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組孫浩淳
111/9/29

李伯璋署⾧：
大家早安，我想很高興，因為HIS系統㇐直是我們的痛，主要是在昨天資

訊在報告的時候，其實我們這次部分負擔在做資訊操作時，醫院的部分已經
做到99%，所以沒有甚麼問題，但是診所端還是有㇐些挑戰。所以我拜託六
個分區組⾧，務必跟各個公會提醒，因為部分負擔要做的政策大概跑不掉，
但timing大概不是我們能決定的。不過，我們都把㇐些該做的東西都把它整
備好。那不過這段時間，謝謝資訊、醫管和企劃，大家都有幫忙，協助建立
健保雲，今天很高興請到浩淳幫我們做健保雲目前規劃情況介紹，畢竟資訊
的部分是我們健保署的骨幹，如果做得好，很多事情就不㇐樣，浩淳請。

孫浩淳副組⾧：
署⾧，還有線上的醫界先進，還有署內線上或現場的⾧官同仁，大家好，

今天由我來代表資訊組來報告健保雲的構想，那我想這是今年㇐個很重要的
㇐個創新，所以等下我會花點時間做介紹，讓大家也不要因為這個新名詞就
嚇到認為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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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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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今天的大綱。然後最後會做㇐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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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早已無處不在

圖像均為網路下載，版權屬該公司所有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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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我們先從輕鬆的㇐點入門，因為我們要談健保雲，要先談到雲端服
務，其實雲端服務我想大家也不陌生，現代人大概很難避免雲端服務，你可
能早上來上班打開電腦，你是微軟的作業系統和office，現在也都是雲端版的，
然後你用的是iphone 和Google Android 手機，可能會有用推特或 Fb 或是
IG 跟你的朋友同事去做溝通，等到下班回到家想輕鬆㇐下，去追劇 Netflix ，
迪士尼或是上亞馬遜購物，這些世界級的大廠全部都是用雲端服務方式來做
個呈現，也就是說雲端服務早就存在我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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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3 iThome
網站報導，網址：
https://ithome.com
.tw/news/149671

現況

國內發展雲端服務優勢，
世界級大廠也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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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雲端服務這件事情上，其實是有很好的利基，這個也不是我們自
己講講而已。這有㇐個例子，像世界級的雲端服務大廠Google就非常肯定台
灣，所以前幾年在彰化的彰濱建了㇐個資料中心，這個就是照片，據說不排
除後面還會建第二座第三座中心，這個當然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做㇐個最後的
考量；剛才也有提到像微軟或亞馬遜，聽說也都有評估在台灣來做雲端服務
中心，所以我想台灣要發展雲端服務，未來㇐定是有很好的機會，所以台灣
不是只有台積電這個護國神山，還有良好的雲端基礎建設，對於未來要推動
雲端這項工作是沒有問題的。

4



 持續增修、優化，更貼近臨床實務需求
 加值運用，更友善的主動比對功能
 強化以病人為中心的跨院資料分享

健保署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持續精進現況

 醫療資料上傳分享
 就醫資料加值運用
 加強資安自我管理
 使用者意見回饋

HIS

醫療院所

提升病人安全及就醫品質
5

署內做雲端，從很早時間就開始在導入，其實在102年就嘗試做出㇐個雲
端藥歷的系統，讓相關的就醫資料能夠跨院分享的機制，讓醫療院所能夠做
參考。那這幾年在署⾧的帶領之下，再把雲端藥歷擴充到變成㇐個更完整的
所謂的健保醫療資訊雲端資料分享的機制，特別是這幾年還有結合署內的㇐
些新的作為，包含了比方說虛擬健保卡及雲端安全模組等等，想要讓系統變
得更好用。同時在資訊系統面的部分，資訊組也㇐直持續配合相關需求單位
的想法，持續去精進整個操作的介面，希望讓實際在使用的醫療院所的醫生
覺得這個系統更好用，這整個目的不外乎就是強化以病人為中心的跨院資料
分享的初衷能夠更落實。另外這幾年特別強調要去提升整個病人就醫的安全
跟品質，這也是後續整個雲端系統去發展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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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院所發展數位化的限制計劃內容

邁向智慧醫療，數位化工具
具重要性，基層醫療院所大多沒
有資訊人力
各項系統建置、異動需求，或健
保規定的調整，大都要仰賴HIS
廠商配合及排程安裝，各項衍生
成本造成院所沉重負擔

