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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醫療品質的提升，各國人口邁入高齡化，加上現代人生活步調緊湊及生活型

態的改變，更提高了各類急、慢性疾病的發生率，使得各國醫療費用的支出與日俱增，

但醫療資源浪費的問題卻依然層出不窮。而自我照護(self-care)的推廣除了讓民眾有

正確的日常醫療保健知識，提高自我照護能力及日常健康的維護外，對於小病的處置、

慢性病的防治及預防避免後續所帶來龐大的醫療支出都有一定的貢獻。因此，自我照

護(self-care)的推廣已是 WHO 重要的健康政策之一，也成為各先進國近年來醫藥保健

制度上重要的政策。 

1970 年由歐洲、美國、加拿大資助成立的世界自我用藥產業協會（World Self 

Medication Industry, WSMI）為一全球性的自我照護相關協會；而 2010 年成立於台

灣台北的 APSMI 則為 WSMI 的主要會員組織之一，為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自我用藥產業協

會。APSMI 為整合東南亞各國藥事法規而組成「自我用藥合作亞洲法規專家共同會議

(Self-Medication Collaborative ASIAN Regulator Expert Roundtable, 簡 稱

Self-CARER)」，目標期使協助東南亞與亞洲鄰近國家之藥政主管機關，交換分享各國

非處方藥管理法規之差異，並尋求共同合作機會，讓亞洲各國在自我照護及自我用藥

的法規可以更整合與健全。 

    此次會議與會者包含各協會會員、產業代表，還有官方及學術界代表，核心議題

圍繞在「共同合作推動自我照護」、「數位健康與自我照護」及「環境永續與自我照護」，

對於議題的分享，均有助於讓我們了解亞太其他國家對於非處方藥管理之最新政策與

發展近況，這些趨勢對於自我照護概念的推廣與實踐更是意義重大，可做為我國非處

方藥與自我照護相關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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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背景說明 

    隨著現代生活型態改變、醫療科技進步，社會邁入高齡化，使得各國醫療費用的

支出與日俱增，醫藥先進國家均將自我照護(self-care)的推廣列為重要醫藥保健政

策，除了讓民眾有正確的日常醫療保健知識，提高自我照護能力及日常健康的維護外，

對台灣而言，推廣自我照護的觀念對於醫療資源有效利用更是相當重要的，從社會整

體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自我照護的推廣與非處方藥的使用，除可舒緩健保藥品龐大

支出成本的壓力，並可使有限的健保醫療資源更有效的利用於重症及長期照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自我照護(self-care)是指:「無論有沒有醫療工

作者的協助，個人、家庭、社群能夠促進並維持個人健康、預防疾病、處理身體不適

及生理失能的能力。」而自我照護涵括的範圍包含健康促進、疾病預防、自我用藥、

提供緩和照顧和康復。然而這並不代表自我照護能夠取代醫療系統，而是為醫療照護

提供一個額外的選擇方案。一個完善的自我照護架構可以讓具備充足資訊及知識的個

人透過醫療系統、藥局、商店、社區服務、親友，甚至數位媒體科技等來取得資源，

藉此達到更高的健康生活水準。 

    Self-CARER (Self-Medication Collaborative ASIAN Regulator Expert 

Roundtable Self-CARER) 成立於 2014 年，係由 GSCF(Global Self Care Federation)、

APSMI(Asia-Pacific Self-Medic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及 TSMIA(Thai Self 

Medic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聯合舉辦之非處方藥國際藥品法規趨勢研討會，

目的為進行非處方藥管理法規交流，促進亞洲各國了解並整合各國非處方藥管理法規

之差異，期許能在非處方藥品審查上更有效率，加速亞太地區非處方藥的可親近性。 

    此次會議有泰國、印尼、日本、南韓(線上)、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及我國共 8

國衛生主管機關代表參與，協會會員及產業界代表則約 200 人與會，會議核心主軸在

於「共同合作推動自我照護」、「數位健康與自我照護」及「環境永續與自我照護」等

面相，報告者除彙報了各自近年來的非處方藥法規及市場更新近況，同時表達了自我

照護應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健康管理趨勢，並積極展現了遠距醫療於偏鄉自我照護的成

果，同時傳遞因應亞洲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自我照護應變得”單純而簡單”的概念。

