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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 年第 53 屆亞太公共衛生學術聯盟 （ Asia-Pacific Academic 

Consortium for Public Health, APACPH）年會由菲律賓大學舉辦，大會主題為

「Advancing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Els) in 

Attaining the Health-Rel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我國以會

員身份出席該聯盟理監事會議(General Assembly, GA)，會中公布除了財務長續

由我國擔任以外，我國高醫團隊代表亦當選第一副理事長，順利進入 APACPH 的

六人核心決策圈，對未來我國在此一組織之人脈延續及影響力提升均有實質發揮

空間，也是我國長期耕耘的成果之一。 

本次年會期間，我國共舉辦了 1 場「亞太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協作中心

（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Health Promotion, CCHP）國際諮詢委員會」及

1場「亞太健康促進與非傳染病防治平行論壇（主題：Achieving SDG3: Promoting 

Good Health for All）」。前項諮詢委員會共邀請了來自 6國的 7位委員，建議

未來進行教學、研究或國際合作時可將「身體活動」及「肥胖」兩大議題納入考

量；後項平行論壇則邀請了來自新加坡、日本、菲律賓與臺灣的傑出講者針對近

期國際間與臺灣所關注的公衛（包含肥胖、糖尿病、性教育、醫衛人力等）議題，

進行各國政策分享與交流。 

此外，藉由參加本次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辦 APACPH 的機會，特別安排至我國

一國一中心計畫於菲律賓之據點「中華崇仁醫院」及「慈濟眼科中心」參訪，瞭

解一國一中心機制執行狀況及以如何深化我國與菲國連結，亦藉大會活動與

WPRO 官員及各國專家學者會面並建立連結，以公衛及醫療成果行銷臺灣，增加

臺灣能見度及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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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亞太公共衛生學術聯盟」（Asia-Pacific Academic Consortium for 

Public Health, APACPH）為 1984 年設立於美國夏威夷檀香山的國際性非營利

組織，該聯盟致力於促進公共衛生的專業教育，其願景是實現亞太地區國家的全

體人民之健康最高水平，而聯盟宗旨為強化亞太區域實行改善公共衛生的能力以

增進生活品質，並透過會員機構間彼此提供教育、研究和健康服務，以解決重大

的公共衛生挑戰。 

在初始成立時，APACPH 僅有 5 個成員，但目前在整個亞太地區已發展成擁

有來自 22 個國家的 96 個團體會員，在曼谷、北京、布里斯班、科倫坡、雅加達、

吉隆坡、洛杉磯、台北和東京都設有區域辦事處，並藉此推動深受國際醫學及公

共衛生界重視的跨國性研究、救援與教育活動。長期以來該組織著力於國際間健

康照護事務之交流、研究以及弱勢國家之醫療照護等事務。APACPH 鼓勵並通過

其成員機構實現以下目標： 

一、 提高公共衛生教育和培訓方案的品質和相關性。 

二、 擴大知識面、提高技能並驗證介入方案的有效性。 

三、 提高對現在、新興和重新出現之公共衛生問題的認知，並制定解決方案。 

四、 加強公共衛生系統的效能和永續性。 

五、 幫助健康政策和領導力的發展。 

我國目前亦有 8 個機構參與成為會員，分別是臺灣大學、臺北醫學大學、陽

明交通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成功大學、慈濟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及國健署。衛

生福利部邱文達前部長也曾擔任過該聯盟之理事長，目前則由高雄醫學大學邱亞

文教授擔任該聯盟第一副理事長，臺北醫學大學邱弘毅教授擔任該聯盟之財務副

理事長。 

而為加強與該組織之協同合作，2017 年我國於此組織之下發起一健康促進

核心能力建構協作中心：Collaborating Cen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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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PH-CCHP)，並於 2017 年 8 月在 APACPH 內正式成立，該協作中心旨在

