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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紐西蘭「第23屆IUHPE世界健康促進研討會」、澳洲「格里菲斯

大學簽署氣候變遷合作備忘錄」摘要 

國際健康促進暨教育聯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以下簡稱IUHPE）創立於1951年，為全球最大之健康促進與健康教育

之非政府國際組織，其使命為促進全球健康和福祉，並達成全球社會健康平等。 

該聯盟每三年舉辦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今(2019)年4月7日至11日於紐西蘭

羅托路亞舉辦第23屆IUHPE世界健康促進研討會，本署於該研討會辦理平行會議

2場(4月9日「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health literacy or health literacy sensitivity of 

systems / settings / organizations –  assessment tools and experiences of 

implementation」、4月11日「Improving health literacy for climate change: An innovative 

strategy」)、海報發表6篇(含Poster Circle 4篇及E-Poster 2篇)及攤位展示。本次研討

會透過與來自世界各地之學者專家、機構等可從中獲取有關健康促進的新知、瞭

解最新的研究發展與交流實務經驗，以促進全球社會健康福祉。 

 

王英偉署長於108年4月12日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本著優勢

互補的精神，結合該校於氣候變遷與環境、健康專業領域專長，協助我國於氣候

調適與健康、環境的健康，及健康的場域三項議題，提供諮詢、政策建議，也透

過雙方學術交流、文化交換、合作研究，增進面對極端氣候之應變與調適能力，

以達共同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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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出席紐西蘭第 23 屆 IUHPE 世界健康促進研討會 

（23rd IUHPE World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服務機關：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報告人：王英偉署長、吳建遠組長、江玉琴技正 

派赴國家：紐西蘭 

出國期間：108 年 4 月 5 日至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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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健康促進暨教育聯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以下簡稱IUHPE）創立於1951年，為全球最大之健康促進與健康教育

之非政府國際組織，其使命為促進全球健康和福祉，並達成全球社會健康平等，

亦為世界衛生組織推動健康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以下簡稱HiAP）

之重要夥伴，該聯盟每三年舉辦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本署業於2013年起加入

IUHPE成為Trustee Member，以持續參與重要國際公共衛生事務。 

今(2019)年4月7日至11日於紐西蘭羅托路亞舉辦第23屆IUHPE世界健康促進

研討會，主題為「Waiora: Promoting Planetary Heal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All」，本署配合該研討會，辦理平行會議2場(4月9日「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health 

literacy or health literacy sensitivity of systems / settings / organizations – assessment 

tools and experiences of implementation」、4月11日「Improving health literacy for climate 

change: An innovative strategy」)、海報發表6篇(含Poster Circle 4篇及E-Poster 2篇)，

透過本次研討會讓來自世界各地之學者專家、機構等可從中獲取有關健康促進的

新知、瞭解最新的研究發展與交流實務經驗，以促進全球社會健康福祉。 

而為提高臺灣推動健康促進之國際能見度，於會場設置展示攤位，以增加國

際合作之契機，並呈現臺灣推動健康促進工作之成果，展現臺灣在建構健康環境

之策略與傑出之執行成效，提升臺灣於國際社會之角色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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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出席於今(2019)年4月7日至11日舉辦之第23屆IUHPE世界健康促進研

討會，每三年一次全球健康促進與健康教育議題交流之盛會，讓臺

灣健康促進議題分享於國際，並學習與交流國際推動健康促進之經

驗。 

(二)本署於會中辦理「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health literacy or health literacy 

sensitivity of systems / settings / organizations – assessment tools and 

experiences of implementation」及「Improving health literacy for climate 

change: An innovative strategy」2場平行會議、海報展示6篇，分享臺灣

在公共衛生及人民健康福祉上之策略與傑出之執行成效。 

(三)本署於會中設置攤位展示了臺灣在婦幼衛生、傳染病、非傳染病、醫

療可近性的優異成果，將臺灣的實務經驗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學

者分享，讓他們知道：臺灣不僅已達成「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的標準，且得到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的85分

等級，實現世界衛生組織「Health for all」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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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一、出國日期：108 年 4 月 5 日至 4 月 12 日 

二、日期行程 

日期 行程 

108年4月5日(五) 啟程至紐西蘭 

108年4月8日(一) 出席紐西蘭「第 23 屆 IUHPE 世界健康促進研討會」 

108年4月9日(二) 

1.擔任平行會議講者：「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health 

literacy or health literacy sensitivity of systems / settings / 

organizations – assessment tools and experiences of 

implementation」 

2.出席紐西蘭「第 23 屆 IUHPE 世界健康促進研討會」 

108年4月10日(三) 出席紐西蘭「第 23 屆 IUHPE 世界健康促進研討會」 

108年4月11日(四) 

