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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精準醫療與智慧醫療的基礎在於統一的醫院資訊系統（HIS,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唯有各家醫學中心的資料串聯，才能形成國家級高品質的醫學大數據，供生技

和 AI 的研發使用。目前台灣各家醫院的電子病歷系統各自開發，導致資料格式不一致，

無法滿足智慧醫療發展的需求。為解決此問題，並奠定國家長遠發展的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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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提出一綜合性次世代數位

醫療平台策略，使台灣 HIS能夠對接國際標準，實現三大目標：資料統一、規則統一與應

用程式統一。 

本次資訊處李建璋處長受邀至 GSMA與 HIMSS APAC 2024會議演講與談，分享台灣

推動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策略作法，並透過與亞洲各國代表交流，以期瞭解亞洲他國在醫

療資訊產業重要發展趨勢與廠商佈局思維與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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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大會議邀請的亞洲講師，來自新加坡、韓國、香港與台灣。分析亞洲智慧醫療發展

現況與競爭態勢可知，Newsweek 全球智慧醫院排名中，亞洲以韓國三星醫學中心為首，

排名第一，位居全球第 18名；新加坡有多所醫院入選百大，香港中文大學醫院沒有入榜，

但是以科技為中心打造的全新醫院，因此也被視為是亞洲智慧醫療領域領先醫院之一。 

分析亞洲三大智慧醫院的發展方向，大致有四大趨勢：一是臨床 AI 的應用，二是物

流機器人，三是行動裝置結合遠距醫療與在宅醫療，四是元宇宙手術導航。分析三家醫院

的國家策略來看，建立平台發展生態系是一致的方向，只是策略不同。韓國三星醫學中心

結合自家母公司強大科研團隊，香港中大結合華為，新加坡則是採取導入美國 EPIC 醫院

資訊系統的策略。目前台灣「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選擇第三條路的策略，是將平台建立

在中台，讓不同 HIS平台的資料可以輸出資料至資料中台，利用國際標準 FHIR統一，達

成互襙作性、並對接 AI 應用生態系，如此，台灣各大醫學中心系統可以在不更換作業系

統的情況下順利升級，應用程式也可以在各大醫院系統達成可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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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因應 2023年 BTC會議結論，一是加速產業發展：發展智慧醫療應從教育制度、媒合

機制、取證及產學研合作經驗交流、跨域組國家隊、納入健保與商保等面向著手；發展以

醫療大數據為基礎的人工智慧服務及以人為本的創新產品，並重視跨院/跨國驗證。二是

基盤革新：醫療體系的 HIS及 FHIR系統整合對於智慧醫療產業至關重要，應有跨部會合

作機制共同推動，政府對於次世代醫療資訊系統已有初步規劃，未來應著重於其計畫之執

行是否符合「次世代」與「公私協力(PPP)」之兩大主軸。 

為達成前述目標，衛福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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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準醫療與智慧醫療的基礎在於統一的醫院資訊系統（HIS,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唯有各家醫學中心的資料串聯，才能形成國家級高品質的醫學大數據，供生技

和 AI 的研發使用。目前台灣各家醫院的電子病歷系統各自開發，導致資料格式不一致，

無法滿足智慧醫療發展的需求。為解決此問題，並奠定國家長遠發展的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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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提出一綜合性次世代數位

醫療平台策略，使台灣 HIS能夠對接國際標準，實現三大目標：資料統一、規則統一與應

用程式統一。 

本人李建璋受邀至 GSMA與 HIMSS APAC 2024會議演講與談，分享台灣推動次世代

數位醫療平台策略作法，並透過與亞洲各國代表交流，以期瞭解亞洲他國在醫療資訊產業

重要發展趨勢與廠商佈局思維與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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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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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表 

日期 地點(城市) 拜訪對象(行程) 

9/30(一) 桃園機場 搭機至韓國首爾(移動日) 

10/01(二) 韓國首爾 

Healthcare Summit – How 5G advancing 

Holomedicine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HIMSS x GSMA 5G Workshop 

