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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旗艦計畫 

衛生福利部 

壹、 戰略目標 

一、 藉由我國醫療衛生軟實力，深耕醫衛人脈網絡，擴大我國

在新南向國家的影響力。 

二、 透過全面性醫衛合作與相關產業鏈密切連結，增加我國

醫衛產業之出口機會及產值。 

三、 強化防疫境外之理念，建構更安全之區域聯合防制網絡，

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貳、 策略做法  

一、旗艦計畫之規劃目的 

  以軟實力、供應鏈、區域市場及人和人四大連結作為

支柱，各自發展深化同時相互支援，為各領域醫衛合作與

產業鏈發展提供動能，以發揮旗艦之帶領與示範之效果。 

 

二、推動重點 

(一) 整體規劃構想 

本計畫在現行工作基礎上（參見附件），以「4+1」

作為推動重點，亦即「軟實力、供應鏈、區域市場及人

和人」4大連結，加以醫衛新南向辦公室作為資源整合

及跨連結支援平臺。 

 

醫衛之四大連結分別為： 

 軟實力連結：醫衛人才培訓、能量建構與雙向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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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鏈連結：推動醫衛產業供應鏈與新南向市場之連結 

 區域市場連結：建立與新南向市場之醫衛法規、制度及互

信夥伴連結 

 人與人連結：建構疫情區域聯合防制網絡及健康照護機

制 

而+1則係指建立「新南向推動辦公室」，作為醫衛

領域資源整合與合作網絡平臺。 

「4+1」推動重點各有不同之發展深化重點，但又

可為其他連結重點提供帶領、支援或示範之效果。茲

以下圖表示「4+1」內容以及其帶動效果關係如下。 

 

 

 

 

 

 

 

 

 

 

圖 1 醫衛旗艦計畫「4+1」推動重點與相互支援效果 

(二) 推動重點說明 

1. 軟實力連結：人才培訓、能量建構與雙向合作機制 

藉由我國在醫療服務、公衛、醫材藥品發展業等軟

實力優勢及經驗，推動與新南向國家之能量建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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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雙向合作機制，提升當地人民福祉，同時建立

對我國醫療體系及醫材藥品之瞭解與信心，作為深

植產業連結網絡之基礎。 

 

 

 

 

 

 

 

 

 

 

2. 供應鏈連結：推動醫衛產業供應鏈與新南向市場之

連結 

以醫衛產業及人脈網絡為基礎，推動從研發、試驗

到醫療服務各供應鏈之連結，以支持下世代的醫衛

產業連結合作關係，並透過醫衛供應鏈之深植，促

進貿易和投資互動。 

 

 

 

 

 

 

計畫內容 

 以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為

核心，提供新南向國家

的醫師來臺學習先進醫

療技術之契機。 

 以提升各國之醫療水

平，增進人民醫衛福

祉，同時增進對我國醫

療體系及醫材藥品之瞭

解與信心，建立深植產

業連結網絡之基礎。 

新南向策略意義 

 擴大以訓練種子師

資的方式深耕該國

及醫衛領域的人脈

網絡。 

 落實以人為本，提

升雙向人民福祉，

同時協助醫衛供應

鏈及區域市場連

結，深植產業連結

網絡，延伸帶動產

業發展。 

跨部會辦理事項 

 教育部：就醫事人員

需求，納入各管道人

才培育措施中推動。 

 教育部：成立「醫

藥」學術型領域聯盟

組織，促成國際學術

合作及交流。 

 教育部：於「醫藥」

領域加強補助見習或

實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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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區域市場連結：以法規調和強化與新南向市場之

醫衛法規、制度及互信夥伴連結 

醫衛領域在各國均屬於受到法規高度監管之領域，

然而新南向國家所處地域遼闊，發展程度、文化、

習俗、法規制度等差異甚大，為提升雙向醫衛合作

動能，帶動經貿往來力道，須加強區域內不同市場

在醫衛領域法規、制度及其他醫衛機制等軟實力基

礎建設之連結與調和，以擴大和新南向區域市場的

連結。 

 

 

 

 

計畫內容 

 國際醫療服務引流計

畫：透過我國於各目

標國家之據點及人脈

網絡，推動國際病患

轉介、異業策略結盟

與焦點行銷。 

 國際健康產業南向推

動計畫：鎖定海外廠

商，透過醫衛產業及

人脈網絡推動與我業

者對接連結（初期以

高階牙材及高階口腔

醫療服務為主）。 

新南向策略意義 

 掌握雙向產業

以及衛生政策

需求，協助醫

衛供應鏈及區

域市場連結。 

 透過產業及人

脈網絡，增加

政策層面之接

觸、瞭解及互

信關係。 

跨部會辦理事項 

 經濟部：由經濟部主責之雙邊經貿

平台與拓銷團，拓展醫衛相關市

場。 

 科技部：科技部藉由「生醫產業創

新推動方案」，強化辦理醫衛相關

產業輸出。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局鼓勵旅遊業

者與醫療院所合作，開發醫療旅遊

產品；協助宣傳台灣觀光醫療資

訊。 

 外交部：外交部協助辦理醫療簽證

鬆綁相關事宜。  

 僑委會：僑委會透過僑民網絡，協

助宣傳台灣觀光醫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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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與人連結：建構疫情區域聯合防制網絡 

隨著新南向「人與人連結」之深化，可預見未來我國

與新南向國家人民因觀光、教育、文化及其他交流等

產生之雙向互動將日趨頻繁。在此情況下，我國與新

南向國家未來亦將面對更多跨境、跨區醫衛問題之挑

戰，因而有必要建立區域疫情防治網絡及新南向健康

照護機制。 
 

 

