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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單 位 ： 吳亦超 助理教授 

執 行 期 間 ： 109 年 11 月 22 日 

活動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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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活動類執行成果報告書 
 注意事項：因教育部跨專案計畫辦理項目不得重複編列經費，請勿將同樣成果報告重複繳交至不同計畫 

計畫策略名稱 A5-2-3 翻轉教育多元新思考-多元創新教學模式 

活動名稱 MD2020-醫學設計國際研討會 

執行單位 吳亦超 助理教授 聯絡人/分機 吳亦超/6713 

日期時間 109/11/22 地點 林口長庚養生文化村 

活動簽到表(pdf) 已繳 未繳□  
 

參與人員 

教職人員 _1_人 

學生回饋(word, pdf) 已繳 未繳□ 在校學生 _3_人 

滿意度調查分析 

(word, pdf) 

已繳 未繳□ 
 

其他人員 
 

  人 

整體滿意度   分 

活動主旨(請說明活動如何對應該計畫指標) 

MD2020 提供了一個平台，可讓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員就醫學設計領域的最新發展交流思想和創

新。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迅速增長，智能健康和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已成為當今世界最為關注的問題。近

年來，人工智能和物聯網成為焦點。在物聯網與 AI 一起發展的那些應用中，激發了一些關鍵問

題，並在不遠的將來創造新的醫療解決方案和機會。 

活動內容簡介(500~800 字說明) 

透過 MD2020-醫學設計國際研討會讓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員分享及交流醫學設計領域之最新發

展和創新，活動在台灣長庚健康文化村進行，活動舉行除了來自國內外各地知名的講者外，還接受論

文發表及分享，達到交流之目的。目前健康促進已成為現今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以產業發展觀點，健康產

業是繼資訊科技產業之後被認為具前瞻熱門的一種新興服務業，其經濟領域係針對社會為維護健康

和促進健康而從事產品生產經營、服務提供和信息傳播等活動所開展，涵蓋醫療衛生、營養保健、健

身休閒等健康服務功能。若醫療產業能與現今發展之資訊科技整合，那醫療產業鏈的前途將不可限

量，舉凡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到微電腦開發等，皆是在未來與醫療結合並發展之重點。藉此活動希

望獲得與醫療相關新知識，以及如何利用目前最先進，討論度最高的科技來應用於 

醫療產業，如 5G、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微電腦等，以達到減少醫療從業人員之負擔並再創造

及提升台灣的醫療能力，與國際接軌。 

此活動分為四天舉行，接受之論文包括老年友好社區、人口老齡化與管理、醫療保健/醫療信

息系統中的行為和數據分析、醫療保健中的大數據和管理、為健康而設計、醫療保健財務管理、

政府政策與醫療保健管理、衛生經濟學-衛生服務的成本核算和定價、醫療保健信息系統、醫療物

流、醫療保健運營管理、醫療保健業務、醫療質量、醫療保健風險評估和優先級、醫療服務設 

計、健康老齡化、醫療保健人力資源管理、包容性設計、醫療保健中的信息管理、醫療創新、創

新醫療信息系統、醫療保健中的位置和分配問題、長期護理、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和團隊的管理、

醫療管理科學、醫學設計、計劃和安排醫療保健交付、醫療保健信息系統中的隱私和安全、醫療

保健的戰略，領導力和管理、醫學設計的其他相關領域等諸多領域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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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檢討與建議(100~300 字說明) 

活動以英文方式進行，進場動線不是很明確，但整個活動進行非常順利，在流程上、時間控制、場

地等，皆超出原先預想，倘若活動規模可以再辦越大越好，雖說已是國際研討會，但知名程度上且不

是很足夠，希望可以再多多宣傳。 

活動照片(3~6 張，並附上文字說明) 

 

 

 

頒發論文發表之參與證明 頒發論文發表之參與證明 

 

 

 

頒發論文發表之參與證明 頒發論文發表之參與證明 

 

 

 

頒發論文發表之參與證明 學生發表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