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HIMSS 2024 研討會 

 

 

 

 

 

 

 

 

 

 
 
 
 

服務機關：衛生福利部 

姓名職稱：資訊處李建璋處長、科技發展組劉明勳技監 

派赴國家/地區：美國/奧蘭多 

出國期間：113 年 3 月 09 日至 3 月 17 日 

報告日期：113 年 4 月 17 日 

 



 

I 

摘要 

113 年衛福部資訊處李處長建璋、科技發展組劉技監明勳代表赴美國奧蘭多，

參加「醫療資訊與管理系統協會」(以下簡稱 HIMSS)於 113 年 3 月 11 日至 15 日召

開之年度會議，並以「Taiwan digital Health 」為主題參展。衛福部首次帶領產學研

醫團隊近 50 位代表於 HIMSS 2024 展示臺灣智慧醫療研發能量，落實推動以醫帶產

之政策目標，並於 3 月 12 日上午 11 時 30 分(美國奧蘭多時間)展會開幕吸引超過百

位國內外貴賓與會參加，共同見證臺灣充沛的智慧醫療軟硬體量能。  

「Taiwan Digital Health Pavilion」展場分四區，從次世代 HIS 作為各式應用的核

心基礎點：一是以次世代 HIS 平臺推動資料標準化以利推動資料經濟，可加速研發

輔助醫療服務的 AI 工具，展出團隊包含台大醫院、中國醫大附醫、長佳智能、宏

碁智醫與華碩；二是以次世代 HIS 平臺實現病患旅程，優化醫療服務，從醫療 AI

區實現疾病篩檢診斷與醫療決策，延伸至智慧藥局、智慧病房與智慧護理系統之治

療方案，並因應國際醫療趨勢與臺灣通訊診察治療辦法推動，針對出院後病患照護

的遠距醫療與居家醫療方案，展出廠商包含研華科技、世大智科、華碩電腦與華碩

雲端，工研院同時展出資安方案，落實資訊安全。  

整體展區規劃，落實以病患為核心的服務模式，病患旅程從 AI 區開始，並涵

蓋智慧藥局、智慧病房、智慧護理站、遠距醫療、居家醫療等，而這些相關醫療方

案與資料都需要一個符合資安原生、AI 原生，並與國際標準接軌的次世代數位醫療

平臺(Digital Health Platform)鏈結，方得實現三段五級的全人照護服務願景。  

隨著科技進步，數位醫療平臺已經成為全球衛生保健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提升醫療服務效率和醫療品質，皆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應衛福部本年度正

式啟動四年期的「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建置計畫」，也透過參加「醫療資訊與管理

系統協會」重要研討活動，並拜訪國際領導廠商 Epic、Cerner 與 Roche 等廠商，瞭

解國際醫療資訊產業重要發展趨勢與廠商佈局思維，以作為政府推動「次世代數位

醫療平臺」之策略擬定與落地實踐之參考。 

此外，為實現智慧醫療與資料經濟，建立核心關鍵基礎，透過高品質的大數據



 

II 

及人工智慧模型，發展大數據資料庫，應用於開發人工智慧，達成智慧政府的目標，

促進資料經濟發展。同時透過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串連智慧病房、智慧護理系統等

情境展示臺灣產業能量，採取以軟帶硬、以大帶小、以醫帶產之推動策略，建立起

臺灣於數位醫療設備與資訊領域之領導地位，建設一個符合未來發展、安全可靠、

以病患為中心的醫療服務平臺，通過實現資料共享和提升病患體驗來創造醫療照護

的新價值，將為臺灣乃至全球的醫療衛生體系帶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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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因應 2022 年 BTC 會議結論，加速醫療資訊系統革新，建置接軌國際標準之次

世代醫療資訊系統(HIS)；制訂政策，提供獎勵與誘因，鼓勵醫療院所數位轉型，以

利智慧醫療之推動；由政府指定 PPP/公益性平臺統籌，協助各醫療院所雲端病歷系

統之數位架構與資訊交換標準化。 

為達成前述目標，衛福部訂定計畫推動接軌國際標準之次世代數位醫療資訊系

統平臺，透過盤點並維運醫療資訊相關標準、建構並維運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規

劃推動部立醫院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加速臺灣各級醫院平臺落地等四大主軸之推

動工作，統整各級醫院使用國際資料交換標準，以利醫療院所電子病歷快速交換與

串接，透過提升相互操作性與整合分析效能，有助於大數據決策支援之智慧化醫院

應用，提升國內醫資產業國際競爭力，也可達成提升人民健康福祉之目標。  

有鑑於執行本計畫之相關工作，透過參加「醫療資訊與管理系統協會」(Health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Society，HIMSS)相關展會與研討會，以收集規

劃與國際接軌相關標準推動與應用等資訊，如 FHIR 資料交換(互操作)以及 SNOMED 

CT 醫療語彙、LOINC 檢驗檢查編碼與藥物編碼等標準，以規劃台灣推動用以支持公

共衛生研究以及臨床醫療數據交換標準化之參考。 

此外，從標竿國際廠商與產業趨勢可知，數位醫療平台已成為全球衛生保健系

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提升醫療服務效率和品質上發揮重要功能。由於衛

福部將建構並維運一個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Digital Health Platform，DHP)以推動臺

灣數位醫療發展，因此，也透過拜訪國際領導廠商以汲取國際經驗，結合國際上的

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建立一個整合性和創新性兼具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DHP)，

透過實現資料共享和提升病患體驗來創造醫療照護的新價值。  

本屆展會之主軸與人工智慧應用息息相關，衛福部為能夠實現資料經濟之價

值，兼顧人民福祉與產業發展，也將推動數據中台(Data Middle Platform)架構，整

合技術、管理與合規之規範，建立一個可擴展、安全且高效的數據架構，以支持各

種醫療數據的整合、儲存、分析和分享之用。因此，透過參與本次展會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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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以瞭解推動人工智慧應用之契機。透過需求規範，邀集產學研各單位共創，鼓

勵醫院策略聯盟，縮小醫療機構數位落差，達成提升智慧醫療再升級之目標。  

本次衛福部也受大會邀請，分別參與幾場大型與談與會議，與各國衛福體系官

員等貴賓交流相關議題並分享台灣推動相關經驗。3 月 11 日李處長建璋受邀參加

Global Leaders Exchange 會議，分享台灣推動數位醫療之實例，提出蘭嶼推動空轉

後送遠距會診平臺之經驗，以國際新一代醫療資料交換標準 FHIR，串接健保醫療資

料雲端查詢系統、電子病歷交換系統、離島原鄉在地醫療資訊系統以及醫療影像傳

輸系統，透過自動帶入欄位來縮短後送申請審核時間，且能達到送、審、接三方同

步調閱患者病歷、即時決策之實例，獲得與會貴賓高度認同與迴響。  

3 月 12 日健保署龐副署長一鳴受邀參加 ”Blazing a Trail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st Covi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演講 ”Post-Covi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分享 2020 年疫情期間台