 

 

 

 

 

 

 

計畫內容 

 醫衛服務及產品受到高

度法規監管，透過法規

管理交流增加新南向各

國產業資訊及醫材法規

落差分析。 

 以雙向合作，推廣我國

認證試驗管理制度及建

立檢驗技術資料庫及通

報平台。 

 建立新南向國家申請中

藥註冊登記輔導指引。 

新南向策略意義 

 增進與新南向市場之醫

衛法規、制度之瞭解。 

 建立法制層次之互信及

合作夥伴關係 

 協助降低雙向業者市

場進入之法規障礙。 

 協助落實供應鏈連結

及人與人連結。 

計畫內容 

 成立「防疫技術轉殖中心」：

本於「防疫境外」精神，建構

疫情區域聯合防制網絡之建

構，協助新南向國家提升傳染

病之鑑別診斷與調查量能，建

立資訊化監測系統。 

 成立「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

心」：為我國與新南向國家雙

向人員交流提供全方位為之健

康防護及照護服務。 

新南向策略意義 

 提升新南向國家對登革

熱及結核病之防治量

能，防範傳染病跨境傳

播，並可協助落實相關

防疫產品供應鏈連結。 

 強化雙方人員防疫知

能，保護國人免於傳染

病威脅，降低國內流行

風險，確保國人健康。 

跨部會辦理事項 

 外交部：協助尋

找及媒合有意願

與我國進行合作

之新南向國家，

並於防疫深耕隊

進駐新南向國家

進行防疫指導

時，提供在地協

助。 

跨部會辦理事項 

 經濟部及科技

部：搭配經濟部

及科技部生醫產

業輸出，透過雙

邊平台進行協

商，減少貿易障

礙協助醫衛相關

產業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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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機制」：建立醫衛領域資源整合與合作網絡

平臺 

 

 

 

 

 

 

 

 

 

 

 

參、 計畫重點   

一、 軟實力連結：人才培訓、能量建構與雙向合作機制 

(一) 擴大辦理「推展新南向衛生醫療合作計畫」，協助培

訓醫事人員，迅速建立人脈網絡，帶動醫衛產業鏈發

展。 

(二) 爭取與新南向國家衛生部門簽署合作備忘錄。 

(三) 與新南向國家簽署醫院與醫學院校間之醫衛相關合作

備忘錄。 

(四) 透過學術型領域聯盟盤點國內醫學院與東協南亞國家

學校醫學系相關合作情形，促成國際學術合作及交流。

(主責單位：教育部) 

計畫內容 

 建置「新南向政策專案辦公

室」與資訊網路平台，整合資

源並建立推動與新南向國家產

官學研夥伴關係之平台。 

 建立新南向國家醫療衛福之貿

易與投資領域法規資料庫。 

 透過與醫療院所、學校與民間

團體（NGO）之夥伴關係，

強化交流管道之多元性。 

新南向策略意義 

 增進推動新南向政

策之資源使用綜效

及資訊統整。 

 建立單一合作網絡

平台，提升效率。 

 強化與我國民間部

門合作，提升交流

管道之多元性。 

相關部會 

 外交部 

 經濟部 

 科技部 

 僑委會 

 NGO 



7 

 

二、 供應鏈連結：推動醫衛產業供應鏈與新南向市場之連結 

(一) 運用臺灣醫療優勢，在目標國設置國際醫療病人服務

中心，經營當地人脈，進行異業結盟，引導病患入臺接

受醫療照護。 

(二) 協助產業取得標的國牙材許可證。 

(三) 結合醫療衛生合作，促進我國業者拓展商機，協助提

升健康服務業及醫衛相關產品之出口值。(主責單位：

經濟部)  

(四) 組成拓銷艦隊，支持潛力廠商，連結國際藥廠通路，爭

取外銷訂單，並著重輔導國產新藥，取得新南向國家

的藥證。(主責單位：經濟部、科技部) 

三、 區域市場連結：以法規調和強化與新南向市場之醫衛法規、

制度及互信夥伴連結 

(一) 藉由國與國間檢驗機構之相互認證，減少重複試驗，

降低國內產品進入新南向國家之時間及金錢成本。 

(二) 建立與新南向各國家等區域間防範不法藥物、濫用藥

物及化粧品檢驗資料庫。 

(三) 引導創新產品法規驗證與整備，輔導國產創新醫材產

品達到研發里程碑。 

(四) 建立中藥註冊登記輔導指引，減少中藥產業外銷貿易

障礙，縮短臺灣中藥產品國外上市許可時效。 

 

四、 人與人連結：建構疫情區域聯合防制網絡 

(一) 佈建對外防疫網絡，深化區域合作關係，保障國人健

康安全。以成立「防疫技術轉殖中心」之方式，將優先

以新南向重點國家為主，選擇符合其需求之傳染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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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模組，派遣由我國防疫專家組成之防疫深耕隊，提

供防疫技術指導與協助，並帶動我防疫產業於新南向

國家供應鏈之連結。 

(二) 統籌制定新興傳染病關鍵績效指標，協助亞太區 21 個

APEC 會員體達成 2020 健康亞太目標。 

(三) 在越南、新加坡等東南亞各國，建立連繫平臺，協助該

地區防疫資訊，並協助引進由臺灣產業開發的新穎防

疫器材，提供防疫技術交流與互動，實質協助業界南

向發展。 (主責單位：國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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