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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菲律賓將於 2017 年成為亞太地區第十二大經濟體，第九大藥品市場。以其將近一億之人

口，成為東南亞主要藥品市場之一。本出國參訪係為加強與鄰國菲律賓衛生主管機關之合作，

了解該國最新藥品管理政策，逐步建立實質關係，並了解其市場潛力，以協助我國廠商，開拓

菲國市場。訪問行程全程共三天，除正式拜會菲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Philippines)及菲律賓健

康保險公司(PhilHealth)，與相關首長餐敘，並與菲國衛生部長 Enrique T. Ona 醫師、副部長

Madeleine R. Valera 會面，建立友好關係。 

 

繼台菲雙方衛生部簽訂衛生合作協議備忘錄，本次參訪主要目的為與菲國 FDA 商議未來

簽屬藥政合作備忘錄，雙方就藥物資訊交換，法規研議及台灣提供藥廠查核人員訓練等交換意

見，並了解在衛生領域其他可能之合作方向。在健保方面，菲律賓政府從 1999 年起持續推動保

健機構改革方案(HSRA)，改革醫療保健政策，其主要目的係為改善醫療品質及可近性，並期望

於 2015 年達到全民醫療照護(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之目標。目前菲律賓政府在醫療費用

支出的投入仍偏低，約占 GDP 之 3.4%，仍落後馬來西亞(3.8%)、新加坡(3.7%)及泰國(3.5%)。 

 

本次出訪本局建立與菲國衛生體系官員良好關係，應繼續保持互動，並透過未來與菲國簽

訂合作備忘錄，進一步了解菲國及 ASEAN 之國際法規調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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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菲律賓將於 2017 年成為亞太地區第十二大經濟體，第九大藥品市場。以其將近一億

之人口，成為東南亞主要藥品市場之一。本出國參訪係為加強與鄰國菲律賓衛生主管機關

之合作，了解該國最新藥物管理政策，逐步建立實質關係，並了解其市場潛力，以協助我

國廠商，開拓菲國市場。訪問行程全程共三天，除正式拜會菲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Philippines)及菲律賓健康保險公司(PhilHealth)，與相關首長餐敘，並與菲國衛生部長

Enrique T. Ona 醫師、副部長 Madeleine R. Valera 會面，建立友好關係。 

 

繼台菲雙方衛生部簽訂衛生合作協議備忘錄，本次參訪主要目的為與菲國 FDA 商議

未來簽屬藥政合作備忘錄，並透過菲國了解並參與 ASEAN 藥政法規之議題及進度，進一

步建立與東南亞各國藥政主管單位之合作網絡。 

 

在健保方面，菲律賓政府從 1999 年起持續推動保健機構改革方案(HSRA)，改革醫療

保健政策，其主要目的係為改善醫療品質及可近性，並期望於 2015 年達到全民醫療照護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之目標。目前菲律賓政府在醫療費用支出的投入仍偏低，約

占 GDP 之 3.4%，仍落後馬來西亞(3.8%)、新加坡(3.7%)及泰國(3.5%)。 
 

貳、過程 
 

Date ETD ETA ITINERARY 
17-Jan 09:30 AM 11:50 AM Pick-up - Airport, Terminal 1 

 02:30 PM 05:30 PM Visit to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Philippines 

    
18-Jan 

 
09:30 AM 11:30 AM Visit to Philippine Health Insurance 

Corporation (PhilHealth) 
    

19-Jan 12:50 PM 15:00 PM Flight to Taipei 
 

一、拜會菲律賓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Philippines)及雙方會談會議 
 

1. 菲律賓 FDA 由局長 Kenneth Hartigan-Go 出面接待，各處室長官皆參與會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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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方局長簡報菲律賓 FDA 的組織概況。局長 Kenneth Hartigan-Go 為華裔，2012

年 10 月 1 日由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二世(Aquino II)任命為菲律賓 FDA 局長，

Kenneth 畢業於菲律賓大學醫學系，並於 1998 年取得英國新堡大學(New Castle)

醫學博士，1990 年到 2005 年在菲律賓大學藥學系擔任藥學系教授，曾負責設立

毒物管理局及衛生署藥物副作用反應監督局。其目前為 WHO 醫藥品安全諮議委

員會及疫苗安全諮議委員會委員，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2. 康局長代表簡報台灣食品及藥物管理現況、FDA 之使命及目前我國對食品、藥

物、醫療器材管理法規及產業發展方向。康局長報告我國已加入國際 PIC/S 組織

成為第 43 個會員國，且台灣加入 PIC/S 後，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將依互相認證精

