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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香港與澳門的家庭醫學已行之有年，台灣家庭醫學教育訓練始於 1977 年，

1986 年成立之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於 1987 年即開始辦理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及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工作。中國為全面推展基層醫療衛生，促進海峽兩

岸四地家庭醫學/全科醫學的溝通交流，2014 年 10 月於杭州成立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

流協會全科醫學專業委員會，並舉辦第一屆全科醫學大會暨學術年會，今年邁入第五

年，於 201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2 日，在中國廣西「第五屆海峽兩岸全科醫學大會暨

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全科醫學專業委員會第五屆學術年會」，集結二千多位來

自兩岸四地及美國專家學者，共同就全科醫學和基層衛生醫療發展做經驗分享與交流

報告，未來兩岸將持續進行相關議題之經驗分享與交流。 

 

關鍵字：家庭醫學、全科醫生、兩岸四地、學術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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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全科醫學專業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委會﹞集結兩岸

四地家庭醫學與全科醫學學者及代表，於 2018 年 3 月 29 日至 2018 年 4 月 2 日，在中

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荔園山莊國際會議中心及荔園維景國際酒店舉辦「第五屆海峽

兩岸全科醫學大會暨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全科醫學專業委員會第五屆學術年

會」﹝已下簡稱海峽兩岸全科醫學大會﹞。本會議以「共建全科醫學新時代」為主題，

設有一個主論壇、七個分論壇、主題培訓，分論壇主題有：科研創新與家庭醫生質量

提升、基層衛生改革、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全科醫生培養制度與學科建設、青年全科

醫生交流、全科醫療技能提升﹝心臟血管和糖尿病、呼吸與感染系統疾病﹞，主題培

訓則針對青年全科醫生設有系列課程與講題。 

出席本次會議嘉賓和代表共有 2000 多位，台灣由黃信彰副院長暨台灣家庭醫學

醫學會理事長率領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代表，共計 18 位學會成員﹝含青年醫師工作

小組王怡人醫師﹞出席，對會議內容進行研討，促進及加強兩岸四地醫療及學術交流。 

 

二、 過程 

2018 年 3 月 30 日 

主題培訓：全科醫學青年專家聯盟培訓 

主講者：Michael D. Fetters 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家庭醫學教授﹞ 

主題：全科醫學科研如何從五種研究方法中選擇 

 Michael D. Fetters 教授以演講併工作坊形式，系統性介紹科研﹝台灣稱醫學研

究﹞題目、收集文獻、方法、設計與評估，教授著作豐碩，發表 150 多篇 peer-reviewed 

articles，亦有豐富教學經驗，曾在美國與世界各地舉辦研究方法討論會，會場討論熱

烈，與會醫師約 80 位，在教授引導各自寫下研究主題與方法等，現場發言分享並彼

此互動討論，中國地區醫師多著墨於基礎公共衛生政策﹝如幼童預防性疫苗接種、子

宮頸癌疫苗接種等﹞之討論，王怡人醫師則回應並分享台灣基礎公共衛生概況，進一

步與教授就公共衛生研究與政策制定如何接軌多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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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人醫師(左)與主講者密西根大學家

庭醫學科 Michael D. Fetters 教授合影 

王怡人醫師(左)與講座翻譯復旦大學附

屬中山醫院全科醫學科王健醫師合影 

 

2018 年 3 月 31 日 

開幕式 

    大會開幕式由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副會長暨專委會副主委韓建軍主持，由

大會主席祝墡珠主委致詞拉開序幕。中國自去年﹝2017 年﹞年底陸續公布系列文件，

計畫 2030 年達成「健康中國」目標，期能大幅提升民眾健康水平、建立基層醫療衛

生服務體系、加強全科醫生培養與建設。本大會即圍繞全科醫學發展與建設、家庭醫

生品質、全科醫生培養制度、科學研究等重要議題進行討論。 

黃信彰副院長兼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理事長

(前右一)於開幕式會場 

大會開幕式主持人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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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海峽兩岸全科醫學大會」全體與會貴賓合影 

 

 

「第五屆海峽兩岸全科醫學大會」台灣代表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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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對話：新時代全科醫學與基層衛生發展 

主持人：祝墡珠主委﹝專委會主委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全科醫學系主任﹞、 

李國棟教授﹝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暨世界家庭醫學組織候任主席﹞ 

主講者：黃信彰教授﹝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理事長暨臺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 

Kurt C. Stange 教授﹝美國醫學科學院院士暨凱斯西儲大學家庭醫學教授﹞、 

Grant Fowler 教授﹝德州大學休士頓醫學院家庭醫學教授﹞、 

杜雪平會長﹝中國醫師協會全科醫師分會會長暨首都醫科大學全科醫學與

繼續教育學院副院長﹞、 

李文秀主任﹝上海市普陀區衛計委主任﹞、 

陳銘偉院長﹝香港家庭醫學學院院長﹞、 

蘇清泉會長﹝台灣中華華夏醫師協會會長﹞、 

徐廣保處長﹝廣西衛計委基層衛生處處長﹞ 

    此主題對話圍繞全科醫學與基層公共衛生發展，對話嘉賓分享各國各地區基層醫

療與家庭醫學之發展與未來展望，黃信彰副院長暨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理事長介紹台

