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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參加 2014 年在中國大陸上海舉辦的兩岸城際藥事論壇，為上海藥學會

及台北市藥師公會邀請參與此盛會，並擔任講員，介紹台灣藥師執業及藥品流通

管理制度，包括上市後之藥廠管理與查核作業。 

這次論壇由上海市藥學會、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及上海市衛生與計

畫生育委員會主辦，台北市藥師公會協辦，希望能透過本次論壇達到從人本出

發，關懷民眾用藥安全，守護民眾健康之目的。 

臺北市藥師公會 2013 年辦理城際藥事論壇，本次由上海主辦，以「兩岸醫

療改革與藥物供應」、「兩岸藥學教育與執業管理」為主題，於 103 年 4 月 23 日

至 4 月 25 日在上海舉行 2014 城際藥事論壇，計有來自臺灣及大陸各地藥學專業

人士三百多人與會。  

兩岸藥事團體從藥事管理層面進行藥事服務，藥品流通與消費者保護相關議

題的討論，台灣方面發表的議題包括藥師執業管理制度、藥品流通管理、PIC/S 

GMP 實施現況、城市健康服務發展及藥事照護現況，大陸方面則發表醫保改革、

臨床藥師培訓、藥品電子監管系統以及大陸藥學教育制度等。 

因中國大陸與我國之藥學教育體制，藥師培訓制度，藥品查驗登記以及流通

管理作業及藥廠管理模式多所不同，透過此次之交流更可加強相互間的認識與合

作。 

此次交流當中，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在培養臨床藥師專業人力之積極與努力，

已派員至台灣之醫院進行學習，並多次參訪醫院及相關單位，可預見不久後中國

大陸之臨床藥師能力將大大提升，對其民眾之照護能力更有品質，此外，大陸方

面所分享的藥品電子監管系統，可為目前台灣藥品條碼作業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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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2013 年城際藥事論壇係為臺北市藥師公會主辦，為亞太城際論壇(臺北、東

京、首爾、馬來西亞、新加坡)，其主題為藥事服務與消費者保護，今年於上海，

再次以「兩岸醫療改革與藥物供應」、「兩岸藥學教育與執業管理」為主題，於

103 年 4 月 23 日至 4 月 25 日在上海舉行 2014 城際藥事論壇，計有來自臺灣及大

陸各地藥學專業人士三百多人與會。  

兩岸藥事團體從藥事管理層面進行藥事服務，藥品流通與消費者保護相關議

題的討論，台灣方面發表的議題包括藥師執業管理制度、藥品流通管理、PIC/S 

GMP 實施現況、城市健康服務發展及藥事照護現況，大陸方面則發表醫保改革、

臨床藥師培訓、藥品電子監管系統以及大陸藥學教育制度等。 

因中國大陸與我國之藥學教育體制，藥師培訓制度，藥品查驗登記以及流通

管理作業及藥廠管理模式多所不同，透過此次之交流更可加強相互間的認識與合

作。本次參加 2014 年在中國大陸上海舉辦的兩岸城際藥事論壇，為上海藥學會

及台北市藥師公會邀請參與此盛會，並擔任講員，介紹台灣藥師執業及藥品流通

管理制度，包括上市後之藥廠管理與查核作業。 

這次論壇由上海市藥學會、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及上海市衛生與計

畫生育委員會主辦，台北市藥師公會協辦，希望能透過本次論壇達到從人本出

發，關懷民眾用藥安全，守護民眾健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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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紀要 
 

一、行程 

日期 行程／工作紀要 

4 月 23 日（星期三） 起程（台北－上海） 

4 月 24 日（星期四） 開幕及研討會 

4 月 25 日（星期五） 參訪與會議，返程（上海－台北） 

 

二、研討會  

2014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三) 

13:30-20:30 註冊 

2014 年 4 月 24 日(星期四) 

開幕式 

時間 講題與講員 主持人 

8:30-9:30 貴賓致詞 

姜郁美副署長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閻組強局長 

(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余萬能理事長 

(台北藥師公會理事長) 

鄔惊雷副書記 

(上海市衛生與計畫生育委員會) 

徐建光會長(上海市醫學會) 

王龍興理事長 

(上海藥學會) 

特別演講專題(一) 

