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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國際交通的快速發展及經濟活動日益興盛，促使全球人口快速移動也使得傳染

病傳播更為迅速。為此，各國紛紛提升國際合作交流的機會以學習及分享各國的防疫經

驗及技術。為提升本局推動及辦理國際合作業務的效能，學習如何與外國人進行有效溝

通及合作，以及提升在公共衛生議題的領導能力，爰規劃至澳洲墨爾本大學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研習公共衛生領導課程，藉由課程專業學習以及與他國學員意

見交流分享，以改進自我在公共衛生領域的領導能力，並期能更有效的推動及辦理本局

國際合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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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隨著國際交通的快速發展及經濟活動日益興盛，促使全球人口快速移動也使得傳染

病傳播更為迅速。為此，各國紛紛提升國際合作交流的機會，透過國際合作計畫及國際

研討會以學習及分享各國的防疫經驗及技術。本局致力於國際合作業務已有多年經驗，

過去主要政策為學習及引進他國成功的防疫經驗及技術。隨著我國醫療水準的提升及技

術的成熟，我國高水準的醫療衛生逐漸受到各國重視及肯定。在公共衛生領域中，由過

去的參與者慢慢變成倡議者，而面對目前新興的傳染病，我國皆有豐富的防疫經驗可與

各國分享。因此，為提升本局推動及辦理國際合作業務的效能、學習他國於公共衛生領

域中的成功領導能力，並學習如何與外國人進行有效溝通及合作等，爰規劃至澳洲墨爾

本大學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研習公共衛生領導課程，藉由課程學習及意

見交流分享以改進自我的領導力，以期增進本局未來推動及辦理國際合作業務的能力。 

 

貳、過程 

一、行程： 
日期 地     點 行  程  內  容 

99/06/26 台北→香港→墨爾本 路程 

99/06/27 墨爾本 抵達 

99/06/28-7/2 
墨爾本大學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研習公共衛生領袖課程 

99/7/5 墨爾本→香港→台北 路程、抵達 

 

二、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簡介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成立於 2006 年並隸屬於墨爾本大學，致力於經

由研究、教育、全面性的發展以及未來領導人的培訓方式以促進全球健康。其研究領域

包括公共衛生發展及實施，以及生物醫學的相關研究，如愛滋病、瘧疾、菸害、心理健

康、婦幼健康、殘疾以及減害計畫等。該中心是屬非營利組織，其組織架構包含 5 大部

分，分別為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強化健康系統、教育及學習、熱帶醫學與傳染性疾病

以及永續發展。該中心對於研究合作及知識交流非常重視，重點放置於發展實證實務的

研究以及領導力的培訓。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著重於全球健康發展，研究地區為太平洋地區

及南非之發展中國家，以印度、印尼、柬埔寨、越南、寮國、巴布新幾內亞以及莫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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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為主。該中心研究人員大多有居住及工作於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深切了解發展中國家

的相關健康議題。且多具有豐富之國際衛生合作經驗，並與政府單位（如澳洲國際開發

署（AusAID）、澳洲國家健康暨醫療研究評議會 (NHMRC)）、學術單位、慈善組織（如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醫療團體以及 NGO 團體有密切合作，並參與 WHO

相關研究計畫案。該中心每年會定期開辦許多有關國際衛生的訓練課程。 

 

三、研習重點： 

本次參與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舉辦為期一週的公共衛生領導研習課

程（Public Health Leadership）（附件 1），參與學員約計 40 名，多來自澳洲當地學生及

相關領域之專業人士，另包含 2 名來至美國衛生機構以及 1 名本局同仁。課程進行方式

以講課為主，小組討論為輔，相關課程說明如下： 

（一）講題：Theories of Leadership 

      講者：Prof. Rob Moodie（Inaugural Chair of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重點摘要如下： 

