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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如美國、英國、日本等先進國家都相繼投入大量資源，研發

相關醫療照護資訊以及管理計畫，而人工智慧也被視為最具發展潛力的領域。因此，美

國仁愛醫療集團（AHMC）與台北醫學大學合作舉辦「第一屆國際人工智慧於醫療產業之

應用會議（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I in Healthcare，簡稱 ICAIH），盼與

美國及其產業界學習與接軌之新興資通訊科技概念與技術，並邀請哈佛醫學院、麻省理

工學院、IBM 及台北醫學大學等著名機構的學者，共同合作建構一套以民眾為中心且能

持續從資料中學習、改善醫療品質，打造一套智慧健康醫療之生態系統，提升未來行動

健康醫療應用之創新。 

    

目的及目的及目的及目的及與會過程與會過程與會過程與會過程 

一、目的 

人工智慧專家 Jeff Wong 和 Nigel Duffy 一篇文章表示：「2018 年人工智慧的突破

性進展將不是汽車領域，而是醫藥保健領域，不願意接受改變是最大風險」。 

醫療支出的持續增加以及老年人口的醫療照護問題，儼然已成為台灣，甚至是世界

各國普遍需要面對與解決的課題，我國開辦長照服務 2.0 已達兩年，仍需積極擴大長照

服務量能，以因應需求。另外，隨著資訊、醫藥科技的發達，民眾的健康思維已經從過

去單純的被動式醫療照護，逐漸轉型為主動式的個人健康管理，因此，如何將健康主控

權還回民眾手中、以客製化的方式提供醫療照護與個人保健、以及透過各種分析方式將

資料有效轉化成知識，並藉此改變病人的行為及健康識能都是相當迫切的議題，也正是

人工智慧近年相當重要的運用領域。 

各國都已將人工智慧列為重點發展項目，我國也與多國將其列為雙邊科技交流合作

的重點。為掌握人工智慧運用於醫療之發展，受邀參加仁愛醫療集團（AHMC）與台北醫

學大學於 107 年 3 月 8 日和 9 日在美國加州巴沙迪那市（Pasadena）舉辦「第一屆國際

人工智慧於醫療產業之應用會議（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I in 

Healthcare，簡稱 ICAIH）」，與來自哈佛等院校以及英國、台灣等地的專家交流探討如

何應用人工智慧並建構學習型的健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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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過程 

 

大會在仁愛醫療集團聯合總執行長邱文達展示該集團所研發能說話會走路的人工

智慧機器人中展開，他分享美國克利夫蘭診所（Cleveland Clinic）、約翰霍普金醫院

以及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分別使用微軟、通用（GE）、和

Nvidia 的技術做前瞻性預測分析之經驗，以及仁愛集團使用語音智慧照護系統系統、台

灣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醫院管理的成功例子。 

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David Bates 首先以”The Coming Era of AI in the 

Healthcare”為題為一連串精彩的演講揭開序幕。Bates 先以美國大賣場沃爾瑪為例，

原以為颶風來臨時賣得最好的產品，應是手電筒和礦泉水，但人工智慧算出來的結果卻

是啤酒的經驗說明大數據之演算往往比人工更準確，其他例如基因數據、生活條件、社

交網站和手機上的數據經過分析，反而比起人工可以精準預測一個人慢性疾病狀態和其

他健康狀況。另外在診斷方面，靠著大數據，人工智慧不只能幫助醫療人員做正確診斷，

甚至可以取而代之。以現代的科技水平，在病理及 X 光科方面，靠圖像或數據診斷加上

臨床病史，幾乎可以做正確診斷。在醫學管理方面，人工智慧更前途無限，可以測知每

個醫師的行醫行為，如開立的處方與檢驗、可以偵測該醫師是否濫用高價抗生素、過分

開立高端檢驗或強力麻醉止痛藥等，甚而估計診斷的失誤率，並透過大數據，和其他醫

師的比較。 

在聖地牙哥加大（UCSD）生物醫藥資訊部門教授 Lucila Ohno-Machado 的專題演

講”Sharing Big Biomedical Data While Protecting Privacy”中探討共享生物醫藥

數據可能涉及到的隱私問題。她提出從精確醫學（Precision Medicine）、生物醫學數

據共享（biomedical data commons）等方面努力，對隱私保護的技術和政策有利。 

 

 



 —4— 

 
 



 —5— 

 



 —6—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人工智能可以應用於醫療領域每一個層面，如充當輔助人員執行例行工作分擔醫護

人員業務、精確服務改善醫療品質、深度學習做預防及精準醫學、自動化影像診斷、自

動化病理診斷、作為病人與醫師間的橋樑、減少藥物劑量錯誤、縮短臨床試驗的流程、

機器協助外科手術等。透過資通訊科技發展智慧健康醫療，不僅可以降低成本，更能讓

民眾能積極主動參與個人健康照護管理並分享個人電子健康紀錄資訊。除了能提升民眾

自身的健康資訊管理素養，強化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亦能使其進而參與醫療照護之診

斷、治療等決策，且對於台灣 AI 業者之發展亦可產生帶動效果，進一步能台灣優秀的

ICT 產業鏈結合，可謂一舉數得。 

 

 

圖一：於會中發言           圖二：會議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