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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印太(Indo-Pacific)新局勢，我國策進作為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日 大院第 9 屆第 5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21 次全體

委員會議，承蒙貴委員會邀請，以下謹就「因應印太

(Indo-Pacific)新局勢，我國策進作為」進行報告，敬請

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一、 為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及「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等

五大旗艦計畫，本部將透過「4+1」策略推動深化與新南向國

家(包含東南亞、南亞及紐澳)之醫療衛生合作關係，達成下

列 3 項目標與願景： 

(一) 深耕醫衛人脈網絡，擴大我國在新南向國家的影響力。 

(二) 強化防疫境外之理念，建構更安全之區域聯合防制網絡，

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三) 透過全面性醫衛合作與相關產業鏈密切連結，增加我國醫

衛產業之出口機會及產值。 

二、 本部 107 年度已規劃「一國一中心，打造醫衛產業生態

鏈」，將優先以 6個目標國(印度、印尼、菲律賓、越南、泰

國及馬來西亞）為基礎，委託由成大醫院主責印度，臺大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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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主責印尼，花蓮慈濟醫院主責菲律賓，榮總體系(北、

中、高榮總)及陽明大學主責越南，彰化基督教醫院主責泰

國，彰濱秀傳醫院主責馬來西亞。藉由推動(1)醫衛人才培

訓，(2)醫衛產業搭橋，(3)臺商健康諮詢服務，(4)營造文

化友善之醫療環境(移工)，(5)醫衛相關產業之法規及市場

調查，(6)資訊整合等 6大項目，與新南向國家進行醫衛合

作與產業鏈結，並配合外交部與駐外館處規劃之新南向相關

事務，結合醫衛相關產業鏈進行輸出(智慧醫療、醫管服

務、藥品、健康食品、牙材、醫材、傳統醫藥、國際醫療

等)，共同推動醫衛產業拓展新南向市場。 

三、 另本部亦規劃「新南向醫衛資源整合平台」，未來將持續針

對部內、跨部會間及民間機關構與團體間進行資源與資訊整

合、交流與溝通，盼能使資源使用效益最大化。 

四、 而本部新南向政策執行成果分述如下： 

(一) 軟實力連結：推動人才培訓與能量建構，建立雙向合作機

制。 

1. 本部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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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共 10 個新南向國家 490 位國外醫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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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6 年本部協助培訓新南向國家醫事人員計 199 位，除提

供醫衛專業人員技術訓練，進而維繫及推展我國與新南向

各國間醫療衛生合作的實質關係，提升臺灣於國際間專業

及友善的形象，使臺灣的醫衛外交在國際舞臺樹立口碑。 

3. 為響應世界衛生組織(W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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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部暨所屬機關(構)共辦理 20 場國際研討會，其中亦包括

APEC 會議、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以下簡稱 PIC/S)官

方委員會暨年度研討會、臺灣全球健康論壇等，共計有 156

位新南向國家人員共同參與，主題包含傳染病防治、中藥

法規、藥品法規、化粧品法規、全球健康等，加深與新南向

國家之多元發展，建立溝通管道，協助產業降低貿易障礙，

並開展未來合作契機。 

5. 106 年度本部與臺大醫院、成大醫院與慈濟醫院合作，於緬

甸、印尼、越南、菲律賓辦理醫衛合作計畫，協助培訓新南

向國家醫事人員，與印尼醫學校及醫院合作辦理國際研討

會，此外，於緬甸推動「緬甸醫療服務長期駐點計畫」，及

於菲律賓推動結核病與狂犬病防治計畫等，建立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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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供應鏈連結：推動醫衛產業供應鏈與新南向市場之連結。 

1. 推動醫療機構與產業聯盟共同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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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案輸出至泰國及緬甸等東南亞市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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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團隊，目前已

集結超過 500 項優質服務與產品、以及 13 家醫院、62 個

TOP 醫療團隊與 65 家標竿生技企業等 140 個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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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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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執行進度如下： 

(1) 我國國際醫療針對新南向目標市場應考量適切性與市

場需求，106 年度除既有的 5 大強項(關節置換、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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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移植、顱顏重建、生殖醫學及心血管治療)以外，

更增列近年來國際醫療重點發展項目的「達文西手

術」及「癌症治療」主題，製作包含馬來文、泰文、

印尼文、緬甸文、寮文、越南文、英文、日文、韓

文、正體中文及簡體中文等 11 種語言的國際醫療文宣

資料。 

(2) 「臺灣國際醫療全球資訊網」已完成印尼文、越南

文、英文、日文、簡體中文、阿拉伯文等版本，並增

加手機網頁版本。 

(3) 提供東南亞國籍病患有關手術同意書、麻醉同意書、

住出院流程及門急診就醫流程等文件，其中包含有印

尼文、泰文、越南文、緬甸文、英文及簡體中文等版

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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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33 人次(29.41%)，顯見已有相當發展基礎。而

106 年新南向國家病患來臺就醫人次約 10.3 萬，占全

體國際醫療病患人次之 33.73%。 

(三) 區域市場連結：以法規調和強化與新南向市場之醫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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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制度及互信夥伴連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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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部已完成建置藥物新南向政策專區網站，提供新南向國

家法規及資訊平臺便利民眾查詢參閱，連結如下：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8991。 

3. 本部食藥署獲得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法規協和

指導委員會(Regulatory Harmonization Steering Committee, 

RHSC)認可成為法規科學訓練中心，並舉辦「APEC 優良查

驗登記管理法規科學卓越中心訓練課程」，培訓 30 名新南

向國家審查人員及優良查驗登記管理種子師資，並進行教

育推廣及法規協和，增進與新南向國家的交流合作。 

4. 為協助業者突破中藥產品外銷馬來西亞禁用藥材之困境，

本部業召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專家諮詢會議，並於 106 年 11 月 17 日預告修正「藥品查

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92 條之 1 草案，以協助排除藥品外

銷之註冊障礙。 

(四) 人與人連結：建構疫情區域聯合防制網絡及健康照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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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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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辦理「腸病毒檢驗診斷國際研習

營」，共 15 國 31 名專家及實驗室資深人員來臺參與，其

中包括澳洲、紐西蘭、新加坡、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卡、泰國及越南等 11 個新南向

國家，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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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統籌制定新興傳染病關鍵績效指標，協助亞太區 21 個

APEC 會員體達成 2020 健康亞太目標，我國已於 106 年 7

月 10 日統籌制定完成並提交澳洲彙整，由我國負責的「新

興傳染病 (Emerging Diseases)」績效指標，已獲得小組成員

的全數認同。 

3. 107 年起規劃成立防疫技術轉殖中心，以登革熱及結核病為

重點，除協助新南向國家因應疫情威脅，並有助於我國防

堵疫病於境外，保障國人健康。 

(五) 建立醫衛領域資源整合與合作網絡平臺 

為提升達成醫衛領域新南向政策之執行效率，將建置資源

整合平臺，對內協調統合，對外進行跨部會協調，增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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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新南向政策之資源使用綜效及資訊統整，強化與我國民

間部門合作，提升交流管道之多元性。 

總結 

    衛生福利部配合新南向政策，積極與新南向國家尋求醫衛合

作與產業鏈結的嶄新模式，意在創造與強化我國醫衛產業於亞太

區域的需求與機會。本部承蒙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對業務

的推動有極大之助益，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