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美國醫療消費市場
⼤調查與川普選後分析



前⾔

第47任美國總統表訂於2025年1⽉進⾏就職，川普（Donald Trump）即

將⼆度⼊主⽩宮展開第⼆任期。這次的川普沒有總統連任壓⼒，在共和

黨⼜同時掌握參議院及眾議院多數的情況，川普在推動政策及改⾰將獲

得更多籌碼和⽀持⼒度。

美國是單⼀最⼤醫療需求市場，3.3億⼈⼝對於⽣醫產品的需求牽動全球

⽣醫供應鏈。美國醫療消費者對於AI數位醫療、可負擔性、醫護流程體

驗的意⾒，對⽐川普新政府未來施政重點，將如何重塑往後5到10年美

國⽣醫產業⽣態系？

資誠團隊在本⽂彙整PwC Global美國醫療消費者⼤調查之統計結果，與

川普新政之施政重點對⽣醫產業利害關係⼈的正負⾯影響，讓有意經營

美國市場的⽣醫業者快速了解美國醫療體系、醫療保險給付和政策與法

規趨勢，布局川普新政下的美國⽣醫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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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負擔能⼒的挑戰

依據PwC Global訪談美國醫療消費者，無法負擔醫療保健成本是急

需解決的⼀項問題，醫療保健需要突破創新的解決⽅案。各世代之間在

醫療費⽤負擔能⼒上存在差異顯著。醫療成本趨勢逐漸攀升，成本不斷

創新⾼來到近幾年的⾼點，這對於無法負擔醫療費⽤的消費者⽽⾔可謂

雪上加霜。在這樣的情況下，⽀付⽅、醫療服務提供者和製藥公司應挺

⾝⽽出，需加強成本管理策略，積極推動醫療和藥物的可近性，實現醫

療保健以患者為本的使命。同時，也應主動協助消費者估算醫療成本，

⽐較並提供最具經濟效益的選擇。此外，讓患者知悉所有可能幫助他們

的協助，例如：財務救助或藥物補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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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才就醫：
65%的⼈在緊急情況下才尋求醫療
照護
多年來，儘管健康醫療產業致⼒於推動「疾病治療轉向慢性病預防」，

藉此提升消費者健康意識，幫助⼈們保持健康並減緩不斷上升的醫療

成本。然⽽，65% 的消費者表⽰，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會尋求醫療照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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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現象在年輕⼀代更為明顯，Z世代（39%，⼜稱Gen Z，1990年⾄

2010年出⽣） 和Ｙ世代（33%，⼜稱千禧世代，1980年⾄1990年出⽣）

⽐嬰兒潮世代 （18%，1946年⾄1964年出⽣）更有可能延遲就醫，這可

能是因為⽼⼀代患有更多的慢性疾病或更習慣與醫療保健系統互動。

這也顯⽰醫療保健領域對保險給付者、醫療提供者、製藥公司仍潛藏很⼤

的機會，通過有針對性的衛教活動、對⼤眾和患者的倡議活動，藉此與多

元消費者互動——⿎勵他們在⽣病之前尋求預防保健。

35歲以下的消費者對新醫療科技有較⾼接受度

越來越多消費者熱衷於使⽤⽣成式AI（GenAI）所提供的線上⼯具完成⽇

常任務，例如：預約⾨診、查看檢測結果、開⽴連續處⽅箋。不過，各世

代中的接受度差異顯著，18-34歲消費者有80%願意使⽤GenAI，⽽55歲

以上的消費者中只有不到60%願意使⽤ GenAI。20%的消費者願意接受使

⽤GenAI作為醫師的助⼿，⽽其他消費者的接受度，則因為對數據隱私和

照護品質的擔憂⽽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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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多數消費者來說，⾯對⾯的醫⽣就診仍然是⽐虛擬就診更容

