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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年除持續與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Yangon (仰光第一醫學大學)合作辦

理兩天的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Training (緊急救護技術員訓練)外，也與

Myanmar Nurse and Midwife Association  (緬 甸 護 理 與 助 產 士學 會)合 作 辦 理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Training (急重症照護訓練)，共同培訓緬甸當地醫護人

員。透過臺灣緊急醫療及急重症照護經驗的傳承，期使能共同提升緬甸的醫療照

護品質。 

    未來，將研擬規畫與其他合作國家進行整合型計畫，共同辦理國際研討會，

藉由各國經驗分享及討論，建置一合作網絡，達到互助互惠，並建立夥伴關係。

藉以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HO)「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目標十七「強化及增進

永續發展的執行方法及全球夥伴關係」。並且，增加我國援外機會，進而提升臺

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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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一) 藉由臺灣醫療衛生的強項，以中長期醫療衛生合作之實效推展新南

向醫療衛生合作計畫，藉由實地了解當地醫療照護及公共衛生之

需求，辦理醫療衛生合作計畫，有效協助改善合作國家之醫療照

護品質及公共衛生水準。 

(二) 辦理教育訓練，促使緬甸之醫療人員增加對我國醫療衛生發展與技

術之瞭解，對於臺灣於國家之能見度與影響力將有所助益，並更

進一步了解我國醫療發展與相關產業技術後，獲得我國醫療衛生

之經驗傳承。 

(三) 以臺灣的緊急醫療及到院前救護經驗及技術，傳承給緬甸的緊急醫

療從業人員。透過專業緊急醫療救護培訓，協助緬甸緊急醫療系

統逐步提升。 

(四) 持續往年計畫，以預防母子垂直傳染為基礎，持續提供予緬甸合作

單位相關醫藥衛材及相關衛生教育，強化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

並積極協助規劃緬甸愛滋病防治作業，建立正確防治觀念，並增

強知識認知水準提升。 

(五) 培育院內人員共同參與，厚植醫療衛生人才。期使透過醫療外交，

增加臺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同時，透過本院經驗及良好交流，

協助各合作國家提升其醫療品質。透過雙方彼此交流，建立互助

互惠的合作契機。 

(六) 持續拓展與新南向國家合作的機會，並維繫長期合作關係。簽署合

作備忘錄以持續擴展雙方之醫療衛生合作計劃。同時，呼應世界

衛生組織(WHO)「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目標十七「強化及增

進永續發展的執行方法及全球夥伴關係」，增加我國援外機會，

進而提升臺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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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此次由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醫師、護理部柯乃熒副

主任、孫婉娜護理師、國際醫療中心行政人員蔡宛真；並聘請雲林縣

消防局戴至隆、楊文宏隊員協助，以上共計 6 人，前往緬甸仰光(Yangon)

執行計畫相關內容，除辦理醫護人員教育訓練外，也參訪各公私立單

位，完成之內容如下： 

(一) 辦理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sertion Training Course (CVC 中央靜脈

導管置放術教育訓練) 

    此次應 Parami General Hospital(派樂米醫院)提出之需求，針對

醫師安排一場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sertion Training Course (CVC

中央靜脈導管置放術教育訓練)，緣因該院對於無法使用一般靜脈

注射之病患，多數選擇改用骨針，而不採用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sertion (CVC 中央靜脈導管置放術)，歸究其原因是因為多數醫師

沒有足夠相關的臨床醫療技術經驗，同時有部分醫師是未曾操作

過該項醫療技術。另有一原因為緬甸不容易採購到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 中央靜脈導管)，同時價格也偏昂貴，這對於需要自

費的病患而言是一大負擔。也因此，該院醫師普遍皆採用骨針運

用於臨床上。 

   本院醫療團隊在得知該院的醫療需求後，隨即於行前規畫安排

辦理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sertion Training Course (CVC 中央靜脈

