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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持續推動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我駐義

大利代表處規劃於本(第 77)屆 WHA 期間辦理「台灣與國際組織:如何從台灣國

際合作中受惠」論壇並邀請本會李秘書長擔任講者，與受邀參與論壇之政、學界

友我專業人士，分享及討論我國對世界衛生付出之貢獻，以爭取國際支持。 

  此外，為拓展我國能見度並與國際社會接軌，呼應國際倡議重視氣候變遷對

健康影響之趨勢，本會亦於本屆 WHA 期間規劃辦理 2 場場外論壇，其中本會與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及世界兒童權利組織  (Terre des Hommes, TdH)合作之「氣候變遷與健康」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論壇期透過本會及不同領域國際夥伴的分享，倡議重

視氣候變遷對於不同健康事件之影響，以及相對應的改善建議與策略；另與中美

洲統合體 (Central American Integration System, SICA)合辦「緊急健康事件合作機

制 – 攜手因應未來未知危機(Health Emergency Nexus – United against the 

Unknown Future Crisis)」論壇，邀請中美洲友邦進行經驗分享。兩場論壇除台灣

友邦瓜地馬拉、貝里斯、聖露西亞、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與海地等國官員外，亦吸引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及獅子山共和國人員與國際(非

政府)組織專家及我國國內學生青年團等產、官、學、研各界人士共襄盛舉。 

另本次業配合衛生福利部安排出席 2 場次雙邊會議，另藉此行機會參與 7 場

次由各國際(非)組織、政府單位等辦理之 WHA 周邊研討會。 

最後，本團任務期間赴洛桑拜會長期合作夥伴 TdH，瞭解該組織在烏克蘭之

運作以及執行中的肯亞 WASH 計畫。透過本次拜會所獲資訊，未來雙方可思考

研議烏克蘭合作區域與城市；同時，倘未來本會在肯亞設立技術團，亦可思考共

同合作。 

 

本次任務結論與建議摘要如下： 

一、 結論 

(一) 出席友我國家論壇，有助深化彼此關係並宣傳本會實質貢獻； 

(二) 參與他國組織辦理之 WHA 周邊研討會，有助本會掌握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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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中美洲區域組織合辦活動，須審慎評估組織影響力、動員能力與執

行力。 

二、 建議 

(一) 研議於友我已開發國家辦理實體或視訊論壇，加強本會對外宣傳並

拓展潛在合作夥伴； 

(二) 增加本會同仁參與國際研討會之機會，拓展視野及強化自我認同； 

(三) 透過中間機構共享聯合國組織資源，以擴大本會計畫規模； 

(四) 與中、南美洲組織合作時，邀請第三方國際組織共同辦理以擴大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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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任務說明 

一、 緣起 

為持續推動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我

駐義大利代表處規劃於本(第 77)屆 WHA 期間辦理「臺灣與國際組織：如何

從臺灣國際合作中受惠」論壇，邀請政、學界友我之專業人士參與，分享及

討論我國對世界衛生付出之貢獻，以爭取國際支持，該處並邀請本會李秘書

長擔任講者。 

此外，為拓展我國能見度並與國際社會接軌，呼應國際倡議重視氣候變

遷對健康影響之趨勢，本會亦規劃於本屆 WHA 會議期間辦理 2 場場外論

壇，其中本會與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及世界兒童權利組織 (Terre des Hommes, TdH)合作之

「氣候變遷與健康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論壇期透過本會及不同領

域國際夥伴的分享，倡議重視氣候變遷對於不同健康事件之影響，以及相對

應的改善建議與策略；另與中美洲統合體  (Central American Integration 

System, SICA)合辦「緊急健康事件合作機制–攜手因應未來未知危機 

(Health Emergency Nexus–United against the Unknown Future Crisis)」論壇，

邀請中美洲友邦進行經驗分享。 

二、 目標 

（一） 參與我駐義大利代表處規劃辦理之「臺灣與國際組織:如何從臺灣國際

合作中受惠」論壇。 

（二） 與本會有合作關係之雙邊援助/國際非政府等多樣組織或未來潛在合作

夥伴，如 USAID、TdH 等共同辦理「氣候變遷與健康」論壇。 

（三） 與區域組織 SICA 及我中美洲友邦合作辦理「緊急健康事件合作機制–

攜手因應未來未知危機」論壇。 

（四） 參與 WHA 周邊公衛醫療相關研討會。 

（五） 拜會本會長期合作之國際非政府組織。 

（六） 配合衛福部 WHA 任務團隊適時參與友邦會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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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人員 

（一） 參與我駐義大利代表處規劃辦理之「臺灣與國際組織:如何從臺灣國

際合作中受惠」論壇 

本會李朝成秘書長及楊希傑特別助理，共赴義大利席耶納大學執行本

次任務。 

（二） 於日內瓦辦理 WHA 場外論壇暨拜會國際非政府組織 

本會李朝成秘書長、楊希傑特別助理、人道援助處王宏慈處長、林依

潔組長、蔡豐達副管理師、國際教育訓練處林廷育助理管理師及「聖

露西亞代謝性慢性病防治體系強化計畫」林建璋計畫經理，共 7 人赴

瑞士日內瓦執行本次任務。 

四、 工作範圍 

（一） 參與我駐義大利代表處規劃辦理之「臺灣與國際組織:如何從臺灣國

際合作中受惠」論壇 

於本年 5 月 27 日 11 時至 15 時 30 分，由本會李秘書長等 2 人出席

我駐義大利代表處及義大利席耶納大學合作辦理之「臺灣與國際組

織：如何從臺灣國際合作中受惠」論壇，分享本會於公衛醫療領域

之援外經驗與貢獻。 

（二） 於日內瓦辦理 WHA 場外論壇 

1. 於本年 5 月 28 日 18 時至 19 時 20 分及 5 月 29 日 18 時至 19 時，

假 WHA 會場附近之洲際飯店辦理場外論壇及事前準備作業； 

2. 與本會有合作關係之國際非政府組織或未來潛在合作夥伴分享本會

因應氣候變遷對非傳染性疾病及營養不足等健康議題之策略，並與

與會人員進行意見交流，提升我國公衛醫療援外能見度。 

3. 與 SICA 及我中美洲友邦分享及倡議彼此重視之公共衛生議題。 

（三） 參與 WHA 周邊公衛醫療相關研討會 

參與 WHA 期間由其他機構於周邊辦理之公衛醫療相關研討會，以

了解最新議題與趨勢。 

（四） 拜會本會長期合作之國際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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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 TdH 此一本會長期合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介紹本會新任秘書

長、更新相關合作業務現況及討論潛在合作項目。 

（五） 配合衛福部 WHA 任務團隊適時參與友邦會談活動 

於現地配合衛福部 WHA 任務團隊安排參與相關雙邊活動。 

五、 執行期間 

本年 5 月 25 日至 5 月 31 日止（含飛航行程共 7 日）。 

（註：林建璋計畫經理因班機之故，5 月 24 日從聖露西亞啟程。） 

六、 行程表 

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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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任務發現 

一、 赴義大利參加論壇任務發現 

為呼籲義大利各界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我國駐義大利代表處與席耶納大學 (Università di Siena)