易接受的就醫⽅式，不過，各世代也存在著很⼤的差異：55-64歲的

消費者中有50%更傾向實體就診⽽⾮虛擬就診，⽽25-34歲的消費者

中有僅有34%傾向實體就診。

調查洞察顯⽰，為消費者提供值得信賴且⽅便的數位科技、虛擬服

務、以及能夠符合消費者⽇常的照護是醫療科技的重要考量，這些照

護⽅式可以根據消費者的⽣活進⾏調整，並根據消費者對數位和虛擬

照護的接受度採取對應的客製化⾏動。健康醫療產業已進⼊數位化的

時代，確保已建⽴保護措施、保障消費者數據安全，並適時將AI納⼊

標準化流程，以正確且負責任的使⽤創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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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趨勢剖析
1. 採⽤數位科技和虛擬照護：消費者健康意識正不斷提⾼

數位醫療的發展已超越了過去僅依賴Google搜尋和WebMD的時代。現

今，越來越多具有健康意識的消費者開始使⽤數位⼯具。接近⼀半

（51%）的消費者利⽤這些⼯具找尋健醫療保險和醫療提供者的資訊，

其中最常⽤的功能包括：線上查看檢測結果、預約⾨診。

「健康醫療業所⾯臨的挑戰是如何在提供創新科技解決⽅案的同時，維

持以⼈為本的醫療照護」

⾯對⾯的實體就診或視訊就診仍然是⼤多數⼈⾸選的就診⽅式，但不同

世代間存在明顯差異。例如，55⾄64歲的消費者中有50%更偏好實體

就診，⽽25⾄34歲的消費者中這⼀⽐例為34%。虛擬照護已逐漸成為

某些⼈複診和預防保健的⾸選，其中30%虛擬照護使⽤者，通過其進⾏

⾝⼼健康或處⽅箋管理。然⽽並⾮所有⼈都能夠接受數位科技，仍有

40%的消費者對虛擬就診持保留態度。特別是在沒有保險的族群中，過

去12個⽉內無⼈進⾏過虛擬就診。

⼈⼯智慧（AI）正⾛⼊健康醫療領域。消費者調查顯⽰，多數樂於讓AI

處理重複的⽇常任務，例如：預約⾨診、開⽴處⽅箋領藥、更新聯絡資

訊。儘管20%的消費者已準備好使⽤GenAI作為醫⽣的助⼿，其他⼈尤

其是年⻑者則顯得較有所顧慮。

考慮到眾多消費者仍偏好通過⾯對⾯的醫⽣就診進⾏實體互動，健康醫

療產業⾯臨的挑戰，是如何在提供創新科技解決⽅案的同時，維持以⼈

為本的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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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採⽤數位科技和虛擬照護」很重要?

通過數位醫療，提升患者的醫療體驗，同時提升消費者的舒適

度對所有的利害關係⼈來說，數位解決⽅案能夠提升更好的照護效

益，但要整合來⾃不同廠商多樣化的數位⽅案，並提供統⼀標準化

的數位醫療體驗是相當⼤的挑戰。若整合不好，恐導致消費者⾯臨

⽀離破碎的系統，需要費⼒的找尋照護、安排預約、填寫表格、處

理付款，對消費者反⽽更為複雜。要達到成功的數位醫療，確保數

據標準化且共通是優化患者體驗的關鍵，醫療數據需要在不同的醫

療服務提供者以及數位平台間共通，避免不⼀致或資料孤島（data

silos）拖累AI效能，導致錯誤的結論和不理想的患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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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療可負擔性和價值的平衡：財務鴻溝