導管置放術教育訓練)，於 106 年 8 月 13 日由許以霖醫師教導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 中央靜脈導管)放置技巧及注意事

項，並透過影片及實際教材操作，增加受訓學員印象，並由孫婉

娜護理師說明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 中央靜脈導管)壓力測

量方式，並結合當地生理監測器機型實際操作，指導每位學員皆

能獨立操作。課程結束後，並提供相關練習使用之教材，以便該

院醫師日後演練使用。該次訓練共計有 13 名醫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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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以霖醫師授課              ▲孫婉娜護理師示範隔離衣穿戴 

  
▲Parami General Hospital(派樂米醫院)醫師實際操作練習情形 

(二) 拜訪 Parami General Hospital(派樂米醫院)急診主任 Dr. Htoo Maung 

Ohn(塗茂歐醫師) 

該院早期為兒童醫院，近期開始發展為具有成人醫療的綜合

醫院，該院於 2015 年 3 月開始創立 IES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Service,國際急診服務)相當於臺灣之急診室，現有 16 名醫師，14

名護理人員及護佐。由於護理人員流動率大，且護佐不具醫學背

景，非常需要急重症醫護人員訓練等各項措施介入協助。因此，

自 105 年起，也提供該院醫師至本院接受緊急醫療及急重症醫學

訓練(105 年共 6 名完成訓練)。106 年起，開始提供護理人員至本

院接受急重症專科護理訓練。同年，本院也規畫長期駐點計畫，

每年有四名護理人員前往該單位進行臨床及學術交流。提供臨床

護理指導，包含：各項護理技術、護理品質監測、感染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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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週五參與其單位會議及專題報告，提供臺灣醫護經驗作為交

流。前往居家照護服務，並協助指導護理人員及護佐。參與偏鄉

醫療服務，包含身體基本健康檢查(血糖、血壓等)及提供民眾公

共衛生教育。 

目前，緬甸爆發 H1N1 流感疫情，並且集中在 Yangon(仰光)。

大規模的疫情，導致緬甸 N95 口罩一罩難求，且商人趁機哄抬價

格，原本一個 1500MMK(緬甸幣)的 N95 口罩也哄抬至 4000MMK(緬

甸幣)，甚至不容易購得。因此本院也捐贈給該院 IES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Service,國際急診服務) 400 個 N95 口罩。 

此次，也與 Dr. Htoo Maung Ohn(塗茂歐醫師)討論於明年擴大

合作辦理國際會議及工作坊一案，預計邀請與 Parami General 

Hospital(派樂米醫院)有合作關係的美國 Stanford University(史丹福

大學)、日本、韓國、越南及印尼等國家，針對緊急醫療及傳染病

防治等議題進行分享與交流。 

 
▲與 Dr. Htoo Maung Ohn(塗茂歐醫師) (上排右二)合影 

(三) 辦理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Training (緊急救護技術員訓練) 

    緬 甸 衛 生 部 添 購 之 救 護 車 已 經 正 式 於 Yangon( 仰 光 ) 至

Naypyidaw( 奈 比 都 ) 的 快 速 道 路 正 式 上 路 。 本 院 今 年 持 續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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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Medicine (1),Yangon (仰光第一醫學大學) 及 Myanmar 

Medical Association (緬甸醫學會)同合作，於 106 年 8 月 14 日至 106

年 8 月 15 日，於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Yangon (仰光第一醫學大

學) 辦理為期兩天的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Training (緊急救

護技術員教育訓練)。由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以霖醫師、

雲林縣消防局戴至隆教官、楊文宏教官擔任訓練課程之講師。此

次訓練共計 36 名 Yangon General Hospital(仰光公立醫院)的醫師參

與受訓。 

    開幕式由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 Yangon(仰光第一醫學大學)

骨科主任 Prof. Christopherson Ah-Maung (克里斯托夫森,阿茂教授)

代表致詞，Yangon General Hospital(仰光公立醫院)急診主任 Dr. 

