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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摘要 

 

出國報告名稱：赴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亞太區域代表處研習報告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基隆分署/鄭昉苓/24247363*210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鄭昉苓/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基隆分署/科長/24247363*210 

 

出國類別：研究 

出國期間：2023 年 08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4 日 

出國地區：日本 

 

內容摘要：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其縮寫於 2022年改為 WOAH），總部位於巴黎，全

球設有 5 個區域代表處，其中亞太區域代表處位於東京，其任務為確保國際間動

物疾病狀況透明度，蒐集分析及傳播獸醫科學資訊，並鼓勵國際間團結控制動物

疾病，以確保動物及其產品衛生健康。 

我國自 1954 年成為會員國以來，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並致力於與 WOAH及

各會員國合作，以提升我國動物防疫檢疫水準及區域聯防功能。 

本計畫研習期間，協助亞太區域代表處針對「Regional Work Plan Framework

（RWPF）」及「Regional Aquatic Animal Disease Reports」蒐集研析相關會員

國家/地區資料，依據研析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日後執行相關業務及規劃後

續研習、訓練或會議等工作之參考。另至札幌北海道大學參加（Sub-regional 

Meeting for Veterinary Education Establishments (VE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f Veterinary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會議，並

前往東京羽田機場觀摩入境旅客檢疫，收穫豐碩。 

研習期間與 WOAH 工作人員互動良好，瞭解 WOAH 當前重要工作及方向，強

化我國與 WOAH 合作往來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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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WOAH）其前

身為 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 (OIE) ，於 1924年在法國成立，

總部設於巴黎，其任務為確保國際間動物疾病狀況之透明度、蒐集分析及傳播獸

醫相關科學訊息、鼓勵國際間團結控制動物疾病、藉由發佈國際貿易有關之動物

及動物產品健康標準維護世界貿易安全、完善國家獸醫服務的法律框架與資源、

提供經濟動物來源良好保證及基於科學的方式提升動物福利。（OIE縮寫已於 2022

年第 89屆年會決議更改縮寫為 WOAH，以下稱 WOAH）。 

WOAH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所指定之動物健康

與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標準、準則與建議制定機構，為擁有 183 個會員國（2023

年 5月）的國際性組織。並於非洲、美洲、 歐洲、亞太及中東等 5區域設置有區

域代表及次區域代表。於亞太區域，其代表辦公室設於東京，另有次區域代表辦

公室設於曼谷，亞太區域共有 32 個會員國。目前 WOAH 總部及各區域代表處經費

由會員國以捐助名義支應，會員國常態性派遣支援人員於 WOAH 協助會務推動同

時研習國際組織運作。以亞太區域代表處為例，目前有來自日本、中國大陸等國

官方獸醫人員支援該辦公室業務。 

我國先前於 2018 年派 2 人次各 21 天前往亞太區域代表處（以下簡稱「東京

局」）研習，成果豐碩，然囿於國際合作計畫項下限制，短期研習仍無法深入了

解及深化與 WOAH 合作關係，為更深入瞭解 WOAH 之運作，農業部（改制前為農委

會）農業菁英計畫每年派員前往東京局進行短期研習 3個月，先前已分別於 2020

及 2022年派員前往研習，各研習人員表現優異，故東京局多次次表示期望我國能

持續派員前往支援。本次研習最重要的目的在於藉由實質參與其運作，強化我國

與該組織及其相關國際組織之往來與業務合作，以提升我國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 

本次研習由 2023 年 5月 23日獲我國 WOAH 常任代表農業部（改制前為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杜文珍次長正式去函向東京局推薦，續與東京局協調安排，決定研

習時程為 2023 年 8 月 28 日至 11 月 23 日，為期 87 天。出發前藉由參加相關視

訊、討論，搜集及研究相關資料，蒐集我國動物疫病、動物產品衛生安全等相關

議題及資料等準備工作，以便適時介紹我國優良獸醫服務體系及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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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本次赴 WOAH東京局研習自 2023年 08月 28 日至 2023年 11月 23日，為期

共 87日。 

研習地點位於東京大學彌生校區食品科學館 5 樓。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辦公室持續採行部分視訊上班，職員每週可以選擇 2 日居家

遠距離辦公。 

112年表定行程表 

日期 說明 

2023/04-07月 

前置作業 

1. 瞭解東京局業務內容及人員分組 

2. 參加 WOAH相關視訊會議 

3. 加強英文及日文能力 

2023/08/26 抵達日本 

2023/08/28 赴 WOAH代表處研習 

1. 參與 WOAH東京局業務 

2. 視訊參加 WOAH 會議 

2023/09/11-09/13 赴札幌參加「Sub-regional Meeting for 

Veterinary Education Establishments (VE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f Veterinary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及「21st 

Asian Association of Veterinary Schools 

(AAVS) Meeting」 

2023/09-11月 赴 WOAH代表處研習 

1. 參與 WOAH東京局業務 

2. 視訊參加 WOAH 會議 

3. 協助彙整分析東京局「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Work Plan Framework（RWPF）」簡

報引用數據資料 

4. 針對 2013-2022 年間東京局與 NACA

（Network of Aquaculture Centres in 

Asia-Pacific）合作出版的「the Regional 

Aquatic Animal Disease Reports」，彙整分

析參與國家/地區提交報告情形 

5. 10月 30日參訪動物檢疫所羽田空港支所 

6. 分析臺灣在動物防疫檢疫工作方面的國際優

劣勢 

2023/11/24 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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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月 26日抵達東京。 

 8月 28日上午至東京局報到，同日下午參加東京局定期線上 staff meeting

（由 Dr.Kugita 主持）；及 WOAH內部定期會議（由 Director General Dr. 

