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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司派員於本(108)年 5 月 7日至 5月 12日偕同中華牙醫學會、中華民國牙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等人員共赴韓國首爾，參加「第 41 屆

亞太牙醫大會」(APDC2019)。本次大會主題為“未來、創新、共同！(Future, 

Innovation, Together !)”。我國代表團於會議期間 5月 11日，在會場舉辦業經爭

取到 110 年將在我國主辦第 43 屆亞太牙醫大會之簽約儀式，並宣導及邀請各國

代表於後年赴臺灣參加「2021APDC」。世界牙醫聯盟(World Dental Federation)主

席 Kathryn Kell、亞太牙醫聯盟(Asia Pacific Dental Federation)主席 Cheol-Soo, 

Kim、前任主席 Dr. Fernando Fernandez 及秘書長 Dr. Oliver Hennedige 等貴賓及各

國代表約計 110人參加，我國駐韓國台北代表部唐殿文代表應邀出席並致詞，鼓

勵各國代表後年赴臺參加由我國中華牙醫學會主辦之第 43 屆亞太牙醫大會及見

證我國高品質及先進牙科技術。 

 

亞太牙醫聯盟會員國多達 35個，本次韓國首爾大會有超過 3000人與會，充

分顯示國際社會對口腔相關議題之重視。各國均努力勵行口腔衛生政策，我國應

在相關議題上了解各國之推動情形及成效。藉由出席本次會議，加強資訊蒐集，

做為我國口腔政策決策因應之參考。並藉出席會議之機會，與其他國家官員、國

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代表，以及學界、業界代表等直接交流，建立未來聯繫及可

能之合作管道，強化我國國際參與量能，提升國際參與實質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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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表 

108年 5月 7日：出發 

108年 5月 8日：參加會議 

108年 5月 9日：參加會議 

108年 5月 10日：參加會議 

108年 5月 11日：參加會議 

108年 5月 12日：返抵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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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  的 

口腔健康和全身疾病，包括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統疾病

以及心理和神經障礙等非傳染性疾病息息相關。口腔疾病影響全世界 39 億人

口，而蛀牙（齲齒）是唯一最普遍和可預防的疾病，但它幾乎影響了世界一半人

口的健康。我國亦不例外，國人口腔健康狀況亦普遍不佳。 

亞太牙醫聯盟最早於 1955年 10月 13 日在日本東京成立，並自 1967 年起，

成為 FDI世界牙醫聯盟(FDI World Dental Federation)的區域組織。該聯盟長期關

注亞太國家重要口腔衛生議題、醫療體系發展趨勢、口腔疾病防治、口腔醫學教

育及健康促進策略。 

亞太牙醫聯盟每年召開一次大會，此等大會，對於把口腔健康議題，提請各

國政策制定者關注，將口腔健康納入所有公共衛生政策之中，是非常重要的事。

台灣雖非聯合國之會員國，卻可以牙醫學會名義，參與實質委員選舉及議題討

論，因此得以了解目前各國推動口腔健康之進展及教育、研究等未來發展趨勢。

作為我國未來規劃、執行及評估政策之參考，以提升我國國民之健康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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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  議  過  程 