為加強健康促進領域的能力建設和領導力提供一個相互學習的平台，以藉此匯集

更多新南向政策國家專業衛生行政官員及學者，建立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小組，

促進雙邊合作及雙邊人員教育訓練規劃。 

目前 APACPH 主導並贊助許多大型跨國研究計劃，如跨國菸害研究、口腔癌

檳榔防制、事故傷害防制計劃等，結合國際學術研究力量，以改善亞太地區國家

民眾之健康。此外，該聯盟亦每年舉辦亞太國際公共衛生大會，會中集合亞太地

區、以及全球公共衛生相關議題的學者，就亞太地區公共衛生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今(2022)年第 53 屆亞太公共衛生學術聯盟國際研討會由菲律賓大學舉辦。本屆

年會主題訂為「Advancing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Els) 

in Attaining the Health-Rel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說明因

應世界目前面臨的挑戰，該組織認為高等教育單位應可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以

協助達成健康相關之永續發展目標，並增進亞太地區個人及社區健康。 

APACPH 為亞太地區公共衛生學術界的重要國際組織，亦是長期耕耘專業與

建立夥伴關係的場域，透過此聯盟展現我國醫衛軟實力，並適時瞭解他國醫衛相

關資訊，並以此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規劃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進行實質

的醫衛外展工作，將可有效建立我國醫衛工作的國際能見度，也能對國際衛生議

題合作相關事務發揮更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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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一、 參加理監事會議(General Assembly, GA)，瞭解亞太地區健康促進及公共

衛生國際趨勢及情形，並參與會議討論及決策。  

二、 參與由菲律賓大學主辦之 APACPH 第 53 屆年會系列活動，於會中與亞太地

區及全球健康促進及公共衛生相關議題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展現我國推動

健康促進及各場域能力建構(empowerment)之政策及成果，建立國際伙伴關

係。  

三、 辦理 CCHP 國際諮詢委員會會議，與來自 6國的國際諮詢委員一同針對在後

疫情時代（post-COVID era），亞太地區之公共衛生教育要如何進行改革以

及未來與 CCHP 合作的主題等進行討論與交流。 

四、 辦理「亞太健康促進與非傳染病防治平行論壇」，主題為「Achieving SDG3: 

Promoting Good Health for All」，邀請不同國家專家就針對四個方向「醫

衛數位轉型」、「慢性病／糖尿病監測與行動」、「婦幼健康」與「醫衛人力」

等面向進行分享及交流，持續向永續發展目標邁進。 

五、 參訪菲律賓一國一中心「菲律賓中華崇仁醫院」及「慈濟眼科中心」，實際

瞭解一國一中心機制在菲運作情形，以深化與菲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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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一、出國日期 

2022 年 9 月 20 日至 2022 年 9 月 24 日。 

二、出國行程 

日期 行程 

9/20 

(二) 

1. 臺灣桃園機場啟程及抵達菲律賓馬尼拉（國健署） 

2. 確認會前工作坊準備情形及討論各日會議準備事項 

9/21 

(三) 

重要行程： 

1. 參加 General Assembly 會議（國健署） 

2. 臺灣桃園機場啟程及抵達菲律賓馬尼拉（石崇良次長） 

3. 參加與辦理 CCHP 國際諮詢委員會議 

9/22 

(四) 

重要行程： 

1. 開幕典禮 

2. 參加大會講座 

3. 與現場講者及與會者進行交流 

4. 參加與辦理國健署主辦平行論壇 

5. 年會餐敘 Fellowship dinner 

9/23 

(五) 

重要行程： 

1. 菲律賓「一國一中心」－ 菲律賓中華崇仁醫院 

2. 菲律賓「一國一中心」－ 慈濟眼科中心 

3. 參加駐菲代表新南向工作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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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六) 

重要行程： 

1. 菲律賓馬尼拉啟程 

2. 抵達臺灣桃園機場 

 