1.  領導力的定義在於有領導、指引、或影響人們的能力。其有能力激發他人自信

心並提供支持，使其完成目標或任務。或經由人際影響力（interpersonal 

influence）且透過直接溝通以促使其他人完成既定的目標。它是一種行為能促

使其他人對於共同的目標而有所行動或是反應。 

2.   領導與管理最大的不同在於管理是把事情做對，而領導卻是做對的事。一個

有效的領導者必須知道如何管理或是知道如何找到一個好的管理者與其共

事；而一個好的管理者除了知道如何管理之外也要學習如何領導。 

3.   領導類型（Leadership styles）可歸納成以下幾種：1. 放任型態（Laissez-faire）

2. 專制型態（Autocratic）3. 參與型領導（Participative）4. 轉換式領導

(Transformational)：將個人建立成典範以獲得部屬的信任及認同。 5. 交易式

領導(Transactional)：領導者與部屬處於一種交換關係上，透過實質的獎酬或

是懲罰來完成目標。 6. 情境領導（Situational）：最成功的領導者是能配合

不同的狀況而採取不同的領導類型。7. 倫理領導（Ethical）：領導的方式是

尊重部署的權利及尊嚴。8. 催化領導(facilitative)：非使用指揮式的方法，而

是採間接的溝通方式幫助團體達成共識。 
 2



4   領導能力並非與生俱來的,而是經由學習培養而成的。人們相信你在於看你如

何做而不是聽你如何說，因此一個成功的領導人必須言出必行（Walking the 

talk）。 

5.  成功的領導人必須具備有好的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其包含五大   

因素分別為自我覺知（Self-awareness）、情緒控管（Self-Regulation）、動機

（Motivation）、同理心（Empathy）及人際技巧（Social Skill）。 

6.  領導者的 5 個層次（Level 5 Leadership）：是一種等級制度，不需逐層達成， 但  

是到達第五層境界的領導者，通常第一至四層的特質都已具備。第一層；高

能力個體（highly capable individual），運用個人才能、知識、技能和良好工作

態度，提供有建設性的貢獻。第二層：具有貢獻力的團員（contributing team 

member），藉由個人能力達成團隊的目標，並有效地與他人合作。第三層：稱

職的管理者（competent manager），透過有效的人力及資源分配達成預定目

標。第四層：有效的領導者（effective leader），加強部屬的認同感並努力追求

明確及具說服力的願景，激發部署追求高標準。第五層：領袖（Executive），

同時具備有謙虛的特性和專業堅持，謙虛+強烈的決心=Level 5。 

7.  爲提升公共衛生體系的效率及效益，公共衛生領導者必須具有良好的情緒智   

商，並且透過學習來提升自我的領導能力，能依據不同的情境及挑戰適時的

調整自我的領導模式，成為一名成功的情境領導人。 

8.  公共衛生領導人除了具有專業知識外，情緒管理能力、掌握機構內外環境的  

能力、經營長官及同仁的關係以及跨機構、部門溝通協調能力也是必備的，

如此才能更有效率的執行公共衛生業務。 

 

（二）講題：Making team work 

      講者：Dr. Tim Moore（the Acting Head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t the Nossal Institute） 

 重點摘要如下： 

1.  一個合適的團體不宜過大或是過小，最好人數控制在 4-12 人。 

2.  成功的團體組成包含 1. 具有三大技巧：專業技術、問題解決及決策能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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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溝通技巧（傾聽、回饋及衝突解決能力）。2. 具有集體性格（Collective 

Personality）： 外向型、和善型、盡責型以及情緒穩定型等，善用不同性格

之成員，才能有更好的團隊表現。3. 需具有靈活性以完成不同挑戰，具有適

應性且不依賴團體中某些特定人選。4. 並非每個人都善於與團隊合作，因此

應該創造機會給有效率的個人，或是利用其他方式來提升個人對團隊的合作

精神，如訓練及獎勵方式。 

3.  成功的團體中其組織脈絡因素(contextual influences)包含 1. 組織中須有足夠   

的資源。 2. 具有有效的領導力。3 利用績效評估及獎賞來反應出團對的貢

獻。 .  

4. 經由個人的投入參與且透過合作關係，而產生出大於個體的產值，稱之為團

隊協力(team synergy)，舉例而言，2+2=5 （正向協力）；反之，2+2=3（負向

協力）。 負面協力又稱之為社會惰化（social loafing），當個人能力沒有受到

重視時，與群體一同工作時便會失去積極性，其效能就會少於其單獨完成工

作時的成效。因此，在團體中需採用方法評鑑每個個體的努力程度。 

5. 依據不同的公共衛生任務，選其團隊成員之性格亦隨之不同。例如執行病媒

蚊噴藥防治，其成員性格以盡責型、和善型為主。而公共衛生政策制定，其

成員組成以細心型、思考型、規劃型為主。領導人經由協調與整合來提升團

隊的工作效率及維持成員的高度士氣，以建立信賴和尊重的關係。 

6. 團隊合作在公共衛生領域中是非常重要的，不論是相關衛生業務推動、政策

制定及研究發展等都是靠著團隊合作完成的。近年由於公共衛生議題的多元

性，因此跨部會、跨領域及跨國的合作也紛紛增加，例如國際救災活動、疫

苗研發等等。尊重及信任不同領域、文化及專業背景的團隊成員，適度的給

予空間與時間，就分工內容給予合適的任務，讓成員發揮所長為團隊做出貢

獻。 

 

