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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9屆第 5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

員會召開第 24 次全體委員會議，本部受邀就「檢討參

加第 71 屆世界衛生大會談如何解決健康不平等及未來

努力方向」提出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 背景說明 

第 71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於本（107）年 5

月 21日至 26日於瑞士日內瓦召開，本年雖未接獲邀請

函，本部仍組成世衛行動團，前往分享臺灣醫衛成果及

貢獻，向國際社會表達我欲持續專業、務實、有貢獻參

與全球衛生事務之決心。 

 

貳、 世衛行動團行程概況及成果 

一、雙邊會談 

(一) 本年順利與美國等國家及重要國際組織辦理

60場雙邊會談，就全民健保、傳染病防治、健

康促進、非傳染性疾病、長期照護、醫衛人員

訓練、醫藥及食安等重要議題交換經驗，以實

質解決問題，並深化合作。 

(二) 陳部長與美國衛生部 Alex Michael Azar II部長

進行雙邊會談，會談中感謝美方大力支持我國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美方亦表示將即刻開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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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助我未來參與 WHO，雙方並就全球衛生安

全綱領、預防接種、醫療資訊系統整合、長照

等議題進行交流討論，盼持續強化臺美夥伴關

係，共同負擔在全球及區域衛生安全之責任，

促進國人及全球健康。 

(三) 我友邦國家如吉里巴斯、帛琉、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馬紹爾群島、吐瓦魯及薩爾瓦多等，

均感謝我國提供醫療援助，包括常駐醫療團、

派遣行動醫療團及執行醫療合作計畫等，有效

改善其醫療衛生狀況，友邦們亦在此次 WHA

期間積極為臺灣發聲，呼籲世界衛生組織不應

該將我排除在外。 

(四) 會晤日內瓦大學醫院醫療主任 Dr. Olivier 

Hagon，並就國際緊急醫療援助議題進行交流

分享。 

二、專業論壇 

(一) 本年本部及專業醫衛團體共計舉辦 5場專業論

壇，主題包括「全民健康覆蓋」、「促進健康公

平(消弭健康不平等)」、「遏止抗生素抗藥性」、

「高齡長者口腔照護」及「國合會推動國際公

衛醫療合作實務成果」等，藉此與各國衛生部

門與國際醫衛專業組織交換經驗及深化彼此友

誼，並讓全世界都看見臺灣在公共衛生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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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上的貢獻。 

(二) 全民健康覆蓋國際論壇： 

    5 月 22 日世界醫師會(WMA)及中華民國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TMA)主辦之「全民健康

覆蓋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蔡英文總統特別

錄製一段影片，感謝WMA及各國友人對我國

參與國際衛生事務的支持，並分享我國實施全

民健保之成果，相信可作為各國推動全民健康

覆蓋(UHC)之典範；陳時中部長並於致詞時表

示，我國 UHC服務涵蓋指數為 85，與加拿大、

南韓、美國及日本同屬健康服務涵蓋範圍高之

國家，樂願與國際分享學習。 

(三) 促進健康公平之臺灣經驗論壇： 

1. 5月 22日本部與美國、日本等理念相近國家

舉行「促進健康公平之臺灣經驗論壇(Forum 

on Taiwan’s Approach to Promoting Health 

Equality)」，由國立臺灣大學江東亮教授主持，

並由英國倫敦大學健康公平學院 Prof. Peter 

Goldblatt 分享全球改善健康不平等之政策

與最新進展，本部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分

享我國於 2015 年出版我國第一本「臺灣健

康不平等報告」，並深度分析我國民眾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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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上的健康差距以及我

國增進健康公平之經驗與作為。陳時中部長

於會中說明我國為關注原住民健康落差，已

採取行動，提出 2018年至 2020年之 3年期

「原鄉健康不平等改善策略行動計畫」。 

2. 本次論壇與會各國代表討論熱烈，並先後發

言回應或分享其國家在推動改善不平等經

驗，包括應正視公共衛生議題之多樣性而有

更務實的作法、加強中央與社區齊力以及跨

部會合作、對於政策或服務應先有健康公平

影響評估等，此外，大家也一致認為在陳述

原住民健康落差或弱勢問題時應尊重族群

尊嚴並避免污名化，以及跨部門與跨國的分

享與合作非常重要。 

(四) 全球衛生安全遏止抗生素抗藥性傳播專業論

壇： 

    5月 22日與國外專家學者共同舉行「全球

衛生安全遏止抗生素抗藥性傳播專業論壇

(Forum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A 

Threat to Global Health Security)」。雙方針對全

球共同面臨之抗生素抗藥性及超級細菌威脅進

行深入探討。陳時中部長在致詞中強調，抗生

素抗藥性對全球衛生安全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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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人類、動物、植物、環境等範圍，唯有跨

