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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摘要

• 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預估至2020年
整體GDP將倍增至4.7兆美元，成為比歐盟更大的重要經濟體。隨著

經濟持續發展，東協各國醫療需求快速增加，各國政府陸續推動國內

健康醫療倡議及相關政策，帶動東協智慧健康醫療資訊系統相關解決

方案的商機浮現。

• 本研究藉由市場評估機制建立，進行研究目標國家篩選，以利臺灣廠

商再資源與規模有限下，進行短中長期的布局順序擬定，經重要指標

篩選後，鎖定馬來西亞與泰國作為研究目標國家。

• 馬來西亞隨著國民可支配所得的增加，帶動民眾健康意識逐漸抬頭，

驅動醫療支出持續成長，預估人均醫療支出2020年將達647.5美元，

是東協各國中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之一。然而當地醫療服務效率低落，

平均每千人門診病患數量更為東協各國之最，為增加當地醫療服務效

率，馬來西亞政府更將Health ICT發展納入第11期大馬計畫(2016-
2020)內，帶動當地市場商機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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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政府在2015年核定成立促進產業聚落發展基金，帶動經濟與對

外貿易持續成長下，反映在醫療支出的增加。面對醫療支出的快速成

長，泰國既有的醫療基礎建設早已不敷負荷，泰國衛生部也開始推動

醫療系統以提升醫護人力與服務效率不彰的問題，並於2016年公佈

「2016-2020 eHealth Strategy」草案，目標在2020年建構健全、公

平且有效率的醫療系統，使人民具有更好的生活品質。此舉，將帶動

當地市場商機持續增長。

• 臺灣隨著全民健保政策的推行，帶動國內醫療資訊應用增加，更促使

國內醫療資訊系統廠商發展，可提供多樣化的醫療資訊模組。

• 整體而言，在面對研究目標國家馬來西亞與泰國，甚至是其他東協國

家而言，找到對的當地合作夥伴將是首要關鍵，思維重點可著重於以

技術互補或產品互補及互惠的方式；再者，藉由指標型成功案例的建

立或參與重要組織及協會，增加當地市場認知度，並持續深化在地連

結，進行市場進入策略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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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 1-1：新南向政策下，東協智慧健康系統發展契機

• 1-2：智慧健康醫療系統產業範疇

• 1-3：東協主要國家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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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成立於1967年，目前已有10個會員國，並於2015年宣布建立東

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的總體目

標，預估至2020年整體GDP將倍增至4.7兆美元，成為比歐盟更

大的重要經濟體。

•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智慧健康醫療(eHealth)定義為：

「應用資通訊技術於健康及醫療照護領域」，並認為可增進醫療

的可近性與效益、降低醫療成本，尤其對開發中國家有著深遠的

影響。

• 隨著經濟持續發展，東協各國醫療需求快速增加，各國政府陸續

推動國內智慧健康醫療倡議及相關政策，將驅動國內醫療單位進

行資訊系統導入，藉此提高國內醫療服務的效率，此舉也將帶動

東協智慧健康醫療資訊系統相關解決方案的商機浮現。

第一章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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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市場
發展概況02
• 2-1：國家經濟與醫療環境分析

• 2-2：當地衛生與資訊政策分析

• 2-3：醫療資訊發展與使用現況

• 2-4：關鍵廠商發展與標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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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衛生醫療體系結構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衛生部；工研院IEK(2016)

馬來西亞衛生部預算支應
(MoH Budget)

以論量計酬為主
(Fee for service)

Local taxes

General
Practitioner
Family
Medicine
specialists
Specialist
clinics
Hospitals

Dentists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care

Pharmacies Pathology
labs

Other
Ministries and
Departments

• Hospital
• Clinics
• Doctors

Urban
Population General Population

Universal Coverage

Specific
Population
Groups

Broad segment of population consisting of those
who can afford and can get access to the facilities

Public Health

System

Funding
Sources

Purchasers

Providers

Coverage

Employers Individuals

Private Insurers of 
Group managed 
care schemes

Personal Health Care

Ministry of Health (MOH)