Maw Maw Oo(毛毛悟)及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 Yangon(仰光第

一醫學大學)骨科助理教授 Kyaw Min Soe (周敏松)也一同蒞臨。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 Yangon(仰光第一醫學大學)骨科主任致詞 

 課程首日由雲林縣消防局戴至隆隊員簡介臺灣緊急醫療系

統及法規，許以霖醫師分享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Trauma 

Team(創傷團隊)運作方式及臨床案例分享，雲林縣消防局楊文宏

隊員介紹臺灣到院前救護系統，並以國內、外實務案例進行分享。

下午的課程以分組方式進行，主題為：病患評估處置、到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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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CA(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到院前心肺停止)病患處理流

程等，同時也搭配多項到院前救護設備做為模擬練習之用，讓每

一位參與訓練課程的醫師都有實際操作練習，包括：AED 自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動體外心臟去顫器）使用、頸椎

固定術、脫困術、病患搬運等。  

  
       ▲許以霖醫師授課情形              ▲戴至隆隊員授課情況 

  
         ▲楊文宏隊員授課情況              ▲實際模擬示範情況 

  
         ▲實際模擬示範情況                    ▲分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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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以創傷為主題，進行創傷病患評估、創傷病患處置

流程、保護頭頸部技能、到院前創傷 OHCA(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到院前心肺停止)創傷病患處置流程、大量傷病患事故及

分流演練等。並在課程後設計 20 個不同類型測驗題，以 IRS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即時反饋系統)進行課後評值，藉此了

解學員學習狀態，並進行雙向討論。 

  
▲創傷病患處置流程、保護頭頸部技能 

  
▲以 IRS (即時反饋系統)進行課後評值測驗，並頒發獎品予前五名學員 

兩天訓練課程結束後，由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 Yangon(仰

光第一醫學大學)骨科主任 Prof. Christopherson Ah-Maung (克里斯

托夫森,阿茂教授)及本院許以霖醫師代表閉幕致詞。由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 Yangon( 仰 光 第 一 醫 學 大 學 ) 骨 科 主 任 Pr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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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son Ah-Maung (克里斯托夫森,阿茂教授)同時頒發感謝

函予三名臺灣講師，同時也授予所有參與學員由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 Yangon(仰光第一醫學大學)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共同制定之受訓證書。 

  

▲仰光第一醫學大學骨科主任致詞        ▲本院許以霖醫師致詞 

  
▲頒發感謝函予三名臺灣講師         ▲頒發受訓證書與參訓之醫師 

(四) 與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Yangon (仰光第一醫學大學)簽訂 Minutes 

of Discussion(會議記錄) 

緬甸共有四家醫學院，並隸屬於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ports, 

Myanmat (緬甸衛生與運動部)管理，今年再次與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 Yangon(仰光第一醫學大學)共同舉辦為期兩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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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Training (緊急救護技術員訓練)，實為

與官方維繫穩定合作關係的見證。 

此次會談除校長 Prof. Zaw Wai Soe (周威松教授)外，還有副

校長 Prof. Theingi Myint (登姬敏教授)、骨科主任 Prof. Christopherson 

Ah-Maung (克里斯托夫森,阿茂教授)、骨科助理教授 Kyaw Min Soe 

(周敏松)等共同參與。會談中雙方也針對今年的合作內容進行討

論，除共同舉辦教育訓練外，也提供兩個名額讓緬甸急診醫師至

成大醫院接受為期一個月的到院前救護、緊急醫療，及急重症醫

學 訓 練 等 。 並 針 對 此 次 會 談 內 容 擬 定 並 簽 署 Minutes of 

Discussion(會議記錄)。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Yangon (仰光第一醫學大學)校長(左二)、副校長(左三)、  

主任(右四)等 

  
▲校長 Prof. Zaw Wai Soe (周威松教授)                ▲訪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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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 Minutes of Discussion(會議記錄)              ▲雙方合影 

