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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為臺灣醫療史的研究，係從戰後「美援醫療」的角度切入，運用樂生院

機構內部史料，探討戰後臺灣漢生病政策為何以及如何轉變；目的在補足這段歷

史研究的空白，並追究政策變革之中存在的人權問題。本文的研究指出：戰後臺

灣漢生病政策轉型並非順理成章之事。至 1950 年代中期，戰前日本強制隔離措施

成為一種政策遺產，在政權轉移的過渡期持續運作。其後，因美援衛生計畫的介

入，以及國際教會組織的協力，始啟動政策變革。1960 年代初，臺灣漢生病處理

無論在醫療專業人才的養成，或醫療技術的更新，以至門診治療系統之建立，可

見美式醫療的形成。同時，由國際教會組織設立的臺灣痲瘋救濟協會，也運用美

援衛生計畫的基礎，投入在地的門診治療系統，以實踐其「醫療傳道」的任務。

本文的研究也指出：在美援時代結束之際，樂生院住院患者遭受「醫療實驗」造

成的傷害，說明美援醫療所形構的醫學知識／權力關係，也使這群患者承受另一

種健康的風險，成為戰後臺灣人權歷史的負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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