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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14 年中央健康保險署龐副署長一鳴代表赴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市，參加

「醫療資訊與管理系統協會」(以下簡稱 HIMSS)於 114 年 3 月 3 日至 6 日召開之年

度會議，並於回程參訪加州史丹佛大學附設醫院及提供網路設及服務的思科公司

(CISCO)。 

HIMSS 的活動包括學術會議及產品展示二大部分。參加人數約 3 萬人，參展廠

商約 1000 家。產品展示包括醫用資訊系統、軟體、AI 產品、專業服務、資安專區、

醫療設備等。其中的「台灣區 Taiwan Pavilion」，今年由國家科學委員會及財團

法人金屬工業中心負責召集，9 家廠商參加。廣達、華碩、研華等國內大廠亦另外

設有攤位。 

學術活動則有數百場次，內容除了醫療資訊相關議題外，還有政府部門的政策

及技術解決方案、醫療資訊人員的生涯規劃等，分別由廠商、專業團體、政府部門、

學術單位等主辦或協力。國科會亦包了一個中午時段的場次，推廣邀請國際人士了

解我國相關產品及技術。 

此次參加 HIMSS 年會主要為參加學術活動，零碎時間或轉換會議室時才至展區

參訪。參加的學術活動包括美國衛生部主導的 FHIR 推廣政策、CMS(負責美國老人

及貧民醫療保險的組織)推動的事前審查 APP、居家醫療發展及醫療 AI 治理等。 

史丹佛大學附設醫院的參訪，除了參觀開放空間外，並聽取其醫院資訊系統的

軟、硬體佈建，及其發展經驗、醫療大數據的應用等。CISCO 公司的參訪內容為聽

取公司及通訊技術的發展經驗，AI 的發展及未來趨勢。 

 



 

i 

目次 

摘要   ................................................................. I 

壹、 目的 ............................................................. 1 

貳、 行程表 ........................................................... 2 

參、 過程 ............................................................. 4 

肆、心得與建議 ....................................................... 23 

 



 

1 

壹、 目的 

HIMSS(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Society)是創始於

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專注於透過資訊科技和管理系統，來提高醫療保健的品質、安

全、成本效益及可近性，並作為醫療資訊或相關主管交換經驗、互相學習的專業組

織。 

現今 HIMSS 為己經發展為全球性的非營利組織，服務遍及北美、歐洲、英國、

中東和亞太地區，在推動全球各地不同醫院的數位轉型具有豐富經驗，並提供良好

的資訊治理及管理建議與指導。國內已有數家智慧醫療的醫院(如台中榮總、童綜

合醫院等)或體系(長庚、中國醫藥大學醫院等)，導入其管理模組，取得數位醫療或

電子病歷評鑑的認證，成果斐然。 

健保署於 112 年 11 月 13 日與其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深化雙方資訊交流及人

員訓練，以加強我國醫療體系資訊管理系統、強化資訊安全韌性，並接軌國際醫療

資訊標準，加速醫療體系成功數位轉型。 

今年的年會於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市舉行。本次健保署也受大會邀請，於

3 月 5 日下午出席第三屆世界政府高峰會(Third Global Ministerial Summit)，

與各國衛福體系官員或貴賓交流網路頻寛與醫療可近性的議題並分享台灣相關經

驗。 

由於台灣無直飛州拉斯維加斯市的班，本次行程均經由舊金山轉機，而此區域

正是大家熟知的「矽谷」故順道參訪史丹佛大學附設醫院及思科 (CISCO)公司，並

參觀附件的高科技企業總部的共開展示區。 

史丹佛大學為美國的頂學府之一，其醫學院及醫院亦占領先地位，此行除了參

觀醫院的公共空間外，亦聽取醫院資訊管理的架構、策略及其在 AI 的佈局。 

思科公司給資訊業者的印象是通訊設備和服務(視訊會議產品 Webex)，其近年

來也朝資安發展，併購大數據工具公司 Splunk，整和 AI 於通訊服務中。此次參觀

其先進的通訊服務及對未來的展望，並尋求在我國健保在大數據方面可能的突破和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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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表 

日期 地點(城市) 拜訪對象(行程) 

03/02(日) 

