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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為進一步宣揚我國中醫藥發展之成果，本會積極貢獻臺灣中醫

藥發展成果，2007 年以「中醫藥研發成果擴散年」為施政主軸，訂

定中醫藥行動要點之八大施政目標，賡續推動相關中醫藥相關政

策：(一)賡續推動建構中醫整體臨床教學體系計畫；(二)辦理提昇中

醫醫事人員執業素質計畫；(三)建構中藥用藥安全環境，活力產業

再躍昇；(四)健全中藥臨床試驗環境，創新產業優質化；(五)推動中

醫藥科技發展，促進成果擴散應用； (六 )推動中醫藥國際衛生事

務，貢獻成果躍進國際；(七)全方位中醫藥資訊服務品質再精進；

(八)規劃及推動優質照護，提升中醫醫療服務品質。 

目前中醫藥委員會除依法定設有中醫組、中藥組、研究發展組

及資訊典籍組 4 個組，另於 91 年度新增設科技政策小組（臨時任務

編組），相關工作要項如下： 

中醫組在中醫行政方面，最近幾年，我們已經陸續完成推動

「醫師法」及「醫療法」修法工作、推動提昇中醫醫療服務品質工

作、推動提昇中醫護理照護品質工作、處理中醫師考試相關問題、



協助推動「全民健保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協調試辦「住院病

人使用中醫中藥療效評估計畫」、落實中醫醫政管理工作、宣導民

眾正確中醫就醫觀念、建構中醫整體臨床教學體系、訂定「中醫醫

療院所安全作業參考指引」、建立中醫師繼續教育審查認定制度、

執行中醫師繼續教育計畫、執行中醫護理照護品質計畫、辦理中醫

醫院暨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訪查、評鑑、評選與指定訓練醫院等項工

作。另為落實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監督功能，促進中醫醫療機構

健全發展，推動「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強化新進中

醫師中醫內科、婦科、兒科、針灸及傷科臨床診療能力，並提供一

般醫學與急診訓練，以增進面對急重症病患之判斷與處置能力，培

育具有全人醫療能力之中醫師。 

中藥組業務方面，為建構臺灣中藥用藥安全環境，在提昇中藥

藥品品質方面，除重行編修臺灣傳統藥典藉外，積極推動及宣導中

藥藥品包裝容器標準標示政策及輔導中藥廠落實全面執行優良藥品

製造規範(GMP)，並建立亞太中藥標準品供應機制、強化中藥製程

安全與建立研發平台、及資源管理與建立資訊暨通路網路、研訂完

備之中藥新藥查驗登記制度，強化中藥不良反應通報中心，儘速達

成中藥現代化及科學化之目標：在提昇中藥從業人員專業素質方

面，建立中醫藥產業科技人才培訓機制，深度培訓多類跨領域之專

業人員，另嚴謹審核中藥藥物廣告及不定期進行查緝不法行為之行

動，並加強宣導民眾中藥用藥安全觀念，以確保民眾中藥用藥安

全。 

研究發展組業務方面，為推動中醫藥科技研究，極力爭取研究

經費列入政府科技預算，現執行「中醫藥現代化與國際化整合型計

畫」及「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中醫藥基因體相關研究計畫



 

（挑戰 2008）」二項計畫，另為提昇中醫藥研究水準，訂定計畫審

查程序及管考作業流程，並將此作業流程列入 ISO 標準程序書，以

提昇行政效能，其管考作業流程大致分為「徵求計畫」、「計畫審

查」、「計畫管考」及「研究成果」等四階段十三步驟。因此，本

會「中醫藥現代化與國際化之整合型計畫」90、91、92、97 年經行

政院衛生署科技類計畫考列甲等。更於 96 年考列優等。冀藉由有系

統之科技研究，將中醫藥推入 21 世紀知識經濟時代新紀元。 

資訊典籍組業務方面，係委託進行中醫藥典籍之整理、編纂，

編輯出版中醫藥年報，建立中醫藥行政資訊系統，並以「中醫藥資

訊網」為中醫藥服務電子化單一窗口，一方面提供中醫藥界及民眾

上網查詢相關資訊，落實中醫藥全民化之政策，提升為民服務效

率；另一方面建置中醫藥相關之衛生行政管理機構間，線上即時的

協同作業管道，強化管理機制，提昇行政效率。 

科技政策小組業務方面，本會科技業務之統合管理，因應世界

衛生組織《2004 年—2007 年全球醫藥策略》中表達希望各國政府應

該將傳統醫藥納入國家醫藥政策，所進行之政策規劃，為該小組之

主要任務。期望未來在本會各組的配合下，使中醫藥行政與研究能

密切配合，加速中藥研發管制、推動中藥臨床療效評估、中醫藥在

全民健保發揮應有的功能、中西醫結合與中醫藥國際化。 

第二十七期中醫藥年報共蒐集 87 項委託研究計畫，研究計畫內

容可概述如下：第一冊--中醫藥療效與中藥栽培之研究；第二冊--中

醫藥基因體相關研究；第三冊--中醫免疫學與交互作用研究；第四

冊--中醫藥政策法規人力相關研究；第五冊--中醫藥品質相關研究；

第六冊--中醫診斷基準相關研究；第七冊--中醫藥國際化與中西醫整

合相關之研究。 



為使國人瞭解國內中醫藥研究發展情形，同時也提供國內中醫

藥從業人員繼續教育、吸收新知識的機會，每年的研究成果均刊載

於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年報，並登載在本會中醫藥資訊網頁上，以

提供國內外學者專家之參考，自民國 70 年出版年報第一期，迄今已

出版至第二十七期，未來仍將配合年度研究成果定期出版，以提供

各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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