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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邱亞文研究員 (自 2016 年起擔任 APACPH 臺灣區域主任)此次以自費公假方式偕同

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一行人前往馬來西亞沙巴亞庇，參加由馬來西亞沙巴大學主辦之

「第 50 屆亞太公共衛生學術聯盟會員大會暨國際研討會」。並自 9 月 10 日至 9 月 14

日分別出席執行委員會會議、會員大會、主管聯席會議、研討會開幕、閉幕儀式、晚宴

等多項活動。本次研討會主題為：「Milestone event: moving forward to address new 

challenges in regional health」，此場研討會有來自 28 國共 689 人參與。為提升我國

國際知名度，特推薦並協助我國前衛生福利部邱文達部長受邀於 9 月 12 日在全會中演

講：「Public Health Responses for Injury Prevention-Enhancing University Role」。

邱研究員在 9 月 12 日由臺北醫學大學合辦的平行研討會擔任主持人，並安排衛生福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王 英 偉 署 長 受 邀 演 講 ：「 Health Promo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Capacity Building in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亦推薦王署長於 9 月

14 日 在 另 一 場 全 會 演 講 ， 題 目 為 ：「 Community Empowerment – Taiwan 

Experience」。除上述活動之參與外，主導辦理新創立的跨國「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

協作中心」(APACPH 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Health Promotion, CCHP)是由臺北醫

學大學及國民健康署共同策劃，故於 9 月 13 日辦理將於本(2018)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3 日舉辦為期七天的｢亞太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工作坊｣之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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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亞太公衛學術聯盟(Asia Pacific Academic Consortium of Public Health, APACPH)

是亞太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公衛相關學術聯盟，向來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參與其中目的為我

國在此一國際平台奠定合作之契機，對於未來和新南向政策之重點國家，包括印尼、越南、

印度、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斯里蘭卡、澳洲等等，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前衛福部長邱文達教授曾在此參與 20 年之久。邱亞文研究員(APACPH 臺灣區域主任)與臺

北醫學大學公衛學系邱弘毅教授(APACPH 財務副理事長)於臺北醫學大學任職時即共同投

入經營此國際平台多年，國民健康署則於去年成為團體會員。邱研究員本次出差行程除了

以 APACPH 臺灣區域主任身分前往參與執行委員會、會員大會報告區域近況，並擔任國際

研討會座談會主持人，另邱弘毅教授受邀為 9 月 12 日「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研討會講者。此外推薦以下三場演講者：包括協助我國前衛生福利部 邱文達部長受邀於 9

月 12 日在全會中演講；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在 9 月 12 日由臺北醫學大學合

辦的平行研討會受邀演講，以及 9 月 14 日王署長在另一場全會之演講。另一目的為辦理

由邱亞文研究員及邱弘毅教授共同主導及新創立的跨國「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協作中

心」(APACPH 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Health Promotion, CCHP)，是由臺北醫學大學

及國民健康署共同策劃，故於 9 月 13 日辦理將於今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3 日舉辦為期

七天的｢亞太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工作坊｣之籌備會議，工作坊參與人員將包括有二十五

位來自新南向國家的專業人員及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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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簡介 

一、 9 月 09 日（星期日） 

清晨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於上午 11:30 抵達馬來西亞沙巴 BKI 機場。 

二、9 月 10 日 ( 星期一 ) 

參加亞太公共衛生學術聯盟執行委員會會議 Executive Council Meeting (ECM)  

三、9 月 11 日( 星期二 ) 

(一) 參加亞太公共衛生學術聯盟會員大會(GA) 

(二) 參加公衛主管聯席會議。 

四、9 月 12 日(星期三) 

(一) 辦理「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協作中心」（APACPH CCHP, 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Health Promotion )平行論壇。 

(二) 參加 Plenary Session 1: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 Enhancing University 

Roles 

五、9 月 13 日 (星期四) 

(一) 參加 Plenary Session 2: Future Public Health Training 

(二) 參加 Plenary Session 3: 4.0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ublic Health 

(三) 辦理亞太健康促進與核心能力建構工作坊籌備會議 

六、9 月 14 日(星期五) 

參加 Plenary Session 4 (panel): Community Empowerment - Knowledge Transfer 

七、9 月 15 日(星期六)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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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活動內容 

一、 執行委員會會議(Executive Council Meeting, ECM)： 

首先由理事長 Dr. Jimba 致詞，簡述目前 APACPH 的運作情形，其中他特別提到 CCHP

將於 10 月底在台灣台北舉辦為期七天的｢亞太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工作坊｣，Dr. 