時間 講題與講員 主持人 

10:00-10:30 大陸臨床藥學與臨床藥師 

呂遷洲主任 

(復旦大學附設中山醫院) 

張文靜常務理事 

(台北市藥師公會) 

周群總工程師 

(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 

10:30-11:00 台灣藥師執業及藥品流通管理 

連恆榮科長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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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一:兩岸醫療改革與藥物供應 

時間 講題與講員 主持人 

11:15-11:35 台灣藥業推動 PIC/S 與實務 

章修績總經理 

(台灣瑞安大藥廠) 

鍾李宜常務理事 

(台北市藥師公會) 

許瑾處長 

(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 

11:35-11:55 上海醫保改革與發展 

鄭樹忠副局長 

(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11:55-12:15 大陸藥品電子監管系統介紹 

周群總工程師 

(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用餐 

特別演講專題(二) 

時間 講題與講員 主持人 

14:00-14:20 上海生物醫藥發展現況 

衣承東副局長 

(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余萬能理事長 

(台北市藥師公會) 

周群總工程師 

(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 

14:20-14:50 上海醫改和藥事管理工作進展 

瞿介明副主任 

(上海市衛生與計畫生育委員會) 

 

14:50-15:10 城市健康服務發展 

林秀亮副局長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議題二:兩岸藥學教育與執業管理 

時間 講題與講員 主持人 

15:10-15:30 台灣藥事執業管理概況 

邱秀儀處長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黃金舜監事召集人 

(台北市藥師公會) 

沈競康副理事長 

(上海市藥學會) 

茶歇 

時間 講題與講員 主持人 

15:50-16:10 大陸藥學(含中藥)教育制度 

朱依諄院長 

(復旦大學藥學院) 

黃金舜監事召集人 

(台北市藥師公會) 

沈競康副理事長 

(上海市藥學會) 16:10-16:30 台灣藥事照護政策與執行 

張文靜常務理事 

(台北市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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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時間 講題與講員 主持人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員 

余萬能理事長(台北市藥

師公會) 

瞿介明副主任(上海市衛

生與計畫生育委員會) 

 

 

103 年 4 月 25 日「探討兩岸中藥產品管理法規與實務」圓桌會議議程 

一、時間:4 月 25 日上午 9:30 分 

二、地點:上海市食品藥品檢驗所 

三、主要參加人員: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高文惠副司長、賴世珍技士、翁順吉技士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連恆榮科長 

台北市藥師公會余萬能理事長、張文靜常務理事、吳宜庭理事、范曉瑄總幹事 

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港澳台辦公室王家威處長 

上海市藥化註冊處程國樑處長、法規處(國合處)許瑾處長、田一芳主任科員 

上海市食品藥品檢驗所檢驗所方毓明所長等人 

四、議程 

(一) 介紹上海市食藥檢所 

(二) 大陸中藥檢驗規範及政策 

(三) 上海中藥管理情況 

(四) 雙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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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主辦單位及大陸演講人員簡介 

   一、主辦單位 

           上海市藥學會為中國藥學會(總會)1930 年 2 月 23 日在上海成立中華

藥學會上海分會，是大陸各省市藥學會中成立最早的分會，1942 年改稱

為"中國藥學會上海分會"。1991 年經大陸上海市民政局審核通過"上海市

藥學會"進行法人登記，現任理事長為王龍興，其宗旨為”以學術活動

為中心，以社會效益為準則”， 現積極發展各種形式之學術交流，以發

展高水平、高層次的學術活動作為學會努力重點，為提高藥學科技水

準，發展大陸的醫藥產業，保護民眾健康做出貢獻。會員目前有 3500

多人，會員分布於大專院校、研究單位、藥廠、醫院、物流相關單位以

及行政管理部門等 430 多個單位，團體會員 2011 年有 139 個，有 16 個

專業委員會，6 個學組以及 4 個工作委員會。 

  二、大陸演講人員 

       

 

 

 

 

 

 

 

呂遷洲，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藥劑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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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樹忠，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 

 

 

 

 

 

 

 

 

 

 

 

 

 

 

周群，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總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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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承東，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 

 

 

 

 

 

 

 

 

 

 

 

 

瞿介明，上海市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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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依諄，復旦大學藥學院院長，新加坡國立大學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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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討會及活動重點記要 