Monique Eloit主持），主要由各區域依序報告近期重大活動及事務之推展進

度更新。 

 8月 29日參加「WOAH Food Safety Webinar-Production, Evaluation and 

Regulation of Cultured Meat」，本次講座主要針對培養肉品（Cultured Meat）

之食品安全問題進行討論，對此類產品進行評估時，建議各國食品安全部門

可與貿易夥伴國家合作及分享經驗，以汲取對培養肉品進行安全評估所需要

的參考數據和建議。此外，如何讓利害關係人/團體的積極參與也有助於對培

養肉品進行相關食品安全評估。FAO 專家亦提醒，對此新興食品領域相關專

有名詞之採用將是個重要議題，建議參考 FAO 提供的資料，並依國家文化及

語 言 等 因 素 整 合 ， 俾 與 國 際 用 語 接 軌 。（ 參 考 網 站 ：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c6967en） 

 8月 30日參加馬鼻疽網路研討會「Webinar on glanders」， WOAH專家說明

陸生動物法典對馬鼻疽的規範內容，法國 Dr. Karine Laroucau 簡報馬鼻疽

之診斷方法及參考實驗室所扮演之角色，包括 CFT 檢測 (Complement 

Fixation Test) 之標準化及提供訓練等，印度 Dr. Harisankar Singha 報

告關於該國如何進行馬鼻疽包括監控、管理等防治工作。（參考網站：

https://www.woah.org/en/what-we-offer/safe-trade-and-movement-of-

animals/international-competition-horse-movement/） 

 自 8 月 30 日經核准加入東亞次區域獸醫教育與人力發展會議「East Asia 

sub-regional meeting on veterinary education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籌備工作，持續參與相關會議前置討論及籌備工作。 

 

9月 

 9 月 5 日，由東京局同仁簡介 WOAH、PVS (Performance of Veterinary 

Services 及 Disease Reporting（WAHIS 系統）等內容。 

 9月 6日，內部討論 9月 11日 Sapporo  meeting 並持續進行會議前置籌備

工作。 

 9月 7日： 

 上午參加東京局與 FAO之 Sub-Reginal GF-TADs (The Global Framework 

for the Progressiv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Animal Diseases) 每

月定期會議，主要由 FAO-RAP 及 SRR-SEA 等單位報告近期重大活動及事務

之推展進度更新。 

 下午由東京局同仁簡介 GF-TADs等內容。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c6967en
https://www.woah.org/en/what-we-offer/safe-trade-and-movement-of-animals/international-competition-horse-movement/
https://www.woah.org/en/what-we-offer/safe-trade-and-movement-of-animals/international-competition-horse-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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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以線上會議方式參與 WOAH 總部與東京局預定於 10 月中旬在中國青島

辦理 PVS Pathway Orientation Training Workshop籌備細節之內部前置

討論。 

 9月 8日： 

 上午與北海道大學主辦方迫田義博教授方面進行線上 Hybrid setting 

testing，確認實體及線上會議設備等籌備細節。 

 下午以線上會議方式參加 WOAH總部、東京局及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

心（CAHEC）三方對 10月中旬在中國青島辦理 PVS Pathway Orientation 

Training Workshop 籌備討論，主要討論議程流程等細節。 

 下午以線上會議方式參加東京局、FAO代表及SAARC秘書處討論the  SAARC 

CVOs Forum第一次籌備會議，主要係討論辦理天數及經費分攤來源等議題。 

 9月 11至 13日： 

 11 日協助東京局於北海道大學主辦「 Sub-regional Meeting for 

Veterinary  Education Establishments (VE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f Veterinary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之實體與線上會議，當日下午並直接參與實體分組討論，實際與各國代表

經驗及意見交流。 

 12-13日參加「21st Asian Association of Veterinary Schools (AAVS) 

Meeting」。 

本次會議中，有超過 40位來自獸醫領域的教育機構、政府單位及其他相關

單位，如： Asian Association of Veterinary Schools (AAVS)、 

Federation  of Asian Veterinary Associations (FAVA)及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SEASA)等參與，提供不同國家在獸醫教

育（包含繼續教育）及獸醫人力培育（包括女性參與）等議題的相關經驗

與資源分享、討論的交流平臺。 

WOAH將持續提供適當的工具與指南，以改善會員國/區域的獸醫教育成果，

協助各會員國評估、規劃及管理獸醫人力；並持續支持或辦理各國和區域

層級的獸醫人力相關研討會議，繼續為區域成員提供經驗分享交流的機會。 

此外，在本次 AAVS 會議中，來自泰國代表 SEAVSA 的 Dr. Khongsak  

Thiangtum 與 Dr.Prawit Butudom，介紹該地區成員國規劃、制訂的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outheast Asia Veterinary School 

Accreditation Standards」草案，透過本次分享，足見以泰國為首的 SEAVA

區域國家已積極地提升該地區各獸醫學校的水準，未來透過該認證標準實

施，可相互認證學歷，讓區域的獸醫人力更容易相互流動。 

 9月 14日：以線上方式參加「WOAH (internal) workshop to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detection capacity for Epidemic Intelligence from Open 

Sources (EIO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based on country 

prioritization.」，「WOAH Epidemic Intelligence from Open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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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OS) expansion strategy 」是由澳洲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DAFF)出資的一項新計畫，主要是支持 WOAH 

