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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智慧健康網絡－新北動健康

陳潤秋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壹、前言

我國人口老化快速，65歲以上老年人

口在 2018年 3月底即超過全人口 14％，預

計在 2026年達到 20％，成為世界衛生組織

（WHO）定義的「超高齡社會」。新北市至

2019年 10月底，65歲以上長者計有 57萬

825人，佔本市人口 14.2％，已正式邁入「高

齡社會」。

高齡社會伴隨老人病症候群盛行，使得

潛在性肌少症和衰弱族群增加。2006年美國

國家疾病管制局研究指出，有 29％的 60歲

以上民眾及 46％的 80歲以上長者，舉重無

法超過 5公斤重物；60歲以後肌肉質量會以

每年 1－ 2％的速度流失、肌肉強度以 1.5－

3％下降。而肌肉質量不足、肌力低下和代謝

緩慢，將導致功能降低與脂肪囤積。

另根據新北市2015年瑞芳、平溪、雙溪、

貢寮四區長者衰弱盛行概況調查，65歲以上

長者的衰弱症前期盛行率為 48.8％；衰弱症

盛行率 13.3％，顯見衰弱預防介入計畫刻不

容緩。據此，新北市將衰弱預防納入市府重

大政策，並於 2016年率全國之先，推動「新

北動健康」政策，建立高齡長者友善健康生

活型態。

貳、推動新北動健康政策

新北市把視野聚焦在與臺灣同樣人口快

速老化的芬蘭。他們把大量資源投資在預防

前端，並自我挑戰的把「臨終前兩周才臥床」

設定為長者的生活目標，雖然該國距離此目

標仍有一段距離，但成效良好。相關高齡健

康政策及國家策略受到各國矚目。

為了讓新北市民也享有長壽且健康的生

活，市府在 2016年 8月首創「新北動健康」

政策，透過初級、次級、三級的三層次預防

模式，以「衰弱檢測」、「數據記錄」以及「運

動營養介入」，預計達成預防及反轉衰弱、

降低慢性病風險、減緩疾病失能之目標。

隨著智慧醫療行動化的潮流，新北動健

康在推行上搭配 AIoT科技及行動服務，開發

寓教於樂的「新北動健康 APP」資訊平臺，

整合個人健康體適能評估、運動體能及飲食

營養紀錄，結合穿戴式裝置及藍牙傳輸的智

慧量測設備，透過運動、營養及醫療資源的

專業團隊進行後臺管理監控，適時給予個人

化回饋；同時針對資料進行長時間分析，提

供市民個人化的完整健康資訊。藉由透過新

型態智慧健康傳播及照護方式，將健康科技

融入生活，建立智慧健康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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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構完善衰弱預防體系

新北動健康在推動上以「議題倡議、介

入推動、資訊彙整、產業推動、國際接軌、

創新加值」六大策略為主軸，具體措施如圖1。

一、社區動健康

新北動健康從社區推廣做起，以重視衰

弱症相關議題作為突破口，整合各單位資源，

將全民防衰列為市政重要政策，並逐步將「運

動即良方」理念擴及推廣至社區民眾，以及

早重視衰弱預防。

具體介入措施包含橫向跨局處資源盤點，

囊括社會局、民政局、教育局、體育處及衛

生局等 1,682個社區據點進行大規模實作；

垂直資源整合，結合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

失能照護方案資源、美國 EIM總會（Exercise 

is Medicine®）、新加坡分會樟宜醫院及導入

台灣復健醫學會、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台

灣整合照護學會進行運動處方醫師及專業人

員師資培訓；引進社會企業揚生基金會、菲

特邦健康顧問有限公司等健康產業培訓種子

師資，深入鄰里開辦社區動健康銀色奇肌班；

結合校園、職場場域推廣「祖孫動健康」、「職

場動健康 揪團一起動」、「新北動健康代言

人」等多元管道推廣。

市府團隊及民間資源全力攜手推動下，

在新北市 29區共計辦理 7萬 2,670場宣導活

動，宣導人次達 350萬 6,735人次；針對 65

歲以上長者，以長者健康檢查為介入切口，

首創全國增加免費肌力檢測檢驗項目，提供

完善的衰弱預防管理介入方案。

圖 1　 新北動健康以議題倡議為開端，建立社區動健康及動健康 APP兩大介入推動方案，落實

資訊及數據彙整，進而擴大與產業合作、與國際交流接軌，並發展動健康創新加值服務。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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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長者健康檢查新增免費的肌力檢測，

新北市衛生局得以從衰弱評估、運動處方、

運動介入計畫、營養評估、營養處方諮詢門

診到營養介入計畫，系統性的給予潛在性衰

弱或衰弱長者進行個案管理。三年來成效顯

示，平均 78％衰弱民眾可以改善至衰弱前期

或正常、38.1％握力異常民眾改善至正常、

43.9％步行速度異常改善至正常，充分證實

衰弱可藉由運動介入反轉改善。

二、新北動健康 APP

新北市衛生局專門開發的「新北動健康

APP」提供民眾一個隨行、自我的健康管理

工具。在市府的跨局處合作下，深入社區民

眾常在據點（如銀髮俱樂部、市民活動中心、

松年大學、樂齡學習中心、公共托老中心、

老人共餐等）辦理動健康的活動及課程，透

過動健康 APP整合各局處社區資源，方便民

眾隨時查詢自家附近開設或辦理的活動、隨

時記錄上傳自己的運動數據，達到健康資訊

傳遞及管理的目的。

此外，動健康 APP也可以個人或揪團設

定群組使用。現今手機 APP普及、網路使用

方便性高，透過在 APP上建置如「跟著教練

一起做」、「運動目標設定」、「營養專區」、

「動健康教室」等功能，即便不方便參與社

區活動的民眾，也可以進行自我健康管理。

圖 2　 新北動健康 APP提供健康、飲食、運動管理功能，特別加入群組揪團、動健康地圖的服

務，不僅親民且使用便利，截至 2020年 1月新北動健康會員人數已達 39萬 9,968人。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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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PP還有一個好處，在推動上可以

