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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報告名稱：103 年度國際健康產業日本訪問團出國報告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出 國 人：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王宗曦司長、張禹斌科長、詹千慧薦任技士 

出國類別：會議 

出國期間：103 年 9月 1日至 103年 9月 6日 

出國地區：日本東京都、大阪府、京都府 

報告日期：103 年 11月 10日 

 

內容摘要： 

本訪問團係衛生福利部為配合國家發展政策與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方向，進

行國際健康產業布局規劃，以提升臺灣整體醫療產業品質，並加值臺灣醫療服務，

擬向國外介紹國際健康產業園區之計畫及目標，同時吸引國外先進醫療機構來臺

並與臺灣健康產業業者進行合作。 

今年 9月 1 日至 6日規劃前往日本，衛生福利部由醫事司司長王宗曦率團，

第六科科長張禹斌及薦任技士詹千慧出席，透過訪問日本健康產業發展現況及園

區建置情形，從日本發展園區經驗作為國際健康產業園區規劃方向的參考，另外

也透過參訪相關醫院及業者，藉以發掘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未來之潛在投資者。 

本次行程實際參訪四家醫院（公立醫院兩家及私立醫院兩家）、五家健康產

業企業（包含醫療器材業者四家、長照養護業者一家）及兩個健康產業園區參訪，

並於東京、大阪舉辦各一場說明會，邀請約二十家健康產業相關業者參與，說明

會中介紹臺灣醫療優勢、市場現況、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推動概要、日本企業園區

的可行投資模式及潛在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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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緣起 ： 

本部為配合行政院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政策及方向，爰辦理國際健康產業布

局規劃計畫，藉由向國外先進醫療機構及業者介紹我國國際健康產業園區之計畫

及目標，吸引相關單位來臺與國內健康產業進行合作，以提升臺灣整體醫療品質，

加值臺灣醫療服務。此外，亦將出訪所蒐集相關資料提供予智庫進行深入分析，

作為我國發展相關政策時之參考。 

據統計，全球醫療產業市場規模已達 156兆台幣，其產業規模僅次於能源產

業（估計為 300 兆台幣），產值業已超過製造業中汽車及半導體產業規模。未來，

由醫院為核心並結合關聯企業所形成的健康產業，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重

要動力。 

亞洲國家近年也積極推動健康產業，除了發展國內的相關產業外，國際醫療

也是發展的主軸。其中，日本在全球健康產業市場之規模僅次於美國，亦為亞洲

醫療產業發展最成熟的國家，相當值得我國借鏡。透過實地訪問日本知名醫療機

構及關聯企業的方式，宣傳我國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政策，同時進一步探詢日本醫

療產業業者於我國健康產業園區投資之意願，將有助於健康產業之發展。 

二、參訪重點摘要： 

本次日本訪問團於東京及大阪舉辦說明會，並邀請各二十家醫療產業單位代

表，藉由演講解說方式達到國際健康產業園區的國外宣導，並針對所提疑問進行

釋疑與說明，會後亦進行深入交流，以瞭解其對台灣投資的意向。 

另外，共參訪四家醫院、五家企業及兩個產業園區。四家醫院分別有兩家公

立醫院及兩家私立醫院；五家企業則為四家醫療器材業者及一家長照養護業者；

兩個產業園區為神戶醫療產業都市及大阪臨空城。 

三、目的： 

（一）宣導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政策及發展目標。 

（二）瞭解日本醫療機構及企業對於國際健康產業園區的看法及投資意向。 

（三）瞭解日本醫療產業園區的發展策略及現況，並作為未來規劃國際健康產業

園區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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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表 

天數／日期 時間 行程概要 

第一天 

9月 1日 

上午 台灣(台北松山機場)－日本(東京羽田機場) 

下午 台灣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招商說明會(東京) 

第二天 

9月 2日 

上午 聖路加國際醫院參訪(東京) 

下午 
Terumo 株式會社、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Olympus

株式會社企業參訪(東京) 

第三天 

9月 3日 

上午 龜田綜合醫院(東京) 

下午 Riei株式會社企業參訪(東京) 

晚上 東京－新幹線－新大阪 

第四天 

9月 4日 

上午 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參訪(大阪) 

下午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先端醫療中心參訪(大阪) 

第五天 

9月 5日 

上午 島津製作所企業參訪(京都) 

下午 台灣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招商說明會(大阪) 

第六天 

9月 6日 

上午 大阪臨空城(Rinku Town)參訪(大阪) 

下午 日本(關西國際機場)－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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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內容說明 

一、說明會執行情形 

本次行程於日本東京、大阪各舉辦一場說明會，邀請日本醫療、健康產業關

聯業者共約四十家（兩場各約二十家業者）參與活動，當日執行議程如表 1。 

9月 1日於東京車站附近 Trust City Conference 舉辦東京場次，9月 5日

於大阪 Rihga Royal Hotel 舉辦大阪場次。 

有關說明會報告事宜，本部委託野村總和研究所協助日文進行臺灣國際健康

產業規劃之簡報，並輔以他國與台灣企業合作並成功推展大陸及東南亞市場之案

例，讓與會者得以順利了解台灣醫療產業之政策規劃及市場商機（招商手冊如附

件一、說明會簡報詳附件二及附件三）。 

 

表 1. 日本說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備註 

14:00－14:10 
主辦機關開場致詞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王宗曦司長) 
逐步口譯 

14:10－14:50 
講演：臺灣國際健康產業聚落的推動與創新 

(NRI台灣   平山直人顧問師) 
日文演講 

14:50－15:30 

講演：日本企業的台灣國際健康產業園區的活

用方法及商機介紹 

(NRI台灣   田崎嘉邦副總經理) 

日文演講 

15:30－16:00 Q&A 逐步口譯 

16:00－16:05 問卷回填、會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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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京說明會： 

與會日本企業代表於聆聽完野村總和研究所報告內容後，提出相關疑問，並

由本部王司長宗曦進行說明。有關東京說明會 Q&A內容彙整如表 2。 

 

表 2. 東京說明會 Q&A彙整 

企業提問內容 本部說明 

詢問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法規何時會

通過。 

回覆法規目前正在進行審議中，而健康

產業是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會持續推

動的業務，未來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就

算沒有通過，政府仍會持續推動。 

台灣目前現行法規並無禁止外資投資

醫療機構，為何沒有外資投資醫院的具

體實例。 

說明台灣醫院的四種型態，並說明目前

開放外資的程度，並表示希望透過園區

的建置來吸引海外醫療機構的投資。 

詢問台灣對於醫藥品、器材上市認證有

無加速推動的計畫。 

回復台灣 TFDA持續在加速台灣產品認

證，目前也與 TFDA 規劃在園區設置

Fast Track的認證制度。 

兩岸衛生協議的推動狀況及兩岸醫療

合作狀況。 

兩岸衛生協議目前也持續推動，由於此

協議並不因政治因素，因此推動較不受

影響。兩岸醫療人才交流相當頻繁，由

於有共同語言因素，目前中國健保 IC

卡與台灣 IC卡相當類似，這也是台灣

對於中國醫療推動影響的實例之一。 

詢問日本醫療器材上市認證過程很

久，在中國則需要更久，詢問兩岸醫藥

認證是否包含醫療器材及園區有無租

稅優惠，特別是針對營所稅。 

回覆有也包含醫療器材並說明會未來

Fast Track認證規劃。租稅優惠部分

說明目前園區規劃的租稅優惠，表示並

不包含營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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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東京說明會執行情形 

  

▲ 東京說明會現場。右圖為本部王司長宗曦及張科長禹斌於說明會開始前就本

部政策方向與可能提問內容進行加強討論。 

 

▲ 東京說明會現場企業參與踴躍。 

 

▲ 東京說明會開場。由王司長宗曦致詞並對日本企業的參與表達感謝與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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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村總合研究所協助以日語報告台灣國際健康產業園區規畫及潛在商機。 

  

  

▲ 東京說明會現場發問情形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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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司長宗曦針對現場提問進行說明。 

  

  

▲ 東京說明會後日本企業代表與王司長宗曦進行更進一步交流。 

 

  



- 8 - 

 

 (二)、大阪說明會： 

與會日本企業代表於聆聽完野村總和研究所報告內容後，提出相關疑問，並

由本部王司長宗曦進行說明。有關大阪說明會 Q&A內容彙整如表 4。 

 