灣如何推動實名制購買口罩，以及運用虛擬健保卡落實遠距醫療、居家照護與遠距

諮詢等相關服務之推動經驗。 

3 月 13 日李處長建璋、科技組劉技監明勳與健保署龐副署長一鳴受邀參加

Second Global Ministerial Summit 會議，向各國衛生機關官員分享台灣推動醫療平權

的經驗，以花蓮縣推動遠距醫療為例，提出跨部會合作支持之政策可行性、建置 FHIR

共通格式之技術可行性與相關資料存取交換都需有相關規範之法遵可行性等三大

關鍵成功因素，供各國推動之參考。 

本次衛福部也帶領產學研醫團隊近 50 位代表於 HIMSS 2024 展示臺灣智慧醫療

研發能量，落實推動以醫帶產之政策目標，3 月 12 日上午 11 時 30 分(美國奧蘭多

時間)展會開幕吸引超過百位國內外貴賓與會參加，共同見證臺灣充沛的智慧醫療軟

硬體量能。「Taiwan Digital Health Pavilion」展場分四區，從次世代 HIS 作為各式應

用的核心基礎點：一是以次世代 HIS 平臺推動資料標準化以利推動資料經濟，可加

速研發輔助醫療服務的 AI 工具，展出團隊包含台大醫院、中國醫大附醫、長佳智

能、宏碁智醫與華碩；二是以次世代 HIS 平臺實現病患旅程，優化醫療服務，從醫

療 AI 區實現疾病篩檢診斷與醫療決策，延伸至智慧藥局、智慧病房與智慧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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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治療方案，並因應國際醫療趨勢與臺灣通訊診察治療辦法推動，針對出院後病

患照護的遠距醫療與居家醫療方案，展出廠商包含研華科技、世大智科、華碩電腦

與華碩雲端，工研院同時展出資安方案，落實資訊安全。  

整體展區規劃，落實以病患為核心的服務模式，病患旅程從 AI 區開始，並涵

蓋智慧藥局、智慧病房、智慧護理站、遠距醫療、居家醫療等，而這些相關醫療方

案與資料都需要一個符合資安原生、AI 原生，並與國際標準接軌的次世代數位醫療

平臺(DHP)鏈結，方得實現三段五級的全人照護服務願景。  

隨著科技進步，數位醫療平臺已經成為全球衛生保健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提升醫療服務效率和醫療品質，皆發揮著重要作用。臺灣在這一領域的發

展已經處於領先地位，衛福部自今(113)年開始執行「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計畫，

為實現智慧醫療與資料經濟，建立核心關鍵基礎，透過高品質的大數據及人工智慧

模型，發展大數據資料庫，應用於開發人工智慧，達成智慧政府的目標，促進資料

經濟發展。 

同時透過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串連智慧病房、智慧護理系統等情境展示臺灣產

業能量，採取以軟帶硬、以大帶小、以醫帶產之推動策略，建立起臺灣於數位醫療

設備與資訊領域之領導地位，建設一個符合未來發展、安全可靠、以病患為中心的

醫療服務平臺，通過實現資料共享和提升病患體驗來創造醫療照護的新價值，將為

臺灣乃至全球的醫療衛生體系帶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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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表 

日期 地點(城市) 拜訪對象(行程) 

3/9(六)-3/10(日) 桃園機場 
臺灣芝加哥奧蘭多 

(移動日-啟程、轉機至奧蘭多) 

3/11(一) 

奧蘭多  HIMSS24 Global Leaders Exchang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addressing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through local solutions (資訊處李建

璋處長受邀請演講並參加 panel discussion)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合作辦事處周啟宇處長拜

會李建璋處長、劉明勳技監、龐一鳴副署長 

3/12(二) 

奧蘭多  Taiwan Digital Health Pavilion 臺灣館開幕式

(攤位 6061) 

 Blazing a Trail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st 

Covi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健保署龐一

鳴副署長受邀請演講並參加 panel discussion) 

 和 HIMSS 洽談 2026 HIMSS APEC 在台舉辦契機 

3/13(三) 

奧蘭多  Epic 訪談 

 Roche 訪談 

 Global Health Ministerial Summit(李建璋處

長、劉明勳技監、龐一鳴副署長受邀請與會分

享) 

 Cerner 訪談 

3/14(四) 

奧蘭多  Keynote : The Future of Healthcare: How 

Robotics, Automation, and AI are Transforming 

Care Delivery 

 資訊處李建璋處長受訪 

 

3/15(五) 
奧蘭多  Keynote (Part 1)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ealthcare: Addressing Legal and Operational 

Risks with Current Best Practices 



 

5 

 Keynote(Part 2)Exploiting Trust with 

Technology: The Human Element of Security 

 晚上班機搭至洛杉磯 

3/16(六)-3/17(日) 桃園機場 
洛杉磯臺灣 

(移動日-回台灣(3/16 深夜班機、清晨抵達+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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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過程 

一、觀展重點 

(一 )、HIMSS24 Global Leaders Exchang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addressing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through local solutions (3/11) 

日期 2024 年 3 月 11 日 時間 09:00 – 11:00  

國家 美國 地點 
Rosen Centre/ 

Grand Ballroom C 

與會人員 

•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衛福部科技組劉明勳技監、衛福

部健保署龐一鳴副署長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會議摘要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受邀請參加「HIMSS24 Global Leaders Exchang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addressing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through local solutions」論壇分

享，主題為：「Using Data and Digital Tools for Healthcare Delivery Now: Experience 

from Taiwan」，分享 Zero time-lag in Air Transfer of Critical Patients 經驗，以創新科

技實現就醫平等的新願景。 

李處長分享台灣直升機空中轉診系統為例：蘭嶼是一個距離臺灣 55 英里的小

島，以土生土長的達悟族人、飛魚節和傳統的獨木舟而聞名。有 5255 名居民，但

只有一個配備 4-5 名急診醫生的小型衛生站，如遇緊急情況，患者需要由直升機

空中轉診後送至臺灣。 

2018 年衛福部推行空中轉診後送十多年來，執行了 4,000 多趟離島後送任務，

第一次運送患者過程中發生飛安事件。有一架載著 6 名乘客的黑鷹直升機在風雨交

加的夜晚，直升機自蘭嶼起飛正執行離島轉診後送勤務，要將患者送至臺灣本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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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起飛沒多久就發生墜機，6 名乘客全數罹難。 

仔細分析，蘭嶼此事件有幾個根本原因，在地醫療機構、空審中心、後送醫學

中心是送、審、接的三大關鍵角色，但這三方卻都面臨資訊不透明又得緊急決策的

兩難。一是，衛生站的醫院資訊系統、空中轉診審核中心，以及後送醫院之間無法

交換病患電子病歷紀錄；空中轉診審核申請需要 1 天以上；加上審查機構和後送醫

院的醫療資訊不足，接收後送患者的醫學中心，也因無法事先得知患者病況，更無

法為後送提供決策參考；因為可供判斷後送的資訊不足，也出現了不少沒有必要但

仍舊緊急後送的情況，尤其是四成高風險夜航中，有不少是不必要的飛行。  

衛福部在此事件發生後，推動「 Zero time-lag Air Ambulence Application 

System」，打通健保雲端查詢系統和電子病歷系統，以 FHIR 建置空轉後送遠距會診

平臺，建置 送、審、接三方同步調閱患者病歷、即時決策的典範移轉。採取開放

二大資訊系統，鬆綁六項法規。如：以往需花上一天，甚至一週才能取得病患就診

紀錄和用藥資訊，推動 FHIR 標準，不到半天即可從健保雲端下載病患就診紀錄和

用藥資訊；以往，空中轉診後送申請流程採取人工輸入，來回至少 20 至 40 分鐘，

改善後，透過 FHIR 自動帶入，縮短為 5 至 10 分鐘，平臺也導入電子簽章簽核功能，

可直接完成病歷簽核作業。 

在這個例子中，台灣成功地展示了數位醫療科技如何實現對偏遠地區的精準醫

療服務，避免不必要的後送並降低風險。一是：建立以患者為中心的國家健康紀錄

資料庫，以支援在任何環境中需檢索醫療紀錄的情境；二是運用健保卡(NHI Card)