營運風險

營運成本

保障資訊安全、民眾隱私以及
風險管理是資訊作業的核心

基層醫療院所資訊專業有限，
需要專業團隊及解決方案，
降低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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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署⾧也有提到，健保雲計畫的構想，㇐個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於㇐些
基層院所的㇐些想法。這幾年大家都有共識會想要去做㇐個數位化、雲端化，
相信基層院所都是非常贊同這個目標，但是他們在實務的推動上碰到了很多
的限制，我想分兩個部分來做說明，第㇐個就是這些數位化雲端化的這些工
具，那需要有相關的資訊人力還有資訊專業來做處理，但是基層院所通常都
沒有這樣的人力來做這件事情，所以造成什麼問題呢？例如你對系統的部分
想要做㇐些增修異動，或是配合署內的㇐些健保政策相關規定要做修改的時
候，基層院所常常都需要再去跟廠商協調配合，來達到這個時程，但是因為
HIS廠商也服務很多客戶，他也沒辦法第㇐時間就幫你處理，所以他要去做㇐
個排程安裝，所以整個時程就會有影響，這個對基層院所來講是㇐個困擾，
所以有㇐些院所就會和署內反映，你要給我足夠時間來去做這件事情，因為
廠商也跟我說你要排到很久以後才能處理。這個狀況對署裏要去推動任何政
策的時效都會是㇐個不好的結果，這是有關成本的部分。再來是風險的部分，
這幾年其實全民對於資訊安全或是民眾個人隱私，相信不管是醫師或是病人
應該都有㇐定的共識，這個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再加上這幾年也會講到所
謂的企業經營，企業永續風險的觀念，這些都是需要㇐些資訊的措施作為去
處理。剛才有提到，基層院所最缺乏的就是這㇐部分，所以他很需要㇐些專
業團隊提供他這些服務，讓他可以減少這個企業經營上的風險。因為我們也
知道，現在不管是醫院診所，他也是用企業經營的概念來營運，以上這二個
就是基層院所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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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雲構想
鼓勵健保醫療資訊朝雲端化發展，初期由健保VPN營運商的中華電信提供健保雲服務框架，

具意願及專業服務能力的廠商來提供HIS移轉到雲平臺的服務，
協助基層院所導入雲端資訊科技應用。

計劃內容

協助服務上雲(系統環境資安管理)

基層院所

介接健保VPN
(網路資安監控)

健保署
選購/訂閱方案

HIS雲平臺服務商

健保雲

7

所以署內開始思考雲端的技術能不能來解決基層院所的痛點，試著提出
了㇐個所謂的健保雲的構想，這個構想的前提是希望鼓勵整個健保醫療資訊
往雲端化的這個方向，那要來完成這個想法，當然要先確定相關參與的單位；
於是在這個計畫中，第㇐個想到的是中華電信，因為中華電信幫本署協助建
置了㇐個專門讓特約院所安全連線的健保資訊網，所以我們邀請中華電信來
參與這個計畫，來建置㇐個所謂的健保雲的服務框架，後續就會邀請其他第
三方具有意願還有專業能力的資訊廠商來參與，他也不㇐定是傳統的HIS廠商。
基本上歡迎有興趣的廠商都來參與這個專案，來提供能夠建構在雲平臺上的
醫療資訊應用服務，想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協助基層院所來解決前面那些問
題，能夠導入雲端科技。可以用㇐個3角關係圖來做說明，右下角就是剛提到
的中華電信。未來是會在計畫開始扮演㇐個所謂的服務框架的角色。當然也
會包含基本的維運的管理，那因為中華電信現在也有協助署內的客服系統，
具有相關經驗，所以也可能請他來協助㇐線客服或是諮詢輔導的工作，那左
下方的部分就是HIS雲平台的營運廠商，要負責提供實質在 run 的HIS功能。
當然這個功能就會涉及到如果院所要使用這樣的服務，他可能有㇐些過去的
歷史資料要做移轉，也是由營運商負責作處理。至於系統後續多少都會有㇐
些改版或是㇐些調整，包含後續的版更或是㇐些所謂的客製化、加值服務、
上架等都要再做㇐個完整設計，涵蓋在這個方案內。對於基層診所而言，未
來在健保雲上也許有不止㇐種的方案，那他可以選擇哪㇐種方案對他來講是
最好的，最符合需要的解決方案，就可以在健保雲上去訂閱，未來可能是提
供訂閱或選購的方式，整個方案就是透過這樣的關聯來運作，最後整個相關
的就醫資料就會透過健保資訊網VPN串接到這個署內。這整個過程中，相關
的資安或是其他的細節，都會請相關參與的這個單位或機構來㇐起討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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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醫院
VPN

HIS廠商

署本部機房
(台北IDC)

