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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1屆第 1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0次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2024

年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之經過、檢討與展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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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衛生是全球的共同責任，事關公平獲得基本保健和對

跨國疾病威脅的集體防範。為維護我國人之健康權益，衛福部

持續配合外交部整體策略規劃，自 86 年起正式推動參與世界

衛生組織(WHO)，以專業參與為訴求，在政府及民間多年共同

努力及友邦與國際友人的大力支持下，國際社會逐漸認知我國

加入之必要性，98年至 105年連續 8年以觀察員身分出席WHO

最高決策機構─世界衛生大會(WHA)，並持續推薦專家參與

WHO舉辦之醫衛專業技術性會議。 

然而自 106年第 70屆WHA起，WHO未依循其憲章宗旨

及國際社會廣泛支持臺灣參與WHA的呼籲，屈從政治壓力而

未邀我與會。我國在無法出席WHA的情形下，衛福部持續配

合外交部策略，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之原則，仍每年

組成世衛行動團，前往瑞士日內瓦積極與各國衛生部門及國際

專業醫衛團體進行雙邊醫衛專業交流，促成實質合作，行動團

也向友邦、理念相近國家及友我國家及國際醫衛團體，對於他

們堅定支持臺灣參與WHO表達感謝，亦參與WHO健走活動

及民僑界活動，並辦理專業論壇，展現臺灣醫衛實力。本年立

法院亦提高層級，由江副院長率由王正旭委員、陳菁徽委員及

林憶君委員跨黨派所組成之立委視導團，同心協力向國際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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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2024年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之經過、檢討與展望： 

一、 我國 11友邦中均為我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WHA提案，

另共計 26個國家及歐盟也發言助我。 

二、 第 77屆WHA於 113年 5月 27日至 6月 1日於瑞士日

內瓦召開，我國雖未接獲邀請函，仍由衛福部邱泰源部

長率領世衛行動團赴日內瓦，展開醫衛交流並向國際發

聲，積極與各國衛生部門及國際醫衛團體進行雙邊及多

邊醫衛專業交流、辦理多場次專業論壇、參與WHA周

邊專業會議，與全球分享我國經驗，及掌握全球最新醫

衛資訊，以實質合作方式參與全球衛生，協助全球加速

落實永續發展目標，並保障臺灣民眾健康福祉。 

三、 重要成果如下： 

(一) 與友邦、友我國家如美國、澳洲、德國、立陶宛、

捷克及重要國際醫衛組織如世界醫師會(WMA)、國

際護理協會(ICN)等進行 43 場雙邊會談，場次比以

往更多、會談之官員層級更高，內容也更深更廣。 

(二) 尤其我國多年來在 WHA 期間於日內瓦對於拓展醫

衛合作的成果亦漸顯現，近年衛福部與多國衛生部

簽署醫衛合作備忘錄，如美國、捷克等，於過去一

年間業已建立實質合作，並於本年雙邊會談中進一

步洽談未來工作事項，為政府間醫衛合作奠定厚實

的基礎。 

(三) 呼應 WHA 重要議題，與醫師、牙醫、護理、公衛

等醫衛團體合作於日內瓦舉辦專業論壇，議題包括

全民均健、大流行病預防、弱勢族群口腔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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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照護等，提高我國醫衛成就之國際能見度，彰