桃園機場 

舊金山 

拉斯維加斯 

往程 

03/03(一) 拉斯維加斯 

 Executive Summit 

 Opening Reception 

03/04(二) 拉斯維加斯 

 Opening Keynote: Shaping the Future of 

Healthcare: A Collaborative Care 

Journey Where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Coexist, Dr. Seung-woo Park, Dr. Meong 

Hi Son(韓國三星醫院院長及其同仁)  

 Emerging Technologies Session Opening 

Keynote Address: Reimagining 

Healthcare: Amazon's Vision for a 

Customer-Obsessed 

 Taiwan Pavilion 開幕 

 各國實施 FHIR 經驗 

 美國健保署(CMS)用 FHIR 執行事前審查

(Prior Authorization )的相關規定 

 美國衛生部數位轉型 Smart Data, Better 

Care: Navigating the Digital Quality 

Transition 

 Government Connections Plaza Opening 

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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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城市) 拜訪對象(行程) 

03/05(三) 拉斯維加斯 

 Keynote: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Examin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yber, AI and Beyond, 

Paul Nakasone 

 MGB(位於麻州，哈佛大學的教學醫院之一)

醫院在 HAH(在宅急症照護)經驗分享 

 國科會 Taiwan Smart Health 

 Global Ministerial Summit (受邀參加與

談)  

 A Holistic Approach Assessment of AI, 

AI 的全面評估方法學討論及實驗設計 

 International Reception 

03/06(四) 
拉斯維加斯 

舊金山 

 往程 

 參訪 Standford Health Care  

03/07(五) 舊金山 

 參訪矽谷 CISCO 

 Google Visitors Experiences, Apple 

Park 

 國科會晚宴 

03/08(六)-

03/09(日) 
桃園機場 舊金山→臺灣(移動日) 



 

4 

參、 過程 

一、學術活動 

(一)、Executive Summit 主管高峰會議 

會議主題 

1.透過投資健康建立永續的資訊科技價值(Building Sustained IT 

Value Across the Healthcare Enterprise) 

2.培育與傳輸資訊科技價值(Articulating and Delivering on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IT) 

3.將最新的 IT 趨勢轉化為實際的成果(Translating the Latest IT 

Trends into Actionable Results) 

4.創造無摩擦的病患體驗 (Creating a Frictionless Patient 

Experience) 

5.在行動中部署創新(Deploying Innovation in Action) 

6.創造企業部署技術的案例 (Creating the Business Case for 

Deploying Technology) 

7. 識 別 網 路 安 全 挑 戰 並 制 定 解 決 方 案 地 圖 (Identifying 

Cybersecurity Challenges and Building a Roadmap to Resolve) 

8.解決科技措施的法律問題(Addressing the Legal Aspects of 

Technology Initiative) 

 

本議程參加人員需要於會前登錄為主管層級始接受邀請，議程約

7 小時。全程的重點在於醫院資訊主管人員分享最新的健康照護模式、

如何以 IT 技術及管理與醫院管理者共同成長、醫院資訊主管的挑戰

及因應策略等，並且有如何與同僚溝通以達成組織目標及心靈成長等

內容。是一個對醫院資訊主管很有同理心的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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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糖尿病、慢性腎病仍是美國最大的健康挑戰。 

 

AI 可以幫醫院做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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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資訊主管需要的各種不同能力。 

 

醫院資訊主管面對 AI 浪潮的無力感及因應困難。 

 

川普政府認為 AI 有無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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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院和醫療體系而言，台灣的職場環境與美國還有許多差異，

但來自疾病、病人、醫療專業、科技及 AI 的挑戰並沒有不同。醫院或

健康導入 AI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缺乏有效的領導，只會淪為喊喊

口號、擺擺樣子。 

一天的課程下，能和不同國家、地區的同行分享共同的經驗或對

未來的看法，可以驗證我們自的方法並未與大家有所徧差，更可從中

獲得一些因應問題的技巧、方法和資源，是件非常可貴的經驗。 

(二)、和 FHIR 有關的學術課程 

FHIR(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是一種醫

療資料交換標準，由 HL7 International 開發，旨在促進各個醫療系

統之間的資料互通，它是一個開放標準，使用 HTTP 協議和 RESTful 

API，能夠表示和交換電子健康記錄(EHR)，是當今各國普遍認可的醫

療資訊交換協定，但離全面應用仍有距離。我國亦是在最近才嘗試導

入，應用非常有限，但己經獲 HL7 International 的肯定，在國際上

佔有一席之地，如下圖所示，我國亦為國際標竿之一。 

 

