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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PwC 旗下策略顧問公司Strategy& 在2023 年報告

《Reimagining the Future of Health post COVID-19》中提出，

醫療保健領域正掀起重大改變趨勢，未來醫療重心將從過去的

急症醫療轉為慢性病治療；從以治療為首轉為保健預防；從醫

師為中心轉為以患者為中心；服務產品從計次收費轉為以療效

計價等等。PwC調查訪問全球醫療保健產業CEO，近45%企業

CEO認為，全球面臨的健康威脅是醫療保健產業的商機，醫療

照護轉型需求蓄勢待發。精準照護推動的產業轉型將以精準數

據提出健康照護建議，提供更便利與智慧化的全人照護，進一

步推動精準健康生態系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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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的進步與衛生條件的改善，使全球人口壽命

顯著增加，然而越來越多國家出現晚婚、不婚的現象，

導致生育率下降，多國人口皆出現快速高齡化的趨勢。

估計於2050年時，各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都將超過人口

總數的20%。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預估，台灣將於明

年（2025）正式迎來超高齡社會，高齡化程度也較許多

國家為高。高齡化議題衝擊全球包括台灣，專家認為未

來對社會、經濟與產業造成重大影響。 

各國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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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超高齡化步步進逼加上健康自主意識提升，民眾為了延長健康壽命

（healthspan）而更重視預防、照護與健康促進。全球照護產業市場預期

年複合成長率為10-12%，預估2030 年將可創造2.8 至3.5 兆美元的總市

場價值。相比之下，治療產品與藥品銷售，同時期僅以3% 的年複合成長

率（CAGR）成長。各界投入發展照護產業將有助降低民眾疾病罹患率與

住院需求，對民眾的健康福祉與整體醫療體系財務帶來效益，達到發展

「精準健康」的重要目標。 

高齡化人口會帶動高齡相關疾病管理與康復等各項照護需求增長，未來

精準照護集中在以個人為核心的健康管理上，從受照顧者端回饋身體狀態，

讓照護人員得以遠端監控院外治療或慢性疾病的個案，實現疾病管理生活

化、自動化，再輔以便利、個人化的復健或賦能裝置，精準彌補損失、退

化的身體功能，讓民眾生活更自主、有尊嚴。 

資誠進一步探討精準照護的應用領域，主要聚焦病後康復的復健或照護

方案，依據照護型態，可分為慢性病管理、復健管理、智慧長照與生活支

援，以提昇康復期及院外的照護效率，同時透過智慧長照系統，導入資通

訊系統支援照顧人員，加速整體機構體系的轉型。 

 精準照護各應用透過多元數據建模與整合方案以提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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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該如何布局才能提供符合未來需求的照護服務呢？依據工研院產科國

際所提出的價值鏈架構，精準照護價值鏈分別由上游的裝置產品、中游的軟

體系統及下游的服務所構成。價值鏈上游的裝置產品為數據產生的起點，透

過裝置和感測科技產生匯集個人數據，經過分析後轉化成個人化健康促進、

醫療照護方案的決策依據。舉例來說，慢性病管理服務會使用血糖連續監測

儀搭配行動裝置或智慧穿戴，持續監測與記錄血糖數據及其他健康指標，並

回饋到治療照護計畫及藥物劑量調節；復健管理可運用步態感測或復健訓練

裝置收集患者復健前後數據，協助醫護人員判斷復健效果，即時掌握患者復

健姿勢與肌力等狀況，得以即時回饋與調整復健相關建議。 

精準照護價值鏈中游的軟體系統則透過數據串接與技術加值，運用上游裝

置產品匯集的個人健康數據資料，再透過各式演算法分析個人需求與特性，

協助擬定個人客製化照護服務。實際應用中，多樣化的健康服務皆可透過相

對應的管理平台，其數據分析結果可作為方法調整或評估成效之參考，以落

實精準照護之目標。平台亦有潛力切入民眾的健康促進需求市場，這些方案

可讓民眾清楚掌控自身健康狀態，照護服務提供者也得以藉此提升照護效率

與效益，其分析洞見甚至會衍生創新的精準照護行動方案。 

 

精準照護產業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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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照護價值鏈下游的服務則運用上中游的裝置產品與軟體系統以提供個

人化服務，落實客製化與個人化精準照護。多元數據的加值運用應用潛力會

驅動精準照護創新服務模式的興起。目前國內市場上各式照護服務已存在多

年，但以數據為基礎而發展的服務仍有成長空間，需加強依據照護狀況而調

整的能力，提升使用機構的效率及為專業人員賦能。如在精準照護應用中導

入人工智慧模型與分析，能快速依據生理或生活數據回饋，為大量個案提供

個人化服務，運用各式參數分析運算後，為照顧者提供最佳照顧建議。 

整體精準照護產業中，部分廠商垂直整合價值鏈上中下游，發展不同的產

品組合提高泛用性；部分廠商則在價值鏈特定環節握有專精技術，適合發展

過程中進行跨業合作，藉由夥伴間專精技術能力的互補，構成具備產生數據、

串接數據與加值及高價值個人化服務之生態系，推動精準照護價值鏈上的不

同應用領域共同發展。 

經過仔細設計和技術支持下，精準照護產品和解決方案，選題上仍必須貼

近醫療照護轉型趨勢脈動，為使用機構及受照顧者創造更多價值，維持企業

的市場領導地位與競爭力。近年PwC觀察到的轉型趨勢有哪些重點？生態系

中各利害關係人又有甚麼關鍵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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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歷COVID-19疫情後，精準照護的潛在需求更為凸顯，加上許多創新

