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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adigm Shifts in Drug Development 

Drug Discov Today. 2018 Dec;23(12):1990-1995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New Paradigm Shift in Treatment 

5 Frost & Sullivan-Figure 1: New Paradigm Shift in Treatment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精準醫療-國際趨勢 

6 

All of us program: 2015年為響應PMI，NIH發起ALL of Us
計畫預計召募100萬名美國人，建立多元健康數據庫(含:遺傳
數據、生物樣本、健康資料)。 
2020 年已成功招募35.6萬人參與 

The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PMI):  
2015.01 歐巴馬總統提出PMI倡議 
整體目標 :發展精準醫療 

美國、英國以健康大數據為基礎推動精準醫療、精準健康發展 

21st Century Cures Act: 14億美元資助精準醫療項目、18
億美元資助Cancer moonshot計畫， 5億美元資助加速藥品
及醫材審查程序等。 

100,000 Genomes Project: 英國10萬基因體計畫，建置
精準醫療資料庫。 
2018.12 完成10萬個基因組里程碑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NEJM Catalyst, 2018 7 

健康大數據來源與運用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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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精準健康 
及早預測/預防疾病，降低醫療資源耗費 

 NEJM Catalyst, 2017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我國布局精準健康、健康大數據策略 

精準醫療成為政
府 5+2 產業創
新計畫一環 

BTC大會，提出
精準健康概念 

衛福部發布公告
施行「精準醫療
分子檢測實驗室
檢測與服務
(LDTS)指引」 

國家級人體生物
資料庫(Biobank)
整合平台啟用 
 
建構精準健康照
護體系高峰會議，
陳時中部長宣告:
建構2030年全人
精準健康照護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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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10 

2019 建構精準健康照護體系高峰會議 

為布局我國2030 全人精準健康照護體系，陳時中部長表示衛福部將化被動為

主動，射出「精準醫療、智慧健康、健保策略」等三支箭。 

結合我國「醫藥衛生的研發能力、特色健保資料庫、國家級生物資料庫整合平

台機制」，未來透過大數據的加值應用作為政策制定依據。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11 

2020 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
(BTC)總體建議 

「建構我國精準健康⼤數據基盤」 

法規調整 

開放數據複合使用相關法規 

開放數據複合使⽤相關法規： 

(1)鬆綁Biobank data、健保資料庫及個資法 
(2)透過國際級驗證場域，測試串接不同機構間⼤量lifestyle data  

(3)串聯與開放回溯性與前瞻性資料，達成 BIO+ICT 創新的商業模式。 

產官學研參與大數據資料庫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為完善精準健康產業，相對應之法規調整建議： 
⿎勵、具誘因、非管制為主 

產官學研參與⼤數據及資料庫的產⽣及應⽤： 
(1)監管機制、資安管理、去識別化之定義與⽅法、數據使⽤⽅式  
(2)產出標準⼀致性、公平性 



ㄥˇ 

建構2030年全人精準健康照護體系，逐步建構我國精準健康大數據 

精準醫療成
為政府 5+2 
產業創新計
畫一環 

BTC大會，
提出精準健
康概念 

衛福部發布
公告施行
「精準醫療
分子檢測實
驗室檢測與
服務(LDTS)
指引」 

國家級人體生
物資料庫
(Biobank)整
合平台啟用 
 
建構2030年全
人精準健康照
護體系，佈局:
精準醫療、智
慧健康、健保
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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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數
據永續平
台計畫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我國布局精準健康、健康大數據策略 



13 資料來源：楊泮池院士 (2020BTC會議)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我國健康⼤數據資料庫 

應用現況 

14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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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國網中心醫療影像資料庫 

科技部醫療影像專案 

資料來源：科技部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108年度工作研
究報告 醫療影像專案推動成果及後續推動方向規劃 

16項 

資料建置： 

科技部為加速醫療影像與人工智慧(AI)結合之研究發展，補助「醫療影像之巨量資料建

立與應用研究專案計畫」建置AI訓練用醫療影像標註資料庫。 

資料使用： 

透過國網中心生科雲平台，提供資料申請使用服務，促進醫療影像資料庫之共享與應用。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全民健保資料庫 

2,392萬人 8.5億筆申報資料/年 25年健保資料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資料類型 