醫療的負擔能⼒因⼈⽽異。40%消費者認為他們醫療費⽤負擔尚可，但

無⼒再負擔更多，30%消費者無法負擔現有的醫療費⽤，剩下30%消費

者有能⼒⽀付更多醫療費⽤。

這樣的財務鴻溝正在驅動照護決策的改變。能夠負擔醫療費⽤的消費者

往往健康狀況良好，對醫療保險有充分的認知，並對數位服務感到滿意。

相反的，經濟窘迫的消費者通常也⾯臨嚴重健康問題，難以順利取得醫

療照護，在醫療保險給付有著不確定性。

這些差異正是問題的根本原因：28%的消費者因醫療費⽤⽽延遲就醫、

跳過或甚⾄停⽌治療，其中年輕⼀代受到的影響最為明顯。Z世代

（39%）和Y世代（33%）延遲就醫的⽐例遠⾼於嬰兒潮世代（18%）。

對於那些健康問題嚴重影響⽣活品質的⼈來說，其⾯臨的⾵險更⾼——

44%的⼈因經濟問題延遲就醫，導致病情加重。

7 | 2024美國醫療消費市場



2024美國醫療消費市場|  8

「隨著醫療成本上升，能夠平衡醫療可負擔性與個⼈化醫療的醫療系統需求也隨之增加」

「消費者期望簡化醫療流程、縮短預約等待時間，以改善整體就醫體驗」

不到三分之⼀的消費者表⽰可能或⾮常可能在「奢侈醫療」上多花

錢，此⽐例與那些表⽰有能⼒⽀付更多醫療費⽤的消費者相符。個

⼈化服務，如⾎液檢測、就醫諮詢優先權是他們的重點需求。25%

的⼈則願意為客製化的營養和運動諮詢上付出更多花費。61%的45

⾄54歲消費者更表⽰願意為了基因檢測⽀付更多醫療費⽤，以了解

遺傳疾病⾵險和獲得量⾝訂製的營養諮詢，如每週餐單和維⽣素補

充建議。

調查結果顯⽰，對於那些有能⼒承擔的消費者⽽⾔，健康醫療服務

正朝著個⼈化與客製化的醫療的⽅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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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藥的經濟負擔

在過去⼀年中，有80%消費者曾服⽤過藥物，其中使⽤專科治療的消費

者有更多⽐例無法負擔醫療費⽤。三分之⼀的消費者（以Y世代居多）

有品牌喜好，但那些患有重⼤嚴重疾病的⼈，認為⾃⼰負擔治療費⽤的

能⼒不⾜。事實上，61%患有重⼤疾病⽣活品質受到影響的消費者，往

往在⽀付藥物費⽤上也⾯臨財務挑戰，在整體消費者中此現象占⽐為

44%。

隨著成本不斷上升，醫療系統需要在可負擔性與消費者需求之間找到平

衡。經濟窘迫的消費者，在取得醫療照護和使⽤數位健康⼯具上同樣也

⾯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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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醫療可負擔性和價值的平衡」很重要?

通過全⾯的醫療照護成本管理，正⾯迎接醫療可負擔性的挑戰。

醫療保險和製藥公司：採取全⾯的策略，專注於減少不必要的⽀出，

從⽽為市場帶來改⾰，例如新的藥局管理模式、整合醫療和藥局效益、

提升運作透明度、和消費者溝通。投⼊研究創新⽅案，包括AI或機器

學習，藉此主動識別不必要的⽀出，並解決運營效率低下的問題。⼩

型保險計劃業者通過尋求外部醫療服務提供者或與其他策略夥伴的醫

療保險計劃合作，以建⽴有競爭⼒的照護成本管理能⼒。

醫療服務提供者：教育⺠眾如何選擇醫療保健服務。通過實證為基礎

的引導，減少不必要的⽀出，並瞭解增加照護管理成本在經濟上的影

響。醫療提供者應投⼊價值為導向的醫療照護安排，更能夠減少不必

要的⽀出。

企業：通過優化以及整合式報告來瞭解健康保險計劃在照護成本管理

上的結果和效益。企業對健康福利的需求，更能夠有效推動健康保險

計劃執⾏，例如來⾃第三⽅的獨⽴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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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克服醫護流程的挑戰

七成消費者表⽰，他們在預約或在醫療保險納保範圍的認知上沒有問

題。然⽽，對於其他⼈來說，尋求醫療照護仍然充滿挑戰，尤其是對

無⼒承擔醫療費⽤的消費者挑戰更為嚴峻。

在尋求醫療照護時，51%的消費者偏好⾃⾝熟悉的⽅式：親⾃拜訪醫

⽣的⾨診。但那些無法負擔醫療費⽤的⼈中，進⼊急診室的機率是能

夠負擔醫療花費者的兩倍。年輕的消費者和健康的消費者更傾向選擇

⽅便、免預約的診所。

事實上，三分之⼆的消費者表⽰他們會直到情況危急才肯就醫。這顯

⽰出醫療保險計劃、醫療服務提供者和企業需要持續推動針對特定族

群的健康與預防教育。近⼀半的Z世代表⽰他們不知道應該去哪裡尋求

醫療服務，這也是醫療保險⽀付者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機會，藉此以

更好的⽅式吸引和指導年輕族群。此外，45%的消費者表⽰，他們優

先選擇⾃我健康管理，⽽⾮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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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顯⽰⼀項關鍵洞察：個⼈化醫療在於提供能夠無縫快速融⼊⽣活

