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參與第24屆亞洲及西太平洋分會亞太倫

理審查論壇(FERCAP)年會 

24rd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Ethical Review Committees in the 

Asia and Western Pacific Region 

(FERCAP) Conference 

 

 

 

服務機關：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姓名職稱：何建良 主任     (總務室) 

劉雅方 院聘月薪行政人員 (受試者保護中心) 

趙于萱 院聘月薪行政人員 (受試者保護中心）

林澤叡 院聘資訊技師     (受試者保護中心） 

 

派赴國家：尼泊爾（加德滿都） 

出國期間：113年11月25日至11月28日 

報告日期：113 年 12月 30 日 
 



2 

 

摘要 

    成大醫院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IRB）與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學會（TAIRB）共

同參與了第24屆FERCAP國際會議。本屆會議於2024年11月25日至27日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

行，由尼泊爾健康研究委員會（Nepal Health Research Council, NHRC）主辦，主題為

「透過負責任的研究行為最大化效益」（Maximizing Benefits through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本次會議吸引了來自20個國家共502位參與者（包括線上與實體

參與），是一場聚焦於全球健康研究倫理實踐與挑戰的國際性學術盛會。會議內容豐富多

元，包括專題演講（plenary sessions）和平行場次研究分享（parallel sessions）。

此外，會議還舉辦了多場工作坊，聚焦於標準作業程序（SOP）的執行、倫理審查程序的

質量保障，以及有效溝通的實務操作，為與會者提供了寶貴的學術交流與實務啟發機會。

會議中透過現場提問與討論，促進了多元觀點的互動與深度交流。 

本次會議主題強調，研究不僅是推動知識創新的重要手段，更是一項服務社會、改善人類

生活品質的活動。在研究過程中，無論是設計、執行還是結果的分享，都必須遵守國際標

準的倫理規範，以保障參與者的權益，提升研究的科學性及其對社會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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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了提升亞洲及西太平洋地區倫理審查的品質，FERCAP每年舉辦國際年會，並提供多

項相關訓練課程，包括參與者保護課程（HPPC）、標準作業程序（SOP）開發課程以

及倫理審查實踐的調查與評估課程，致力於推廣倫理審查的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成

大醫院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IRB）自2012年通過FERCAP西太平洋分會的認證

後，持續專注於研究倫理的實踐與推廣。此次，成大醫院IRB與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

查學會（TAIRB）合作，積極參與了第24屆FERCAP國際會議。該會議於2024年11月25

日至27日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行，以**「透過負責任的研究行為最大化效益」

（Maximizing Benefits through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為主題，

聚焦於研究倫理的創新應用與實務挑戰。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成大醫院IRB發表兩篇研究論文更榮獲了口頭報告資格，代表成

大醫院IRB在國際研究倫理領域中卓越貢獻的肯定。 

口頭報告題目如下： 

⚫ Using AI for Rapid Classification：本研究探討如何運用人工智慧技術快速

分類與優先排序倫理審查案件，以提升審查效率並確保決策品質。 

⚫ Use of a Comprehensive Cloud-Based Drug Tracking System：此研究展示了

一個基於雲端的綜合性藥物追蹤系統，如何在臨床試驗中實現藥物管理的透明

化、安全性與合規性，並提升受試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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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成大醫院IRB的參與，不僅期望藉由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倫理專家學者互動交流，

學習全球研究倫理的最新趨勢，還希望透過分享自身的研究成果，展現中心在倫理審

查與科技應用領域的專業能力。同時，此次會議也為中心提供了拓展國際視野的寶貴

機會，有助於進一步提升成大醫院IRB在國際研究倫理領域的地位與貢獻。 

   

圖一、開幕儀式 

 

圖二、FERCAP代表，TAIRB代表與台灣醫療機構IRB代表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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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成大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代表合影

 

圖四、成大醫院何建良醫師口頭分享研究論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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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過程 

第24屆FERCAP國際會議於2024年11月25日至27日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行，會議以「透過

負責任的研究行為使效益最大化」（Maximizing Benefits through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為主題，聚焦於研究倫理的創新實踐與全球挑戰。此次會議吸

引了來自多國的參與者，透過實體與線上的形式同時進行，為全球研究倫理領域提供了

深度的討論與交流平臺。 

 