三、APACPH 年會相關會議重點 

本次國際研討會匯集來自亞太地區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學者，國健署主要參

加或舉辦之活動內容包括：APACPH 理監事會議、APACPH 大會、CCHP 國際諮詢委

員會議及 APACPH 大會平行論壇，各會議重點統整如下： 

(一) 理監事會議 

1. 會議主席：Dr. Agustin Kusumayati 主席。 

2. 出席人員：Executive Board Members，秘書處人員及會員代表約

計 70 人。 

3. 本次理監事會議首先由年會主辦單位－菲律賓大學馬尼拉分校之

院長 Jun Garcia 進行簡報，以菲律賓大學為例說明如何進行後新

冠疫情時代之公衛教育重整與挑戰，及與 SDG 之契合。另為推動與

提供後新冠疫情時代之公共衛生教育課程與訓練，由 APACPH 第二

副理事長 Dr. Victor Hoe 報告該組織新線上課程之規劃，此線上

課程可針對會員機構（團體）中沒有公共衛生背景或相關經驗者進

行基礎訓練，或是針對公衛碩士畢業的人進行進階訓練等；為鼓勵

各會員機構中如相關科系的院長或是老師教授課程及共同參與，理

監事會議結束後之院長會議亦就此主題深入討論，相關網站資訊詳

見：https://learning.apacp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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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國由邱弘毅財務副理事長進行年度財務規劃報告，以及邱亞文教

授代表臺灣區域辦公室提交本年度三月至八月運作與執行情況之

報告，並針對未來活動規劃進行說明。 

5. 本次會議重大議決事項摘錄如下： 

(1) 宣布韓國區域主席 Dr. So Yoon Kim 當選備位理事長，我國邱

亞文教授當選 APACPH 第一副理事長。 

(2) 通過臺灣區域辦公室獲得運作補助經費一千美元，鼓勵臺灣區

域辦公室執行與辦理未來相關活動。 

(3) 批准今年新增 5個會員機構，包含澳洲 Minderoo 基金會、韓

國公共衛生學會、南韓首爾大學、泰國 Mae Fuh Luang 大學以

及美國邁阿密大學。 

(4) 宣布新上任之區域主席，包含：泰國區域主席 Dr. Sarawut 

Thepanondh （ 瑪 希 竇 大 學 前 公 衛 院 院 長 Dr. 

ChanuantongTanasugarn 已卸任，由新上任院長繼續接下區域

主席一職）；臺灣區域主席高雄醫學大學邱亞文教授（邱亞文

教授 2022 年 2 月由北醫轉任至高醫，APACPH 繼續請邱亞文教

授擔任臺灣區域主席）；美國區域主席為邁阿密大學 Dr. Elahe

（Dr. Elahe 已轉任至邁阿密大學，而今年邁阿密大學亦為新

會員之一）。 

(5) 決定明年（2023 年）公衛教育改革工作坊與執行委員會辦理日

期為 3 月 17 日與 3月 18 日在印尼雅加達舉行。 

(6) 宣傳第54屆 APACPH年會辦理日期與地點為10月 4日至10月

6 日於馬來西亞古晉市（Kuching,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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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開徵求 2024 年、2025 年年會之主辦單位。目前 2024 年已

有韓國公共衛生學會表態申辦。 

 

APACPH 全體會員代表合照，後排右一為國健署魏璽倫副署長、 

後排左五為 APACPH 第一副理事長邱亞文教授以及後排右九為 APACPH 財務副理事長邱弘毅教授 

 

(二) APACPH 大會 

大會開幕由菲律賓衛生部代理部長 Officer-in-Charge（OIC）Dr. 

Maria Rosario Vergeire、主辦單位菲律賓大學公共事務副主席 Dr. 

Elena Pernia、公衛學院院長 Dr. Fernando Garcia, Jr.及 APACPH 主

席 Dr. Agustin Kusumayati 等重要貴賓向大家致歡迎詞，研討會共有

2場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es)、2場次主題會議（Plenary Session）、

9 場平行會議（Parallel Session）及口頭學術論文（Oral Session）、

海報展覽，與國健署相關重要會議如下： 

1. 辦理 CCHP 國際諮詢委員會議 

本次國際諮詢委員會議特別邀請來自印尼、馬來西亞、韓國、

日本、新加坡與斯里蘭卡等 6 國共 7 位 CCHP 國際委員參與，一同

針對亞太地區之公共衛生教育要如何進行改革以及未來與 CCHP 合

作的主題等進行討論與交流。會議開始首先由衛福部石崇良次長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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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委員聘書，任期自 2022 年至 2023 年，並由邱亞文教授擔任開場

