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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的

在不同領域的公衛⼈雖然各有專業，但常因公眾不會直接接觸到公衛⼈，造成
專業性不為社會⼤眾所知。另⼀⽅⾯，政府現⾏的公衛事務多由醫師及護理師執⾏，
已壓縮到公衛系畢業⽣的出路，使公衛⼈在就業市場上更不容易找到與專業能⼒對
應的職位。從⼆⼗年前就有許多公衛的專家學者致⼒於推動《公衛師法》及公衛專
業能⼒認證考試，試圖將公衛的專業性帶到民眾⾯前。由於眾多因素，法案延宕多
年，直至2020年全球疫情爆發才得以三讀通過。

儘管如此，公衛師仍然存在業務、執業單位不明確的問題，⼀⽅⾯政府體系尚
未開闢公衛⼈專屬的職缺，另⼀⽅⾯社會對公衛專業的內涵仍沒有具體了解，「專
業不專屬」的⽴法原則更讓許多⼈擔⼼考到執照依舊沒有保障，執照效⽤仍未明朗。

本研究旨在歸納各界眼中的公衛⼈普遍具備的專業能⼒、公衛師未來可能服務
的職位與場域，並進⼀步探討公衛師事務所有哪些發展的可能性，以及公衛師未來
還有哪些困境有待我們共同克服。

研究⽅法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釐清「公衛師」這個新興的身份適合在哪些職位和場域貢獻
所長，除了現已常⾒的畢業⽣出路，更期望了解公衛專業在業界的實⽤性，以及業
界⽬前的⼈才需求趨勢，才能拓展公衛學⽣全新的就業可能。因此，本研究為質性
研究，以半結構式訪綱（於研究期間不斷修正訪題）進⾏多次深度訪談及⼀次焦點
團體訪談，抽樣受訪對象⽅式包含依賴近便抽樣、⽴意抽樣、滾雪球抽樣等。

研究結果

第⼀節、公衛⼈的專業與現階段的職涯發展

第三節、公衛師執照在業界的重要性

第四節、公衛師的挑戰

討論與結論

⼆、企業社會責任外包

「⼤型企業有社會責任。如果沒有⽼闆願意捐這麼多錢成⽴基⾦會，有⼀個事務所
能夠幫企業去做這件事情也是好事。他們給我們錢、我們回饋民眾，那健促衛教就
多⼀條路可以⾛。」除了為企業打造⽅案，事務所也能事先備好⽅案，吸引⼤企業
從中挑選、出資，共同改善台灣民眾的健康。

三、跟基層醫療合作預防醫學

「未來如果健保給付公共衛⽣師，那診所就可以聘公共衛⽣師，這樣就能跟醫界共
利，也能改善分級醫療成效。」或許診所沒有聘請公衛師的誘因或財⼒，但與地⽅
上的事務所合作預醫專案，能為診所帶來正⾯形象，吸引民眾就醫。

⼀、了解⾏政與法規

「進入各個公家體系，應該要形成⼀個網絡，以破除現在公家體系彼此沒有太⼤幫
助的問題。」

「如果你清楚知道政府政策，就能夠直接跟政府溝通，針對公司或藥廠在台灣遇到
的政策⾯困難會比較容易解決。」公衛⼈因了解⾏政與法規，除了能為政府統整全
國與跨部⾨的資料，業界也需倚仗公衛⼈的相關背景與政府溝通政策，改善⼤環境。

⼆、通才專業

「每個領域都有進階的知識，我們不指望各領域都要進階深入，在實務⼯作⾯上，
我們也不需要這些專家，⽽是需要掌握這些能⼒的通才。」廣泛的各領域知識使公
衛⼈觀察到的資訊多半較具全⾯性，在業界具備通才的能⼒。

「⼯作上很吃專案管理、溝通協調能⼒，雖然沒有⼀⾨課，但公衛的課都不是⾃⼰
獨⽴完成的，都要團隊合作。」在業界實務上常需要與其他專業背景的⼈配合，⽽
公衛的⼤學學習過程能養成多元專業的思考模式、跨領域溝通與合作的技能。