會中並發表「曼谷宣言」，提倡公私部門協力合作，民眾（病人）自我照護意識持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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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營造有利於自我照護的環境，鬆綁不成比例的法規限制，善用數位科技以深化精

進自我照護等策略。參與此次會議可加強與日、韓及東南亞國協相關國家之交流，有

助於分享並了解各國審查經驗及最新的自我照護相關管理措施，除了促進非處方藥品

之國際協和之外，也可深化我國國際衛生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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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開會過程紀要 

一、參加人員: 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組林委正科長、張原溢審查員 

二、行程表 

 

 

 

 

 

 

三、會議過程及內容重點摘要 

(一) 11/13 人工智慧於促進自我照護 

    會中分享由泰國業者開發、藥師公會推廣使用的 Telehealth 系統，病人可以透過

APP 介面，直接與醫師、藥師連線諮詢，並整合各種病人臨床檢測或量測數據，供醫藥

專業人員評估衛教。另外，泰國官方數位及經濟社會部介紹泰方分階段推動 AI 開發應

用的情形，包括：一階段建立 AI 使用的管理方式、二階段同步評估 AI 發展及其伴隨

的風險、三階段開發 AI 運用於組織的服務。  

(二)11/14 共同合作推動自我照護 

全球自我健康照護的生態/社會價值研究 

自我健康照護社會經濟研究突顯了自我健康照護的經濟效益，包括可為全球節省 408

億個生產日，及在東亞太平洋地區節省 590 萬美元的成本，會議特別提到區域性的影

響，例如在印度可節省了 8200 萬小時的醫生診療時間，強調自我健康照護在減輕醫療

負擔方面的成效。 

自我健康照護在醫療體系中的策略性角色 

會議呈現了自我健康照護的潛在經濟效益，預計節省超過 5000 萬美元。同時指出了消

日期 行程 

2024 年 11 月 12 日 桃園機場啟程 

2024 年 11 月 13 日 

參加 2024 非處方藥國際藥品法規趨勢研討會

（Self-CARER） 

2024 年 11 月 14 日 

2024 年 11 月 15 日 

2024 年 11 月 16 日 啟程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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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克服自我健康照護普及障礙的需求，並提出提升數位化、簡化

藥品查驗登記流程，及處方藥重新分類的建議。 

藥師在自我健康照護中的角色 

講者討論了藥師在自我健康照護中不斷演變的角色，強調了藥師在藥品發現、開發及

零售中的參與，並突顯藥師在藥品管理、採購及患者諮詢方面的責任，藥師的角色目

前已從藥品導向轉為患者導向。另詳細介紹了藥師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的努力，包括

遠距藥房、諮詢服務等，強調了藥師在公共健康及自我健康照護中所應肩負的角色。 

自我健康管理政策 

馬來西亞政府規劃打造一個健康國家、具有韌性的醫療系統和創新的健康生態系統。

主要包括強化身體健康功能、推廣健康生活方式等，此外，也特別提到戒煙運動。講

者強調政府應跨部門協調、數位技術應用，以及透過公私合作提升自我健康管理。 

另聚焦於印尼政府推動自我健康照護的作為，特別是為應對 COVID-19，政府額外撥款

2.2 兆印尼盾，培訓了 30,030 家藥局，教育民眾正確用藥。 

邁向世衛自我健康管理決議 

講者強調自我健康管理在醫療中的重要性，主張將其納入全面健康解決方案。並說明

可由各協會和製造商組成的自我健康管理聯盟（Self Care Federation），目標是通過

將自我健康管理融入醫療系統，特別是在非傳染性疾病領域，並呼籲利益相關者共同

支持此一概念。 

曼谷自我健康管理聯合倡議 

講者說明了自我健康管理對個人健康和疾病預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 COVID-19 和氣

候變遷的背景下，強調了公私部門之間合作的重要性，以降低成本、共享資源，互相

包容，消除自我健康管理的障礙。建議制定一個全面的政策，將自我健康管理納入健

康系統中，以促進福祉和發展。 

(三)11/14 數位健康與自我照護 

亞太地區市場趨勢 

講者說明亞洲市場不斷演變的趨勢，特別是在電子商務和藥局銷售方面的增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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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已超越西方國家。2023 年全球市場增長 6.5%，其中電子商務佔了銷售的 42%。歐

