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參加「第 65 屆世界衛生組織 

西太平洋區署 (WPRO) 年會」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姓名職稱：謝佩君科長（性別：女） 

             派赴國家：菲律賓（馬尼拉） 

    出國期間：103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8 日 

             報告日期：104 年 1 月 5 日 



 2 

摘要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署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al Office, WPRO) 為世

界衛生組織 6 個區域辦公室其中之一，負責西太平洋地區公共衛生相關事務，區

主任為韓國藉申英秀 (Shin Young-soo) 博士。 

第 65 屆 WPRO 年會於 2014 年 10 月 13 日至 16 日假菲律賓馬尼拉國際會議

中心召開，共計 28 個會員國指派代表出席。席間除了各會員國代表之外，還有包

括西太平洋區署秘書處 (Division of Programme Management)、衛生安全及應急處 

(Division of Health Security and Emergencies)、非傳染病及健康生命歷程處 (Division 

of NCD and Health through the Life-Course) 及保健處 (Division of Health Systems) 的

人員及相關國際組織、觀察員、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等代表參加，與會

人數約 300 餘人。 

本次會議與本署業務相關包括菸草控制、非傳染病、環境健康、暴力與傷害

預防、營養、全民健康照護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及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等項目，並通過包括無菸倡議等8項決議 (resolution) 

及 3 項決定 (decision)。下次年會將於 2015 年 10 月 12 日至 16 日辦理，地點為關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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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署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al Office, WPRO) 為世

界衛生組織 6 個區域辦公室其中之一，負責西太平洋地區公共衛生相關事務，區

主任為韓國藉申英秀 (Shin Young-soo) 博士。第 65 屆 WPRO 年會於 2014 年 10

月 13 日至 16 日假菲律賓馬尼拉國際會議中心召開，本次會議討論主題為心理健

康、菸草控制、抗生素抗藥性、疫苗、應急與自然災害等，並針對國際衛生條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食物安全、瘧疾、結核病、登革熱、非傳染病、

環境健康、暴力與傷害預防、營養、全民健康照護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及

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等項目提出專案進度報告。與本

署業務相關包括菸草控制、非傳染病、環境健康、暴力與傷害預防、營養、全民

健康照護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及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等項目，本署派員旁聽、觀摩及學習。本次出國目的在於： 

（一）藉由參與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署年會，學習及了解年會議事規則。 

（二）蒐集及記錄西太平洋地區所關切的健康相關議題及相關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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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出國行程摘要（10 月 12–18 日，共 7 日，含例假日 2 日）：  

日期 行程內容摘要 

10 月 12 日 （啓程）桃園國際機場出發，抵達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10 月 13–16

日 
參加 WPRO 年會（菲律賓國際會議中心） 

10 月 17 日 
會議原定 10 月 13–17 日舉行，因會議進行順利，提前於 10 月

16 日結束，本日安排了解當地連鎖速食店及便利商店行程。 

10 月 18 日 （返程）抵達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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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程（原定議程如附件 1）： 

時間 
議程 

（地點：菲律賓國際會議中心 Summit Hall C 和 D 室） 

103 年 10 月 13 日（一） 

上午 開幕典禮（Reception Hall） 

下午 

1. WPRO 第 65 屆主席、副主席、書記選舉 

2. WPRO 第 64 屆主席致詞 

3. 宣讀總幹事發言稿 

4. 區主任工作報告（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5. 西太平洋地區因應伊波拉病毒專案報告 

103 年 10 月 14 日（二） 

上午 

1. WPRO 第 65 屆主席致詞 

2. 2012–2013 預算執行報告 

3. 2016–2017 預算草案 

4. 無菸倡議：區域行動計畫 2015-2019 

中午 登革熱爆發之因應 

下午 
1. 心理健康 

2. 抗生素抗藥性 

103 年 10 月 15 日（三） 

上午 

1. 免疫擴展方案：西太平洋地區實施全球疫苗行動計畫區域框

架 

2. 緊急情況和災難 

3. 技術方案進度報告 1 

中午 病毒性肝炎 

下午 技術方案進度報告 2 

103 年 10 月 16 日（四） 

上午 

1. 世界衛生大會、執行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工作協調 

2. 人類生殖專案政策與協調委員會會員提名及決定 

3. 熱帶疾病專案聯合協調理事會會員提名及決定 

4. WPRO 第 66 屆舉辦地點及時間決定 

中午 預防融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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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重點 

