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赴越南進行健保暨醫療資訊交流  
 

 

 

 

 

 

 

 

 

 

 

 

 

 

               服務機關：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姓名職稱：蔡淑鈴 副署長 

                         張鈺旋 組長 

                         吳淑慧 參議 

                         陳孜瑜 副研究員 

                         賴秋伶 視察 

                         高以琳 助理研究員 

               派赴國家/地區：越南 

               出國期間：108 年 6 月 16 日至 19 日 

               報告日期：108 年 8 月 23 日 

 



2 
 

目次 

 

一、目的 

二、行程安排 

三、臺灣全民健保工作坊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Workshop) 

四、機構參訪 

五、心得與建議 

六、附錄：簡報資料及活動照片 

 

 

 

 

 

 

 

 

 

 

 

 

 

 

 

 

 

 

 

 



3 
 

一、目的： 

為配合政府新南向五大旗艦計畫，將藉由我國醫療衛生軟實力，推動與新

南向國家之醫衛合作，而臺灣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自 1995 年開辦至今，已

邁入第 24 年，並以「普及、方便、經濟、滿意度高」的成就，在全球建

立聲望，不僅獲得許多國際上之讚揚，也成為各國建立或改革健保制度的

研究對象，每年吸引多國外賓慕名而訪。為能與更多新南向國家人員分享

台灣全民健保制度之相關建置經驗，本署赴新南向國家辦理健保會議，近

距離與新南向國家人員交流，拓展國際人脈，以期建立互助互惠合作契

機。 

考量越南各界參訪團曾對台灣全民健保制度及醫療資訊建置經驗表達濃

厚興趣及熱忱，在我國駐越南代表處石瑞琦大使及越南駐臺北辦事處大力

支持及協助下，本署人員於 108 年 6 月 16 日赴越南，並於 108 年 6 月 17

日假越南河內市舉辦「台灣全民健保暨醫療資訊交流工作坊」(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Workshop)，與越南各界分享台灣健保制度與健保

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之成功經驗。 

另為加強與越方之瞭解及互動，本署也至衛生相關單位及醫院進行參訪及

會談，以期促雙方間之交流與合作。 

 

二、行程安排 

日期 行程內容 

6 月 16 日(星期日) 去程 臺北-河內 

工作坊之準備，場佈確認、設備測試等事宜。 

6 月 17 日(星期一) 

 

上午 參訪越德醫院及白梅醫院 

下午 辦理「台灣全民健保暨醫療資訊交流工作坊」 

6 月 18 日(星期二) 上午 參訪越南社會安全局 

中午 拜會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下午 參訪越南衛生部、越南勞動榮軍及社會部 

6 月 19 日(星期三) 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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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全民健保暨醫療資訊交流工作坊(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Workshop) 

(1) 本署於 108 年 6 月 17 日假越南河內泛太平洋酒店舉辦「臺灣全民健保

暨醫療資訊交流工作坊」，參與者來自越南產官學界，從中央到地方，

包括越南衛生部、越南社會保險局、越南勞動榮軍及社會部、廣寧省

衛生廳、白梅醫院、越德醫院及河內公共衛生大學等多家醫院、大學

及衛生相關單位，相當踴躍，顯示越方對於我國健保制度及醫療資訊

之應用感到高度興趣。 

(2) 工作坊由蔡淑鈴副署長及越南衛生部健康保險司副司長 Dr. Dang Hong 

Nam 開場，另邀請駐越南代表處石瑞琦大使致詞。工作坊內容主要由

健保署人員介紹分享臺灣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健保資訊系統、健保醫

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之建置，以及衛生資訊科技於醫院之運用等四個

主題，並邀請越南衛生部社會保險司分享越南衛生政策及健康保險現

況(議程如后)，而為了讓與會者充分理解台灣健保醫療相關資訊，亦聘

請中越傳譯擔任全場翻譯，使雙方交流討論更加順利。 

(3) 工作坊綜合討論時段由蔡副署長及越南衛生部健康保險司司長 Dr. Le 

Van Kham 擔任主持人，與演講者共同回應現場與會者之提問(詳如附件

四照片剪影)。現場與會者反應熱烈，提問重點如下：  

  臺灣的檢驗統計數據，包括 20 種通用的檢驗，可節省五萬四千美金，

請問這是一年的統計數據或是某段時間?  