主持人，邱弘毅教授主持討論部分。 

針對公共衛生教育改革的議題，APACPH 理事長 Dr. Agustin 

Kusumayati 提及因缺乏對公共衛生與其相關課程的重視，導致在

印尼當地的基礎健康照護（包含衛生中心/所等建設）較為不足。

理事長認為可以從不同面向著手，第一為提升在校公衛學生之軟實

力，如發表、闡述意見等能力，未來進入職場後能夠有效發揮其影

響力；第二為數位學習（如 e-public health）與數位醫療（digital 

healthcare），在科技的時代可運用網路資源促進公衛人才交流與

學習，此與斯里蘭卡大學教授暨 APACPH 秘書長 Dr. Indika 

Karunathilake 之意見相呼應；第三則為增加公衛人力（manpower）。

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 Dr. Yik Ying Teo 則表

示學校教育的改革可從三方面進行著手：首先為建立國際交流，例

如創造國外學生來當地實習的機會；再者為針對正在投入於公衛相

關職場之本科系畢業校友，以此國際平台建立國際人脈網絡；最後

Dr. Yik Ying Teo 認為國家和學術單位之間應保持正式的合作關

係（formal relation or partnership）。透過學術單位的研究，

將結果交由國家並轉譯（policy translation）成政策施行。他提

及亦可靈活運用現有的組織或平台（如 APACPH 或 CCHP）去帶領學

校並告知其扮演的角色。 

在未來與 CCHP 合作的研究主題中，7 位委員針對身體活動

（Physical Activity）、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與肥胖

（Obesity）三個合作議題進行優先順序投票。經統計後「身體活

動」排名第一（四票），其次為「肥胖」（二票），最後為「糖尿病」

（一票）。其中一位委員亦於回饋中強調，因新冠疫情而導致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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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身體活動的情況是應當被重視的研究議題。 

 

衛福部石崇良次長頒發 CCHP 國際諮詢委員證書給 APACPH 理事長 Dr. Agustin Kusumayati 

 

 

國際諮詢委員會大合照，前排由左至右依序為 APACPH 財務副理事長邱弘毅教授、國健署魏璽倫

副署長、衛福部石崇良次長、APACPH 理事長 Dr. Agustin Kusumayati、APACPH 第一副理事長邱

亞文教授以及 APACPH 秘書長 Dr. Indika Karunathilake；後排由左至右依序為國健署丁晧元專

委、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Dr. Yik Ying Teo、國健署周燕玉研究員、APACPH 行政

副理事長 Dr. Maznah Binti Dahlui、馬來西亞大學教授暨 APJPH 總主編 Dr. Wah-Yun Low、

APACPH 備位理事長 Dr. So Yoon Kim 以及日本琉球大學健康科學研究院院長 Dr. Jun Kobay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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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平行論壇 

此次平行論壇主題為「Achieving SDG3: Promoting Good 

Health for All」。由邱亞文教授擔任主持人，並由 APACPH 理事長

Dr. Agustin Kusumayati、衛福部石崇良次長以及 CCHP 主任邱弘

毅教授進行開幕致詞。APACPH 理事長表示，在新冠疫情的時代，社

會需要一個更強大公共衛生體系。公衛無所不在，而公衛專家應具

備在各個部門服務的能力。不僅要提升基礎健康照護（primary 

health care），同時須建立健康韌性（health resilience），為下

一次的大流行做準備。希冀透過各方的溝通、合作、批判性思考與

創造力，一同達成永續的世界發展。石崇良次長與邱弘毅教授亦提

及近年因疫情各項目標進程延宕，部分健康議題亦被延誤甚至退化。

臺灣近年亦致力於強化健康促進、非傳染病防治及公共衛生之人力

增能。期望透過本次會議能進行探討及交流，期望透過不同國家的

分享可以讓大家一同邁向永續社會。 

本次論壇邀請來自四國（新加坡、日本、菲律賓與臺灣）的傑

出講者：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Dr. Yik Ying Teo、

中山醫學大學黃建寧教授、日本琉球大學健康科學研究院院長 Dr. 