（三）講題：Understanding your organization 

      講者：Prof. Rob Moodie（Inaugural Chair of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重點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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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化部屬及管理：提供一個良好環境（nourishing environment）以利於個人及

專業上的成長、提升創造力及創新力。提供一個有利環境（ enabling 

environment），其建立於信任、合作及對話基礎上，此環境可維持良好心理健

康。 

2. 建構組織文化及價值：當建立起組織文化及價值後，應需隨時謹記，可將其

標語高掛於牆上讓每個員工都看到。 

3. 良好的溝通管道對於一個組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除了溝通之外還必須當一

位積極的聽眾，隨時提供最新訊息及了解員工的反應。 

4. 制定系統及流程：組織內相關系統及流程應儘量簡單，清楚及易了解，過程

應儘量透明。 

5. 有效的資訊及會議管理：有效的管理重要郵件及過濾垃圾郵件，相關的郵件

及會議資料盡量僅經手一次，避免時間的浪費。有關會議管理部分，則應做

好事前準備（如會議資料、議程、時間限制及決策機制等），有完善的會前準

備將會有更好的會議成效。 

6. 如何快速及有效的決策、制定優先順序議題、聘用及選擇適當的人選共事及

發展專業技能等在組織中都是重要議題，領導者及管理者應該加強相關訓練。 

7. 提升領導力及組織創造力：1. 支持部屬。2.給予部屬正向及建設性的回饋。

3. 對於部屬的優良表現給予公開表揚。 4.以身作則並與部屬、長官或是其他

單位的同仁間相互尊重。5. 與其他人相互合作並能精確的掌握問題及幫忙解

決問題。6.對於建立更愉快、更富有創造力的工作環境能激發出新想法。7. 能

積極的參與各項任務並對於工作具有責任感。 

8. 在公共衛生領域中，除了解自我機構的組織特性、目標、相關規則及程序外，

也必須了解組織外的橫向及縱向的聯繫機構，互相建立信賴和尊重的關係，

以期能更有效率的完成各項公共衛生業務。 

 

（四）講題：Getting an issue up on the public and political agenda 

      講者：Prof. Rob Moodie（Inaugural Chair of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重點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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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倡議（Advocacy）是透過積極的言語對理想及立場表達支持，倡議的目的是為

了改變。 

2. 如何將議題放入政策及公衛的議程中：必須對於週遭不合理事件有高度警覺

性，並且試著了解問題所在，例如抽煙與肺癌，酒精與酒醉行為否有其關聯性

等。了解問題所在後應該盡量收集相關證據支持理論，找尋引起問題的因果關

係，例如美國學者 Dr. Doll 及 Dr. Peto 對於抽煙與肺癌關聯性的研究統計，不

安全性性行為、針具分享及輸血與愛滋病發生率的關聯性等。 

3. 確定議題後應該盡量尋找相關支持者，例如環保團體、NGO 及社區領袖等。

並了解自己國家的政治制度運作方式，尋求當地議員或資淺部長 (junior 

minister)的支持。 

4. 運用媒體及獲得媒體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可讓更多人知道議題的重要性及

急迫性。媒體運用方式如投稿社論、寄信給主編、電台宣傳、市場調查、期刊

論文、網路媒體等，並與利益團體（工商業協會、政治團體、政黨、宗教團體

等）、廣告商及媒體合作。 

5. 執行過程中，必需清楚了解何為目標、誰是必須被說服的對象、誰是反對者、

誰是同盟者、需要哪些證據及如何使用大眾媒體等。 

6. 當少數人關心的議題變成多數人關切的議程時，決策者就會面臨巨大的壓力，

也會直接對公共衛生政策造成影響。 

7. 除了需具備公共衛生基本領域之專業知識外，也需具備剖析本土與全球的公共

衛生重要議題的能力，運用相關的學術研究資料及證據進行衛生議題之分析。 

 