(五) 參訪 Yangon General Hospital(仰光公立醫院) 

    由於緬甸仰光目前正爆發大規模的 H1N1 疫情，又因為該院

為仰光規模最大，且最完善之公立醫院，因此所有在仰光醫院發

現的疑似 H1N1 病患，皆會被轉診至該院，該院也是目前擁有隔

離病房的醫院。而急診主任 Dr. Maw Maw Oo(毛毛悟)表示，此次

疫情造成高死亡率，主要係因為發病者多為老年人，且送醫診治

時間都太晚，所以才會導致死亡率高。目前該院除了在急診入口

設置發燒篩檢站，及張貼 H1N1 病患流程指南外，也用屏風隔出

一急診隔離區診治疑似病患。隔離區內的醫護人員皆穿著防護

衣、戴手套、髮帽及一般外科口罩或 N95 口罩進行照護。 

  
▲疑似 H1N1 病患之隔離區 



11 

 

    
▲H1N1 流感病患流程指南             ▲急診入口前發燒篩檢站 

    目前，病患由救護車送達方式，仍分有民間救護車，以及政

府機關之救護車。另外，相較於去年來訪時，該院急診無護理人

員，所有醫療作業皆由醫師完成；但，今年已有護理人力進駐，

專責執行急診護理工作。 

  
 ▲急診入口之民間救護車                 ▲急診 Triage(檢傷分類)站 

    Yangon General Hospital(仰光公立醫院)也配置有兩輛救護

車，專門載送 H1N1 之病患。救護車設備相當完善，許多急救設

備一應俱全，包含：氧氣設備、抽痰、生理監視器、電擊器等各

式醫療器材。然而，急診主任 Dr. Maw Maw Oo(毛毛悟)表示，目

前救護車面臨最大的困境是設備保養的問題，以及車內醫療儀器

的損毀維修，或是消耗添購。由於這批救護車皆添購自日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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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各項醫療備不論是在保養方面，或是耗材添購上，對其而言

價格皆十分昂貴，且當地也不容易尋得可以提供維修保養的廠

商，甚至廠商可能也無法提供維修保養技術。面臨這種問題，將

造成儀器損壞無法使用，以及衛材及耗材有短缺問題。 

  
 ▲仰光公立醫院配置有兩輛救護車     ▲急診主任解說目前救護車使用現況 

  
▲救護車內裝之急救設備完善 

(六) 拜訪仰光護理大學(University of Nursing, Yangon ) 校長 Prof. Myat 

Thandar (米坦達教授) 

    仰光護理大學(University of Nursing, Yangon )為緬甸最具規模

之護理大學，目前校內課程有護理碩士班、大學部、銜接課程，

以及 9 個月的短期訓練課程。106 年之各項課程學生數如下： 

1. 碩士班：一年級 34 名、二年級 36 名。 

2. 大學部：一年級 132 名、 二年級 136 名、三年級 205 名、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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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119 名學生。 

3. 銜接課程：一年級 227 名、二年級 266 名。 

4. 9 個月的訓練課程，包含：Dental (牙科)16 名、EENT(眼耳鼻

喉科)33 名、ICU (加護病房) 21 名、EN(耳鼻科) 21 名、Ortho(骨

科)10 名、Child (兒科)7 名、Mental (心理衛生)3 名等。 

仰光護理大學(University of Nursing, Yangon ) 校長 Prof. Myat 

Thandar (米坦達教授)表示，非常感謝本院今年提供兩個名額予校

內老師至成大醫院接受一個月的訓練，兩名老師收穫良多，返國

後對於臺灣醫護之學術或是臨床實務皆讚譽有加，更期使未來能

有更多合作機會。 

成大醫院護理部柯乃熒副主任(同時為成功大學護理系教授)