的便利，數位健康解決⽅案有機會成為提升個⼈化醫療⾄下⼀屆段的關

鍵。

「三分之⼆的消費者表⽰，他們會延遲就醫，直到情況緊急時才會就診。

這顯⽰出持續推動有針對性的預防性健康教育的必要性。由於近⼀半的

Z世代表⽰他們不知道應該去哪裡尋求醫療服務，醫療保險⽀付者和提

供者擁有⼀個尚未開發的機會引導年輕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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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克服醫護流程的挑戰」很重要

消費者和患者需要各界加倍努⼒進⾏衛教和推廣，以消除醫療照護的

屏障

醫療保險計劃、醫療提供者、製藥公司：持續推動與教育消費者關於

健康、主動預防和⽣活⽅式的影響，藉此提升消費者的健康與福祉。

確保在正確的時間、通過正確的管道、對正確的族群傳達訊息。組織

應從客⼾策略開始，以確定每個市場區隔的需求，在產品、服務、解

決⽅案和品牌資訊的每次互動中持續吸引客⼾。從可取得醫療照護的

途徑開始，加強努⼒幫助Z世代了解他們的醫療保健選擇。對於⾯臨更

多醫療障礙的消費者，嘗試以患者為中⼼創⽴社區⽣態系統，協調社

會、醫療和⾏為服務、傳統健康醫療。例如，由⼤型醫療機構整合社

區健康⼯作者、社區診所、⼤型零售商、穿戴式裝置公司、以及線上

雲健康管理應⽤程式，打造慢性病患者全新的糖尿病管理⽅式。

企業：持續為員⼯提供健康⽣活計劃和健康教育，並投⼊提升員⼯參

與計畫的⽅式。未來的⼈⼒資源將包含四個世代，了解不同世代員⼯

的偏好和需求，對於提供量⾝訂製的計劃⾄關重要。

健康保險計劃、醫療服務提供者和製藥公司的成功取決於對消費者需

求的通盤瞭解，以提供⾼效率、易於取得和以患者為中⼼的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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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新政下的美國醫療市場，
業者應關注哪些重點趨勢？

川普政府預期傾向推動監管鬆綁和市場機制驅動的醫療服務體系，

這將改變醫療政策現況，同時回應了保守派重視的「美國優先」政

⾒。川普政府可能⾸要考量限縮聯邦政府的監管⼒道以促進產業競

爭和創新，透過聯邦管轄權的去中⼼化來授權各州⾃⾏設計和推⾏

迎合各州需求的醫療服務，希望減輕官僚主義來提升效率促進在地

創新，但這可能會形成各⾃為政的分裂監管環境。

川普政府預期將重點針對財務預算提出施政⽅針，在提⾼醫療照護

品質的同時，努⼒削減聯邦醫療⽀出。川普注重財政責任和市場機

制驅動的醫療服務，並可能在短期就會調整經費資源分配和監管尺

度，並推動減稅。

在選舉過程中，保守派智庫對川普提出的政策建⾔⼀直受各界注⽬，

它們已為未來川普政府準備好各種施政規畫藍圖。然⽽到⽬前為⽌，

川普刻意與這些智庫保持距離。PwC Global從川普本⼈在選舉過

程中的發⾔及競選聲明，對了解他將如何影響國家政策提出以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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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可能會優先推⾏以下醫療相關政策：

資料來源：PwC Global; 資誠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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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從監管轉為⾃主治理：川普提議將AI從政府監管轉向讓產業⾃主

