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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與今年世界衛生組織年會預備工作進度及醫療

產業配合新南向政策之輔導進度及執行成果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日  大院第 9屆第 3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委員會第 16次全體委員會議，承蒙貴委員會邀請，以

下謹就「我國參與今年世界衛生組織年會預備工作進

度」及「醫療產業配合新南向政策之輔導進度及執行

成果」進行專題報告，敬請各位  委員不吝指教。 

 

有關「我國參與今年世界衛生組織年會預備工作進

度」： 

壹、 背景說明 

世界衛生組織(WHO)每年於 5 月假瑞士日內瓦聯

合國萬國宮舉辦世界衛生大會(WHA)，自 2009 年起，

我國連續 8 年受邀以衛生福利部部長(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fare)頭銜，率團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WHA。 

歷年來本部秉持專業參與原則，積極參與 WHA

各項技術議題討論，貢獻我國專業意見，並分享我國

醫衛經驗成果，掌握全球最新醫衛資訊，增進全民健

康福祉。 

目前外交部已持續向世界衛生組織(WHO)表達希

望循例受邀的立場，並爭取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的支

持。配合外交部整體策略規劃，本部刻正全力準備參

與本年 WHA 各項專業與會事宜，並與外交部等跨部

合作，以期達成本年持續專業、務實、有貢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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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 大會之目標。 

貳、 本年籌備工作 

一、 本(106)年第 70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將於本 5

月 22 至 31 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主題為「在永續

發展時代，為全民健康建構更好的體系(Building 

Better Systems for Health in 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持續關注聯合國於 2015 年實施的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並著重透過提升健康體系本

身 來 實 現 全 民 健 康 覆 蓋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強調衛生與農業、教育、就業、能源、

環境和經濟等跨單位之合作息息相關。 

二、 本年本部仍秉持專業參與原則，積極進行與會

之各項準備工作，如： 

(一) 規劃部長於大會全會發言： 

每年部長以中華臺北代表團長身分，依大會主

題，於大會全會進行 5 分鐘發言。 

(二) 準備團員於技術性委員會之發言： 

1. 歷年來團員踴躍於會中發言、參與各項專業

討論，本年議題包含緊急衛生事件管理、衛

生人力全球策略、抗生素抗藥性計畫、國際

衛生條例實施作為、流感大流行準備、偽劣

藥及缺藥管理、促進移民健康、全球疫苗行

動計畫、非傳染性疾病防治、失智症照護、

終結兒童肥胖、嬰幼兒營養、暴力防治、菸

害防制、預防聽力損失、青少年健康、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等議題。 

2. 本部已就 WHA 大會主題及相關技術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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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進行研析並撰擬發言稿，以利充分專業參

與大會。 

(三) 規劃參加 WHA 周邊國際醫衛專業團體活

動： 

1. 每年 WHA 會議期間，全球重要醫衛專業團

體於周邊辦理相關活動，如：世界醫師會

(WMA)、國際護理學會(ICN)等，我亦藉此機

會拓展人脈，使國際社會對我國有更多的了

解。 

2. 本部與外交部已持續積極蒐集資訊，規劃出

席國際醫衛專業團體活動。 

 

有關「醫療產業配合新南向政策之輔導進度及執行成

果」： 

壹、 背景說明 

蔡總統於 105 年 8 月 16 日召開對外經貿戰略會

談，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綱領》，將「新南向政策」

定位為我國整體對外經貿戰略的重要一環，尋求新的

方向和新的動能，並重新定位臺灣在亞洲發展的重要

角色，創造未來價值。行政院也依此於 105 年 9 月 5

日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從「經貿合作」、「人

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

並進行橫向串連，而其中本部配合政府整體新南向政

策，於「資源共享」面向，透過強化與新南向國家於

醫藥、公共衛生、人才培訓及防疫等方面之合作，拓

展並深化與新南向國家之雙邊友好關係。 

貳、 本年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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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區域聯合防疫網絡 

本部與外交部及美國在臺協會(AIT)於臺美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下，訂於本(106)

年 4 月 25-28 日合作辦理「登革熱/茲卡/屈公病檢驗

診斷國際研習營」，將邀請 17 個新南向國家 34 名

官員來臺參加，相互交流各國檢驗診斷技術及應用

我國研發之登革熱快篩檢驗試劑，與新南向國家之

衛生防疫單位建立跨國合作防疫網絡，提升區域防

疫監測與緊急應變量能，遏止新興傳染病散播，並

引介我國研發之登革熱快篩檢驗試劑，促進我國防

疫生技產業交流。 

二、 醫藥食品雙邊認證、新藥及醫材開發合作： 

(一) 實驗室認證合作：持續蒐集各國認證實驗室

資訊及申請新南向國家認可實驗室，目前已

完成印尼認可我國食品實驗室累計 3 家次。 

(二) 醫材檢驗合作：建立檢驗技術之雙向交流合

作管道，比較新南向國家之醫療器材檢測驗

證技術差異，以建置相關產品測試驗證技

術，本年度擬完成 1 項新南向國家醫療器材

之標準檢測技術及比對，並建置 1 項獲新南

向國家認可之醫療器材檢測驗證技術。 

(三) 醫材法規協和：強化我國對新南向國家醫療

器材上市前至上市後法規管理制度之了解並

倡議與新南向國家之交流，本年度擬辦理法

規分析國際研討會 1 場次。 

(四) 藥品法規協和：推動與新南向國家建立法規

協和與審查交流機制，增加產業拓展外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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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本年於出席 2017 APEC 工作會議期

