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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印尼臺灣形象展簡介 

印尼擁有近 2.5 億人口，是世界上第四大人口國，而印尼國土面積和經濟規模也位

居東協國家之冠，是臺灣廠商拓銷東協市場的首選。從內需市場的角度來看，印尼中產

階級數量已逾 5,000 萬人，除了遠超其它東南亞國家，更持續以每年 700 萬的數量高速

成長，再加上平均年齡不到 30 歲，整體國家消費力成長十分強勁。根據麥肯錫的調查，

未來 20 年印尼中產階級將會增加到 1.35 億人，現在正是臺灣優質產品搭上印尼內需成

長列車的最好時機。  

我國拓銷新南向平台－「2018 年印尼臺灣形象展」於今（107）年 3 月 29 日至 31

日於雅加達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規劃多項主題廠商參展區如清真產品、休閒食品、運動

休閒、綠色環保、電子資通訊等，帶領更多臺灣廠商開拓東協經濟規模、人口數量第一

的印尼市場。印尼的零售通路和電子商務市場也蓬勃發展，大雅加達地區共有超過 173

家購物中心，是全世界購物中心最密集的城市，目前印尼居住在都市的人口約佔 52%，

每年以 3%的速度增加，零售業的現代化與發展還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此外，印尼也

被歐美投資家稱為下一個矽谷，社群網站和線上購物網站的滲透率高，印尼電商市場到

2020 年預計可達 1,300 億美元規模，在新興亞洲經濟體中僅次中國和印度，也為臺灣廠

商拓展印尼消費市場提供另一個虛擬平台。 

 印尼近年來政經穩定，政府積極建設發展未來重點產業，並提出海洋經濟、數位

經濟以及綠色能源的發展目標，提供臺灣的優勢產業如農漁業技術、綠色能源解決方

案、環保產品以及智慧生活等優勢產業絕佳的切入點。臺灣形象展主要目的係提升臺灣

的整體軟硬實力形象，結合參展商帶動後續商機以外，也希望促進雙方在人才、觀光、

資源共享方面的交流，建立長久且堅實的關係。 

Global Insight 預估，東協十國及南亞六國未來五年(2017-2021)平均每年成長率分

別達成 4.9%及 7.4%，遠高於全球經濟成長率 3.1%。七成人口年齡不滿 40 歲，中產階

級逐年大量興起，在經濟成長下，東協及南亞國家將逐漸形成商機龐大的內需市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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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外貿協會所舉辦的台灣形態展，展覽具有 B2B 及 B2C 雙重功能，同時展現我國硬

實力及軟實力，而台灣全民健保納保率達 99.7%，是全民健康覆蓋 (Un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重要成就，另外近年來推動的雲端醫療資訊服務(Medicloud System)，

更值得向印尼介紹。 

 

 

 

二、行程安排： 

 

日期 行程內容 

3 月 28 日 去程，台北→印尼雅加達。 

下午拜會印尼保險公司 BPJS 

3 月 29 日 2018 年臺灣健康產業赴印尼拓銷團及舉辦記者會 

上午：印尼形象展開幕式 

下午：“Taiwan Medical Day” Press Conference

記者會，同時進行簡報 

3 月 30 日 參加 2018 年台灣形象展會(全天) 

3 月 31 日 返程，印尼雅加達→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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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銷團、形象展及記者會摘要 

(一)印尼拓銷團、形象展 

本次印尼拓銷團、形象展開幕式由外貿協會黃志方董事長親自主持，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代表 Robert James Bintaryo 特地返回印尼參與盛會，同時印尼海洋暨漁業

部秘書長 Mr. Rifky Effendi Hardijanto、印尼科研高教部總司長 Dr. Muhammad Dimyati、

印尼國會第四委員會副主席 Mr. Pak Daniel Johan、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代表 Mr. 

