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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報告名稱：104 年度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布局規劃韓國訪問團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出 國 人：王宗曦司長、張禹斌科長、郭威中技正 

出國類別：考察 

出國期間：104 年 8 月 23 日至 104 年 8 月 27 日 

出國地區：韓國 

報告日期：104 年 11 月 22 日 

 

 

內容摘要： 

 本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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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並進一步帶動臺灣醫療

服務高附加價值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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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醫療機構與醫療相關產業業者來臺並與臺灣醫療機構或健康產業業者進行合

作人才交流、技術、投資或通路等合作契機。 

 今年 8 月 23 日至 27 日規劃前往韓國首爾市(Seoul)，衛生福利部由醫事司王宗

曦司長率團，張禹斌科長及郭威中技正出席，透過考察韓國健康產業發展現況，

從韓國發展經驗作為國際健康產業布局規劃方向的參考，另外也透過參訪相關醫

院及業者，藉以發掘與進一步和台灣醫院、業者合作的可能性。 

 本考察實際參訪 6 家醫院、4 家健康產業企業。針對醫院參訪交流重點除瞭解

韓國現行醫療服務制度及經營現況外，也針對各家醫院推動國際醫療服務成功之

經驗與面臨課題進行交流。此外，韓國與臺灣同樣面臨高齡人口成長快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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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業結構面同樣以 ICT 產業發展為名，在智慧醫療應用方面議題亦為本次參

訪之重點所在。 

針對韓國健康產業業者，本次參訪對像包含醫療器材 2 家、製藥業者 2 家。主

要交流資訊包含該企業發展現況、產品優勢與未來國際合作布局規劃等議題外，

透過親自拜訪與洽談更直接深入瞭解該健康業者於台灣產業合作需求與期待，以

達成促進國外醫療相關業者與台灣健康產業業者合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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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緣起 

 因應亞太區域經貿加速整合之挑戰，創造我國經濟成長及產業轉型之新動

能，配合國家發展政策之推動方向，健康產業已成為台灣政府未來重點發展

的產業之一。為協助國內健康產業得具備與國際競爭之產業基礎，與其他國

家間之合作及合作模式之建立將是重要關鍵。 

本次係衛生福利部為配合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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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韓國有 79 家本土藥廠，藥廠並設有 86 座實驗室，生物科技 600 家。

上市的藥廠及生技公司計有 110 家。而市值超過 4 億美元的上市藥廠及生技

公司，有 37 家。其中市值最大的是生物相似性研發製造的 Celltrion。韓國

政府的目標是於 2020 年前扶植 12 家具備國際競爭力的藥廠，開發 10 種新

藥，且全球的藥物出口市佔率從 2011 年的 0.2%，於 2020 年成為 5.4%。在

此宏觀生技製藥發展政策目標下，韓國國內生技製藥業現況研發狀況與未來

發展佈局，可預期將是我國未來在發展生技製藥上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之一，

故於現階段藉參訪了解其產品研發與布局策略，對於我國未來在因應策略之

研擬上，將具有很大的意義。 

 另外，在醫療器材產業上，根據韓國科學技術企劃評價院(Korea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KISTEP)的分析資料顯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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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3 年，韓國醫療器材出口額年平均成長率為 18.6%，且出口額對整

體醫療器材產值的比重由 2009 年的 47.1%上到 2013 年的 61.1%，特別是對

中東、亞洲與中南美洲的新興市場等，都有非常顯著的出口成長。其中主要

出口產品依序「放射線影像診療器具(36.7%)」、「醫療品(16.2%)」及「家

庭用治療器具(9.2%)」。為而促成該產業出口大幅成長的要素，除了世界的

高齡化趨勢以及新興市場的經濟成長外，韓國政府所推出的「醫療器材產業

扶植方案」與「醫療器材產業中長期發展計畫」，以及透過預算重點支持中

小企業與大學進行影像診斷醫療器材研究之政策亦為重要影響要素之一。因

此，韓國在醫療器材產業上的研發投入與產出的狀況，以及未來相關產業鏈

發展上之合作需求，亦相當值得我國加以研究與了解。 

二、 參訪重點摘要 

 本次韓國參訪團總共參訪 10 處不同之健康產業業者，其中醫療服務業者

部份共參訪六家醫療相關機構，分別為一家公立醫院及五家私立醫院；在生

技製藥與醫療器材業者參訪方面，共參訪二家生技製藥業者及二家醫療器材

業者。  

三、 目的 

（一）了解韓國醫院、製藥與醫療器材廠商對於投資台灣之興趣、以及找尋

台灣本土合作伙伴時包含資金、技術能力…等之評估條件。 

（二）了解韓國醫院、製藥與醫療器材廠商目前經營海外市場之現況及與海

外廠商之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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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了解韓國推廣國際醫療服務業之發展策略及現況，作為未來台灣醫院

推展國際醫療之借鏡。 

（四）了解韓國醫院研發及應用智慧醫療之現況，並評估其系統可導入或與

台灣醫院合作開發之可能性。 

貳、 行程表 
 下表為本次整體行程概要。 

表 1 韓國參訪團整體行程概要 

天數／日期 行程概要 

第一天 

8 月 23 日 
出國：台灣→韓國首爾 

第二天 

8 月 24 日 

上午：參訪峨山醫院 

下午：參訪 BK 整形醫院 

第三天 

8 月 25 日 

上午：參訪國立首爾大學盆唐醫院 

下午：參訪 Soyagreentec、Korea Pharma 

第四天 

8 月 26 日 

上午：參訪首爾聖瑪琍醫院 

下午：參訪三星醫學中心 

第五天 

8 月 27 日 

上午：參訪第一醫院 

中午：參訪 Raphabio 

下午：參訪 Celltrion、返國 

 

參、 內容說明 

一、 參訪機構及參訪流程說明 

 參訪機構共有 6 家醫院、4 家企業，機構名稱詳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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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參訪機構名單彙整 

 

 參訪活動執行重點於瞭解該參訪對象的發展狀況及對台灣國際健康產業

國際合作交流的意向。首先由訪問對象的簡報說明業務內容及海外或台灣事

業拓展現況，衛生福利部接著介紹台灣國際健康產業的發展概況及產業合作

模式，透過直接意見交流方式瞭解韓國潛在投資者對於海外事業拓展模式，

進一步作為未來台灣國際健康產業布局規劃的借鏡。 

表 3 參訪行程執行方式 

當日流程 

1.雙方介紹及交換名片 

2.韓國參訪對象簡介業務內容 

3.衛生福利部說明台灣健康產業規劃布局 

4.雙方針對與台灣健康產業合作可能性進行意見交流 

5.贈送禮品及紀念照片拍攝 

6.企業/機構參訪 

 