 越南的病人正在醫療診所住院治療，但他同時可以使用保險卡在別間

診所就診跟治療，可是越南這裡沒辦法查出來，因為需等病人出院後，

資料才會上傳系統，等到病人下次看診，才知道病人上一次就診資料，

臺灣是否有這種情況? 是否有每天更新醫療機構的資料? 

 臺灣醫療院所沒有分層，如何分辨醫療機構的品質與方法? 

 傳統醫學單位，有關醫療服務的審核，臺灣是哪個單位負責? 審核與

保險支付? 

 門診治療時，臨床及病情資料上傳雲端系統，資訊的保密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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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的品質、編碼、使用、規定，如何進行健保支付跟查詢?  

 關於傳統藥物，膠囊跟藥丸，越南有些中藥可列入健保，臺灣是否有

招標? 招標基礎? 如何管理藥物品質?  

 有關傳統醫學跟藥品，價格的基礎，如何計算? 基於何種基礎來鑑定

跟規定價格? 

(4) 另外與會者也表示對於我國健保卡、資訊系統以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系統(MediCloud System)之應用管理等，印象深刻，認為非常值得學習，

並希望未來能在資訊系統建置，電子化的醫療管理，電子醫療及費用

審查等資訊管理部分等領域與本署進行交流，以期建置適合越南社會

現況之資訊制度。 

 

 (5) 臺灣全民健保暨醫療資訊交流工作坊議程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Workshop 

Time Agenda 

14:00-14:30 Registration 

14:30-14:40 Opening and Remarks 

14:40-15:00 Taiwan’s NHI System and Perspectives 

15:00-15:20 Overview of Health Insurance and Medical Services 

Reimbursement in Vietnam  

15:20-15:40 NHI Medical Information & Data Warehouse System 

15:40-15:55 Break 

15:55-16:15 NHI MediCloud System 

16:15-16:35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ed in the Hospital  

16:35-17:20 Overall Discussion (Q&A) 

17:20-17:30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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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構參訪 

 (一)參訪越德醫院 (Viet Duc Hospital) 

    會議摘要： 

(1) 由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Dr. Nguyen Duc Chinh 全程接待。越德醫院為

河內醫科大學之教學醫院，為 Special Hospital 等級，也是越南最

著名的手術中心，設有 52 間開刀房，並與河內醫科大學合作，進

行 9 項任務，分別為緊急情況和診所之病患服務、教育訓練、科

學研究、保健活動和培訓的方向、中藥預防、國際合作、財經 

       管理、醫院認證及醫院管理。越德醫院於 2019 年 5 月底剛與臺北 

       榮總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2) 越德醫院擁有 400 多名教授及醫生，近年來進行了約 60,000 例手

術。於 2007 年完成第一例肝移植，現在更多達 61 例，肺移植在

2018 年有第一個成功案例，是與臺大醫院合作，而心臟移植完成

20 例，腎移植完成 700 例。移植手術只有部份有健保給付，目前

肝移植無健保給付。 

(3) 越德醫院在越南政府支持鼓勵下亦建設第二分院 Viet Duc II 

Surgical Hospital，越德醫院第二分院距離本院約 45 公里。主要負

責門診病人，並新增幹細胞中心，之後會安排病人於第一院區開

完刀後，待情況穩定轉至第二院區進行後續照護。第二分院除了

門診服務外，將增加 1,000 張病床及至少 40 個手術室。 

(4) 醫院的收入來源有 42%為健保給付、25%為病患自付、33%為依需

要提供之服務。越南國民健康保險的醫療程序是根據醫院、衛生

部健康保險司及政策而制定，而對於低收入民眾的醫療費用則向

政府申請補助，來減輕貧窮民眾看病的醫療費負擔。 
  

(二)參訪白梅醫院 (Bach Mai Hospital) 

   會議摘要： 

(1) 由白梅醫院國際合作部主任 Do Van Thanh 全程接待，白梅醫院屬於

Special Hospital 等級，是越南醫療國家管理人員的最重要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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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責指導下級單位之最高層級醫院，也是北越最大規模的醫院。 

