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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年第54屆亞太公共衛生學術聯盟 （Asia-Pacific Academic Consortium for 

Public Health, APACPH）年會，係由馬來西亞砂拉越大學主辦，此次APACPH第54屆年會

系列活動，主題為「Transcending the new normal: Strengthening public health 

through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on」。 

    本次出國由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國健署）吳昭軍署長率團，出國人員包括企劃組林

國甯組長與社區組林真夙研究員，以及高雄醫學大學計畫團隊包括計畫主持人邱亞文教授、

邱弘毅計畫總顧問、羅偉成協同主持人、中國醫大陳秋瑩教授（以專家學者身分受邀出席

並擔任10月31日團隊主辦之亞太健康促進與非傳染病防治平行論壇主持人）、許純佳研究

助理與黃乙芹研究助理等一行共11人，自112年10月28日至112年11月02日赴馬來西亞古晉

參加第54屆亞太公共衛生學術聯盟（Asia-Pacific Academic Consortium for Public 

Health, APACPH）年會系列活動，且有來自北醫、中國醫、成大、慈濟及高醫代表等多個

APACHP台灣團體會員共襄盛舉，可謂台灣隊史上最多機構且最多人(約30人)一同參與國際

盛會。 

本次出國期間，於 10月 29日搭機抵達馬來西亞古晉市；10月 30日上午參加「會員

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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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國民健康署（以吳昭軍署長與馬來西亞前衛生部最高事

務官、抗疫英雄 Tan Sri Dato’ Seri Dr. Haji Noor Hisham Bin Abdullah 見面交流，

晚間主辦一場「亞太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協作中心（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Health Promotion, CCHP）國際諮詢委員會議」；10月 31日上午參加年會「開幕典禮」，

並於下午主辦一場「亞太健康促進與非傳染病防治平行論壇（主題：Combating NCDs 

Through Health Promotion Strategies）」；11月 01 日下午參加年會「閉幕典禮」，晚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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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駐馬來西亞代表處吳玲瑩一等秘書邀請之新南向醫療衛生工作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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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於下(55)屆APACPH年會依據會議之主題，申辦平行會議，以介紹我國公共衛生

成就，並促進國際交流。瞭解韓國執行狀況及以如何深化我國與韓國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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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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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CPH在1984年成立初成立時，僅有5個成員，但目前在整個亞太地區已發展成擁有

來自23國、105個會員團體組成，包含日本東京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馬來西亞衛生部

/國衛院、韓國公衛學會、斯里蘭卡衛生部、臺灣國健署（2016年加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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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此推動各項跨國性研究與衛生教育活動，已成為國際醫學及公共衛生界重視的聯盟。

長期以來，APACPH著力於國際間健康照護事務之交流、研究以及協助弱勢國家之醫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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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等衛生健康促進事項，為亞太地區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公共衛生醫療專業之非政

府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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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CPH 鼓勵並通過其成員機構實現以下目標： 

一、促進將公共衛生教育與研究轉譯成為政策及計畫 

（Promote the translation of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to 

evidence-based policies and programs） 

二、改善亞太地區人民之健康與福祉 

（Improv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popu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三、通過教育、研究及合作，提供公共衛生方面的思想領導 

（Provide thought leadership in the translation of public health through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on with public stakeholders） 

    我國於2017年8月在APACPH組織之下發起成立一健康促進核心能力建構協作中心 

Collaborating Center for Health Promotion(APACPH-CCH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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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CPH-CCHP為亞太地區公共衛生學術界的重要國際組織協作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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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國家衛生研究院群健所（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於2023年新

加入此協作平台後，我國目前計有9個參與機構成為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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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健署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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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衛生研究院。今年則由臺北醫學大學邱弘毅教授獲投票選舉該聯盟之第一備位理事

長，高雄醫學大學邱亞文教授則獲選為該聯盟第一副理事長。目前該聯盟亦每年舉辦亞

太國際公共衛生大會，大會集合了亞太地區及全球卓越的公共衛生學者，就亞太地區公

共衛生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貳、目的 

一、國健署吳署長昭軍以APACPH會員代表身分，偕同邱亞文教授（聯盟第一副理事

長），臺北醫學大學邱弘毅教授（聯盟財務副理事長）等重要幹部，參加由馬來西

亞砂拉越大學主辦之APACPH第54屆年會系列活動，主題為「Transcending the new 

normal: Strengthening public health through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on」，參與會員大會過程中，瞭解亞太地區健康促進及公共衛生國際趨