表 4. 大阪說明會 Q&A彙整 

企業提問內容 本部說明 

大阪說明會演講中提到醫院、醫療器材

及藥品業者的合作模式，詢問是否有養

護業者可適用的合作模式。 

回覆養護長照也是園區重點招商產

業，可行模式可參考醫院的模式。 

詢問台灣對於醫藥品、器材上市認證有

無加速推動的計畫及兩岸衛生協議的

推動狀況，是否能說明具體希望在何時

實現兩岸相互認證制度。 

表示 TFDA持續在加速台灣產品認證，

目前也與 TFDA規劃在園區設置 Fast 

Track的認證制度。 

兩岸衛生協議目前仍持續推動，目前都

仍在洽談中，因此無法具體提供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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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大阪說明會執行情形 

  

▲ 大阪說明會現場及參與情形。 

 

▲ 大阪說明會王司長宗曦致詞開場。 

  

▲ 大阪說明會現場提問及王司長宗曦回復說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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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說明會後日本企業代表與王司長宗曦進行更進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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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機構參訪 

本次日本參訪團共拜訪四家日本醫療機構，依據拜訪順序分別為聖路加國際

醫院、龜田綜合醫院、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及先端醫療中心。各醫療機構參訪

流程如表 6： 

 

表 6. 各醫療機構拜訪流程 

 

  

1.雙方介紹及交換名片 

2.日本參訪對象簡介業務內容 

3.衛生福利部說明台灣健康產業園區概要 

4.雙方針對台灣健康產業園區投資可能性進行
意見交流 

5.贈送禮品及紀念照片拍攝 

6.醫療機構院內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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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聖路加國際醫院 

 拜訪對象：理事長 福井次矢 

1902年創立，至今已超過 110年歷史，為東京築地附近的大規模綜合醫院。

由美國教會人士創立，在二次大戰期間曾作為美軍醫院，由於特殊的發展過程讓

該醫院的發展上與其他日本醫院上有明顯差異，也是日本國內醫院中勇於創新的

醫院之一。 

病床數為 520 床，醫院總員工數約 1,900名，其中醫師約 380名、護士約

870名。2012年 7月 23日通過 JCI認證，2014年 4月成為聖路加國際大學附屬

醫院。目前平均每日的門診患者數為 2,700名，平均住院日數為 8.7日。 

該醫院為日本最早開始發展健檢服務的私立醫院，1954 年 9月推出 7日健

檢服務，目前有多個健檢專案(一日、三日、七日等)。除在積極推動健檢服務外，

該醫院在婦產科也是其特色，2010年設立產科診所，推動自然分娩，在該診所

不進行剖腹產手術。 

相鄰醫院設有聖路加塔，為 47 樓及 38樓的雙塔建築，47樓為預防醫學中

心及出租商務辦公室。38樓內有聖路加 Residence，為 175 戶的銀髮住宅，走高

檔經營路線，占該大樓的 3/4的使用空間。最高層則是飯店業者進駐。雙塔的地

下建設連結通道，並有健身房業者進駐，豐富生活機能。 

聖路加國際醫院目前由聖路加國際大學營運，該校設有護理學系，目前與全

球 9間大學護理學系簽署姊妹校，台灣部份則與高雄醫學大學為姊妹校。 

本次參訪主要目的為瞭解該醫院的強項及瞭解今後台日醫院合作的可能性。

聖路加國際醫院表示目前與台灣較有機會合作的層面仍在醫療人才培育層面及

學術交流。 

 人才培育：作為醫療機構，如何讓患者及其家屬在醫院治療時獲得作完善的

照顧，經濟、心理及社會層面的問題解決、調整等，聖路加醫院皆擁有

know-how，特別是日本醫院的醫病關係，與患者保持親近的關係，對於醫護

人才的培育上，台日尚有許多可以交流的空間。 

 學術上的交流：這部分的交流則需要有具體的合作領域的提出才有辦法進行

討論，目前聖路加醫院交流較頻繁的醫院為美國的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及韓國的延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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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話重點摘要： 

1. 聖加路國際大學是培訓日本國內護理優秀人才的知名機構，除此之外，

在電子病歷、醫護人員討論實習、預防醫療、醫療志工、社區老人照

護等諸多層面的表現皆為日本先驅，具有持續創新突破之特質。 

2. 聖加路醫院自 1956年即發展國際醫療，且擁有溫馨的就醫環境、優良

的設施與服務。目前海外病人約占整體病人數 3%~3.5%，且近年來海外

病人數仍持續不斷增長。 

3. 該院預計 2年後成立公共衛生學系，考量日本政府政策，目前則尚未

決定是否成立醫學系。 

4. 該院目前與美國、泰國、加拿大、韓國等國家之大學院校有進行交流

合作，與我國高醫護理系亦有人才及學術交流。該院理事長表示，醫

療是屬於在地化產業，如要有更進一步的合作，則需要有更具體的計

畫內容和細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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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聖路加國際醫院參訪情形 

 

▲ 王司長宗曦(右一)與聖路加國際醫院福井理事長(左一)交換名片。 

 

▲ 王司長宗曦(右二)、張科長禹斌(右一)與聖路加國際醫院福井理事長(左

一)進行談話交流。 

 

▲ 王司長宗曦(右)贈送禮物予聖路加國際醫院福井理事長(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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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加路國際醫院舒適溫馨的就醫環境。 

  

▲ 聖加路國際醫院外觀(左)及聖加路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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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龜田綜合醫院 

 拜訪對象：理事長 龜田隆明 

龜田綜合醫院創立於 1948年，為日本最大私立醫院集團，位於千葉縣南部

鴨川地區，緊鄰太平洋，海景優美，為當地知名醫學中心。擁有龜田 Clinic（門

診服務）、龜田綜合醫院、龜田康復醫院及護士專門學校。診療科目共 33科，

一日平均患者數達 3,000人，醫師約 420名，年營收約 360 億日幣。 

2009年取得 JCI認證，為日本第一間取得該認證的醫院。積極與海外市場

交流，其中以中國醫療市場為其最重視的，是日本推動國際醫療最積極的醫院之

一。 

龜田積極優化醫療 IT服務，開發自身電子病歷系統(Planet System)，患者

可透過讀卡機，連結上該電子病歷系統即可讀取自身的病歷，最快的時間為今日

看診，明日即可閱讀病歷。龜田醫院認為病歷屬於病患，因此透過開發系統，讓

病患可以即時掌握自身的狀況，也可透過電子病歷說明自身的身體狀況給家人。 

除開發自身電子病歷系統外，也積極推動遠距醫療服務，與日本最大的電信

商 NTT合作，結合 NTT的通訊技術及龜田的醫療服務專業，於 2012年開始進行

遠距醫療測試服務。提供 131名患者遠距醫療服務，其中有 4名醫師、訪問護士

5名、14名介護 Helper、藥劑師 2名實際參與，透過一年的測試服務發現遠距

服務確實縮短病患就診時間、服藥效果也提升、可隨時確認病患身體狀況。 

本次參訪主要目的為瞭解該醫院的特徵及瞭解對於國際健康產業園區的投

資意願。 

 醫院特徵：龜田綜合醫院為使患者到醫院就診時能擁有如同回到家的溫馨感，

因此在醫院的軟硬體設計上特別花心思。例如在龜田診所大樓中，將患者與

醫護人員的移動動線分開，並採用無臭味的消毒水，因此患者在醫院中就診

時，並不會聞到明顯的消毒水味道，亦不會在走廊中遇到醫護人員，降低來

醫院看診的緊張感，並且在病房的地板鋪上地毯，降低行走間的噪音，打造

安靜舒適的醫院。 

 對台灣投資意願：該醫院是日本積極推動國際醫療的醫院之一，因此對於亞

洲市場的拓展意願高。因此若透過投資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可增加龜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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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知名度，並可進一步提升日本的國際醫療的使用人次的可能性，因此

對於未來能否投資是抱持較樂觀的態度。 

 談話重點摘要： 

1. 與理事長進行談話前，真田室長引領團員參訪該院較具代表性之服務

設備，值得台灣學習。包括： 

（1）該院自行研發之 Planet 電子病歷系統—民眾只要透過該院的 IC

卡即可讀取個人所有病歷資料（包含：醫師診斷、藥品處方、CT、

MRI等各項醫療影像），在家中亦可操作，方便民眾與家人討論

病情。此外，資料皆可列印，以利提供他院醫師參考。 

（2）醫院貫徹「以客為尊」概念，為避免病人產生緊張感，特別區隔

病人與醫院員工行動路線，針對部分低調病人另設有 VIP 電梯。

此外，該院亦提供寵物照顧服務，以方便特殊需求者。 

（3）一般單人住院病房每晚住院費用為 14,000 日圓，高端單人住院

病房則為 32,000日圓，且擁有絕佳的海景視野。高端住院採飯

店式管理，並以提供病患如「身處家中」為理念，設有沙發床提

供病患家屬休憩；床頭醫療管線以壁櫃做隱藏式設計；床邊觸控

式螢幕提供多功能服務如：查閱電子病歷、主治醫師資料、休閒

娛樂、訂購餐點及臨近便利商店物品並有專人送達等。 

（4）該院經日本厚生勞動省評鑑為「產科醫療補償制度加入機關」，

並設有女性專用樓層。此外，LDR病房天花板設有先進照明設備，

提供妊娠孕婦從陣痛、分娩、產後恢復等過程之病房服務。 

（5）急救中心設有直升機停機坪，負責接受重症患者，海上急救及海

上救援活動。 

2. 現任理事長之祖父曾在台大前身（東京帝都）任教，夫人的父親為

花蓮人，對台灣有一份感情，很願意與台灣有進一步的關係。而該院

在日本諸多評價為第一。 

3. 為了解台灣醫療服務之政策，龜田理事長提出以下疑問： 

（1）台灣健康產業園區相關法令何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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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每年來台就醫之海外病患約 23萬人，如果數量再增加 1倍，