於 5 月 27 日共同舉辦「台灣與國際組織：如何從台灣國際合作中受惠？」

(Taiw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How to Benefit from Taiw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論壇。 

國合會秘書長李朝成大使受邀出席論壇，與義國重要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如何讓世界看見台灣的貢獻。李秘書長在會中以本會執行公衛醫療計畫為例，

分享我國協助巴拉圭建構醫療資訊系統（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HIS)，以

及在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推動代謝性慢性病防治的成果，展現我國透過公

衛醫療專業，建構全球健康體系的貢獻，也讓義大利各界瞭解台灣參加 WHO

的必要性。 

與會的義國專家學者，對台灣人權、教育及科技發展等方面瞭解甚深，

再加上李秘書長透過國際合作發展主題，分享不同視角嶄新的台灣經驗，更

是獲得與會者廣大的迴響，亦希望未來能持續舉辦台義雙邊論壇，與本會共

同探索未來合作機會。 

駐義大利蔡允中大使於論壇總結時表示，感謝義國眾多友人相挺，以及

李秘書長的大力支持，讓論壇得以圓滿舉辦，也想藉此機會感謝包括義大利

在內的 G7 國家日前在外長會議表達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支持，台灣仍會

努力尋找各種機會，讓臺灣的專業能力，透過實際行動回饋並貢獻給國際社

會。 

二、 世界衛生大會(WHA)場外論壇任務發現 

(一) 辦理「氣候變遷與健康」場外論壇 

本會為呼應國際倡議重視氣候變遷對健康影響之趨勢，於 5 月 28 日在

日內瓦與 USAID 及 TdH 合作辦理「氣候變遷與健康」論壇，探討氣候變遷

對健康的影響。論壇當日除台灣友邦聖露西亞、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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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及格瑞那丁與海地等國官員外，亦吸引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及獅子山共

和國人員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專家等 80 位產、官、學、研各界人士共襄盛舉。 

論壇由氣候行動加速器組織 (Climate Action Accelerator, CAA)代表 Mr. 

Alexandre Robert 引言揭開論壇序幕，我國衛生福利部邱泰源部長在開幕致

詞中表達台灣致力於實現 2050 年淨零排放之目標，做法包括在醫療系統內

推動淨零排放、增強衛生系統應對氣候變遷的適應力，以及提高個人及社區

對氣候變遷的認知；論壇由 USAID 規劃、學習及資源部門之主管 Ms. Michele 

Sumilas 分享氣候變遷在全球各地造成健康危害的概況，以及該組織的因應

策略；SICA 之計畫協調人 Mr. Roman Cordero Mojica 分享 SICA 成員國之氣

候變遷、空氣品質與健康的調查結果；本會人道援助處王宏慈處長分享與夥

伴國共同建立衛生健康體系氣候韌性的經驗； TdH 之數位健康經理及健康

計畫副代表 Mr. Kallol Mukherji 分享氣候變遷對營養與飲食多樣性的影響。

論壇過程中，聖露西亞衛生福利暨老年事務部 Moses Jn. Baptiste 部長因在

WHA 會議中為臺灣發聲致行程延誤，但仍不辭辛苦堅持到場分享該國健康

政策與策略如何因應氣候變遷進行調整，展現對我國及本會的支持。為等待

部長抵達現場，創下本會辦理論壇以來最長 Q&A 時段，惟期間與會聽眾並

未延長議程而先行離席，顯見討論內容仍能吸引聽眾。 

在露國 B 部長抵達會場前，由本會秘書長藉由閉幕致詞介紹露國部長為

本次論壇劃下完美句點，李秘書長致詞時亦強調，氣候變遷持續惡化並加劇

對全球健康危害，唯有同時針對氣候與健康採取應對政策，才能減緩氣候變

遷並共造韌性健康體系。 

本次論壇延續過往經驗採用 Slido 作為論壇問答主要平台，與會者可直

接透過手機或平板等載具直接於平台提問，或直接於現場舉手進行提問。本

次 Slido 平台上共計 5 則提問，主持人從中挑選 4 題進行提問，另現場有 1

則提問。 

與會者的提問包括在執行氣候變遷與健康議題相關計畫時的挑戰、如何

參與及防治氣候變遷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等問題。對於前述的提問，講者回應

執行相關計畫最大的挑戰在於凝聚各利害關係人的共識。因為公、私部門、

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商業及環保團體等，各方皆擁有各自的利益訴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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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個利害關係人都扮演著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因此，需要與各方持續

協調溝通取得共識，以促成各方攜手合作。透過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合作，如

資金投入、能力建構、提升基礎設施及分享相關經驗和最佳做法等，都將有

助於共同探討及應對氣候變遷對健康（包含心理健康）的影響。此外，講者

亦回應個人層面的參與可以從積極學習和瞭解氣候變遷的相關知識開始，因

為只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才能採取必要的應對措施。 

會後，與會者與本團人員及講者互動熱絡，例如友邦聖文森醫療長在聽

完本次論壇後，從講者們的經驗分享中發現其實氣候變遷與健康雖然看似是

個新興議題，但是相關的應變策略與工具其實都已含括在現有的疾病防治策

略或工具中，僅需將氣候變遷的影響因素納入去調整強化現行防治策略或工

具，因此覺得很有收穫。 

(二) 辦理「緊急健康事件合作機制–攜手因應未來未知危機」論壇 

雖多數國家已自新冠肺炎疫情中逐漸復甦，但新興傳染性疾病的威脅並

未就此停歇，爰本會繼 5 月 28 日辦理「氣候變遷與健康」論壇後，於次 (29)

日與 SICA 共同辦理「緊急健康事件合作機制--攜手因應未來未知危機」論

壇，從全球、區域、國家等面向討論面對緊急健康事件的應對與準備，期能

透過論壇分享及倡議緊急健康事件合作機制與做法議題，同時藉此論壇持續

拓展我國能見度並與國際社會接軌。當日論壇吸引了來自瓜地馬拉、貝里斯、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與海地等國官員、國際（非政府）組織專家及國內學生青

年團等 40 位產、官、學、研各界人士共襄盛舉。 

論壇在本會李朝成秘書長及 SICA 中美洲衛生部長理事會  (SE-

COMISCA)執行秘書長 Dr. Alejandra Acuña 的致詞揭開序幕，雙方不約而同

強調緊急應變必先始於全面性準備的重要性，亦對本次論壇首次合作感到榮

幸，期待未來雙方能有更多不同面向的合作。 

論壇由本會李秘書長擔任主持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研究所邱弘

毅所長闡述以科學實證為依據，並以台灣經驗為例，引領全球新興傳染性疾

病之預防策略；續由SE-COMISCA執行秘書長Dr. Alejandra Acuña分享SICA

會員國間如何透過該組織進行溝通與協調，共抗新興傳染病；最後由瓜地馬

拉 Oscar Arnoldo Cordon Cruz 及貝里斯 Kevin Bernard 兩位衛生部部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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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國家之新興傳染病防治經驗，內容精采。 