1.辦理平行會議及擔任主持人：「Improving health literacy 

for climate change: An innovative strategy」 

2.出席紐西蘭「第 23 屆 IUHPE 世界健康促進研討會」 

3.搭機至澳洲(王署長英瑋) 

4.返程回臺灣(吳組長建遠、江技正玉琴) 

108年4月12日(五) 抵達臺灣(吳組長建遠、江技正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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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重點 

一、場次主題：「Opening Plenary: Waiora: Promoting planetary heal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all」 

(一)時間：2019年4月7日（日）05：00 PM～07：00 PM 

(二)講者：Sir Mason Durie、Prof Fran Baum（Foundation Director of the 

Southgate Institute for Health, Society and Equity Flinders 

University） 

主持：Anna Matheson （Senior Lecturer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ouise Potvin（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ontreal） 

(三)摘要： 

Opening Plenary分為兩個大主題：1. Te Pae Mahutonga: Navigating 

Pathways To Wellbeing；2. Governing for health and equity: how health 

promoters have and can push the agenda。Mason Durie主要說明羅托魯瓦在

健康促進的歷程；紐西蘭的羅托魯瓦在1903年成立毛利衛生稽查員機

制，並於1937年成立女性健康聯盟；同時在1907年委任原住民擔任衛

生稽查員，開始建立公衛制度，從衛生、營養到家庭，並延伸到肺結

核、其他傳染病的治療及預防。而在1937年的女性健康聯盟中，由

Cameron護理師在羅托魯瓦倡議建立公共衛生部，其主旨在於：毛利人

的健康及福利，必須包括嬰兒的照顧和飲食，要有正確的烹飪方法以

及重視新鮮空氣和陽光的價值。直到今天此部門已經發展為多方面的

領域：維護原住民的權益、部落永續發展、支持社區倡議及堅守自然

環境，其中包含了天空的清新、土地的保護、河流及海洋的乾淨、保

存原始森林，與取得人類跟自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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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 Baum的課程重點在於政府如何管理公平健康議題上的倡議

策略。而講者先從目前世界趨勢來分析影響公平健康的窘境；目前世

界正面臨一片不平等的混亂下有：1.生態及氣候變遷帶來的災害，如

熱浪、洪水及滅絕的動植物等；2.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如低工資、

高利潤、福利縮減；3.政府領導策略影響，如新自由主義、利益取向、

非健康、私有化、信任度低等；4.社會危機影響，如孤立、衰退、社

會資本、缺乏社區團結、恐怖份子及宗教戰爭等；5.人民健康影響，

如公平性、慢性病精神疾病、新興的傳染性疾病等。而這些現象就會

造成公平健康上的問題，讓人民無法享有應該要有的健康基本福利及

權益，所以核心重點在於解決全球經濟及政治制度系統上的不公平

性，如此便可以舒緩公平健康上的窘境，政府或是倡議者必須要從以

下幾點著手並建立改革里程碑，其中包含了：社會不公平待遇、貧富

差距、過度消費及無消費能力、利益至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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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次主題：「Plenary session: Ensure health equity throughout the life course, 

within and among countries, making each member of the global 

society an empowered lifelong learner」 

(一)時間：2019年4月8日（一）08：00 AM～10：00 AM 

(二)講者：Sir Michael Marmot（Professor of Epidemi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Dr Stanley Volant（Notre-Dame Community Hospital）、

Dr Anne Bunde-Birouste（Director UNSW Yunus Social Business for 

Health Hub） 

主持：Diane Levin-Zamir（Associate Professor And National Director 

University of Haifa and Clalit Health Services）、Sione Tu'itahi

（Executive Director Health Promotion Forum of New Zealand） 

(三)摘要： 

本場次還是依照大會主題「公平健康」之議題延伸發想，公平健

康之倡議最高宗旨在於全世界的人都應該要有公平健康的照護，讓世

界上每個人都有能力終身學習，自我爭取公平健康。而為了達到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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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必須以公平社會及健康生活的目標 發展，且必須達到以下六項

