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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0屆第 7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開全體委

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近五年我國國際

合作發展政策執行項目暨外交部『國際合作及關懷』預算支用

情形檢討」涉屬衛福部部份，提出專案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

惠予指教。 

壹、 背景 

    臺灣為了促進國人健康，努力發展醫療衛生技術，累積

備受國際肯定的實力。根據全球資料庫網站（Numbeo）健康

照護指數（Health Care Index）排行榜，臺灣連續四年排名第

1；臺灣的健康照護系統也被 CEOWORLD 雜誌評為 2021 

年全球次優，另外，2020 年美國彭博（Bloomberg）評比 75

個新興市場抗疫表現，臺灣亦排名居冠。 

    臺灣樂願貢獻醫衛專業予全球，積極盡一己之力，協助

有需要之國家，以增進全球衛生安全，多年來本部配合外交

部整體援外策略，在邦交國及友好國家執行醫療衛生合作計

畫，分享臺灣先進的醫療衛生專業知識、技術及經驗，協助

提升該等國家醫衛及照護能力；自 109 年 COVID-19 疫情

爆發，我國亦持續透過捐贈防疫物資及分享成功防疫經驗，

積極協助國際社會抗疫，更凸顯我國際醫療衛生量能。 

貳、 近五年我國國際合作發展政策執行項目暨外交部『國際合

作及關懷』預算支用情形檢討： 

當前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因全球化後變得頻繁且密切，

以我國在國際社會的特殊處境，為避免臺灣在整個國際發展

中被排斥而遭邊緣化，需要藉由臺灣已掌握之醫療衛生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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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外交部整體策略，推動國際醫療衛生援助，彰顯臺灣在

國際醫衛領域之重要地位，茲就本部重要國際合作發展政策

執行項目暨預算支用情形檢討說明如下： 

一、 臺灣國際醫衛行動團隊（Taiwan International Health 

Action，TaiwanIHA）：為外交部及本部成立之任務編

組，協調辦理國際醫衛合作與緊急醫療援助工作，截至

111 年底成功執行了 37 次緊急人道醫療援助行動。110

年 4 月外交部、衛福部、國合會、國家實驗研究院和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共同簽署「聖文森國災害管理降

低緊急醫療負擔發展計畫前期研究專案」策略性合作備

忘錄，111 年派遣專家赴聖國考察，針對地震、火山及

颶風預警系統進行預警評估、捐贈火山監測設備及協助

氣象局人員培訓，並舉辦防災科技相關應用研討會等。 

二、 臺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計畫（ Taiwan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Training Center，TIHTC）：本部

自 91 年成立「臺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持續

協助友邦及友我國家之醫事人員至臺灣接受健保、醫務

管理及專業醫療技術訓練，提升醫療人員素質與人民生

活品質。111 年度共培訓學員 95 人次，截至 111 年底

共培訓 78 國學員、2,087 人次。 

三、 醫療器材援助平臺計畫（Global Medical Instruments 

Support and Service Program，GMISS）：募集全國醫療

院所汰舊堪用之醫療儀器，配合外交政策辦理捐贈，111

年度完成 6 案：烏克蘭、巴布亞紐幾內亞、蒙古(2 案)、

帛琉(2 案)，迄 111年計援贈友邦及友我國家共 37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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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7千餘件醫療器材。 

四、 「太平洋友邦及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包括「駐馬

紹爾群島共和國臺灣衛生中心計畫」、「臺灣醫療計畫－

帛琉、諾魯、吐瓦魯」、「斐濟行動醫療團」、「巴布亞紐

幾內亞行動醫療團」等計畫，自 103 年起本部接受外交

部所請，經費由外交部支應，代為委託國內 6 家醫院辦

理，派遣醫護人員或以線上方式提供當地民眾醫療服務

或諮詢，並協助進行各項公共衛生推廣活動，辦理醫護

人員專業教育訓練，將臺灣的醫衛專長貢獻至醫療資源

缺乏之地區，提供合作國永續經營之醫衛協助。109 年

至 111 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雖未能實地派遣行動

醫療團及短期駐診人員前往，我國仍持續提供協助，如

透過視訊會議、研討會或捐贈醫藥防疫物資及協助建置

洗腎中心等，分享醫療技術與經驗。111 年 10 月在馬

紹爾共和國之臺灣衛生中心與馬紹爾衛生暨公共服務

部合辦新冠肺炎國際研討會，邀集包含美國及 WHO 等

13 位專家進行相關主題演講，共 215 人次實體參與。 

參、 結語 

本部將持續與外交部密切合作，全面參與國際醫療衛

生及人道救援工作，以彰顯臺灣回饋國際社會之熱忱，期

盼國際社會能認同臺灣在全球醫療公衛體系之貢獻，進而

更鼓舞臺灣奉獻國際社會之動能，俾利共同致力增進臺灣

及全球人民之健康權利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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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