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拉圭大學爭相設立牙醫系引發諸多問題 
 

駐巴拉圭共和國大使館文化參事處 
 

巴國在 1992 年之前只有國立亞松森大學及私立天主教大學設有

牙醫學系，其後隨著政府開放大學設立，牙醫系的數量開始快速成

長，目前已有十四所大學總共開設了十九個牙醫學系（含分校），醫

師人數也在過去廿年間由 1,700 人增至 7,500 餘人。然而，由於各校

爭相設系之前並未深入考量社會條件及就業環境等問題，造成現在牙

醫師供需失衡的現象。此外，全國十九個牙醫學系只有三個通過「國

家高等教育評鑑認證中心」（Aneaes）評鑑，顯示學生的受教品質缺

乏保證。 

牙醫師這個行業在

巴拉圭面臨著以下幾項

困境，其一為由於教育

部及衛生部受限於大學

法的規定，無法對於大

學牙醫系的氾濫負起把

關的責任，因此儘管牙

醫師與人口數的比例上升為 1:1,000，但服務品質值得商榷。其次，

雖然國民健康保險自 2009 年起將齒科列入免費醫療的範圍，然而即

使醫師具有專業水準，也因基礎設施不足及醫療器材與藥品缺乏，限

制了醫術發揮的空間，例如有些在取得公立醫院職位後奉派至偏遠地

區服務的牙醫師，雖然每個月可領取 1,600 至 1,800 美元的高薪，但

工作條件惡劣到無法提供基本醫療服務的地步。 

「巴拉圭牙醫學會」（COP）會長 Eduardo Poletti 指出，如果考

量到全國 64%的勞動人口月薪低於 400 美元，21%介於 400 至 800 美

元，只有少數人的經濟能力足以負擔私人診所的診療費用，然則招收

過多的牙醫系學生未必具有正面的意義。他同時也批評現在的牙醫教

育處於「無政府狀態」：國會毫不思考地就同意新大學的設立申請，

學系成立前及成立後都沒有專業機構對於師資、教學內容及設備進行

考評，教育部核發證書及衛生部核發醫師證書前也無法掌握畢業生的

實際修業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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