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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自民

國九十年十月六日成立以來迄今已屆滿二十週年。感謝歷屆理事長：第一、

二屆呂前理事長淑貞、第三、四屆褚前理事長增輝、第五、六屆張前理事長

自強等運籌帷幄地推動多項任務，使得會務蒸蒸日上。這幾年適逢新冠肺炎

疫情嚴峻之時，多項課程及會務也因此而受到影響，每年原訂五月份舉行之

會員代表大會也因此而延後舉行，全聯會二十週年慶等相關慶祝活動，也順

延至今（111）年舉行。 

回首過往，自民國 86年政府公布「職能治療師法」後，民國 87年考試

院隨即開始舉辦職能治療人員專業證照考試，至今（截至民國 111年 5月統

計資料）會員總人數達 4,714人（4511師、203生），服務遍及全國 1197個

職能治療機構等單位，且職能治療師得執業登記之處所已擴增到醫療機構、

職能治療所、居家治療所、居家呼吸照護所、護理機構、精神復健機構、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老人福利機構、早期療育機構、提供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

育服務之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特殊教育學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設有特殊

教育班者、輔具服務單位、生活重建服務單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身心障

礙者職業訓練機構、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得雇用職能治療師之

事業或事業單位、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等，大幅地增加職能治療師之服務據點，

並陸續成立了包含：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

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

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及澎湖縣等 18個縣（市）公會。其次，專業教育發

展迄今已有四十餘年，目前合計有國立臺灣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高雄醫學

大學、國立成功大學、長庚大學、義守大學、輔仁大學、亞洲大學、大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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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及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等校分別成立職能治療科、

組、系、所，培育職能治療專業人才。

回顧近幾年來之會務紀要：

第五、六屆共六年期間由張前理事長自強積極推動多項任務，列舉如下：

第五屆（103年 ~106年）

一、 會員總人數從 103年 2,987人增長至 106年 3,530人，共增加 543人。

二、 辦理 12場理監事聯席會議、3場會員代表大會、3場學術研討會。

三、 參與 2場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1場亞太學術研討會、1場臺灣輔具暨

長期照護大展。

四、 主辦「104年度全國特殊教育學校職能治療師業務現況座談會」。

五、 主辦「災難後職能治療師之角色系列 -八仙粉塵爆炸後燒燙傷急性期之

職能治療介入」系列工作坊課程。

六、 主辦「105年臨床資料庫（含健保）研究統計」研習會。

七、 主辦「2016全國長照職能治療策略工作坊」。

八、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期刊以及期刊內文章，申請 DOI並改為電

子投稿。

九、 職能治療服務滿四十年以上設置「資深服務獎」。

十、 辦理職能治療師（生）、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之審核及登錄，以助專

業人員每六年執照更新。

十一、 每年承辦醫療責任補助金申請。

十二、 每年持續辦理優良職能治療師選拔活動。

十三、 每年持續辦理職能治療師節活動補助計劃申請。

十四、 每年持續提撥經費辦理「學術研究發表獎勵金申請」，鼓勵本會會員

進行職能治療相關領域之研究，以提升職能治療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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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106年 ~109年）

一、 會員總人數從 106年 3,530人增長至 109年 4,333人，共增加 803人。

二、 共辦理 14場理監事聯席會議、3場會員代表大會、2場學術研討會（其

中一場邀請韓國職能治療學會專家來臺參與）。

三、 參與 3場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3場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四、 主辦 107年「職能治療所設置說明會」。

五、 主辦 107、108年「甲類輔具評估人員培訓課程」。

六、 主辦 108年「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及相關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七、 109年與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共同邀請「日本沖繩縣職能治療協會」

專家來臺互相交流。

八、 本會官網重新改版製作。

九、 成立地方事務委員會。

十、 辦理職能治療師（生）、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之審核及登錄，以助專

業人員每六年執照更新。

十一、 每年承辦醫療責任補助金申請。

十二、 每年持續辦理優良職能治療師選拔活動。

十三、 每年持續辦理職能治療師節活動補助計劃申請。

十四、 每年持續提撥經費辦理「學術研究發表獎勵金申請」，鼓勵本會會員

進行職能治療相關領域之研究以提升職能治療之服務品質。

十五、 研擬職能治療師法修正條文並積極推動職能治療師法之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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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109年 ~112年）

一、 統計目前全國共 18個縣（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會員人數總數從 4,333

人（109年 1月 1日）增長至 4,714人（111年 5月），這兩年間共增加

381人。

二、 每年定期辦理 4場理監事聯席會議、1場會員代表大會。

三、 協助維護各地方公會之會員管理系統，每季彙整會員資料庫，統整會員

資料，以提供會員相關服務及資訊交流。調查職能治療人力資源、推估

未來人力需求，提供政府制定人力政策。

四、 辦理 110年度線上學術研討會，參加人數高達 1,000人。

五、 每年出刊兩期「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為響應環保、方便會

員閱讀留存，自 17卷第一期起，全面改為電子版本發行。

六、 每年持續提撥經費辦理「學術研究發表獎勵金申請」，鼓勵本會會員進

行職能治療相關領域之研究以提升職能治療之服務品質。

七、 參展 109、110年度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八、 提升國內職能治療人員專業，每年承辦多次繼續教育積分課程，並與社

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共同合辦多場「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職能

治療師師資培育研習營」課程。

九、 辦理職能治療師（生）、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之審核及登錄，以助專

業人員每六年執照更新。

十、 每年承辦醫療責任補助金申請。

十一、 110年辦理 COVID-19慰問金申請。

十二、 每年持續辦理優良職能治療師選拔活動、服務滿 30年與 40年服務獎

章頒發活動。

十三、 每年持續辦理職能治療師節活動補助計劃申請。

十四、 提供職能治療人員業務之輔導及福利事項。

十五、 維護及增進職能治療人員共同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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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協助推行健康促進、健康照護，爭取相關之多元服務模式及研究計畫。

十七、 積極推動身心障礙者就醫、就學、就養、就業之職能治療專業服務。

十八、 推廣職能治療人員參與早期療育、學校系統、職業重建、輔具服務、

長期照顧、身心健康功能鑑定暨需求評估、社區及居家職能治療等領

域之服務。

十九、 參與政府制定職能治療之相關標準，積極參與健康相關政策之訂定及

修訂。

二十、 參與各項社會福利運動並推廣職能治療專業之社會服務。

二十一、執行政府機關、團體或會員之委託或諮詢事項。 

二十二、研擬職能治療師法修正條文並積極推動職能治療師法之修法。

職能治療專業推廣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這些年來感謝歷任全聯會全體

理監事、各委員會主委、委員們、各地方公會理事長及幹部、及友會社團法

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等之協助，此外，也特別感謝全聯會楊常務監事國德、

秘書處劉秘書長昌誠、夏副祕書長安婷、楊副祕書長秋萍、李副祕書長慶家、

陳秘書明珠、陳秘書友君等夥伴共同協助會務的運作，使得各項工作皆能井

然有序、按部就班地執行，在此表達最高的謝意 !最後敬請各位會員不吝指

教，謝謝大家 !!

理事長 王珩生 謹誌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02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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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的話

十年培養、十年成長，欣逢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屆

滿 20週年，何其幸運在執業生涯之中參與全聯會的第一個 20年，更以能為

職能治療的一分子感到榮幸，警惕的現今職能治療專業在精神復健、長照、

延緩失能、職業重建、輔具、早期療育、親職教育、癌症復健以及近年新領

域社區心理衛生、藥癮戒治、網路成癮介入被政府、社會大眾認同，有著重

要的角色，是朝向健康、健康生活型態的推手，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成就

的，更不是幾個公開活動、記者會行程就可促成，是所有職能治療師經年累

月努力，不斷追求卓越，拓展專業領域的成果。近年更是多方與官方組織合

作提升健康照護專業的能見度。這些進展得來不易，深知自己必須更加努力，

政策環境轉變之際謹言慎行。

回顧參與公共事務歲月，是從貴代學長那通電話開始，電話中學長詳盡

的解釋國家行政區域更迭省公會解散，成立全聯會的緣由，輔導成立各地公

會的任務，我開始踏入公共事務，和同事們一起召集基隆地區的職能治療師

成立公會籌備會，成了基隆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的創始會員。當時是全國地方

公會之中人數最少的公會，人數少經費少，但每年的會務運作和其他人數眾

多的公會一樣，一項都不會少，會員服務也不可遺漏。草創之初小而美的公

會，理監事們凡事必須親力親為，從每日記事處理會務，到重要年度大會，

結算呈報主管機關得親力親為，這時期常常必需迅速熟悉各類法規衛生政

策，也頻繁地和法院、地方政府部門交涉，是成長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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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有幸獲得基隆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推薦參與全聯會，接觸更多公共事

務，深刻理解以臨床工作者為導向的全國性組織在專業發展、醫療資源爭取、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醫療教育是相當重要的，有時順勢而為，爭取把握機會，

有時得力排眾議，或是協商交涉爭取更多的權益。面對職能治療師法修法之

際，更是需要審時度勢，透過結盟合作，與相關專業溝通方可使政府重視、

民眾了解、立院支援，期盼所有專業夥伴齊心努力，一起為職能治療專業發

展創新佳境，在更多的領域中發揮所長。

葉俞佐 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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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20 週年誌慶

欣悉 貴會成立 20 週年，

特函申致賀意。

職能治療師致力於提升

全民身心健康，成就卓著，

深為感佩 !

誠摯祝福 貴會會務蓬勃發展，

再創新局 !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蕭秀鳳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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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理事長鈞鑒：

　欣聞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創會雙十週年暨週年紀念特刊發表，

特在此感謝所有職能治療師前輩與專業人員，

長期致力於社區化精神醫療領域，以專業協

助精神病友精神復健治療、賦歸社區！

　相信未來玉里醫院及精神專科醫療於精神

長照復健需求及專業發展中，精神病友能經

由 貴會前輩與專業人員獲得更多精神長照復
健專業治療，減緩退化暨增進照護品質！

　敬祝 貴會 
雙十週年暨週年紀念特刊發表 順利圓滿
　職能治療師前輩與專業人員們 平安喜樂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院長 王作仁 敬賀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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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雙十有成

欣逢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二十週年，在此謹代

表敝系全體教職員獻上最真摯的祝賀。二十年來，全聯會扛起引領全國

職能治療從業人員的責任，除協助職能治療專業人員透過各種學習管道

不斷地充實新知與技能外，例行舉辦之學術研討會與固定發行之『台灣

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更已成為全國職能治療專業人員共同發表

新知與創見的重要場合與園地；這些全聯會不間斷的付出與努力，不僅

是引領台灣職能治療走向以實證為基礎專業的最大推手，更為促進職能

治療專業永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2019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會學術研討會 會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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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職員同賀

很榮幸即將邁入第七年的亞洲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能加入培育職能

治療師的團隊，深知敝系為國內較晚成立之專業學系，因此全體教師

無不戰戰兢兢努力做好培育專業人員的教學工作，所幸這六年來受到

來自全聯會一路的協助與支持，讓敝系得以不斷成長茁壯；值得一提

的是 2019年的全聯會學術研討會正好在亞洲大學舉辦，這也是敝系

首次協助承辦大型的學術研討會，在此由衷感謝全聯會所提供的寶貴

經驗，讓本系師生獲益良多。最後祝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雙十

週年慶順利圓滿。

林鋐宇 敬賀

亞洲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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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二十，感謝帶領職能治療專業 
克服挑戰，迎向希望

恭喜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邁向 20周年慶。謹

代表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全體教職員生獻上誠摯的祝福與感

謝。20年來，在各屆理事長的帶領下，從首任的呂淑貞理事長、接任

的褚增輝理事長、張自強理事長、以及現任王珩生理事長，和所有的

理監事、各委員會的齊心努力下，讓國內的職能治療品質不斷精進、

服務領域持續擴充與創新、執業的福利與保障也有所提升。優秀的職

能治療師，提供優質的職能治療服務，實乃國人之福 !

回首 20年，國內的健康醫療環境不斷改變，國人對健康與生活

品質和獨立自主的期待也越來越高。這些改變，一方面帶來挑戰，同

時也帶來機會。從過去主要的醫療院所執業場域，到社區與新興領域

的開發；從著重在功能恢復的訓練，到健康促進與職能參與和復能的

方案；從傳統的職能治療器材，到導入科技資通訊元素的治療設備；

從強調臨床經驗與技術，到著重實證基礎和研究創新，乃至於從過去

提供實體的面對面直接服務，到目前遠距網路服務，以及自媒體的專

業頻道經營，這些改變對職能治療師都是充滿挑戰的機會之地。感謝

貴會充滿遠見的領導與辛勞的統籌，帶領國內職能治療專業，克服挑

戰，迎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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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從 78年職能治療組招生，至今邁

入第 33年，已培養超過 700位職能治療師，其中包括本系的傑出系

友張自強理事長，和多位曾任各地方公會理事長的優秀系友。學系以

你們為榮。在職能治療的專業育才與精進上，高醫大職能治療學系很

高興能和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繼續共同胼手努力，

再創另一個 20年的榮耀。

最後，謹用去年 2021年本系師生在高醫大舉辦國際職能治療日

與台灣職能治療師節，並和校長及主管們共同慶祝的照片，祝福全聯

會會務蒸蒸日上，會員平安喜樂。

 

陳明德 敬賀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暨碩士班 教授兼主任

2021/10/27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舉辦國際職能治療日與台灣職能治療師節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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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載耕耘，碩果累累

欣逢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屆滿二十週年，

在此代表敝系獻上誠摯的祝賀！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是聯合

全國職能治療人員最重要的一個組職，增進職能治療學術研究，發展職能治

療專業、維護全國職能治療人員權益。承蒙王理事長與歷屆理事長的帶領，

各屆理監事與前輩無私奉獻，奠定紮實的專業基礎，使職能治療能不斷地茁

壯，對提升職能治療專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的貢獻卓越。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致力於提升專業學術研究水準，出

版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每年舉辦學術演講與研討會，提供學術研

究與臨床服務交流的平台，促進職能治療的拓展與提升，成績斐然。隨著社

會高齡化與身心障礙者人口的增加，政府大力推行的長照政策及重視身心障

礙者之權益，更使教育、勞政、社會福利等體系的臨床與研究職能治療人才

需求日益增加，發展多元療育領域，推行創新的介入模式，中華民國職能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戮力於職能治療師法修法，鞏固職能治療專業運用領域

不遺餘力。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二十年來積極參與提供攸關民眾健

康福祉服務的角色，在未來能一直帶領職能治療專業貢獻於臨床服務，秉持

永續發展的精神，持續向前進！再次祝福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二十歲生日快樂，會務昌隆。

林玲伊 敬賀

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系主任



祝賀詞

37

全聯會成立二十週年誌慶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成立於

民國 90年，至今已屆滿二十年，雖是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成

立年份的一半，但卻是目前台灣最大的職能治療師專業組織。職能治

療學會主要領導著專業的學術研究活動、國際交流、專業品質提升及

新興領域的開發等；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則主要掌理治療師實務工

作相關的事務如評鑑指標、給付政策、法規、人力標準的設置、各服

務領域的拓展、實務相關的研究與繼續教育等。二會長年合作無間，

使職能治療專業能在台灣打下基礎及不斷成長與茁壯。

回顧全聯會過去二十年裡，在四位理事長的卓越領導及各理監事

們無私奉獻時間與精力下，完成了許多重要的工作與任務：定期出版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每年辦理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

以提升臨床的學術研究風氣與臨床服務的實證基礎；辦理各種主題的

繼續教育課程或專業資格培訓課程，以增進實務工作者的臨床技能與

知識更新；舉辦優良職能治療師的選拔，及表揚資深職能治療師，以

肯定他們對專業的投入與貢獻；積極參與修法、健保給付、人力調查、

醫院評鑑標準及政府相關政策的制訂／修訂等，以維護治療師們的工

作權益及服務品質；承接各種專案計畫，以開發新的服務模式，嘉惠

更多民眾並造就更多工作機會等。要維護整個專業的權益、生存與發

展，工作千頭萬緒，衷心感佩這些肯為職能治療專業長期發展而付出

心力的理事長們、理監事們、相關專家、委員們，在此致上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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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職能治療專業尚須面對許多嚴峻挑戰，如配合精準醫學的趨

勢、高科技／人工智慧的應用，本專業需要投入更多研究人力與大數

據分析，以便根據不同服務對象提供最有效的評估、介入而提升專業

效率與效能；依據人口特質及需求的變遷，持續發展新的且具實證的

服務模式，以擴展專業服務領域與就業機會；面對相關專業間的競爭、

政策面、給付標準的修訂⋯⋯。如何提升本專業的存在價值、服務品

質與競爭力等，以上種種挑戰，還望全聯會與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繼續

保持密切合作、多溝通達成共識、群策群力，才能帶領我們整個職能

治療專業邁向另一個新世代及永續經營。最後，敬祝全聯會下個二十

年再創偉業！再鑄輝煌！

薛漪平 敬賀

臺大職能治療學系教授兼主任

台大醫院復健部職能治療技術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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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全聯會二十週年

恭賀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二十週年，

也榮幸「2022創會紀念 20週年學術研討會」
選在輔仁大學舉辦，敬以以下賀詞恭賀：

職上青雲世無二，

能才博學聲譽十；

治病猶親思慮周，

療世濟人既冠年。

施以諾

輔仁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暨 全體師生

恭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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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二十週年誌慶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於民國 90年

10月 6日成立，至民國 110年 10月屆滿二十週年。全聯會因配合台灣凍省，

於民國 98年初重組全國 18個縣（市）公會聯合會，十週年慶也順延至民國

101年 3月慶賀，而二十週年紀念也受疫情影響而延後舉行。本人藉此篇回

顧專業發展與未來展望。

去年（110年）臺大職能治療學系成立五十週年誌慶，這與本會成立

二十週年兩者相差 30年，顯示我國職能治療師（以下簡稱 OT）立法歷程漫

長而艱辛。我從學生時代民國 62年就開始參加臺大第一屆學生發起 OT執照

申請小組，至民國 71年成立OT學會，本人擔任創會理事長，草擬第一版「職

能治療師草案」正式申請 OT立法，歷經許多 OT前輩共同努力爭取之下，

於民國 86年「職能治療師法」完成立法。爭取立法艱困主因有三：一、當

年 OT培育人數少，職缺少臨床執業人數成長很慢。二、OT設定為醫師的助

手，不得獨立作業及開業，限制 OT專業權責，這點我們當然反對到底。三、

主管機關為了立法方便性，設一法案包含多種專業人員，先提出「復健技術

師及技術士法」、再提「醫事技術人員法」⋯等，這種多項專業組合式的立

法，我們也是全數反對，專業間也無法達成共識。最終回歸各專業分別立法。

以「職能治療師法」正名立法成功，OT也可以開設立職能治療所獨立執業

（歷程中要感謝努力爭取的前輩太多了，因篇幅限制無法一一陳述，請同仁

參考 OT學會及全聯會的歷史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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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7年 OT開始考照。全聯會成立之初會員人數約 970人，十週年慶

OT人數增至 2,671人，服務網已遍及全國 826個醫院、診所等相關單位。至

今二十週年慶會員成長至 4700人（含 OT師 4492人，OT生 208人），顯

示近十年來全國 OT執業人數成長 2千餘人，平均每年增加 200人。然現今

我國已設立大學 9所及專科 2所 OT教育，每年培育的畢業生約 700人，近

三年內每年二次考照，報考者均達 1千人次，每年考取者近 5百人，錄取率

約 5成，而畢業生中約有 3成無法考取執照。統計至民國 111年 1月領有證

照者 8051人，執業者約佔 58%，顯示約有 4成領證者未予執業。

在全聯會未成立之前，一切專業發展由 OT學會來推展，全聯會之後專

業就由兩個團體共同合作推展。全聯會第一、二屆由呂前理事長淑貞運籌帷

幄地推動多項重大任務，本人接任第三、四屆亦完成 18項重要任務，並有

七項任務期許持續推動，其中已有部份任務達成，部份任務仍期待未來繼續

努力如下：

一、 從會員執業機構分析，醫院及診所執業者佔 75.6%、OT所佔 8.3%、長

照及精神復健機構佔 8.7%、兒童發展 2.8%、其他領域 4.6%，這顯示

OT執業仍過於集中在醫療機構。社區及長照服務領域等雖有增加，但

仍顯不足。未來應改善教育體系增加社區領域、福利機構、長照及職業

重建等實習，擴大畢業生就業領域的廣度，目前醫療機構之職缺趨於飽

和，人力供需失衡更需多元發展，擴大 OT的執業場域。

二、 OT法案的專業權責規範仍須依醫師開具診斷、照會或醫囑為之。在醫

院服務也局限於復健科及精神科之下、這對專業拓展極為不利。請多參

考國外專業服務領域，OT應可以發展全人服務，多科別不同領域來提

供服務，法案可爭取適度修訂，如那些項目須依醫師診斷照會，那些範

圍可以由 OT獨立執業。在醫院宜成立 OT科室，統籌全院的 OT人力，

以因應不同科別病患之 OT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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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隨著 PGY的教育制度，持續改善專業品質，建立臨床專業基準，制定

標準作業流程，專業技能養成與考核，建置臨床職能治療師進階制度、

臨床督導體系等，並推展 OT次專科資格及考核。

四、 公會推動公眾事務，經常找不到人手幫忙，同仁們可能都忙於 OT本職

或為自己的生活打拼，願意熱心奉獻公眾事務者少。記得 OT發展初期，

要做什麼職務、角色、資源與權益都要靠自己去爭取及建立。以我為例，

執業至今四十餘年，還沒有完全退休，現在還為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打

拼，這四十餘年也一直都參與 OT公眾事務。期許 OT們不要只看眼前

利益，請熱心參與公眾事務、會員服務、法案研議等任務，並在爭取專

業權益中，也要顧及 OT整體名譽，學習與其他專業或團體合作，發揮

群體能量。

五、 全聯會已成立二十年，尚未完成購置會所，每當屆別改組就會面臨搬家

及秘書群更換，造成會務推展的斷層與變數，請儘速為全聯會置家購屋，

以期能穩定發展會務。

目前全聯會為第七屆，在王理事長珩生領導，全體理監事與全國 18個縣

市公會的合作下推動 OT專業之發展，深深知道這是一項艱辛的任務，盼望

全體會員的參與、持續努力與支持，祝賀 OT專業發展順利成功。

褚增輝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三、四屆理事長 
謹誌 202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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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民眾有感的職能治療  
開發多元服務藍海市場

卸下兩屆 6年又 3個月的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一

職，回顧過去在專業上的經營，看到社會大眾更加認識職能治療專業、中央

與地方政府對於職能治療的支持、各種專業開始會找職能治療合作等，自認

至少對於我們的專業盡了一份心力。隨著醫療各專業的積極發展、科技進步

日新月異、資訊傳媒快速普及、高齡社會的來臨等多元刺激下，我們職能治

療專業一定要開發藍海，努力做一個讓民眾有感的專業，分享幾點心得提供

各位先進參考：

基礎為本發展多元服務

我們在學校所學的傳統職能治療：生理、心理與小兒等基礎是我們的根

本，但是隨著社會變遷快速，各項新興議題皆可做為職能治療多元服務的發

展，包括：職業安全衛生、在宅醫療服務、災難心理衛生、人工智慧輔助等

的職能治療服務，讓更多人看見職能治療師在不同領域提供完整且多元的服

務，並了解職能治療是平易近人且融入生活之中的專業。

積極專業合作行銷專業

在醫療各專業都積極發展之際，不要害怕與其他專業合作，仔細思考與

其他專業的異同，如何創造出 1+1大於 2的效益。除了傳統上大家所熟悉的

職能治療和物理治療、語言治療的合作外，與精神醫療團隊合作亦是最常見

的。此外，與牙科合作安撫接受治療的兒童、與婦產科、中醫、眼科、藥師

等合作也是近期常見到的。透過多媒體的行銷專業，也可以讓更多人了解我

們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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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成果要讓民眾有感

配合政府推動的長照 2.0，除了在社區執行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外，

更在出院準備服務銜接了多元復能服務，讓失能者和病患恢復生活能力，使

個案能有效執行及參與日常活動，在最少的照顧協助下，讓個案可以做自己

想做的事，同時關心家庭支持與環境安全，幫助個案提升獨立動機、增加自

我生活與照顧的能力與信心，以減少被照護的需求，真正讓民眾有感。

參與公共事務改變創新

常會看到治療師對於執業的現況有許多想法，也常會有人對於相關公共

政策不甚滿意，這個時候我都會建議他們如果無法改變體制就進到體制內 

來改變，從地方公會到全國性的學會或全聯會，甚至地方或中央的代表或是

委員，積極爭取參與建言。因為沒有進到體制內發言或爭取，就沒有改革創

新的可能性，但是參與公共事務是項吃力不討好的職務，惟有如人飲水冷暖

自知。

過去在我們一起努力，才會有職能治療所的設標放寬、職能治療師節的

訂定、職能治療師在長照 2.0的重要角色等職能治療專業的發展，接下來我

們還要繼續努力，可以讓職能治療跳脫醫院外的藍海發展。

張自強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五、六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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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有成，二十更創繁盛

欣逢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 20周年，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為

歷史悠久人才雲集的地方公會，承蒙創會高理事長麗芷、黃理事長曼聰、龔

理事長宇聲、柯理事長宏勳、吳理事長益芳等歷任理事長及理監事團隊的不

懈奮鬥，與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全體會員和同仁們的持續努力，使得職能

治療得以持續成長茁壯，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並擁有足夠堅實的基礎

繼續向上攀升，謹此致上最高的感謝與祝福。

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自民國 89年 2月 12日成立至今，已經走過二十

餘個年頭，組織成員也邁入第八個屆次，成立之初會員僅有 103人，至今已

經成長至六百餘人。

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秉持發展職能治療專業，協助政府推動衛生保健

政策，提昇全民健康，並促進會員權益的宗旨，設立各委員會積極推展各方

面業務。除發揚職能治療專業、提升專業品質之外，更積極拓展本會與各醫

事團體間之合作及聯誼、受理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委辦及諮詢，公共事務的參

與和成效亦是屢屢獲得政府肯定。過去十年間榮獲 102、104、107、110年

臺北市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評鑑優等，在歷屆理事長與理監事攜手帶領之

下，深耕地方，做會員最可靠的後盾。

在職能治療逐漸走出醫療場域的當下，為提升專業品質、能力，臺北市

職能治療師公會持續與各界合作舉辦各式課程與講座，務求提供多元化的資

源貼近會員的需求。職能治療作為一門不可或缺的醫療專業，以人和生活為

基礎的核心價值，將能夠在多種場景中大放異彩，然而在專業分工逐漸細化、

合作多角化的時代裡，如何持續精進、提升專業影響力同樣是亙古通今、且

刻不容緩的世代議題，也因此本會致力於推廣專業，在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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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員戮力同心之下，積極參與臺北市國際失智症月宣傳；自 103年起配合

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開始推動職能治療師節，並於 106年獲得衛生福

利部正式核備，年年皆推展一系列宣傳活動。自 107年始與職能治療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協力於 AT Life台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參展擺設攤位，內容愈

發豐富，一般民眾與各專業的佳評如潮。在本會會務穩定成長下，本會下至

地方走訪上至網路社群、不放過任何專業推廣的機會，讓大眾眼中得以映照

職能治療師的身影。

恭賀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二十年有成，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訂定專業倫理，長期參與公共事務，數十年如一日，從參與職能治療師立

法至精神衛生法的修正工作等，成效卓著，致力於為提升職能治療專業從業

人員標準、為職能治療領域專業發展奠定堅實土壤，同時亦不忘積攢基礎動

能，爭取會員權益，積極支持地方公會，讓職能治療事務推展更加順利，得

以在各地紮根並蓬勃發展。職能治療發展至今，尚有許多留待全體共同面對、

亟需解決的議題，專業分際的掌握、服務場域的拓展、法規完備性的提升等

等，唯有團結中央至地方每股絲縷能量，厚積薄發，方能擰成向巔峰進發的

堅韌繩索，開創新局。

在此特別由衷感謝候總幹事雅倫、許副總幹事世賓、許副總幹事育慈、

何伃婷秘書及各屆歷任秘書處團隊。

期盼在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凝聚之下，各公會將能迸發更強大

的力量，上下一心，共創光輝的下個十年。

沈明德

社團法人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50

雙十有成 臻至卓越

台北縣職能治療師公會於民國 97年 11月 9日成立，民國 99年配合臺

灣省行政組織的調整及精省規劃，正式改名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時光飛逝，如今會員人數已由創會之初 138人成長茁壯至逾 650人，在歷任

理事長努力之下，本會曾承接新北市衛生局、社會局數項合作計畫方案，如

ICF、早療、延緩失能、瑞齡、樂齡、八仙塵爆、居家復能等，積極配合市

政府推動政策，承先啟後，為新北市民提供更完整、更妥適的專業服務。

105.11.06新北市第 5屆醫療公益獎表揚活動─時任新
北市長朱立倫（左）、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第三屆
呂忠益理事長（右）

108.5.19 繼續教育課程─愛分享職能治療實務討論

於專業推廣上，協助政府舉辦兒童

安全嘉年華、世界職能治療日等數場早

療篩檢闖關、衛教公益評估等活動，

110年本會亦承接辦理輔具展設攤，擴

展職能治療能見度、強化民眾對於職能

治療生活聯想，現正規畫研究社群網路

專業推廣經營，從不同面向加深民眾對

職能治療的理解及認知。
109.11.13新北市各醫事團體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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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會員服務及會員的執業安全保障上，公會籌辦醫療責任補助金基金，

保障會員在執業時的安全與權益。每年舉辦會員聯誼或聚餐，增進會員情誼，

即便在疫情嚴峻不適合辦理聚會活動之際，仍規劃為會員投保防疫險、染疫

關懷包等方式，落實會員服務與關懷。

近年來，職能治療服務領域持續擴展，從生理、心理、小兒到長照、特教、

勞安、心衛，從醫療院所走入居家、社區、學校、企業，各個角落都可以看

到職能治療師服務的身影。於此，職能治療從業人員同時也面臨著市場飽和、

110.11.21會員大會頒獎─ 
服務年資累計滿廿年以上

110.05 ATLife 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講師陳宜男職能治療師（左 1）課程講座

110.05 ATLife 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職感生活‧重選擇

109.09.20 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徐永博理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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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16兒童安全嘉年華─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兒童發展篩檢早療宣導攤位

111.04.16兒童安全嘉年華─謝政達副市長（中）、
社會局長張錦麗（右二）、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徐永博理事長（右三）、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呂
忠益常務理事（右一）及貴賓合影

法規及健保制度的不完善等課題。職能治療的發展在下個十年將面臨更多的

課題與挑戰，在未來，職能治療的發展更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同時也期待更

多年輕職能治療師投身全聯會或公會的公共事務，唯有人人皆貢獻己力，職

能治療產業才能加速成長茁壯。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二十年有成，因為各任理事長及理

監事及會員的參與攜手努力，持續推廣專業服務及專業自主性，發揮團隊精

111.04.16兒童安全嘉年華─謝政達副市長（中）、社會局
長張錦麗（前排左四）、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徐永博理
事長（右六）及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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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才有壯大專業的表現及能見度，此外因為隨著國民健康愈來愈受到重視，

職能治療師的角色必定是更加吃重，服務的內容能夠包容延緩失能、傷病預

防醫療或是運用職務再設計或輔助器械時，發揮更大化的功能表現，改善生

活品質，進而了解職能治療師能為民眾做些什麼。尤其現階段事關自身專業

的權益議題與政策上，都需要每位會員貢獻己力，期許下個十年，在全聯會

帶領下，持續為職能治療發聲並拓展職能治療能見度，相信在全聯會的領導

與推動下，定能攜手各地方公會邁步向前，打造下一個黃金十年。

祝賀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二十周年生日快樂。

徐永博 

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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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桃園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恭喜全聯會邁入 20週年，回顧本會也已成立 13年，公會組織也已邁入

第五屆，社團法人桃園縣職能治療師公會於民國 97年 12月 21日成立，創

會時的會員人數只有 162位，由呂淑貞老師擔任第一屆理事長，後因呂老師

退休，由黃恢濤老師接任理事長，並於第二屆連任，本會於民國 104年更名

為社團法人桃園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第三屆及第四屆理事長由謝佳汝老師擔

任，第五屆理事長由郭立昌老師擔任，在各屆理事長們帶領下，本會會員人

數到 110年 12月 31日止，已到 385人，會員人數持續增加中，本會以發展

職能治療專業，協助政府推動衛生保健及社會福利政策，提升全民健康，並

促進會員權益為宗旨。

110年會員大會

本會組織人力置理事 9人，監事 3人，另置候補理事 3人及候補監事 1人，

並設有 5個委員會，包含：教育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專業推廣委員會、政

策法規委員會、會員服務委員會，另設置秘書處，包含總幹事 1人及幹事 1

人（秘書），協助處理相關會務。以下為各委員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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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委員會：協助本會辦理繼續教育及學術研究活動，以提升會員執業能

力，每年定期主辦 3-4場專業人員訓練課程，並與當地教學醫院、醫學中

心及其他學公會協辦專業訓練課程及感染管制、性別議題和專業法規等三

合一課程，每年 OT節前回饋本會會員免費一堂課。

2.	財務委員會：協助本會編列年度預算及決算，提理事會通過，送請監事會

審核；處理年度財務資料並製作財務及出納帳冊，會同秘書處管控本會財

務之收入及支出，協助各委員會及各項活動之經費管理與核銷。

3.	專業推廣委員會：協助承接桃園市政府相關的專案計畫，包含：兒童部分—

兒童發展復健服務（99年）、發展遲緩兒童社區早期療育復健服務（106-

109年）；長期照顧部分—長照居家復健服務（100-107年）、長照居家

復能服務（107-109年）、智齡學堂暨家屬支持團體課程（106年）、長

期照顧輔具評估服務（107-108年）；及其他—職務再設計專案（103-104

年）、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107-111年），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

量於 110年獲得桃園市府勞動局給予肯定及讚賞。

109年桃園市醫事團體年終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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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法規委員會：協助職能治療學公會政策制定及宣導，協助政府推行法

令及建議興革事項，推動公共衛生保健與社會福利政策，處理各項侵害職

能治療專業之人事物，以維護會員合法權益之事項，並監督參加各專案之

會員，遵守本會與專案主管單位合約之權利與義務，協調本會職能治療師

執業產生的糾紛，以維護專業權益，宣導職能治療進階制度申請。

5.	會員服務委員會：協助掌握桃園市境內會員人力資源，建立區域聯絡網，

成立公會官方帳號（line@）（110年），加強公會與會員間之溝通及協助

會員處理相關業務；安排會員們參與桃園縣醫事人員運動競賽暨趣味競賽

活動（102年）；舉辦會員聯誼活動，包含：王功採蚵車摸蛤生態之旅（101

年）、青境花墅親子烤肉（102年）、電影欣賞（104-105年）、Helloland

樂農莊親子之旅（106年）、秋聚烤肉之旅（107年，與 PT公會合辦）、

夏聚六福村（108年）等活動；並於每年 OT節提供會員們精美禮品（電

影票、7-11禮卷）；規劃每年的會員大會場地、禮品及辦理會員大會及餐

敘聯誼活動；並於疫情期間（109-110年）協助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發放口

罩給本會會員防疫使用。

109年會員大會及餐敘聯誼活動102年度桃園縣醫事人員運動競賽暨趣味競賽活動



各地公會理事長

57

6.	秘書處：處理會員異動及寄發相關資料、登錄會員參與繼續教育積分學習

時數、上網公告通知會員最新訊息、E-mail快速公佈會員各項重要訊息、

檢視、分類並協助登錄處理各項收發文、維護及更新會員資料庫、協助辦

理各項重要會議及研討會、協助委員會之間聯絡事宜、協助各委員會交辦

之事務性事項、承理事長之命及理監事會議之決議。

在傑出人才部分，本會會員積極推動職能治療各項專業，貢獻良多，近

五年就有 10名職能治療師獲頒桃園市政府優良醫事人員獎項，包含林玉雅、

郭穠榛、黃恢濤、莊偉男、陳秋文、紀皇如、唐世芬、王悅倫、謝佳汝、黃

慶凱等優秀會員，此外，俞雨春、連淑惠、郭穠榛等資深會員也獲頒全聯會

的優良職能治療師，黃恢濤老師獲頒奉獻獎，獲獎人員中有幾位是曾擔任過

本會理監事或是現任理監事，本會與有榮焉。

歷任理事長的祝福

黃恢濤前理事長— 「值此全聯會創會二十週年，除感謝歷任理事長對地方公

會的支持，也祝賀全聯會業務蒸蒸日上，續與全體會員攜

手共創職能治療美好未來」。

謝佳汝前理事長—「全聯二十，共濟群心，任重道遠，造福 OT」。

郭立昌現任理事長—「20週年，任重而道遠，祝全聯會會務蒸蒸日上！」。

桃園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理監事暨全體會員祝賀全聯會 20週年生日快樂！

期許能讓職能治療專業發光發熱，積極拓展更多新興領域，提供更多的就業

機會、更好的工作環境及優渥的薪資，職能治療師能提供病患及其家屬更好

的服務。

社團法人桃園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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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新竹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欣逢全聯會二十年華誕，值此慶賀的雙十之際，若以人類發展階段來比

