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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長照暨失智症照護國際研討會 

【看見後疫情時代的曙光 • 智慧長照運用與契機】 
 

活動目的 

全球各國人口高齡化，失能與失智人口與日俱增趨勢，如何讓失能、失智者與其照顧者

獲得在地且即時與便利之照顧，預防或延緩失智失能提升自主生活能力，使其安心養老落實

在地老化，成為國際間重要的照護議題。 

然繼新興傳染疾病疫情蔓延全球，全球各國健康照護體系面臨龐大挑戰，服務機構需面

臨暫停服務或相對性管制以避免病毒傳播，不僅直接影響高齡長者身心健康，間接對服務機

構有相當程度衝擊，現今科技發展趨勢與照護跨領域的合作勢在必行，而導入智慧科技可成

為樂齡世代的關鍵助力，幫助失能、失智者維護健康、同時提高照護品質與效率，本研討會

以實體與視訊會議(同步翻譯)方式舉行，邀請國內外長照、失智實務專家學者，分享後疫情

時代智慧科技、數位健康與遠距醫療發展趨勢，希冀未來導入智慧科技之際，同時整合並開

拓醫療與長照優勢，創造長照與健康管理模式的新契機，乃至長照服務量能和品質之提升。 

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主辦單位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臺南市私立奇美綜合長照機構 

合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 

眾匯智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時間 

2020年12月5日(星期六) 08:45~17:00 

地點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5樓國際會議廳(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參與對象 

對失智照護、高齡政策、生活福祉與智慧科技議題關注之各醫療院所醫療人員、社區醫療

群醫師、長照人員或有興趣者，約 2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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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請至 https://www.beclass.com/rid=2443e3b5f8d2775264eb 填寫報名資料。若有報名相

關問題歡迎來電洽詢，護理部書記林玉雪 06-2812811 轉 53021。 

報名日期 

109年 11月 2日(一) 〜 11月 20日(五)或額滿為止。 

繳費資訊 

1. 奇美醫療體系員工、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免費。 

2. 院外學員報名費：300 元。 

3. 劃撥繳費： 

帳號 00338871，戶名：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通訊欄處請務必註明參加者姓名、 

12/5 國際研討會，上傳劃撥單至報名系統；報名後未參加者，恕不退費。 

積分申請 

本研習會繼續教育積分：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社工師、長照人員

積分申請中；本研習會不另外提供出席證明，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注意事項 

1. 因應防疫新生活，當日與會人員請全程戴口罩，如有身體不適或發燒情形，將婉拒入

場，以維護與會者健康安全；本研討會報名至辦理期間未盡事宜，依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公告防疫相關措施辦理，屆時若公告無法集會則取消辦理並全額退費。 

2. 本研習會中午提供餐盒，為響應環保恕不提供紙杯，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與

會；會場冷氣開放，請斟酌自備外套。 

3. 為維護課程品質，遲到、早退超過 15分鐘或冒名頂替者，該次課程之積分均不予認定。 

4. 本院備有自費停車場(250元/天，以現場公告為主)。 

交通資訊 

   1. 開車： 

      *永康交流道下往台南市區→台 1省道→中正南路→中華路→奇美醫院。 

      *仁德交流道下往台南市區→東門路→中華路右轉→奇美醫院。 

 

https://www.beclass.com/rid=2443e3b5f8d2775264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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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搭乘火車： 
   *搭火車至大橋火車站下車，步行約 8分鐘至奇美醫院(步行路線如下圖)。 

 
   3. 搭乘高鐵 

      到達高鐵站後，可搭乘 (1) 搭台鐵沙崙線(即台南高鐵站，沿指示牌走到沙崙站月台) 

      到大橋火車站，步行約 8分鐘可到達奇美醫院(步行路線如上圖)；(2)搭台南高鐵站 

      -奇美醫院(永康院區)接駁公車，於奇美醫院站(終點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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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座長 