適時新增一些符合民眾需求的功能，例如「揪

團競賽」、「排行榜獎勵機制」，建造同儕

激勵、呼朋引伴的效果，來達到創造話題的目

的，同時可以吸引並讓民眾增加持續使用的意

願。新北動健康 APP服務亮點功能如圖 2。

三、產業連結

（一）物聯網裝置資訊介接

為帶動產業發展並注入產業量能，新北

動健康資訊平臺完全對外開放。廣邀運動、

健康、銀髮產業投入，透過智慧大平臺企業

合作概念，將雲端資料庫進行整合介接，

包含醫療儀器如血壓機、血糖機、體脂計、

多元品牌的穿戴式手環及智能化運動設備

（I-Care智能化健身系統）與新北動健康

APP進行數據整合。目前已整合 8種廠牌裝

置設備，民眾的數據資料可即時地拋轉至動

健康 APP，並適性地給予使用者回饋與建議，

提高資訊可近性並創立雙向溝通模式。

新北動健康 APP彙整完成的資料除可由

醫療端長期追蹤管理監控，也可以進行大數

據的分析研究，作為未來健康政策擬訂及滾

動式修正的參考，並據以發展創新加值服務。

（二）健康幣兌換平臺

除了物聯網裝置的連結，新北動健康

APP不斷地思考如何讓民眾有興趣、有意願

地去維持健康管理，於是推出健康幣。民眾

登錄新北動健康 APP以後，即可經由使用其

中的功能而得到並累積健康幣。透過健康幣

兌換平臺，可獲贈相關健康贈品。

圖 3　 透過物聯網裝置記錄數據（生理量測、運動數據）累積健康幣點數，進而將累積

的健康幣兌換為實質的健康服務（如：健康早餐、運動促進課程、休閒育樂商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季刊

84 第八卷  第一期 109年 03月 

開放性的新北動健康 APP透過與運動、

飲食、銀髮、休閒育樂產業合作，提供民眾

「健康集點兌點服務」，將虛擬健康幣點數實

質回饋民眾健康服務，讓健康幣流通性提高，

備受民眾喜愛。推出至今，已與百家學區健

康早餐店、13家新北國民運動中心、14家新

北觀光工廠、3家線上點數平臺及 9家休閒運

動育樂業者合作，擴大行銷產業知名度與創

造商機，讓動健康服務得以永續經營。物聯

網裝置連結及健康幣平臺服務示意如圖 3。

肆、創新加值

一、從居家到診間遠端服務

隨著新北動健康衰弱預防網絡逐步的建

立，衛生局更進一步規劃以新北動健康資訊

系統平臺為中樞，串聯社區、居家到診間，

提供全方位智能化健康照護服務，讓動健康

服務得以創新並延伸。

民眾在家裡、社區，透過生理量測設備

量測的健康數據記錄、由智慧運動設備上傳

的運動數據及分析報告、醫事人員進入居家

所進行的眼底鏡、超音波檢測，都會由雲端

拋轉到新北動健康資訊系統平臺、E世代公衛

平臺、長者健康檢查系統中，衛生所的醫師

即可藉由診間的醫療資訊系統，即時地了解

民眾自我健康管理落實的情形，以及評估是

否需轉介進行進一步的治療或針對需求分別

進行衰弱、慢性病、疾病飲食個案管理。後

續甚至可透過醫療資訊系統的合作，聯合後

端大型醫院的專科醫師進行遠端會診或即時

智能急診服務。

二、智能化健康管理

衛生所是第一線預防保健與疾病醫療的

基層衛生單位。智能化服務的推動不若醫院

複雜。主要著重在「民眾自主健康管理及疾

病管理、預防」，在智能化健康管理服務設

計上，利用 AIoT技術將各個智慧科技產品，

包含智慧生理量測設備、智能運動設備、智

慧體適能評估及智能眼底鏡設備等整合，讓

不同設備能夠彼此溝通，透過雲端平臺（醫

療資訊系統、e世代公衛平臺、長者健康管理

系統及影像管理平臺）的數據整合，藉助 AI

技術做比對、分析、配對，最後傳輸出完整

有用的數據資料，提供民眾完善的智能照護

服務。個人、社區到診間的健康照護服務示

意模式如圖 4。

伍、未來與挑戰

在智慧醫療推動上，考量到醫療與資訊

科技專業程度都很高，如何透過有效的訊息

溝通，共同開發出成功的智慧管理模式是一

大重點與挑戰。對公部門而言，手上可能有

相對多的資源，如何善用這些資源讓效益最

大化，真正讓健康照護與智慧醫療和民眾零

距離，是我們需要持續努力的目標。未來在

推動政策上，要試著將健康服務智慧網絡連

結到戶外，例如讓本市長者再走入日常熟悉

的公園裡，能結合運動專業老師或社區鄰里

中受過訓練的佈老志工，利用現場環境及設

施，引導教學長者做運動，讓長者在日常生

活的運動中，同時也能做好數據監控與管理，

落實智慧健康生活管理，以建構一座因長者

而幸福的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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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透過新北動健康、E世代公衛平臺及長者健檢平臺資訊整合，

串聯個人、 社區到診間的健康照護服務模式。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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