擬，宛如青年般朝氣蓬勃，在這發展高峰時期，各項行政措施運作已更臻成

熟。何其有幸，非常感謝全聯會提供豐富且多元的資源並在我的專業成長過

程作為最堅強的後盾。

回首過往 ～ 繼往開來，貢獻卓著

拓專業的犁鏵二十載，儘管如此沉重卻也燦爛，回首過往功績歷歷在目，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全聯會於 2013年通過 10月 27日為我國職能治療日，

皆要歸功於各位先進們多年辛苦的協助奔波與協調，自 2017年起，亦由衛

福部核定每年的 10月 27日訂為我國職能治療師節，也成功爭取到由內政部

正式登錄於國民曆上，讓台灣與國際接軌。感恩專業的路上有您們的付出與

支持，成果斐然！

立足今日 ～ 風華正茂，努力當下

誠如王珩生理事長所言，職能治療就像是個大家庭，大家互相扶持，在

我初接任理事長一職時，承蒙王理事長的指導，也非常感謝全聯會成立的地

方事務委員會，透過這個平台，無論是對於中央訊息的佈達，或是在與地方

主關機關的資訊聯繫以及相關會務的橫向溝通，都給予很多的協助，各縣市

的公會理事長也都熱心的分享建議，才得以無縫接軌處理本會會務，謹代表

新竹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會員再次表達最深的謝忱。

本會現階段的會務運作，經主管機管核准下多採線上申辦，除了可以縮

短許多行政程序之外，在疫情期間也可以盡可能避免面對面的接觸。透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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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資料庫的建立，初步調查會員的專長、服務年資，目前本會會員大約有六

成於醫事機構服務，四成服務於社區、治療所，資料調查的目的主要擬定繼

續教育課程主題將各醫療、社會福利、勞政、特殊教育、社區、長照等體系

中常見議題做為開設課程參考。

近年來職能治療畢業人數及領取專業證照人數眾多，醫事機構之新職缺

漸趨飽和，呈現人力供需明顯失衡的狀態。全聯會專業服務推廣委員會除爭

取調高醫療院所之職能治療人力設置標準之外，更積極拓展社區職能治療並

提供多元專業服務等相關領域，包括：特殊教育、健康促進、疾病預防、延

緩失能、ICF 評量、社區復健、長期照顧、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服務、職業

重建、勞工職業安全、在宅醫療服務、災難心理衛生、人工智慧輔助以及高

齡駕駛⋯等。同時，因應趨勢積極為職能治療師法修法而努力，讓以健康促

進、傷病預防、運動防護、延緩失能照護或特殊教育為目的，且與傷病治療

無涉者之業務執行不受箝制。

近期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全聯會更於疫情期間與中央聯繫適度開

放並提供生活指引讓人們作為參考，使得有需求者能夠趁機檢視自己生活型

態，並在家裡、教育、工作及休閒環境完成職能活動，從中提供各層面的服

務。

總統出席全聯會春酒於台北天成飯店合影（110年 03年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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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 會務昌隆，勇攀高峰

在歷屆理事長和現任王珩生理事長的領導下，各屆理監事們以及各委員

會前輩先進們的群策群力，衷心感謝全聯會過去日子對於本會的支持與鼓

勵，值此二十週年之際，且讓我們繼續攜手共進，祈願未來無數個雙十，各

地方公會能在全聯會引領下悉心勠力，賡續推動專業服務，共創天地輝煌。

劉浩瑄 敬賀

新竹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全聯會王珩生理事長和學會吳菁宜理事長 
出席新竹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於新竹喜來登合影（110年 11年 28日）

全聯會王珩生理事長和學會吳菁宜理事長出席新竹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新竹喜來登合影（110年 11年 28日）

出席總盟聯合感恩餐會 
（110年 12年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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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新竹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新竹縣公會大事誌

新竹縣職能治療師公會成立於 97年 12月 21日，於張宇群理事長、古

佳金理事長、陳瓊英理事長及各屆理監事先進的帶領下組織規模逐漸完整，

自願投入公會服務的會員持續壯大並加入各個委員會中。公會除提供會員服

務、受理政府及社會各界委辦事項、倡議公共事務外亦扮演促進會員學習參

與及培力之角色。而為加強宣傳及推廣職能治療專業，110年職能治療師節

活動時，由數位新竹各領域熱血又專業的職能治療師共同管理打造新的粉絲

專頁──「新竹的職能治療師」。此粉專讓我們建立與民眾的交流管道，使

民眾更容易認識職能治療，同時也會分享新竹縣公會及會員們舉辦的講座、

課程及活動資訊，讓會員們多一個宣傳自己專業的管道。此外，特別規劃民

眾推廣方案，贈送參與民眾由新竹縣職能治療師所設計之「活動教案包」，

讓民眾在日常亦能體現職能生活。

2021年第五屆理監事及幹事合影2020年第四屆理監事及幹事合影

職能花園  

深感榮幸能在擔任新竹縣公會理事長職務期間，巧逢全聯會 20周年。職

能治療理念如同種子，感謝有各位先進成為職能花園的園丁，在學習及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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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灌溉施肥，讓知識／學識如同大樹般向下扎根穩固；並進一步向上開枝散

葉、擴大服務領域，最終結出豐碩果實放於別人心中，無論對個案、學生或

夥伴都是正向循環。期許自己珍惜前人所經營的基礎，和每位會員都愛惜羽

毛並在各自的領域、位子上發光發熱，發揮影響力，給予他人支持、助人推

手、結盟夥伴、成為開路者及老師。

致謝過去，期待未來

全聯會在這 20年間，致力提升職能治療人員專業發展，在醫療環境奮戰

並因應時代變動開疆闢土且捍衛專業價值及權益，立下許多里程碑。期許全

聯會能繼續支持各縣市會員推廣職能治療之活動，並讓職能治療師及職能理

念在不同的領域開枝散葉，成長茁壯。即使面對未來的挑戰，相信全聯會亦

能帶領職能治療專業各個擊破，促進職能治療服務品質及福祉，邁向嶄新的

里程碑。

全聯會二十週年之際，謹獻上最深的祝福

亦祝福先進前輩與各位會員健康平安、身心靈富足

職能治療  欣欣向榮

徐海凡 敬賀

新竹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2021年新竹縣職能治療師公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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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苗栗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苗栗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籌備於 97年 10月，感謝創會理事長劉國政在

醫療資源缺乏時，仍不畏辛勞創辦本會。目前本會會員人數已經來到 122人，

苗栗幅員廣大會員分佈山海線各鄉鎮，且資源處於較為匱乏的地區。但本會

多年來秉持照顧會員及專業推廣的理念辦理會務，近年除了會務推動外，對

於會員權益非常重視。為會員聘任司馬仲達法律事務所，提供會員法律諮詢

服務；無論職場上的法律問題或個人的法律問題都可善加利用，讓會員在職

場上無後顧之憂、盡情發揮所長。也因為法律諮詢服務廣受會員讚譽，於本

文此經驗也與其他公會分享。除此之外本會也積極發展各項不同本土特色做

為專業推廣，例如，白沙屯媽祖進香遶境是全國著名的宗教盛事，本會也在

理監事的支持下，在該遶境返回期間擺設攤位，發送結緣水及宣導職能治療

專業之文宣品，獲得在場許多信眾好奇詢

問。藉由此次活動來介紹職能治療的專業特

色及各領域發展特色大獲成功，未來仍持續

結合地方特色做為專業推廣媒介！接下來無

論是長照 2.0的發展社區式長照服務之專業

提供，包括長照 2.0的 A-B-C各個據點，職

能治療都可以提供服務。社區精神復健的推

廣，本會都會持續關注相關議題，協助會員

增進專業知能，發展多方領域並引導政府政

策重視職能治療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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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也要祝全聯會 20週年生日快樂，20年來全聯會在許多相關法案

的推廣及修法上有著卓越的貢獻，往後相關職能治療師法修正仍須仰賴全聯

會持續不間斷的在法規上積極努力希望替所有職能治療從業人員創造專業價

值與理念，期許在會務發展上能順利，祝福全聯會 20週年會務昌隆，期待

未來繼續與地方公會攜手，提供更棒更貼心的服務，繼續為職能治療界提升

專業價值。

苗栗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2019年白沙屯媽祖遶境活動 
專業推廣攤位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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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各位先進大家好：

去年承蒙各位會員厚愛，本屆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由本人擔任第四屆

理事長，延續王珩生前理事長這幾年輝煌戰績，本人也將全心全意為各位職

能治療師服務並爭取相關權益。

職能治療師之業務近期蓬勃發展及日益茁壯，仰賴政府各單位及相關政

策互相配合，本人希望關於職能治療執業範圍之所有政策及法規，必須與職

能治療公會進行有效的溝通協調，所制定出來的方針及方案執行才能有效符

合大眾利益。

目前本會業務持續進展，未來希望可以配合全聯會各項運作，達到積極

整合，完整規劃，以會員中心等相關理念來繼續運作。

茲將各項業務逐一說明：

1. 法規方面配合職能治療全聯會規劃，將職能治療師法修正一事進行多方溝

通，未來希望在健康促進且不涉及傷病狀態之下，讓職能治療師可以進行

多元介入模式，這有賴各方資源投入及問題整合；另精神衛生法方面，維

護職能治療專業可執行範圍，並擴增精神領域職能治療師可執業之領域，

為未來精神多元領域提前佈建其資源。

2. 專業推廣部分包含將職業安全衛生職能治療可執行之範圍擴大，包含各項

可執行業務之評估及介入模式推行；另外包含網路成癮部分，進行一系列

訓練制度的建立以及跟政府單位爭取執行業務之點數及範疇。此外，本市

居家復能案量嚴重不足，職能治療其專業價值有待本會與政府進行進一步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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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辦理部分配合職能治療全聯會辦理甲類輔具評估人員培訓課程，從事

勞工健康安全護理及相關人員培訓，相關專業課程及換照相關之四合一課

程，本年度皆開始陸續辦理。

『堅守專業，擴大服務，秉持倫理，永續傳承』為本人經營之理念，未

來希望能與職能治療全聯會中央與地方繼續合作，只要大家團結合作攜手向

前，一定能突破荊棘共同創造屬於職能治療的一片天。

2022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全體理監事

簡才傑 (OTR,PhD)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亞洲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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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南投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南投縣職能治療師公會成立於民國 97年 12月 28日，由衛生福利部草

屯療養院職能治療科李慧玲主任當選首任理事長並歷經初創時期的篳路襤褸

及艱苦奮鬥，之後經由第二、三屆朱立堯理事長，第四、五屆黃耀興理事長

與各屆理監事先進的竭盡心力經營下，本會逐漸成長茁壯，會員人數由初期

五六十人增加至一百多人，並逐步將會員的服務運作「資訊化」、「透明化」

及「立即化」。

南投縣職能治療師公會會徽中的 OT為意象式的蝴蝶圖案，與南投縣
地圖呈蝴蝶形狀輝映，希望能展現地方公會的地理特色，在如蝴蝶夢
幻般的山水奇景裡孕育職能治療專業。

為能全方位的推展會務與提倡職能治療專業在地方的發展，本會設立組

織各任務型之委員會，包括「會員服務暨專業輔導」、「教育暨研究發展」、

「資訊暨文宣推廣」、「公共事務暨外展業務」、「財務暨健保政策」，並

自民國 102年起成立「職業評量」及「長照服務」小組，配合政府推動職業

評量及長照復健等任務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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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隨著科技的快速發

展、新興疾病問題的挑戰與各種健

康服務方案的提供，職能治療必須

與時俱進，公會有責任促進治療師

跨出自己的專業本位，參與不同專

業領域的交流，支持跨專業的整合

與研究創新，讓職能治療的專業能

走得更遠更長。

因南投縣職能治療師公會處於

醫療人力資源及教育訓練資源較不

足的縣市，期待未來經由職能治療

師公會全聯會的協助，能與彰化縣職能治療師公會和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

會，建立中部中彰投共同生活區域的專業資源分享，共同為職能治療的專業

發展努力。

黃耀興

社團法人南投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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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小小雲林上

全聯會 20周年了，近幾年長照服務內容發展，感謝全聯會協助地方公會

推廣業務，像是長照服務的模式規劃、政策法規建議、社區據點安排以及預

防及延緩失能方案設計，從課程主辦、工作坊、長照認證課程等，都可以看

到全聯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資源皆提供雲林縣公會相當多的協助。

兩年前 COVID疫情初期，全聯會最先開始提供會員補償機制，並協助

公會間透過互相交流，提出經驗讓大家參考如何擬定對會員最有利的方案，

將資源回歸到各會員身上，盡可能讓會員的損失降到最低。而在近期的社心

網 2.0計畫中，也看到全聯會積極與各地方公會聯繫以及配合，當然還有對

我們很重要的職能治療師法第 12條修法草案，希望未來能看到一個圓滿的

結果。

雲林縣公會從民國 97年第一屆開始到現在民國 111年第五屆，會員數從

一開始的 60幾位到現在有 84位會員（截稿前統計），成長速度雖不大，在

雲林縣執業的會員大多都是在地子弟或是在雲林成家的夥伴，在會員流動率

上亦相對穩定，在雲林縣內的會員於醫院以及診所服務佔多數，近幾年來，

縣內的職能治療師陸續能提供不同領域的服務，如長照機構、職能治療所、

職務再設計、精障機構、社區據點、學校巡迴服務、職災勞工重建服務計畫

等，雖無法與其他縣市服務量能相當，但與一開始雲林縣公會草創時期相比，

職能治療師服務內容在這 10幾年來成長許多。

職能治療師的可服務範疇增加，對於治療師自身而言當然是件好事，而

其中因業務增加所衍生出來的專業規範亦需要由足夠的後援協助。在學校或

是在實習時，大多所學習是基礎內容或是部分延伸，當踏入社會後，會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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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只會做傳統的職能治療業務是不足以達到職場要求，這情形不僅在都會區

會出現，在雲林縣也有相同情況，在上段末提到，雲林縣職能治療師可提供

的服務內容相較早期豐富許多，職能治療全聯會在期間也提供雲林公會許多

業務上的協助。

在擔任雲林縣公會理事長的任內，認同全聯會內並不因會員數多寡或是

規模而有不同的待遇，可以感受到全聯會是以整體會員為發展方向，從地方

公會的角色來看，維護爭取地方會員權利依舊是我們的核心理念，因此期待

在之後的會務發展上，可以持續與全聯會合作，相輔相成。

廖書毅

社團法人雲林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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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嘉義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嘉義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由發起人林柏成職能治療師與其他治療師的努力 ,

在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由王杏丹職能治療師當選為第一

屆理事長，會員涵蓋嘉義縣市。

第二、三屆理事長蔡德南職能治療師與該屆理監事們，對公會之業務推

展著力甚多，各項計畫推展始得遂行，並開創職能治療師在康復足球領域的

介入，成效卓越；本會並於 106年 4月 21日完成法人登記，正式成為社團

法人嘉義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第四、五屆理事長由陳柏宏職能治療師擔任，在面對滾動式、龐大的長

照與特教外展業務及會員人數增長下，透過資訊系統建置提高行政效益並多

方推廣專業 ,如健康城市促進會／醫事人員公會聯誼會及配合節慶發布職能

治療衛教訊息與梗圖等，讓主管機關及民眾看見職能治療的專業，並致力於

與會員間的互動，鼓勵會員參與公會各項公共事務與活動，讓公會能有更多

會員的投入而發揚光大。爾後更面對疫情影響的生活形態改變，在配合防疫

措施下，與時俱進的調整與改變，努力從心理健康和職能治療角度幫助民眾

面對疫情下來維持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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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 100年起承接嘉

義市長期照顧業務實施計

畫，102年承接嘉義縣長期

照顧業務實施計畫，106年

取得嘉義市特教兒童到校職

能治療服務計畫，也與相關

單位合作，進行預防及延緩

失能照護計畫方案的執行。

107年承接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出院宅極便服務計畫，使個案在出院後就能即

時獲得職能治療服務，108年起承辦嘉義縣市長照 2.0復能專業服務及嘉義

市特教到校服務計畫，108年迄今承辦嘉義市衛生局國健科社區長輩逆齡健

康人生計畫，讓社區長輩不論在身心靈方面都能有職能治療的協助 ,並獲得

中央與市長等長官及社區長輩們的肯定。隨著社會安全網 2.0的實施，各縣

市陸續成立心理衛生中心，其中職能治療也扮演著預防心理疾病的發生及促

使心理障礙者的復原的重要角色，期待能夠繼續致力推廣職能治療的專業服

務可以從醫療領域多方延伸至社區各方面，當然也將全力配合全聯會繼續推

動職能治療師修法規畫，秉持著全民健康及社會福利等宗旨，持續與相關單

位積極合作，期待透過職能治療的介入，改善與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本會於 110年舉辦會員活動並透過徵稿方式收集大家想對全聯會說的話，

整理大綱如下：

1. 透過相關制度（證照考試的限制／學系設置的審核與就讀標準的提升）改

善職能治療的專業度與品質。

2. 除了重視社區職能治療專業外，更應重新審視及爭取在醫療體系的職能治

療師價值（尤其是精神科職能治療師）如健保點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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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繼續辦理專業教育課程外，也可增加非專業課程，如管理經營或新興領域

的多元課程。

4.持續修法讓職能治療師有更多執業自主權。

5.持續推廣專業讓民眾與更多領域可以知道職能治療的重要性。

6.協助成立職能治療師工會，維護及提升職能治療師在職場的就業環境與服

務品質。

社團法人嘉義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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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恭賀全聯會成立二十年，回想過往受全聯會創會呂淑貞理事長邀請，協

助籌組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並榮幸擔任秘書長一職，轉瞬

間，全聯會在歷任理事長及歷屆理事、監事群策群力下，穩健邁向二十年，

祝福二十歲的全聯會，業務興隆，會務順利。

回顧投入職能治療領域超

過三十年的歲月，從學習專業

知識、到臨床實踐，一路走

來，有幸能有許多專業前輩的

引領，一起參與公共事務、推

動專業發展，過程中看見前輩

從事公共事務及傳承的熱情，

為了職能治療的使命感，穿梭

街弄案家、前進立法院爭取支

持的堅定身影，給了我接受臺

灣省職能治療師公會籌組台南縣公會任務的勇氣與信心，98年 1月 18日假

嘉南療養院成立台南縣職能治療師公會，並因應台南市升格直轄市後於 101

年 12月縣市公會順利整合，組織社團法人台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感謝受

到台南市會員的請託與信任，擔任第四、五屆理事長，目前會員共 392位，

在全體理監事的共同努力下，和學會、全聯會、跨縣市公會以及台南市政府

衛生局、長照管理中心密切合作辦理專業教育訓練，推廣職能治療專業與理

念：如長照據點、長照專案、社區居家、職場安全、職業重建、輔具領域、

早療及學校系統、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等。

職能治療師日社區推廣活動



各地公會理事長

75

現今是結合跨專業、跨領域融合的時代，因此也會把握每一次能讓職能

治療與各種不同產業結合的機會，除了將職能治療的精神融入園藝治療中，

接受廣播節目訪談職能治療在長照領域的角色與功能外，更榮幸獲邀參與故

事工廠舞台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演出，擔任劇中直播談話節目的特別嘉賓，

暢談職能治療對於精神疾病患者較為客觀的觀點以及處遇，讓當場次觀眾投

票出現前所未有的態度轉變，深深感受到言論對於形成群眾觀點的巨大影響

力，期望持續有機會讓職能治療更常出現在不同類型、不同領域的大眾視野。

全聯會二十年已經站穩腳步，期許在全聯會協助領導政策、同心一氣的

號召下，職能治療在台灣的腳步越邁越大步，甚至成為疾病預防、健康促進

的領頭羊，讓職能治療的觀念落實民眾的社區及生活中，讓全民一起樂活生

活。

吳鴻順

社團法人台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第五屆理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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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 20，Occupations with us

在台灣的西南方，有著一個充滿熱情的城市，地形狹長、得天獨厚且依

山傍海的地理環境，這城市裡有著許多有活力的人們，他的名字是「高雄

市」。高雄市有著 38個行政區，有著 270萬的人口數，也代表有許多職能

治療可以關心民眾、提供服務和介入的機會。

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於民國 89年由林清良老師籌畫成立，高雄縣職能

治療師公會則於民國 97年成立，之後因縣市合併為大高雄市之故，兩公會

於民國 101年正式合併成為「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公會歷經

梁文隆理事長、郭明慧理事長、謝彥緯理事長以及現任周映君理事長的統籌

以及帶領下，會員人數已經達到 500多人，會務也朝著在地化以及多元化的

核心精神努力發展。

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在會員的繼續教育課程、會務服務以及會員交流

連繫活動上不遺餘力，除了會員服務之外，專業推廣以及社區事務推展也是

公會的專業任務，例如每年的職能治療師節活動，兒童篩檢活動、世界中風

日活動、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等活動，皆能看到公會委員們、治療師與志

圖一、 109年職能治療節慶祝活動於高雄市文化中心 
圓形廣場舉行

圖二、 109年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周
理事長映君、梁文隆常務理事以
及張瑞昆監事現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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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努力推廣專業的身影，不斷跟市民介紹職能治療在文明社會中不可或缺的

角色，也積極製作高雄市職能治療所地圖，讓有職能治療需求的民眾能搜尋

到社區中可觸及的職能治療資源。

在社區事務上，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以及長期照顧 2.0政策的執行，

公會透過網站以及信件招募眾多對於社區職能治療有熱忱的夥伴們，從一開

始的篳路藍縷，到現今在高雄市的各個行政區都有職能治療師的腳步和服務

紀錄。居家復能和社區據點服務逐漸轉由各地區的職能治療所接棒發揚光

大，失能的民眾可以藉由職能治療師的指導和建議重新找回生活參與的可能

性和機會，長輩們更透過職能治療師的健康促進及延緩失能活動設計提升自

身的生活品質和自我價值感，交給職能治療，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近幾年公會亦投入在兒童特色公園設計的公聽會中，為兒童遊戲參與的

職能活動貢獻己力。由於公會積極參與，讓政府與民眾能充分明瞭職能治療

的專業，並納入例行邀請提供建議的專業團體名單中。災難應對及復原由於

近年來不同的天災人禍發生，像是高雄曾經發生的八八風災、八一氣爆以及

城中城火災事件，對於受災者及倖存者的心理復原、災後心理創傷以及日常

圖三、 110年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周映君理事
長、職能治療學會吳菁宜理事長、衛廣遠
理事、林昶霆先生現場支持

圖四、 108年健康促進成果展─由周映君理事長領軍帶
領職能治療師團隊熱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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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參與困難等等因素是不容小覷的，公會近期除了開辦相關繼續教育課

程，未來將建置專業人員資料庫，若遇到災害事件或重大事件時公會便可立

即出動職能治療師提供必要的支援。

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是南部每年唯一的一場與職能治療相關的大型展

覽，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結合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與高雄市職

能治療師公會，透過推廣活動可以讓更多民眾認識職能治療，進一步深入瞭

解職能治療提供的介入服務以及如何獲得職能治療的協助，這幾年來職能治

療已經成為展覽會場中最受矚目的亮點之一，同時也提供有推廣熱忱及興趣

的職能治療夥伴們一同加入公眾事務的行列，讓職能治療科系學生增進與民

眾互動的能力。

謝謝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為職能治療專業承擔的責任以

及付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會成為南部最強力的後盾，期待未來職能治

療能夠拓展更廣大的服務領域和範圍，讓更多有需要的民眾可以獲得最有力

的協助，為大家的健康以及生活品質繼續協力促進！

周映君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圖 五、 111年繼續教育課程─災難事件及創
傷復原之助人者角色的學習與應用邀
請講師與職能治療師分享

圖 六、 110年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會員大會─周映君
理事長與第七屆理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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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屏東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今年恰為全聯會創會 20週年，亦是本人任職屏東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理事

長第 5個年頭，屏東縣地處國境之南，幅員廣闊、內部涵蓋 33鄉縣市；最

廣為人知的莫過於恆春墾丁、東港、潮州、萬巒、三地門霧台等旅遊勝地，

以及當初八八風災遭受嚴重破壞、但現在是蓮霧著名產地的林邊鄉，當然我

們的枋山芒果、萬丹紅豆還有巧克力也是國際級知名的好品質。屏東市區現

在也大幅度進步，有著許多安全好玩的特色公園、歷史與時尚兼具的勝利新

村及屏菸 1936文化基地。也因為地理空間狹長遼闊，提供醫療服務時需面

對資源整合及時效性的問題。也因此本人在任職期間，積極與屏東縣各醫事

友會保持密切合作。如，出席屏東縣醫師公會理事長交接典禮、各年度國際

護理師節慶祝大會、屏東榮總（高雄榮民總醫院大武分院）動土典禮、九如

全人照顧園區開幕典禮及各式體育聯誼活動等，以期各職種間能夠有效的交

流互動並肩作戰，一同打造健康生活品質。

本公會協助學會、全聯會辦理在職人員繼續教育課程，並與高雄、台南

等公會聯合整合教育資源，以提供會員便利、優質的教育訓練課程。除此之

外，常規工作包含：定期舉辦會員大會、常規會員服務、職能治療專業推廣、

行政流程優化以及各項優惠商家的簽約，其中最重要的是長照 2.0計畫內容。

由於屏東縣年輕人口有外移趨勢，導致縣內人口老年比例攀升。需要政府與

各相關單位盤點及挹注長照資源，維護老年人口的身心健康。而身為長照先

鋒的職能治療師當仁不讓，本公會亦率先士卒！故於去年開始承接本縣居家

復能品質提升方案，協助照顧專員、A單位個案管理師及專業特約單位能在

復能領域提升識能，且能兼顧質與量；同時也輔導家托站，導入自立支援概

念，讓長輩能發揮現有能力在盡可能極少量的協助下完成獨立日常生活的各

項活動，達到提升生活品質的目標。因為我們相信，長期照顧不是真的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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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人照顧你，而是要能及時發現潛能，最大化的自力完成生活各項活動，

那才有生活品質可言。

本人亦擔任屏東縣政府的高齡友善城市推動委員會專家委員，相當榮幸

能與縣長副縣長及縣府一級主管同室共議，發揮職能治療思維提出相關政策

建議，除能為本縣縣民建構更為友善的城市環境外，還能讓更多人認識職能

治療專業。

本人同時擔任全聯會政策法規委員會及專業推廣委員會司法與戒治成癮

組委員，適逢全聯會創會 20週年之際，有幸得以撰稿恭賀全聯會創會 20週

年。盼望全聯會能夠繼續深化職能治療專業推廣、發展職能治療臨床技能及

輔具知能；帶領全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共同創造下一個光輝十年。

蔡宗勳

社團法人屏東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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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宜蘭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給年輕人∼

你們知道這片海洋的盡頭，有著世界最珍貴的寶物嗎？而且得到它的人

就可以成為海賊王，是不是讓人熱血沸騰？前所未有的冒險正等著我們！

這世界，沒錯！一個追求自由任憑選擇的世界，就在每個人的眼前無限

地延伸。如果我們的夢想可以引導你的方向的話，就去追尋吧，在名為信念

的旗幟下！

想當年 SARS期間我還在高醫念書，職能治療師這行業在我們的眼中，

就在各大醫院、特教學校、政府公務單位或少數在診所，這幾年在職能治療

界發展，無數的先進在各領域攻城掠地，孜孜不倦地推廣專業地位，除了傳

統的三大領域外，「學校系統」、「輔具」、「長照」、「職業重建」、「環

境改造」、「勞工健康服務」、「社區」等等⋯⋯，雖說不是每個人在職能

治療領域中都過得順遂，但先進們努力開創出又廣而深的專業走向，只要持

續不斷精進自己，一定可以在職能治療中找到人生的志業。

宜蘭縣職能治療師公會已邁入第五屆，承蒙創會理事長楊逸群、後續接

任李繼元及陳德群理事長的經營，宜蘭縣職能治療師公會持續成長茁壯。秉

持回饋會員的信念，團隊成員皆義務承接下秘書處及各委員會工作，讓專業

課程、親子聯誼活動及聚餐皆努力維持免費參加之傳統，會員大會及課程出

席率更屢屢突破九成以上。日常不斷提供專業資訊，期望讓會員與全聯會、

學會的聯繫更加順暢並更認同學會、公會發展專業理念。

最後！恭賀「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二十周年誌慶。

二十歲也成年了，期待三十而立，帶領地方公會一起邁向『偉大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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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炳璋

宜蘭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第四、五屆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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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花蓮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花蓮縣職能治療師公會成立於民國 98年 2月，胼手胝足、互助成長，

直至今日已到第五屆理監事會，花蓮縣公會屬於正在成長中的年輕公會，仍

需多倚賴全聯會、學會及各縣市公會的經驗分享及協助。但也因為年輕，一

切制度都能在基本架構下，不受拘束的多方嘗試、逐步構建，紮穩根基慢慢 

成形。

花蓮縣地處狹長，靠山面海，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養成了我們樂天知

命、不畏艱難的個性，就像我們公會的 logo一樣：代表花蓮縣職能治療師公

會縮寫的 H.O.T傍著大山、面著大海，翻山越嶺為偏鄉的個案提供專業的服

務，這是我們身為花蓮職能治療師的熱血與使命。

秉持著這份熱忱，我們協助花蓮縣衛生局在復能草創時期，承攬業務、

建立制度，除了提供服務外，更著重衛教宣傳，讓民眾在安適生活之餘，也

了解職能治療能夠協助他們在個人有限的「內在能力」下，協助他把「功能

性能力」最大化，並應用到他認為重要的生活事物上，復能，漸漸在花蓮生

根發芽；同時，我們也參與了花蓮的各項活動，增加職能治療曝光率，例如：

輔具展、銀髮族桌遊賽⋯等，我們讓「生活有職能，日常不失能」，不再是

一句口號，而是生活的日常反應；積極的宣傳，也在近幾年看到了成效，學

校、衛生所、農會、長照單位、基金會、家屬⋯等詢問度倍增，並媒合成功，

這一切全仰賴全聯會協助及現任公會的好夥伴們在工作繁忙之餘，悉心耕耘

與付出。

花蓮是個特殊的場域，我們擁有全台前兩大的精神專科教學醫院，也有

深入偏鄉醫療的教會醫院，更有獨一無二的醫學中心，每一處都有職能治療

師的蹤跡；公會的會員來自台灣各地，因為遠離故鄉，我們的感情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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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地形狹長，公會仍秉持著均衡發展的原則，舉辦各種領域的繼續教育，為

我們的職能治療師培養廣闊的世界觀，提供民眾多元豐富的職能治療服務。

今年，是我們的領頭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舉行成年禮的好日子，除了生日祝福外，更期待全聯會能為會員們謀取更大

的福利（如：持續爭取提升職能治療給付、職能治療師法倡議⋯等），帶著

我們深耕台灣，邁向國際。全聯會，生日快樂！

洪文鈞 敬賀

社團法人花蓮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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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澎湖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的祝福

提到澎湖，印象所及除了外婆的澎湖灣、疫情肆虐下的主要出國替代旅

遊地點，現在也成立離島 OT公會了！

本人自民國 98年返鄉服務，當時全澎湖縣 OT不過 3人，至 109年已達

22人，這十年間，澎湖的職能治療具有一定程度的進展，不管是醫院內的復

健科、精神科、早期療育、職業重建、庇護工坊、輔具中心到社區式長照相

關的據點、失智共照等，都可以看到 OT的身影與辛勤耕耘後的痕跡，或為

主要承作人員，或擔任縣內議題發展重要角色。這當然要感謝職能治療的老

師們、前輩，從無到有、披荊斬棘的開創，諸如法規制定到現在的新型的社

區服務，因為您們的努力，才能讓我們後輩能夠在相關領域內放心的執業與

發展。

雖具有初步規模，但大家於各自領域打拼，缺乏平台以收綜整之效，因

此，我相信時至此時的澎湖，惟有成立地方公會，才能夠開啟下一階段的發

展，除了基本的專業推廣與地方深耕外，更重要的是因應日漸複雜的社會衍

生的繁瑣健康問題，凝聚專業

能量提供地方來自職能治療解

方的選擇，來發揮更大的專業

價值。於是於 109年拜訪地方

治療師們，凝聚共識，於 6月

成立籌備會，於 12月終於開花

結果，舉辦成立暨第一屆會員

大會，亦感謝全聯會王珩生理

事長蒞臨指導。

109年澎湖縣公會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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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日，澎湖公會不過 1歲，從籌辦到成立後的發展，皆有許多需要

學習之處，短期目標將會務架構建置完整，穩定服務會員，中長程目標希望

能在地方醫療政策有更多的角色與空間，為達此目標我們也在 110年申請社

團法人資格。於發展與推動過程的諸多困難，幸而得全聯會、台北公會及其

他縣市公會的先進前輩們，不吝提供良好的建議與方向，由衷感謝。

欣逢全聯會成立達 20週年，誠摯祝福全聯會生日快樂，感謝全聯會全體

理監事與幹部的付出，希望未來日子，全聯會能夠更臻卓越，持續引領各地

方公會，並做為 OT人最堅實的後盾，讓職能治療持續發光發熱，也期待更

多夥伴能夠參與職能治療公共事務！

林聖凱

社團法人澎湖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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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創會 20 週年 滿滿感謝與祝福

感謝 OT全聯會過去、現在所有理監事幹部群的努力，用心打拼與捍衛

職能治療專業發展！

祝福 OT全聯會未來會務昌隆，優秀年輕新血持續加入，職能治療發展

無極限！

「曾經是職能治療的逃兵，現在我是職能治療證道的實踐者」 
分享我的成長小故事…

剛畢業的我，為了幫忙還清家中的債務，離開了醫院的工作，去當醫療

器材業務員，販售復健治療的相關器材與設備⋯真的是一個大挑戰，也不斷

打破我醫療人員固有的思維，擴大我的世界，一晃眼 4年過去，我變成台南

分公司經理，這時台北總公司卻因財務危機，經營發生問題要倒閉了！

驚慌失措的我，完全沒有方向，成大恩師張哲豪教授告訴我：「忠益還

可以當職能治療師啊！好好努力重新學習，只要用最短的時間，用心治療最

多的個案，認真紀錄並幫助自己與個案大進步！你就可以成為優秀的職能治

療師！」

我輾轉回到了台北，在一家小診所當職能治療師，就只有我一個人，每

天早上治療中風病人，下午陪伴發展遲緩、腦性麻痺、自閉症幼兒上一對一

早期療育課程，晚上幫助可愛的過動兒，學習障礙孩子提升學習能力的，我

每天都是好用心的與個案和家屬互動，了解問題與困難，想盡辦法幫助中風

大哥大姐進步，恢復身體與生活功能，陪伴孩子與家長們一起學習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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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刻的發現職能治療專業，可以讓中風阿嬤學會自己穿衣服、學會好

好走路；發現我是職能治療師，可以讓遲緩兒認知能力提升，學會數數、動

作協調大進步；可以讓過動兒冷靜下來，控制情緒、完成作業學習；可以讓

自閉症孩子開口說話，與同學牽手玩遊戲；可以讓家長，老師學會策略引導，

一起協助孩子增進多元能力！

「職能治療是超有效的醫療復健專業！」 
Yes!我的工作是職能治療師，真的太棒啦！

我一直相信著，也願意付出行動，為了讓中風大哥不要再跌倒受傷，我

願意跑去個案家中鋪防滑墊，規劃無障礙空間；為了知道孩子在學校的表現

與行為，我願意去學校陪孩子們上課，與一大群老師討論合作；為了讓家長，

老師們了解「職能治療師可以幫忙！孩子、家長、老師都需要職能治療師的

協助！！」，我開始踏足社區的每一間國小、幼兒園，開啟一場接一場的兒

童發展篩檢與親職講座、親子互動遊戲闖關，證明職能治療 Yes好好玩，我

們每一個人，都需要職能治療師的照顧與支持，包含我自己本身！

這些都是上帝的呼召與美好安排！

陳美津教授曾說：「職能治療是生活與生命的科學，要把職能治療應用

在病患及家屬身上，要把職能治療應用在我們的生活裡！」這是老師的提醒，

也是我當職能治療師生命中好重要的體認！

	 我是職能治療師，每天都在陪孩子們玩遊戲，專心好好玩，越玩越專心；

	 每週都在舉辦講座，分享職能治療師可以幫忙，恢復功能、促進能力、提

升學習─就來找職能治療師；

	 每月都在巡迴兒童發展篩檢活動，讓爸媽們看見孩子發展的需要，讓孩子

得到職能治療專業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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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都在傳承與訓練年輕治療師，讓早療生力軍充滿熱忱和創意，愛上職

能治療與孩子美好互動；

	 每年都在開展職能治療慈善愛心園遊會，匯集公益與愛的力量，讓職能治

療照顧社會弱勢家庭！

	 時時刻刻我都在推廣職能治療，讓職能治療深入社區，校園，每一個人的

生活中。

我還走在證道的路上，相信一切自有神保守！

期許所有好夥伴都可以用職能治療專業來服務人群，大家一起天天做善

事幫助人，我們可以得到肯定與感謝，一起快樂工作與生活，一起讓台灣更

好的！

呂忠益 2022.07.15

台灣陽光天使職能治療兒童發展關懷協會 創辦人暨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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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世界上最迷人的工作