   

醫院 企業 

峨山醫學中心 

ASAN Medical Center 

三星醫學中心 

Samsung Medical Center 
Soyagreentec 

BK 整形醫院 

BK Plastic Surgery 

Hospital 

Cheil General Hospital Korea Pharma 

首爾國立大學盆唐醫院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Bundang Hospital 

 RaphaBio 

首爾聖瑪琍醫院 

Seoul St. Mary Hospital 
 Cellt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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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療機構參訪 

 本次韓國參訪共拜訪六家醫院，依據參訪時間順序分別為峨山醫學中心

(ASAN Medical Center)、BK 整形醫院(BK Plastic Surgery Hospital)及首爾國

立大學盆唐醫院(S.N.U.H. Bundang Hospital)、首爾聖瑪琍醫院(The Catholic 

of Korea Seoul St. Mary’s Hospital)、三星醫學中心(Samsung Medical Center)

及第一醫院(Cheil General Hospital)。以下就六間醫院之背景與參訪結果要點

分別進行介紹。 

(一) 峨山醫學中心 

1.背景概要 

  於 1989 年由現代集團設立，目前由峨山財團負責營運，韓國國內規模最

大的醫院，從 2006 年到 2012 年，峨山醫院連續六年被授予韓國最受尊敬的

醫療機構。地點坐落在位於首爾江南地區，整個醫學中心主要由西樓、東樓、

新樓、峨山生命科學研究所、峨山教育研究中心及宿舍區等五棟大樓所組成，

樓地板面積為 421,217 平方米。 

 

圖 1  ASAN Medical center 外觀與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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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山醫學中心目前共有 2,700張病床(包含 ICU病床數有 203床)。根據 2013

年統計，日平均門診人數為 11,027 人、住院患者數為 2,494 人、手術例數為

231 件。2014 年統計，醫學中心總計共有 7,567 位員工，包含醫生 1,650 人、

護士 3,369 人、2,548 人。作為以韓國第一之醫學中心，院區內每天流動人口

即達 5~6 萬人，衍生之每日交通需求量達 8,000 台計程車及 12,000 台私人汽

車。 

 峨山醫學中心醫療專業服務主要來自於首爾峨山醫院兒童醫院、首爾峨山

醫院心臟醫院及峨山癌症中心 3 個專科醫院，消化系統疾病中心、峨山糖尿

病中心、健康篩檢及促進中心等 42 個專科中心及 49 個臨床科室所來提供。

目前韓國醫院的疾病診療病例數中，前 30 名的疾病中有 15 個疾病的病例數

的第一都是峨山醫學中心，其中特別是在癌症疾病中，韓國好發的前十大癌

症中的九個疾病都是在峨山醫學中心接受治療，可以看出峨山醫學中心的診

療量及在韓國的醫院地位。 

 在這之中峨山醫學中心以「心臟疾病」及「器官移植手術」為其兩個優勢

領域，每年進行約 1,500 個狹心症的支架置入手術、700 多個案例器官移植

手術。近年也力推達文西機器人手術，韓國國內僅有兩家醫院設有達文西機

器手臂手術訓練中心，其中一家為峨山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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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歷年肝移植案例統計 

 峨山醫學中心設立至今尚未超過 20 年，為了能夠急起直追相當積極與海

外進行合作，其中又以與哈佛大學的合作最為密切，當初與哈佛大學的合作

中多是峨山醫學中心的醫師前往美國接受受訓，現在也有不少哈佛大學的醫

生前往韓國接受訓練。 

 峨山醫學中心的設備也相當齊備，除有前述提到的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訓

練中心外，CT、MRI 及 PET 設備也都相當齊全。相關設備統計資料如下： 

表 4 峨山醫學中心設備統計 

CT 16 True Beam 1 

MRI 12 CyberKnife 1 

血管成像系統 16 Gamma Kinfe 16 

PET-CT 5 達文西機械臂 3 

直線加速器 9   

 

 醫院亦有導入電子資訊系統，PACS、電子病歷系統相當完備。醫療設備

使用管理系統、病床使用管理系統、病人看診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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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醫院設備完善外，另擁有峨山醫學生命科學研究所、臨床研究中心，積

極推動醫學技術研發。 

2.參訪概要 

  本次參訪峨山醫院，是由 Dr. Kim Young Tak 負責接待。Dr. Kim 為峨山

醫院一般婦科與婦產科部門之總監，同時亦兼任國際醫療部門總監，專職院

內國際醫療之推廣。 

  峨山醫院為韓國癌症手術首選醫院，其首創之多科癌症會診諮詢服務(單

一病患 由五科室專家共同提供諮詢)，將術後存活率提高 30%~40%，優異

治療成果使韓國政府考慮將該方式納入健保給付。同時其亦是韓國國內器官

移植之中心，且因其各式器官移植技術與人才之集中，使該院器官移植技術

得與歐美並駕齊驅，實質上有助於整體外科技術之提升。在健檢服務上，峨

山醫院追求高規格健檢服務之提供，且與一般健檢醫院在檢後報告時僅會要

求受檢者進行追蹤檢查之方式不同，峨山醫院會直接給予受檢者確實之治療

計畫。 

  該院除提供醫療服務外，其院區內即設有研發中心，專職醫材技術研發，

而在其整合集團機器工業技術與醫療技術下，諸如達文西機器手臂、PACS、

EMR、醫院管理監控系統等精密醫療器材皆已成功自行研發製造。此外，院

內中央管理系統精良，在資源管控部分，系統每 5 分鐘即更新院內各處室使

用情形並記錄，協助院方了解如何進行最適人力配置；另外在病床管理上，

各科別之病床使用狀況皆已視覺化，院方可隨時掌控院內的空床狀況。另其

健檢中心之受檢者動向皆由系統追蹤，讓受檢者明確知道受檢路徑與等待時

間，院方可因此節省導引人力，受檢者也可有效掌握受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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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醫院行政管理方面，為管控院內人數，峨山醫院限制每員病患僅限一名

家屬可前往病房探視。而為滿足其他無法前往探病之家屬需求，醫院內地下

一層引入各式餐廳與商店吸引外來客人(每日流動人口達 5~6 萬)，最大化醫

院內坪效。而為提高對病人的服務品質，院方對於醫生採額外獎勵機制，如

此除保障醫師薪資外，亦使醫師更有服務病患之熱忱。再者，為徹底落實轉

診制度，若未有診所轉診單即要求至峨山醫院接受治療者，健保將不給予給

付。另外，在峨山醫院留有資料之病患，峨山醫院可提供合作之轉診診所全

部該患者之醫療紀錄及資料供參。 

表 5 ASAN Medical Center 參訪情形 

 

