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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1990～2008年间台湾地区中医药的发展状况，力求全面、客观地进行综述与总结，如实反映
其近18年来的发展进步。
全书包括台湾地区中医医事管理、台湾地区中医药事管理、台湾地区中医药科研管理、台湾地区中医
基础研究、台湾地区中药研究、台湾地区方剂研究、台湾地区中医临床研究、台湾地区针灸康复研究
、台湾地区中医药教育、台湾地区推动两岸中医药交流的现况、台湾地区全民健保、参考文献12个部
分。
    该书作为了解台湾地区中医药发展概况的工具书，既反映近18年来台湾地区中医药文献研究的成果
，又如实收载当代台湾地区中医药发展的信息资料，可供行政领导、科技界、医药卫生界、产业界及
有志于促进两岸交流的同行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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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组织再造组织再造，即进行机构改革，以建立一个务实的、讲求效率的、权责分明的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
针对目前管理职能重叠、权责不清和新环境产生的新管理任务等问题，对卫生主管部门所属局、处的
结构进行调整与合并。
机构改革自1998年提出，1999年后陆续进行，如①整合原防疫处、检疫总所、预防医学研究所等三个
防疫体系，于1999年7月成立“疾病管制局”，负责全台公共卫生的管理；②增加“健康局”；③针对
近年来民众用药泛滥，为引导用药安全，卫生主管部门决定将原有仅对麻醉药品的管理延伸到对所有
药品的管理，以及对民众用药的管理，将麻醉药品经理处提升为“管制药品管理局”；④在卫生主管
部门内设立民间私立的，但从业务管理上十分专业的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医药行政管理辅助机构，实
现卫生行政分权化，如“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负责新药查验及所有药品、医疗器材等上市或
输人等查验业务；“财团法人医疗品质策进会”专管医院评鉴，包括指标订定、评鉴开展及日常监督
管理等；⑤将卫生主管部门内健保小组、健保监理委员会、健保费用协定委员会联合办公，实现业务
整合，并同健保争议审议委员会共同组成4个独立行使职责的、互动式的全民健康保险机制，以整合
健保业务的规划、监督和管理。
为落实事权统一和资源整合的目标，2002年以来又进一步计划改革：①将药政处、食品卫生处、药物
食品检验主管部门合并为“药物食品管理局”，以建立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材、生物学制品
的管理、检验、研究一体化建制，该建制还计划设置“卫生警察”，负责查缉伪药、非法行医等不法
行为。
该改革方案已经于2002年3月完成规划并上报行政主管部门审批；②计划将医政处更名“医护服务管理
处”，以更多地体现管理职责就是服务的精神；③2004年6月成立“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34家
卫生主管部门所属医院的监督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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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湾地区中医药概览(1990～2008)》特点：弘扬传统医学，增进两岸民众健康福祉突显区域优势，
促进海峡两岸发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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