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

隨
著「人類與病毒共存時代」的來臨，臺

日政府皆開始放寬遠距視訊診療規範，

以因應慢性病患與高齡者等對「減少密閉、

密集、密切接觸的醫療與照護環境」之需求，

這也促進醫療院所與產學研界合作發展具備

「少接觸」、「分散化」、「自動化」、「高

品質數據傳輸、轉譯、加值」等特徵的「行

動數位醫療科技」之發展與應用模式，以加

速「數位醫療社會」的成形發展。臺日政府

近年針對非接觸型態數位醫療行為進行適度

的法規鬆綁措施與科研補助，將有助於帶動

行動數位醫療相關科技的發展契機。日本政

府於 2018年 3月公布「線上診療妥適實施指

南」1，並於 2020年 4月公布「因應新冠病

毒感染擴大而使用電話與資通訊機器的診療

等時間與特例規範」2，放寬非接觸型態的數

位醫療行為規範，開始促進民間醫療院所與

產業界合作開發遠距行動醫療裝置與數位醫

療軟體科技等。我國衛福部亦於 2018年 5月

與 2021年 5月分別公布「通訊診察治療辦

法」3與「因應 COVID-19之視訊診療調整

作為」4，放寬遠距醫療之照護對象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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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類與病毒共存時代到來，「醫療數據驅動科技創新」概念正加速融入醫療行

為，形成數位醫療社會發展型態。本文從四個行動數位醫療科技類型，觀察日本醫療科技

發展動向，並提出臺日科技合作策略，期待有助於強化臺日醫療院所的營運韌性以及健康

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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