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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加入世界衛生大會（WHA）及世界衛生組織（WHO）為國人一致

之目標，許多民間團體，如台灣醫界聯盟積極努力推動。唯中醫藥界

過去與相關國際傳統醫學組織較少交流，而未參與，因此積極培育中

醫藥國際交流人才乃刻不容緩之事。 

2006 年可說是台灣累積 30 年來發展中醫藥貢獻國際社會的啟動

年，具有相當歷史意義。除了達到健康教育、衛生安全把關等目標之

外，藉由這次活動更可使台灣成為國際醫療參與者、展業促進者，並

能回饋國際社會。 

WHA56.31 決議文重點在於促使各國重視傳統醫學，妥善管理，

讓各地區的傳統醫學得以標準化，提高安全性及可接近性，並能合理

使用，但不可誇大不實，而台灣多年來致力於中草藥的研究管理，現

已成為全球發展傳統醫學的重要典範。 

台灣在這方面已有制度化發展，已達到成熟的境界，其中健保給

付中醫部分，更是全世界少見、儘管德國、澳洲、加拿大等國都已將

針灸納入全民健保體系中，但台灣更是幾乎將所有的中醫治療都納進

了健保給付，且有 2000 多名醫師同時擁有了中西醫執照，讓不少與會

學員驚呼意外。而此次活動也成功地將這方面經驗與國際社會共享，

並針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給予正面的回應。 



鑑於此，本會將委託中國醫藥大學於 2006 年 9 月 30、10 月 1 日

（週六、日）舉辦 2006 中醫藥國際化研討會，取得演講者錄影授權，

所製作 2006 中醫藥英文研討會 DVD 光碟套書及現場演講內容印製出

版專書合輯出版，提供從事中醫藥相關工作人員參考；該研討會除邀

請國內中醫藥專家外，也邀請 5 位國際知名教授，也有 27 位來自 21

個國家參加為期 2 週之「2006 國際傳統/替代醫藥（CAM/TM）專業訓

練」之外國專家學員共同參與，共有大專院校教師、研究人員、博、

碩士班研究生、中醫師、藥師、生技廠及大學部學生等約 200 人報名

參加，研討會全程以英文進行，學員反應良好，頗受好評。未來，將

會持續舉辦該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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