洲正在崛起成為顯著的增長市場，俄羅斯在 2024 年顯示出 15%的增長。全球主要趨勢

包括心理健康產品的興起以及簡化消費者產品選擇的需求。預計電子商務將在十年內

主導全球 33%的銷售。討論強調了清晰的溝通、可信賴的科學以及創新行銷策略的重要

性。 

健康在更多人手中 

強調由於人口老齡化，推動自我健康管理變得更加迫切，目前低收入國家每 10 萬人僅

有 1000 名醫生，預計到 2050 年老年人口將增加三倍。故強調了應積極改善各國法規

差異、加速 OTC 藥品查驗登記及電子標籤的重要性，並討論了傳統醫學和人工智慧技

術作為自我健康管理潛在推動力的角色。 

讓自我健康管理變得簡單 

討論聚焦於通過消費者友善的產品和數位解決方案來簡化自我健康管理。關鍵點在於

受到人口老化和 COVID-19 後消費者行為改變的驅動，亞洲的電子商務增長迅速，超過

40%的自我健康管理產品購買已在線上完成。講者公司致力於讓醫療產品變得容易理

解，即使是非專業人士也能輕鬆使用。他們已培訓超過 20,000 名醫療專業人員，並接

觸到 60,000 名藥師，持續為推動自我照護而努力。 

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自我健康管理 

講者強調了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自我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應善用醫療從業人員和組

織的力量推廣自我照護。並分享了兩個案例研究。第一個案例涉及一名 45 歲的糖尿病

商人，他因缺乏認知而罹患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講者公司發起了自我檢測活動，成

功提高了患者和醫療從業人員的認識。第二個案例聚焦於印度的貧血問題，該國每兩

名女性中就有一人患有貧血。講者公司與印度婦產科協會聯盟合作，接觸到超過 3000

名醫生和數百萬消費者，成功提高了患者和醫療從業人員的連結。 

東南亞最大數位藥局網絡提升自我健康管理 

Swift Grads 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公司，通過其數位網絡增強東南亞社區藥局對自

我健康管理的貢獻。該平台於 2017年推出，服務於六個國家的超過 305,000名用戶，

其中 77%為女性，40%居住在農村地區。平台提供免費的教育資源、專業發展和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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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功能，大大降低了藥品短缺率。 

越南數位健康應用 

簡要介紹了越南在基層醫療中應用數位健康的全面概況。越南從 2022 年至 2030 年將

推動醫療數位化轉型，重點包括建立國家數據庫和線上服務。目前面臨的挑戰有數位

能力不足、數位服務採用率低，以及與現有系統的整合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包括加

強專業培訓、連接病患與數位健康服務，並提高民眾數位意識。 

泰國電子標籤法規實施經驗 

講者說明於泰國電子標籤法規的實施，目標是改善產品資訊的可及性。 

南非 OTC 電子標籤的實施歷程 

說明南非實施非處方藥電子標籤的過程，目前平台挑戰包括多語言和音頻的可行性，

期改善病患獲取資訊的途徑。 

APSMI 對數位健康解決方案與電子標籤的立場 

數位健康市場預計到 2025 年將成長至 1000 億美元，遠程醫療成為普及趨勢。電子標

籤可節省 400 萬棵樹，並提升病患對資訊的可及性。APSMI 建議包括應建立數位健康識

字框架、統一電子標籤指導方針以及促進多方合作。。 

(四) 11/15 環境永續與自我照護 

自我照護（Self-CARER）成就 

說明自我照護（Self-CARER）創立以來的發展歷程，此倡議專注於醫療保健、自我照

護教育和公民教育，並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時探討透過媒體和社交網絡傳播公共健康

資訊的必要性，及未來持續加強合作、分享經驗的想法。 

亞太地區對於非處方藥（OTC）產品的努力 

聚焦於亞太地區非處方藥（OTC）產品的查驗登記審查流程，強調了互相瞭解各國審查

差異，可以減少主管單位負擔、提高消費者藥品可近性以及維持高安全品質藥品的好

處。 

真實世界證據（RWE）在自我照護領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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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真實世界證據（RWE）在自我照護產業中的重要性，強調其補充隨機對照試驗