韓國亦已開始導入，並於 2021 年成立專責組織(該組織曾於 2025 年拜訪健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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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則在美國的領導下，有不同的組織積極投入，各自負責不同的協定。 

 

美國政府更是在此基礎上建立國家標準，並以健保(CMS)的事前審查制度作為實現

全國醫療資料互相具有可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的國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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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CMS 所建立的各種不同的 API(應用程式界面，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打開醫療資訊間的流通及互動。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數位能力，如果未

能符和 FHIR 架構下的各項標準，將會在這波數位改革中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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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健保事前審查的政策，正是被保險人、醫療服務提供者及付費者共同實現數位轉

型的大好機會 

 

美國政府則是透過一致的政策、法規及目標，自 2016 年起，逐年訂定標準及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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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部下的 NCQA(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Quality Assurance)也在這整個策

略中負責資料品質標準的製訂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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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 HAH 有關的學術課程 

HAH(Hospital at Home,在宅住院)，是最近盛行的一種新型醫療

方式，在美國有協助解決急診壅塞、住院成本增加及提高照護品質的

目的。我國對應的方式為 2024 年 7 月開始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在宅

急症照護試辦計畫」。 

這項新型服務方式的興起，其實是拜資通訊科技發達所賜。透過

資通訊科技及醫療設施的數位化，醫護人員可以在遠端監視病情發展、

提供專業服務及指導病人或照護者。 

需要住院的病人躺在家中接受等同在醫院的治療，除了需要醫護

人員走入社區外，還需要有物流、資通訊業者及已經在社區可就近提

供服務的人員的協助，所以需要重新整合照護團隊，因此這對醫療服

務供應鏈的業者，也萌發出新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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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Buy 是一間美國很有名的消費電子零售

商，全國有 9 百家以上的社區店面，在疫情期

間以到府服務的模式創立佳績，近年則朝提供

居家照顧轉型。 

 

該公司的策略在於提供 HAH、輸送及出院

後服務、居家癌症服務、慢性病管理等四

大類服務。 

 

借由各種資源聯結及科技，豐富並拯救生命。 

 

 

MGB 則是美國麻州一家很重的健康照護組織。 每年 2 億 5 千萬人次的服務，研發及學

術的費超過 20 億美金。轄 12 家急性醫

院、5 家哈佛大學的教學醫院、4 加門診

手術中心等。員工人數達 82,000 人，是

該州最大的私營組織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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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宅住院部門是現在美國最大的。自 2022

年起已經提供 5,800 人次以上的在宅住院服

務。 

其適應症和我國的差不多，但主要病人

為心衰竭及慢性阻塞性肺病。 

 

在宅住院的服務項目還不斷成長中。 

 

在宅住院有創造營運收入、有品質及安

全、科技領先及改變優勢等理由。 

 

人口老化及美國老人保險給付減少也是重要

的原因。 

 

也可以減少傳統醫院住院及急診的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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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在宅住院有機會改善可近性並控制成本。

在宅住院的出院後 30 日內再住院率為 7%，而

傳統的機構式住院為 23%。 

 

行動化的能力及模組化的組成是在宅住

院的成功因素。 

 

科技驅動更是重要的因素。需要結合科技的供

應商及其服務，包括病人遠距監測、行動化影

像、藥物調配、照護計畫等。 

 

其病人遠距監測工具即是與 Best Buy 合

作。 

 

要協調各項在宅住院服務其實是非常複雜。 

 

Best Buy 的整合方案可以協助照護的持

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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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開始此模式後，業務成長非常迅速。 

 

其住院人數增加，但平均住院日縮短。 

 

主要的住院原因如上。 

 

病人安全的成績也很卓著。 

 

病人滿意度也不差。 

 