目標：1.讓每位新生兒都有好的生活環境；2.讓所有兒童、青少年、成

人都擁有最大的能力去掌握他們的生活；3.為所有人創造公平就業機

會及工作環境；4.確保所有的健康生活水準；5建立一個健康及永續發

展的生活環境及社區；6.加強疾病防治工作的地位及角色。 

而為達到公平健康之目標，青少年的未來角色則變的非常重要，

所以他們的健康及運動更受重視，在運動方面，積極倡導「Sport for 

Social Change（S4SC）」，其重點在於宣導公平及社會正義，而定義

為：透過運動可建立公共衛生、兒童、青少年、成人之正面影響；社

會包容弱勢族群；地區及國家經濟發展；以及促進跨文化交流和解決

衝突。而運動可帶領年輕人達到社會或是健康計畫的目標，並解決社

會價值觀的問題，促進社會和諧、性別平等、普及教育、健康體魄及

健康生活形態。 

S4SC在執行後，其未來藍圖將會改變社會生態結構，其中包括：

1.健康問題單純化，個別及整體（例如HIV、飲食、預防）問題；2.社

會包容性增加，促進社會和諧、身障者保護；3.解決弱勢族群問題，

包括遊民、社會整合、就業輔導、生病診斷等；4.性別平等及自我權

益維護可達到50％的目標；5.關注青少年權益及能力培養：菁英青年

領袖培育。而這些發展都有研究證明，S4SCˇ的執行增加了正面的影

響力及有持續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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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次主題：「Plenary: Make all urban and other habitat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and conducive to health and wellbeing」 

(一)時間：2019年4月9日（二）08：00 AM～10：00 AM 

(二)講者：Dr Trevor Hancock（Retired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Victoria）、Dr Priya 

Balasubramaniam（Senior Public Health Scientist Public Health 

Foundation of India）、Dr Collin Tukuitonga（Director-General Pacific 

Community (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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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Evelyne De Leeuw（Editor In Chief, Director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 Centre for Health Equity Training, Research and 

Evaluation）、Viliami Puloka（Senior Health Promotion Strategist 

Health Promotion Forum of New Zealand 

(三)摘要： 

本次課程題目為：建立一個有利於擁有融洽、安全、應變及持久

性的健康與福祉城市及居住地。在健康城市2.0的簡報中有說明，健康

促進必須要有穩固的生態發展及資源的永續才能考量社會生態的面

向；而健康的生態決定因素有：空氣、水、食物、燃料、紫外線照射

的防護、垃圾回收及去毒化、相對穩定適合居住的氣候。而人類生活

在這地球上改變了三個面向：地質、生態、人類主宰，而這面向則影

響了自然生態，如：氣候變遷、海洋酸化、臭氧層的破壞、資源的耗

盡、汙染以及生態毒性、瀕臨絕種。其實大家關注氣候變遷，但是事

實上這些災難都是同時發生。 

因此在不斷的地球污染的威脅中，必須要有新的全球思維觀點，

那就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其中我們必須有三個觀念啟發：1.個

人身體、心理及社會的全面健康是城市的核心價值，成功的城市發展

必須是重視人們的生活品質。2.人們無法在缺乏地球支持系統或者是

自然生態環境多樣性被破壞的狀態下，仍然健康的生活。3.為了將人

民及地球放在城市治理的重心，一個健康、公平及永續發展的城市，

必須要所有的居民及社區完全的參與。而一個地球的概念同時也要必

備以下10個原則：1.健康快樂、2.當地經濟發展的平等性、3.文化與社

區發展、4.土地和大自然、5.永續的水源、6.當地食物的永續性、7.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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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交通、8.物資與產品、9.零垃圾、10、零碳能源。 

面對「一個地球」的挑戰，我們要有不同視野及使命；視野→我

們要成就社會及生態的永續發展；兼顧居民良好的生活品質及長期健

康，同時還要減少生態的碳足跡，這些都是一樣重要的。使命→建立

與維持以社會為基礎的對話，朝向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為核心價值。所

以我們也要積極培育下一代擁有視野領導者、改革者、創新者、溝通

家、文化改造者、市民及政治行動家、新綠能及能夠創造新經濟的社

會企業等的領導人才才能完成「一個地球」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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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場次主題：「Workshop: 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health literacy or health 

literacy sensitivity of systems / settings / organizations – 

assessment tools and experiences of implementation」 

(一)時間：2019年4月9日（四）05：30 PM～06：30 PM 

(二)講者：Prof Diane Levin-Zamir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National Director 

University of Haifa and Clalit Health Services)、Dr Anita Trezona 

(Casual Academic Deakin University)、Dr Ying-Wei Wang (Director 

General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Prof Jürgen Pelikan 

(Director, Competence Center Health Promotion in Hospitals and 

Health Care Austrian Public Health Institute) 

主持: Dr.Sudhvir Singh(Director of Policy , EAT, Norway) 

