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息           答疑          　 　   总结

CHINA-HOSPEQ 2016

http://www.mtjapan.or.jp/jp/mtj/cn/

主席 

日本医疗器械科技协会
学术研讨会

主  办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医疗器械科技协会

援  办  ：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中国日本商会、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举办日期及时间 ：2016年8月20日（星期六） 14:00-17:20
 举办地点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306A+B会议室

开幕致辞 （主席）

致辞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演讲内容
10分钟

10分钟

演讲时间25分钟

演讲时间25分钟

演讲时间45分钟

演讲时间45分钟

5分钟5分钟 30分钟

“日本再生医疗的现状与未来”
<日本医疗器械科技协会 再生医疗分会　辻　光一>

“日本腹膜透析的现状与展望”
<日本医疗器械科技协会 家庭医疗器械分会　曾我　岳久>

“探讨高龄者医疗及护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生院 医疗经济学领域教授　川渕　孝一>

“提高患者满意度的实践与医院经营人才的培养”
<圣路加国际大学 法人事务局长　渡边　明良>

题目Ⅰ

题目 Ⅱ

题目 Ⅲ

题目 Ⅳ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医疗器械科技协会 

日本医疗器械科技协会（MTJAPAN）是为了振兴日本医疗器械行业而形成的团体。

加盟企业约有230家。MTJAPAN加盟企业为您提供“安全且具革新性的医疗器械技术”。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医疗器械科技协会成立于2000年11月，其加盟企业在日本国内的出货额总计达到1.5万亿日

元以上规模，占日本医疗器械市场份额的50%以上。本协会通过迅速提供安全且具革新性的医疗器械技术，为提

高日本及全世界的医疗质量以及振兴日本医疗器械技术产业做出贡献。



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科客座教授“尖端医学话题”、顺天堂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科医院管

理学客座教授“医学与社会医疗Ⅱ”、沈阳医学院名誉教授、宁夏医科大学客座教授、中日友好

医院客座教授、东京医科大学医学部护理学科“医疗经济学”、东京经济大学研究生院“福利及

医疗设施经营论”、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经营学研究科“医疗经营论”

学术相关获奖情况

1997年  10月     获得第11届吉村纪念厚生政策研究补助金

2001年    4月     获得社团法人日本医疗法人协会创立50周年纪念悬赏论文优秀奖

2001年  11月     获得第54届日本医师会设立纪念医学大会“日本医师会功劳奖”

简历

1983年     3月    毕业于一桥大学商学部商学科

1987年    6月   修完芝加哥大学经营研究生院硕士课程（取得MBA）

1989年    8月   在私立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职于厚生省国立医疗及医院管理研究所（即现在

　　　　　　　的国立保健医疗科学院）医疗经济研究部

1995年    7月     就任同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

1996年  12月    兼任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社会保障应用分析研究部主任研究官

1998年     4月     就任日本福利大学经济学部经营开发学科教授

2000年     4月     就任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大研究生院教授（至今）

1999年  10月     就任国际医疗福利大学兼职讲师（至2003年3月）

2000年    8月     就任广岛国际大学兼职讲师（至2003年3月）

2003年     9月    就任日本大学研究生院全球商业研究科兼职讲师（至2011年3月）

1986年    3月    毕业于立教大学文学部史学科

1999年    3月    毕业于产能大学研究生院经营信息学研究科（MBA）

1986年    4月    入职圣路加国际医院医事课

2001年    4月     就任圣路加国际医院人事课经理

2006年    7月     就任圣路加国际医院经营企划室经理

2012年  10月    就任学校法人圣路加护理学院常任理事及事务局长

2014年    4月     就任学校法人圣路加国际大学常任理事及法人事务局长（至今）

题目Ⅲ

题目Ⅳ

题目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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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以京都大学的山中教授成功开发iPS细胞为契机，一下子为再生医疗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随着此项革命性技术的进步，政府立即着手促进这一领域的实用化及产

业化，将再生医疗产品定位为医药品、医疗器械之外的第三领域并推进相关法制建设。2014年11月，“关于确保再生医疗之安全性等问题的法律”以及“关于确保医药品、

医疗器械之质量、有效性及安全性等问题的法律”开始施行，使早期审批制度及细胞制造的外部委托成为可能，早期安全地向患者提供再生医疗之相关治疗措施的条件得

以完善。据此，在迄今为止难以进行产品化的这一领域，在2015年很快就有2种产品得到了审批。加上已有的虽然是再生医疗产品但却作为医疗器械得到审批的2种产品，

在日本一共有4种产品得到了审批，而且进入医疗保险偿还目录。其中尤其是“HeartSheet®”这个产品，根据新的审批制度，凭借7个病例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临床试验数据

就获得了附带附加条件及期限的审批。此产品今后将一面销售一面继续收集相关数据。

本讲座将对“提高患者满意度的实践”与“医院经营人才的培养”这两个主题进行探讨。

作为提高患者满意度的实践的必要因素，尤其应关注下述三个要点。①“患者满意”的含义加以品味。②“服务的构成要素”加以思考。③“过程与结果”两者并重。随后就医

院经营人才的培养问题，主要从下述三点进行阐述。①人才培养的基本流程②根据目标实施管理的运用要点③职业生涯发展与人才规划

本讲座通过具体事例对圣路加国际医院内的相关实际情况进行解说。

根据2014年年末的调查统计结果，日本国内约有透析患者31万人，其中腹膜透析患者为9,255人，占全体透析患者的2.9%。这是由于日本的医疗费由医疗保险承担，无论

