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醫院採購單位的角度談風險管理 
財務部 

在不同的文化環境、不同的產業中，可能因為發生風險機會的多寡與管理

文化不同的因素，人們對於風險的忍受程度、迴避程度也隨著不同。猶記得兩

年前的七月當本院成立風險管理部時，當時本院已規劃一系列風險管理課程，

但在醫院管理學會的學術研討會上並沒有有關風險管理的課程可參加。如今，

醫療主管機關-衛生署已極力推動病人安全議題，把風險管理中以病人為中心的

病人安全管理程度列為醫院評鑑的重點評量因素，在醫療管理領域裡確已形成

一股不可抵檔的時代潮流。 

今天我們所要談的風險是以採購單位的角度去看「純風險」，也就是當該風

險確實發生時只會為醫院帶來損失，而不會有任何獲益的風險。這並非企業界

通過一定成本的投資組合就會產生大小不等正值或負值的財務風險。這個「純

風險」是一個抽象的概念，既看不見也摸不到，但卻令人實實在在的感受它的

存在（鄭子云，2001）。 

一般人多以為在臨床上才會有醫療安全的風險管理，就行政支援系統的採

購單位而言，角色扮演為醫療線上藥品、醫衛材、機（儀）器設備的資源供應

支援單位，經常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著醫療品質的呈現。其實，凡人就會犯錯，

以下首先介紹一則異常通報案例與讀者分享後再詳加說明。 

於 94 年度本院舉辦的某梯國外員工旅遊前，負責採購骨科醫材的同仁，本

著認真負責的態度，於出國前夕緊急將骨科申請即將進用的開刀醫材品項詳列

一明細表，內容含一項預估且計算錯誤的自費價品項。未經單位主管與正式流

程即直接將此資料交予骨科助理，以備萬一要使用時作為參考。結果，起司理

論果然應驗了，偏偏就有患者須緊急使用此未經鍵檔的醫材，收費內容就是按

那錯誤的金額向病患收費。這個收入減損的風險確實發生了！這是因為作業流

程設計不良或因為個人的疏失或兩者均有--呢？經過 RCA 會議對事不對人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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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後，就幾個軟硬體構面提出檢討後改善，以預防類似事件再度發生。以上是

典型財務面的風險管理案例之一，當然我們還有更多有關採購作業的風險管理

議題值得探討： 

一、不確定性的風險因子 

1. 採購產品品質不良的風險  

在這全球化的微利時代，醫療產品的供應商為撙節費用縮小人工成本，已陸續

將製造工廠移往人力成本低廉的第三國。經統計資料顯示，進貨產品的不良率

升高了，規格設計與成份比例也「朝輕薄短小」化。產品品質不良的影響，輕

者換貨賠償債了事，重者影響病患所接受的醫療品質，即病患的權益可能在不

知不覺中受損，同時也影響醫療前、後線同仁的工作品質與效率。 

2. 採購資訊不足的風險 

全院的採購品項多達數千項（不含設備類），醫療產品須求的特性是既急切又極

少替代來源（多為進口產品，自從對岸開放經濟發展以來，也有很多來自他們

的進口品）。任何政府重大政策的宣告、民生物品物價水準的異動或原物料的世

界性短缺性新聞，都是採購作業中重要的參考訊息，資訊不足的風險可能導致

物料成本提高、供貨短缺—等耗費人工時的無形成本。 

3. 供應商倒閉的風險 

買賣雙方的合作關係宜善不宜惡，經營不善的供應商本身可能只有不再經營獲

利而已，但對醫院所產生的影響有：無法持續的供應正常的物料；無法對於所

販售的機（儀）器設備提供後續的維修服務—等，導致醫療線上物料匱乏，導

致該機器或儀器故障時無法維修或無零件可更換等。這個風險曾發生在本院，

當時因合約有詳加約定付款辦法，才勉強將未付款部份轉移作為自行維護的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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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產價值減損的風險 