Seventh Strategic Plan 的「early threat warning project」（2020-2025）。

本次工作坊的目的為： 

 讓參與者協助改善 EIOS系統的偵測（搜尋）能力。 

 聚焦在主動偵測亞太地區對非官方動物疾病相關資訊（即「rumour 

tracking」），以規劃區域內國家/地區的偵測排序，並請各參與者提供地區

新聞、社群媒體網站及地方語言常用的動物疾病用詞供資料庫參考。 

 9月 15日： 

 內部討論 Regional Work Plan Framework（簡稱 RWPF）報告內容架構及各

小組負責內容，本次主要針對依據 WOAH 7th Strategic Plan 所擬訂的

Third RWPF (2021-2025)提報執行成果。 

 東京局同仁簡要介紹 Regional Work Plan Framework（RWPF）內容架構，

並指導職協助整理 GF-TADs小組相關資料。 

 9月 19日： 

 參加東京局定期線上 staff meeting（由 Dr.Kugita主持），主要由各小組

依序報告近期重大活動及事務之推展進度更新。 

 東京局同仁簡介 AMR、One Health及 Wildlife 等 One Health Team 推動

之內容。 

 9月 20至 21日 

 協助彙整 GF-TADs 及 One Health等小組之 RWPF 成果資料。 

 CVO of FAO, Dr. Keith Sumption 於 20 日下午到東京局拜會。 

 9月 22日 

 依據 WOAH HQ 對 9 月 11 日會議結論草稿內容的建議，在內文增加獸醫教

育機構及政府單位也應積極推動 VPPs（the veterinary paraprofessional）

的養成，以作為解決各國獸醫人力不足問題的相關配套。 

 由 WOAH RRAP-SSR主辦 Webinar 「Biosecurity preparedness」，主要係

討論動物發生傳染病經撲殺後的生物安全、如何安全並有效地處理動物屍

體，及清潔消毒等工作，各國並交流處理撲殺後動物屍體現場面臨的問題

及經驗。 

依據馬來西亞 Dr. Muhammad報告其調查統計結果，影響動物屍體處理的因

素依序為：處理時間、氣味、對環境的衝擊、處理設備之可及性、費用、

生物安全及空間需求等。 

與會美國專家 Dr. Gary Flory 說明，對於撲殺後動物屍體處置的生物安

全原則，包括：隔離（避免交叉污染）、清潔（進入畜牧場的物品都須將可

視的塵土、糞便等污物清除乾淨）及消毒（包括人、車、設備及畜牧場環

境等都必須徹底消毒），並特別提醒使用消毒劑時，要確認其不活化病原需

要的接觸時間（contact time）及其適用用途（registered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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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Flory 並簡要介紹、分析後列 4 種動物屍體處理方式的優缺點：Deep 

burial、Open burning、Shallow burial with carbon 及 Composting，提

供與會國家視個案發生情形作為擇定動物屍體處理方式的參考。 

 WOAH Director of general,Dr. Monique Eloit 因參加 21日於東京舉辦

之第五屆 G7 Chief Veterinary Officers Forum，並於 22日下午至東京

局辦公室訪視，與東京局各同仁面對面進行業務意見交流。 

 9月 25日： 

 參加東京局定期線上 staff meeting（由 Dr.Kugita主持），主要由各小組

依序報告近期重大活動及事務之推展進度更新，Dr. Kugita並轉達 DG Dr. 

Eloit 之指示，為迎接 2024年 WOAH成立 100週年，於 2024年將與日本農

林水產省 MAFF 合作辦理活動，期鼓勵年輕學生未來投入獸醫及農業科學相

關領域。 

 與巴基斯坦新任 CVO Dr. Khalid Ashfaque 和該國獸醫相關單位代表召開

線上會議，會中向巴國簡介 WOAH東京局相關工作及同仁，並討論未來協議

合作事項，包括：PVS評估、Rabies及 LSD等疫苗等。 

 參加東京局及 FAO代表討論 the SAARC CVOs Forum 籌備會議，主要係討

論辦理會議議程及邀請與會國家 CVO之相關執行細節。 

 與東京局同仁內部討論 10 月份在中國舉辦豬病研討會（參加國家 20 國）

議程草案。 

 9月 26日： 

 參加線上會議討論 10月上旬在孟加拉召開 SAARC GF-TADs meeting agenda

及 logistic等籌備工作內容。 

 參加 FAO及 WHO 合作之「Tripartite Webinar on Rabies」，本次分享主題

包括狂犬病在印度、菲律賓等國的監測情形，如印度已經發展出可利用智

慧型手機 APP 記錄並上傳疑似之犬隻病例資訊，並建議當發生一個動物病

例時，要對發生地點 5-10公里範圍內的犬隻完成環狀免疫。 

另印度及印尼也分享發生動物及人的狂犬病疫情與相關防控措施等，並邀

請幾位曾被陽性犬隻咬傷的民眾分享其經驗，在人類疫情控制部分，要特

別注意是否曾有被動物咬傷病史，而對學生、一般民眾的教育宣導工作也

相當重要，在印度甚至印製通報熱線小卡，上面並教導一般民眾被動物咬

傷時，當下可自行立即處置的步驟。 

 9月 27日 

 線上參加「WOAH East Asia Wildlife Health Network meeting #9」，並

邀請美國 APHIS Dr. Mary Donahue 發表專題演講「Restricted Use of 

HPAI Vaccine in California Condors」，期透過疫苗適當使用，讓

California Condors避免因高病原性家禽流感死亡，造成其群體復育困難。 

由於本計畫試驗結果將另正式發表於研究期刊，故 APHIS 專家僅簡單說明

各實驗組施打疫苗劑量，並未說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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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局同仁簡介 Aquatic animal health在亞太地區推動工作及相關內容，

並介紹東京局與 FAO、NACA（Network of Aquaculture Centres in Asia-

Pacific）合作編纂之 Reginal aquatic animal disease report

（https://rr-asia.woah.org/en/projects/qaad-reports/ ） 

 9月 28日 

 參加東京局與泰國辦公室內部定期線上 GF-TADs staff meeting，依序報

告近期重大活動及事務之推展進度更新。 

 東京局內部討論 the SAARC CVOs Forum 籌備會議議程，主要係討論第 1天

WOAH與 FAO合辦之 GF-TADs meeting議程的相關細節。 

 9月 29日 

 內部討論 RWPF 成果資料初稿內容。 

 協 作 完 成 「 Sub-regional Meeting for Veterinary Education 

Establishments (VE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f Veterinary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Mission report初稿。 

 協助辦理「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Animal Welfare 

Webinar 2023: Using WOAH Standards to support good animal welfar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活動，本次邀請講者分享關於動物福利的主題