（RCT）的作用，期縮小臨床試驗與實際使用之間的差距。討論重點包括 RCT 與 RWE 之

間的主要差異。 

環境永續 

推動永續自我照護解決方案，重點領域包括包裝廢棄物、二氧化碳排放及塑膠管理。

他們開發了工具幫助供應商評估碳足跡，並正在探索包裝的替代材料。會議強調了全

球標準的重要性、政府對廢棄物管理的投資，以及需要可擴展且可實施的解決方案。 

永續行動 

強調健康環境與社會之間的相互聯繫。講者引用世界衛生組織 2023 年的報告指出，防

治空氣污染可以減少 26%的疾病負擔。在亞洲，主要挑戰包括低健康素養、自然災害以

及導致每年 1 萬人死亡的塑膠廢棄物問題。為應對這些問題，講者建議專注於減少碳

排放、廢棄物和污染，目前永續性已全面融入企業戰略，他們計畫實現所有產品包裝

的可重複使用，並推出業界首個大幅減少碳排放的包裝。 

(五) Regulator meeting 

此次有台、日、泰、馬、菲、越等國官方代表出席，韓國採視訊參加。會中主辦單位

首先說明自我照護新平台之建立規劃，討論未來 SELF CARER 會議架構及運作方式，並

預計於 12 月底前，建立「數位健康」、「精簡化 OTC」等至少 2 個工作小組，亦將邀請

各國法規科學專家及產業界人士公私協力，共同合作。另於確認「曼谷宣言」內容後，

隨即由各國官方代表依序發表法規更新簡報。最後，日方共同主持人總結會議共識，

並邀請台灣共同主持人（代理人）發表官方會議結語。 

 

參、心得與建議: 

        本次會議主軸有三，「共同合作推動自我照護」、「數位健康與自我照護」及「環

境永續與自我照護」，重點如下: 

一、國際或區域組織均確立自我照護對於健康體系具有重要價值及公益。為此，不能

只靠官方推動，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乃至於各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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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共同合作，是達成自我照護的重要課題。 

二、發表「曼谷宣言」，提倡公私部門協力合作，民眾（病人）自我照護意識持續提

升，營造有利於自我照護的環境，鬆綁不成比例的法規限制，善用數位科技以深化精

進自我照護等策略。 

三、自我照護應回歸以民眾為中心、單純而簡單（如：容易明暸的言語）的方向發展，

以因應高齡化及推廣照護知能。 

四、革命性的數位化發展，加速驅動自我照護的進展，增加互動性及各類訊息整合的

重要性，民眾在這方面必須更有數位意識。 

    台灣自實施健保制度以來，國人過度依賴健保資源，對自我健康負責的保健觀念

意識薄弱，因此易造成醫療資源浪費。與世界各國相比，我國國人看病次數更是居高

不下。近年來，雖然國人教育水準提昇，但有小病時，會尋求自我照護的比例卻依然

偏低。因此推廣自我照護的觀念對於台灣醫療資源有效利用是相當重要的。從社會整

體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自我照護的推廣與非處方藥的使用，除可舒緩健保藥品龐大

支出成本的壓力，並可使有限的健保醫療資源更有效的利用於重症及長期照護。 

    我國對於非處方藥品已於 105 年推動仿單外盒標準化格式，要求仿單內容應固定

位置，讓消費者一目了然，且應以民眾易讀易懂語言呈現，並增加視障者了解藥品資

訊的輔助措施，如 QR code 等，提供所有民眾易瞭解的藥品資訊。另因應藥品之可近

性，我國於 105 年開放網路零售乙類成藥，擴大乙類成藥取得之便利性。在在呼應了

本次會議以人為本，且自我照護應簡單而單純的軸心目標。目前我國仍持續擴增指示

藥品審查基準之收載範圍，增加非處方藥品種類之核准，提供民眾在自我照護時有更

多品項可選擇，同時參考各國藥品分級管理情形，主動進行轉類品項評估作業，鼓勵

業者提出轉類申請，積極擴大非處方藥品項，未來或可參考國外友善環境作為，鼓勵

採可回收或可分解材質為產品包裝，以更貼合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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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工作照片 

 

 

 

 

圖一、主辦單位、共同主持人及泰國 FDA副秘書長於正式會議前合影，左起林委正

(台灣 TFDA)、Junko Sato(日本 PMDA)、Withid Sariddeechaikool(泰國 FDA)、Worasuda 

Yoongthong(泰國 FDA)、蔡宜芳(APSMI)及 Tamara Rogers(G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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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林委正科長仔細聆聽泰國業者開發、藥師公會推廣使用的 Telehealth 系統 

圖三、林委正科長於官方會議發表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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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與會之各國官方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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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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