可實現快速認證，並與資料庫連接；三是運用國際 FHIR（快速醫療保健互操作性資

源）-API 標準，以支援不同資訊系統的無縫整合；四是多方視頻會議支援同步決策；

五是基於雲端架構的審核系統，大大提高了審核流程的效率；提供各國與會之衛政

單位長官與各單位推動之參考，落實以創新科技實現就醫平等的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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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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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李處長演講 

 

圖、李處長與談 

 

圖、與各國貴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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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合作辦事處周啟宇處長拜會(3/11) 

日期 2024 年 3 月 11 日 時間 14:30 – 15:30  

國家 美國 地點 
Rosen Centre 

 

與會人員 

•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合作辦事處周啟宇處長 

•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衛福部科技組劉明勳技監、衛福

部健保署龐一鳴副署長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會議摘要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合作辦事處周啟宇處長至 HIMSS 會場與衛福部資訊處李建

璋處長、衛福部科技組劉明勳技監、衛福部健保署龐一鳴副署長等人會談。 

周處長說明邁阿密雖非主要僑民居住地，但卻是最接近中南美洲的重要據點之

一，本次歡迎衛福部至奧蘭多參加本屆 HIMSS 2024 展會，後續有需要駐組協助之

處也歡迎多多交流。本次也有安排台灣團員參觀奧蘭多當地醫院，期待後續也能有

更多的交流。 

衛福部李處長提及本次參展與台灣政府推動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有關；隨著科

技進步，數位醫療平臺已經成為全球衛生保健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提

升醫療服務效率和醫療品質，皆發揮著重要作用。臺灣在這一領域的發展已經處於

領先地位，衛福部自今(113)年開始執行「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計畫，為實現智慧

醫療與資料經濟，建立核心關鍵基礎，透過高品質的大數據及人工智慧模型，發展

大數據資料庫，應用於開發人工智慧，達成智慧政府的目標，促進資料經濟發展。 

同時透過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串連智慧病房、智慧護理系統等情境展示臺灣產

業能量，採取以軟帶硬、以大帶小、以醫帶產之推動策略，建立起臺灣於數位醫療

設備與資訊領域之領導地位，建設一個符合未來發展、安全可靠、以病患為中心的

醫療服務平臺，通過實現資料共享和提升病患體驗來創造醫療照護的新價值，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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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乃至全球的醫療衛生體系帶來深遠的影響。也期待後續與駐組有更多交流機

會。 

 

圖、衛福部、駐外代表周處長交流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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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aiwan Digital Health Pavilion 臺灣館開幕式(攤位 6061)(3/12) 

日期 2024 年 3 月 12 日 時間 11:30 – 13:00  

國家 美國 地點 攤位 6061 

與會人員 

•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衛福部科技組劉明勳技監、衛福

部健保署龐一鳴副署長 

• 醫院代表：台大醫院、中醫大、長庚、中榮、秀傳、成大等 

• 參展單位代表：台大醫院、中醫大/長佳智能、宏碁智醫、研

華、世大智科、華碩電腦、華碩雲端、工研院資安方案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資通所、生醫所、服科中心) 

 

活動摘要 

1. Taiwan Digital Health Pavilion 主題館建置 

「Taiwan Digital Health Pavilion」展場分四區，從次世代 HIS 作為各式應用的核

心基礎點：一是以次世代 HIS 平臺推動資料標準化以利推動資料經濟，可加速研發

輔助醫療服務的 AI 工具，展出團隊包含台大醫院、中國醫大附醫、長佳智能、宏

碁智醫與華碩；二是以次世代 HIS 平臺實現病患旅程，優化醫療服務，從醫療 AI

區實現疾病篩檢診斷與醫療決策，延伸至智慧藥局、智慧病房與智慧護理系統之治

療方案，並因應國際醫療趨勢與臺灣通訊診察治療辦法推動，針對出院後病患照護

的遠距醫療與居家醫療方案，展出廠商包含研華科技、世大智科、華碩電腦與華碩

雲端，工研院同時展出資安方案，落實資訊安全。  

整體展區規劃，落實以病患為核心的服務模式，病患旅程從 AI 區開始，並涵

蓋智慧藥局、智慧病房、智慧護理站、遠距醫療、居家醫療等，而這些相關醫療方

案與資料都需要一個符合資安原生、AI 原生，並與國際標準接軌的次世代數位醫療

平臺(Digital Health Platform)鏈結，方得實現三段五級的全人照護服務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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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鏈結台灣產學研醫夥伴，創造台灣智慧醫療品牌效益 

除了本次邀請一同參展組成台灣館之廠商之外，本次也邀請其他參加本次展會

的相關台灣夥伴一同參與。希望透過台灣智慧醫療館的概念及打群架的品牌效益，

在 HIMSS 這個大平台上，與大廠共同輸出台灣智慧醫療能量。一方面延續台灣強大

的硬體生態背景，將許多數位化概念得以落地執行；且同時資安、平台、AI 模式等

等的搭配展出，也顯示了台灣智慧醫療細膩的一面，這些解決方案有望以更快速的

方式與國際接軌、進一步規模化。故此次的展出吸引多元的訪客，包含了醫療機構

本身、研究機構、醫療設備商等接洽代理、技術合作等事宜。 

 

 

圖、Taiwan Digital Health Pavilion 主題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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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Blazing a Trail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st Covi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3/12) 

日期 2024 年 3 月 12 日 時間 13:30 – 14:30 

國家 美國 地點 W209c 

與會人員 

•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衛福部科技組劉明勳技監、衛福

部健保署龐一鳴副署長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生醫所、資通所、服科中心) 

 

會議摘要 

 健保署龐副署長一鳴受邀參加”Blazing a Trail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st 

Covi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演講 ”Post-Covi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分享 2020 年疫情期間台灣如何推動實名制購

買口罩，以及運用虛擬健保卡落實遠距醫療、居家照護與遠距諮詢等相關服務之推

動經驗，獲得與會貴賓高度認同。 

龐副署長簡報分為兩大主軸，一是臺灣如何因應 COVID-19 疫情，二是後疫情

時代的數位化轉型，跟與會貴賓分享台灣經驗。 因應 2020 年 COVID-19 疫情來襲，

台灣擴充健保醫療雲端系統(NHI MediCloud)功能以協助抵抗 Covid-19 疫情，包含：

因應新冠肺炎落實分流作業，醫院來院病患及家屬和來院民眾皆需查詢或填寫

TOCC 旅遊史(Travel)，職業別(Occupation)，接觸史(Contact)，及群聚史(Cluster)，落

實 TOCC 實名制，可掌握來院民眾更詳盡的旅遊與接觸、群聚紀錄，再進行看診；

二是實名制購買口罩，在衛福部特定藥局或衛生所購買，稱為實名制 1.0，接著可

以上網預購，稱為實名制 2.0，隨著口罩製造量增加，也推動可線上預定並於便利

商店取貨之實名制 3.0。 

疫情期間，因應遠距線上看診、居家照護、遠距照護之需求湧現，也推動虛擬

健保卡，以因應降低實體看診而能夠達成降低傳染並提升醫療照護效率。此外，健

保快易通 (NHI App)也扮演疫情期間重要角色，即時掌握與處理各項資訊，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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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Covid-19 快篩與 PCR 紀錄、連結到「COVID-19 確診個案自

