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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管所博二 汪辰陽 

此次為我人生中第一次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可謂收穫滿滿。由於我自身

的研究興趣包含政策影響層面、複雜性病人（多重慢性病）以及健康經濟學

等。因此在這次與會的過程中，我專門找尋這些主題去聽取其他學者的研究。

而在健康領域中，全球是以美國為學術主流，因此許多的研究或是政策方案的

評估，都是以美國社會為背景設計。然而美國幅員遼闊，任何一個州都比臺灣

還大，而每個州仍有其不同的環境背景、社會經濟背景、地理環境背景，而在

照護病人的設計上有所差異，所以縱使大部分的學者以及發表的研究都是來自

於美國，然而其實我們可以當成是有 50 個不同國家來看待（美國有 50 州）。 

令我非常讚嘆及佩服的是全美有數不清的研究單位，包含 NGOs 組織都有

專門從事學術研究之單位。而在臺灣主要的研究產出，還是以各學校之老師為

主，較少其他專門從事研究的單位。此外，在美國從事研究能觸及的範圍相較

於我國會廣闊許多，我想也由於我國實施單一保險人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醫

療提供者沒有自身訂價的機會。在整個大健保體制下，與健康經濟及政策影響

有關的研究，都是只能研究全民健保，我認為這在研究的素材以及廣度上就有

很大的不同。 

參與這次研討會後，我覺得非常有優勢的就是可以第一手了解目前主流學

術界的研究方向，而我發現 Health Equity 便是目前的主流，許多不同的學校、

研究單位都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不過如同上面所述，由於美國的社會及政治

環境與臺灣大不相同，因此諸多研究可以參考其研究方式、變項定義方式，但

不建得可以於我國執行類似的研究。 

最後，我認為我最大的收穫是開拓了一個潛在可以研究的方向，除了上述

我有興趣的領域之外，經由這次的會議，我發覺婦幼健康（尤其是孕婦與新生



兒）亦是近幾年的研究重點之一。在這次的 Sessions，也有非常多的主題在討論

孕婦及新生兒，而在接觸及聽過這些研究後，我認為這也是我未來可以著墨的

領域，是一個重要且我有興趣鑽研的主題。 

展望未來，若有其他我國研究生欲參與本研討會建議投稿時可嘗試進行口

頭報告發表，可以針對自身的研究內容更多程度的與其他國家的學者對話。在

學術的研究路上將不只是鑽研於我國的資料而是有更廣泛精進的機會。 

 

  

圖 1－AcademyHealth 報到區 



 

 

 

 

 

 

 

 

 

 

 

 

 

 

 

 

 

 

 

 

 

 

 

 

附圖 2、3－個人專屬名牌 

附圖 4－此次發表海報 



 

 

 

 

 

 

 

 

 

 

 

  

附圖 5－海報展會場與東京大學教授與談 

附圖 6－海報展會場 



 

 

 

附圖 7－海報展會場 

附圖 8－學術路上的夥伴（指導教授林青青老師以及謝雨純學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