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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參加「第 44 屆亞太牙醫年會暨第 12

屆香港牙醫學會年會」 

 

 

 

 

 

 

 

服務機關：衛生福利部口腔健康司 

姓名職稱：賴向華司長 

派赴國家：香港 

出國期間：112 年 6月 7日至 11日 

報告日期：112 年 7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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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牙醫年會（Asia Pacific Dental Congress, APDC）為亞太地區牙科領

域重要交流平台，第44屆亞太牙醫年會暨第12屆香港牙醫學會年會 (44th APDC 

2023; 12th HKIDEAS) 於 2023 年 6 月 9 至 11 日在香港舉辦，大會主題為「實現

卓越牙科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Dentistry) 」，活動內容包含學術研討、

臨床技術交流、牙科醫療產品的展示及體驗等。 

為爭取 2024 年第 45屆 APDC 在臺灣辦理，並研討最新口腔醫療知識與技術，

及了解國際口腔醫療市場發展趨勢，本部、中華牙醫學會及臺灣口腔生物科技暨

醫療器材產業發展促進協會 (下稱TAPO) 等單位均派代表出席參加第44屆 APDC。

本次前往香港與會，除正式簽署第 45 屆 APDC 在臺灣舉辦之合約，亦設立攤位及

舉辦餐會進行宣傳，期透過參與大型國際會議，促進國際合作交流，提升我國國

際能見度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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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根據 2022 年 11 月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發

表的全球口腔健康資訊，口腔疾病是 300 多種常見疾病的第 1名，目前全球約有

35 億人口 (45%) 罹患口腔疾病，其中最常見的口腔疾病為「恆牙未治療齲齒」，

其次為「嚴重牙周疾病」、「乳牙未治療齲齒」及「全口缺牙」。根據國民健康署

調查，國人牙周病盛行率及齲齒率均高達 80%以上，而 65 歲以上國人全口無牙

的比例則有 25.8％。口腔疾病除影響進食功能，近年亦有研究指出牙周病與心

血管疾病、菌血症、糖尿病及失智症等疾病有關，顯示出口腔健康的重要性。 

亞太牙醫聯盟 (Asia Pacific Dental Federation/ Asian Pacific 

Reg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Federation Dentaire Internationale, 

APDF/APRO) 為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亞太地區國際性牙醫組織，於 1955 年成

立，並於 1967 年成為世界牙醫聯盟 (Federation Dentaire Internationale, 

FDI) 之區域組織。APDF/APRO 長期關注口腔健康、口腔疾病防治、醫療體系發展

及牙科教育相關議題，與 FDI、WHO 關係緊密，互動良好，尤對全球及亞太地區

的口腔健康與醫療措施之重大決策，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及重要的影響力。該聯

盟舉辦之亞太牙醫年會 (APDC) 為亞太地區牙科領域專業人士及廠商重要交流

平台，目的在於凝聚各國學會代表的力量，合力促進亞太地區牙科醫學在學術、

教育及臨床操作方面之交流，推動牙醫教育與口腔衛生發展，並致力於服務人群，

以臻最高水平的口腔健康與醫療照顧。 

中華牙醫學會推派本人代表參加第 44 屆 APDC，積極爭取 2024 年第 45 屆

APDC 在台灣辦理，及了解國際最新口腔疾病防治、口腔公共衛生政策、牙醫教育

等議題，並藉由參與大型國際會議，與國際重要組織及各國產官學界代表互相交

流，建立友好關係，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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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行程簡介 

日期 行程 

6/7(三) 中華航空 桃園→香港 

6/8(四) 亞太牙醫聯盟（APDF/APRO）理事會議 I 

6/9(五) 

亞太牙醫聯盟代表會議 I 

口腔疾病委員會（Oral Diseases Commission）會議 

牙科公共衛生委員會（Dental Public Health Commission）會議 

牙醫教育（Dental Education）、國防牙科學（Defence Forces 

Dentistry）、一般牙科學（General Dental Practice）委員會及

臨床相關會議 

6/10(六) 

