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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公共衛生協會（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uation , APHA）是歷史最悠

久、會員人數最多、規模最大的公共衛生專業組織，其擁有一群衛生官員、衛教

專家及環保專業人員、決策者及衛生提供者等；長久以來，關注全球公共衛生相

關議題及醫療體系的發展，致力於促進保健服務之可近性，與縮減健康差距及不

平等。APHA 每年並制定不同的主題舉辦年會，聚集全球各地醫療健康、公共衛

生領域相關專業人員共同參與，探討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等學術研究及政策實務

議題。 

    2010年第 138 屆年會暨博覽會（APHA Annual Meeting & Exposition），在 2010

年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0 日於美國科羅拉多州丹佛市舉辦了為期五天的會議，會

議重點涵蓋範圍廣泛，內容包含專題演講、圓桌討論會、論文發表會、論文海報

展示會及公共衛生產、官、學聯合展示會等，超過 1,000 場科技論文發表場次（內

容包含最新的公共衛生科學研究、政策與實務經驗分享及討論）及 650 個單位（包

含政府單位、知名大學的公共衛生相關系所、民間團體及生技、醫學相關產業之

商業團體等）參與博覽會設攤展示，除安排專人現場解說，並提供相關資源及文

宣紀念品供索取。 

    本屆會議主題為社會正義-公共健康必要之務(Social Justice-A Public Health 

Imperative)，會議中有許多的議程在探討健康不平等、消除健康差異（Eliminate 

Health Disparities）及種族與弱勢族群的健康等議題，其承受較大的健康風險與疾

病和死亡的產生，並探討公共衛生界如何可以做的更好，投注更多的資源與關

注，來減少不公平的現象，促進這些族群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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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年會五天的議程，與會者來自美國各州及世界各地的醫師、護士、教育

推動者、行政管理者、學者、研究人員、流行病學家、健康推動者⋯等公共衛生

相關領域的從業人員，總計超過 12,000 名參與者，藉由參與本年度盛會，以瞭解

學習美國政府部門與國際間公共衛生界，對於民眾健康促進的推展現況與成效，

5天的會議，選擇與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相關主題的場次參加，並聽取大會開幕

演溝、公共衛生相關主題論文報告、論文海報展示會、公共衛生產、官、學聯合

展示會及台灣人在美國之聯誼晚會等，並藉機與共同與會者進行討論與經驗交

流，收獲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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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一） 瞭解國際間有關公共衛生政策及推展現況，與健康促進發展的新趨勢。 

（二） 學習各國在公共衛生及健康促進工作的方法與經驗分享。 

（三） 增進國際視野，作為未來規劃相關策略或執行計畫之參考。 

（四） 結識健康促進與公共衛生工作伙伴，建立聯繫之管道。 

 

 

二、 過程 

（一） 與會行程 

1. 與會日期：99年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0 日 

2. 與會人員：衛生教育推動委員會江麗玉薦任技佐。 

3. 與會行程： 

日期 說明 

11/05 啟程，台北→美國丹弗 

11/06-11/10  

參加會議： 

大會開幕演溝、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相關主題

論文報告、論文海報展示會、公共衛生產、官、

學聯合展示會、台灣人在美國聯誼晚會等 

11/10-11/12 返程，美國丹弗→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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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重點 

1. 大會開幕演講 

        首先由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執行長Mr. Benjamin 開場致歡迎詞，歡迎 

    大家來参加本次會議，Dr. Benjamin 自 2002年 12 月起擔任該協會執行長 

    迄今，曾任馬利蘭州衛生署副署長及署長等職務。開幕式的主講人分別 

    由來自於普林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 Professor Cornel West 與北 

    卡羅來納州立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 Professor William Carter  

    Jenkins。Dr. Cornel West 任教於普林斯頓大學，他是一位哲學家、作家也 

    是一位民權運動者，演講的內容指出美國的種族歧視、性別與階級問題， 

    及各項的健康不平等的現況來呼應今年年會的主題-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A Public Health Imperative)。Dr. William Carter Jenkins 是一位公共衛 

    生碩士、也是一位流行病學家和生物統計學家，他著重於縮短種族間的 

    健康差距，並建立許多制度來改善公眾健康，特別是在非洲裔美國人、 

    印度人等少數民族的健康問題分析與促進，在其演講內容中也呼籲美國 

    政府及各項民間團體應投注更多的關注力與資源，來強化弱勢族群的健 

    康照護，以消除現存過大的健康差距。 

2. 科學會議 

               本屆年會有超過 1000場科學會議、圓桌會議、海報論文展示和小組 

       討論等，總計超過 4000篇論文於會議中用不同的形式被發表，場次密集 

       且論文主題廣泛。科學會議的相關議題，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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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差異 