資料來源：健保署全民健保資料庫應用服務簡報 

1. 2019年開放業界與學研界聯合申
請去識別化健保資料庫。(在受管
制的環境中，取得所需類別的健保
資料進行研究)。 
 
 

2. 2020年開放產業界申請350萬名
非自然人去識別健保資料(自1997
年累積至今，非自然人健保資料)。 
 

資料使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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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申請應用資料及受理申請對象 

申請對象 

公務機關 學術研究機構(含產業) 

CT MRI 

開放申請影像資料 

輔以影像資料相關之健保申報資料 

 
 

1. 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用服務試辦要點 
2. 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用服務管理審議

會設置要點 
3. 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用服務試辦申請

須知 

 
 

自全民健康保險人工智慧應用服務試辦要點公告
日(108年6月4日)起至109年6月30日止 
 
 
 

自公告生效(108年6月4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 
 

相關管理規範 

全民健保資料導入AI應用服務試辦-1 

試辦期間 

受理申請期間 

2019年6月4日正式開放受理申請 

資料來源：健保署「亞洲．矽谷指導委員會」第7次會議簡報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18 資料來源：健保署全民健保資料庫應用服務簡報 

*備註: 科技部「臨床資料庫與AI之跨域開發及加值應用」補助之3家醫學中心， 
            均已申請進入本計畫試作。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全民健保資料導入AI應用服務試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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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合計25家合作機構，已建置經衛福部核可人體生物資料庫。 

 涵蓋台灣常見疾病檢體，如: 肺癌、肝癌、大腸癌、乳癌、口腔癌及慢性病

等。 

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 

資料來源：國衛院人體生物資料庫 

25家機構 登錄收案數超過31萬例 164件申請(5件產業界)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20 

我國的機會 

發展我國健康大數據的機會與挑戰 

• 臺灣醫藥衛生成就與研發能力享譽國際 
• 精準健康大數據結合ICT產業優勢 

特有健保資料庫、國家級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 
ICT產業全球優勢 

我國的挑戰 

• 健保資料庫、癌登、死亡檔等資料之侷限性 
原健康數據資料庫之建立非研究或產業發展目的 
原健康數據缺乏lab data、lifestyle data、
genomic data、環境影響等數據及相關整合 

• 資料格式標準化、資料品質、資料即時性 
非結構化資料，如：影像資料標註標準化 
資料內容正確性、申報資料取得之時間差 

• 資料串聯、整合與分享機制 
醫院間資料共通共享及未來跨部會間整合 
符合研究或產業使用需求之友善資料申請機制 

各國的挑戰 

• 資料內容及資料格式標準化 
• 資料數據整合與共享、分享
機制 

• 資訊安全性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計畫 

21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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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全程：2021.01~2024.12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建構健康大數據基盤 
 

 健康大數據之轉譯研
究及產業應用 

Big Data 

科技部 

經濟部 

衛福部 

學研醫業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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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治理及標準化  
臨床巨量(基因)資料 

法規導引及醫療科技評估 
跨領域人才培育 
跨部會協調機制 

新穎之生物標記 
疾病風險預測 

商業化與智慧化應用發展  
智慧新藥開發之應用 

產業創新應用 
國內外公私合作聯盟 

建構健康大數據基盤 轉譯研究及產業應用 

推動臺灣成為國際健康大數據應用之標竿國家 
帶動精準醫療、再生醫療、數位健康等產業創新發展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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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計畫架構 

建構健康大數據基盤 
• 建構健康大數據治理及標準化，提供產官學醫研各界優質服務 
• 建構國家級之友善生醫資料分析與分享平台 
• 建立跨部會運作協調機制 

精準健康大數據治理、
法規導引及醫療科技
評估、人才培育與跨

部會協調精進 
• 建立主題式資料庫(癌

症、感染症、心血管疾
病)及整合分析 

• 建構真實世界大數據法
規導引及醫療科技評估 

• 精準醫療公私合作聯盟
運作及協調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建置臨床轉譯導向生
醫巨量資料庫、開發
新穎生物標記及疾病

