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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摘要

• 生物經濟的發展趨勢下，生物科技將廣泛應用於健康照護發展，包含

新穎的診斷方式、標靶藥物、藥物開發，甚至根據病患的遺傳特徵給

予相對應的治療方式。此外，生物技術也將應用於藥物遺傳學，並與

醫療紀錄連結，未來將可透過行為因素、臨床數據、遺傳因子與長期

健康情況對照，提升治療效率與安全性，減緩醫療需求快速攀升所造

成的醫療資源不足問題。

• 互聯健康(Connected Health)的定義是為一種醫療服務解決方案，利

用醫療通訊技術與系統應用，達到所有資訊共享、使用與後續分析，

並讓所有參與個人健康管理者共同合作與溝通。個人化健康服務需求

不斷增長驅動以病患/個人為中心的醫療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參與者

與病患之間聯繫。而互聯健康正創造改變健康照護服務以及創造病患

自我健康管理的機會。

• 消費性健康穿戴裝置開啟個人自我健康管理意識，隨著民眾對於健康

數據逐漸重視、期待提供更具有價值之健康服務，以結合感測裝置、

雲端運算與大數據分析，推動下世代健康照護之互聯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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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端點之生物感測裝置為獲取生物資訊之第一步，過去多經由腕部感測

至今擴展至身體各個部位，進行多功能生理監測與管理慢性疾病之

用，如心血管疾病CVD、血糖監測、呼吸/COPD等。近年創新感測

技術與產品一一問世並獲得國際間認證，加速感測技術朝向多樣貌發

展。在感測裝置軟體方面，針對不同生理狀態監測發展出不同形態的

感測器，必須建立專用功能演算法以建立常模，協助預先篩選並剔除

不需要的資訊，以協助減輕醫護人員判讀數據的負擔。

• 透過雲端分析人工智慧技術匯集臨床病歷資料、個人穿戴數據、個體

基因等資訊，除了協助臨床醫師洞察疾病、瞭解新藥的療效，亦可做

為疾病治療與後續預防之輔助判別。

• 互聯健康生態系涵蓋廣泛包含醫院、醫師、病患、保險、付費方、製

造商等，需與各個關係者緊密聯繫，相互配合建立合作關係，並設立

分潤機制、互補所長，共同發展可行之商業模式。

• 展望未來，台灣廠商可借重在既有的端點開發能量與豐富的醫學臨床

經驗提升軟硬體技術、開發多樣化感測裝置、研發雲端之認知運算與

人工智慧演算法，再透過政府在人才面、技術面與法規面的持續建構

與各面向調整因應，鏈結互聯健康生態系，推動互聯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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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 1-1：生物經濟趨勢下，互聯健康發展需求

• 1-2：互聯健康產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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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全球人口與經濟持續發展，初級產業、工業、健康照護發展

所需資源恐逐漸匱乏；為此OECD在2009年提出「2030生物經

濟」(The Bioeconomy to 2030)計畫報告，主要內容為分析生物

科技的應用範圍與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前瞻生物科技應用於相

關領域的趨勢，評估生物科技對各國社經層面所產生的影響，並

模擬未來發展可能發生情境，以進一步提出發展策略。

• 生物科技研發資源應該增加配置在初級產業與工業領域之應用，

例如已廣泛應用於農林魚牧等初級產業的動植物疾病診斷、育種

技術、基因轉殖等；或是透過酵素與微生物的反應，合成高價值

化學原料或塑料，以提高使用效率達成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之目

的。

• 生物科技將應用於所有的健康照護發展，包含新穎的診斷方式、

標靶藥物、藥物傳輸系統，甚至根據病患的遺傳特徵給予相應的

治療方式。此外，生物技術也將應用於藥物遺傳學，並與醫療紀

錄連結，未來將可透過行為因素、臨床數據、遺傳因子與長期健

康情況對照，提升治療效率與安全性，減緩醫療需求攀升造成的

醫療資源不足問題。

第一章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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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場產業
概況

• 2-1：互聯健康發展趨勢與政策

• 2-2：互聯健康市場規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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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說明