本日論壇在諮詢主持人與講者後，以現場直接提問互動的方式進行問答，

包含疫情期間政府如何應對假消息的傳播及何突破同溫層或與非同溫層的

人傳遞正確消息。對於提問瓜國及貝國衛生部長皆表示假消息防不勝防，且

兩國記者的專業素養不足，常會引用網路上流傳的錯誤資訊並加以散佈。因

此，需要透過立法約束媒體傳播不實訊息，同時亦需與媒體建立良好關係並

保持暢通溝通管道，以利政府單位能透過媒體將正確的資訊傳播給國民。另

外，與不同團體或年齡的人交流並傳遞訊息不易，所以透過不同族群習慣使

用的媒體平台、網紅、專家等不同管道將有助於將正確資訊傳遞到社會各個

角落，讓不同同溫層的人都可以接收到正確訊息。 

會後，參與本場論壇的台灣青年團成員熱情地向本會李秘書長請教相關

議題，大家相談甚歡，場面溫馨。 

三、 參與 WHA 場外周邊研討會 

(一) 5 月 27 日場外周邊研討會 

1. 主題：Innovate, Invest, Empower & Protect: Shaping the Future of 

Health Workforce 

主辦 / 協辦單位： Frontline Health Workers Coalition, IntraHealth 

International, CARE, Project HOPE, Smile Train, Living Goods, Seed 

Global Health, PATHFINDER, Janson & Janson 等 9 個組織。 

摘要：任何形式的衛生體系都是由醫事人員為基礎提供醫療服務，

因此要提升醫療提系的韌性以面對各式健康議題，如何增加醫事人

員的人力資源成為最根本需要解決的議題。此研討會以此議題為中

心，自以醫事人員為中心的新式訓練策略、夥伴關係間協調資源分

配、性別平權、投資醫事人員以留材等多元面向展開討論。 

  過往多自援助者的角度去思考、討論及設計被援助方醫事人員

的訓練內容，但鮮有以醫事人員的需求為中心去討論及設計訓練，

致使訓練在供給端與需求端存在落差，所以建議未來以醫事人員為

中心的規劃訓練策略；建立夥伴關係以協調整合各利害關係人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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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除避免資源重置外，各利害關係人亦透過自身管道邀請更多夥

伴加入投入更多資源；開發中國家的醫事人員或社區衛生工作者以

女性佔多數，伊等也往往需要兼顧工作與家庭，然而決策者卻是以

男性佔多數，而此性別立場上的差異，使得女性醫事人員或社區衛

生工作者的工作福祉或環境未能被充分同理並改善，故此研討會中

亦倡議性別的平權，希望多數者的聲音可以被納入決策中；醫事人

員人材不足與流失是各國現正面臨的重大挑戰，開發中國家的情況

更是嚴峻，加薪、提升社會地位、增加社會福利、提供心理支持等

多樣策略被提出討論，但各國狀況不一且政府財政情況不同，故並

未有一絕對可行的解決方案，僅能廣納入各方利害關係人的意見，

去嘗試滿足當下各方的最佳利益。 

2. 主題：The role of existing and new vaccines in curbing the emergence 

and spread of drug resistance in LMICs. 

主辦/協辦單位：International Vaccine Institut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El Salvador,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Republic of Korea, Kingdom of Sweden, the United Kingdom. 

摘要：隨著更多的研究證據顯示抗生素抗藥性議題日趨嚴重，專家

學者提出以提升疫苗接種來抑制抗藥性議題在中、低度開發中國家

擴散。此研討會即針對此方案進行倡議，透過不同國家推動疫苗接

種後的實證案例進行佐證。此外，亦有講者以在斐濟推動疫苗接種

計畫為例，說明在推動疫苗接種的前置調查過程中，即可納入抗藥

性的調查、強化斐國檢測及調查能力，使資源的應用可發揮最大效

益。 

3. 主題：Accelerating primary health care implementation through cross-

country learn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partnership 

主辦/協辦單位：European Observatory on Health Systems and Policies, 

Ministry of Health of Kazakhstan, Ministry of Health of Spain. 

摘要：本屆 WHA 以”All for Health, Health for All”為倡議主題，而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是達成此目標的策略，又”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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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PHC)”是達成 UHC 的必要基礎。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

European Observatory on Health Systems and Policies 與 WHO 合作，透

過分析過往推動 UHC 所累積的實證文獻撰寫出新的 PHC 執行策略

書，並於此研討會中與參加者分享此執行策略書的架構；此外，政策

制定與推動是影響 UHC 及 PHC 的關鍵要素，故 WHO 亦製作系列線

上課程來培訓相關人員如何規劃、判斷與推動政策；最後，邀請哈薩

克、西班牙等成功推動 PHC 的國家來分享各自的成功經驗。 

4. 主題：Unleashing Powerful Partnerships for Women's Health Equity 

主辦/協辦單位：The Global Surgery Foundation, Smile Tra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omen in Global 

Health, UICC, German Health Alliance, PATH, World Federation Societies, 

G4 alliance, WitSSurg,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urgical Colleges, 

PAWAS, The Commonwealth, Taked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s, Janson & Janson, JPMA 及

Medical Excellence Japan 等 19 個組織。 

摘要：多數國家在執行與健康相關 SDG 時發展不均，其中對女性的

外科手術的施作及後續照護更是如此。因此，本場論壇強調應確保開

發中國家婦女獲得醫療照顧的權利，這不僅能增進個人的健康，更能

促進社會發展及經濟效益。有效建立全面護理與外科系統被視為促進

孕產婦健康、心理健康及治療婦科癌症等疾病的最佳解方，然而大多

數開發中國家仍然缺乏專為女性提供的外科護理及照護體系，也缺乏

專業的人力資源，間接成為了實現 SDG 和全球衛生公平的障礙。 

  本次會議以討論全球衛生如何建立強大的夥伴關係，以實現健康

性別平等的共同目標為主軸，關注促進婦女健康整體方法的解決方案。

由於多數婦科癌症可以經由早期篩檢發現，會中亦表示有品質的手術

護理系統及癌症篩檢工作是促進婦女健康的首要條件，表示解決並促

進女性健康需求是對全球衛生的最佳投資之一，亦為實現全球健康的

必要條件。 

(二) 5 月 28 日場外周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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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整合式健康：迎向全人照護與幸福的未來」專業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Integrative Health: Navigating the Future of 

Holistic Care and Well-being) 

主辦/協辦單位：臺灣衛生福利部 

摘要：本論壇係由我國衛福部主辦，以護理與照護為主題，分享台灣

護理人力發展策略，並聚焦未來健康照護新韌性之探討。論壇第一場

次由該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蔡淑鳳司長以我國護理人力相關統計數

據、願景投資護理政策及行動引領護理改變等三個面向分享我國強化

護理人力發展之政策與作法，並強調台灣樂意一起協力國際護理發展

及永續全球健康照護之立場。 

  第二場次由丹麥Zoneconnection 治療師協會主席Anette Hansen、

挪威 Tunsberg 醫學院反射治療師 Terje Varpe、瑞典 NRN 專業身體治

療師協會 Helene Ruhling 及英國 Calming Influence 公司創辦人

Jaqueline James等非藥物性自然照護措施實務專家分享北歐國家推動

整合式健康如足反射健康法 (Reflexology) 等全人自然療癒模式之

機會與挑戰，並鼓勵護理師以病人為中心的角度，納入並整合前揭輔

助療法照護，除有助病人得到更好的照護，此作法亦可照護到護理師。 

2. 主題：”Breaking Barriers, Bridging Worlds" Global Forum - 77th WHA 

Parallel Event 

主辦/協辦單位：世台聯合基金會 (STUF)、世界醫學協會(WMA)、中

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TMA)和財團法人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FMPAT)。 

