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東醫院 遠傳電信

智慧AI醫療全齡照護體系
健康台灣深耕計畫 A1⽅案提案

 
申請單位：亞東醫院

技術合作：遠傳電信

計畫摘要

本計畫「智慧AI醫療全齡照護體系」旨在響應衛福部健康台灣深耕計畫的四⼤範疇，以亞東醫院為核⼼，整合5家以上醫療機構，透過遠傳電信的AI客服系統與⽣成式AI技術，建⽴以病⼈

為中⼼的智慧醫療照護網絡。


執⾏期間

5年期計畫 (114年-118年)


經費規模

每年1,500萬元，五年總經費7,500萬元


整合機構

以亞東醫院為核⼼，整合5家以上醫療機構 
核⼼技術

AI客服系統與⽣成式AI技術

計畫背景與⽬的

背景


國家政策導向

衛福部「健康台灣深耕計畫」著重於四⼤範疇、18項⽬標，優化醫療條件、培育⼈才、推動智慧醫療及強化社會責任。



現況分析

⾼齡化社會帶來醫護⼈⼒短缺問題⽇益嚴重

醫護⼈員⼯作負荷⼤，流失率⾼

⺠眾就醫體驗待優化，尤其遠距醫療資源不⾜

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偏鄉地區醫療可及性不⾜



既有成果

2022年成功導⼊AI智能客服⼩護⼠，有效分流⺠眾諮詢

2023年成功導⼊⽣成式AI於失智症照護諮詢

打造「Health健康+」平台提供遠距醫療服務

導⼊LINE MINI個⼈化病友服務

⽬的

 提升醫療服務效率

透過AI智能客服系統優化醫護⼯作流程，減輕醫護⼈員負擔

 改善病患照護體驗

提供24⼩時全⽅位智能服務，精準引導與掛號推薦

 促進醫療資源共享

整合5家以上醫療機構，建⽴垂直整合醫療照護網絡

 培育AI醫療⼈才

建⽴AI醫療⼈才培訓機制，促進醫事⼈員跨領域合作與學習

四⼤範疇計畫內容

 範疇⼀：優化醫療⼯作條件

升級AI智能客服系統

擴展⾄多科別、多疾病領域諮詢

全流程AI引導系統

緊急情況識別與轉接機制

語⾳與⽂字雙模態互動

建置醫護專屬後台系統

專業醫療知識庫維護

對話紀錄分析與優化

即時監控與介⼊功能

報表統計與決策⽀援

醫護⼯作負荷降低計畫

降低40%醫護接聽電話負擔

⼯作環境改善與優化

⼈⼒資源重新配置

專注於核⼼醫療服務

預期⽬標達成率

降低醫護⼯作負荷 40%

提升⼯作效率 30%

 範疇⼆：規劃多元⼈才培訓

AI醫療⼈才培育計畫

AI基礎知識培訓

⽣成式AI應⽤課程

跨領域合作與學習

AI醫療專業認證

建⽴AI醫療教學中⼼

AI醫療應⽤模擬訓練

教學資源開發與共享

與元智⼤學合作培育

實作經驗與案例分享

醫事⼈員留任激勵計畫

AI醫療專業職涯發展

績效獎勵機制

持續進修與專業發展

提升核⼼價值與認同

五年培育⽬標

AI醫療專業⼈才培育 100⼈

跨領域合作專案 10項

 範疇三：導⼊智慧科技醫療

新⼀代AI智能客服系統

Azure OpenAI整合

擴展⾄九⼤疾病領域

仿真醫療專家系統

多模態互動介⾯

醫療數據共享與安全平台

病歷雲端化

資訊安全機制

醫療數據分析⼯具

診療決策⽀援

智慧醫院全⾯升級

院內流程智能化

遠距診療平台優化

AI輔助診斷系統

智慧醫院發展路徑

系統效能指標

AI系統正確率⽬標 95%

使⽤者滿意度⽬標 90%

 範疇四：社會責任醫療永續

醫療資源整合與分級醫療

垂直整合5家以上機構

基層診所雲端HIS系統

促進分級醫療

資源合理分配

提升醫療可及性與公平性

偏鄉遠距醫療

AI健康教育推廣

弱勢族群照護

健康平等與可及性

ESG永續管理模式

數位化減少紙張使⽤

降低碳⾜跡

促進健康平等

ESG管理與評估

永續發展⽬標

提升基層醫療使⽤率 20%

減少紙張使⽤ 30%

執⾏策略與⽅法

階段性執⾏策略

1 第⼀階段 (114年)