(2) 越南病患習慣集中當地大型醫院就醫，2015 年病床利用率高達

196.62%，直至今年，仍是平均二個病患使用一張病床，因此病床

利用率是白梅醫院急需解決的問題。 

(3) 白梅醫院亦在越南扮演領導地位，是全球各國爭相合作的最重要醫

院之一，臺大醫院和成大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臺北榮總

醫院等醫院也已和白梅醫院展開合作交流、進行人才管理代訓。 

(4) 越南的醫療制度，是鼓勵病患先至診所看病，再由診所評估是否轉

診，病患至診所就診之健保給付比例為 80%，但如果病患直接到醫

院就診，則健保給付比例將減少為 40%，越南的轉診順序為診所、

區域、省立至中央醫院，所有病患皆可接受相同的檢查與治療方式，

唯高級檢查由病患自費支付，病患的檢查及治療報告可由電子系統

上傳，但某些有問題的報告仍需以紙本繳交。而關於健保費之撥付

方式，需等病患支付完醫療費，政府才會撥款給醫院。 

(5) Do Van Thanh 主任期待未來能與台灣不論在健保制度、醫療資訊等

能有更多層面之合作。 
 

(三)參訪越南社會安全局 (Vietnam Social Security) 

    會議摘要： 

(1) 由副總局長 Dao Viet Anh 代表接待。 

(2) 1992 年 8 月 15 日越南政府第一次頒布相關法令規定健康保險相

關之內容，2001 年越南健康保險體系併入越南社會保險系統，越

南的健康保險法從 2007 年開始生效，之後選定每年 7 月 1 日是健

康保險日，而副總局長也說明越南目前正準備慶祝健康保險法 10

周年。 

(3) 健康保險的政策對於越南的改革開放很重要，雖然在 1992 年開始

實施時困難重重，但在這將近 30 年的執行，逐步看到一些成果，

也朝向全民納保的方向努力，目前越南健保覆蓋率也達到 89%，

即越南總人口的 8 千 4 百多萬人有參加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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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副總局長表示該局也到很多國家考察過，包括台灣、日本等，吸

取很多國家經驗，目前也刻正規劃建立電子化健保制度及審核機

制，希望對所有越南民眾的醫療資料數據做管理整合，也努力於

今、明年制定發行 IC 健保卡。副總局長對台灣的科技發展印象深

刻，也想學習整合治療管理費用的部份，特別是越南也面臨人口

老化，因此對於老人健保、保險支付如何調整，也是越南社會安

全局思考的重點，也希望未來能就健保政策、醫療保險的審核及

藥物測試和管理等與本署持續交流。 

(5) 蔡副署長回應說明臺灣健保成功的經驗在於我們健保開辦就進行

電子化申報作業，而且臺灣健保資安工作也是台灣政府機關是做

得最好的，這些是我們健保工作有效率的重要關鍵因素。 

(6) 臺越雙方未來還有很多可以針對資訊科技交流深化的機會，歡迎

再度來訪臺灣。 
 

 (四) 參訪越南衛生部 

     會議摘要： 

(1) 由健康保險司司長 Dr. Le Van Kham 接見，司長提到 6/17 舉辦的

台灣全民健保研討會，讓我們能對臺灣制度有更多的瞭解，因時

間有限，未來若再有臺灣健保研討會議，希望能夠再參加，並且

到台灣實地參訪。 

(2) 司長表示在越南，健保是熱門的政策議題，面臨國民期待繳費少

品質高的挑戰，我們希望透過資訊系統來改善，但目前因為資訊

系統缺乏配套，完整性不足，軟體程式不易使用，導致目前醫院

採用電子申報仍有許多困難。而越南衛生部目標在 2025 年建立

個人電子健康記錄，希望能學習臺灣經驗，與臺灣健保署就資訊

系統建置，電子化的醫療管理，電子醫療及費用審查等資訊管理

部分合作，發展適合越南經濟現況的制度。 

(3) 蔡副署長則回應說明臺灣醫療資訊系統建置，其成功要素在於公

私協力的成果，包括人才、硬體、頻寬等配套，並當面邀請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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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參加本署於 108 年 8 月 8 日及 9 日辦理的「APEC 醫療資訊