(三)摘要： 

工作坊主要討論利用評估工具及執行經驗檢視健康識能的系統、

設定及組織。首先講者解釋要先如何瞭解健康識能的測量及介入方

法，在健康識能上的評估可以分為兩大層面，個人及大環境的情境分

析，而個人包含了技能跟能力，而大環境則包括民眾的需求及其中的

協調跟交集。而個人對於健康識能之評估可以透過測試，而大環境的

政策則需要依賴民眾需求及國家的支援做評估。在這兩大方面的平衡

介入中需要不停的協調，之後產出當中的需求並建立對健康識能策略

的接受度。 

在制訂策略的評估效益中，不可獲缺的目標在於個人的學習能力

需要不停進步，這不管在個體、團體、國家人民對於健康識能提供個

人化的學習，包含教育及訓練。至於組織的健康識能目標在於降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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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情境的需求及提供個別的的特殊制度支援，因此要不停發展健全的

健康識能的組織、設定及系統。 

最後，為在所有健康識能政策徹底執行，首先要以人們住的環境

開始改造，包含：工作及學校場地、家庭、社區及醫護設備。至於這

些環境建立之政策，必須從單一個案累積成群眾議題，之後發展成政

策策略，但這過程必須還有醫療及學術上的研究支撐，例如防治作業、

衛教宣導及臨床實驗為基礎，才能建立一個完善的健康識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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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場次主題：「Plenary session: Build effective, accountable and inclusive 

governance at all levels that promotes, peace, justice and respect 

of human rights」 

(一)時間：2019年4月10日（三）08：00 AM～10：00 AM 

(二)講者：Tāmati Kruger、Dame Anne Salmond（Distinguished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Auckland） 

主持：Marguerite Sendall（Academic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revor Simpson（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Health 

Promotion Forum of New Zealand） 

(三)摘要： 

本次會議描述針對和平、正義、尊重人權方面上如何建立有效、

負責、包容的所有政府管理階級做一番講說，講者解釋，一個健全的

社會福利是本堂會議的核心價值，而一個健全的社會福利必須仰賴四

大資本方向：自然、社會、人類、財務。這四大資本要不斷成長、平

均分配及永續發展才能達到健全福利政策，且需要互相依附及一起運

作才能支撐福利政策。而在紐西蘭這特殊國家中，所有關係都融合了

這四項資本，加入一個毛利文化角色融入，建立一個將不斷的發展、

傳授給下一代模式。 

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這是指所有維持生命、人類活動且

有關於自然環境影響面，包含：國土、土壤、水、植物及動物，同時

也包含了礦產、能源等資源。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此重點在於支持社會的規範及價值。其

中包含「人民與社區間的連結」，例如：信任、法律上的規則、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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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關係、文化認同等。 

人類資本 (Human Capital)：這包含人民的技能、知識、生理及心

理上的健全。而為了增加人類資本，需要讓人民開始有全職工作、學

習、娛樂、及更廣的社會接觸。 

財物資本 (Financial / Physical Capital)：這需要包括房屋、道路、

建築物、醫院、工廠、軍事及車輛。這些條件將會彌補國家的配備及

財物資產，而這些都會在支援收入及原物料的生活條件上有直接性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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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場次主題：「Symposium: Improving health literacy for climate change: An 

innovative strategy」 

(一)時間：2019年4月11日（四）08：30 AM～10：00 AM 

(二)講者：Prof Cordia Chu (Director, 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Population 

Health Griffith University) 、Prof Shih-Chun Lung (Research Fellow 

Academia Sinica) 、Prof Don Nutbeam (Professor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Sydney) 

主持：Prof Harry Rutter （Professor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Bath）、Dr. Ying-Wei Wang (Director General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三)摘要： 

本會議旨在於在氣候變遷下探討增進健康識能之創新策略，說明

氣候變遷造成危害人類健康的因應策略，同時分享了澳洲成功的節能

環保醫院模式，而臺灣也分享對於戶外勞工熱傷害之處理對策以及面

對氣候變遷所帶來影響人類健康之健康識能的重要進展。 

講者詳細解釋「健康識能（Health Literacy）」是指個人對健康資

訊及醫療服務上的使用及理解，並利用這些資訊及知識做出適當的健

康決策。面對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政府、企業、民眾三方面都要有因

應對策。而澳洲講者分享當地可提供綠能健康醫院、安全職場、自我

健康管理意識的提高等，去面對環境的變化。 

課程會議中，講者說明綠能健康醫院是世界趨勢，而水災、新傳

染性疾病爆發或是氣候的變化，將影響經濟的成長並對人民健康造成

威脅。為了因應及減少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危害，醫療單位不只是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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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或傷害治療的重要角色，更要具備災害的應變能力，同時透過與