是接受血液透析还是腹膜透析，患者只需要支付部分治疗费即可。另外，血液透析机构数量较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腹膜透析的种类包括CAPD和APD。在APD方面，可根据患者的状态及QOL选择NPD、CCPD、TD、CCPD+手动等治疗法。同时，近年来组合使用血液透析与腹膜透析的

患者人数逐渐增加。日本大多使用中性的PD液作为透析液，使透析液中的非生理性因子如pH及GDPs得到抑制。从近年的临床效果来看，有报告称长期使用时的EPS发生

率出现降低等。另外，由于腹膜透析疗法属于由患者自己实施治疗管理的居家医疗，因此患者的自我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各家制造商为此开发出无菌设备及具有极高安全

性的手动系统，使腹膜炎的发生率在全世界处于低位。日本今后将面临透析患者的高龄化，特别是对于属于居家医疗的腹膜透析疗法来说，如何为其提供支援等问题逐渐

显现。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推行ASSISTED PD及地区协作，由制造商不断开发可供居家患者安心使用的设备。

日本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迎接超高龄化社会的到来。在此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民会议于2013年8月总结完成了关于今后社会保障政策的报告书。医疗及护理

领域的改革要旨包括下述两点：①为了保证患者在急性期、亚急性期及恢复期能够在与其状态相应的病床上接受与其状态相应的医疗服务，应以急性期医疗为中心集中

投入人力及物力资源，从而减少住院时间并早期实现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同时应不断充实完善接受地区的病床及居家医疗/居家护理服务。②为了保证在各地区向同时具

有护理需求与医疗需求的晚期高龄者切实提供支援，开展上门诊疗、上门口腔护理、上门护理、上门理疗、上门服药指导等居家医疗服务是不可或缺的。为此不仅要向居住

于自己家里的人，还应向生活居住于养老院、集体康复之家、护理设施及其他任何设施的人切实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作为具体解决方案，日本政府正在考量“延长健康寿命”、“病床整编及脱医院化”、“推进地区综合护理体系”、“日本版CCRC构想”、“灵活利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及ICT来提

高护理效率”等措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日本社会恰逢人口数量不断减少，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15年）已达26.3%，远远超过中国的9.6%，且不久就会超过40%。而很

快就将成为高龄化社会一员的中国似乎也在研讨引入护理保险制度，那么今后中日两国是否应该共同开展相关研究及相关事业呢？

“日本再生医疗的现状与未来”
<日本医疗器械科技协会 再生医疗分会　辻　光一>

“日本腹膜透析的现状与展望”
<日本医疗器械科技协会 家庭医疗器械分会　曾我　岳久>

“探讨高龄者医疗及护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生院 医疗经济学领域教授　川渕　孝一>

“提高患者满意度的实践与医院经营人才的培养”
<圣路加国际大学 法人事务局长　渡边　明良>

（所属学会及主要社会活动等）

兼职讲师 兼职讲师/职务

（所属学会及主要社会活动等）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医疗及医院管理学会（评议员、理事）、

日本临床路径学会（理事）、口腔病学会（理事）、财团法人

日本医疗机能评价机构评价调查员、一般社团法人全国

上门护理事业协会（理事）、公益社团法人医疗及医院管

理研究协会（理事）、日本医疗事业经营咨询协会（理事）、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护理福利经营人才教育协会（理事）、

爱知县立医院经营改善推进委员会委员、高冈市民医院

经营恳谈会（主席）、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顾问）、

公益社团法人全日本医院协会（参赞）

日本医疗管理学会（理事）、日本医疗平衡记分卡研究学

会（理事）、日本临床路径学会（评议员）、医疗经济研究机

构医疗机关各部门收支之相关调查研究委员会委员

（2003年度-2007年度）、经济产业省医疗经营人才培养事

业工作组委员（2005年度）、日本护理协会社会经济福利

委员会委员（2007年度）、厚生劳动省保险医疗专门审查

员（2009年8月-2017年8月）、日本医疗福利建筑协会医

疗福利建筑奖评审委员（2011年5月-2013年4月）、奈良

县立医院机构经营企划会议外部委员（2015年4月-至今）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生院

医疗经济学领域教授

川渕　孝一

学校法人圣路加国际大学

常任理事、法人事务局长

渡边　明良1997年10月  获得第11届吉村纪念厚生政策研究补助金

2001年4月   获得社团法人日本医疗法人协会创立50周年纪念悬赏论文优秀奖

2001年11月  获得第54届日本医师会设立纪念医学大会“日本医师会功劳奖”

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

该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修了 医学博士 

国立医院医疗中心(当时) 临床研究部医用生物工程学室长

日本大学医学部医院管理学教室 副教授

日本大学医学部医疗管理学教室 教授

从该大学退职并担任该大学客座教授

社会保险横滨中央医院 院长 

日本大学名誉教授

独立行政法人 地域医疗机能推进机构(JCHO) 横滨中央医院 院长 

从该医院退职

简历