Robert James Bintaryo、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大使陳忠、經濟部次長王美花等臺

印尼貴賓皆出席展覽開幕典禮。 

今年的印尼台灣形象展比去年規模更甚，共有 10 大產業區，其中新增食品加工機

械區、綠色環保區、旅遊與金融服務區、工商與教育服務區 4 個產業；形象館也增加台

灣珍珠奶茶館、台灣新創電商館、高雄城市形象館、新北市綠色能源形象館、台灣清真

產業形象館等 5 大特色形象館。舉辦形象展的目的是讓「政策聚焦」，透過業者參展，

可以讓政府的新南向政策達到聚焦效果，印尼民眾參加，可以進一步瞭解台灣各項技術。 

 

(二)台灣醫療日記者會“Taiwan Medical Day” Press Conference 

“Taiwan Medical Day” Press Conference 參加單位，共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全民健保)、林口長庚醫院(國際醫療/康復)、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肝癌最新

治療）、紫陽復健科中心（康復醫學領域的醫學培訓）、臺灣諾貝爾眼科與醫美集團（眼

科及醫美）、北投健康管理醫院(國際醫療)、金萬林生物科技（準確的遺傳和 Cencer

測試）、皇家壹零壹國際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頭髮恢復手術）、創源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準確的遺傳測試和諮詢）等機關(構)、醫院及公司等。 

以上與會單位有關全民健保的簡報，由中央健康保險署由蔡淑鈴副署長分享台灣健

保經驗，台灣健保在全民納保、弱勢照顧、醫療可近性等之表現，是國內的民眾滿意度

最高的重要政策之一，也在國際上獲得許多的肯定與稱讚評價。而面對人口老化、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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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新療法、慢性病盛行率提高、經濟成長、民眾期待增加等因素，使得健康照護費用持

續上漲，這也威脅到現行健康照護制度的維持與永續。新醫療科技不斷發展，民眾在資

訊爆炸的時代，醫療資訊不對稱的情形日益嚴重，再者，順應巨量資料(Big data)趨勢的

分析與應用，期待健康資料之整合開放，使民眾瞭解個人健康資訊，能夠實現「自我健

康管理」，發展「雲端藥歷」及「健康存摺」兩大系統與服務模式。 

健保署以「雲端藥歷系統 」為基礎持續發展，105年起擴大為「健保醫療資訊雲端

查詢系統」，提供醫師於臨床處置、開立處方及藥師調劑或用藥諮詢時，可查詢病人過

去的就醫與用藥紀錄，可查詢項目包含西醫用藥紀錄、中醫用藥紀錄、檢查檢驗紀錄、

檢查檢驗結果、手術明細紀錄、牙科處置及手術紀錄、過敏藥物紀錄、特定管制藥品用

藥紀錄、特定凝血因子用藥紀錄、復健醫療紀錄及出院病歷摘要等11項資訊，發揮就醫

與安全把關的成效；並持續鼓勵醫療院所上傳檢驗(查)結果，供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系統運用，將資料分享醫師提供精準醫療，減少民眾不必要的檢驗檢查，避免侵入性傷

害或放射線暴露之風險。更進一步，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於106年起啟動檢查(驗)

互享機制，並分階段增加醫療影像查詢功能，自107年1月起再精進查詢系統功能，鼓勵

各大醫院即時上傳電腦斷層攝影(CT)、核磁共振造影(MRI)、齒顎全景X光的影像及報

告。同年2月起，健保署也鼓勵院所將胃鏡、大腸鏡、超音波及X光等檢驗檢查結果上

傳，擴大提供使用者透過健保雲端查詢系統調閱影像及報告內容，發展醫療影像上傳及

調閱查詢之互享機制，提升病患就醫品質及方便性。另外，「健康存摺」系統，透過資

訊開放，提供民眾瞭解健康情形，幫助民眾作好自我照護，此項創新服務對於國民健康有

重要意義。(健保署蔡副署長簡報資料詳如附件一) 

整體而言，台灣全民健保實施至今已超過23年，累積了龐大的族群就醫資料，也

造就了「全民健保資料庫」，此資料庫擁有2300萬居民過去23年就醫資料，包括用藥、

診斷、處置及檢驗檢查項目等，近年更囊括檢驗檢查結果報告及影像紀錄。尤其發展醫

療影像上傳及調閱查詢互享機制，透過雲端提供醫療影像與報告互享，這在我國，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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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將帶領醫療資訊AI之應用及診療輔助模式之發展。 

(活動剪影如附件二) 

 

