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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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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為智慧技術可為醫療帶來正面影響

資料來源：TRUSTWORTHY AI IN HEALTH (2020)

Health and Healthcare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Global Future Council on the Future 

of Health and Healthcare (2016-2018)
Trustworthy AI in Health (2020)

醫療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可改變健康和醫療保
健，使醫療服務互操作性更高、結果更精確、
更符合個人意向，顯著改善人類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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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是現今通用的智慧技術，可為
衛生系統、專業人員和公眾帶來益處，
使現有的臨床和行政流程更加有效、和

公平。

在適當的監管架構下，新興智慧技術的躍進可為醫療
場域服務提供者、患者等各端帶來顯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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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AI技術以實現精準及預防醫療已成為國際重要趨勢

資料來源：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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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健康醫療發展現況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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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健康醫療發展重點議題

• 近年醫事人員、護理人員數量逐漸無法滿足患者看診需求，如何維持健康
照護服務的供需平衡為我國健康醫療重點議題

資料來源：OECD公開資料，衛福部健保署公開資料，衛生福利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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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已依照地理區域劃分醫療區域建立分級醫療制度，但醫療資源仍存在不
均的問題，如何減緩此差異落實醫療平等，亦為我國健康醫療重點需求

我國健康醫療發展重點議題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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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高齡化發展，如何減緩隨之加速成長的醫療支出重擔，
將為我國健康醫療重點需求

我國健康醫療發展重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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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主計處、衛生福利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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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技術對醫療現場帶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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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性 & 個人化

效率提升&成本降低

智慧科技對醫療領域的影響

•病後護理
治療效果預測、健康助理及用藥管理

•醫療資訊系統
診間醫令系統、檢驗檢查、藥
物管理、生理資料傳輸監測

•健康保健
個人生理數據蒐集、基因檢測、疾病風險預測預防

智慧
醫療

資料來源：WHA官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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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系統
實習醫師的教育訓練、環境
管理、病理管理

•治療
新藥挖掘、遠距手術

•診斷
醫學影像輔助診斷、線上/遠距就診

智慧醫療可將資訊與通訊技術應用於健康醫療場域，
改善人手不足、資源分配不均、個人化服務成本過高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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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智慧科技對醫療價值鏈效用

人工智慧、行動大數據於醫療價值鏈上之應用

病情診斷與治療

院內治療
照護

居家監控/
復健

疾病預防

提升醫療效率、精準醫療
 診斷協助系統
 診斷AI

縮短院內照護時間
、提升照護效率
 智慧病房
 生理量測醫材
 生理數據分析AI
 遠距病房

降低到院頻率
、控制疾病復發
 遠距照護
 遠距復健
 穿戴式裝置
 照護機器人
 生理數據分析AI

1. 提升服務效率，
舒緩人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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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技術可及性，
打破地理空間限制

3. 提升體系執行效率，
降低服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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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智慧技術提升營運效率，填補人力缺口

• 為降低公醫制度之醫療人員負擔、提升服務效率及保障民眾健康，英國NHS主導
與產業合作導入AI技術於診斷輔助、遠距服務之應用

AI診療輔助－Deepmind

• 2010年成立，2014年Google收購；2016年與NHS於醫療領域合作；

•初期透過深層神經網路、現更應用強化學習法，加速AI自主學習速度

•AI分析血液檢驗報告、及早診斷預警急性腎損傷

•降低醫護人員負擔、並降低致死率結果

•透過100萬份的匿名眼部掃描圖像資料，學習判讀有病變風險之影片

•改善因影像判讀耗時，延遲病人接受治療時間問題

資料來源：Deepmind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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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智慧技術弭平各地醫療資源可及性差異

AI服務輔助－Babylon

•成立於2014年的新創公司，透過AI技術提供快速、遠距醫療服務

•全球最大數位醫療服務提供商之一，每天服務人次達2500人以上

•與NHS合作提供聊
天機器人，透過文
字訊息提供初步病
情分析與就診建議

•提供加值服務，可即
時透過視訊，與線上
醫師進行諮詢

資料來源：Babylon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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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智慧技術提高服務可及性，在確保患者技術適應性同時
降低醫療服務提供之流程所需成本