勢及情形，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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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構(empowerment) 之政策及成果，建立國際

伙伴關係。 

二、主辦CCHP國際諮詢委員會會議，與來自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日本與斯里蘭卡等5

國共5位國際諮詢委員一同討論，國際諮詢委員們分別就議題一：「辦理國際研討會

分享各國針對非傳染病之政策成效評估經驗」之可行性；及議題二「藉由個案研

究、政策成效評估進行跨國研究合作（joint research collaboration）」之可能

性，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     

三、主辦一場「亞太健康促進與非傳染病防治平行論壇」，主題為「Combating NCDs 

Through Health Promotion Strategies」，平行論壇邀請4個 國家的學者進行演

講，分別為韓國延世大學公共衛生研究生院健康促進研究所Dr. Heejin Kimm教授、

APACPH財務副理事長暨國衛院群健所邱弘毅所長、日本琉球大學健康科學研究院院

長Dr. Jun Kobayashi教授，以及馬來西亞衛生部疾病管制部副主任Dr. Feisul 

Idzwan Mustapha等學者，期望透過分別來自台灣、韓國、日本及馬來西亞等不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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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講者，共同就學校、社區或職場等場域對於身體活動等議題，提供亞太地區參

與會員實務分享與經驗交流。平行論壇針對四個方向「老年人健康促進與身體活動

之影響」、「運動訓練對老人肌肉表現及身體功能」、「學校促進體與學童健康之

影響」與「健康促進學校介入措施之新思維」等面向進行分享及交流，持續向永續

發展目標邁進。 

 

參、過程 

一、出國日期 

       112年 10月 29日（星期日）至 112年 11月 2日（星期四） 

二、出國行程及每日工作 

    （一）112 年 10月 29日（星期日） 

            1. 臺灣桃園機場（國健署）啟程，下午抵達馬來西亞古晉市。 

            2. 確認會前工作坊準備情形及討論各日會議準備事項。 

    （二）112 年 10月 30日（星期一） 

1. 參加會員大會 

吳署長昭軍帶領企劃組組長林國甯及林真夙研究員兩位同仁出席此日

會議。本次會員大會由邱弘毅財務副理事長進行年度財務規劃報告，邱亞文

教授以第一副理事長及臺灣區域主席身分於會中進行第一副理事長報告及

CCHP 平台與臺灣區域聯合報告。當天亦有來自台灣 APACPH團體會員代表包

含北醫、中國醫、成大、高醫及慈濟等。會員大會中決議之重大事項除了如

上執行委員會段落所述，本次會員大會之重頭戲為備位理事長、第一及第二

副理事長之選舉，長期深耕聯盟之邱弘毅教授與邱亞文教授今年進行參選，

並分別順利當選 APACPH備位理事長及第一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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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中亦同時宣布新加入之會員團體，包含國家衛生研究院群健所、

澳洲 Federation 大學、中國湘南大學及泰國 Naresuan 大學，邱弘毅教授

則另以國衛院群健所新會員代表身分，接受新加入 APACPH會員之授證儀式。 

 
另本次會員大會頒發 Leadership Achievement Award，受獎者為馬來

西亞前衛生部最高階事務官 Tan Sri Dato’ Seri Dr. Haji Noor Hisham 

Bin Abdullah，Dr. Hisham 長期對臺灣友好，曾多次應邀來台參訪。 Tan 

Sri Dato’ Seri Dr. Haji Noor Hisham Bin Abdullah 在 COVID-19期間

對馬來西亞貢獻良多，被視為馬來西亞的抗疫英雄，故特別頒發此獎項感謝

他的付出。年會主辦方亦邀請其擔任年會第一天之 Keynote speaker，本計

畫團隊主持人邱亞文教授及總顧問邱弘毅教授亦安排吳署長昭軍與 Tan Sri 

Dato’ Seri Dr. Haji Noor Hisham Bin Abdullah 見面並就健康促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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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晤談。 

 