包括：陸路動物運輸、犬隻族群控制、動物屠宰及疾病控制下的動物撲殺

等，在犬隻族群控制部分，新加坡講者 Dr. Anhui Lin分享「Trap-Neuter-

Release/Rehome-Manage (TNRM) Programme: A Humane Approach to Dog 

Population Management in Singapore」，新加坡政府自 2018年 11月起

起展開 5年專案計畫，期控制當地流浪犬隻族群，針對捕捉到的流浪犬隻，

會對每隻個體完成絕育（不限性別）、注射狂犬病疫苗（僅施打 1 劑，因重

複捕捉困難尚無補強注射）、晶片植入及剪耳等措施，並與當地動保團體合

作，於固定餵食點（計有 8處）以「乾淨餵食」方式照顧流浪犬隻。 

經後續追蹤統計，截至 2023年 8月計捕捉流浪犬隻約 4,000隻（3,992隻），

其中 Rehome 47％（1,872隻）、Fostered/Sheltered 17%（700隻）、Released 

34%（1,345隻）及 Other 2%（75隻），rehomed/ fostered的個體超過 60

％，且來自民眾投訴流浪犬的平均月案件數顯示有逐年下降趨勢（2018-

2022年）。 

 

10月 

 持續協助 TADs team 檢視 Reginal aquatic animal disease report，並與

WAHIS系統資料進行比對分析。 

 持續協助分析「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Animal Welfare 

Webinar 2023: Using WOAH Standards to support good animal welfar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活動之參與情形，包括參與人員、問卷調查及回

饋意見等資料。 

https://rr-asia.woah.org/en/projects/qaad-reports/


11 
 

 協助檢視預定於 11月 21、22日在中國青島辦理「The fifth WOAH Regional 

Workshop on Swine Disease Control in Asia and the Pacific」之提案

書、議程等相關草案資料。 

 持續協助分析 RWPF 關於 2021 至 2022 年間 Reference laboratories and 

Collaborating Centres 相關成果資料。 

 10月 25日，參加「Emerging topics in our food environment」視訊講座。 

 10 月 30 日，在東京局聯繫安排下，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動物檢疫所羽田空

港支所，並進行邊境檢疫業務實務經驗交流，另因植物檢疫業務另隸屬植物

檢疫所，故本次至羽田機場參訪行程未涉及邊境植物檢疫業務實務。對羽田

機場目前採行邊境入境旅客檢疫措施可供參考之處，簡要摘要重點如下： 

 在可疑行李上以束帶標示明顯警示標籤及可感應的 security tag，方便監

控檢查。 

 羽田機場國際航廈入境大廳設有 8 道行李轉盤，羽田空港支所協調航站盡

量將高風險航班之托運行李安排在靠近動物檢疫櫃臺附近的轉盤。 

 

11月 

 11月 13-16日協助東京局於 Youtube網路平臺線上轉播於印度新德里召開之

「33rd Conference of the Region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前協助彙整分析之「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Work Plan 

Framework」簡報，由 Dr. Kugita於 13日下午會議中報告。 

 持續檢視 Reginal aquatic animal disease report，且與 WAHIS系統資料

進行比對分析，並於 11月 20日東京局定期線上 staff meeting（由 Dr.Kugita

主持）中，以「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Aquatic Animal Disease Reports」

為主題報告，主要係分析 2013 至 2022 年間，亞太區域應通報水生動物之疫

病種類變化，及區域內各會員國/地區對其轄區發生水生動物疫病之通報情形

等。 

 11月 24日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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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習重點及心得 

一、WOAH 亞太區域代表處簡介 

WOAH 亞太區域代表處（以下簡稱「東京局」）研習，由區域代表 Dr. 

Hirofumi Kugita 主持，研習期間東京局之團隊成員及其業務分組（圖 1）： 

 

圖 1：Organisational Chart of WOAH RRAP  

（網址：https://rr-asia.woah.org/en/regional-

representation/ ） 

 

（一）Mr. Basilio Valdehuesa（美國，Regional Communication Officer）。 

（二）One Health Team：有 Dr. Kinzang Dukpa（不丹，Regional Project 

Coordinator）、Dr. Lesa Thompson（英國，Regional Project Officer）

及 Dr. Nahoko Ieda（日本，AMR Reginal Project Officer）等 3位。 

（三）TADs(Transboundary Animal Diseases) Team：有 Dr. Hnin Thidar Myint

（緬甸，Regional Project Coordinator）、Dr. Peng Li（中國，Regional 

Project Officer）及 Dr. Thitiwan Patanasatienkul（泰國，Aquatic 

Animal Health Officer）等 3位。 

（四）VS(Veterinary Services) Team：有 Dr. Maho Urabe（日本，Regional 

Veterinary Officer）、Dr. Ami Kitagawa（日本，Regional Veterinary 

Officer）及 Dr. Jacqueline Lusat（馬來西亞， Animal Health 

Information Officer）等 3位。 

（五）Secretaries：包括 Ms. Kanako Koike（Accounting Officer）、Ms. Takako 

Hasegawa及 Ms. Chiharu Izumi 等 3位日籍行政人員。另東京局聘有區域

顧問，為常駐於尼泊爾的 Dr. Pasang Tshering，主要協助 VS Team 及南

亞地區事務。 

https://rr-asia.woah.org/en/regional-representation/
https://rr-asia.woah.org/en/regional-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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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局目前之正職人員除透過對外召募，並由日本及中國大陸等官方政

府以 2年為任期派員協助（分別為 Dr. Ami Kitagawa 及 Dr. Peng Li），其

餘國家亦表達興趣派員協助。 

本次研習期間，同時有香港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派遣支援人員 1 名 Dr. 

