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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家齊聚臺北醫學大學，共議遠距醫療未來 

2024-10-15 

國家衛生研究院、臺北醫學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於 2024 年 9月 28日

聯合舉辦「遠距醫療國際研討會」，衛生福利部邱泰源部長、本校陳瑞杰董事

長、吳麥斯校長、陽明交大林奇宏校長，以及國衛院司徒惠康院長等國內外專

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呼籲全球不應因疫情消退而放棄遠距醫療。面對高齡化

社會、醫護人力缺乏及響應永續、節能減碳等挑戰，遠距醫療不僅是未來趨

勢，更將形塑臺灣醫療照護的未來。 

 

【上圖：衛福部長邱泰源（左 5）、北醫大董事長陳瑞杰（左 6）、校長吳麥斯（右 3）、陽明交

大校長林奇宏（左 3），以及國衛院長司徒惠康（左 4）等人合影】 

 

遠距醫療的概念在國際間已存在數十年，自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

來，醫療系統發生了顯著變化，包括超前部署、跨單位整合、疫苗開發等，「通

訊診察」在此期間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北醫的遠距醫療團隊為例，至今已超

過 10年，北醫除了早早成立了「遠距健康照護中心」，在重症照護和急診方面

也有遠距的設計。 

 

陳瑞杰董事長在開場演講中發表「遠距醫療：型塑臺灣醫療照護的未來」

的主題演講。他指出，遠距醫療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結束後並未消

失，而是從「遠距醫療」轉型到「遠距健康」，從急症走向慢性照護。當疫情爆

發時，視訊診療是緊急應對措施；而在疫情消退後，視訊診療則可應用於慢性

疾病或長期照護的遠距監測。 

https://tmubt.tmu.edu.tw/2024/10/15/%e5%9c%8b%e9%9a%9b%e5%b0%88%e5%ae%b6%e9%bd%8a%e8%81%9a%e8%87%ba%e5%8c%97%e9%86%ab%e5%ad%b8%e5%a4%a7%e5%ad%b8%ef%bc%8c%e5%85%b1%e8%ad%b0%e9%81%a0%e8%b7%9d%e9%86%ab%e7%99%82%e6%9c%aa%e4%be%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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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董事長強調，遠距醫療是以個人、家庭為單位，在災難或疫情爆發時，

若有完善的遠距醫療系統，社會大眾不會再恐慌，能夠如常得到良好的健康照

護，這也是「韌性醫療」的具體展現。疫後時代遠距醫療面臨四大挑戰：法

規、給付、科技及安全面，包括通訊診療的法規與給付是否提供足夠的誘因；

遠距醫療的商業模式與科技應用，如智慧醫療與物聯網的互通、虛實整合；以

及上網與病患個資的安全性。此次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產、官、學、醫界的專家

學者齊聚一堂，逐一提出解決方案，讓臺灣醫界先進更了解通訊診療業務在國

內外的推動與發展。 

 

隨著新形態的醫療不斷產生，遠距醫療未來不僅侷限於醫療，還可擴大到

教育、健康照顧、體重管理等層面。例如，過去臨床試驗只能在醫療機構內進

行，如今運用遠距醫療，受試者在家也可以參與臨床試驗，讓臨床試驗更貼近

真實數據。此外，美國的癌症中心病患透過門診化療、視訊診療，在家即可輕

鬆看診，將癌症用藥送到家。 

 

研討會還邀請了美國梅奧診所平臺（Mayo Clinic Platform）數位健康中心

醫學總監Michael J. Maniaci分享美國在疫後通訊診療的變化，及梅奧診所平臺

在美國推出家庭醫院的成效。隨後，國內各界專家學者分享遠距醫療在國際醫

療領域的投入、穿戴式設備與物聯網的推動、精準醫療的科技發展與趨勢、遠

距藥事服務在亞洲的發展。此外，日本九州大學遠距醫療中心首席技術長工藤

孔梨子拝（Kuriko Kudo）博士也分享了「亞洲醫師對遠距醫療的技術援助與新

興科技」，探討日本高齡社會遠距照護的發展。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每年針對各界所提出之衛生福利重要議題，依其重要

性、急迫性、前瞻性排序，組成獨立的專家委員會，根據各國研究結果及自身

實務經驗，研議出具有科學實證之政策建言，為臺灣衛生福利體系開創新格

局。並以學習型研討會之方式將研究成果導入學習型健康照護系統（Learning 

Health Systems , LHS）轉譯醫學的觀念，希望激勵更多、更廣泛的人員來領導

推動相關衛生福利體系之改善、持續學習，不斷改進醫療體系建言，使科學研

究的實證資料，回饋到民眾有感的照護改善。 

 

有鑑於此，衛福部於前年提出「通訊診察治療服務之診所可行性並提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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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建議」議題，委由國衛院論壇於去年協請北醫大陳瑞杰董事長與陽明交

大林奇宏校長擔任議題召集人，共同研議並提出通訊診察之相關政策建言，亦

成為促成本次國際研討會之濫觴，就遠距醫療在過去、現在、以及未來所面對

的挑戰研析與形成共識。（文/管理發展中心‧秘書處） 

 

【下圖：由國家衛生研究院、臺北醫學大學、陽明交通大學共同舉辦「遠距醫療國際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