表示，目前成功大學護理系將提供 10 個獎學金名額給予緬甸申請

至成大就讀，包含免學費、免校內住宿費、提供碩士生每月 5,000

元，博士生 9,000 元之獎學金的優渥福利。校長 Prof. Myat Thandar 

(米坦達教授)對於這項消息十分欣喜，也十分鼓勵該校師生積極

踴躍申請。當天訪談結束，已經接獲兩名於今年 4 月至本院受訓

的教師提出申請，兩人分別申請護理博士班及碩士班。在經過成

功大學護理系柯乃熒教授面試後，兩人皆通過初步面試，待相關

申請程序完成，預計於 107 年 9 月入學就讀。 

另外，成大醫院許以霖醫師在訪談間也提及明年兩造的合作

計畫，將以世界衛生組織(WHO)「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目標

十七「強化及增進永續發展的執行方法及全球夥伴關係」為基石，

擬定多國共同合作為主要方向，集結目前成大醫院所有合作國家

及單位，共同籌辦一場國際研討會。藉由多國的經驗分享及傳承，

建立互信互惠的合作網絡，達到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夥伴關係的目

標。校長 Prof. Myat Thandar (米坦達教授)對於該項提議十分贊同，

屆時也將會提供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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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Myat Thandar (米坦達教授，左一)     ▲與仰光護理大學校長合影 

(七)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Training (急重症照護訓練) 

與 Myanmar Nurse and Midwife Association  (緬甸護理與助產士

學會)合作，於 106 年 8 月 16 日於 University of Nursing, Yangon (仰

光護理大學)辦理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Training (急重症照護

訓練)，計 50 位護理人員參加訓練。本次訓練課程安排包括學理

知識及技術操作兩部分。學理知識，課程包括：Infection control in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Unit (急重 症 單位之感染 控制 )、

Emergency Preparedness & Response Plan – Humanitarian Response 

(人道主義反應：緊急狀況準備及應變計畫)、Introduction of Intensive 

and Critical Care Nursing in Taiwan(臺灣急重症護理教育)、Nursing 

Education & Nursing Skills of Critical Care (重症護理教育及技能)。 

  
▲柯乃熒教授授課情況               ▲許以霖醫師授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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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婉娜護理師授課情形                   ▲學員上課情形 

技術操作包括：Basic Life Support (BLS，基本救命術)，及 HIV 

Rapid Test (愛滋病快速篩檢)，以分組方式進行，先由本院護理師

進行技術操作解說，及各項注意事項，隨後由學員進行實際練習

操作。 

  
▲孫婉娜護理師示範 Basic Life Support  ▲蔡宛真護理師示範 HIV Rapid Test (愛 

  (BLS，基本救命術)                  滋病快速篩檢) 

  
▲學員操作 Basic Life Support           ▲學員操作 HIV Rapid Test (愛滋病快速 

  (BLS，基本救命術)                   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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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本 次 課 程 結 束 後 ， 也 與 Myanmar Nurse and Midwife 

Association  (緬甸護理與助產士學會)簽訂合作備忘錄，由緬甸護理

與助產士學會 Vice President, Prof. Daw Nwe Nwe Khin (副理事長，

卓魏瑛魏瑛欽教授)與成大醫院護理部柯乃熒副主任代表簽訂，簽

約內容為雙方於今年共同籌辦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Training 

(急重症照護訓練)，以及由成大醫院捐贈愛滋病快速篩檢試劑 20

套等。 

儀式結束後，本院亦捐贈予給 Myanmar Nurse and Midwife 

Association  (緬甸護理與助產士學會)愛滋病快速篩檢試劑等相關

醫療耗材等。期使透過基層早期篩檢，早期發現陽性感染者及孕

婦，有效阻斷母嬰垂直傳染，達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目的。

此次捐贈之物品如下： 

品名 規格 數量 

愛滋病快速篩檢試劑 100 片/包 20 包 

毛細血液收集管 100 支/瓶 20 瓶 

滴就靈檢體緩衝液 2.5ml/瓶 20 瓶 

全拋式採血器 28G，200 個/盒 11 盒 

酒精棉片 200 片/盒 11 盒 

廢棄空針收集盒(小) 18x14.5x18cm,黃 4.5L 10 個 

  
      ▲雙方代表簽訂合作備忘錄             ▲雙方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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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拜訪 NAC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AIDS Center，全國民主聯

