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四月份會議 

日期：2025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五)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建國本部(大夏館) 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B1) 

議程：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13:00 ~ 13:30 報到 

13:30 ~ 13:40  會務報告 孫婷婷 理事長 

13:40 ~ 14:30  Task Force 報告 

Task Force Leads & Co-Leads 

⬧ GA – Muting/Carol/Mandy/Nicole 

⬧ EC – Sharon/Anna/Curtis 

⬧ C&C – Lillian/Jessie/Leila/Nora/Tracy 

⬧ EDU – Vivi/Mandy/Patty/Stephen 

⬧ BTT – Alice/Nora 

14:30 ~ 14:40  臨時動議 & Wrap up 孫婷婷 理事長 

14:40 ~ 15:00 Break 

15:00 ~ 16:30 

 專題演講 

❖ 在台灣推動胸腔內科臨床試驗所

面臨的挑戰與未來展望 

周百謙 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 

Speaker Introduction： 

周百謙 醫師 /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 

⚫ 學歷 

•1986 年 9 月–1989 年 6 月：省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 

•1989 年 9 月–1996 年 6 月：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2006 年 10 月–2010年 3 月：英國倫敦帝國學院 博士學位 

⚫ 經歷 

•1995 年 9 月–1996 年 6 月：長庚紀念醫院 實習醫師 

•1998 年 7 月–2002 年 6 月：長庚紀念醫院內科 住院醫師 

•2002 年 7 月–2004 年 6 月：長庚紀念醫院胸腔內科 研究醫師 

•2004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長庚紀念醫院胸腔內科氣道疾病科 主治醫師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桃園聖保祿醫院胸腔內科 主任 

•2018 年 1 月–2018 年 4 月：長庚紀念醫院胸腔內科氣道疾病科 主治醫師 

•2018 年 5 月–2021 年 7 月：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 主任 

•2021 年 7 月至今： 

o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 

o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事業發展部 主任 

 
 



 

Speech Introduction： 

 
台灣的醫療環境具備完善的醫療體系和豐富的臨床經驗，成為國際臨床試驗的重要據點之一。然而，

在推動臨床試驗的過程中仍面臨許多挑戰與困境，值得深入探討。 

 
一、台灣臨床試驗現況與挑戰 

 
首先，病患招募困難是臨床試驗在台灣的重要挑戰之一。由於民眾對臨床試驗認知不足，常誤解為「試

驗品」，導致招募病患參與的意願不高。此外，臨床試驗往往需要特定病患族群，例如重度嗜酸性氣喘

或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由於臨床試驗中所需之受試者有其限制性，在個別 site 招募的情

況下，這些族群數量有限，更增加招募困難。 

 
其次，法規與行政程序的繁雜也阻礙了臨床試驗的推展。雖然台灣已逐步簡化臨床試驗審查程序，但

相較其他亞洲國家如韓國、日本，仍需花費較長的審核時間，使得國際藥廠在選擇臨床試驗據點時有

所顧忌。 

 
再者，研究經費與資源分配的不均衡也是另一挑戰。許多大型臨床試驗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設備與

技術支持，例如部分需要進行多週至多年的療程追蹤，對醫療機構的經費及資源分配造成壓力。 

 
二、未來展望與建議 

 
為因應這些挑戰，未來台灣在臨床試驗的推動上有幾個可行方向。 

 
首先，加強民眾教育與溝通，提升對臨床試驗的認知與接受度至關重要。透過公開透明的資訊傳遞與

社區教育活動，協助大眾了解臨床試驗對於醫療進步的重要性，減輕民眾對參與試驗的疑慮。藉由人

工智慧科技的引入，加速病歷篩檢以及強化受試者的問答流暢度，都可以提高受試者的加入意願。 

 
其次，政府與醫療機構應持續改善與精簡法規程序，縮短臨床試驗的行政審核時間。可借鏡鄰近國家

的成功經驗，推動電子化審核平台與一站式審查系統，提升行政效率。 

 
再者，積極尋求國際合作機會與資源整合，拓展台灣臨床試驗的國際化程度。例如增加與國際藥廠及

研究機構的策略合作，並提供完善的臨床試驗基礎設施與專業人才培育。 

 
三、結語 

 
儘管面臨諸多挑戰，台灣憑藉良好的醫療體系、專業人才與國際合作潛力，仍具備成為亞洲重要臨床

試驗基地的條件。透過政策的支持、資源整合及教育推廣，相信未來台灣在國際臨床試驗領域中，將

能更積極展現影響力，為全球醫療創新做出重要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