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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診所也能輕鬆刷！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消費之樣態分析 

(聯卡中心信用卡大數據平臺) 

前言 

您是否曾在醫院等候繳費時，面臨現金不夠支付醫療費用而到處尋找提款機？聯合信用卡處理

中心（聯卡中心）為提升大眾至醫療院（診）所就醫繳費之便利性，自 2017 年起推出「公務機關

信用卡繳費平臺」，率先將信用卡支付導入公立醫療院所，並於 2024 年進一步升級，將服務場域擴

大到私立醫療院所，並更名為「公務機關暨醫療院所信用卡繳費平臺」，期能讓民眾在各類醫療院所

都能輕鬆使用信用卡繳費。 

為了解我國醫療院所接受信用卡支付之情況及趨勢，本篇報告透過聯卡中心大數據平臺（註），

分析近年民眾於醫院及診所的信用卡消費資料以及信用卡持卡人的消費樣貌，以供各界參考。 

註：本文所指醫院及診所之分類，係依聯卡中心信用卡大數據平臺之 MCC（商店行業別代碼）及特

店名稱進行分類。 

 

一、2023 年我國民眾在醫療服務之信用卡簽帳金額突破 500 億元、筆數達 740 萬筆 

依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金額與簽帳筆數（如圖一）所示，2020、2021 年疫

情爆發，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金額以及筆數持續穩定緩步成長，但在 2022 年疫情

逐步解封後，連兩年成長趨勢較為明顯，簽帳金額以及筆數在 2023 年創下新臺幣 519.9 億元（下

同）、740.2 萬筆的新高。就 2024 年 1-4 月為止，簽帳金額及筆數已經分別達到 198.0 億元及 284.7

萬筆，估計 2024 年整年度的簽帳金額及筆數有機會達到 600 億元及 800 萬筆的新紀錄。進一步檢

視 2020-2023 年期間各季度交易情形（如圖二），發現每年的第 4 季，民眾去醫療院所使用信用卡

簽帳的金額及筆數，皆較前三季高。 

 

圖一：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金額與簽帳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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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20 年至 2023 年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金額與簽帳筆數（依季度區分） 

 

二、民眾在醫院及診所刷卡場景大不同：醫院以小額診療費為主，診所高額自費多 

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筆數占比（如圖三）顯示，相較於診所，民眾較常在醫院

使用信用卡付費，民眾於醫院刷卡的比例占八成以上，診所的簽帳筆數占比則由 2020 年的 19.2%

逐年下降，至 2024 年 4 月為止占比僅為 15.1%。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金額占比（圖四），醫院從 2020 年占

68.1%至 2024 年 4 月下降為 57.3%，而診所卻是從 2020 年占 31.9%至 2024 年 4 月上升為占

42.7%，可以發現隨著時間增長，民眾在醫院及診所簽帳金額的占比差距逐漸縮小，至 2024 年 1-4

月為止，民眾至醫院及診所之信用卡簽帳金額占比差距更達到 14.6%的新低。 

推估造成民眾在醫院使用信用卡簽帳筆數占比高而簽帳金額占比卻與診所差距持續縮小的原因，

是因為醫院看病的民眾較多外，且近年來已陸續導入各種信用卡支付方式來支付掛號費、看診費，

民眾也逐漸習慣在醫療院所使用信用卡支付，故民眾在醫院使用信用卡付費的比例持續增加；而目

前接受信用卡付費的診所多以自費金額較高的醫美、健檢、牙科與眼科為主，一般診所尚未全面普

及接受信用卡付款，也隱含著信用卡在診所付費的部分仍有很大的推廣空間。 



3 
 

 

圖三：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筆數占比 

           

圖四：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金額占比 

 

從民眾至醫院與診所使用信用卡之總簽帳筆數區分：小於 500 元、500-1,999 元、2,000-9,999

元、大於 10,000 元等四個簽帳金額區間（如圖五）來看，可以看出民眾在醫院大多使用信用卡支付

掛號費、看診費等等較小金額的費用，近幾年光是 500 元以下的消費筆數占比就高達４成以上；診

所的部分則剛好相反，以 10,000 元以上單價較高的消費占比４成最高，且筆數占比隨金額區間的降

低而遞減。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隨著醫療院所信用卡支付推廣的努力下，不論醫院或是診所，單筆低

於 2,000 元的消費筆數占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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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之各金額區間的簽帳筆數占比 

 

我們進一步檢視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平均單筆簽帳金額（如圖六），可以發現民眾在

醫院使用信用卡的平均單筆簽帳金額卻從 2020 年 7,481 元到 2024 年 4 月 4,690 元，下降 37.3%；

民眾在診所使用信用卡的平均單筆簽帳金額則持續創新高，從 2020 年 14,703 元至 2024 年 4 月成

長 34.0%達到 19,708 元。醫院與診所平均單筆簽帳金額的差距，則由 2020 年的 7,222 元，擴大到

2024 年 1-4 月的 15,018 元。 

 