社區民眾的溝通，宣導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重大健康威脅，以提升民

眾的正確認知去提升自我健康意識。 

在臺灣也受到氣候變遷影響，其中最明顯為戶外勞動者在炎熱夏

天遇到的熱傷害，目前臺灣尚未有正式法條規範戶外工作之溫度限

制，但是透過中央氣象局、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的研擬討論及戶外勞

工問卷調查下，歸納出一系列戶外勞工對熱傷害之威脅認知評估及對

溫度的耐熱適應調查，並做成指標數據給企業參考，以建立安全工作

職場，保障戶外勞工的生命安全，避免熱傷害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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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場次主題：「Plenary session: Design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and fai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一)時間：2019年4月11日（四）10：45 AM～11：45 AM 

(二)講者：Mr Patrick Mwesigye（Founder and Team Leader Uganda Youth and 

Adolescents Health Forum）、Professor Anthony Capon（Professor of 

Planetary Health University of Sydney） 

主持：Erma Manoncourt （Vice-President Membership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Ankur Singh（Research Fellow 

In Social Epidemiolog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三)摘要： 

在閉幕大會Plenary Session，面對世界在氣候變遷上給了一個創新

且有效執行的因應策略。在講者的重點中，面對氣候變遷希望從青年

的倡議開始執行，希望從性別、生殖健康方便獲得解決方法。 

先從「族群動態」分析，一個國家擁有高人口成長率，卻有低的

生產力，這會加劇氣候變遷的關鍵之一，根據統計，國際間有37個低

發展國家及島嶼國家，皆有高人口成長率但這就是隱藏的氣候變遷的

重要危急，NAPN（2007）。因此，直接來說，解決結合了族群動態及

氣候變遷議題，這就是一個面對環境惡化及氣候變遷國家必須優先面

對的根本問題。而族群動態和人口結構的核心有四大支柱，利用這四

大支柱可以幫助各國實現人口紅利，包括：教育、健康、經濟、政策。 

兩性生殖健康重點在於婦女權益、女生的重要角色將會影響族群

動態跟氣候變遷之關連。一個國家願意致力於改善兩性生殖健康及人

權議題，尤其是推動家庭計畫時，必須要給女性更多的協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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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來維持她們的健康，且避免意外懷孕及生育，同時要提供更多的

教育機會，以獲得謀生技能以增加經濟生產力。 

未來，面對氣候變遷重要關鍵問題，包含:群族動態、兩性生殖健

康及正確執行因應氣候變遷的策略。為了實現這目標，所有關連的利

益關係者都要給其一個創新機會，這包含所有給社區一個目標方向、，

結合國家-次國家-跨國家的不同等級一起面對氣候變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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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攤位展示 

一、攤位位置：本署為入口進去第1個攤位，位置良好。 

 

二、各攤位簡介： 

編號 單位 照片及設攤內容 

1 
國民 

健康署 

 
介紹臺灣「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成果展示，並以大會主軸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及 Health equity 宣導「I promise to go green」，以

及蘭嶼達悟族與紐西蘭毛利人圖騰之連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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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UHPE 

 
大會主辦單位攤位，介紹 IUHPE 精神，宣導宗旨以及為全

球人類維護健康及未來展望等。 

3 

HEALTH 

PROMOTI

ON 

FORUM 

OF NEW 

ZEALAND 

 
此非營利組織主要提供勞動者正確健康宣導以及教育訓

練和資源分配，讓紐西蘭勞動者可以獲得正確健康概念及

社會經濟福祉。 

4 

École de 

santé 

publique de 

l’Universi

té de 

Montréal 

＆ Palais 

des congrès 

de Montréal 

 
介紹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的公共衛生學系的介紹，及校園

套特色，同時也介紹蒙特婁會議中心的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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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介紹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的健康學院，其中包含國際學生

招生資訊，健康學院的成就及歷史等。 

6 Springer 

 
介紹 Springer 組織，為全球領先的科學、技術和醫學出版

機構，擁有超過 2,900 種期刊和 300,000 出版書籍。 

7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of New 

Zealand 

 
新西蘭心理健康基金會是一個致力於創建一個沒有歧視

的社會的慈善機構，宗旨為讓紐西蘭人都享有積極的心理

健康和福祉。致力於個人、組織及社區，以改善和保持心

理健康，並充分發揮每個人或是組織團體的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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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奧克蘭大學醫學和健康科學學院介紹，介紹次學院的特色