（五）講題：Emotional and spiritual health  

      講者：Prof. Rob Moodie（Inaugural Chair of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重點摘要如下： 

1. 傳統成功領導者的代名詞通常是聰明、堅毅、果斷及具有遠見，然在 1995 年

哈佛大學心理學教授丹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在近 200 間大型及全球化

公司中所作出的研究發現高效能的領導者（truly effective leaders）通常都具有

高度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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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緒智商包含五大因素分別為自我覺知（ Self-awareness）、情緒控管

（Self-Regulation）、動機（Motivation）、同理心（Empathy）及人際技巧（Social 

Skill）。自我覺知表示了解及洞悉自己情緒、情感及需要，同時也明瞭這些會

影響他人。情緒管理表示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以緩解衝動，能三思而後行。動

機表示對於工作的熱情，活力及堅持，非來至金錢及名利等外在激勵所引起

的。同理心表示了解其他人的感受，能夠根據對方的不同情緒而給予不同方式

的回應。人際技巧表示有能力管理人際關係及建構人際網絡，發現彼此的共同

點及建立和諧關係。 

3. 取得生活平衡是很重要的，當照顧其他人時同時也應該照顧自己、關心自己。

甚至應該先照顧好自己後再照顧其他人，同時也應該對自己慷慨大方。 

4. 如何照顧自己的心理健康及情緒健康最重要的尋找適合自己放鬆的方式，例如

藉由宗教力量、運動、藝術、飲食及遊戲等。 

5. 在面臨重大傳染病威脅國民生存或健康時，公共衛生人員所面臨的壓力及衝擊

也隨之升高。當壓力超過個人所能負荷的程度時，便會引起不利及危險的後

果，而這些不良後果可能包括焦慮、憂鬱或恐懼等情緒困擾，甚至引發精神症

狀等。然而，適度的壓力卻反而可以提高個體的動機，促進工作的效率。因此，

如何提升自我的情緒智商以面對外界輿論壓力成為公共衛生人員重要的一項

學習。 

 

上課期間，講師花很多時間與同學互動，鼓勵同學分享其情緒掌控成功及的失敗例

子，同學在提問及分享經驗時非常踴躍。課程結束後，講師將同學分成 2 大組進行小組

分享，議題針對：1.預期 5-10 年後自我的成長 2.你想成為什麼樣的人 3.你想要過什

麼樣的生活 4.你想要成為什麼樣的領導人 5. 你

想要達成哪些目標，每位學員皆須上台分享個人見

解。這種直接由課程中學習並立即進行個人醒思及

上台發表的上課方式，對個人而言，體會非常深刻，

報告人可以真正的醒思及充分體會自己想要達成的

目標，藉由小組分享以學習他人正向想法。                                                 （圖一：上課討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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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講題： 此課程安排不同領域知名的領導者，在課堂上分享其領導風格及經驗。 

      講者： Mr. Jason Clarke--- Minds at work 公司之創辦人，提供創新思惟及領導力

之諮詢，在澳洲是一位非常受歡迎的創意性思考之人

物代表。 

             Ms. Jo Chandler--- 知名記者及作家，為澳洲 The age newspaper 資深專欄

作家，2009 年榮獲沃爾克雷新聞獎（Walkley Award

），長期對於人道援助、氣候變遷、健康科學議題有

著深切的關注及評析。 

 Ms. Lyn Alison --- 前澳洲民主黨領袖、聯邦參議員（1996-2008），積極推

動各項公共衛生議題，特別對於生育、心理健康、教

育、環境及女性議題更是不遺餘力。目前服務於 8 家

非營利組織理事會。 

Mr. Gabriel Gate --- 澳洲知名法國餐點主廚及暢銷作家，共出版 20 本美

食書籍並在多家知名餐廳擔任主廚。 

Prof. David Hill AO---澳洲維多利亞癌症協會（Cancer Council Victoria）

主任，從事公共衛生研究多年並公認是社會行銷及

公共衛生之國際專家。 

Ian “Molly” Meldrum AM---澳洲著名的音樂評論家、音樂製作人及創辦

人。 

本課程每天安排 1-2 位不同領域知名的領導者在課

堂上分享其領導風格及經驗。由負責的分組學員（4 人一

組）在專題演講前先進行講員基本資料介紹、之後流程為

一對一的訪談，開放 Q&A 時間給全體師生，最後為結論

及贈送禮品答謝。           
 （圖二：訪談過程）              

相關的訪談內容由負責的分組學員自行討論擬定，同學利用下午 Group Work 時間

研擬、討論及收集講員相關資料。 

本組負責介紹講員為 Ms. Lyn Alison，訪談重點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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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做好一位領導者？ 