三、公衛師的執業⽅向

「社區是公衛師最能發揮價值的地⽅。像長照ABC的A的⼯作要統籌長者跟周邊資
源，那個Ａ現在什麼⼈都可以做，但什麼⼈都不太會做。這種統籌的⼯作就是應該
交給公衛師來做。」公衛師應主動深入社區，為地⽅與中央做連結，將資源做最有
效的運⽤，除了進⾏社區疫病調查、衛教民眾，還能連結各個區域的問題。

在訪問數⼗位師長、學長姐、業界主管後，各界都⼗分肯定公衛的專業內涵與
⼤學教育內容，且上述能⼒在實務上頗有價值，現況並不如許多公衛學⽣擔⼼的
「找不到⼯作」。然⽽，受訪者也普遍給出以下建議：在學⽣除了基礎的共同科⽬
以外，應該要有個⼈專精的領域，較容易讓業界看到公衛師的價值。⽽發展企業社
會責任⽅案是⽬前較少⼈注意到的新機會，未來無論是以個⼈身份執業的公衛師或
多⼈組織成事務所，都可以主動規劃⽅案、⽑遂⾃薦，創造全新的業界需求。

另⼀⽅⾯，若要讓社會更加認識公衛專業內涵，還需要靠政府、媒體、學會等
單位持續發表公衛界的服務與研究成果，基層公衛師則同時在各地服務，共同增加
能⾒度。最後，持續修法與推⾏新政策（如：規定聘請公衛師場域、政府體系保留
公衛師員額），才能更完善的保障公衛師的就業機會。推展公衛師的就業可能性將
會是⼀趟長遠的征途，還待諸位前後輩共同努⼒。

⼀、認為重要

「健促衛教的⼈考到公衛師後，進去社區跟民眾說『我是有專業能⼒的』，在執⾏
上應該會比較有利。沒有考照的話，⼤家會不知道為什麼要找你做衛教。」⽬前實
務上幾乎所有衛教活動都由護理師、營養師等「師字輩」⼈員進⾏，然衛教實為公
衛專業之⼀，考取執照才能取得明確資格，讓民眾與企業信任公衛⼈的專業能⼒。

⼆、認為不重要

「就我⾃⼰⽽⾔，公衛師執照對我的薪⽔、找⼯作沒有直接影響的時候，我不會想
去考」統計領域的在職⼈⼠可能因實務上沒有公衛師執照的需求，也沒有法規規定
要有執照才能執業，導致許多⼈表⽰沒有⾜夠的誘因考取公衛師執照。

介紹影⽚傳送⾨

第⼆節、公衛師事務所的發展⽅向

⼀、提供諮詢服務

「長照機構可能有潛在傳染風險、長照⼈員有職業病需要預防、怎麼維持受照護者
的衛⽣，這些問題慢慢呈現」事務所也可從數據⾯看出問題，提升照護品質。

「如果公司不聘專⾨的公衛師（監督職安衛），可以簽⼀個顧問約，很多律師當法
務顧問也是這樣。反⽽比要求企業聘請公衛師更緩和，節省⼈事成本。」

⼀、法律相關：不排他、沒有場域規定要聘

「職安衛⼈員做衛教已經是常態，你要公衛師進去專職做這⼀塊效益沒有很⼤。」

「證照沒有排他那專業在哪裡︖公衛師就會失去存在的價值。」師長和業界學長姐
都⼀致認同「不排他」是公衛師的致命傷，亟需盡快找出「非公衛不可」之處。

⼆、衛⽣所⼈⼒配置問題

「我們進到社區做衛教、長照推廣，公衛做、護理師做、醫師做，其實都差不多。
但醫療⾏為像是抽⾎打針，就不是公衛有辦法執⾏的。」不只在衛⽣所員額固定的
情況下難以挪出公衛師職缺，⽬前中央政府也尚未表態願意保留公衛師的職缺。

三、社會不認識、不信任

「科技產業投資額很⾼，發⽣事情損害很⼤，就會比較在意職業衛⽣，但傳統產業
就不會這麼重視。最重要的是公衛能不能讓⼈覺得我們在機構很重要，如果我們幫
忙就能預防什麼事發⽣，才會有這個需求。」

「公衛常常是⼀個比較廣的⾯向，說起來很吃虧，沒辦法快速展現我們的成果。」
當前社會⼤眾尚未看到公衛⼈在業界的價值，即使已經⽴法由國家認證公衛的專業
性，仍需要時間彰顯服務與研究成果。如何向⼤眾展現實⼒，仍考驗著全體公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