進貨產品耐用性不良、院內產品遭不當破壞、使用人員操作不當、產品閒置、

採購過程不夠嚴謹—等等都會造成醫院財產價值減損的風險。這些風險可能即

時發現也可能經過一段時日後才顯現，一旦發現時大多已成事實，事後的風險

控制大多較無成效，有效的預防機制是必要採行的。 

二、規避風險的工具減抑損害                     

1. 產品品質異常通報流程 

這裡的異常通報不是醫療線上的 Adverse Event，而是對於採購的藥品或醫衛材

品質異常的問題。經過通報流程讓問題呈現，無論是產品設計或材質或偶發個

案的不良現象，儘力獲得妥善的解決，有效的控制採購品質。 

2. 蒐集更多資訊減少衝擊 

蒐集更多資訊為的是預測未來將面臨的情境會帶來的各項風險，如政府政策改

變的資訊（尤以健保局對於藥品、特材價格的給付異動）、能源漲價的資訊（儘

速請相關單位配合使用替代產品）、環保規定的資訊（如無法配合該規定的產品

退換貨的問題）、國際性貨源短缺的資訊（如牛隻血品遭感染致血液製劑成本大

幅上漲），有了充份的資訊才能提早尋求因應方案，減少風險發生時所造成的損

失。 

3. 分散採購對象避免缺貨的風險 

對於貨源不穩定的產品應尋找多個供應來源，可不必同時向他們購買，但可分

批或輪流購買。分散採購對象可避免醫療線上缺料的風險，也可降低供應商倒

閉產生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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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的合約管理轉移風險 

各項合約內容除了應以甲乙雙方誠信公平為原則外，為保障醫院應有的權益，

針對每一不同產品特性訂定不同的合約條款。舉例如：機（儀）器的定期耗損

的零件或材料應於採購前事先約定更新的價格以免不肖廠商於售後借機哄抬價

格。機（儀）器的操作說明、組裝架構、組裝線路圖及維修手冊等均應於合約

中詳細約定，以避免成為孤兒機（儀）器。。 

5. 儘量採用有標準規格的產品 

機（儀）器的定期耗損的零件或材料儘量採國際標準規格的產品，避免被供應

商鎖定規格的限制，而導致孤兒機（儀）器或者導致長期性的維修成本居高不

下。 

6. 新興科技工具的運用 

如 B2B 訂購平台的運用，減少傳統書寫或口頭訂購的人工錯誤；產品條碼管理、

產品 RFID 管理對於產品進出管理做有效管制--等新興科技工具的運用，不但可

增加工作時效，更可增加採購作業的準確性，減少因新手操作錯誤、生理疲累

或壓力因素所產生的人為錯誤損失。 

7. 流程設計加入溝通管道 

採購作業裡無論是詢價或議價等作業流程中，充份瞭解使用單位的須求與要

求，如：與護理單位討論最適的床高度、最適的點滴輸液管長度等；與技術支

援單位（資訊室,工務課,醫工課）討論最適規格、最新型號、最不易故障品牌

等。於採購作業流程中整合諸如上述各種資訊，必要時提供試用，再搭配廠商

所能供應的產品功能與規格，以尋求一最好的採購方案，這個設計的目的為的

是避免各種採購不良的風險，如規格錯誤、功能不符等訂購錯誤，最後甚至無

法退換貨而導致醫院或者採購人員自身損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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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流程設計加入重覆檢驗 

就如上述案例，標準作業流程內容從提出申購至議價至上呈核准至鍵檔至開啟

使用，有不同單位的經辦人員、單位主管、上級主管、最高主管等，才能完成

進用、啟用、收費等所有機制。這當中含有多重關卡重覆檢驗的設計，以避免

因個人不慎疏忽所造成的損失，但有作業辦法在也是須要人員確實依照辦法執

行才能徹底落實。 

最後，採購作業的風險保障無法以加入商業保險來遇險獲理賠，所以採購

單位人員除了應妥善管理各項作業流程、作業環境的風險，更有責任將醫院的

風險降至最低。故，即使如天災將會造成的風險，也有因應的準備措施如下： 

無論有無預警的天災發生時，庫管單位急救物品之備庫量是否足夠使用是

非常重要的，保持單位內有人員負責處理緊急調動物資也是必要的，為使醫護

一線同仁於救治具傳染性疾病病患或大量傷患時，免於缺乏有效的醫療物資而

影響醫療時效或身冒被傳染的風險，採購人員必須配合院方主管指揮，提供必

要的支援。 

很多潛在的風險不發生時，很難讓人感覺它的存在。要預測風險的威脅能

力，有賴醫院全員對風險的敏感度、對風險管理的重視程度、不斷的經驗累積，

跳脫習慣性的思考，確實作妥各項事故的記錄工作，以讓本院的風險管理工作

遍佈於各角落，並讓風險管理在院內蔚為風氣，形成本院重視風險管理的優良

傳統文化。當然，在整體運作中扮演小小螺絲釘角色的採購單位，也會因為這

個優良文化倍感榮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