摘要：此論壇為一全日活動，細分為”Interdisciplinary Challenges 

between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nd 

Emerging Geopolitical Risks” 及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and 

Integrated Health Care System - Engagement and Strategies”等三個次主

題。本次僅參加第一次主題 ”Interdisciplinary Challenges between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該主題邀請世界知名學者，分享各自因學

術研究的成果，跨越國與國，甚至政治上的疆界或藩籬，透國學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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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將不同國家、政治立場的學者們串聯在一起，共同為了人類福祉進

行合作。如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陳玉如教授，以膜蛋白質體分析技

術聞名於世，並參與美國「癌症登月計畫 (Cancer Moonshot)」；跨越

國與國，甚至政治上的疆界讓臺灣的名稱得以躍上世界舞台。 

3. 主題：Tiny Fighters, Big Battles: Newborns and Grow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主辦/協辦單位：Jhpiego 

摘要：抗生素抗藥性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的增加對全球健

康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每年全球約有 127 萬人死於 AMR。由於

AMR 日益嚴重，生活脆弱環境的新生兒因此會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加上開發中國家尚無法建立數量足夠的高品質醫療衛生系統，且感染

預防和控制措施亦不臻完善，從而加劇了 AMR 對新生兒及幼兒的影

響；除此之外，在缺乏健康基礎建設的情況下，誤診和資源的稀缺使

問題更為複雜，各醫療院所幾乎沒有比抗生素更好的選擇去治療新生

兒敗血症。 

  本場次邀請到布吉納法索衛生部長 H.E. Dr. Robert Lucien Jean-

Claude Kargougou 及其他抗生素抗藥性專家參加討論，AMR 是因自

然現象和人類活動所交織而成的危機，該場對話強調需採取全面和協

調的應對措施，特別是滿足對孕產婦及新生兒健康照護的需求。除針

對抗生素濫用的機制該如何調整外，全球疫苗免疫聯盟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 GAVI) 政策長亦強調執行的重

要性，國家行動計畫必須持續監督並研究；來自印度細胞和分子計畫

中心  (Center for Cellular and Molecular Programs) 的主任 Dr. 

Taslimarif Saiyed 強調分享資訊的重要性，可藉由各國分享最佳範例

時相互學習並引以為戒。本場次主辦單位 Jhpiego 全球衛生安全監測

技術主管 Dr. Annick Sidibe 重申夥伴關係的重要性，需由國際組織建

立平台提供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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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國際非政府組織進行業務會談 

5 月 29 日拜會 TdH 

本團於 5 月 29 日赴洛桑拜會長期合作夥伴 TdH，瞭解該組織在烏克蘭

之運作以及執行中的肯亞 WASH 計畫。重點如下: 

(一) 整體策略：Tdh 在非洲、亞洲及歐洲主要領域涵括健康、移民、

孩童與家庭，亦著重在氣候變遷與健康之議題上。該組織透過保護、

個案管理與 WASH 等方式強化當地能力與賦權(Empowerment)，此

外，該組織不僅提供服務，亦將服務在地化(Localization)，並加強與

地方夥伴的關係。 

(二) 烏克蘭人道援助： 

1. 2014 年開始執行計畫，2015 年於烏克蘭成立三個區域辦公室，

自 2022 年戰爭開始後，全數轉為人道援助計畫，並且將辦公室

從東部轉移至西部，目前辦公室設在 4 處： 

(1) 烏國西部辦公室是在 Ivano-Frankivsk，因為 Lviv 太多援助組

織，不投入資源重複處。 

(2) 中部辦公室地點在 Kyiv，為主要辦公室，共有 15 位人員(1 位

Tdh 人員與其他 14 位當地雇員)，與 UN 和當地組織合作，並

與中央當局建立良好關係。配有一名國家安全員，熟稔當地

安 全 狀 況 ； 並 透 過 查 閱 International NGO Safety 

Organization(INSO)每日更新各地安全情形。 

(3) Kharkiv 辦公室較靠近戰區，情況較為複雜。 

(4) Odesa 辦公室。上述辦公室除 Tdh 人員外，主要僱用當地人

員。 

2. 夥伴關係及援助主題：該組織表示與烏克蘭政府簽訂 MOU 有其

困難，幸而與當地、中央政府及 25 個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並鏈

結學校，目前約 350 個學校與之合作，主要以直接服務(如現金與

食物)、安全、庇護，並提供教師能力建構，以及有必要時亦納入

孩童父母之照護，藉以執行孩童心理支持相關人道援助，倘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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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情況嚴重，轉診至社區相關機構，另雖非以教育為主要領域，

但教育元素已融入在各計畫之中。 

3. 年度預算:本年約有 700 萬瑞士法郎，其中 300 萬瑞士法郎來自瑞

士政府，其他金額是向 WHA 或 UN pool funding 申請。 

(三) 「肯亞加里薩縣脆弱社區衛生機構基礎供水與衛生 (WASH)可

近性提升計畫」：至本年 5 月底止，共完成 10 間 HCF 的 WASH 技

術評估、WASH 規畫已獲國家健康辦公室審核通過、已製作廢棄物

與環境清潔 SOP、WASH Kits 已完成，並完成鄉鎮與縣市層級衛生

人員訓練、性別平等的委員會亦已設立，其中 WASH 係由經 WHO

認證之訓練人員執行。另未來將供水連結至社區使用，並引入營養

教育之概念。雙方續就計畫執行面交換意見，王處長並說明接續將

派遣人員前往肯亞與當地團隊一同執行工作，了解駐地團隊工作模

式。 

(四) 李秘書長最後總結：感謝 Tdh 提供各項資訊，未來雙方可思考研

議烏克蘭合作區域與城市；同時，倘未來本會在肯亞設立技術團，亦

可思考共同合作。副營運長 Sophie Barbey 回覆今天了解國合會除資

助者角色外，亦可扮演援助執行角色，未來將視兩邊互惠領域，提供

相關計畫活動與合作方向。 

五、 配合外交部、衛福部 WHA 任務團隊適時參與友邦會談活動 

(一) 參加駐日內瓦辦事處主辦之外交酒會 

本會王宏慈處長、林依潔組長、蔡豐達副管理師、林廷育助理管理師及

林建璋計畫經理受邀參加 5 月 26 日由日內瓦辦事處主辦之外交酒會。酒會

上，友邦瓜地馬拉及史瓦帝尼兩國的衛生部部長上臺致詞時，皆提及本會公

衛醫療計畫與計畫經理的影響與貢獻，顯示其等對本會計畫與計畫經理表現

極為讚賞。另聖文森、貝里斯、聖露西亞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等衛生部

代表團官員亦親自出席外交酒會，表達對我國加入 WHO 的支持。 

(二) 參與衛福部主辦之友邦座談會 



18 

 

