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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華夏藥物經濟學論壇係由中國大陸中山大學藥學院醫藥經濟研

究所及暨南大學南方藥物經濟學與衛生技術評估研究所聯合舉辦，會議時

間為一天，共有兩個主題，分別為「國際藥物經濟學新理論、新方法」及

「真實世界數據產生及決策利用」，台灣受邀講者分別為長庚大學臨床醫學

研究所張啟仁教授及高雄醫學大學譚延輝副教授。 

上午會議主題為「國際藥物經濟學新理論、新方法」，首先由中國復旦

大學胡善聯教授報告藥物經濟學在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藥物經濟學

在決策中之應用，其後由中國北京大學劉國恩教授說明中國醫改現狀分析

及探討(國家醫改：觀察與思考)。接者則由澳洲 Newcastle 大學李樹泉教授

及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張啟仁教授分別以澳洲及台灣為例，說明如何

將衛生經濟學證據應用在決策制定中。最後由高雄醫學大學譚延輝副教授

就 HTA 流程要聽到病友哪些聲音主題進行報告。下午會議主題則為「真實

世界數據產生及決策利用」，前半場各講者分別從簡介到由不同視角，包含

政府、企業及學術界等來探討這個主題，後半場則是分享香港、美國及全

球的經驗，最後呼應上午會議的主題，以藥物經濟學對大健康產業發展的

影響作為結尾。 

透過本次會議各個講者的分享及交流，使參與人員對藥物經濟學在中

國大陸、澳大利亞及台灣的發展以及身處於大數據時代之下，對於真實世

界數據的產生與應用兩個領域都有豐富的收穫，其中在譚延輝副教授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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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中特別提供了病友證據之模板內容，或許能做為日後努力的方向；此外，

在真實世界數據產生及決策利用這個主題中，透過講者的分享，更提醒我

們在數據成為證據的過程中，仍需要嚴謹的研究設計及理論的配合，才能

在運用的過程中避免偏誤的產生。在健保的領域中，決策常需要充分的數

據支持，在大數據時代下，我們應更加珍惜所擁有的資源並小心地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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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目的 

「華夏藥物經濟學論壇」係以藥物經濟學與醫療科技評估為主題的論

壇，由許多國家所組成，包括台灣、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

亞以及澳洲。該論壇每年由「國際藥物經濟學暨效果研究學會」

（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conomic and Outcomes Research, 以下

稱 ISPOR）各地區之分會輪流舉辦。本次論壇以「國際藥物經濟學新理論、

新方法」及「真實世界數據產生及決策利用」為主題，集邀兩岸三地、澳

洲、新加坡及歐美地區知名的藥物經濟學與衛生經濟評估領域專之專家學

者及企業代表進行學術交流。議程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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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內容 

一、主題一：國際藥物經濟學新理論、新方法 

上午會議的前半場首先由中國復旦大學胡善聯教授報告藥物經濟學在

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藥物經濟學在決策中之應用，其後由中國北京

大學劉國恩教授說明中國醫改現狀分析及探討(國家醫改：觀察與思考)。 

透過兩位教授的報告，可清楚了解中國大陸目前藥物經濟學的發展概

況、未來方向以及目前醫療制度的問題與改革的方向。總結看來，中國大

陸於 2009 年啟動的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著實促進了藥物經濟學的蓬勃

發展，除了各地區之 ISPOR 分會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外，相關研究文獻亦快

速成長至每年約 280 篇左右。然而，雖藥物經濟學在中國發展已有 30 多年，

在政府單位尚未將藥物經濟學評價做為藥品評審、申報目錄、定價補償、

價格談判的必要條件和依據之前，理論發展與實際應用在政策上仍有很大

的差距。 

另一方面，在劉教授的演講中則點出中國目前醫改規劃的重點任務，

包括分級診療制度、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全民醫療保障制度、藥品供應保

障制度及綜合監管制度等。在藥品供應保障制度部分，如何兼顧有效性、

安全性、經濟性及可及性成為一大挑戰。他特別提出當前中國為統一全國

藥價而推行的「兩票制」制度，藥物製造商與下游銷售商之交易發票金額

與銷售商跟個別醫院之發票交易金額需一致，在不考量配送成本之下，是

否能達成統一藥價的目的仍尚待觀察。在醫療制度的部分，則與台灣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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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大致相同，朝向分級醫療、病種付費(DRG)、論人支付制度與家庭醫生

制度發展。 

下半場則由澳洲Newcastle大學李樹泉教授及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張啟仁教授分別以澳洲及台灣為例，說明如何將衛生經濟學證據應用在決

策制定中。最後由高雄醫學大學譚延輝副教授就 HTA 流程要聽到病友哪些

聲音主題進行報告。 

在澳洲部分，透過李教授的報告可了解到，澳洲之藥物經濟學不論在

理論或制度上皆已發展得相當成熟。由其評估醫療科技的流程中可看出，

HTA 小組在醫療器材、藥物和疫苗、醫療服務及診斷測試等領域，皆依法

扮演重要的角色，並為決策提供重要依據。然而，澳洲在醫療科技評估上

也面臨的許多問題，包括醫療技術是否可適用藥物的評估流程、醫療科技

評估耗時恐將降低民眾可近性以及如何更有效的利用水平掃描的方式，提

早辨識具有潛在成本效益的新醫療科技及證據間的差異。 

台灣部分，張啟仁教授首先簡介 HTA 在新醫療科技納入健保給付流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提出台灣面臨的挑戰及未來的方向。依據健保法第 41