主回報系統」，也可申請 Covid-19 數位健康證明。 

台灣因應後疫情時代，也加速數位化轉型。健保署規劃數位化轉型之戰略架

構，包含為建立以病患為中心的架構思維，並為了可合法使用資料以提升照護品

質，對於個人健康資料二次利用將採取民眾可選擇退出之機制。並推動健康存褶(My 

Data Bank)SDK，以擴大公私立機構與單位的合作，SDK 稱為軟體開發工具包，可用於

用戶授權自己的健康數據，可提供給受信任的第三方，以利第三方提供進一步的加

值服務；在使用者同意授權使用的情況下，透過第三方應用 App 可以連接到“健康

存褶”系統，選擇並下載數據。 

為了達成數據有效的整合與應用，遵循國際標準並從語意、語彙與交換格式，

是必要的努力方向，衛福部也將全面啟動數據的標準統一作業，建立一個以病患為

中心的架構。 

此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也於 112 年 11 月 13 日和美國醫療資訊與管

理系統協會(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Society, HIMSS)簽署合

作備忘錄，未來將深化雙方資訊交流及人員訓練，以加強我國醫療體系資訊管理系

統、強化資訊安全韌性，並接軌國際醫療資訊標準，加速醫療體系成功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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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龐副署長演講簡報 

 

 

圖、龐副署長演講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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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和 HIMSS 洽談 2026 HIMSS APAC 在台舉辦契機(3/12) 

日期 2024 年 3 月 12 日 時間 16:00  – 17:00  

國家 美國 地點 South building W332 

與會人員 

•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衛福部健保署龐一鳴副署長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 HIMSS 代表 

 Mitch Icenhower，Chief Relationship Officer, HIMSS 

 Tom Leary, Senior Vice President & Head of Government 

Relations, HIMSS  

 Simon Lin, Managing Director, Vice President, HIMSS 

Asia Pacific  

 Meir Hakkak,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HIMSS, 

International 

 Andrew Pearce, Vice President, Global Advisory Lead, 

HIMSS Asia Pacific 

會議摘要 

衛福部李處長與健保署龐副署長與 HIMSS 相關代表洽談合作契機。李處長提及

目前接任龐副署長、前資訊處處長職務的工作，在台灣推動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

台灣具備醫療產業與資通訊產業優勢，因此有機會掌握此波數位轉型契機。詢問目

前 HIMSS APAC 的辦理情形，不知是否有機會在台灣舉辦相關會議，藉以帶動台灣

產業發展與國際合作契機。目前台灣已有舉辦幾個國際展覽的經驗與機會，也許可

以思考與七月生技展(BIO – ASIA)或台灣醫療科技展(MedTech Taiwan)共同舉辦。也

詢問 HIMSS APAC 韓國辦理經驗，希望台灣也有機會可以主辦，鏈結東南亞市場與

需求，發揮台灣在資通訊與醫療產業的優勢，並使用國際標準，建立醫療資訊系統

的台灣品牌與典範移轉機會。 

龐副署長也提到，因應全球人力短缺現象，國際導入數位醫療轉型勢在必行，

若能提出國際比較與標竿分析，對於數位醫療方案導入將更具有說服力與推動力。 

HIMSS 國際組織之亞太副主席 SIMON 回應，HIMSS 鏈結醫院和產業是重要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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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組織，已成立 30 週年；目前也在準備 2024-2025 年韓國舉辦之後的相關規劃，

由於舉辦地點之合作為兩年期，若台灣有興趣舉辦，最快也是在 2026 年。需要思

考如何吸引國際與會者、規劃核心思維與財務規劃。以韓國為例，韓國醫院參與度

高，且有政府政策支持。如台灣衛福部與健保署政府組織應該要能走在國際發展趨

勢上，台灣醫院這兩年都在 HIMSS 醫院參賽上很好的成績，如長庚醫院、中國醫大

附醫等等，建議針對未來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要有 500 床以上的使用者，且需要思

考資安等議題。 

HIMSS 國際組織 Mitch 提到，EPIC 期待進入台灣市場佈局，而台灣也有很好的

經驗可以跟全球分享；HIMSS 國際組織 Andrew VP 提及，可針對 500 床病患的醫院

進行研究標竿，針對台灣要推動的護理系統，可以採用 nursing efficiency 

improvement measures (屬電子病歷水準模型 EMRAM)指標來評估效益。尤其是現在

全球缺人力，對於護理系統的研究相對重要，台灣推動經驗與效益，也可成為全球

指標。 

 

 

圖、衛福部與 HIMSS 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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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pic 訪談(3/13) 

日期 2024 年 3 月 13 日 時間 9:30 – 10:30  

國家 美國 地點 EPIC 展攤 1961 

與會人員 

•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衛福部科技組劉明勳技監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生醫所、資通所、服科中心) 

• EPIC 代表 

 

訪談摘要 

2024 年 HIMSS 展會拜訪美國醫療資訊系統供應商 EPIC，探討 EPIC 整合醫療 IT

解決方案、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創新應用、數據共享與互操作性等主題。此次

會議讓參與者深入了解了 EPIC 的技術創新和解決方案，也對如何在台灣推動相關技

術落地提供方向性的建議。 

EPIC Systems 是美國最大電子病歷商，成立於  1979 年，總部最初位於威斯康

辛州麥迪遜市，主要開發、製造、銷售與服務醫療電子病歷軟體應用程式，產品涵

蓋全球如芬蘭、丹麥、瑞士、比利時、荷蘭、挪威和新加坡等醫療機構使用。即將

導入澳大利亞使用。整個公司只有一組 8 人的銷售團隊。客戶已遍佈全球 15 個國

家，使用的都是同一套程式庫，確保每個人都使用同一版本。採用一個國際化的

source code，再進行在地化。也可以將客戶經驗，實作進 EPIC 核心模組。每年會有

35%的營運費用投入在產品研發。 

1. EPIC 展示整合性醫療 IT 解決方案 

會議開始，EPIC 首先介紹一站式醫療 IT 解決方案，特別強調了其單一數據庫架

構的優勢。透過展示實際案例，以瞭解如何在多元醫療服務情境，包括住院、門診

和急診等場域，無縫地存取和管理病患資訊，從而提高工作效率並改善病患照護。 

 

2. 生成式 AI 技術的實際應用 



 

21 

EPIC 展示了其如何利用生成式 AI 技術來自動化生成臨床紀錄、加速病患查詢

的回應，並透過生成式 AI 來提高醫療決策的準確性。醫療系統 Demo：One place 

to go，將醫療行為中所需要的資訊，整合在同一個介面上，方便醫師看診；透過

語音輸入可以流暢快速的區分對話兩人的內容轉成文字。  

一個關鍵案例是如何利用 AI 來生成病患的病史摘要，這不僅減輕了醫生的工

作負擔，還提高了病患照護的品質。GenAI發展中，以 LLaMA model開發 private model 

in cloud 版本，目前在 Santiago hospital pilot run，預計明年於新加坡發表。 

 

3. 數據共享與互操作性策略 

EPIC 詳細說明了該公司在數據共享和相互操作性的策略，特別是如何利用標準

化的資料模型和交換協議來實現不同醫療系統間的資料整合。透過一個具體例子，

展示了 EPIC 系統如何使得一家大型醫院能夠與外部實驗室和其他醫療機構共享關

鍵病患資訊，從而提高了治療的時效性和準確性。  

 