中區機房
(台中IDC)

Internet
安全上網

健保VPN
MDVPN

鄉鎮市區公所

衛生福利部SC

各地聯絡辦公室/
各地行政執行分署

分區業務組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VPN

行動辦公室

ASR1K

中華電信機房

健保雲網路架構

健保雲｜HIS作業

視訊看診
加值服務

健保雲後台

 HIS基本服務：門診醫囑，
健保申報，批價收費，預
約報到等。

 健保雲用戶可選擇加購其
他加值功能。

計劃內容

基層院所
/特約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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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可能是今天簡報中技術性比較複雜的㇐張，首先是整個健保網路
架構的部分，這幾年在署⾧的帶領下，還有各單位的配合下，其實已經把署
內的相關單位都連成㇐個網絡。包含衛福部，鄉鎮市區公所，聯辦，行政執
行分署等，全部都已經在㇐個VPN下。至於特約醫療院所的部分，由於署⾧
大力推動的鼓勵方案，把ADSL全部換成光纖，所以現在整個健保VPN都能夠
及時做上傳跟分享。所以未來的健保雲就會是在這個基礎下去作延伸出更多
的雲服務，最主要的就是健保的HIS作業，然後會衍生出後臺管理的雲，或是
㇐些附加的加值服務的雲，比如說視訊服務。所以健保雲的構想，主要服務
對象是針對基層診所的需要。他只要選擇參加這樣的㇐個健保雲的方案，就
可以透過VPN直接連線到健保雲的服務，所以整個健保雲的服務就會包含基
本服務以及另外的加值服務，基本服務就是指診所端㇐定要用到的㇐些功能，
如門診醫囑、健保申報、批價收費或是預約報到等。如果診所認為還有㇐些
不夠的地方，那他可以視需要再去選購㇐些加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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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雲端HIS

李 醫 師
健保雲

醫療雲端查詢

操作情境示意計劃內容

到這裏大家已經對健保雲稍微有點概念，那我們就來設想，如果健保雲
上線以後會是什麼樣的情境，用動畫來作說明。
以基層診所的醫生而言，他每天早上就是打開電腦，準備登入健保雲的系統，
那當然他需要先有讀卡機，因為後續會有插卡作身分驗證的議題。
再來這個讀卡機裡面會放入㇐個安全模組卡，因為要做院所身分權限認證，
院所電腦就會跟讀卡機先去做連線確認，再來讀卡機就會再跟健保雲連線，
就是完成開機驗證的作業。
再接著健保雲上的HIS操作畫面，如果有視訊功能的話，會連同視訊畫面就會
推送到院所端的電腦，所以院所的醫生看到的就是從雲端上呈現的畫面。

再來要做3卡認證，所以病人的健保卡也要放在讀卡機，那再來就是醫師
卡也要放進去讀卡機。
因為這時候已經完成了三卡認證，所以後續就可以做雲端查詢或是其他功能。

等到醫師看完診後，醫生會寫下㇐些醫囑或是相關就醫紀錄，就會直接
儲存到雲端上面去，後續就會透過VPN再介接到署內。
這整個就是健保雲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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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充分展現
雲端優勢：部署快速方便

系統負載可依使用量
彈性調整

系統架構設計上直接整合串接
本署的VPN重要服務，如：
健保雲端查詢，電子轉診平台、虛擬健保卡

讓醫師有更好的操作體驗

系統開發及維運成本
非本署負擔。

配合健保政策必要系統調整，
不再加收費用原則。

鼓勵服務供應商思考⾧期商
轉營運模式，如健康醫療相
關電子商務

直接
整合串接

展現
雲端優勢

使用者
付費

策 略
推動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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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都是㇐些比較技術性不好懂的部分，接下來這個計畫㇐定要有㇐些推動策略來
去執行，我們提出了幾個策略方向：

第㇐個策略是因為這是㇐個新的計畫，也是在既有基礎上再做㇐個創新。因此這個
系統的整個架構設計上應該要能夠直接介接署內現在的㇐些對外服務，因為傳統的HIS是
發展很久了，後來署內陸續推出，㇐些新服務時，造成HIS串接上有時會碰到㇐些困難。
現在這個新的健保雲準備要推出，而署內是在原有的對外的服務的基礎上都已經大致到
位。所以希望健保雲是能夠直接很順利的串接現在的健保雲端查詢，電子轉診，還有虛
擬卡等等這些服務。這個目的不外乎就是希望讓醫生有㇐個更好的整合操作體驗，不需
要為了使用㇐個服務就必須打開㇐個視窗畫面。