圖六：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平均單筆簽帳金額 

 

三、臺北市醫院診所刷卡金額及筆數冠全臺 

就 2023 年民眾至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之總簽帳金額及筆數（圖七）來看，全臺醫院及診所

之簽帳金額及筆數仍以六都為主，其中又以臺北市醫院及診所之信用卡簽帳金額及筆數占全體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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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上，且高出其他縣市 1 倍以上，最為突出。除了新竹縣的醫院信用卡簽帳筆數高出桃園市以外，

其他非六都縣市醫院及診所的信用卡總簽帳金額及筆數與六都差距極大。為使支付市場更加健全，

本中心也於去年起，啟動非六都商家推廣，並積極推廣各級醫院及診所加入「公務機關暨醫療院所

信用卡繳費平臺」， 期望增進民眾在醫療費用支付上的便利性。 

 

圖七： 2023 年民眾至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金額及筆數（依醫院及診所所在縣市區分） 

 

四、女性使用信用卡支付醫療服務比例超過一半 

 若就近五年民眾在醫院與診所使用信用卡簽帳筆數占比（如圖八）之性別分布來看，女性約占

醫院的 57%以上；而診所的部分，女性占比更超過 7 成，不過男性至診所使用信用卡簽帳筆數占比，

有緩步增加的趨勢。 

 

圖八：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男性及女性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筆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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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男性及女性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之平均單筆簽帳金額（如圖九），比對同一年度兩

性在醫院及診所平均單筆簽帳金額，可以觀察到，不論哪一年度，男性在醫院的平均單筆簽帳金額

皆較女性高，但每年差距皆在 400 元上下，差距不大；在診所則是每一年都是女性較男性高，且在

2024 年 1-4 月，女性在診所使用信用卡平均單筆簽帳金額更是達到了 20,030 元。 

 

圖九：2020 年１月至 2024 年 4 月男性及女性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平均單筆簽帳金額 

 

就男性及女性民眾在醫院與診所之各金額區間總簽帳筆數占比（如圖十）來看，發現不論醫院

或診所，皆是女性簽帳筆數占比比例較高；診所的部分則發現女性簽帳筆數占比隨著金額級距的提

升而增加，且於診所刷卡消費的女性之簽帳筆數占比比例遠超男性，可能是因為診所接受刷卡的服

務項目多為醫美、健檢、牙科與眼科等單價較高的服務，而該些服務在男女性別上的需求程度有明

顯差異。 

 

圖十：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男性及女性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之各金額區間的簽帳筆數占比 

 

五、民眾在醫院使用信用卡逐年增加，其中尤以 60歲以上消費者成長較明顯 

 從各年齡層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之簽帳筆數占比（圖十一）來看，50 歲以上的民眾偏

好到醫院使用信用卡簽帳，而 39 歲以下的民眾則是偏好到診所使用信用卡簽帳。此外也發現 6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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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民眾在醫院使用信用卡簽帳筆數占比正在逐年增加。 

另從各年齡層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之平均單筆簽帳金額（如圖十二）顯示，整體而言，

不論在醫院或診所，同一年度平均單筆簽帳金額會隨著年齡層上升而增加。醫院的部分，60 歲以上

民眾的平均單筆簽帳金額約為 20-29 歲民眾的 2 倍；診所的部分則是 1.5 倍上下。說明人們的醫療

需求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進而提升醫療費用。 

 

圖十一：2020 年１月至 2024 年 4 月各年齡層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簽帳筆數占比 

 

 

圖十二：2020 年１月至 2024 年 4 月各年齡層民眾在醫院及診所使用信用卡的平均單筆簽帳金額 

 

結論 

經過多年的推廣及疫情的催化，為達「減少現金使用」的綠色經濟目標，民眾在醫療院（診）

所使用信用卡雖已逐年成長，但仍有極大的推廣空間，尤其在私立醫療院所接受信用卡支付的推廣

上，可持續擴大推展力度，聯卡中心推行的「公務機關暨醫療院所信用卡繳費平臺」，將積極推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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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醫療院所導入臨櫃、自助繳費機、行動式感應刷卡機及線上場域等受理信用卡繳費服務，並擴

及遠距醫療支付，持續為民眾及醫療院所打造更安全及便利的多元支付環境，未來更期望結合虛擬

健保卡等數位化工具，邁向普惠金融的目標。信用卡在醫療支付中的使用，不僅使民眾的生活更加

便利，也為醫療機構提供了更高效的管理方式，並減少了現金交易帶來的風險。隨著數位化支付的

發展，未來的醫療消費行為將更加智慧與便捷，醫療機構應抓住這一機會，不斷創新服務模式，持

續提升民眾「更便利的」就醫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