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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0屆第 1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開全體委

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我國參與第 73屆

世界衛生大會，提出專案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 背景 

    政府推動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案從未稍歇，去

(108)年世界衛生大會(WHA)結束後，衛福部、外交部及相

關部會即積極規劃本(109)年 WHA 推案，配合外交部整體

策略，透過善用我國國際醫衛實力，以及與相關各國的合

作夥伴關係，向國際社會及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聲，傳

達我國希望持續專業、務實、有貢獻參與WHO之立場。 

    第 73屆WHA於本年 5月 18日及 19日臺灣時間下午

6 時以視訊會議的形式召開， WHO 仍因政治干擾未邀請

我出席本屆WHA，漠視 2,300萬臺灣人民的健康人權，本

部深表遺憾與不滿，並已由陳部長具名致抗議函予WHO幹

事長 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嚴正表達抗議未邀

請臺灣出席WHA。 

    雖然今年 WHA 視訊會議臺灣未獲得邀請函，然而我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防治工作成果有目共睹，獲

得國際社會普遍稱讚，我 WHA 推案並獲得今年國際以空

前的力道支持，顯示國際社會已逐漸看見臺灣對國際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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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貢獻，並認同國際衛生體系應納入臺灣的參與，才能確

保防疫沒有破口。 

     

貳、 本年WHA推案本部相關重要成果如下： 

一、 部長專文投書國際媒體 

    本年部長專文以「全球衛生安全 – 臺灣無法置身

事外」為題撰擬，並請外交部協助通電各駐外館處洽當

地主流媒體刊登，另由外館翻譯為法、德、西文等版本。

截至 5月 20日為止獲刊 204篇，獲國際媒體包括英國

「泰晤士報」、法國「世界報」、日本「朝日新聞」及澳

洲「雪梨晨峰報」等共 45國，逾 150家媒體刊登。 

二、 陳部長與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Alex Azar部長舉行雙

邊電話會議 

    本部陳時中部長與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阿札爾

(Alex Azar II) 部長於臺灣時間 4月 27日晚間舉行雙邊

電話會議。會中阿札爾部長讚許臺灣在對抗 COVID-19

疫情之成就，並感謝我國捐贈口罩，並重申美國將持續

全力支持臺灣擴大參與WHO與全球衛生事務。陳部長

對於美國與臺灣合作對抗 COVID-19 疫情及堅定支持

臺灣參與WHO表達誠摯感謝。雙方並同意未來繼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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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擴大衛生領域之合作，尤其強調在 COVID-19疫苗、

藥物研發以及防疫物資等臺美防疫合作。 

三、 本部舉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治檢討視訊

論壇 

    臺灣時間 5月 15 日晚間本部舉行「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防治檢討」視訊論壇，邀請美國、日本、加拿大等

共 14個理念相近國家/區域組織近 50位衛生官員參加，

強調防堵疫病散播與維護全人類健康是普世價值，任何

國家皆不得獨善其身、置身事外。美國國務院國組局代

理助卿 Pam Pryor於致詞中讚揚臺灣模式抗疫成果，重

申美方大力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包括 WHO。美國

衛生部全球事務處副處長 Colin McIff也肯定臺灣模式，

並強調美國支持將臺灣納入 WHO。論壇中許多與會國

家代表肯定我國 COVID-19防治成果，各國並就防疫措

施深入交流分享及討論後續合作事宜。 

四、 本部與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同步發佈關於我未受邀出席

WHA之聲明 

    本部與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於臺灣時間 5 月 19

日晚間同步發佈關於我未受邀出席WHA之聲明，美方

於聲明中呼籲 WHO 恢復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WHA，不應繼續將臺灣排除於WHA之外，並呼籲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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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納入臺灣衛生專家，包括 COVID-19及其他領域，

使國際社會能夠受益於臺灣的醫衛經驗及專業；我方亦

於聲明中感謝美國、友邦及理念相近國等國家長久及堅

定支持我國參與WHO及相關會議，臺灣將持續與各國

合作，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之原則擴大我國際參與，

展現臺灣致力於全球衛生的努力。 

參、 未來展望 

病毒不分國界，全球防疫不應有缺口，需要全世界攜手合作、

分享專業判斷及有關資訊，才能有效對抗大流行。臺灣在地理位

置上雖鄰近中國，然每百萬人口確診數在國際上有通報確診者

的 187 國家中排名約第 156 名，顯示臺灣防疫工作成效顯著。

我國有意願、也有能力，與世界各國政府與專家交換防疫經驗、

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因此我方未受邀不僅是臺灣的損失，也是

全人類的損失。 

我們誠摯感謝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對我國參與 WHA 推案

的強力支持，包括友邦向 WHO 提案支持邀請我國出席 WHA，

以及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於WHA會議上為我發言，也感謝許多

國家行政、立法部門以及國際醫衛專業組織及個人，勇於透過各

種管道為臺灣發聲。 

在 COVID-19 疫情急遽擴散全球之際，本部將持續透過雙

邊及多邊管道提供抗疫人道援助並分享經驗及技術，以具體行

動印證「臺灣能夠幫忙，而且正在幫忙」(Taiwan can hel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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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helping.)的理念。本部並將與外交部繼續努力，秉持「專

業、務實、有貢獻」的原則，爭取完整參與WHO相關的會議、

機制及活動。 

我們嚴正呼籲WHO堅守專業及中立，拒絕政治干擾，正視

2,300萬臺灣人的健康權利，並讓我們能善用臺灣的醫衛能力及

防疫經驗，協助WHO在全球推動各項工作，包括對抗 COVID-

19，讓臺灣對全人類的衛生福祉作出更多實質貢獻，維護國人及

全人類的健康安全。 

肆、 結語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

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