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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0屆第 6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全體委

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科技會報跨部會

署科發基金計畫之衛生福利部歷年執行成效」，提出專案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 背景 

跨部會署科發基金計畫係就行政院核定及相關重要科技策

略會議產出之科技政策方案，或推動行政院層級重大政策且具

時效性事項之前瞻先導計畫及跨部會重要科技議題，也為各部

會迫切需要辦理，惟當年度科技預算未能及時支應之科技政策

相關計畫，以適時提供支援，而具體執行內容均由相關部會依實

際需求規劃推動辦理。本部近 3 年就緊急醫療及新興醫療科技

管理、社福大數據應用、Covid-19防疫支援平台及智慧醫材等方

面提出需求並獲支持執行計畫。 

貳、 近 3年執行計畫及成效 

一、細胞治療技術創新管理發展計畫  

(一) 計畫目標 

1. 建立完善細胞治療管理制度。 

2. 精進細胞治療法規。 

3. 建置透明化資訊公開平台。 

(二) 重要成果 

1. 已核准 52家醫院施行細胞治療技術共計 173件。 



2. 完成訂定「細胞治療技術年度施行結果報告格式」、「細

胞治療技術施行計畫成效評估機制」、「細胞治療技術風

險分級檢核表」。 

3. 已建立「新增細胞治療技術項目及適應症之評估機制」、

「細胞治療技術登錄管理資訊系統」、「細胞治療技術資

訊專區」。 

二、建置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 

(一) 計畫目標 

1. 設立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 

2. 產出我國人體生物資料庫未來營運模式構想。 

(二) 重要成果 

1. 已完成 32 家人體生物資料庫間資訊的整合，串聯超過

46萬樣各類生物檢體與其所附隨之資訊。 

2. 計畫期間共受理 67 件申請案，並協助國衛院人體生物

資料庫建立 COVID-19 檢體庫。 

3. 建立人體生物資料庫「出庫檢體品質的標準規格」。 

三、COVID-19防治產品開發及產業鏈結支援平台計畫 

(一) 計畫目標 

1. 建置「新冠病毒篩檢及分析技術開發支援平台」及「台

灣新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研究網及資料庫」。 

2. COVID-19防治藥物及疫苗加速專案。 

(二) 重要成果 



1. 針對檢驗試劑、疫苗、藥物研發提出技術支援媒合申請

者計 58案、防疫物資研發諮詢服務 57案，專案製造之

廠商共 15家，計 27項產品獲證。 

2. 收集新冠肺炎（COVID-19）個案的血液檢體，共有 21

件學術界申請案和 13件產業界申請案。 

3. 建立 COVID-19防治藥品（含疫苗）輔導及滾動式審查

機制，將防治藥品研發案件納入法規科學專案輔導。 

4. 縮短研發時程，以增進治療藥品（含疫苗）成功上市的

機會。協助 1件國產疫苗及 3件輸入疫苗分別取得我國

專案製造及輸入之核准。 

5. 完成研擬「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蛋白質疫苗臨床試驗之

化學製造與管制審查重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藥品研發之臨床審查考量」及公告「新冠疫苗專案製造

或輸入技術性資料審查基準」。 

四、緊急醫療救護智能平臺-救急救難一站通推動計畫 

(一) 計畫目標 

1. 建構智慧化緊急醫療救護資訊網絡。 

2. 打造緊急醫療救護智能平臺。 

3. 推動緊急醫療救護資料標準化。 

(二) 重要成果 

1. 建構「緊急醫療救護智能平臺」大數據資料庫。 

2. 持續完成急性冠心症及急性腦中風電子病歷標準化 



五、應用大數據分析於社會福利決策之研究：以長期照顧為例 

(一) 計畫目標 

1. 運用機器學習分析現有長照使用者健康醫療、評估與

服務使用資料。 

2. 分析被照顧者與被照顧者身心健康與福利使用情形，評

估長照服務介入成效。 

(二) 重要成果 

1. 透過機器學習預測發現 16 種老化特定疾病可作為

ADLs分數的良好預測指標。 

2. 本研究發現長照與老人保護案件間，存在 17％-27％不

等的共案率，未來建議應發展長照與老人保護之共案

機制，強化長照專業人員之老人保護知能與敏感度，落

實縣市照管中心、家防中心、A 個管與 B 級服務單位

轉介機制。 

六、社會工作人員智慧決策行動平臺計畫 

(一) 計畫目標 

強化保障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與形成處遇計畫及決

策能力、減少行政負擔。 

(二) 重要成果 

1. 建置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風險預警模型、智慧化地圖

功能(含智慧地圖 APP)、訪視過程案家風險評估計算功

能、後台管理系統、執業安全擴展實境教育訓練互動學



習系統。 

2. 辦理運用智慧決策行動平臺試辦擴展實境教育訓練計

畫。 

七、關鍵時代智慧醫材躍升計畫 

(一) 計畫目標 

1. 成立智慧醫療器材專案辦公室及輔導團隊。 

2. 建立完善法規環境和服務機制。 

(二) 重要成果 

1. 專案辦公室於 110年 5月 7日成立，已輔導 5件智慧醫

療器材產品上市，產出 6 份智慧醫療器材相關指引 

2. 完成建置智慧醫療器材資訊平台與智慧醫療器材媒合

平台建置。 

八、科技關鍵設施研發-運動科技應用與產業發展計畫 

(一) 計畫目標 

強化基礎結構及國民健康實證場域應用。 

(二) 預期效益 

1. 透過行政協助委託 10縣市，建置 10處運動科技國民健

康場域。 

2. 預計體驗人次達 2萬人次並納入數據平台資料分析。 

九、臺灣健康資料治理推動計畫 

(一) 計畫目標 

預期解決長期以來生醫與其衍伸資料之二次利用的法



規痛點。 

(二) 預期效益 

1. 完成研析人體生物資料庫相關法規、醫療法等生醫科技

既有法規，並提出修改方向。 

2. 以生物資料庫為例提出多元回饋永續利用之循環機制，

作為後續其他健康資料適用之參考基礎。 

3. 配合本部健康資料治理體制規劃，針對既有醫療管理制

度與體系評估調和與流程改造方向，並藉由溝通協助醫

療體系強化資料治理與未來之運用。 

4. 制定健康資料相容性、串聯機制等資訊協定，建立健康

資料治理動態調整機制 (PDCA)。 

參、 結語 

透過跨部會署科發基金計畫的支持，解決本部對於科技施

政急迫性之需求，對於後續仍有持續推動必要性之計畫本部亦

積極納入一般科技計畫持續推動，作為本部未來研訂與推動相

關政策之實證依循方向，以厚實科技施政量能。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

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