顯示，有近 88%受

訪者（14/16）認為有必要立法管理生

物科技公司，而這個數字更高於同一

批受訪者針對立法管理醫療機構的意

見（63%, 10/16）。這個結果也符合受

訪者認為生物科技公司比醫療機構服

務品質更可能良莠不齊的意見。 

十八、科技與社會倫理 

（一）問題 B18：如果基因檢測的應

用可能與社會「多數人」的倫理觀念

有衝突，您的個人意見是： 

（二）分析討論： 

本題目的在於了解遺傳學會受訪

者對於基因科技與既有倫理的態度。

問卷結果顯示，最多人的立場是採取

中間觀望立場，亦即先了解科學與倫

理問題後，視情況而決定（ 50%, 

8/16）。其次最多人採取的立場則是科

技優先於既有倫理（6人）。而認為既

有倫理優先於科學者人數最少，只有

2 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計畫

針對一般民眾詢問關於科技與既有倫

理衝突時之態度，除了最多人採取的

中間觀望立場者(49%)，支持科技者

(30%)的人數為支持倫理者(9%)的 3.3

倍。而在遺傳學會受訪者方面，除了

最多人採取的中間觀望立場者（8

人），支持科技者（6人）的人數也是

支持既有倫理者（2 人）的 3 倍。因

此這個 3:1 的人數比率，是否反應國

內一般民眾與基因檢測專業人士的實

際意見現況？值得進一步研究。 

 

表 B18 

 

 

 

 

 

 

 

 

 

 

 

如果基因檢測的應用可能與社會「多數人」的倫理觀念有衝突，您的個人意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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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科技與少數人價值觀 

（一）問題 B19：如果基因檢測的應 

用可能與社會「少數人」的倫理觀念

有衝突，您的個人意見是： 

表 B19 

如果基因檢測的應用可能與社會「少數人」的倫理觀念有衝突，您的個人意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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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本題目的在於了解遺傳學會受訪

者對於科技與少數人倫理價值觀的態

度。與前面一題相對照，很有趣的是，

一旦與科技衝突的倫理價值觀屬於少

數人，則最多受訪者採取的立場是科

技優先於倫理（50%, 8/16），而中間

觀望立場者的人數減少至 7人，認為

倫理優先於科學者人數減少至 1人。

不過，由於本次問卷受訪者對象有

限，僅有 16人，因此在統計上可能不

具備普遍代表性，而僅具有相對有限

參考價值。 

二十、胚胎植入前遺傳診斷 

（一）問題 B20：關於胚胎植入前遺

傳 診 斷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技術，原本用於人工

生殖程序中篩選健康胚胎受孕，目前

亦可用於協助父母生下「救命寶寶」

(saviour siblings)，以提供人體組織（如

臍帶血或骨髓細胞）救治兄姊疾病。

國內台大醫院已在2008年2月協助民

眾產下「救命寶寶」，以拯救罹患重度

海洋性貧血的兩歲哥哥。而英國國會

則於2008年5月立法討論時投票表決

許可「救命寶寶」。關於是否可以用

PGD技術生出救命寶寶，請問您的意

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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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0 

關於胚胎植入前遺傳診斷(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技術，原本用於人工生殖程序中篩

選健康胚胎受孕，目前亦可用於協助父母生下「救命寶寶」(saviour siblings)，以提供人體組織（如

臍帶血或骨髓細胞）救治兄姊疾病。國內台大醫院已在2008年2月協助民眾產下「救命寶寶」，以

拯救罹患重度海洋性貧血的兩歲哥哥。而英國國會則於2008年5月立法討論時投票表決許可「救命

寶寶」。關於是否可以用PGD技術生出救命寶寶，請問您的意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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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在 2008 年台大醫院發表救命寶

寶成功案例後，一時之間在媒體報章

出現許多人文社會學者表示疑慮或反

對意見。本題目的則在於了解目前國

內遺傳學會受訪者對於這項議題的意

見，而問卷結果顯示，採取折衷性有

條件同意立場者人數最多（ 81%, 

13/16），採取反對立場者則是有 3 位

（19%）。有趣的是，沒有人採取直接

贊成立場，不知是否與人文學者反對

有關，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十一、對兒童基因檢測之態度 

（一）問題 B21：如果涉及對兒童基

因檢測，請問您的態度是？

表 B21 

如果涉及對兒童基因檢測，請問您的態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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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對於兒童進行基因檢測涉及比成