本會由人道援助處王處長代表參加 5 月 26 日聖文森國及 5 月 27 日史瓦

帝尼衛生部兩場雙邊會議，會中我國邱部長感謝友邦對台灣的支持，友邦衛

生部部長均表示該國與我國關係親厚，將持續支持我國並在國際場域為我國

發聲，其等並以本會計畫為例感謝我國多年在健康議題方面的支持與合作，

受惠良多。聖國 S 醫療長提出資訊系統建置需求、擴大聖急計畫之期待，以

及增加一名高壓氧艙訓練員額。史國 D 常代提出數位化的醫療資訊與人工

智慧之期待。 

參、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出席友我國家論壇，有助深化彼此關係並宣傳本會實質貢獻 

本會李秘書長受邀出席我國駐義大利代表處與席耶納大學 

(Università di Siena)共同舉辦之論壇，與義國重要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如

何讓世界看見臺灣的貢獻，並以本會執行公衛醫療計畫為例，分享我國協

助巴拉圭建構 HIS，以及在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推動代謝性慢性病防

治的成果，展現我國透過公衛醫療專業，建構全球健康體系的貢獻，讓義

大利各界瞭解臺灣參加 WHO 的必要性。此外，李秘書長亦透過國際合作

發展主題，分享不同視角嶄新的臺灣經驗，深獲與會者廣大的迴響，亦希

望未來能持續舉辦臺義雙邊論壇，與國合會共同探索未來合作機會。 

(二) 參與他國組織辦理之 WHA 周邊研討會，有助本會掌握國際趨勢 

此次任務期間由王宏慈處長、林依潔組長、蔡豐達副管理師、林廷育

助理管理師及林建璋計畫經理分別參與共 7 場不同組織辦理的研討會，

主題涵蓋健康工作者賦權、疫苗接種策略對抑制病原體抗藥性的影響、公

私部門合作強化衛生體系、不同國家推動全民健康覆蓋策略的經驗分享、

婦女健康平權推動等多樣議題。對於本會已在推動的相關議題，可藉此機

會瞭解本會與國外組織在執行策略上的異同；對於新興或本會較未關注

的議題，亦可透國聽取他國組織的分享學習他國經驗，未來在推動相關業

務時能有所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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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中美洲區域組織合辦活動，須審慎評估組織影響力、動員能力與

執行力 

本次任務首次與 SICA 合作辦理論壇，惟發現該組織籌備活動時，與

成員國間之聯繫多僅完成通知的動作，少有積極追蹤之作為；又該組織本

身之號召力未如預期的強大，因 SICA 成員多與 WHO 或 PAHO 有密切

合作，爰規劃由 SICA 洽其合作之 WHO 或 PAHO 夥伴推薦學者擔任論

壇講者進行分享，直至論壇前一日才通知有 WHO 內部人員願意擔任講

者，但論壇當日於活動開始前，該講者發覺主辦單位有台灣就藉故臨時有

事無法出席；最後，雙方合辦之論壇，該組織之宣傳僅是以電郵通知成員

國，致使當日論壇出席人員多為透過本會宣傳而前來參加論壇者。 

二、 建議 

(一) 研議於友我已開發國家辦理實體或視訊論壇，加強本會對外宣傳並拓

展潛在合作夥伴 

透過本次李秘書長赴義國參與論壇並與義國專家學者交流，發現該

國對於本會的實質貢獻資訊有限，藉此次交流才得以獲得更多資訊而欲

進一步增加與本會之交流並探索未來合作機會，爰建議可借鏡本次交流

模式於其他友我國家辦理實體或視訊論壇，藉此宣傳本會於全球之實質

貢獻，並拓展潛在合作夥伴。 

(二) 增加本會同仁參與國際研討會之機會，拓展視野及強化自我認同 

本次任務期間，參與不同組織籌備之研討會，針對本會關注之議題可

瞭解不同組織的因應策略；對於非關注之議題，亦可學習他國組織之執行

經驗，拓展視野為未來執行類似議題之計畫預作準備。此外，本會同仁具

備許多實務經驗，透過比較自身經驗與他國組織執行經驗，常可發現許多

共通之處或優於他國的執行策略，藉此提升自我認同與信心。 

(三) 透過中間機構共享聯合國組織資源，以擴大本會計畫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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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 期間遇到 WHO 人員 Linda Merieau，該員所屬單位為

Health4Life Fund Secretariat，負責聯合國促進非傳染性疾病和精神衛生的

信託基金，能夠提供 300 萬到 500 萬美金的經費給會員國找私人企業、

公民社企或非政府組織 (NGO)執行非傳染性疾病或精神衛生的公衛計畫。

因此，未來可透過與聯合國組織有合作關係之國際非政府組織或友邦政

府部門等做為橋樑，向前述單位申請使用信託基金資源，以擴大本會與友

邦共同執行的慢性病或精神衛生相關計畫規模，使更多人受益於計畫，創

造多方共贏局面。 

(四) 與中、南美洲組織合作時，邀請第三方國際組織共同辦理以擴大效益 

根據本次與 SICA合作辦理論壇之經驗，發現該組織在國際影響力、

動員能力與執行力皆未如預期，爰建議未來再次與該組織或中、南美洲

組織合作辦理活動時，應邀請第三方國際組織共同參與，以強化團隊整

體影響力、動員能力與執行力，使投入之資源能獲得最大效益。 

肆、 誌謝 

本次赴義大利及瑞士日內瓦辦理論壇，感謝我駐義大利台北代表處蔡允中

大使、曾國睿秘書；駐法國台北代表處王文瑋副參事、王文齡副組長、林雅虹

秘書、楊政衡秘書；駐瑞士台北文化經濟代表團日內瓦辦事處蘇瑩君大使、李

雨育組長、高莉蓉小姐於任務期間的協助與安排，以及衛生福利部提供場地及

論壇相關支援，本次任務方能順利完成，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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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任務行程表 

日期 行程 成員 備註 

5 月 24 日 
自聖露西亞啟程前往日

內瓦 

駐地計畫經理： 

林計畫經理 

 

5 月 25 日 

自臺灣啟程前往義大利 
本會： 

秘書長、楊特別助理 

 

自臺灣啟程前往日內瓦 

本會： 

王處長、林組長、蔡副管理

師、林廷育助理管理師 

 

5 月 26 日 

抵達義大利佛羅倫斯 
本會： 

秘書長、楊特別助理 
 

抵達日內瓦 

本會： 

王處長、林組長、蔡副管理

師、林廷育助理管理師 

駐地計畫經理： 

林計畫經理 

 

參加外交晚宴 

本會： 

王處長、林組長、蔡副管理

師、林廷育助理管理師 

駐地計畫經理： 

林計畫經理 

晚間 7 時 30 分於

日內瓦萬豪酒店舉

行 

參加衛福部辦理之雙邊

論壇 

本會： 

王處長 

日內瓦萬豪酒店

Motosascoche 廳；

聖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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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 

參加我駐義大利代表處

辦理之論壇 

本會： 

秘書長、楊特別助理 
於席耶納大學舉辦 

1. 參加公衛相關研討會 

2. 論壇場勘 

本會： 

王處長、林組長、蔡副管理

師、林廷育助理管理師 

駐地計畫經理： 

林計畫經理 

 

