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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之成果

-提昇國際醫衛合作新契機

行政院衛生署

101年5月31日

大綱
 WHA大會前活動

 署長大會發言

 致函陳馮富珍連任幹事長

 署長專文及專訪

 多國雙邊會談

 技術性委員會

 民間及國際專業團體活動

 未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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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65)屆世界衛生大會今(101)年5月21日至26日於

瑞士日內瓦召開，共194個會員國及8個觀察員。

 我國第4度獲邀參加，代表團20人出席與會，參加

大會、技術性委員會、技術性簡報、場邊會議及

其他國際專業醫衛團體辦理之活動。

 民間團體宣達團，由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牙醫師

公會、台灣醫界聯盟等約30人赴日內瓦宣達。

3

WHA大會前活動 ─ 5/20外交酒會

 19國友邦官員，包括7位衛
生部長參加。

 立法院：推派蘇清泉委員及

林世嘉委員代表參加。

 我國要求WHO對我參與應
持一致性與透明原則，籲請
友邦支持。

 邀請甘比亞及諾魯衛生部長
致詞，均大力支持我爭取以
WHA模式擴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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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於WHA大會以
中華臺北Minister身分發言 (1/2)

 以今年大會主題「邁向普及化

全民健康照護」（Towards
Universal Coverage）發言

 分享全球知名的我國全民健保

 財務永續及健保改革

 向全體醫護人員致謝與打氣

(以英語、國語、台語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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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籲WHO會員國，支
持採用我們去年提出的
「世衛大會模式」，擴
大我們參與WHO其他
會議及活動，讓台灣人
民得以善盡世界公民的
責任。

 發言結束，獲多國代表
熱烈迴響，並向我國索
取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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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於WHA大會以
中華臺北Minister身分發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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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陳馮富珍連任幹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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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下午，在陳馮幹事長當選後，立刻與謝大使

遞函給法律顧問Mr. Burci(下圖最左邊者)，除禮貌

性祝賀之外，再度表達嚴正的立場，表明絕不接受

WHO不當待我之立場。

• 並籲請陳馮幹事長

在第二任內，擴大

我國在WHO公平

及有意義的參與。

署長專文及專訪

專文刊登：加拿大、韓國、菲律賓及

尼加拉瓜等國刊登，目前已登共24篇
(陸續刊登中)

法新社專訪

瑞士時報專訪

8



5

加拿大卡加利前鋒報 韓國時報

菲律賓星報 薩爾瓦多國家報

加拿大溫哥華太陽報 巴拉圭新聞電子報

菲律賓馬尼拉時報尼加拉瓜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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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國雙邊會談(1/2)

與美國、歐盟、日本、英國、澳洲、海地等10
國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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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國雙邊會談(2/2)

 會談議題包含:
食品安全、傳染性疾病、藥品審查、全民健保、
醫衛人員訓練與交流等多項議題交換意見。

12與美國衛生部長Kathleen Sebelius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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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歐盟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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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4日轉往布魯塞爾歐盟亞洲智庫(EIAS)作「社會正義與
醫療照護」的演講。

 與衛生暨消費者總署(DG SANCO)總署長簽署「菸害警示
圖像授權」協定，隨後並討論將近10項的國際衛生議題，

收穫甚多。

與歐盟衛生暨消費者總署(DG SANCO)總署長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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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雙邊會談之轉變

 10個國家或組織會談排程順利，對方合作意

願高。

 包含5大國或組織(美、英、日、澳及歐盟)。

 各國肯定我國醫藥衛生專業能力。

 對我國建議之WHA模式及擴大參與WHO表

示認同、支持。

 過程中對等及受尊重，是拓展國際醫衛合作

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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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16項技術性議題發言(1/2)
─ 歷年來最多的一次，展現我國醫藥衛生實力

 13.1 非傳染性疾病的防治

 13.2國家衛生及社會部門對於精神疾病所造成的全球負擔
之相關因應措施

 13.3 營養

 13.4青少年懷孕及早婚問題

 13.5監測與健康相關之『千禧發展目標』執行現況

 13.6影響健康問題之社會因素：「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會議成果(Rio de Janeiro, 
Brazil, October 2011)

 13.7國際衛生條例(2005)之施行

 13.8全球性大型集會活動：對全球衛生的影響及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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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16項技術性議題發言(2/2)

 13.9 流感大流行防範：共用流感病毒以及獲得疫苗和其
他利益

 13.10加強根除全球小兒麻痺
 13.12全球疫苗行動計畫草案
 13.13劣質、假造標籤不當偽冒醫療產品：會員國工作小

組的報告
 13.14關於研究與開發方面籌資和協調問題的專家諮詢工

作小組
 13.15世界衛生組織在應對人道危機中之衛生相關事宜所

扮演之領導地位
 13.16 進度報告: G.病毒性肝炎 (依據WHA63.18決議)
 13.16 進度報告: K.預防與控制因性行為所造成之傳播感

染: 全球戰略 (依據WHA59.19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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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活動-
前往聯合國前三角椅廣場向我國民間宣達團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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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醫衛專業團體活動

19

國際護理協會(ICN)酒會

世界醫師會(WMA)酒會

未來建議(1/2)

1. 透過協商及友邦支持，逐步擴大參與WHO其

他會議、機制及活動。

2. 透過WHA、APEC等平台，加強各國雙邊會

議，持續強化各國雙邊交流及協議。

3. 擴大舉辦「台灣衛生論壇Taiwan Health 
Forum」，廣邀各國相關部長及官員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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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建議(2/2)

4. 加強專業醫衛官員及學者的交流、互訪及

訓練。

5. 加強培訓國際醫衛外交及談判人才。

6. 號召全國醫藥衛生人員加強投入醫療外交

，特別是大學、醫療機構、民間團體的參

與及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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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加入WHA觀察員，是對我國提升衛生專業水準、
、確保國民健康及國際地位之重要平台。

 參加第65屆WHA感受到各國的尊重，獲益良多，
但目前限制仍多，我們需要有計劃地繼續努力，
擴大參與WHO的會議、機制及活動。

 目前WHO新趨勢，已逐漸由傳染病、公衛等轉移
至我國較強項的「健康照護體系」，如能整合、
協調全民及政府的力量，並善用此新契機，積極
參與並協助各國，提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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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的感謝

能在國際舞台上介紹全球皆知的全民健保，

是我國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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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且具服務熱誠的醫護專業人員，

是我們多年來能用較低保費提供高效能醫療服務之關鍵。

在此，我也要向勞苦功高的醫護人員致上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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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