是否影響台灣現行醫療體制？台灣如何因應？ 

（3）台灣對於龜田綜合醫院之期待為何？ 

（4）台灣是否有 proton center？ 

4. 龜田綜合醫院現與大陸天津、青島之醫療機構交流密切，其交流模

式非以商業為主，而是針對大陸地區提供醫療服務。而台灣醫療水

準跟日本差距不大，龜田理事長表示能協助台灣的地方不多，因此

考慮至台灣設立醫院的目的需要更具體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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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龜田綜合醫院參訪情形 

 

▲ 王司長宗曦(左)與龜田綜合醫院龜田理事長(右)交換名片。 

 

▲ 龜田綜合醫院人員向本部人員進行醫院簡介。 

 

▲ 雙方進行交流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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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司長贈送禮物予龜田綜合醫院龜田理事長，雙方並於交流會後紀念合影。 

  

▲ 醫院建築與周邊環境(備有醫療救援直升機停機坪)。 

  

  

▲ 龜田綜合醫院人員向王司長宗曦進行醫院樓層簡介(左上)，並引領大家參觀

醫院病房設施(右上、左下、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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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 

 拜訪對象：理事長 橋本信夫  

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設立於 1977 年，起初為國立醫院，後來日本修正獨

立行政法人法後，成為直屬日本厚生勞動省管轄的獨立行政法人，透過行政法人

化，該醫院可以在經營及學術研究上較過去鬆綁，不完全受限於中央政府。 

目前同為醫療獨立行政法人的另有五家醫院，分別為國立癌症研究中心、國

立神經醫療研究中心、國立國際醫療研究中心、國立成育醫療研究中心及國立長

壽醫療研究中心，分別針對不同的疾病進行專門研究。 

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為高度專門醫療研究中心之一，為日本針對心血管及

腦中風疾病研發的重點醫院，有 612 病床。該特色為結合醫院及研究機構的研究

型醫院，除一般進行門診、住院服務外，也在該醫院進行醫療研究並進一步可在

醫院進行臨床試驗，提升醫療技術的發展。 

由於目前院址在大阪府北部，距離市中心開車約需 40 分鐘，亦沒有緊鄰車

站，交通上較不方便，加上醫院設備老化，因此已經規劃進行遷院。新院位址選

於鄰近車站，硬體設施也會提升至目前的三倍大，除更提升醫院、研究機能外，

也會另外設有供給企業入駐的設施，希望能吸引企業的研究機構設置於此，強化

與醫院的往來，以醫院為核心要打造一個醫療產業聚落。 

本次參訪主要目的為瞭解該醫院的特徵及與台灣合作的可能性進行探索。 

 醫院特徵：該醫院為日本針對心血管及腦中風疾病的專科醫院，在全球像日

本將心血管及腦疾病一同研究的醫院仍屬少數，在這間醫院也集合日本知名

的醫生及學者在此進行共同研究，包含開發出全球最小的人工心臟的學者亦

在此服務。 

 合作可能性：該醫院表示未來移轉至新院後，為發展日本醫療，加上日本醫

療政策目前是希望積極走到海外市場，將會有尋求與海外合作的機會。因此

對於與全球的醫院、大學及企業的合作都是可期的。由於台日醫療背景、文

化上有雷同之處，該醫院的醫生、學者也時常與台灣進行交流，未來針對與

台灣合作可能性仍須有具體項目後才能進行進一步討論。 

 談話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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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中心特色之一為結合臨床醫學與醫療研究領域，並將研發成果導向

商品化，與社會需求作連結。其規劃之發想起始於希望將日本醫療推

向全世界，考量單打獨鬥無法跟上世界進步的速度，遂結合國內醫療

與研究資源，俾利日本醫療推展。 

2. 平均每位醫師有 70%的時間從事臨床服務，30%進行研究開發。 

3. 該中心經費來源原由日本政府全額補助，自 2008 年修訂獨立行政法人

法規後，日本政府補助金額每年下降 10%。惟目前民間補助比例仍不高，

國家仍為最大經費供給者，故現階段正面臨資金問題，而如何提高人

事費網羅優秀人才亦成為未來目標。 

4. 考量設備老舊，同時為與其他相關研究單位進行垂直整合，該中心預

計於 2018年搬遷至新大阪，預計機構規模為目前 3倍大。 

5. 該中心目前與歐美國家之交流較為頻繁，但意識到亞洲市場日趨重要，

因此期望有合作夥伴共同推展亞洲市場。該中心曾與台灣相關單位洽

談合作事宜，惟尚需要具體目標與計畫才有更進一步之可能。 

6. 橋本理事長肯定台灣推動醫療產業之想法，但如何成功運作則是另一

重要課題，因此建議應讓醫療業發揮更大的經濟效益（如：結合藥品、

醫材產業並減少審查認證時間）。此外，另建議照護體系之發展應更

加健全，更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7. 面對資訊科技及醫療產業應有不同產業政策概念，建議政府單位於醫

療產業發展層面應扮演指導者的角色，確定發展方向並提供基礎設

施。 

8. 橋本理事長體認台灣醫師因業務繁忙，投入研究領域者少，因此認同

於園區內設置研究機構有助於醫師投入研究領域。 

9. 未來如有機會，橋本理事長非常願意來台分享醫療與研究領域結合之

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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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參訪情形 

 

▲ 王司長宗曦(左)與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橋本理事長(右)交換名片。 

 

▲ 雙方進行交流會談。 

 

▲ 王司長(右)贈送禮物予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橋本理事長(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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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交流會後紀念合影。 

  

  

▲ 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員工引領王司長宗曦進行實驗室參觀導覽與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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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先端醫療中心 

 拜訪對象：先端醫療振興財團經營企劃部病院管理課  塩谷安朗 

設立於 2003 年 4月，為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的核心單位之一，由公益財團法

人先端醫療振興財團經營，主要進行日本再生醫療的研究及臨床試驗，醫院由兩

棟大樓組成，一個為研究大樓，一個則為臨床大樓，由於該醫院主軸為再生醫療

及新式醫療技術的臨床試驗醫院，因此規模不大，僅設有 60張病床。 

該醫院設有由三菱重工及京都大學共同開發的新型質子治療設備，該醫院為

第一台導入該設備的醫院，目前全世界有七家醫院導入該設備。平均一天使用的

病患數為二十五名，皆是透過轉診制度而來的病患，主要應用的癌症為攝護腺癌

及肺癌。 

本次透過參訪先端醫療中心瞭解目前醫療技術發展狀況及作為產業園區的

核心醫院的營運模式等進行意見交換。 

 醫療技術發展狀況：目前已發展成熟的再生醫療應用有膝關節軟骨再生治療、

耳鼓膜穿孔患者的鼓膜再生、慢性嚴重肢體缺血性疾病的下肢末梢血管重建

治療、使用口腔黏膜完成角膜上皮的再生治療。 

 營運模式：目前該醫院每日門診人次約 100人次，多由轉診而來的病患。該

醫院主要進行再生醫療研究，因此主要資金來源仍為政府提供的研發補助金，

營運上尚未有盈餘。但該醫院作為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的核心組織，與該園區

內的研究機構、企業等進行共同開發，作為領導日本再生醫療發展的重點機

構，這樣的營運模式符合國際健康產業園區透過醫院連結產業的想法，是很

值得借鏡的營運模式。 

 談話重點摘要： 

1.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園區)推動計畫今年邁入第 16 年，目前為日本最具

規模的生醫產業園區，該園區分成 3大部分，分別為 Medical 

cluster(醫院為主體)、Bio cluster(研究機構及企業)及 Simulation 

cluster(電腦運算中心)。是日本第一個以醫院為主體，結合研究機構

及周邊企業形成的產業園區。 

2.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的核心組織為先端醫療中心及理化學研究所發生‧

再生科學總和研究中心(CDB)，目前擁有全日本最先進的再生醫療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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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再生醫療技術研發，再於先端醫療中心進行臨床試驗。該區內有

