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現今醫療科技進步，病人即使陷入昏迷，仍可藉由維生醫療設備或人工餵

養、靜脈營養注射方式等來維持生命。但長期臥床導致併發症經常進出醫院，家

屬雖然知道維生醫療設備不會讓病人好起來了，但是卻無法做出停止維生醫療的

舉動。病人自主權立法自 2019 年發佈實施至今，有 2 萬 8 千多位民眾簽署預立

醫療決定書，仍有努力的空間。因此藉由此研究來探討人們對於預立醫療決定的

行為意圖。 

本研究以分解式計劃行為理論為基礎，以臺灣 20歲以上具有行為能力的民

眾為研究對象並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探討人們對於預立醫療決定的態度和行為意

圖。共回收 267份問卷，資料分析採用 SPSS 22.0 統計軟體及 SmartPLS 3.0，主

要結果發現「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呈現正向顯

著影響，「相容性」、「相對優勢」對「態度」呈現正向顯著影響，「外部環境」對

「主觀規範」呈現正向顯著影響，「自我效能」、「促成條件」對「知覺行為控制」

呈現正向顯著影響，模式整體解釋力為 59%。由此顯示，民眾對預立醫療決定的

態度越正向，以及能掌控所需資源或機會越大時，對於預立醫療決定的行為意圖

則越強，並且會重視廣電雜誌、網路社群以及專家名人的推廣意見。建議整合安

寧緩和條例與病人自主權力法，強化預立醫療決定之優點；增加預立醫療決定照

護諮商門診及降低其費用，讓民眾更有機會參加預立醫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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