A：好的領導能力並非出生而來，而是需要靠後天學習的，加上必須要有過人的自

信、智慧及經驗。要懂得善用單位中的每個人的長處並有效管理，長官及部屬之

前要有通暢的溝通管道，且必須要建立機制來評量自己及同仁之間的表現。良好

組織是很重要的，透過訓練及溝通，才能提升整體的表現。 

Q：如何在工作及家庭取得平衡？ 

A：這個問題非常困難回答，對於在工作及家庭中取得平衡我仍必須努力。我常常

會反問自己，在生命中什麼是最重要的。因此，永遠不要忽略生活中重要的家人

及朋友。有效的管理時間並且不要花太多時間於無謂的郵件上，即使工作繁忙也

要抽出時間給自己、家人及朋友。 

Q：在政治領域中，如何成為一名有效的領導者？ 

A：建立關係很很重要的，不僅對上對下都必須真誠的建立起可互信的關係。懂得

尊重他人且須具有協調及溝通能力，而選擇對的人在對的職務上服務更能提升整

體工作表現。在政治領域中，你的思維見解必須要能清楚的表達，不要讓人容易

混淆。除了當一名深思熟慮的人並要讓別人認為你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這樣別

人才能信任你。有時候，女性比較容易退縮不敢挺身，因此，擁有堅強的信念及

意志是很重要的，當選定值得努力的議題時，就不要害怕去嘗試改變現狀，另外

我們需要更多的女性領導者的榜樣。 

Q：如何有效的推動公共衛生議題？ 

A：公共衛生議題對於國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有些議題卻長期受到忽視，

例如心理健康、婦幼健康及老人健康等。當民眾有需求反應時，要有同理心並且

耐心的傾聽，了解民眾的需求後，與幕僚同仁討論分析並且尋求專家的意見，需

能針對問題提供現況分析數據以及相關建議。運用人際關係及媒體讓更多人了解

此議題的重要性，並且與各團體、組織及部會進行有效的溝通協調以解決問題。 

Q：從民主黨領袖、聯邦參議員退下後，從事 NGO 事務，中間心情的轉換及角色

的轉換如何平衡？ 

A：當一名有名望的政府官員所講的話及推行的政策比較容易受到重視及接受，相

對的能使用的資源也比較多。一開始從聯邦參議員退下後從事 NGO 事務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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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喪失是最難接受的，此時心態的調整是很重要的，對待每個人的方式都須平

等。試著從事自己有興趣的業務，並從中得到新的認同。 

 

（七）主題：Presentation of Group Work 

  方式：本課程在一開始的階段已將全體學生分成 10 組，每一組 4 人，給予不同 

的報告主題，小組須利用 Group Work 時間（Monday-Thursday 3:30-5:00） 

針對特定議題進行小組討論、分配工作、資料搜尋及報告方式研擬等（no  

PowerPoint），於星期五（課程最後一天下午）進行小組報告，每組共計 

20 分鐘，其中 10 分鐘為議題報告，5 分鐘為小組工作報告，包括說明小 

組如何運作、如何針對議題設定目標、討論過程中是否有遇到困難，如何 

化解，以及角色及工作如何分配等，5 分鐘為 Q&A 時間。 此項任務佔本 

課程學習成績 20%， 

   小組成員：Prudence Maree Shanahan （澳洲研究生） 

             Rebecca Stewart （紐西蘭研究生） 

             Brooke L Winterburn（澳洲研究生） 

             Hui Yi Chien （台灣 CDC） 

    題目：Non-communicable disease in the Pacific 

- do they need a bigger slice of the pie?          （圖三：小組成員）              

    說明：Non-communicable disease（NCDs）在太平洋地區是否日益嚴重？是否 

需要更受到重視？本項任務是向新的 AusAID（澳洲國際發展署）主席 

分析 NCDs 的現狀，並建議 AusAID 投入更多的資金於 NCDs 的防治上。 

    重點摘要如下： 

1. 開始階段，小組成員先互相介紹個人專長及經歷，並依據所分配的議題

進行初步討論。討論過後決定使用短劇的方式來呈現，由一人飾演

AusAID 主席，2 人飾演 Pacific Community 秘書處職員，其負責向

AusAID 主席提出有關 NCDs 政策及相關建言，另一人負責開場、旁白

及報告工作團隊如何運作。 

2. 在撰寫劇本過程中，小組成員先討論出劇本大綱，包括 NCDs 在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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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組成員每天花了非常多時間於討論及資料收集，由於查詢到相關資料