峨山醫院 Director Kim Young Tak (左五)、衛生福利部王司長宗曦(右五) 、

張科長禹斌(左四)與郭技正威中(右二)及台灣野村張總經理正武(右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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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醫院 Kim Young Tak 報告業務內容

並與衛生福利部進行意見交流 

 

衛生福利部王司長宗曦(左)與峨山醫院

Director Kim Young Tak(右)交換禮物 

 

峨山醫院的一面牆由住院治療的兒童

提供畫作所堆砌而成---峨山醫院一隅 

 

峨山醫院的一面牆由住院治療的兒童

提供畫作所堆砌而成 

 

 

峨山醫院中央資源管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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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BK Plastic Surgery Hospital 

1.背景概要 

  BK 整型醫院為韓國三大整型醫院之一，15 層建築物規劃包含接待、諮詢、

治療、手術、恢復、住院、休息等機能，提供來院消費業者一站全套式之美

容服務。2F 設有全國首家 BK 整形博物館，內容除有整型起源及韓國整形發

展歷程之介紹外，亦展示院內整型手術服務所需之器材、手術技術等相關資

訊，提供來訪消費者掌握清楚之訊息。 

 BK 整型醫院由整型外科、麻醉主要手術服務：包含眼睛、鼻子、臉部輪

廓整型、胸部整型、除皺整型、體型整型、脂肪移植，以及其他如抗衰老等

美容服務。醫院服務流程：臨櫃報到→諮詢服務(由院內整型諮詢師提供服

務)→整型溝通(與院長進行整型計畫溝通)→手術安排與執行→術後復原→

後續追蹤與諮詢服務(由院內整型諮詢師提供)。 

  韓國整型醫院之整個醫療團隊包含整行外科、麻醉科、皮膚科、牙科等 20

多名領域專家所組成，整型醫師一般稱為院長，主要來自於韓國各大醫院。

院長須取得專業美容公會之執照方可以在外部執行服務。為提供海外前來諮

詢服務之客戶，院內設有 30 名諮詢服務人員，可提供中文、日文、英文等

語言服務，減少因語言不同之介面問題。 

2.參訪概要 

  本次參訪 BK 整形醫院，是由其中國事業部主管徐小倩小姐負責接待與院

內導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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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 整形醫院與一般整形醫院不同的是，一旦於該院接受整形手術，則該

院即提供終身 整形諮詢服務，甚至若患者仍不滿意整形結果，則該院會再

提供免費之補強手術。同時該院對於術後診療相關程序亦相當完備，提供包

含短時間恢復室、長時間恢復室與可過夜之病房，滿足不同術後恢復期程之

病人需求。 

  藉由本次參訪可發現到，該院在行銷上相當積極，除於院內設置整形博物

館引起遊客之好奇心與注意外，亦會主動安排導覽並提供免費諮詢，不難了

解其得以在競爭激烈之韓國整型市場獲得消費者青睞之原因。此外，該院之

網站亦提供線上諮詢與線上預約服務且對應多種外語，另外醫院從頭到腳所

有部位整形之服務皆有提供，達成消費者可於一地即完成所有整形需求之願

望。如同該種可最大節省消費者時間之服務，毫無疑問已是醫療服務之趨

勢。 

 表 6 BK Plastic Surgery Hospital 參訪情形 

 

BK 整形醫院中國事業部主管徐小倩小姐(右)向衛福部王司長宗曦(左)介紹

院內事業營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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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 整形博物館展示胸部乳房填充物 

 

BK 醫院院內恢復室 

 

BK 醫院外觀 

(三)首爾國立大學盆唐醫院 

1.背景概要 

  首爾國立大學盆唐醫院為首爾國立大學醫院於盆唐區分院，開設於 2003

年，院區基地面積共 120,660 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達 27,703 平方公尺。

院區內主要建築包含第一大樓、第二大樓及動物實驗中心及 DR Center 所組

成。院內設有 Geriatric Center、Digestive Disease Center、Cancer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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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vascular Center、Spine Center、Neuroscience Institute、Respiratory Center，

以及 Joint Disease and Reconstruction Center。 

 

圖 3  首爾大學盆唐醫院配置圖 

 首爾國立大學盆唐醫院總計有 1,375 張一般及專門病床，員工數達 4,353

人，其中包含 719 位醫生、1,376 位護士、64 位藥師、299 位醫療技師。根

據統計，2014 年每天門診人數達 5,117 人、每天手術病例為 151，同年院內

病人住院天數為 7.2 天。醫院設備包含 CT、MRI、PET-CT、Linear Accelerator

等高端醫療器材，相關統計數量如下表所示： 

表 7 首爾大學盆唐醫院設備統計 

CT 7 True Beam 1 

MRI 6 Gamma Kinfe 1 

PET-CT 2 Da Vinci Robot 2 

Linear Accelerator 2 Cyclotr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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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國立大學盆唐醫院為一間全數位化醫院，內設有專職 IT 之部門，底

下 轄 有 System Management 、 EMR Coordination 、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Medical Recording、R&D、Outsourcing 六個次部門。也因此，

院內自行開發之健康資訊管理系統(HIS)-BESTcare 可以直接整合 EMR、

PACS、OCS(CPOE)、PMS&MIS Groupware，透過健康資訊整合平台之概念，

使醫療人員僅需透過單一介面之系統平台，即可登入各項子系統，掌握清楚

之院區資訊。院方可藉由該系統隨時調閱電子病歷，並了解患者就診時間、

等候時間和醫療費用…等資訊。院內有 RFID 系統，除了為醫生們保存住院

病人的資訊外，也可針對各病人於住院期間登錄到一個個性化的娛樂系統。

高度結合資訊科技之應用，使得該醫院獲得 HIMSS Analytics 最高 Stage7 的

認證，亦為全世界第一個最佳數位綜合醫院之殊榮。 

 由於醫院資訊系統應用完整度高，醫院亦透過成立子公司方式使該資訊系

統得以商業化，並藉由資訊系統輸出海外模式為醫院挹注收益。海外輸出實

例包括整體操作管理系統輸出至 Sheikh Khalifa Specialty Hospital(UAE)、輸

出 Medical IT 與操作系統諮詢服務至沙烏地阿拉伯、提供中國 Yan Bi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TCM Hospital Yanji 操作管理諮詢與教育服務。 

2.參訪概要 

  本次參訪首爾國立大學盆唐醫院，是由 Lee Hak Jong 醫師負責接待。Lee

醫師為盆唐醫院的 Medical Device R&D Center 總監，為負責院內多項 IT 系

統開發之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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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國立大學盆唐醫院為除美國國內的醫院外，第一個獲得 HIMSS 

