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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學會沿革、組織與任務
• 人才培育與現況
• 國際人才策略方針
• 台灣生醫人才永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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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發起沿革

由韓偉院長發起
成立於1980年12月25日

2000年12月更名為
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宗旨

研究生物醫學工程學術
推廣生物醫學工程技術
提高保健工業水準

促進醫療品質、醫療技術升級
並確保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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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圖
理事會下設12個委員會，
資通訊與女性委員會於2020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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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務
第 5 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生物醫學工程學術之研究及出版事項。
二、關於生物醫學工程學術之應用及推廣事項。
三、關於協助生物醫學工程人員之培養、訓練及專業證書事項。

四大執行面向

專業認證

● 持續推動醫工師立法

● 推行醫工專業人員認

證制度

- 醫學工程師

- 醫療設備技師

- 臨床工程師

影響力

● 國內積極參與政策制定

- 醫療器材不良事件與風險

管理計畫支持與辦理

- 醫材資通系統資安防護基

準制定參與

● 國際醫工聯盟(IFMBE)

- 執委會 (AC member)

- 亞太工作小組

人才培育

● 定期舉辦臨床科技新

知研討會

● 出版大專學生用書

● 建置人才培育系統

(TTQS)

學術推展

● 主辦國內學術研討會

● 成立全球生物醫學工

程年會(GCBME)

● 發行JMBE國際醫工

學術期刊(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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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推展
• 1986年開始辦理第一屆醫工研習會迄今

是國內最大醫工盛會，2023參與人數近千人

• 2014年承辦APCBME，並舉辦台灣之第一屆全球生物醫學
工程年會(GCBME)，包含IFMBE 理事長與秘書長等多位代
表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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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BE
1981~1984

會務報導/技術報導

1985~1999 

學術性期刊/會務/醫儀新知
總編: 洪炳南、張恒雄、高材、楊明興、蘇振隆

2000~2008

學術性期刊
總編: 林康平、陳家進

2009 JMBE收錄於SCIE之授證典禮

2010起封面 SCI Journal  IF=2.2 

Reject rate 90%

• 歷經幾任總編輯各自承擔階段性任務 (責任傳承)
• 為台灣醫工學術提供良好國際水準的發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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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執行面向

學術推展

● 主辦國內學術研討會

● 成立全球生物醫學工

程年會(GCBME)

● 發行JMBE國際醫工

學術期刊(SCI)

人才培育

● 定期舉辦臨床科技新

知研討會

● 出版大專學生用書

● 建置人才培育系統

(TTQS)

專業認證

● 持續推動醫工師立法

● 推行醫工專業人員認

證制度

- 醫學工程師

- 醫療設備技師

- 臨床工程師

影響力

● 國內積極參與政策制定

- 醫療器材不良事件與風險

管理計畫支持與辦理

- 醫材資通系統資安防護基

準制定參與

● 國際醫工聯盟(IFMBE)

- 執委會 (AC member)

- 亞太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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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工程』相關系所

大學部&研究所 (10)

大學部(5)

獨立研究所(13)

共28個單位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大葉大學 醫學工程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弘光科技大學 醫療器材發展與應用系

臺北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所)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所)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所)

國立中央大學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所)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所)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系(所)

慈濟大學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系(所)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所)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大葉大學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碩士學位學程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福祉科技與醫學工程碩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國立中山大學 醫學科技研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 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逢甲大學 生醫資訊暨生醫工程碩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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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工程技術推展活動
• 初期以刊物定期報導科技新知
• 1990年代開始在台灣各區域辦理臨床工程相關研習會議
• 每年主辦與協辦相關會議約6-8場

2009 臨床工程會議@童綜合

臨床工程系列
研習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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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TTQS 人才發展系統-銅級

持續辦理醫療器材技術人員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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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生物醫學工程導論專書

2008 出版

第1章解剖生理學
第2章電生理學
第3章生醫感測器
第4章生醫儀表
第5章生醫訊號處理
第6章生理模型與分室分析
第7章臨床工程
第8章硬組織生物力學
第9章牙科生物力學
第10章人體動作生物力學

• 集結國內30多位師長執筆
• 委託滄海出版
• 無稿費，版權歸學會所有
• 為醫工領域大學教育主要用書目前規劃再版中

第11章醫學影像處理與分析
第12章輻射醫學影像
第13章核磁共振與磁振造影
第14章生醫光學與雷射
第15章生醫超音波
第16章醫療資訊
第17章生醫材料
第18章軟組織再生
第19章硬組織再生
第20章奈米生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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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執行面向

學術推展

● 主辦國內學術研討會

● 成立全球生物醫學工

程年會(GCBME)

● 發行JMBE國際醫工

學術期刊(SCI)

影響力

● 國內積極參與政策制定

- 醫療器材不良事件與風險

管理計畫支持與辦理

- 醫材資通系統資安防護基

準制定參與

● 國際醫工聯盟(IFMBE)

- 執委會 (AC member)

- 亞太工作小組

人才培育

● 定期舉辦臨床科技新

知研討會

● 出版大專學生用書

● 建置人才培育系統

(TTQS)