10/02(三) 韓國首爾 參觀 HIMSS APAC 2024展場 

10/03(四) 
韓國首爾 

5G and Beyond - The Increasing Rol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Healthcare 

桃園機場 搭機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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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過程 

一、Healthcare Summit – How 5G advancing Holomedicine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日期 2024年 10月 01日 時間 11:45-13:00 

國家 韓國首爾 地點 
The Westin Josun Seoul 

Room Lilac/Tulip 

會議摘要 

本會議分為兩大重點，一是全息醫學( Holomedicine)和 5G，亞太地區在全息醫學應

用具前瞻性，它將人工智慧、擴增實境 AR和虛擬實境 VR與醫療應用相結合。外科醫生

可利用 AR/VR 進行術前規劃、培訓，甚至進行遠距手術服務。受惠於 5G具備有低延遲

和高頻寬的特性，可遠端執行精準的醫療服務，從而提高患者的治療效果。二是 5G在智

慧醫院的應用，受惠於 5G網路徹底改變了醫院管理系統、機器人技術、物料追蹤和能源

效率，而智慧病床、分藥系統和病患監測系統也都得以在 5G的應用下無縫接軌。此外，

醫生可與患者進行即時視訊會診，無論他們位於何處，都能獲得即時的診斷和高效能治

療。高解析度成像(如 MRI和 CT掃描)可透過 5G網路安全傳輸，讓放射科醫生和專家得

以遠距協作，進而得以診斷得更快、更準確。 

本次 M360 APAC會議期間，醫學專家分享他們利用最新技術，達成高效率醫療照護

服務的經驗。實際上，大家對於 5G技術並不陌生，消費者也已享受到 5G通訊帶來的好

處，但 5G的應用遠不止於通訊基本功能而已，更可用於支持各行各業的數位化轉型發展，

包括醫療照護、製造業、礦業、公共安全和國防等。經過五年的發展，我們看到越來越多

5G在各應用領域的成功案例，儘管 5G價格仍然很高，但相信隨著技術進步，成本也得以

降低，有效提升性價比將為所有行業帶來顯著效益。 

本場次聚焦在 5G在健康照護領域的應用經驗分享，邀請到來自韓國、香港和新加坡

的幾位醫生，聚焦分享以往應用 5G技術來提升病人照護效率和提升醫院運營效益的經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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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資訊處李建璋處長受邀演講，以「Foster Clinical AI Ecosystem in Taiwan」為