盟愛滋病中心) 

根據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 and AIDS ,UNAIDS)資料顯示，緬甸在 2014 年有 4,600 人孕婦

感染愛滋病，將近 3,626 人(79%)有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但是僅

1789 位(39%)新生兒出生後有接受預防性投藥，母子垂直感染為

14%(644 名新生兒感染愛滋病)。緬甸 15-49 歲成年人愛滋病的平

均盛行率為 0.7%，以 2015 年 94 萬位產婦、944,000 位新生兒計算

之，約有 6,608 位孕婦感染愛滋病。 

    此次再度前往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全國民主聯盟)

拜會議員 Phyu Phyu Thin (漂漂錠) 所創立的 AIDS Center (愛滋病

中心)，並捐贈該中心一批藥物，該藥物係於行前先行與該中心聯

繫並了解其需求，根據該中心所提出目前需要援助的藥品所準備

之，所捐贈之藥品如下： 

藥名 規格 數量 

Fluconazole 150mg/cap 200 

Acyclovir cream 50mg/tube 300 

Azithromycin 250mg/tab 300 

Ginkgo biloba extract 40mg/tab 2000 

Pyridoxine 50mg/tab 2000 

    在與議員 Phyu Phyu Thin(漂漂錠)訪談後，了解到目前該中心

已經可以合法接受許多非政府組織捐贈的愛滋病相關治療藥物，

目前也在緬甸許多偏鄉進行愛滋病治療及收容，並且在 102 年即

開始募款規畫籌建愛滋病醫院，現醫院已有一定之雛型。本院將

研擬規劃派遣護理師與該中心合作，選定偏鄉村落為據點，進行

愛滋病篩檢服務。初期將以孕婦為主要篩檢對象，為考量受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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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以及擔心旁人異樣眼光，因此，將規畫合併簡單健康檢查，

如：血壓、血糖等檢驗項目，以消彌孕婦之受檢疑慮。 

   
     ▲雙方討論明年合作計畫                   ▲本院捐贈藥品 

    在結束此次訪談後，我們也前往 NAC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AIDS Center，全國民主聯盟愛滋病中心)目前正在興建

中的愛滋病醫院，該院未來朝免費為愛滋病病患治療為主，並提

供於 NAC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AIDS Center，全國民主聯

盟愛滋病中心)進行收容。醫院外觀已大致完成，共計三層樓，兩

部電梯。一樓為門診及各項檢查室，二樓為住院病房、餐廳及訓

練用會議廳，三樓則為宿舍。外觀、內部隔間，及水電設備雖已

大致完成，但內部硬體設備，如：病床、檢驗設備、醫療儀器等，

皆仍需要持續向外募款，才得以有經費添購。 

  
▲醫院外觀，共計三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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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為門診及各項檢查室       ▲議員 Phyu Phyu Thin(漂漂錠)解說 

  
         ▲二樓為住院病房                   ▲三樓為宿舍 

三、 心得及建議事項 

今年造訪緬甸公私立醫院時，發現緬甸醫院端對於許多醫療設備、

醫藥衛材普遍皆反應不容易在當地購得，抑或是價格偏高。然而，緬甸

近年已逐漸開放，且為了國家各項發展的需要，緬甸政府近日已有限度

的開放外資參與特定行業的貿易行為，其中也包含了進出口貿易。現階

段緬甸政府允許五類商品之貿易：化肥、種子、殺蟲劑、醫療器械;、建

築材料。約莫在 6 月中旬開放外資獨資從事這五類商品之貿易。這項消

息釋出也是緬甸開放後的一大進步。 

因此在產學結合上，本院將透過尋找臺灣本土醫療衛生產業之廠商

合作，透過當地醫療衛生調查，擬定適合出口貿易至緬甸的醫療器材、

醫衛藥材等。除了提升臺灣醫療產業貿易競爭力外，也能協助解決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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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醫院醫療設備及耗材採購問題，達到產學合作目的。 