在第一天上午的全體會議中，開幕典禮與主題演講設定了會議的基調，主題涵蓋研究公

平與正義、臨床試驗的最佳實踐以及尼泊爾健康研究倫理的發展與領導力，為後續討論

奠定了學術與實務的基礎。接續的全體會議中，與會者探討了健康研究與創新中的倫理

挑戰，包括「去中心化臨床試驗」的倫理問題、氣候變遷對健康研究的影響，以及在低

中收入國家優先處理罕見遺傳疾病的策略框架。這些演講不僅提出了具體的實踐挑戰，

也為創新應用提供了新視角。 

 

下午的平行場次進一步深化了議題討論，分場主題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倫理審查、研究

教育與參與者保護，以及科技在倫理審查中的應用。其中，來自成大醫院的何建良醫師

就「人工智慧在快速分類中的應用」及「雲端藥物追蹤系統的使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分享，展示了技術創新如何改善研究倫理的執行效率。 

 

第二天的會議同樣包含全體與平行場次，上午的議題聚焦於促進對科學的信任、知情同

意與脆弱族群研究的挑戰以及生物醫學研究中的倫理議題。下午則延續專題討論，探索

了低中收入國家實施研究的倫理複雜性、生物倫理的演進，以及健康研究中特殊主題的

倫理挑戰。平行場次結構靈活，涵蓋了不同背景與研究領域的多樣化主題，為與會者提

供了專業互動的契機。 

 

最後一天的重點在於國際合作與倫理審查的實務落地，包括FERCAP認證授證儀式、年度

業務與財務報告，以及與區域性夥伴組織簽訂合作意向書。會議尾聲，全體專家演講進

一步強調了負責任研究行為的重要性，並展望了全球研究倫理合作的未來發展。閉幕典

禮上，主辦方邀請與會者參加下一屆泰國曼谷的FERCAP國際會議，也為此次會議畫下圓

滿句點。 

 

本屆年會議程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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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點摘要與心得 

本次會議聚焦於研究倫理的挑戰與創新實踐。會議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學者與專家，

涵蓋多元化的健康研究領域，包括數位化倫理審查、氣候變遷對健康的影響、罕見

疾病研究及資源有限地區的臨床試驗等核心議題。 

1. 數位化倫理審查的挑戰與機遇 

會議深入探討了數位化技術在倫理審查中的應用，特別是大數據與人工智慧（AI）

技術在健康研究中的普及。例如，遠距醫療及去中心化臨床試驗（DCTs）因數位工

具的發展而得以推進，但隨之而來的數據隱私與安全性問題也成為挑戰。會議建議

研究倫理委員會（IRB）需強化其對數據隱私的管理能力，並引入「隱私設計」

（Privacy by Design）原則。同時，成大醫院分享的AI技術在快速分類初次審查

中的應用，展示了如何通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提升倫理審查的效率，並為數位化過

程的標準化提供了實例。 

2. 氣候變遷對健康的影響 

氣候變遷加劇了被忽視熱帶疾病（NTDs）的流行，如瘧疾等疾病因極端天氣而加

劇，對弱勢群體的健康構成更大威脅。專家呼籲跨國與多學科合作，發展針對NTDs

的適應與減緩策略，並制定專門的倫理指導方針，以實現健康公平與氣候正義。這

些建議對台灣在應對氣候變遷相關健康研究時提供了啟發，特別是在資源分配與研

究優先順序的規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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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罕見疾病研究的倫理挑戰 

罕見疾病研究常因低盛行率而被忽視，但其對健康公平的影響卻不可忽視。會議提

出以疾病負擔（DALYs）為基礎建立研究優先排序框架，並透過政策支持與患者參

與確保研究方向符合本地需求。以菲律賓孤兒疾病協會成功推動《罕見疾病法案》

為例，展示了結合倫理原則與政策推進的有效性。這對台灣未來推動罕見疾病研究

政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4. 跨國合作與資源共享 

會議強調跨國合作對全球健康研究的推動作用，例如日本全球健康與醫學國家中心

（NCGM）主導的區域協作網絡（ARISE）成功整合資源，為多國臨床試驗提供支

持。通過能力建設與聯合審查機制，顯著縮短了試驗申請流程，並增強了研究的合

規性與效率。這些經驗對台灣在跨國臨床試驗中的倫理審查與國際合作具有重要啟

示。 

參與此次會議讓我深刻體會到倫理審查在健康研究中的核心作用，特別是在數位化

技術與跨文化背景中的應用與挑戰。從數據隱私的保護到脆弱族群的研究保障，再

到多學科合作的資源整合，會議提供了豐富的學術啟發與實踐建議。對於台灣而

言，我們需要持續加強倫理審查的標準化與靈活性，推動數位化與國際化進程，確

保每位研究參與者的權益得到充分保障，為全球健康研究的公平與科學性作出更大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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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一、數位化時代下的倫理審查：強化技術能力與標準制定：隨著大數據與人工智