另一間醫院，神戶市立市民中央醫院，該醫院為神戶市規模最大的醫

院，未來若先端醫療中心的臨床試驗有進一步成果，亦有計畫在神戶

市立中央醫院進行臨床試驗。 

3. 特色醫院介紹：神戶低侵入性癌症中心（主打非侵入性的癌症治療，

透過化療、放射線治療來做治療）、西紀念 Port 康復醫院（主打康復

機能的醫院、與神戶大學工學部進行復健輔具的共同開發）、兒童之

家（兒童癌症患者的家人在該病院進行治療時，就近住宿之地）、神

戶國際 Frontier Medical Center（預計 2014年 11月開幕、由日本知

名醫師田中正樹主導推動，將成為日本肝臟移植的重點醫院）、兵庫

縣立兒童醫院（2016年預計開幕，醫院隔壁建設由三菱開發重粒子設

備）。 

4. 超級電腦「京」：目前為全球運算速度第四快的超級電腦，放置於神

戶醫療產業都市。另設有 FOCUS(類超級電腦的裝置)可讓尚不了解如何

使用超級電腦及使用超級電腦對於企業益處的園區內企業進行實際操

作 FOCUS，了解如何操作超級電腦後，開放企業使用京來做相關研發。

2020 年預計開發出新一代的超級電腦，Post京。 

5. 先端醫療中心只有 60床，有 41床為正規病床，19床為 BCR(Bio Clean 

Room)病床，主要進行轉診治療及臨床試驗。由於不希望接待太多門診

病患，病院動線上故意設計的複雜，減少一般門診患者。目前該醫院

多數醫療可納入日本健保範圍，但自費價格仍屬高價，若是進行新藥

臨床試驗，相關費用則由藥廠全權負擔。 

6. 京都大學與三菱重工共同開發高精度放射線治療裝置，可進行 360度

放射線治療，由於放射線範圍小，因此能夠精準瞄準癌細胞為該設備

的重要特色。第一台放置在先端醫療中心，一個療程需要 85萬日幣（健

保負擔約 30%)，目前每天有 15~25位病患使用，皆是透過醫生轉診，

使用較多的癌症為前列腺癌及肺癌。 

7. 日本對於外籍醫生的執業規定，外籍醫師在日本只可治療同國籍患者。

例如：英國籍醫師只可治療英國籍病患。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目前為日

本關西醫療戰略特區內，去年也對日本中央政府提出建議，希望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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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醫師的法規進行鬆綁，並希望進一步推動醫師交流，透過先端醫

療中心的平台，吸引更多醫生來此進行臨床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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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先端醫療中心參訪情形 

 

▲ 雙方進行交流會談。 

 

▲ 先端醫療振興財團經營企劃部病院管理課塩古課長向現場人員進行先端醫療

中心導覽解說。 

 

▲ 雙方交流會談紀念合影並贈送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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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參訪 

本次參訪團共拜訪五家日本企業，其中有四家為醫療器材製造業，一家為長

照養護業者。依據拜訪順序分別為 Terumo 株式會社、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

Olympus、Riei 株式會社及島津製作所。各企業參訪流程如表 11： 

 

表 11. 各企業拜訪流程 

 

  

1.雙方介紹及交換名片 

2.日本參訪對象簡介業務內容 

3.衛生福利部說明台灣健康產業園區概要 

4.雙方針對台灣健康產業園區投資可能性進行
意見交流 

5.贈送禮品及紀念照片拍攝 

6.企業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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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erumo株式會社 

 拜訪對象：會長 中尾浩治（亦為日本醫療機器產業聯合會會長） 

1921年公司創立，1982年股票上市，為日本製造出第一支體溫計的企業。

2014年的年營收為 4,674億日圓，台灣設有分公司，主要機能為銷售。主要產

品為血導管產品，規模為全球第六大。 

本次透過參訪 Terumo瞭解該公司目前的主力產品及今後海外事業擴大的可

能性等進行意見交換。 

 主力產品： 

1. 代表的產品有無痛針及心血導管。無痛針產品主要是針對糖尿病患者

開發，由於每日都要進行注射胰島素，因此將針頭做得更細，但是過

細的針頭反而讓胰島素的注射變的困難，因此針對針頭做了特殊設計，

可使胰島素的流動更為順暢，目前該產品以上是超過十年，由於針頭

的特殊設計加上量產優勢，其他業者無法與其競爭。 

2. 血導管主要適用於腦部血管瘤的治療，可以從膝蓋打入該導管進行手

術，比起一般的手術（開腦）治療恢復更短，近年在市場上也是很受

歡迎。 

 海外事業擴大可能性：醫療器材上市皆須進行認證，加上商品化開發時也須

進行臨床試驗，由於日本法規，目前該公司所有的大體試驗皆在美國進行，

未來台灣若能有法規鬆綁的空間，將可考慮在台灣進行增資。 

 談話重點摘要： 

1. 中尾會長現為日本醫療機器產業聯合會會長，該聯合會目前約有 4,900

個會員，每年營收約 2.3兆日元，共約有 12萬名員工，為日本最大且

唯一之醫療器材產業組織。 

2. 該公司展現許多新開發之先端醫療器材，如：Less Pain 0.18mm Insulin 

Injection Needle、Cerebral Aneurysm microcatheter、unique socks 

to lift the toe up by 14 degree等。 

3. 針對我國醫療產業發展，中尾會長亦提出幾點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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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與大陸已簽訂兩岸衛生合作協議，而台灣對於雙方醫療器材

審查認證制度之推動是否積極？ 

（2）在美國透過一定申請程序可使用大體進行器材測試或實驗，而台

灣在此方面是否能提供協助並與日本合作？ 

4. Terumo 目前正要開始積極拓展大陸市場，對此本部建議，台灣正進行

醫療管理（包含醫療作業、醫療資訊系統等）之輸出，而 Terumo可透

過台灣與大陸之密切交流，將醫療器材順勢輸出至大陸。 

 

 

圖 1. Terumo的主要產品及事業營收分布 

 

 

(資料來源：Terumo annual repor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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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Terumo 株式會社參訪情形 

 

▲ 王司長宗曦(左)與 Terumo株式會社中尾會長(右)交換名片。 

 

▲ 雙方進行交流會談。 

 

▲ 王司長宗曦(右)贈送禮物予 Terumo 株式會社中尾會長(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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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 

 拜訪對象：會長 荻野和郎 

1951年 8月創立，1961年股票上市，為日本知名的醫療機器製造商，2014

年的營收約 962 億日圓，員工數約 4,500 名。日本光電最知名的產品為 Patient 

Monitor、心電圖計及 AED等醫療機器，除了醫療機器的產品外，另有進行生物

試藥的生產及銷售。 

本次透過參訪日本光電瞭解該公司目前的主力產品、在日本的經營狀況及今

後海外事業擴大的可能性等進行意見交換。 

 主力產品及日本經營狀況：主力產品請看上述介紹及下圖。日本光電特別提

到在日本市場中發現在醫療機器產業中，醫學與工學領域的合作、交流過少，

造成新產品的開發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及成本，醫療機器的開發是需要擁有醫

學及工學背景的人才共同努力才能達成，因此跟台灣政府分享目前日本正在

推動的醫工合作的案例之一。日本光電參與了由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及早稻田

大學於 2008 年開始推動的 TWIns 專案，設置先端生命醫科學研究所及

Medical Innovation Laboratory (MIL)，吸引企業及研究機構到此設立實

驗室或研究單位，讓產學的合作能夠更加快速且緊密。 

 今後事業狀況： 

1. 目前台灣銷售的產品皆由海外出口，在台灣也沒有設立據點，與長期

合作的代理商維持良好關係。該公司的主力的製造工廠仍在日本國內，

但在面臨製造成本不斷攀升的環境中，加上醫療機器的零組件採購屬

少量多樣，而台灣企業在金屬精密加工有很大的優勢，加上價格合理，

因此未來從台灣的採購機能將有擴大的可能性。 

2. 加上日本醫藥上市認證的時間花費長，若台灣若能在園區內透過配套

措施，創造更快速的認證制度，創造適合外資投資的環境，對日本光

電來說是相當具備吸引力。 

 談話重點摘要： 

1. 荻野會長分享目前日本面臨已銷售的 AED問題以及可能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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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民眾無法立即知道周遭 AED設置地點，因此規劃朝向建置資