題，分享台灣智慧醫療的發展經驗(Advancing Digital Healthcare development in Taiwan)，

李處長演講共分三大主題，一是分析台灣在全球數位醫療成熟度的評比結果，其次是台灣

AI應用的政策推動規劃，包含成立三大 AI中心，最後是台灣如何統一電子病歷以提高數

位健康照護的互操作性。演講重點摘要如下： 

主題一，主要是基於國際已針對全球數位健康成熟度進行評估，但過往台灣並未參與

該類評估，因此台灣衛福部資訊處即參考比照全球數位健康成熟度之評估項目標準，針對

各大條件提出相關佐證並給予評分，依據台灣自評結果，其得分非常高。事實上，台灣有

一個國家型數位健康策略，稱為健康台灣，加重每一個醫學中心的投資；此外，我們也擁

有良好的數據管理基礎，包含：台灣建立了單一支付者的中央健康保險體系，等於擁有全

國最大的健康數據庫，也發展出豐富的研究數據庫，許多產業甚至可與學術界合作，應用

這些數據來構建臨床 AI應用工具的開發，也帶動創新研發蓬勃發展。此外，台灣也擁有

全國性的電子病歷交換系統，台灣所有診所和醫院都使用這個系統。未來，我們強調數據

格式的轉換，並使用國際標準來統一數據格式，以提高醫療數據的互操作性。 

儘管我們看到 AI在醫療領域的應用持續增加，如讀取 X光片來協助醫生撰寫記錄，

並預測患者存活率。但國內外的推動經驗可知，仍有三個主要問題亟待解決，包含 AI使

用的可信度、缺乏廣泛的驗證數據，以及難以決定 AI工具的給付與否。為了解決這些問

題，台灣政府啟動了三種類型的 AI中心，包含負責任 AI執行中心、臨床 AI取證驗證中

心，和 AI影響性評估研究中心。 

負責任 AI執行中心要求醫院在實施 AI時，需確保數據隱私和安全，並遵循透明政策

原則。臨床 AI取證驗證中心將不同級別醫院組成聯盟，收集大量數據進行驗證。AI影響

性評估研究中心則進行臨床試驗，評估 AI系統的醫療和經濟價值。 

目前，台灣已成立十個負責任 AI執行中心、五個臨床 AI取證驗證中心和四個 AI影

響性評估研究中心。這些中心幫助台灣建立了一個健康的 AI生態系統，並透過數據格式

的統一來解決互操作性問題。 

最後，李處長總結本次演講重點，一是當今臨床 Al 的主要障礙，包括缺乏可信度、

缺乏外部驗證、缺乏驗證影響的效益與經濟評估以及資料缺乏互操作性；二是醫院成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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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型 Al中心，將有助於解決負責任的驗證和影響評估的問題；三是電子病歷數據/平台

統一的國家戰略，將是推動互操作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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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衛福部李處長演講簡報 

 

圖 2、衛福部李建璋處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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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HIMSS x GSMA 5G Workshop 

日期 2024年 10月 01日 時間 15:00 – 17:30  

國家 韓國首爾 地點 
COEX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307 

會議摘要 

本會議主要聚焦在 5G領域應用契機，說明如何在醫療系統和醫院中實現應用 5G的

可能性，以及 5G如何改變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的創新契機。 

HIMSS x GSMA 5G Workshop 是由 HIMSS和 GSM協會首次攜手合作來共同舉辦，

GSM協會是全球電信標準協會，GSM協會管理和規範電信服務，本次透過和醫療資訊標

準協會 HIMSS合作，主要是希望透過雙方跨域合作探討 5G技術的應用潛力，以利於瞭

解發展關鍵，進而找出未來的應用契機。 

1. GSMA 

第一位演講者是 GSM協會代表，Terence Wong, Head of APAC 5G Industry, GSMA, 

HK，是 5G行業和物聯網的主管，負責領導許多轉型服務和項目。講者認為，每個人的生

活已經離不開行動裝置，也和許多產業發展密不可分，如醫生和患者互動，還是醫生間的

互動，都仰賴行動裝置提供資訊與服務便利性。5G不僅是消費者使用的技術，也在產業

應用扮演關鍵角色，從 30年前 2G，驅動產業發生巨大變化，現在已迎來 5G技術，和即

將到來的 6G時代，相信這些技術將提供更多頻譜和更快速度，加速推動個人和產業的發

展契機。 

GSM組織遍布全球，包括 KT、LG和其他運營商，他們提供基礎設施來加速產業發

展。如果運營商之間不合作，將無法在不同國家之間讓每個人可以無縫地使用行動裝置。

無縫接軌這件事情，在醫療的應用尤其重要，因醫生需要相關設備監測患者健康狀況。 

5G發展速度非常快，推動四年以來，已有超過 300個運營商支持 5G，這代表著全球

有一半以上的地區已有 5G覆蓋。這不僅支持消費者日常生活運行，也提供產業轉型的支

撐力。在亞太地區，有超過 20個區域市場支持 5G轉型，預計到 2025年，5G將有機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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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導技術。5G不僅僅是為消費者生活而設計的，它還將改變製造業、醫療保健等行業。

5G的低延遲和高可靠性使其成為行業轉型的關鍵技術。例如，在製造業中，機器人需要

低延遲的通信來協同工作，而 5G可以提供這些支持。 

以農業為例，5G也將帶來巨大變革，讓農民可坐在空調房裡，就得以透過控制系統

來管理農場，包含播種、灌溉和檢查等等。這一切都得力於 5G的高連接性，使得遠距操

作得以實現。總而言之，5G將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不僅在公共服務領域，如智慧城市

