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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護理學會成立 110 周年紀念大會暨「一帶一路」國際護理研討會於9/6-

7 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護理協會及紅十

字國際委員會與 40 多個國家護理學會及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護 

理專家學者近 2000 人與會，主題為「合作共贏；助力健康」。 

大會開幕式由中華護理學會副理事長皮紅英主持，有多位高階主管與會。

開始時有一短片回顧中華護理學會 110 年的發展歷史，強調共享共贏、團結合作。

該會理事長吳欣娟提到學會的發展是由無到有、由小到大，到現在成為具有國

內外影響力的國家級護理專業學術團體，面對當前全球多重健康的挑戰， 世界

各國均配合聯合國 2030 年良好的健康與福祉之目標持續努力，而護理師是 

實踐全民健康覆蓋之重要力量，該學會此次亦與 23 個國家護理學會簽署護理合

作備忘錄。與會的高階主管非常肯定她們努力提升國際影響力及人才與領導力

的培訓，也讚許他們簽署備忘錄是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響應與落實。 

世界衛生組織首席護理官 Elizabeth Iro 高度肯定中華護理學會在健康促 

進、疾病預防、教育及科研的努力，並鼓勵大家要積極投入培育護理師及助產 

士，亦提到要落實 UHC 及 SDG 以及 Policy 及 Evidence 的重要性。國際護理協

會理事長 Annette Kennedy 在致詞中亦強調護理師是實踐全民健康覆蓋及專業持

續發展的重要力量，培育護理師及避免流失是重要關鍵。 

此次 110 周年紀念大會暨「一帶一路」國際護理研討會的第一天早上有四

個主題演講，分別由中華護理學會理事長吳欣娟、世界衛生組織首席護理官

Elizabeth Iro、國際護理協會理事長 Annette Kennedy 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首席 

護理官 Amanda Baumgartner-Henley 主講。第一天的下午有三個分場演講，主題

分別為(一)衛生與護理政策、法規、護理領導力；(二)非傳染病、傳染病及初級

衛生保健護理服務的有效性、可及性；(三)護理實踐與護理教育。第二天早上

兩個分場演講，主題分別為(一)高級護理實踐與專科護理；(二)護理質量與病人

安全。台灣有三位主講者，個人代表台灣護理學會主講台灣護理及健康照護的

現況及創新，高靖秋理事長主講台灣專科護理師培訓與管理，周桂如院長主講 



護理在大健康時代的新角色。由於專家演講主題太多，在此僅針對 ICN 理事長

及中華護理學會理事長主講之主題作重點摘述。 

ICN 理事長主題是「超越健康照護守護健康」(Beyond Health Care to 

Health)，在演講內容提到 ICN 2019-2023 策略計畫之願景是國際社會認可、支

持及投資護理人員及護理專業以引領及提供全民健康，使命是代表全球護理、

提升護理專業、促進護理人員福祉及倡議健康相關之所有政策，在專業護理實

務、護理法規及護理人員社會福祉的前提下，藉由社會公正、當責、包容及創

新來達成，主要目標是可以產生全球的影響力、人員充能、策略性領導及創新

成長。其策略性順序為 UHC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NCD (Non- 

Communicable Diseases)、PHC (Primary Health Care)、HRH (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PCC (Patient－ Centered Care)、Patient Safety、Antimicrobial 

Resistance、Mental Health、Immunization 及 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ICN 提供給護理人員的是每年慶祝國際護師節(International Nurses 

Day，IND)，強調護理:引領發聲(Nurse:A voice to Lead)，讓全球護理師都知道

永續發展目標 (SDG)、健康是人權 (Health is a Human Right)及全民健康 

(Health for All)。護理專業的未來是學生及下一代的護理人員、學生實習培訓

(Student interships)、年輕護理師代表參加 72 屆 WHA、學生會議及 Nursing 

Now。 

中華護理學會理事長主要提出健康中國 2030，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對於

全球健康挑戰包括 Air Pollution、Epidemics/Pandemics、Mental Health、Climate 

Change、NCD 及 Unhealthy Lifestyle 要共同面對。 WHO 在 2019 提出 Triple 

Billion Health Targets，即指 1 個十億是讓更多人可由 UHC 獲益，1 個十億是讓

更多人可以擁有更好的健康及福祉，1 個十億是讓更多人避免健康急症。經由

一帶一路可以延伸國家間護理專業的合作，包括促進學術發展、促進人才培 

育、發展健康產業、加速護理教育改革、促進科學與科技的合作及整合、提升

影響力及大聲說話。最後提到共同致力面對全球健康挑戰，建立一個美好且健 



康的世界。 

此次會議對於中國參與之年輕護理師及學生確實可由不同主題有所學習及收

穫，對與會者也有分享及不同的激盪。未來在國內可以持續規劃國際會議，鼓

勵年輕學者、護理師及學生參與，以助擴大專業視野及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