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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類別：參與國際會議） 

 

 

 

海峽兩岸醫院認證主題論壇 

醫院質量改進與品牌提升 

 

 

 

 

 

 

服務機關：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姓名職稱：王宗曦 司長（時任副司長）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廈門） 

出國期間：103年 7月 11日到 7月 14日 

報告日期：103年 10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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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我國醫療科技不落人後、全民健保體制完善、各式醫療品質與病人

安全相關工具與技法、認證機制、評鑑作業多元化，在國際上享有一定

盛名，鄰近中國大陸屢來欽佩我國衛生醫療之軟實力，加以本次主辦單

位之一，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刻正努力成為閩南地區首家完成國際

醫療評鑑（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以下簡稱 JCI）認證之

醫院，為優值化大陸地區醫療服務品質與重視病人安全作業，爰結合我

國傑出衛生單位（中華衛生醫療協會、臺北醫學大學），辦理本次醫院認

證主題論壇，邀請海峽兩岸數位醫療管理專家，以醫院質量改進及醫院

品牌提升為兩大主題，進行專題演講與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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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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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過程： 

一、高標準國際醫院評鑑認證作業 

JCI一向被各國公認為最高標準的醫院評鑑，追求精進醫療品質

之醫院，莫不以通過 JCI評鑑為己任。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院正積

極籌備該院接受 JCI認證作業，若蒙核可將成為福建省首家 JCI認證醫

院。該院與廈門地區衛生單位景仰台灣多家醫院業獲得 JCI認證，尤台

北醫學大學三家附屬醫院全數通過該項認證，其中雙和醫院僅花費 14個

月後通過了 JCI認證，具有豐富的實戰經驗，更為本次論壇中各界取經

的對象。 

二、中國大陸醫療品質蓄勢待發 

對岸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醫政醫管局趙明鋼副局長，主以

口頭方式與在座貴賓暢談醫療品質作業。 

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姜杰院長就該院進行基本院況、發展目

標、突出成績、相關醫院管理活動進行報告，並闡明該院以三甲醫院為

目標、分享該院辦理成效，在 2011年榮獲大陸百家改革創新醫院。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陳正英書記說明「打造醫院 精細化

管理」議題。 

三、台灣醫療衛生與醫療品質之管理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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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演講「塑造北醫大品牌力」，以臺北醫學大

學創校治學為主題，向與會貴賓介紹北醫相關校務與研究發展。 

本部醫事司王宗曦司長就「醫療品質-永遠的堅持與追求」，進行

本國衛生福利部業務報告、施政願景、醫療品質在台灣之發展與演進、

我國衛生統計指標、健康整合系統、病床規劃、醫學教育、醫療品質與

病人安全工作目標、論成效計酬計畫、精進醫療照護、台灣病人安全通

報系統、醫事爭議鑑定與改善醫護執業環境及安全等事項進行交流。 

兼任本部資訊處的許明暉技監在「應用資訊科技提升醫療照護品

質」中，分享醫療相關資訊系統與工具，醫院各類系統建置邏輯、E化

學習資源、醫令系統、藥物再確認資訊系統等醫院管理實務作業介紹。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林宏榮執行長報告「台灣醫

院評鑑發展與展望」，就台灣歷年來醫院評鑑制度的規劃、辦理情形，面

臨瓶頸與挑戰、演進與改革作業進行說明。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劉金昌副院長發表「塑造以病人

為中心的質量安全文化」，簡介高醫之宗旨、願景、目標等基本資料，並

以高醫為例分享如何建立與推動病人安全文化，讓品質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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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 追求醫療品質優值化為各國醫院努力方向 

醫界人士是社會菁英份子之一，除了自主砥礪追求優質化，更跟隨國

際新知不斷進步成長，現行各類評鑑認證、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議題多

元化，且發展日新月異，本部歷年來主動引進多項國際醫品與病安理念、

技巧與工具，提供台灣醫療機構參考辦理，國內各醫院在醫療品質領域

的卓越表現更是有目共睹，為我國難得的軟實力利基之一。 

二、 台灣醫療品質演進與實務作業獲得對岸一致好評 

本次論壇內容，經與會人士回饋表示報告內容豐富且實務、除彙整國

外相關理念與學說外，並融入台灣本土經驗辦理分享，對其醫院實務經

營頗有助益。 

三、 結合民間與政府管道，加強兩岸交流，通暢對話機制 

經由民間結合官方體系之交流，有助提升兩岸對彼此的瞭解與認

識，有助發展醫療合作契機，並宣揚我國傑出醫療表現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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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圖片 

圖一、論壇現場 

 

圖二、本案報告人向與會代表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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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與會人士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