神，接受我國查廠結果。康局長提出台菲雙方合作可從藥物資訊交流及提供人員

訓練開始，台灣願意提供經費促成人員訓練計畫。針對兩國藥政法規及資訊合

作，康局長建議雙方應簽訂合作備忘錄。 

 

 
康局長及菲國 FDA 局長 Kenneth Hartig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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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進行會談 

 

菲國 FDA 各單位首長參加會議 

 
TFDA 劉組長與菲國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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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國 FDA Dr. Go 與 TFDA 康局長、劉組長合影 

 
二、拜訪菲律賓健康保險公司(PhilHealth) 

1. 會議議程 
 

Time Agenda 
09:30 AM Welcome Remarks/ Introduction of PhilHealth 

Officers 
MR. GREGORIO C. RULLODA 
Vice President for Corporate Affairs 
PhilHealth 
 
Welcome Statement 
ATTY. ALEXANDER A. PADILLA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PhilHealth 

10:00 AM Overview on PhilHealth 
DR. ISRAEL FRANCIS A. PARGAS 
Senior Manager for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PhilHealth 

10:45 AM PhilHealth and Pharmaceuticals 
DR. JOYCE V. MAALA 
Head, Accreditation and Standards Monitoring Team 
Standards Monitoring Department, PhilHealth 
 
Open Forum 
Facilitator: MS. CHONA S. YAP 
Senior Manager,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Academy 
PhilHealth 

 



  

第 8 頁，共 68 頁 

2. 由 PhilHealth 副局長 Gregorio C. Rulloda 接待，原本預定接待本團的局長 Dr. 

Banzon，於一月 15 日以個人因素請辭 PhilHealth 局長一職。Mr. Gregorio 對本團

來訪表示歡迎之意，並說明目前菲國政府積極挹注資金，希望早日達到全民醫療照

護之目標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以及達成 Millennium Development 的目

標。PhilHealth 目前正進行改革，積極擴展覆蓋率，加速窮人及 informal sector 的

人納保，並改善被保險人對 PhilHealth 之可近性。其中亦包括對原住民及老人提供

免自付額之優惠。 

3. 由 Dr. Israel Francis A. Pargas (Senior Manager for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PhilHealth) 介紹 PhilHealth 組織，其中依菲國法律，PhilHealth 為準司法機構，

依菲國 2008 年通過之廉價及優質藥品法 (Universally Accessible Cheaper and 

Quality Medicines Act of 2008)，PhilHealth 具權力訂定藥品之最高零售價

(MRP)，並曾於 2008 年時要求輝瑞藥廠五項產品大幅降價。 

4. Dr. Joyce V. Maala (Head, Accreditation and Standards Monitoring Team, 

Standards Monitoring Department, PhilHealth) 介紹 PhilHealth 藥品給付現況。依

規定 PhilHealth 僅給付列於菲律賓國家處方集之藥品(Phillippine National Drug 

Formulary)，此處方集多為 Essential Drugs，其他藥品則需自費。為照顧重症病人，

PhilHealth 自 2012 年 7 月開始，實施 PhilHealthZ Benefit Package，對急性白血

病、早期乳癌、攝護腺癌、腎臟移植等重大疾病，提供藥物治療，並與藥廠簽約取

得較便宜之藥物治療，未來計畫擴充疾病項目。Z plan 是提供重症病人取得昂貴的

治療藥物，減輕重大疾病者之負擔。此外，PhilHealth 亦漸進式推廣對登革熱、肺

炎等內科及外科治療，推廣 case payment。 

 
PhilHealth 歡迎 TFDA 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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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Health 說明有關藥品給付政策 

 

 

三、衛生部長 Enrique T. Ona 醫師、副部長 Madeleine R. Valera 接見我方代表 

1. 菲國現任衛生部長 Dr. Ona 畢業於菲律賓大學醫學院，為一優秀之血管及移植外科

醫師，曾於 1998 年至 2010 年擔任國家腎臟及移植中心研究院執行長。曾多次來

台參加醫學會，Dr. Ona 對台菲雙方增加合作表示贊同，並聽取 Dr. Go 建議之雙

方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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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局長與菲國衛生部長 Dr. Ona 及菲國 FDA 局長 Dr. Go 

 
與菲國部長合影 

 

參、心得與建議 

一、 菲方對雙方進行合作表示贊同，並將研議合作備忘錄事宜。菲方進一步說明菲律賓

FDA 目前正積極提升其 CGMP 管理，建立該國 CGMP 查核能力，希望台灣也能協助

提供 CGMP 查核訓練。目前菲國亦透過參與新加坡之實地查廠，以提升查廠人員素

質。Dr. Go 表示菲國 FD 未來將負責審查 HTA，且即將成立 HTA 中心，在此方面亦希

望獲得台灣經驗之分享。康局長表示台灣 HTA 小組設置於 CDE 下，未來雙方可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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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有關 nuclear medicine, nano medicine 及 stem cell 等新興法規之建立，Dr. Go 亦希