Jun Kobayashi 與菲律賓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副教授 Dr. Vivien 

Fe Fadrilan-Camach。一同針對非傳染性疾病之政策經驗。針對四

個方向「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非傳染性疾病/

糖尿病監測與行動(NCD/DM Monitoring and Action)」、「婦幼健康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與「衛生人力(Health Workforce)」

進行探討及交流，重點分述如下： 

(1) 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在環境與生活型態的監測系統中亦有所

改變。經統計，新加坡目前約有 64 萬名糖尿病患，到了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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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患數量預計將達到 100 萬人。新加坡保健促進局與 Apple

合作，推行 LumiHealth 這款應用程式，進行為期約二年的全

國健康促進計畫。LumiHealth 可下載於 Apple watch，可以檢

視自己身體和心理健康的問卷調查、每天運動的時間、呼吸放

鬆挑戰、有無健康飲食與睡眠挑戰等功能。每完成一個挑戰就

可以獲得點數，而點數可運用在超市、書店、運動用品店等。

Dr. Yik Ying Teo 根據研究結果列出以下結論：數位科技在

預防非傳染性疾病有一定的影響且在疫情期間更是蒐集資料

好方法。但數位科技的運用是否帶來成本效果（cost-

effectiveness）與成本效益（cost-benefit）是值得探討的。 

(2) 在臺灣，2350 萬人口中約有 220 萬糖尿病，每年發病人數約

為 16 萬人。自 2001 年國民健康保險啟動論質計酬（Pay-for-

performance, P4P）計劃以來，臺灣糖尿病患者包括心血管疾

病、住院率、糖尿病截肢率和死亡率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得到

改善。與未參加 P4P 計劃的糖尿病患者相比，P4P 患者在糖尿

病相關、癌症或全因死亡率等方面的結果更為出色。然而，論

質計酬的覆蓋率仍然過低。為此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與其他三

個糖尿病協會共同發布 2021 年臺灣糖尿病宣言，同時制定四

個目標六個行動計畫來改善糖尿病病患之需求。同時也期待就

慢性病議題能定期召開中央層級會議，朝推動慢性病防治法努

力。 

(3) 童婚（child marriage）是低、中收入國家早孕的原因之一，

Dr. Jun Kobayashi 認為衛生工作者和研究人員都需要與其他

部門一起面對這個問題。在全球的過去 20 年間，與分晚率相

比，童婚率並沒有顯著下降。根據統計在 COVID-19 大流行期



14 

間，東南亞國家的童婚案件更是增加。而多部門的方法（multi-

sectoral approach）是解決此議題一重要方式。以社區為基

礎，醫院提供孕前護理、學校提供正確的性教育以及替代學習

系統計畫（Alternative Learning System），在未來希望能對

孕產婦和兒童的健康多一道保障。 

(4) 最後，在 Dr. Vivien Fe Fadrilan-Camacho 演講中提及，在

疫情下，衛生工作者應享有適當的工作、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

境以及社會保護的權利。醫護人員是最先在疫情大流行期間面

臨職業責任不成比例增加的人員。健康的工作場所是工作者和

管理人員合作，透過不斷的改進，保護並促進所有工作者的健

康、安全、福祉及永續職場。建立工作場所健康促進計劃應採

用協調、系統且全面性的方法。若將健康促進納入職業衛生安

全政策和計劃更可以提高計劃的參與度和有效性。 

本次平行論壇總計約有70位參與者共襄盛舉，現場座無虛席。

整體而言高達 94%的與會者對於此次論壇（包含論壇主題、時間控

制與會議流暢度）皆表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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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石崇良次長於 CCHP 平行論壇開幕致詞 

 

 

平行論壇講者與主持人大合照，由左至右依序為論壇主持人邱亞文教授、日本琉球大學健康科學研究院院

長 Dr. Jun Kobayashi、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Dr. Yik Ying Teo、菲律賓大學環境與職業衛

生副教授 Dr. Vivien Fe Fadrilan-Camacho、菲律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Dr. Fernando B. Garcia, 

JR.、APACPH 理事長 Dr. Agustin Kusumayati、衛福部石崇良次長、CCHP 主任邱弘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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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加大會晚宴 

與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WPRO)幹事長辦公室主任 Dr. 