  第41屆亞太牙醫大會(Asia Pacific Dental Congress, APDC)大會，於2019年5

月8日至12日在韓國首都首爾的Intercontinental Seoul COEX及COEX Conference 

Center舉行。亞太牙醫聯盟(Asia Pacific Dental Federation, APDF)最早於1955年

10月13日在日本東京成立，並自1967年起，成為世界牙醫聯盟(World Dental 

Federation, FDI)的區域組織。亞太牙醫聯盟是世界牙醫聯盟轄下六個分區組織

中，會員人數最多的單位，包括35個會員國及組織。該聯盟長期關注亞太國家重

要口腔衛生議題、醫療體系發展趨勢、口腔疾病防治、口腔醫學教育及健康促

進策略。今年大會主題為“未來、創新、共同！(Future, Innovation, Together !)“。

本次大會為各專科之牙醫籌備了一系列活動，包括齒顎矯正、植牙等各牙科主要

議題的學術演講。亞太牙醫聯盟同時辦理牙材展，包括醫療器材、醫療技術診間

器具、實驗室器材、資訊科技等相關產品和服務，會場提供與會者與醫療產業廠

商互相交流、展示產業成果及探索產業商機的絕佳機會，在此可發現牙科市場的

最新發展趨勢。 

    本次會議地點之首爾（Seoul）是韓國首都，其官方正式名稱為首爾特別市(舊

中文譯名為漢城，2005年更改譯名為首爾)。首爾除了是韓國的首都外，亦是韓

國經濟、科技及文化中心，人口約1009萬（2018年），是韓國人口最多的城市。

其官方語言為韓語，時差比我國時間早1小時。 

    我國由中華牙醫學會代表我國牙醫界，成為亞太牙醫聯盟的正式會員國。由

於對岸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上不斷打壓我國，迫使我國外交處境日益艱難，以致

我國的正式會員國名稱，在前幾年被迫改為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但是該會

仍每年派代表參加亞太牙醫聯盟的會務及亞太牙醫大會等活動。積極與亞太地區

的各國代表交流，建立彼此間良好的情誼關係，爭取我國牙醫界在全球牙醫社群

中的舞台，進一步為我國牙醫界爭取更寬廣的國際交流空間，以利我國國民外交

之推展。 

    本次參加大會的人員除了我本人參加外，還有中華牙醫學會謝義興理事長、

高嘉澤副理事長、蔡爾輝執行長、楊俊杰醫師、羅文良醫師、季麟揚教授、林立

德院長及賴向華主任。另有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聯會國際主委蔡珍重醫師及台

北市牙醫師公會潘建誠理事長、孫奕貞醫師、吳佳蓉醫師、林柏彥醫師、林敬凱

醫師及張維仁醫師等人。 

會議重點 

    5月7日與會人員原訂搭乘長榮班機15:15飛往韓國首爾，因班機延遲1個多小

時才起飛，抵達首爾仁川機場已經接近晚上7點，再搭乘巴士前往會場附近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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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飯店。 

    大會於5月8日召開Council Meeting，會議地點在COEX Allegro廳。會場外放

置了各個會員國的國旗，包括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亞太牙醫聯盟的組

織，包括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及副秘書長。所屬委員會包括： 

1. 財務主管和管理委員會(Treasurer & Management Committee)、 

2. 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3. 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 

4. 社會委員會(Social Committee)、 

5. 公共關係委員會(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6. 婦女與文化委員會(Women & Culture Committee)、 

7. 聯絡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 

8. 軍事和公共牙醫委員會(Military and Public Dentists Committee)。 

    理事會成員中，我國就佔了3席，包括：楊俊杰財務長、高嘉澤副理事長及

季麟揚主委。亞太牙醫聯盟的所有重要議題，都會先在理事會中討論，再送交代

表會議中作決議。我國所佔之3席理事會成員名額，實屬不易。楊俊杰財務長在

作年度財務報告時，都會說他來自台灣，以彰顯我國之重要性。 

    5月9日大會於COEX 會議中心的Diamond廳舉行Delegates Meeting，我國由中華牙醫

學會謝義興理事長率領台灣代表團參加，包括：亞太牙醫聯盟之3位理事會成員楊俊杰

財務長、高嘉澤副理事長及季麟揚主委，另外本人、蔡爾輝執行長、羅文良組長

及郭佩絲秘書以觀察員身分列席參加會議。 

    原本今年ADPC2019的主辦國是斯里蘭卡，因故延後一年，而由韓國主辦今

年ADPC2019大會。斯里蘭卡改於承辦明年2020年第42th APDC大會，所以斯里

蘭卡牙科學會於Delegates Meeting後，在Intercontinental Seoul COEX舉辦斯里蘭

卡茶會，邀請亞太牙醫聯盟各會員國代表參加，因為我國將爭取2021年APDC在台灣舉

辦，故我國代表也全數參加，以觀摩斯里蘭卡之籌備情形。另因明年在斯里蘭卡舉辦會

議期間，我國亦需於會議期間舉辦台灣茶會，以邀請亞太牙醫聯盟各會員國至我國參與

APDC2021，故需熟識斯里蘭卡之會員代表成員，利屆時需請其代租會場舉辦台灣茶會，

以宣導在台灣舉辦的APDC2021。茶會席間斯里蘭卡牙醫學會的理事長及秘書長均大力

推銷2020APDC in Sri Lanka，並撥放斯里蘭卡的觀光宣導短片，希望明年各會員國多多

參與在斯里蘭卡舉辦的亞太牙醫大會。雖然斯里蘭卡才剛在上個月(108年4月21日)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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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可倫坡、內貢博、巴提卡洛阿等多個城市，發生一連串連環爆炸案，造成253人死

