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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壹、我國參與WHO之推案工作

貳、參與WHO之實質突破

參、參加本年第6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

相關工作準備事宜

肆、未來推動工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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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來自民間醫界的關切及廣大民意的支持，
政府以務實態度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爭取
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

˙歷經2003年SARS疫情，我國仍以務實態度進一

步推動有意義參與(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世界衛生組織各項專業活動。

壹、我國參與WHO之推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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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WHO之實質突破(1/4)

一、鑑於SARS對全球防疫的衝擊，WHO於2005年修改
「國際衛生條例」 (IHR) ，以強化國際防疫網絡，要
求所有會員國遵循

˙ 2009年1月WHO通知將我國納入「國際衛生條例」

(IHR)網絡，包含：

(1)指定窗口並與WHO窗口直接聯繫

(2)進入「公衛事件資訊網站」，登錄相關訊息

(3)緊急事件，由WHO派遣專家協助、並可邀請我

專家出席緊急委員會

(4)將我專家納入IHR專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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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WHO之實質突破(2/4)

二、參與IHR活動，包括訊息通報、參與相關技術性會議
及訓練、重要傳染性疾病之準備及因應

˙通報傳染性疾病等疫情訊息；重要國際衛生資訊之流
通，包括去年日本海嘯導致核電廠輻射外洩意外之污
染和食品安全監測資料。

˙參加技術性會議與訓練計畫，如IHR Implementation 
course (i-course) ，以增進對IHR之執行能力。

˙透過此機制妥善因應流感疫情：經由流感合作中心取
得H1N1新型流感之疫苗株，自行產製H1N1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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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WHO之實質突破(3/4)

三、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觀察員身分，出席
WHA

˙ 2009年至今已連續四年獲邀參加以觀察員身分受邀參與
WHA

˙由WHO幹事長致函，向我衛生單位最高主管提出邀請，
與其他受邀與會之WHA觀察員無異

˙衛生署署長以團長身分於大會總討論(General Discussion)
中針對每年大會主題發言

˙代表團員亦於技術性委員會中分享我國醫衛經驗及成就

˙會期間與重要友我國家及我國友邦進行雙邊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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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WHO之實質突破(4/4)

四、自推動參與WHO以來即開始參與WHO周邊相關活動，
並於2005年起積極參加WHO技術性會議

˙除IHR相關活動外，技術性會議尚包括與傳統醫藥、食

品安全、母乳哺育、健康城市、護理照護等公共衛生

相關議題之會議，計94年8場、95年6場、96年3場、

97年3場、98年5場，99年10場及100年10場。

˙參加會議可增進我國專家與WHO及各國之交流，即時

掌握議題之最新發展，提供我國政策制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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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加本年第6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
相關工作準備事宜(1/2)

一. 我國於3月30日接獲WHO幹事長致本署邱文達署長

( Dr. Wen Ta Chiu, Minister, Department of Health)邀
請函後，邱署長於4月6日函復WHO將率團參加

二.    依據本年擬討論之技術委員會議題組團，包括本署
醫事處、國際合作處、疾病管制局及國民健康局等
單位人員，並邀請國內衛生領域專家參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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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會目的及行程規劃

「專業參與，增進國際醫衛合作」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與國際分享醫衛經驗

˙拓展國際醫衛交流合作

˙爭取WHO改善我之參與情形

參、參加本年第6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
相關工作準備事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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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65屆世界衛生大會(WHA)

˙會期: 5月21-26日

˙地點:瑞士日內瓦，聯合國萬國宮

˙與會成員: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副會員、大會觀察員、聯

合國轄下專門機構、政府間組織、非政府間組

織等

˙活動:全會、技術性委員會、技術性簡報、周邊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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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分享醫衛經驗

˙於WHA中分享我國經驗

*署長於大會全會以本年大會主題「邁向普及化全民健
康照護」，進行5分鐘發言

*團員於技術性委員會發言：本次共有15項技術性議題，
我國將擇定我關切且較能貢獻之14項議題發言

˙出席國際醫衛專業團體活動：世界衛生專業聯盟

（WHPA）;世界醫師會(WMA)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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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15項技術性議題 (1/2)

˙ 13.1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 13.2 Global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the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response from health and social sectors at 
the country level 

˙ 13.3 Nutrition 
˙ 13.4 Early marriages, adolescent and young pregnancies 
˙ 13.5 Monitoring of the achievement of the health-relate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 13.6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outcome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Rio de Janeiro, Brazil, October 2011) 
˙ 13.7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 13.8 Global mass gatherings: implic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global 

health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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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15項技術性議題(2/2)

˙ 13.9 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sharing of influenza viruses and 
access to vaccines and other benefits: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Advisory 
Group 

˙ 13.10 Poliomyelitis: intensification of the global eradication initiative
˙ 13.11 Elimination of schistosomiasis 
˙ 13.12 Draft global vaccine action plan
˙ 13.13 Substandard/spurious/falsely-labelled/falsified/counterfeit medical 

products: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f Member States 
˙ 13.14 Consultative expert working group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inancing and coordination 
˙ 13.15 WHO’s response, and role as the health cluster lead, in meeting the 

growing demands of health in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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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衛生議題之趨勢及轉變

˙重視"非傳染性疾病"的預防與控制(13.1)

˙關注影響健康之社會因素(13.6)

˙注意到大型集會相關之衛生安全 (13.8)

˙流感大流行框架對病毒分享之新規範(13.9)

藉由與會即時參與討論並表達對這些議題之缺

漏、執行困難及其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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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國際醫衛交流合作

˙雙邊會議：

外交部協助洽排與重要友我國家及我國友邦之雙邊

會議，請各國就我後續參與WHO各項活動予以支持

外，並開創未來雙邊實質合作機會。

˙預計與WHO技術部門及其他重要國際醫衛組織人員
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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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WHO改善我參與情形

˙持續爭取WHO正面回應我有尊嚴及有意義擴大參與

該組織之訴求

˙呼籲對我稱呼之一致性，希望將「世界衛生大會模

式」（WHA Model）反應在其他WHO會議、機制、

文件及資訊往來之中

˙持續爭取國際對我推動參與WHO現況之了解並爭取

擴大參與WHO相關活動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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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推動工作規劃

一. 秉持「維護尊嚴、專業參與」持續參與WHA，掌握重

要國際醫衛資訊，並拓展國際合作機會，同時爭取各國

對我國參與WHO各項專業活動之支持。

二.    除WHA外，本署將與外交部密切合作，推動以「WHA 
模式」參與WHO食品安全、流感、結核病以及非傳染

性疾病等重要議題之機制與技術性會議。

三.    爭取與第三國合作推動WHO之相關工作計畫，例如基

層保健、愛滋病防治等，提升實質合作關係並深化參與

WHO工作。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