亞太牙醫聯盟理事會議 II 

國際牙醫繼續教育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Continuing Dental Education, ICCDE）講座 

國際牙醫繼續教育委員會會議及閉幕式 

6/11(日) 

亞太牙醫聯盟代表會議 II 

亞太牙醫聯盟理事會議 II 

中華航空 香港→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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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人員名單 

三、行程內容說明 

 第 44 屆亞太牙醫年會 (APDC) 暨第 12 屆香港牙醫學會年會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ental Expo And Symposium, HKIDEAS) 於 2023 年 6 月 9 日至

11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HKCEC) 舉辦，大會主題為“實現卓越牙科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Dentistry)”，包含學術論文展示、24 場講座及 6

個工作坊，主題涵蓋植牙贗復、齒顎矯正、口腔疾病的診斷、治療及預防、口腔

照護、牙科數位化等，並舉辦醫療產業博覽會，展示最新牙科醫療產品與技術。

除上述活動外，亦同步召開APDF/APRO理事會議、代表會議及所屬委員會之會議，

就口腔健康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及決議。透過參與大會活動，與各會員國代表團體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1 衛生福利部 賴向華 口腔健康司司長 

2 臺灣口腔生物科技暨醫療器材產業發展

促進協會 

張維仁 理事長 

3 中華牙醫學會 洪純正 理事長 

4 中華牙醫學會 林立德 副理事長 

5 亞太牙醫聯盟 高嘉澤 副理事長 

6 臺灣口腔生物科技暨醫療器材產業發展

促進協會 

杜哲光 理事 

7 臺灣口腔生物科技暨醫療器材產業發展

促進協會 

陳雅光 監事 

8 中華牙醫學會 張育超 副理事長 

9 亞太牙醫聯盟  楊俊杰 財務長 

10 中華牙醫學會 余建宏 理事 

11 中華牙醫學會 廖倍顯 理事 

12 中華牙醫學會 陳敏慧 監事 

13 中華牙醫學會 張軍堯 醫師 

14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賴德欽 前理事長 

15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陳彥廷 理事長 

16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杜世偉 國際事務副主委 

17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溫斯勇 理事長 

18 高雄市牙醫師公會 李文勝 監事 

19 中華牙醫學會 黎達明 常務監事 

20 中華牙醫學會 林淑嫻 秘書 

21 中華牙醫學會 王子媛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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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推動口腔衛生政策之經驗，以及牙醫教育、學術領域的最新發展及趨勢，作

為未來政策規劃之借鏡，並積極尋求合作機會，提升我國牙醫師在國際社會之聲

望，協助政府拓展國民外交。 

 

會議重點 

 

（一）爭取擔任國際組織主要幹部 

    我國為 APDF/APRO 的創始及正式會員國，每年均推派代表出席亞太牙

醫年會。今年由本人當選 APDF 2024 候任理事長，高嘉澤醫師連續兩屆高

票當選 APDF/APRO Vice President，楊俊杰醫師則連續擔任兩屆 APDF 財

務長，積極推動國際事務交流，重申台灣在全球牙醫界所扮演之不可或缺

的角色。 

（二）爭取重要年會在臺主辦 

    我國於 2001 年首次舉辦亞太牙醫年會 (第 23 屆)，2012 年再次舉辦

第 34 屆亞太牙醫年會，於國際間獲得極高評價。本次參加第 44 屆 APDC，

在我國代表團積極爭取下，成功獲得 2024 APDC 主辦權，並簽訂正式合

約，會議期間亦設立宣傳攤位，舉辦 Taiwan Luncheon 及播放外交觀光宣

傳短片，讓國際友人更進一步認識我國，並誠摯邀請國際友人參加 2024

年在我國舉辦的第 45 屆 APDC。 

（三）於會議期間發表演講 

    本人及中華牙醫學會理事長洪純正醫師受邀於國家牙醫理事長論壇 

(National Dental Association Forum) 發表演講，分享制定我國口腔健

康政策之經驗與相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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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由於近年來疫情蔓延，自從 2019 年韓國承辦第 41 屆 APDC 後，2020 年停辦

