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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在外交上長期被孤立而難以參與國

際舞臺，這種現象也反映了政府及民間

組織對推展國際事務努力的空間仍有極大空

間。在2009年5月15日一場世界醫師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WMA）假日內瓦國際紅十

字會總部舉辦之研討會，前衛生署署長葉金川

面對著數百位世界各國醫療與公衛領域菁英發

表感言，為臺灣以觀察員身份重返世界衛生大

會（WHA）致謝，並表達臺灣願回到世界醫衛舞

台的決心。

　　相隔二年，於2011年5月，當時的衛生署署

長邱文達也站在同樣的WMA研討會上，向百位世

界級醫學公衛菁英發表演說。這是一個建立國

際衛生人脈的絕佳場合，也是一個向所有國家

衛生代表介紹臺灣之絕佳機會。而這樣的機會

對於國際地位劣勢的臺灣，並非理所當然，幕

後推手就屬本校醫學系校友吳運東醫師。

    現為桃園市中壢新國民醫院院長的吳運東

博士並不是一位傳統固守於醫院診所的白袍醫

師，翻開吳院長的個人簡歷，從擔任中華民國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經歷了亞洲暨大

洋洲醫師會聯盟會長、世界醫師會理事、臺灣

國際醫衛行動團隊(Taiwan IHA)首席資深顧

問、中華民國防癌協會理事長、總統府國策顧

問、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吳院長的豐富經歷

與各式頭銜張彰顯著院長從醫後的這五十多載

在國際醫療上的努力。這樣的努力不僅讓吳院

長獲得2008年高醫第12屆領導者類傑出校友

獎、總統府頒授貳等景星勳章、行政院衛生署

參等和貳等衛生獎章等等傑出獎項的肯定外，

更是一步又一步將臺灣推向世界的舞臺，讓世

界走進臺灣，讓臺灣在國際上能見度提高。

　　吳院長有感於臺灣在國際地位的弱勢與所

受的不平等待遇，因此自1998年擔任全國醫師

公會理事長起，積極推動臺灣醫師會與世界醫

師會等相關的國際醫療衛生組織交流，並藉由

參與WMA運作間接推動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

相關事務，讓臺灣的醫療不落入世界邊緣。

2001年起，吳院長積極邀請WMA歷任會長來台參

訪，加強臺灣醫師會與各國醫師會暨WMA間之聯

繫，為推動臺灣加入WHO事宜不遺餘力。2005年

他更被推選為WMA理事，成為臺灣第一位WMA理

事。除此之外，吳院長也繼續積極的促使國內

醫學公衛專家與國際重要衛生人士進行實質交

流，提升臺灣能見度，累積國際衛生事務經

驗。終於，2009年WHO通過臺灣以觀察員身份重

返世衛組織，這個得來不易的成果，讓幕後功

臣吳院長，更加盡心參與每年WHA大會，持續為

臺灣向國際發聲。

　　吳院長認為，世界醫師會向來是世界衛生

組織主要的夥伴之一，對於WHO相關政策具有很

大的影響力。臺灣和WMA的密切合作是參與

WHO的另一條重要管道之一。在2013年的WMA大

會中，臺灣爭取到2016年WMA大會在臺北舉行的

主辦權，吳院長擔任籌備會主委，精心規劃籌

備。2016年10月19至22日WMA大會在臺北盛大舉

行，深獲全體參與國代表的極大讚譽。這場在

臺北舉辦的世界醫師會大會，共計49個國家、

10個國際非政府組織、300名各國醫師代表與

會，而大會通過的「健康資料與生物資料庫之

倫理考量宣言」，被命名為「臺北宣言

（Declaration of Taipei）」，相當具有歷史

定位與意義非同小可，也成功讓世界看見臺

灣。吳院長的付出努力真是功不可沒，為臺灣

醫療界寫下名流青史的一頁。

    經歷了SARS風暴，臺灣已向世界證明我們

有掌控大型流行性疾病的公衛應變能力，另一

方面也凸顯出臺灣在醫療界中不能被世界遺忘

的迫切。目光深遠的吳院長知道，這不僅是國

際場合中主權的盱衡較量，更關乎了全臺灣人

民的醫療衛生與健康福祉。一輩子奉獻於臺灣

醫療，不論在醫界、政壇、社會，吳院長都留

下了不可抹滅的典範。

吳院長強調國際衛生外交的工作，非一朝

一夕可完成，期許母校高醫持續培養人才，學

弟妹能積極的走向國際，為國際醫衛外交盡一

份心。高醫創校至今已62年，歷屆培養的學生

遍佈世界各個角落，這是高醫的成就，也是日

後可善加利用的資源，臺灣現在各地醫學大學

競爭激烈，高醫更應該凝聚向心力，強化集結

各界校友資源，成為高醫再創高峰的基石。

臺灣第一位世界醫師會(WMA)理事
吳運東校友

●

●現任：中壢新國民醫院院長

●曾任：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亞洲暨大洋洲醫師會聯盟會長、世界醫師會理事、

        總統府國策顧問、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世界衛生大會(WHA)我國代表

本校醫學系第5屆畢業生

▲   吳運東院長參與2016年WMA大會

醫療外交，高手在民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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