08:15 ~ 08:45 報到 

08:45 ~ 09:10 貴賓及長官致詞 

邱仲慶院長 

周道君副司長 

陳榮枝局長 

邱泰源理事長 

陳相國理事長 

09:10 ~ 09:30 茶敘、記者會 & 團體合照 

09:30 ~ 10:00 
【專題演講】 

台灣長照 2.0 現況與未來發展 
周道君 副司長 周偉倪 院  長 

10:00 ~ 10:30 
安老驛站~高齡化的社區居家照護

模式 
邱泰源 理事長 陳相國 理事長 

10:30 ~ 10:40 ~ 小憩休息 ~ 

10:40 ~ 11:30 
醫療垂直整合銜接照護網絡與服務

模式經驗分享 
蔡岡廷 主  任 

田宇峯 

醫療副院長 

11:30 ~ 12:20 
智慧科技貼心設計~以屏東竹田樂

智社區實踐模式為例 
張秀君 副局長 江惠英 副部長 

12:20 ~ 13:20 ~ 午餐時光 ~ 

13:20 ~ 14:10 長照科技心距離~遊詣居有 E套 陳亮恭 主  任 
林宏榮  

首席醫療副院長 

14:10 ~ 14:25 ~ 小憩休息 ~ 

14:25 ~ 15:25 後疫情時代，社區高齡照護 
Dr. 高山義浩 

(Japan) 
蔡岡廷 主  任 

15:25 ~ 15:40 ~ 小憩茶敘 ~ 

15:40 ~ 16:40 荷蘭數位健康在長照之發展現況 
Dr. Henk Herman Nap 

(Nederland) 
黃建程 主  任 

16:40 ~ 17:00 
AI及數位科技在健康照護領域 

應用經驗分享 
王欽堂 董事長 

陳綉琴  

專案副院長 

17:00 ~ 賦  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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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座長簡介(依演講順序排列) 

邱仲慶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院長 

周道君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副司長 

陳榮枝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邱泰源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現任立法委員 

陳相國           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周偉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院長 

蔡岡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整合醫療中心主任 

田宇峯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醫療副院長 

張秀君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副局長 

江惠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護理部副部長、南臺科技大學高齡福祉

服務系教授 

陳亮恭           臺北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任 

林宏榮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首席醫療副院長 

高山義浩         沖繩縣中部醫院內科社區保健科副主任 

Henk Herman Nap  荷蘭國立長照創新研發中心資深研究員 

黃建程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急診醫學部高齡急診科主任 

王欽堂             眾匯智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綉琴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專案副院長暨護理部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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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講者介紹 

  

講者：高山義浩副主任 

 

現職： 

 日本沖繩縣中部醫院內科社區保健科副主任 

 

學經歷： 

 山口大學醫學院 

 東京大學健康科學系 

 九州醫療中心國立醫院感染科 

 九州大學醫院感染科 

 佐久綜合醫院感染科 

 厚生勞動省家庭醫師 

 

課程簡介：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對全球高齡化國家造成重大衝擊，社區照顧需求相對增加，亟需以前瞻性視野看待

未來的各項挑戰。 

 

綜觀全球各高齡化甚至是超高齡社會的國家，其高齡人口生理狀況、多重疾病威脅與罹患

疫情風險有高度關聯，有鑑於疫情的延長與不穩定因素，加上疫情的嚴重度與封城程度不

一，高齡者在防疫需求下高度倚賴社區與居家照顧，衍生長者的衰弱、孤獨、焦慮與憂鬱

等感受，間接影響健康；這場疫情將改變高齡者未來的生活方式，因此，防疫之餘的高齡

照護，讓全球各國關注驅動社區照顧改革的議題，窺見日本於疫情期間，從社區醫學到公

共衛生，致力建立應對疫情的社區照顧，強化高齡者個人與社區的復原力，彰顯對於後疫情時

代需要服務替代方案，讓社會迅速復原同時兼顧高齡者的身心健康。  

 

 

 

 

 



 

第 7頁 / 共 7 頁 

荷蘭講者介紹 

  

講者：Henk Herman Nap 

 

現職： 

 荷蘭國立長照創新研發中心資深研究員 
 

學經歷： 

 荷蘭國立長照創新研發中心Vilans eHealth團隊資深研究員 

 恩荷芬科技大學(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高齡科技(Gerontechnology)訪問研究員 

 高齡科技(Gerontechnology)博士學位 

 具超過 20 年的 eHealth 相關科技研究與共同開發經驗，主導 2 個歐盟地區的活躍、支持

性生活計畫(Active, Assisted Living Projects)，並投入共 7 個歐盟跨國合作方案及 5 個

荷蘭國內方案，均以「如何以科技有效支持獨立自主生活」為研究方向 

 

課程簡介： 

荷蘭早於 2005 年面對國家高齡化社會問題，荷蘭政府投入資金成立的長照創新研發中心(Vilans)，

致力推動優質長照模式的創新、研究、傳播與實踐，並提供政府單位和照護組織發展策略與建議。 

 

荷蘭的長照創新研發中心其運行的計畫多元且規模龐大，從荷蘭在地到歐盟體系均包含，例如全國性

的失智症照護計畫(National Dementia Program，共設置荷蘭 90%的整合照顧網絡)、照顧品質提

升計畫(the Care for Better Program，共 700 個在地服務提供組織參與)等，荷蘭在長照的投資在

歐洲是數一數二的。Vilans 亦有數個創新科技導入之計畫，例：針對協助長者活躍和獨立生活的科技

作研究和導入協助，例如：Tinybots 陪伴機器人，透過與企業、政府的合作，引入長照使用者的需

求、生活經驗與期待等，共同開發與執行創新科技於長期照顧領域之應用，以融入生活提高其自立生

活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