分享國際研討會」，也非常歡迎司長及其同仁來臺參訪，本署可

協助安排參訪醫院及臺灣民間產業，讓他們能分享與健保合作執

行之經驗，提供越方參考。 
 

（五）參訪越南勞動榮軍及社會部 

      會議摘要： 

(1) 由社會保險司副司長陳海南(Tran Hai Nam)全程接待。 

(2) 陳副司長首先說明目前越南社會保險與面臨之挑戰：越南社會保

險經過 1995 年、2003 年、2008 年、2014 年及 2018 年的正式條

例、修改與納保政策、範圍等之調整，已逐步完整，而在執行過

程中，也遇到許多問題，包括雇主問題、相關人員法律的規定遵

守問題等，大部分的越南勞工希望一次性的領取補貼金額，因此

越南勞動榮軍及社會部會需要慢慢去勸說與調整，如何讓勞工可

以執行及享受退休金的補助。 

(3) 2018年，越南已經擬定一個有關社會保險政策整體評估的報告，

重要的單位已經頒布相關議定書，說明將對越南社會保險制度進

行適當改革，希望再修改及調整相關制度，讓越南的保險制度更

加完善、健全與滿足社會的需求。 

(4) 越南目前也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這樣的情況對社會福利政策也

造成一定程度壓力，目前政府也在尋找適當的方式來做改變及調

整，期望借助資訊通訊技術，來簡化行政的手續，妥當的去解決

及處理一些制度性的需求。 

(5) 陳副司長提到希望臺越雙方關係能更加密切，在社會保險與醫療

保險也有合作的空間，同時也提到，對於在台灣健康保險工作坊

介紹的醫療雲端技術印象深刻，也非常有興趣，但也表示越方目

前環境還可能需要很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建立類似的系統。 

(6) 蔡副署長回應說明健保開辦時的背景，於 1995 年將各保險之健

康保險集中，並納入那些沒有工作的人，而外籍勞工亦納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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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權益相同，並分享臺灣沒有固定雇主的農漁民及勞工，透過

工會(農會)參加健保及勞保的制度；而臺灣健保之資訊系統扮演

重要的角色，可以進行有效率的管理。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障，是

國家進步的指標，雙方可以互相學習。 
 

五、心得與建議 

(1) 本次為本署首次在國外辦理全民健保工作坊，在國外辦理工作坊

面臨非常多的不確定性，從與會者的邀請、聯繫、會議的安排及

不同的國情文化，較難全權掌握。本次在越南的工作坊能順利及

成功的辦理，真的非常感謝我國駐越南代表處及越南駐臺北辦事

處的大力協助。 

(2) 透過本次工作坊有效促進臺越雙方政府單位、專家學者，以及醫

療衛生領域人員對彼此健保制度和醫療資訊系統之瞭解，而本署

同仁也能赴越南衛生相關單位實地參訪，瞭解醫院、健康及保險

單位之運作，強化雙方醫療衛生領域之交流與互動。 

(3) 全民健保為單一保險人制度，民眾就醫資料所累積之巨量資料庫，

成為台灣發展智慧醫療之最大優勢，國際上許多國家對於臺灣在

智慧醫療領域的發展均相當有興趣，希望能與本署交流相關經驗，

建議未來本署可持續規劃赴新南向國家辦理健保工作坊，展現我

國醫療衛生軟實力，促進醫療衛生領域之實質交流。 

(4) 越南健康保險覆蓋率雖已達 89%，但是在醫療資訊、數據方面朝

電子化邁進的過程中，仍然面臨很多挑戰及限制，包括法律的制

定、政策的調整及人民的接受度等，同時在軟體及硬體技術方面，

也急需提升，而因個人健康資料電子化及一致化是越南政府刻正

規劃的方向及努力的目標，建議未來可從此議題研擬相關交流及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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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活動照片及簡報資料 

 

 

 

 

 

 

 

 

 

 

 

 

【台灣健康保險工作坊全體人員合影】 

 

 

 

 

 

 

 

 

 

     【台灣健康保險工作坊綜合討論】        

                                      【與石大使於工作坊開始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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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越德醫院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Nguyen Duc Chinh(右八)合照】 

 

 

 

 

 

 

 

 

 

 

 

 

 

     【與白梅醫院國際合作部主任 Do Van Thanh 及醫院同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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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越南衛生部健康保險司司長 Le Van Kham 會談】 

 

 

 

 

 

 

 

 

 

 

 

 

 

 

           【與陳錦玲公使(左五)於越南衛生部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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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社會安全局副總局長 Dao Viet Anh 及越南社會安全局同仁合影】 

 

 

 

 

 

 

 

 

 

 

 

 

【與越南勞動榮軍副司長及同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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