Shinjiro Nozaki 及其他與會專家學者在大會晚宴時交流，並邀請

至臺灣參訪及討論未來合作可能。 

 
由左至右依序為日本琉球大學健康科學研究院院長 Dr. Jun Kobayashi、衛福部石崇良次長、世界衛生組

織西太平洋區域幹事長辦公室主任 Dr. Nozaki、APACPH 第一副理事長邱亞文教授、APACPH 財務副理事長

邱弘毅教授以及國健署魏璽倫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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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衛福部「推展新南向衛生醫療合作與產業鏈發展計畫」下一國

一中心菲律賓據點 

安排至衛福部「推展新南向衛生醫療合作與產業鏈發展計畫」下，一國一中

心計畫於菲律賓（由花蓮慈濟醫院擔任執行平臺）之據點「中華崇仁醫院」及「慈

濟眼科中心」，以瞭解該計畫之執行情形及未來持續與當地據點合作發展的可能

方向。 

(一) 中華崇仁總醫院 

中華崇仁總醫院暨醫學中心係由菲律賓華人慈善協會(Philippine 

Chinese Charitable Association Inc.)成立於 1891 年，是菲律賓歷

史最悠久的綜合全科醫院之一。目前該院擁有 600 多名醫生和 1600 

名護理人員，其中不乏中英菲三語醫生。院內備有 700 張病床和 100 

張慈善病床，提供的服務與設施包括：癌症研究、CT 掃描、腦電圖、急

診室、消化道內視鏡診療、眼科中心、聽力測試、心血管科、血液透析、

核子醫學、PET-CT 中心、復健醫學、超音波檢查與乳房攝影、泌尿科、

傷口癒合、X光……等。 

當日首先由菲律賓華人慈善協會盧祖蔭董事長歡迎本次衛福部的

蒞臨，再由中華崇仁總醫院團隊簡報分享與花蓮慈濟醫院的多年合作經

驗及表達感謝之意，並提出未來合作建議如下：  

1. 學生畢業後可至花蓮慈濟醫院繼續學習，以更宏觀了解傳統中藥的

整體發展方向。 

2. 至臺灣的醫院學習小兒及老人的腦神經相關治療方式。 

3. 至臺灣學習乳房及肝臟相關病理學，包含肝臟移植手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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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衛福部石次長崇良則說明，有關菲律賓中華崇仁醫院請我國可

以提供更多醫療人員訓練一事，我國有許多訓練的能量可以協助菲方，

如達文西外科手術系統全亞洲唯二的訓練中心就有一間在臺灣長庚醫

院（另一間在南韓），但考量醫療服務的完整性除了醫療人員訓練、診

斷外，尚須包括藥物的治療方為完整，例如中醫用草藥、針灸等，可共

同討論是否藉由法規調整開放進口事宜，此外，我國後續亦將評估規劃

架設訓練平台，讓外國至我國學習的學生可由最適合之醫院獲得所需訓

練。 

 

 

 

 

 

 

衛福部石崇良次長（右）致贈紀念品予菲

律賓華僑善舉總會盧祖蔭董事長（中），左

為我國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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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中華崇仁總醫院大合照，右四為衛福部石崇良次長、右五為菲律賓華僑善舉總會盧祖蔭董

事長，右六為我國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大使、左六為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李啟誠主任、左四為崇

仁醫院副院長暨慈濟大愛眼科史美勝董事長 

 

(二) 慈濟眼科中心 

慈濟眼科中心成立於 2007 年，並於 2016 年翻新成為三層樓的眼科

中心，擁有諮詢室、診斷室、藥房和 4間先進光學技術醫療設施的手術

室。目前，眼科中心共有眼科專科醫生 14 人、驗光師 5 人、兒科醫生

1 人、內科醫生 1人、麻醉師 3人。這些醫生有自己的私人診所，但定

期在中心志願服務，及提供一系列專業服務如：青光眼、白內障和屈光

手術、角膜疾病、兒科和玻璃體視網膜手術，所有這些都免費提供給原

本無法負擔治療費用的貧困患者。2021 年慈濟眼科中心共服務 5,897

位病人、進行 904 次手術、提供 3,589 份眼藥水及完成 227 個療程。 

介紹結束後，慈濟大愛眼科史美勝董事長亦帶我們參訪慈濟院區，

並參觀其中心內的眼科診間及藥局等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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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愛眼科史美勝董事長（右二）向衛福部石崇良次長（中）、我國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大使