料庫提供民眾手機收尋功能。本部王司長亦分享我國公共場所

AED登錄機制。 

（2）AED未有良好管理，如遇功能缺損則無法及時發揮效能．因此規

劃於 AED配置發信機，並能主動將 AED功能狀況進行回報。王司

長分享我國 AED管理狀況，並肯定日本主動回報資訊之作法亦可

提供台灣借鏡。 

2. 荻野會長對於台灣投資環境之提問： 

（1）日本於醫學領域與工學領域之間的連結較弱，台灣的狀況為何。 

（2）日本因法規嚴格，藥品及醫療器材的審查時間長，台灣的狀況如

何，時間是否較短。 

 

圖 2. 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的事業營收分布 

 

 (資料來源：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 annual repor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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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參訪情形 

 

▲ 雙方互相交換名片。右起依序為張科長禹斌、王司長宗曦、日本光電富岡株

式會社社長田中榮一、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會長荻野和郎。 

  

▲ 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向本部拜會同仁表達歡迎之意。 

 

▲ 雙方進行交流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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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司長宗曦(右)贈送禮物予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會長荻野和郎(左)。 

 

▲ 雙方交流會後紀念合影。 

  

▲ 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會長荻野和郎引領王司長宗曦參觀儀器設備並親自操

作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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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Olympus株式會社 

 拜訪對象：企劃部部長 河野裕宣 

1919年創立，1949年股票上市，從光學鏡片起家的 Olympus，內視鏡為該

公司最知名產品，消化器內視鏡產品的全球市佔高達 70%。2014年營收達 7,132

億日圓，全球員工數超過 30,000名。 

本次透過參訪 Olympus瞭解該公司目前的主力產品及今後海外事業擴大的

可能性等進行意見交換。 

 主力產品： 

1. 該公司最知名的產品為檢測用的消化器內視鏡，該產品在全球市佔率

高達 70%，在台灣市佔也相當高，基本上屬於相當穩定的市場，加上台

灣有長期合作的代理商，因此暫不考慮在台設立據點。目前除了檢測

用的內視鏡外，也開始推廣外科用的內視鏡，希望主打早期發現且低

侵入性的醫療機器為主。 

2. 目前除了單獨的醫療機器的生產外，Olympus近來也開始推廣手術室的

整廠輸出，手術室的整體規劃、設備的提供，包含病床、螢幕及所有

手術所需的耗材、設備等都由 Olympus製造或採購，提供客戶一個全

方位的解決方案。 

 今後事業狀況： 

1. 內視鏡的製造流程的 know-how移轉較困難，多需要在同一廠區製造，

因此檢測用的內視鏡目前在日本，而外科手術用內視鏡則在德國製造，

雖然有從台灣採購相關零組件，但基本上工廠的移轉在短期內是較難

考慮的。 

2. 台灣近年來也積極推廣微創手術，Olympus也相當看好台灣內視鏡市場

的擴大，因此並不排除在台設立內視鏡的訓練中心的可能性，若有進

一步的規劃，希望能與台灣的醫院合作，在醫院內部設立訓練中心的

形式。 

 談話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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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lympus 醫療器材製造部門於日本有 4處，海外有 16處；研發部門於

日本有 1處，海外有 4處。考量現階段製造及研發部門皆有長期

know-how累積，且內視鏡少有零組件，除部分價格競爭型關聯產品（如：

拋棄式內視鏡鏡頭保護套）以外，目前拓展海外製造部門機率不高。 

2. Olympus 內視鏡訓練中心於日本有 1處，大陸有 3處，其運作模式係由

Olympus 提供訓練人員及場地，並由會操作的日本醫師教導未使用過者。

針對考慮是否來台設置訓練中心，並提供訓練台灣及大陸醫師之部分，

Olympus 表示較傾向與醫院合作，如台灣有類似意願之醫院，Olympus

可提供人員及教學服務。 

3. 河野部長表示 Olympus產品需要申請上市的數目很多，等待期間也很

長，因此期望未來醫療器材於台灣上市能有法規鬆綁之空間或縮短審

查時間的可能。 

 

圖 3. Olympus株式會社主要產品介紹及營收分布 

 

 

 (資料來源：Olympus annual repor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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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Olympus參訪情形 

 
▲ 王司長宗曦(右)與 Olympus企劃部河野部長(左)交換名片。 

 

▲ 雙方進行交流會談。 

 
▲ 王司長宗曦(右)贈送禮物予 Olympus 企劃部河野部長(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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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Riei株式會社 

 拜訪對象：社長 椛澤一  

Riei自 1980 年成立，年營收約 96億日圓，員工約 2,200 名，為日本醫療

照護產業的中堅企業。公司創立初期以提供團膳服務為主，後來轉入經營員工宿

舍管理、老人照護事業，由於有餐飲業的經營經驗，Riei 在提供其他服務時對

於飲食服務的提供也特別專注，對於廚房衛生管理也有自己的 know-how。 

看中海外老人照護市場的發展，積極向海外拓展，目前已在泰國及中國設有

據點，2003年於泰國成立當地社團法人機構，致力於發展保險對象外之醫療照

護事業，並共同經營曼谷地區的醫療專業學校。 

本次透過參訪 Riei瞭解該公司事業概況及對於國際健康產業園區的投資的

可能性等進行意見交換。 

 海外事業概況： 2011年在中國北京成立據點，發展多功能設施業務，北京

據點為 Riei 在中國事業的試營運據點，因此規模並不大。希望透過該據點

瞭解中國市場，並在當地培訓長照服務人員。後來在上海地區與當地企業合

資成立老人照護設施，規模較北京大，除了有 Riei總公司的人員派駐外，

亦有從北京派駐中國籍員工管理該設施。該公司不僅是自己到海外投資，也

會在長照設施中使用日本企業的產品，藉此推廣日本產品的出口，這樣的整

廠輸出的模式也是台灣企業可以學習的。 

 對於國際健康產業園區的投資的可能性： 

1. 該公司目前已經有明確的台灣事業夥伴，未來台灣事業的規畫基本上

就與該台灣企業進行密切合作。但由於台灣對於長照設施的法規及未

來長照保險法的推動都仍在進行中，因此目前仍在進行規畫階段。 

2. 台灣未來高齡化的速度將會增快，未來對於長照設施的需求預期也將

會提升，未來台灣如何培養長照人員將會成為一大課題，Riei認為未

來在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內，除了吸引相關企業投資，設立照護設施外，

也需考量設置培育相關人才的設施，而 Riei也擁有培育人才的

know-how，未來對園區的投資型態保持開放的態度。 

 談話重點摘要： 



- 41 - 

 

1. Riei 公司去年年底已與新光保全進行合作洽談並簽訂合作意向書，具

體合作計畫尚在規劃中。 

2. Riei 公司了解我國正面臨高齡化及少子化的衝擊，因此針對我國規劃

老人照護產業制度（包含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內）之情形提出以下疑問： 

（1）如果於園區內成立分公司，但是服務對象為園區外之民眾，是否

仍享有園區內之優惠措施？ 

（2）考量接送方便，目前日本設置居家照護機之地點並不會離民眾住

宅太遠（最多 30分鐘車程），台灣園區設置地點是否可以符合

此種條件？ 

（3）目前日本政府針對需照護之失能老人共設有 17級評定等級，台

灣是否有類似評定制度？此外，針對失能老人是否有津貼補助？

補助費用是否依失能程度決定多寡？目前健保是否有針對照護

服務給予給付？ 

（4）台灣何時推行長期照護服務即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在法令未通過

前，照護服務是否皆為自費？ 

（5）目前台灣老年化情形嚴重，生產勞動人口下降，台灣政府該如何

因應？如何培訓照護人才？ 

（6）長照服務員的資格是否係由政府認證？目前取得資格者，是否包

含外國人？ 

3. Riei 公司分享照護人員的養成是日本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因此積極

從海外尋求人才，但是即使在大陸、泰國設點，仍會產生同樣問題。 

4. 該公司認為園區內照護服務機構之設置非常重要，而後續直接提供服

務之人才亦不容忽視，因此表示期待台灣重視並規劃照護人才培訓政

策。而針對看護人員之養成教育，未來若有合適的合作模式，該公司

亦願意與台灣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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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Riei 株式會社參訪情形 

  

▲ Riei株式會社向本部同仁表示歡迎之意並進行公司業務介紹。 

  

▲ 雙方進行交流會談。 

  

▲ 王司長宗曦贈送禮物予 Riei株式會社椛澤社長，雙方並於交流會後合影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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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島津製作所 