                    美國在 2010 全民健康（Healthy People 2010）的主要目標之一即為 

       消除健康差異（Eliminate Health Disparities），美國雖為醫療先進的國家， 

       但其顯著的健康差異卻仍是一直嚴重的存在著；在台灣，2020 健康國民 

       白皮書亦將促進國人健康平等為主旨，可見健康差異的現象，正是衛生 

       施政的重要挑戰。   

           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也致力於推動健康照護政策，啟動美國近 70 

              年來規模最大的健康醫療照護改革方案，據調查資料顯示，美國仍有 4600 

       萬民眾（大多為非裔、西班牙裔或外來移民）沒有醫療保險，如何提供 

       這群人亦可獲得可近性及負擔的起的醫療服務，將大大的考驗著歐巴馬 

       總統，距離全民納保，美國尚有相當艱困的路要走。 

           在台灣，我們已有良好之全民健保體系，納保率也已經達 99％以上， 

       在二代健保三讀通過之際，我國全民健康照護又向前跨進一大步，期望 

       我們的健保，能在各項通路的強力宣導下，能讓民眾更加瞭解與珍惜。 

(2) 人口老化與健康照護 

        世界上已有許多先進國家都面臨「人口老化」的問題，在台灣，依 

    據經建會 2010年 9 月『2010年至 2060年台灣人口推計報告』，我國老年 

    人口已佔總人口的 10.7％，預估再過 8年，亦即 2019年時，我國老年人 

    口即會超過 15％，屆時將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老人國家」；再 

    者，近年來，台灣少子化嚴重，也加快我國人口老化的速度，高齡化的 

    社會，慢性病與失能是老年人最重要的健康問題，醫療費用的支出與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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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照護的需求將增加，除了相關的資源分配需考量，如何提供高品質及 

    符合需求的長期照護服務，亦是我國衛生政策未來的重點。 

(3) 社會媒體 

        社會媒體強調互動、共享信息、許多一對多的溝通，開始改變公共 

    衛生組織如何與他們的社區進行溝通。在政策擬定後，依據目標對象， 

    投入相關資源與行銷策略及實行障礙的排除，廣泛的運用各項社會媒體 

    工具，提供各項必要的訊息提高參與，並瞭解其想法，以提升公眾健康。 

    除此之外，公共衛生從業人員亦應運用社會媒體工具來增加擴充自我的 

    專業網絡。 

3. 海報展示 

今年美國公共衛生協會之論文海報展示計有超過 30 個主題，近千篇論文

參展，海報論文展示被安排在公共衛生產、官、學聯合展示會旁的一區。

所展示的論文主題廣泛，包含家暴預防暨自我傷害議題、健康差距流行

病學、健康照護相關議題、孩童與青少年問題、母乳哺育、癌症流行病

學、職場健康與安全、身體活動與健康老化、肥胖與營養問題、全球傳

染病、疫苗接種和感染性疾病流行病學……等。由於有近千篇的論文參

展，因此每篇論文海報的展示時間僅有一小時，台灣部分，有台北醫學

院公共衛生學系呂淑妤老師及輔大公共衛生學系陳富莉老師參展。在參

觀海報展示的過程，也遇到來自台灣到美國當交換學者及就學的與會

者，並針對健康風險管理與健康促進推動現況做經驗分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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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衛生產、官、學聯合展示會 

       除了場次密集的科學會議與論文海報展示外，大規模的聯合展示會亦是

本年會的另一特色，展場內容包羅萬象，參展單位共計 650 個（包含政府

單位、知名大學的公共衛生相關系所、民間團體及生技、醫藥、健康促進

相關產業之學協會、商業團體、出版商、電腦及其周邊產業等）參與博覽

會設攤展示，現場並安排專人盛情解說，並提供相關資源及文宣紀念品供

索取。於參與過程中，帶回許多參展資料及文宣紀念品，並提供單位同仁

分享，作為未來規劃相關文宣製作物之參考。 

 

三、 心得與建議 

（一） 國內較少舉辦千人以上之學術研討會，透過參與本年度盛會，得以觀察

學習，可供未來舉辦類似會議的參考，簡單分述如下： 

1. 在地點的選擇上，本次會議是在丹弗市中心的科羅拉多會議中心舉行，

鄰近區域有許多大型飯店與旅館供與會人士住宿，亦位處當地最熱鬧區

域，相當便利。 

2. 該會議中心內部有完善的安全管理、提供免費的無線上網服務，寬敞的

空間，可依任何型式的會議而彈性調整，以便於同時段進行報告與討論

或展覽會場等；另外，亦提供約十餘台電腦及印表機，供該協會之會員

（非所有與會者）收發郵件及印製資料，友善的服務提供遠道而來的會

員許多便利。 

3. 因與會者來自全球各地，在報到現場，全時段提供將近 30個櫃檯同時服

務，減少與會者久候與擁擠；與會者名牌於現場製作輸出，減少因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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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報到的資源浪費，且對非美國籍之與會者特別於名牌上加貼綠色標