Analytics Stage 7 認證之海外醫院。其全方位之 BESTCare 系統，整合了 EMR、

PACS、OCS、PMS&MIS 四種不同系統，充分實現了智慧醫療系統在醫院管

理上之準確性與效率。而 BESTCare 系統利用雲端資料庫，並整合不同行動

裝置介面，使醫生在家中也可利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直接取得病患包含生理

數據、檢測結果…等各項病歷紀錄，即使人不在醫院也能即時對病患提出治

療方法。惟目前受到韓國當地法令限制，醫師仍只能由遠端裝置，透過在診

療現場之其他醫師對病患進行治療，而不能直接對非醫療人員(如病人)進行

診療指示，但目前韓國政府正致力於該法令之放寬，以實現完全的遠端醫療。

此外，盆唐醫院已取得由政府主導，為期 5 年，總價約 4,000 萬台幣之醫療

雲端平台建置計畫，而該計畫之資金來源包含韓國的經濟部與衛福部，Lee 

Hak Jong 醫師亦為該計畫執行小組成員之一。 

  為能有效促進醫療人力以及資源能被更有效地配置利用，目前盆唐醫院正

積極試著將 BESTCare 亦導入二級、或三級醫院內。而目前韓國政府亦正針

對病患資訊管理與分享積極修法，以達成醫療雲端系統之最大效用。在結合

ICT 裝置與病房方面，SNUBH 病房內配置有 LCD 螢幕，透過螢幕住院病患

可隨時確認今日所有之手術或檢測行程，以及醫生之巡房時間等必要資訊。

此外，亦可透過該裝置進行上網、看電視、點餐…等個人娛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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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首爾國立大學盆唐醫院參訪情形 

 

盆唐醫院 Medical Device R&D Center 總監 Lee Hak Jong (左三)、衛生福利部王司長

宗曦(右二) 、張科長禹斌(右一)與郭技正威中(左一)合影 

 

盆唐醫院報告業務內容 

 

盆唐醫院與衛生福利部王司長宗曦

(中) 、張科長禹斌(右一)進行意見交流 

 

衛福部王司長宗曦(右)與 Lee Hak Jong

醫師交換禮物 



26 

 

 

盆唐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盆唐醫院住院病床利用雲端資料庫直

接取得病患包含生理數據、檢測結果…

等各項病歷紀錄 

 

 (四)首爾聖瑪琍醫院 

1.背景概要 

為基督教中央醫療院集團於 2009 年新設立的醫院，為地上 22 層、地下 6

樓的高樓醫院，病床數為 1,335 床，為全韓國最大單一院區之醫院，院內含

41 個診療科別，另有 7 家分院分布全韓國與及一間於 LA 之辦公室。基督教

中央醫療院集團為韓國國內知名的醫療集團，目前在韓國營運8家醫院。1936

年設立了第一間基督教聖母醫院，並於 1954 年設立醫學系，為韓國具有規

模及歷史性的醫療集團，亦為少數舉得 JCI 認證之醫院。 

 

圖 4  韓國聖瑪琍醫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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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瑪莉醫院中設備也相當完善，CT、MRI、PET、電腦刀、螺旋斷層放療

(Tomo Therapy)、達文西手臂，可提供先進醫療服務。 

 該院創下許多「韓國第一」的紀錄，如 1969 年首例腎臟移植、1993 年首

例肝臟移植等手術，2002 年世界首例非清髓性幹細胞移植後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 After Non-Myeloablative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BMT 中心(骨髓移植)為該醫院最大的特色，1983 年進行了韓國國內首例

同種造血幹細胞移植手術，而後陸續有首例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臍帶血移

植、血親 HLA 抗原不一致的造血幹細胞移植、非血親造血幹細胞移植、低

容量前處置移植等，引領韓國造血幹細胞移植技術的發展。該中心為全球唯

一的白血病及各種血液疾病診療的機構，目前與日本、台灣、美國、德國及

中國大陸的骨隨銀行建立網路，成為國際化的造血幹細胞移植中心之一。 

2.參訪概要 

  本次參訪聖瑪莉醫院，該院院長 Seung Ki Bae 親自主持與我方之意見交流

會議，並指派該院國際醫療中心王盛民醫師負責該院 IT 系統介紹與院內導

覽事宜。 

  藉由本次的參訪我方了解到，首爾聖瑪琍醫院在國際醫療之推行上，不僅

布局亞洲，與中國吉林大學共同成立美容中心；亦放眼中東市場，除與 UAE

及阿布達比當地業者合作設置體檢中心外，並與該些國家政府簽訂合約，提

供當地醫生來首爾聖瑪琍醫院接受訓練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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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院為使集團服務管理朝企業化經營方向前進，院內 Index 管理系統，充

分紀錄院內包含病患臨床數據等各項數據資料並定期繪製為報表，不僅可讓

醫院不同部門間可掌握其他部門狀況，暢通院內橫向連結，更可讓使院方管

理階層得每年根據紀錄 擬定事業計畫，並利用紀錄數據找出表現優異之部

門並給予獎勵。 

 院方自行研發之 QPS Program 主要用於病患之安全管理，內含 19 項 item

與 137 項政策。面對諸如院內發生傳染性疾病等狀況時，在針對各項評鑑指

標給予評分後，系統即能衡量出狀況緊急程度並給予對應該狀況之政策建

議。 

 對方對於未來與台灣在醫療服務業之合作上具備高度興趣，可評估將其醫

院管理 know-how 對台灣進行輸出時，對方表示願意了解更多的相關細節。 

表 9 韓國聖瑪琍醫院參訪情形 

 

聖瑪琍醫院於醫院大廳懸掛歡迎衛生福利蒞臨布條 

王司長宗曦(右二)、張科長禹斌(左二)與郭技正威中(右一)於聖瑪琍醫院大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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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瑪琍醫院 Seung Ki Bae 院長(前排左三)、衛生福利部王司長宗曦(前排右二)及

張科長禹斌(前排右一)合影 

 

聖瑪琍醫院 Seung Ki Bae 院長(左二) 與衛生福利部王司長宗曦(右二)進行意見

交流 

 

聖瑪琍醫院國際醫療中心王盛民醫師
介紹醫院 IT 系統特色 

 

王司長宗曦(右)與聖瑪琍醫院 Seung Ki 
Bae 院長(左)交換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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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瑪琍醫院一隅 

 

聖瑪琍醫院病房一隅 

 

聖瑪琍醫院為穆斯林病人設立祈禱室 

 

聖瑪琍醫院為穆斯林病人設立祈禱室 

 