   本次研討會主要以「兩岸醫療改革與藥物供應」、「兩岸藥學教育與執業管理」

為主題。 

    大陸之臨床藥師制度為 2002 年大陸衛生部頒布「醫療機構藥事管理暫行規

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臨床藥師制」，2005 年衛生部教科司啟動臨床藥師培訓基

地試辦工作，2007 年衛生部醫政司啟動臨床藥師制試辦工作，2011 年衛生部頒

布「醫療機構藥事管理規定」，臨床藥學及臨床藥師之規定明確化。 

    「醫療機構藥事管理規定」強調臨床藥師應參與臨床藥物治療，進行個體化

藥物治療方案的設計與實施，發展藥學巡房，為病患提供藥學專業技術服務，以

及參加巡房、會診、病例討論和嚴重病患的醫療救治，協助醫師做好藥物使用之

選擇，對臨床藥物治療提出意見或調整建議，與醫師共同對藥物治療負責。目前

大陸亦有「醫療機構藥師管理辦法(試行)」，規定藥師相關職責，包含藥品調劑、

用藥諮詢、對民眾的健康教育、藥品處方集編寫、藥品品質之監督管理、通報藥

品嚴重不良反應和用藥錯誤、防範用藥風險以及監測藥物臨床運用等。 

    目前上海市之醫療保障為「三縱三橫」體系如下圖: 

 

 

 

 

 

 

 

    上海市保險人口約 1650 萬，醫療機構 571 家，489 家零售藥店以及 209 家內

設醫療機構，每個社區有一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一所定點藥店，一個醫保經辦

服務點。目前上海市改革任務，一為改革醫療體系，分級醫療，強化公益性，二

為改革醫保支付方式，總額預付，按病付費，按人頭支付，要兼顧公平與效率，

補充醫療保障制度，商業醫療保險等 

職工醫療 城鎮居民醫療 農村合作 

城保、鎮保 居保、大學生 新農合 

醫療救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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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改革醫保制度體系，著重公平性，實現一致性，適應不同人口群之需求，目

的為讓民眾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提高

全民健康水平。 

    中國藥品電子監管工作係因伴隨大陸醫藥市場經濟的發展，面臨藥品 1.6 萬

的數量多，7000 多家藥廠之企業數量多以及批發企業 1.3 萬，零售藥店 42 萬等

流向複雜之挑戰，所以須以科學有效地的管理方法，以滿足對藥品生產流通等大

量數據處理的需求。中國藥品電子監管系統之建立其相關政策為大陸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加強公共安全體系建設中保障食品藥品安全，

主要任務與重點項目為加快監管信息化建設。此系統為大陸國家級系統，國家出

資建設一個中國藥品電子監管網，系統所需之設備由醫療機構及藥店自備，一經

不足者再由國家提供，其條碼類型為 Code 128C，數據長度為 20 碼，係以三級

包裝賦碼管理，民眾可透過中國藥品電子監管平台辨別藥品的真假以及對手中之

藥品追溯來源。 

   2011-2015 年藥品電子監管的目的如下，以達成管理對象數字化，收集手段電

子化，數據交換網絡化，數據處理集中化之目標。 

1.將假藥阻擋在合法的流通管道外 

2.避免合法藥品流入不法份子手中 

3.規範藥品經營管理，快速追溯藥品流向 

4.便於突發安全事件的產品快速召回 

5.方便公眾信息查詢 

    從 2006 年起發展特殊藥品監控系統的建設，2007 年納入麻醉藥品、第一類

精神藥品製劑和小包裝原料藥(72 個許可證)，2008 年納入第二類精神藥品製劑、

中藥注射劑、血液製劑以及疫苗四大類藥品(2471 個許可證)，2012 年基本藥物納

入(5.4 萬個許可證)，2015 年全部品項納入。 

    此系統之建立須得到企業，醫療機構等各單位之支持，也需要資訊服務機構

的技術支援，目前該系統仍持續修正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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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醫改之總目標為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發展現代醫療服務業、居民