籤識別，工作人員也會隨時主動、熱情的提供協助。 

4. 近年來，環保議題備受各國關注，本年度大會和展示會相關及周邊也都

呈現及落實各項環保措施，如介紹會場周遭的健康餐廳、超市及農場網

站介紹、飯店及其環保措施（如連續住宿不鼓勵天天更換床單）等；會

議場地的選擇（選擇無菸城市舉辦年會）、使用（會場的各項節能環保措

施）等，可見主辦單位致力於減少對環境影響的用心，與協助與會者可

以來幫助抵消或減少年會會場及週遭環境的影響。 

5. 另外，在報到櫃檯周邊平台，提供會場周邊地圖與環保餐廳介紹，提供

與會者依循（因本會議全時段不供宿與餐），這些都是可以提供我們參考

與學習的。 

6. 在宣導行銷上，於會前完善的網站架設，提供會場周邊及會議的各項相

關資訊、會議及海報展示之主題，部分並提供報告內容摘要等，提供與

會者可以會前選擇特定議題參與。 

（二） 本會議雖為高收費制，且會議全時段的任何餐點及科學會議外的部份流

程是需要額外收費的，但仍吸引全球超過一萬人親臨盛會，相較於我們

辦理公共衛生相關會議時的狀況，如何吸引相關產業、學術單位及民眾

有更多的熱情積極參與是值得我們深思與研議的。 

（三） 會議內容多元，包含專題演講、圓桌討論會、論文發表會、論文海報展

示會及公共衛生產官學聯合展示會等，其中有超過 1000 場的科學會議，

會議設計以小型研討會同時進行方式，同時間只能選擇某一議題參與，

無法參與所有與業務相關或有興趣之議題；又該會大會手冊僅提供各場

次之主題與講者大名與單位（有別於國內的研討會慣於提供講者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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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摘要或簡報內容等），且每一位報告者的時間極為短暫（約 10~15分

鐘），對報告內容很難有全面性的瞭解，甚為可惜。建議與會者於會前，

應先針對有興趣的主題與報告者多做了解，行前先行規劃參與本會議的

時間分配與學習重點方向，將有助於短短的會議期間，更有效率的接收

更多訊息。 

（四） 本會議今年的主題是社會正義，和許多弱勢族群的健康不平等有關，會

中也安排邀請許多衛生高級官員、公共衛生相關之從業人員、管理人員、

臨床醫生及產業界的高階主管等進行對話，針對衛生改革政策進行深度

對談，透過對話更能研訂出對民眾最有利的政策。建議爾後相關的重大

衛生政策制定前，亦可仿效，藉由政府部門統籌規劃並邀請該領域學界、

民間學協會與各相關產業界等權威人士，共同辦理健康促進領域相關研

究與應用相互交流的研討會議，依據研究結果，擬定更具體可行、符合

民眾需求的政策，促進民眾健康，全面提升生活品質。 

（五） 博覽會參展的單位包含政府單位、民間學協會、著名院校與工商團體等，

有超過 650 個相關單位的展示攤位，攤位展示也包含贈送各項頗具創意

與實用之文宣品，提供未來在設計製作宣導品的參考。 

（六） 公共衛生人力與其專業能力是民眾健康的保障，證照制度是對專業人員

能力的一種肯定，也有助於提高公眾對健康教育執業者的信心，將幫助

維持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的繼續發展和成長，美國衛生教育師的認證制

度已行之有年，本次與會有機會得與前於美國衛生教育師認證學會中擔

任要職的 Jiunn Jye Sheu 互動，並了解美國衛生教育師認證制度的發展與

現況；反觀國內，公共衛生師亦曾經喧騰一時，可惜並未有更進一步的

發展；此外，台灣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會近年來亦推動健康管理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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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班，提供衛生教育相關領域人員繼續教育的平台與專業發展，可惜礙

於師資與經費考量等因素，在推動上亦有所限制。期望有機會亦可再度

蔚為風氣推動立法，以保障國內公共衛生與衛生教育相關領域的專業傳

承與肯定；在未有專業證照的肯定前，建議應持續針對國內現有衛生保

健領域之從業人員，進行各項專業訓練以提升其相關知能，提高促進民

眾健康之服務品質。 

（七） 台灣在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推動上，有許多引以為傲的成果，本次會議

本署參與規模有限，建議應擴大參與，如鼓勵發表論文口頭報告、海報

論文展示、博覽會設攤展示等，以促進國際衛生實務經驗交流及擴展台

灣參與國際活動。 

（八） 有機會參與美國公共衛生協會 2010年年會暨博覽會，讓我受益良多，除

對美國及國際間公共衛生相關議題之推動現況與成果有更多的瞭解與學

習外，更深切感受到國外民間團體及國際間公共衛生相關領域參與者對

促進民眾健康相關議題的投入與用心；2011年年會將於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於Washington, DC 辦理，會議主題為Healthy Communities Promote 

Healthy Minds and Bodies，在經費允許範圍，應鼓勵本署同仁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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