 拜訪對象：醫用機器事業部 副事業部長 鈴木英文 

1875年創立的島津製作所，即將邁入 140年歷史的悠久的公司。該公司為

日本第一個發明 X光機的廠商，年營收約 3,000億日圓，全球員工約 10,000名。

目前在台灣設有銷售據點。 

島津製作所為日本知名分析檢測及醫療機器製造商，近來在基因 DNA 檢測進

行多項開發。目前佔該公司營收的 5 成以上的仍以分析檢測儀器。 

本次透過參訪島津製作所瞭解該公司台灣事業概況及今後事業計畫等進行

意見交換。 

 台灣事業概況：台灣據點於 2013 年才設立，主因是因為台灣市場的銷售提

高，因此才考慮在台設立據點。目前在台灣主要銷售的產品為 X光機，其中

又以高端的 X光機為主要產品，另外也有部分採購台灣的零組件。 

 今後事業計畫：由於該公司已有另外的海外投資計畫，加上台灣據點才剛起

步，因此未來對於台灣事業計畫仍是希望以提升銷售機能，未來才能有進一

步的投資計劃。但對於島津製作所台灣仍是相當重視的市場，並不排除任何

與台灣合作的可能性。 

 談話重點摘要： 

1. 公司 2013年營收為 3,000 日幣，主要營收有 59%是分析檢測設備，20%

是醫療儀器。分析檢測設備的主要銷售客戶是食品與藥品製造業者。 

2. 海外據點：海外有 44個據點，海外研發據點在英國及中國，在 2013

年開始進入台灣市場，目前是以代理商的方式銷售。最近海外的投資

是馬來西亞的新工廠，主要是因為當地的客戶(日本食品等製造業公司)

比較多，因此就近服務客戶而設立據點。 

3. 日本政府目前是希望醫療可以輸出，島津有部分生產設備是委外製造

(OEM)X 光設備感測器零組件，如果有潛在的合作廠商也是可以進一步

促成。 

4. 島津在世界上主要的產品是中階的 X光設備，其中在亞洲有 20-30%的

市占率。和其他市場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目前在台灣銷售的產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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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的 X光設備為主，主要客戶是長庚與榮總，而在台灣銷售不同產

品的原因應是代理商的銷售策略與方式。 

 

 

圖 4. 島津製作所主要產品介紹及營收分布 

 

(資料來源：島津製作所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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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島津製作所參訪情形 

  

▲ 島津製作所聽取本部國際健康產業園區規劃介紹，並進行雙方交流會談。 

  

▲ 雙方交流會談後王司長贈送禮物予島津製作所醫用機器事業部鈴木副部長，

並合影紀念。 

  

▲ 島津製作所同仁向王司長宗曦介紹該公司出產之醫療用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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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園區參訪 

本次參訪日本關西地區的兩個健康產業相關聚落，分別為神戶醫療產業都市

及大阪臨空城。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設立至今已超過16年，為日本規模最大的健康產業聚落，

同時也為日本發展再生醫療的重鎮。 

大阪臨空城與關西國際機場鄰近，透過醫院及娛樂設施的結合，希望將該區

打造為日本發展國際醫療的重點地區。 

  



- 47 - 

 

(一)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 

日本為亞洲醫療技術發展成熟的國家，且日本政府在產業扶植政策上有值得

台灣借鏡、參考之處，例如日本政府於 2001年開始產業聚落推廣計畫，選定未

來具發展性的產業，在國內既有的企業群中，加強產業聚落中產、官、學的網絡

連結，透過組織化進一步將其型碩成產業聚落。經過 8年的推廣，2009年日本

國內共有 24個產業聚落計畫開始施行，其中與生技產業有關的產業聚落就有 5

個，分別為北海道、首都圈、東海地區、關西地區及九州地區，而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就屬神戶醫療產業都市。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為 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開始了地區振興計畫，從神戶

當地原有的企業資源及結合日本政府發展先端醫療，1998 年開始構想神戶醫療

都市的開發計畫，於神戶港的人工島 Prot Island建構一個新的醫療產業聚落。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為日本醫療、生醫相關的產業聚落中最具規模的，同時在醫學

研發方面也是日本最先端的產業園區，目前約有 300企業入駐該園區。 

神戶醫療都市於 2010年日本中央政府指定為先端醫療產業特區，2013年被

指定為關西 Innovation 國家戰略總合特區的一環，為日本知名的「生命科學中

心」。在神戶產業都市內，除了有神戶市最大規模的中央市民醫院外，也設多多

個專門醫院，包含先端醫療中心、低侵入癌症醫療中心（標榜放射線及化療的醫

院）、神戶國際 Frontier Medical Center（器官移植的專科醫院）等。 

 

圖 5.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企業數及僱用人數變化 

(資料來源：神戶醫療產業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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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參訪情形 

 

▲ 王司長宗曦(右)與神戶市企劃調整局醫療產業都市企業誘致推進本部石野

課長交換名片。 

 

▲ 神戶市企劃調整局醫療產業都市企業誘致推進本部石野課長向現場人員進

行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簡介。 

 

▲ 神戶市企劃調整局醫療產業都市企業誘致推進本部石野課長向現場大家進

行神戶醫療產業都市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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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設置規劃及實景鳥瞰。 

  

▲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建築。左為神戶醫療都市醫學中心，右為神戶醫療都市車

站。 

 

▲ 雙方交流會談後紀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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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阪臨空城 

為日本發展國際醫療的重要據點，與關西國際機場相鄰，搭乘電車僅需要 6

分鐘，設有臨空總合醫療中心，由市立泉佐野醫院營運，病床數為 388床。 

除發展國際醫療外，結合大阪府立大學的資源，設置生命環境科學附屬獸醫

臨床中心，希望以臨空城為據點，發展寵物們提供最尖端的醫療服務，下表為大

阪臨空城正在推動的事業。 

 

表 18. 大阪臨空城推動業務內容 

推動業務 種類 主要推動者 

國際醫療的推動（推動醫療・健康的國內外交流） 

打造先端癌症醫療據點 醫療 
Gate Tower IGT Clinic 及

ROHTO製藥 

打造先端獸醫據點 獸醫 大阪府立大學 

促進觀光醫療 觀光醫療 泉佐野市、旅行社 

作為日本的玄關，提升外國人訪日的滿足度 

國際醫療支援中心事業 醫療口譯、翻譯服務 
臨空總合醫療中心、

IMEDIATA 

提升地方服務及魅力 觀光 泉佐野市、旅行社 

(資料來源：大阪臨空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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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大阪臨空城參訪情形 

  

▲ 大阪臨空城實景鳥瞰及臨空塔樓層分布。 

  

▲ 臨空總合醫療中心及樓層分布。 

 

▲ 本部出訪代表於臨空塔前紀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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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透過訪問日本健康產業發展現況及園區建置情形，從日本發展園區經驗作為

國際健康產業園區規劃方向的參考，另外也透過參訪相關醫院及業者，藉以發掘

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未來之潛在投資者。 

本次訪問實際參訪四家醫院（公立醫院兩家及私立醫院兩家）、五家健康產

業企業（包含醫療器材業者四家、長照養護業者一家）及兩個健康產業園區參訪，

並於東京、大阪舉辦各一場說明會，邀請約二十家健康產業相關業者參與，說明

會中介紹臺灣醫療優勢、市場現況、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推動概要、日本企業園區

的可行投資模式及潛在商機，其實際成效彙整如表 20。 

 

表 20. 日本訪問團實際成效彙整 

執行對象 執行目的 實際成效 

舉辦說明會 

東京說明會 

 宣導國際健康

產業園區政策

及發展目標 

 並與企業進行

交流，增進其對

台灣市場投資

的意向 

 邀請共 40家日本企業，透過說明會方

式宣導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政策及台日

可能的合作模式，讓與會者進一步了

解台灣政府的推動政策內容，並提供

相關資料可讓其進一步參考。 

 透過 Q&A 及會後交流的方式與日本企

業直接溝通，瞭解其對台灣市場的需

求，並進一步建立溝通的橋樑。 

大阪說明會 

醫療機構參訪 

聖路加國際醫

院 

 瞭解醫院的強

項 

 對國際健康產

業園區的投資

可能性 

 強項：健檢服務及婦產科 

 實際投資可能性較低，但對於合作保

持開放態度。 

龜田綜合醫院 
 強項：國際醫療及醫療 IT服務 

 對亞洲事業相當積極，對於任何形式

的投資保持開放態度。 

國立循環器病

研究中心 

 強項：心血管疾病、腦中風的相關研

究及藥品、醫療器材開發。 

 為國立醫院無法自行投資，但不排除

任何形式的合作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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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端醫療中心 