（一）與會人員 

第 65 屆 WPRO 年會於菲律賓國際會議中心 Summit Hall C 和 D 室 4 樓舉行，與

會人員身分包括： 

1. 會員國 

澳洲、汶萊、柬埔寨、中國（大陸、香港）、庫克群島、斐濟、日本、吉里

巴斯、寮國、馬來西亞、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蒙古、諾魯、

紐西蘭、紐埃、帛琉、巴布亞紐幾內亞、菲律賓、韓國、薩摩亞、新加坡、東

加、吐瓦魯、萬那杜、越南等 26 個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會員國及法國、

美國，共 28 個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代表出席。 

2. 相關國際組織 

國際原子能機構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聯合國人口基金

會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 及世界氣象組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代表出席。 

3. 觀察員 

包括全球疫苗免疫聯盟 (Gavi Alliance)、獨立專家審查小組 (Independent 

Expert Review Group, IERG) 代表、菲律賓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人員等。 

4. 政府間國際組織 

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亞太領導人瘧疾聯盟 (Asia Pacific 

Leaders Malaria Alliance, APLMA) 及太平洋協會秘書處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代表出席。 

5. 非政府組織 

國際消費者組織 (Consumers International)、框架公約聯盟 (Framework 

Convention Alliance, FCA)、國際助殘協會 (Handicap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H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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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保健行動組織 (Health Action International, HAI)、國際防盲機構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the Prevention of Blindness, IAPB)、國際病友組織聯盟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Patients' Organizations, IAPO)、國際癲癇局 (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Epilepsy, IBE)、國際護士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國際糖尿病

聯合會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IDF)、世界醫學生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s, IFMSA)、國際製藥商協會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 Associations, IFPMA)、國際

醫院聯合會 (International Hospital Federation, IHF)、國際痲瘋協會 International 

Leprosy Association, ILA)、世界藥學會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FIP)、國際特殊食品工業會 (International Special Dietary Foods Industries, ISDI)、國

際脊髓協會國立脊柱傷患小組 (International Spinal Cord Society National Spinal 

Injuries Unit, ISCoS-NSIU)、世界女醫師協會 (Medical Wo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WIA)、國際醫療協會 (Medicus Mundi International, MMI)、奧比斯 

(Project ORBIS International, Inc.)、水援助組織 (WaterAid)、世界物理治療聯盟 

(World Confederation for Physical Therapy, WCPT)、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World 

Feder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Societies, WFAS)、世界麻醉師學會聯合會 

(World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Anaesthesiologists, WFSA)、世界肝炎聯盟 (World 

Hepatitis Alliance, WHA)、世界家庭醫師組織 (World Organization of Family doctors, 

WONCA) 及世界自療業聯合會 (World Self-Medication Industry, WSMI) 等代表出

席。 

6. 臺灣代表 

我國衛生福利部以賓客 (public guest) 身分參與，團員包括疾病管制署許玉芬

技正、沈依慧科員及本署謝佩君科長共 3 人，被安排在國際會議中心 Summit Hall 

C 和 D 室 5 樓的旁聽席觀看及旁聽會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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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題 