4. 移動技術和病患參與工具的革新 

EPIC 也進一步探討如何透過移動應用和病患參與工具來增強醫療服務的可及

性和病患的參與度。EPIC 展示病患入口網站實例，該入口網站不僅讓病患能夠輕鬆

存取自己的醫療紀錄，還可以直接與醫護人員進行溝通，預約診療時間，從而提高

了病患滿意度和醫療服務的效率。 

Share Everywhere 允許 Epic 的用戶，只要能存取網際網路，就能讓患者暫時

分享其健康摘要的部分內容，其中包括：藥物、過敏、健康問題、免疫接種等資訊。 

 

5. 法規遵守和數據安全的重點強調 

https://shareeverywhere.ep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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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 針對 AI 應用和病患資料共享相關的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進行說明，強調了

其解決方案的安全性和對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承諾。透過介紹其如何在保護病患隱

私的同時促進數據的安全共享，重申了對隱私保護的堅定立場。  

圖、衛福部與專案辦公室和 EPIC 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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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EPIC 展區一 

 

 

 

 

 

 

 

圖、EPIC 展區二 



 

24 

(七) Roche 訪談(3/13) 

日期 2024 年 3 月 13 日 時間 11:30 – 12:30 

國家 美國 地點 Roche 展攤 2911 

與會人員 

•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衛福部科技組劉明勳技監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生醫所、資通所、服科中心) 

• Roche 代表 

 

訪談摘要 

Roche 公司以藥物和診斷工具而聞名，並致力於推動健康領域的創新。他們尋

求合作夥伴共同開發能夠真正改善患者體驗的創新技術，特別是在人工智慧領域，

注重開發無偏見的算法。此外，公司正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證據生成框架(evidence 

generation framework)，以確保與其全球業務保持一致。同時，強調了需要新的

數據結構來儲存信息，並提到了從給付角度考慮支持決策的工具的重要性。  

羅氏 Navify 專注於提供醫療保健數據分析和決策支援解決方案，以改善臨床決

策過程和提高醫療保健效率。當天在攤位上  Navify 展示了許多產品的實際使用流

程，包含了 Mutation Profiler & Tumor Board 兩款關於癌症與腫瘤治療的相關產品。 

1. Navify 展示主要業務和產品 

這些服務和工具的目的是為了使醫療機構能夠更有效地管理數據，提高臨床效

率，改善患者結果，並最終降低醫療成本。 

(1) 數據分析和視覺化工具： 通過 Navify Analytics，醫療保健提供者可以存取、

分析和視覺化來自多個數據源的數據，幫助他們做出更好的臨床決策。  

(2) 決策支援系統： Navify 產品組合包括用於診斷、治療規劃和患者管理的數

位解決方案和應用程式，這些工具和產品整合了最新的醫學研究和臨床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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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流程整合： 目的在於改善醫療保健工作流程，提高效率，確保資料的

無縫交換，並支援跨部門和專業之間的協作。   

(4) 雲端服務： Navify 平台利用雲端技術提供可擴展、安全和可靠的數據儲存

及分析服務，使醫療機構能夠靈活地存取和分享資訊。   

2. Mutation Profiler 

Mutation Profiler 是臨床決策支援解決方案，專為幫助實驗室交付精確、可行

的臨床報告而設計。這款產品的主要特點如下：  

(1) 基於大數據的變異點解讀：利用廣泛的數據庫（如 COSMIC）和最新的醫學

研究，NAVIFY Mutation Profiler 能夠對數以萬計的基因變異進行分類和詮

釋。  

(2) 持續更新的知識庫：考慮到腫瘤學領域知識的不斷進展，這款產品提供持

續更新的內容，包括超過 12,500 種變異和 4 種癌症類型的專門分析。 

(3) 疾病特定的臨床報告：為每個病人提供客製化的臨床報告，這些報告基於

患者特有的分子特徵，並結合最新的臨床證據。   

(4) 高效的決策支持：透過精簡的介面和資料結構，加速臨床實驗室的決策過

程，尤其是在需要快速處理案例時。   

(5) 區域特定的分類標準：根據不同地區的醫學指南和藥品標籤，提供變異的

分級和評估。  

(6) 變異組合的分析：不僅單一變異，NAVIFY Mutation Profiler 也支持對可能

影響患者治療方案的變異組合進行分析和解讀。   

3. Tumor Board 

Tumor Board 是一款用於臨床決策與加強多學科團隊合作的數位工具。主要特

色包括： 

(1) 多學科團隊協作強化： NAVIFY Tumor Board 使不同專業的醫療團隊能夠有

效地合作，包括腫瘤科醫生、病理學家、外科醫生、放射科醫生和護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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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共同制定個人化的治療計畫。  

(2) 工作流程的優化： 通過集成和呈現相關的病患資料於單一的平台上，節省

了腫瘤委員會會議準備和協調的時間，使病例討論更為高效。   

(3) 數據整合和呈現： 能夠將來自不同系統和格式的患者資料（如電子病歷、

實驗室結果、放射影像儲存和傳輸系統、病理報告等）安全地集成到一個

全面的患者資訊面板中。   

(4) 支援決策制定： 提供臨床決策支持應用程序，如  NAVIFY Guidelines、NAVIFY 

Clinical Trial Match 和  NAVIFY Publication Search，這些應用程序擴展了 

NAVIFY Tumor Board 的功能，提供最新的、針對患者特定的內容。   

(5) 遵守安全和合規性標準：  符合 HIPAA（美國）和 GDPR（歐盟）的法律和

規定，並獲得 HITRUST、ISO 27001、ISO 27017 和 ISO 27018 認證，確保敏

感的患者資料安全和隱私。 

4. Navify Marketplace 的醫療應用平台 

另外廠商也展示了 Navify Marketplace 的醫療應用平台，使醫療機構能夠接入

和整合各種數位健康應用和服務，這些應用和服務同樣為了支持臨床決策、提高操

作效率和改善患者照護。Navify Marketplace 的目標是成為醫療保健數位創新的中

樞，提供高品質的數位健康解決方案，並讓各大醫療機構快速普及和採用，減少分

析開發成本。其特點包括：   

(1) 廣泛的應用程序和服務：包括診斷支持、治療規劃、患者監護和管理工具，

以及數據分析應用程序。這些應用由羅氏和其他第三方開發商提供。   

(2) 整合醫療工作流程：Marketplace 的應用旨在無縫整合到醫療機構的現有工

作流程中，以增強其現有的健康紀錄和管理系統。  

(3) 嚴格的品質和合規性審查：平台上的每個應用程序都經過嚴格的品質和合

規性審查，以確保它們滿足醫療保健行業的高標準和規定。   

(4) 個性化選項：醫療機構可以根據自己的特定需求和偏好，從多種應用程序

中選擇和自定義其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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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易於存取和使用：透過一個中心化的平台提供應用，醫療提供者可以輕鬆

地發現、評估和部署新工具，從而加快創新的實施速度。   

 

圖、Roche 廠商介紹各個產品線與特點 

 

圖、廠商展示 Navify Marketplace 平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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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處長與技監和廠商討論產品內容 

 

圖、衛福部與專案辦公室和 Roche 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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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Global Health Ministerial Summit(3/13) 

日期 2024 年 3 月 13 日 時間 14:00  – 16:00  

國家 美國 地點 W331B 

與會人員 

• 各國衛生福利部官員 

•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衛福部科技組劉明勳技監、健保

署龐一鳴副署長 

 