慧技術在健康研究中的應用日益廣泛，研究倫理委員會（IRB）面臨的挑戰也

越來越複雜。會議中關於AI與機器學習的應用案例顯示了技術如何提升審查

效率，但也凸顯出數據隱私、算法透明度和技術風險管理的不足。摘列重點

如下： 

⚫ 標準化數位技術審查框架：應推動制定國際化指導方針，規範AI與大數

據研究的倫理審查流程。 

⚫ 專家融入審查流程：IRB需要邀請具備技術背景的專家進入審查委員會，

以有效評估新技術的風險與倫理適用性。 

⚫ 教育與能力建設：針對IRB成員進行相關技術與倫理議題的定期培訓，確

保其對新技術的理解與掌握。 

二、脆弱族群的保護：超越年齡標準的同意能力評估：會議中菲律賓學者對兒童

同意能力的研究指出，除了年齡，還有許多因素影響兒童對研究的理解與同

意能力。這一研究強調了多維度考量的重要性,包括： 

⚫ 採用動態評估模型：針對兒童和其他弱勢群體的同意能力，應結合心理

成熟度、文化背景、教育水平等因素，建立動態評估模型，而非僅依賴

固定年齡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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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適應性工具：設計專為弱勢群體量身定制的同意流程與材料，例如

使用視覺輔助工具或多語言版本，確保所有參與者都能充分理解研究內

容與風險。 

⚫ 倫理委員會的多元組成：確保倫理委員會包含心理學、兒童發展及文化

研究等領域的專家，提供更多元的觀點以保護弱勢群體。 

三、氣候變遷與健康研究：倫理與政策結合的實踐：氣候變遷對健康的影響是全

球健康研究的一大挑戰，特別是在低中收入國家（LMICs）。本次會議的討論

凸顯了跨學科合作的重要性。 

⚫ 促進國際合作：國際機構應推動針對氣候相關疾病的跨境合作，並設立

專門的研究基金支持倫理導向的健康研究。 

⚫ 發展地區適應策略：結合地方需求，制定針對特定地區的倫理指導方

針，確保研究成果能有效應對地方健康挑戰。 

⚫ 融入倫理教育：將氣候變遷與健康研究的倫理問題納入學術課程，提升

下一代研究者對該議題的敏感性與專業能力。 

四、跨國合作的倫理挑戰：推動標準化與能力建設：會議中的跨國合作經驗表

明，聯合審查機制與標準化操作程序（SOPs）能顯著提升臨床試驗的合規性

與效率。然而，仍需進一步努力以縮小國家間倫理審查能力的差距。摘列重

點如下： 

⚫ 建立區域性審查平台：透過區域合作，創建共享的倫理審查平台，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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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研究的申請流程，並提升透明度與一致性。 

⚫ 能力建設支持：對資源有限地區的倫理委員會提供技術支援與培訓，確

保其在國際合作中能有效履行審查職責。 

⚫ 推動雙向交流：鼓勵高收入國家的IRB成員與低中收入國家的倫理委員會

合作，共享經驗並相互學習。 

五、持續發展的全球健康研究倫理：本次會議展示了全球健康研究倫理的多樣性

與挑戰，也強調了建立統一標準與促進國際合作的必要性，包含： 

⚫ 社區參與：在研究設計階段融入受試者與社區的意見，確保研究方向符

合受試者的需求與文化背景。 

⚫ 透明度與公信力：推動研究結果的公開共享與透明審查機制，提升受試

者與公眾對研究的信任。 

⚫ 倫理審查的前瞻性思維：不僅審查當下的研究計劃，也需考量其長期影

響，特別是在數據保存與技術應用方面。 

作為人體研究倫理與受試者保護的成員，深感此次會議提供了一個寶貴的交流平台。

它不僅回應了當前的全球研究倫理挑戰，也為未來的創新實踐與政策制定提供了具體

指引。我們需要持續努力，將倫理審查標準化與實踐靈活性相結合，促進公平、有效

與負責任的健康研究發展，最終實現對受試者權益的最大化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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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尼泊爾傳統藝術展演 

 

圖六、新光醫院與花蓮慈濟醫院IRB代表接受FERCAP國際評鑑授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