和交通運輸，也包含了製造業和能源產業。5G的高連接性和低延遲將使得這些行業能夠

實現更高的運營效率。GSMA也提出許多 5G的應用案例，包括醫療保健、製造業和農業

等，希望透過這些應用案例，展示 5G的潛力和可能性。 

5G具備頻寬大、傳輸速度快的特性，可提升應用的多元化，如使用機器人設備，或

醫生分析與處理圖像時，對上行和下行通訊的即時性要求很高，資料傳輸必須在一到兩秒

內完成。相關應用情境有幾大類，一是提升多元設備連結性能，許多醫療情境會在一個密

集區域內有許多需要通訊連結的設備，因此維持並提升設備性能也相當重要，包含移動寬

頻 MBB、機器類型通信 MTC和大規模機器通信 mMTC等。二是支援遠端醫療和人才培

訓，使用實境擴增設備進行遠端專家協作，或是在遠端手術協作時，短時間內數據傳輸量

會相當高。三是醫院管理的複雜性相當高，也有許多醫院導入機器人和自動導引車 AGV

來傳遞物資，運用 5G將可節省大量網路資源。四是患者運用不同類型的感測器來監控他

們的健康狀況，並發送大量資料，運用 5G將可節省大量網路資源。此外，當設備連接到

5G網路，可即時完成任務，例如患者旅行時的藥物管理。以上相關應用，在 5G網路應用

變得更加重要，因可提供更好的性能和更低的延遲，發揮更佳的效益。 

5G可以是一個非常大的公共網路，也可以是一個非常小的私有網路，只有在某些區

域內使用。私有網路非常安全，一切都可以由企業自己控制，但需要自己管理網路資源。

此外，也有混合網路，可使用一些公共網路資源和元素，但也可以專門分配一些關鍵資源，

以確保低延遲和高頻寬。例如，在進行手術時，醫生可以使用私有網路進行操作，但在返

回普通醫院區域時，可以切換回公共網路，享受運營商提供的資源。 

對企業而言，上行網路比下行網路更為重要，因需要上傳大量即時圖像和資料，因此

5G持續專注於提高上行網路的性能，並支援在非常密集的區域內的低延遲和高頻寬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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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應用。此外，智慧型網路可檢測人們的位置，並根據設備和人們的需求動態分配無線資

源。還可以實現精確定位，使用 RFID標籤，其性能比現有的 ID標籤高十倍，但使用相

同的網路和頻譜。 

2.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約有 5百多張床位，二十八個特殊醫療中心，如 ICU中心等。香

港中文大學醫院的醫療資訊系統已使用了近二十年，目前正在推動智慧醫院的願景，稱為

“3-1-3”計畫，這個想法始於七年前，當時希望這家醫院成為香港第一個智慧醫院。 

該醫院設定三個主要目標：一是建立完全電子化的智慧醫療紀錄系統，二是為患者提

供智慧體驗，三是透過智慧管理以提高醫院的營運效率。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香港中文大

學附設醫院使用了最新技術，如電子病歷系統、遠距諮詢和人才培訓、智慧設備連接等。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附設醫院是第一個運用 5G完全覆蓋的醫院，讓設備和系統可即時連