 強項：再生醫療相關研究及藥品、醫

療器材開發。 

 為國立醫院無法自行投資，但不排除

任何形式的合作可能性。 

企業參訪 

Terumo 

 瞭解企業的強

項產品及在台

灣事業概況 

 對國際健康產

業園區的投資

可能性 

 強項：心血導管、胰島素注射針頭全

球市佔高，目前在台灣僅有銷售據點。 

 若要進一步投資台灣，需要政府提供

更多的投資優惠及配套措施。 

日本光電 

 強項：AED 及 Patient Monitor 全球

市佔高，目前在台灣僅有代理商。 

 對於台灣的零組件採購的品質相當讚

許，若要進一步投資台灣，需要政府

提供更多的投資優惠及配套措施。 

Olympus 

 強項：消化器內視鏡全球最大廠商，

目前在台灣僅有代理商。 

 有對台灣進行內視鏡的零組件採購，

若要進一步投資台灣，需要政府提供

更多的投資優惠及配套措施。 

Riei 

 強項：長照設施經營，積極拓展海外

市場，目前在泰國及中國設有據點。

對台灣市場也相當重視，已有台灣合

作夥伴。 

 對台灣市場相當重視，未來在政府外

資投資法規鬆綁下會進一步投資台

灣。 

島津製作所 

 強項：分析檢測及 X 光機為該公司主

力產品。目前在台灣設有銷售據點。 

 若要進一步投資台灣，需要政府提供

更多的投資優惠及配套措施。 

產業園區參訪 

神戶醫療產業

都市 
 瞭解園區的發

展概況及配套

措施 

 透過核心醫院結合研究機構、企業發

展成產業聚落的發展過程與國際健康

產業園區的理念相符，也是本次國際

健康產業園區適合借鏡的對象。 

大阪臨空城 
 為日本發展國際醫療及獸醫醫療的據

點，鄰近關西機場作為日本的玄關，

進一步提升醫療觀光旅客滿足度。 



- 54 - 

 

(一) 心得 

日本在推動醫療發展上有多項值得我國借鏡之處，未來在規劃國際健康產業

園區時也具備參考價值： 

1. 專科暨研究機能醫院的設置： 

(1)日本政府瞭解醫學發展的促進需要醫院、研究機構與企業的緊密結合，為

進一步整合醫院資源，於日本全國設立了六個獨立行政法人醫院，分別為

「癌症研究中心、循環器病研究中心、精神・神經醫療研究中心、國際醫

療研究中心、成育醫療研究中心、長壽醫療研究中心」。 

(2)主打專科醫院結合研究機構的研究型醫院，透過政府、企業的補助金及醫

院本身的營收，持續挹注研究經費，加上結合醫院可就近進行臨床試驗，

加快研發的速度，並且透過與企業的合作，能將學術研發成果，更快速的

帶入商品化的開發並進一步推動藥品、醫療器材的上市。 

2.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的推動模式： 

(1)藉由核心醫院及研究機構的設置，帶動企業進入投資，打造出日本規模最

大的醫療產業園區。 

(2)同樣的模式與我國的國際健康產業園區的規劃理念相符，作為未來規劃國

際健康產業園區的藍圖可作為重點參考對象。 

3. 高齡化社會下的社會福利政策： 

(1)先行邁入高齡化社會的日本，已經推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如：長期照護

保險制度、整合各級政府資源，規劃出適合老人居住的社區，培育長照養

護人才計畫等。預計我國也將在五年內邁入高齡化社會，我國政府也正在

規劃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及其他福利政策，可多與日本進行交流，掌握政策

方向，可作為規劃政策的借鏡。 

(2)日本的高齡化現象仍在持續，但礙於日本健保制度的推動，預期日本醫療

市場的成長空間仍有限，因此日本業者有尋求海外市場的動機，未來國際

健康產業園區的設置，提供適當的配套措施，將有潛力吸引相關的日本業

者來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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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從事老人照護之機構對來台投資設立長照養護機構具興趣，若政策傾

向將該產業納入台灣健康產業發展的一環，必須考量下列事宜： 

A. 相關單位必須將投資規範分門別類說明清楚，製作說帖。 

B. 台灣長照養護機構事業是否真的需要外資投入。外資投資設立長照養

護機構之利弊得失應儘速評估。 

C. 台灣應正視看護人員的養成教育，此部分可與日本機構合作。 

4. 我國國際健康產業發展，可借鏡「彩都生醫園區」及「神戶醫療產業都巿」： 

(1)日本國立循環器病研中心與「彩都生醫園區」之醫療及產業合作模式，與

目前示範區規劃部分類似，只是核心醫院不在園區內，且已運作。 

(2)日本國立循環器病研中心目標希望將與產業合作成果行銷至海外，這個目

標跟示範區一致。 

(3)我國原規劃的國際醫療機構之內涵，可評估是否該調整方向，貼近日本目

前的日本國立循環器病研中心與「彩都生醫園區」之醫療及產業合作模式，

在我國自由經濟示範區尚未啟動前，若要發展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可以此

模式，加以改良執行。 

(4)神戶醫療產業都巿整體規劃值得示範區參考，目前已有 277企業駐該園區，

且亦有醫療機構進駐，並以發展再生醫療較高階醫療研究，我國擬開放設

置之國際醫療機構可考量往高階醫療規劃。 

5. 其他： 

(1)龜田綜合醫院自行建立電子病歷，民眾只要透過該院的 IC卡即讀取個人

所有病歷資料，包括 CT，MRI 及所有檢驗資料，在電子病歷政策可參考。 

(2)龜田綜合醫院為使患者到醫院就診時能擁有如同回到家的溫馨感，因此在

醫院的軟硬體設計上特別花心思。同時以病人為尊，在大樓人員走動的路

線上將患者與醫護人員的移動動線分開，這點可作為我國醫院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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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議 

1. 發展健康產業之要素為資金、技術、人才及法規，台灣過去為發展生技產業，

雖給予部分法規上的支持與協助，惟難與醫療及國內外機構合作，產業成長

與發展有限。目前規劃我國國際健康產業園區，需要醫療介入，建議分為二

個模式規劃： 

(1)核心醫院不在健康產業園區 

A. 沿用法令：在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沒通過前，沿用現行的相關規

定執行。 

B. 以日本「彩都生醫園區」為樣板，選擇某一縣巿，由該縣巿之大型醫

學中心與轄區之醫療相關產業鍵結，由醫療臨床介入產品的行銷，讓

產品更具說服力，更具競爭力，帶動產品國際行銷。 

C. 由醫院與合作廠商共同辦理產品臨床觀摩、產品臨床訓練、產品推廣

訓練、國際商展及國際會議。 

D. 缺點：由於現行法令未對外國醫院來台設立條件之鬆綁，所以無法引

進國外優秀醫療團隊參與。 

(2)核心醫院進駐健康產業園區 

A. 沿用法令：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及相關規定執行。 

B. 以日本「日本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為樣板，配合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規

劃，由外國知名醫療機構與台灣醫療機構合作設立，並吸引國內之醫

療產業進駐設立研發中心或設廠，由外國知名醫療機構及醫療臨床介

入產品的行銷，讓產品更具說服力，更具競爭力，帶動產品國際行銷。 

C. 企業進駐優惠措施則依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相關規定執行。 

D. 由於有外國知名醫院合作，可更大規模辦理產品臨床觀摩、產品臨床

訓練、產品推廣訓練、國際商展及國際會議。 

2. 台日產業的連結緊密，透過實體園區設置，提供更多優惠措施，加上台灣在

觀光醫療上的成長快速、臨床試驗的高品質、產品的製造能力及中國、東南

亞的銷售通路，活用這些優勢，日本企業可在我國進行藥品、醫療器材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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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製造、銷售等，日本的醫療機構可在台灣進行國際醫療，提升品牌認知

度，將我國作為亞洲市場的跳板。 

3. 醫療器材產業若要引起日本投資興趣，可朝下列建議加以考量： 

(1)縮短產品上巿的審核時間。 

(2)在我國指定位置投資，除關稅優惠外，審核時間可依個案酌予快速通關 

(3)運用兩岸醫療協議，將我國作為日本健康產業進軍大陸之跳板，並從中獲

取國家利益。 

4. 日本從事老人照護之機構對來台投資設立長照養護機構具興趣，若政策傾向

將該產業納入我國健康產業發展的一環，必須考量下列事宜： 

(1)相關單位必須將投資規範分門別類說明清楚，製作說帖。 

(2)我國長照養護機構事業是否真的需要外資投入。外資投資設立長照養護機

構之利弊得失應儘速評估。 

(3)我國應正視看護人員的養成教育，此部分可與日本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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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一、說明會招商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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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國際健康產業聚落的推動與創新】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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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企業的台灣國際健康產業園區的活用方法及商機介紹】簡

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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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路加國際病院健檢服務資料 

 PET-CT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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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部健檢(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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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部健檢(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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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檢查(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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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檢查(1週、3日、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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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龜田總和醫院健檢服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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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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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Terumo株式會社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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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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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Olympus株式會社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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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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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神戶醫療產業都市簡介手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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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次招商行程重要交流人員資料 