治理，透過監管鬆綁為科技創新排除障礙，並讓產業領袖制定倫理

標準和領導實作⽅向。

 逆轉拜登時代的政策（預期上任100天內發⽣）：依照過往新政府

上任100天內的作法，川普可能會在上任第⼀天就逆轉或修改前任

政府制定的監管法規。過去為促進健康公平性、跨性別醫療保健、

⼥性健康或推廣ESG標準的政策可能都被逆轉或修改。川普可能還

會改動與藥品議價相關的政策，尋求進⼀步降低藥價的⽅法。雖然

他個⼈曾對最惠國待遇政策表達濃厚興趣，他的競選團隊卻⼜澄清

不會⽀持此政策，使得川普政府在修改藥品議價政策的⽴場增添不

確定性。

監管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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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健康：川普持續⽀持推翻羅伊訴⾱德案（Roe v.Wade），並主張⼈

⼯流產相關醫療服務回歸各州管轄，以迎合各州居⺠的價值觀。他還提

出體外受精（IVF）費⽤應由政府或私⼈保險給付引發了各界議論，其

可能造成政府⽀出增加⽽讓部分共和黨成員持保留態度。

 Medicaid：儘管他的競選團隊尚未提出Medicaid的具體改⾰⽅法，但各界

預期川普政府可能會有所作為。川普可能會增加規定如要求保⼾必須就

業、調整符合條件⾨檻、取消低收⼊兒童納保資格及設⽴如HSA的健康

⽀出專⽤彈性儲蓄帳⼾。此外，他的政府可能會授權各州重新設計和取

消部分醫療福利。最後，川普政府可能會透過重整Medicaid財務架構改

為整數補助（block grant）或⼈均花費上限機制來削減聯邦Medicaid⽀

出。

 強化Medicare：川普承諾會確保Medicare的財務安定性和不削減經費預算，

也承諾不會提⾼年齡⾨檻。此外，川普希望提⾼藥價透明化加強解決醫

療浪費、浮報和濫⽤問題，並可能將胰島素35美元藥價上限延伸到商業

保險。他還準備進⾏藥價談判以進⼀步降低消費者的⽀出，但細節尚不

明確。

 醫療保險交易市場：川普競選團隊針對ACA改⾰最為⼈知的計劃是由副⼿

JD Vance提出，他表態⽀持ACA交易市場重新導⼊「⾵險池」（risk

pool），以個⼈醫療花費⾼低將保⼾做區分，並依此提供不同的保單。

川普政府還可能讓第⼀任時期推⾏的政策捲⼟重來，推出更多的短期保

險，並推廣個⼈健康保險給付帳⼾（ICHRA），由雇主來給付員⼯醫療

保健花費。

醫療照護彈性及選擇權

整數補助（block grant）
指聯邦政府給予州政府限
額補助，並讓各州能依據
這數額⾃由⽀配其⽤途

健康儲蓄帳⼾（Health
Saving Account, HSA）
是美國近年的⼀種新的醫
療保險形式。它的主要特
點是投保⼈必須加⼊⼀種
⾃付款（deductible）很
⾼的醫療保險計畫，並享
受免稅待遇

「可負擔健保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ACA）為歐巴⾺政府推出
的醫療保險計畫，⽤以降
低美國未受保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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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透明化：川普第⼀任期時曾要求醫療照護訂價透明化，以提升競

爭並降低醫療⽀出。例如，2019年的⼀項⾏政命令要求醫院發布收

費標準，包括⼀般服務議價後的費率，並要求醫療服務提供者和保

險公司在提供服務前告知患者預計⾃付⾦額。各界預期新任川普政

府將以這些政策為基礎，進⼀步提⾼透明度來⿎勵競爭，並增加可

負擔的醫療服務，但詳細⽅法尚未被公布。

 擴⼤初級醫療可及性和在地養⽼服務：川普政府可能會透過

Medicare去擴⼤以社區為基礎的家庭醫療，以⽀持⽼⼈獨⽴⾃主

⽣活。他也打算排除造成護理⼈員短缺的不利因素，並透過稅負

抵減和簡化申請流程來⽀持家庭照顧者。他的競選團隊尚未公布

如何實施這些事項的細節。

 注重慢性病預防和管理：川普承諾透過解決慢性疾病和兒童疾病

（如⾃體免疫疾病、⾃閉症、肥胖症和不孕症）來「讓美國再次

健康」。他預計設⽴⼀個專責的總統委員會，負責調查造成慢性

病數⼗年來持續增加的原因，並可能推動FDA 或 CDC改⾰。

醫療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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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