1. 主席選舉及致詞 

WPRO 第 65 屆年會會議於 10 月 13 日下午 2 點正式開始。首先由上屆主席

薩摩亞衛生部長 Dr. Leao Talalelei Tuitama 主持，選出本屆主席為菲律賓衛生部長

Dr. Enrique T. Ona、副主席為巴布亞紐幾內亞衛生部長 Mr. Michael Malabag、英文

及法文書記分別由日本 Dr. Eiji Hinoshita 及法國 Mr. Mazyar Taheri 擔任。本屆新任

主席採認議程後，因另有要事先行離開，由新任副主席主持當日接下來的議程。

接著上屆主席薩摩亞衛生部長 Dr. Leao Talalelei Tuitama 致詞，之後由總幹事辦公

室執行官 Dr. Ian Smith 代表宣讀總幹事陳馮富珍談話。區主任申英秀針對過去一

年（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進行工作報告，並由西太平洋區衛生

安全及應急處 (Division of Health Security and Emergencies) 主任李愛蘭博士進行西

太平洋地區因應伊波拉病毒的專案報告。 

本屆新任主席 Dr. Enrique T. Ona 於 10 月 14 日上午致詞，首先感謝區域委員

會讓他有機會主持第 65 屆會議，並提到 2013 年 11 月颱風海燕重創菲律賓，感

謝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的持續支持。此次議程議題包括心理健康、菸草控

制、抗生素抗藥性、疫苗、應急與自然災害，並呼籲會員國繼續共同努力面對這

些挑戰以及西太平洋地區所面臨的其他議題。 

本次會議相關文件如附件 2。 

2. 本署相關議題 

無菸倡議：區域行動計畫 2015-2019 

秘書處 (Division of Programme Management) 表示西太平洋地區無菸倡議區域

行動計畫 (The Reg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Tobacco Free Initiativ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是協調和維持菸草控制系統的重要步驟，此行動計畫將加速世界衛生組

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目標

的實現。在西太平洋區過去 20 年來，此行動計畫每 5 年制定一次，而 2014 年即

將結束的現行行動計畫所獲得的成效顯著，已有超過 50%的國家透過立法和實施

各項菸草控制措施，使吸菸率下降 10%以上。新的「西太平洋地區無菸倡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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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 2015–2019 (The Reg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Tobacco Free Initiativ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2015–2019))」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之上，為未來 5 年的行動提供了

一個清晰的路線圖以及相對應的指標。新的行動計畫著重於提高機構的能力、強

化跨部門合作、加強立法措施和確保菸草控制政策的執行。西太平洋地區的死亡

中，非傳染病占了 5 分之 4，而菸草控制對於非傳染病的控制是至關重要的。在

這不斷變化的環境，對於菸草控制需要特別謹慎，包括加強菸草控制的措施，以

及對於菸草業干擾政策制定、開發新產品和利用網路及社交媒體行銷技術等能有

敏捷靈活的反應。隨後澳洲、越南、密克羅尼西亞聯邦、蒙古、新加坡、中國大

陸、汶萊、香港、菲律賓、韓國、馬來西亞、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日本、巴布亞

紐幾內亞和薩摩亞等國相繼發言，陳述自己國家的執行成果。框架公約聯盟亦發

言表達全力支持區域行動計畫 2015-2019。非傳染病及健康生命歷程處 (Division 

of NCD and Health through the Life-Course) 讚揚各會員國對於實施世界衛生組織菸

草控制框架公約的承諾，並感謝各會員國在協商草擬「西太平洋地區無菸倡議區

域行動計畫 2015-2019」過程的熱情參與。接著討論到其他菸草產品，包括嚼菸

和電子菸 (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ENDS)，世界衛生組織將與各會員國

合作，透過各種干預措施和法規來保護公眾健康，避免各式菸草產品的危害，並

且減少菸草非法貿易。西太平洋會員國應共同為創造「2025 年無菸太平洋 

(Tobacco Free Pacific by 2025)」而努力。主席請報告員編寫一份關於無菸草區域行

動計畫 2015-2019 的決議草案。隔日納入澳大利亞及汶萊提出的部份文字修正意

見之後，做成正式決議 (resolution)（附件 3）。 

技術方案進度報告 

秘書處針對技術方案進度報告，內容包括國際衛生條例、食物安全、瘧疾、

結核病、登革熱、非傳染病、環境健康、暴力與傷害預防、營養、全民健康照護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及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與