(五)三星醫學中心 

1.背景概要 

  三星醫學中心創立於 1994 年，為三星集團所創立之醫院。三星醫療中心

主建物包含 1306 個病床、40 個門診科目、10 個特性化中心及 120 個特殊門

診內含 40 診療科及 8 個特色化中心。院內員工共有 6,500 名，其中醫師有

1,200 多名，護士 2,300 多名，總員工數超過 7,400 人，為韓國第三級綜合專

業醫院。於 2008 年 1 月成立三星癌症中心擁有 655 個病床，為全亞洲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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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專科治療中心，該中心設有基因研究機構，具備對癌症病患的基因變異

和基因表達模式進行識別和特性描述之基因組分析能力。 

 

圖 5  三星醫學中心外觀 

2.參訪概要 

  本次參訪三星醫學中心，由國際醫療中心 Yeup Yoon 教授親自主持與我方

之意見交流會議，該教授為三星醫學中心之 Office of R&BD 總監。另會後 

Young A. Shin 醫師特別專門向我方說明目前三星醫學中心導入智慧醫療系

統之應用情形，並於會議後由 Cho Yongkun 先生帶領我方進行院內參訪。 

三星醫學中心為提供癌症病人更完善服務，於 2015 年甫設置完成質子治

療儀，運作前預計尚需兩個月進行相關標準作業流程之訓練，目前已透過設

備提供廠商所提供之實驗數據取得 KFDA 許可，預計於 2015 年 11 月開始提

供服務。根據側面瞭解，未來質子治療療程費用定價一個療程約 40 萬美金、

20 次治療服務，平均每次治療費用高達 2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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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醫療部分，該院目前提供國際醫療服務病人數每年約 1 萬人，利用

國際醫療對象主要來自於中東、俄羅斯及部份來自日本。健檢服務於韓國與

臺灣一樣，屬於自費服務。外國人健檢服務依服務內容分為基本、綜合、管

理、癌症管理與高級等不同類型，費用從 80 萬韓元至 600 萬韓元。 

  在智慧醫療系統的建置與導入上，三星醫學中心於MIS系統上設有SMIS、

PACS、EMS、臨床病理自動化系、物流自 動化、智慧預約掛號取處方籤設

備等智慧醫療之應用，藉由結合三星集團研發科技 與智慧手機應用，院內

醫生可透過 Doctor smart 手機應用程式與院內 MIS 系統進行連結，並利用

Doctor smart 提供病理治療之指示，隨時掌握病人健康狀況。 

 在本次參訪交流中，我方了解到三星醫學中心對於與台灣國際醫療服務對

象以中國為主具有高度之興趣，由於雙方國際醫療服務對象具高度之互補性，

相當期待雙方未來可以於此方面有進一步交流。 

表 10 三星醫學中心參訪情形 

 

三星醫學中心於醫院大廳看板顯示歡迎衛生福利部王司長宗曦訪問 

三星醫學中心 Cho Yongkun 先生(左四)、衛生福利部王司長宗曦(右五)及張科長禹

斌(右四) 於醫院大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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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醫學中心國際醫療中心 Yeup Yoon 教授(右二)與衛生福利部進行意見交流 

 

三星醫學中心 Young A. Shin 醫師(中)
向王司長宗曦(右)說明「Dr. Smart」系
統之實際應用狀況 

 

衛福部王司長宗曦(右)贈送禮物予三星
醫學中心由 Young A. Shin 醫師代表接
受 

 

三星醫學中心急診室門口 

 

三星醫學中心急診室篩檢中東呼吸道症

候群（MERS）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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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醫學中心院內自助掛號/批價櫃台 

 

三星醫學中心質子治療設備 

 

(六)第一醫院 

1.背景概要 

  第一醫院為韓國首家女性專門醫院，院內全職員工約 1,000 名，其中包含

醫師有 50 名。該院在女性醫學上一直居於韓國領導地位，包含首次韓國國

內成功之試管嬰兒受孕、韓國國內首個婦女腹腔鏡雷射手術之成功案例…等。

另該醫院對於拓展海外患者醫療市場上亦相當積極，又因人工受孕技術與接

生技術精良，每年有超過千名以上之外國患者前來接受不孕症之治療，病人

主要國籍為俄羅斯、蒙古、哈薩克與中國。 

  第一醫院除一般醫療技術外，在高科技醫療技術之研發上亦與時並進。該

院與 SK 電信合作開發包含 Microarray(偵測 DNA 中遺傳因子變異的技術)…

等先端技術。並藉由活用院內女性病患診療紀錄建立資料庫，研發可活用該

資料庫協助臨床診斷之軟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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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Cheil General Hospital 外觀 

2.參訪概要 

  本次參訪第一醫院，由 Tae Kyeong Kim 副院長主持與我方之意見交流會

議，並由 Eung Gi Min 教授帶領我方於會後參觀第一醫院。該教授為第一醫

院婦科及婦產科部門之教授。同時亦為 Dankook University 藥學院總監。 

  第一醫院不只針對門診諮詢、治療、生產及產後照護上提供醫療服務，醫

院本身亦設置有研究中心，聘有 140 名研究人員，專精於婦科疾病治療方法

之研究。該院之所以在患者間受到高度評價，除了院內有優秀醫師團隊外，

根據導覽人員透漏，該院對於最新治療方法的持續研究亦是吸引大量病人前

往就診的原因之一。 

  該院一年約接受 7,000 名的海外病人，人數依國籍別排名依序為俄羅斯、

蒙古、哈薩克及中國。在比例分布上，若俄國為 100，則蒙古為 70、哈薩克

與中國各為 50。其在推廣國際醫療上，雖沒特別針對中國市場進行宣導，但

仍有許多中國患者自行上門求診。而海外病人前來求診的原因，多是因為其

本身國內醫療環境不佳所致，甚至有俄國患者由不孕症治療到生產都於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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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進行。部分海外患者於回國後，仍會以視訊方式持續接受治療。在費用

方面，第一醫院對海外病人所收取不孕症的治療費用約為 800~1000 萬韓元

(約 20~30 萬台幣)、生產費用則平均為 1000 萬韓元(約台幣 30 萬元)，費用

大約為韓國本地患者之 10 倍。又因為該院未取得 JCI 認證，所以海外病人

僅能自己負擔全額費用，無法透過保險給付醫療費用。 

表 11 Cheil General Hospital 參訪情形 

 

第一醫院於醫院門口張貼印有中華民國及韓國國旗之歡迎海報 

王司長宗曦(中)、張科長禹斌(右)與郭技正威中(左)於第一醫院門口合照 

 

第一醫院於會議室懸掛印有中華民國及韓國國旗之歡迎布條 

第一醫院 Tae Kyeong Kim 副院長(左四)、衛生福利部王司長宗曦(右三)及張科長

禹斌(右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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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醫院 Tae Kyeong Kim 副院長(左一)與衛生福利王司長宗曦(右一)進行意見交

流 

 