Ka Long Lao至東京局短期支援 3個月，以 VS Team業務為主，而職則被分

配於 TADs Team 擔任研習生，主要在 Dr. Myint及 Dr. Patanasatienkul 指

導下，配合 TADs Team 及其他小組之實際業務狀況，自主機動支援協助相關

工作，本次研習工作重點主要涉及 TADs 及 VS Team。 

 

二、本次參與重點工作分述如下： 

（一）協助東京局於 9 月 11日假北海道大學辦理「Sub-regional Meeting for 

Veterinary Education Establishments (VE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f Veterinary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東亞地區獸醫

教育機構及獸醫人力發展之利益關係人之次區域會議），及參加 9 月 12、

13日「21st Asian Association of Veterinary Schools (AAVS) Meeting」

（第 21屆亞洲獸醫教育機構聯盟會議）。 

本次會議之我國參加代表包括：官方代表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鄭清薰

科長（參加 9 月 11 日會議），學界代表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張芳嘉

教授與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陳德勛院長等 2 位（均參加 9 月 11 至 13 日

會議）。 

前揭會議議程如參考資料 1、2，會議照片如參考資料 3。會議資料網址： 

https://rr-asia.woah.org/en/events/east-asia-sub-regional-

meeting-on-veterinary-education/  

https://www.vetmed.hokudai.ac.jp/project/aavs2023/  

 

於 9 月 11 日會議中，職主要協助上午視訊會議聊天室之掌控及協助下午

首次採用「world café」方式進行隨機分組專題討論。 

當日分組專題討論議題包括： 

1. 「Review, Reflect, and Share」-接續上午議題（包括獸醫服務人力、

獸醫教育等方面所面臨挑戰）進行經驗及想法分享，並討論如何建構各

國或區域性之分享網路。 

2. 「How can we collaborate」-討論地區會員國家如何促進關於獸醫教

育、獸醫專業培訓能力及勞動力需求等面向之結盟合作。 

WOAH於 11日研討會所得結論如下： 

1. WOAH 採行強化措施，持續致力於獸醫教育和獸醫人力發展活動，最近

重點關注於推動獸醫人力發展計畫和性別評估。 

https://rr-asia.woah.org/en/events/east-asia-sub-regional-meeting-on-veterinary-education/
https://rr-asia.woah.org/en/events/east-asia-sub-regional-meeting-on-veterinary-education/
https://www.vetmed.hokudai.ac.jp/project/aavs2023/


14 
 

2. 儘管存在部分差異，東亞地區的 WOAH 會員國在獸醫教育和獸醫人力發

展等議題仍面臨一些相同挑戰，透過次區域和區域之聯繫網路可以促進

資訊、經驗和資源共享。 

3. 許多會員國的獸醫課程、訓練資源與當地獸醫執業的實際需求仍有落差，

須根據不同 WOAH 會員國之獸醫教育機構、獸醫官方單位或同等機構

之情況進行評估及提出解決方案。 

4. 為了加強獸醫服務和有效利用資源，須要各利害關係人監督地方和國家

層級獸醫人力發展進度。 

5. 從事公共服務及畜牧業之獸醫人力短缺，尤其在一些會員國的農村地區。

須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來協調國家層級的活動，建議提升至國家層面協調

促進獸醫和獸醫輔助專業人員（the veterinary paraprofessional, 

VPP）的工作機會（例如透過獎勵措施或培訓機會），以加強其國家獸醫

服務體系。 

6. 女性投入獸醫產業之趨勢日益明顯，但擔任領導職之女性人數仍不足。

應制定更多與性別相關政策，並鼓勵女性參與獸醫服務。 

7. WOAH 與亞洲獸醫學校聯盟等專業組織持續合作作為全球、區域和次區

域等獸醫教育機構之交流平臺，以交換最新資訊及經驗，並促進落實

WOAH 標準。 

至參加北海道大學獸醫學院於 9 月 12 及 13 日舉辦之「第 21 屆亞洲獸醫

教育機構聯盟會議」部分，在本次會議中引起最多討論的係以泰國為首的

AVSBN（ASEAN Veterinary Statutory Body Network）及 SEAVSA（South 

East Asia Veterinary School Association）等次區域組織，已著手制訂

「South East Asia Veterinary School Accreditation Standards」（SEA

獸醫學校認證標準）草案共 11 點（詳如參考資料 4），目標是在東協區域

會員國完成獸醫教育之獸醫師未來能獲得一致化認證，以促進該區域獸醫

人力流通。 

 

參與本次會議心得 

1. 會中各國普遍認為獸醫人力發展及獸醫教育最大的挑戰是偏鄉人力短

缺，經濟動物獸醫不足，導致動物醫療不足和食品安全問題，因為經濟

及就業市場的考量，薪資高低仍是獸醫選擇專業領域的現實因素。解決

方案可能包括獸醫學校更加注重經濟動物獸醫師訓練，提供獎勵措施，

鼓勵獸醫到偏遠地區工作，例如提供償還就學貸款計畫或提供獎學金。 

2. 獸醫教育持續跟進不斷發展的新知和技術，學校應定期更新課程，包括

最新的診斷、治療和動物福利標準，加強獸醫師之實務操作訓練， 因

應新興動物傳染病及人畜共通疾病的防控技術，健全獸醫服務人力發展。

應確保獸醫服務體系之人力素質，以利提供優良獸醫服務，而獸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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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是獸醫人力素質養成關鍵，獸醫教育機構、獸醫法定機構及獸醫主

管機構應加強交流溝通，整合獸醫教育體系及相關單位的意見。 

3. 鼓勵各大學應用 WOAH 核心課程指引及建議調和獸醫教育課程，建立課

程調和機制，納入獸醫師公會及業界建議，反映未來獸醫職場需求及技

術發展，加強畢業後之實際執業能力，並持續豐富繼續教育內容，因應

新興傳染病及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挑戰，確保提供健全及穩定的獸醫服務

體系。評估是否導入第三方認證制度，確認課程及訓練符合標準。就我

國獸醫之高等教育制度，後續仍應針對師資、人力、設備、課程尋求改

制解決方案及配套積極推動，避免國家甚至區域間之認證問題，提升我

國競爭力，以與國際接軌。 

 

