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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屆世界兒科醫學會大會及醫學

會，於2007年 8月 25日至 30日在希臘

雅典舉行。照往例，會中有多項選舉活

動，出發前本會突然接到來自世界兒科

醫學會，由前任學會秘書長Dr. Thomas

致函現任秘書長Dr.Schaller的文件副本

。內容稱美國有三個學會參加世界兒科

醫學會，但只有一個投票權，所以中國

、香港、台灣應只要一個投票權即可。

本會認為事態嚴重，乃於8月 16日拜訪

外交部，會見非政府組織（NGO）國際

事務委員會陳彥夆組長、王志發執行秘

書後，蒙兩位告知國家政策，提醒本會

該注意事項，並建議應變步驟。本會乃

於8月 20日發文世界兒科醫學會理事長

及秘書長，表達本會立場，聲明海峽兩

岸關係為短期內無法解決的政治議題，

不應影響專業之醫學團體活動，並敘述

本會於1961年即加入世界兒科醫學會，

除善盡義務外，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自應保有自主之投票權。

8月 25日，本人與黃玉成副秘書長

參與大會，與中國兒科醫學會前任理事

長何曉琥及現任理事長桂永浩短暫接觸

，本人即向彼等表明世界兒科醫學會為

專業之學會，不宜有政治干預之情事。

泰國兒科醫學會理事長Dr.Thisyakorn告

訴本人，8月 24日大會的常務理事會（

standing committee）已就本會投票權加

以討論，多數委員就歷史觀點及本會向

來積極參與會務等理由認為，本會應續

保有投票權。8月 26日亞洲兒科醫學會

也同時舉行會員大會，討論亞洲相關事

宜，本人及黃副秘書長皆全程參與，後

來會中也並未討論本會投票權問題。

8月 29日大會及重要的選舉，由副

秘書長李秉穎代表參加。會前與由本屆

開始就任理事長的香港籍 Chok-Wan

Chan醫師短暫交談，他表示投票權變動

之議只是Dr.Thomas的個人意見，沒有

人同意他的想法。其後投票過程順利，

選出巴西籍Sergio Cabral為新任理事長

，決定下次會議主辦國為澳洲。藉由世

界兒童腎臟學會（International Pediatric

Nephrology Association）的提名，中國

Jie Ding 醫師在國際次專科學會分配到

的常務理事會席次中獲得一席。

綜觀本次大會及投票權保衛戰，本

人有諸多感想：

1. 應加強與各國兒科醫學會交流：在

維護國格的前提下，本會應積極參

與國際兒童醫療相關的學會活動及

世界兒科醫學會及投票權保衛戰

◎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長 林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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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並邀請國際兒科具影響

力的重要人士來訪，以增進彼此間

的瞭解。外交部表示相關經費可申

請政府補助，因此本會也已邀請新

加坡兒科醫學會理事長Dr. Goh 於

11月兒科醫學會學術研討會時來台

訪問及演講。個人認為在不被矮化

的情況下，也應與狀況相仿的中國

及香港兒科界積極交流。日本雖在

世界兒科學界舉足輕重，但由於未

積極參與亞洲學界事務，間接促成

東南亞國家自成一個集團，致使日

本在此次選舉與泰國的競爭上便吃

了大虧，而此次學會主辦國的爭取

戰，各國政府及當地大使館均積極

參與，這些現象值得我們借鏡思考。

2. 本會應積極培養能縱橫捭闔於國際

事務的兒科人才：例如以前呂鴻基

教授長期擔任世界及亞洲兒科醫學

會的幹部，為台灣在世界兒科界建

立豐沛的人脈，除有利於推動本會

涉外事務，也確保本會各項權益，

可謂居功厥偉。可惜呂教授退休以

後，本會後繼乏人。

3. 增加本會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與能見

度：個人一再建議各兒童次專科應

積極爭取各項國際學會來台灣舉辦

。根據以往的經驗，國際醫學會與

兒科醫學會年會如能合辦，不論就

參加人數，或經費損益上均可收相

得益彰之效。經常舉辦而駕輕就熟

後，台灣兒科在國際的能見度將大

大提高。

4. 團結合作提高台灣兒科學術水準：

學術實力仍是躋身國際兒科舞台的

最佳後盾。此次世界兒科醫學會，

台灣提出的論文不到五篇，反觀中

國卻提出五十五篇的報告，光是重

慶兒童醫院就有三十五篇！誠然世

界兒科醫學會所發表的學術論文水

準不算頂尖，但以中國兒科醫學界

的積極態度，假以時日，必會超越

台灣的學術表現。台灣兒科界應虛

心檢討，在學術研究上團結整合，

更踴躍在國際上提出質量俱佳、擲

地有聲的論文報告。

5. 把握國際學會的個人交誼機會：台

灣學界參加國際學會偶有耽於旅遊

情事，年輕醫師尤應引以為戒。旅

遊可安排會議前後，開會期間應認

真參與各項會議活動。個人建議參

加國際學會一定要參加開幕典禮及

宴會，因為席間可以向大師及重要

人士請益，以增進日後學術合作的

機會及建立互相交流的橋樑。

6. 拉近與第三世界國家兒科醫學界的

關係：台灣在國家、社會的發展經

常是開發中與未開發國家的典範，

台灣的醫學及醫院制度也是如此，

應建請政府積極與世界人道醫療組

織合作。各醫院也應該把握機會以

優惠條件協助訓練第三世界國家的

兒科醫師，除了可以獲得國際的名

聲之外，也可以營造未來良好的國

際學會關係，在類似的情形下自然

會獲得國際的奧援。

【編者按：本刊總編輯對此文頗有同感
，當在巴西、韓國、新加坡開國際性醫
學會時也曾碰到同樣的問題，並於本刊
第27卷 12期（2006.12）發表「參與國
際事務要有實力做後盾─參加世界燒傷
會議後有感」，希望大家多多重視此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