本署業務相關之報告簡述如下： 

(1) 非傳染病： 

2013 年 WPRO 第 64 屆會議已通過「西太平洋地區預防和控制非傳染病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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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0 (Western Pacific Reg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2014–2020))」。世界衛生組織和衛生部門之間正在制定

多部門的非傳染病計畫，以加強國家層級的非傳染病監測工作。此地區已有 20

個會員國支持並已開始執行「世界衛生組織非傳染病干預工具包 (WHO Package 

of Essential NCD Interventions, PEN)」。 

(2) 環境健康： 

2005 年 WPRO 會議通過的環境與健康區域論壇決議，過去每 3 年舉辦一次，過

去 10 年來證明在東南亞和東亞國家，環境與健康區域論壇是促進健康和環境部

門合作，以及改進政策和法規框架的有效機制和平台。透過這個論壇，柬埔寨、

寮國、馬來西亞、蒙古、菲律賓已建立起國家環境健康行動計畫 (national 

environ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s, NEHAPs)，並於 2013 年通過「東南亞和東亞國家

環境與健康區域論壇合作框架」(Framework for Cooperation of the Regional Forum on 

Environment and Health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加強國家之間的合

作。 

(3) 暴力與傷害預防： 

暴力與傷害預防議題在本地區非常重要，在 2011 年，西太平洋地區死於暴力和

傷害的人數近百萬人，平均每 32 秒就有 1 人死於暴力和傷害。已與會員國磋商

並制定了有關道路安全、預防兒童傷害及暴力侵害婦女和兒少的新區域行動計

畫，並與廣泛的暴力與傷害預防利害相關單位討論，包括交通、警察、司法、社

會發展、婦女事務及衛生等部門合作。 

(4) 營養： 

2012 年 WPRO 會議通過了擴大本地區營養行動的決議。目前已起草「西太平洋

地區降低營養失衡的雙重負擔行動計畫 2015–2020 (Action Plan to Reduce the 

Double Burden of Malnutri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2015–2020))」，研議促進營養的

相關法規，包括標示、對兒童的行銷以及肥胖防治，並督促會員國使用此行動計

畫來進行國內相關政策規劃及制定。 

(5) 全民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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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指出各會員國在全民健康照護的進展，以及近年來各會員國採取的重要行

動，包括健保法的修訂和設立特別基金等，以推動健康的公平性及促進人權。各

會員國須把握公平、有效和永續的原則。全民健康照護亦列為 2015 年後 (post-

2015) 的重要議題。  

(6) 千禧年發展目標： 

距離 2015 年實現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最後期限即將到來，雖然整體而言西太平洋

地區在與健康有關之千禧年發展目標有良好的進展，但仍必須加緊努力提高健康

服務的可獲得性及可近性，以減少健康不平等。 

隨後香港、澳洲、寮國、新加坡、紐西蘭、日本、越南、中國大陸、韓國、

菲律賓、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法國、馬來西亞和庫克群島等國相繼發言，陳述自

己國家技術計畫進度成果。非傳染病及健康生命歷程處回應表示肯定各會員國在

打擊非傳染病的努力，以及會員國間彼此經驗分享非傳染病和健康促進基礎建設

的創新。感謝各會員國積極參與「西太平洋地區降低營養失衡的雙重負擔行動計

畫 2015–2020」的起草，並提到營養議題必須與農業部門勾稽的重要性。世界衛

生組織亦將與會員國密切合作，發展防止傷害的區域行動計畫。區辦公室正致力

於菸草稅收、食品標示及減鹽的立法工作，並強調非傳染病監測和癌症登記的重

要性。會員國關注的環境健康議題，包括乾淨用水的取得和衛生問題、氣候變遷

以及國家健康與環境行動計畫。至於尚未達成的千禧年發展目標，包括保障婦女

及孩童的健康方面，需要在 2015 年之後持續進行相關工作，並強調解決貧困對

於健康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保健處 (Division of Health Systems) 肯定各會員國在