參加衛福部辦理之雙邊

論壇 

本會： 

王處長 

駐地計畫經理： 

林計畫經理 

洲際飯店馬德里

廳；瓜地馬拉 

啟程前往日內瓦 
本會： 

秘書長、楊特別助理 
 

5 月 28 日 

抵達日內瓦 
本會： 

秘書長、楊特別助理 

由王處長及林計畫

經理前往接機 

1. 參加公衛相關研討會 

2. 論壇前置作業 

3. 辦理論壇 

本會： 

秘書長、楊特別助理、王處

長、林組長、蔡副管理師、

林廷育助理管理師 

駐地計畫經理： 

林計畫經理 

 

5 月 29 日 

1. 拜會世界兒童權利組

織 (TdH) 

2. 參加公衛相關研討會 

3. 友邦會談活動 

4. 辦理論壇 

本會： 

秘書長、楊特別助理、王處

長、林組長、蔡副管理師、

林廷育助理管理師 

駐地計畫經理： 

林計畫經理 

拜會時間為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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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 

自日內瓦啟程返臺 

本會： 

秘書長、楊特別助理、王處

長、林組長、蔡副管理師、

林廷育助理管理師 

 

自日內瓦啟程返回露國 
駐地計畫經理： 

林計畫經理 

 

5 月 31 日 

返抵臺灣 

本會： 

秘書長、楊特別助理、王處

長、林組長、蔡副管理師、

林廷育助理管理師 

 

返抵露國 
駐地計畫經理： 

林計畫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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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WHA 周邊會議議程表 

1. 5 月 28 日「氣候變遷與健康」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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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緊急健康事件合作機制 – 攜手因應未來未知危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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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參訪及會議紀錄 

本會李秘書長受邀出席「台灣與國際組織：如何從台灣國際合作中受

惠？」(Taiw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How to Benefit from 

Taiw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論壇 

壹、時間：本(113)年 5 月 27 日上午 10 點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 

貳、地點：義大利席耶納(Siena) 

參、舉辦單位：駐義大利代表處及席耶納大學(Università di Siena) 

肆、與會人員： 

一、義方：席耶納大學 Alessandra Viviani 教授、Federico Lenzerini 教授、 Elisa 

Ticci 副教授、Matteo Gerlini 副教授、Andrea Francioni 副教授、Mira Manin 

Tiwari 研究員及 Eleonora Pennino 博士生；歐洲商會 Giuseppe Izzo 先生；

前義國外交部次長 Gianni Vermetti (線上參加) 

二、台方：本會李朝成秘書長、駐義大利代表處蔡允中大使及政治大學張珈健

助理教授 (線上參加) 

伍、會議重點： 

一、本年 4 月 G7 外長會議聲明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且第 77 屆

世界衛生大會(WHA77)於 5 月 27 日至 6 月 1 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為讓

義大利各界瞭解台灣參與 WHO 等相關國際組織的訴求，本次論壇邀請台

義兩國專家學者從不同之領域及角度，探討台灣國際參與之可行性。 

二、Andrea Francioni 副教授首先說明台灣受中國打壓，致使國際空間限縮；

惟世界各國不應忽視台灣人民國際參與之權利，尤其攸關全球安全之

WHO、ICAO 及 INTERPOL 等組織，本次論壇旨盼透過大家的意見交流，

強化台灣國際參與及讓各界瞭解台灣對國際社會之貢獻。其他專家依序說

明台灣在各領域之成就與貢獻，如在人權領域，台灣係亞洲首個承認同性

婚姻之國家，以及對原住民及移工權利之保護；在全球供應鏈層面，台灣

是全球半導體產業重鎮，為全球晶片主要供應者。此外，台灣透過人道援

助、氣候變遷、教育倡議、數位科技全球治理及國會外交等多方議題及方

式，積極與各國連結，對全球做出貢獻。 

三、本會李秘書長在會中除介紹本會業務外，亦以本會執行公衛醫療計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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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享我國協助巴拉圭建構醫療資訊系統（HIS)，以及在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防治代謝性慢性病的成果，展現我國透過公衛醫療專業，對建構

全球健康體系的貢獻，不僅做到 Taiwan can help，更能做到 Taiwan can lead，

同時也讓義大利各界瞭解台灣參加 WHO 的必要性，亦盼未來台義兩國能

在援外領域有更多合作之機會。 

四、駐義大利蔡允中大使則表示，感謝眾多國際友人在現場相挺，也想藉此機

會感謝包括義大利在內的 G7 國家日前在外長會議表達對台灣參與國際組

織的支持。儘管中國大陸不斷打壓我國際生存空間，包括前兩天挑起的台

海軍演，企圖製造印太區域的動盪，台灣仍會努力尋找各種機會，表達我

希望融入國際社會並維護世界和平的聲音，讓台灣的專業能力，以實際行

動回饋並貢獻給整個國際社會。 

陸、媒體報導： 

一、義大利蟻報：https://formiche.net/2024/06/taiwan-puo-essere-leader-nella-

comunita-internazionale-parla-lambasciatore-li/#content 

二、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405280235.aspx 

柒、活動照片： 

  

活動海報 秘書長致贈席耶納大學 Matteo Gerlini

副教授禮品 

https://formiche.net/2024/06/taiwan-puo-essere-leader-nella-comunita-internazionale-parla-lambasciatore-li/#content
https://formiche.net/2024/06/taiwan-puo-essere-leader-nella-comunita-internazionale-parla-lambasciatore-li/#content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40528023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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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耶納大學 Matteo Gerlini 副教授致贈

秘書長禮品 

秘書長於論壇中分享 

 

 

秘書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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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赴日內瓦辦理周邊論壇 

與聖文森國衛生部雙邊會議會談紀要 

壹、 時間：113 年 5 月 26 日(星期日)下午 8 時 30 分 

貳、 地點：瑞士日內瓦 Intercontinental Hotel Madrid 

參、 出席人員：我衛福部邱泰源部長、周志浩次長、施金水主任、石崇良署

長、聖文森衛生部 St. Clair Emmanuel Prince 部長、醫療長 Simone Norma 

Beache 及衛生安全主任 Donna Evelyn Jyette-Bascombe。 

紀錄：王宏慈 

 

肆、 會議紀要： 

一、 邱部長首先感謝聖文森國衛生代表撥冗參加會議，僅代表我衛福部

感謝聖國在 WHO 對台灣的支持；部長進一步說明過去擔任立委期間，

奮力支持台灣參加 WHO 相關會議，台灣在全球舞台展現各式專業，持

續展現台灣能力，希望本次會議能相互交流彼此意見。 

二、 聖國 P 衛生部長回應，該國盡全力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特別是

該國總理剛到台灣參加賴總統就職典禮，表達支持台灣的立場，對於聖

國而言，支持台灣就像鑲嵌在他們體內的 DNA 一樣，感謝我國長期對

該國的協助，特別是疫情期間的大力協助，例如公衛醫療緊急應變強化

計畫(以下簡稱聖急計畫)等。 

三、 周次長表示我國因常發生地震等天然災害，非常樂意分享我國回應

此類災害的緊急應變做法與經驗。國民健康署石署長表示，糖尿病是兩

國人民共同的疾病，特別是對於老年人而言，發生的機率更高，可運用

科技或是智慧 AI來強化治療效果。其提及兩國人民均有慢性疾病之苦，

均衡飲食相當重要，並邀請聖方出席明年三月 APEC 有關營養的國際研

討會。 

四、 B醫療長回應，感謝我國多年在健康方面的支持與合作如聖急計畫以

及糖尿病防治計畫，受惠良多。特別感謝我國執行計畫的彈性，可以依

據他們的需求而有所調整。盼我國能繼續協助數位照護的建置，其憶及

去年二月來台參訪，學習到相當多資訊系統提升醫療照護品質的優點;



