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對話論壇專輯（十） 

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在皮膚疾病醫療的對話 

 

簡   介 

全世界一百八十個國家中，多數國家已經把輔助及另類醫學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 ve med c ne, CAM）納入醫療的一部分。

台灣全民健保至 2003 年 12 月底為止，有 35 家特約中醫醫院及 2,422

家中醫診所執行中醫療法。中醫師的數目，共有 3,963 人，所以 CAM

在台灣已是一個相當普及的醫療產業。健保的中醫醫療費用，2003 年

已達到 168 億 5,100 萬，在健保醫療費用中佔了一個相當大的數目。顯

示健保體制對於民眾對中醫療法的需求，已給予相當大的支持。所以

我很贊成「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之間需要有很好的對話。 

有鑑於「傳統醫學」有現代化的必要，因此衛生署成立了「中醫

藥委員會」。我們的目標就是要讓傳統醫藥經過實証醫學及科學化的方

法，使中醫現代化及中藥科學化，在 CAM上扮演更理想的角色。 

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個將中醫藥成為國家健康保險總額支付的國

家。希望未來中醫的發展能更現代化，中藥能更科學化，在相關的診

療作業上有更標準的作業流程，中醫病名有分類手冊，能與西醫的診

斷互相對照，就好像一對男女在談戀愛的時候如果雞同鴨講，彼此間

不能對話，很難辨證，就沒有辦法把輔助及另類醫療與主流醫療法做

謀合。希望透過中、西醫對話論壇，「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能結

合，為台灣民眾帶來更好的生理及心理的全人照顧。 



衛生署一直希望中醫能夠很快地納入所謂的科學化管理體系，最

近馬兜鈴酸帶給大家一些困擾，既然我們知道某一類中藥對人體健康

有害，就應該加以禁止，以確保民眾的健康。最近為了提昇中藥製造

的品質，中醫藥委員會正在積極推動 GMP 系統，希望中藥的製造能夠

有一個標準的作業流程，使中藥能夠更蓬勃地發展。為了更好的中醫

藥發展，有些工作是中醫藥委員會必須要做的。感謝大家的配合。祝

大家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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