健康醫療APP評估項目

英國NHS優良健康醫療APP認證流程

Step 1

繳交APP

Step 2

初步評估

Step 3

自填DAQs*表

Step 4

評估

Step 5

核可公佈

有效性
對使用者有改善作用、

可節省費用等

合法性
特定項目須通過醫療
器材、CQC**檢驗

臨床
安全性

須有風險管理、確保無
臨床使用傷害

隱私性
須和消費者完善說明

資料使用方式

資訊
安全性

資料儲存、授權、
通訊科技使用管理

易用性
對使用者易於瞭解、
易於使用、具知識性

互連性
醫療系統資料交換可
靠度、服務水準

穩定性
具良好、持續的品質
管理、營運風險管理

*Digital Assessment Questions；** CQC = Care Quality Commission Registration

優良APP查詢網站

資料來源：英國衛生部英格蘭公共衛生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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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慧醫療發展關鍵議題 & 政府扮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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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發展之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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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虛擬應用優先導入(Virtual first)

將虛擬方式擴大運用到臨床服務提供，以提升品質並
節省人力等。

2) 專注價值導向(Focus on value)

從產品轉為以患者為本的價值導向，更專注於品質與
結果的改善，在財務與照護方面導入永續經營概念。

3) 前瞻社會群體管理(Advanced population 

management)
建立衛生部門以外的多元合作夥伴關係團體，發展全
面及系統性的方法以協調各關係人共識。

4) 未來醫院實現(Future of the hospital)

設計靈活且韌性的整合式醫療體驗，協助醫院因應不
斷變化的臨床需求，並支援健康生態系統的各個患者。

以智慧醫療帶動醫療衛生系統轉型 政府於智慧醫療發展與轉型中的角色

以智慧醫療帶動我國醫療衛生系統轉型

節省醫事人力、提升體系韌性，
並提供以患者為本的醫療與照護服務

創新智慧
研發驗證

多元合作
模式建立

虛擬應用
導入現場

優化具體
臨床效益

智慧醫療
發展與應用

 醫療行為、品質與倫理監管
與醫院評鑑

 實驗室認證管
理、市場准
入、獎勵給付
等機制設計

 醫事人員訓練相
關之智慧醫療情
境與倫理訓練

 引導產官學研醫跨專業協作與多
元合作夥伴關係發展

 以數據支持並驅
動的國家公共衛
生與醫療

 以智慧應用輔助醫療
決策之規範與指引

在優質的Bio-ICT產業和Bio-Data生態系的基礎上，政府於智
慧醫療發展中的角色為政策規劃、推動以及實際應用的法規、
品質與倫理等監管，以確保智慧醫療的發展能真正嘉惠於民，
並發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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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相關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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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技醫療創新相關政策 國家級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方案與2023年BTC會議結論

▶2016 ▶ 2019 精準健康倡議 ▶ 2021

產業創新 核心戰略產業

資料來源：國科會、BTC會議公開資訊

製藥

醫療器材

應用生技

健康福祉

防疫科技

▶ 2020 COVID-19

再生醫療

精準醫療

數位醫療

創新性
製造

健康
大數據

智慧化
服務

AI,
Big data,

5G
…

❷以創新製造導入科技加值，創造智慧醫療服務
自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2022)起，以政策導引研發製造，補強創新生物研製
量能，結合半導體與生城市AI科技，發展智慧醫療服務。

❶推動生醫大數據產業應用，完善生醫資料生態系
法律合規性(制度面)+大數據平台(技術面)+資料治理與應用(環境面)



衛生福利部

新興配套措施

18

近期政府推出之智慧醫療重大配套措施

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計畫 《通訊診察治療辦法》修正 健保給付平行審查

衛生福利部資訊處設計次世代數位醫療平
臺。其中導入FHIR、ICD-10和LOINC等
要求，以加速串接跨單位資料串接，並接
軌國際醫療資料標準。

以IoT數據平臺整合醫療數據，並以數據
中臺聚焦大數據分析。與各醫療機構、協
會、廠商和相關政府單位協力建構我國醫
療資料處理與串接平台。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修正《通訊診察治療辦
法》進一步擴大通訊診察適用範圍，並且
有條件下開放醫師於通訊診察開立處方
箋。