以及科系介紹。 

9 
University 

of Otago 

 
奧塔哥大學為紐西蘭最古老的大學，同時在紐西蘭基於績

效的研究基金評估中排名第一，同時在展場中介紹學校的

公衛學系的歷史及發表論文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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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署攤位照片： 

照片 圖說 

 

IUHPE執行董事Liane Comeau，

特別到國民健康署攤位參觀，

感謝本署長期為IUHPE會員，給

予健康促進領域寶貴的實務經

驗分享，同時稱讚本署長期為

國人健康品質把關，在「全民

健康覆蓋（UHC）」上更獲得

極高成績，值得很多國家學習。 

 

展示攤位以蘭嶼達悟族與紐西

蘭毛利人圖騰之連結，以及「全

民健康覆蓋」作為背景，與世

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分享臺灣不

僅已達成UHC的標準，且得到

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的85分等

級，實現世界衛生組織「Health 

for all」的願景。充分展現臺灣

在公共衛生及人民健康福祉上

之策略與傑出之執行成效，提

升臺灣於全球健康促進領域之

角色及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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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偉署長 

 
江玉琴技正(左1)、吳建遠組長(左2) 

本署以呼應本次研討會之主題

「氣候變遷」，特別製作了三

款分別印有臺灣著名景點-臺北

101、龍山寺、日月潭，及「I 

promise to Go Green」宣言的手

拿板，讓與會者持手拿版拍

照，並將照片上傳至自己的社

群媒體，此種互動的展示方式

吸引了與會人士的興趣，也讓

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士認識

臺灣的美麗風景及落實環保綠

能之努力與決心。 

 

會議的中午時段安排機器人在

現場示範健康操，贏得與會人

士的注目，大家也一起學機器

人做健康操，動一動身體，活

動筋骨，成為現場攤位中的焦

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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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本次大會本署與Jurgen M. Pelikan教授於會議中合辦關於組織或場域相關健康

識能工作坊，王署長於工作坊分享臺灣在健康促進政策之經驗，也透過經由

此工作坊促進與國際健康識能推動，及增加臺灣於健康識能此議題在國際上

能見度。 

二、提升氣候變遷對應之健康識能：此次大會正式揭櫫星球健康和人類健康唇齒

相依之訊息和未來發展之方向，政府、企業、民眾如何有效因應環境的變化，

提供綠能健康醫院、安全職場、自我健康管理意識的提高外，應思考環境保

護體系和健康體系如何攜手合作，均為本次平行會議中重要的探討議題；應

協同環保署和教育部一同提升民眾之環境健康識能，鼓勵各場域(如學校、

社區、職場等)一同推動，又，臺灣位於亞熱帶與熱帶交界國家，夏季氣候

炎熱，比起他國應重視戶外勞動者在炎熱夏天遇到的熱傷害，需加強戶外工

作者對炎熱天氣的應變，改善企業建立安全工作職場，從上而下均需提升熱

傷害的健康識能，以及緊急事故通報，以保障戶外勞工的生命安全，避免熱

傷害之威脅。 

三、臺灣UHC成果成功於國際發光：本次IUHPE與會人數近1,400人，各國參訪者

藉此機會不但瞭解臺灣UHC上的成績表現，更在公衛努力之成果，臺灣的健

康促進與醫療照護成果堪稱世界榜樣；而呼應本次研討會之主題「氣候變遷」

製作的「I promise to Go Green」環保宣言的手拿板，配合美麗的臺灣風景圖，

讓大家願意在攤位舉牌拍照上傳社群媒體，吸引了與會人士的興趣，也讓來

自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士認識臺灣的美麗風景及落實環保綠能之努力與決

心，藉此國際人士充份展現出對臺灣政府的公衛策略之高度興趣，而本署攤

位亦是現場唯一互動性最高、最多外賓參訪之攤位，且現場每天中午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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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示範國民健康操成為攤位的焦點，與會人士不但對臺灣的健康宣導創意驚

艷，更對臺灣科技的進步讚嘆，成功與世界接軌，讓世界看見臺灣，讓臺灣

走進世界，未來仍應積極爭取於各類研討會中設置攤位呈現與大會主題相關

之臺灣已有之努力，以軟實力讓國際社會了解臺灣。 

四、本署主辦之Symposium於4月11日最後一天執行，然而出席的聽眾們沒有預期

的多，係因會議最後一天皆準備離開羅托魯瓦，且因大會地點較偏遠，與會

人員多已離開，建議未來會議若辦理平行論壇，可先跟大會申請中間的日期

(如大會開始的第2、3天辦理)，將會有更多的人會參加，相較於4月9日(第3

天)的Workshop，則有一半以上的聽眾參與，效益可更高。



 