接，透過 WiFi支持遠距諮詢和培訓，也應用在大學生和教授之間的課程學習與培訓，也

使用應用程式連接醫生和患者，使其資料整合與溝通無礙。 

目前和華為合作，使用最新的 WiFi系統和傳統系統，如 Windows來管理醫院所有系

統。我們還與我們的系統控制和數據管理系統進行比較，醫院運營的數據都集成在一個系

統中，透過智慧醫院資訊系統收集所有數據和病患資訊，並與傳統系統整合，以提供完整

的管理與應用。 

目前 5G應用已有一些具體應用案例，如使用機器人和自動導引車（AGV）來傳遞物

資，使用感測器監控患者健康狀況，以及在醫院內進行精確定位和跟蹤，積極透過技術創

新來提高醫療服務的效率和品質。 

基於 5G技術在醫療領域的重要性日增，特別是在提高連線性能和降低延遲方面的優

勢，因此積極採用，但目前尚面臨一些技術挑戰，包含頻譜資源管理、網路虛擬化和 AI

網路管理等。 

3. 台灣 

李建璋處長演講題目為「Healthcare in 5G Era」，說明台灣在推動數位醫療領域已取

得重大進展，重點關注在如何運用數位醫療能力來改善患者就診、保護資料並訓練衛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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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未來，醫療領域正積極建構醫療保健數位轉型生態系統，建立跨部門和應用市場的合

作夥伴關係。 

本次演講，李處長提出 5G 在數位醫療具備四大應用契機，一是智慧醫院應用，醫院

可融合 5G與 AI技術打造智慧醫療環境，二是遠距醫療應用，運用高速 5G實現即時遠距

醫療功能，三是行動醫療應用，利用 5G網路將行動醫療設備的即時影像傳回醫院，四是

遠距病患監測應用，運用 5G將生理數據從居家端傳送到醫院端。 

台灣推動遠距醫療政策已有一段時間，運用 5G遠距醫療計畫提供出院病患遠距諮詢

服務，截至 2023年 8月已在 50個鄉鎮推動，9 個重症監護轉診網絡（64個山區和海島

鄉鎮），服務超過 13萬人次。 

此外，也分享三個台灣應用在智慧醫療領域的推動實例，一是「安⼼雲林 e院聯防」，

雲林縣為衛⽣福利部公告的緊急醫療資源不⾜地區，透過資通訊與服務創新發展偏鄉地區

急重症資源整合模式，透過台⼤醫院雲林分院⽃六院區與成⼤醫院⽃六分院合作，推動⽃

六雙星區域聯防，以解決醫療資源匱乏地區的痛點。 

雙星聯防促成四件事，一是「區域聯防」整合了機構人力、物力；二是「綠色通道」，

徹底打開資訊、人、行政的流動；三是「遠距照會」，從傳統上的視訊到遠距醫療；四是

「安全轉診」，完成轉診監控與流程管理。「斗六雙星區域聯防」的運作模式：首先雙方

簽署醫療合作協議，共享急、重症醫療人力；首先，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與成大醫院斗六分

院的神經外科與整形外科，利用互聘兼任主治醫師與報備支援方式，形成醫療人力的大水

庫，進行聯合值班。其次，實踐「以病患為中心，往來無隔閡」的精神，透過現代通訊科

技，打造雙向與即時的遠端醫療資訊與視訊傳輸，讓這兩家醫院的急診病患，都能透過聯

合值班與遠距醫療，獲得這兩個專科在夜間與假日的專科會診服務。 

二是救護車即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VGHTC）為救護車提供生理數據傳輸和監控。

過去救護車上遇到病患狀態變化，只能以電話或通訊軟體聯繫，影響搶救效率，增加病患

風險。台中榮總成功結合 5G高速網路及連續性遠距生理監測技術，確保轉送過程的生理

數據和影像資料，即時回傳，並定位救護車位置，讓團隊提早準備，提升救治成功率，中

榮智慧救護持續創新，應對不同的醫療需求和環境。中榮遠距照護中心推出創新救護車連

續性生理監測技術，透過 5G技術優化救護車轉送流程。 



 