31 

 

另外亦提及擴大聖急計畫之期待，例如強化治理、到院前救護的立法等，

並感謝我國去年提供一名高壓氧艙訓練員額，因該國即將有高壓氧艙，

希冀我國能夠持續提供此類訓練。 

五、 J 主任特別感謝聖急計畫持續訓練許多不同背景的聖國公部門人員

包括警察等，聖國辦理 CRICS時才得以因應得宜。 

六、 邱部長致上本年 10 月全球健康論壇邀請函，雙方合影留念。 

伍、 散會：下午 9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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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赴日內瓦辦理周邊論壇 

與史瓦帝尼衛生部雙邊會議會談紀要 

壹、 時間：113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 30 分 

貳、 地點：瑞士日內瓦 Intercontinental Hotel 

參、 出席人員：我衛福部邱泰源部長、周志浩次長、施金水主任、何秉聖參

事、石崇良署長、駐日內瓦辦事處蘇盈君大使、國合會王宏慈處長、史瓦帝

尼衛生部 Mduduzi Matsebula 部長、Vuyile Dumisani Dlamini 史瓦帝尼駐聯合

國常代、Velephi Okello 醫事司司長與 Thembi Dlamini 護理長。 

紀錄：林建璋 

 

肆、 會議紀要： 

一、 邱部長首先感謝史國衛生代表撥冗參加會議，僅代表我衛福部感謝

史國在 WHO 對台灣的支持；部長進一步說明過去擔任立委期間，奮力

支持台灣參加 WHO 相關會議，台灣在全球舞台展現各式專業，持續展

現台灣能力，希望本次會議能相互交流彼此意見。 

二、 M 部長回應感謝台灣長期的各項協助，如：硬體建設、設備提供、

能力建構與疾病控制。上週史國國王來臺參加賴總統就職典禮，可見史

國對於台灣邦誼之重視；與台灣成為朋友，史國當然充分支持。 

三、 D 常代表示，如同衛長所提，相信台史這樣的合作關係，史國會持續

支持台灣。如同我們除了健康領域以外，也獲得台灣在農業領域的協助。

我們了解聯合國對於婦幼衛生的重要性，而疫情期間每個人都有所影響，

Leave no one behind 是我們努力的目標。而在醫衛專業，台灣展現 Taiwan 

Can help, Taiwan did it 的精神！我們深刻理解 WHO 需要涵蓋台灣，將

繼續向 WHO 秘書長提出此要求。讓 Health for all, all for health 維持下

去，我們將持續與台灣維護邦誼。 

四、 O 司長感謝台灣各項計畫的支持，這幾年的義大學士後醫學生返國

後，現在也陸續在史國衛生體系工作。感謝台灣專業團協助安排實習訓

練，相當成功，讓年輕醫師有充足的訓練。目前在 Mbabane 醫院的建設

也開始運作，我們將繼續強化急診人員的訓練，讓軟硬體能充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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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見證 Taiwan can help！ 

五、 施主任表示史國的意見非常重要，在我外交部、衛福部與國合會的

各項計畫支持下，如果有可造福史國人民的任何想法，也可轉告何參事。 

六、 何參事回應若史國著重初級預防，相關 NCD 防治與社區衛生等合作

可請我衛生部支持。也感謝史衛生部長在百忙中撥冗參訪醫療團，醫療

團成員也受到相當鼓勵。 

七、 王處長補充說明國合會提供史國的公衛醫療領域獎學金，已經超過

共 130 位學生，而部長所關心的 NCD 照護事宜，本會慢性病計畫的篩

檢團隊已建立，將於七月開始健康篩檢活動，也期待部長蒞臨參觀。 

八、 D 常代說明上次參訪台灣數位發展部時，深刻理解數位化的醫療資

訊與人工智慧，對於全球衛生的資料提供有其重要性。史國在資料轉換

遇到一些挑戰(人民不願提供資料或新作業方式推行困難)，期望能從在

地化的義診或篩檢開始資料數位化。蘇大使回應未來可以有更多深化的

計畫內容進一步討論。 

九、 邱部長致上本年 10 月全球健康論壇邀請函，雙方後續致贈禮品。 

伍、 散會：下午 6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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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赴日內瓦辦理周邊論壇 

與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UNOCHA)會談紀要 

壹、 時間：113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40 分 

貳、 地點：瑞士日內瓦 Intercontinental Hotel 

參、 出席人員：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私部門經營團隊 Kareem Elbayar 顧問

(Private Sector Unit Team Lead; Program Coordinator, OCHA-UNDP Connecting 

Business Initiative)、國合會人道援助處王宏慈處長、日內瓦辦事處周黎薇秘

書。 

紀錄：林建璋 

 

肆、 會議紀要： 

一、 Ｅ顧問說明聯合國近來透過商會廣納企業參與各式災害管理、緊急

事件準備等。該單位係新單位，主要為促進聯合國人道援助業務納入私

部門之參與，以擴大量能。本次目的期望透過國合會平台，連結台灣企

業，投注於人道援助的緊急應變場域。 

二、 王處長向 E 顧問說明國合會執行人道援助非緊急應變階段，而是以

災後復原為主，執行模式共 3 種：(1)本會直接與當地政府合作；(2)國際

非政府組織(INGO)向本會提交計畫概念書，由本會審閱通過後由該組織

提供計畫書，本會提供資金並由本會派遣顧問或志工共同執行計畫;(3) 

直接審閱政府所提計畫書後，提供資金予政府。人道援助優先領域：健

康、WASH、糧食安全與營養等，可供 OCHA 參考。E 顧問亦詢問本會

人道援助國家的優先順序；王處長回應：目前以菲律賓、土耳其、烏克

蘭等為主要國家。 

三、 E 顧問詢問可否依據不同國家或區域，以災害種類來引進企業合作

模式。王處長建議是否考慮將區域鎖定在亞太地區，並建議 OCHA 可來

台辦理研討會並提出所需應變資源，由本會藉此邀請我國私部門參加。

E 顧問回覆前往台灣可為選項之一；另 OCHA 將在本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於菲律賓辦理亞太地區減少災害風險部長級會議 (APMCDRR, Asia-

Pacific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或許亦可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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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組團參加。至於台灣廠商名單部份，王處長表示將諮詢目前本會執行