千禧年發展目標的顯著進展，並指出需要解決國家內部不同地理區域和不同收入

群體的差距。全民健康照護所考量的不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服務的傳遞，並

強調改善服務傳遞品質和效率基礎制度的重要性，全民健康照護工作需要整個政

府和全體社會的共同努力。 

3. 結論 

本次 WPRO 第 65 屆年會原訂於 10 月 13 日至 17 日舉行，由於議程進行順

利，提前於 10 月 16 日完成。本次會議共通過有關 2016–2017 預算草案、無菸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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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心理健康、抗生素抗藥性、免疫擴展方案、緊急情況和災難、第 66 屆區域

委員會時間地點和感謝 8 項決議，以及有關 2012–2013 預算執行報告、人類生

殖專案政策與協調委員會和熱帶疾病專案聯合協調理事會 3 項決定 (decision)

（附件 3）。 

與本署業務相關之決議 2 無菸倡議中，區域委員會重申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

制框架公約是遏止菸草流行的總體框架；確認透過實施以往區域行動計畫的進

展，並認識到有必要加強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加速實施，以因應非

傳染病的流行；關注菸草使用及二手菸暴露引起的疾病所造成的負擔；婦女和女

孩使用菸草以及無菸菸草產品和電子菸增加的警示： 

認可西太平洋地區無菸倡議區域行動計畫 2015–2019； 

敦促會員國： 

（1）使用的區域行動計畫作為制定和實施國家菸草控制行動計畫的指南； 

（2）確保菸草控制的永續能力； 

（3）繼續制定法律文書和執行政策以符合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的規

定，包括採取防止菸草業干擾的措施； 

（4）聯合社會上不同部門進行菸草控制； 

請區主任： 

（1）向實施區域行動計畫的會員國提供技術支援； 

（2）促進貿易及其他支持菸草控制政策部門的合作以因應非傳染病的流行； 

（3）於 2017 年區域委員會上報告西太平洋地區無菸倡議區域行動計畫 2015–

2019 的實施進展情況。 

決議 7 通過第 66 屆區域委員會將於 2015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6 日於關島

舉行。決定 2 係有關人類生殖專案政策與協調委員會，西太平洋地區代表包括 3

個會員國越南、寮國及汶萊，其中越南將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任期屆滿，接下

來決定選出韓國擔任代表，3 年任期從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止。 

 



 14 

四、心得與建議 

（一）與會人員菲律賓政府非常重視第 65 屆 WPRO 年會與會人士的安全，所有人

進入菲律賓國際會議中心大門時，隨身行李必須進行掃描，與會人士必須通過安檢

門方能進入。開幕典禮於國際會議中心內 Reception Hall 舉行，必須再度進行一次安

檢，且隨身行李必須被開啟檢查，所有進入會場的相機皆被貼上橘色檢查標籤加以

管制。而後因我國係賓客身分，依規定無法進入參加開幕典禮，被工作人員帶領至

Summit Hall 觀看視訊，但視訊一直未能接通，而錯過觀看開幕典禮的情況。 

（二）年會正式議程於國際會議中心 Summit Hall C 和 D 室 4 樓舉行，而我國被安

排在國際會議中心 Summit Hall C 和 D 室 5 樓的旁聽席觀看及旁聽會議進行，較往

年安排視聽室觀看視訊即時轉播的方式，已有很大進展。現場安全人員眾多，與會

人士依不同身分別，而配戴不同顏色的識別證及頸帶以便安全人員快速區別，橘色

為會員國主要代表、綠色為會員國一般代表、黃色為相關國際組織代表、粉紅色為

非政府組織代表、紫色為賓客、紅色為媒體、藍色為工作人員。安全人員負責管

制，所有配戴紫色識別證及頸帶的人員皆無法進入 4 樓的正式議程會場。我國人員

因賓客身分配戴紫色識別證及頸帶，與會過程中雖受限許多，但仍遵守大會規定並

尊重大會安排。建議日後仍應持續積極爭取與會機會，透過參與 WPRO 會議，即

時了解西太平洋地區各項公共衛生議題及各國相關進展。 

（三）世界醫學生聯合會係以正式非政府組織名義參加 WPRO 年會，而台灣醫學

生聯合會每年皆積極爭取代表參加，今年台灣代表團團員包括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學