間，業與印尼、泰國及菲律賓等國官方進行

交流。 

三、 國際醫療相關產業： 

(一) 我國醫療服務有 6 大優勢及 7 大特色醫療，

優勢包括高品質醫療、醫療費用合理、高科

技技術、病患至上的服務、全面性醫療項目

和專業醫療團隊等，而我國凝聚出推動國際

醫療的主要特色醫療項目，包括(1)顱顏手

術、(2)活體肝臟移植、(3)關節置換與脊椎手

術、(4)心臟檢查與治療、(5)微創手術、(6)

人工生殖及先天性畸形、(7)美容醫學、植牙

及高階健檢等。本年度本部執行進度如下： 

1. 「臺灣國際醫療全球資訊網」目前有英、日、

簡體中文，已新增東南亞國家之越南語系版

本，並已完成上線，本年將擴大提供手機網

頁版本。本年該網頁將再研議新增印尼文之

版本。 

2. 提供東南亞外籍病患編纂外語化文件，現已

完成語言包含：印尼文、泰文、越南語、英

文、簡體中文，另研議將再建置 2 種語言版

本之外籍病患外語化文件。 

3. 過去三年來，新南向國家病患來臺人次呈現

穩定成長，來臺人次從 102 年的 38,383 人次

(16.6%)到 105 年的 85,348 人次(30.56%)，顯

見已有相當發展基礎。 

4. 於 106 年 7 月研議東南亞國家製作國際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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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文件，鎖定 2 個東南亞國家製作國際醫

療宣傳文件。 

四、 人才培訓： 

透過吸引新南向國家來臺學習醫療技術，推廣我

國產醫材、藥品，目前本部相關規劃與執行進展

如下： 

(一) 臺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計畫

（TIHTC）：自 97 年起開辦醫療臨床及醫衛

相關之專案培訓課程，迄今培訓新南向共 9

個國家 376 位國外醫事人員。 

(二) Global surgery 外科種子醫師培訓計畫：我國

在顯微外科重建手術、顱顏手術及器官移植

手術等醫療領域居全球領先地位，為響應

WHO 所倡議的 Global surgery，我國於第 69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提出將在未來 5 年內

提供世界各國 50 名外科醫師的訓練機會，統

計 105 年度新南向國家醫師來臺受訓共有 12

國 214 名外籍醫師，其中超過 1 年者，計有

泰國、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巴基斯坦

等 5 國 17 人。 

五、 醫管輸出： 

(一) 推動醫療機構與產業聯盟共同合作，並選定

牙科、骨科以及智慧醫療為重點領域，建構

整合性醫管服務/產品模組，並成功整案輸出

至東南亞市場，說明如下： 

1. 牙科領域：整合植牙技術與南部科學園區 5

家國內優質廠商之醫療產品，成功建構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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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產品模組-精準導航植牙解決方案，並與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牙醫學院簽署產學合作

MOU，將 MIT 植牙解決方案整案輸出至泰

國。 

2. 智慧醫療領域：臺灣智慧醫療系統整合性解

決方案，整案輸出至緬甸。 

(二) 本(106)年 1 月 13-17 日前往越南參訪，實際

瞭解當地醫療機構發展現況及洽談雙方可合

作之面向，達成以(1)醫院/衛生主管機關管理

幹部培訓(2)醫院專業醫護人員培訓及(3)協

助醫療機構智慧化等三大層面為雙方合作主

軸之共識。目前正持續進行後續實質合作方

案之規劃，期能為台灣醫療產業進入越南市

場，拓展商機。 

(三) 建置 Taiwan Healthcare+(THP)國際商貿整合

行銷平臺，匯集臺灣標竿企業與優質產品及

臺灣 TOP 醫療(THP 平臺已匯集超過 200 項

產品及 13 家醫院、57 個專科與 58 家生技企

業)，型塑臺灣品牌形象，並透過國際網路與

媒體宣導，讓東南亞國家看見臺灣創新醫療

生技動能，拓展商機。 

1. 配合本年 2 月 21-24 日舉辦之 2017 年臺灣智

慧城市展，規劃「國際智慧醫療產業論壇暨

整體解決方案應用分享」，並邀集國內廠商共

同參展及辦理「國際智慧醫療健康科技產業

商機洽談會」，向新南向國家宣傳推廣臺灣整

合 型 醫 療 品 質 解 決 方 案 及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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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care+(THP)國際商貿整合行銷平臺，潛

在合作廠商超過 60 家，有合作意願者計有馬

來西亞、菲律賓、印度等。 

2. 本年 2月 13日與泰國財政部次長率領之泰國

經濟代表團進行雙邊合作會談，推薦 Taiwan 

Healthcare+(THP)國際商貿整合行銷平臺及

針對「臺灣生醫產品進入泰國之相關法規障

礙」、「雙邊企業對接機制和可行領域」及「生

物技術授權與商轉」等 3 大議題進行討論。

預計於本年年底籌劃辦理臺泰雙邊醫療與生

技論壇與產業相關交流會議。 

3. 本年 9 月 6-8 日規劃參與於泰國舉行之

Medical Fair Thailand 2017 國際展會，推廣

Taiwan Healthcare+(THP)國際商貿整合行銷

平臺，整體展示臺灣亮點優質品項及臺灣

TOP 醫療團隊並規劃辦理 B2B 商機洽談會。 

 

總結 

    本部承蒙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對業務之推

動，有極大之助益，在此敬致謝忱。尚祈各位委員繼

續給予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