Jimba 覺得這項由 CCHP 所主導的工作坊，對於 APACPH 學會來說是一個結合學者與

政府官員共同合作的典範，可作為其他國家效法的教育訓練模式。備位理事長的報告 

(Dr. Wah-Yun Low)，及秘書長 Dr. Bruce Maycock 簡述了過去幾個月的所參與的各項

亞太區域重大活動。我國之區域主任(Regional Director of Taiwan)邱亞文研究員是執

行委員會當然成員，也代表台灣區域進行近半年主要活動報告，並介紹年底前三項即

將合辦之國際研討會，包括衛生福利部主辦之「全球衛生論壇」，以及亞洲健康識能國

際研討會。其他執委分別就 APACPH 各個執掌的職務報告相關進度、說明合作倡議的

計畫進度與成果、報告籌備今年第五十屆年會各項安排等等，並對其他議題如執委會

選舉彼此交換意見。 會中各國執委討論十分熱烈，對 APACPH 運作、招募會員、APJPH

期刊、與下屆 APACPH 年會、後年第五十二屆主辦國申請辦法等各項活動規劃，提出

許多重要建議與決議。 

二、 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 GA)： 

會中理事長、備位理事長、行政副理事長、財務副理事長、各區域主任、分別就 APACPH

各個執掌的職務報告相關進度，例如財務現況包括了會員費繳費情形與督促會員能準

時繳費策略、明年度年會各項籌備安排。台灣區域主任邱亞文教授報告 CCHP 成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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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目的為建立亞太區域互相交流學習的健康促進能力建構訓練平台，培訓公共衛生

人員必要之核心能力與其領導能力。CCHP 提供各國工作機構參與教育訓練的機會和技

術上的支持，夥伴機構來自包含澳洲、印尼、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斯里蘭卡、

台灣和泰國等國家。這次我們將於 10 月 28 日到 11 月 3 日舉辦為期七天的｢亞太健康

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工作坊｣，邀請了十位來自亞太地區的外國講師，訓練對象為 15 位

來自新南向地區國家、20 位來自台灣的公共衛生領域年輕學者、中央或地方單位負責

非傳染病或傳染病防治的主管人員。 

三、 公衛主管聯席會議： 

在聯席會議中，針對二項議題討論： 

1. How do they equip public health scholars to respond to future regional health 

challenges? 

2. How do they incorporate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in delivering public health 

curriculum?  

大致之結論有需加強區域內之研究合作，與時俱進；先進科技在課程設計之嵌入固然

重要，但需謹慎使用。 

四、 9月12日至14日出席年會活動，與我國相關者特摘錄如後(依時序排列)： 

(一) Symposium 6: Health Promo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Sponsored b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Chair:  Prof. Dr Ya-Wen Chiu,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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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1: Prof. Dr Bruce Maycock, Curtin University, Australia 

Speaker 2: Prof. Dr Wang-Ying Wei, Director General of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Speaker 3: Professor Dr. Low Wah Yun,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Speaker 4: Dr Li-Ling Huang,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由「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協作中心」（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Health Promotion, 

CCHP )協辦的平行論壇，其主題為「Health Promotion & Capacity Building」，邱亞

文教授擔任主持人，黃麗玲助理教授和 CCHP 教案規劃小組之講師王英偉署長、Bruce 

Maycock 教授、Wah Yun Low 教授分別於論壇上分享建構預防慢性病機構能力、全球

國家地區健康促進建構能力、健康促進之夥伴關係及建構國家控菸能力的台灣、馬來

西亞及澳洲等國實務經驗，全場座無虛席，與會者發言踴躍，與講者熱烈討論，此論

壇講者分享的各國最佳實務經驗受到與會者推崇肯定，於中午 12 點圓滿結束。  

Speaker 2: Professor Dr. Madya Rosnah Sutan,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Malaysia  

邱弘毅教授受邀為 2018 APACPH conference 第一天（9 月 12 日）10:30-12:30 平行

論壇之場次”Non-Communicable Diseases”講者，演講主題為”Breast Cancer 

(二) Symposium 2: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Chair: Dr. R. Surenthirakumaran, University of Jaffna, Sri Lanka  