亡、500人受傷。斯里蘭卡仍大力宣導，籲請各國踴躍參加2020APDC in Sri Lanka。 

    5月9日下午，於COEX會議中心之Conference Room 320、321、324、325、328分別舉

行Commission Meeting。 

    5月10日上午在COEX會議中心Diamond廳舉行 ICCDE Meeting。下午在

COEX會議中心的Auditorium Room舉行第41屆亞太牙醫大會開幕典禮，我國代表

團由中華牙醫學會謝義興理事長領軍參加。開幕典禮可以說是每年亞太牙醫大會

最重要的節目，除了有亞太牙醫聯盟新舊任理事長的交接儀式外，各會員國依序

唱名並由各國代表上台。輪到我國代表上台時，大會螢幕秀出我國青天白日滿地

紅的國旗。多年來，我國代表團以中華牙醫學會為代表，代表團在開幕典禮會場

上人手一支國旗，使我國國旗飄揚在開幕典禮會場。 

    大會開幕式由本屆主席韓國牙科協會Dr. Cheol-Soo Kim主持下開始。開幕致

詞時，Dr. Cheol-Soo Kim強調亞太牙醫大會是重要的健康會議，口腔健康與身體

的健康息息相關。本屆在韓國首爾COEX舉行的亞太牙醫大會，大會主題為“未

來、創新、共同！(Future, Innovation, Together !)”。本次大會預計可以促進牙科

和牙科護理的創新，促進未來和亞太平洋牙科的協和。對於韓國牙科而言，它是在

2002年APDC首爾之後在韓國舉辦的首次國際牙科大會，在韓國國內和國際上具有更重

要的意義。惟在開幕典禮之過程中，典禮主持人大部分時間都是用韓語主持，對國外外

賓而言，實在不知所云為何。其中僅有韓國衛生部長、國會議員及韓國牙醫學會理事長

致辭時，螢幕上有顯示出英文翻譯，其餘全程均以韓語進行。開幕典禮在亞太牙醫聯盟

的新舊任理事長交接後，各國代表在全體帶動唱中畫下句點。 

    5月11日因我國代表團已經爭取到2021年第43屆亞太牙醫大會在台灣辦理的

主辦權，所有成員在中華牙醫學會謝義興理事長的率領下，忙於準備當天中午我

國舉辦的台灣茶會，並將在茶會過程中舉行2021主辦權之簽約儀式。茶會並邀請

所有亞太牙醫聯盟的理事及各國理事長參與見證。簽約儀式由我國中華牙醫學會

謝義興理事長與高嘉澤副理事長代表，與亞太牙醫聯盟理事長Dr. Cheol-Soo Kim

及秘書長Dr. Oliver Hennedige共同簽署”APDC2021 in Taiwan”的MOU。我國外交

部駐韓國台北代表部唐殿文代表、施婷瓅秘書及黃建勳亦來參與簽署儀式，見證

此歷史性的一刻。茶會由季麟揚教授擔任主持人，邀請世界牙醫聯盟FDI現任理

事長Dr. Kathryn Kell、FDI下一任理事長候選人Dr. Gerhard Seeberger、亞太牙醫

聯盟前任理事長Dr. Fernando Fernandez及其他理事，並邀各國牙醫公會理事長參

加，除了共同見證APDC2021 in Taiwan的簽約儀式外，也撥放由我國觀光局提供

的”The Heart of Asia – Taiwan”宣導短片，希望能以台灣的優美景色，吸引各國踴

躍於2021年來台灣參加APDC2021大會。茶會在中華牙醫學會謝義興理事長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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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下，全體成員無不全力熱情招待與會之外賓，不但認識了很多會員國成員，也

成功地完成了一場外交使命戰。 

    5月12日於COEX國際會議中心舉行Delegates Meeting及閉幕典禮，為第41屆

在韓國舉行的亞太牙醫大會劃下完美的句點。下午同行成員分別搭乘機場巴士，

赴首爾仁川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班機返國。由於班機delay 1個多小時起飛，再加上

仁川機場流量管制，延遲很久才起飛，另桃園機場降落後亦在停機坪等候半小時

才下機，以致原訂21:30抵台的班機，步出桃園機場海關時已經是半夜23:30。 

    本次十分榮幸，有機會參與亞太牙醫大會，在我國代表團中華牙醫學會謝義

興理事長及APDC2021籌備會高嘉澤會長的帶領下，全程參與目睹在我國外交艱

難之困境下，民間團體如何發揮實力，努力爭取我國國際會議之主辦權，成功地

協助政府拓展國民外交。其實，參加國際專業活動，需要長期經營培養人才（大

約需以十年以上為單位），才能廣結人脈，進而經由選舉進入常設委員會，乃至

於理事會服務，也才能夠讓國際社群看到台灣所能做出的貢獻。中國大陸在每一

項國際會議，都會有固定參加的團隊成員，長期經營拓展人脈。另一方面，國內

主要的牙醫師團體（包括中華牙醫學會、牙醫師公會全聯會、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以及各縣市牙醫師公會等），應成立國際事務協作平台，尋求政府的長期支持，

