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中醫藥之發展 

 

簡介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發表「2014－

2023年傳統醫學戰略」，呼籲各國應依國情發展傳統醫藥，並將傳統

醫學納入健康照護體系，其估計將傳統醫藥應用於醫療保健的人，約

占世界人口 70%以上；又據美國市場研究公司（Grand View Research）

統計，2017 年傳統醫學及替代療法的市場規模估值為 520 億美元，

預測至 2025年內複合年成長率（CARG）為 18.11％，顯示中醫藥的

市場仍呈現穩定成長，未來於醫療保健之應用，仍具相當多元的發展

空間。 

面臨全球人口高齡化，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至 2026 年臺灣將

步入超高齡社會，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有關醫療衛生及保健需求等

議題日益受重視，民眾也日漸注重養生保健；且我國為西醫與中醫併

行的醫療體系，民眾可在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下，依個人所需，選擇使

用中醫或西醫，獲得適當的健康照護。為落實憲法所賦予國家應促進

現代及傳統醫藥研究發展之義務，以及呼應 WHO傳統醫學戰略之倡

議，本部制定中醫藥發展法，業於 2019 年 12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通

過，同年 12月 31日總統公布實施。該法經確立國家中醫藥發展之基

本原則，以促進中醫藥永續發展及增進全民健康福祉，並使臺灣中醫



藥的發展邁向新的里程碑。 

為促進民眾健康福祉，本部近年來已陸續推動多項重要措施，自

2020年起推動「中醫優質發展計畫」，建構中醫醫療照護體系及促進

中醫現代化，落實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制度、試辦中醫專科醫

師制度，辦理中醫醫院評鑑，建構中西醫合作照護、中醫日間照護、

中醫參與長期照顧及中醫參與戒毒治療模式，以促進中醫多元發展。

又為提升中藥品質及促進產業發展，本部自 2022 年起推動「中醫藥

振興計畫」，鼓勵產業創新加值、優化中醫藥管理及法規環境、精進

國內中藥（材）品質、安全性和有效性、強化藥事服務及衛生教育，

推動中藥品質國際化及產業連結國際等，以落實推動中醫藥發展法，

藉由中醫與中藥發展計畫雙管齊下，相輔相成，俾期為中醫藥優質服

務及產業環境奠定良好根基，促進中醫藥永續發展。 

在民俗調理業務部分，本部輔導從業人員適法從業，規劃教育訓

練制度，推動產業人才證照化，朝民俗調理管理法制化努力。另，為

促進國際交流合作及配合新南向政策，推動與新南向國家傳統醫藥交

流，擴大分享中醫藥管理法規與制度、中醫藥臨床應用及中西醫整合

治療經驗，將臺灣中醫藥發展特色推向國際。 

本書以深入淺出的角度，介紹本部中醫藥司之重要政策規劃、目

前推動進度與未來發展方向，期讓國內外人士對我國中醫藥發展現況

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認識。繼 2020 年出版《臺灣中醫藥之發展》（第

4版）一書後，獲得各界廣大迴響，本第 5版承接原版架構，擴充篇

幅與更新內容，包括行政組織職掌、中醫醫療照護、中藥品質管制、

中醫藥國際交流、民俗調理輔導與未來展望等章節，增列制定中醫藥

發展法及新的中醫藥相關資訊，呼應 WHO 對傳統醫藥管理策略目

標，以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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