過於繁雜，因此選擇適當且有意義的資料成了一項重要的工作。當有同

仁提供好的建議或尋找到合適的資料時，彼此都不吝於給予口頭稱讚。

當工作進度落後或是裹足不前時，我們會尋求指導教授的協助，並透過

分享彼此的經驗及想法，激發出新的構想後適當的調整報告方向及內

容，也再次證明團隊協力(team synergy)中 2+2=5 （正向協力）的重要。 

4. 除了經驗及知識的分享外，小組成員的感情交流也很重要。小組成員會

利用午休時間相約一同用餐，不僅討論作業同時也可分享彼此生活近況

以增進彼此的友誼。另本小組每次於討論結束後，都會集體擁抱彼此激

勵及鼓勵，大大增加彼此的信心，也讓我們親近的更像個團體。 

5. 在星期 5 的小組報告中（本組報告如附件 2），職負責開場及旁白，其

他 3 位成員負責短劇演出，演出結束後，由職負責報告工作團隊運作成

效（附件 3）。本組的報告內容深獲指

導教授及其他學員的認同，並表示資料

收集的非常完整。職於下台前發言表示

感謝本組同仁給予的全力支持，也感謝

他們接納我成為小組一員及鼓勵我與

他們分享經驗及知識，最後也感謝老師

及其他學員在這段學習期間給予的支持。 圖四：其他小組報告情形 

6. 本組報告內容簡要說明如下： 

NCDs 目前在太平洋地區成為最主要的公共衛生問題，目前因

NCDs 死亡高達 75％，包含心血管疾病、糖尿病、癌症以及慢性呼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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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其中大部分發生在本區域的發展中國家。NCDs 主要因素為生活

方式改變，如菸草及酒精的使用、不健康飲食及缺乏運動。也由於生活

過於優渥的負面影響，導致高油脂及高碳水化合物速食隨手可得，以及

長時間的久坐看電視，使得 NCDs 日益嚴重。 

AusAID（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澳洲國

際開發署）主要負責提供非軍事化的外國援助活動，其目標為協助開發

中國家降低貧窮以及達到持續的發展。AusAID 援助議題非常廣泛（備

註 1），目前已經提供一兆 850 億美金於太平洋地區進行相關的發展協

助，其中依據「WHO 太平洋地區非傳染性疾病預防及控制之架構」而

給予 NCDs 一部份的補助金額。 

AusAID 從 1980 即提供相關補助款項於預防性的計畫上，然而

NCDs 卻沒有明顯的改善，本組同仁分析原因如下： 由於 NCDs 發生

與相關的危險因子之間有時間延遲性（time-lag）因素，往往需要數年

才能反映出疾病的發生。再者由於觀念或文化的不同，有些國家認為肥

胖是一種成功跟財富的象徵，直到新的世代接觸到更新的知識及訊息才

能改變其固有之觀念。  

對於 NCDs 的預防與控制應不單單只靠健康照護系統，或是增加技

術性的支持、促使網絡系統的建置、鼓勵收集資料及評估來防範。而是

應該朝著全面性的規劃來防治。例如：應該多提供多項及健康的食品給

大眾選擇；提高工作就業率，因失業就會降低購買力而只能選擇便宜的

低品質食材；向大眾傳播健康的知識和理念，以提升其健康的意識也是

重要政策之一。 

澳洲的援助計畫要有成效，不能只靠澳洲政府的作為及策略，更需

要全面性、跨部門的合作以支持 AusAID 的發展。澳洲政府有義務提升

太平洋地區的發展機會，而非扼殺其競爭力。開放市場競爭與國外投資

的壓力會減弱太平洋地區當地公司及服務業者的能力建構。例如目前

Pacific Agreement on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PACER，緊密經濟關係