一起整合經費與人力資源，共同為爭取台灣牙醫師的國際舞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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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 得 及 建 議 

一、 韓國人很多都不會講英語，所以無論在搭車或購物，幾乎不太容易以英語

溝通。在本次 APDC 大會，有一半以上的議題是以韓語來進行，甚至在

開幕典禮之過程中，典禮主持人大部分時間都是用韓語主持，對國外外賓

而言，實在不知所云為何。其中僅有韓國衛生部長及韓國牙醫學會理事

長，雖以韓語致辭，惟螢幕上仍有顯示出英文翻譯，其餘全程均以韓語進

行，導致我們能接收的資訊，受到限制。未來我國在舉辦 2021APDC 時，

應注意國際禮儀，在國際會議場合，應全程以英語進行。 

二、 韓國的國民平均所得略高於台灣，根據世界銀行 2017年公布的數據：台

灣為 24,607 美元；韓國為 28,380美元。1
 但韓國的物價普遍高於台灣。

若從都市市容而言，首爾街道上四處可見新式建築，環境也較整潔乾淨。

反觀台灣的街道，確實還有許多提升的空間。 

三、 持續積極參與相關會議，掌握議題最新趨勢，並擴展國際合作管道：APDC

亞太牙醫聯盟多達 35個會員國及組織，本次首爾大會有超過 3000人與

會，充分顯示國際社會對相關議題之重視。建議政府機關，積極出席相關

會議，加強資訊蒐集，做為決策因應之參考。並可藉出席會議之機會，與

其他國家官員、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代表，以及學界、業界代表等直接

交流，建立未來聯繫及可能之合作管道，強化我國國際參與量能，提升國

際參與實質成效。 

四、 參加國際專業活動，需要長期經營培養人才（大約需數十年的時間），才

能廣結人脈，進而進入常設委員會，乃至於理事會服務，也才能夠讓國際

社群看到台灣所能做出的貢獻。中國大陸在每一項國際會議，都會有固定

參加的團隊成員，長期經營鞏固人脈，拓展該活動之範圍領域。我國應該

從新拓展國際視野，擇定部分國際專業活動，進而長期經營，培養人才。 

五、  國內主要的牙醫師團體（包括中華牙醫學會、牙醫師公會全聯會、台北市

牙醫師公會以及各縣市牙醫師公會），應成立國際事務協作平台，尋求政

府的長期支持，一起整合經費與人力資源，共同為爭取台灣牙醫師的國際

舞台努力。 

六、 近年來，我國相繼辦理多項國際性會議，例如 2019全球口腔健康學術大

會、第 28屆東南亞牙醫教育學會等。2021APDC 亞太牙醫大會業經我國

                                                 
1
 國民平均所得，請參考：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0%84%E5%9B%BD%E4%BA%BA%E5%9D%87%E5%9B%

BD%E6%B0%91%E6%80%BB%E6%94%B6%E5%85%A5%E5%88%97%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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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中華牙醫學會爭取，將在台灣召開，台灣的面積雖小，但有便捷的

交通，濃厚的人情味，美麗的風光及多樣化的美食，均為辦理國際會議之

有利的條件，未來有機會應該努力爭取國際會議在台灣召開。。 

七、 下一屆 2020APDC 亞太牙醫大會將於 109年 6月 9日至 13 日在斯里蘭卡

首都可倫坡舉行，國內實應擴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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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  動  照  片 

 

 

第 41 屆亞太牙醫大會(2019ADPC)會場外
豎立各會員國國旗，其中包括我中華民國
國旗。 

2019 APDC 大會開幕典禮盛況。 

 

  
大會會場合影，左起：蔡爾輝執行長、高
嘉澤副理事長、唐殿文駐韓代表、謝義興
理事長、林立德院長、賴向華主任及心口
司王鵬豪科長。 

由我國主辦 2021APDC 之簽約儀式合影。 

 

 

大會會議現場，左起：蔡爾輝執行長、謝

義興理事長、心口司王鵬豪科長及羅文良

主任。 

開幕儀式中介紹各會員國代表進場，我國

代表進場時，螢幕秀出中華民國國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