2. 辦理 CCHP 國際諮詢委員會議 

此次國際諮詢委員會議特由國健署吳署長昭軍頒發委員聘書，任期自

2024 年至 2025 年。邀請來自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日本與斯里蘭卡等 5

國共 5 位國際諮詢委員參與，一同針對兩個議題：「辦理國際研討會分享各

國針對非傳染病之政策成效評估經驗」之可行性；「藉由個案研究、政策成

效評估進行跨國研究合作（joint research collaboration）」之可能性進

行討論與交流。 

 

會議由邱亞文教授擔任開場主持人，邱弘毅教授主持討論部分。國際諮

詢委員們對上述兩項議題均表示高度贊同，且認為邀請各國分享：如何將

學術結果轉譯為政策、進行政策成效評估等是重要議題。 

5位委員提出之建議摘述如下：首先 APACPH行政副理事長 Dr. Maznah 

Binti Dahlui 認為可以先選定一個要推行的非傳染性疾病政策，將其落實

於不同國家後進行政策評估，共享結果。 

其次，APACPH 理事長 Dr. Agustin Kusumayati 表示多數 APACPH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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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的國家都有參與非傳染性疾病控制的經驗，因此辦理線上論壇的可行

性極高。CCHP 可以事先提供一份清楚的 Terms Of Reference（TOR），以利

各國講者在論壇中分享之內容符合預期。在跨國研究方面，她建議 CCHP 也

能從多中心研究（multicenter study）著手，且應制定一套標準研究方法

（standard research methodology），使所有參與者可應用相同的方法，以

利後續能進行結果比較或執行統合分析（meta-analysis）。 

APACPH 備位理事長 Dr. So Yoon Kim 以她擔任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Health Law and Bioethics 主任曾與西太平洋區署 36國合作

經驗，進一步提出三個建議如下：第一、指定國內 1~2位研究人員作為該國

代表；第二、提供一個針對非傳染性疾病政策自我分析的評估工具，由該國

研究人員撰寫國家的政策成效；第三、定期提供他們能在 APACPH 會議中或

在臺灣參與會議的機會。 

接著，日本琉球大學健康科學研究院院長 Dr. Jun Kobayashi 談到日本

的 JC-GSHR（Japanese Consortium for Global School Health Research）

已於亞洲和太平洋島國進行多國政策與政策實施之分析，然而尚未與華語國

家，如臺灣、新加坡等合作。若 CCHP 能夠主導健康促進學校政策（Health 

Promotion School Policy）等相關研究，更能促使 JC-GSHR擴大合作網絡。

至於在跨國研究合作上，他認為若臺灣有先前政策介入經驗，可進一步著重

於政策分析，透過優良範例（good example）與標準（standard）來制定政

策分析藍圖（mapping of policy analysis）。最後，APACPH 秘書長 Dr. 

Indika Karunatilake 認為在論壇中，若能分享如何以低成本方式進行非傳

染性疾病之控制是不錯的方向（例如香菸包裝上的警告訊息、含糖飲品包裝

上的紅綠燈標示）；跨國研究合作可以先以兩國共有的健康問題進行（例如

由嚼食檳榔和吸菸引起的口腔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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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2年 10月 31日（星期二） 

1. 參加年會開幕典禮 

由吳署長率領計畫團隊，全程參與 APACPH年會開幕典禮。 

 

邱弘毅教授與邱亞文教授分別以 APACPH 備位理事長及第一副理事長  

身分參與。邱弘毅教授今年更得到 The APACPH  Medal of Merit Award  

之殊榮。 

 

邱亞文教授亦獲邀上台宣布介紹 The APACPH Public Health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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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得主。 

 

2. 辦理平行論壇 

此次平行論壇主題為 Combating NCDs Through Health Promotion 

Strategies。本論壇首先邀請國健署吳署長昭軍、APACPH 理事長 Dr. 