（左二）及國健署魏璽倫副署長（左一）介紹眼科診間 

 

參訪慈濟眼科合照，由左至右依序為李偉嵩執行長、慈濟大愛眼科史美勝董事長、花蓮慈濟醫學

中心李啟誠主任、衛福部石崇良次長、我國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大使、國健署魏璽倫副署長 



21 

(三) 參加駐菲代表新南向工作餐會 

全團 4 人一同參加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大使新南向醫療衛生工作

餐會，並由駐菲代表徐佩勇大使與衛福部石崇良次長進行致詞。工作餐

會期間與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李啟誠主任、慈濟大愛眼科史美勝董事長、

李偉嵩執行長以及菲律賓同鄉會蘇國芳會長討論關於新南向政策執行

狀況與未來規劃等最新當地消息。 

 

 

新南向工作餐會貴賓合影，由左至右依序為李偉嵩執行長、慈濟大愛眼科史美勝董事長、衛福部

石崇良次長、我國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大使、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李啟誠主任、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戴媺凌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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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國團員與駐菲大使合影，由左至右依序為駐菲政務組呂淑娥副組長、國健署周燕玉研究員、高醫邱

亞文教授、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大使、衛福部石崇良次長、國健署魏璽倫副署長、北醫邱弘毅教授、國健

署丁晧元專委以及駐菲政務組邵詠潔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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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因為疫情影響，此次 APACPH 年會是繼 2019 年後，時隔 2年首次舉辦的實體

年會。本次的參與對我國團隊意義重大，除了財務長續由我國擔任以外，我

國高醫團隊代表亦當選第一副理事長，順利進入APACPH的六人核心決策圈，

對未來我國在此一組織之人脈延續及影響力提升均有實質發揮空間，也是我

國長期耕耘的成果之一。 

二、本次理監事會議宣布第 54屆 APACPH 年會辦理日期與地點為 2023 年 10月 4

日至 10 月 6 日於馬來西亞古晉市（Kuching, Malaysia），並公開徵求 2024

年、2025 年年會之主辦單位，目前 2024 年已有韓國公共衛生學會表態申辦。

我國曾在 2009 年舉辦 APACPH 年會，可規劃評估後續在台辦理年會之可行

性，以增加我國公衛醫療的能見度，亦有助於我國公衛醫療政策與國際分享

及接軌，藉由主辦及參與系列活動，是絕佳向國外學者、官員介紹臺灣優秀

的公共衛生政策與推動的機會。 

三、此外，CCHP 國際諮詢委員會議乃時隔 3 年舉辦，各諮詢委員對於公共衛生

教育改革提供了許多良好的建議，如數位學習的運用、公衛人力的增進、國

際間學術單位及公衛人才的合作交流等。會中亦請來自 6國的 7位委員針對

未來合作主題意願進行投票，票選出兩大議題「身體活動」及「肥胖」，肇

因於新冠疫情延燒太久，民眾的身體活動大量降低，建議未來進行研究或與

國際合作時可將身體活動、肥胖及公共衛生教育改革議題納入考量，善用此

一跨國公共衛生訓練合作平台。 

四、本次平行論壇邀請來自新加坡、日本、菲律賓與臺灣的傑出講者針對近期國

際間與臺灣所關注的公衛（包含肥胖、糖尿病與性教育等）議題，進行各國

政策分享與交流。例如設立良好的指引（guideline）與計畫，以及如何靈

活的運用科技於公衛領域（如穿戴式裝置）等，是未來在降低非傳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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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盛行率或推動健康促進之議題上可參考的方針。 

五、APACPH 是亞太地區公共衛生學術界的區域組織，其在亞太地區及東南亞公

共衛生界有相當的影響力，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的規劃希望多發展與東南亞

國家的合作，本次除順道參訪我國一國一中心於主辦國菲律賓據點，加深我

國與新南向國家合作與瞭解亞太地區公共衛生發展現況外，亦於大會活動中

與 WPRO 官員會面並建立連結，提升了臺灣在亞太地區的總體知名度並藉此

建立跨國衛生合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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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會員大會議程 