會議摘要 

本次是第二屆全球部長級峰會，由各國或跨國組織的衛福體系高級官員出席，

透過本會議交流分享各國經驗與作法並建立聯繫。本屆主題為：實現數位健康轉型

支援的改善照護結果所需的示範政策框架和關鍵行動步驟。  

分為兩階段分享，第一題階段邀請各國代表，分享已有使用哪些政策和/或行

動來改善您所在國家或組織的健康公平，如何應用科技發揮功能？  

台灣衛福部代表分享台灣推動經驗，指出造成醫療不平等的因素，包含醫療資

源、地域、經濟與數位知識等面向，醫療資源與經濟狀況是限定條件，但可透過解

決地域和數位知識程度不平等，推動醫療平權。本次想以降低地域限制的案例，探

討何時實現醫療平權。 

以臺灣花蓮縣為例，花蓮縣地形南北狹長，大型醫院多集中在花蓮北部，花蓮

南部偏鄉和山區部落醫療資源匱乏，許多住民要搭 2 小時車程來看病，因此花蓮縣

慈濟醫院希望透過推動遠距醫療來改善地域差異造成的醫療不平權，推動整合照護

計畫，以 ICT 整合雲端資料的模式，來提供家戶醫療照顧服務。  

推動時遇到幾個問題，一是雲端病歷需整合 IoT 生理量測設備資訊，定期回傳

病人端的量測數據如血壓、血氧，讓醫護人員透過雲端病歷了解病人狀態，病人也

可藉行動裝置與醫護人員溝通，但推動過程發現，一是不同生理量測 IoT 設備所產

生的資料格式眾多，難以和院內醫療資訊系統（HIS）介接；二是醫療機構各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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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資訊系統和資料格式，轉院時的院際資料如何拋接；三是輸出資料檔需具備資

料交換標準，才能一勞永逸解決資料整合問題，甚至以整合的醫療資料，延伸出醫

療照護加值應用。 

FHIR 支援網路傳輸技術的 IoT 設備，可將設備產生的數據，透過 FHIR 回傳資料

至資料庫。且 FHIR 已有一套大數據加值應用的現成工具，與成熟的應用程式市集

平臺 SMART on FHIR App Gallery，就像是一個醫療版的 App Store。花蓮慈濟醫院啟

動以秀林鄉衛生所為第一個試煉石，來測試 FHIR 交換檢驗報告資料的可行性。後

續該院也擴大資料互通範圍和內容，除了原本的秀林鄉，更將花東的延平鄉、池上

鄉、鳳林鎮、光復鄉、海瑞鄉、吉安鄉衛生所納入 FHIR 資料交換清單，逐步造福

花蓮縣居民。 

第二階段邀請各國代表，說明除了財政資源之外，是否還存在任何差距或挑

戰，這些差距或挑戰將使這些政策能夠説明全球醫療保健界實現健康公平？  

台灣衛福部代表分享台灣推動經驗，指出臺灣偏鄉地區的衛生所擔負維護國民

健康之多工任務，包含預防注射、戒煙、癌症防治….各種服務，因此，衛生所也面

臨了多元系統與資料如何整合，以及衛生局、民政局等跨單位之資料整合的挑戰。  

關鍵成功因素有三點，一是政策可行性，臺灣花蓮縣長支持與推動，才得以透

過打破機關的藩籬，推動衛福部內跨單位合作，包含健保署、國健署、照護司等單

位，並連結到社安網，促成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掌握到歸戶資料，並可延伸到家戶

資料，也會連結親屬資料，連結到家庭狀態，可以發揮照顧偏鄉健康功能：二是技

術可行性，國網中心擔負為政府管理資料庫之責任，在建置 FHIR 共通格式後，因

資料量龐大，臺灣需存放在以公部門建置的國網中心；三是法治可行性，相關資料

存取交換都需有相關規範，也因此衛福部在鼓勵新作法之餘，也透過配套措施增修

相關法規，如：電子病歷製作管理辦法、視訊診療法等，以及資料上雲端後，也將

衍生出新的法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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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衛福部代表受邀參加 Global Health Ministerial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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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Oracle Health (Cerner)訪談(3/13) 

日期 2024 年 3 月 13 日 時間 16:00 – 17:30  

國家 美國 地點 
Oracle Health (Cerner) 

展攤 2761 

與會人員 

•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衛福部科技組劉明勳技監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生醫所、資通所、服科中心) 

• Oracle Health (Cerner)代表：Bryan Ngiam(Director of the 

Sales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Harri Tatti (Senior 

Director of the Europe and Emerging Markets) 

 

訪談摘要 

Oracle Health 說明 Cerner 相關產品系統之發展方向，朝向可連結資料到連結為

整合與個人化健康照護系統。 

1. Oracle Health 展示主要業務和產品 

(1) Integration of Cerner into Oracle application suite, will combine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2) Intelligence platform 具有以下功能： 

 Link data from all sources to gain new insights 

 Using analytics to progress data-driven healthcare 

 Drive innovation at the point of care 

 Manage payment models supporting health reform 

(3) Data Lake is part of Oracle services automatically 

(4) One London is HL-7/FHIR driven integration 

(5) Use AMPI as the bridge, to actively impor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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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erson-centric vs patient-centric 

(7) It’s more than clinical data 

(8) Oracle pulls in environment/community data, because they affect a person 

before it’s a patient. 

2. Summary 

Oracle Health 系統產品的功能發展完整，其在因應達到個人化健康照護需求的

連續資料整合及更大構面的社區環境健康資料，擬定的對策與解決方案，值得在發

展與推動次世代數位醫療照護的參考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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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Oracle Health 產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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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資訊處李建璋處長受訪(3/14) 

日期 2024 年 3 月 14 日 時間 13:00 – 14:00  

國家 美國 地點 W305 

與會人員 
• 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訪談摘要 

衛福部李處長接受 HIMSS 大會錄影專訪，分享醫療數位化的需求與案例，以及

台灣對醫療數位化的規劃方向。李處長指出：醫療保健數位化有很多好處，一是可

以提升醫院營運效率、二是可提升病患照護品質，提升照護支援體系運作效率，三

是可以支持邊緣 AI 的運算以協助醫療決策，以提升照護效率與品質。目前台灣政

府正開始推動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大計畫，啟動了醫療保健電子健康紀錄標準化計

畫，可讓所有醫院電子病歷格式一致，方便跨院運用資料研發醫療 AI 產品，加速

實現資料經濟之目標。此外，台灣政府規劃收集多元來源數據，包含來自私部門的

數據、來自個人、來自醫院的數據，在大計畫架構下透過持續收集數據，建立數據

common data model 共同格式，使用 HL7、FHIR 等標準，專案收集健康數據，以作

為公共衛生介入個人健康照護服務之用。 

 

圖、李處長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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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1. 標竿領導廠商佈局，深化台灣次世代發展策略 

