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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與會議是響應國家衛生政策及提升醫院國際化發展，並將開刀房效率提升經驗推廣至國

際舞台。會議過程包括互動工作坊、專題討論、口頭報告及經驗交流。工作坊展示了創新工具，

強調跨部門合作及持續改進的價值；主會議則聚焦於環境永續醫療的雙重目標，透過分享提升

效率的實踐案例，探討醫療品質提升的同時降低對環境負擔。在開刀房效率方面，透過數位轉

型與流程控制，在病人安全為前提下成功達成卓越標準，並吸引國際同業關注。 

增進了醫療品質提升與永續發展的理念連結，ISQua綠皮書更提供了環境永續、社會責任及治

理（ESG）策略指引，台灣醫院可依此推行碳排減量、綠色建築、社區健康教育及透明化管理，

朝向高效且符合社會責任的醫療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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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配合醫學中心的任務規範，第五項任務要求積極響應國家衛生醫療政策，參與國際衛生活動。

根據第 5.2.1條規範，醫學中心應積極參與國際衛生組織的活動並進行交流，尤其鼓勵醫療院

所參加 WHO相關會議。而國際健康照護品質協會（ISQua）是專注於提升全球醫療品質的國際

組織，並自 2006年起成為 WHO正式認可的 NGO。參加此次國際會議，將有助於我們在病人安全

的基礎上，通過跨部門合作，將本院提升開刀房效率的成功經驗推廣至國際舞台。 

 

二、過程 

本次會議來自 80國家，1200人一起參與，本次我國約有 250名專家代表參與，包括醫策會及

國內各醫療機構均有派員參加。 

 

第一天（9月 24日）：會前工作坊 

首日的會前工作坊專注於醫療品質和病患安全創新，透過實際操作的互動課程，展示了最新的

改善工具與策略。這些活動強調了持續改善和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也激發了將此類策略應用

於日常醫療工作中的想法。 

 

第二天（9月 25日）：正式開幕及主題討論 

正式會議的首日包括專家講座與簡報分享，其中關於環境永續醫療的議題最為引人注目。強調

在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的同時，也應關注減少對環境的負擔。此內容讓人深思如何將永續性融

入醫院管理和臨床工作中，進一步實現兼顧環保與醫療品質的雙重目標。 

這天下午，職進行了 e-poster的口頭報告，題目為「運用流程控制與數位轉型提升開刀房效

率 (Use process control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improve operating room 

efficiency)」，分享了我們的經驗與成果。報告中介紹了高雄榮總開刀房如何在病人安全為首

要前提下，通過集思廣益、跨部門協作（包含外科、麻醉、護理、資訊、品管團隊），成功提

升開刀房效率，並達成超越 6個標準差的卓越目標。演講結束後，立刻有現場觀眾前來討論開

刀房的管理模式，讓我們的努力在國際舞台上獲得了重視與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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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9月 26日）：專題討論與跨國交流 

這一天的重點在於案例分析與全球醫療品質標準的實施現況，透過各國成功的實施案例，加深

了對於多元品質框架應用的理解。與會者之間的交流也讓人更加認識到，本地化的品質標準應

如何靈活適應不同的醫療情境。 

 

第四天（9月 27日）：閉幕演講與獎項頒發 

最後一天展示了得獎計劃及以病患為中心的創新研究成果。數位醫療與 AI技術在病患監控中

的應用為當日重點，帶來了如何透過科技提升醫療品質的具體建議，為會議劃下圓滿句點。 

 

三、心得及建議（包括改進作法） 

(一)心得： 

我們報告在病人安全為前提下進行跨部門合作提升開刀房效率，與本次ISQua40會議的主題「健

康服務於人與地球：架構永續未來的橋樑」高度契合。這一主題強調在全球健康體系中追求永

續發展，透過品質改進和合作實現更高效且安全的醫療服務。可分三個部分說明： 

1. 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ISQua致力於提升全球醫療品質，而病人安全是其核心目標之一。

在開刀房環境中，跨部門協作（如外科、麻醉、護理、資訊、品管）有助於降低醫療風險，

確保病人接受安全、無縫的手術護理，這正是 ISQua推動醫療品質改進的具體實現。 

2. 資源效率與永續目標：提升開刀房效率可以優化資源利用，減少不必要的等待時間和資源

浪費，符合 ISQua40所強調的環境永續。透過數位轉型等工具發揮作用，支持醫院達成更

高的運營效率，減少資源耗損並延續品質提升的成果。 

3. 全球交流與共享經驗：此次參與 ISQua40，將我們在病人安全和跨部門協作方面的成功經

驗推廣至國際，促進知識共享，也帶動各地醫療體系共同進步，為支持全球健康服務的持

續改進貢獻一份心力。 

(二)建議:  

ISQua40會後發布了白皮書宣告"Green Care is High Quality Care: The ISQua Gree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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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ll to Ac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and Climate Resilient Health 

Systems"，並且進一步提出綠皮書做深入闡述。ISQua的綠皮書提供了針對醫療系統實踐環境

永續、社會責任、組織治理（ESG）策略的寶貴指引，適合台灣醫院在推動 ESG時參考。 

環境永續性：例如減少碳足跡、採用可再生能源、推行節水節能措施等。醫院可考慮建立綠色

建築標準，優化廢棄物管理流程，減少塑膠及其他一次性醫療用品的使用，推動無紙化及數位

醫療。 

社會責任：綠皮書強調醫療體系對社會的健康福祉應負責任。醫院可以加強社區參與，提供健

康促進及疾病預防教育；透過減少污染排放和提倡健康生活方式，也可以間接提高社會健康水

準。 

治理和組織透明度：綠皮書建議醫療機構設立明確的永續性政策並推動內部管理透明度，從而

增強信任度。醫院可引入跨部門永續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確保 ESG政策的貫徹與負責，並制定

符合永續目標的監測指標。 

透過這些策略，台灣的醫院可以在提升醫療品質的同時，達成 ESG目標，逐步建立氣候友好、

社會責任感強的醫療系統。這些成果也可以持續在來年的 ISQua或其他相關的國際會議中提出

分享及交流，相信對於機構參加 ESG認證也會有很多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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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 - 議程 

 

附件二 - 相片 1 (進行 e-poster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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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相片 2 (大合照，展現台灣力) 

 

附件二 -相片 3 (與莊旺川主任及中山大學、台中榮總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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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簡報 - 運用流程控制與數位轉型提升開刀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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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 ISQua綠皮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