第二個策略就是希望既然是所謂的雲端服務，㇐定要能夠突顯展現雲端的優勢和特色，
雲端的優勢就是它在系統部署上非常方便快速，他比較不需要考量安裝的問題，當然不
是說百分之百不需要，而是相對來說不太需要像傳統的軟體服務要到點去安裝，例如未
來雲端如果有改版，他可能就直接在後端修改後，診所端只要重新開機登入，看到的就
是㇐個新的畫面，希望用這個方式來縮短這個部署時間。另外就是在整個系統設計上，
它的負載是能夠達到㇐個平衡的概念，也就是說，他的後台資源運用上要有彈性及擴充
性，使用量大就增加資源，量小時就回到合理資源，這樣作的優點是管理成本降低，再
來就是不需要開的機器不用開著，也減少系統異常發生，整個營運風險會降低，營運成
本也降低之後，希望能回饋到使用者身上。

第三個策略上，剛才提到會有中華電信及第3方這個業者共同參與這個專案，這是㇐
個公私協力的模式，而公私協力模式會有㇐個重點，就是㇐定要有㇐個⾧期營運商業模
式，所以希望不要再像過去的思維，所有的系統的營運開發、維護都是由署來負擔，畢
竟署的預算來自於政府也是有限。所以未來希望使用者能夠體認到使用健保雲服務，就
是要有付費的概念，方案才能走下去。當然如果是配合健保的政策的㇐些變動，也希望
業者去思考，既然業者已經收了每個月的合理使用費，那就不要再去加收㇐些配合健保
的政策變動的修改費用的原則來處理。換言之，如果使用者自願要得到更好服務，可以
選擇訂閱或購買其他加值功能，這部分要有另外費用是合理的。整體來看這個計畫的重
點，就是要去找到㇐個⾧期營運模式，才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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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計畫的期程，大概去年署內就有這樣的㇐個構想，但是因為去年在資
源盤點上碰到㇐些問題，所以中間有稍微停頓了㇐下。今年因為疫情變得比較
嚴重，衍生了虛擬健保卡及視訊診療的需求。外界開始有體認到雲端服務方向
是有必要性，所以反而是疫情的關係，讓這整個計畫可以再重新思考，計畫的
方向也比較明確，加上也有第3方業者充分表達參與的意願，因此在上個月有
找西醫全聯會來做討論，大家有達到㇐些共識去完成計畫；那署內在這個月初
也去修正健保資訊網的管理要點，讓未來這個業者可以提供雲端服務有法源上
的依據。今天這個簡報就是由我來介紹健保雲的構想。預計到下個月，都會持
續去安排找㇐些基層醫師來聽他們的想法。蒐集他們的意見及對未來的功能的
期待，彙整之後希望確實有符合使用者體驗的要求。預計在11月的時候，健保
雲的功能會進行雛形展示，同時為後續的實機驗證再作㇐些調整。㇐切順利的
話，明年開始陸續會有㇐些種子診所來參與測試，實機驗證的結果就可以作回
饋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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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的成功關鍵因素效益

基礎建設
功能體驗

使用者
雲端內容

即時、完整、價值

良好韌性

持續改善

認同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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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簡報的後半部還是要說明計畫的效益。因為這計畫都還在規劃進行中，可
能沒有辦法直接呈現具體或實際數字的效益。但是在提到效益之前，有㇐些觀念
還是先跟大家做說明，就是㇐個雲端服務要成功，其實會有㇐些關鍵因素：
第㇐個就是，基礎建設要到位。這裏還是再強調，非常感謝署⾧先前推動讓整個
醫療院所從ADSL轉換成光纖，所以基礎建設已經差不多了，加上這幾年還有5G
技術去彌補偏鄉或離島在網路通訊上的困難跟不足，所以這項基本上沒有太大問
題。
再來是雲端內容的部分㇐定要具有即時性，所以署內㇐直推動有申報應上傳，落
實24小時上傳來提升即時性，例如現在IC卡上傳完成檢核後，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在雲端上查詢，就是㇐直在縮短雲端資料的落差，去提升這個即時性。至
於在完整性和價值部分，雲端服務，最不希望的就是萬里無雲，也就是只有架構
沒有內容；或是㇐片烏雲，看起來東西很多，但都是垃圾沒有價值，這些都會影
響雲端的成效，完整性和價值是⾧期性的作為，要持續去處理。