Agustin Kusumayati 以及 CCHP主任邱弘毅教授進行開幕致詞，並由邱亞文

教授擔任論壇上半場主持人及陳秋瑩教授擔任論壇下半場主持人。 

 

本論壇邀集 4國講者進行演講，分別為韓國延世大學公共衛生研究生院

健康促進研究所 Dr. Heejin Kimm 教授；APACPH財務副理事長暨本計畫總

顧問國衛院群健所邱弘毅所長；日本琉球大學健康科學研究院院長 Dr. Jun 

Kobayashi教授，以及馬來西亞衛生部疾病管制部副主任 Dr. Feisul Idzwan 

Mustapha，兩兩分別針對「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aging population」

與「NCDs and health promotion in schools」兩個次主題分成上、下半場

進行成功案例、政策擬定等經驗分享與交流。 

內容摘要如下： 

(1) Dr. Heejin Kimm：Dr. Kimm討論了韓國老年人健康促進領域的挑戰和

機遇，特別是老年族群的身體活動。她強調了老年人的身體活動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尤其出現下降情形，並提到了對這一領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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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和投資的需求。她亦在演講中介紹韓國國家健康促進計劃（The 5th 

National Health Plan, HP2030）以及各種社區健康促進項目。Dr. Kimm

主張透過政府、市民、學術界和各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合作，以增強健康

和福祉；這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一致，即提高人類和生態系統的共同

福祉。 

(2) 邱弘毅教授：邱教授強調了亞洲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挑戰，並分享了一

項有關耐力運動訓練對老年人肌肉表現和身體功能影響的研究，該研究

使用了隨機對照試驗的方法。結果指出肌肉強度、身體活動和慢性疾病

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繫，並突顯了制定有效的運動介入計劃的重要性。這

項研究利用彈力帶進行運動，並評估了多個肌力表現指標。儘管部分結

果顯示改善了老年人的肌力表現，但仍需要進一步的擴大樣本數與改進

研究方法，但相關結果指出提供量身定制的可持續運動計劃的重要性。

在問答環節中，有關運動介入計劃，如瑜伽和音樂，運動介入計劃擴展

規模以及財政挑戰等問題引起了討論。演講者們討論了各種運動選擇的

重要性，以及考慮方案擴展時需要考慮的不同因素，如財政可持續性和

政府支持。 

(3) Dr. Jun Kobayashi：Dr. Kobayashi 的演講中討論到學校促進體育活

動的各方面影響，強調其作為全球學校衛生促進的潛在推動力。他闡明

校園體育活動如何積極影響招生率、降低輟學率並提高學業表現，強調

基於科學證據方法的重要性，以贏得來自教育部門的支持。他亦解釋了

體育活動在促進歸屬感、鼓勵體育活動和培養體育樂趣方面的作用。 

(4) Dr. Feisul Idzwan Mustapha：Dr. Feisul Idzwan Mustapha，作為政

府部門代表，他以馬來西亞針對非傳染性疾病危險因子（包括心理健康）

的學校介入措施為例，闡明政策制定和實施面臨的挑戰。他亦指出介入

政策的擬定與實施，應該超越傳統思維的框架。以科學證據為核心的政

策宣導往往會因民眾行為模式或地方文化的影響而受到阻礙，他強調健

康教育或衛生介入政策是一門複雜的社會科學，需要解決問題、政策設

計以及處理複雜的政治因素。在衛生政策擬定的過程中，應當找到不同

族群與利害關係人的共同利益點，並強調除了健康之外的共同效益（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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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這將有助於有效推動介入政策的實施。 

此次平行論壇現場共有超過 85 人參與，分別來自韓國、日本、澳洲、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斯里蘭卡及臺灣等 10 國，

現場座無虛席，且為當天最熱門之場次。在滿意度問卷中，高達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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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非

常滿意。 

 

    

 

 

 

 

  

（四）112年 11月 01日（星期三） 

1. 參加閉幕典禮 

吳署長昭軍帶領企劃組組長林國甯及林真夙研究員偕同邱亞文教授及

邱弘毅教授等計畫團隊參與 APACPH 年會下午舉辦之閉幕典禮，會中頒發了

Best Free Paper Oral Presentation、  Best Free Paper Poster 

Presentation 等獎項，最後邀請 APACPH 重要幹部與本次年會主辦方砂拉越

大學全體人員一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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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加駐馬來西亞衛生代表新南向工作會議 

吳署長昭軍帶領企劃組組長林國甯及林真夙研究員偕同邱亞文教授及

邱弘毅教授等計畫團隊，一同參加駐馬來西亞衛生代表吳玲瑩秘書邀請之新

南向醫療衛生工作會議，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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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12年 11月 02日（星期四）賦歸 