主要健康指標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及建成亞洲醫學中心城市之一，上海市之醫療革

有五大展望，一為進行公立醫院的改革，以公益性為核心，以資訊化提升效率，

第二為促進社會辦醫，加速設立之核准，第三為全科醫師制度建設，第四為老年

護理體系建設，第五為拓展衛生信息應用，促進衛生管理決策數據化、精細化以

及科學化。 

    新醫改對於藥事管理的新要求，因藥品加成收入取消後，從原營利部門轉變

成為病人服務的技術部門，要求各級醫院優先使用國家訂定的 520 種以及上海市

增補的 324 種基本藥物。而在藥事管理的重點任務，係以醫療機構藥事管理規定

之藥事管理定義訂定出藥學部門的機構職責和學科建設、藥學技術人員團隊建

設、規範處方管理，促進合理用藥、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特殊藥品管理以及

規範發展藥物臨床試驗(GCP)。 

    復旦大學藥學院，前身為 1936 年國立上海醫學院藥學專修科，其歷史悠久，

復旦大學藥學院 70 多年，培養本科生 5600 多位，碩士研究生 600 多位，博士研

究生 120 多位，藥學院教職員 131 位，教授(含研究員)32 人，副教授(含副研究員)33

位，博士生導師 31 人，碩士生導師 31 人。其藥學本科為 4 年制，臨床藥學方向

為本科 4 年加博士 4 年，4 加 2 本科加碩士一貫化培養，其教育模式(CHIPS)為以

實現創新人才培養目標所建立，培養具有創新精神(Creativity)、有強的動手能力

(Hands-on)、主動性(Initiative)、富有潛力(Potential)以及為社會服務(Service)的藥學

人才。 

    上海市食品藥品檢驗所成立於 1953 年 6 月，前身為華東藥品食物檢驗所，

主要工作為藥品進口口岸檢驗、新藥註冊複核檢驗、上市後藥品監督檢驗和評價

性檢驗、生物製品批簽發、食品及保健食品日常監督和風險監測、化粧品日常監

督、風險監測、行政許可和非特殊案檢驗、標準草擬與複核、委託檢驗、質量與

安全有關的科技研究工作。 

 

展場實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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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驗證與國際比對 

組織機構 參加項數 

FAPAS 能力驗證 42 

APG 能力驗證 1 

LGC 能力驗證 1 

APLAC 能力驗證 1 

CNAS 能力驗證 39 

認監委能力驗證 3 

上海質監局能力驗證 6 

上計協能力驗證 1 

跨國公司比對 2 

EDQM 標化 6 

USP 標化 33 

合計 135 

 

2002 年檢驗件數為 16,193 件，到 2013 年為 72,905 件 

进口药品检验情况

•全国18个口岸药检所之一，承担的进口检验任务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

 

 

摘自 4 月 25 日上海市食品藥品檢驗所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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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4 月 25 日上海市食品藥品檢驗所簡報資料 

大陸對於進口藥材和成藥標準體系 

 

 

 

 

 

 

 

 

 

 

 

 

 

4

1、进口药材和进口成药标准

4

进口药材和成药标准体系

进口药材 进口成药

药材标准

批件

进口药材标
准

批准执行中国
药典标准

企业申请

标准复核

进口批件

进口注册标准

二、中药各级法定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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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 

台灣目前對於大陸的藥品管理以及中藥材管理機制與流通管理尚有許多需

要進一步瞭解之處，兩岸政府衛生部門間的交流與互動顯得特別重要。 

此次交流當中，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在培養臨床藥師專業人力之積極與努力，

已派員至台灣之醫院進行學習，並多次參訪醫院及相關單位，可預見不久後中國

大陸之臨床藥師能力將大大提升，對其民眾之照護能力更有品質，此外，大陸方

面所分享的藥品電子監管系統，可為目前台灣藥品條碼作業推動之參考。 

台灣藥品市場相較於大陸市場過小，所以在管理制度面上，有許多不一樣之

處，因為大陸之龐大藥品品項、龐大企業以及複雜的流通管道，形成大陸對於藥

品之管理措施相對於台灣必須更加嚴厲與嚴謹，此外，也因為兩岸政府交流目前

尚未成熟，尚未建立藥品管理的互信基礎，此問題造成國內藥品進入大陸之許多

障礙，惟目前已有多家台灣企業透過各種管道與方法在大陸建立出台灣藥品之品

質形象，可預計未來在兩岸民間專業團體積極互動，且在兩岸政府取得互信基礎

下，應可使兩岸之臨床藥學服務交流更加頻繁，對於兩岸之假藥管理上能更積極

合作，互通訊息，相互把關，並使台灣藥品更有機會打進大陸市場，創造藥界榮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