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是政府新南向政策

五大旗艦計畫之一。衛生福利部自2018年起透

過「一國一中心」計畫，做為與新南向國家交流

的先鋒，2019年目標國家加入緬甸，包含原有之

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及汶萊）、菲律賓、泰

國、越南，目前共有「七國七中心」。

衛
生福利部自2018年起推動「一國一中心」

計畫，針對優先六國，由六家醫院擔任統

籌協調中心，2019年增納緬甸，分別由國立成

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負責印度、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負責印尼、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以下簡稱長庚醫院）負責馬來西亞（兼轄汶

萊）、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負責緬甸、花蓮慈濟

醫院負責菲律賓、彰化基督教醫院負責泰國，及

臺北榮民總醫院與國立陽明大學所組成的榮陽

團隊負責越南。

醫衛產業需要建立長期信任感，透過新南向國

家醫事人員來臺學習與交流的機會，增進對我

國醫療體系的認識、建立對我國醫材、藥品的了

解與信心，奠定產業連結的基礎。

醫衛產業是一個需要建立長期信任感的產業，

透過新南向國家醫事人員持續來臺學習與交流

相關技術的機會，增進新南向國家對我國醫療

體系的認識、建立對我國醫材、藥品的了解與信

心，奠定產業連結的基礎。

種子醫事人員　營造善的循環

一直以來，臺灣不吝分享經驗，如2018年一國一

中心已培訓新南向國家醫事人員336人。今年3

月，曾在臺大醫院受訓的越南越德醫院醫師Dr. 

Pham Huu Lu及Dr. Trinh Ke Diep，成功完成了

越南首例不插管麻醉肺切除手術，越南媒體特

別提及兩位醫師曾來臺研習相關技術。

過去，臺灣曾受到醫療先進國家的薰陶與培養；

如今，臺灣已準備好肩負責任，作為亞太地區的

積極參與者，希望透過種子醫師培訓帶來「善的

循環」，以提升新南向國家人民的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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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臺灣醫療形象　產業帶出去

臺灣優異的醫療技術，加上堅實的資通訊科技

實力，在醫療領域發展上更帶動出優勢技術與

能量，例如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智慧醫

療、精準醫療、骨材、牙材技術等。

新南向國家各有著不同的醫衛條件與需求，產

業界敏銳的嗅覺已從中看到契機，欠缺的只是

一塊敲門磚，而一國一中心的重點任務之一，就

是扮演這個敲門磚角色。一國一中心和政府、產

業界積極合作，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下，2018年介

接了69家廠商，成果有目共睹。

新南向國家來臺就醫人次大突破

臺灣高品質的醫療服務逐漸打響名號，如大馬球

王李宗偉罹患鼻咽癌，在友人推薦下選擇赴長

庚醫院就醫；榮陽團隊多次前往越南進行示範手

術，並在今年4月突破越南最小年紀換肝紀錄，

讓臺灣的醫療實力在新南向國家聲名更加遠播。

一國一中心亦提供臺商健康諮詢服務，讓在外

打拼的國人能夠安心；並藉由臺商人脈與口碑，

吸引更多新南向國家民眾來臺就醫。此外，也設

置新南向國家語言標示及翻譯服務，對於不同

宗教信仰的新南向國家朋友，提供更多元安排，

例如提供清真產品或飲食、設置祈禱室等，營造

更受尊重與便利的環境。

近年來新南向國家來臺就醫人次數逐漸攀升，

2018年已突破15萬人次，較2017年同期成長

57%，更首度超越中國大陸，顯示新南向國家已

更加認識、信任臺灣的醫療實力。

瞭解需求、以人為本的醫衛合作

一國一中心作為第一線，能夠了解個別新南向

國家的需求，並透過醫衛合作，逐步深化雙方互

信關係，為醫衛相關產業帶來更多跨出臺灣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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