 

（二）協助東京局彙整分析「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Work Plan Framework

（RWPF）」簡報內引用之數據資料，並由 Dr. Kugita於 11月 13日在印度

新德里舉辦之「33rd Conference of the Region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報告。 

前揭會議議程如參考資料 5，東京局完整簡報內容如參考資料 6。本次會議

官網及線上錄影直播網址： 

https://rr-asia.woah.org/en/regional-commission/33rd-regional-

conference-in-new-delhi-ind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nfh5IKnXfg  

本次 RWPF 簡報係東京局與 WOAH 總部、亞太次地區代表處（曼谷辦公室）

及其他相關組織合作，評估亞太地區執行區域工作框架（Regional 

Workplan Framework for the Region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RWPF）之執行成果，並向亞太區域委員會進行 2年 1次的報告，

若區域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可在 2025 年之前修改其內容及區域目標。 

現行之第 3版亞太地區 RWPF，係東京局依據 WOAH 第 7版策略計畫（WOAH 

Seventh Strategic Plan）更新，執行期間為 2021至 2025年，從當中擇

定 5項關鍵區域目標及對應的 9項優先區域活動為指標（圖 2），並由東京

局蒐集區域會員國/地區於 2021至 2023年期間的相關執行成果進行評估。 

（相關網址：https://rr-asia.woah.org/wp-

content/uploads/2023/07/rcap-3rd-regional-work-plan-framework-

2021-25.pdf ） 

https://rr-asia.woah.org/en/regional-commission/33rd-regional-conference-in-new-delhi-india/
https://rr-asia.woah.org/en/regional-commission/33rd-regional-conference-in-new-delhi-ind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nfh5IKnXfg
https://rr-asia.woah.org/wp-content/uploads/2023/07/rcap-3rd-regional-work-plan-framework-2021-25.pdf
https://rr-asia.woah.org/wp-content/uploads/2023/07/rcap-3rd-regional-work-plan-framework-2021-25.pdf
https://rr-asia.woah.org/wp-content/uploads/2023/07/rcap-3rd-regional-work-plan-framework-2021-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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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次亞太地區 RWPF之評估指標 

 

本次納入評估之會員國執行成果，主要依「資訊可及性（Information/data 

availability）」及「重點活動（Priority activities）」等原則擇定，職

在本次簡報資料的統計分析工作中，主要負責內容簡述如下： 

1. 針對亞太地區之參考實驗室（ Reference Laboratory, RL）及

Collaborating Centres（CC）之評估部分：包括統計亞太地區參與

Laboratory Twinning Projects 的數量、規劃或參與 Laboratory 

Proficiency Testing 的參考實驗室數量、是否為其他 WOAH 會員籌辦

會議、工作坊或訓練課程之參考實驗室或 CC 的數量等，主要係由每年

各 RL及 CC 填報給 WOAH之年度問卷資料中（2022年問卷範例如參考資

料 7、8），逐筆檢視各單位回報問卷並擷取相關回復內容，再進行相關

統計分析。 

2. 針對亞太地區會員之應變計畫對外發布情形：本節須上網調查各會員國

/地區針對動物疫病或自然災害之防災災害應變計畫和其法源依據等資

料，是否公布於其官方網站上，並進行後續統計分析。 

本項工作須以不同關鍵字逐一查詢各會員國之官方網站，且因亞太地區

會員國多數並非英語系國家，又本區域多數國家不一定將相關資訊公布

於其官網英文網頁（甚至未建置英文版網頁），故須利用翻譯工具將關

鍵字轉換成不同國家語言進行搜尋調查，常須花費大量時間轉換語言搜

尋始能查到相關官方公開資料。 

 

東京局針對本次評估結果所得結論及後續建議如下： 

1. 亞太地區的會員國均十分活躍，多有落實執行 RWPF 所要求的工作及相

關活動。 

2. 在 2021至 2022年期間，許多活動受到 Covid-19疫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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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本次簡報內容提出下列建議： 

(1)RWPF中擇定的部分評估指標項目需再調整。 

(2)某些數據、執行成果難以取得，故建議： 

-鼓勵會員在官網上提供更多訊息，例如該國之災害應變計畫。 

-鼓勵會員與 WOAH分享相關資訊，例如該國辦理演習之成果。 

4. 亞太地區未來的活動，透過以評估指標管考的方式，可具體性地落實 

RWPF 的目標。 

5. 下次 RWPF 評估報告將於 2025年發表，且建議： 

(1)可能需要進一步修改評估指標。 

(2)與 WOAH的「Observatory」 計畫進一步協作。 

 

參與本次簡報資料分析彙整工作之心得 

由本次 WOAH 挑選之 RWPF 評估指標，都能呼應 WOAH 的「TRANSPARENCY」、

「STANDARDS」、「EXPERTISE」及「SOLIDARITY」等宗旨。 

最初東京局內部先就各評估指標討論可對應之會員國執行成果，再分頭進

行相關資料的蒐集、統計及分析。 

由 WOAH指定的評估指標及擇定的對應成果，可窺見東京局重視會員國哪些

工作績效項目，主要包括： 

1. 各會員國對其國內動物疫情狀況之回報工作（是否依時效及規定通報

WAHIS系統）； 

2. 在國際貿易上能否有效應用 WOAH 規範及指引（WTO notifications 

related to WOAH Standards）； 

3. 會員國對細菌抗藥性（AMR）行動計畫之投入程度（包括行動計畫、預

算編列等）； 

4. 會員國對國內獸醫服務績效之考核評估（是否曾進行 PVS評估）； 

5. 強化 WOAH 參考實驗室和其他相關機構之橫向聯繫網絡（是否為其他

WOAH會員籌辦會議、工作坊或訓練課程等交流工作）。 

前揭指標均可作為我國未來規劃相關政策或工作計畫之參考方向，俾以提

升我國在國際獸醫專業領域之參與度及能見度。 

 