1. 確認已完成此次會議各項主要工作。 

2. 馬來西亞古晉市搭機離開，經新加坡樟宜機場返回臺灣桃園機場（國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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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自新冠疫情爆發後，原本容易的出國在「疫情」這兩個字的框架下，成了備受挑戰的

任務。所幸全球疫情逐漸趨緩且各國防疫政策與規範皆持續鬆綁，故今年由國健署與本計

畫團隊依照原定規劃從臺灣飛往馬來西亞古晉市，參與第 54屆 APACPH 年會及系列活動，

主辦一場主辦 CCHP國際諮詢委員會會議及一場亞太健康促進與非傳染病防治平行論壇。 

此次由國健署吳署長昭軍帶領企劃組林國甯組長、社區組林真夙研究員與計畫團隊成

員人數，亦為史上臺灣隊參與機構及人數最多的一次（約 30人）；全程均一同參與年會系

列活動。 

本次的參與在國健署吳署長昭軍帶領下，對臺灣參與 CCHP 計畫團隊而言意義重大。

首先，會員大會重頭戲為今年幹部選舉，投票結果宣布邱弘毅教授當選備位理事長、邱亞

文教授順利當選第一副理事長，連任成功。此投票結果亦表示我國參與及表現有目共睹，

備受國際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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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次出國安排吳署長與馬來西亞前衛生部最高階事務官（Director General）、

抗疫英雄 Tan Sri Dato’ Seri Dr. Haji Noor Hisham Bin Abdullah 見面交流。均達成

CCHP目的，包括以下三點： 

1. 加強健康促進與非傳染病防治 

2. 公共衛生之人力增能 

3. 強化區域合作 

最後本次主辦之兩場會議亦收穫良多。特別是 CCHP 國際諮詢委員會議邀請到來自韓

國、日本、馬來西亞、印尼及斯里蘭卡共 5國 5位國際諮詢委員，會中大家共同對於「辦

理國際研討會分享各國針對非傳染病之政策成效評估經驗」之可行性及「藉由個案研究、

政策成效評估進行跨國研究合作」之可能性提供許多具體建議，並藉此成功向大家介紹臺

灣優秀的公共衛生政策與推動情形。 

另外，主辦之平行論壇邀請來自韓國、日本、馬來西亞與臺灣的傑出講者針對近期所

關注的非傳染性疾病議題進行討論與政策上之意見交換，更榮登當天最熱門的場次，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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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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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參加本次 APACPH 年會，除了提升了臺灣在亞太地區的總體知名度外，

亦藉此機會與國外官員會面並建立連結。總結來說，此次出國有許多收穫及重大的突破，

在各方的共同合作下亦順利圓滿落幕。未來可爭取於國內辦理年會，讓國際專家學者透過

沉浸體驗方式，了解台灣之公共衛生推動情形，並促進互動及培養我國公共衛生國際人才。 

期待在未來參與國際合作的健康促進過程，能持續精進執行策略，達成以下目標： 

1. 與亞太衛生部門、頂尖學術單位與大學建立雙邊及多邊公共衛生及健康促進合作

網絡。 

2. 以非傳染病防治為連結，帶動國際合作。 

3. 拓展與亞太地區之官、學界夥伴機構合作。 

4. 提高我國在健康促進領域之影響力。 

5. 希冀能獲國健署續力支持，以利平台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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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簡易行程表 

 

日期 行程 

10/28  CCHP計畫團隊抵達 

10/29 

 CCHP計畫團隊參與亞太公衛學術聯盟執行委員會（ECM） 

 國健署長官抵達 

 參與 APACPH秘書處安排之晚會 

10/30 

 上午參與亞太公衛學術聯盟會員大會（GA） 

 參與亞太公衛學術聯盟第 54 屆年會系列活動 

 主辦 CCHP 國際諮詢委員會諮詢會議 

10/31 

 上午參與亞太公衛學術聯盟第 54 屆年會開幕典禮及系列活動 

 下午主辦一場平行論壇（Parallel symposia） 

11/1  參與亞太公衛學術聯盟第 54 屆年會系列活動及閉幕典禮 

11/2  全員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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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會員大會議程 

 

 

  



18 

附錄三、平行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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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CCHP 國際諮詢委員會議議程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