一次，2021 年第 42 屆及 2022 年第 43 屆改爲視訊會議，分別由斯里蘭卡及巴基

斯坦承辦。今年香港承辦第 44 屆 APDC 乃疫情舒緩後，首次舉辦的實體會議，所

以各國代表參加的意願甚高。臺灣以中華牙醫學會為代表，是世界牙醫聯盟（FDI）

及 APDF 的正式會員國。 

為了籌備 45 屆亞太牙醫大會(APDC)，中華牙醫學會於今年 2月 19 日正式成

立籌備委員會，便開始展開各項籌備事宜。6 月 8 日算是 2 年疫情後首次出國，

直飛香港參加 44 屆香港 APDC 之實體大會，正式去行銷 45 屆 APDC 將在台灣舉

行。本次中華牙醫出團人數比上次去瑞士FDI多，加上牙醫全聯會陳彥廷理事長、

臺北市牙醫師公會溫理事長及植牙公會重要幹部的陪行充分展現大家想辦好

APDC 之決心。 到香港後便從機場直衝萬麗洲際海景大飯店 8 樓準備佈置中午

展開之 重頭 Taiwan Luncheon，洲際飯店以美食出名加上地點風景絕佳，雖然

很貴但幾乎吸引全滿的貴賓齊聚一堂。連 FDI 之會長 Ihsane Ben Yahya 都蒞臨

致詞、簽約見證及全程聚餐。籌備會林立德主席也利用時間介紹 2024 APDC 之整

體規劃，充分展現台灣的熱情及企圖心。且在 APDC 建立擬主辦國要正式簽約之

典範。 

今年香港也有個創舉多了一個 National Dental Association Forum(NDAF) 

牙醫學會論壇，邀請 8 個較進步國家理事長來談各國之先端發展，而臺灣竟有 2 

位受邀。特別是本人跟各國分享他如何去思考及制定臺灣口腔健康之政策。而中

華牙醫學會洪純正理事長就針對臺灣為了牙醫學教育發展 AR 模擬臨床教育系統

到 AR 臨床精準導航系統之開發之現況。在牙醫學專任教師嚴重缺乏之際，利用

AR 導航系統發揮不少助力。臺灣牙醫之競爭力其實是相當棒的，我們藉此機會

宣揚國威，為明年在台灣舉辦的國際 盛事先舖陳一下。 

衛福部早已構築口腔健康照護產業的藍圖 ，為展現對國人口腔健康的重視，

於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四日正式設立口腔專責機構 - 口腔健康司，以民眾的角

度為考量，落實各項衛生保健政策。強化醫材的研發，提升專業知識技術，並因

應國人口腔健康需求及世界發展趨勢，拓展工作範圍，擴大藍海市場，加速產業

發展，增加民間投資及國家歲收，開創產、醫、病三贏的新局面! 

政府會持續整合相關資源，傾聽口腔醫學界的建議，也會不斷檢討精進，從

專業人員養成到執業的管理機制，都會越做越好。不但爭取合理的給付條件，更

讓專業人員可以持續精進專業，健全執業生涯，並提供照護產業更好的發展。同

時，將臺灣的口腔照護政策進行更全盤性、更完善的規劃，也追求最優質的醫療

水準，讓國人享有最完善的口腔照護。 

衛福部是有溫度且具備服務精神的部會，透過建構優質醫療環境、培育跨領

域高階人才、務實面對社會問題、踏實規劃解決方案，隨時檢討施政方向與策略，

持續與國人攜手努力，也期許大家給予政府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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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照片 

 

 

  

我國代表團成員於大會會場合影。 口腔司賴向華司長當選 APDC 2024 候任理事

長。 

  

2024 APDC 預計洽邀人選，左起：香港大學牙

醫學院朱院長、口腔司賴向華司長、世界牙醫

聯盟 (FDI) 主席、APDF/APRO 及香港牙醫學

會主席黃醫師。 

2024 APDC 之宣傳攤位。 

 

 

口腔司賴向華司長受邀國家牙醫理事長論壇

(NDAF)演講。 

國家牙醫理事長論壇(NDAF)與會人員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