生吳東諺及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學生葉衡，透過 2 位同學的協助，即時取得許多會

議資料包括會議紀錄、決議、決定及相關出版品。建議多與台灣醫學生聯合會或其

他固定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會議之非政府組織建立友好聯繫管道，可提供我國政

府參與相關國際會議時之實質幫助。 

（四）各會員國代表團大多由衛生部長或副部長擔任團長，整場會議行禮如儀，各

會員國發言大多為感謝或稱許，或背書各項決議文，或說明各自國家所面臨之困

境，或宣傳其相關執行成果。從各會員國的發言可看出各國對特定議題的重視，其

中澳洲、中國、日本、韓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及菲律賓在每一議題皆踴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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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其積極參與態度。會場硬體設施方面，除螢幕投影顯示各會員國代表的發言順

序之外，正在發言者麥克風亮紅燈，下一位即將發言者麥克風閃綠燈，而其他等待

發言者麥克風亮綠燈，讓與會者一目了然，有助維持發言秩序及會議進行。 

（五）本次 WPRO 年會適逢伊波拉疫情在西非爆發，雖未於西太平洋地區發現任

何伊波拉案例，大會仍於原定議程之外，臨時安排衛生安全及應急處主任李愛蘭博

士進行西太平洋地區因應伊波拉病毒的專案報告，除了充分展現大會對疫情的重視

及不拘泥於議程的彈性之外，亦指引各會員國相關因應對策，以及避免疫情造成不

必要的恐慌。 

（六）我國雖非 WPRO 會員國，亦非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之締約方，

但對於菸草控制之國際發展一直保持高度的關注與投入，建議將新的「西太平洋地

區無菸倡議區域行動計畫 2015–2019」納入相關政策規劃及制定之參考，共同為創

造「2025 年無菸太平洋」而努力。而技術方案進度報告中提及有關慢性病、營養等

相關的工具包或行動計畫等，建議考量本國國情適度調整後進行相關政策研擬之參

考。 

（七）2013 年 11 月颱風海燕重創菲律賓之後，菲律賓政府能迅速重建並於 2014 年

負責主辦第 65 屆 WPRO 年會，不論會議場地、住宿、交通接送、會後貼心提供國

際包裹寄送會議資料服務等安排，皆令會員國代表再三稱許。下屆 WPRO 年會由

知名旅遊勝地關島主辦，開始即以放映關島觀光宣傳影片活絡原先嚴肅的會議氣

氛，並說明會議場地距離海邊不遠，鼓勵各會員國代表穿著花襯衫出席下屆年會，

成功引起各會員國熱烈的迴響。澳洲積極爭取後年於雪梨舉辦年會的機會，並尋求

各會員國的支持。 

（八）本次會議原訂於 10月 13日至 17日舉行，由於議程進行順利，提前於 10月

16日完成，大會於 10月 17日安排受邀會員國代表之參訪行程，我國之賓客身分

未於受邀之列。鑑於菲律賓馬尼拉連鎖速食店的盛行為當地特色之一，因此實地進

行當地連鎖速食店及便利商店了解，以利國內致胖環境檢視等業務之規劃與推動。

當地連鎖速食店密度非常高，且不論麥當勞、肯德基、溫蒂等西式連鎖速食店或

Jollibee、超群等中式連鎖速食店，皆有販售炸雞；反觀台灣的中式連鎖速食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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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巧福的餐點內容，較不受西式速食之影響。但菲律賓連鎖速食店值得台灣學習