專業認證

● 推行醫工專業人員認

證制度

- 醫學工程師

- 醫療設備技師

- 臨床工程師

● 持續推動醫工師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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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工程專業認證制度
• 依證書甄試、核發、換發與互轉換辦法辦理
• 臨床工程師認證須通過筆試與口試，其餘二種通過筆試
• 每年八月辦理甄試
• 至2023年底累計發證數1,596張
• 為擴展證書影響力，學會持續檢討執行情況，近期將進

行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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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工程師立法推動

● 2012-12-18 草案公聽會 ● 2013-01-26草案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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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0. 31

拜訪莊競程立委
醫工師立法相關推動事宜

醫工師法推動事紀
2021. 11-12

醫學工程師法草案公聽會
• 院總1006號莊競程、劉建國委員提案第27397號

• 院總1006號黃秀芳、何志偉委員提案第27413號

• 院總1006號 民眾黨黨團 委員提案第27787號
2022. 1

醫學工程師法草案提出

2022. 2~4

醫學工程師法宣傳活動籌備

2022. 5. 10

醫學工程師法宣傳影片拍攝

2022. 5. 25

2022醫學工程研討會
-醫院醫學工程師的社會定位

2022. 10. 24

醫事司委託台北醫學大學
召集會議，研商「制定醫
工師法之必要性」2023. 8.10

與醫事司長商討
醫工師立法相關事宜

邀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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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執行面向

學術推展

● 主辦國內學術研討會

● 成立全球生物醫學工

程年會(GCBME)

● 發行JMBE國際醫工

學術期刊(SCI)

人才培育

● 定期舉辦臨床科技新

知研討會

● 出版大專學生用書

● 建置人才培育系統

(TTQS)

專業認證

● 推行醫工專業人員認

證制度

- 醫學工程師

- 醫療設備技師

- 臨床工程師

● 持續推動醫工師立法

影響力

● 國內積極參與政策制定

- 醫療器材不良事件與風險

管理計畫支持與辦理

-醫材資通系統資安防護基

準制定參與

● 國際醫工聯盟(IFMBE)

- 執委會 (AC member)

- 亞太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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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藥署醫療器材不良事件與風險管理計畫

• 執行團隊辦理推廣活動辦理27場次，走訪25
家醫院。

• 邀請全台56家醫院與20位專家參與平台，計
畫參與達2,10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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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醫療領域資通系統資安防護基準委辦計畫

• 由學會資深專家協助制訂資安防護基準。
• 2022舉辦3場次座談會，2023年舉辦4場次說明會
• 學會加碼進行資安實務工作坊合計7場次
• 累計活動參與近5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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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影響力

國際生物與醫學工程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簡稱IFMBE)
是國際上在生物醫學工程領域，規模最大
的組織。

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於1985年成為
IFMBE亞太區會員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2006 in Seoul, S Korea 2009 in Munich, Germany

2012 in Beijing, China

2015 in Toronto, Canada

• 本會前任理事長林康平教授當選IFMBE理事長 (2025~2028)
• 積極推薦年輕醫工學者參與IFMBE 組織，包含亞太工作小組、

臨床工程小組…
• 指導和培訓年輕的生物醫學工程師在 IFMBE 亞太工作小組以

及整個 IFMBE 中發揮領導作用，累積並傳承延續台灣醫工之
國際影響力!!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
• 林康平教授以IFMBE代表身分參加2024年第77屆WHA，就醫療器材與數位健康議題提出工作報告。

他說，會爭取WHO更重視醫療器材在世界健康中的重要性以及台灣在生醫領域發展對世界的影響。

• 2024/5/28通過正式決議並納入WHO正式紀錄。要重視醫療器材安全管理，以及醫院內的專業人才-
醫學工程師。https://hq_who_medicaldevices.cmail20.com/t/d-l-ejhydut-dtgdtiutk-x/

21

https://hq_who_medicaldevices.cmail20.com/t/d-l-ejhydut-dtgdtiut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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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價值、永續

學會核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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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方向
• 出版專書『醫療器材職人-醫工師的故事』專書，全台第一本職人團體介紹書

籍，促進大眾對醫工的認識，彰顯醫工價值與對健康守護的貢獻。

• 推動醫學工程專業認證制度改制，提升醫工專業證書的價值與公信力。

• 持續推動醫學工程師立法，提升醫工在醫療院所價值

• 持續與國內各醫工系所合作，包含全國醫工日、教育聯展，醫工盃，吸引優
秀人才。

• 持續提升並擴散台灣在國際的影響效益 (期刊、國際會議承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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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學會

ICBHI 2024 第6屆國際生物醫學資訊研討會

https://www.icbhi2024.
com

10/30~11/2 @ 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歡迎蒞臨參加!!

https://www.icbhi2024.com/


2024全球生物醫學工程雙年會(GCBME) 暨
台灣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暨
國科會醫工學門成果發表會
11/1~11/3@ 台南成大醫工系
歡迎蒞臨參加!!   

2024 生物醫學工程年會學會相關活動

臨床工程研討會
女性工程論壇

JMBE 優秀論文競賽
會員大會(韓偉獎章頒獎)

理監事選舉

大會開幕式
Global Digital Day

1102(六)

11/16~11/17

1101 (五)

2024醫工盃

歡迎會員蒞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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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感謝有您

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Taiwanese Socie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TSB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