(四)、韓國三星醫院的典範 

在 HIMSS 推動的 EMRAM(電子化醫療紀錄模型評量，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Adoption Model)及其相關的評比或評鑑中，韓國三

星醫院向來是獨占鼇頭，我國的林口長庚醫院、中醫大附設醫院及台

中榮總等則有後起之秀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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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會特別邀其院長 Dr. Seung-woo Park擔任 Keynote Speech

的貴賓。歸納其成功的因素除了三星企業的支持及改革的決心，最重

要的是，他們完全以閉環管理(Closed Loop)的方法，將其醫療紀錄完

全做到電子化、無紙化，並且資料品筫可以支持 AI 等後續發展。 

  

報告中亦展示其自行研發的陪病機器人，這已經在其醫院中實際

使用。功能除了陪伴、閒天之外，更有不厭其煩的衛生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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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和 AI 導入政策及資料治理有關的學術課程 

AI 也有模型不好、進展太快、資訊安全等問題，許多業者在此方

向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 

  

首先就是建立可靠的資訊平台及資料倉儲架構。Zetaris Modern 

Lakehouse for AI 是一個三大雲端業者 (Microsoft, Google, 

Amazon)都支持的雲地混合雲架構。這種架構值得我們參考及思考自己

要如何發展。 

  

另外，國際上的學者也發展一些評估 AI 的工具專案，如 MAS-AI 

(Model for Assess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此專案旨

在開發一個模型，幫助決策者評估和指定影像診斷中的 AI 技術。透過

一個全面的評估模型，可以概覽哪些 AI 技術能夠創造價值，從而選擇

它們，並剔除那些沒有效果或效果不合適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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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Global Health Ministerial Summit 

本次是第三屆全球部長級峰會，今年的主題在於各國的網路頻寬

是否可以促進醫療的平等及可近性。由於我國的網路建設非常完整，

而且政府非常重視山地離島及徧鄉的發展，可供其它國家借鑒。而建

保的 IDS 及醫缺計畫也幫忙檢視是否有網路缺口，是一個可以推動頻

寬品質及保障醫療需求的良好的策略。 

 

二、參訪活動 

(一)、參訪史丹佛大學附設醫院 

為維持醫院的全時性服務及資訊安全，該院一直在強化即時備援

的系統。其安全程度遠超過國內的醫院及本署。這包括異地的地點已

經遠到可以在不同的州、同時有三個地點，甚至還用不同電信商的網

路。 

  

此外，該院亦開發居家照護模式，結合各項資通訊技術及 AI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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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 CISCO 

CISCO 思科是一間跨國際綜合技術企業，總部設於加州矽谷；思

科開發、製作和售賣網路硬體、軟體、通訊裝置等高科技產品及服務，

並透過子公司（例子有 OpenDNS、Webex、Jasper）打入其他科技市場，

比如物聯網、域名安全、能源管理。 

該公司成立於 1984 年，創始人是史丹佛大學的一對電腦科學家

—Leonard Bosack 和 Sandy Lerner。他們倆協助把史丹佛校園的電

腦連接起來，並率先提出以支援多種協定的路由系統連接位於不同地

理位置的電腦。1990 年上市時，思科市值 2.24 億美元，到了 2000 年

網際網路泡沫將近結束時，思科市值超過 5,000 億美元，一度超越微

軟和英特爾，成為全球第一。 

思科於 2023 年併購 Splunk。Splunk 原本就是以大數據為專長的

資安公司。最近也參與醫療業務，以下即為其經營理念，並以 NYC(紐

約大學醫院)為案例，分享由數據的整合、資訊安全到 AI 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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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以公私合作(PPP)及國際合作的方式促進醫療資訊的交