11 

案例一是急性中風病患，由醫生檢查病人，並安排轉運啟動；醫院將病患狀況通知醫

療中心，以便做好準備；實現 5G連接的心電圖和人工智慧系統；控制中心在運輸過程中

向醫療中心通報狀況；保持生理訊號設備的監測連結；到達前通知醫師跟進患者的治療情

形。中榮已成功運用連續性心電圖監測與先進的 AI自動判讀系統，實現對急性腦中風病

患的即時監測。此系統能迅速回傳病患的心電圖影像及相關資訊，確保醫護人員能在第一

時間掌握病患狀態。當系統判定出異常數據時，會立即聯繫相關科別醫師，提供迅速精確

的即時會診協助。同時遠距照護中心也可定位救護車位置，精準預估救護車到院時間。這

些技術的成功應用，不僅確保急性腦中風病患轉送流程安全，更讓病患在到達醫院後，立

刻透過綠色通道接受手術治療，大大提高治療效果及病患存活率。 

案例二是新生兒先天性心臟病患者轉運，由新生兒加護病房 (NICU) 收到轉院請求；

攜帶設備到醫院外接病人；實現 5G連結的心電圖和人工智慧系統；遠端即時檢查核實患

者狀況；透過 5G連線監控心電圖和人工智慧系統；患者抵達後立即送入新生兒加護病房

接受治療。主要是因為中榮肩負中彰苗地區急症新生兒後送醫療任務，面對新生兒在轉診

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多種醫療挑戰，如缺氧、呼吸窘迫等，臺中榮總運用新型新生兒生理監

測設備，即時連續性回傳心跳波形、呼吸頻率、血氧濃度等關鍵數值，及新生兒影像，至

新生兒加護病房，確保院內新生兒科醫師能實時監測，並為救護車上的醫療團隊提供必要

支援。 

       三是馬祖 AI輔助診斷儀，人工智慧系統評估胃癌風險，以減少資源有限的近海島嶼

上的癌症健康差異。胃癌是國人十大癌症死因之一，有 8至 9成的胃癌是因幽門螺旋桿菌

感染引起，因此根除幽門螺旋桿菌，被視為防治胃癌的有效方法，如何正確評估胃相，則

是臨床處置的重點。台大醫院從於馬祖推動成人消化系統胃癌篩檢開始，2004年推動幽

門桿菌治療根除及預防。近年來應用台大醫院開發篩檢出胃部黏膜病變判斷的人工智慧軟

體系統，透過智慧醫療、遠距醫療以及人工智慧（AI）應用，突破時間及空間限制，解決

醫療不平等。馬祖離島結合醫療大數據、智慧醫療及遠距醫療，由台大醫院開發出胃相

AI預測模型及雲端計算平台，實際於馬祖驗證與落地應用，直接由胃鏡影像精確判斷胃

相，只要 9秒就能完成判讀，準確率達到 9成，可以有效運用有限的胃鏡資源。 

馬祖曾是全國胃癌發生率最高地方，台大醫院歷經 20年努力，當地幽門桿菌盛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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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將近七成降低至不到一成，胃癌發生率則下降 53%，如今篩檢胃部黏膜病變判斷的 AI

技術，再成功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解決醫療不平等，這套系統不只適用於馬祖，更可

以推廣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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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衛福部李處長演講簡報 

 

圖 4、衛福部李建璋處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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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5G and Beyond - The Increasing Rol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Healthcare 

日期 2024年 10月 03日 時間 14:0 – 14:30  

國家 韓國首爾 地點 
COEX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Hall E 

與談人員 

Moderator: 

Dr Zachery Yeo, Direct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peakers:                                                       

1. Mr Terence Wong, Director and Head of APAC 5G Industry and IOT 

Community, GSMA                                                     

2. Dr Gao Yujia, Assistant Group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National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 Singapore                                                     

3. Dr Paul Lee, Chief Medical Informatics Officer,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4. Samsung Medical Centre (Prof Cha Wonchul / Prof Son Meonghi), 

South Korea 

會議摘要 

本場會議邀請四位分別來自台灣、韓國、新加坡和香港的專家與談，本次有三位醫師，

分別來自醫院、政府單位。 

主持人詢問之前在醫院擔任醫生，目前在台灣政府單位工作的台灣代表李建璋處長，

因為其他行業，包含金融科技、製造業和運輸業等，已廣泛地使用 5G，但醫療保健產業

的應用速度仍很慢，認為醫療保健領域應用 5G新技術時，無法快速擴展的問題和挑戰為

何？ 

李處長認為 5G在醫療保健領域的最大優勢是，能快速傳輸和分析大型醫學影像，但

這仍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個挑戰是，醫院使用大語言模型時，會將大量資料從醫院轉移至