• 高齡化社會來臨帶來慢性疾病盛行率增加，醫療支出費用也相對

提升，加重全球各國財務負擔，為此全球主要國家積極制訂相關

政策，協助降低醫療成本、提高醫療品質、拓展醫療照護服務。

• 個人化健康服務需求不斷增長驅動以病患/個人為中心的醫療服務

機構、醫療服務參與者與病患之間聯繫。而互聯健康正創造改變

健康照護服務以及創造病患自我健康管理的機會。

• 消費性健康穿戴裝置開啟個人自我健康管理意識，隨著民眾對於

健康數據逐漸重視、期待提供更具有價值之健康服務，並結合感

測裝置、雲端運算與大數據分析，推動下世代健康照護之互聯健

康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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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互聯健康技
術發展與廠商標
竿
• 3-1：端點：生物感測器技術與應用發展

• 3-2：雲端：人工智慧

• 3-3：國際廠商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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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說明

• 互聯健康連網架構涵蓋端點之實體層、感知層；雲端之網路層、

雲端層、認知層，以及最後應用之應用層面等。透過不同層面的

聯結、溝通、解析與應用，達到遠端健康照護服務之宗旨。

• 端點之生物感測裝置為獲取生物資訊之第一步，過去僅由腕部感

測至今擴展至身體各個部位，進行多功能生理監測與慢性疾病管

理，如心血管疾病(CVD)、血糖監測、呼吸疾病等。近年創新感

測技術與產品一一問世並獲得國際間認證，加速感測技術朝向多

樣貌發展。在感測裝置軟體方面，針對不同生理狀態監測所發展

出不同形態的感測器，必須建立專用型演算法以建立常模，協助

預先篩選並剔除不需要的資訊，以協助減輕醫護人員判讀數據的

負擔。

• 透過雲端分析人工智慧技術匯集臨床病歷資料、個人穿戴數據、

個體基因等資訊，除了協助臨床醫師洞察疾病、瞭解新藥的療

效，亦可做為疾病治療與後續預防之輔助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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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互聯健康產
業概況與能量盤
點
• 4-1：台灣互聯健康研發能量盤點

• 4-2：台灣主要廠商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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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說明

• 國內廠商在生理參數、慢性疾病監測雖有眾多廠商布局開發，仍

以傳統測量方式居多，產品推廣拓展至醫療服務提供與居家監測

領域。目前法人與業界已有投入無線、可攜式互聯裝置技術，並

同時開發後端平台服務系統，逐步建立互聯健康產業藍圖。

• 非侵入式、非接觸式等創新感測裝置將是未來產品研發方向，目

前國內產業仍屬於開發階段。

• 台灣在人工智慧應用於健康照護領域之研發能量與核心技術大多

仍集中於學界與醫療單位，對於技術、產品商品化以及產品推廣

與服務模式仍待開發。人工智慧應用於醫療領域，醫院與醫師的

接受度，以及病患與社會大眾的認知程度仍需時間驗證，也因此

台灣廠商目前大多以開發電腦輔助診斷系統(CAD)用於疾病輔助

診斷與判讀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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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 5-1：全球互聯健康產業發展趨勢

• 5-2：台灣互聯健康產業發展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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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說明

• 在互聯健康端點裝置上，台灣廠商在感測器晶片設計與製造上過

去發展較為不足，主要在於缺乏機電與電化學整合晶片設計能

量，同時產線設計亦不利於少量多樣的醫療等級晶片產品的生

產。未來發展可朝向新材料與新製程開發，依客戶需求提供客製

化解決方案，改變舊有思維，有效跨入感測器領域。

• 台灣互聯健康雲端應用分析由醫界、學界帶領下，主要在輔助臨

床診斷與支援決策已有相當的能量基礎，未來鏈結台灣產業能

量，結合軟硬體與跨領域合作、與之串聯，才能有效發揮互聯健

康之軟實力。

• 互聯健康產業商業模式建立需與生態系各個關係人建立合作、互

信、共享關係，可借鏡國際大廠合作模式，與生態關係者連結合

作，共同拓展服務應用與商業模式。

• 在產業生態發展方面，台灣廠商可掌握端點感測技術能量提升、

開發多樣化感測裝置、研發雲端之認知運算與人工智慧演算法，

再透過政府在人才面、技術面與法規面的持續建構與各面向調整

因應，鏈結互聯健康生態系，推動全面向互聯健康之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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