(三)：印尼媒體報導 

台灣展記者會，對於台灣醫療團這次的參展，印尼當地媒體有大幅報導，包括有： 

1. jitunews 

 

http://m.jitunews.com/read/77176/taiwan-siap-jadi-destinasi-wisata-kesehatan-lewat-me

dical-day-2018 

 

健保署蔡淑鈴副署長參加台灣醫療日記者會“Taiwan Medical Day” Press Conference

分享台灣全民健保經驗 

報導中說： 

“在台灣這種治療方式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在印度尼西亞這樣的衛生系統存在之

前大約 23 年，即 BPJS。台灣預計，這 23 年的經驗可以分享給印度尼西亞，“蔡淑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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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nsaindonesia.com  

 

 

台灣代表一同參加台灣醫療日記者會“Taiwan Medical Day” Press Conference 

https://www.lensaindonesia.com/2018/03/29/hari-ini-taiwan-medical-day-2018-digelar-

di-jakarta.html 

報導中說： 

“台灣的健康和技術服務質量很好。通過這次新聞發布會，我們有很多機會交流先

進的醫療服務，治療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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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jitunews. 

 

台灣醫療日記者會“Taiwan Medical Day” Press Conference 活動看板 

http://m.jitunews.com/read/77175/layanan-kesehatan-terkemuka-taiwan-unjuk-gigi-di-aj

ang-taiwan-medical-day-2018 

報導中說： 

“一群台灣領先的衛生服務機構今天來到雅加達推出健康技術。在台灣博覽會上還

有一個醫療研討會，我們的目標是分享技術或服務。我們還帶來一些台灣的全民健保 s

來分享，並把我們醫學專家帶來分享這一活動。” 

 

四、參訪印尼保險機構 BPJS Kesehatan 

 (一)介紹印尼健康保險(badan penyelenggara jaminan social,BPJS) 

印尼有超過 2.5 億人口，其醫療支出約占全國 GDP 的 2.4％。然因國土幅員廣袤、

過於分散，致醫療服務推展不便。隨著越來越多病患投保，其全國性健保規模已成舉世

之冠，而健保的赤字亦正迅速擴大。在印尼每月僅需繳納 1.70 美元至 6.10 美元名目保

費，即享有範圍廣大健保給付。 

2014 年 1 月 1 日，印尼建立了自己的社會保險體系，叫 badan penyelenggara jaminan 

social,簡稱 BPJS，醫療保險是其中的一部分業務，保險的名稱叫 Jaminan Kesehatan 

Nasional (JKN)，印尼政府為推行全民健保而設立的社會健康保險執行機構為”BPJS 

Kesehatan”，依政府規定，自 2019 年起印尼將採全民強制納保制度。 

http://m.jitunews.com/read/77175/layanan-kesehatan-terkemuka-taiwan-unjuk-gigi-di-ajang-taiwan-medical-day-2018
http://m.jitunews.com/read/77175/layanan-kesehatan-terkemuka-taiwan-unjuk-gigi-di-ajang-taiwan-medical-day-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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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JS Kesehatan 營運的重點如下：(簡報資料如附件三) 

1.運營可持續性 

可覆蓋面達 257.5 百萬人（100％人口），有足夠特約醫療保健提供者，提供標準

化的醫療和非醫療福利服務。 

 2.運營實體 

BPJS Kesehatan 為運營實體，亦為公共法律實體，由 2011 年印度尼西亞社會保障

管理機構法第 24 號執行，直接向總統報告並承擔責任。BPJS 健康管理基於透明度，效

率和問責制的原則進行管理，服務所有印尼居民。 

3.成員資格 

總體而言，JKN 成員資格分類有兩種類型的會員資格。第一個是非補貼（非 PBI）

成員，第二個是補貼（PBI）成員。這兩個群體的主要區別在於繳費的來源。非 PBI 的

貢獻由他們支付，而 PBI 的貢獻由政府支付。這些群體之間的另一個區別是非醫療福利。 

PBI 僅適用於三級住院病房。非 PBI 可以選擇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住院病房，具體