科技逐漸成熟，成為促進醫療照護轉型的重要關鍵。 PwC Global 

Strategy& 整理未來醫療照護產業轉型七大重點： 

 

1. 以患者為中心，提升照護服務的可近性與透明性，致力提供客製化服務 

2. 改變過往「治療疾病」的思維，聚焦「預防疾病」及「健康維持」，增加

預防醫學的投資，並透過積極衛教提升民眾的健康意識與自我照顧能力 

3. 提供適合、適時、適地的高品質醫療照護服務，提升患者生活品質、降低

醫療支出 

4. 數位化與資料分析，提升資料安全性與互通性，透過解鎖資料共享達成更

流暢的溝通與技術交流，以支持學界與產業的研發創新 

5. 未來勞動力的轉型，透過導入資通訊科技與創新技術進行賦能，讓團隊溝

通、管理與領導最佳化，並推動組織文化轉變 

6. 以價值為導向（value-based）的新訂價思維，鼓勵創新商業模式與增加

市場准入的管道 

7. 整合醫療照護產業鏈，透過產官學研醫各單位的充分合作，為產業鏈的所

有利害關係人創造更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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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監管機構 

加速政策法規改革，推動遠距與智慧照護相關的創新政策。 

地方政府 

延續中央政府研擬的治理方針，積極推動「以人為中心」的

醫療照護模式，並協助公營與私營單位充分合作。  

醫療照護服務提供者 

與公立機構建立互信的合作關係，探討如何將價值鏈與照

護服務延伸到需求端，持續投入數位遠距與智慧照護領域。 

醫療照護相關保險業者 

適時調整保險產品或推出新產品，因應日新月異的醫療科技

上市，也透過產品特性引導民眾健康自主。 

藥廠及醫材廠商 

根據新趨勢調整產品組合，適時導入數位技術如AI及數據分

析強化技術研發及商務開發，以治療產品的基礎延伸布局至

預防醫學與照護領域產品市場。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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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明年（2025）即將迎來超高齡社會，全齡健康也成近年民眾關注熱門

話題，尋求健康促進方案，期望延長健康壽命。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表

示，如今全球各國人口高齡化趨勢與規模為人類文明史上首見，各國產業結

構與社會必須做出相應調整，相關醫療、照顧與保健市場將出現需求缺口。 

台灣政府為因應高齡化社會趨勢及產業創新發展，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近年

於國內生技產業成立新分類—健康福祉產業，列為要重點推展的新興產業，

產業的目標為滿足高齡族群之三大需求：健康養生、樂活休閒及生活支援，

期望能透過各種健康管理服務，延緩老化。舉例來說，台灣慢性疾病的健康

支出連年居高不下，消耗相當多的健保資源，政府期望透過擴大投資健康，

強化預防醫學及創新模式改善慢性病照護，活化健保資源的利用，其中健康

福祉產業也將扮演要角。根據工研院產科國際所估算，2027年台灣健康福祉

產業營收將成長至新臺幣3,353億元，2022~2027年的複合年成長率約

3.89%。資誠觀察，隨著民眾健康自主意識增加及健康老化的需求顯現，可

預期產業未來還有更多的成長空間。 

資誠與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在過去一年緊密合作，盤點國內外照護相關法規

政策、國內產業問卷調查及國內外代表業者商模分析，更多精彩內容將在10

月發布的《精準照護之現況與趨勢》報告與大家分享，希望各界可以獲得啟

發促進照護生態系的壯大，攜手提升民眾的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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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資誠《迎接全球銀髮浪潮 掌握照護轉型新契機》，彙整資誠全球聯盟組織（PwC Global 

Network）對於照護轉型的發展趨勢見解，加上資誠2024年發布之「精準健康大未來」系列的

《精準照護之現況與趨勢》報告中部分內容編撰而成。 
 

資誠生醫透視提供全球生技新知，分析產業發展趨勢，不但分享PwC全球資料庫中關於生技醫

療產業之資訊，更分析國內產業優勢，協助客戶掌握市場先機及發展競爭策略。期望透過定期資

訊分享，陪伴各位產業先進開發創新技術，精進產品服務，並邁向全球市場。 
 

本報告僅提供參考使用，非屬資誠對相關特定議題表示的意見，閱讀者不得據以作為任何決策之

依據，亦不得援引作為任何權利或利益之主張。若您有相關服務需求，歡迎與我們聯繫。  
 
 
 
 
 
 
 
 
 
 
 
 
 
 
 
 
 
 
 
 
 
 
 
 
 

若您欲瞭解更多資誠生醫產業相關資訊： 

請造訪我們的網頁  訂閱資誠生醫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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