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內瓦現場連線日誌

長照焦點-失智症全球行動計畫！

5月23日

關注
焦點

世衛行動團



瞧瞧行動團今日
出沒在哪些地方！

今天是WHA的第二天，前幾天多是團隊行程，
這一天中，我們也有更多司、署長的個別行程囉：



數個雙邊會談。

9:30AM

9:00PM

@生物製劑相關的周邊會議

國際罕病基金會主席向王英偉署長
讚許台灣模式；吳秀梅署長向國際
藥學會CEO爭取未來在台舉辦FIP。

蔡淑鳳司
長受邀參
與國際護
理協會餐
會，特邀
部長出席。

@國際護理學會官方推特

與WHO護理背景幕僚交
流整合醫療照顧計畫。

與SGGP/SSPS
舉辦台瑞健
保交流座談，
由李伯璋署
長主講介紹
台灣健保。 本場在衛福部FB有全程影像!

與國際生
育協會聯
盟餐敘討
論。

(篇幅有限，以上是挑選重點行程介紹喔！)

與國際失智聯盟主席
深度交流彼此經驗。

部長簽寫賀
函給新當選
的WHO秘書
長。



本次WHA預計通過
失智症全球行動計畫

除了各種各國交流行程，雖然無法進入會場，
我們依然關注到，這次WHA有一個重量級長照議程：

小編OS：關心長照的粉絲們請注意！(前方高能)



全名是：

公共衛生領域
應對失智症全球行動計畫!

(草案)



雖然說是「全球」行動計劃，但，世界這麼大…

這種要給世界用的政策文件
是怎麼產生的咧？



以這份《失智症全球行動計畫》來說，主要是在WHO的
執行委員會催生下，歷經約一年完成目前的草案：

EB 139
執委會139屆會議

2016年6月 2017年1月 2017年5月

簡稱”EB ”… WHA一年只開一次，其餘時間主要就靠EB追蹤各種議題！

EB 140
執委會140屆會議

WHA 70
70屆世界衛生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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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EB 139的決定
WHO秘書處開始積極協商

7-8月：與區域辦事處等協商

9-10月：透過網路與會員國、
非國家的行動者磋商

在 WHO 總部召開利益
攸關者非正式協商會

總共收到來自113方的意見！

預
計
正
式
通
過
本
計
畫



原來是走了一年準備在今年WHA通過！那，我想問…

這個失智症全球行動計畫
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成為公衛
重點項目

對失智的
認識關注

降低失智
罹患風險

診斷、治療
護理和支持

支持照顧者 資訊系統 研究創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計畫草案把失智因應措施分成了「七大行動領域」！

但，七大領域的範圍好廣啊……而且！
執行後要怎麼確認成效如何、是否真的有做到呢？

最重要的是這個！

另外…
文中也提到是依
保障患者人權等
七個交叉原則制
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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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理由

核實手段

跨部門協調政策、立法，才能在個別國家背
景下處理失智需求，也才符合CRPD公約…

2025年之前，全球75%的國家制定或更新國
家級失智症政策…

因此！每個行動領域，都會再依下面 這個架構 撰寫：

1. 制定獨立政策或納入相關政策…
2. 確立負責失智單位、政府跨單位協調機制…
3.調撥與服務需求相稱的可持續財力、人力…

1.指導會員國，ex協助強化證據基礎的規劃…
2.彙總分享失智症現有政策文件、好的做法...
3. 促成夥伴關係納入民間、失智者、家庭等…

1.創建失智者、家人、護理人員等的組織…
2.動員參與失智者、照顧者與政府的對話...
3.支持制定運用國家級的政策或策略…

具可運作的國家級失智症政策，獨立文書或
納入精神衛生/老齡化/非傳染性疾病/身障政
策。聯邦制國家50%以上州/省須具此政策…

是否實際存在政策，且因地制宜。

(以上摘錄自第1個行動領域草案內容)

僅訂全球目標，其餘則因地制宜！

需要具體指標跟核實
才有辦法確認各國是否真的有做到！



訂出通用原則、鼓勵因地制宜、制定核實方式與指標

世界的失智政策是這樣做
那，台灣呢？



2013年公告了《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被國際失智症協會列為第13個有國家級失智政策的國家！

恰恰好！今年失智綱領屆期正要重新修訂，就會依WHA
將通過的全球行動草案調整囉！



欸，所以自己看文件就跟得上國際失智政策趨勢？?!
NONONO！誤會大了！
以失智行動計劃草案來說，例如：

”全球失智症觀察平台可從會員國收集一套失智症核心
指標的數據，秘書處也將就此向國家提供意見。必要
時可展開調查補充常規息…“ ~ 領域6

”彙總分享失智症現有政策文件知識，以及最佳做法，
包括根據CRPD等其他機制…“ ~ 領域1

”秘書處向會員國提供技術支持、工具和指導，加強以
證據為基礎的戰略計畫等面向…“ ~ 7大領域皆有

這些最關鍵的訊息，我們目前都是無法取得的!!



台灣的失智政策與國際趨勢相近，也有民間的創新經驗值得分享…

資訊/數據是公衛政策的基石
但現況下我們是被排除的



台灣需要WHO，
WHO也需要台灣

雖然今年我們無法進入會場，但我們一定要讓世界知道…

國內朋友們請鎖定本部FB，幫台灣加油！

WHO cares, Taiwan cares. 
Leave No One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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