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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隨著台灣經濟起飛，我國發展出十分優秀的醫療衛生系統。英

國經濟學人雜誌曾評比台灣為全世界醫療成效第二的國家，顯見

台灣優異的衛生成就。目前，台灣的醫療服務體系已將中醫、西

醫及牙醫納入健康保險給付範圍，我國政府也自1995年成立衛生

署中醫藥委員會，健全各項中醫藥服務環境及品質提昇，並藉由

中醫藥科技發展之策劃與推動，帶動中醫藥科技研究環境蓬勃發

展。十多年來，相關研究成果並已陸續轉化為各項施政政策執行，

如：中藥廠全面實施GMP、中藥材包裝標示、中藥重金屬限量標

準、成立「中藥臨床試驗中心」、建立中醫醫院評鑑制度及公告

「中藥新藥臨床試驗基準」…等。台灣的傳統中醫藥發展亦於世

界舞台上，呈現亮麗的成績。惟在全球化的浪潮下，各國人民的



交流日益頻繁，公共衛生與醫療議題逐漸跨越了國界，成為所有

國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台灣跟全世界各國一樣面臨了這些重大衛

生問題，而國際性組織就扮演著各國發展合作與溝通平台的重要

角色。台灣於睽違38年後，於2009年6月正式成為第62屆世界衛生

大會(WHA)的觀察員，藉由此平台，台灣樂意與各國分享彼此的

經驗，亦願意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貢獻。 

另根據統計，全球有超過一半的人口仰賴傳統醫學做為第一線

醫療，WHO、美國FDA及歐盟陸續公布對傳統醫學及中草藥相關

法案及措施。「哈佛商業評論」也預測中草藥將是未來二十年最

重要的四大產業之一。為強化與國際接軌工作的順利推動，分享

傳統醫藥之管理及創新經驗，本會前於2008年9月20、21日委託中

國醫藥大學舉辦為期二天的「2008中醫藥國際化研討會」，邀請5

位國外7位國內之知名學者，19位來自16個東南亞國家之衛生醫藥

主管、專家，及國內中醫藥產學界人士約200多人共同參與，研討

會全程以英語進行，讓與會者瞭解不同國家傳統醫藥之優點與發

展趨勢，並交換經驗。為積極促進中醫藥成果及其經驗，亦能於

國際醫藥衛生工作中貢獻其智慧結晶，本會於取得演講者授權

後，製作「2008中醫藥國際化研討會DVD光碟專書」，除提供關

心中醫藥發展相關人員參考外，更希望能藉此系列活動加強我國

在國際間傳統醫藥領域之競爭優勢，共同為中醫藥邁向國際化努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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