本次訪談三家重要廠商，一是 EPIC Systems，是美國最大電子病歷商，主要開

發、製造、銷售與服務醫療電子病歷軟體應用程式，產品涵蓋全球如芬蘭、丹麥、

瑞士、比利時、荷蘭、挪威和新加坡等醫療機構使用，即將導入澳大利亞使用。整

個公司只有一組 8 人的銷售團隊，客戶已遍佈全球 15 個國家，使用的都是同一套

程式庫，確保每個人都使用同一版本。是一個國際化的 source code，再進行在地化。

也可以將客戶處的經驗，實作進 EPIC 核心模組。每年會有 35%的營運費用投入在產

品研發。EPIC Systems 公司示範以病患為中心之系統架構，透過 Share Everywhere

允許 Epic 的用戶，只要能存取網際網路，就能讓患者暫時分享其健康摘要的部分

內容，其中包括：藥物、過敏、健康問題、免疫接種等資訊；運用 One place to go

即可將醫療行為中所需要的資訊，整合在同一個介面上，方便醫師看診。此外，也

積極運用 AI 模組，透過語音輸入可以流暢快速的區分對話兩人的內容轉成文字，

提升醫療服務效率。該公司運用 AI 新科技與資料經濟思維，透過分析創價來優化

醫療服務，是未來次世代可借鏡之處。 

 

圖、EPIC Systems 系統介面 

https://shareeverywhere.epic.com/
https://shareeverywhere.ep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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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家是醫療資訊系統市佔率第二的 Oracle Health 公司，該公司建置一個以

民眾為中心的單一健康數據基礎設施平台，旨在整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數據，包括臨

床數據、營運數據和開放數據源。該公司之平台，不稱為 Patient-Centric，而是

Person-Centric，乃是加入 social health 等社政資料，也加入從生活形態等面向

收集的相關數據，讓健康相關數據更為全面與提升未來應用性。此思維值得我們後

續建置資料庫收集資料面向更為多元之參考。 

 

  

圖、Oracle Health 多元化數據整合平台 

這個平台能夠進行前瞻分析，幫助醫療機構更好地理解和管理患者數據，從而

提高決策品質、提供更有效的照護、提高效率和生產力，並實現財務樽節。也提到

了一些使用該平台的案例，例如在英國，通過結合社會照護、心理健康和醫院數據，

醫療機構能夠識別出未診斷的糖尿病前期患者，並針對這些患者開展醫療介入計

畫。在美國，洛杉磯附近的兒童醫院利用空氣品質數據來管理他們的小兒科醫院，

減少了因空氣品質下降導致的住院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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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Oracle Health 在英國合作 One London 計畫 

此外，Oracle Health 的開放平台策略，允許客戶建立自己的應用程序，並與

第三方應用程序進行連接。這個平台支持多種數據源，並且能夠標準化和規範化數

據，使其更容易被理解和使用。此設計方向和衛福部次世代平台推動的精神一致。

此外，Oracle Health 的雲基礎設施，這可以是公共雲、私有雲或客戶的雲，並且

Oracle Health 提供軟體即服務（SaaS）應用程序，以釋放數據並進行分析以獲得

洞察力。這表明 Oracle Health 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提供雲服務，並且正在與產品

團隊密切合作，以支持多種語言和本地化需求。後續台灣推動次世代數位醫療平

台，將可以進一步擴大應用落地，標竿 Oracle Health 如何利用其數據智能平台來

支持醫療機構的數據驅動決策，並且如何通過開放平台和雲基礎設施來促進創新和

效率，這些技術和策略有助於改善患者照護，並為醫療機構帶來財務上的好處。這

也是次世代規劃數據中台(data middle plateform)的推動方向。 

第三家是 Roche 公司，該公司以藥物和診斷工具而聞名，並致力於推動健康

領域的創新。他們尋求合作夥伴共同開發能夠真正改善患者體驗的創新技術，特別

是在人工智慧領域，注重開發無偏見的算法。此外，公司正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證據

生成框架(evidence generation framework)，以確保與其全球業務保持一致。同

時，強調了需要新的數據結構來儲存信息，並提到了從給付角度考慮支持決策的工

具的重要性。 

羅氏以銷售終端藥品與試劑為主，因此從前端介入管理以利後端銷售契機，因

此積極推動醫療資訊系統的整合、數據管理、臨床試驗的自動配對，以及數據分析

等整體解決方案，以利於可以提升腫瘤學家和照護團隊使用相關數據的效率，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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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基於證據的決策制定。 

標竿羅氏系統可知：羅氏系統能夠通過時間線視圖追踪(Patient Journey) 和

監控患者對治療的反應，並且能夠整合來自不同基因組供應商的報告和數據。這對

於確保所有醫療專業人員都能夠取得最新的數據非常重要。此外，系統還能夠支持

腫瘤委員會的討論準備工作，並自動配對臨床試驗，這對於提高患者照護品質和研

究效率至關重要。這對於數據中台(data middle plateform)未來在智慧臨床試驗之

推動規劃設計上，相當有助益。 

 

 

 

圖、羅氏使用介面直觀 

 

2. 本屆展會重點：資料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綜觀 HIMSS2024，涵蓋四大主軸，分別是資料互通性、人工智慧、資訊安全

與資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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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深入研究歷史時間軸，揭示塑造醫療保健資料交換當前狀態的關鍵時刻，

探索醫療保健互通性的動態演進。研究  QHIN（合格健康資訊網絡）在  21 世紀 

CURES 法案中的重要性及其在促進信任和參與方面的重要作用。獲得有關網路治

理的寶貴見解並區分網路和框架。 

互通性論壇中，大量針對 TEFCA(Trusted Exchange Framework and 

Common Agreement)進行討論。TEFCA 是一個政府認可的框架，於 2023 年 12

月啟動，目前有七個指定案例。文章強調了框架的逐步實施和市場適應性，以及對

反饋的重視和欣賞。最後，文章提到了對於支付和健康營運的數據交換，目前還沒

有最終的患者交換目的，並且這方面的交換量相對較小。整體而言，文章強調了框

架的多用途性和可擴展性，以及它在提供點對點照護信息方面所做的工作。 

此外，也了解目前在醫療保健領域實施 FHIR 的具體應用和挑戰。聆聽與 FHIR 

整合的第一手經驗，發現哪些案例表現出色以及哪些案例可能會落後，並了解利用 

FHIR 與其他  Pre-FHIR 交換標準之間的平衡。演講中強調  VA 等實體在  PBM 

整合方面面臨的挑戰以及付款人的潛在成功案例，透過討論全面了解 FHIR 的作

用。以及 FHIR 當前狀況和未來潛力的實用見解。包含：FHIR 是請求/回應 – 如

果沒有患者標識，就很難理解 FHIR 資源的連結；有限的端點目錄和跨組織的共用

安全性阻礙了採用意願；跟上法規和合規性要求的變化可能具有挑戰性，這為 FHIR 

的採用增加了另一層複雜性。 

未來 FHIR API 採用有望在以下幾個關鍵因素的推動下實現顯著增長，一是監

管壓力，包含(1).CMS 互操作性規則(0057-P)，該規則預計將於 2026 年生效，

要求付款人和供應商使用 FHIR API 共用數據，從而加速採用；(2).歐盟醫療器械

法規(MDR)，要求某些醫療器械利用 FHIR API 進行數據交換，從而在全球範圍內

推動。二是增強的標準化和成熟度，包含(1).HL7 FHIR 基金會積極發展標準，彌補

差距並改進實施指南，使其對開發人員更加友好；(2).供應商互操作性工作，SMART 

on FHIR 和 FHIR Accelerator 等計畫促進了一致的實施並減少了相容性問題。這

些都是次世代計畫標準組同仁需要事前佈局與因應的方向，方能掌握與國際接軌之

重要趨勢，讓衛政與產業得以與國際同步。 

當然 FHIR 也有待解的推動障礙，包含(1).數據映射工具：數據映射工具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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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了將 Legacy 與 FHIR 整合的負擔；(2).基於雲端解決方案：使用預構建的 FHIR 