取決於他們繳交的費用。 

非 PBI 成員進一步分為員工，自僱人員和非員工。這三個群體之間的貢獻是不同

的。員工支付高達基本工資的 5％加上家庭津貼，與雇主共同支付。截至 2015 年 7 月，

員工與其雇主的供款比例定為 1％至 4％。就業會員可以通過每月每個會員支付 1％的

額外會費註冊其他家庭成員。 

另一方面，自營職工和非職工團體繳納的固定價格定為 25,500 印尼盾(每人每月)，

並可以住在第三類住院病房，至於第二類病房價格為 51,000 印尼盾(每人每月)（per 

member per month ,pmpm），第一類病房價格為 80,000 印尼盾(每人每月)（per member per 

month ,pm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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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每個成員至少應該在一個基層醫療機構進行登記，每個成員都有權選擇初級

保健設施。換言之，印尼的健保制度有強制 gatekeeper 制度，每個成員都是先從初級照

護機構先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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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付制度 

每個成員至少應該在一個基層醫療機構進行登記，每個成員都有權選擇初級保健設

施，印尼的健保的支付制度分為「初級」與「二級、三級」照護支付制度。在初級照護

的支付制度又分作「論人計酬(Capitation」)及轉診下的「論量計酬制(Fee For Services)」，

在二級或三級的照護支付制度，可分「論病例計酬(Indonesia Case Based Group)」及非

屬論病例計酬(如化療藥物、慢性病藥物、血友病等)的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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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ral Back Program (PRB) Fee For Services 

** Payments with certain amounts 

*** INA CBG: Indonesia Case Based Group 

 

(二)參訪拜會 

前述印尼政府預計自明年(2019 年)起採全民強制納保制度，而台灣全民健保制度

自 1995 年實施以來已有 23 年的經驗，因此本次台灣全民健保保險人特別安排於 3 月

28 日拜會與印尼社會健康保險執行機構為”BPJS Kesehatan”。本次健保署代表為蔡淑鈴

副署長，隨行參訪拜會者為企劃組組長張鈺旋，一行二人於下午時間 16:00 左右到達

BPJS Kesehatan，印尼保險機構本次接待主席為 BPJS 機構的法律及溝通關係部門主管

H Bayu Wahyudi( Director of Law, Commun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lation)，另同行負責

國際事務者之印尼參加會議者共 7 人(包括有：Suciati Mega，Jenni Wihartini，Fitria 

Nurlaila Pulukadang，Dita Yuristia Firnanda，Sekretaris Dirkumhal，Heru Chandra，Mahat 

Kusumadi)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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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討論的重點主要有二部分，其一在於介紹印尼健康保險(badan penyelenggara 

jaminan social,BPJS)的內容，前面已述(詳如附件三簡報)；另一個重點是在於介紹台灣

的健保經驗，台灣健保運作為單一保險人制度，並且在醫療費用的管理上以總額預算制

度，期望透過同儕制約，可減少醫療提供者以量取勝的誘因，以合理抑制醫療費用及平

衡區域間醫療資源。同時，台灣與印尼同時面臨健康照護費用持續上漲問題，台灣健保

發展「雲端查詢系統」將資料分享醫師提供精準醫療，減少民眾不必要的檢驗檢查，自

107 年 1 月起再精進查詢系統功能，鼓勵各大醫院即時上傳電腦斷層攝影(CT)、核磁共

振造影(MRI)、齒顎全景 X 光的影像及報告，透過雲端提供醫療影像與報告互享，這在

我國，甚至世界各國，是一個很先進的作法，歡迎印尼 BPJS 與我國健保交流分享經驗。

此外，台灣在弱勢照顧及偏鄉離島 IDS(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經驗，對於印尼的地

理環境特殊性(最多離島國家)，幅員遼闊、偏遠地區民眾的就醫甚為不便，因此台灣健

保藉由較具彈性的支付方式，鼓勵醫療院所在一定收入的保障下，提高至山地離島地區

進行醫療服務的意願，透過 IDS 醫療資源的整合及當地居民的意見參與，台灣提供山

地離島地區的醫療服務品質的改善，亦值得印尼參考。本次拜訪直到 18:00 才結束，總

共討論約 2 小時，討論熱烈(詳如附件四照片剪影)， 

 