充滿「熱情」、「活力」、「創新」的職能治療，是令人肯定與期待的

專業。在不斷超越自我的鞭策下，讓職能治療成為「最敢實踐夢想的專業」。

職能治療師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工作，尤其是「精神科職能治療」，更讓人深

愛不已。我們在服務過程中，透過不同的專家角色，成功創造一個又一個「逆

轉勝」的生命故事。至於，有哪些不同的專家角色，迫不及待與您分享。

一、穩定症狀，豐富生活的專家。

協助精神病人症狀穩定並建立規律生活作息，進而豐富生活是很重要的

治療目標。運用有意義的治療性活動，如手工藝、休閒娛樂、日常生活、心

理調適及藝術等，來轉移其對症狀的注意及穩定身心。17歲即發病的小雙，

經常因症狀與藥物副作用的影響，而讓她生活一團糟，職能治療師鼓勵小雙

加入中東鼓樂團並參與演出，同時安排繪畫團體讓生活更豐富，小雙逐步學

會如何處理情緒且常常在運動場上看見她活躍的身影。小雙說：「我現在真

的很努力過每一天，我相信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美好。」

二、創造經驗，分享成功的專家。

職能治療師強調「做中學」，透過實際參與及操作，可改善其自我照顧

能力、增進人際互動、培養休閒嗜好和增加成就感。藉由略微超過其能力，

但又可逐步接受挑戰的活動，讓病人有成功的經驗及勝任的感覺，重建其身

心功能並協助其適應家庭與社會生活，終能達到回歸社會的目標。面對「恐

慌、焦慮」，對阿弘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阿弘表示以前自己總是會擔心

在加油站工作時，油管隨時會爆炸，因此工作不到幾個月就因過度焦慮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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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而住進醫院。經過積極復健，目前阿弘的莫名焦慮與恐慌，已可透過參與

調色盤團體、心理演劇及偶爾協助病房的清潔工作，逐步獲得緩解。阿弘不

斷克服恐懼且勇敢嘗試新的事物，讓復元之路走得更順暢。

三、激發潛能，重建技能的專家。

當病人具備基本生活功能及人際互動技巧後，職能治療師會進一步評量

病人的工作動機及能力並安排工作訓練如洗車、洗衣、清潔、中西餐、烘焙、

庶務等，以培養工作行為，並藉由工作獎勵金的獲得，來感受自己是有生產

力的個體，提升自我價值。針對準備出院病人，職能治療師會轉介參與「職

業訓練」，藉由職業訓練培養一技之長，以增加未來的就業優勢。志明半工

半讀完成高中學業，進入銀行擔任助理員工作，娶了人人稱羨的美嬌娘，但

好景不常，因思覺失調症的發作，摧毀了他的工作與婚姻。家人將他送進醫

院，接受階段性的復健，志明對人溫和有禮且工作態度認真，擔任洗車小組

長期間，因積極負責深獲其他復健學員的肯定。志明始終對自己不放棄，按

部就班向前行，他堅決的相信，「只要獲得肯定，才華就會顯現」。

四、展現能力，成就他人的專家。

在整個服務過程中，職能治療師提供病人有「選擇權」與「決定權」的

環境，讓病人決定自己的治療規畫，同樣的，也要學習如何承擔自己決定帶

來的結果，職能治療師幫助病人從經驗中學習、內化，藉由反覆的探索與反

思建立自我價值，讓病人在不同的環境中，除了相信自己可以找到解決問題

的辦法，也強化對自身環境可以掌控的感覺。家宏曾經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因為父親的眼淚，他開始接受治療及復健，在症狀穩定及各項功能提升後，

他展開精彩的人生。從事木頭傢俱噴漆工作、學習冷氣清潔技能及取得中餐

丙級證照等，雖然家宏在生活中仍會面臨許多挑戰與挫敗，但他總會詼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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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從家宏的奮鬥

史可發現，每位精神病友，只要透過正確的醫療與復健，都有機會成為傲人

的千里馬。

「職能治療師」除了扮演不同的專家，「精神科職能治療」更擁有數不

盡的特色，如「打造跟上潮流的復健商品」、「提供健康至上的復健服務」、

「推出解鎖疫情的復健科技」、「化身就愛運動的復健斜槓」以及「執行永

續主題的實證 OT」。無與倫比的職能治療師，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工作，當

之無愧。

李慧玲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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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感言與祝福

今年適逢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

會）成立二十週年，我國職能治療專業由草創期歷經七十餘年的耕耘，早期

臺大醫院作業治療部階段以精神科職能治療為主力，一度開創職能治療專業

在教學醫院紮根的生機，美援資助下我國在 1960年代初期開展物理與復健

醫學，1970年代臺大復健醫學系成立後成立職能治療組，美援資助下興建臺

大醫院復健大樓，在當時醫療復健興起年代，職能治療的專業服務逐步轉型，

兒童青少年服務重心由小兒麻痺轉為腦性麻痺、發展遲緩，乃至感覺統合失

調等合併軟性神經症狀的幼兒，生理障礙職能治療由早期腦中風為大宗的肢

體訓練模式轉型為多樣化的服務模式，近年在機電工程、醫學工程、神經工

程，乃至人因工程跨域整合下，各種科技化治療設施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全

國各地執業院所，新課程出現 3D列印、3D人體解剖模型、智能化治療器具

與儀器等題材，未來教室也正興建。

隨著社區長照服務領域的崛起，新制職能治療臨床實習由原有的生理疾

病職能治療、心理疾病職能治療，兒童職能治療，新增社區職能治療，涵蓋

職業輔導評量、職務再設計、職災勞工工作強化、失智症防治等新課程，為

社區化職能治療的發展豎立嶄新里程碑，也因應超高齡化時代的來臨，開啟

延緩與減輕失智與失能的教學與服務工作。復健體制下的輔助療法，國內的

職能治療在醫療復健體制下取得教學與服務的暫定角色，但由自主空間較

寬鬆的「作業治療」轉型為醫療復健的一環，並獲得世界衛生組織資助師

資與設備，但職能治療的專業體現在醫療復健掛帥的夾縫中出現專業認同 

（professional identity）與專科發展（specialization）的挑戰，歐美國家職能

治療以人為中心的科學與藝術，雖為專業核心價值，但在師資缺乏、人力不

足，且未具專業認證的窘境下，職能治療早期先驅為專業立法持續呼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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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奔走。這股熱情感染當時的從業人員以及學生，同心協力爭取職能治療的

權益，我國職能治療學會在民國七十五年成為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正式會員

組織，打開通往世界聯盟的路後，我國職能治療課程朝國際認證的目標邁進，

在這股國際化的浪頭下，臺灣大學在民國八十一年成立職能治療學系，其他

大學也陸續開辦職能治療學系，立法院在民國八十六年三讀通過「職能治療

師法」，隔年舉行首屆職能治療師國家考試，職能治療師正式為法定醫事人

員，這是草創期邁入茁壯期的重要里程碑。

我國職能治療服務對象不斷擴展下，兒童青少年服務重心由早期小兒麻

痺轉為腦性麻痺、發展遲緩、注意缺失過動症、自閉症光譜症候群、新生兒

發育與發展介入，乃至舊稱感覺統合失調等軟性神經症狀的療育。生理障礙

職能治療由早期腦中風為大宗的肢體訓練模式轉型為多樣化的服務模式，近

年在機電工程、醫學工程、神經工程，乃至人因工程跨域整合下，各種科技

化治療設施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全國各地執業院所，新課程出現 3D列印、

3D人體解剖模型、智能化治療器具與儀器、乃至未來教室都在近年融入專

業教學。心理疾病職能治療領域在原有的急、慢性精神疾病的防治，轉為高

危族群的預防性介入與生活再設計、重歸社區方案、藥酒癮與網路成癮介入

等。此外，隨著社區長照服務領域的崛起，新制職能治療臨床實習由原有的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心理疾病職能治療，兒童職能治療，新增社區職能治療，

涵蓋職業輔導評量、職務再設計、職災勞工工作強化、失智症防治等新課程，

為社區化職能治療的發展豎立嶄新里程碑，也因應超高齡化時代的來臨，開

啟延緩與減輕失能的教學與服務工作。

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在二十年前首創我國碩士班，五年後成立博士班，

並招募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所的設立帶動職能治療在高等教育快速發展，

在政府經費相對充裕的時期（如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各校增聘

師資，並培訓碩士與博士人才，提升我國職能治療人才的學歷，更多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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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職級由講師提升至副教授、教授、特聘教授等。隨著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的

陸續成立，生員充裕下，教學與研究人員快速累積，學術水平漸與國際接軌，

赴歐美等國深造，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才回國到位，職能治療的教育內涵逐年

深化，多項科研領域的進展取得國際關注，「我們無法長期將台灣排除在美

國學術社群的門外」，美國職能治療研究院幾經論辯後，2017年美國職能治

療學會在費城舉行成立百週年年會上，首度頒授美國職能治療研究院院士榮

銜給亞太學者，受此殊銜雖感榮幸，為國家培育人才的工程不容停歇，盼望

亞太人才發揮跨越國界與種族的專業特色。

人才培育、充實人力不再是我國職能治療現階段難以跨越的高竿，但少

子化浪潮中，醫療市場趨於飽和，職能治療專業於醫政領域的服務與報酬受

到限縮的正當性不足，生力軍跨入多元職場，不可諱言的面對現有法規亟待

修法的挑戰，發展勞政、學校系統、社區服務的藩籬在前，薪資所得與工作

福利的合理性亟待提升，這是職能治療在擴增人力、培養人才的茁壯階段未

得精準推估的時代趨勢，也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嚴肅課題。此外，專業權益

在社會與國會的有效倡議、服務模式的多樣發展、職能治療師就業權益與在

職穩定性的保障，在在都需以永續發展的角度全盤規畫。各縣市公會的會員

心聲需要得到回應，實習學生在疫情期間的學習機會可能受到的影響，也值

得全聯會、學會與相關協會通力合作，開拓職能治療下個世代的發展契機。

林克忠

臺大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教授

臺大醫院職能治療技術科職能治療師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美國職能治療研究院院士



會員感言與祝福

97

慶祝全聯會成立 20 週年紀念─ 
從職能治療到心理健康的歷練分享

歷經籌備職能治療學會、1982年 9月 11日成立、10週年、20週年、30

週年，今年來到 40週年。適逢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 20週年，身

為全聯會 2002年創會第 1屆常務監事、第 2屆理事，非常感謝第 3屆褚理

事長增輝及理監事們的抬舉與肯定，在 2010年獲頒優良職能治療師貢獻獎

及職能治療師服務 30年獎。茲值將發行 20週年特刊之際，謝謝柯主編瑋婷

來邀文稿，就斗膽分享從職能治療專業的臨床教學研究行政、籌設和督導 7

家日間型及管理和督考 50家精神復健機構以及擔任評鑑委員、促進身心障

礙者就業的督導和輔導及擔任評鑑考核委員，以及協同主持精神障礙者就業

服務研討會、拓展視野的臺北市健康管理─婦幼及優生保健、醫護管理 -精

神衛生和心理衛生行政及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業務、倡議投資心理健康至今的

職涯歷練與心得，祈提供給後進的職能治療師們作為參考。

臺大職能治療畢業後服務公職 35年 9個月，可以分為 2個階段，第一

階段自我期許做一位優秀的職能治療師，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前

身為臺北市立療養院到 2004年）心理及小兒職能治療執業 31年 3個月的師

（二）級技正及職能治療師，其中 11年技正負責襄助復健科推展科務，處

理行政與公文、書寫計畫及申請補助、臨床督導及教學、進行研究及論著詳

如附錄第 1-41篇等工作，擔任主任時負責綜理精神醫療部精神職能治療組業

務，皆以用心認真負責職務及每年考績甲等為努力目標。喜歡教學相長，擔

任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級專技人員 13年，具備 OT4─四

級臨床職能治療師、臨床職能治療指導教師、臺大職能治療臨床專家、成大

臨床指導教師及輔大職能治療學系臨床副教授資格，用心努力教導臺大、中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98

山、長庚、成大、高醫、義守、輔仁等大學職能治療實習學生，指導完成書

寫及執行團體計畫書、個案報告、職業輔導評量報告、分組初步研究報告等

作業，欣聞學生申請推甄時展現初步研究報告成果而得以加分錄取。原本有

機會可推甄第 1屆臺大 OT碩班，但是家人看到我盡責技正職務、認同 OT

專業使命及公餘投入學公會，不看好能挪出時間念書，讓我打退堂鼓。始終

對臨床研究取向有興趣，從附錄第 1篇 1979年開始參與學習，到 1988年獨

立完成附錄第 12篇論文送審成功，由委任升等薦任，同年喜獲考試院第 1

次職能治療科高等考試第 3名及格，復於 1998年因有公職得以換取考試院

檢覈及格證書及職能治療師證書，並於 2008年筆試面試錄取後得以商調到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衛生行政職。

為讓精神病人順利回歸社區與就業市場，20年間籌備規劃及督導廣州

街、安和、采蒔、文山坊、草山坊、心湖坊、福中坊等 7家社區職能工作坊

業務，皆認真盡責、不遺餘力，讓該等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成為示範和觀摩

場所，亦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成為辦理最多家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的醫院。

於 1996年和 1999年榮獲推薦參與模範公務人員和扶輪社職業成就獎遴選。

為促進精神障礙者就業，從 1996年 12年間積極努力督導、書寫計畫及申請

支持性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庇護性就業服務、穩定就業後續支持計畫、

籌設庇護工場等方案補助，督導支持性就服員並因績優讓就業服務人力由 2

位而逐年增加，且每年完成各項計畫成果報告。連續任職滿 10年、20年、

30年於 1988年、1999年和 2008年分別獲頒行政院參等、二等、一等服務

獎章證書。

第二階段於 2008年商調到很有緣分的地方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衛

生行政職，4年半期間大開眼界不虛此行，負責臺北市的健康管理─婦幼及

優生保健業務，就以研究角度探討「臺北市民健康卡」之成效，入圍國家新

創獎，詳如附錄第 42篇。次年起負責醫護管理─精神衛生和心理衛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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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副主任業務，管理和每年督考 50家精神復健機構，

其中日間型 8家、住宿型 42家，邀請專家學者完成機構評鑑考核所需書寫

各式紀錄表單。2010年以「打造臺北市奇夢子康復家園的藍海策略」於臺北

市中階管理才能精進班第 5期榮獲第 2名表揚，詳如附錄第 43篇。

第三階段是公職退休這 9年半期間，由於從 2001年 2月迄今 21年榮獲

新北市（前身為臺北縣）政府勞工局聘任為顧問，每年輔導 1家受委託單位

支持性就業服務或職業訓練方案，2019年迄今增聘為庇護工場專業輔導顧

問，每年輔導及督導各 2家受委託單位，以提升其專業知能及服務品質，並

擔任評鑑考核委員。2013年取得督導（就業服務）資格，開始在衛生福利部

桃園療養院擔任外聘督導，督導支持性就業服務、3項職業訓練方案、2家

庇護工場，以提升評鑑考核等第，2014年至 2016年以研究設計協助職能治

療科唐主任世芬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完成身心障礙者穩定就業後續支持

計畫成果報告，詳如附錄第 45篇。

2016年至 2019年承蒙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第 16屆陳理事長美香及第 17

屆張理事長玲慧邀請擔任秘書長，職掌秘書處會務 4年。2020年 10月承蒙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呂理事長淑貞邀請擔任秘書長迄今，職務包括：審閱秘書

處公文、財務、檢視專案會務等，以及 2021年配合倡議投資心理健康、響

應 10月 10日世界心理健康日全球同步倡議暨疫後大專校院學生心理健康促

進實務研討會。2021年協同主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主辦的 2天 1夜精神障

礙者就業服務研討會，成功達標，結案報告詳如附錄第 46篇。接著再次協

同主持勞發署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 2022年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國際研

討會，預計 8月辦理 2天。重視現在式及未來式的我，一路走來就腳踏實地

完成各項成果報告而頗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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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3日行政院提出「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重點包括強調

推動心理健康促進、積極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至 2025年全國將達 71處

等。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是國家推動心理健康工作、自殺防治與精神疾病防治

非常重要的一環，其任務包括提供一般民眾心理健康衛生教育和諮商服務以

及協助處理危機事件。為了強化社會安全網，深化「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

基礎」的服務模式，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心口司於 2022年 5月 4日分

開改制，心理健康司補助各地方政府充實心理衛生社工、精神病人社區關懷

訪視員、自殺關懷訪視員、護理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職能治療師

等各類專業人力，期盼後進的職能治療師加入拓荒，讓每一處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都具有職能治療師能發揮的角色與功能。

最後祝福全聯會開心順利啟動第 3個 10年讓青壯年時期成就豐碩。

周美華  職能治療師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秘書長

研究工作及相關著作 46篇：
46 呂淑貞、周美華、吳靜如、楊家榛（2021）：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研討會結案報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主辦，社團
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承辦，1-119。

45 唐世芬、周美華、呂淑貞、莊鳳鑾等（2016）：103-105年度身心障礙者穩定就業後續支持計畫成果報告。衛生福利
部桃園療養院，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

44 周美華（2012）：學會 30週年有感－談職能治療在預防領域的角色。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出版。臺灣職能治
療學會 30週年慶特刊，101-103。

43 周美華、彭瑞蘭、謝百凱等（2010）：打造臺北市奇夢子康復家園的藍海策略。於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中階
管理才能精進班第 5期城市治理專題報告口頭發表。榮獲第 2名表揚及獎狀乙紙。

42 邱文祥、陳美如、李玠芬、周美華、陳彥華（2008）：以社會行銷理論為基礎 -「臺北市民健康卡」之成效探討。入
圍國家新創獎，1-45。

41 周美華（2006）：精神障礙者的職業復健－成功就業的奇夢子。心理出版社印行。職能治療－跨越障礙，發揮潛能，
57-60。

40 周美華（2005）：開案與評估。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印行。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工作手冊修訂版第四章，19-
32。

39 周美華、李明濱、陳喬琪、陳淑芳、李玉春（2005）：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病患的社區復健與就業服務。臺灣地區
社區復健研討會海報展示。

38 周美華、李恭賢、高麗芷（2005）：精神障礙者社區化就業服務的成效初探。於第 5屆職能治療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會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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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高麗芷、周美華、李恭賢（2004）：精神病患職業復健之成效評估。93年度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研究發展計畫。
36 高麗芷、周美華（2004）：臺北市社區精神復健中心。北市醫學雜誌，第 1卷，第 4期，503-510。
35 周美華（2003）：適宜推介就業之精神障礙者特徵與條件。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印行。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
工作手冊第二章，19-32。

34 34.高麗芷、周美華（2003）：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體適能及其成效初探。於第 3屆職能治療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會中
發表。

33 高麗芷、周美華（2003）：臺北市立療養院精神障礙者職業復健模式。解讀獨臂刀王的成功秘笈－精神障礙職業重建
研討會壁報展示。

32 高麗芷、周美華（2003）：精神病患社區職能工作坊－臺北模式。臺灣精神醫療展望研討會論文壁報展示。
31 高麗芷、周美華、曹秀芬（2003）：臺灣地區精神病患社區復健中心發展與現況分析。臺灣精神醫療展望研討會論文
壁報展示。

30 高麗芷、周美華、楊美雲等（2003）：增進院內外行政作業時效。品管圈發表會。
29 周美華（2002）：職能治療執業感言－感恩 惜福 知足。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學會出版。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學會 20週年
慶特刊，134-135。

28 周美華、高麗芷（2002）：臺北市立療養院促進精神障礙者就業之服務模式。於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實務經驗分享研討
會發表。

27 高麗芷、周美華、黃珮珊等（2002）：提升社區職能工作坊學員滿意度。品管圈發表會。
26 高麗芷、周美華、李恭賢等（2001）：提高職能工作坊學員出席率。品管圈發表會。
25 李玠芬、湯華盛、周美華等（2001）：社區精神衛生服務訓練計畫。加拿大出國訓練報告書。
24 周美華、高麗芷、林文龍（2001）：電腦科技在精神科職能治療的運用。臺北市立療養院編印，臺北市立療養院民國

89年年報，49-52。
23 高麗芷、周美華、洪淘媛等（2000）：精神分裂病患之體能訓練成效初探。89年度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研究發展計畫。
22 周美華（2000）：開辦內湖區社區職能工作坊個案分析及管理。於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中階管理才能發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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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周美華、高麗芷（1999）：臺灣地區精神病患職業復健工作之演進。臺北市立療養院編印：臺北市立療養院民國 87
年年報暨 30週年特刊，15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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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簡錦標、高麗芷、周美華等（1991）：臺北市立療養院社區復健工作坊計畫評估。民國 80年 12月於「80年度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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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麗芷、劉運康、周美華（1991）：臺北市立療養院社區職能工作坊實驗報告。臺北市立療養院民國 80年年報，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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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周美華（1991）：赴美研習「精神病患的職能治療與復健」報告。臺北市立療養院民國 80年年報，18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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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美華（1987）：精神病患之儀容修飾評估與訓練。職能治療學會雜誌，5：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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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身障者， 
了解如何做更好的職能治療師

坦然面對意外，需要原本成熟的人格

2014年 10月 3日是難忘的日子，也是令我人生巨變的轉捩點。一向獨

立跑行程的我，因骨科醫師為腰椎滑脫症施行手術誤差，我瞬間變成行動依

賴人口。我沒有抱怨：「Why me ?」。心想，如果命中注定家人中須有一人

受此磨難，那麼上帝選我是正確的。對復健的理念及歷程的艱辛，知之甚詳，

也決心面對之。

思考生活不應只有復健訓練，因此毅然出院，隔天就坐著輪椅恢復顧問

督導的工作，連結原本的人際網絡，安頓了心靈。同時換位思考，體恤與感

恩家人的辛勞。

相對一些人格尚未成熟，或從小被過分呵護的人，遇傷病挫折即耍情緒，

讓家人更加辛苦，家庭長期在低氣壓的氛圍中。職能治療師無論在治療生理、

心理或小兒個案，了解其人格發展至為重要，必要時納入治療目標，輔導家

人應對，能關鍵性提升療效。

 知性外，加些感性

檢討自己，過去少與人聊工作以外的事，其實凡事有陽有陰、凡人有強

項有弱項，無須避諱。從此，我主動與朋友交流工作以外的各面向，如，健

康、家庭等。多數我等學理科的人，言行較為目標導向，感性部分少一些。

這些日子，我在理性外，加入感性的潤滑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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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身障者後，到精神復健機構督導，意外地獲得更多個案的主動關懷

眼神與鼓勵言語，拉近了彼此的距離。相互間同理交流更順暢。職能治療教

育我們透過知識去助人，如果自己能多些感性地付出，那是更快的通道，也

讓自己更快樂。

八年前我連續住了五家醫院—兩家醫學中心和三家區域醫院，體驗到某

家醫學中心復健科 OT，除了應我要求做 AFO後，不治療脊髓損傷病患，因

過不了 OT組長的關；有的醫學中心多數職能治療師眼中只有自己負責的病

人，對我友善的眼神與表情，總得不到回應，即使我們彼此都認識。相對之

下，區域醫院的職能治療師普遍熱情多了，尤其感謝在首次職能治療前的床

邊會談（林昱宏職能治療師、謝佳芝 OT組長），可將病人擔憂的心情轉成

安心的期待。雖然這並非常規項目，卻極為貼心。

 成為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八年前，術後麻藥退散後，卻不知雙腿在哪裡，心想這不就是 40年前課

堂上所學的「馬尾神經症候群」嗎？透過資深 OT得知，正常情況下手術後

就應該能下床走路，我的骨科醫師呼嚨過幾天就會好、院長每天來垂視，並

無濟於事。最有力的建議是來自臺大醫院神外醫師曾峰毅：立即再開刀，清

除壓迫神經的碎骨。說出這些，需要專業與「視病猶親」的同理。其實聽多

了「醫醫相護」不得罪人的鄉愿官話，如此坦誠、不避諱的建議，我確實是

遇到了生命中的貴人，也讓我後半生能不越來越糟的契機。

當自己成了病人，想問的問題很多，更體悟到那些人是真正專業、真心

為你好的朋友。一向個性直爽的我，也告訴自己，在自己專業的領域，要更

堅持努力讓朋友、病友獲得充分的資訊與好的醫療、復健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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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要主動尋找自己的貴人，也要成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在精神科領

域，精神藥物的選用與劑量的適當與否，可能幫助病人變成令人刮目相看的

獨立個體，也可能讓他一生都渾渾噩噩。職能治療師應與醫師深度合作，儘

可能協助醫師為病人調整適當的藥物與劑量，讓職能治療順利進行。

 復健融入生活、走入人群、發揮所能

感謝臺大醫院復健部陳思遠醫師的藥物及多位護理師的指導，助我得以

在一周內排泄獨立。之後，我就靠飲食與運動，不再倚賴藥物。肌力與動作

控制訓練方面，視為使自己更獨立，有更多自由的機會，所以生活必須有紀

律與毅力進行復健。

平時在社區走動，幾乎看不到像我一樣穿腳部支架的人，可能因肌力不

足還在坐輪椅或走的範圍受限，另一可能是不想讓人看到穿支架而卻步。成

了身障者，我堅持穿著支架、拄著拐杖融入社區、走入人群，如此生活才會

豐富。自己不在乎別人的眼光，反倒因此，獲得一些陌生人的友誼，因為欣

賞如此勇於面對生命的我。

 擇善固執

只要自覺還有能力傳道、解惑，我就持續教學的工作，大前提是堅持做

到「活到老、學到老」。闖蕩社會 48年，我越發肯定職能治療的價值，以

及多數職能治療師在專業上的擇善固執，品質就是如此積累出來的。

職能治療發展的道路依然荊棘，千萬不要因他人能言善道，或能仰仗有

力人士撐腰，我們就怯懦。肯定自我，團結每個人的長處，堅持突破困境，

職能治療就會有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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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楊政勳、林昱宏、江熠嫻、巫怡萱、賴薇合與謝佳芝等職能治療師之悉

心指導，黃小玲老師協助安排臺大醫院床位，以及林克忠教授等諸多好友的

親臨探視與花籃致意。

高麗芷

高麗芷感覺統合潛能開發學苑 執行長

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兼任講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前台北市立療養院 )  復健科前主任

台北市立萬芳醫學中心 精神科前顧問

十大傑出女青年

最佳社會科學類圖書金鼎獎得主

2018年優良職能治療師奉獻獎

2019年台灣職能治療學會黃曼聰講座得獎人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6

回首二十，職能治療與我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90年 10月 6日正式成立，迄今已

經 20年了。剎那間回想 82年送進立法院的職能治療師法，一直到 85年 11

月 9日當天委員審查會上，在立法院攻防衝突的場景⋯。也就是當天最後一

讀的通過後，後續二讀三讀才能順利完成，86年5月21日公告職能治療師法。

自此，職能治療師有了執業證照的法源依據，並依法籌組公會。當台灣省公

會、台北市公會及高雄市公會相繼成立後，90年 4月在呂淑貞老師的號召下，

從 40位的發起人聯署參與，經籌備會到成立大會，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終於誕生，也讓職能治療師這個專業愈來愈茁壯。由於政府精省條例施

行，省公會依法須辦理解散，各縣市相繼成立地方公會，看到越來越多年輕

的職能治療師在各地承擔起職能治療師公會推展的重責，也是令我感到相當

的欣慰。現在理監事會也改選 7屆了。我都一直留在全聯會理事群內。回首

20年，不算短的日子，也浮現一些我在全聯會的一些印象⋯。

85年 11月 9日職能治療師法草案 
一讀審查會記錄

85年 11月 10日職能治療師法草案一讀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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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會刊

全聯會成立時，呂淑貞理事長邀請我擔任健保及資訊委員會主委，承襲

在省公會時亦負責『職能治療會訊』之出版，呂理事長也賦予我發行全聯會

的『職能治療師會刊』。91年 9月創刊號，這是一份每 3個月出一期的紙本

季刊，更感謝科內同事游敏媛治療師負責編輯，讓這份刊物起個好彩頭，一

直延續出版到現在（電子版發行）。

『省公會職能治療會訊』及『全聯會職能治療師會刊』

全民健保事務

 92年起全聯會積極向健保局爭取制定職能治療所健保特約辦法，並辦理

座談會邀請健保局官員出席參與意見交換，之後歷經 11次會議，討論『全

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特約及管理辦法』冗長歷程，終於在 94年 11月 1號

衛生署召開第十一次會議完成『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

法』修正草案，職能治療所終於得以加入健保特約職能治療所。可以接受

特約醫院或診所之復健科、神經科、骨科、神經外科、整形外科、精神科

專科醫師和內科專科醫師具風濕病次專科醫師開立之處方，提供各項職能

治療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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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年 4月在全民健保的給付方面，我們也爭取到了復健治療之職能治療

支付項目中，原『複雜治療』480點改為『中度─複雜』維持 480點，新

的『複雜治療』則提高到 600點。讓職能治療的服務也能與物理治療獲得

相同的健保給付。

 93年 7月精神科職能治療的給付，也從過去單項小金額的給付，改成『一

般職能治療』及『特殊職能治療』兩項。這項給付的改變，加上日間住院

費用提高、及精神復健機構之給付，都大大增加精神醫療領域提供職能治

療服務的收入，自此精神科職能治療的重要性及人力需求大幅提升。

 105年 4月推動多年的醫院職能治療支付費用由三級改為一級制，終於通

過了，在不同等級醫院工作的職能治療師寬心了，因為支付點數相同，再

也不會有同工不同酬的詬病了。

兩岸的 O T交流

中國康復醫療的發展在這 20年進步很快，1999年我是第一位踏進大陸

的台灣 OT，當時他們對於 OT專業的了解，還是相當陌生的。隨者時間的

演進，大陸也打開國際的交流，我注意到很多國際的知名 OT，也都受邀到

大陸講座或授課，大陸海外 OT留學生學成後也陸續返回中國任教。目前中

國已經有十幾間大學設有作業治療學系，近半的學校 OT課程已經被WFOT

認可，這是事實，未來也會有更多 OT學系與WFOT課程接軌。我個人自始

認為，OT能在中國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中國對職能治療的了

解並不深入，若能透過我們專業的經驗與特質來引導及改變他們，以全人的

思維與專業領域的特色，持續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並維持良好的互動，亦

有助於日後在國際會場彼此尊重。台灣也有不少 OT能認同我的想法，積極

參與兩岸相關的學術交流活動、教學或是在大陸執業，直接或間接協助大陸

OT的發展。全聯會過去也參與了多屆的由香港職業治療學院定期在中國舉

辦的國際作業治療會議（IOTC），作為協辦或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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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一屆 IOTC在中國青島舉辦

2018年中國昆明醫科大學康復學院 
作業治療系課程通過WFOT認證

2015年 IOTC在中國深圳舉辦

2018年 IOTC在中國雲南昆明舉辦

2018年台灣 OT訪問雲南昆明醫科大學 
康復學院作業治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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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難

88年 9月 21日 921大地震，省公會才剛成立，首遇全國矚目的重大災難，

在初期的介入或許大家較沒有整合經驗，但後期的重建工作，省公會則召集

了許多會員，執行了相當多的災區長期照顧服務工作。另一個矚目的重大災

難事件是 104年 6月 27日發生在新北市八仙樂園的塵爆意外事件，全聯會

在事件發生時，就呼籲早期復健的重要性，並扮演了宣導、教育及服務的各

項工作的推動者。對於廣大醫療人力日夜的搶救，全聯會張自強理事長率先

提出『care the carer』關心照顧者的健康的呼籲，讓社會大眾也能體恤醫護人

員的身心健康，並給予支持。同時，全聯會與學會聯手，迅速辦理燒傷急性

期之職能治療照護研習，讓各收治醫院的職能治療師培訓後，能早期介入燒

傷的復健處置。隨著塵爆個案急性期傷口逐漸痊癒，後續疤痕增生的挑戰即

將開始，接續在全台北、中、南三區辦理燒傷疤痕壓力治療工作坊，透過實

務操作方式，學習面對燒傷疤痕的處理技術。由於我們專業團體的主動積極

協助傷者復健，健保署也在此時徵詢我們及相關醫事團體意見，推出了燒傷

PAC的醫療照護方案，讓傷者獲得更好

的復健品質。

全聯會呼籲燒傷病人早期復健的重要性 『care the carer』關心照顧者的健康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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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順之後

100年我在職能治療領域服務滿 25週年時，全

聯會頒給我優良職能治療師奉獻獎，個人深感光榮。

自忖過去 25年職能治療工作中，因緣際會碰到的

事務，就秉持盡心盡力去學習或把它做好，累積經

驗後，再教導傳承給年輕的職能治療師或學生，希

望未來能繼續發揚專業服務。106年亞太職能治療

學術研討會（2017 APOTS）在林口長庚大學舉辦，

又是一次機緣，來台與會的 WFOT主席 Marilyn 

Pattison意外左踝扭傷，讓我有機會陪同急診就醫，

並幫她製作了踝足副木，迄今她還是津津樂道在台

灣有 OT為她製作一支 perfect splint，回澳洲後骨科

醫師都稱讚我們當下處理相當得宜，這也著實讓我

從事 30多年 OT生涯中，深感榮幸的一件事。

舉辦燒傷疤痕壓力治療工作坊 工作坊提供 OT疤痕壓力治療實作練習

WFOT主席Marilyn 
Pattison的 spl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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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我在長庚醫院已經服務滿 35年，領到了台塑企業頒贈員工的紀念

金幣，這也意味著距離退休日近了⋯。全聯會成立之初，我就當選理事，歷

經七屆理監事職位，個人覺得也是應該要交棒的時候了。職能治療專業發展

仍是有很多困境需要突破的，是需要多人才、多人力、多磨練、多策略來持

續的推動。全聯會有許多的業務需要與時並進，有時還得超前部署，在此勉

勵中生代的 OT挑起責任，新生代的 OT熱情參與，一起共創職能治療的大

新局。

張瑞昆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一、二、五屆常務理事 第三、四、七屆監事 第六屆理事

2011全聯會職能 
治療師奉獻獎

長庚服務 35年紀念金幣 
（純金重六錢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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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個二十年， 
全聯會二十年生日快樂

二十年前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由台北市、高雄市以及台灣省職能治療

師公會三個創始會員成立，至今已度過二十個年頭，這二十年來全聯會在提

升台灣職能治療專業能見度、維護職能治療師權益方面可說是成就非凡，民

國 86年五月職能治療師法公告實施，當時其實不是很多人了解職能治療，

在當時甚至專門跑醫藥新聞的記者也不是很了解職能治療，時至今日職能治

療專業已廣泛地為民眾認識，在醫療、長照、特教、健康促進、精神衛生及

輔具都已經是不可或缺的團隊成員，政府單位在制定重要衛生福利以及長照

政策也都會將職能治療視為關鍵的夥伴，這期間除了所有治療師在工作崗位

上的努力讓專業發光發熱外，全聯會歷屆來幹部無私的奉獻也功不可沒。

回想這二十年來全聯會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包含了在台灣省職能治

療師公會解散後協助各縣市治療師成立地方公會，並協調各地方公會會務；

成功與衛福部溝通修訂職能治療師法讓治療師能夠成功設立居家職能治療

所；協助制定醫療設置標準及評鑑規範；辦理各項次專業訓練課程如甲類輔

具人員課程以及勞工健康服務；順利爭取 10月 27日為國定職能治療師節，

這些非凡的成就也僅僅只是這 20年來全聯會為所有會員努力的成就中的一

小部分，但對職能治療在台灣的發展有著莫大的貢獻。

展望下個二十年，面對新的世代，職能治療會面臨了許多挑戰，例如如

何能更清楚量化呈現療效讓民眾及政府持續支持職能治療；目前健保及長照

都已逐漸飽和而成長困難的情形下如何在既有的職能治療科學下繼續發展新

的服務領域，而要克服這些難關，除了需要大家在工作崗位上的努力外積極

的參與公共事務集合專業的力量才能克服接下來種種難關。

黃上育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七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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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眾志 為專業寫下美好未來

民國 86年職能治療師法立法通過，當時我擔任學會理事，自覺階段性任

務完成，後續專業公共事務發展應該讓年輕職能治療後起之秀來參與，所以

毅然退出專業公共事務，專心致力於工作本業，好好發展職能治療臨床領域，

應該也是對專業的奉獻之一吧！但是往往計畫趕不上變化，民國 98年，呂

淑貞老師負責籌組桃園縣職能治療師公會，因工作單位林口長庚醫院屬於桃

園縣轄區，在呂老師的邀約之下，出來湊數，呂淑貞老師德高望重，當選為

第一屆理事長，而本人當選為理事，自許服膺呂理事長的領導，服務會員，

沒想到任期尚未過半，呂理事長因生涯規畫，自桃園療養院主任一職榮退，

桃園公會礙於法令進行補選，承蒙多數理事支持，本人接下了呂理事長的棒

子。由於地方公會需與全聯會密切聯繫，才能在政策制定、業務推動、會員

服務及會員意見反映上與全聯會無縫接軌，因此桃園公會提名本人參加全聯

會理監事選舉，也僥倖當選為理事，重新參與專業全國性事務。

我參與全聯會至今，歷經三位理事長的領導，親見褚增輝理事長以他的

行政歷練，嫻熟的處理及協調公會會務，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積極規劃

及帶領職能治療職類參與教學醫院評鑑轉型，教學醫院補助計畫到現在的臨

床新進職能治療師培育計畫制度建立，褚理事長做為臨床治療師與醫策會的

橋樑，積極參與溝通，為職能治療的教學與臨床人員與臨床教師的培訓紮下

了深厚的基礎，也讓職能治療師的專業培訓受到各教學醫院的重視；接任之

張自強理事長發揮其文宣及行銷之長才，讓職能治療在各平面與電子媒體上

爭取到空前的曝光度，只要職能治療師能參與的熱門議題，一定可以在媒體

上佔有版面；而現任王珩生理事長著眼於專業與公共政策之結合與專業法規

之更新與強化，以期讓專業版圖不斷擴充並提供新進職能治療師之就業機會

與更開闊的專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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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二十年全聯會成年之路，雖有前面歷屆理事長與理監事，披荊斬棘