再來就是功能體驗改善是㇐個滾動修正，就像軟體通常㇐點零可能都不會很
完美，所以要去蒐集使用者的想法跟意見來做修正，到了二點零或三點零後，就
會做得比㇐點零更好。

最後是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使用者的認同跟支持。因為健保雲服務是㇐個
創新的服務，如果要⾧久，剛才提到㇐定會有㇐些商業模式，也會有使用者付費
的議題，需要使用者行動上去認同跟支持這樣的㇐個想法。舉例來說。當初賈伯
斯發明 iphone 之前，那個時代的手機都是按鍵式的手機。大家也不知道觸控式
手機會不會成功，因為有人帶頭出來做，又有使用者去認同，就有可能去改變整
個世界。雲端服務的導入也需要使用者去認同這樣的做法⾧遠來看對大家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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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效益

短期效益短期效益

⾧期效益⾧期效益

透過雲端技術即時配合政策需求
資料具即時性和完整性
串接署內對外服務
助於跨院資訊分享
健保看診作業可再逐步簡化

減輕基層院所資訊作業維運負擔
保障資安及減少資料管理風險

健保創新，醫療院所加速數位轉型
第三方業者從核心HIS功能衍生發展更多加值服務
邁向智慧醫療目標，促進健保永續

中期效益中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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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這個計畫的預期效益，初步歸納出署內希望達到的短、中、⾧期
的效益。
在短期效益部分，剛剛提到透過雲端技術，希望能夠協助後續署內政策的推
動，讓資料更具有即時性跟完整性，有助於後續的跨院的資訊分享，也能夠
串接線上服務。再來還有㇐個很重要的目的，如果雲端內容越來越完整即時，
以後㇐些健保看診的措施可以再思考去簡化。比方說，院所㇐直覺得要花很
多時間去讀寫健保卡，這部分可以再檢討是否有必要存在，因為之後可能都
直接上雲端查詢。

在中期效益部分，如果這個模式運作良好的話，整個基層院所的部分可
以在資訊作業成本上達到㇐個平衡，減輕過去基層院所過去㇐直都會覺得資
訊作業這個成本和時間造成很大的負擔，同時剛才提到的就是也能解決關於
資安跟風險的困難，以上是短期跟中型效益的部分。
在⾧期效益部分，在這裏補充說明，其實這個月初剛結束的行政院生技產業
諮詢會議，最後有㇐些建議方向，包含：希望促成次世代個醫療系統革新，
醫療院所的數位轉型，全面的推動遠距醫療等等。還有透過PPP模式及公私協
力，來建立㇐些醫療資料交換標準。這些都是跟健保雲規劃的⾧期效益完全
㇐致。署內也希望透過這個創新作法，能夠讓醫療院所加速數位轉型，邁向
智慧醫療，達到健保永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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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不必在我
但㇐定
要成功近期署內

重大政策
近期署內
重大政策

集體智慧
多管齊下
集體智慧
多管齊下

有申報應上傳
部分負擔改革
上傳格式增修/就醫識別碼
可深化雲端資料的質與量，
為本案不可或缺之㇐環

法規面
宣導面
政策鼓勵等
署內各單位共同推動

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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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做總結，這個計畫裡面會有不少的資訊系統須要去處理，但是計畫
真的要成功，也不會只有資訊努力就能達成，㇐定是大家㇐起努力，集體智
慧多管齊下來成就計畫，所以包含後續的法規的盤點，宣導或是說政策面實
質的鼓勵措施來當作㇐個推力，署內各單位要共同推動，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因素。
還有㇐個很重要的關鍵，署內的㇐些重大政策包含有申報應上傳，部分負擔
改革，上傳格式增修及就醫識別碼，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跟健保雲是不同專案，
其實這些政策都是在讓這個雲端內容更具有價值、更具有完整性，這也是整
個雲端服務的健保雲計畫未來要成功，㇐定不能或缺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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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今天謝謝大家花了將近25分鐘的時間來聽我介紹健保雲，因為剛才開場
的時候，已經有好幾位同仁告訴我說不要講的太難、怕聽不懂，不知道我今
天講的算不算很難？健保雲這樣的構想目前都還在開展中，構想也許不夠完
美，所以要請大家提供意見，後續要去落實及實現，才會開花結果。

也再次謝謝署⾧，因為資訊系統在署內是屬於基礎建設非常花錢，可能
沒有辦法像其他單位㇐樣可以幫忙去賺錢去省錢。可是署⾧願意大力支持資
訊來爭取預算，讓資訊適時的去做汰舊換新來補強，真的要非常謝謝署⾧。

所以如果大家認同或是大家覺得今天報告有收穫，不需要去按讚訂閱分
享開啟小鈴鐺，最重要的還是要去支持署⾧繼續推動這個健保改革，讓健保
永續，照顧國人健康，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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