AI客服系統基礎建設

建置醫療專業知識庫

系統雛形開發與測試

建⽴AI醫療教育訓練課程

2 第⼆階段 (115年)

擴展⾄多科別、多疾病領域

整合語⾳與⽂字雙模態功能

導⼊Azure OpenAI平台

開發虛擬醫療專家系統

3 第三階段 (116-118年)

垂直整合5家以上醫療機構

優化系統效能，提升正確率⾄95%以上

拓展⾄偏鄉遠距醫療

建⽴完整ESG評估機制

合作機構與⾓⾊

核⼼單位

亞東醫院（計畫主持單位）

技術提供⽅

遠傳電信（AI客服系統技術）

技術合作⽅

微軟（Azure OpenAI平台）

學術合作⽅

元智⼤學（⼈才培育）

垂直整合機構

新北市⽴聯合醫院（次級醫療中⼼）

亞東醫院汐⽌分院（區域醫院）

板橋區基層診所3家（基層醫療）

偏鄉地區衛⽣所2家（偏鄉醫療）

計畫追蹤與評估機制

系統效能指標

AI系統正確率 > 95%

使⽤者滿意度 > 90%

系統回應時間 < 2秒

醫護⼯作指標

醫護⼯作負擔降低 > 40%

醫護滿意度提升 > 20%

⼈⼒資源優化 > 10%

醫療服務指標

病患等待時間減少 > 30%

診療效率提升 > 20%

醫療可及性提升區域 > 10個

預期效益

醫護⼯作條件改善

減少40%醫護⼈員接聽電話負擔

醫護⼈員處理病患諮詢時間減少30%

醫護⼈員⼯作滿意度提升20%

重新配置⾄少10%醫護⼈⼒⾄核⼼醫療服務

⼈才培育成果

培育⾄少100名AI醫療應⽤專業⼈才

推動⾄少10項醫療與AI跨領域合作專案

完成⾄少200⼈次AI醫療應⽤專業認證

開發⾄少20⾨AI醫療應⽤課程

智慧醫療技術提升

AI智能客服系統正確率達95%以上

覆蓋⾄少9⼤疾病領域的AI衛教服務

AI系統每⽉處理⾄少3萬次病患諮詢

整合⾄少5家醫療機構的醫療數據共享

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服務⾄少10個偏鄉地區，提升醫療可及性

提升基層醫療使⽤率20%

透過數位化減少⾄少30%紙張使⽤

觸及⾄少10萬⺠眾的健康教育推廣

整體社會效益

♥
優質醫療體驗

提升⺠眾就醫便利性與醫療服務品質

⚖
醫療資源平等

縮⼩城鄉醫療差距，提升醫療可及性


永續健康發展

建⽴可持續的智慧醫療模式

預算規劃

總預算規劃 (114-118年)

年度 預算⾦額 主要⽤途

114年 1,500萬元 系統基礎建設、知識庫建置、⼈才培育基礎

115年 1,500萬元 系統擴展、⽣成式AI導⼊、多科別整合

116年 1,500萬元 垂直整合醫療機構、系統優化、應⽤推廣

117年 1,500萬元 偏鄉遠距醫療推廣、系統深化、永續發展

118年 1,500萬元 整體系統完善、成果推廣、可複製模式建⽴

總計 7,500萬元 五年計畫總經費

114年預算細項 (1,500萬元)

項⽬ ⾦額

AI客服系統基礎架構建置 500萬元

醫療專業知識庫建置 200萬元

系統雛形開發與測試 200萬元

AI醫療教育訓練課程建⽴ 150萬元

AI訓練師招募與培訓 100萬元

專業認證機制建⽴ 50萬元

計畫管理與⾏政 150萬元

設備採購 100萬元

其他⽀出 50萬元

115-118年年度預算 (每年1,500萬元)