 

AGENDA FOR GENERAL ASSEMBLY 

21
ST
 SEPTEMBER 2022 

9:00 A.M.(MANILA, UTC/GMT + 8 HOURS) 

1. Welcome Members and Invited Guests 

2. Apologies 

3. Proxy 

4. Roll Call ECM / Introductions 

5. Confirmation of General Assembly Minutes (Jakarta, 26th
 October 2021) 

6. President Report 

7. Secretary – General Report 

8. Reports from Vice-Presidents (VP, Administrative, Finance) 

9. Announcement of APACH Election 2022 result 

10.Introduction of New Member Institutions 

11.Highlights from Regional Directors 

12.Collaborating Centres Updates 

13.Asia-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APJPH) Report 

14.Update on the 53
th
 APACOH Conference 2022 

15.Host for 54
th
 APACOH Conference 2023 

16.Other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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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平行論壇議程 

Thursday, September 22, 2022  

Theme: Achieving SDG 3: Promoting Good Health for All  

Time Program 

15:15 - 15:25  

(10 mins) 

Opening Remarks 

Speaker1: Dr. Agustin Kusumayati, President, APACPH 

Speaker2: Dr. Chung-Liang Shih, Vice Minister,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Speaker3: Dr. Hung-Yi Chiou, Director, 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Vice-President for Finance, APACPH 

15:25 - 15:30  

(5 mins) 
Group Photo  

15:30 - 15:45 

(15 min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Public Health: Case Study on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 in Singapore 

Speaker 1 

Dr. Yik Ying Teo 

Dean,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5:45 - 15:50 

(5 mins) 
Open Forum 

15:50 - 16:05  

(15 mins)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Management: 

Diabetes Monitoring and Actions in Taiwan 

Speaker 2 

Dr. Chien-Ning Huang 

President, The Diabetes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16:05 - 16:10 

(5 mins) 
Open Forum 

16:10 - 16:25  

(15 mins) 

Next Agenda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Promotion: 

Preconception Care and 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 

Speaker 3 

Dr. Jun Kobayashi  

Dean and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Okinawa, Japan 

16:25 - 16:30 

(5 mins) 
Open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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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 16:45  

(15 mins) 

Health Workforce- Prioritizing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Speaker 4 

Dr. Vivien Fe Fadrilan-Camach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Manila 

16:45 - 16:50 

(5 mins) 
Open Forum 

16:50 - 17:00 

(10 mins) 

Closing Remarks 

Speaker: 

Dr. Betty Ya-Wen Chiu  

Taiwan Regional Director, APACPH 

Director, Centre for Global Health and Security,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Session Chair and Moderator:  

Dr. Betty Ya-Wen Chiu  

Taiwan Regional Director, APACPH 

Director, Centre for Global Health and Security,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Session Co-chair:  

Dr. Pretchell Tolentino 

OIC-Director IV, Health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Bureau, 

Department of Health,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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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CCHP 國際諮詢委員會議議程 

 
53rd APACPH Conference 
CCHP Consultation Meeting 

 
September 21st 2022 | 17:30-18:30 

Venue: Man Ho, Ground Level, West Wing, Marriott Hotel Manila, Philippines 

 
Meeting Agenda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Dr. Betty Ya-Wen Chiu 

Director, Taiwan Regional Office, APACPH 

Director, Centre for Global Health and Securit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17:30-17:35 
(5 mins) 

Opening Remarks 

Dr. Hung-Yi Chiou 
Director, 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Health 

Promotion (CCHP) 

Vice-President for Finance, 

APACPH 

17:35-17:50 
(15 mins) 

Certificate Awards 

Dr. Chung-Liang Shih 
Vice Minister,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17:50-18:30 
(40 mins) 

Discussion 

 Approaches to cooperation within 

CCHP to reform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in post-COVID era in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possibility to initiate joint 

research collaboration through 

case studies 

All Participa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