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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龐大，非任何企業、研究單位或國家所能企及，若能善用相關資料，將可成為打造我國成為

未來世界醫療技術、器材或藥物開發重鎮之一大助力。爰建請行政院立即責成相關單位，儘速

在確保個人資料依法保障且不外洩之前提下，研擬健保資料庫之加值應用方案，以協助我國生

醫產業之發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李貴敏、陳鎮湘、陳碧涵等 13 人，鑑於生醫科技乃我國未來發展之重點產業，且因資訊

時代，大數據（Big Data）之應用為各領域廠商相繼競逐的新藍海。而我國自民國 84 年推動全

民健康保險、民國 92 年更推動健保 IC 卡，將全國民眾之就診資料全面電子化，相關資料累積

迄今已十餘年，形成龐大之醫療方法、用藥進程之資料庫。此一資料庫內容完整、規模龐大，

非任何企業、研究單位或國家所能企及，若能善用相關資料，將可成為打造我國成為未來世界

醫療技術、器材或藥物開發重鎮之一大助力。爰建請行政院立即責成相關單位，儘速在確保個

人資料依法保障且不外洩之前提下，研擬健保資料庫之加值應用方案，以協助我國生醫產業之

發展。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生醫產業乃近年我國積極推動的下世代重點產業，政府必須提出足夠利多，以協助相關

產業之發展。又在資訊時代，大數據（Big Data）之應用乃各領域廠商競相追逐之新藍海。若可

掌握龐大之生醫資料庫，對於我國日後相關產業之技術、產品開發，必有龐大助益。 

二、我國於民國 84 年即推動全民健康保險，將全國兩千三百萬民眾均納入保險範圍；民國 92

年更進一步推動健保 IC 卡，在民眾每次看診後，相關就診資料將電子化，相關資料累積迄今已

十餘年，可形成龐大之醫療方法、用藥進程之資料庫，且相關內容完整、規模龐大，非任何企

業、研究單位或國家所能企及。如可妥善運用，將可成為打造我國成為未來世界醫療技術、器

材或藥物開發重鎮之一大助力。 

三、為協助我國生醫產業之發展，爰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單位，儘速在確保個人資料依法保

障且不外洩之前提下，研擬健保資料庫之加值應用方案，以協助我國生醫產業之發展。 

提案人：李貴敏  陳鎮湘  陳碧涵 

連署人：孔文吉  王育敏  陳淑慧  潘維剛  楊瓊瓔  

吳育昇  張嘉郡  林郁方  蔡正元  曾巨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陳委員碧涵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碧涵：（13 時 5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本院委員李貴敏、陳學聖、王育敏等 14 人

，有鑑於行政院「黃金十年」國家願景政策提到，要將台灣打造為優質文化大國，並將強化藝

文軟硬體環境，健全環境之發展整備等列為發展目標。然至今仍缺乏中小型規模之專業表演場

館，無法滿足表演藝術團體之需求，也缺乏排練空間，無法進行延續性的創作與排練，更缺乏

表演藝術園區，無法進行串聯、創作、排練、跨域合作與研究，以及合作行銷製作等項目，不

利於作品最大價值之創造及表演藝術產業之形成。爰此，建請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邀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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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教育部、內政部及國有財產署等，針對上述問題進行研議協商，讓台灣的表演藝術可以蓬

勃發展，成為下一波經濟動力。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案： 

本院委員陳碧涵、李貴敏、陳學聖、王育敏等 14 人，有鑑於政院的「黃金十年國家願景」政策中

提到要將臺灣打造為「優質文化大國」，並將「鼓勵多元藝術創作，強化藝文軟硬體環境，厚

植藝文環境的養分」、「健全文化創意產業環境之發展整備，加強文創人才之訓練與育成」等

五大項目訂定為發展目標。然而硬體設備及空間上的缺乏，對文創產業中重要的「表演藝術」

產業的形成十分不利。目前所亟需改善的是：一、中小型規模專業展演場館不足，讓表演藝術

團體只能在有限的專業場館（2011 年文化統計：全國 104 場館）爭取演出機會；二、排練空間

的缺乏，導致表演團體四處流浪無法進行延續性的創作與排練；三、缺乏表演藝術園區的設置

，無法將創作、排練、演出空間、跨域合作與研究、行銷製作等項目串聯，對於創造作品最大

價值及表演藝術產業之形成實屬不利。爰此，建請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邀請內政部、教育部

、文化部、國有財產署等相關部會針對中小型專業展演場館的建置、排練場的設置以及結合跨

領域及製作行銷思維的表演藝術園區的設立進行積極的研議與規劃，讓臺灣的表演藝術蓬勃發

展，成為文化大國的美麗亮點。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中小型展演空間對於表演藝術商業機制的形成具有關鍵地位，「場館」的存在所帶來的

不僅僅是「以小搏大」的商機，對於年輕的表演藝術工作者而言，這類型的場館就像是累積實

戰經驗的場域，培育著他們朝著更大、更精緻的舞台邁進。除此之外，中小型展演空間也是觀

眾養成的場域，在這裡，他們有機會透過各式的表演，在鑑賞中學習、成長，在較為親民的票

價中，感受演出的魅力，讓國民的休閒生活多了另一種選擇。 

二、韓國劇場界編導張幼貞女士大學時代所創作的小型音樂劇作品《尋找金鐘旭》從 2006 年

演出至今，觀眾人數突破 60 萬人，票房金額達到 140 億韓元，在 2008 年拍攝同名電影也突破

百萬觀影人次，2013 年更首度將音樂劇版權授予中國大陸製作中文版本的《尋找初戀》，展現

了小型作品的無限潛能。 

三、文化部、國藝會以及地方政府文化局每年補助表演藝術團隊節目製作，帶動臺灣藝文活

動場次顯著成長；然而以資本結構來看，2012 年資本額在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的經營家數共

1,493 家，占整體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的 67.86%，但專業場館的數量不足、大小規模比重嚴重失

衡、分布需求，造成作品（商品）缺乏演出場地（銷售平台），無法創造經濟價值。 

四、爰此建請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邀請內政部、教育部、文化部等相關部會共同研擬規畫

積極規畫表演藝術園區的設置，開放民間建置、經營中小型展演空間，並整理閒置空間設置排

練場提供表演藝術團體使用，讓臺灣的表演藝術蓬勃發展，成為文化大國的美麗亮點，成為文

化臺灣的下一波經濟動力。 

提案人：陳碧涵  李貴敏  陳學聖  王育敏 

連署人：羅淑蕾  張嘉郡  蔣乃辛  林郁方  陳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