第一醫院院內病人超音波照片自動取

得機 

 

第一醫院 Eung Gi Min 總監(左一)向王

司長宗曦(右二)解說院內看病作業流程 

 

第一醫院以視訊方式之不孕症問診室 

 

衛福部王司長宗曦贈送禮物予第一醫

院，由 Eung Gi Min 總監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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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參訪 

本次韓國參訪共拜訪四家企業，依據參訪時間順序分別為 Soyagreentech、

Korea Pharma、RaphaBio 以及 Celltrion。以下就各機構概要介紹說明如下： 

(一)Soyagreentech 

1.背景概要 

  Soyagreentech 成立於 1999 年，主要事業包含血液採集所需血液收集管

AMPULAB 製造生產、GAMMA IRRADIATION 服務以及分子診斷產品

AmpliScens 代理銷售。 

2.參訪概要 

  本次拜訪 Soyagreentec，由總裁 Steve Park 親自接待，除為我方進行公司

業務簡報外，並於會後帶領我方參觀公司廠房，以進一步了解公司產品與實

際生產狀況。 

  全球血液採集管市場約 70 億美元，主要生產企業共有 45 家，主要領先企

業為美國、澳洲廠商及韓國 Soyagreentec，另外有 30 家位於中國，台灣亦有

可生產血液採集管廠商。Soyagreentec 為韓國擁有 GAMMA RAY 滅菌設備

之醫療器材廠，該公司營業內容包含血液採集管生產及 GAMMA 滅菌代工

服務。其中，GAMMA 滅菌代工服務佔其國內市場之 50%；血液採集管則

以 Gel-tube 型號為該公司主要利基商品，全世界僅美國、澳洲及該公司具備

此產品之生產技術能力。Gel-tube 產品主要特色在於採獨家 Ampulab 技術，

於組裝生產後立即利用廠內自有 GAMMA RAY 消毒設備進行滅菌作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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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其他業者在血液採集管製造完成後還需送到其他協力滅菌廠，有其品質

管控上之優勢。 

 Soyagreentec 與台灣合作夥伴商業模式主要係提供台灣廠商 OEM 服務，

對於未來合作需求希望能夠尋求可為 Soyagreentec 代理銷售品牌之代理商。 

目前韓國與印度有簽訂血液包之生產開發合作協議，故 Soyagreentech 希望

藉此商機及早因應布局，擴大原有市佔，將利用成立另一家公司方式積極擴

大公司事業。 

表 12 Soyagreentech 參訪情形 

 

Soyagreentech Steve Park 總裁(左二)介紹公司業務狀況並與衛生福利王司長宗曦

(右二)及張科長禹斌(右一)進行意見交流 

 

雙方於會前交換名片 

 

衛福部王司長宗曦(右)贈送禮物予

Soyagreentech Park Jae Don 董事長(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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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yagreentech President Steve Park 介紹工

廠醫療器材血液採集管製程 

 

Soyagreentech President Steve Park 介紹工

廠醫療器材血液採集管之滅菌流程 

 

(二)Korea Pharma 

1.背景概要 

 Korea Pharma 成立於 1974 年，於韓國已有 40 年歷史，為韓國老牌製藥商，

所製作之藥物包含處方藥與非處方藥。處方藥之藥物主要為治療神經性疾病，

如治療阿茲海默症及憂鬱症等神經性疾病。另亦為國際大廠如 GSK 與韓國

國內藥商進行藥物代工。 

 

圖 7  Korea Pharma 製藥廠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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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Korea Pharma 自動化倉儲建設計畫 

2.參訪概要 

  本次拜訪Korea Pharma，對方由董事長Park Jae Don親自接待並主持會議，

而會中由 Korea Pharma 總監 Lee Jin Woo 為我方進行其公司業務簡報後，帶

領我方參觀公司廠房，以進一步了解公司產品與實際生產狀況。 

  藉由對方的業務簡報得知，Korea Pharma 一大業務為幫國際知名藥商代工，

而其最大之國際藥商委託人為 GSK。在幫 GSK 藥物代工部分，最有名產品

為 Zemagic (治療皮膚過敏)，另協助其代工之乳液、軟膠…等保養品，主要

銷往韓國本地與東南亞市場。目前 Korea Pharma 所製作藥物，輸出海外市場

有 17 個國家，包含孟買、越南、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寨、香

港等東南亞市場；另外如葉門、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庫曼斯坦等中東市場；

多明尼加共和國、瓜地馬拉、巴拿馬等中南美洲與非洲皆有其製造產品之蹤

跡。於 2015 年，Korea Pharma 協助 GSK 製作之藥物亦將銷往歐洲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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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Korea Pharma 公司內所有製程機器皆已現代化，機器主要用於空氣

消毒、藥物充填、產品上蓋、產品外包裝之製程。公司內所有廠房皆有 GMP

認證且通過歐盟之查廠。為因應未來工廠擴張需求，除近期有股票上市計畫

外，現亦正於廠房外側建設自動倉儲系統。 

表 13 Korea Pharma 參訪情形 

 

Korea Pharma 總監 Lee Jin Woo(左三)介紹公司業務狀況並與衛生福利王司長宗曦

(右四) 及張科長禹斌(右三)進行意見交流 

 

王司長宗曦(左)參觀 Korea Pharma 產品

展示室實景 

 

Korea Pharma 的 Lee Jin Woo 總監(左)向

王司長宗曦(右)解說藥品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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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Pharma的Lee Jin Woo總監(中) 向

王司長宗曦(左)及郭技正威中(右)解說

藥品製程 

 
Korea Pharma 研發專區一隅 

 

(三)Raphabio 

1.背景概要 

 RaphaBio成立於2008年，以應用CAD/CAM開發合加工領域的自主技術，

提供客製化植牙醫療服務產品之領先公司。一般植牙技術係以標準化之牙根

作為成本修復物基礎，RaphaBio 利用本身技術係以還原患者原來牙齒形狀，

實現人工牙根與自然齒狀相似的客製化服務。 

2.參訪概要 

  本次拜訪 Raphabio，對方由 CEO Kim Jung Han 接待並主持會議，同時為

我方進行其公司業務簡報後，帶領我方參觀公司廠房，以進一步了解其公司

目前營運狀況。 

  就目前假牙市場的趨勢來看，目前韓國假牙市場約有 30%為客製化假牙，

顯示未來中、高收入國家假牙市場之趨勢。現在市面上一般假牙套(三顆牙

齒合併裝設之牙套)常見問題，主要為因其非客製化，導致許多消費者使用

時須削掉部分牙齒以容納假牙所佔空間，而 Raphabio 之製品因為有精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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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成像技術做為奧援，完全不會面臨此類問題。而 Raphabio 產品之一大特