解決方案和 API 降低實施成本和複雜性；(3).安全和隱私增強：更強大的加密、存

取控制和審核日誌紀錄正在提高對 FHIR 數據共用的信任。 

會議上也提到數個國際積極佈局的創新案例方向，包含：(1).精準醫療：FHIR

可以促進個人化照護計畫和研究的數據無縫共用與使用；(2).以患者為中心的照護

架構：使患者能夠透過 FHIR 應用程式存取個人健康資料；(3).公共衛生：用於疫情

追蹤、監測和人口健康管理數據的即時交換。不僅是國際待解議題，這也是台灣重

要推動方向。 

此外，FHIR 的新興案例包含(1).人工智慧驅動的臨床決策支援：將 FHIR 與 AI 

模型集成，以獲得個人化見解和改進診斷；(2).遠端患者監控：來自可穿戴設備和

感測器的實時數據輸入 FHIR，用於主動照護管理；(3).基於價值的照護模式：FHIR 

促進績效衡量和基於結果的給付的數據交換。台灣也可持續關注並接軌國際發展。 

總體而言，在法規、標準化和創新案例的推動下，FHIR API 的採用正在超越

早期採用者。解決過去的障礙並專注於特定的用例將釋放  FHIR 的全部潛力，以實

現更加互聯、數據驅動的醫療保健生態系統。次世代標準組也將持續觀測並與國際

接軌發展。 

 

3. 本屆展會重點：人工智慧 

應用程式介面(API)、人工智慧(AI)與應用程式(Apps)三者持續提高互通性和創

新。過去 15 年，醫療保健數據持續數位化發展，未來 10-15 年將致力於使用 API 

和第三方應用程式，以及人工智慧支援的個人化分析，使數據更具備可操作性。 

應用程式介面(APIs)、應用程式(APPs)和人工智慧(AI)將在未來十年點燃醫療保

健領域的創新經濟，提供病患和照護提供者一個以人為核心、可提供針對特定疾病

風險預測的建議。面對人工智慧，信任(Trust) 是最重要的，因此 Trusted Exchange 

Framework and Common Agreement (TEFCA)是展會期間不斷被討論到的一個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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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數位醫療未來發展 

 

有幾個觀點，值得台灣次世代計畫建構小組參考與持續觀測。  

一是未來是否由 EHR Certification 轉變成 API Certification。API 小組不應只

是組織中的一個單位，要將其作為策略性業務資產放在中心。 

二是 SMART 2.2 – User Access Brands and Endpoints 

https://build.fhir.org/ig/HL7/smart-app-launch/index.htm，Digital Identity，

企業不擁有患者的身分，患者擁有患者的身分。 

三是每天都有人工智慧應用在臨床支援、加速藥物發現再到個人化醫療的新消

息，需要思考效益，這些醫療首要任務應該是(1).改善醫療的可進性，改善人們獲

得良好醫療保健的機會；(2).改善結果並提供更好的價值來幫助醫療系統；(3).健康

公平性，這才是發展相關技術的核心關鍵思考點。 

四是人工智慧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提高生產力與患者體驗之間取得平衡。如克

利夫蘭診所每月有 600 萬次電話，提醒病人預約看診，提醒用藥與回答基本問題。

估計有 10 萬名醫療抄寫員為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提供幫助。他們手動輸入資料，進

而佔用組織大量空間和金錢(每年花費至少 40 億美元)。最後無論是患者還是醫療保

健提供者，發送的資訊並沒有被點擊搜尋資訊；此外，用戶另外花費 10-15 小時查

找訊息。未來，運用 GenAI 將可提供一個接口來組織、檢索和儲存複雜的醫學事

https://build.fhir.org/ig/HL7/smart-app-launc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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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筆記和研究數據，以提升整體效率。 

從以上案例，可提供次世代團隊參考以下作法來推動台灣醫療資訊架構，一是

為提供者和協調員設計的應用程式，包含(1).電子健康紀錄(EHR) 要加入提升病患

健康的工作流程；(2).可在 EHR 工作流程中使用分析視圖/視覺化工具；二是整合可

用以支持照護提供者的健康分析數據，包含(1).彙總多元來源的數據；(2).用於照護

服務的縱向健康紀錄；(3).適合分析族群健康的介面友善系統；(4).病人配對以鏈接

不同的數據；(5).處理標準和非標準化數據的靈活性；(6).管理數據品質的能力。 

實務推動時，可選擇一個可支持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架構，避免 silo，選擇具

彈性的 data model。需思考病患配對(Patient Matching)、資料品質(Data Quality)

與應用整合(Application Integration)。採取迭代方法，若要等待所有元素齊備，

從法規到科技，會導致無所作為，錯過改善的機會；優先考慮真實案例，與準備好

參與利益相關者合作。 

未來，AI 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將有更好的應用契機，台灣也可關注與推動。以

醫療理賠與編碼為例，患者需填寫問卷後提供給醫生，通常此過程需要大量的文

件，填寫表格需時 5-6 個小時，甚至更長。 平均而言，獲得批准大約需要 100 天。 

有團隊運用生成性 AI 工具，使用 AI 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即將此過程從 100 天縮

短到了 2 周。該團隊使用 Google 產品套件實現目標，Google 與像 Lidos 這樣的

合作夥伴和客戶更緊密地合作，思考技術可以應用於工作流程中的哪些特定案例和

問題領域，在 Lidos，發展稱為 FAIRS 的 AI 韌性和安全框架，將安全性、可靠性

和韌性融入其中。2023 年秋季初與 Google 合作，經過大約六週從構思集中到概

念驗證演示，構建了一個全時生成性 AI 應用程式，使用 buddy base 作為 UI 生成

工具來創造內容，採用了檢索增強的生成模式，不需每次都重新訓練模型，而是可

以從新的數據源中檢索資訊。擁有高品質的數據非常重要，數據整理過程至關重要。 

從優化的角度審視了多個模型  

本次也發現護理系統一樣是國際關注的焦點，以 Nurse Call Solution 改善照

護品質為例，將可降低 Response times 與護理流程整合，提高病患滿意度。目前

缺乏資料互通性，包含：缺乏資料交換動機、缺乏 Open APIs 與認證機制、缺乏

ontology, terminology standards 標準。希望透過機器學習技術，解決模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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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模型可解釋性與法規落後技術。目前系統也無法達成資安要求，包含老舊設

備、缺乏複雜的加密硬體與缺乏安全（網路）開發實踐成熟度。 

Nurse Call 的下一步，需包含：減輕行政負擔加強 HER 整合、加強虛擬照護

整合，以及整合醫療設備監控患者數據降低警報疲勞。也將思考：可擴展性與未來

性、依據患者體驗與偏好持續改善、員工培訓與支持，以及具洞察力的智慧報表，

提供基於預測分析的作為。 

整體觀之，醫療數據共享可將醫療領域中產生的數據與知識進行分享和交流，

以便更好地推動醫學研究、疾病診斷和治療，提高醫療水平和效率。生成式 AI 是

HIMSS24 的最大亮點，幾乎在所有的講題都無法忽略，透過自然語言處理與基礎

模型，在自動摘要部分提供醫護有效的輔助。這些數據透過良好架構設計的平台進

行儲存、查詢和分析，以促進醫療資訊化和數據驅動醫學發展。更好地了解患者疾

病的發展和治療效果，幫助醫師制訂更科學的治療方案，提高治療效果和患者滿意

度。高品質資料也將是驅動資料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