• Environmental Health
• Licensing of Premises
• Building Inspection
• Sanitation
• Vector Control
• Food Quality Control
• Water Quality Control
•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 Occupational Health
• International Health

•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 Enforcement
• Health Care Planning

• Hospital
• Clinics
• Doctors
• Dentists
• Medical assistants
• Nurse Practitioners

(Predominantly
western allopathic
medicine

Local Authority

• Environmental 
Health

• Licensing of 
Premises

• Building 
Inspection

• Sanitation
• Vector Control
• Food Quality 

Control

Public Private

Government General Revenue SOCSO*
and EPF**

Private Providers

• 馬來西亞當地醫療體系可分為公立及私立兩大類型。公立醫院營運由馬

來西亞衛生部編列預算支應，私立醫院所則以營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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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市場發展
概況03
• 3-1：國家經濟與醫療環境分析

• 3-2：當地衛生與資訊政策分析

• 3-3：醫療資訊發展與使用現況

• 3-4：關鍵廠商發展與標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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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說明

• 泰國近年在政府財政、公共投資與觀光收入遽增的加持下，帶動

國民所得與醫療支出的增加。為使醫療照護體系更具效益與效

能，泰國衛生部於2016年3月公佈「eHealth Strategic [Draft]
2016-2020」，預計透過五階段的實施與六戰略的推動，建立國

家級個人健康記錄，並建立健全、公平且有效率的電子醫療資訊

系統，使人民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 泰國醫療體系以公立醫院為大宗，約占75%以國家三種保險病患

為主。本國人多以公立醫院就醫為主，但由於病患人數過多且資

源較少，故在服務品質與醫療資源上較為不足。私立醫院以非國

家保險病患為主，尤其觀光醫療已成為近年私立醫院發展重點。

• 本章節將藉由瞭解泰國醫療資訊系統發展概況與趨勢，盤點泰國

當地醫療資訊廠商與國外醫療資訊廠商的發展要素，並進行個案

標竿分析，以作為我國廠商進入泰國市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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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業能量
盤點04
• 4-1：臺灣智慧健康醫療系統發展歷程

• 4-2：臺灣廠商發展現況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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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說明

• 透過政策支持與國家型計畫的推動，我國智慧健康醫療產業發展

已具有相當基礎。HIS涵蓋率已達100%，EMR、PACS普及率也

有五成以上，也因此，國內在相關產品與服務的發展能量強勁。

• 國內許多過去以硬體銷售為主的ICT業者，如研華、神通電腦

等，都已轉型為以提供醫療領域的資訊整合服務模式，尤其現今

在雲端運算應用已漸成熟，並以網際網路資源為基礎架構的系統

服務，已成為國內各家醫院重要發展方向。

• 我國醫療資訊產業發展已屆30年，在政府帶動廠商投入之下，累

積豐富產業能量，除提供國內醫界使用之外，也開始與國際接

軌，期望未來能有拓銷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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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05
• 5-1：馬來西亞輸出策略與建議

• 5-2：泰國輸出策略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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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說明

• 環顧馬來西亞當地醫療院所，公立醫院資訊化程度低，僅有15%
具有醫療資訊系統。為在2020年達成1 Person 1 Record之終生

健康紀錄的目標，如何加速建構醫療資訊化與系統建置成為首要

之務。

• 目前馬來西亞國內廠商在基礎的醫療資訊系統，如病患管理系

統，已可自行開發，並且也推出相關產品與解決方案，但在其他

周邊系統，像是醫學影像資訊系統如RIS或PACS，檢驗資訊系

統(LIS)、臨床資訊系統(CIS)、護理資訊系統(NIS)、用藥資訊系

統(PIS)等尚未具能量，是目前產業缺口。

• 臺灣廠商在醫療資訊系統與其他周邊系統皆具相關產品與能量，

如何找到對的合作夥伴、以技術互補進行策略合作、在當地設點

深化當地連結、以及增加市場認知度等方式，進行布局之策略擬

定，將是未來在進入馬來西亞市場前可以思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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