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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新思維 

用醫療服務增加國際能見度  
文．許以霖

提
到國際醫療，大家腦海中第一時間

浮現的，可能是「來自先進國家的

醫師，拿著聽診器，在診視一個肚子大大、

沒穿衣服的非洲小孩」的畫面，這也是許多

團體說明這項議題時，喜歡傳遞給大家的印

象。但是事實上，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衣索

比亞大饑荒」已經是30多年前（1984）的事

情了，2015年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

已經建立了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沒有的現代化

輕軌列車。

國際醫療合作的方式
 2009年10月，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考量具

出口競爭力、就業機會多、具發展潛力等因

素，把國際醫療規劃在10項重點服務業之

一，做為未來推動我國服務業起飛之發展方

向。其中國際醫療的計畫目標為：結合台灣

的優質醫療和觀光旅遊業，使「台灣服務」

成為台灣經濟的新標誌，提升台灣之國際能

見度（表一）。經過幾年的努力，美容醫學

（醫美），健康檢查產業（健檢）為最主要

的國際醫療項目。但是於2015年衛福部的調

查中發現，我們國際醫療發展並不如預期，

台灣有國際醫療認證的會員醫院機構僅有63

家，其中可提供國際醫療的醫院因為意願有

限而不多，且台灣的國際醫療多為單打獨

鬥，缺乏整合後的「台灣」品牌，比起其他

較早起步的國家（如泰國、日本等），在國

際能見度上更顯不足。

 國際醫療可分為技術援助、訓練人道援

助，醫療援助與捐贈等。目前台灣許多醫院

都配合政府政策及醫院宗旨，從事長期的醫

療合作（表二），而國際醫療合作已經不是

過去台灣慈善團體常採取的短期義診模式。

因為這樣的作法並無法實質上改善當地民眾

的衛生健康，只是滿足自我的志工行為。

 以2015年的尼泊爾地震為例，在震後三天

內當地便已抵達百餘隊的國際救難及醫療

隊，並在當地衛生部及聯合國組織的合作下

進行救災，但我們當時仍在評估派出醫療團

編按：此專欄雖為與身體健康有關之主題，但由於國際醫療是近來國家發展重點，

大家根據字面上的意思多有誤解，因此邀請長年致力於國際醫療主題的許以霖醫師

說明，破除大家對於此主題的迷思。

表一 台灣國際醫療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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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參與運作的階段，並且提出未來台灣醫

療團體要參與國際救災必須遵守的國際規

範，避免妨礙當地救災而不自知（表三）。

改變觀念，培養正確國際觀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曾於2015

年7月28日在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總部發

表演說指出，現在是世界改變與非洲交往方

式的時候了。 

 歐巴馬指出，「許多非洲人向我說，我們

不需要援助，我們要貿易，以助長我們的進

步。我們不要贊助，我們要夥伴，以幫助我

們建立我們自己成長的能力。我們不要沒有

尊嚴的依附，我們要作出我們自己的抉擇，

並決定我們自己的未來。」

 試問，世界已經在改變，我們還要停留在

三十年前的國際社會嗎？

許以霖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副主任

衛生福利部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副執行長

著有：《地球另一端的眼淚：知足，我在人

道救援1000天後學到的事》（春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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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台灣目前長期國際合作醫療計畫
計畫內容 合作國家 執行單位

台灣衛生中心計畫 馬紹爾群島 衛福部雙和醫院

台灣衛生中心計畫 索羅門群島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灣醫療計畫 吉里巴斯 馬偕醫院

台灣醫療計畫 諾魯 台中榮民總醫院

台灣醫療計畫 帛琉 新光醫院

台灣醫療計畫 吐瓦魯 中山醫院附設醫院

常駐醫療團 史瓦濟蘭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常駐醫療團 聖多美普林西比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常駐醫療團 布吉納法索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海地公衛醫療面向計畫 海地 衛福部桃園醫院

行動醫療團 斐濟 國泰醫院

行動醫療團 巴布亞紐新幾內亞 彰化基督教醫院

醫療器材援助平臺計畫（GMISS） 索羅門群島、史瓦濟蘭、巴拉圭等

三十個國家

台大醫院

台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計畫（TIHTC） 越南、印尼、蒙古、菲律賓等50國 衛福部台北醫院

非洲地區國家衛生醫療合作計畫 迦納 衛福部台中醫院

2015台灣-西非健康論壇暨交流評估計畫 迦納 衛福部台中醫院、奇美醫院

非洲地區國家衛生醫療合作計畫 馬拉威 屏東基督教醫院

成大醫院緬甸醫療服務計畫

非洲地區國家衛生醫療合作計畫

緬甸、肯亞 成大醫院

聯新尼泊爾期望醫療中心 尼泊爾 壢新醫院

表三  2015年TaiwanIHA醫療團隊修訂之出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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