灣醫師有關家庭醫學之訓練與評核制度，從實習與 PGY 不分科住院醫師的家庭醫

學、社區醫學訓練，到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的專科訓練課程安排，電子學習護照登錄

及審視，各階段接受住院醫師筆試或口試考核、Mini-CEX、CbD、DOPS、OSCE、360

度評估、門診錄影等多元化評核，對中國培育全科醫生多所啟發。 

    陳銘偉院長分享香港家庭醫師沿革與醫療品質，杜雪平會長與現場聽眾互動討論

全科醫學設立病房之需要與利弊，徐廣保處長與李文秀主任分別報告廣西與上海全科

醫學培育與發展現況，蘇清泉會長則就台灣與中國地區醫師薪資做比較與討論，Kurt 

C. Stange 教授與 Grant Fowler 教授則個別對美國家庭醫生工作型態與家庭醫學研究工

作做分享。 

    整場對話不僅有台上主持人、對話嘉賓彼此的國際交流，更有台上與台下聽眾的

互動與討論，尤其就家庭醫學科病房設立之必要性與醫療人員工資過低等議題，引發

聽眾極大迴響，討論相當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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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信彰副院長兼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理事長(左二)代表台灣主講於主題對話主講 

  黃信彰副院長兼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理事長(左二)報告台灣家庭醫學制度及發展 

 

2018 年 4 月 1 日 

分論壇：海峽兩岸全科醫生青年論壇 

主持人：任菁菁﹝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全科醫學科主任﹞、 

王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全科醫學科副主任﹞、 

顧杰﹝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全科醫學科醫生﹞、 

羅思敏﹝香港理工大學醫療保健處高級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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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論壇共有來自香港、中國、台灣三地的 10 位青年醫師分別對全科醫師培訓與

教育、臨床案例照顧、創新工作、青年醫師交流等作分享，台灣家庭醫學學會青年醫

師公作小組委員由台大醫院新竹分院社區醫學科張炳勛主任及臺北榮民總醫院家庭

醫學部王怡人醫師代表出席，張炳勛主任與林口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林彥安醫師擔任

講者。張炳勛主任以台灣青年家庭醫師生涯職場發展為題，介紹自身在台灣完成家庭

醫學住院醫師專科訓練後，如何衡量規劃工作生涯，在職場另闢新路與耕耘價值之經

驗。林彥安醫師以經營「秒懂家醫科」臉書粉絲專頁為題，介紹自己與同伴設立臉書

專頁的歷程、作品與成果，林醫師運用社群網路分享專業知識，其創新模式激發聽眾

極大的興趣與關注，現場來自香港、中國兩地的醫生紛紛舉手發問，問題圍繞衛教內

容的專業性(evidence-based)、審核機制、社群經營管理、社群網路使用之方便性與自

由度等問題，討論非常熱烈。 

王怡人醫師(右三)、張炳勛主任(右五)、林彥安醫師(右四)共同代表

台灣出席兩岸四地全科醫生青年論壇 

 

註：2018 年 3 月 29 日與 2018 年 4 月 2 日為交通日，第一天晚上前往，最後一天動身

返回。 

 



 

8 

三、 心得及建議事項 

    本次活動參與主要針對家庭醫學/全科醫學發展議題進行台灣經驗分享，藉由在

主題對話及論壇報告台灣家庭醫學制度與醫師培養，促進兩岸四地家庭醫學/全科醫

學合作交流。大會活動部分，講題安排精彩多元，外賓演講時更有中國醫師任現場即

時口譯，讓聽眾與外賓間的互動非常流暢；場地規劃與動線亦完善，參與人數雖有上

千位卻不覺壅塞，中國近幾年快速累積舉辦國際大型會議之經驗，硬體及軟體皆顯著

進步。學術部分，中國針對科研﹝台灣稱醫學研究﹞投注龐大經費與心力，學術發表

能量與質量逐年增長，繼去年﹝2017 年﹞專委會第四屆學術年會公布中國社區衛生

服務機構科研能力評價前 100 名名單，今年亦於大會發佈最新科研百強社區機構名

單，除勉勵性質，更強調全科醫師除提供臨床醫療服務，應加強科學研究能力，以全

面提升醫療品質。在中國甫傾力追求 2030 年健康中國目標與全力推展全科醫生制度

之際，台灣家庭醫學科專科制度已邁入第 31 年，在醫師專業能力與培養仍較中國前

瞻，我國必須在此基礎上持續發展，不斷透過多方檢討與改革，提供更高品質與高效

能之醫療服務，以持續強化我國之發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