部門跨領域及跨國境共同攜手合作，方可有效

防範抗生素抗藥性之持續發生與擴大。 

(五) 牙醫國際高峰論壇-高齡長者口腔照護： 

    5月 22日與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等舉辦「牙醫國際高峰論壇-高齡長者口腔照

護(International Summit of Geriatric Dentistry 

for Aging Society in Taiwan, Oral Care for the 

Elderly)」，邀請世界牙醫教育學會聯盟主席、

歐洲老人牙醫學會理事長、世界衛生組織口腔

衛生諮詢顧問、東南亞牙醫教育聯盟理事長暨

世界吞嚥障礙高峰會委員及日內瓦大學牙醫學

院院長擔任貴賓，共同探討目前各國面臨之「高

齡長者口腔照護」議題。會議最後共同簽署

「Decla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Geriatric Dentistry for Taiwan’s Aging Society」

宣言。藉由本次會議，與國際專家共同研討老

人口腔照護精進策略，並期望透過此論壇喚醒

世界對臺灣的關注。 

(六) 「建立夥伴關係強化健康照護體系-以國合會

經驗為例」分享會： 

    5 月 23 日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國合會)與外交部及本部合作辦理「建立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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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強化健康照護體系-以國合會經驗為例」分

享會，共有來自 12國友邦及友好國家之代表、

國際非政府組織代表等蒞臨與會，向國際展現

如何結合我國公共衛生與醫療發展經驗，與國

內公私立醫療院所及夥伴國政府攜手，協助夥

伴國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項下目標

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三、國際宣傳 

(一) 國際記者會 

    5月 21日召開國際記者會，陳部長指出健

康是基本人權，倘基於政治因素而將臺灣排除

在外，不僅違反 WHO 的基本原則，在全球衛

生體系中造成潛在的致命缺口；繼以臺灣過去

三十年來提供其他國家醫療援助及我健保制度

等實例，說明臺灣從過去的受援國蛻變成為具

先進醫療專業之國家，可對國際社會作出具體

貢獻，籲請各界應正視臺灣參與 WHA 係為臺

灣人民和全世界維護共同權利和義務。 

(二) 國際媒體專訪 

    陳部長於日內瓦期間接受瑞士通訊社、美

聯社及法新社等專訪，強調將臺灣涵蓋在全球

衛生體系之重要性，並籲請國際社會支持我參

與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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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群媒體 

    本年加強運用新媒體，以本部 Facebook及

Line進行即時報導及資訊更新，包括：發布《日

內瓦連線日誌》，向國內民眾說明行動團的每日

行程，並解說相關政策及醫衛專業知識，更透

過網路直播國際記者會及專業論壇，及透過小

編即時互動，回答各界對行動團的提問，一週

內累計超過 28.4萬的觸及人數。 

(四) 部長專文 

    本年專文主題為「UHC的典範：臺灣的全

民健保」（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 

Model for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截至 5

月 25日，已刊登 112篇，含美、日等國及友邦

主要媒體。 

(五) 「臺灣醫衛貢獻 2.0」網站 

    本部與外交部共同建置「臺灣醫衛貢獻 2.0」

網站，總瀏覽量截至 5月 25日達 104萬次，國

外瀏覽比例為 95%。 

四、參與周邊專業會議 

    本年亦積極參與WHA相關周邊專業技術會議，

包括全球衛生安全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 100年論壇、

加速藥物取得、非傳染性疾病、營養教育、失智、

全民健康覆蓋、抗生素抗藥性等議題，以掌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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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發展現況並與國際接軌。 

五、獲頒公共衛生全球憲章大使 

    世界公共衛生協會聯盟 (World Federation of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s, WFPHA)於 5月 19日頒發

「公共衛生全球憲章大使」(Diplomat of the Global 

Charter)之榮譽名銜予陳時中部長，肯定陳部長有效

推動健康公平與促進健康照護體系永續發展。陳部

長在致詞中將此榮譽獻給臺灣所有醫衛專業人士，

並說明臺灣如何運用全民健保體系，實現WHO「全

民皆健康」(Health for all)之目標。 

六、致抗議函予WHO幹事長 

由陳部長具名致抗議函予WHO幹事長 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嚴正表達抗議本年未邀請臺灣

出席WHA。 

 

參、 未來展望 

一、本年除本部世衛行動團外，並與外交部及僑委會等

跨部會合作，以及結合立法委員、醫衛專業團體、

青年團、國際醫衛專業組織與全球超過 200名民間

及僑界人士之力量，同赴日內瓦，讓世界聽見臺灣

的聲音。未來本部及外交部將持續強化與國內外醫

衛專業團體、民間團體等之合作，積極推動參與

WHO，以增進國人健康及福祉並回饋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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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醫療衛生成果備受國際肯定，而參與WHO係

貢獻我醫衛專業及提升國際能見度的重要場域。本

次WHA得到歷年以來最多國家的聲援，顯示我參

與WHO之訴求已逐漸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並成

功讓世界了解，臺灣是有專業、有價值的國際醫衛

貢獻者。本部將持續輸出臺灣的經驗、彰顯臺灣的

價值，並與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等建立更多實質夥

伴關係，互助合作、共同努力，爭取國際社會支持。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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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