雲端，因此常會面臨患者隱私和安全問題，也導致醫院對於需將數據持續存儲在雲端運算

此模式感到猶豫。為解決這件事情，需要透過制定法規的方式，確保雲端服務提供者，在

未經醫院或患者許可的情況下，不能二次使用數據，而且雲端服務提供者應該明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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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對於查閱數據使用者的管理，以及數據的存儲和銷毀方式的管理機制。這樣，雲端提

供者和醫院端，即可以放心 5G環境中安全地使用相關服務。 

第二個挑戰是我們需要更多的應用佐證，來展示 5G技術的真實臨床效益，而不僅僅

是僅在技術或操作上的優點。建議透過臨床場域試驗，分析使用 5G技術對患者是否有實

際臨床和經濟效益，這樣才能獲得保險公司的支持。如果沒有驗證證據，保險公司也不會

支持 5G技術的使用。因此，需要透過臨床驗證展示 5G技術的臨床與經濟效益，將可以

提供政府健康保險或其他保險公司的支持佐證，進而獲得給付支持，而能帶動產業的應用

契機。 

醫學證據具備高度重要性，也是推動的關鍵，因醫學界要接受任何形式的新技術，都

需要有臨床試驗證明效益。儘管 5G被認為是一種基礎設施，但透過多元化應用，提升前

瞻性和系統化推動，才能夠驗證實際效益；未來，在醫療系統加載 AI工具，並將其作為

整個數據分析過程的一部分，將是未來不可逆的趨勢，擁抱 5G將是可能的應用契機。 

 

  

圖 5、李處長受邀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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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亞洲智慧醫療朝向臨床AI應用、物流機器人、行動裝置結合在

宅醫療、元宇宙手術導航 

兩大會議邀請的亞洲講師，來自新加坡、韓國、香港與台灣。分析亞洲智慧醫療發展

現況與競爭態勢可知，Newsweek 全球智慧醫院排名中，亞洲以韓國三星醫學中心為首，

排名第一，位居全球第 18名；新加坡有多所醫院入選百大，香港中文大學醫院沒有入榜，

但是以科技為中心打造的全新醫院，因此也被視為是亞洲智慧醫療領域領先醫院之一。 

分析亞洲三大智慧醫院的發展方向，大致有四大趨勢：一是臨床 AI 的應用，二是物

流機器人，三是行動裝置結合遠距醫療與在宅醫療，四是元宇宙手術導航。分析三家醫院

的國家策略來看，建立平台發展生態系是一致的方向，只是策略不同。韓國三星醫學中心

結合自家母公司強大科研團隊，香港中大結合華為，新加坡則是採取導入美國 EPIC 醫院

資訊系統的策略。目前台灣「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選擇第三條路的策略，是將平台建立

在中台，讓不同 HIS平台的資料可以輸出資料至資料中台，利用國際標準 FHIR統一，達

成互襙作性、並對接 AI 應用生態系，如此，台灣各大醫學中心系統可以在不更換作業系

統的情況下順利升級，應用程式也可以在各大醫院系統達成可互操作。 

二、5G在醫療照護需重視患者隱私安全、數據存儲與二次應用議題 

醫院使用大語言模型時，會將大量資料從醫院轉移至雲端，因此常會面臨患者隱私和

安全問題，也導致醫院對於需將數據持續存儲在雲端運算此模式感到猶豫。為解決這件事

情，需要透過制定法規的方式，確保雲端服務提供者，在未經醫院或患者許可的情況下，

不能二次使用數據，而且雲端服務提供者應該明確說明，包含對於查閱數據使用者的管

理，以及數據的存儲和銷毀方式的管理機制。這樣，雲端提供者和醫院端，即可以放心

5G環境中安全地使用相關服務。 

三、5G在醫療照護應用需以臨床實證證明效益，方有保險給付機會 

需要更多的應用佐證，來展示 5G技術的真實臨床效益，而不僅是在技術或操作上的

優點。建議透過臨床場域試驗，分析使用 5G技術對患者是否有實際臨床和經濟效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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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才能獲得保險公司的支持。如果沒有驗證證據，保險公司也不會支持 5G技術的使用。