Speaker 1: Professor Dr. Hung-Yi Chiou,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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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after Cancer Screening Intervention in Taiwan ”，探討台灣乳癌發生率中

最常見之乳腺癌進行癌症篩檢後之存活率情形。乳腺癌為全球或是台灣女性乳癌發生

率最高之類型，過去 30 年來台灣乳腺癌發生率急遽增加 6 倍，且發病年齡遠比西方國

家年齡小約 10 歲。我國於 1985 年開始癌症篩檢計畫之執行，2002 年以乳房 X 光攝

影檢查診斷乳癌之臨床病徵，此方法已被證實為早期診斷乳癌之利器。2004 年至 2009

年期間 50-69 歲之婦女免費進行兩年一次 X 光乳房攝影檢查，於 2009 年開始篩檢年

齡降至 45 歲。自 2004 年至 2014 年，篩檢率由 18.13%增加至 26.24%。進一步探討

早期診斷與晚期診斷之乳腺癌患者之五年存活率之情形，其結果顯示早期診斷之患者

五年存活率達 90%以上，而晚期診斷或未做篩檢之患者其五年存活率僅有 27.8%，遠

低於早期診斷之患者。另 X 光乳房攝影檢查與每年一次乳房臨床觸診(Clinical Breast 

Examination, CBE)診斷方法比較下，乳房攝影之診斷較 CBE 診斷降低 41%死亡率。

證實乳房 X 光攝影為有效提早發現並改善預後之篩檢方法。本研究也引起在場聽眾之

迴響與讚許，並對我國之癌症篩檢政策之施行留下深刻印象。 

(三) Plenary Session 1: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 Enhancing University Roles 

Chair: Professor Dr. Masamine Jimba 

Speaker 1: Professor Dr. Osman Bin Ali, Universiti Kuala Lumpur Royal 

College of Medicine Perak, Malaysia 

Speaker 2: Professor Dr. Wen-Ta Chiu,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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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3: Professor Dr. Keiji Fukuda,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前衛福部長邱文達對全會之專題演講，其演說獲得聽眾之共鳴，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部長分享自己先前在推廣安全帽立法的成功案例，其成效實在令人敬佩，

從一開始的 56%致死率到 2000 年的 33%致死率，過程中，邱前部長為了此目標各處

演講，宣導其理念，最終立法成功，且顯著降低致死率，實在是健康安全推廣者的先

鋒及楷模！ 

第二部分是分享他自己在醫院服務時的驚險案例：面對眼前被棘手傳染病傳染（伊波

拉）的病人，該如何進行醫療處置？在各醫療院所都將此案例推托，拒絕接受，怎麽

做出正當且有效的隔絕，做出適當的緊急醫療回應。面對如此緊急的狀況，邱前部長

仍能穩住脚步，順利幫此受感染的孕婦順產。邱前部長透過此一親身經歷，帶出面對

各種緊急狀況應有的態度及回應，該如何將這個概念普及於各院所，甚至傳遞給醫療

相關科系的學生，建立相對應的緊急醫療制度。 

第三部分是醫療政策制定過程的轉變，從一開始的共同指導原則，到 evidence-based

的政策規劃，目標是從 health practice 到 health impact，將健康的概念與行爲不僅

落實在生活中，更是能在各社群中產生影響力，營造一個健康的社群及生活環境。 

此外，同場次由前 WHO 助理幹事長 Keiji Fukuda 之專題演講，以其豐富的全球衛生

安全及防疫作戰經驗，提醒大家在此新興與再浮現疾病頻頻來襲的世紀，衛生安全防

護與整備能力之加強刻不容緩，應從國家、區域乃至全球一心，共同作戰。福田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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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講演條理清晰，娓娓道來，展現了世界級衛生領袖之風範與涵養，是我輩效法之

對象。 

(四) Plenary Session 2: Future Public Health Training 

Chair: Professor Dr. Low Wah Yun,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Speaker 1: Professor Dr. Philip Baker,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Speaker 2: Professor Dr. Indika Karunatilake, University of Colombo, Sri 

Lanka 

(五) Plenary Session 3: 4.0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ublic Health 