人更多的倫理疑慮，而本題目的則在

於了解國內遺傳學會受訪者對這一問

題的態度。在贊成與反對立場之間，

其中一概配合家長與一概反對各屬於

光譜上的二個極端。而基本上配合家

長但視情況勸阻，以及基本上不建議

檢測但視可情況進行檢測，則屬於有

條件性的中間折衷立場。 

本題問卷結果顯示，基本上配合

家長但視情況勸阻者人數最多（8

位），而基本上不建議檢測但視可情況

進行檢測者，也有 7位之多。一概拒

絕基因檢測者只有 1位，而無人選擇

一概配合家長要求進行檢測。事實上

看來，本次受訪者其實以觀望性的中

間立場者最多，而都可以視情況彈性

改變其基本原則。造成這種現象的原

因，不知是否與社會條件或文化有

關？值得日後進一步研究。 

 

二十二、對晚發性遺傳疾病檢測之

態度 

（一）問題 B22：如果涉及晚發性遺

傳疾病（成年後發病），且目前並無治

療方法可用，請問您是否會對兒童與

青少年進行基因檢測？ 

表 B22 

如果涉及晚發性遺傳疾病（成年後發病），且目前並無治療方法可用，請問您

是否會對兒童與青少年進行基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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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論： 

關於對兒童與青少年基因檢測，

如果所檢測疾病屬於晚發性且無治療

方法，目前國際間專業學會多建議遺

傳醫師不進行基因檢測，而待兒童與

青少年成年後再進行檢測。與前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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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本題問卷結果顯示，原則上不

建議檢測，但可視情況檢測者的人數

由 7人增加至 8人（50%, 8/16），一

概拒絕者由 1人增加至 3人，由此可

見遺傳學會受訪者對於這個問題的倫

理警覺性更高，也符合國際學術界的

一般立場。不過，基本上配合家長要

求，但會斟酌兒童身心、家庭狀況，

視情況勸阻檢測者，人數也仍有 5

人，佔全體受訪者近三分之一

（5/16）。 

肆、結論 

在一般民眾方面，本次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出受訪者態度有以下主要

特徵與政策、研究涵意： 

一、如果能符合一定條件，基本

上多數受訪者並不會拒絕基因檢測科

技。在這種條件式同意的態度下，顯

示社會對基因科技的接受性高度依賴

於相關配套措施是否完備。 

二、由本次問卷許多議題調查結

果顯示，受訪者對於基因檢測科技的

態度，常以中間觀望立場最多，而反

映出社會意見具有相當程度的不確定

性。而這也顯示了日後教育及社會溝

通的重要性。 

三、如果基因檢測科技與社會既

有倫理價值觀發生衝突，則有將近一

半受訪者採取中間觀望立場，在其餘

人士中，則支持科技者人數是維護既

有倫理者的三倍，顯示本次受訪者的

倫理價值觀具有相當高度的開放性與

彈性。 

四、對於基因檢測科技的接受與

支持態度，不同社會群體間常出現某

程度的差異性。 

這次受訪者意見呈現出相當程度

的可變性與差異性，對日後基因檢測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涵意是，我們不

宜過度依賴特定價值或共同文化作為

預設立場，以避免相關研究論述流於

空泛或偏頗。 

至於在遺傳學專家部分，當基因

檢測涉及各種倫理問題時，實際上專

家意見也是以中間觀望立場或附條件

同意居多，而且也常保留根據個案情

況調整作法的情形，因此呈現出高度

的實用主義傾向，而不是僵硬嚴守特

定法則或價值觀。至於專家的實用主

義傾向是否來自傳統文化或特定社會

條件？則有待日後進一步調查研究。 

註： 

1. 行政院衛生署九十七年度委託科

技研究計畫「基因檢測於臨床應用時

相關的倫理、法規議題」，計畫編號：

DOH97-TD-M-113-97004。對於林瑞

珠、蘇怡寧二位教授參與本計畫並協

助執行，謝銘洋教授、林亮音教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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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諸多寶貴意見，以及研究助理高詠

文、林玉雲之優秀表現，本文作者在

此謹致謝意。 

2. 鑑於基因檢測是目前尚未普及的

新科技，如果沒有實際經驗或使用情

境出現，恐怕民眾一時之間不易形成

明確的偏好排序，因此本次問卷不詢

問這個問題。 

3. 關於醫事人員範圍，醫事人員人事

條例第 2條第 1項有更廣定義：「本條

例所稱醫事人員，指依法領有專門職

業證書之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

師、醫事檢驗師、護理師、助產師、

營養師、物理治療師、職能治療師、

醫事放射師、臨床心理師、諮商心理

師、呼吸治療師、藥劑生、醫事檢驗

生、護士、助產士、物理治療生、職

能治療生、醫事放射士及其他經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職業證

書，並擔任公立醫療機構、政府機關

或公立學校 (以下簡稱各機關) 組織

法規所定醫事職務之人員。」 

4. 中華民國 93 年 5月 18日行政院衛

生署國健婦字第 0930400590 號函修

正發布。 

5. 中華民國 91 年 12月 10日衛署國

健字第 0910016365號令訂定發布，中

華民國 95 年 4 月 19 日署授國字第

0950400285號令修正發布第二條、第

七條條文及第四條附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