的部分是西式連鎖速食店皆有米飯套餐供應，對於推廣亞洲米食文化之飲食型態有

所助益。至於 7-11、全家及 MINI STOP等連鎖便利商店，除皆有販售即食炸雞之

外，亦販售甜甜圈等高熱量食物，且多直接設置於櫃檯結帳處刺激消費；經查國內

全家超商曾短暫販售過即食炸雞，目前僅 OK超商仍在販售即食炸雞，尚未有甜甜

圈於超商販售。菲律賓超商值得台灣學習的是，部分便利商店除了如同台灣設置蔬

果沙拉販售區之外，另外設置了新鮮完整水果的販售專區，可供國內相關業者及本

署未來業務規劃執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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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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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會議文件 (http://www.wpro.who.int/about/regional_committee/65/documents/en/)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 

WPR/RC65/1 Provisional Agenda 

WPR/RC65/2  Address by and Report of the Regional Director 

WPR/RC65/3  Programme budget 2012–2013: budget performance (final report) 

WPR/RC65/4 Draft proposed programme budget 2016–2017 

WPR/RC65/5 

WPR/RC65/5 Corr. 1 

Mental health 

Mental health (corrigendum) 

WPR/RC65/6 

WPR/RC65/6 Corr. 1 

WPR/RC65/6 Corr. 2 

Tobacco Free Initiative: Regional Action Plan (2015–2019) 

Tobacco free initiative: Regional Action Plan 2015–2019 (corrigendum) 

Tobacco free initiative: Regional Action Plan 2015–2019 (corrigendum) 

WPR/RC65/7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WPR/RC65/8 

 

WPR/RC65/8 Corr. 1 

Expanded Programme on Immunization: Regional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Vaccine Action Pla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2013–2020) 

Expanded Programme on Immunization: Regional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Vaccine Action Pla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2013–2020) (corrigendum) 

WPR/RC65/9 

WPR/RC65/9 Corr. 1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corrigendum) 

WPR/RC65/10 

WPR/RC65/10 Corr. 1 

Progress reports on technical programmes 

Progress reports on technical programmes (corrigendum) 

WPR/RC65/11 Coordination of the work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the Executive 

Board and the Regional Committee 

WPR/RC65/12 

 

WPR/RC65/12 Corr. 1 

Special Programme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raining in 

Human Reproduction: Membership of the Policy and Coordination Committee 

Special Programme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raining in 

Human Reproduction: Membership of the Policy and Coordination Committee 

WPR/RC65/13 Special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 

Membership of the Joint Coordinating Board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7C3A1224-F4E4-4F14-846B-9C0A5417329B/0/RC5801Item05_agenda.pdf
http://www.wpro.who.int/rcm/en/rc58/documents/report_2007.htm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C0DEFD39-2965-47A9-AB75-EDDD574D721F/0/RC5803Item09_Interim.pdf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43E14CAF-D513-48DD-B782-769B0F2A566D/0/RC5803Item09_InterimCorr1.pdf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61CAA885-37B7-43BF-88D5-AC28F4CFF596/0/RC5804Item10_MTSP.pdf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149403D5-105B-4DBC-AA8A-A91049EDEE14/0/RC5805Item11_0MDG.pdf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7904DEC3-12C2-4E2A-BBD8-2FE80EF2DAFC/0/Item11_1CHD.pdf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BBC0E563-7AAD-4F90-9431-27B59E4A345C/0/Item11_2HIV_TB.pdf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D43A1261-EFF4-49CD-8BC6-A20FC8E24E3B/0/Item11_3Healthsystemsstrengthening.pdf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C42E13F1-93E5-4505-BA17-D345A88B3D79/0/Item12_APSED.pdf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6D1C5C4A-7586-48A6-8F25-D86E10AD5A6D/0/RC5810Item13_Publichealthinnovation.pdf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09380B60-E658-497A-A115-AC2CCE59357E/0/RC5811Item14_PCCI.pdf
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215BE290-DCEE-4B5A-899D-EBCD67E78EEA/0/Item15_Followuprepor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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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議決議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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