 東京說明會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鄧 子丹 三菱 UFJリサ

ーチ&コンサル

ティング 

〒105-8501 東京都港区虎ノ門 5-11-2 オランダ

ヒルズ森タワー 

Tel:03-6733-3947(直通) 03-6733-1031(部代表) 

Fax:03-6733-1049 

E-mail:tou-shitan@murc.jp 

URL:http://www.murc.jp 

程 誠 株式会社日本

メディックス 

(營業推進課 

特販部) 

〒271-0065 千業縣松戶市南花島向町 315-1 

Tel:047-368-8637(直) 

Fax:047-330-2661 

攜帶電話:080-9529-6633 

E-mail:chengcheng@nihonmedix.co.jp 

內野俊彥 三菱日聯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企劃部 

亞洲．中國室

長) 

〒103-0027 東京都中央區日本橋 1-7-17 

Tel:03-5205-8593(直通) 03-5205-8581 

Fax:03-3273-5570 

E-mail:toshihiko_uchino@mucap.co.jp 

岡田莉佳

(陳妍如) 

三菱日聯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企劃部 

亞洲．中國室) 

〒103-0027 東京都中央區日本橋 1-7-17 

Tel:03-5205-8593(直通) 03-5205-8581 

Fax:03-3273-5570 

E-mail:rika_okada@mucap.co.jp 

松尾隆次 Kitoku 

Shinryo Co., 

Ltd. 

木德神糧株式

會社 

(企劃開發室 

顧問) 

〒132-0015 東京都江戶川區西瑞江 2-14-6 

Tel:03-5636-1506 

Fax:03-5636-1605 

E-mail:t-matsuo@kitoku-shinryo.co.jp 

http:www.kitoku-shinryo.co.jp 

根來 亮 Kitoku 

Shinryo Co., 

Ltd. 

〒132-0015 東京都江戶川區西瑞江 2-14-6 

Tel:03-5636-1506 

Fax:03-5636-1605 

Tel:03-5205-8593
Tel:03-5205-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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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德神糧株式

會社 

(企劃開發室) 

E-mail:r-negoro@kitoku-shinryo.co.jp 

http:www.kitoku-shinryo.co.jp 

 大阪說明會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齊藤保雄 みなと銀行株

式會社 

(美納都銀行株

式會社) 

(營業企劃部 

亞洲室 室長) 

〒651-0193 神戶市中央區三宮町 2丁目 1番 1號 

Tel:(078)333-3283(直線電話) 

Tel:(078)331-8141(總機) 

Fax:(078)331-7796 

http://www.minatobk.co.jp 

E-mail:intl-china@minatobk.co.jp 

川田大介 シャープマニ

ファクチャリ

ングシステム

株式会社 

(Sharp 

Manufacturing 

Systems 

Corporation) 

(海外市場開

發) 

〒581-8581 大阪府八尾市跡部本町 4丁目 1番 33

号 

Tel:(072)991-2945 

Fax:(072)991-0626 

E-mail:kawata.daisuke@sharp.co.jp 

URL:http://www.sharp.co.jp/sms/ 

Akira 

Yasue 

Japan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受託人) 

2-9-33-201,Fukue,Showa-Ku,Nagoya-shi,Aichi 

466-0059,Japan 

Tel/Fax:+81-52-613-7388 

E-mail:info@medinw.com 

URL:http://www.medinw.com/ 

渡邊溥司 關西華文時報 

(記者) 

〒540-0026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内本町 2-4-16オ

フィスポート内本町 5F 

Tel:06-7654-6496(代) 

Fax:06-7654-6498 

E-mail:info@kansai-chinese.com 

http://www. kansai-chinese.com 

Tel:06-7654-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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桧山明宏 廣島縣政府 

(商工勞動局) 

〒730-8511 廣島縣廣島市中區基町 10-52 

Tel:(082)513-3382 

Fax:(082)223-2136 

E-mail:a-hiyama8174@pref.hiroshima.lg.jp 

平井紀行 パナホーム株

式會社 

松下營造株式

會社 

(總務部長) 

〒560-8540 大阪府豐中市新千里西町 1-1-4 

Tel:06-6834-3149 

Fax:06-6834-7862 

E-mail:n-hirai@nj.panahome.co.jp 

http://www.panahome.jp 

堀內直人 塩野義製藥株

式會社 

(海外事業本部 

次長) 

〒541-0045 大阪市中央区道修町３丁目１番８

号 

Tel:06-6209-6839(直) 

Fax:06-6227-5287 

E-mail:naoto.horiuchi@shionogi.co.jp 

鄭 宇翔 Hakuzo 

Medical 

Corporation 

(貿易課) 

〒540-0025 大阪市中央區得井町 2-4-9 

Tel:06-6809-4319 

Fax:06-6945-0539 

E-:cheng-yu-hsian@hakuzo.co.jp 

URL:http://www.hakuzo.co.jp/ 

藤田法子 大阪商工會議

所 

(國際部 課長) 

〒540-0029 大阪市中央區本町橋 2-8 

Tel:06-6944-6400 

Fax:06-6944-6293 

E-:fujita@osaka.cci.or.jp 

安江 朗 特定非營利活

動法人國際醫

療連攜機構 

(評議員) 

〒466-0059 名古屋市昭和區福江 2-9-33 

Tel/Fax:052-613-7388 

E-mail:info@medinw.com 

URL:http://www.medinw.com/ 

赤木義彥 株式会社 エ

ヴァ 

 (取締役 法人

事業部長) 

〒813-0034 福岡市東區多の津 4丁目 6-1 

Tel:(092)292-0330 

Fax:(092)622-3823 

攜帶:080-4061-9105 

E-mail:akagi@nij.ne.jp 

URL:http://www.evah-care.jp 

Tel:(082)513-3382
Tel:06-6834-3149
Tel:06-6944-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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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路加國際病院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福井次矢 院長 〒104-8560 東京都中央区明石町 9-1 

Tel:03-3541-5151(代表) 

Fax:03-3544-0774 

E-mail:fkts@luke.ac.jp 

URL:http://www.luke.ac.jp 

 龜田綜合醫院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龜田隆明 理事長 〒296-8602 千業縣鴨川市東町 929番地 

Tel:04-7092-2211(代) 

Fax:04-7099-1101 

E-mail:tak@kameda.jp 

 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橋本信夫 理事長 〒565-8565 大阪府吹田市藤白台 5丁目 7番 1号 

Tel:06-6833-5012 

Fax:06-6871-8651 

E-mail:hashimot@hsp.ncvc.go.jp 

寒川賢治 研究所長 〒565-8565 大阪府吹田市藤白台 5丁目 7番 1号 

Tel:06-6833-5012(內線 2501) 

Fax:06-6833-1421 

E-mail:kangawa@ri.ncvc.go.jp 

 先端醫療中心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塩谷安朗 病院管理課 〒650-0047 神戸市中央区港島南町 2-2  

Tel: 078-304-5200  

E-mail: shiotani@fbri.org  

 Terumo株式會社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中尾浩冶 會長 〒163-1450 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 3-20-2 

Tel:03-6742-8778 

Fax:03-6742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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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koji_nakao@terumo.co.jp 

 日本光電工業株式會社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荻野和郎 會長 〒161-8560 東京都新宿区西落合 1丁目 31番 4

号 

Tel: 03-5996-8000 

URL: http://www.nihonkohden.co.jp 

 Olympus株式會社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河野裕宣 全球行銷部部

長 

〒163-0914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 2-3-1 

Tel: 03-3340-2111 

URL: http://www.olympus.co.jp 

 Riei株式會社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椛澤 一 董事長 <本社> 

〒279-0012 千業縣浦安市入船 1-5-2 NBF新埔安

大樓 14F 

Tel:04-7355-8181 

<本部/談心沙龍> 

〒100-0006 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 1-7-1 有樂町

電器大廈南館 2F 

Tel:03-3240-8811 

E-mail:boss@riei.co.jp 

URL:http://www.riei.co.jp/ 

 島津製作所株式會社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鈴木英文 醫用機器工廠

長 

〒604-8511 京都市中京區西ノ京桑原町 1 

Tel:075-823-1079 

Fax:075-811-8185 

E-mail:suzukih@shimadzu.co.jp 

URL:http://www.med.shimadzu.co.jp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 

姓名 任職單位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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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野龍一

郎 

神戶市企劃調

整局 

〒6508570 神戶市中央區加納町 6丁目 5番 1號 

Tel:078-322-6571 

Fax:078-322-6010 

E-mail:ryuichiro_ishino@office.city.kobe.lg

.jp 

URL:http://www.city.kobe.lg.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