緊急應變計畫合作醫院相關資訊另行回覆。 

四、 王處長續表示我國企業最困難的是在災難資源的採購供應鏈以及語

言障礙，且是否有可能以年度契約期間，訂定購買金額與種類。E 顧問

回應：應屬可行，此舉讓整體採購程序透明且容易，而有關年度契約期

間定價與定量購買之建議，將帶回辦公室進行討論並後續回覆。 

五、 王處長提及本會人道援助計畫的發掘係以 OCHA 公開資訊確認該國

之需求。E 顧問回應該組織如何確認需求，其以加勒比海區域為例：聯

合國在該區域的 Barbado 人道援助辦公室，召開相關利害關係人會議，

了解受災國是否有災害準備與資源規畫等情形。林經理補充其曾派駐在

貝里斯、尼加拉瓜、聖露西亞，該等國家皆有 NEMO(國家緊急事件管理

中心)協助國家性的資訊彙集與災難管理，但相關資訊皆來自美國，其相

關應變資源亦主要從美國採購。 

六、 王處長續提問本會過去主要是以 OCHA 公開資訊來查閱，未來

OCHA 是否能提供特定國家或特定領域的更新資料?E 顧問回覆只要有

需求，可以協助委請相關部門提供。另王處長問 OCHA 是否有 INGO 排

名名單，以供本會挑選合作夥伴；E 顧問回覆 OCHA 有依照計畫表現程

度、完成計畫情況產出 Top 5 的合作清單，此部分倘本會有需求，E 顧

問可透過各區域或國家辦公室提供資訊。 

七、 王處長說明本次會議後續事宜：(1) OCHA 派員來台參與研討會；(2) 

倘本會與 USAID 未來於菲律賓合作長期的人道援助韌性計畫，可引介

我國私部門參與 。 

伍、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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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赴日內瓦辦理周邊論壇 

與 Terre des hommes(Tdh)會談紀要 

壹、 時間：113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貳、 地點：瑞士 Lausanne Tdh 辦公室 

參、 出席人員：Tdh 副營運長 Sophie Barbey、國際夥伴關係主任 Dorina 

Ardeleans、非洲營運經理 Nicolas Charpentier、人道援助 WASH 專家 Bruno 

Pascual；數位健康經理暨副健康計畫主任 Kallol Mukherji；國合會李朝成秘

書長、楊希傑特助、王宏慈處長、林依潔組長、蔡豐達副管理師、林廷育助

理管理師。 

紀錄：林建璋 

 

肆、 會議紀要： 

一、 B 副營運長首先歡迎訪團蒞臨，並表示國合會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夥

伴，本次也邀請 Tdh 非洲工作夥伴共同參加會議，大家透過機會繼續對

話與討論。Tdh 在非洲、亞洲及歐洲皆設立辦公室，主要領域涵括：健

康、移民、孩童與家庭，亦著重在氣候變遷與健康之議題。該組織透過

保護、個案管理與 WASH 等方式強化當地能力與賦權(Empowerment)。

此外，該組織不僅提供服務，亦將服務在地化(Localization)，並加強與地

方夥伴的關係。 

二、 王處長說明本會是台灣的政府援助組織，所執行的發展型計畫包含：

公衛醫療、教育訓練與技術合作等，也相當注重賦權與在地化。在人道

援助部分，執行的救災集群(cluster)包含：健康、早期復原、營養、糧食

安全及 WASH；另本會亦有參與難民議題，因此想藉本日了解 Tdh 如何

執行烏克蘭人道援助。本會過去曾與 Tdh 合作布吉納法索、印度等國計

畫，目前正進行肯亞計畫的合作，也期盼了解肯亞計畫的目前執行進度，

本會接續將派遣人員前往肯亞與當地團隊一同執行工作，了解駐地團隊

工作模式。 

三、 A 夥伴關係主任表示其同仁上週曾與本會同仁一起討論，大家一致

表示與本會溝通良好，能夠接受開放性討論並具備透明與問責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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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合作的感覺。Tdh 也期望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有拓展性合作。在地

理區域上，Tdh 在亞洲與歐洲皆有策略發展之夥伴，非常歡迎有其他地

理區域合作之想法。以烏克蘭為例，Tdh 在烏克蘭已與 25 個當地組織一

同合作，Tdh 雖非以教育為主要領域，但教育元素已融入在各計畫之中。 

四、 C 非洲營運經理說明「肯亞加里薩縣脆弱社區衛生機構基礎供水與

衛生(WASH)可近性提升計畫」至本年 5 月之進度：共完成 10 間 HCF 的

WASH 技術評估、WASH 規畫已獲國家健康辦公室審核通過、已製作廢

棄物與環境清潔 SOP、WASH  Kits 已完成，並完成鄉鎮與縣市層級衛

生人員訓練、性別平等的委員會亦已設立，其中 WASH 係由經 WHO 認

證之訓練人員執行。另回應本團提問，本計畫的 HCF 供水連結至社區使

用，連結營養計畫的安全飲用水，彼此有加成效果。 

五、 有關烏克蘭服務情況，Tdh 回覆如下：在 2014 年級開始執行烏克蘭

相關計畫，2015 年於烏克蘭成立共三個區域辦公室；但在 2022 年戰爭

開始後，全數轉為人道援助計畫，並且將辦公室從東部轉移至西部，目

前辦公室設在 4 處。1. 烏國西部辦公室是在 Ivano-Frankivsk，因為 Lviv

太多援助組織，不投入資源重複處。2. 中部辦公室為主要辦公室，地點

在 Kyiv，與 UN 和當地組織合作，並與中央當局建立良好關係。3. Kharkiv

辦公室較靠近戰區，情況較為複雜。4. Odesa 辦公室。上述辦公室除 Tdh

人員外，主要僱用當地人員，與政府、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並鏈結學

校，目前約 350 個學校與之合作，主要以直接服務(如現金與食物)、安

全、庇護，並提供教師能力建構，以及有必要時亦納入孩童父母之照護，

藉以執行孩童心理支持相關人道援助，倘兒童心理情況嚴重，轉診至社

區相關機構。Tdh 承諾可提供 PSS 有關能力建構與賦權之相關資訊。 

六、 有關烏克蘭辦公室人力安排與安全情形，以 Kyiv 辦公室來看，共有

15 位人員，其中 1 位 Tdh 人員與其他 14 位當地雇員，而其中一定有國

家安全員，熟稔當地安全狀況；並透過查閱 International NGO Safety 

Organization(INSO)每日更新各地安全情形。 

七、 王處長詢問若要在烏克蘭執行計畫，當地合作架構是否可能以 MOU

執行運作。若與政府簽訂 MOU 有其困難，烏克蘭會政府非常清楚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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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需要什麼，可能需求會相當多。而 Tdh 在烏克蘭已經有其網路發展，

較難給予設立辦公室之建議，但在設立地點上不建議於 Lviv，因為當地

已有太多的組織在運作。後續 Tdh 也會提供細部辦公室資訊、地方夥伴

狀況，以作為國合會內部評估之資料。 

八、 在烏克蘭預算部分 Tdh 本年約有 700 萬瑞士法郎，其中 300 萬瑞士

法郎來自瑞士政府，其他金額是向 WHA 或 UN pool funding 申請。 

九、 李秘書長表示非常感謝 Tdh 提供各項資訊，未來雙方思考研議烏克

蘭合作區域與城市；未來本會在肯亞亦有設立技術團之可行性，亦可思

考共同合作。B 副營運長回覆今天了解國合會除資助者角色外，亦可扮

演援助執行角色，未來將視兩邊互惠領域，提供相關計畫活動與合作方

向。 

伍、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