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舉辦第十四屆亞洲遠距醫療研討會會後心得 

 

資訊組 江堤莊技士 

源起 

亞洲遠距醫療研討會（Asia Telemedicine Symposium，簡稱 ATS），舉

辦多年我都有與會。也曾在參加第十屆 ATS 後寫了一篇心得報告（請參考：

楓城新聞 284 期）。 

 

去年底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十三屆 ATS 會上，我爭取 ATS2020 在

我國舉行，獲得全體與會者同意通過。 

 

我的規劃是將這次的會議依附在由外科林明燦教授主辦的 The 32nd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urgeons Gastroenterologists 

and Oncologists（https://www.iasgo2020.org/）國際會議，成為它的衛星會議。

林教授也同意支援 ATS2020 的各項行政支援。獲得第十四屆亞洲遠距醫療

研討會主辦權後，我原以為會是輕鬆地就可舉辨。但是，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以來，觀察到有越來越多的國際醫學會議都被迫延期。終於，我擔心的

事決定了：IASGO2020 延期到明年！ 

 

亞洲遠距醫療研討會按例是由日本九州大學亞洲遠隔醫療開發中心

TEMDEC 與主辨國的組織合辦會議，而我國的主辦單位是由埔里基督教醫

院陳恆順副院長（原為台大醫學系副教授）擔任理事長的台灣遠距照護服

務產業協會。幾經天人交戰後，我們決定如期舉辦。 

大會主題：遠距醫療與全球健康危機-因應新冠肺炎世界大流行。 

 

https://www.iasgo2020.org/


籌備過程 

由於少了會議公司的行政支援，會議規模變小，參展的廠商自然沒有

意願贊助。各方面的資源極度缺乏下，籌辦以來好幾次有停辦的念頭。還

好自從疫情以來，我協助舉辦了許多場遠距視訊會議，累積了許多技術上

的經驗，所以我就抱著舉辦畢業成果展的心態繼續籌備下去（我將於明年

一月十五日屆齡退休）。 

 

實體會議的場地：租借了醫學院圖書館 2 樓的會議室，是醫學院圖書

館整建後第一次外借。現場的與會來賓對於醫學院圖書館整建後的環境讚

不絕口。 

 

會議內容：仍然延續過去 A T S 的精神，每位演講者分享使用遠距醫

療的經驗，這次更著重在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如何改

變原有的模式，仍然達到原有的目標，這種使用者經驗的改變很值得其他

領域的人相互學習。 

 

會議模式：此次會議較特別的地方是用混成的方式舉辦，國內的與會

者是實地參加，國外的與會者則是用視訊會議軟體以線上連線的方式參

加。 

 

大會網站：為了讓大會的相關內容能夠及時公告在網頁上，租用了一

個知識管理平台，任何新的內容一旦確定就發佈，讓中日雙方可以互相掌

握進度。也決定全部的演講內容都錄影再放在網站上，可做為數位典藏。

（請參考：http://tiat.tw） 

 

 



視訊會議的軟體沒有採用今年非常流行的 Zoom（醫學院的長官曾經提

醒大家不要在院內使用）（註 1），而是嘗試用另外一種平台，起先國外的

友人都很驚訝為何採用這種大多數人沒有用過的平台，但是在會議後都稱

讚這種技術實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方便與良好的品質。這也給未來舉辨

類似活動多了一個視訊會議平台的選擇。 

 

大會內容摘要 

主題演講者：九州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清水周次教授的演講介紹了

這一年來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在遠距醫療的蓬勃發展。他還特別介紹

了我國在國際交流上的成就，14 年以來，在九州大學的倡議下有台灣參與

的遠距醫療活動中，臺灣大學就佔了六成。更有兩個新的專案小組（緊急

醫療、心臟疾病）皆是由台大的教授發起。（註 2） 

 

國外講員：演講的內容大都是在各個不同的醫療領域，新冠肺炎疫情

後將原來的學術交流活動改為網路交流的心得分享。 

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是由在美國西岸連線參加的胡其健博士，他分享他所

服務的國際醫學物理師資格認證協會，將資格考試中重要的一環口試，由

過去的面對面的分組面試，改為 zoom 視訊會議平台面試，並且很巧妙地利

用視訊會議中的分組討論功能讓考生可以在不同的口試委員之間輪流面試，

並要求考生需提供第二個連線來觀看他所在的考試位置室內的情形，達到

防弊監督的效果。 

 

國內講員：我邀請一些系統開發的研究單位或廠商，分享他們研究開

發遠距醫療平台的心得。我給他們的問題是：疫情後你看到什麼問題？你

想要怎麼解決？在過程中有哪一些經驗是很寶貴的？一路走下來你對於結

果滿意嗎？大家分享後都覺得這樣子的交流有異於一般的學術討論會，有

不同得收獲，也希望今後還可以多多舉辦類似的研討會. 

 



 

 

 

 

 

 

 

 

 

 

圖說：九州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清水周次教授演講 

 

 

 

 

 

 

 

 

 

 

 

 

 

 

 

 

 

 

 

 

 

 

 

 

圖說：介紹台大林俊立教授倡議的心臟疾病專題小組的遠距醫療學術研討會 

 

 

 

 

 



結語 

曾經有人問我說到底遠距醫療要怎麼做？我常常開玩笑回答說：「是

多用網路，少用馬路」。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意外的促成遠距醫療的蓬勃發

展。舉辦了這一次的亞洲遠距醫療研討會 A T S 2020，我終於可以將在醫學

院 19 年來所累積的經驗做一個很完整的展現。未來我也會繼續在協會的平

台上繼續來促進這個領域的發展。 

 

相關的資料可以到網站或是掃描下列的 QR Code 即可看到這次研討會

的所有內容。 

 

註 1：日本東京大學與臺灣大學 12 月 1 日舉行的視訊交流會議還是採用

zoom 

 

註 2：分別是急診部黃建華教授，內科林俊立教授。 

 

相關資料請參考 http://tiat.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