為專業開拓了一片寬闊的天地，回顧全聯會的成長軌跡，在我們積極開拓專

業版圖過程中，往往發現在人力資源掌握和領域規劃這件事上好像付之闕

如，猶如將軍帶兵打仗，到了前線卻擺不出陣勢，也未見清楚的戰略和戰術，

因而使得會務推動事倍而功半，個人認為這才是專業目前遭遇莫大挑戰，而

專業人力資源調查應是全聯會最迫切要進行的重要計畫。能有詳盡的職能治

療人力資源調查資料，才能配合專業領域發展與開創計畫來規劃培訓課程與

行銷管道，相信如將完成人力資源調查列全聯會優先目標，透過此一目標，

為可見將來的職能治療專業凝聚共識，擘劃出一個鮮明的願景。

最後，希望全聯會秉持以往之精神提供會員更好的發展機會及更好的專

業服務，繼續往下一個二十年邁進。

黃恢濤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五屆常務理事 第六屆監事 第四、七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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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能走更遠且更好

對職能治療專業組織的初接觸，是大學時一次在台大基醫大樓走動，偶

遇黃曼聰老師在主持當時的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學會年會，第一次偶見一群職

能治療師聚集一堂，討論專業議題。民國 89年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在林

清良主任的召集下，於凱旋醫院成立之景，仍鮮明印在記憶裡。OT是重人

味的專業，每次公會會議時，總是開心地聚首，在跨院夥伴交流支持的氣氛

下，伴著職能治療專業的成長茁壯。

全聯會的誕生與持續運作，對臺灣職能治療師專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全國執業的 OT都是全聯會會員，各縣市公會更是團體會員。承蒙錯愛，個

人有幸擔任過全聯會理事、常務理事與幾個委員會的委員或顧問，幫忙長期

代表全聯會去草擬長照專業人員職能治療 Level II草創版課程，以及輪番參

與健保制度各項會議。在地方公會上，因長期擔任高市 OT公會監事或理事，

民國 94年協助高雄市建置長照初期（97年長照 1.0之前要稱為長照 0.0嗎？）

居家職能治療服務制度，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從 94年到 109年的 15年

來，自初期規劃、團隊建立、服務模式落實與調整、督導與敘薪制度等等，

都很榮幸有許多年輕夥伴一起來建構高雄的長照。15年來，高市公會的居家

OT團隊就是以培育長照人力的使命自居，連一年只接一位個案，要來試長

照水溫的 OT，我們也都非常歡迎。因此多年來，有百多位 OT都曾經是 OT

公會的居家團隊治療師。我們也因此培育出很多長照督導，和好幾位 OT所

所長。高市公會曾聘請過「5位全職專任」職能治療師，提供大高雄地區健

康促進、社區體適能評估、預防及延緩失能、居家復能、偏鄉社區復健、長

者健康促進站等等服務。目前高市公會擁有 3個衛福部認證的預防及延緩失

能課程模組，培育過數百位師資、指導員和協助員。在臺灣的地方公會中，

頗為人津津樂道。2017年亞太職能治療學術研討會（The 2017 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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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Therapy Symposium, APOTS）中，高市公會團隊就發表了 5篇

口頭報告，分享歷年來在高雄社區職能治療服務的豐碩成果，讓世界各國職

能治療夥伴看見在地 OT的堅實表現。也因此，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在高

雄市政府長官面前，代表的是精進服務和品質保證 

因為有專業組織，我們可以集結更多 OT夥伴的力量、智慧和鬥志，也

一起分擔吞下辛勞，面對政府、分配資源端和民眾端，能更有代表性去對話

並爭取。祝福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 20週年，謝謝各位前輩、同

儕和年輕夥伴的努力！期待我們這群 OT夥伴，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壯大，

在社會上越來越受倚重、認同與委任，有更多的舞台發揮專業價值，幫助臺

灣、甚至世界上的人們，擁有職能健康與職能正義。

蔡宜蓉

高雄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WFOT 2014-2018 執行管理團隊 標準與品質部部長 (2014-2018 Program 
coordinator, Standards and Quality, 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 WFOT)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公會全國全聯會第二屆理事、第四屆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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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職能治療發展史紀要彙編

柯瑋婷、劉彥呈 /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

一、 職能治療相關法規與會務

經過前人不斷地努力與奔走，《職能治療師法》終於民國 86年 5月 2日

制定、5月 21日公布。《職能治療師法》分為總則、執業、職能治療所、罰則、

公會及附則等六章，訂立職能治療師執業範疇、公會及全聯會之組織規範。

行政院衛生署同年 10月 22日發布《職能治療師法施行細則》共 25條。民

國 88年廢除臺灣省，同年 11月 30日修訂職能治療師法內所稱衛生主管機關、

中央改為行政院衛生署、地方為縣（市）政府，12月 22日公布。民國 92年

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修正第 19、47條，增訂 21之 1條及 52之 1條。

民國 96年 1月 5日職能治療師法大幅修訂，並於 1月 29日公布。原因

包含：一、有關「撤銷」執業執照及開業執照規定，係使合法行政處分失

其效力，其用語應為「廢止」，爰將「撤銷」修正為「廢止」（第 6至 8、

32、33、35、37、39、40條）；二、建置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審查與積分

登錄資訊系統取代傳統文書作業，未來可直接由系統查詢醫事人員是否已完

成一定時數之繼續教育，不再發給書面證明（第 7條）；三、職能治療師公

會及職能治療生公會之性質乃為人民團體，爰將「社會行政主管機關」修正

為「人民團體」（46、54條）；四、參考醫師法修訂執業、停業及歇業相關

規範（第 8、10、55、58、58之一條；第 55之一、第 58之一為增訂）；五、

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刪除省職能治療師公會組織，另設縣

（市）公會。考量國內交通已極便捷，為尊重公會之自治權限及其實務需求，

刪除公會會址所在地限制規定。同時修訂發起組織之條件、及處分會員之種



職能治療史紀要彙編

123

類（第 47、49、50、51、56條）；六、職能治療所廢止、停業、歇業及變

更相關規範（第 22條；增訂第 20之 1、第 21之 1條）；七、相關罰則之修

訂（第 37、41、44條；刪除第 45條）。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民國 107年 12月 7日修正條文中所訂中央主管

機關「行政院衛生署」為「衛生福利部」（第 3、4、7、12、17、19、21、

26、28、30、44、46、54、55之 1，58至 60條）及修訂第 8條，以落實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工作權利；同年 12月 26日公

布。民國 108年 12月 13日修正第 58之 1條保障華僑參與證照考試之資格。

職能治療師主要服務的對象為身心障礙者，為維護身心障礙者的權益，

法規訂立了相關的規範與標準。根據法規，職能治療師服務範疇包含：職業

災害勞工職業重建、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特殊教育、老人福利

服務、早期療育、兒童及少年福利、勞工健康、司法精神（保安處分、監護

處分）、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藥癮與愛滋防治相關）、自殺防治

等。若再依職能治療服務的場域做分類，又可分為：學校、醫療院所（復健

科、神經科、骨科、神經外科、整形外科、精神科或內科等）、職能治療所、

特殊教育學校、精神復健機構、精神醫療機構、居家呼吸照護所、社區治療、

居家（式）復健服務、社區復健服務、社區日間照顧、住宿生活重建機構、

住宿型生活照顧機構、日間療育、時段療育。且若具有職能治療師資格，可

以從事以下專業人員：早期療育教保人員、療育專業人員、職業評量員、就

業服務員、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居家服務督導員、

輔具評估人員。

參考資料：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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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相關會務

日　期 內　容

101年 2 月 23 日 衛生署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法專家諮詢會」，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3 月 7 日 衛生署召開「身心障礙者鑑定辦法修正草案第一次研商會議」，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
表出席參加。

101年 3 月 8 日 內政部召開「第 21次修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
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3 月 15 日 內政部召開「第 22次修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
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3 月 22 日 內政部召開「第 23次修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會議」，本會由張瑞昆監
事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3 月 29 日 內政部召開「第 24次修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
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4 月 16 日 內政部召開「第 25次修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
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4 月 18 日 衛生署召開「身心障礙者醫療及醫療輔具費用補助辦法草案第一次會議」，本會由祝理
事旭東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4 月 26 日 內政部召開「第 26次修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
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5 月 2 日 內政部召開「第 27次修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
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5 月 14 日 內政部召開「第 28次修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
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5 月 18 日 楊玉欣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開「長照雙法立法公聽會」，本會由郭立昌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5 月 22 日 衛生署召開「身心障礙者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二次會議」，本會由黃委
員上育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7 月 2 日 蔡錦隆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開「長照保護保險法草案」，本會由柯宏勳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7 月 12 日 衛生署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法專家諮詢會議」，假衛生署 1202會議室 ，由柯宏勳理事
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8 月 4 日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召開「討論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修訂復健支付標準為 
一級制支付點數之共識會」，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蔡宜蓉常務理事、黃盛祥秘書長、
黃上育委員、張瑞昆監事、呂忠益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9 月 6 日 衛生署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法專家諮詢會議」，假衛生署 1201會議室，由郭立昌監事
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0 月 25 日 衛生署召開續商定公共衛生師法草案會議，本會由鄭南鵬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2 月 28 日 拜會衛生署長討論特管法第 48條，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黃上育委員及張自強常務理
事代表本會出席。

102年 4 月 2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第一屆法規政策委員會，本會由鄭南鵬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8 月 13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營養師法部份條文修正案」說明會，本會由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9 月 16 日 監察院召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有關復健治療之給付開會，本會由褚理
事長增輝及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1 月 27 日 醫盟召開「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修正草案」研商會議，假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本會由鄭南鵬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2 月 26 日 健保署召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一次會議」，本會由褚增輝
理事長及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3 月 27 日 台北市心生活協會，召開「精神衛生法焦點討論會」，本會由鄭南鵬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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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03年 4 月 29 日 江惠貞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開公聽會「長期照顧服務法」，本會由黃盛祥委員代表出席
參加。

103年 6 月 24 日 衛生福利部舉辦「長照保險法草案專家諮詢會議」（第二場），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
表出席參加。

103年 9 月 9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醫務管理師法草案」會議，本會由吳益芳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11 月 17 日 中央健保署舉辦 PAC研討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12 月 24 日 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 103年度教育訓練課程，本會由張育晴秘書代表出席
參加。

104年 5 月 14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研商會議，本會由王珩生理事、
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5 月 19 日 黃昭順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開「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座談會，本會由 
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5 月 27 日 健保署召開「復健治療支付標準調整溝通會議」，本會由張瑞昆常務理事及黃上育常務
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9 月 8 日 臺北醫學大學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細則草案及長照機構法人條例草案規劃座談
會」，本由蔡宜蓉委員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3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職能治療師法修法任務小組第一次會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
書長、呂淑貞常務理事、陳德群理事、鄭南鵬委員、呂家誌委員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16 日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討論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子法規修訂事宜」，
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黃上育常務理事、柯宏勳常務理事、林睿騏秘書長、李元暉副秘
書長、陳德群理事、龔宇聲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27 日 臺北醫學大學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授權子法及公告規劃案」，本會由柯宏勳常務
理事、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29 日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職能治療師法修法任務小組第二次會議」，
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黃上育常務理事、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1 月 9 日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草案）第一次意見徵
詢座談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1 月 19 日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草案）第二次意見徵
詢座談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2 月 2 日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草案）第三次意見徵
詢座談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2 月 16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法人草案（第四次）意見徵詢座談會暨（第三次）研商
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2 月 19 日 臺北醫學大學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授權子法及公告規劃案」草案規劃座談會，本
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2 月 26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草案第一次會議」，本會由柯宏勳常
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2 月 28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草案第二次會議」，本會由李元暉副
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3 月 4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草案第三次會議」，本會由李元暉副
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3 月 19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職能治療師法修法任務小組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
表出席參加。

105年 4 月 15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精神衛生法研修方向討論會」，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4 月 18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草案第四會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
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註：林睿騏秘書長舊名為林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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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5 月 7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職能治療師法修法討論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黃上育
常務理事、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5 月 16 日 拜會劉建國立法委員商討長照相關議題，本會代表出席參加有張自強理事長、吳菁宜理
事、林睿騏秘書長、李元暉副秘書長、吳益芳委員、雲林縣公會蔡佾錄理事長。

105年 5 月 24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第一次會
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6 月 6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第二次會
議，本會由呂淑貞常務理事、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6 月 13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第三次會
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呂家誌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6 月 16 日 拜會陳宜民立法委員商討長照相關議題，本會代表出席參加有張自強理事長、黃上育常
務理事、褚增輝監事、李元暉副秘書長、吳益芳委員。

105年 6 月 25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第四次會
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李元暉副秘書長、林清良主委、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 
參加。

105年 7 月 13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醫院評鑑制度改革交流會議（第二場）」，本會由黃恢濤常務理事、 
吳益芳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7 月 19 日
．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草案第五次會議」，本會由李元暉
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衛生福利部召開「驗光人員法施行細則」草案會議，本會由陳德群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7 月 21 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醫院評鑑制度改革交流會議，進行會後討論會」，
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8 月 6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第五次會
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8 月 20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第六次會
議，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8 月 25 日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召開「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修法方向研商會議」，本會由呂淑貞常
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9 月 3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第七次會
議，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9 月 20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106年醫院評鑑基準（草案）交流會議」，本會由吳益芳委員代表出
席參加。

105年 9 月 23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106年醫院評鑑基準（草案）交流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
表出席參加。

105年 9 月 24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第八次會
議，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0 月 6 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召開「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部份條文修
正草案研商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0 月 22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第九次會
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0 月 29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第十次會
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1 月 22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物理治療所設置標準修正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李元暉
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1 月 28 日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法令研修計畫」北區座談
會，本會無派員參加。

105年 12 月 27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公共衛生師法草案研商會議」，本會由陳德群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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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2 月 15 日

．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法草案」意見徵詢座談會，本會由李元暉副
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辦法草案」意見徵詢座談會，本會由李元暉
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2 月 24 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召開「研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草案第六次會議」，本
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3 月 21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 106年度「精神科醫院評鑑基準」（草案）必要條文、重要條文討論會
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呂淑貞理事、呂家誌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4 月 12 日 衛生福利部照護司召開「長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及「長期照顧服
務法施行細則草案」座談會，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5 月 17 日 勞動部辦理「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座談會」，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表出
席參加。

106年 6 月 9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法」授權子法說明會（第二場），本會黃盛祥理事代表
出席參加。

106年 6 月 21 日 勞動部召開「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二次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
表出席參加。

106年 12 月 25 日

．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草案）溝通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 
代表出席參加。
．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針對「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基準」召集拜會
陳其邁立法委員，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 月 23 日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召開「勞基法第 34條第二項但書適用情形研商會議」，本會由巫文安 
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2 月 1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會議」，本會由法規委員吳鴻順委員代表出
席參加。

107年 4 月 27 日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召集拜會各黨團支持醫療法修法團體聯署，第一場上午九點，時代
力量黨團辦公室／第二場上午十點，國民黨團／第三場下午四點，民進黨團柯總召辦公
室，本會由黃盛祥理事、黃上育常務理事、吳益芳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6 月 12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第二場次會議」，本會由簡才傑常務理事、
呂家誌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6 月 27 日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召集「共同赴監察院向田秋堇委員檢舉政府處理長庚馬偕等醫院治
理弊端不力，並力促速審醫療法」，本會由黃盛祥理事及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0 月 31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107年區域、地區醫院適用醫院評鑑基準及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研修說明交流會議」，本會由蔡佩君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1 月 5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醫事職類新進人員訓練制度修訂討論座談
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1 月 7 日

．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107年醫學中心適用醫院評鑑基準及教學
醫院評鑑基準（含醫學中心任務指標）研修說明交流會議」，本會由吳益芳理事代表
出席參加。
． 邱泰源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開「有關醫療器材管理法草案」，本會由蔡佩君理事、李元
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1 月 8 日
林靜儀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開「研商職能治療師居家復能報備支援、執業登記及訂定自費
標準」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王珩生副理事長、黃上育常務理事、黃盛祥理事、
蔡佾錄主委、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4 月 8 日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臺灣職能治療學會二會召開第二次法規會議，假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汝川大樓 15樓職能治療室。

108年 4 月 23 日
吳玉琴立法委員辦公室假立法院舉辦「物理暨職能治療師法修法公聽會」，本會由 
張自強理事長、王珩生副理事長、黃盛祥理事、林睿騏秘書長、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
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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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5 月 13 日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醫療器材法」討論會，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
出席參加。

108年 6 月 11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兒童醫院評鑑基準（草案）研修說明交流
會」，本會由曾人和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6 月 18 日 衛生福利部研商「醫務管理師法草案」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7 月 2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兒童醫院評鑑基準（草案）第二次研修說明
交流會」，本會由曾人和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7 月 10 日 金屬工業發展中心舉辦「醫療器材管理法」說明會，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參加 7/10
中部場及 7/12南部區。

108年 9 月 17 日 邱泰源立法委員辦公室舉辦「物理治療師法暨職能治療師法研修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
事長、王珩生副理事長、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0 月 8 日 拜會邱泰源立法委員，研議職能治療師法修法事宜，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黃上育常務
理事、吳益芳理事、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2 月 12 日 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說明會第二、三場次，本會由吳益芳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2 月 22 日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與臺灣職能治療學會修法小組會議，本會由張自強
理事長、黃盛祥理事、林睿騏秘書長、李元暉副祕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5 月 28 日
109年度「醫療器材法規制度研析暨推廣計畫」，辦理「醫療器材分類分級管理辦法」
「醫療器材許可證核發及登錄與年度申報準則」、「醫療器材委託製造作業準則」及「醫
療器材行政規費收費標準」等四項草案說明會，本會由李元暉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6 月 20 日 109年度「長期照顧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項目修正架構初步規劃建議草
案」說明會，本會由黃上育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9 月 10 日 109年第三次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本會由陳德群
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9 月 16 日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9年度「醫療器材法規制度研析暨推廣計畫」，辦理「醫
療器材管理法施行細則」、「輸入醫療器材邊境抽查檢驗辦法」及「醫療器材委託製造
作業準則」等三項草案說明會，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4 日 「醫務管理師立法先驅研究計畫」第五次專家座談會議，本會由鐘亞融委員代表出席 
參加。

二、 職能治療專業教育發展
日　期 內　容

101年 6 月 26 日 內政部研商增（修）訂「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訓練課程」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員代表
出席參加。

101年 8 月 3 日 內政部召開「研商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訓練課程第四次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員代表
出席參加。

101年 8 月 8 日 衛生署召開「長期照顧人力學、考、訓、用研討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本
會由張佳郡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8 月 15 日 內政部召開「研商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訓練課程第五次會議」，本會由張瑞昆監事代表
出席參加。

101年 9 月 6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職能治療專業教育高峰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
教室，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蔡宜蓉常務理事、梁文隆常務理事、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
席參加。

101年 9 月 13 日 內政部召開研商增（修）訂「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訓練課程」第五次會議，假中央聯合
辦公大樓 ，本會由張佳純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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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02年 1 月 13 日 本會與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及臺北醫院復健科共同舉辦 2013年度職能治療臨床實習教學
討論會，假臺北醫院八樓大禮堂。

102年 8 月 23 日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長照共同科目抵免學分」會議，本會由龔宇
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0 月 14 日
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召開之「102年度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培訓課程推展計畫─長期 
照護專業人員 Level I共同課程、Level II專業課程數位學習網規劃」專家會議，本會由
郭立昌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0 月 17 日 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召開之衛生福利部委託本會辦理之「102年度長期照護專業人力
培訓課程推展計畫」專家會議。

102年 12 月 5 日
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辦理之「102年度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培訓課程推展計畫─研訂長
照醫事專業人力（Level I、Level II）教育訓練積分認證及發證單位資格條件」共識會及
說明會，本會由郭立昌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5 月 5 日 桃園啟智學校召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年度教育系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職前訓練研習課程會議」，本會由張婉嫈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8 月 17 日 研商「0627八仙樂園粉塵暴燃案」之物理治療人員、職能治療人員及復健科別醫事人
員之教育訓練規劃事宜，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104年 9 月 25 日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召開「燒傷治療與功能重建之物理治療師與職能治療師培訓計畫暨
社區服務介入計畫」籌備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林睿騏秘書長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8 日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召開「燒傷治療與功能重建之物理治療師與職能治療師培訓計畫暨
社區服務介入計畫臨床與學術組聯席專家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2 月 9 日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召開「燒傷治療與功能重建之物理治療師與職能治療師培訓計畫暨社
區服務介入」─病友支持團體「黑足勇士聖誕趴」活動籌備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
張瑞昆常務理事、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 月 23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105年度職能治療專業教育高峰會議暨臨床教學推動小組會
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8 月 9 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召開「輔具評估人員資格訓練課程第一研商會議」（基礎課程、
甲類、乙類、丙類、戊類），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1 月 14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教育訓練事宜第二次會議」，本會由
褚增輝監事、陳德群老師、呂家誌老師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 月 22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107年度職能治療教育高峰會議」假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臺
南市東區大學路一號），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3 月 12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107年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專案小組第一
次會議」，本會由吳菁宜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7 月 18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藥癮防治專業人才培訓制度共識會議」，本會由黃婉茹監事代表出席
參加。

107年 12 月 7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醫事職類新進人員訓練制度修訂討論座談
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6 月 21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108年度─輔導教學醫院辦理臨床醫事人員
培訓計畫專案小組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0 月 17 日 109年度職能治療教育高峰會與實習教學研討會，本會由鐘裕智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1 月 23 日 109年度「輔導教學醫院辦理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專案小組會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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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能治療專業考試概況

配合《職能治療師法》立法後，臨床實務職能治療從業人員需通過考試

領取職能治療師證書。民國 86年 9月 20日頒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

考試職能治療人員考試規則》，五年間舉辦 3次考試；民國 87年 7月開始，

正式舉辦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生檢覈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規範職能治療師考試相關辦法，並定期舉辦職能治療師考試。民國 95年商

議停辦職能治療生考試，民國 99年 7月最後一次職能治療生考試，民國 100

年起停辦職能治療生考試。民國 101年起為提升考試錄取標準，生理障礙職

能治療學、心理障礙職能治療學、小兒職能治療學三科應試科目，任一科未

滿六十分者不予及格；同年，採電腦化測驗方式進行考試。

日　期 內　容

101年 2 月 13 日 考選部召開「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職能治療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會議」，
本會由梁文隆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30 日 考選部召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考試特定科目成績
設限暨職能治療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會議，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8 月 7 日 考選部召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醫事人員類科每年考試次數研商會議」，本會由
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5 月 16 日 考選部召開「研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物理治療師與職能治療師考試特定應試
科目成績設限事宜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7 月 9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提請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高等考試職能治療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

103年 7 月 18 日 研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會議。

103年 8 月 6 日 考選部召開「研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會
議」，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2 月 6 日 考選部召開「研商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職能治療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命
題大綱暨參考用書等相關事宜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4 月 24 日 考選部召開「研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物理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考試應試科目
成績準標設定專家諮詢會議」，本會由黃婉茹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1 月 6 日 考選部職能治療考試實習認定基準會議，本會由吳菁宜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4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物理治療師與職能治療師考試採行科別及格制規劃方案專
家諮詢會議，本會由簡才傑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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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職能治療人力簡述

自民國 86年職能治療師法通過後，每年舉辦兩次職能治療師與職能治

療生考試。100年起停辦職能治療生考試、仍舉行兩次職能治療師考試。101

年提高考試錄取標準，生理障礙職能治療學、心理障礙職能治療學、小兒職

能治療學三科應試科目，任一科未滿六十分者不予及格；同年，採電腦化測

驗方式進行考試。110年職能治療師考試改為一年一次。統計至 111年 6月

設置有職能治療學系的大專院校有：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長庚大

學、輔仁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亞洲大學、高雄醫學大學、義守大學，及大

葉大學，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設置有職能治療科，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設置復健科。自民國 93年起，大學及專科學校報考專技人員高等考試職能

治療師的人數總計、以及錄取人數、未錄取人數的資料如圖一所示。

圖一、大學、專科報考專技人員高等考試職能治療師的報考人數及錄取資料（製圖：柯瑋婷）。

註：100年起停辦職能治療生考試，自 101年起提高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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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個別計算大學與專科的錄取率（大學考取人數 /大學報考人數；專科

考取人數 /專科報考人數），如圖二。自民國 93年，錄取率範圍為 11.6%到

83.2%。因為畢業月份為七月，所以第二次考試報考人數較多、錄取率也較

高。僅計算第二次錄取率，錄取率介於 52.1%至 83.2%（表一）。自 101年

後大學考取率有略微下降、專科的考取率相對提高。對照圖一後，顯示專科

考照率上升是因為 101年度後專科報考人數減少所造成。

圖二、民國 93年至 109年的大學（藍色）與專科（黃色）畢業生錄取率（單位為百分比）。（製圖：柯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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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歷年職能治療師考試錄取率

大學 專科 大學 +專科

第一次 第二次 年度合計 第一次 第二次 年度合計 第一次 第二次 年度合計

93年至 109年
範圍 (%) 11.6-54.8 52.1 83.2 11.6-83.2 0.7-25.6 0-31.0 0-31.0 4.2-46.2 34.2-54.5 4.1-54.5
平均值

(標準差 )
31.8% 
(12.4)

67.2% 
(9.7)

49.5%
(21.2)

9.0% 
(7.0)

13.2% 
(9.6)

11.1%
(8.7)

18.0% 
(10.4)

43.8% 
(6.9)

31.2%
(16.0)

93年至 100年
範圍 (%) 11.6-54.8 43.3-83.2 11.6-66.4 1.8-13.7 0.0-14.5 0-21.8 4.2-46.2 34.2-53.6 4.2-47.5
平均值

(標準差 )
33.8%
(15.3)

72.2%
(12.0)

52.5%
(23.5)

6.4%
(4.9)

6.2%
(4.3)

6.3%
(4.4)

16.3%
(12.4)

41.2%
(6.2)

28.9%
(16.4)

101年至 109年
範圍 (%) 16.9-41.9 52.2-70.7 16.9-70.7 0.7-25.6 3.9-31.0 0.7-31.0 6.9-26.9 36.0-54.5 6.9-54.5
平均值

(標準差 )
30.0%
(9.7)

63.7%
(6.5)

46.8%
(19.1)

11.3%
(8.1)

19.5%
(9.3)

15.4%
(9.5)

19.5%
(7.4)

47.1%
(6.6)

33.3%
(15.8)

（製表：柯瑋婷）

圖三、會員來源：職能治療生人數（黃色）、職能 
治療師人數（藍色），具證照未執業人數（橘色）。 

（製圖：柯瑋婷）。

會員人數穩定成長，自民國 98年至 110年一月本會會員人數已經成長超

過 200%（圖三）。各地方公會會員亦穩定成長，圖四為各地公會會員人數

熱圖。

參考資料：本會會員大會手冊、考選部

圖四、各地公會會員數（製圖：柯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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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全聯會與地方公會之成立與會員代表大會

(1) 全聯會

日　期 內　容

101 年 3 月 25 日 本會召開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101講堂舉行。
102 年 3 月 24 日 本會召開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101講堂舉行。
103 年 3 月 16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101講堂舉行。
104 年 3 月 22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201講堂舉行。
105 年 3 月 13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201講堂舉行。
106 年 3 月 12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201講堂舉行。
107 年 3 月 18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201講堂舉行。
108 年 3 月 17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201講堂舉行。
109 年 5 月 24 日 本會召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假張榮發基金會會議中心 601廳舉行。
110 年 11 月 7 日 本會召開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假烏日高鐵臻愛花園飯店舉行。

(2) 地方公會
日　期 內　容

102年 12 月 1 日 桃園縣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2 月 8 日 新竹縣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2 月 23 日 臺北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10 月 19 日 新北市公會召開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03年 12 月 14 日 ．桃園縣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高雄市公會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梁文隆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 月 11 日 雲林縣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陳宜男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 月 18 日 台南市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18 日 台南市公會世界 OT日活動，本會由吳鴻順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25 日 2015年中彰投職能治療公會世界職能治療日園遊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 
參加。

105年 2 月 16 日 台南市公會召開「災後重建資源整合」會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 月 8 日 基隆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 月 14 日 雲林縣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吳鴻順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 月 22 日 台南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哲豪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2 月 19 日 ．屏東縣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李元暉副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嘉義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會由吳鴻順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3 月 5 日 臺北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3 月 19 日 臺中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 月 21 日
．嘉義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巫文安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台南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南投縣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王珩生副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3 月 17 日 臺中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3 月 24 日 彰化縣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王珩生副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 月 6 日 南投縣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王珩生副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 月 17 日 嘉義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巫文安常務理事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108年 1 月 18 日 臺北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108年 1 月 20 日 基隆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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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 月 24 日 屏東縣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3 月 10 日 彰化縣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簡才傑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0 月 30 日 高雄市公會 OT節活動，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7 月 12 日 臺中市公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王珩生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9 月 20 日 新北市公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監事選舉暨專題演講，本會由張自強監事
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1 月 22 日 高雄市公會第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聯誼餐敘，本會由梁文隆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13 日 桃園市公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郭立昌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20 日 澎湖縣公會成立暨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王珩生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20 日 基隆市公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葉俞佐副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六、 全聯會會刊、雜誌與學術活動

(1) 會刊

1 0 1 年 9 月 出刊第 28期「職能治療師會刊」
1 0 2 年 9 月 出刊第 29期「職能治療師會刊」
1 0 4 年 5 月 出刊第 30期「職能治療師會刊」
1 0 5 年 3 月 出刊第 31期「職能治療師會刊」
1 0 6 年 2 月 出刊第 32期「職能治療師會刊」

(2) 雜誌
101年 6 月 30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八卷、第一期）

101年 12 月 31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八卷、第二期）

102年 6 月 30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九卷、第一期）

102年 12 月 31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九卷、第二期）

103年 6 月 30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卷、第一期）

103年 12 月 31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卷、第二期）

104年 6 月 30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一卷、第一期）

104年 12 月 31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一卷、第二期）

105年 6 月 30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二卷、第一期）

105年 12 月 31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二卷、第二期）

106年 6 月 30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三卷、第一期）

106年 12 月 31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三卷、第二期）

107年 6 月 30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四卷、第一期）

107年 12 月 31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四卷、第二期）

108年 6 月 30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五卷、第一期）

108年 12 月 31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五卷、第二期）

109年 6 月 30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六卷、第一期）

109年 12 月 31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六卷、第二期）

110年 6 月 30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七卷、第一期）

110年 12 月 31 日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第十七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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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術活動
日　期 內　容

101年 3 月 4 日 本會舉辦「職能治療之角色與國內與國際災民／難民之復健」在職教育訓練課程，假國
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101年 3 月 18 日 本會舉辦中部場「四合一法規感控兩性」在職教育訓練課程，假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101年 6 月 17 日 本會舉辦北部場「四合一法規感控兩性」在職教育訓練課程，假臺北醫院辦理。

101年 6 月 30 日 本會舉辦「2012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會學術研討會」，假輔仁大學辦理。
101年 9 月 1 日 本會舉辦「101年職能治療幹部訓練營」，假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101年 9 月 27 日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假雙和分站舉辦長期照顧服務團隊在職訓練，本會由張佳郡治療師
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0年 24 日 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教育訓練，由張育晴秘書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1 月 4 日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召開「101年度身心障礙需求評估專業人員職前訓練」，11/4、
11/10、11/11、11/18共計四天。

102年 3 月 31 日 「心理健康主流化—全民需要的心理健康」論壇，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6 月 22 日 本會舉辦北區四合一課程，假台大景福基金會。

102年 6 月 30 日 本會舉辦「2013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會暨學術研討會」，假高雄醫學大學辦理。
102年 8 月 3 日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舉辦 ICF及長照評估訓練，8/3、8/4、8/10、8/11、8/17、8/18為期六天。

102年 11 月 3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第 16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 32次學術研討會，由本會褚增輝 
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5 月 9 日 學會召開職能治療高峰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7 月 6 日 本會舉辦「2014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假中山大學辦理。

103年 8 月 3 日 本會繼續教育課程「促進精神疾患的社區參與與融合：個人層面、系統層面、環境層面
的介入」。

103年 10 月 27 日 台灣精神醫學會召開「103年度 DSM-5繼續教育課程（南區）」，由呂淑貞常務理事代
表出席參加。

103年 11 月 15 日 台灣精神醫學會主辦「103年度DSM-5繼續教育課程（南區）」，邀請本會擔任主持人，
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擔任。

103年 11 月 16 日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大會暨學術研討會」，本會由王珩生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 月 8 日 心理健康行動聯盟，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辦理「公共心理健康促進行動論壇」，本
會由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5 月 3 日 本會舉辦繼續教育課程「精神復健WorkSmart實務工作坊」，假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
部 APA藝文中心【忠孝館】302數位化教室，

104年 6 月 28 日 本會舉辦「2015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會暨學術研討會」，假義守大學辦理。

104年 7 月 12 日 本會所舉辦台北場第一場「災難後職能治療師之角色系列—八仙粉塵爆炸後燒燙傷急性
期之職能治療介入」，假新北市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B2第一會議室。

104年 7 月 18 日 本會所舉辦台北場第二場「災難後職能治療師之角色系列—八仙粉塵爆炸後燒燙傷急性
期之職能治療介入」，假臺北醫院八樓大禮堂。

104年 7 月 19 日 本會所舉辦台中場「災難後職能治療師之角色系列—八仙粉塵爆炸後燒燙傷急性期之職
能治療介入」，假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0112教室。

105年 4 月 16 日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2016第八屆亞太醫學檢驗科學國際研討
會」，假台中中國醫藥大學立夫大樓，本會由陳宜男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5 月 29 日 台北醫學大會舉辦「2016急性後期照護國際論壇」，假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綜合大樓後棟
16樓演講廳。

105年 7 月 3 日 舉辦本會「2016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假輔仁大學。
106年 6 月 25 日 本會舉辦「2017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會學術研討會」，假長庚大學。

106年 8 月 5 日 本會舉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指導員培訓—編號 42（健康勇健頭腦好）方案」，
假新北市衛生局八樓教育訓練教室。



職能治療史紀要彙編

137

日　期 內　容

106年 10 月 20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舉辦「第一屆亞太職能治療學術研討會」，假長庚大學為期三天
10/20-10/22。

107年 4 月 28 日 本會舉辦北區「心肺職能治療：功能性肺部訓練」工作坊課程，假長庚大學舉行。

107年 5 月 26 日 本會舉辦南區「心肺職能治療：功能性肺部訓練」工作坊課程，假高雄長庚醫院舉行。

107年 7 月 1 日 本會舉辦「2018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會暨學術研討會」，假長庚大學辦理。
107年 9 月 1 日 本會「甲類輔具評估人員培訓課程─北區」，假臺北醫院大禮堂開訓。

107年 9 月 8 日 本會「甲類輔具評估人員培訓課程─中區」，假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三樓開訓。

107年 9 月 15 日 本會「甲類輔具評估人員培訓課程─南區」，假高雄長庚醫院復健大樓開訓。

107年 11 月 27 日 「107年甲類輔具評估人員培訓課程─北區」學員補考，假雙和醫院「第一醫療大樓二
樓早療評估室」。

107年 11 月 28 日 「107年甲類輔具評估人員培訓課程─中區」學員補考，假中山醫學大學社區復健中心
職能治療活動教室（台中市南區工學二街 208號）。

107年 11 月 30 日 「107年甲類輔具評估人員培訓課程─南區」學員補考，假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復健大樓
九樓復健科會議室。

108年 6 月 30 日 本會舉辦「2019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會暨學術研討會」，假亞洲大學。
108年 11 月 20 日 「2019醫學設計國際研討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 月 17 日 「2020 Taiwan-Okinawa Joint Symposium」，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7 月 5 日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53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本會由李元暉理
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6 日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第 18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 39次學術研討會」，本
會由王珩生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七、 全聯會任務與會務
日　期 內　容

101年 1 月 8 日 本會召開「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101年 1 月 16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長照人力發展與管理及嘉年華會檢討會」，本會由褚增輝理
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2 月 9 日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召開「101年度長期照顧失能評估單位聯繫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秘
書長、張雅婷秘書及張佳郡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2 月 10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長照服務網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
表出席參加。

101年 2 月 18 日 本會召開「第四屆第一次常務理監事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101年 4 月 24 日 本會召開「第四屆第一次專推委員會長期照顧小組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

101年 4 月 27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長照服務網專案小組討論」，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柯宏勳
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5 月 5 日 本會召開「四會聯合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101年 5 月 6 日 本會召開「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101年 5 月 12 日 本會召開「第四屆第二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假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四樓。

101年 5 月 21 日 本會於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木工教室舉辦「學校系統／社區居家職能治療服務現
況座談會」，由許慧珍治療師應邀擔任與談人。

101年 5 月 29 日 本會於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舉辦「學校系統／社區居家職能治療服務現況座談
會」，由專業服務推廣委員會早療及學校系統發展組組長林睿騏治療師應邀擔任與談人。

101年 5 月 30 日 本會於義守大學燕巢分部 A0102室舉辦「學校系統／社區居家職能治療服務現況座談
會」，由許慧珍治療師及吳鴻順治療師應邀擔任與談人。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38

日　期 內　容

101年 6 月 6 日 本會於輔仁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舉辦「學校系統／社區居家職能治療服務現況座會」，由
專業服務推廣委員會早療及學校系統發展組組長林睿騏治療師應邀擔任與談人。