根據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ports(緬甸衛生及運動部)的資料顯示，緬

甸十大死因以愛滋病居冠(6.6%)。依據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 and AIDS ,UNAIDS)資料顯示，緬甸感染愛滋病

的孕婦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涵概率可達 79%，但每年卻仍有將近 4,000

個愛滋寶寶誕生(UNAIDS,2014)。又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呼籲必

須在 2015 年前杜絕母嬰垂直感染。但依照緬甸目前的情形，顯示母嬰垂

直感染的問題仍非常嚴重，而且有許多隱而未見的黑數存在，這與聯合

國的目標相差甚遠。 

因此，研擬明年與 NAC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AIDS Center，

全國民主聯盟愛滋病中心)合作，派遣本院長期駐點的護理師，於該中心

設有據點的偏鄉鄉村聚落，進行孕婦愛滋病篩檢服務。另外，針對議員

Phyu Phyu Thin (漂漂錠)提出孕婦可能擔心旁人異樣眼光，降低受檢意願

的疑慮，因此，愛滋病篩檢會以辦理醫療服務及健康檢查的方式進行，

增加如：血壓、血糖等檢驗項目。因此，也將尋求 Parami General Hospital(派

樂米醫院)的協助，共同進行。期使透過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將母嬰垂

直降為零感染率。 

2016 年 9 月 5 日我國行政院宣布「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正式啟動，

秉持「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整合各部會、地方

政府，以及民間企業與團體的資源與力量，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目標市場為東協十國、南亞六國，及澳洲、紐西蘭等共 18 個國家。在「人

才交流」上，強調以「人」為核心，深化雙邊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

力的交流與培育，促進與夥伴國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共享。在「資源共享」

上，強調以「人」為核心，運用文化、觀光、醫療、科技、農業、中小

企業等軟實力，爭取雙邊及多邊合作機會，提升夥伴國生活品質，並拓

展我國經貿發展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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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15 年 9 月 25 日

聯 合 國 大 會 上 正 式 通 過 「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目標 17 載明：「強化及增進永續發展的執行方法及全

球夥伴關係」。顯示臺灣政府的新政策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強化與

各國間合作的重要性相呼應。透過國際間合作，以建立夥伴關係，達到

探尋合作、投資機會；及開創合作計畫，促進國際交流。期使透過國際

合作，邀請更多夥伴加入，促使雙方建立長期合作之夥伴關係。將需求

及資源透明化，並尋求可靠的合作夥伴，達到資源共享之目的。 

成大醫院長年致力於國際醫療合作，包括：緬甸、越南、泰北、印

度、尼泊爾、孟加拉、肯亞等國，除開辦各類醫療教育訓練、國際研討

會外，並遴選醫護人員到臺灣接受專業教育訓練，同時也廣邀各合作國

家官員及專家學者到臺灣進行各項交流活動，分享該國目前醫療衛生現

況。本院也將研擬短期先整合所有合作國家，包括：緬甸、印尼、泰國、

日本、韓國等，並邀集合作國家的其他合作單位，如：美國 Stanford 

University(史丹福大學)等，集結於緬甸仰光，於明年共同舉辦工作坊及

國際研討會，長期也將規劃輪流於各合作國家辦理之。同時，透過各國

醫療衛生經驗，彼此共同互助互惠，提升其醫療品質，達到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永續發展目標。同時，也期使透過醫

療衛生外交，增加臺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