30 

 

附錄：大會議程（共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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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出席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簽署氣候變遷合作備忘錄 

 

 

 

                     

 

 

 

 

服務機關：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報告人：王英偉署長 

派赴國家：澳洲 

出國期間：108 年 4 月 11 日至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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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照經濟部能源局2018年調查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顯示，醫療院

所在非生產性質行業中佔了總能源消費(用戶分)14.9%，為高耗能的用戶，在愛

護環境的行列中，醫院不能缺席，我國於99年推動低碳醫院，有系統地為醫院

降溫，邀請國內128家醫院響應「減碳救地球、醫界作先鋒」宣誓承諾每年減碳

1%，目標為109年排碳量較96年減少13%；自102年開始推動醫院低碳輔導服務，

由專家深入各醫院進行能源耗用勘察，提供節能之改善意見，建立我國醫院因

應氣候變遷行動的基礎。 

格里菲斯大學為澳洲排名前15名的綜合性的研究型大學，位居全球排名前2

％的領先地位，擁有世界級的師資，透過研究、訓練與學習的創新走向，協助

提供各產業夥伴諮詢、增能和培養領導者與國際社會合作，具有豐富的經驗。 

王英偉署長於108年4月12日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本著優

勢互補的精神，結合該校於氣候變遷與環境、健康專業領域專長，協助我國於

氣候調適與健康、環境的健康，及健康的場域三項議題，提供諮詢、政策建議，

也透過雙方學術交流、文化交換、合作研究，增進面對極端氣候之應變與調適

能力，以達共同發展的目的。該校於合作備忘錄代表人為格里菲斯大學副校長

(國際) Sarah Todd教授，惟當日不克出席，由澳洲昆士蘭州格里菲斯大學代理副

校長 Analise O’Donovan 教授代表出席，並同時擔任該校見證人、我國見證人

為外交部駐布里斯本辦事處洪振榮處長，另有該校環境與人口健康中心主任朱

明若教授、外交部高玉樺組長及該校人員約計20餘位貴賓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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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出席及簽署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之合作備忘錄，建立國際伙伴關係，本著

優勢互補的精神，以達共同發展的目的，增進面對極端氣候之應變與調適

能力。 

貳、行程 

 

一、出國日期：108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4 日 

二、日期行程 

日期 行程內容 

108年4月11日(四) 出發(紐西蘭奧克蘭-澳洲布里斯本) 

108年4月12日(五) 澳洲昆士蘭州格里菲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108年4月13日(六) 

108年4月14日(日) 
返程 (澳洲布里斯本-台北) 

 



—44— 

參、與澳洲昆士蘭州格里菲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重點 

一、澳洲昆士蘭州格里菲斯大學簡介 

   格里菲斯大學為澳洲排名前15名的綜合性的研究型大學(內含環境與人

口健康中心)，位居全球排名前2％的領先地位，該校擁有世界級的師

資，透過研究、訓練與學習的創新走向，提供學生全新的體驗，也與

全世界的重要產業有合作夥伴關係，協助提供諮詢、增能和培養領導

者與國際社會合作。 

二、簽署合作備忘錄現場與會人員 (4月12日上午 10:30-11:00) 

(一)簽署合作備忘錄之雙方代表：格里菲斯大學副校長(國際) Sarah Todd教

授(當日不克出席)、我國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 

(二)合作備忘錄雙方見證人：格里菲斯大學代理副校長Analise O’ Donovan 

教授、外交部駐布里斯本辦事處洪振榮處長 

(三)會議議程：如附錄 

(四)觀禮人員：外交部駐布里斯本辦事處高玉樺組長、該校環境與人口健

康中心主任朱明若教授及人員約計20人。 

三、致詞摘要 

(一)代理副校長 Analise O’Donovan 教授: 

   為響應國際社會呼籲全球加強應對氣候變遷健康威脅，國民健康署和

格里菲斯大學希望彼此於氣候變遷和人口健康，環境健康和健康促進

議題加強合作，訂定系列計畫和具體行動；雙方於健康促進議題已有

超過18年的夥伴關係，包括參與業務計畫及會議、人力培育、健康促

進城市，學校，職場和醫院的發展；自格里菲斯大學畢業之校友也於

台灣公務部門、大學擔任要職，於公共衛生領域及社會有重大貢獻。

朱教授提及我們預計未來幾年會有一系列成果，包括政策諮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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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以及專業短期課程，此外，共同致力於加強和擴大應對氣候變遷