101年 7 月 2 日 內政部召開「2012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新制啟動記者會」，本會由呂淑貞常務理
事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7 月 4 日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召開「心理健康主流化─圓桌論壇」，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
參加。

101年 7 月 9 日 衛生署召開「偏遠地區長照服務人力之配套及獎勵措施專家座談會」，假衛生署 1001
會議室，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7 月 17 日 蘇清泉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開「二代健保相關議題討論」，本會由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8 月 1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實地評鑑」，本會
由余鴻文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8 月 12 日 本會召開「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辦理。

101年 8 月 30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假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9 月 2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第 15屆學術發展委員會暨專業品質委員會聯合委員會會議」，
假台大公衛 430教室，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9 月 9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健保一級制支付標準共識及策略」，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由褚增輝理事長、張自強常務理事、蔡宜蓉常務理事、張瑞昆監事、黃盛祥
秘書長、黃上育委員、呂忠益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9 月 10 日
．本會專任長照失能及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暨需求評估訪員面試第一次徵選。
．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召集各界拜會衛生署長邱文達關於心理健康司後續行動，本會由 
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9 月 14 日 本會專任長照失能及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暨需求評估訪員面試第二次徵選。

101年 9 月 18 日 四會聯合拜會台灣精神醫學會，由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9 月 27 日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召開第二次長照評估聯繫會報，本會由黃秘盛祥書長及張雅婷秘書代
表出席參加。

101年 10 月 28 日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集拜會呂學樟立法委員，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
表出席參加。

101年 10 月 31 日
．立法院厚生會第 21任會長交接典禮，本會由張自強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 101年至 102年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併同辦理計劃北市及
桃園縣議價，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1 月 1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第五次教補計畫作業要點修訂討論，本會由 
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1 月 9 日 2012聯合年會第 11次籌備會議，本會由郝柏瑋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1 月 22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101年度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專案小
組」第六次會議，本會由張自強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1 月 23 日 2012聯合年會先前說明會，本會由郝柏瑋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1 月 24 日 本會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四屆第四次各縣市公會理事長聯席會議。

101年 12 月 7 日 本會第四屆第三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假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101年 12 月 9 日

．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五會聯合年會會議，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
黃上育委員、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 教育高峰會前會，假台大公衛 422教室，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黃盛祥秘書長、黃恢濤 
理事、張育晴秘書、張雅婷秘書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2 月 14 日 心理健康城市宣言簽署，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大樓，本會由林克忠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2 月 16 日 本會舉辦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暨長照失能評估個案討論。

101年 12 月 19 日 新北市長照評估第三次聯繫會報，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張雅婷秘書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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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12 月 21 日

． 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改選理監事，假台大校友會館，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
參加。
．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2年 1月至 104年 7月長照失能評估及 ICF需求評估計劃評審
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2 月 22 日 2012年度優良職能治療師審查委員會評選會議，假彰化縣田尾。

101年 12 月 24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舉辦「蕭美玲副署長榮退暨連瑞猛理事長榮任國策顧問慶祝餐
會」，假儷宴會館東光館，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1年 12 月 25 日

． 淡水稽徵所辦理「101年度扣（免）繳法令及申報實務講習會」，假淡水區民眾服務
社，本會由張育晴秘書代表出席參加。
．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2年 1月至 104年 7月長照失能評估及 ICF需求評估計劃，議
價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11 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第 57屆藥師節慶祝大會」，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三樓宴會廳，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6 日 中區四合一課程，由簡才傑理事負責，假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院區 13樓會議室。
102年 1 月 11 日 「2012聯合會」檢討會議，本會由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7 日 心理衛生協會召集「捍衛獨立的心理健康司」記者會，假立法院中興大樓一樓，由本會
由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8 日 台灣精神醫學會召集「捍衛獨立的心理健康司」記者會，假台大校友會館 3A會議室，
由本會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10 日 桃園療養院陳快樂院長召集拜會立法院委員，「捍衛獨立的心理健康司」，由本會由 
郭立昌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11 日 中央健保局舉辦「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宣導說明會」，本會由張育晴秘書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13 日 「捍衛獨立的心理健康司」捐款及相關行動討論，本會由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14 日 五會聯合拜會拜會監委討論「健保支付一級制」，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黃上育委員代
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16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舉辦「與黃淑英委員歲末餐敘」，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21 日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集討論監察院陳情書補充資料會議，假國立臺灣
大學公衛學院三樓

102年 1 月 22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臨時理監事會議，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
參加。

102年 1 月 29 日

． 衛生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召開「1/29研商長照執行情形及未來規劃第一次會議」，本
會出席人員為郭立昌監事。
． 由立法委員陳節如、吳宜臻國會辦公室所召集之「醫療糾紛調解及訴訟程序中的評
估、鑑定與除錯機制」公聽會，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 月 31 日

． 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TMACT）與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預防委員會「發表菸害宣
言及重大新聞記者招待會心臟學會發表菸害宣言及重大新聞記者招待會」，本會由 
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 拜會陳節如立法委員，討論「早療復健健保給付過與不及」議題，本會出席人員為 
褚增輝理事長、黃盛祥秘書長、黃上育委員、方貴代理事。

102年 2 月 5 日 醫盟所舉辦之「生命末期決策與無效醫療」議題講座，本會由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2 月 21 日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召開心理健康行動聯盟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2 月 23 日 召開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春酒餐敘，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102年 3 月 6 日 衛生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召開「3/6研商長照執行情形及未來規劃第二次會議」，本會
出席人員為柯宏勳理事。

102年 3 月 4 日
102年 3 月 12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舉辦「102年度醫事攜手健康幸福」記者會暨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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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3 月 21 日

． 拜會賴士葆立法委員商談「捍衛獨立的心理健康司」議題，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
出席參加。
． 中央健保局召開第一次「全民健保急性後期照護品質專家諮詢會議」，本會由黃盛祥
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4 月 6 日
．五會聯合會議，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黃上育委員、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 台灣腦中風學會舉辦第二次「提昇全民健保急性後期照護品質專家諮詢會議」，本會
由褚增輝理事長、黃上育委員、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4 月 8 日 衛生署照護處召開「失智症政策綱領研商會議」，本會由柯宏勳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4 月 12 日 台灣腦中風學會舉辦第三次「提昇全民健保急性後期照護品質專家諮詢會議」，假國立
臺灣大學公衛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本會由新北市公會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4 月 19 日 聯合年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本會由陳思帆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4 月 26 日 台灣腦中風學會舉辦第四次「提昇全民健保急性後期照護品質專家諮詢會議」，假國立
臺灣大學公衛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4 月 27 日 台灣長照協會大會假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本會由柯宏勳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5 月 1 日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舉辦長照十年感恩茶會，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5 月 2 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召開第四及五次國家標準草案先期審查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員代表
出席參加。

102年 5 月 10 日

． 本會召開第四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假台大醫院精神部四樓，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
代表出席參加。
．菸害防治聯盟理監事會暨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本會研發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張育晴及張雅婷秘書列席參加。
． 台灣腦中風學會舉辦第五次「提昇全民健保急性後期照護品質專家諮詢會議」，假國
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本會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5 月 11 日 輔仁大學加袍典禮，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5 月 13 日 支持調整菸捐記者招待會，台灣醫界菸害防治聯盟，召開支持調整菸捐記者招待會，本
會由吳益芳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5 月 17 日

．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召開「2013聯合會第三次籌備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
出席參加。
． 中央健保局召開「第二次全民健保急性後期照護品質專家諮詢會議」，本會由張瑞昆
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5 月 29 日 新北市政府召開 103年度研發替代役制度說明會，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6 月 1 日 102年度醫院評鑑觀察員（含使用者代表）共識會議，假政大公企中心綜合大樓 C-601
演講廳，本會由余鴻文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6 月 2 日 本會召開第五次各縣市公會理事長聯合會議暨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

102年 6 月 7 日 監察院召開健保支付標準一級制會議，假監察院第三會議室，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 
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6 月 8 日 CSPHA會員代表大會，假實踐大學，本會由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6 月 14 日

． 中央健保局召開第三次「全民健保急性後期照護品質專家諮詢會議」，本會由李銘崴
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 監察院醫監察調查處召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會議，假監察院三樓第
三會議室，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6 月 15 日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撥穗典禮，本會由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6 月 27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於 7月 1日 19:00，假喜來登大飯店 17樓餐廳邀請丁守中委員一同
餐敘，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7 月 5 日
陽明大學 ICF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召開「我國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指標、
工具、流程與實務操作模式之驗證修正委託研究計畫」第五場專家學者焦點團體會議，
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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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7 月 4 日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草
案）」，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鄭南鵬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7 月 23 日
． 拜會行政院衛生署醫事處處長研商爭取「醫院評鑑之研修委員」，本會由褚增輝理事
長、鄭南鵬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衛生福利部揭牌典禮，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7 月 24 日 高雄地方法院召開「醫療調解研討會 II」，本會由王珩生理事、吳鴻順監事、郭立昌監
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7 月 26 日 健保局召開急性後期第四次專家會議，本會由張瑞昆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7 月 30 日

． 新北市政府召開「需求及失能評估服務聯繫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 
參加。
．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集與馬文君委員餐敘，假凱薩大飯店─蓮廳，本會由褚增輝 
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8 月 17 日 本會第四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102年 8 月 21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8/21-8/23醫院評鑑觀察員行程，本會由余鴻文 
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8 月 29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之修正草案條文」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委
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9 月 2 日 陽明大學召開第一次「建構心理健康網規劃計畫建議書」專家會議，本會由張自強常務
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9 月 4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衛生福利部部長與心理健康民間團體座談會」，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
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9 月 9 日

．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無效醫療」專案行動小組第一次籌備會議，本會由褚增輝
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召開「成立反毒教育資源中心」共識會議，本會由郭立昌監事代表
出席參加。

102年 9 月 12 日 監察院召開「一級制會議之由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會前會」，本會
由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9 月 30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無效醫療」專案行動小組第二次籌備會議，本會由褚增輝理
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0 月 4 日 2013聯合年會之第六次籌備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0 月 5 日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三專五會聯合會議」，因應監察院 9/16召
開的第二次座談會，為接續共同討論後續動作，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0 月 7 日 陽明大學召開第二次「建構心理健康網規劃計畫建議書」專家會議，本會由張自強常務
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0 月 13 日 國民健康署舉辦「2013健康促進醫院研討會」，假國防醫學院第 33教室，本會由褚增輝 
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0 月 14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無效醫療」專案行動小組第四次籌備會議，本會由褚增輝理
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0 月 24 日 北區反毒教育中心於 10月 24日下午 14:00，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406會議室召開記者
會，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0 月 25 日 聯合年會第七次的籌備會議於 10/25（週五）晚上 7:00~9:00舉行，本會由黃盛祥秘書
長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0 月 28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無效醫療」專案行動小組第五次籌備會議，本會請假。

102年 11 月 3 日
．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無效醫療」第一次講師志工教案討論會議，由本會鄭南鵬委員
代表出席參加。
．三專五會聯合會議，由本會褚增輝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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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11 月 16 日 台灣腦中風學會召開「建立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模式之專業訓練及實地輔導計畫」協調
會，本會由黃上育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2 月 1 日 吳英黛教授告別式，本會由黃上育委員及龔宇聲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2年 12 月 7 日 2013第11屆臺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聯合會暨心靈書展，本會由褚增輝理事長、夏安婷 
治療師及李欣怡治療師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102年 12 月 12 日 長照失能評估計劃聯繫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及張雅婷秘書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1 月 20 日 第五屆理、監事選委會議，假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四樓。

103年 1 月 27 日 研修「精神科醫院設置標準表」會議，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四樓。

103年 2 月 16 日 本會第四屆第 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春酒餐敘。

103年 2 月 21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行動方案」第一次會議，假臺北醫院，
本會由柯宏勳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2 月 24 日 新北市社會局長照及 ICF計劃，聯繫會報，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及張雅婷秘書代表出
席參加。

103年 3 月 28 日 中央健康保險署，召開「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103年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4 月 2 日 多功能輔具資源中心，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輔具評估人員訓練課程認證委員」會議，本
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4 月 11 日 多功能輔具資源中心，召開第一屆第二次「輔具評估人員訓練課程認證委員」會議，本
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4 月 12 日 本會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

103年 4 月 20 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辦「用藥安全路藥師來照護」嘉年華會，假中正紀念堂，
本會由褚增輝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4 月 21 日 中央健保局，研商「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行動方案」（草案）第二次會議，本會由
柯宏勳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4 月 27 日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召開「2014年日本在宅醫療參訪分享座談會」，本會由全民健保
委員黃盛祥、專推長照小組郭立昌組員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5 月 5 日 秘書處交接討論會議。

103年 5 月 17 日 輔仁大學舉行撥穗典禮，本會由黃盛祥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5 月 19 日
．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訓練成效評估標竿座談會」本會由張自強
理事長、林睿騏秘書長及劉怡佳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拜會陳玫瑰律師，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褚增輝監事及黃盛祥治療師出席參加。

103年 5 月 23 日 本會研究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五屆第一次會議，假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103年 6 月 3 日 本會召開長照督導會議，由呂淑貞主委、黃盛祥秘書長及張雅婷秘書一同出席參加。

103年 6 月 7 日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撥穗典禮，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6 月 14 日 台灣精神醫學會召開 DSM-5專家座談會討論 DSM-5對臨床工作的影響及因應，本會由
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6 月 18 日 衛生福利部大樓落成啟用大典，本會由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6 月 21 日

．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陳宜男理事代表
出席參加。
．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舉辦「台灣社區醫療照顧分享座談會」，本會由柯宏勳常務理事代
表出席參加。

103年 6 月 30 日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召開對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成立一年組織評估與建議論
壇，本會由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7 月 12 日 本會舉辦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八里療養院中和復健中心。

103年 7 月 15 日 中央健保局，研商「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行動方案」（草案）第三次會議，本會由
柯宏勳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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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7 月 18 日 由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集，拜會衛生福利部醫事司李偉強司長，由黃
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8 月 2 日 四會聯合會議，假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秘書處。

103年 8 月 28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職能治療師全聯會擔任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
療品質策進會醫院評鑑觀察員，由黃恢濤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9 月 4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中有關『溝通及資訊輔具─面對面溝
通輔具』評估人員資格研商會議」，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9 月 25 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103年全國藥物濫用防制種子師資培訓計劃」會議，
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10 月 1 日 健保署召開「全民健康保險早期療育門診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畫（草案）」工作小
組第四次討論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10 月 27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兒少保護醫療網路」誓師大會記者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 
出席參加。

103年 11 月 17 日 桃園療養院，舉辦「103年度全國精神醫療網暨社區精神復健年終檢討會」，本會由 
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12 月 6 日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大會，本會由劉秀之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12 月 9 日 健保署召開「全民健康保險早期療育門診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劃討論會」第一次會
議，本會由呂忠益理事、施富強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12 月 12 日 康健雜誌專訪─台灣居家醫療服務做報導，包括醫、護、藥師、物理治療、職能治療等
專業，提供居家服務。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接受專訪。

103年 12 月 13 日 本會召開職能治療評鑑委員年終共識與討論會。

103年 12 月 14 日 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
參加。

103年 12 月 20 日 103年度優良職能治療師評選會議。

103年 12 月 23 日 長照計劃聯繫會議，本會由呂淑貞主委、林睿騏秘書長、黃盛祥治療師、張雅婷秘書代
表出席參加。

103年 12 月 26 日

． 衛生福利部召開「職能治療電子病歷單張標準專家會議」，本會由黃恢濤常務理事、
吳益芳委員、劉昌誠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集邀請徐欣瑩立法委員「104年版醫院評鑑基
準及評量項目（草案）修正建議座談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3年 12 月 28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二次健保委員會會議。

104年 1 月 16 日 徐欣瑩立法委員召集「104年版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協調會議」，本會由張自強 
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 月 17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舉辦「104年度教育高峰會暨臨床教學推動小組會議」，本會由 
張自強理事長、黃恢濤常務理事、張哲豪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 月 24 日 本會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尾牙餐敘。

104年 1 月 28 日 中央健保署召開「全民健康保險早期療育門診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畫（草案）」第
二次討論會，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3 月 9 日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提升國內急性後期照護整合性支付制度品質之研
究」第一次工作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3 月 13 日 健保署召開「全民健康保險早期療育門診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畫（草案）」第三次
討論會，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及呂忠益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3 月 18 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敬邀本會擔任「第二屆輔具評估人
員訓練課程諮詢小組」，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擔任。

104年 4 月 10 日 蘇清泉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開「高齡健康促進與照護對策」公聽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
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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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4 月 15 日

． 衛生福利部推動「獎勵偏遠（含山地離島）及長照資源不足地區設置在地且社區化長
期照護服務據點計畫」，本會由柯宏勳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 台灣精神醫學會召開「WPAIC 2015國際大會會議介紹餐敘」，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
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5 月 1 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舉辦「第二屆輔具評估人員訓練課
程諮詢小組」第二次會議，本會請假。

104年 5 月 5 日 衛生福利部舉辦「日本居家醫療服務現況座談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5 月 8 日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提升國內急性後期照護整合性支付制度品質之研
究」第一次專家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及吳菁宜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5 月 23 日 本會舉辦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八里療養院附設中和復健中心。

104年 6 月 17 日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召開「104年長照暨 ICF評估服務第一次聯繫會議」，本會由林睿騏
秘書長及張雅婷秘書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7 月 20 日 健保署召開「研商全民健康保險燒燙傷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劃草案專家諮詢會議」第一
次會議，本會由張瑞昆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7 月 22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燒傷中心團隊」座談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
張瑞昆常務理事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104年 8 月 4 日 健保署召開「研商全民健康保險燒燙傷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劃草案專家諮詢會議」第二
次會議，本會由張瑞昆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8 月 22 日 本會舉辦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假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汝川大
樓 15樓。

104年 9 月 1 日 樹人醫護管理學校，舉辦「本位課程諮詢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9 月 6 日 本會舉辦第五屆第六次監事會議，假台北馬偕紀念醫院平安樓五樓職能治療室。

104年 9 月 22 日 健保署召開「急性後期照護試辦計畫 104年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
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2 日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召開「燒燙傷臨床準則與評估量表專家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 
林睿騏秘書長及張瑞昆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6 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舉辦「全國精神醫療網暨社區精神復健年終檢討會」，本會由李元暉
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13 日 台灣復健醫學會召開「急性後期照護試辦計畫 104年第一次專家諮詢會會議」，本會由
林睿騏秘書長、陳彥華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22 日 台灣整合照護學會召開「急性後期照護試辦計畫，104年第一次專家諮詢會會議」，本
會由蔡宜蓉委員、陳貞夙職能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0 月 30 日 衛生福利部辦理「2025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研討會（第二場）」，本會由吳益芳委員
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1 月 3 日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召開「衛生福利部燒傷計畫第三次專家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
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1 月 4 日 中央健保署舉辦「健保資料庫與長照業務連結之實務性研討會」，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
事、鄭南鵬委員、施富強委員、陳德群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1 月 14 日 醫界菸害防制聯盟召開「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暨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自強理
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1 月 27 日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召開「衛生福利部燒傷計畫第四次專家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
林睿騏秘書長、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4年 11 月 28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諾貝爾醫療機構總管理處。

105年 1 月 14 日 「2016台灣健康照護輔具大展協調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 月 30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尾牙餐敘。

105年 2 月 16 日 立法院國會助理工會舉辦「105年度立法院國會助理與國會聯絡人聯誼晚會」，本會由
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職能治療史紀要彙編

145

日　期 內　容

105年 3 月 13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201講堂。

105年 3 月 18 日 中央健康保險局召開「急性後期照護計畫 105年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本會由吳菁宜理
事、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3 月 25 日 本會參展「2016健康照護輔具大展」，3/25-3/27共計三天，假台北圓山花博區爭艷館。
105年 3 月 30 日 臺南市政府舉辦「0206震災感恩茶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4 月 11 日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第十屆第一次長期照護政策小組第一次會
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5 月 6 日 健保署舉辦「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觀摩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5 月 12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三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假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三樓。

105年 5 月 28 日 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召開「理監事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6 月 24 日 立法院厚生會會長劉建國委員、賴瑞隆委員辦公室辦理一場鼻胃管插管暨拔除評估公聽
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7 月 2 日 本會召開「專業推廣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假基泰國際研訓中心（臺北市衡陽路 51號
三樓）。

105年 7 月 7 日 中央健康保險署召開「收載復健治療功能評估工具溝通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
張婉嫈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7 月 16 日
．本會召開專業推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22教室。
．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 105年學公會第一次長期照顧議題小組聯繫會議，本會張自強
理事長、林睿騏秘書長、柯宏勳常務理事、吳鴻順理事、王三平組員、郭立昌組員

105年 8 月 9 日
劉建國立法委員辦公室舉辦「日本社會福利第三方評價制度研習會」，假立法院紅樓
101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一號），本會由柯宏勳常務理事、林睿騏秘書長代
表出席參加。

105年 8 月 10 日 劉建國立法委員辦公室舉辦「日本社會福利第三方評價制度圓桌論壇」，假立法院紅樓
201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一號），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9 月 5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機制研商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
席參加。

105年 9 月 18 日 本會舉辦「2016全國長照職能治療策略工作坊」，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

105年 9 月 30 日 中央健康保險署召開「急性後期照護計畫 105年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本會由蔡宜蓉
委員、張玲慧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0 月 6 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有關醫療機構評鑑人力指標召集醫事人員之共同協
商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0 月 14 日 林靜儀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開「醫院評鑑與醫事人力督考」溝通協調會，本會由林睿騏秘
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0 月 19 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集，與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及各醫事團體拜會李彥秀立
法委員，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5夫 10 月 20 日 臺北醫學大學召開「醫療與長照整合─打造全人照顧體系新書發表」，本會由林睿騏秘
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0 月 22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世界職能治療日慶祝活動

105年 10 月 28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限制收陸生新生及轉學生之相關醫療系所」會議，本會由張哲豪理事
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1 月 2 日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下階段急性後期照護計畫（草案）」之 105年第三
次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1 月 6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第 17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
參加。

105年 11 月 10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緩和失能創新服務」討論會議第一次會議，
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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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1 月 13 日 本會召開「會員系統教學說明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由褚增輝監事
主持。

105年 11 月 17 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集，召開「醫事人力評鑑改革之方針與對策」李彥秀立
法委員公聽會會前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1 月 18 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集，召開「醫事人力評鑑改革之方針與對策」李彥秀立
法委員公聽會，本會由吳益芳委員、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1 月 30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舉辦「敘舊餐敘」，本會由呂淑貞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2 月 1 日 衛生福利部主辦「2016年台灣自立支援全國示範觀摩計劃」，本會由呂淑貞常務理事
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2 月 7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緩和失能創新服務」討論會議第二次會議，
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2 月 10 日 本會召開優良職能治療師評選會議，假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105年 12 月 15 日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舉辦「居家醫療的社區連結與科際整合研討會」，本會由 
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5年 12 月 17 日 吳玉琴立法委員召開「居家醫療的社區連結與科際整合研討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
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 月 9 日
．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護推動小組第二次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 
參加。
．本會召開「第六屆理、監事選委會議」，假雙和醫院。

106年 1 月 10 日
吳玉琴國會辦公室，舉辦「我國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網領暨行動方案之回顧與展望（兼
談與長照 2.0的接軌）」，本會張自強理事長、林睿騏秘書長、沈明德監事、吳鴻順理
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 月 17 日 立法院國會助理工會聯誼餐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 月 21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 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尾牙餐敘。

106年 2 月 8 日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臺南 0206震災週年吉幾三慈義演」，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
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2 月 18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106年度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研商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
表出席參加。

106年 3 月 4 日

． 本會擬針對復健科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新增條文「早期療育復健治療，每堂課不得
超過三人（含三人）」疑義案，召開討論會，假臺北醫院 1樓復健科職能治療室。
．本會舉辦新版會員系統教學，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大會，本會由梁文隆副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3 月 22 日 衛生福利部照護司召開針對「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說明會，本會由呂淑貞理事、
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3 月 23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下設「照管制度研議小組」及「創新服務發展
小組」聯席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3 月 25 日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大會，本會由王珩生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3 月 27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一次工作會議。

106年 3 月 31 日 衛生福利部開「巷弄長照站工作坊」，本會由柯宏勳理事、沈明德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4 月 5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二次工作會議。

106年 4 月 7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因衛生福利部送藥事法修訂草案至立法院，修法讓中藥商未來得
經勞動部考照，變身為中藥技術士之醫療專業人員，恐對我醫療專業人員證照制度產生
重大侵害，特召開研商因應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4 月 8 日 本會舉辦「106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預防照護計畫說明會暨儲備審查委員共識會議」北
區場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6樓第一會議室。

106年 4 月 9 日 本會舉辦「106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預防照護計畫說明會暨儲備審查委員共識會議」南
區場假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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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4 月 11 日
．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開「105年度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基準評估計畫」，本會由
王珩生常務理事、黃上育常務理事、黃盛祥理事、陳德群法規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三次工作會議。

106年 4 月 15 日 本會舉辦「106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預防照護計畫說明會暨儲備審查委員共識會議」中
區場，假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0322教室。

106年 4 月 17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四次工作會議。

106年 4 月 20 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召開「研商訂定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定型化契約範本會
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4 月 22 日 本會召開「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劃─會內專家第一次顧問團隊共
識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

106年 4 月 23 日 本會召開「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

106年 4 月 24 日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召開「研商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輪班、
夜班勞工之健康管理作業」會議，本會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召開「研商訂定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定型化契約範本
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4 月 26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五次工作會議。

106年 5 月 1 日 本會召開「醫療機構人力配置評估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22教室。
106年 5 月 3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六次工作會議。

106年 5 月 5 日 立法委員林靜儀國會辦公室召開「心理衛生與精神醫療資源不足檢討與政策促進」公聽
會，本會由簡才傑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5 月 9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七次工作會議。

106年 5 月 10 日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TAIWAN JOINING WHA全台醫事團體聯合記者
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5 月 11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方案及人才審查。

106年 5 月 13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方案及人才審查。

106年 5 月 15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方案及人才審查。

106年 5 月 18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方案及人才審查。

106年 5 月 19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八次工作會議。

106年 5 月 25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九次工作會議。

106年 6 月 2 日
．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基準評估計劃第二次工作會議」，本
會由張自強理事長、林睿騏秘書長、劉昌誠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十次工作會議。

106年 6 月 6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11次工作會議。

106年 6 月 12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教育訓練等機構設置及管理事宜
會議」本會由褚增輝監事、簡才傑常務理事、陳德群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6 月 14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12次工作會議。

106年 6 月 16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PGY未來之重點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討
論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6 月 19 日 本會舉辦中區「特約服務單位方案執行說明會」，假台中市政府。

106年 6 月 20 日 本會舉辦南區「特約服務單位方案執行說明會」，假高雄凱旋醫院。

106年 6 月 22 日 本會舉辦東區「特約服務單位方案執行說明會」，假花蓮縣政府衛生局。

106年 6 月 23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13次工作會議。

106年 6 月 24 日 本會「召開本會第六屆第一次 PGY未來之重點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討論會議」，假國
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22教室。

106年 6 月 27 日 本會舉辦北區「特約服務單位方案執行說明會」，假新店耕莘醫院。

106年 6 月 29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啟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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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7 月 7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15次工作會議。
106年 7 月 9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各縣市公會及各職能治療學系座談會。

106年 7 月 12 日 國健署召開「人工生殖機構技術員業務內容討論會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
席參加。

106年 7 月 13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16次工作會議。
106年 7 月 14 日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敦聘林睿騏秘書長擔任 7/14「預防延緩失能照護計畫」講師。

106年 7 月 21 日

． 立法委員邱泰源國會辦公室召開「立法院國際醫療衛生交流促進會成立大會」，本會
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17次工作會議。
． 醫務社會工作協會召開「106年度社會工作師及專科社會工作師繼績教育課程認定、
積分採認委託專案專家諮詢會議」，本會由研發委員會李冠逸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7 月 22 日 106年度台中輔具大展為期三天（7/22-7/24）。
106年 7 月 28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18次工作會議。
106年 8 月 3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19次工作會議。
106年 8 月 11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20次工作會議。
106年 8 月 16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21次工作會議。

106年 8 月 31 日 醫界聯盟舉辦「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基準評估計畫」職能治療職類論壇，本會由 
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報告。

106年 9 月 1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23次工作會議。
106年 9 月 7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24次工作會議。
106年 9 月 12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25次工作會議。
106年 9 月 14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會內 linemeeting會議。
106年 9 月 18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資訊平台教學。

106年 9 月 19 日 亞洲樂齡生活展說明會，本會由梁文隆副秘書長、吳宜燁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9 月 21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26次工作會議。
106年 9 月 26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27次工作會議。

106年 9 月 27 日 學公會聯合召開「第一次 PGY未來之重點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討論會議」，假國立臺
灣大學公衛學院 422教室。

106年 9 月 29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成果記者會。

106年 9 月 30 日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召開「聽覺及溝通相關『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 8.12）修正草
案會議」，本會由林佳儀職能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0 月 2 日
．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敬邀各醫事團體共同研商有關一例一休相關版本
修正討論案」，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28次工作會議。

106年 10 月 6 日

．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舉辦「醫療法修法工作坊」，本會黃上育常務理事、黃盛祥理事
代表出席參加。
．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輔導訪視會內行前會議，假國立臺灣
大學公衛學院 422教室。

106年 10 月 11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29次工作會議。
106年 10 月 16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第 30次工作會議。
106年 10 月 18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輔導訪視第一場桃園場。

106年 10 月 19 日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於 106年 10月 19日至 10月 20日辦理「全國精神醫療網暨社
區精神復健年終檢討會」，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0 月 23 日 舉辦「職能治療師節」慶祝活動記者會與劉建國立法委員辦公室一起合辦，假立法院中
興大樓 1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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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10 月 24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PGY未來之重點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討
論會議（二），本會由褚增輝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0 月 25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輔導訪視第二場台南場／第三場台中場。

106年 10 月 27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輔導訪視第四場新北場。

106年 10 月 28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輔導訪視第五場花蓮場。

106年 10 月 30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輔導訪視第六場高雄場。

106年 10 月 31 日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政策之整合管理推動計畫─輔導訪視第七場台北場。
． 醫界聯盟舉辦「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基準評估計畫」職能治療職類論壇，由臺灣 
職能治療學會紀彣宙委員代表出席參加報告，出席人員林睿騏秘書長、黃上育常務理
監事。

106年 11 月 2 日 醫界聯盟舉辦「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基準評估計畫」職能治療職類論壇，由臺灣職能
治療學會紀彣宙委員代表出席參加報告，出席人員林睿騏秘書長、黃上育常務理監事。

106年 11 月 10 日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召開「人力資源合理配置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
衛學院 422會議室，本會由褚增輝監事、林睿騏秘書長、劉昌誠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1 月 19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

106年 12 月 2 日 ICF研究學會預訂於 12/2至 12/3舉辦「身心障礙鑑定之交流會議」，本會由劉秀之監
事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2 月 4 日 財團法人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舉辦透視「醫」兆產業的前景─醫療財團法人修法論壇，本
會由法規委員會林文雄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6年 12 月 7 日 本會及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共同召開「人力資源合理配置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假國立
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

106年 12 月 9 日 本會召開「106年度優良職能治療師審查委員會會議」，假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106年 12 月 11 日 高雄市政府召開「特殊個案照護安置共識會議」，假凱旋醫院，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
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 月 4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二次研究發展會議」，假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107年 1 月 9 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有關營養師應考資格恢復學分制乙事」，敬邀各職
類派員共同拜會蔣萬安立法委員，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 月 8 日 本會召開「計劃案會內共識會議」，假文化大學延平部（大新館）。

107年 1 月 18 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召開修訂「【聽覺類、視覺類、溝通與發聲類】輔具評估報告
書暨『助聽器驗證標準程序』第一次研商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 月 20 日
．本會舉辦「職能治療所設置說明會」，假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201講堂。
．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尾牙餐敘」，假天成大飯店 301宴席廂房
三樓。

107年 1 月 27 日 陳其邁立法委員舉辦演講會假高雄曾子路與自由三路（新民國小對面），本會由謝彥緯
法規委員、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 月 31 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召開「修訂輔具評估報告書第二次研商會議（視覺類）」，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第四會議室（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0號 15樓），本會由 
蔡麗婷治療師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2 月 8 日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召開「長期照顧支付制度因應策略會議─專業服務」會議， 
代表出席參加人員如下：1.直轄市：台北：毛慧芬；新北市：張自強；桃園市： 
郭立昌；台中市：紀彣宙；臺南市：吳鴻順；高雄市：蔡宜蓉。2.北區：賴薇合。3.中區： 
蔡佾錄。4.南區：楊雅婷。5.東區：王玠鈞。

107年 2 月 24 日 由本會召開「107年第一次四會聯合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吳菁宜理事、 
林睿騏秘書長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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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 月 2 日

．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集，拜會管碧玲立法委員，研商有關醫事人力
事宜，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出席參加。
． 衛生福利部召開本部 107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推動管理與成效評估計畫
（案號：M07F5231）」案採購評選會議，本會由呂淑貞理事、劉麗婷治療師代表出
席參加。

107年 3 月 20 日
吳玉琴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舉行「長照 2.0系列公聽會（二）」檢視長照交通接送、
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制度（D、E、F碼），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 
楊雅婷治療師、吳鴻順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3 月 23 日
吳玉琴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舉行「長照 2.0系列公聽會（三）」檢視長照照顧及專業
服務制度面臨的困境（B、C碼），本會由蔡佾錄主委、陳德群委員、楊雅婷治療師、 
柯宏勳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3 月 24 日
． 台灣精神醫學會召開「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專家座談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
代表出席參加。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大會，本會由秘書長林睿騏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4 月 12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服務項目作業模式意見徵詢座談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
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4 月 18 日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邀請參加「爭取加入WHA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記者會」，
假台大校友會館 3B會議室，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5 月 3 日 高雄市政府工務處養護工程處召開「公園內設置特色戲具」座談會，本會由吳宜燁治療
師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5 月 11 日

．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召集拜會立院民進黨團，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呂家誌委員代表
出席參加。
． 張廖萬堅立法委員舉辦「拒絕罐頭校園，還我特色遊具」公聽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
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5 月 16 日 臺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舉辦「跨專業連繫會議討論會」，本會由雲林縣公會蔡佾錄理事
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6 月 11 日 本會召開「甲類輔具課程小組討論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22教室。

107年 6 月 26 日

． 衛生福利部召開「出院準備服務銜接復能服務計畫（草案）」研商會議，本會由王珩生 
副理事、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 由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集，由管碧玲委員安排和衛生福利部陳時中
部長與會，針對提出人力專案一案，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7 月 6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工作小組會議」，本會由 
沈明德監事、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7 月 19 日 2018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107年 7/19-7/22假台北南港展覽館，由臺北市職能治療
師公會負責設展。

107年 8 月 2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復能多元服務試辦計畫（草案）」專家會議，本會由王珩生副理事長
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8 月 3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修正說明會」，本會由王珩生副理事長代表
出席參加。

107年 8 月 7 日 臺北市城中發展中心召開「特殊狀況個案安置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 
參加。

107年 8 月 8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照服務出院準備在地特色計畫分享會」，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代表
出席參加。

107年 9 月 27 日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舉辦「全國精神醫療網暨社區精神復健年終檢討會」假淡水福容
大飯店，本會由劉昌誠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0 月 19 日 拜會林靜儀立法委員，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王珩生副理事長、沈明德監事、林睿騏秘
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0 月 28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八次理事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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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1 月 10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八次監事會議，假「LRCAFE」（台中市鳥日區高鐵一路 299號）。

107年 11 月 14 日 高雄市 107年重陽節系列活動，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高雄健促 2.0成果展，本會由
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1 月 26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107年醫學中心適用醫院評鑑基準及教學醫
院評鑑基準（含醫學中心任務指標）研修說明交流第三次會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
長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1 月 28 日 中央健保署召開增修「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討論會議，本會由陳德群
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2 月 21 日

．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有關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試算結果之討
論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黃上育常務理事、吳菁宜理事、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
席參加。
．立法院厚生會交接典禮，本會由吳益芳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7年 12 月 28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工作小組 107年第二次會
議」，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 月 3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醫療機構人合理配置試算結果討論會議」，
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黃上育常務理事及林睿騏秘書長出席參加。

108年 1 月 8 日 臺灣社會福利總盟舉辦 107年年終尾牙餐敘，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楊國德常務監事、
黃上育常務理事、林睿騏秘書長出席參加。

108年 1 月 13 日 107年度甲類輔具評估人員培訓課程，會內檢討會議。

108年 1 月 18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召集拜會民進黨黨主席卓榮泰，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 
參加。

108年 1 月 20 日 本會第六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暨尾牙餐敘，假天成大飯店一樓天美廳。

108年 1 月 21 日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舉辦107年年終尾牙餐敘，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陳明義常務理事、
黃上育常務理事、吳菁宜理事、呂家誌委員、黃盛祥理事、葉俞佐監事、林睿騏秘書長、
劉昌誠副秘書長、夏安婷副秘書長、莊宜靜副教授出席參加。

108年 1 月 23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召開「108年區域、地區醫院適用醫院評鑑基準及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研修總結會議」，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蔡佩君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3 月 7 日 社團法人圓緣慈善推廣協會，舉辦春酒晚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3 月 8 日 衛生福利部研商「醫事人員報准支援其他機構執行業務或執行到宅醫療照顧，得否免經
原執業登記醫療機構同意」，本會由林睿騏秘書長、蔡佾錄主委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3 月 26 日 林靜儀國會辦公室召開「長照與高齡者的性」座談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 
參加。

