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素芳教授榮任世界物理治療聯盟亞太區域主席專訪 

物理治療學系三年級 邱宜姮 

世界物理治療聯盟(World Confederation for Physical Therapy, WCPT)是全球

性的專業組織，1980 年代開始將組織分成五大區域：北美洲、南美洲、亞太、

非洲與歐洲，在理事會中各區域推派代表競選理事，而在各區域則選舉主席和

理事。本院物理治療學系鄭素芳教授於今年 6 月 26-27日泰國曼谷舉行之世界物

理治療聯盟亞太區域(Asia Western Pacific Region, AWP)第十八屆會員國大會，

經過激烈選舉，順利當選為亞太區域主席，任期 2017-2021 年。自 WCPT 設立

區域主席以來，AWP 區域主席一直是由澳洲、紐西蘭人擔任，鄭素芳教授屬於

首位東北亞物理治療學者出任此職，十分難得。 

 

 

 

 

 

 

 

 

 

 

圖一 鄭素芳教授發表當選感言 
圖二 鄭素芳教授和前任 AWP

主席 Dr. Webb 交接 

 

 



一、鄭教授想要參選世界物理治療聯盟亞西太平洋區域(WCPT-AWP)第十八屆

會員國大會 2017-2021年區域主席的契機為何？ 

主要是我任職學會理事長期間，2011年前往荷蘭參加 WCPT 大會時成功爭

取到 2013 年在臺灣臺中舉行亞洲物理治療聯盟(Asian Confederation of Physical 

Therapy, ACPT)與亞太 AWP 區域大會之聯合學術會議。當年的國際會議非常成

功，全國各校、公會團體與學會都共襄盛舉，吸引一千多名來自國內、海外的

物理治療師及三十多國代表前來參加，貴賓則有 WCPT 理事長 Dr. Moffat、秘書

長Ms. Myers 以及區域的理事代表 Dr. Skinner 與各會員國的理事長。消息傳回

WCPT 本部，亞太各國對臺灣表現讚譽有加，奠定此次選舉區域國家對臺灣支

持的基礎。 

此次受到各國代表支持的原因，還來自個人的國際事務參與及國內專業服

務的成果。國際事務參與部份，我曾經擔任亞太區域財務長六年，深入了解區

域運作。WCPT 的學術服務方面，我擔任 2011 年荷蘭WCPT 大會中國際學術委

員會(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的區域代表；曾經受邀擔任新加坡 2015 年

WCPT 大會的服務貢獻獎評選委員，亦是學術新人職涯論壇的演講人；今年在

南非 WCPT 大會，則應邀參與理事長 Dr. Stokes 主持的教育論壇，與美國、英

國及伊朗物理治療學會理事長同台，報告臺灣的教育改革歷程，及分享設立六

年制物理治療博士(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 DPT)學制的經驗。 

國內專業服務的成果，首先是啟動物理治療教育改革，歷經近十年的努力，

去年順利於臺灣大學與陽明大學開啟 DPT 學制；再來是災難處理，於八仙塵暴、

台南地震發生之際，馬上動員國內治療師且尋求國際合作，當時澳洲、日本都

有派員支援，讓其他會員國看到我們災難管理與國際合作的能力；另外，因應

社會老化和非傳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 NCD)盛行，推行健康促

進，讓物理治療的執業場域涵蓋初級、二級、三級，甚至安寧長期照護，更加

多元化；還有，配合 WCPT 連續多年提倡 9月 8日World PT Day，在兩年前我

們成功說服內政部通過臺灣物理治療師節，創造 PT 自我認同，並讓民眾知道我

們可以提供不同場域的服務，也把國內的倡導的經驗分享給其他國家。以上的

專業成長，都讓會員國代表看到全體臺灣物理治療師的努力! 