Chair: Professor Dr. Osman Bin Ali, Universiti Kuala Lumpur Royal College of 

Medicine Perak, Malaysia 

Speaker 1: Professor Dr. Sanjay Rampal, University Malaya, Malaysia 

Speaker 2: Professor Dr. Shamsul Azhar Shah, UMB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Malaysia  

此二場次透過澳洲、斯里蘭卡、馬來西亞提供之 Future Public Health Training 及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ublic Health 兩個議題經驗分享，持續進行我國與亞太地區

相關領域之交流與學習。 

(六) Plenary Session 4 (panel): Community Empowerment -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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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 Professor Dr Mohammad Saffree Jeffree,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Malaysia  

Speaker 1: Professor Dr. Wang Ying-Wei, Director General of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Speaker 2: Dr. Agustin Kusumayati, Universitas Indonesia, Indonesia  

Speaker 3: Professor Dr Khamisah Awang Lukman,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Malaysia  

Speaker 4: Dr. R. Surenthirakumaran, University of Jaffna, Sri Lanka  

Speaker 5: Professor Seth Ogyebre Owusu Aqyei, University of Health & 

Allied Sciences, Republic of Ghana 

由臺灣、印尼、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及迦納針對 Community Empowerment - 

Knowledge Transfer 議題進行經驗分享及交流討論，其中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在全

會演講，講題為”Community Empowerment – Taiwan Experience”，聽眾反應熱

烈，紛紛好奇台灣成功的秘訣，特別是健康醫院的政策模式等經驗，相當有趣。 

五、 亞太健康促進與核心能力建構工作坊籌備會議： 

藉此研討會期間，另外於 9 月 13 日安排由王英偉署長主持，與 10 月下旬受邀｢亞太健

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工作坊｣來台擔任授課的講員，進行辦理亞太健康促進與非傳染病

防治教育訓練討論會議，與會者包括 APACPH 理事長 Dr. Masamine Jimba、備位理

事長 Dr. Wah Yun Low、及秘書長 Dr. Bruce Maycock 等學者，針對工作坊提供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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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及經驗分享，期盼屆時工作坊帶給四十位國內外學員最大的效益。有鑒於三位

學者已多次與我方視訊會議，討論教案設計與教學模式，當場王署長特頒贈三位國際

諮詢委員證書，以感謝其長期貢獻之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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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APACPH 理事長 Dr. Masamine Jimba 及數個高階幹部均在會中讚揚我國主導成

立之亞太健康促進合作中心(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Health Promotion, 

APACPH CCHP)的合作提案，特別是本(2018)年十月底即將舉辦之｢健康促進核心

能力建構協作中心｣工作坊，對於 APACPH 學會來說是一個相當好的活動，也是

值得學習及長期營運的模式，因為這個工作坊結合了多國學者以及政府官員等專

家的投入與討論。 

二、 未來應藉由國民健康署及臺北醫學大學多年經營及亞太健康促進合作中心的多邊

合作，持續推動國際化平台，深化我國亞太區域衛生合作，以多邊帶動雙邊交流，

落實公私部門夥伴合作之精神(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三、 邱亞文研究員擔任 APACPH 台灣區域主任，邱弘毅教授則在 APACPH 擔任財務副

理事長，均為我國在此一國際平台奠定合作之契機，對於未來和新南向政策之重

點國家，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與基礎。 

四、 2019 年之年會主辦單位為泰國 Mahidol 大學，地點在曼谷。主辦人已在當場向

邱研究員提出合辦平行論壇之邀請，我國可提前規劃參與，擴大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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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圖一、國健署王英偉署長(左四)與台灣與會代表合影，左三為邱亞文研究員 

 

圖二、執行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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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國健署劉家秀研究員(左四)、柯昀瑤技士(左一)及臺北醫學大學與會人員於會員大會

合影 

 

 

 

 

 

 

 

 

 

圖四、與 WHO 前助理幹事長現為香港大學公衛學院院長福田敬二(Keiji Fukuda，中立者)

於會員大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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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在 CCHP 工作坊籌備會議與國健署王英偉署長(右三)及三位 APACPH 主要幹部合

影：理事長東京大學 Masamine Jimba 教授(左四)、秘書長澳洲 Curtin 大學 Bruce 

Maycock 教授(左三)、備位理事長馬來亞大學 Wah-Yun Low 教授(左二) 

 

圖六、與國立新加坡大學公衛學院院長張毅穎教授(左一)及我國衛生福利部前部長邱文達

(右三)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