108年 3 月 31 日 臺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舉辦春酒聯誼餐敘，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4 月 1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四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22教室。
108年 4 月 2 日 本會召開「108年輔具大展研商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22教室。
108年 4 月 7 日 國健署舉辦響應「WHA說到做到」活動，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出席參加。
108年 4 月 14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430教室。

108年 4 月 30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長期照顧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工作小組」，108年第一次
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5 月 13 日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臺灣 20大醫事團體聯合國際記者會─全民均健，
不遺漏台灣，台灣應參加WHA！」記者會，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5 月 20 日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召開「左營區福山公園設置共融式特色遊戲場說明會」，
委請高雄市公會周映君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7 月 14 日 本會召開「第六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職能治
療─汝川大樓 15樓。

108年 7 月 14 日 本會召開全聯會／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兩會法規委員會及各縣市公會暨各校職能治療學系
聯席座談會，假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汝川大樓 1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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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 月 25 日 2019年度輔具大展，108年 7/25-7/28假台北南港世貿展覽館，由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
會協助統籌設展。

108年 7 月 31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推動策略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
表出席參加。

108年 8 月 6 日 臺北醫學大學召開「我國醫事管理及醫療服務模式因應環境變遷之對策分析」研究案，
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9 月 6 日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舉辦「2019年社區式長期照顧成果觀摩暨學術發表會」，
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9 月 12 日 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職能治療師等醫事人員於社會福利組織執業登記適法疑議」，本
會由吳益芳理事及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候雅倫法規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9 月 26 日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舉辦「108年度全國精神醫療網暨社區精神復健年終檢討會」，本會
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0 月 4 日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延緩失能社區營養照護培訓手冊之專家審閱會
議」，假國建署四樓 1401會議室，本會由呂淑貞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0 月 5 日 中華安全行動照護協會舉辦「迎戰超高齡社會 !智慧 AI，安全行動，友善照護」高峰
論壇，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0 月 13 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榮任典禮，假圓山大飯店，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
表出席參加。

108年 10 月 19 日 職能治療 PGY實習座談會，假台大公衛大樓 431教室，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林睿騏
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0 月 31 日 「2019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108年 10/31-11/3假高雄展覽館，由高雄市職能治療師
公會負責設展。開幕式由王珩生副理事長出席。

108年 10 月 24 日 研商我國「脊骨神經醫師制度發展可行性」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0 月 30 日 高醫 30週年系慶，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1 月 10 日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精神復健發展協會 30週年慶，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1 月 3 日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第 18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代表出
席參加。

108年 11 月 8 日 蔡英文、劉建國斗六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本會由雲林公會許仕長老師、張自強理事長 
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1 月 15 日 醫界反對電子菸及新興菸品聲明記者會，本會由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8年 11 月 28 日 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認定研商會議，本會由王珩生副理事長、黃盛祥理事、 
李元暉副秘書長出席。

108年 12 月 3 日 長照輔具推動委會 108年第二次會議，本會由黃上育常務理事出席。

108年 12 月 8 日 優良職能治療師選拔會，林清良主委、周映君委員、高麗芷委員、張自強委員、張瑞昆
委員、楊國德委員、褚增輝委員出席。

109年 1 月 15 日 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討論會議，本會由黃盛祥理事、吳益芳理事、黃上育常務理事代
表出席參加。

109年 2 月 27 日 衛生福利部研商醫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事人員出國相關事宜會議，本會由 
林睿騏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3 月 10 日 拜會陳柏惟立法委員，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王珩生副理事長、黃上育常務理事、陳明義 
常務理事、吳益芳理事、黃盛祥理事、沈明德監事、李元暉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3 月 31 日
「銀髮健身俱樂部試辦計畫（草案）」研商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理事長、王珩生副理事
長、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吳菁宜理事長、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監事、長照小組召集人毛慧芬
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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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4 月 17 日 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專業服務項目品質管理討論會，本會由王珩生副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6 月 3 日 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復健支付標準討論諮詢會議，本會由呂家誌委員、簡才傑常務理事代
表出席參加。

109年 6 月 5 日 109年度「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供給與需求探討及評估計畫」增能課程設計焦點團體
會議，本會由葉俞佐副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6 月 8 日 失智照護服務精進檢討會議，本會由張自強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7 月 7 日 拜會吳玉琴立法委員，本會由王珩生理事長、張自強監事、吳明順常務理事、李元暉理
事、劉昌誠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7 月 14 日 吳玉琴立法委員召開「長照 2.0通盤檢討系列公聽會系列二：B單位與支付制度檢討」，
本會由沈明德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7 月 14 日 拜會劉建國立法委員，本會由王珩生理事長、黃上育監事、李元暉理事、劉昌誠秘書長
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8 月 8 日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學術暨營養品質促進專案發
表，本會由李元暉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9 月 1 日 衛生福利部 0~6歲身心障礙兒童有早期療育需求者使用長照專業服務項目適用性討論
會，本會由王珩生理事長、陳德群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9 月 22 日 2020年衛生福利部醫院第六屆優良暨資深典範醫事人員頒獎典禮，本會由葉俞佐副理
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0 月 19 日 109年度全國精神醫療網暨社區精神復健年終檢討會，本會由陳德群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0 月 23 日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益口銅身操─增強咀嚼吞嚥力成果發表記者會，本會由
柯宏勳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0 月 23 日 拜會王婉諭立法委員，本會由王珩生理事長、黃上育監事、簡才傑常務理事、吳明順常
務理事、劉昌誠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0 月 28 日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20201028世界心理健康日」行動記者會，本會由葉俞佐副理事
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1 月 3 日 台北國際照顧科技應用展開幕儀式，本會由葉俞佐副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1 月 12 日 拜會蔡適應立法委員，本會由王珩生理事長、黃盛祥理事、李元暉理事、基隆公會張世杰 
理事長、吳明順主委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1 月 15 日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30週年系慶，本會由葉俞佐副理事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1 月 22 日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50週年系慶，本會由葉俞佐副理事長、王珩生理事長代表
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3 日 臺灣自立支援照顧專業發展協會年會，本會由黃上育監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4 日 全民健康保險公聽會，本會由黃盛祥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11 日 拜會蔣萬安立法委員，本會由王珩生理事長、葉俞佐副理事長、張自強監事、簡才傑常
務理事、吳明順主委、劉昌誠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12 日 拜會莊競程立法委員，本會由王珩生理事長、劉秀之常務理事、簡才傑常務理事、吳明順 
主委代表出席參加。

109年 12 月 24 日 「精神病人家庭與機關（構）及社區轉銜機制精進之探討」專題討論會，本會由劉昌誠
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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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優良事蹟

全聯會優良治療師歷年得獎名單

年　度 獎　項 得　獎　人

101年度
菁 英 獎 林睿騏治療師、陳仁彰治療師、蕭小菁治療師

傑 出 獎 吳端文治療師、李慧玲治療師、俞雨春治療師

奉 獻 獎 從缺

102年度

菁 英 獎 吳益芳治療師、黃旭章治療師、謝彥緯治療師

傑 出 獎 王三平治療師

奉 獻 獎 從缺

終身貢獻獎 吳鑫漢治療師

103年度
菁 英 獎 方珮玲治療師、呂忠益委員、巫怡萱治療師

傑 出 獎 徐秀雲治療師、游敏媛治療師、楊明山治療師

奉 獻 獎 褚增輝治療師

104年度
菁 英 獎 蔡沛潔治療師、邱資皇治療師

傑 出 獎 張哲豪治療師

奉 獻 獎 從缺

105年度

菁 英 獎 陳宜男治療師、黃上育委員、黃婉茹治療師

傑 出 獎 從缺

奉 獻 獎 從缺

特殊貢獻獎 林克忠治療師

106年度

菁 英 獎 郭穠榛治療師、黃暐恬治療師

傑 出 獎 從缺

奉 獻 獎 從缺

特殊貢獻獎 吳菁宜治療師

107年度
菁 英 獎 陳坤村治療師、蔡錦良治療師

傑 出 獎 張婉嫈治療師、陳淑美治療師、姜富美治療師

奉 獻 獎 高麗芷治療師、呂淑貞治療師、施杏如治療師

108年度
菁 英 獎 張雅棻治療師

傑 出 獎 余鴻文治療師、周雅旼治療師

奉 獻 獎 毛慧芬治療師、黃恢濤治療師、顏秀紅治療師

109年度
菁 英 獎 李欣潔治療師、蔡伊純治療師、賴雯忻治療師

傑 出 獎 巫怡萱治療師

奉 獻 獎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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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歷任理監事與委員會

1.歷任理監事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五屆理監事名單

理 監 事 姓名 服務機構 職稱

理 事 長 張自強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職能治療科主任

常 務 理 事 呂淑貞 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 副主任

常 務 理 事 林克忠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暨臺大醫院 教授兼職能治療師

常 務 理 事 柯宏勳 台北市南港老人服務中心 職能治療師

常 務 理 事 張瑞昆 高雄長庚醫院 復健科職能治療組長

常 務 理 事 黃上育 新莊實和復健診所 行政主管兼職能治療組長

常 務 理 事 黃恢濤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復健科職能治療組長

理 事 王珩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吳菁宜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教授兼主任

理 事 吳明順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 職能治療師兼行政組長

理 事 吳鴻順 私立台南仁愛之家 職能治療督導

理 事 呂忠益 江村聯合診所 主任治療師

理 事 李銘崴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組 職能治療組長

理 事 張哲豪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副教授兼附設醫院職能治療師

理 事 章國正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復健科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陳德群 金山社區復健中心 負責人

理 事 陳宜男 彰化基督教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組 職能治療組長

理 事 劉秀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劉國政 大千綜合醫院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謝彥緯 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龔宇聲 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 職能治療師

常 務 監 事 楊國德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講師

監 事 褚增輝 名恩療養院 職能治療室主任

監 事 沈明德 國泰綜合醫院內湖分院 職能治療師

監 事 高婷 衛福部嘉南療養院 職能治療師

監 事 陳明義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職能治療室 職能治療師

監 事 劉玉珍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職能治療師

監 事 余鴻文 馬偕紀念醫院 職能治療師

秘 書 長 林睿騏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 職能治療師

秘 書 張育晴 OT全聯會 秘書

秘 書 張雅婷 OT全聯會 秘書

候 補 理 事 鍾秉璁 屏安醫院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陳姵君 臺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孫媽媽工作坊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賴冠宇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草山職能工作坊 負責人

候 補 理 事 鄭進清 衛生福部苗栗醫院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楊政勳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復健醫學部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蔡佩君 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呂家誌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社區復健中心 負責人

候 補 監 事 郭立昌 元福護理之家 職能治療師暨復健業務督導

候 補 監 事 葉俞佐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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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六屆理監事名單

理 監 事 姓名 服務機構 職稱

理 事 長 張自強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職能治療科主任

副 理 事 長 王珩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常 務 理 事 黃上育 新莊實和復健診所 行政主管兼職能治療組長

常 務 理 事 林克忠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暨附設醫院 教授兼醫學院總務主任

常 務 理 事 簡才傑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工學社區復健中心 負責人

常 務 理 事 陳明義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職能治療室 職能治療師

常 務 理 事 巫文安 嘉義基督教醫院復健治療科職能治能組 職能治療組長

理 事 陳宜男 彰化基督教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組 職能治療組長

理 事 呂淑貞 桃竹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 主任

理 事 柯宏勳 台北市南港老人服務中心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張瑞昆 高雄長庚醫院 復健科職能治療組長

理 事 黃恢濤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復健科職能治療組長

理 事 吳菁宜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教授兼主任

理 事 吳益芳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蔡佩君 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黃盛祥 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常務理事

理 事 周奕緯 威力復健科診所 復健部主任

理 事 余鴻文 馬偕紀念醫院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曾人和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小兒治療室組長

理 事 楊政勳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復健醫學部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郭立昌 元福護理之家 職能治療師復健業務督導

常 務 監 事 楊國德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講師

監 事 沈明德 國泰綜合醫院內湖分院 職能治療師

監 事 褚增輝 名恩療養院 職能治療室主任

監 事 劉秀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室職能治療師

監 事 黃婉茹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職能治療師兼科主任

監 事 葉俞佐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職能治療師

監 事 劉文升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職能治療師

秘 書 長 林睿騏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技術組長 /職能治療師
副 秘 書 長 李元暉 台灣社區精神復健發展協會 理事 /職能治療師
副 秘 書 長 夏安婷 八里療養院附設中和職能治療所 負責人 /職能治療師
副 秘 書 長 梁文隆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教材室 主任 /職能治療師
副 秘 書 長 劉昌誠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精神科 職能治療師

秘 書 張育晴 OT全聯會 秘書

秘 書 孫文潔 OT全聯會 秘書

候 補 理 事 蔡佾錄 慈濟醫院斗六分院 復健部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許慧珍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歐風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陳姵君 私立樂精神護理之家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呂家誌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社區健中心 負責人

候 補 理 事 沈哲宇 楊光復健診所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梁文隆 高醫大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復健科 職能治療組長

候 補 監 事 施富強 瑞祥醫院 主任

候 補 監 事 林睿騏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技術組長 /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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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七屆理監事名單

理 監 事 姓名 服務機構 職稱

理 事 長 王珩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副 理 事 長 葉俞佐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職能治療師

常 務 理 事 吳明順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常 務 理 事 郭立昌 桃園縣私立元福護理之家 職能治療師暨復健業務督導

常 務 理 事 劉秀之 臺中市私立康復醫學居家長照機構 職能治療師

常 務 理 事 蔡佾錄 職心居家職能治療所 負責人

常 務 理 事 簡才傑 亞洲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理 事 李元暉 佑誠居家職能治療所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沈明德 新康居家職能治療所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周映君 高雄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周雅旼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林克忠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教授

理 事 張玲慧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

理 事 梁文隆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 總級職能治療師

理 事 陳坤村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基督教喜樂保育院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陳柏宏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黃炳璋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職能治療行政組長

理 事 黃盛祥 逗點居家職能治療所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劉國政 劉國政職能治療所 所長

理 事 歐風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職能治療師

理 事 鍾裕智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常 務 監 事 楊國德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講師

監 事 張自強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職能治療科主任

監 事 張瑞昆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職能治療師

監 事 曾人和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職能治療師

監 事 黃上育 新莊實和復健診所 行政主管兼職能治療組長

監 事 黃恢濤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職能治療師

監 事 蔡佩君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職能治療師

秘 書 長 劉昌誠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職能治療師

副 秘 書 長 夏安婷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中和職能治療所 負責人、職能治療師

副 秘 書 長 楊秋萍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副 秘 書 長 李慶家

秘 書 陳明珠 OT全聯會秘書
秘 書 陳友君 OT全聯會秘書
候 補 理 事 彭紹宇 大心居家職能治療所 負責人、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巫怡萱 臺大醫院復健部職能治療技術科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陳俊銘 私立呈泰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顧問兼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方貴代 友方職能治療所 負責人

候 補 理 事 王玠鈞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李騏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理 事 顏吟珊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候 補 監 事 黃婉茹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職能治療師兼科主任

候 補 監 事 陳明義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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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歷任委員會

第五屆

 研究發展委員會
主委 吳菁宜
委員 沈宜璇、簡才傑、林克忠、周詩涵、吳益芳、吳鴻順、許慧珍、李孟達、蔡沛潔、

朱嘉芬、柯瑋婷、林宛儀
幹事 李亭儀、鄭百翔、李美慧、顏吟珊

 資訊文宣委員會
主委 李銘崴
委員 張瑞昆、張婉嫈、陳宜男、紀昕妤、呂忠益、章國正
會刊編輯小組 李銘崴、紀昕妤、徐瑛雅、吳蕙雯

 財務委員會
主委 吳明順
委員 吳明順、呂家誌
會計 林淑惠
出納 陶澤臣

 全民健保委員會
主委 張瑞昆
委員 黃上育、李銘崴、呂忠益、陳宜男、龔宇聲、蔡宜蓉、黃盛祥、王三平、黃恢濤、

吳菁宜、林睿騏、蔡佩君、吳明順、施富強

 政委法規委員會
主委 柯宏勳
委員 高麗芷、鄭南鵬、呂淑貞、張瑞昆、黃恢濤、黃上育、龔宇聲、許慧珍、呂家誌、

黃璨珣、陳宜男、吳鴻順、蔡宜蓉、林克忠、陳德群、吳益芳、梁文隆
幹事 黃盛祥、張恩加、楊政勳
小組 組長 組員（按筆畫排列）
學校系統 許慧珍 王晴瓏、李矞玫、俞雨春、孫興漢
薪資爭取 陳宜男
服貿因應 黃盛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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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服務推廣委員會
主委 呂淑貞
委員 林克忠
小組 組長 組員（按筆畫排列）
職業重建 (含職業
輔導評量組 )

張自強 吳亭芳、張彧、陳貞夙、李柏森

身心障礙鑑定與
需求評估組

陳宜男 龔宇聲、黃盛祥、紀彣宙

長期照護組 柯宏勳 蔡宜蓉、沈明德、郭立昌、龔宇聲、呂文賢、林文雄、王三平、
吳鴻順

早療及學校系統組 林睿騏 黃恢濤、方貴代、張旭鎧、張宇群、陳宜男、許慧珍、郭立昌
社區精神復健組 高麗芷 張自強、林清良、陳德群、葉崇弘
輔具領域組 張瑞昆 祝旭東、黃上育、龔宇聲、梁文隆、王珩生

 優良職能治療師審查委員會
主委 林清良
委員 褚增輝、楊國德、林克忠、張瑞昆、高麗芷、張自強、傅競賢、周映君

 醫療責任補助金審核委員會
主委 王珩生
委員 龔宇聲、余鴻文、劉秀之、劉國政

第六屆

 研究發展委員會
主委 吳菁宜
委員 朱嘉芬、李亭儀、李冠逸、林克忠、吳益芳、周詩涵、柯瑋婷、詹佩穎、張雅棻、

諶冠潔、蔡沛潔、鄭百翔、謝彥緯、簡才傑、顏吟珊
幹事 李宛庭、胡依容

 資訊文宣委員會
主委 陳宜男
委員 余文凱、洪明燦、呂忠益、蔡佩君、劉國政、周奕緯、章國正、王志中、巫唐孟、

吳彥儒、林珮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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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委員會
主委 吳益芳
委員 黃上育
幹事 林宛儀、鄭百翔
會計 林淑惠
出納 陶澤臣

 全民健保委員會
主委 黃上育
顧問 張瑞昆
委員 王珩生、呂忠益、陳智明、謝彥緯、黃寶、劉昌誠、吳益芳、陳德群、巫文安

 政委法規委員會
主委 王珩生

委員 林克忠、張瑞昆、黃恢濤、黃上育、陳宜男、吳益芳、謝彥緯、吳明順、劉秀之、
簡才傑、周奕緯、呂忠益、巫文安、柯宏勳、吳鴻順、陳德群、呂淑貞、黃盛祥、
陳明義、郭立昌、曾人和、楊政勳、潘政裕、林文雄、蔡佾錄、蔡佩君

小組 組長 組員（按筆畫排列）
學校系統 許慧珍 王晴瓏、李矞玫、俞雨春、孫興漢

薪資及權利爭取 陳宜男 蔡佩君

在宅醫療 柯宏勳 沈明德、紀彣宙、黃璨珣、蔡宜蓉、賴薇合

職能治療所 李永鑫 林淑惠、黎曉鶯

 專業服務推廣委員會
主委 呂淑貞
委員 黃盛祥、劉文升、柯宏勳、吳鴻順、許慧珍、陳宜男、沈明德、梁文隆、呂家誌

 優良職能治療師審查委員會
主委 林清良
委員 褚增輝、楊國德、林克忠、張瑞昆、高麗芷、張自強、傅競賢、周映君

 醫療責任補助金審核委員會
主委 余鴻文
委員 劉秀之、龔宇聲、侯雅倫

 地方事務委員會
主委 蔡佾錄
委員 張世杰、吳益芳、陳姵君、謝佳汝、謝依帆、陳宛伶、陳瓊英、王珩生、余文凱、

黃耀興、陳柏宏、吳鴻順、謝彥緯、蔡宗動、黃炳璋、洪文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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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

 研究發展委員會
主委 鍾裕智
委員兼顧問 吳菁宜、張自強、陳瓊玲、林克忠、張玲慧、周映君
委員 謝妤葳、沈宜璇、馬慧英、韓珮雯、林育嬋、許世賓、巫怡萱、顏吟珊、李亭儀、

周詩涵、朱嘉芬、張雅棻、詹佩穎、諶冠潔、柯瑋婷、葉俞佐、鄭百翔、簡才傑、
余沛珊、陳薰瑩、李繼元、張佩玉、張世杰、趙明哲、蔡沛潔、李宛庭、胡依容、
歐　風、陳其嶸、林妍伶、劉彥呈

 資訊文宣委員會
主委 梁文隆
委員 王志中、傅中珮、楊昀霖、盧欣誼、陳宜男、侯崇立、柯冠伶、衛廣遠

 財務委員會
主委 劉秀之
委員 劉哲奇、林明輝、歐　風

 全民健保暨長期照顧委員會
主委 沈明德
委員 吳益芳、張婉嫈、陳德群、彭紹宇、王志元、劉昌誠、黃上育、王玠均、林睿騏、

張玲慧

 政策法規委員會
主委 吳明順
委員 黃盛祥、周奕偉、林克忠、柯宏勳、吳鴻順、鍾亞融、余沛珊、劉國政、劉秀之、

呂忠益、周映君、張玲慧、張瑞昆、陳宜男、方貴代、曾人和、歐　風、黃恢濤、
王玠鈞、簡才傑、蔡佾錄、蔡宗勳、郭立昌、陳淑美、黃上育。

 醫療責任補助金管理委員會
主委 黃炳璋
委員 周雅旼、蔡佾錄、吳鴻順、邱筱涵、李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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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事務委員會 
主委 雲林縣蔡佾錄
委員 基隆市張世杰、台北市沈明德、新北市徐永博、新竹市劉浩瑄、新竹縣徐海凡、

桃園市郭立昌、苗栗縣黃晟祐、台中市王珩生、彰化縣周雅旼、南投縣黃耀興、
台南市吳鴻順、嘉義市陳柏宏、高雄市周映君、屏東縣蔡宗勳、宜蘭縣黃炳璋、
花蓮縣洪文鈞、雲林縣廖書毅、澎湖縣林聖凱

 專業服務推廣委員會
主委 簡才傑
小組 組長 組員（按筆畫排列）
早期療育組 簡錦蓉 呂忠益、何明娟、周映君、陳嘉瑜、徐　凡、曾人和。
職業重建組 (含工作強化
/職災 /職務再設計 )

黃婉茹 李騏任、葉俞佐 、林承瑩。

職業安全衛生組 黃盛祥 王笠軒、巫文安、吳鴻順、林育陞、洪嘉駿、陳姵君、
陳盈如、黃怡文、黃繶宸、黃　中、楊馥嘉。

司法與成癮戒治組 黃耀興 周雅旼、陳柏宏、蔡宗勳
精神復健組 陳德群 王三平、呂家誌、沈明德、胡世睿、陳俊銘、唐世芬、

黃婉茹、廖敏玲、簡松練、蘇俐文。
學校系統組 鄭孝梅 王晴瓏、胡智坤、郭穠榛。
輔具與燙傷組 張瑞昆 吳岱鋼、陳坤村、梁文隆、張　開、張佩玉。
人力資源組 黃上育 巫文安、沈明德、曾人和、周雅旼、陳德群、劉昌誠、

謝彥緯。
媒體推廣小組  柯宏勳、蔡佾錄、廖書毅、黃炳璋、劉浩瑄、劉國政、

沈明德、歐　風。

 優良職能治療師獎審查委員會
主委 林清良
委員 周映君、林克忠、高麗芷、張瑞昆、楊國德、褚增輝、張自強、張玲慧、王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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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會照片懷舊

一、交接

第四、五屆理事長交接 
左起：褚增輝理事長、楊國德常務監事、張自強理事長

第六、七屆理事長交接 
左起：張自強理事長、楊國德常務監事、王珩生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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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代表大會

103.03.16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合影

106.03.12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合影

108.03.17第六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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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8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10.11.07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優良治療師精英獎頒獎

110.11.07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08.03.17第六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張理事長自強（中）與工作人員合影

108.03.17第六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優良治療師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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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1學術研討會假長庚大學與會人員合影

107.07.01學術研討會

107.07.01學術研討會

三、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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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能治療師法修法

109.03.10拜會陳柏惟立法委員，前排左起： 
陳德群委員、王珩生理事長、陳柏惟立法委員、 
張自強監事、陳明義候補監事、李元暉理事； 

後排左起：吳益芳委員、沈明德理事、紀彣宙教授、 
黃上育監事、黃盛祥理事

109.07.07拜會吳玉琴立法委員，左起：吳明順常務監事、 
張自強監事、王珩生理事長、呂家誌委員、吳玉琴立法委員、 

李元暉委員、吳菁宜委員、劉昌誠秘書長

108.04.23職能治療師暨物理治療師法修法公聽會：參與
人員合影，左起：李元暉副秘書長、王珩生副理事長、 

紀彣宙委員、張自強理事長、吳菁宜主委、 
馬海霞治療師、黃上育常務理事、黃盛祥理事

107.10.19拜會林靜儀立法委員，左起：黃上育 
常務理事、沈明德監事、林靜儀立法委員、 
林睿騏秘書長、張自強理事長、王珩生副理事長

108.09.17職能治療師法修法研議公聽會， 
左起：李元暉副秘書長、王珩生理事長、 

張自強監事、張玲慧教授、 
紀彣宙教授、黃盛祥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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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02拜會吳玉琴立法委員，左起：黃上育監事、吳明順 
常務理事、吳玉琴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主任、吳玉琴立法委員、

王珩生理事長、陳宜男委員

109.10.23拜會王婉諭立法委員，左起：劉昌誠秘書
長、紀彣宙教授、呂家誌委員、王婉諭立法委員、 
王珩生理事長、吳明順常務理事、簡才傑常務理事

109.12.12拜會莊競程立法委員，左起：劉秀之常
務理事、王珩生理事長、莊競程立法委員、 
吳明順常務理事、簡才傑常務理事

109.12.11拜會蔣萬安立法委員，左起：吳明順常務 
理事、呂家誌委員、黃上育監事、王珩生理事長、 
蔣萬安立法委員、張自強監事、葉俞佐副理事長、 

劉昌誠秘書長、簡才傑常務理事

110.04.21拜會林奕華立法委員：左起：呂家誌委員、
王珩生理事長、林奕華立法委員、 
紀彣宙教授、黃上育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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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輔具展

106.07.21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左起：吳明順委員、物理治療師、 
王珩生副理事長、鍾亞融委員

106.07.21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合影， 
左三：沈明德監事、左五：張自強理事長

107.07.19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 
左起：吳益芳理事、顏吟珊委員、侯雅倫委員、 
張自強理事長 、晁禾醫療創新科技執行長林昶霆

107.07.19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 
左起一至四：吳益芳理事、北市公會總幹事 
侯雅倫、北市公會常務監事龔宇聲 、晁禾醫療 

創新科技執行長林昶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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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25 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蒞臨 ATLife臺灣輔具暨 
長期照護大展開幕典禮，張自強理事長出席參加

108.07.25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左二至四：
晁禾醫療創新科技執行長林昶霆、柯宏勳理事、 
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右起：侯雅倫委員、 

張自強理事長、黃上育常務理事

109.07.30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左起：呂家誌委員、蔡佾錄常務理事、 

葉俞佐副理事長、輔仁大學職治系施以諾主任

109.07.30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左起：雲林公會吳泓俞理事、吳岱鋼委員、 
王珩生理事長、蔡佾錄常務理事、黃上育監事、

雲林縣公會劉家儼監事

109.07.30 賴清德副總統與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蒞臨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開幕典禮，王珩生理事長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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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06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1)， 
左起：蔡佾錄常務理事、李建璋治療師、林啟平治療師、

呂宜芬治療師、王珩生理事長、徐永博委員、 
劉國政理事、呂忠益委員

110.05.06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 (2)， 
左起：蔡佾錄常務理事、黃上育監事、 

王珩生理事長、台灣康復醫學發展協會祝旭東 
理事長、徐永博委員、林啟平治療師、 

右前：呂忠益委員

110.05.06 王珩生理事長參與 ATLife臺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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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樂齡展

105.11.17 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1)， 
左起：謝彥緯理事、張瑞昆常務理事、

參展來賓、張自強理事長、 
吳宜燁治療師

105.11.17 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2)，左起：謝彥緯理事、
張自強理事長、陽明輔具中心李淑貞主任及兩位友人、 

張瑞昆常務理事

106.11.02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左起：謝彥緯委員、黃璨珣治療師、張自強理事長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74

107.11.01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2)，梁文隆 
副秘書長、張自強理事長、長照司周道君 
副司長、林文雄執行長、長照司姚雨靜 
簡任秘書、衛廣遠聖功醫院職能治療組長

107.11.01張自強理事長參與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剪綵典禮

107.11.01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1)， 
張自強理事長與參展人員合照

107.11.01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3)，參展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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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31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左起：周映君委員、 
王珩生副理事長、張瑞昆理事、李元暉副秘書長

110.11.11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左起：衛廣遠委員、王珩生理事長

110.11.11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剪綵典禮

110.11.11於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中設立攤位 
向民眾推廣職能治療專業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76

七、國際交流

107.07.01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韓國職能治療學會聯合學術研討會

107.07.01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韓國職能治療學會聯合學術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109.01.17 2020 Taiwan-Okinawa Joint Symposium，
左起：王珩生副理事長、呂淑貞理事、張自強 
理事長、吳菁宜理事與日本沖繩代表合影

109.01.17 2020 Taiwan-Okinawa Joint Symposium (2)

109.01.17 2020 Taiwan-Okinawa Joint Symposium (1)

109.01.17 2020 Taiwan-Okinawa Joint Symposiu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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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福總盟感恩餐會

108年社福總盟感恩餐會

108年社福總盟感恩餐會，左起：馬海霞治療師、 
柯宏勳理事、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 
張自強理事長，林睿騏秘書長、 

及黃上育常務理事

108年社福總盟感恩餐會，左起：黃上育常務理事、
林睿騏秘書長、楊國德常務監事、張自強理事長， 

及柯宏勳理事

108年社福總盟感恩餐會，左一：張自強理事長、 
右二：柯宏勳理事、右一：林睿騏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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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8社福總盟感恩餐會 (1)， 
賴清德副總統蒞臨指導

110.01.18社福總盟感恩餐會

110.01.18社福總盟感恩餐會 (2)，左起：吳益芳委員、葉俞佐副理事長、鍾裕智理事、
劉國政理事、張自強監事、毛慧芬教授、李元暉理事、吳玉琴立法委員、吳菁宜委員、
王珩生理事長、簡才傑常務理事、郭立昌委員、劉浩瑄委員、歐風理事、蔡佩君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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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0年春酒暨蔡英文總統、陳時中部長、諶立中司長蒞臨

110.03.14春酒暨蔡英文總統、陳時中部長、諶立中司長蒞臨 (2)

110.03.14春酒暨蔡英文總統、陳時中部長、諶立中司長蒞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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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14春酒暨蔡英文總統、陳時中部長、 
諶立中司長蒞臨 (4)，左起：葉俞佐副理事長、 
楊國德常務監事、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 

王珩生理事長

110.03.14春酒暨蔡英文總統、陳時中部長、諶立中司長蒞臨 (5)

110.03.14春酒暨蔡英文總統、陳時中部長、 
諶立中司長蒞臨 (3)



未來展望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82

新加坡職能治療的過去、現在、 
未來展望

新加坡的職能治療服務始於 1948年由英籍職能治療師在新加坡中央醫院

創始第一個職能治療部門。過去 70多年來職能治療專業、教育和法案等經

歷了巨大變革，從編織竹籃的專家到目前在評估日常生活功能，支持個案參

與有意義性的職能活動方面等受到認可。 

目前發展

根據衛生部（Ministry of Health）的聯合健康專業委員會（Allied Health 

Professions Council, AHPC）2021年度報告，截至 2021年底共 1381位職能

治療師在新加坡登記，其中約四成在急性醫院體系服務、約兩成在社會福利

機構服務，例如護理之家、特殊教育學校、日間活動中心等，其餘在社區醫

院、私人機構、政府機關服務。

個案接受職能治療服務大多需要醫師轉介。常見的轉介原因為評估病人

出院後自我照護的能力和推薦出院後需轉介服務。轉介職能治療的科別和時

程並不受限制，病人的診斷可涵蓋神經、骨科、癌症到感染性疾病等，或功

能性退化，因此職能治療師需要了解各種疾病、相關的醫療介入和病程變化，

以適當地評估和預期出院後病人的功能性表現和提供治療。病人若有長期復

健需求時，可進入社區醫院參與三到四周的復健再回到家中，若家中無法照

護時，病人可進入護理之家接受復健和照護。社區職能治療服務例如日間復

健中心或居家治療等也可以提供長期的職能治療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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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職能治療師協會的歷史和角色

新加坡職能治療師協會自 1975年成立以來，透過代表職能療專業參與國

內外會議、建立職能治療服務準則、為個案群體的權益發聲、提供繼續教育

以及透過研究經費支持治療師從事研究，以強化職能治療專業的品質與促進

職能治療服務的廣泛使用。本協會持續於國際上代表新加坡職能治療專業，

譬如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亞

太職能治療區域小組（Asia Pacific Occupational Therapy Regional Group）、

東亞職能治療交換會議（East Asian Exchange Meeting）等。此外，本協會

為了促進職能治療師的技能，也在各種領域組成特殊興趣小組定期分享各種

主題，以及舉辦相關課程或證照訓練，例如園藝治療和動作處理技巧評估表

（Assessment of Motor and Process Skills, AMPS）。為促進本地職能治療師

交流，本協會也舉辦年度職能治療部門負責人會議以及職能治療師會議。

年度職能治療部門負責人會議，2019年 新加坡職能治療會議上，個案與職能
治療師的對談，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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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出版多項職能治療服務準則（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和資源指

南（resource guide），包括遠距醫療資源指南、遠距兒科職能治療資源指南、

動力行動輔具（Powered Mobility Aids）評估與推薦等。這些大多由個人或組

織義務撰寫，協會則提供諮詢和支持。以累積更多在地化的職能治療實證，

本協會從 2008起提供研究獎金供會員爭取。

透過社群網絡、新加坡職能治療師日、報章雜誌文章等，協會持續在新

加坡國內向社會大眾宣傳和拓展職能治療專業的認識。例如 “A day in the 

life of an _________ OT”2020年 1月開始以專題訪問 19位不同領域的職能

治療師，例如安寧照護、駕駛評估與復健、新生兒加護病房、社會福利機構

執行長等。協會也持續透過每年 1月 11日慶祝新加坡職能治療師日，提供

主題與贊助金邀請個別機構的職能治療部門共同慶祝，例如 2022年的職能

治療師日本協會邀請了不同機構的職能治療師分享他們如何支持和強化個案

參與社區活動，多位職能治療師也擔任了真人圖書館（Human Library）的角

色與大眾在線上對談。協會也製作了“What matters to you?”別針，發送給

全國會員，以強調職能治療以對個案有意義的目標為治療目標。

新加坡本地職能治療師訓練

在 1950年代初期，新加坡衛生部提供獎學金支持新加坡人到英國以及

澳洲等國取得職能治療學位後回國服務。1992年衛生部撰寫的政策藍皮書建

議成立新加坡本地的職能治療訓練課程以滿足日後復健需求，該年新加坡三

年制職能治療學位便在南洋理工學院（Nanyang Polytechnic）成立，並獲得

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的認可，為新加坡唯一的職能治療教育。南洋理工學院

職能治療學程在 2016年停止招生，由新加坡理工大學（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接替，提供四年制榮譽學士學位，每屆招收約 100位學生。目

前新加坡理工大學也提供學士後老人照護學程，以及臨床科學碩士和博士的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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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專業執業法案

在 2013年 4月職能治療、物理治療以及語言治療同步成為需要向新加坡

政府登記的健康照護專業。職能治療師受到衛生部下的聯合健康專業委員會

管理。新加坡本地畢業生及獲國外受聯合健康專業委員會認可的學位的畢業

生在第一到兩年內需要在受監督之下執業 （conditional registration），展現

安全性以及專業能力後，才能成為完全認可（full registration）的職能治療師。

若是聯合健康專業委員會不認可的學歷，則需要先通過資格考以獲得資格 

執業。

新冠肺炎的挑戰以及未來展望

對全世界以及專業來講，新冠肺炎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也同時激

發了職能治療師與協會的創造力、毅力以及跨領域的合作。在疫情的高峰時，

新加坡理工大學第一屆學生迎新，由南洋理工學院最後一屆的學生主辦，
以傳承職能治療學生團體的活動經驗，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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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支持整體醫療體系的需求，例如從事社區篩檢工作、使用遠距醫

療系統提供服務以及參與肺炎後復健團隊。 

疫情的情勢也提高了新加坡公民與政府對於初級衛生保健（primary 

health）的意識，以及人口健康（population health）的重要性。這也促使新

加坡衛生部和聯合健康專業委員會鼓勵各專業在這方面創新發展。新加坡職

能治療師協會因此組織“健康 SG計劃”專案組，展現職能治療在初級與社

區衛生保健領域的優勢與貢獻。此外本協會也繼續在不同領域發展職能治

療，例如提供低視能復健、進入非特教學校提供服務等。職能治療專業將持

續倡導社會多元共融與參與，展現我們具有無限潛能以及富有意義的專業！ 

職能治療師著個人防護設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以協助篩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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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職能治療協會連絡方式