色，在於不僅是提供假牙單一產品，而是連同製作假牙前之 3D 掃描成像技

術、到假牙設計、 假牙製造加工之一條龍式服務。Raphabio 目前亦有幫某

家德國假牙商進行代工，因該德商對於代工技術之要求極高，故目前其位於

海外之代工廠僅有 Raphabio 一家，顯現 Raphabio 之技術能力已具備國際競

爭力。 

  在 Raphabio 目前市場拓展的課題上，該公司目前雖極力想進入中國市場，

於中國市場亦設有據點，但因中國國內商業模式難以捉摸，不易覓得可信任

之合作夥伴，故需要尋找於中國當地已有佈局之台灣相關企業廠商進行合作，

以成功打入中國市場。 

  而與台灣廠商可能之合作模式部分，只要是可信任且具備資金與技術基礎

之廠商，Raphabio 很樂意將技術授權、或以共同合作方式經營海外事業與產

品研發。 

表 14  Raphabio 參訪情形 

 

RaphaBio 公司提供客製化醫療器材植牙產品 

RaphaBio 的 Kim Jung Han CEO (右二)、衛生福利部王司長宗曦(左二)及張科長禹

斌(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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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haBio 的 Kim Jung Han CEO(右一)向衛生福利王司長宗曦(左三) 及張科長禹斌

(左二) 解說植牙手術過程 

 

講解RaphaBio應用CAD在齒模建模上之

技術 

 

衛福部王司長宗曦贈送禮物予

RaphaBio 的 Kim Jung Han CEO 表示感

謝 

 

(一) Celltrion 

1.背景概要 

 Celltrion 於 2002 年設立，目前致力於開發生物相似藥(Biosimilar)，為全韓

國市值最大之生技製藥企業，目前主要的合作對象為美國的 Hospira 及日本

的日本化藥兩家公司。其中 Remsima 為已經上市的產品，2012 年 7 月在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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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上市以來已陸續於全球 70 個國家銷售，2013 年 7 月更正式取得歐洲藥物

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 Agency,簡稱 EMA)上市許可，為韓國製藥公司的

傳奇性企業。 

 南韓已經成為生物相似性藥的研發中心，於 2007 年，瑞士大藥廠 Norvartis

的創投基金，進入南韓運作。於 2011 年三星集團與美國生技大廠 Bioeon 合

資 3 億美元，合組 Samsung Bioepis 發展 Enbrel、Remicade、Herceptin 及 Lantus

的生物相似藥，此外，三星集團並與美國製藥開發服務公司 Quintiles 

Transnational 合資，接單製造美國藥廠 BMS 委託的藥物。 

 接著 2013 年初，韓國 Shin Poong Pharmaceuticals 也和法國的 Laboratoire 

Francais du Fractionnement et des Biotchnologies 合資，製造及供應生技產品。

接著 2013 年 2 月，三星集團，也與美國 Merck 合作，發展及商業化多個未

揭露的生物相似藥。 

 Celltrion 作為南韓生技公司領導廠商，公司市值高達 79 億美元，其創業

過程並非來自政府資助，而是來自創業家的冒險精神。整體而言，無論從引

入國外技術、金融操作、選擇海外行銷夥伴等等策略，都具備國際視野。 

2.參訪概要 

    本次拜訪 Celltrion，對方由亞太區總經理 Jang Yeon Jae 接待並主持交流

會議，並為我方進行其公司業務簡報。 

Celltrion 目前有 1200 名員工，以製作生物相似藥為主要事業。其在仁川

自經區內擁有 2 座廠房與 1 座行政大樓，近期預定再擴建第三座廠房。 



47 

 

  在產品研發上，該公司所研製之 Resima 生物相似藥，為世界上首個通過

EMA 審查許可之生物類似藥。另抗癌藥 CT-P13 雖已通過 EMA 與日本藥物

管理局核可，但在台灣方面雖已於去年 5 月提出申請，迄今仍未取得核可。

在 CT-P13 向 TFDA 申請核可之過程中，雖然 TFDA 允許 Celltrion 可直接以

國外之臨床實驗數據進行申請，但部分台灣醫學中心等級之醫院卻向其要求

在台進行臨床試驗之數據， 致使 Celltrion 對於自己藥物未來即使已被 TFDA

核准，但卻有不被大醫院接受之可能產生疑慮。 

  此外，CT-P13 雖有在中國申請核可之打算，但因中國政府要求至少需具

備300個以上之臨床試驗數據之故， 致使該藥在進入中國市場上困難重重。 

  在與台灣廠商可能之合作機會上，Celltrion 已接觸過台灣藥商探詢未來合

作意願，但因台灣市場尚未出現過生物類似藥，故該些台灣廠商對於是否應

涉足生物類似藥領域仍持保留態度。而 Celltrion 在尋找海外合作伙伴的條件

上，首先重視是否已具備有行銷網路，另外就是須具 備”Can-do”的態度

及企圖心。 

表 15  Celltrion 參訪情形 

 

Celltrion 二期廠房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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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trion 的 General Manager Yeon Jae Jang(右)與衛生福利王司長宗曦進行意見交

流 

 

Celltrion 的 General Manager Yeon Jae 
Jang(右二)向我方進行簡報 

 

衛福部王司長宗曦贈送禮物予 Celltrion 
的 General Manager Yeon Jae Jang 

肆、 心得與建議 
  

本次透過參訪韓國之大型醫院，了解其推廣國際醫療之策略與成效，可作為未

來台灣國際健康產業園區規劃方向的參考，同時評估其醫療服務經營推廣

know-how 輸出台灣之可能性；另外透過參訪製藥與醫療器材業者，了解對方對

於尋找潛在的台灣合作對象意願以及條件，作為未來媒合台韓雙方企業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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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韓國參訪團總共參訪 10 處不同之健康產業業者，其中醫療服務業者部分

共參訪六家醫療相關機構，分別為一家公立醫院及五家私立醫院；在生技製藥與

醫材業者參訪方面，共參訪二家生技製藥業者及二家醫療器材業者。 

一、心得 

韓國在推動國際醫療及智慧醫療之整合發展上有多項值得台灣借鏡之處，未來在

規劃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時也具備參考價值： 

1． 國際醫療鎖定客群之市場區隔重要性：韓國醫院在推廣國際醫療上，雖有

部分重覆鎖定之客群，但對於塑造醫院特色及環境來吸引特定國家客群之

策略上，仍作出一定之市場區隔性。舉例來說，聖瑪琍醫院因鎖定中東穆

斯林國家作為其推廣國際醫療之重要客群，故在針對穆斯林不得吃豬肉之

飲食習慣，及設置祈禱室供其每日祈禱所需…等諸如此類之友善穆斯林環

境之塑造，都能感受到該醫院之企圖心。 

2． 各醫院專科特色塑造之重要性：像是第一醫院，因特別專精於不孕症治療

之領域而廣受國外不孕症患者之矚目。又其目標客層鎖定俄國及哈薩克之

富裕階層人士，在院內各項指標設施上除英、韓文外亦標有俄文，充分營

造讓俄語使用國家能安心享受醫療服務之環境。又像是 BK 整形醫院，因

專精於提供各項醫美相關醫療服務而名聞遐邇，致使每當外國人想至韓國

接受整形醫療服務時，則 BK 整形醫院必定為受推薦之醫院之一。台灣目

前推廣國際醫療之醫院，可針對其醫療特殊專長部分加以著墨，以提升國

際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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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外在智慧醫療之整合與推動上，韓國醫院結合既有資訊工業技術，發展