太平洋協定)協商中，澳洲及紐西蘭獨特的經濟關係，增加雙邊出口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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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利數百萬元，但此協商也提升太平洋地區的不平等性，這將使得這些

國家的政府稅收減少及失業率提高等等，這些都是間接影響 NCDs 高負

擔的因素。 

因此，我們希望 AusAID 擅用駐派在外交貿易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的人員來代表太平洋國家倡議，並審慎考量

澳洲相關政策對於太平洋地區的健康影響結果。其中包括相關的貿易協

定對於太平洋地區健康的影響程度，如 PACER。因此，我們在太平洋

地區應建置更穩固的社會體，因為經濟穩固的經濟體才能提供更穩固的

區域安全，而這也正是 AusAID 執行主要目標之一。 

我們提供的相關建議為兩項，第一項：AusAID 維持目前對於太平

洋地區 NCDs 防治的相關預算及計畫。第二項：對於目前有關 NCDs

的預算，其工作重點應著重於 1. 確保經費使用的彈性 2. 經由衛生工作

人員的訓練以提升能力建構 3. 提供技術性及諮商協助 4. 建置公私部

門利害關係人的合作網絡 5. 建置標準化的監測及評估系統，如 WHO 

STEPS or miniSTEPS。 

    爲能在太平洋地區達成控制及預防 NCDs 的遠程成效，建議

AusAID 應該擔任太平洋地區健康促進的倡議者，如此才能更有效率達

到健康及發展的目標。同時也希望 AusAID 能夠言出必行，當太平洋地

區的健康議題真的需要改變時，仍然能公正而不受到貿易目標的影響。

對於健康議題，我們期望 AusAID 能從大視野而不是小方向去思考，並

期能發揮影響力。 
 

備註 1：AusAID 援助主要議題包括 Disability、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conomic Growth、Education、Environment、Food Security 、Gender、

Governance、Health, HIV/AIDS, pandemics、Human rights、Infrastructure、

MDG’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 Mine action 、 Regional 

stability、Rural development 以及 Water & San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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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心得與建議 

（一）此次前往澳洲墨爾本大學 The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研習公共衛生領導

課程，除了講師專業、誠懇、主動卻又不亢不卑的精神令人印象深刻外。其安排

的課程更是令人有深刻體會。課程中強調如何進行公共衛生議題的倡議、如何有

效的運用媒體來突顯公共衛生議題的重要性以及有效的公共衛生領導人所需要

的溝通能力以及情緒控管能力。在這相關課程中，除了講師提供專業知識外，學

員們也會透過互相討論來學習他人的經驗，有效分析及改善我們在公共衛生議題

的領導能力，也讓我們對議題有更新及更深入的看法。                                  

（二）此課程除提供專業課程外，也強調工作團隊的重要性。團隊任務工作共有 2 項，

任務 1：課程安排不同領域知名的領導者分享其領導風格及經驗，由其負責小組

進行講員的介紹、訪談內容的研擬、問答時間的掌控及進行結論。任務 2：提供

不同公共衛生議題給各小組討論，並於課程最後一天進行小組報告。這 2 項任務

中，我們依造每個人的特性而給予不同的任務分配，透過成員的共同努力而產生

積極的協力作用。而在團隊合作的磨合過程中，透過積極溝通協調而激發出新的

構想及見解，這使得團隊的成效水平大於個體成員成效的總和，也讓我們成功的

完成所交代的任務。在討論的過程中，讓我學習到成功的協調能創造及擴大彼此

的價值，一個好的協調溝通者，才能成為好領導者。對於在公共衛生議題討論中，

成員對問題的看法及思考模式，也讓我學習到應以更宏觀的視野來看待問題。 

（三）成功的公共衛生領導者能有效的提升衛生體系效率，而成功的領導者並非天生

的，而是藉由學習而培養出來的。目前本局辦理國際合作計畫及國際研討會的機

會相當多，因此，跨組室的合作及跨國合作的機會也增加許多。建議本局持續派

員參加相關領導課程或是邀請專業講師至本局教導如何提升領導力，透過專業學

習以提升及改善同仁的領導能力及溝通能力，以期能更有效的推動辦理國際合作

業務。 

 

肆、 附錄 

附件 1：Leadership in Public Health 課表 

附件 2：Group Presentation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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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本組工作團隊運作成效 

附件 4：研習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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