Email: saot@live.com 

Website: https://saot.org.sg 

Instagram: @saotsg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AOT.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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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職能治療概況

欣逢全聯會 20周年，深表慶賀。也感激能有機會在此提供些許日本職能

治療相關資訊。希望能藉由他山之石讓台灣的職能治療更加蓬勃發展。

一、職能治療的歷史與發展

日本的職能治療思想起自於 20世紀初的明治維新時代。當時自德國留學

歸國的精神科醫師吳秀三帶進了歐洲的人權思想與人道主義，主張對精神病

患進行開放性治療與職能活動。1901年吳氏在公立精神科醫院巢鴨醫院導入

了「移導治療」，此為當時歐洲流行的職能治療（以尊重病患個人的尊嚴來

對待，而非因恐懼而壓制為原則，利用家庭式的和樂氣氛與宗教的沉靜且強

而有力的影響力進行，農業活動與手工藝等等的運動與活動，以及病患個人

喜好的活動，特別是可以刺激個案的理性的自然科學活動，鼓勵病患從事），

與遣散療法（發洩抑鬱心情的治療，類似於今日的娛樂治療）合併的治療方

法。他所主張的移導治療不僅僅是散心轉換心情與注意力，還包括把因為精

神疾患而脫離正軌的觀念移至健全的方向。吳氏認為「無所事事空度時光反

而對健康有害。鼓勵其從事配合此人的身心，不使其過於疲勞，且有興趣的

活動，可培養病人的自信與意志力，減輕病狀」。繼吳秀三後，加藤晉佐次

郎，菅修等精神科醫師也以同樣方針對精神病患進行治療，對精神領域職能

治療做出導航者般的貢獻。

生理領域及小兒領域的職能治療始於對結核病患的療養與小兒麻痺患者

的治療。19世紀後半至 20世紀中期結核病在日本大流行，對於結核病患當

時是以隔離療養為主。為避免無事可做的慢性療養生活的弊害，專長於結核

病治療的醫師新井英夫與野村實主張除了適當的休息以外，也須提供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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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能活動，幫助患者的體力回復，並讓患者藉此回復自尊與生活意願。此

理念與吳氏所提出的移導治療異曲同工。1940年代流行的小兒麻痺症導致多

數兒童受到感染引發肢體障礙的後遺症。對這些兒童不僅僅是治療，骨科醫

師高木憲次更提出療育的觀點，主張醫療、教育、生活指導、職能與職業訓

練等一貫的體制。高木氏的目標是希望身體障礙的兒童們（以及因戰爭造成

的肢體障礙的成人）透過這一貫性的療育，克服身體上的障礙，培養出強而

有力的精神力與生活自立的能力，日後有自己生活的力量。高木氏的主張為

日本復健醫學畫出日後的雛型。

1950年身體障礙者福利法施行後，全國各地設置了「身體障礙者更生指

導所」，為入所患者進行更生指導，進行職能活動與職業訓練。但活動的目

的與內容混同不明，專業人員的訓練亦顯不足，骨科醫師田村春雄等提出正

確評估，選擇適合患者的職能活動，以及專業的職能訓練人員的重要性。田

村氏認為，在復健醫學領域中，物理治療以運動能力回復為主要目標，而職

能治療利用在物理治療訓練中所獲得的運動能力轉換於各項生活活動機能，

發揮於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上。相較於單一運動機能訓練為主的物理治療，

配合患者個人興趣與生活目的的職能治療為高度的綜合機能訓練，但兩者難

以分割，而是互補以增進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與增加就業職種的可能性。田

村氏的主張確立了日本復健醫學中的職能治療。

1965年「物理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法（理學療法士及作業療法士法）」

通過，成為職能治療與物理治療的法源依據。此法對於職能治療的定義為：

「職能治療」是為回復身體或精神障礙者的應用性動作能力與社會適應能力，

利用手藝，工作或其他職能為主的療法。「職能治療師」是取得厚生勞動省

（相當於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的執照，利用職能治療師的職稱，在醫師的指

示下執行職能治療的專業人士。同法對於物理治療的定義則是：為回復身體

障礙者的基本動作能力，利用治療體操與其他的運動，以及加上電氣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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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溫熱與其他的物理性手段為主的療法。經過數十年的社會變遷與醫學

進步，對職能治療的「手藝，工作或其他職能」的解釋有再度澄清的必要，

2010年厚生勞動省醫政局提出了具體的說明：「手藝工作或其他職能包含了

以下的各活動：移動，進食，排泄，沐浴等日常生活活動相關的訓練；家事，

外出等工具性日常生活訓練；增進職能持久力，修得職能執行順序，適應職

場環境等與就職相關活動的訓練；使用輔具等相關訓練；出院後的住家環境

適應訓練，發展障礙與高次腦機能障礙的復健訓練，希望職能治療師能積極

活用」。此項說明再度確認了職能治療從事的職能活動的範疇。

物理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法通過以後，1966年日本職能治療師協會

（Japan Occupational Therapist Association, JAOT）成立，當時設立宗旨與目

標為促進職能治療的普及與發展，確立職能治療師的專業地位與執業內容，

促進會員間的相互聯絡，與其他復健相關團體合作，以及加入世界職能治療

師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WFOT）等等。設立當初

僅有會員 18名。經過 50多年的成長，現在會員已達 6萬人以上。協會中並

設有學術部，教育部，制度政策部，國際部，公關部，災害對策室等等數十

個部會，由公益的角度促進職能治療在社會的普及與發展，支援國民的健康

生活，為一結構嚴謹組織龐大的機構。

二、職能治療師養成教育

前述更生指導所中的職能活動內容混同的問題，讓專業教育養成與業務

內容確立的制度化更顯需要。考察歐美各國的教育制度，並與世界衛生組織

顧問等專家的商討，經過多次審議，終於在 1963年設立了職能治療師與物

理治療師最起初的教育機構－國立療養所東京醫院附設復健醫學院。招收高

中畢業生，修業 3年。除了學習一般基礎教養科目 510小時外，還要履修

1400小時的專門科目與 1800小時的臨床實習。每年招生名額為 30名，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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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僅收 20名（PT 15名，OT 5名）。而且在當時職能治療與物理治療

的名稱尚未確立，暫時以 OT、PT稱呼。

在第一屆學生畢業前一年，物理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法通過，並在細則

中訂定了國家考試應考資格，教育機構的基準，必須修習之科目內容等等。

之前於更生指導所從事職能治療工作者得以特例身分應考。第一次的國家考

試應考者 60名，包含國立療養所東京醫院附設復健醫學院的畢業生 5人，

但合格者僅有 20人。5名為畢業生，15名是以特例身分應考的職能治療從

事者。

有法源依據後，職能治療師的養成教育逐漸增加，但以國立療養院附設教

育機構為主，由厚生勞動省管轄。1979年金澤大學開設 3年制的短期大學，職

能治療教育的推進與管轄自此逐漸移至文部科學省（相當於行政院教育部）。

職能治療師養成教育自起初即是以專科教育為先，3年制的課程中包含

了基礎教養，專門科目與臨床實習。為養成能配合社會多樣化需求的人材，

2020年厚生勞動省與文部科學省改訂教育課綱，要求所有養成教育機構符合

指定規則，而 JAOT也配合政府的方針製作了職能治療教育導引（guideline）

與設計職能治療模範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 model），並為臨床實習準備

了臨床實習手冊與臨床指導指南。教育導引點明了必修科目的學分與時間，

包含臨床實習的時間數以及領域內容，以及各個必修科目的學習目標與內容。

必修學分為 101學分，其中臨床實習為 22學分。1週以 45小時計算，

臨床實習必須有 22週。鑒於目前一般大學的平均畢業學分為 124學分，101

學分的必修加上一般教養選修科目等，要在 3年內修習完畢對學生與教育者

都是一大負擔，因此 4年制的教育逐漸成為主要流向。1992年廣島大學開設

的第一所 4年制職能治療的大學教育課程，此後新設的大學課程或 3年制短

期大學改制為 4年制大學，專科教育延長為 4年等等的教育改革措施在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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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以往國立療養院附設教育機構也逐漸以閉校或改制應對。目前全國約

有 208所職能治療師養成學校，其中將近半數（98校）為大學，4年制的教

育學程學校有 144校。除了符合日本本國的教育規定，有近 150校為WFOT

認可之教育機構。1996年廣島大學在第一屆職能治療學士畢業生出現時開設

了研究所，此也為第一所職能治療的研究教育機構，1998年開設博士課程，

此後國公私立大學的職能治療研究所逐漸擴展至全國各地。

為確認職能治療畢業的學生具備必要的知識與技能，在成為職能治療師

擔任職能治療業務之前必須取得國家資格。國家考試 1年舉行一次，自 1966

年第一次國家考試以來已經舉辦過 57次。2022年應考者 5723人中 4608人

及格，及格率約 80%。至目前為止日本的職能治療師已超過 10萬人。

三、職能治療師活躍領域

根據日本職能治療白書 2015的記載，在醫療機構從事職能治療師業務

的 JAOT會員有 3萬 4千多人，占就業中的職能治療師的四分之三以上。

其中又以一般醫院為主，占 50%以上。精神科醫院從事職能治療業務者有

12.9%。醫療機構以外的工作單位則以社會福利機構為多。於老人福利法相

關機構（例如老人之家等等）有 4%，兒童福利法相關機構有 1.6%，長照保

險法相關機構（例如長照保健機構，訪視機構等等）有 10%以上。其他也有

在教育單位，例如養護學校，職能治療教育機構，或是地區政府的保健中心，

高齡者服務課，健康增進課等等。

職能治療的對象個案自新生兒至終末期高齡者，年齡範圍非常廣大。以

對象為分類可簡單分為兒童發展領域，身體機能領域，精神機能領域，高齡

領域。鑒於協助個案在社區中獨立生活，確保生活環境的重要性日增，社區

成為職能治療的第五領域。以醫療病期分類，可分為急性期，回復期，生活

期，終末期。長照保險更在之前增加預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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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法律中定義「職能治療」的目的是為回復身體或精神障礙者的應

用性動作能力與社會適應能力，醫療保健等機構對於職能治療的需求以「改

善」，「維持或代償」各項基本機能，應用機能，與社會性適應能力，以及「環

境適應」等等。例如運動機能，感覺知覺機能，認知心理機能等基本機能，

起居動作能力，知性精神能力，溝通能力等各項應用機能，以及日常生活活

動能力，社會生活適應能力，就職、就學，休閒活動等社會適應能力。此外，

調整與利用物理性環境，活用社會環境資源，支援利用各項服務制度等等也

是職能治療被期待的目標。

四、職能治療的課題與日後展望

筆者在日本居住多年，觀察日本社會情境與職能治療，認為職能治療在

日後的社會發展中面臨以下幾項課題。

１.人口減少與高齡化

日本自 2008年人口達 12,808萬後開始逐年減少。推估 2048年將減至

1億人以下，然而高齡者比例逐年增加。2021年 65歲以上高齡者佔總人口

比例為 28.9%，其中 7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 14.9%，超過 65-74歲人口的

14.0%。推估 2065年時約每 2.6人就有 1人是 65歲以上，每 3.9人有 1名 75

歲以上高齡者。高齡者的平均壽命與健康壽命也逐年增高。2019年的資料顯

示男性平均壽命為 81.41歲，健康壽命為 72.68歲；女性平均壽命為 87.45歲，

健康壽命為 75.38歲。所幸 65歲以上高齡者中自覺健康程度在普通至良好狀

態者無論男女均超過 7成。但如何保持高齡者的身心健康，縮小平均壽命與

健康壽命的差距，是醫療相關人員的一大課題。

職能治療在高齡者領域的目的是提高個案每天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動性，

鼓勵透過從事職能參與家庭與社會生活，支援自我實現，促進個案的健康與

幸福。無論是否有身心機能造成的不便，無論是獨居或入住於機構，職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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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師對於高齡者個案必須有使命感支援個案健康安寧的高品質生活。從預防

期開始培養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與運動機會，以延長健康壽命。急性期與回

復期的醫療之後，生活期的機構復健，家庭訪視，日間照護，至終末期的安

寧療養，職能治療可在各階段發揮專長為個案提供適切的服務。

２.醫療的發展與進化

在醫學發展日新月異的現代，以往被認為是不治之症的疾患，現在已由

新興醫學達到亮眼的治療效果或有藥物控制。醫療體系中的職能治療對象疾

患也廣泛增加。以往臨床上極少接觸到的難病患者或新興疾患的後遺症患

者，為增進維持日常生活必須的基本機能與應用機能，都有可能接受到職能

治療。因此職能治療也必須進化，不可墨守成規。如何提供有效果高品質的

職能治療，臨床的鑽研不可或缺。在平常忙碌的工作當中累積職能治療實證

經驗進行臨床研究，應當受到職場的鼓勵與積極推行。目前 JAOT就有鼓勵

投稿臨床個案經驗的制度。此制度除了累積職能治療的臨床經驗以外，也可

讓未接觸過此疾患的職能治療師有學習的機會，藉此集思廣益，促進職能治

療的發展。

在此同時，在職職能治療師各自補充進行研究時所必須的知識與技巧亦

不可或缺。前述日本職能治療的大學與研究所已擴展至全國各地，具有博士

學位的職能治療師也不少，但可惜集中於研究或教育機構，具有碩士或博士

學位的臨床職能治療師仍算少數。希望透過職能治療的在職教育與研修制

度，提高臨床職能治療師的研究能力。醫療機構與研究機構的共同研究也將

是日後可行的辦法之一。

３.社會的多元性與生活的多樣化

二十一世紀的社會與以往大不相同。古早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生活

觀早已變遷，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商家處處可見。一男一女與子女的核心家族或

是三代同堂也正在逐漸演變，同性婚姻或終身未婚的獨居世代已不以為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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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多元化多樣化的社會中，個人對健康的定義以及對職能治療的需求也就有所

不同。雖然上述仍有 7成職能治療師服務於臨床醫療單位，但社會福祉單位，

教育與社區等對職能治療的需求是逐年增加當中。JAOT推行 55計畫，希望

日後有 5成的職能治療師在醫療領域，5成在長照，保健，福利，教育等領域

提供職能治療，利用己身具備的醫療專門知識貢獻己力於社區整體。

此社會趨勢暗示我們，職能治療師除須具備固有的醫療相關知識外，也

必須為配合多元化社會具備教養知識，例如外文，法律，歷史，哲學等。以

往大學的教養科目可能被認為是營養學分或是調劑身心的科目，但對各式各

樣的個案從事職能治療時，這些教養知識將有可能變成隨時必須運用的常

識。例如筆者曾經在老人養護機構中遇過韓國籍的個案。韓文與韓國的歷史

地理是每次相見時的話題。職能治療專業團體也應開放胸襟，引導非醫療臨

床的職能治療師加入，例如生活用品設計開發的企業員工，保險銀行業的從

業人員，有職能治療執照的公務員等等。各種不同背景的職能治療師的經驗

分享將可促進職能治療師們擴展視野與加速日後發展。

結語

台灣自民國 59年國立台灣大學培養職能治療師開始至今已經超過 60年，

職能治療師法自民國 86年公佈至今也已 25年。此篇介紹了日本職能治療 50

多年來的發展與現狀。為了台灣職能治療的發展，未來我們仍有許多部份必

須努力加油。希望藉由此篇成為了解日本與其他國家的職能治療的契機，幫

助我們未來發展之路越寬越順，我們能走的更好更穩。

王治文

日本東北文化學園大學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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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驗

筆者目前在英國以職能治療生的身份，在精神科急性病房工作滿七個月。

目前從事的工作為心理（精神）和生理領域，本篇謹以我的所見所聞分享英

國職能治療的現狀。

有病人的地方就有職能治療師

基本上從醫院到社區，幾乎各科別都有職能治療師。以醫院成人生理的

領域為例，除了我們熟悉的復健科、外科、血液腫瘤科、老年醫學科等，諸

如幹細胞移植、安寧緩和醫療、COVID 復健、加護病房、超急性（hyper-

acute）中風病房（中風 24小時內治療介入），也都會配置職能治療師，還

有救護車隨行職能治療師。精神領域也有各式各樣的分科或機構有職能治療

師，例如周產身心科（perinatal mental health，服務對象為備孕、懷孕中與產

後的婦女）、自閉症服務單位（specialist autism service）、司法（forensic）

精神科、監獄等。此外，在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社福單位、輔具提供單位、

街友支持單位（homeless health inclusion team）等，也都能見到職能治療師

的身影。

公營醫療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與薪資分級 
制度（band system）

英國的公營醫療服務（以下簡稱為 NHS）跟台灣的健保體系相似，主要

經費來源是稅收、以及民眾的保險費用。除了提供給英國本國民眾外，合法

居留的居民也可以接受 NHS的服務。服務的範疇由醫院到社區、從住院到出

院，服務內容完整。2004年 NHS引進了醫事專業人員（非醫師）的分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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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NHS band system），核心概念為「Equal pay of work for equal value」，

強調同工同酬。此分級制度，數字從小到大，愈大代表愈高階。高階的醫療

專業人員需承擔行政業務，包含人員管理、拓展服務項目、與提升服務品質。

一般而言，剛取得學位、開始職業的職能治療師為 band 5；而 band 8 為最高

級，管理橫跨多機構的職能治療團隊。許多人因偏好較高的臨床業務比例，

而選擇停留在偏好的階層而不繼續往上升，此現象在英國很常見。此分級制

度與台灣職能治療師學會推動的專業能力進階制度相似，然而英國 NHS分

級制度有提出對應的酬勞等第，供治療師所屬單位作為參考。

職能治療服務內涵

相較於台灣，英國職能治療師負擔的個案量較低，可以分配給個案的時

間也較長。以我所在的病房為例：總共有 17 床，職能治療團隊包含 1位職

能治療師、1位職能治療生，以及 1位活動人員（activity worker）；職能治

療師會把一些評估和治療介入交給職能治療生執行，而團體活動全部交由職

能治療生和活動人員負責。職能治療師將時間主要用於進行初評、居家評估，

還有聯絡社區單位、出院規劃與連結資源。尤其在我的單位，很多個案是無

居所的（homeless），各項職能治療評估會是出院安置的重要參考依據。以

下為英國實務經驗的分享：

 初評：除了搜集資訊以了解個案的功能、治療需求與期待，受限於個案能

力，治療師經常需要聯絡個案家屬或社區單位。在台灣，聯絡個案家屬或

社區單位的工作主要由社工協助。

 日常生活功能（ADL）評估：經常採用情境式評量，其中經常做的一項 

ADL 評估是廚房評估（kitchen assessment）（註：英國外食費用相當高，

故準備 /料理食物是非常重要的一項職能）。個案會在 ADL 廚房，從頭

到尾完成一道他常吃的菜餚，需要時更會從外出採買食材開始評估（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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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shopping assessment）。另外，因泡茶也是一項英國人的重要職能，

熱飲評估（hot drink assessment）常用作初步的評估。

 居家評估：實際陪同個案走進家中，做日常生活功能與環境評估。

 床邊職能治療（bedside occupational therapy）：生理領域的病房，坐姿擺

位為例行評估。原則是盡量不讓個案臥床，所以會評估個案的坐姿平衡建

議合適的座椅。

 風險評估：在精神領域，評估個案各項風險與精神狀態（mental state）時，

將風險評估細分為以下：對自己的危害、對他人的危害、他人對自己的危

害、物質濫用等。

 病人權益：在提供職能治療介入時，通常會是採取邀請、鼓勵、給予選擇

空間的態度，非常尊重個案的意願（被拒絕是很常見的事）。

 輔具資源：輔具基本上完全免費，不論是傳統或者科技輔具，治療師可依

個案需求提供最適合個案的輔具建議。少了金錢的阻礙，個案使用輔具的

意願也相對提高。

緊密的跨專業合作

在病房，所有的醫療專業人員（不論醫師、護理師或職能治療師），甚

至個案自己，都可以轉介個案給職能治療團隊。

這仰賴密切的跨專業溝通與合作。在我所屬的單位，每天早上都有交接

或跨專業會議，參加會議的專業包括：醫師、護理師、藥師、職能治療師、

心理師、居住支持人員與出院規劃人員，任何一個成員發現治療需求都可以

轉介。相較於在台灣的經驗，在英國各個專業都很尊重彼此，醫師也常常詢

問職能治療師的意見。聯合治療（跨專業同時進行治療活動）相較於台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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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常見。而跨專業合作更不僅止於病房內，在我的單位，職能治療師很常

需要接洽社區單位，以搜集資訊（如個案入院前的功能表現）或進行出院準

備和規劃。

總結

英國的整體醫療環境，鼓勵發現需求，而後拓展服務（如近兩年成立的

COVID 復健）與提升專業分工（以我的單位為例，因為有職能治療生、活動

人員與出院規劃人員分擔業務，職能治療師可以將較多時間用於治療決策、

提供較完善與個別化的介入）。團隊裡每個人都被重視與尊重，一起嘗試摸

索、慢慢建構出滿足個案需求的服務。

最後，恭賀職能治療全國聯合會成立 20周年，非常感謝全聯會的邀請，

讓我有機會在全聯會 20周年特刊上分享這段個人於異地學習的經驗，希望

這段簡短的分享能為一起持續努力的人們帶來一些新的想法，共同為職能治

療未來發展盡一份力。

林子群

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畢業生

現就職於 Sussex Partnership NHS Foundation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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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暨相關教育在香港：經驗分享

源起

感謝柯瑋婷老師推薦以及邀稿，讓筆者有機會在全聯會 20周年特刊

上分享個人於 2016年 1月至 2020年 8月在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所經歷的教學經驗。希冀這個簡短的分享能促進國內職能治療之發展，讓筆

者對國內職能治療略盡一份棉薄之力。

香港職能治療及相關教育之發展歷史

香港對於職能治療的稱呼為職業治療（但本文仍以職能治療來稱呼）。

香港最早的職能治療起源於 1949年，由港島一間精神醫院聘用手工藝師

傅開始（Jenks, 1988）。但直至 1953年，才由瑪麗王后醫院（Queen Mary 

Hospital）開啟第一個正式的職能治療服務（Jenks, 1988）。直到 1978年，

香港成立香港職業治療管理委員會並在香港理工學院（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為香港理工大學之前身）開啟第一個職能治療學程（畢業後取

得文憑，diploma）；1981年在三個公立醫院的職能治療部門成立臨床教育

單位；1985年成立職能治療學術期刊（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之後更名為 Hong Kong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1990年第一間私人職能治療診所成立；1991年在香港理工學院

的職能治療學程晉升為學士學位學程（畢業後取得學位，degree）因為香港

理工學院於 1994年轉變為香港理工大學；1995年香港理工大學提供第一個

職能治療相關的碩士學位學程；1998年職能治療學士學位學程晉升為榮譽

學士學位學程；2000年社會福利部（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成立一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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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架構並允許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有更高的

自主性和彈性提供所需服務，進而讓香港非政府組織在職能治療服務上有很

高的需求；2002年香港理工大學成立第一個和職能治療相關的博士學位學

程；2011年香港理工大學成立第一個初階職能治療碩士學位學程（entry-level 

master OT degree；兩年學程包含完成臨床實習 1000小時）；2012年職能治

療榮譽學士學位學程從三年制轉為四年制（因應香港將大學學制從三年轉為

四年）；2013年香港東華學院（Tung Wah College）成立第一個私立職能治

療榮譽學士學位學程（Wong and Fong, 2013）。

香港職能治療之課程安排暨實習

在香港理工學院開啟第一個職能治療學程之前，香港的職能治療訓練來

自於留學。香港政府提供公費獎學金讓優秀人才到海外學習職能治療（主要

去澳洲或是英國）。

爾後，當香港理工學院開始職能治療學程時，師資包含學成於英國的印

度裔職能治療師 Baboo Dasari、學成於紐西蘭的馬來華裔職能治療師 Pauline 

Jenks、英國裔職能治療師 Jennifer Creek、Kit Sinclair、June Spark、Angela 

Novak以及一位學成於澳洲的香港裔職能治療師 Philip Chan（Lee, 2016）。

而目前（2022年）香港理工大學內共有兩位台灣老師，分別為畢業於台大職

治並取得澳洲蒙納許大學職能治療學博士的簡啟文教授以及畢業於成大職治

並取得成大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博士的王淑美教授。除此之外，香港理工大

學亦有來自奧地利並畢業於維也納醫科大學攻獲臨床腦神經科學博士的認知

心理學家 Georg Kranz教授協助心理暨神經生物學相關之課程。除了上述三

位老師外的師資皆為香港人。

每一屆榮譽學士學位學程的職能治療學生人數為 100人；每一屆初階職

能治療碩士學位學程的學生人數為 48人。東華學院的師資則皆為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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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包含榮譽學士學位學程和初階職能治療碩士學位

學程）或是東華學院，學生只要畢業後就可以直接取得香港職能治療師證

書。然而，若是從其他國家取得符合世界職能治療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 Therapists; WFOD）課程認定之職能治療畢業生想在香港任職，

需要通過香港職業治療管理委員會的考核認定方可取得香港職能治療證書。 

就筆者在香港理工大學任教之際，四年的榮譽學士學位學程以及兩年的

初階職能治療碩士學位學程皆包含以下專業課程：

 職能治療基礎課程

 OT Theory & Process I, II

 Human Occupations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OT Foundations in Human Performance 

 職能治療臨床科學課程

 Clinical Sciences in Musculoskeletal Conditions

 Clinical Sciences in Psychiatric Conditions

 Clinical Sciences in Developmental Dysfunction

 Clinical Sciences for Medical & Neurological Conditions 

 職能治療應用相關課程

 Found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Practice

 Enabling Occupa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Enabling Occupation: Musculoskeletal Rehabilitation

 Enabling Occupation: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Enabling Occupation: Psychosocial Practice

 Enabling Occupation: Medical & Neuro-Rehabilitation

 Enabling Occupation: Ageing and Geriatric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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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ing Occupation: Home and Community Practice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臨床實習課程

 Clinical Education 1A, 1B, II, III, IV 

共通專業課程

 Human Physiology

 Pharmacology in Rehabilitation

 Human Anatomy

 Foundation Psychology for Rehabilitation Professionals

 Functional Anatomy

 Clinical Neurology & Neuro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nd Statistics

 Capstone Project

香港的學期制和台灣有所不同，香港是一個學期16周（後三周為考試周，

亦即教學周為 13周）並且在暑假成立一個短學期（8周）。多數學生會在暑

假學期完成通識課程，將正規學期用在專業課程的學習。

從上述課程名稱可以得知，香港職能治療的課程安排其架構和台灣職能

治療的課程安排略有不同。但是即使架構不同，所學之專業知識是大同小異。

其中筆者在此分享兩個和台灣差距較多的課程：臨床實習課程和總整課程

（capstone project）。

香港理工大學所安排之臨床實習課程剛好符合世界職能治療聯盟所要求

的 1000小時的實習時數，因此臨床實習的強度不若台灣的臨床實習。其中

Clinical Education 1A和 1B如同台灣的見習，1A是為期兩周的臨床觀察課程

（時間在一年級升二年級之暑假）；Clinical Education 1B為期四周（時間在

二年級升三年級之暑假）。Clinical Education II, III, IV則各為 8周的實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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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中 Clinical Education II安排在三年級升四年級之暑假；III和 IV則安

排在四年級下學期，II、III、IV的三個長實習基本上會讓學生分別到生理、

小兒以及心理三個職能治療的主要領域實習。另外，因為香港符合實習課程

要求的單位包含醫院管理局（Hospital Authority）以及 NGO含有合格臨床師

資的單位；同時每個單位能接受的學生數量不多，學生的實習課程有諸多可

能性。有學生可能全都在 NGO實習而沒有到醫院端實習；亦可能有學生兩

者都有實習到。

而總整課程類似於台灣的專題討論（seminar）。但是香港的總整課程需

要在大學最後一年完成一個研究（可以是系統性回顧、觀察性研究、或是介

入性研究）。如果是需要和受試者接觸的研究，亦需要透過指導老師申請倫

理審查。但是這個總整課程通常會由 5-6個學生一起進行（而非如台灣是一

個學生自己完成一個專題討論），而最後的考核除了整組的口頭報告和書面

報告外，亦會有和指導老師的一對一口試來評分。筆者認為這對學生是誘發

他們對研究興趣的一個有利的起始點。除此之外，為提升學生在研究報告上

的文字表達能力，香港理工大學會有英語中心的老師安排時間和學生做學術

論文撰寫的討論並對學生的書面報告評分。

關於榮譽學士學位學程以及初階職能治療碩士學位學程，因為兩學程在

畢業後取得的學位名稱不同，初階職能治療碩士學位學程在修習和榮譽學士

學位學程相同名稱的課程時會有較高的標準。如上述的總整課程，初階職能

治療碩士學位學程會是 3位學生一組；而非 5-6位學生一組。

而香港所有專業課程都以英語授課為主；在實習部分則是回歸就醫民眾

所使用之語言。亦即，多數實習機構需要學生使用廣東話，現在對普通話（也

就是大陸人使用的語言）的需求也愈來愈高。還有少數機構是服務外籍人士

為主，則需要學生使用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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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雖然筆者在香港僅短短任職四年多的時間，但也從中略為了解香港職能

治療培養人才之運作。目前香港的職能治療師仍以香港理工大學畢業的學生

為主，而畢業後的學生雖然多數在醫院管理局下的醫院服務，現在有往 NGO

移動的趨勢。而香港在職能治療專業上的推動不遺餘力，專業的晉薪制度亦

很明確：二級職業治療師（OT II；薪水級距 30235港幣至 48860港幣）、

一級職業治療師（OT I；薪水級距 51095港幣至 74515港幣）、資深職業治

療師（Senior OT；薪水級距 74515港幣至 89845港幣）以及職業治療總主任

（Superintendent Occupational Therapist；薪水級距 93710港幣至 110170港

幣）。倘若臨床職能治療師想要從 OT II晉升到 OT I，他們需要取得碩士學

位（非初階職能治療碩士學位），也因此讓多數職場之職能治療師有極高的

動機提升自己的專業所學。筆者亦希冀台灣政府有朝一日也能如香港重視職

能治療之專業服務以及價值，並將職能治療之價值真實反應在報酬上。

相關網站

 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https://www.polyu.edu.hk/rs/?sc_lang=tc

 香港東華學院：https://www.twc.edu.hk/tc/Programmes/bsot/programme_structure

 香港職業治療管理委員會：https://www.smp-council.org.hk/ot/tc/intro.php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https://hkota.org.hk/cht/home

林宗瑩 , PhD, OTR

國立成功大學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職能治療系 / 
公共衛生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生物諮詢統計中心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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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偏鄉的職能治療服務

走入偏鄉，是上帝的祝福

回到家鄉是個起點

身為一個從小在花蓮長大的孩子，感謝自己有機會從職能治療師的眼光

來重新認識這塊土地。2007年從中山醫大畢業後我選擇回到家鄉─進入花蓮

基督教門諾醫院服務，由於當時花蓮在早期療育及兒童復健的需求升高，使

我在經驗尚淺之時，便開始在醫院早療業務中承擔起重要的責任，也奠定未

來進入社區服務的能力。在醫院場域服務之餘，也同時於學前早療機構、學

校系統與跨專業團隊合作提供服務，累積團隊溝通的經驗；更有機會到學校、

衛生所、發展中心或廣播電台進行演講和交流。每一次的講述、溝通和分享，

都讓我越發體悟到職能治療師如果能踏出醫院場域，會對社會帶來更正向和

廣泛的影響力，也使得我對於社區服務越來越有興趣。

門諾行動早療服務深入偏鄉

2014年門諾醫院以「再遠的距離，也不放棄任何一個發展遲緩孩子」理

念，開始發展「行動早療服務」，使我有機會走出醫院，進入偏鄉家庭。花

蓮縣擁有全台灣最大面積的縣市，地形狹長、醫療資源分佈不均，大眾運輸

及交通不便阻礙療育之路；一位居住在秀林鄉和平村的孩子若要到醫院接受

復健治療，來回就要 4個小時，家庭要付出的成本極大。花蓮有高比例的未

成年母親、單親、隔代教養及經濟弱勢家庭，缺乏正確兒童發展及早療觀念，

使偏鄉發展遲緩兒童未能及時獲得早療資源。行動早療團隊由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個管師及社工組成，一週服務四天，跑遍花蓮縣 11個醫療資

源不足及山地鄉的鄉鎮，優先服務 0-3歲發展遲緩兒童及家庭，因經濟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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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偏遠、或親職能力不足而未能到院接受療育者。此外，為了提升早療意

識，更與社區單位合作辦理兒童發展篩檢、諮詢、親職衛教宣導及教育訓練

等活動。2014年至今，共服務三千多人次的居家服務、150場左右社區活動，

行駛約 15萬公里，並幫助這些孩子順利入學轉銜取得特教資源，提供穩定

發展刺激的環境降低家庭不利因素。

偏鄉服務的挑戰與學習

偏鄉家庭有著與都市家庭截然不同的樣貌，家庭的文化性、價值觀，親

子之間互動型態、照顧者社經地位、對早療資源接受態度；住家環境或玩具，

及家中重要職能和作息樣貌皆有其特性；通常更需要處理的並非醫療問題，

若治療師只是將醫院模式搬到居家情境中，是行不通也難有成效的。我所服

務的家庭有 80%是原住民、50%為中低收入戶，這些案家可能家徒四壁、沒

有適齡玩具，孩子缺乏營養和良好照護，比起孩子的發展慢，更需要擔憂生

計等基本需求問題；原住民家庭型態是大家一起照顧孩子，可能沒有固定的

照顧者，在治療共識的家庭決策更加困難，而手足眾多也加重家長的照顧負

圖為贈予服務個案繪本及二手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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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有幾次印象較深刻的服務經驗，從事臨時工的爸爸把我們擬定的家庭服

務計劃紙本拿去燒掉了，原因只是因為要升火燒水時臨時找不到東西點火；

在個案家臨時想上廁所時，發現廁所位在屋外一片玉米田的正中央，令人恍

然大悟為何孩子都在家門口大小便；在約好的時間家訪時，3個 5歲以下的

孩子被獨留在家，還互相打到頭破血流，最後繞著整個村莊找到正在朋友家

喝酒的媽媽。身為在中產階級家庭長大的漢人，我在偏鄉服務中經常面臨到

文化價值的衝突，並更加意識自己的文化容忍度及處理文化差異的態度為

何，思考著當彼此擁有完全不同的生命成長歷程時，要如何互相理解和尊重，

才能一起描繪未來的願景呢？我們學習尊重與不批判案家的選擇，成為家長

的夥伴及連結資源的窗口，在看似侷限的情境中發展因地制宜、個別化情境

的策略，將可促進發展的活動嵌入作息中，讓照顧者能夠於每日生活中反覆

練習。我們帶著 3歲發展遲緩小女孩，與務農的阿嬤一起剝花生、晒花生，

讓照顧者發現原來可以讓孩子一起參與工作來學習；我們陪家長去申請資源，

讓她未來知道遇到困難時該找誰幫忙。 

跨界學習及不怕挑戰讓職能治療未來更寬廣

2018年我重新回到校園成為研究生，在台大修習社區職能治療的課程

時，更加認為職能治療師在社區本位的服務中能夠將專業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我們不只是治療孩子，同時也是家長的教練、資源連結的窗口、社區單位的

合作夥伴，以及重要理念的倡議者。正如這兩年為了取得正式資源，我以本

院行動早療模式撰寫計畫、多次與健保局開會討論爭取到東區風險款計畫經

費，終於在今年度正式通過開始執行，這些經驗和能力都是在這幾年的服務

中所累積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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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的未來已經不侷限於在白色巨塔中，小兒、生理或心理領域

的界線可能越來越模糊，學校應培養具備能夠在這些角色中轉換的人才，我

們需要更多關心社會議題、具有文化敏感度和勝任感、樂於跨領域學習、有

良好人際互動及溝通能力，且願意放下專業本位的思維，用寬闊的心去觀察、

體驗、同理個案的 OT，一起投入到社區領域中。最後，回首這 15年職能治

療師的職涯，走入偏鄉是上帝的祝福，感謝與我一同工作的家庭，無論是無

能為力、傷心，或是溫暖、激勵人心的生命故事，都讓我的人生經驗得以跟

著擴展，也成為我當 OT的養分！

邱牧恩

門諾醫院職能治療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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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驗

個人簡介 

大家好，我是來自澳門的趙綺婷，2020年於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畢業後，目前在澳門一家社服機構執業，任職兒童職業治療師（台灣稱為職

能治療師）。

我現時主要的服務對象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其中大部分個案是融合生

（類似於台灣的資源生），他們在學校的普通班就讀，部分時間會接受個別

化的教學輔導或治療服務。在澳門，每所公立學校均設有包括物理、職業及

語言治療師在內的特殊教育專責團隊，學生能夠直接在學校接受治療服務。

而部分私立學校會由受教青局資助的復康／輔導機構的治療師到校提供服

務。現在我負責的個案中，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來自同一所學校，因此經過

我所屬的機構和學校協調後，固定每週禮拜二上午及禮拜五全天到校為學生

提供職業治療服務，其餘時間則是留在機構中，為教青局轉介的學生提供 

服務。

澳門兒童職業治療

在澳門，相比起生理及精神領域，兒童職業治療算是發展得較為完善。

因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數目持續上升，加上社會對早期療育認知的提

高，早療服務需求不斷增加，政府近年也投放了大量資源優化早療的流程及

軟硬件設備。

在兒童早療服務上，若家長、學校老師或輔導人員發現兒童有疑似發展

遲緩或特殊教育需要的狀況，可按照兒童的年齡段透過三種途徑轉介至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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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估中心。經評估和診斷後，有需要的兒童會排上輪候名冊，其後會依