智慧醫療系統，本次拜訪之幾家韓國大型醫院中，例如由大企業所設立之

峨山醫院(現代集團)、三星醫療中心(三星集團)，以及大學醫院如國立首

爾大學盆唐醫院(首爾大學)，都充分利用集團、大學背後之機械及資訊工

程部門研發能力，建立起專屬該醫院之智慧醫院管理系統。像峨山醫院之

醫院管理系統，可在護理站即時掌握各科病床、各手術室之使用狀況，並

及時調配人力資源至作業負荷量過量之區域，避免人力資源及設施資源之

閒置浪費。另外像盆唐醫院及三星醫療中心，亦開發出醫生專用之整合型

之醫療雲端系統，除將 PACS、EMR 等不同醫管系統整合為單一介面，

節省醫護人員操作系統的時間外，另雲端系統亦使醫師能藉由自身持有之

行動裝置，隨時掌控病人狀態，並可即時給予其他住院醫師醫療指示以協

助病患診治。台灣醫院運用在各式醫療資訊系統的研發上，已有一定成果，

未來如果能進一步整合成雲端醫療資訊，並廣為推廣使用，將可以創造更

大的產值效益。 

4． 台灣人口結構已經開始步入高齡化，未來到 2018 年預計將有 14.5%的高齡

化人口，2025 年會有 20.1%的高齡化人口，每年約以 0.8%的速度成長。一

般已開發國家，如日本，過去十年大約是以 0.5%的高齡化速度增加。因

此台灣未來 10 多年的高齡化的速度將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甚至是超越日

本的高齡化速度。因此國內的醫療產業若能創新，並進而智慧醫療化，則

將可以降低整體醫療支出並創造產業更大的產值效益，同時提升產業規模

與國民生產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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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內醫療機構與韓國醫療機構的合作：國內醫療機構期待先端醫療與培訓

中心，韓國醫療機構期待以人才交流及醫療輸出管理的方式。因此，如果

要吸引國外機構來台與台灣醫療機構合作，可以從人才交流開始，來加強

彼此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並可藉此相互了解國內醫療機構與韓國醫療機構

的態度和合作意願。 

二、建議 

發展健康產業之要素為技術、人才及法規，台灣過去發展生技產業，卻難與醫療

及國內外機構合作，產業成長與發展有限。目前規劃台灣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建

議： 

1.運用資訊科技整合全能照護醫療機構 

本次參訪的韓國醫院其軟硬體設施高度結合資訊科技之應用，即使醫生不在

醫院也可利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直接取得病人包含生理數據、檢測結果…等

各項病歷紀錄，即時對病人提出治療方法，並簡化病人就醫流程，完全以病

人為中心的服務，建議國內醫院其軟硬體設施未來能結合資訊科技之應用，

並優先以病人使用面角度去考量設計，來完成全人照護的目標。 

2.醫院和產業合作及醫院的產業發展模式 

(1) 台灣擁有半導體、光電、資訊、化工材料與精密機械產業的基礎，應鼓

勵與醫院臨床合作，並利用國內學術與醫療機構對創新研究成果的臨床

化與商品化，發展藥品與高階醫療器材，並加強研發技轉、智慧財產權

移轉及商品化、產品合作開發商業模式、及跨領域人才之合作。 

(2) 吸引國際生技製藥與醫療器材企業來台設立生技藥品種子技術與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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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研發製造基地。 

3.台灣國際健康產業園區的整合發展模式 

(1) 醫學發展的促進需要醫院、研究機構與產業的緊密結合，若能結合醫院

可就近進行臨床試驗，更可加快研發的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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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之韓國產業，其政府鑒於國內醫療器材製造業大部分規模較小、

技術不足，為解決這樣的瓶頸並確保醫療器材產業方面的技術競爭力，

韓國政府陸續於2010年推出醫療器材產業扶植計畫，2014年提出醫療器材

產業發展計畫等措施，大幅擴展對生技與醫療器材產業核心技術研發方

面的投資，以符合全球市場水準以及高齡化的時代需求。而這些措施讓

韓國近5年來醫療器材產業出口貿易額，出現了年平均約18％的高成長率。

韓國政府又將政策目標設定在2018年躍居世界第7位生技產業以及第5位

醫療器材之強國。但其生技與醫療器材產品在全球市占率上卻仍未見上

升。因此台灣國際健康產業園區規劃，除了在政府投資方面避免重疊項

目之外，也應力求爭取國際專利及進軍海外市場等有效政策措施。 

(3) 國內醫療機構和國外企業的合作上，國內醫療機構較不以研究開發為主

要發展，而以醫療行為為主要關注點；國外機構期待進行新的療法或醫

療器材共同開發與臨床試驗，因此這部分雙方對合作持開放的態度，但

對合作的內容和期待有所差距，建議國內醫療機構加重對研發的重視，

則可展開新的療法或醫療器材的共同開發或臨床試驗。目前按照國內醫

療機構和國外企業的合作意願和內容來看，是可以努力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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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內企業傾向發展以研究開發為主的事業，並透過和國外企業合作拓展

銷售通路；國外企業傾向尋找研發、採購和銷售的合作夥伴。就國內外

企業的發展機會點上，研發、採購和銷售都是機會，且可能的合作空間

是有交集的，如此則雙方的合作機會是很大的。建議可以從雙方潛在可

能合作名單著手，積極展開媒合活動。 

4.國內外醫療機構與企業的合作可能性與合作方式 

國內醫療機構與國外機療機構及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分別透過人才交流

與研發、採購和銷售的機會著手展開合作，並再由這兩個端點，延伸擴充

至國內醫療機構與國外企業及國內企業與國外醫療機構，如此可更凝聚並

具體化合作的共識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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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一、【峨山醫學中心】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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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K 整形醫院】介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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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oyagreentec】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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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Korea Pharma】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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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星醫學中心】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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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RaphaBio】簡報資料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