流及互動 

去年參加 HIMSS 的年會後，帶回美國衛生部推動 HL7/FHIR 的策略，

今年發現他們完全按計畫展開、公告各項介接的標準及格式，追求屆時的

達標。而民間方面，學術組織、非營利機構、醫療服務提供者、資服廠商、

雲端業者等分別在自己的專業上發揮所長。 

FHIR 其實只是互通架構及介接方式的標準。其他如專業術語、圖像影

音處理、互信機制、認證方式等，還需要很多標準和協定才能完成資料的

互通及系統間的互動。 

我國畢竟是一個小國，在許多專業標準如果太保守或堅持在地化，將

會消耗大量資源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發展。 

HL7 International 是一個非常專業又有公益性質的國際組織，台灣

亦為其會員之一，國內許多學者亦支持其發展。我國的一些案例也為其承

認及提供國際社會分享。 

在專業術語方面，如果可以利用世界組織美國所建構的現成標準，不

但可以減少我們開發的成本，更可促成國際的交流及互動。 

此次我們全民健保的事前審查制度亦導入 FHIR 及專業術語標準，如

能順利成，應該又是醫療數位轉型的一大步。 

 

二、AI 的應用也是需要策略 

近來 AI 的浪潮實在太大，生成式 AI 的横空出世更是使其達到人人普

及的效果，但當一個組織要導入其為工作流程之一時，其實還有非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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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再加上相關解決方案已經非常商品化，更讓決策者以為一定要跟上

時代但又不知如何下手。 

重要策略包括： 

⚫ 專業人才的養成 

為順利引入 AI 技術，建立全面的人才培育體系至關重要，透過多元

管道，強化組織 AI 人才儲備，以奠定長期發展基礎。 

內部應設立 AI 基礎及應用課程，提升全體同仁的技能水平；外部應

積極招聘具備 AI 開發與維護經驗的專業人才。另推動跨部門合作培

訓，促進知識共享與整合，並鼓勵同仁參與資訊業界講習，以掌握最

新技術趨勢。 

⚫ 資料治理的軟硬體及制度 

健全的資料治理是 AI 應用基石，透過軟硬體升級與制度建立，打造

高品質、安全可靠的資料環境。 

可藉由升級資料庫與整合系統，建立標準化資料格式及自動化清洗流

程，確保資料品質，同時，制定嚴格的資料存取控制與審查制度，保

障資料安全與隱私，並預訂完善的資料備份與災難復原計畫，確保業

務連續性。 

⚫ 資訊安全策略及方法 

AI 系統導入需高度重視資訊安全，透過多層次的安全策略與方法，降

低系統遭受攻擊的風險。 

除了定期進行風險評估與漏洞管理，實施端到端加密及嚴格的訪問控

制之外，亦應部署 AI 驅動的異常檢測系統，建立快速有效的安全事

件應急響應流程，並加強員工資訊安全意識培訓，提升整體安全防護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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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系統的架構 

為支援 AI 應用，需優化資訊系統架構，以打造高效且穩定的應用環

境。 

建議採用可擴展的雲端基礎設施，並設計微服務架構，提升系統靈活

性與可維護性；另開發標準化 API，促進 AI 系統與既有系統的整合，

另外，應部署系統監控工具，持續進行性能優化，確保系統持續運行

並快速響應使用者需求。 

⚫ 評比 AI 工具的理論及方法學 

選擇適合的 AI 工具至關重要，透過嚴謹的評比方法，選出最符合組

織需求的 AI 工具。 

首先，需建立詳細的功能需求清單，並制定兼具技術成熟度、安全性

等維度的評估框架後，進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並經過滾動式系統

試用和測試，收集現實環境中的使用反饋和性能數據。 

⚫ 成功的經驗 

建立組織內部 AI 成功案例庫，分享最佳實踐經驗，透過經驗累積與

分享，加速 AI 導入成效。 

可透過定期舉辦經驗分享會，促進同仁交流與學習，並建立使用者反

饋機制，持續改進 AI 系統與流程。 

 

三、資訊系統的可用性及安全可靠需要不斷的投資及創意 

以史丹佛大學醫院的案例來看。其資訊系統的佈局、架構及發展都是

非常高的標準及可靠的模式，而且唯有這麼安全可靠，才足以支持其不斷

的擴充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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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醫院的地點其實很像台灣，是地震的高發生地帶。如果一般地區用

二個地點的即時互相備援，他們多加了一個。在台灣我們已經習慣中華電

信網路一家獨大式的服務，人家想到電信公司可能也不完全可靠，所以同

時使用不同的電信服務商。 

當然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投資，但投資的效益除了安全可靠之外，更

創造了史丹佛大學在科學、學術、工業及各界的崇高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