顯臺灣納入全球衛生體系之必要性，深獲好評。 

(四) 於第 77屆WHA開議前召開國際記者會，由衛福部

邱泰源部長向國際社會發表聲明表示，WHO 基於

政治因素而將臺灣排除在外，除損害台灣 2350萬人

之健康權益外，嚴重危及 WHO 建構更全面的全球

衛生架構的努力，並重申聯合國大會第 2758號決議

及WHA第 25.1號決議全文未提及臺灣，更未授權

中國在聯合國體系代表臺灣，所以引用該兩決議排

除臺灣有意義參與 WHO 毫無正當性。邱部長另強

調甫上任的賴總統長期關注臺灣人民及全球民眾的

健康議題，臺灣將持續協助國際社會實現全民均健。

最後感謝友邦和理念相同的國家，對於臺灣有意義

參與WHO的一貫支持。感謝  大院江啟臣副院長、

陳菁徽委員、王正旭委員及林憶君委員亦出席並發

言，呼籲各界支持臺灣參與WHA。 

(五) 循例全面關注 WHA 討論之衛生技術議題、詳細記

錄，以做為未來衛生政策之參考。另積極參與周邊

醫衛專業活動，例如參與抗生素抗藥性(AMR)、全

人照護、減鹽、血漿製劑及相關產品、永續及韌性

衛生系統等議題之國際醫衛專業會議及活動十餘場，

以掌握全球衛生發展現況並藉此機會提升我國優越

醫衛量能之國際能見度。 

(六) 此外，衛福部官方 Facebook自 4月 7日WHO世界

衛生日開始，呼應本年主題「我的健康，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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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ealth, my right)」展開一系列主題為「臺灣的健

康之路」的貼文，主題下陸續介紹我國重要的健康

政策與成果，包括 4月 7日「國際醫療援助」、4月

11日「偏鄉離島醫療」、4月 16日「年輕族群心理

健康」、4月 19日「癌症篩檢」、4月 25日「肝癌篩

檢」、5月 2日「偏鄉醫療可近性」、5月 7日「數位

醫療」、5月 13日「新藥新興醫療可近性」、5月 15

日「原鄉離島醫療」及 5月 23日「國際防災」等，

共 10篇貼文，向國人強調臺灣持續在國內外投入健

康的正能量，落實 WHO 憲章「健康是基本人權」

及聯合國(UN)永續發展目標(SDG)「不遺漏任何人」

的願景，為世衛行動團行前推廣達成很好的互動效

果。世衛行動團抵達日內瓦後，持續於 Facebook張

貼圖文，及直播國際記者會等，截至 6月 2日，這

22 篇貼文觸及人數總計接近 76 萬 3,202 人次，互

動次數累計超過 1萬 3,737人，552人分享，網友踴

躍互動、關心世衛行動團於前線之情況。 

(七) 世衛行動團亦積極參與民團及僑團活動，如出席「歐

洲臺灣醫事聯盟年會」、參觀臺灣聯合國協進會「臺

灣醫療健康成果策展活動」、向參與WHO Walk the 

Talk健走活動之民僑團致意、參與僑委會主辦之「民

僑團歡迎晚宴」、世台聯合基金會主辦之專業論壇及

臺灣醫界聯盟所舉辦的「臺灣之夜」等活動，展現

臺灣全民團結一致爭取參與WHA的決心。 

四、 檢討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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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雖因中國因素無法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但

經由持續強化與友好國家之雙邊醫衛合作，如簽署醫衛合作

備忘錄，已建立實質合作，增進臺灣參與國際衛生事務之機

會。今年中國打壓力道更大，世衛行動團在情勢更加艱辛的

情況下，仍然積極透過各種方式，傳達臺灣人民盼受平等對

待、捍衛健康權的訴求，並且展現臺灣醫衛的專業能量及貢

獻。此外，本年於本部與外交部共同努力下，於 WHA中為

我執言之國家數及力道更勝以往，與我雙邊交流之國家亦更

甚以往、層級亦更高。 

臺灣是世界優等生，在醫療防疫方面，不應該被拒於教

室外面，不能進入教室中和同學分享，這是世界的損失。但

臺灣不能因為未達目標就放棄努力，所有的努力都將留下痕

跡，為世界帶來改變。衛福部將持續關注並研析WHA議題，

將臺灣表現佳的面向與其他國家分享，表現不好的亦要尋求

改善，找到處理舊事情的新方法，解決新事情的好方法。此

外將持續善用我國優質醫事團體之力量，加上衛福部及外交

部共同努力，爭取未來越來越多支持我參與的力道。 

參、 結語 

衛福部將在賴總統的領導下積極邁向健康國家的目標，將

台灣努力的成果貢獻國際社會，並持續與外交部及僑委會等跨

部會合作，結合國內民間團體、國際醫衛組織及青年團體之力

量，透過各種管道向WHO及國際社會發聲，以在我受限的外

交空間中尋求突破，俾利共同致力增進臺灣及全球人民最高之

健康權利與福祉。再次感謝本年江副院長率立委視導團與行動

團共同赴日內瓦努力，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爭取台灣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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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的健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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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