 

 

 



二、選前做哪些準備？ 

競選路上並不容易，這一次參選主席者尚有新加坡的前理事長 Mr. Verma，

他曾經辦理 2015 年WCPT 大會，經營管理及招商是其強項。畢竟臺灣與亞洲國

家在國際組織裡不太容易出頭，一方面是語言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許因為處事

方法不太一樣，要讓國際組織認同我們處事方法需要花不少心力。 

準備的第一步就是遊說其他會員國，尤其是亞洲國家的支持；此外，我們

亦跟紐西蘭、澳洲保持友好的關係，也徵求他們的支持。除了前面提到過去長

期的努力投入之外，加上選前積極的做聯絡工作，使得投票當天得到壓倒性的

支持。 

感謝這次學會的支持，提供秘書處相關的資源以及選前的協助，尤其是學

會國際事務委員會裡的老師們包括高醫的蕭世芬主委和陳麗秋副主委，提供我

們很多意見和幫忙。因為不是一個人接下職務就能達成目標，背後的支援相當

重要，未來如何運用學會的資源、人員支持運作，還需要大家同心協力。 

 

三、當選後心情感想如何？是否有特別的目標想要完成？ 

當選的當下很興奮，因為臺灣還沒有人擔任過區域主席或進入世界性組織

擔任重要職位，但開心的心情大概只維持了一天，立刻感受到責任重大。我在 6

月 26 日會員國會議上發表競選政見，27 日投票後宣布當選，然後 28 日馬上就

接到WCPT 開始聯絡一些會議，29 日臨時被通知參加區域主席會議，馬上飛到

南非，因為才新上任一、兩天，對於區域進展重點僅能概述，每天都覺得壓力

很大。進到 WCPT 的核心後，逐漸感受到來自會員國期待的氛圍和責任。會員

國希望完成的事情要在四年內陸續做出成績，在有限的資源下，如何幫區域爭

取並運用資源是很大的挑戰。 



 

圖三 鄭素芳教授參與 2017南非 WCPT大會的教育論壇，分享臺灣物理治療教育改革為 DPT

學制之經驗 

 

因為區域內專業發展的變異性很大，比方說紐西蘭、澳洲的專業發展都已

經超過百年，不論研究或是服務、教育各方面發展都還不錯；但是區域中部分

國家規模較小，經濟狀況不那麼理想，或者他們的專業才剛起步，比方說越南、

寮國、尼泊爾，可能才剛成立學會，這些國家就需要幫忙。但是基於發展的文

化歷史背景，到底怎麼樣的幫忙對他們才是有意義的，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

題。 

區域會員國代表在會員國會議裡提到一個共同議題，是希望教育水準能夠

提升。我希望能幫助有需要的國家建立平台，讓能夠提供資源的國家進來協助。

教育的部份主要是基礎階段的教育(entry-level education)，這將會是一大重點，

例如有些國家還停留在專科，只有接受兩、三年訓練的物理治療師，雖然他們

想跟進 WCPT 四年制的大學教育，但在師資或者是政府願意提供的經費不充足

的情況下，如何去協助他們達成目標，我想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至於會員國的聯繫方面，也許過往溝通參與的人不多，交流、互動不是很

充分，不少會員國希望新的理事會產生後能增加交流、訊息透明化、決策能多

讓會員國參與、溝通比較順暢，這也是我希望可以達成的目標之一。 

最後是組織內的分工，對於 WCPT 和 AWP 有點類似中央跟地方的關係，應該

要相輔相成，至於如何分工合作，這也是我要開始學習、拿捏的部分。 



四、當選區域主席後對台灣將會造成什麼影響？  

因為臺灣的國際處境和外交困境，我希望能藉由擔任區域主席第一手接收

國際訊息，幫助臺灣的物理治療師、年輕的學生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和國際接觸，

了解區域與全球的發展，也讓大家能夠跟國際發展快速連結。同時，希望可以

訓練新生代參與國際事務，讓他們有機會在過程中磨練、歷練，在國際裡創造

佳績，讓其他國家對我們的專業管理與領導更加信任。我們也希望目前做的努

力可以分享出去，比方說臺灣的強項如教育、研究，讓世界也可以看見臺灣的

PT。當然如果國外有什麼好的策略，我們也可以學習改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這一次是以觀察員的角色出席，未來可能準備入

會，可以預見將來外交的國際情勢必是相當險峻。若臺灣能夠透過區域主席的

角色參與世界性和區域性組織，在國際裡能提升臺灣的能見度、並且表達意見

跟聲音，讓大家知道臺灣有很不錯的發展，會員國會籍應該要受到重視，我覺

得這也是對臺灣重要契機，我們要一起努力。 

 

圖四 鄭素芳教授與新任 AWP 區域理事會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