項⽬ ⾦額/年

系統擴展與優化 (700萬元/年)

多科別、多疾病領域擴展 300萬元

⽣成式AI技術導⼊ 200萬元

系統整合與優化 200萬元

應⽤推廣與永續發展 (500萬元/年)

垂直整合醫療機構 200萬元

偏鄉遠距醫療推廣 200萬元

ESG評估與永續發展 100萬元

⼈才培育與管理 (300萬元/年)

持續教育與專業發展 150萬元

計畫管理與評估 100萬元

其他⽀出 50萬元

⾵險評估與因應策略

 技術⾵險

⾵險：

AI系統正確率不⾜，影響使⽤者體驗

因應策略：

設定階段性正確率⽬標（初期80%、中期85%、⻑期95%）

建⽴⼈⼯審核機制，持續優化知識庫

導⼊最新⽣成式AI技術，提升系統表現

 管理⾵險

⾵險：

垂直整合醫療機構間協調困難

因應策略：

建⽴明確的合作框架與協議

設⽴跨機構協調委員會

提供技術⽀援與培訓，降低整合障礙

 財務⾵險

⾵險：

計畫執⾏超出預算

因應策略：

建⽴嚴格的預算管控機制

分階段實施，優先執⾏⾼效益項⽬

尋求額外資源與合作夥伴

 個資安全⾵險

⾵險：

醫療數據共享可能帶來個資外洩⾵險

因應策略：

遵循CNS27001、ISO27001等資安標準

建⽴完善的資料加密與存取控制機制

定期進⾏資安檢測與評估

⾵險監控機制


定期檢討會議

每⽉召開技術團隊檢討會議


專家諮詢委員會

每季召開專家諮詢委員會


使⽤者反饋機制

建⽴即時使⽤者反饋系統

執⾏團隊介紹

計畫主持⼈：邱冠明院⻑（亞東醫院）

專⻑：醫院管理、智慧醫療發展策略

⾓⾊：統籌計畫執⾏，協調各合作單位

計畫協同主持⼈：胡德⺠執⾏副總經理（遠傳電信）

專⻑：AI技術應⽤、數位轉型策略

⾓⾊：提供技術⽀援，指導AI系統開發

技術總監：王棨德主任（亞東醫院⼈⼯智慧中⼼）

專⻑：醫療AI應⽤、臨床決策⽀援系統

⾓⾊：負責AI醫療應⽤開發與整合

醫療專家團隊負責⼈：張○○（亞東醫院醫療部主任）

專⻑：臨床醫學、醫療品質管理

⾓⾊：提供醫療專業知識，確保系統臨床適⽤性

AI技術開發負責⼈：林○○（遠傳電信AI研發部⾨）

專⻑：⽣成式AI、⾃然語⾔處理

⾓⾊：負責AI系統核⼼技術開發

組織架構

計畫指導委員會

計畫主持⼈/協同主持⼈

技術開發團隊 醫療專家團隊 計畫管理團隊

結論

「智慧AI醫療全齡照護體系」計畫以亞東醫院為核⼼，整合遠傳電信的AI客服系統與⽣成式AI技術，全⾯響應衛福部健康台灣深耕計畫的四⼤範疇。透過系統化的執⾏策略，本計畫

將優化醫護⼯作環境、培訓AI醫療專業⼈才、深化智慧科技應⽤，並促進社會責任與醫療永續發展。

透過五年計畫執⾏，預期建⽴⼀個以病⼈為中⼼的智慧醫療照護網絡，提升醫療服務品質、降低醫護負擔，同時提⾼醫療資源可及性與公平性。此計畫不僅將造福亞東醫院及其合

作醫療機構，更將為台灣智慧醫療發展樹⽴標竿，為國家健康台灣願景作出重要貢獻。


以⼈為本

以病患與醫護⼈員為中⼼的智慧醫療體系


科技賦能

運⽤AI技術賦能醫療服務，提升效率與品質


永續發展

建⽴具社會責任的永續醫療⽣態系統

謝謝您的聆聽

亞東醫院 × 遠傳電信

智慧AI醫療全齡照護體系

由 Genspark 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