次安排於衛生局接受為期八次的療程，以及在受資助的機構進行每週不少於

一次的訓練。據統計顯示，目前完成評估後輪候職業治療的時間約為二至六

個月。鑑於輪候時間較長，為了把握孩子的黃金治療期，不少家長選擇一邊

等候政府的通知，一邊到私人診所接受治療。

澳門職業治療的發展

職業治療於澳門的發展並不悠久，直至 2003年才成立澳門職業治療師公

會。由於澳門目前沒有大專院校開辦職業治療科系，因此澳門的職業治療師

主要是依靠畢業生回流及外地輸入，其中大部份來自台灣、香港及澳洲。

澳門職業治療師的服務範疇及工作場所基本與台灣雷同。目前在澳門執

業的職業治療師大約有一百多人，每萬人口與職業治療師人數比率約為1.98。

雖然從數字上看起來比台灣平均的比率高，可是澳門社會對於職業治療的認

識度普遍偏低，加上港澳稱作職業治療，導致不少人誤解職業治療僅限於工

作層面的職業復康。隨著近年人口結構改變、政府推行融合教育，以及早期

療育越受重視，社會對於職業治療的需求日益增加，也提高了民眾對職業治

療的關注和認識。

澳門職業治療師執業註冊制度之轉變

在 2021年 10月以前，澳門醫療人員的專業認證及執照制度，在公營及

私營機構的醫療人員受不同的法律條文所規範。在公立機構方面，醫療人員

須符合公職法律制度及所屬專業的特別職程，並透過學歷審查及開考程序進

入相應的部門擔任職務；而在私營機構方面，醫療人員須符合兩個條件，一

是透過學歷文件審查方式進行專業資格審查，二是須審核從事職業的場所是

否具合適的設施及設備。因此，在私營機構服務的職業治療師，必須先取



未來展望

213

得由澳門衛生局私人醫務活動牌照科發出的「從事個人衛生護理服務的准照

──治療師（職業治療）」。

2021年 10月 1日起，為了統一公營及私營醫療人員的專業資格准入標

準和執業註冊條件，以提升醫療服務的專業性和認受性。澳門特區政府推行

《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新的法律將建立專業資格考試、實

習、持續專業發展學分制度等機制，以規範醫療人員的執業水準。

在新法律實施後，十五類醫療人員（註 1）取得執照的流程為學歷審查、

資格認可考試（每年舉行一次），考試合格後可獲資格認可臨時登記，最後

須完成為期至少六個月的實習及完成最後考核，成績合格者獲辦理確定登

記，並發出屬永久性的資格認可證書。若為本澳醫療人員，持有資格認可證

書可以在衛生局註冊取得「完全執照」，而非本澳醫療人員則會獲發「有限

度執照」。所有醫療人員都需要取得與專業相關的執照後方可提供醫療服務。

持續專業發展計劃類似於台灣的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澳門醫療人員

的完全執照有效期為三年，續期須滿足持續專業發展制度的條件，而各個專

業的學分要求不一，職業治療師的標準是每三年需修滿六十學分，包括參加

獲認可的學術會議、講座、研討會或工作坊等活動。

由於我在新法律生效前已持有職業治療師的准照，因此會自動豁免進行

資格認可考試及實習，但仍需滿足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學分要求以申請執照

續期。

未來展望

現時澳門的職業治療主要仍以復健服務為主，期望未來我們能夠做好「預

防」的角色，不止是預防老化，還有早療知識的普及化，以及促進民眾對精

神健康的認識，從而對職業治療有更多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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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十分感謝柯瑋婷老師的邀請和信任，讓我能夠有機會在全聯會

二十週年這個重大的慶典上，與各位分享自己在台灣和澳門的經歷與感悟。

趙綺婷 

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畢業生 
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

註 1： 十五類醫療人員包括醫生、牙科醫生、中醫生、藥劑師、中藥師、護士、醫務化驗師、放射師、脊醫、
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治療師、營養師、藥房技術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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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精神科職能治療服務之 
內涵與展望

台灣精神科職能治療走過70多個年頭，有許多前人篳路藍縷，披荊斬棘，

開創了本土服務的模式，也讓精神科職能治療成為精神科的重要專業團隊成

員之一。

精神科職能治療的服務，從早期的以心理動力學導向，到目前以復元模

式為導向，除了因應現代精神醫學以及心理學的潮流與進展外，職能治療專

業也有許多理論的建構、實證基礎的支持，以及服務模式的發展。因此，整

合職能治療專業的模式與精神醫學之發展，加上本土精神醫療服務提供的轉

銜與接軌，可以精進職能治療在服務精神障礙者的服務品質。

職能治療強調以個案為中心 (1)，透過促進個案的生活活動的參與，改

善個案的身體、心理以及靈性的健康。個案中心理念從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提出以來，在諮商以及心理治療界裡一直有擁護者。個案中心心理

治療認為個體具有一種潛能，能了解造成不快樂與痛苦的原因，並能透過自

我力量來克服，同時認為治療師與個案的同盟關係能夠讓克服困境的力量增

強 (2)。因而職能治療的個案中心理念也強調，個案具有參與活動的天生需求

與能力，透過參與活動，能改善健康。這些概念也與復元模式 (3)非常相似，

強調個案導向與自主權。加拿大職能治療學會率先於 1980年代發展實用的

個案中心實務指引以及評估，作為職能治療師以個案為中心理念的實踐方

式，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加拿大職能表現測驗（COPM）(4)。有興趣採用個案

中心理念於臨床工作者，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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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台灣精神科職能治療界，也紛紛進行實證研究，並發表論文於

期刊雜誌中。包括陳韻玲等人進行生活品質提升方案於憂鬱症患者的成效研

究 (5-6)、王勝輝等人應用人類職能模式的動機再促進策略所發展的思覺失調症

患者的介入成效 (7)、張雁晴等人驗證復元方案應用的可行性 (8)等等，顯示出

台灣精神科職能治療的臨床以及學術界都積極從事基礎以及實用性的研究，

來提供臨床服務有效性的證據。

我收集並整理了幾位有經驗的職能治療師關於臨床服務的經驗，結果發

現，除了一直都在使用中的褚式測驗組、完成句子測驗、綜合評量表之外，

臨床職能治療師已漸漸採用像加拿大職能表現測驗、人類職能模式發展的測

驗、艾倫皮革縫測驗等等。提供的個別治療或是團體治療上，普遍增加了多

元化類別，例如：認知促進團體、就業訓練、藥酒癮生活重建等等。可看出

臨床職能治療師也持續增進專業知能，並在臨床服務中建構實證證據的介入

模式，這是很令人振奮的進展。

許多同仁也提出對未來的展望，例如：發展精神科職能治療遠距介入的

實務模式、提供職能治療服務於藥酒癮戒治、精神病患長期照護、失智症照

護、以及司法精神醫學。發展具有良好測量品質又容易施測的評估工具，應

用虛擬實境方式於介入以及累積更多實證基礎。

綜合上述，茲提出台灣精神科職能治療幾項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1. 根基於職能治療理論基礎，參考相關醫學模式，發展台灣職能治療的實務

介入方案並驗證成效，例如：持續應用促進動機策略以促進不同診斷個案

治療的成效。

2. 應用已發展，且有信效度證據的國內或是國外評估工具於臨床工作上，系

統性地收集個案資料，建立資料庫，成為預測成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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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極參與於醫療服務體系不同階段與系統的服務中，應用專業的精神與哲

理，成為有貢獻的專業成員。例如：應用活動分析原理，適當安排工作訓

練，協助個案成功就業。或是透過時間調適與生活安排，協助個案改善成

癮習慣，積極參與生活活動。

4. 與其他精神醫療成員共同合作，在團隊中一起促進個案的復元與生活品

質。例如：參與司法鑑定過程、參與工作傷害鑑定過程等等

致謝：感謝提供臨床經驗的職能治療師夥伴。

潘璦琬

台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副教授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部兼任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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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手傷治療執業經驗分享

手傷治療（hand therapy）是針對上肢（包含手指、手

腕、手肘和肩膀）損傷所發展的治療專業，在美國是極為

特殊且專精的復健治療領域。手傷治療師（certified hand 

therapist, CHT）對於上肢解剖學、肌動學和病理學需有完

整的知識，熟悉各種損傷的保守治療和術後治療的復健準

則，並具備製作各式副木的良好技術，才能幫助患者復原

且達到最大的上肢功能。

歷史沿革

美國手傷治療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Hand Therapists, ASHT）在

1977年成立，致力於發展手傷治療的臨床訓練、科學研究（Journal of Hand 

Therapy 期刊創立於 1987年）和治療準則，一直到 1991年才實施了第一次

CHT的認證考試。

手傷治療師認證 

參與 CHT的認證考試有以下條件：1. 已註冊並執業至少三年的「職能

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不限國家）2. 需累積四千個小時以上的上肢

治療臨床經驗（由執業的診所或醫院主管簽名背書）。符合以上資格後，只

要通過考試就會成為 CHT，依據「手傷治療認證委員會」（Hand Therapy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HTCC）的資料，過去十年的考試通過率為 5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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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現況

HTCC每兩年都會邀請全美國的 CHT填寫問卷，來調查最新的專業結

構、薪資範圍、工作福利和就業市場需求等資訊，最近的一次報告在2019 年。

根據調查，目前全美約有 6600 位 CHT，其中高達 91% 是 OT。筆者亦從報

告中節錄了幾項較為重要的統計圖表，請參考附錄。如：表一是 CHT的年

資和薪資的範圍，請注意此為全美平均數值，每一州的薪資又各有不同；表

二則是工作地點所提供的福利；表三為 CHT的工作場域；表四和五則是統

計 CHT的認證是否對加薪有幫助；最後表六是呈現就業市場的需求。

個人經驗分享

筆者於 2013 年成為 CHT，分別在私人診所與大型社區醫院執業過，依

據近十年來的經驗與觀察，整理出三個主要與台灣手傷治療（生理 OT）不

同之處：

一、專業間的溝通

在美國需要手傷治療的病人幾乎都是直接由專科醫師轉介給 CHT，90% 

以上是手外科、骨科或整形外科醫師，偶爾也會有風濕科、職業傷害科或家

醫科的病人。稍有規模的醫院其手外科醫師和 CHT直接隸屬同一個部門，

甚至坐在同一個辦公室內（筆者先前工作的醫院即是如此），如此一來可以

隨時討論病人的治療計畫，年輕的醫師可以熟悉適合不同損傷的副木與復健

準則，CHT也有機會和專科醫師學習各種患者術後需注意的事項。

當然，因為缺乏溝通而導致患者太晚被轉介至手傷治療的情形也並不少

見，我們還是會盡力讓醫師了解提早轉介給 CHT的重要性。即便是在獨立

的手傷治療診所，CHT也常需要打電話給專科醫師來討論病人的病程或是釐

清治療計畫。筆者共事過的手外科醫師大都很樂於分享和討論，也十分尊重

我們的專業意見，甚至歡迎治療師來觀摩手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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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傷治療內容

常見的手傷治療包含了「副木製作」、「傷口處理」、「治療水腫」、「疤

痕處理」、「減緩疼痛」、「主動 /被動運動」、「徒手治療」和「輔具應用」

等，本文主要介紹其中幾項和台灣 OT的不同之處，將不會一一贅述。 

I. 傷口處理

我們時常會治療剛手術完的病患，有些還沒拆線

就會送來做副木（如：屈曲肌腱損傷），所以 CHT需

要具備基本的傷口處理與評估能力，若發現有感染的

跡象則須立即通知醫師，由其決定是否需要服用抗生

素。除了基礎的包紮傷口，我們也常有骨外固定鋼釘

（Closed reduction percutaneous pinning, CRPP）的患者

（如圖一），需要衛教傷口護理的注意事項。另外，

有些診所的 CHT甚至需要幫忙拆線。

II. 儀器使用

熱療（熱敷或蠟療，如圖二）、冰敷、電療和超聲波（如圖三）也是治

療中常用到的一部分。美國有些州要求 OT需有相關認證（Physical Agent 

Modality Certification）才可使用電療或超聲波等儀器，但若持有 CHT執照

則不需另外認證。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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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徒手治療

在手傷的診所，我們不只治療術後的急性病症，也有許多患者是因為

重複性勞損（repetitive strain injuries）所造成的問題，如：網球肘（Lateral 

Epicondylitis）和媽媽手（De Quervain's tenosynovitis）等⋯，CHT也因此

必須具備徒手治療的技術，像是基礎的筋膜放鬆技巧（myofascial release）

和關節鬆動術（joint mobilization）都是常使用的手法。近年來甚至連刮痧

（Instrument Assisted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如圖四）和拔罐（Soft Tissue 

Decompression，如圖五）也越來越普及，來幫助患者放鬆過度使用的肌群和

筋膜，促進血氧循環以利於復原。另外，肌內效貼紮（Kinesio Taping）也是 

CHT 時常使用的輔助技巧。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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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IV. 副木製作

副木絕對是手傷治療中獨特且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副木製作技巧的養成

更是不容易。筆者認為臺灣 OT學校的副木訓練絕對比美國紮實，大部分的

生理 OT因為多多少少都需要治療手傷病人，副木技巧也一定比美國大多數

的 OT還要純熟。CHT唯一的優勢在於只看上肢骨科損傷的病人，所以有非

常多大量犯錯和練習的機會，來磨練自己的副木技巧。

另外，近年來已經越來越少製作動態副木（dynamic orthosis）的機會，

主要原因是製作費時且昂貴。以橈神經損傷而造成的 wrist drop為例，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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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幾乎沒有人在做 dynamic finger extension orthosis了（要價上千美元，如

圖六），我們反而會推薦病人去購買現成的護具（low profile finger extension 

brace，如圖七），不到 $200且穿戴方便。

圖八 圖九

圖六 圖七

臨床上筆者更常製作的是 static progressive orthosis，用來幫助牽拉僵硬

的關節，如圖八到十ㄧ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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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圖十一

三、醫療保險限制

I. 混亂的保險制度

在美國只有重大傷殘者或年過六十五歲才能擁有國家健保的福利

（Medicare or Medicaid），絕大部分民眾的健保都是由雇主委託私人的醫療

保險公司所提供，因此每個患者的醫保公司都可能不同，而同一家公司也有

不同的健保計畫可以選擇。不同的保險所給付的額度和手傷治療次數也不一

樣，所以治療計畫的制定也會大大受到保險的限制。例如：同樣是遠端橈骨

骨折的患者，若是此人保險是 Medicare，就大約有 20次的治療額度，但若

是工傷，就可能是 12-24 次。

也因為醫保制度如此混亂，稍有規模的診所甚至需要聘請專人整天和保

險公司打交道，在病人看病前就必須釐清其給付額度和可治療的次數，才能

開始療程。

II. 離譜的醫療費用

如上所述，由於私人保險公司和保險計劃百百種，每個人需要負擔的健

保費用也有所不同。即使有雇主提供醫療保險，每個月也仍有不少的健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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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筆者為例，每個月全家四人的健保費大約是 300美金，若無雇主補助，

則是每人每月 300 美金）。看病時就算有保險，也有不少人需要繳掛號費

（co-pay, $15-$50 不等）。更誇張的是，就算是已經負擔了高額健保費，也

不代表去看醫生時費用全免，不少醫保計劃都有所謂的自付額（deductible, 

$500-$2500），意即醫療費用必須先自行負擔到自付額度後，保險才會給付

剩下的醫藥費。

健保費用會如此之高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醫療費用也是離譜的貴。

以手傷治療為例，一個小時的療程大約是 $250-$300，如果要做副木，光是

一個wrist cock up就也是$300起跳，若是沒有醫療保險幾乎不可能自行負擔。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分享了在美國手傷治療的歷史沿革、認證資格和專

業現況。也依據筆者的執業經驗，嘗試比較美國CHT和台灣OT的不同之處，

我認為最主要的差異在於與專科醫師的溝通和健保制度，若就手傷治療的內

容而言，台灣的治療師絕對有 CHT的專業素養和實力。最後，相信本文一

定會有不足之處，若您有任何指教和問題，非常歡迎您來信交流。

譚祖恩 Andrew Tan, OTR/L, CHT, CKTP, CEAS

個人網站 : http://rehabforbetterlife.com 

Email : rehabforbetterlif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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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年資與薪資範圍。註：圖表中時薪為稅前時薪。 
High 為薪資高標、Medium 為中位數、Low 為低標。NC – N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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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工作地點所提供的福利

表三，CHT的工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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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五，成為 CHT後是否加薪及其幅度

表六，雇用 CHT是否有困難，由此顯示就業市場需求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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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大暑已過、中秋將至，總算到了編寫編後語之際。

今年三月，從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全聯會）研

究發展委員會（簡稱：研發會）鍾裕智主委手上接下這份重責大任。我心中

忐忑不安、深怕自己無法擔起如此重責大任。所幸鍾主委給予很大的支持與

協助、以及充分的空間，讓我得以發揮，非常感謝鍾主委。感謝全聯會王珩

生理事長，給予很大的信任，讓我有信心完成此項艱鉅的作業。製作刊物的

過程中，感謝編輯委員兼好同事顏吟珊老師及諶冠潔老師，以及全聯會秘書

長劉昌誠老師、陳友君秘書、及陳明珠秘書協助許多相關事宜。執行編輯劉

彥呈是我的學生，彥呈文字造詣佳、得過臺大醫學院文學獎項，在他的協助

下製作特刊如虎添翼。

我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現在回首，求學時期可說

是頑劣份子。當年選擇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簡稱：臺

大精神科）作為實習單位，是我重要的轉折點，雖與已逝的黃曼聰老師僅有

短短 3個月的師生緣分。老師的身影至今仍深刻在腦海中！在臺大精神科的

洗禮，讓我立志成為精神科職能治療師。大學畢業後，我進入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暨研究所碩士班就讀，在潘璦琬副教授悉心指導下順利

畢業。

畢業後同年五月，有幸進入臺大精神科擔任職能治療師。就像美夢成真！

沒想過人生能有此際遇，能服務於全臺首屈一指的醫學中心。同單位的吳益

芳老師在已故黃曼聰老師麾下數年，對於公會事務順手捻來、提攜後進一樣

不遺餘力。在益芳老師力邀下，我開始擔任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幹部，初

期為第五屆專業推廣委員會幹事、而後轉任第六、七、八屆財務委員會出納

迄今。同時進入全聯會，擔任第四屆研發會委員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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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第四屆全聯會研發會，在張自強前理事長、吳菁宜前研發會主委指

導與帶領下，協助全聯會雜誌、研討會等相關事宜。108年，張自強前理事

長帶領幹部及會員參訪韓國職能治療協會及研討會，我亦有榮幸一同參與。

擔任研發會委員期間收穫良多，明白發行雜誌、籌辦研討會及國際交流事務

需要大家一同參與，在充分的溝通、協調及有效分工後方能順利完成工作。

雖然在臨床工作，仍對研究與學術保持高度興趣。感謝同事與長官的支

持，工作期間我得以順利考取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當年晉用我的科部主任高淑芬醫師（現職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副

院長），現在是我的博士班指導教授。110年五月臺灣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受疫情影響臨床業務幾乎停擺。我開始思索，如何在特殊公共衛生事件期間，

繼續推廣職能治療師專業。110年九月起，我開始投稿於自由時報健康版，

受報社青睞，目前為自由時報健康版（同步於自由健康網專家解析）專欄 

作家。

製作 20周年特刊於我個人而言也獲益良多。細細梳理近十年職能治療的

發展史，與我自身的經歷相互對照下，有些心得與大家分享：

 薪盡火傳、綿延不息

各地方公會與全聯會的事務，需要更多人一起參與。在進入地方公會與

全聯會服務時，應不忘提攜新血，諄諄教導新人如何經營公會與全聯會事務。

職能治療專業的發展，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不同的專長之間並無優劣之分。

廣納百川、集思廣益、眾志成城，方為職能治療發展之福。

 醫療模式與健康照護模式並行

臺灣為島嶼型國家、地理幅員有限。在健保給付體制下，除少數偏鄉，

大多資源尚為充裕。在醫療體系下，職能治療專業被認為是醫事人員，依據

患者疾病診斷提供治療服務。現今是由實證醫學邁向精準醫療的時代，醫療

模式下的職能治療如何深化更「精準」的專業知能，著實為一大挑戰。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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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政策施行以來，職能治療師做為社區健康照護的重要一份子，以健康促進

為出發點、對民眾實行相關介入。在社區照護模式中，職能治療師因具有全

人照護、人文教育之思想，經常扮演團隊領導者。相對於醫療模式，健康照

護模式需要更多個案管理、資源統合等能力。社區健康照護模式應視實務需

要發展相關知能，以深化職能治療於社區介入之能力。醫療模式與健康照護

模式對職能治療專業來說同樣重要，深化專業知能缺一不可。

 參照各國職能治療發展經驗

本特刊收錄新加坡、香港與日本的職能治療發展概況；這些國家文化、

地理特性與台灣相似性高，發展的樣貌各有異同之處。此外，服務國外的職

能治療師也多提及職能治療專業能力分級與對應之薪資分級的概念。例如，

英國（同樣是採用全民健保）有醫事人員的分級制及薪資保障。希望這些文

章可以作為本國發展職能治療之參考。

文末要再次特別感謝王珩生理事長對我的信任，賦予我特刊編輯的重任，

並給予我極大的肯定與支持，讓我有機會貢獻心力於職能治療專業與全聯

會。也謝謝賜予賀稿的長官、友會、學系、前理事長們、地方公會理事長與

幹部、及職能治療前輩、後進們，因為您們的文稿令 20周年特刊增添光彩、

讓特刊顯得意義不凡！祝賀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公會全國聯合會創會二十年！

齊心協力再創下一個光輝十年！

柯瑋婷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 總編輯

第四、五、六、七屆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職能治療師

第六、七、八屆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財務委員會出納

自由時報健康版 /自由健康網專家解析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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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首先必須要感謝總編輯柯瑋婷老師的邀請，使我得以有機會一同參與全

聯會二十週年特刊編輯工作，自過程中獲得許多寶貴經驗。感謝研究發展委

員會主委鍾裕智老師以及委員顏吟珊老師、諶冠潔老師，沒有諸位老師的鼎

力協助與教導，這份特刊將無法順利呈現今日樣貌。於我更是因而收穫諸多

學習機會。

初時，對方才大學畢業的我而言，一邊想著可以貢獻一些自己的長才，

一邊卻也不免感到誠惶誠恐。持續數個月的編輯工作確實是相當龐大的任務，

過程也絕非全然的順風順水，然而，從許多前輩老師手中接獲的稿件之中、

從歷史檔案紀錄的行列間，一抬筆、一落墨，穿梭於前人足跡之隙，職能治

療專業發展的漫長篇章竟是隱然成形，其編織起的成就感可謂是非同小可。

祝賀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公會全國聯合會創會二十年。全聯會致力於發揚

專業、推動公共政策，二十年如一日。每一次修法、每一場展演，全聯會的

動員身影皆是清晰可見。有著前人打下的堅實基礎，未來職能治療專業的團

結步伐必將不會停歇。

再次感謝所有撥冗賜稿的前輩老師，參與編輯工作的團隊，以及王珩生

理事長的支持。值此二十周年之際，回顧過往歷史、闡述專業現況、並瞻首

未來發展與挑戰，如若透過這份紀念特刊，能帶來一些新的想像，那是再好

也不過了。

劉彥呈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執行編輯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畢業

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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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編輯群

柯瑋婷 總編輯

第五、六、七屆 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

鍾裕智 編輯顧問

第七屆 理事
第七屆 研究發展委員會 主委

顏吟珊 編輯委員

第六、七屆 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

諶冠潔 編輯委員

第六、七屆 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

劉彥呈 執行編輯

第七屆 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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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章程
內中社字第 9027813 號函同備
內授中社字第 1015064871 號函同備
內授中社字第 1025051126 號函同備
內授中社字第 1025055888 號函同備
內授中團字第 1035035138 號函同備
台內團字第 1060023275 號函同備
台內團字第 1080113186 號函同備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章程依職能治療師法及其施行細則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以下簡稱本會 )。

92 年 11 月 22 日修訂前修文：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以下簡稱本會）
修訂理由：為了推展本專業相關業務，擬申請設立法人登記並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本會以聯合全國職能治療師 (生 )，增進職能治療學術研究，發展職能治療專業、
維護會員權益，並協助政府推行法令與積極推動身心障礙者，如就學、就醫、就
業、就養之專業服務，以提昇全民健康。
92年 11月 22日修訂前修文：本會以聯合全國職能治療師，增進職能治療學術，
發展職能治療專業，協助政府推行法令與社會服務，維護會員權益，增進共同利
益為宗旨。修訂理由：為了推展本專業相關業務，擬修正條文。
96年9月30日修訂前修文：本會以聯合全國職能治療師，增進職能治療學術研究，
增進職能治療學術研究，發展職能治療專業、維護會員權益，並協助政府推行法
令與積極推動身心障礙者，如就學、就醫、就業、就養之專業服務，以提昇全民
健康。
修訂理由：章程中都以職能治療師做規定，補述加註職能治療生。

第 四 條 (刪除 )
92年 11月 22日刪除前修文：本會將得依法向地方法院辦理登記為法人。

第 五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設於他區）

第二章 任 務
第  六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國內外職能治療專業之調查、研究與發展事項。
二、關於職能治療師 (生 )之業務輔導及福利。
三、關於職能治療師 (生 )共同權益之維護及增進事項。
四、關於協助政府推行法令及建議興革事項。
五、關於協助推行公共衛生、勞政業務與社會福利事項。
六、關於職能治療業務之鑑定及證明事項。
七、關於職能治療專業及會務出版物發行事項。
八、關於促進會員組織之健全及發展事項。
九、關於各項社會運動之參與事項。
十、關於政府機關、團體或會員之委託服務或諮詢事項。
十一、關於促進醫學制度、職能治療師 (生 )教育及職能治療行政等建設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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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關於職能治療業務糾紛之調處與仲裁事項。
十三、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96 年 9 月 30 日修訂前修文：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國內外職能治療專業之調查、研究與發展事項。
二、關於職能治療師之業務輔導及福利。
三、關於職能治療師共同權益之維護及增進事項。
四、關於協助政府推行法令及建議興革事項。
五、關於協助推行公共衛生、勞政業務與社會福利事項。
六、關於職能治療業務之鑑定及證明事項。
七、關於職能治療專業及會務出版物發行事項。
八、關於促進會員組織之健全及發展事項。
九、關於各項社會運動之參與事項。
十、關於政府機關、團體或會員之委託服務或諮詢事項。
十一、關於促進醫學制度、職能治療師教育及職能治療行政等建設性事項。
十二、關於職能治療業務糾紛之調處與仲裁事項。
十三、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修訂理由：章程中都以職能治療師做規定，補述加註職能治療生。

第三章 會員及會員代表
第  七  條 各直轄市、省及縣 (市 )職能治療師公會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者，均應加入本會

為會員。
97 年 11 月 8 日修訂前修文：各直轄市及省職能治療師公會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 
者，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非因解散，不得退會。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選派代表出席本會，稱為會員代表。其選派名額依各會員所屬會員人

數，分別依職能治療師 (生 )人數，每滿廿人推派代表一人， 未滿廿人部分增派
代表一人，由各會員選派之。前項選派本會會員代表比例之會員人數，以各會員
每年繳納本會常年會費之人數為準。
102 年 03 月 24 日修訂前條文：本會會員選派代表出席本會，稱為會員代表。其
選派名額依各會員公會所屬會員人數，每滿十人推派代表一人，未滿十人部分增
派代表一人，由各會員公會選派之。前項選派本會會員代表比例之會員人數，以
各會員公會每年繳納本會常年會費之人數為準。
103 年 03 月 16 日修訂前條文：本會會員選派代表出席本會，稱為會員代表。選
派名額依各會員公會所屬會員人數，分別依職能治療師 (生 )人數，每滿十人推
派代表一人，未滿十人部分增派代表一人，由各會員公會選派之。前項選派本會
會員代表比例之會員人數，以各會員公會每年繳納本會常年會費之人數為準。

第  十  條 本會於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個月前，通知各會員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二十日前，
造具會員代表名冊報至本會審定。

第 十 一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代表：
一、經撤銷職能治療師 (生 )證書者。
二、犯罪經判決確定，在執行中者。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五、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會員代表有發生前項情事者，喪失其代表資格，原派之會員應另派代表補充之。
96 年 9 月 30 日修訂前修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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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撤銷職能治療師證書者。
二、犯罪經判決確定，在執行中者。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五、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會員代表有發生前項情事者，喪失其代表資格，原派之會員應另派代表補充之。
修訂理由：章程中都以職能治療師做規定，補述加註職能治療生。

第 十 二 條 本會會員代表均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每一代表為一
權。

第 十 三 條 本會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理，
每一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並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第 十 四 條 本會會員代表有不正當之行為，妨害本會名譽信用，得經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通知原選派之會員改派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 五 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一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七人，組織監事會，另置候補理事七人，

候補監事二人，由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
前項理事、監事遇有缺額時，分別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補足原任任
期。

第 十 六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
97 年 11 月 8 日修訂前修文：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

第 十 七 條 本會置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由理事於理事會時，就常務理事中選任之。
106 年 3 月 12 日修訂前修文：本會置理事長一人，由理事於理事會時，就常務
理事中選任之。

第 十 八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
第 十 九 條 本會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不限於本會會員選派出席本會之

會員代表。
第 二 十 條 本會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其缺額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分

別依次遞補之：
一、喪失所屬基層團體之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解職或罷免者。
四、其所屬之公會欠繳常年會費滿一年者。
五、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監事會議者。
前項第三款經罷免之理事、監事，不得再當選為下屆之理事、監事。

第 廿 一 條 本會理事、監事出缺應於一個月內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第 廿 二 條 本會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及副理

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106 年 3 月 12 日修訂前修文 : 本會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
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 廿 三 條 本會理事、監事之任期，應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算。
前項理事會應於會員代表大會閉幕之日起十五日之內召開之，非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延長。

第 廿 四 條 本會依事實需要得設置各種委員會或小組，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訂定，並報請主
管機關核備。



附錄

239

第 廿 五 條 本會理事、監事均為義務職。
第 廿 六 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議決理事會會務報告，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決算。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金額。
四、議決各種章則。
五、議決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處分。
六、議決理事、監事之解職。
七、議決清算及選派清算人。
八、議決財產之處分。
九、議決其他有關會員權利、義務事項。

第 廿 七 條 本會理事會之職責如下：
一、審定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副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副理事長之辭職。
五、議決處分不繳納會費之會員。
六、聘任或解聘會務工作人員。
七、審定會務、業務之年度計畫及預、決算，並檢討執行成果。
八、提報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九、其他依職責應辦事項。
106 年 3 月 12 日修訂前修文 :
本會理事會之職責如下：
一、審定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議決處分不繳納會費之會員。
六、聘任或解聘會務工作人員。
七、審定會務、業務之年度計畫及預、決算，並檢討執行成果。
八、提報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九、其他依職責應辦事項。

第 廿 八 條 本會監事會職責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理事會會務、業務及財務報告。
三、審核年度預、決算，向理事會提出書面審核意見，並報大會通過或追認。
四、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五、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六、監察本會財物及財產。
七、其他依職責應監察事項。

第 廿 九 條 本會理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由副理事長代
理之。若副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或代理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
為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106 年 3 月 12 日修訂前修文 : 本會理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如因故不能
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為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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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其他會務工作人員若干人，承理事長之命，辦理會務。由理
事長提報理事會通過任免之，並於通過之日起十日內，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行
之。其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五章 會 議
第 卅 一 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分下列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之：

一、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其召開日期，由理事會決議之。
二、 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連署要求，或監
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集之。

第 卅 二 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但因緊急事故，召集臨時會議時，經
送達通知而能適時到會者不受此限制，並均應報請主管機關派員指導或監選。

第 卅 三 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主席由理事長擔任為原則，若不克出席由理事、監事就常務理
事、常務監事中共同推定三至五人，組織主席團輪任主席。

第 卅 四 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但下列各類事項之決議，應以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處分。
三、理事、監事之解職。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 卅 五 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由理事長、常務監事分別召集之。候
補理事、候補監事均得列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理事會、監事會、常務理事會及
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 卅 六 條 理事長或常務監事無故不依前條規定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兩個會次者，應解
除理事長或常務監事之職務，另行改選。

第 卅 七 條 理事會、監事會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但理事或監事之辭職，應由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 卅 八 條 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連續二次無
故缺席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得
以視訊會議為之，其理事或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但如涉及選
舉、罷免事宜，不得採行視訊會議。視訊會議施行細則，由理事監會議定之。
97 年 11 月 8 日修訂前修文：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
得委託他人代理。除公假外連續請假兩次，以缺席一次論，如連續缺席滿二個會
次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第六章 經 費
第 卅 九 條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每一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壹萬元整。
二、 常年會費：由每一會員按照所屬會員人數每人每年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於每
年四月三十日前繳納之。

三、事業費：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籌募之。
四、會員捐助費。
五、政府補助費。
六、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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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金及其孳息。
前項基金及孳息應專戶儲存，非經理事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支。
97 年 11 月 8 日修訂前修文：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每一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二、 常年會費：由每一會員按照所屬會員人數每人每年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於每
年四月三十日前繳納之。

三、事業費：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籌募之。
四、會員捐助費。
五、政府補助費。
六、其他收入。
七、 基金及其孳息。前項基金及孳息應專戶儲存，非經理事會通過，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不得動支。

第 四 十 條 事業費之分擔：每一會員至少一份，至多不得超過五十份，必要時得經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增加之。
事業費總額及每份金額，應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轉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後行之。

第 四 十 一 條 會員退會時，所繳一切會費、事業費，不得請求退還。
第 四 十 二 條 會員如不按照章程規定繳納會費，應提經理事會決議依下列決議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滿六個月者。
二、 停權：欠繳會費滿一年，經勸告仍不履行者，其所派會員代表不得參加各種
會議並當選為理事、監事及享受團體內一切權利。

非本會會員代表當選為本會理事或監事者，視同其所屬省、市公會指派之會員代
表，受前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第 四 十 三 條 本會應於下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編具下年度工作計畫及歲入歲出預算書，提經
理事會通過後，送請監事會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經會員代表大
會通過後，於下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開，
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提請追認。

第 四 十 四 條 本會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編具本年度工作報告、歲入歲出決算書、資產負債
表、收支對照表及財產目錄，提經理事會通過後，送請監事會審議，造具審核意
見書送還理事會，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於三個月內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如
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提請追認。

第 四 十 五 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四 十 六 條 本會如興辦事業時，應另立會計，每年送監事會審核後，提報會員代表大會，並

分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 四 十 七 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

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七章 附 則
第 四 十 八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職能治療師法及其施行細則暨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 四 十 九 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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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自律公約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12 日第三屆第十三次理監事 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督促會員恪遵

法令、發揚自治精神，提升專業倫理與職業道德，茲訂定職能治療師及職能

治療生執業自律公約，作為會員共同信守之準則。

第 一 條 職能治療師執業應確實遵守「職能治療師法」等相關法令及「職能治療師自律公  
約」。

第 二 條 職能治療師應維護專業尊嚴及形象，並謹言慎行。

第 三 條 職能治療師執業應以民眾健康利益與安全為首要考量。

第 四 條 職能治療師應充實專業新知、加強治療技術，以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第 五 條 職能治療師應主動告知服務對象之治療內容與預期結果，尊重服務對象的自主性
及其拒絕治療的權利，並提供必要之諮詢或轉介服務。

第 六 條 職能治療師不得將執業證照、會員證書以任何方式提供他人使用。

第 七 條 職能治療師應親自執行評估及治療，並於報告上簽名或蓋章，以示負責。

第 八 條 職能治療師應確保其行為或態度合宜，讓服務對象感覺安全、被接受及無威脅感。

第 九 條 職能治療師應尊重服務對象隱私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無故洩漏因業務而
獲知之秘密。

第 十 條 職能治療師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出具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

第十一條 職能治療師不得以不正當方式招攬業務，經查證屬實者，本會將陳報事業目的主
管機關依法懲處。

第十二條 職能治療師違反相關法令或自律公約，除法令另有懲處規定者外，由本會「仲裁
委員會」審議，必要時予以懲戒。若職能治療師相互之間有爭議，應向本會「仲
裁委員會」提出申訴並請求調處。

備註：請職能治療生會員遵守上述相同之自律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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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廠商

晁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09號 3樓之 14
電話：(02)87899985
信箱：ct@habitz.com.tw

大裕儀器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92號 4樓之 1
電話：(02)2521-4437 (02)2563-1509
傳真：(02)2531-5510
信箱：ample@ms6.hinet.net

百方儀器有限公司
地址：台南市東區裕信路 306之 2號
台北電話：(02)8911-0863
台南電話：(06)331-0635
傳真：(06)331-8779

點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403516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161號 12樓之 3
電話：(04)2301-5352 ext.16
信箱：service@ideabus.com.tw

衛豐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420台中市豐原區源豐路 158號
電話：(04) 2513-0768
信箱：wayfone639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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