的國際網絡，有助於未來永續發展，改善健康，以及認知到我們在亞

太地區的定位。 

(二)王英偉署長： 

    國民健康署近年致力協助醫療機構在因應氣候變遷之應變與調適能

力，本著優勢互補的精神，希望結合格里菲斯大學於氣候變遷、環境

健康專業領域專長，協助國民健康署於氣候調適與健康、環境的健

康，及健康的場域三項議題，提供諮詢、政策建議，也透過學術交流、

文化交換、合作研究，以達共同發展的目的，提升面對極端氣候之應

變與調適能力。 

四、雙方簽署合作協議書(附件)，合作備忘錄內容主要包括: 

(一)本案係進行學術交流、文化交換、合作研究以及其他形式的學術合作

交流，對雙方均有利。 

(二)聚焦在氣候調適與健康、環境的健康，及健康的場域三方面的研究與

發展合作。 

(三)國民健康署參加該校的公共衛生領導培訓專案，進行交流與培訓，發

展教學和能力建構的合作，該校提供社區、醫院與公衛人力短期的專

業課程，碩士、博士和博士後學位課程或培訓等。 

(四)雙方共同合作包括：1.籌備研討會、會議和培訓班；2.研究合作與共同

發表文獻；3.分享學術文獻或其他資訊；4.共同發展和加強國際合作關

係。 

(五)本備忘錄並非是正式的法律契約，不構成法律關係、權利義務或後果。

只是明確記錄雙方意向的文件，代表雙方的誠意。  

(六)經雙方簽署後生效，效期為5年，經過雙方的同意，可以續簽延長5年，

欲終止此備忘錄，任何一方需以書面方式提前6個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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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備忘錄用中文和英文雙語形式表述，同等有效。 

五、雙方交換紀念品:  

代理副校長Analise O’Donovan 教授致贈給王英偉署長銀盤，王英偉

署長致贈給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翠玉白菜琉璃，期望格里菲斯大學與國

民健康署於各項合作議題能結伴而行。 

六、澳洲昆士蘭州格里菲斯大學環境與人口會談(4月12日上午 11:15-16:00) 

王英偉署長致贈朱明若教授感謝狀，以答謝其多次連繫協調簽署內

容，溝通未來雙方共同推動業務計畫及人員培育交流，順利完成審核

作業，並規劃流程，促使雙方達成簽署儀式。 

肆、心得與建議 

一、這次雙方能順利簽署合作備忘錄，首先感謝格里菲斯大學環境與人口

健康中心主任Cordia Chu教授(朱明若)及該校顏采如博士候選人，於澳

洲就近大力協助，促成文件審核作業如期完成，及規劃協辦簽署儀式；

另感謝外交部駐布里斯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洪振榮處長撥冗擔任我

方見證人，及高玉樺組長提供相關協助，促進我國與澳洲之合作交流。 

二、此次簽署協議書本備忘錄，只是代表雙方的誠意，在此基礎下，後續

將於業務計畫中落實，在氣候調適與健康、環境的健康，及健康的場

域三方面規劃雙方合作計畫，並請校方提供諮詢、政策建議，未來也

研議辦理人員培育交流、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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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4 月 12 日國民健康署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照片 

 

王英偉署長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

代理副校長 Analise O’Donovan 

教授簽署 

 

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

錄簽署儀式，外交部駐布里斯本

辦事處洪振榮處長、王英偉署

長、澳洲格里菲斯大學代理副校

長 Analise O’Donovan 教授、環

境與人口健康中心主任朱明若教

授(由左到右)共同留影 

 

王英偉署長致贈澳洲格里菲斯大

學環境與人口健康中心主任朱明

若教授感謝狀 

 

王英偉署長致贈澳洲格里菲斯大

學 代 理 副 校 長 Analise O ’

Donovan 教授禮物(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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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副校長 Analise O’Donovan 

教授致贈王英偉署長銀盤 

 

王英偉署長致贈禮物(故宮翠玉

白 菜 琉 璃 ) 給 澳 洲 格 里 菲 斯 大

學，由代理副校長 Analise O’

Donovan 教授代表接受 

 

108 年 4 月 12 日王英偉署長與澳

洲格里菲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簽署，與會人員合照。 

 

王英偉署長於合作備忘錄簽署儀

式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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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簽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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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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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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