風險預測 
• 建構國家級友善生醫資
料分析及分享平台 

• 建立研究導向生醫巨量
資料庫 

• 開發疾病風險預測、診
斷與治療之新穎生物標
記、疾病風險評估模式 

健康大數據之產業應
用與智慧新藥開發 

 
• 生醫資料商業化與智慧
化之應用發展 

• 生醫數據於智慧新藥與
癌症精準診療之開發 



建構 
健康大數據 
永續平台 

►資料合理使用(符合個資與知情同意原則) 
►資料安全管理 
►資料格式標準化 
►健康大數據專區及串聯機制 
►國家級友善生醫資料分析與分享平台 

全⺠健保資料庫 

癌登/癌篩資料庫 
死亡檔資料庫 
影像報告資料檔 

精準健康大數據資料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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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業務目的 研究計畫目的 

醫療院所電子病歷
紀錄 

政
府
體
系 

國內科研、醫療計畫產出
的體學資料(omics data)，
如基因體、蛋白質體學等
資料 
 

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整
合平台(NBCT)  
 

癌症醫療次世代基因定序
臨床資料、研究導向用巨
量生醫資料庫 

醫
療
體
系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建置國家級之友善生醫資料分享平台 

國網中心基礎設施 

資料庫 分析環境 

服務模式 分析流程 

第三方 
服務新創公司 

建置轉譯導向(含影像)生醫巨量資料 應用生醫資料庫開發新穎之生物標記 

第三方 
服務新創公司 

模式移入 資料導入 

服務上架 服務上架 

衛福部 資料串接 

經濟部 

加值與 
商品化 

醫學中心 

模型 
優化 

國衛院 
資料串接 

資料來源：國網中心 26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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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療國內外公私合作聯盟運作
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各國發展經驗: 
有關精準醫療相關大數據，已有逾14國於相關基因體定序或基盤建設，採取
公私立合作聯盟(PPP)機制，由政府與產業界合作建置並推動資源共享。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本計畫目標: 
將邀集產業界一同發展公私合作聯盟(PPP)機制，驅動精準醫療研發，建立
健康大數據的永續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國衛院 



主題式資料庫 

研究導向用巨量
生醫資料庫 

醫療影像資料庫 
(科技計畫) 

亞太生醫矽谷精
準醫療旗艦計畫 

跨部會分散式資料共享架構 

癌症醫療次世代基
因定序臨床資料 

臺灣人體生物
資料庫 

國網中心 

健保資料庫 

癌登、癌篩資料庫 

死亡檔 

健保實驗室數據檔 

癌症免疫療法臨床
療效評估檔 

統計處 
資科中心 

資料串接 

前
瞻
收
錄 

既
有
資
料 

健康大數據 
永續平台計畫 

健康大數據專區 

使用需求端(產學研醫) 
影像報告資料檔 
全民健康保險資料 

人工智慧應用服務中心 

國家級之友善生
醫資料分享平台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規劃整合及建置資料 

統計處資科中心回溯及前瞻資料 

國網中心既有資料 

國家級人體生物
資料庫整合平台 

回
溯
及
前
瞻
資
料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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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溝通協調 策略推動研究 管考機制 

跨
部
會
協
調
溝
通
平
台 

產
學
研
醫
經
驗
訪
談 

國 
內 
外 
發 
展 
趨 
勢 
研
析 

跨
部
會
計
畫
綜
整
模
式 

進
度
追
蹤 
與
執
行
方
向
建
議 

國
內
外
案
例
可
行
性
分
析
研
究 

計畫專案辦公室跨部會運作協調機制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數據就像是這世代的油田: 
臺灣擁有相當優秀的健康資料紀錄與資訊系統，更應該讓這油
田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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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石瑜教授 

結語 

透過政府建立跨領域溝通、健康數據資料庫整合: 
臺灣健康數據資料庫須建立具代表性的單一窗口，透過政府帶頭
建立溝通平台，可幫助了解彼此需求，共創新商業模式。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 

精準大健康整合數據出發，在全球競賽中加速: 
我國已有健保資料、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現階段最重要的
是如何將數據整合運用以及避免隱私揭露。 

BTC召集人吳政忠政委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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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科技會報辦公室 

在「5+2產業創新」基礎上，以「精準健康」為主軸， 
透過精準健康大數據結合Bio-ICT優勢，推動我國2030全齡健康願景發展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專案辦公室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跨部會會議 「真實世界數據資料串接機制」專家會議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參訪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