望未來能與台灣多交流研議。 

二、 我方請菲律賓分享 ASEAN 藥品法規整合之進度，Dr. Go 表示今年度 ASEAN 辦公室設

立於雅加達，在 ASEAN 協議下，希望於 2015 年完成藥品法規協合，預計在藥品審查

方面應會採取雙軌制及仿歐盟模式，各國可採接受 e-CTD 之共同審查制或經個別國家

之 national registration route。 

三、 目前菲律賓藥品市場市值約為美金四十億，近年年成長率約為 7~8%，主要藥品來自於

進口，本地藥廠多生產低價學名藥。近兩年菲律賓經濟成長迅速，更帶動藥品市場成

長，國際大廠紛紛加碼投資。但菲律賓醫療體系分散，藥品以自費市場為主，受貧富

不均影響，每人每年平均藥品花費僅美金 30 元。菲律賓實施醫藥分業，由醫師開立

處方，再由藥局配藥，但大多數的處方藥品（特別是連續性處方）都可在櫃檯購買，

藉以避免支付醫師處方費用，為鞏固客源，藥師並不堅持病患要有醫師處方。品牌的

學名藥，佔整體藥品支出之 55%，及整體數量之 80%。我國學名藥品質優良，價格亦

具競爭力，但須突破進入當地市場銷售體系之障礙。Mercury Drug 為當地最大之藥品

銷售體系，具強大採購能力，因此，藥廠多以價格折讓為主要定價策略。藥廠本身也

常發行病患折讓卡給病人，以期保持藥物使用忠誠度。 

四、 菲方與我方共識之合作項目包括： 

（一） 未來兩國 FDA 技術合作備忘錄，應包括促進實驗室合作、藥廠查核合作及臨

床試驗合作。 

（二） 台灣 FDA 願提供菲國 FDA 訓練課程，邀請菲國官員來台進行實驗室訓練及其

他項目訓練。 

（三） 促進共同研究計畫。 

（四）尋求雙方法規協和及產品資訊交換，以促進台菲藥品進出口 

五、 菲律賓的醫療照護系統是很分散的，醫院院所分成公立及私立，且大部分的私立醫療

院所都集中在首都馬尼拉。雖然公部門有相對發展完善的基礎建設，全國性健康保險

方案也正在擴展其納保率，但人民仍自付絕大部分的醫療及購買藥品的支出。（根據

2005 年 WHO 的資料顯示，大約有 62%的醫療院所都由私部門基金設立） 

六、 高收入家庭可在馬尼拉奢華私立醫療院所接受治療，對照其他那些在城市及鄉下的人

民，其間的鴻溝越來越深。很多菲律賓人，特別是那些偏遠小島的居民，無法使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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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醫療照護系統，甚至有一半的人民連 essential drugs 都無法取得。 

七、 近五年來，主要城市人口的高度成長及持續從鄉下地方移入的人口，使得公部門的醫

療院所供應吃緊。同時，醫療院所也同時承受著醫師、護士及藥師的短缺，這些專業

人員就像很多其他的工作者，選擇到其他已開發國家去工作。 

八、 此次兩天的參訪對建立雙方藥政主管機關合作具積極意義，並了解菲律賓藥政及健保

現況。該國經濟雖仍在發展階段，但因人口眾多，將會成為亞太地區主要藥品市場之

一，未來仍有相當可觀的發展性。台灣應加強與菲律賓衛生主管機關之合作關係，了

解該國藥品管理政策及市場潛力，並逐步建立實質關係，透過此平台，可強化亞太區

域結，落實實質國際合作，針對兩國藥政法規及資訊合作，與菲律賓衛生部門簽署更

詳盡之技術合作備忘錄及相關之合作事宜。 

九、 台灣全民健保的成就獲得國際的肯定，國際公共衛生學者與健康保險同業亦經常訪台

觀摩。與台灣健保同時於 1995 年開始的菲律賓全國性健康保險方案（由菲律賓健康

保險公司 PhilHealth 管理），至目前仍在擴展其納保率，且人民仍自付絕大部分的醫

療及購買藥品的支出。台灣衛生署已於去年 11 月 15 日與菲國共同簽署台菲雙方全民

健康保險合作瞭解備忘錄，透過雙方的合作瞭解備忘錄，除可促進全民健保實施經驗

交流外，也可提升世界各國對亞洲國家健康保險實施經驗的重視，並與菲律賓健康保

險公司正式建立交流管道，推展台灣在全民健保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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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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