 國內⽣產：川普政府可能會致⼒於解決藥品短缺問題及改善美國缺

乏重要藥品⽣產⽽造成的國家供應鏈弱點。為此，川普會撤銷中國

最惠國待遇，逐步停⽌從中國進⼝必需品，並⿎勵美國企業在國內

製造關鍵產品來確保美國在⺠⽣必需品⽅⾯的獨⽴⾃主。

 稅負減免和進⼝關稅：川普主張利⽤減稅和關稅⼿段來減少對外國

的依賴，幫助緩解藥品短缺並加強供應鏈穩定性。其政⾒包括對外

國製造的商品徵收基準關稅，透過⽴法加強總統徵收互惠關稅權⼒

及處理不公平的貿易⾏為。在稅收⽅⾯，川普規劃通過延⻑《減稅

和就業法案》來維持 21% 的公司稅率，並對於國內製造產品的公司

實施 15% 的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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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點
美國市場⼀直是台灣⽣醫產品尋求海外取證與外銷拓展的⾸選之

⼀。近期台灣的新藥上市櫃公司，如泰福、逸達、台新藥等，成

功取得美國藥證；此外，數位醫療⽅⾯，⻑佳智能近期取得軟體

醫材許可證，進⼀步彰顯台灣⽣醫的技術實⼒受美國市場肯定。

在推動⾯向美國市場的產品時，台資⽣醫產業⾸要任務是釐清美

國複雜的保險體系。這需要與國際醫療服務提供者或醫療保險計

劃合作，以建⽴具有競爭⼒的照護成本管理能⼒。此外，業者須

向患者宣導各種可能的協助⽅案，例如美國⾮營利基⾦的財務救

助或藥物補助計劃。

在數位化時代，業者應考慮在產品或服務中導⼊⽣成式AI，並注

重資安，以提供值得信賴且便利的數位科技服務。同時，必須重

視醫療數據格式的國際化標準，以確保在不同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及數位平台間的數據互通性，打造以患者為中⼼的健康⽣態系。

業者可關注川普提出的各項醫療政策監管鬆綁，尤其是價格透明

化及藥價控制，將強化⽣醫產業的市場競爭機制，並為創新AI數

位醫療相關產品提供新的市場進⼊機會。川普預計以Medicare擴

⼤⽀持家庭與在宅醫療、推動慢性病照護等政策，這些都為遠距

醫療產品帶來市場成⻑的空間。同時，川普政府強化美國國內⽣

產並提供稅負減免，台商欲赴美投資，應掌握關鍵法規趨勢，全

⾯考量政策變化，制定相應策略，以便在競爭中取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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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資誠《2024美國醫療消費市場 ⼤調查與川普選後分析》，彙整資誠全球聯盟組織
（PwC Global Network）對於美國醫療市場及其2024總統選舉後的發展趨勢⾒解，由
資誠彙整資訊編撰⽽成。

資誠⽣醫透視提供全球⽣技新知，分析產業發展趨勢，不但分享PwC全球資料庫中關
於⽣技醫療產業之資訊，更分析國內產業優勢，協助客⼾掌握市場先機及發展競爭策略。
期望透過定期資訊分享，陪伴各位產業先進開發創新技術，精進產品服務，並邁向全球
市場。

本報告僅提供參考使⽤，⾮屬資誠對相關特定議題表⽰的意⾒，閱讀者不得據以作為任
何決策之依據，亦不得援引作為任何權利或利益之主張。若您有相關服務需求，歡迎與
我們聯繫。

若您欲瞭解更多資誠⽣醫產業相關資訊：

請造訪我們的網⾴ 訂閱資誠⽣醫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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