 

（三）由於水產養殖為全球成長最快的食品生產類別，亞太地區在水產養殖之產

量產值上均領先全球，然而疫病仍為水產養殖產業的主要威脅。為確保區

域水生動物健康狀況之透明度，東京局及 NACA（Network of Aquaculture 

Centres in Asia-Pacific）自 2013年起合作，定期聯合公布區域水生動

物疫病報告（Reginal aquatic animal disease report），以瞭解區域內

各國發生水生動物疫病狀況，並掌握各類疾病於亞太地區的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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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在 Dr. Thitiwan Patanasatienkul 指導下，逐年逐筆檢視各會員國 2013

至 2022 年間提交之資料，並彙整分析作成專題報告「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Aquatic Animal Disease Reports」，主要係分析於 2013 至 2022

年間，亞太區域應通報水生動物之疫病種類變化（包含 WOAH-listed及 Non-

WOAH-listed diseases），及區域內各會員國對其轄區發生水生動物疫病之

通報情形等。（2013 及 2022 年會員國報告範例如參考資料 9、10，本次專

題報告完整簡報如參考資料 11） 

（參考網址： https://rr-asia.woah.org/en/projects/qaad-

reports/ ）。 

 

本次資料分析結果如下： 

1. 截至 2020 年，亞太地區水產養殖業的產值，約佔全球產值之 8 成，目

前亞太地區的主要生產國家為中國大陸、越南及泰國。 

2. 經分析 2013 至 2022 年期間通報之疫病種類，魚類疫病種類增加 20％

（由 10種增加為 12種），軟體動物疫病種類無增加（維持 7種），甲殼

類動物疫病增加 30％（由 10種增加為 13種），兩棲類動物疫病增加 50

％（由 2 種增加為 3 種）。其中兩棲類動物疾病主要涉及保育類野生動

物疫病控制，較不具產業意義，而對亞太地區水產養殖產業而言，可明

顯看出各國逐漸重視對甲殼類動物及魚類之疫病監測及通報。 

3. 另分析 2020 至 2022 年間亞太地區國家通報各類水生動物疫病次數，

通報比例最高者為甲殼類動物疫病（49％），其次為魚類疫病（25％），

第三為會員其他通報重要疫病（16％）。 

4. 至分析各會員國通報資料狀況，包括區域水生動物疫病報告或 WAHIS半

年報告等數據，如澳洲、臺灣、香港、菲律賓及紐西蘭等國家/地區在

兩者之通報表現都較穩定，而柬埔寨、寮國及巴基斯坦等國家在兩者之

通報表現則明顯較差，部分國家僅 WAHIS 半年報告之提交情形較好，如

日本及韓國。 

 

本次資料分析之心得 

1. 甲殼類動物及魚類為亞太地區水產養殖產業之重心，對其相關的疫病監

控防治或水生動物之動物用藥管理等將成為區域重點工作，未來我國在

相關政策及計畫規劃上亦可納入參考。 

2. 透過瞭解各會員國對水生動物疫病通報之表現， WOAH或東京局將作為

未來執行 rumor tracking等相關計畫之規劃參考，期更能掌握區域之

水生動物疫病分布情形。 

我國雖非 NACA 會員，然對該組織之疫病通報工作仍表現優秀，如繼續

維持相關通報績效，或許有助於爭取加入相關國際組織。 

https://rr-asia.woah.org/en/projects/qaad-reports/
https://rr-asia.woah.org/en/projects/qaad-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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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京局已在規劃向 WOAH 總部爭取能否將 WAHIS 與 NACA 之通報系統結

合，以減輕會員國須對不同系統通報之負擔，透過此類數據分析掌握會

員國對不同系統之通報情形，或許有助於促成相關系統之整合串連。 

伍、建議事項 

本次赴東京局研習係藉由實質參與其運作，強化我國與該 WOAH及其相關

國際組織之往來與業務合作，以拓展、提升我國在國際上之能見度與評價，並

擷取他國經驗，以期進一步完善我國動物疫病防疫體系。 

 

一、建議持續派員前往 WOAH拜訪研習 

WOAH 為獸醫最高國際組織，擁有 183 個會員國，超過 WTO 及 WHO 之會員

數。WOAH 長期致力於動物疾病防疫、動物福利、會員國獸醫服務提升，

與約 75個國際組織或團體共同合作，針對氣候變遷、One Health、跨境

動物傳染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COVID-19）等全球議題，我國因

為外交困境，難以加入大部分國際組織，倘能與 WOAH維持良好穩固互動，

持續參與工作坊或會議，亦能有機會與其他國際組織互動，更能習得他國

優良策略，持續優化我國 One Health 相關服務體系，確保國人及畜禽健

康，維護生產環境並確保糧食安全。 

 

二、建議持續與區域性及全球性之獸醫教育機構/專業組織合作 

透過與如亞洲獸醫學校聯盟（AAVS）、東南亞獸醫學校聯盟（SEAVSA）、亞

太獸醫師協會（FAVA）及世界獸醫師協會（WVA）等組織密切合作，加強

該（次）區域的資訊交流及橫向聯繫工作，進一步的合作及整合，依照 WOAH

獸醫教育建議及指引，推動 我國獸醫教育課程及 Veterinary 

paraprofessionals (VPP) 教育與認證等制度之改善，期有效充實我國

獸醫服務體系之人力資源。 

 

三、持續依規定通報我國動物疫情，深化與 WOAH及相關國際組織之合作機制 

由東京局的 RWPF 簡報及與 NACA 合作之區域水生動物疫病報告，都顯示

WOAH 對會員國是否即時通報疫病等相關工作之重視，故建議我國持續依

規範落實向 WAHIS 或其他相關即時通報病例之相關工作。 

就 WOAH 及東京局之立場，疫情通報工作表現穩定優良之會員除能符合

WOAH 要求其動物疫情狀態之透明原則外，其實亦能透過 WAHIS 幫助其他

資源不足之會員國即時掌握區域動物疫情資訊，且協助有效維持 WAHIS作

為全球疾病監測及早期預警系統之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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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強化與其他國家參考中心交流工作，積極提供相關服務訊息及協助 