因此，需要透過臨床驗證展示 5G技術的臨床與經濟效益，將可以提供政府健康保險或其

他保險公司的支持佐證，進而獲得給付支持，而能帶動產業的應用契機。 

醫學證據具備高度重要性，也是推動的關鍵，因醫學界要接受任何形式的新技術，都

需要有臨床試驗證明效益。儘管 5G被認為是一種基礎設施，但透過多元化應用，提升前

瞻性和系統化推動，才能夠驗證實際效益；未來，在醫療系統加載 AI工具，並將其作為

整個數據分析過程的一部分，將是不可逆的趨勢，擁抱 5G將是可能的應用契機。 

四、運用跨領域、跨部會合作，推動5G智慧醫療應用契機 

政府擁有許多部門，如交通部、數發部和經濟部等，但各部會往往只專注於自己的領

域，卻很少互相交流。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這些部門應該更多合作。例如，經濟部、

衛生福利部、交通部和數發部應該互相交流，因為推動數位國家，涉及到全國範圍的醫療

數據、交通數據等。這些數據和基礎設施具高度關聯性，如公共安全的基礎設施可以被警

察使用，也可以被汽車連結使用。因此，應推動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更多交流和合作。其次，

確實看到某些部門的合作，但仍然存在挑戰。例如，最近衛生福利部與交通部合作，討論

如何在偏遠地區私人醫院中啟用 5G技術，以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和數位包容性。 

整體而言，醫療保健行業在採用 5G技術方面進展緩慢，但我們也看到了許多專家持

續推動。亞太地區在應用 5G技術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這非常有前景。軟體公司和設

備製造商將有機會擴展應用，這將有助於推動醫療保健行業的發展。需要更多的教育和跨

行業合作，因為 5G技術的應用潛力巨大。隨著更多的商業化，技術將變得更加成熟，並

帶來更多的創新和效益。 

五、運用通訊技術5G與WIFI等，實現智慧醫療應用契機 

在醫療保健領域，Wi-Fi和 5G都具有獨特的優勢和應用場景。根據一些資料顯示，

Wi-Fi尤其適合在高密度設備環境中使用，例如醫院。Wi-Fi提供更高的網絡效率、更大

的容量和更低的延遲，這對於需要即時數據分析和遠程患者監控的醫療設備非常有利；另

一方面，5G提供了更高的移動性和更快的速度，這對於需要在不同地點之間移動的醫療

應用非常有用。例如，5G 可以支持行動醫療單位和遠距手術，這些應用需要穩定且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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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總體而言，Wi-Fi更適合固定位置的高密度設備環境，而 5G 則更適合需要高移

動性和高速連接的應用場景。這兩者可以互補使用，以滿足不同的醫療需求。 

採用混合網路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解決方案，透過在醫院內部設置專用服務器，可確保

數據在內部網路中的安全性，而不需要將數據傳輸到公共網路。這樣，當數據從無線電進

入核心網路時，可在醫院內部進行處理和存儲，確保數據的隱私和安全。而當患者離開醫

院時，可以切換回公共網絡來存取某些數據，這樣可以在保證安全的同時，提供靈活的數

據存取方式，這種方法確保了數據的安全性，同時滿足了不同場景下的需求。當然，這樣

設置可能會增加成本，因為需要更多的專用設備和網路基礎設施。但這也是確保數據安全

和隱私的一個必要措施。整體而言，混合網絡可以在保證安全的同時，提供靈活的數據存

取方式，滿足醫療機構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