(三)成果 

本次會議，印尼保險機構本次接待主席為 BPJS 機構的法律及溝通關係部門主管 H 

Bayu Wahyudi 特別向健保署蔡淑鈴副署長表達希望今年內有機會可以拜訪健保署，或

簽署合作意向書（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之可能性，同時表達台印尼二

機構將持續保持交流。另外醫院協會理事長 Dr. Kuntjoro Adi Purjanto(President of 

Indonesian Hospital Association)，亦來函邀請蔡淑鈴副署長 10 月再次拜訪印尼，參加醫

院協會研討會(Topic: Improving Healt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owards UHC in Taiwan)，足

見本次參訪達到實質外交目的，兩國機構彼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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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與建議 

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並延續近期臺印尼交流熱潮，臺灣健康產業赴印尼拓銷團不

僅展覽及記者會，而是要藉由這個平台，與印尼各個產業進行深度的交往。同時臺灣健

康產業日研討會當天，由各負責單位發表主題，介紹臺灣在精準醫療及特色醫療領域的

發展，印尼醫醫師公會 Dr. Widyastuti Wibisana 亦表示希望能與臺灣建立醫療合作關

係，活動吸引超過一百多位媒體及醫療相關業者參加，現場交流熱絡。我國健保在全民

健康覆蓋 (Un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有很好成就外，另外近年來推動的雲端醫療

資訊服務(Medicloud System)，更值得向印尼介紹。 

再者，臺灣的醫療體系及公衛防疫網絡目前已可媲美甚至超越先進國家水準，台灣

醫界過去在東南亞國家也已累積一定成績及聲譽，配合衛福部目前以「新南向政策」為

框架，規劃推動與東南亞國家之醫衛合作與產業連結旗艦計畫，期望進一步擴大與東南

亞各國在醫衛領域的合作與共同開拓市場，已有 6 家醫學中心成為首批一國一中心的負

責醫院，例如：由榮總體系負責越南，花蓮慈濟負責菲律賓、成大醫院負責印度、彰化

基督教醫院負責泰國、彰濱秀傳醫院負責馬來西亞由、台大醫院負責印尼，並各自設立

台灣特色醫療中心。藉由推動醫衛人才培訓、醫衛產業搭橋、臺商健康諮詢服務、營造

文化友善之醫療環境、醫衛相關產業之法規及市場調查，以及資訊整合等 6 大項目。藉

由醫衛合作經驗與未來合作規劃，期待透過臺灣優良醫療軟實力，連結新南向國家，推

動雙向合作，提升當地人民福祉，同時帶動醫衛產業發展。 

同時，印尼政府推行健保，訂定低廉保費，雖然一時間造福了窮人，卻可能無以

為繼，因此收取低廉保費的印尼健保制度能否負擔得起提供這些治療的成本，目前已浮

現健保財政缺口問題，正如一些開發中經濟體推動健保制度也出現類似的難關。透過本

次參訪交流機會，可以瞭解台印都有健康照護費用持續上漲問題，因此如何提出有效的

策略來抗衡醫療費用的攀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我國全民健保在醫療費用管理上透過

總額預算制度及大數據的分析，提供管理資訊與決策輔助系統，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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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以「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提供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運用，將資

料分享醫師提供精準醫療，減少民眾不必要的檢驗檢查，更發展醫療影像上傳及調閱查

詢互享機制，透過雲端提供醫療影像與報告互享，這世界各國的健保經驗上是一個很重

要的里程碑，未來將帶領醫療資訊 AI 之應用及診療輔助模式之發展，而本次參訪後，

陸續收到印尼方的來函表達與我方簽署 MOU 意願或邀請我方演講，足見本次參訪達到

實質外交目的，這也是我國軟實力最佳的表現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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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代表蔡淑鈴副署長簡報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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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台灣醫療日記者會 

“Taiwan Medical Day” Press Conference 

 

 

 

 

 

 

 健保署蔡淑鈴副署長及企劃組張鈺旋組長參加台灣醫療日記者會

“Taiwan Medical Day” Press Conference 分享台灣全民健保經驗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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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BPJS 簡報內容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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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印尼 BPJS 機構活動剪影  

   

 

 

 

 

 

附件四 

健保署蔡淑鈴副署長及企劃組張鈺旋組長拜訪印尼 BPJS 健保機構，由 BPJS

機構的法律及溝通關係部門主管 H Bayu Wahyudi 皆待，彼此互相交流台灣

與印尼健康保險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