由 WOAH及東京局對 Regional Workplan Framework 擇定之評估指標及擇

定成果，可見 WOAH十分鼓勵各會員國之參考中心主動與區域會員國家辦

理技術交流、研習及訓練等橫向交流工作，此部分亦可作為我國爾後相關

政策及計畫之規劃參考，俾提升我國在獸醫專業領域之國際能見度。 

 

綜上，透過此次在東京局之研習，如同在國際場合展現我國支援及協助國

際組織的能力，也提供了由外部檢視我國辦理相關國際活動的機會及挑戰，

未來除期待持續相關研習支援活動，也希望藉此構築與國際社會之緊密聯繫，

並強化我國動物防檢疫及動物衛生福利等相關能力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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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 1 

 

Sub-regional Meeting for Veterinary Education Establishments (VE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f Veterinary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Hokkaido, Japan  

 

AGENDA 

  

Time Topic  

07:00 Venue set up   

08:30-09:00  Registration  

Opening Session (Hybrid) 

09:00-09:10 Opening Ceremony: Opening remarks by  

- Host country  

- Host institution  

- WOAH  

 

- Dr Ryuto 

Hiramatsu, Japan 

MAFF (on behalf 

of WOAH 

Delegate of Japan)  

- Dr Mitsuyoshi 

Takiguchi, Dean, 

Facul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Hokkaido 

University  

- Dr Hirofumi 

Kugita, WOAH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09:10-09:20 Housekeeping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shop  

WOAH RRAP 

9:20-9:40 Interactive session: Identification of 

priority issues related to veterinary 

education and veterinary workforce 

development (WFD) in East Asia 

Facilitated by WOAH 

RRAP using 

Menti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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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Session (Hybrid) 

9:40-10:10 Overview and updates on WOAH’s 

initiatives and activities related to 

Veterinary WFD Programme, including 

veterinary education and gender 

assessment  

WOAH WFD video  

 

Ms Sonia Fèvre, 

WOAH HQ  

 

Mr Stéphane 

Renaudin, WOAH 

SRR-SEA 

10:10-10:40 Member presentation on veterinary 

education and WFD      

1. Chinese Taipei 

2. Japan 

 

3. Korea RO    

 

 

Dr Fang-Chia Chang 

Dr Koichi Sato & Dr 

Ryuto Hiramatsu 

Dr Kichang Lee 

10:40-11:00 Group photo 

Coffee break 

 

11:00-11:30  Member presentation on veterinary 

education and WFD (continued) 

4. Mongolia 

5. PR China  

6. Hong Kong SAR    

 

 

Dr Erdene-Ochir 

Tseren-Ochir 

Mr Lushi Liu  

Dr Vanessa Barrs & Dr 

Man Wai Esther To  

11:30-12:00 Panel discussion: key issues around 

veterinary education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e.g., Gender, One Health)  

Moderated by: Dr 

Mayumi Ishizuka  

 

Panelists:  

Dr Ter-Hsin Chen, 

Chinese Taipei  

Dr Masatoshi Hori, 

Japan 

Dr Min Su Kim, Korea 

RO 

Dr Weihua Li, China 

Dr Erdene-Ochir 

Tseren-Ochir, 

Mongolia  



23 
 

Dr Venessa Barrs, HK 

SAR 

Dr Takehiko Saito, 

JVMA (FAVA)   

12:00-12:25 Updates from VEE networks in the region   

1. Regional network of VEEs: Asian 

Association of Veterinary Schools 

(AAVS)   

 

2. Sub-regional network of VEEs: 

South-East Asia Veterinary School 

Association (SEAVSA)  

 

3. Current Situation of VEEs and 

Connected Regulatory Services in 

South Asia  

 

Dr Mohd Azmi Mohd 

Lila,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Dr Khongsak 

Thiangtum, Kasetsart 

University 

 

Dr Anil Pushpakumara 

Pupulewatte Gedera, 

University of 

Peradeniya   

12:25-12:30 Wrap-up of the morning session   WOAH RRAP  

 

 

12:30 – 13:30 LUNCH  

Discussion Session (Physical participation only) 

13:30-14:30 “Review, Reflect, and Share” - Group 

discussion on selected topics from the 

morning session      

All  

14:30-15:30 “How can we collaborate” – Facilitated 

discussion on alignment of veterinary 

education/ training capacity with 

workforce needs   

All  

15:30-16:00 Report back of group discussion   WOAH  

16:00-16:15 Wrap up and closing   

16:15 – 16:30 Coffee break   

16:30-17:30 Networking sharing session for 

participants representing Veterinary 

Services (Government)  

VS participants + any 

interested participants  

16:30-18:00 AAVS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18:30-20:30 Dinner hosted by W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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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習照片 

 

照片 1： 

東京局位於東京

大學食品科學大

樓 5樓，照片為

東京局辦公室門

口。 

 

照片 2： 

9月中旬至北海

道大學協助東京

局舉辦會議，並

參加分組討論。 



97 
 

 

照片 3： 

東京局例行線上

Staff meeting

合照。 

（Dr. Myint返

回緬甸前最後一

次參加 Staff 

meeting） 

 

照片 4： 

WOAH 總部秘書

長 Dr. 

Monique Eloit

於 2023年 9月

22日下午至東

京局辦公室訪

視，並與同仁

面對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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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羽田機場邊境檢

疫實況。 

 

照片 5： 

11月底返國前

與東京局同仁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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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東京局電子賀年

卡。 

 

照片 7： 

2024年 1月初

受東京局邀請為

WOAH成立 100

週念錄製電子賀

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