條及 42 條，醫療科技評估係醫療服務及藥物給付項目在納入健保過程中，

保險人得辦理的事項之一；此外，為鼓勵廠商進行國內藥物經濟學之臨床

研究，亦在健保藥物支付價格訂定原則中，將該項目作為藥價加算的條件

之一。然而，即使台灣已在制度中納入 HTA 的流程，但仍面臨許多問題，

包含執行 HTA 的機構在行政體系的角色並不明確、評估過程中所蒐集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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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來源是否可適用於台灣以及證據分析方法上之可信度等。而未來台灣

HTA 發展方向部分，張教授則建議應朝向針對政策制定進行評估、加強醫

療科技納入給付後之評估、增加病友團體的參與、與醫界合作發展治療準

則及臨床路徑指引、加強宣導與教育以減少認知差異及增加水平掃描機制

以規劃預算等方向進行。 

最後一個部分則是譚延輝副教授報告 HTA 流程中病友參與的部分。在

台灣，依據健保法，針對病友得參與藥品納入健保給付會議有明確的規定，

然而，目前的做法則僅提供網路平台供病友發表意見並作為前述會議之參

考資料，雖然今年 4 月有請病友出席報告，但對於決策的影響力仍然有限。

在國際上，現在已廣泛倡導病友參與醫療決定，透過病友團體的協助以及

模板的建立，提供更具價值的病友證據。這些病友證據不只可用在討論醫

療科技納入給付的過程中，在臨床試驗前、討論社會價值時以及診斷治療

時都可做為決策的依據，使病人的期望與新醫療科技的療效相符。 

二、 主題二：真實世界數據產生及決策利用 

會議下午的部分主要就真實世界數據產生及決策利用進行討論。前半

場從簡介到分別由政府、企業及學術界等不同視角來探討這個主題，後半

場則是分享香港、美國及全球的經驗，並呼應上午會議的主題，以藥物經

濟學對大健康產業發展的影響作為結尾。 

真實世界數據就其定義而言，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大數據，具有數量

龐大、快速及複雜性高的特性。這個部分的討論雖分為許多場次，但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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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內容皆圍繞著以下部分，包含真實世界數據產生的過程、如何理解真

實世界數據可提供的證據以及如何在醫療產業中應用真實世界數據提供的

證據；故此部分將以此 3 個方向綜整演講重點。 

(一 ) 真實世界數據產生的過程 

真實世界數據來源非常廣泛，包括大型臨床試驗、病人登錄系統、健

康普查、保險申報資料、健康問卷調查以及病歷等。各種數據來源皆

有可能包含不同的限制，在進行分析及應用之前必須充分了解資料的

背景，避免錯誤的理解與應用。 

(二 ) 真實世界數據如何提供有效的證據 

對真實世界的研究(real world studies)常有的錯誤認知包括認為真實世

界研究就等於觀察性研究、人工智慧可做到任何事情、真實世界研究

不應該設定排除或限定項目以及不能設定控制組等。依據美國的經

驗，真實世界的數據仍須透過適當的研究設計及合理的數據解讀才能

成為有效的證據。 

(三 ) 如何在醫療產業中應用真實世界數據提供的資訊 

除了可應用在藥物上市後之療效及副作用的研究外，透過大數據資料

採礦的技巧，結合各類資料庫、人工智慧及預測模型的建立，便可發

展出以人為中心的精準醫療以及健康管理策略，使得不論在臨床治

療、醫療保險、醫院管理、企業發展以及健康政策制定方面都可使資

源達到最有效益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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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本次會議透過主辦單位的精心安排，使參與人員對藥物經濟學在中國

大陸、澳大利亞及台灣的發展以及身處於大數據時代之下，對於真實世界

數據的產生與應用兩個領域都有豐富的收穫。其中，在譚延輝副教授的演

講中，提供了病友證據之模板內容，使得病友團體可以依此模板請提供病

友填寫後並進行整理，再於共同擬訂會議中提出。此方式相較於本署現行

直接收集病友意見的做法，更能提供較具價值的病友證據，並可賦予病友

團體更大的能量，或許能做為日後努力的方向。 

另外，在真實世界數據產生及決策利用這個主題中，許多講者都提及

在運用真實世界數據的過程中，仍需配合學理及妥適的研究設計，才能在

浩瀚的數據海中找到可信的證據。而在健保的領域中，決策的背後總是有

許多數據的支持，在大數據的時代之下，數據的應用亦更加複雜，我們需

加緊腳步，更宏觀的看待及有效的運用手邊的數據來創造更大的價值。 

本次會議整體而言非常的充實且豐富，透過各講者的交流分享，可以

更了解各國對於藥物經濟學的發展以及真實世界數據的運用情形。而台灣

在這些領域中雖已有相當好的發展，未來亦應持續努力為健保創造更高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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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錄一、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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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會議照片 

台灣講者，張啟仁教授及譚延輝副教授互動討論部分 

 
本次會議主要參與人員與講者 

 
本次會議由台灣藥物經濟暨效果研究學會邀請參加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