除原先開放之偏鄉與急迫情形外，將慢性
病照護計畫收案病人、末期照護、矯正機
關收容照護、行動不便照護及災變傳染病
照護等五類患者納入通訊診察適用對象。

衛生福利部科技組根據2022年BTC會議建
議，建立市場准入機制。包含給付及獎勵
措施，成立新藥基金，健保沙盒與暫時性
健保支付等。

其中，平行審查機制透過健保署與食藥署
之合作，大幅縮短申請藥證到納入健保給
付的時程。廠商將同步送審藥品查驗登
記，以利編列預算並爭取健保給付。

2024年2023年 2024年

資料治理
以高品質的數據寶藏
驅動生態系發展

合規應用
對齊法規、技術與監管

以落實醫療平權

產業活化
加速審查並搭配獎勵給付

以促進產業脈動

積極推出相關計畫、法規及配套，以引導、治理與監管的角色推動我國智慧醫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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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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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數位轉型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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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預防、診斷治療到預後，以全面性的體系思維導入智慧創新及數位轉型，
帶動「以患者為中心」的個人化醫療新模式

在特定條件下，可進行遠端診療與處方箋開
立等醫療行為，日後更可導入相容的各類智
慧設備，提升遠距醫療服務品質

診
所

醫
院

自家／
照護機構

預防 診斷・治療 治療後

電子病歷、登記資料與各類資料等將在數據平台上
進行匯整、處理與共享，提升效率並加值資料

以各類感測器持續監測並
即時分析預後患者情形，
並可導入示警系統應用

使用穿戴式裝置和物聯
網感測器，以視覺化監
測系統呈現主題式健康
數據與指標。

→實現早期預防 利用AI與大數據分析等自動化工
具，制定個人化的照護計劃

以視覺化健康相關數據即時呈現
並分析患者預後，提高照護品質

例：
廁所後設定自動糞便分析儀

遠距診療
（例）聽診器與
遠距相容設備

電子病歷

數據平台

醫療機構
貼片式感測器偵
測藥物攝取量

醫事人員瀏覽

醫院成為提供更先進醫
療服務的場所，落實醫
療分級並避免資源浪費

AI

自動建立護理計劃
最佳服務量計算/預後預測

醫
療
機
構

例：
藥物追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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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未來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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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 Automatic Preliminary Results，自動化初步結果

以智慧醫療打造數位健康生態系

大
眾
健
康
福
祉

個
人
化
醫
療

臨床醫療
人員

病患個體 群體大眾

個人及

群體資料

加密

雲端傳輸

臨床治療

家庭及

工作場所

雲端

資料中心

APR
*

治療方式

推薦

我國智慧醫療未來發展方向

透過自動化工具，減少非必要流程，輔助醫療
決策，實現以數據為基礎的即時監測等功能。
使醫事人員專注於優先事項，提升整體體系在
專業人力資源方面的效率。

我國擁有發達之資通、生技醫療產業、健全的
醫療體系與學術單位，具備基盤資源與專業人
才。盼能發展公私協力的多元合作夥伴關係，
以跨專業間協作之精神發展智慧醫療。

透過通訊醫療，結合穿戴式裝置與串聯設備等
技術服務，弭平我國區域發展下醫療照護資源
分配不均的問題。促進我國所有國民之醫療資
源可及性(accessibility) ，落實醫療平權願
景。

透過數位化、AI與大數據相關應用，提升整體
公共醫療系統營運機制的執行效率。降低提供
醫療照護服務的成本，達成財務治理永續經
營。

醫事單位
人力吃緊

資源發散
不易整合

醫療資源
分配不均

財務效率
永續性低

以高品質數據與智慧化工具，輔助專業醫事人員進行臨床
醫療服務，提升個體與群體層級上的健康福祉。

現況課題 智慧醫療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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