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 

在新陳代謝症候群的對話 

 

簡   介 

世界衛生組織曾於 2002 年 5 月 26 日發表「WHO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002-2005」，隨後又於 2008 年 7 月 24 日發表

「WHO Medicines Strategy 2008-2013」，建議各會員國調整、採

用和實施世界衛生組織所發布的傳統醫學策略，將各國之傳統醫

學納入醫療政策。 

我國作為世界社會之一份子，而且傳統醫藥在台灣各項之法規

制度、專業學術均有長足進步，完善發展，台灣在傳統醫藥方面

的成就領先各國，為國際間爭相觀摩的典範，至今為止，全世界

業有超過 50 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及媒體工作者，絡繹

於途來到臺灣從事參訪及經驗的交流，有鑑於此，乃將 2006 年訂

為「臺灣傳統醫藥成果貢獻國際啟動年」，以期能與國際接軌，

另並寬列經費，大力推動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之交流，冀能取長

補短，以便為中西醫搭起溝通對話橋樑，達成不論何種醫療形式，



均以病患為中心之醫療模式。 

為了讓全民能在完善的健保體制下，透過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

的相互合作，獲得身、心、靈全方位的醫療與照顧。本署中醫藥

委員會大力推動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之交流，希望能夠截長補

短，建立雙方溝通橋樑，建立一個以病患為中心、中西醫合作的

全人醫療照護體系。團法人中華醫藥促進基金會自 2004 年開始，

受本署中醫藥委員會之委託，舉辦了十餘場「傳統醫學與現代醫

學的對話論壇」，邀集中西醫學各領域之學者專家，展開了一系

列「以病人為中心」中西醫學對談活動，並於會議結束之後，精

心將之集結成冊，以供各界參考。 

第十三次論壇於 2007 年 6 月 23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召

開，主題為「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在新陳代謝症候群的對話」，

內容也非常精彩，編輯成本論壇專輯（十三）。希望此書有助於

中西醫藥之研發與應用，現代化與科學化，兩者之間，截長補短，

替代與整合，相輔相成，提昇我國醫療水準，造福國人，進而擴

展至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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